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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陸開放改革之後，台商至大陸投資已成為目前不可改變的趨勢，雖然政府已對大陸投資逐漸開放管制，但是政府著手來

有效管理與台商外移方式與速度總是有岐見，本研究針對台商至大陸投資應如何達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以及當台

商海外投資時，其廠商選擇了水平分工及垂直分工，以績效當作衡量指標來探討不同的分工型態是否造成目前台商投資績

效不同結果而有所差異。 本研究是以至大陸深圳投資的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共發出3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5份，探

討垂直分工程度、水平分工程度，及兩者之間對績效差異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不同程度的垂直分工對營業額

成長率並無顯著性差異，對利潤率具著顯著性差異。 (二)、不同程度的水平分工對營業額成長率與利潤率都具有差異影響

。

關鍵詞 : 垂直分工 ; 水平分工 ;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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