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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台灣的勞工成本的增加、土地取得困難以及環保的問題等，使得經營環境日益惡化，許多的企業在台灣無法生存，而

紛紛赴海外投資。而大陸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積極吸引外資，除了提供許多的優惠獎勵措施，更有充沛且廉價的勞動

資源以及廣大的市場，因此吸引許多的台商前往投資。 本研究將以中小型製造業做為研究對象，因為赴大陸投資的台商以

中小型製造業為多數。台灣中小企業的活力與鬥志是舉世聞名，由於其資源有限，因此在人力的培育及規劃尚未臻完善。

而未來企業的競爭完全取決於優質的人力，唯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方能持續創新、改善生產過程與提升產品品質，也才能

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下生存。 當企業前往大陸投資設廠後，在人力資源方面，便會面臨到幹部從母國派任或者當地任用問

題，這兩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與困難。本研究是以個案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針對兩家個案公司的三種不同的管理模式，

衍生?的不同人力資源策略－海外派遣與本土化的部分，加以分析比較，在海外派遣與本土化的特質部分，分別做出建議

，冀望能為中小型製造業提供海外投資的人力資源方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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