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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被稱為二十年來最卓越的CEO，奇異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強 調，企業成功的首要因素在於：「人才遠勝於一切」。因此

，一位有 著高忠誠度的員工，對企業來說是一種無形的資產及智慧資本。 近年來，臺灣企業到大陸投資在全球化的過程

中已儼然成為一 種趨勢，而企業在大陸經營成功與否，外派大陸的員工將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外

派大陸員工的忠誠度是否受到 領導型態及個人需求的影響；其次，並進一步了解若根據不同的個 人需求來調整領導型態

，是否會影響外派大陸員工的忠誠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 一、 當企業採用轉換型領導時，對外派大陸員工忠誠度有正面 

的影響效果。 二、 當企業採用交易型領導時，對外派大陸員工忠誠度不具有 顯著影響效果。 三、 生存需求期望越高，對

外派大陸員工忠誠度具有負面的影 響效果。 四、 關係需求期望程度越高，對外派大陸員工忠誠度具有負面 的影響效果。 

五、 成長需求期望程度越高，對外派大陸員工忠誠度會具有負 面的影響效果。 六、 整體看來，個人需求（生存、關係、

成長）層面對外派大 陸員工忠誠度的影響度較領導型態（轉換型、交易型）對 外派大陸員工忠誠度的影響層面大；且在

領導型態、個人 需求同時作用的環境中，關係需求所佔的重要性將會變得 較不顯著。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對企業

提出以下建議： 一、對於外派大陸之員工，在領導方式上宜採用轉換型領導方 式，在這種領導方式下，領導者不但滿足

員工基本的生存需 求，同時還重視成員專業能力的培養與技術知能的提升，領 導者給予成員「權」和「能」的自我發展

機會（滿足關係需 求與成長需求）。 二、除了滿足員工的生存需求，企業也可以將員工成長方面的 需求當做鼓勵外派的

激勵因素之一，相信對員工、企業是雙 贏互利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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