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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首先敘述研究動機及方向：一、家族企業成員間衝突問題是如何發生；二、新纖董座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歷程及

事件如何落幕；三、藉由此個案發生歷程的分析結果，來做為往後學術研究此方向的參考。而本文配合動機歸納出三個研

究目的：一、分析家族企業家族成員衝突發生的原因，及衝突之歷程。二、分析家族企業內部衝突的的解決方式和管理機

制。三、從這個案之分析提出具有實質意義的管理意涵。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和次級資料分析作為本研

究之分析，訪談成員為新光家族的經理人士和董事，而次級資料的選擇以新纖衝突發生後，對此事件有關的報章雜誌作為

二手資料的詮釋。 分析部份首先由報章雜誌的次?資料，作為初步的個案介紹，之後在使用深度訪談分析，探討家族企業

第二代衝突原因、過程和落幕的影響，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和解釋。經由訪談結果發現新纖家族衝突的原因，來自於家族成

員彼此之間關係失衡的因素所導致，並提出對於實務界適當的管理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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