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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政府積極輔導下，台灣的連鎖加盟業蓬勃發展，在各種業種、業態都形成一股熱潮，在面對市場競爭激烈，如何利用良

好的夥伴關係來建立在市場中的地位是個很值得研究的主題。 近年來，許多夥伴關係的相關研究，大多在探討供應鏈部分

，少有研究著眼於連鎖加盟業之間的關係；其中，「組織距離」會影響兩個組織之間的緊密程度，進而影響夥伴關係績效

，因此本研究欲瞭解夥伴關係在連鎖咖啡業中，不同的經營形態如直營店與加盟店是否會因為經營形態的不同而影響夥伴

關係的組織距離，是否也會產生不同的夥伴關係合作績效。 研究結果充分表現出連鎖咖啡業之不同經營形態對於組織距離

與夥伴關係績效皆有顯著性的影響。因此，連鎖加盟總公司欲使雙方的績效提升，應在企業文化、策略視域以及管理系統

這三方面分別加強，進而才能使雙方的組織距離更為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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