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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對外投資，即是邁向國際化的經營，在對外投資之前，公司除了規劃投資地點、所生產的產品、所需之機器設備、更

包含了人力運用之規劃，所以從投資前的規劃、設廠，到子公司當地人力之招募、遴選、任用、教育訓練、薪資福利，及

人力本土化等管理問題。台灣與大陸分治了五十多年，因此大陸員工的思考邏輯、職業觀、價值觀、生活習慣與文化等等

，與臺灣一般的員工有相當多的差異，這些問題應可經由人力資源管理中的各項功能來解決，因此台商如何有效運用母公

司及大陸當地的人力資源，成為台商經營成敗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即以大陸籍員工對台商企業之任

用、教育訓練、薪酬福利、考核、生涯規劃等各項人力資源管措施與台藉員工比較之公平認知差異與組織承諾的影響程度

，並進而從影響組織承諾的各項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中找出最符合台商企業文化及經營理念的管理措施，以確保企業的經營

績效與競爭力。

關鍵詞 : 人力資源管理 ; 公平認知 ; 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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