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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於企業採行購併策略時，對組織溝通與組織文化進行探討，並以各類不同購併型態之企業，對組織溝通與組織

文化間之差異進行分析，期望提高企業組織購併之成功率。 本研究針對既往不同類型購併(同源式、垂直式、水平式及複

合式購併)經驗之四家企業為對象，以發放問卷之方式對其員工進行調查研究，以探討對組織溝通與組織文化間之差異。本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企業購併類型之下組織溝通確實有顯著差異存在。另研究亦發現，不同之組織文化下，不同併購類型之

組織溝通亦存在有差異，其結果亦列敘於本研究之結論中。 依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提出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並期

望企業組織於採行購併策略時，對組織溝通與組織文化能更深入了解及加強，以促使企業組織的購併行為能更順利、更能

提高其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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