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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商紛紛前往大陸投資經營，開拓另一市場。然而 隨著大陸競爭環境的轉變，台商被迫在策略佈局上做出回應。

相 關的品牌策略、進入模式與知識移轉等課題，對於欲赴大陸投資 的台商，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本研究的目

的為（1）探 討品牌策略與進入模式的相互配合下，對知識移轉類型的影響； （2）探討知識移轉類型對移轉績效的影響

。 本研究以到大陸從事投資設廠的台商為研究對象，以郵寄問 卷的方式施測，共發出400 份問卷，回收134 份，經刪除無

效問 卷21 份後，有效樣本數為113 份。 經由統計方法分析後，所得之研究發現如下： 一、 品牌策略與進入模式配合後，

對知識移轉類型的影響為正相 關。 二、 知識移轉類型對知識移轉績效的影響為正相關。 三、 不論是在移轉績效、技術能

力或是整體知識移轉績效方面，大 型企業的影響皆比中小型企業要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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