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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當大陸加入WTO世貿組織中小企業的台商在其農產品加工業的領域中聘用台籍幹部現存問題及大陸幹部

結構的分配，並且運用最低成本的人力資源創造出較高額利潤及競爭力來對大陸加入WTO後的生產環境作出客觀的評估

及建議之道。經研究發現在大陸加入WTO後，台商們必須建立一套用人機制，並且鼓勵現有台籍幹部增進本身專業技能

的運用及創新，唯有不斷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迎戰這多變的新局勢。基此，爰提出台商聘用人才的具體建議： 一、建立良

好制度，減低優秀幹部離開意願。 二、提供幹部再成長訓練。 三、建立學習型組織的環境。 四、提高台商企業的附加價

值。 五、利用台籍幹部增加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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