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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軟體開發部門中之軟體開發人員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兩岸資訊廠商中，軟體開發部門員工認知

其公司的組織創新氣候、主管的管理風格及其本身的創造力人格對公司創新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將所回收之問卷有效樣本

，以敘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後，得到以下之結論。 1.兩岸間其公司的組織創新氣候對

創新績效皆有顥著差異。 2.台灣地區軟體開發人員認之其主管之管理風格對創新績效有顯著之差異；而大陸地區則無，顯

示兩岸間不同的管理風格並未對創新績效產生顯著之差異。 3.兩岸間軟體開發人員其創造力人格對創新績效之創新程度皆

有顯著的影響；但在與創新績效之進度與預算符合算上，大陸地區的軟體開發人員有顯著之影響，而台灣地區人員則無，

顯示在進度與預算符合算上，創造力人格並未對其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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