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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治理是有關推動良善公司的營運與管理方法，良好的公司治理意指公司在政策制定時，能夠確實將員工與股東權益納

入考量，並推行相關資訊的透明化，公司可因此為社會提供正面效益，也能為公司爭取投資者的信任並吸引長期資金。 本

研究之主要目的為:了解家族企業（A公司）經營模式與公司治理機制不易契合之狀況，進而建議A公司在推動公司治理機

制中所需調整之經營認知，讓A公司在當前的法規環境與市場機制下，使資金供應者（包括股東與債權人）、企業員工、

客戶與廠商等關係人、政府與社會獲得應有的公平對待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本研究之範圍為:對A公司（家族企業）的經

營現況加以分析，因此首先就家族型態企業之公司治理發展現況進行了解，包括家族企業經營狀況、台灣企業公司治理發

展，並對OECD之公司治理原則、APEC公司治理推動、內部控制制度及台灣問題企業之改善對策進行探討。再進一步求

證公司治理機制在A公司董事會及控制股東中被認知與接受的程度。 本研究對象為:A公司，將針對該公司員工約120人發

出問卷，台灣部分選取90人於2005年元月間進行問卷調查，中國大陸部分選取30人於2005年二月間進行問卷調查。 本研究

結果如下:A公司特殊文化中「家族包袱」的傳統既然存在，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目前也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但卻並不

是A公司必走的唯一道路。因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企業應當隨著自身發展，因時、因地的改變和創新其組織方式來因應。

隨著市場環境的變遷，A公司應該突破傳統思想，適當導入公司治理機制並引進家族以外的專業經理人，企業在實現所有

權與經營權合理分治的條件下，「公司治理」正可以創新格局，達到百年家族企業的使命。

關鍵詞 :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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