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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結合交易成本理論、行為決策理論與策略管理觀點， 利用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以及平均數差異 t 檢定，針對 116 家赴大陸投資

之台灣中小企業，深入探討台商選擇大陸市場進入模式與當地文化特性、CEO 特質和企

業策略導向與經營績效之關係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大陸地區之市場需求、CEO 之工作

經驗、CEO 之國際化經驗、企業之差異化策略與成本領導策略會顯著影響企業對其大陸

市場進入模式之選擇。至於在經營績效方面，實證結果發現：獨資模式或合資模式本身

在績效上並無顯著的差異，反倒是企業所採行之市場進入模式若是與本研究理論模型所

預測之模式相符時，其績效表現會顯著地優於未能符合理論模型所預測模式之廠商。此

項結果非但顯示企業之經營績效受到權變或情境因素所影響，亦印證本研究之理論模型

在實務上的解釋與預測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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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nifies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e behavior decision theory and the 

strategy management viewpoint,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mean value difference t examination, goes to Taiwa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the main road investment in view of 116, discusses the Taiwanese 

businessman to choose the Chinese market thoroughly to enter the pattern and the loc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 the CEO special characteristic and relations of research the business strategy 

guidance and the management achievements. The findings showed: Of market demand, of work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xperience, the enterprise variation of strategy and the cost 

leadership strategy the CEO the Chinese area will obviously affect the enterprise to enter 

choice of the pattern to its Chinese market. As for in the management achievements aspect, the 

real diagnosis result discovered: The sole ownership pattern or the joint capital pattern itself in 

the achievements and not remarkable difference, are on the contrary the enterprise adopt the 

market to enter the pattern, if pattern of match case with time this research theoretical model 

predict that its achievements performance will obviously surpass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orm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to forecast manufacturer of the pattern. This result not only 

management of achievements the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receive flexible or the situation 

factor affect, also verifies of theoretical model this research in practice explanation and the 

predic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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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由於大陸市場之經營環境詭譎多變，使得台商大陸投資經營環境具有高度之不確定

性；再者，企業實際營運活動的決策過程除了受到客觀事實與環境的影響外，亦受到決

策者個人的思維與人格特質所影響；此外，企業進入海外市場除了須面臨進入模式的選

擇決策，尚須考量到本身投資的策略導向來作最適當的決策選擇。因此，本研究欲結合

交易成本理論中的地主國特性、行為決策理論中的 CEO 特質與策略管理觀點中的策略導

向，期能透過一個較具整合性的分析架構對台灣中小企業赴大陸投資之市場進入模式決

策有較為深入的瞭解與認識，此為本文之研究動機一。 

企業進入海外市場並非只是單純地選擇最有效率或是成本最低的進入模式，而是應

該透過決策情境因素的考量，選擇一個能獲致較佳績效的市場進入模式。為了使理論研

究與經營實務能相互契合並期望理論研究能帶給實務經營上適當的參考意涵，本研究除

了直接檢測不同之市場進入模式（獨資與合資）的績效差異外，亦進一步探討「當企業

所採行之市場進入模式與本研究理論架構所預測之模式相符時，其績效表現是否會顯著

地優於未能符合理論架構所預測之模式？」期望透過實證研究印證本文理論架構的解釋

與預測能力並對經營實務提供適當的參考意涵，此為本文之研究動機二。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發展 

一、地主國特性與進入模式之關係 

(一)國家風險 

Anderson ＆ Gatignon（1986）【1】認為若投資企業之產品或製成具有高度專屬性

時，則地主國風險（如：政治不穩定等）越高，投資企業應採高股權之進入模式。Hill, Hwang 

＆ Kim (1990)【2】認為當地主國風險越高時，企業會傾向減少資源的投入，以提高企業

快速回應當地環境變化的能力，因此，企業應採授權或合資進入當地市場。Esther,Jose ＆ 

Louis（2007）【3】亦認為當企業對地主國的國家風險知覺程度越高時，其越傾向以合資

進入當地市場。根據以上學者及實證研究支持國家風險與海外持股比例間為反向關係。

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1-1：台商赴大陸投資所知覺之地主國國家風險越高時，其越傾向以合資之模式

