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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幾年，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大幅提高，市場需求瞬息萬變，天災、人禍頻傳。全球經濟景氣低迷，使得大多數

企業，都面臨相當嚴峻的考驗。在如此的環境下，稍有不慎，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日經雜誌對日本頂尖企業過去百年

變遷進行調查後，提出：「企業壽命三十年」之論。指出無論企業曾有過多少輝煌燦爛史，只要不懂危機管理，就有可能

被危機摧毀（朱延智，企業危機管理 民92）。以深度訪談及次?資料的方式作為資詳加準備、謹慎面對的危機管理，是現

代企業必修的課題，從預防、處理到善後，每個階段都輕忽不得，惟有謹慎小心、周詳準備才能將危機化為轉機，重建企

業聲譽。 　　本研究是以企業組織當中，發生高階經理人帶領數十人集體離職，對企業體所造成的傷害，產生企業危機，

決策者如何在短時間執行危機處理，如何就內、外部危機產生時採取之應對方式，是否有發揮危機機制的功能，這整個事

件為企業體帶來的影響及留下的問題，值得提供日後企業在危機管理中引以為鑑。 　　除了就事件發生的過程及產生的問

題，做一詳細記錄外，重建危機事件序列及事件的連動機制，希望從中發掘問題及問題背後，到底還存在些什麼是企業體

面對危機所做的處理中，未能注意及防範的，甚至如果可以做到事先的危機預防，是否可以阻止危機的產生。此一事件最

後更因此而決定企業體的存亡，結果產生讓人不禁欷歔，面對危機的處理不可不慎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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