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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經濟全球化的與大陸龐大的潛在商機吸引下，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金額仍在持續加溫中，顯示台商經營環境及績效值得探

討。而在赴大陸投資的過程中，創業導向、市場導向策略是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探究大

陸台商台籍幹部在創業導向、市場導向策略、組織績效中，會受到哪些因素之影響。並探討大陸台商的創業導向、市場導

向策略、組織績效彼此間的關聯性。以提供大陸台商做為參考，及後續之研究基礎。本研究，透過投審會取得台商名錄，

進行便利抽樣式的訪談，抽取三家公司寶成、億豐、中釉；以質化之多重個案訪談法，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進行研

究。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首先透過文獻探討結果，研擬訪談大綱並在徵得受訪公司之14 位受訪者同意後，逐一進行訪談

。在訪談後將錄音資料轉錄為逐字稿，根據逐字稿進行資料分析後，如下列13要點：「創新性」、「預應性」、「風險性

」、「自主性」、「競爭積極性」、「競爭者導向」、「顧客導向」、「功能間的協調」、「長期觀點」、「強調生存和

成長利潤」、「財務績效」、「營運績效」、「行為績效」。 由此可知，未來在大陸的台商，應具有創業導向方能提高公

司經營績效，而在市場導向策略的採用方面，其對公司之管理創新或是技術創新，都同樣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在先確立

目標後，採取創業導向與市場導向策略同齊並進的方式，才能達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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