進入大陸市場。 

(二)文化距離 

Hill, Hwang ＆ Kim (1990)【2】認為企業若對地主國的文化經濟等存在相當程度的

文化距離時，企業越傾向以合資進入當地市場。Haishun（1999）【4】認為企業與地主國

的文化距離越小，企業越傾向以高控制的經營方式進入當地市場。Esther, Jose ＆ Louis

（2007）【3】亦認為當企業對地主國的文化距離越大時，其越傾向以合資進入當地市場；

可能的原因為：企業須依賴合資夥伴提供與當地經營有關的資訊、知識與資源。根據以

上學者及實證研究支持文化距離與進入模式之選擇呈反向關係。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1-2：台商赴大陸投資所知覺之文化距離越大時，其越傾向以合資之模式進入大

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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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需求 

Dunning（1973）【5】認為地主國市場需求高時，較能提供企業長期獲利的機會，

且在規模經濟與邊際生產成本的考量下，企業傾向以高控制的經營方式進入當地市場。

Randoy ＆ Dibrell（2002）【6】認為地主國市場需求高時，企業傾向以高控制的經營方

式進入當地市場。Esther, Jose ＆ Louis（2007）【3】亦認為地主國市場需求高時，其越

傾向以高控制的經營方式進入當地市場。根據以上學者及實證研究支持市場需求與進入

模式之選擇呈正向關係。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1-3：台商赴大陸投資所知覺當地之市場需求越高時，其越傾向以獨資之模式進

入大陸市場。 

 

二、CEO 特質與進入模式之關係 

本研究之 CEO 定義為企業內實際負責決策之最高負責人，意指董事長或是總經理。 

(一)教育背景 

李文瑞（2002）【7】認為具有正式科學或技術教育背景的 CEO 對於影響營運之技

術發展及變化有較完整的瞭解。Herrmann & Datta（2002）【8】在探討 CEO 繼任者特質

中教育背景對進入模式的選擇與績效之影響，認為具有理工教育背景的 CEO 擁有處理複

雜資訊的認知能力，越能接受高風險的企業，亦認為具有理工教育背景的 CEO 較傾向以

獨資進入海外市場。根據以上學者及實證研究支持具有理工教育背景的 CEO 與進入模式

之選擇呈正關係。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2-1：當台商之 CEO 具有理工教育背景時，其越傾向以獨資之進入模式赴大陸

投資。 

(二)工作經驗 

Herrmann & Datta（2002）【8】探討 CEO 繼任者特質對進入模式的選擇與績效之影

響，利用 CEO 之人口統計變項來檢視，研究結果發現當 CEO 繼任者具有製程研發、財

務、會計、資訊管理的工作經驗時，則愈傾向以獨資進入市場。其可能原因為：具有生

產力（Throughput）工作經驗之 CEO 較重視控制與效率導向。Herrmann & Datta（2006）

【9】探討 CEO 經驗對進入模式的選擇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具生產力(Throughput)的

工作經驗的 CEO，如會計、生產、製程研發及資訊處理等，其較傾向於組織能保持控制

及營運效率，其傾向以獨資進入市場。可能原因為：具生產力(Throughput)工作經驗之 CEO 

的認知導向較偏好高控制程度，因此其策略決策為控制導向。根據以上學者及實證研究

支持具有生產力「Throughput」工作背景之 CEO 與進入模式之選擇呈正向關係。本研究

推導出 

假設 2-2：當台商之 CEO 具有會計、生產、製程研發及資訊處理等之工作背景時，

其越傾向以獨資之進入模式赴大陸投資。 

(三)國際化經驗 

Carpenter, Pollock ＆ Leary（2003）【10】認為越具有國際化經驗的 CEO 較能知覺

到國際營運可能產生的風險，更有能力去處理有關國際營運上的不確定性。故越具有國

際化經驗的 CEO 較傾向以獨資進入海外市場。Herrmann & Datta（2006）【9】探討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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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經驗對進入模式的選擇之研究結果發現當 CEO 國際化經驗較多時，傾向以獨資進

入市場。可能原因為：具有較多國際化經驗的 CEO 擁有較高的資源承諾，並且信任自己

在缺乏當地夥伴的 know-how 下有能力去瞭解當地市場知識。根據以上學者及實證研究

支持越具有國際化經驗之 CEO 與進入模式之選擇呈正向關係。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2-3：當台商之 CEO 越具有國際化經驗時，其越傾向以獨資之進入模式赴大陸

