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中小企業其企業文化傳承與二代接班之探討 : 合璧公司之個案研究

、劉子歆

E-mail: 9707244@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台商中小企業其企業文化傳承與二代接班之間的關聯性，同時也透過單一個案 ?－合璧公司的研究探

討來分析企業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本論文歸納出符合個案的五個企業形成要素，即創辦人的價值觀哲學、企業環境、工作

規範、認同度與酬償制度。主要資料來源是包含透過與合璧公司董事長和專任大陸發展的王顧問做深入的訪談、相關的文

件訊息和其他次級資料，藉此分析企業文化與傳承對台商中小企業的重要性和二代接班之間的關聯性。結果本研究發現，

企業文化的建立與傳承對於在現今全球化競爭中的台商中小企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項長期工程，而良好的企業文化對台

商中小企業在二代接班傳承上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最後，本論文提出研究貢獻與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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