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創新活動對經營內涵影響之研究─以大陸台商為例

蔡忠興、何文榮

E-mail: 9314250@mail.dyu.edu.tw

摘 要

早期赴大陸投資的台商企業多為勞力密集的傳統製造產業，其主要的投資動機是為了要利用大陸低廉的生產要素-勞力與

土地，以從事產品製造或OEM業務，藉此獲得成本上的優勢，維持外銷的競爭力。但近十年隨著台灣產業前往大陸設廠

的案件數與金額逐年增加，引發不少人對此熱潮會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的疑慮。但部份專家學者指出一國生產部門之移出

可視為經濟成熟的正面現象，並不必然會導致產業的空洞化，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企業經營內涵是否精進，使得企業在未來

能繼續維持其競爭力。因此，本研究以技術創新活動與企業經營內涵之間的關係作為研究的重心，並配合產業類型、組織

年齡以及投資年限等各項變數的探討，深入了解產業升級的原動力-企業經營內涵。 研究結果發現技術創新活動的多寡確

實會影響企業經營內涵的發展程度，而且其中又以產品創新活動、產品品質改善活動、製程品質創新活動的貢獻最為顯著

，而產業的類型、組織年齡和投資年限也確實會令企業在創新活動與經營內涵的表現上產生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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