投資。 

 

三、策略導向與進入模式之關係 

(一)差異化策略 

此策略著重在利用品牌形象、產品、服務等特性，讓顧客認知到其產品的獨特性，

以使產品的價值更為提升，但並非忽視成本，只是成本不是其主要策略目標，因此，企

業會投資大量的研發、廣告及促銷費用，加強對通路的掌控、對顧客的服務，以持續創

造產品品質差異化的特性。Florence, Willian ＆  Javier（2005）【11】在探討海外

AEC(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廠商赴大陸投資時，其進入模

式與企業策略間關係之研究結果發現：海外 AEC 廠商可藉由差異化策略建立利基及提供

較好的服務之下，使用獨資的模式進入中國大陸將會更有效率。因此，根據以上論述，

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3-1：以差異化策略為主要策略導向之台商，其越傾向以獨資之進入模式赴大陸

投資。 

(二)成本領導策略 

Vernon（1983）【12】認為合資是一種防禦性投資，藉由廠商之間的合作以避免策

略性風險。廠商在經營時由於環境、市場需求等的變動性，為了避免損失及過多的資源

承諾下，追求成本領導策略的廠商可能較傾向以合資的方式進入海外市場，以減少可能

產生的營運風險與降低環境的不確定性。合資可以匯集資源，當廠商在追求成本領導策

略時，為降低原料成本、追求規模經濟及降低生產成本之外，亦可藉由當地夥伴對目標

市場的知識、網絡與銷售通路時，廠商可能較傾向以合資的方式進入海外市場。 

因此，根據以上論述，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3-2：以成本領導策略為主要策略導向之台商，其越傾向以合資之進入模式赴大陸投

資。 

 

四、進入模式與經營績效之關係 

Madhok（1997）【13】以交易成本的觀點指出當廠商使用合資進入海外市場時，母

公司需投入資源以協調和整合與夥伴的共同目標，所以使用合資之進入模式的成本會高

過以獨資之進入模式。Pan ＆ Ch（i 1999）【14】以交易成本說明為何廠商進入海外市

場採用獨資優於合資模式之原因，其研究指出：採用獨資能免於與夥伴協商或利益衝突

的成本，並降低夥伴投機行為的可能性。Hill, Hwang ＆ kim（1990）【2】以管理控制

理論觀點認為：採用獨資廠商的控制程度較高，而 Woodcock,Beamish ＆ Makion（1994）

【15】亦認為管理控制權較大的廠商，其經營績效較佳。基於前述，本研究推導出 



台商進入大陸市場與當地文化特性、CEO 特質和企業策略導向經營績效研究 
經國學報，28：9-23 

 14

假設 4：當台商使用獨資之進入模式進入大陸市場時，其經營績效比使用合資之進入

模式較佳。 

 

五、符合理論架構預測之進入模式與經營績效之關係 

根據「交易成本理論」，Brouthers（2002）【16】探討以交易成本、地主國政策與

文化為影響因素時，歐洲聯盟的廠商進行全球海外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若廠商採用與

交易成本理論架構預測模式一致之進入模式，則其表現的績效將會比未根據交易成本理

論所預測的模式較好。 

根據「行為決策理論」，Herrmann & Dstta (2002)【8】在實證研究中發現表現較好績

效的廠商中，進入模式的選擇與 CEO 特質具有強烈的配適度。因此，Herrmann & Dstta 認

為績效較佳的廠商應在進入模式選擇上及 CEO 特質間有較強的配適程度，而績效較低的

廠商則不是如此。 

根據「策略管理觀點」，Mosakowski（1993）【17】探討策略（集中與差異化）與

績效之動態關係，以 86 家第一次上市之軟體創業公司為研究對象，從軟體公司之縱斷面

資料來驗證命題，研究結果發現策略可以有效解釋企業績效。 

基於前述交易成本理論、行為決策理論、策略管理觀點於模式選擇上對經營績效之

影響分析；本研究推導出 

假設 5：當台商根據交易成本理論、行為決策理論與策略管理觀點之整合架構而採取

理論上所預期之大陸市場進入模式時，其經營績效會比未能符合理論架構所預期之模式

為佳。 

 

