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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社會學的社會關係連帶探討組織行為領域中管理 者對部屬的信任條件程度以及控制機制間的關係。本研究主體

設定 為台商外派中國之經理人，依據該經理人與母公司董事長間關係的 遠近，區分出兩種社會關係連帶:一是基於身分而

建立起私人關係 的身份連帶:另一是基於專業知識的需要而形成人際互動關係的專 業連帶。木研究結果發現，外派經理人

社會關係連帶與母公司採用 的產出控制機制有顯著差異，即具專業連帶關係的外派經理人，其 母公司傾向對其採用產出

控制．而具身份連帶關係的外派經理人， 與母公司對其採用的產出或是行為控制機制上無顯著差異。此外， 母公司管理

者對外派中國之經理人的信任條件程度無法構成外派 中國之經理人社會關係連帶與控制機制間的干擾變項。推測造成上 

述結果的原因有:母公司管理者在徵選外派中國之經理人時，信任 條件程度高為前題要件;外派中國之經理人無須透過身份

連帶，仍 可獲得母公司管理者的高度信任;信任條件程度是會隨時問的演進 而呈現動態的改變，以及受限於外派經理人自

評其受母公司管理者 的信任條件程度的偏差影響。

關鍵詞 : 社會關係連帶，控制機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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