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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中國大陸近年來在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後，台商及台籍員工至大陸投資與工作的人數與日俱增，加上台灣工作環

境的不斷惡化，使台灣產業正面臨著生存的危機，間接影響了台灣的高素質人力前往大陸尋求工作的機會，但是在對大陸

發展前錦看好的預期下，也產生了對大陸當地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及教育等環境層面上的適應問題，同時對台資

企業而言，在兩岸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上，也會產生些許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即是在探討台籍員工選擇大陸或台灣為工作

地點意願之影響因素及其差異程度。 尤其，台灣政府目前不斷的限制投資人及台籍員工放慢前往大陸投資與工作的速度，

並且積極的改善政治、經濟、公共建設及治安等環境，期使台灣能在未來競爭環境中獲得良好的生存發展機會，因此本研

究結果或許也能提供政府在制定各項公共政策時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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