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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世界經濟趨於全球化競爭，再加上97 年暴發的全球金融 海嘯影響之下，台商面對外在整體經濟的衝擊及內部經營效

益， 台商對大陸投資及外派大陸人員其自身之工作條件、跨文化適應 及工作績效關係影響，以確保台商在大陸之投資與

營運績效實為 一重要課題。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外派者之工作條件、跨文化適應 及工作績效之關聯性。本研究藉

由文獻探討，發展出三項主要假 設，假設一：外派者之工作條件對跨文化適應具有正向影響；假 設二：跨文化適應對工

作績效具有正向影響；假設三：外派者之 工作條件對工作績效具有正向影響。 經本研究之實證分析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一、外派者之工作條件對跨文化適應呈現顯著正向影響。 二、跨文化適應對工作績效呈現顯著正向影響 三、外派者之工

作條件對工作績效呈現顯著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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