六、控制變數之產業別與經營績效之關係 

不同產業可能因產業特性之不同而影響到企業間的報酬，本研究預測「產業別」將

會影響台商在中國大陸市場之經營績效，屬於非傳統產業業之廠商時，則經營績效可能

會相較於傳統產業廠商之經營績效表現得較佳，故將視「產業別」為控制變數。基於上

述研究假設，本研究發展的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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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變數之操作型定義與衡量 

在地主國特性方面，「國家風險」意指企業在地主國投資時，所需承擔的許多地主

國外在環境之風險(Hill, Hwang ＆ Kim,1990)【2】。「文化距離」意指企業所面對地主

國與母國的國家文化、經濟制度、企業經營管理制度、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認知程度的

差異(Hill,Hwang & Kim,1990)【2】。「市場需求」意指目標市場的大小及其成長潛力（Randoy 

＆ Dibrell , 2002）【6】。 

在 CEO 特質方面，「教育背景」意指 CEO 是否具有理工或科技之正式學位，並以

虛擬變數加以衡量，1 代表有理工或科技之正式學位，反之為 0（李文瑞，2002）【7】。

「工作經驗」意指 CEO 過去的部門工作經驗，若 CEO 過去主要工作經驗為生產力

(Throughput)的工作經驗(虛擬變數設為 1)，包含生產、財務、會計、製程研發、資料處理

與資訊分析；若過去主要工作經驗為產出(Output)的工作經驗(虛擬變數設為 0)，包含銷

售、行銷、產品研發、營運規劃與企業家精神(Herrmann＆ Datta , 2002, 2006)【8】、【9】。

「國際化經驗」意指 CEO 是否有在國外任職或受過國際教育的經驗並以虛擬變數加以衡

量，1 代表有在國外任職或受過國際教育的經驗，反之為 0(Herrmann ＆ Datta , 2002,2006)

【8】、【9】。 

在策略導向方面，「差異化策略」是指企業提供被產業內視為獨一無二的服務或產

品，並且創造出顧客高度評價的獨特產品或服務，企業也可透過差異化為顧客創造更高

的附加價值，因此提高售價，以獲得超越產業平均的報酬（Florence, Willian ＆Javier,2005）

【11】。「成本領導策略」是指成本優勢來自經驗曲線、經濟規模、效率以及經驗等方

面，努力追求成本的降低、加強成本的控制，使企業在不忽略品質、服務之下，相對於

其他競爭者花較低的成本，以獲得高於產業平均的報酬（Florence, Willian ＆Javier,2005）

【11】。 

本研究對於地主國特性、CEO 特質及策略導向三構面中各變數之衡量問項，參考相

關之學者文獻後，經修正適合本研究延用之，有關解釋變數之衡量問項，彙整如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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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模式類型方面，海外市場進入模式即當企業進行海外營運時，所選擇的一種

機構性安排。本研究參考 Zhao ＆ Lou（2002）【18】探討廠商赴大陸投資股權策略中，

將進入模式之分類則以受訪者對於其在大陸分支機構所持有之股權程度區分為四種類

型：獨資(股權擁有 90％以上)、多數股權(股權介於 90%-51%)、均等股權(股權等於 50%)

及少數股權(股權低於 50%)。因此，本研究將以受訪者對於其在大陸分支機構所握有的股

權程度，直接從四種進入模式進入勾選。最後將進入模式類型以虛擬變數表示：獨資設 1，

合資設 0。 

在經營績效方面，本研究將經營績效分為主觀非財務性指標與客觀財務性指標兩種， 

主要參考 Brouthers(2002)【16】及曹為忠等(2002)【19】，對於主觀績效則以非財務指標

為主要評估標準，並以 Likert 六點尺度(非常不滿意－非常滿意)衡量之；而客觀績效則以

財務性指標為主要評估標準，以 10 個級距讓受訪者依其實際情況填答。 

而控制變數－產業別以虛擬變數表示，傳統產業設 1，非傳統產業設 0。此傳統產業

依 PLC 理論指有別於新興產業以外的製造業，分類標準則以經濟部工業局「產業政策組

振興傳統產業與厚植台灣之措施」【20】之公布為分類依據。 

 

二、抽樣設計與樣本回收統計 

(一)問卷回收 

本研究所調查之對象為赴大陸投資之台商，透過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所出版之「96 

