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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隨著金融機構大幅增加及整併等內在環境因素，及加入WTO後自由化、國際化等外在環境因素的衝擊，使得農會

信用部的競爭力逐年衰退，造成許多農會陷入經營之危機。加上，政府從事金融改革的決心與意圖，讓長久以來體質欠佳

的農會信用部更加雪上加霜。農會信用部如不積極採取因應措施，進行組織變革及轉型，恐難以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 本

研究的對象，主要針對台灣及離島地區設有信用部之農會其決策者加以施測。探討其對組織變革認知、組織慣性與變革態

度積極性的差異程度，及決策者以員工之角度及立場，客觀面對相同問題時所採取的態度，進行問卷內容設計。本研究計

發出245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11份，經統計分析整理後，獲致如下結論： 1.組織變革認知對變革態度的積極性有顯著影

響。 2.組織慣性對變革態度的積極性有顯著影響。 3.組織面慣性對變革態度的積極性有顯著影響。 4.負責人面慣性對變革

態度的積極性有顯著影響。 5.員工面慣性對變革態度的積極性有顯著影響。 6.組織變革認知與組織慣性對變革態度的積極

性有顯著影響。 7.年紀較輕的決策者及年資較低的員工對組織變革較具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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