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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地區企業近年來由於受到基礎建設進步及知識經濟形成之影響，過去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已慢慢不再是台灣地區的核心

企業，取而代之的是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今日的高科技產業已成為是台灣地區的經濟命脈，其組織積效也成為是影響

台灣競爭力最為深遠之因素。 競值途徑架構是美國學者Quinn（1990）所發展出的一套理論架構，近年來已發展出一系列

可信度高之診斷工具，且此一系列診斷工具已被相當多研究者運用於國外組織及國內學校、醫院，基層組織的實證研究上

，但對於高科技產業則還尚無相關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者便激起了對台灣競爭力影響深遠之高科技產業，以台灣高科技

產業具代表性之半導體產業為例進行競值途徑探討之實證研究動機。 本研究以Cronbach α 係數進行問卷信度檢驗，相關

領域專家檢測建構問卷內容效度，以平均數計算了解半導體產業組織文化及行管理工作主管領導角色分布情況，以t檢定

考驗行管理工作主管性別、所處企業之母公司國籍對組織文化、主管領導角色有無顯著影響，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行

管理工作主管年齡、工作年資、學歷背景、公司員工人數、公司成立時間對組織文化、主管領導角色有無顯著影響，以典

型相關分析組織文化與主管領導角色有無相互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半導體產業整體傾向競值途徑架構共識凝聚文化

，行管理工作主管領導角色分布型態依強度排序傾向「指導者」、「生產者」、「導師」、「協調者」、「輔助者」、「

監督者」、「掮客」、「革新者」分布型態，行管理工作主管年齡、學歷背景，所處公司員工人數、成立時間、母公司國

籍，對組織文化及領導角色有顯著影響，且分析出半導體產業組織文化與行管理工作主管領導角色具正向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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