年上市櫃公司赴中國大陸投資名錄」【21】，寄發問卷予廠商之台灣負責人，並請其固

定就最近一次赴大陸投資填答問卷題項。共寄發 800 份問卷，共回收 127 份，有效問卷

116 份。 

(二)同質性檢定 

由於本研究之問卷發放次數共計兩次，因此透過平均數差異 t 檢定來檢定前後回卷

之兩組廠商間是否有顯著差異。在「變異數差異之 Levene 檢定」中除 CEO 國際化經驗

之 P 值小於 0.05 之外，其於各變項之 P 值均大於 0.05，但在「平均數差異 t 檢定」中

各變項之 P 值均大於 0.05，未達顯著差異，因此仍繼續後續相關研究。 

 

肆、資料分析與研究結果 

一、樣本廠商之基本特性 

由受訪的 116 家廠商中發現，所採行之進入模式以獨資方式為最多，共計 70 家，

佔有效樣本之 60.3%，其次依序為多數股權合資 30 家(25.9%)、均等股權合資與少數股權

合資皆為 8 家(6.9%)。而在此 116 家廠商中，共計有 44 家樣本廠商屬於傳統產業，而

非傳統產業之樣本廠商則共計 72 家。 

不論樣本廠商是為傳統產業亦或者是非傳統產業均以採行獨資方式經營為最多。此

結果與經濟部投資審議會於 2007 年出版「赴中國大陸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分析報告」

【21】中，對於台商的海外分布現況之說明則有所符合，其就投資型態而言，台商的海

外事業投資採行獨資型態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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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度與效度檢定 

信度(Reliability)是當檢驗衡量工具在衡量任一概念時，是否具有一致性（祝道松與林

家五，2003）【22】。一般編製量表時，常以統計係數 Cronbach α 值做為測量分數信度

的數據，Cronbach α 係數在 0.8 以上為高信度；但若低於 0.35 者為信度，則必須予以拒

絕（黃俊英與林震岩，2005）【23】。 

效度(Validity)是在檢驗發展完成的衡量工具，是否能真正衡量到想要衡量的特定概

念。就衡量工具的效度來說，一般而言可將其區分為內容效度與建構效度：「內容效度」

的建立是要確保量表中，包含了能夠衡量該概念的適當且具代表性的題項。量表內的項

目越能代表該概念的主要領域或共通性，則其內容效度越好。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皆依據進入模式之相關理論與文獻發展所出來的，並參考以往學

者類似研究之問卷內容加以修正，故具有相當之內容效度。「建構效度」是用來證明，

從量表所獲得的結果與設計該量表時所依據的理論之間的契合程度（祝道松與林家五，

2003）【22】。 

本研究之建構效度採用因素分析，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再以最大變異量旋轉法

旋轉轉軸，將絕對值 0.5 訂為最低之顯著因素負荷量作為分析之標準，並在進行因素分

析之前先進行 KMO（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當性量數，以確定各變數觀察值之間

具有共同變異數才能決定是否進行因素分析。當 KMO 值愈大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

素愈多，愈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吳明隆，2003）【23】。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皆依據進入模式之相關理論與文獻發展所出來的，並參考以往學

者類似研究之問卷內容加以修正，故具有相當之內容效度。本研究在經實證資料之信度

分析後，計算各題之相關係數發現刪除地主國特性之文化距離第一題，有助於提升回卷

變數之一致性，故刪除此題項。如表 2 所示，可知本研究各項變數在以 Cronbach α 係數

來檢定信度下，均高達 0.5 以上，表示本研究之問卷內容具有相當之可靠性。再者，本

研究之建構效度值皆高於 0.5，故本研究所採之變數具有相當之效度；而各變數之KMO 值

亦均大於 0.5，適合進行因素分析；此外，Bartlett’s 球形檢定均達顯著，表示母體間的相

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三、主成份分析 

本研究架構中之地主國特性、CEO 特質、策略導向與經營績效中各變數皆以兩個或

兩個以上題項來加以衡量，為建構其衡量總指標，故進行主成份分析。由於這些變數的

第一主成份之解釋變異量大多高於 60％，且因素負荷量亦多大於 0.7（見表 2），可知各

問項之建構效度相當高，本研究將以各變數之主成份分析作為後續統計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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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入模式影響因素之分析 

