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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自1991年開放金融管制措施，積極推行金融自由化，民營銀行紛紛設立，使得國內金融業競爭日趨激烈，存、放利差

逐年縮小。面對金融自由化與增進金融市場國際化的競爭力，政府在2001年6月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以提供金融機構跨

業合併的機制，而各金控公司也可整合旗下各子公司之資源及提供全方位金融商品，以對各事業體間進行共同行銷與通路

銷售以達到金控公司最大的綜效。本研究以H銀行為個案研究，探討共同行銷對組織氣候的影響，本研究發現進行共同行

銷時對組織氣候的最大影響莫過於在組織結構、獎酬及升遷制度的改變，而藉由共同行銷提供銷售獎金及善用升遷制度可

激勵員工達成組織目標，並創造企業最大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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