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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兩岸之間人力資源雖屬同文同種，惟因社會制度差異，導致公司員工價值認定亦有所不同；其中內部行銷之運用即是將企

業本身視為一內部市場，員工即內部顧客，瞭解內部顧客需求，採取行銷之管理作為，而將內部顧客之所需轉換成人力資

源活動，期望提高員工對組織的承諾及建立忠誠度。綜觀國內相關研究，對於「內部行銷」的實證研究已有具體之概論，

對於大陸台商企業的相關探討甚為稀少。故本研究試圖運用「內部行銷」理論於台商大陸企業，探討員工內部行銷知覺，

對於台商製罐業大陸員工滿足及組織承諾之影響。 本研究將內部行銷四種作為：管理支援、激勵與成長、溝通關係、教育

訓練對工作滿足影響的討論範圍擴大，並以此運用至大陸地區台商生產事業中，顯示企業內組織所有互動關係中，期望透

過內部行銷作為達成員工工作滿足，創造出更效率的組織運作環境，對於大陸台商企業，研究者認為同樣適用。研究結果

發現，員工工作滿足程度越高，認為員工對於企業的組織承諾越高，無論基於工作滿足對構面留職承諾、努力承諾或持續

承諾的分析，皆顯示相同結果。並發現大陸台商企業推展更多內部行銷作為對員工組織承諾影響力顯著提高，組織承諾知

覺越高，員工更願意認同組織，繼續於組織中工作及努力，並可幫助企業留住員工，降低離職率，並能有效提升認同感及

增加員工努力的程度。

關鍵詞 : 內部行銷 ; 工作滿足 ; 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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