(一)共線性檢定 

在進行本研究 Logistic 迴歸分析前，為瞭解各項解釋變數間是否存有共線性性

(Collinarity)問題存在，本研究先對各項自變項進行 Pearson 相關分析(見表 3)，再以

Logistic 迴歸模型分析各構面變數對進入模式之影響。 

再者，由表 4 可知，各解釋變數之容忍度值均大於 0.5，且變異數膨脹因素值均小於

10，則表示解釋變數間應不致產生共線性現象。 

釋變數間應不致產生共線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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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入模式影響因素之 Logistic 迴歸分析 

Logistic 迴歸分析與一般所用之複迴歸皆假定已確定自變項與應變項之因果關係，且

由模式中之各參數估計值之結果判斷自變項與應變項之正負關係。此方法與一般迴歸分

析最大的差異為一般迴歸分析所處理的反應變數必須是等距或比例尺度；而 Logistic 迴

歸分析則能處理反應變數是屬於二元類別尺度（ Binominal Scale），並且解釋變數可以

是二元變數、等距或比例尺度的混合。由於本研究進入模式的類型之分析採用虛擬變數

之方式，其中１表示獨資、０表示合資，故適合利用 Logistic 迴歸分析去檢定研究假設。

為了進一步驗證各相關解釋變數對廠商選擇海外進入模式之影響，採用 Logistic 迴歸分

析作相關假設檢定之探討。 

    本研究迴歸模型設定如下：P（Yi=1）=1/[1+exp(-a-bXi)] （1），其中 P（Yi=1） 是

獨資機率，Xi 是第 i 個表示第 i 個觀察值之解釋數ａ是截距參數，ｂ是迴歸係數的向量。

當自變項之參數估計量（迴歸係數）為正時，表該因素對廠商選擇獨資之進入模式具有

正向之影響；反之，則為負向之影響。 

由表 5 知，Ｈ1-1 未獲支持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為國家風險與文化距離之間有稍

高相關性（見表 3），以致於其顯著性被其他變數所包含；其二為雖然依經濟部投資審議

會在 2007 年「赴中國大陸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分析報告」【21】中指出，台商在中國

大陸投資事業在經營上所遭遇之問題中，「法規不明確／隱含成本高」的問題相較於往

年又有提高的現象，但可能並非台商進入模式選擇的主要因素。 

Ｈ1-2 未獲支持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為國文化距離分別與國家風險、市場需求之間

有稍高相關性（見表 3），以致於其顯著性被其他變數所包含；其二為文化距離可能並非

是影響台商進入模式選擇主要因素。 

Ｈ2-1 未獲支持的原因可能為：由於 CEO 教育背景分別與 CEO 工作經驗、CEO 國

際化經驗之間有稍高相關性（見表 3），以致於其顯著性被其他變數所包含。 

由於 Logistic 迴歸分析並非一次式，其分析中之自變數只能作為判斷其對應變數之

影響方向，無法表示其對應變數之邊際影響。為瞭解各自變數對應變數在影響程度上的

相對重要性，需藉由標準化迴歸係數加以判定。由表 5「標準化迴歸係數」可得知各解釋

變數在其影響程度上的「重要性排名」，對台商赴大陸投資之進入模式擁有最大影響力

的前三個因素依序分別為「市場需求」、「CEO 國際化經驗」、「差異化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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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入模式與經營績效之關係 

(一)不同進入模式之績效比較 

在表 6 中，模式一與模式二分別為樣本廠商的主觀經營績效與客觀經營績效，並加

入產業別、差異化策略與成本領導策略為控制變數，以探討台商所選擇之進入模式（獨

資為 1，合資為 0）與經營績效之關係。 

Ｈ4 未獲支持的原因可能顯示出進入模式本身並非是影響廠商經營績效的重要因

素。 

產業別在分析結果上，與主客觀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皆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廠商

間的產業差異會對經營績效高低有明顯的影響。再者，本研究另外加入差異化策略與成

本領導策略為控制變數，希望藉以探討差異化策略與成本領導策略是否會對台商所選擇

進入模式與經營績效之關係有所影響。由表 6 可知，差異化策略與成本領導策略在分析

結果上，與主客觀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皆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廠商間的策略導向會對

經營績效高低有明顯的的影響。 

 
 

(二)符合理論架構預測之進入模式的績效意涵 

本研究將已進行 Logistic 迴歸分析之樣本群分為兩個群組，第一組是台商所選擇的

進入模式與本研究在交易成本理論、行為決策理論及策略管理觀點之整合架構下所預測

之進入模式完全一致者，稱之為「模式符合組」（虛擬變數設為 1）；第二組則為台商所

選擇的進入模式與本研究之整合架構所預測之進入模式不一致者，稱之為「模式不符合

組」（虛擬變數設為 0）。利用平均數差異 t 檢定探討此兩組廠商在經營績效上的差異，

以驗證理論模型的解釋與預測能力。 

由表 7 可知，符合理論架構預測之進入模式，不論在主觀經營績效指標或是客觀經

營績效指標上皆顯著地由於未能符合理論架構所預測之模式，故支持假設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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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當台商對大陸所知覺之市場需求越大時，由於較能提供企業長期獲利的機會，且在

規模經濟與邊際生產成本的考量下，其較傾向以獨資的經營方式進入大陸市場。當台商

之 CEO 具有會計、製程研發及資訊處理等之工作背景時，可能較傾向於組織能保持控制

及營運效率，且當其 CEO 越具有國際化經驗時，使其擁有如何在不同的國家營運有較好

的見解，並且較能知覺到國際營運可能產生的風險，更有能力去處理有關國際營運上的

不確定性，其較傾向以獨資的經營方式進入大陸市場。 

以差異化策略為主要策略導向之台商，會投資大量的研發、廣告及促銷費用，加強

對通路的掌控、對顧客的服務，以持續創造產品品質差異化的特性，且傾向藉由高度控

制以確保產品品質與確保完善的售後服務以提高產品差異化的程度，其較傾向以獨資的

經營方式進入大陸市場。而以成本領導策略為主要策略導向之台商，為降低原料成本、

追求規模經濟及降低生產成本之外，亦可藉由當地夥伴對目標市場的知識、網絡與銷售

通路，以減少可能產生的營運風險與降低環境的不確定性時，其較傾向以合資的經營方

式進入大陸市場。 

最後，當台商根據交易成本理論、行為決策理論與策略管理觀點之整合架構而採取

理論上所預期之大陸市場進入模式時，其經營績效比未能符合理論架構所預期之模式為

佳，故赴大陸投資之台商應同時考量大陸市場之經營環境、決策者個人特質與本身投資

的策略目標來選擇其大陸市場之進入模式。 

 

二、管理意涵 

大陸市場之經營環境詭譎多變，使得大陸經營環境具有高度不確定性，因此，台商

應審慎評估大陸市場之經營環境，以掌握當地政策變動情況。其次，利用 CEO 過去之工

作經驗及專業能力，擴展海內外市場的營運能力，藉由其國際化經驗的學習以降低決策

錯誤及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而台商的策略導向會影響本身決策的制定，故在進行大陸市場進入模式選擇時，除

須面臨進入模式的選擇適當與否問題，與考慮大陸市場的外部環境因素外，也須考量其

本身的策略導向以作最適當的決策選擇。最後，研究結果顯示出理論與實務能相互契合，

其理論研究同時能帶給企業相關價值之基礎考量。未來台商若欲取得較佳的績效，其對

進入模式選擇可考量本研究所提出之理論架構。同時本研究中包括交易成本理論，行為

決策理論與策略管理觀點之整合架構也可以提供給未來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變數衡量方面屬橫斷面之研究，並未探究縱斷面之(Longitidinal)研究，忽略

了時間因素可能所造成之影響。再者，本研究並未考慮自變數之交互作用，例如 CEO 特

質可能會和廠商的策略導向產生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其對於海外分支機構之股權模式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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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抽樣地區並無限制台商投資大陸之地區別，由於大陸市場地大物博，各地

區在政策或風俗民情上皆大相逕庭。因此，在未來研究可考量限定研究之地區，將可在

較小之區域內提高抽樣對象，以提昇研究之精緻度。再者，本研究以赴大陸投資之台商

為研究對象，因此，在未來研究對象中可加入赴其他地區投資之台商。最後，本研究只

針對哪些因素會影響廠商進入模式的選擇以及進入模式與經營績效的關係作探討，並未

將因素間對進入模式選擇之交互作用進行探討，此也將提供未來研究者作為後續研究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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