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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 2005 年至 2017 年台灣上市櫃廠商資料，探討廠商的員工流

動與其他因素對出口比例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廠商員工流動率對出口有

負向的顯著效果，但是隨著年份及產業別受到控制，有不同的結果：控制年份

的迴歸結果，員工流動率對出口比例維持負向的顯著效果，顯示員工流動率

愈高，廠商出口比率愈低的情形，受到某些年份重大事件或外在經濟環境的

影響程度較低；控制產業別的迴歸結果，兩者則呈現不顯著的負向關係，顯示

員工流動率對出口比例呈現負向關係的原因為不同產業間的差異所致。

本研究結果呼應了 Davidson and Matusz（2010）研究的理論認為廠商因

為了達到抑制員工流動率，可能增加薪資補貼，卻也同時提高了生產成本，進

而失去出口的競爭優勢。

關鍵詞：出口、員工流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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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全球商品統計中，

我國 2018 年出口占全球出口規模 1.7％，維持全球排名第 18 名。其中，中國

大陸出口值 2 兆 4,870 億美元，高居全球第一，我國出口值雖創歷史新高 3,359

億美元，但回顧過去十年間出口額（不含復出口）趨勢從 2010 年起的增長之

後，成長幅度趨緩，甚至在 2014 年再度下滑（如圖 1-1）。我國是出口導向的

國家，出口對國家經濟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隨著中國及印度等新興

市場國家與產業結構相近的韓國崛起 1，我國產業除了面臨外部國際競爭的威

脅，內部經營成本也因為勞動力及技術人才的不足而陸續提高，對產業發展

及出口競爭力有長遠的影響。 

圖 1-1我國出口額（不含復出口）2005年至 2018年趨勢圖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與本研究整理 

                                              

1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101 年度 WTO 中心計畫諮詢服務報告(編號:1010201)中，

分析指出自 2001 年至 2010 年台灣出口排名介於 14~18 名之間，我國排名及出口比重下滑的原因是

受到大型新興開發中國家（如金磚四國）、主要貿易對手國（如韓國）等的競爭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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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 2008 年全球金融海嘯，在景氣低迷的不良條件下，各國企業同時遭

受總體經濟環境的波動，許多產業為了降低營運成本而出現大量的裁員或關

廠歇業的情勢，因此，2009 年我國失業率達到過去十年來的新高 5.85%（如

圖 1-2），也加劇了許多國內外學者開始探討國際化對國內就業影響的研究。

顏佳芸（2008）利用消費者物價指數、失業率、經濟成長率、痛苦指數及股價

指數變動率等經濟因素研究對傳統產業員工流動率之影響，發現經濟因素較

薪資、工時等變數對員工流動率影響程度較大，尤以失業率及經濟成長率呈

顯著相關。Price（1977）整理大量的文獻歸納出就業率愈高，外部工作機會

多，員工離職意願高，員工流動率愈高的研究結果。員工是企業重要的無形資

產，然而，未見國內以人力資源的角度探討產業如何預測與適應受到國際化

衝擊的環境。 

 

圖 1-2我國失業率 2005年至 2018年趨勢圖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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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過去文獻著重於進出口對勞動市場的影響，認為國際貿易可能開創就業

機會的原因為出口擴張，市場被開發後，對於商品需求增加，出口產業因此提

高薪資或增加人力的需求，反之，進口產業也可能因此降低工資或資遣員工。

而 Davidson and Matusz（2010）則認為過往許多學者討論貿易影響勞動僱用，

忽略員工流動影響貿易的過程，並且發現企業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使用更

高的薪資增加了生產成本，使其失去貿易的競爭優勢。 

員工的新陳代謝是企業維持創新，提升競爭力的來源。我國企業面對外

部國際競爭壓力，內部人力高齡化的問題，使得生產力處於弱勢；同時，知識

技能的開發也可能因產業及技術人才的外移受到阻礙，更讓國內經濟發展的

問題加劇；再者，隨著人力高學歷化的趨勢，一則提升個人工作條件後，不願

低就造成企業缺工外；二則高學歷人力可能因理想與現實上職務的差距，容

易促發離職傾向。 

  國家出口總值即個別企業的外銷表現的加總，欲提升國家出口能力必須

先從內部檢討，而公司傾向出口或出口比例愈高，象徵向外擴張市場的能力，

倘若公司為了穩定員工流動率，提高薪資，將使企業成本增加，找出員工流動

如何影響公司出口將是我國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首要面臨的問題。本研究從

上市櫃公司的公開資訊觀察其不同企業之財務規劃與人力資源特性，以留住

人才強化企業出口競爭之能力。 

二、 研究目的 

  國際貿易與勞動僱用市場的變化息息相關，過去相關的文獻也大多著重

於出口如何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及勞動僱用市場，鮮少針對員工流動率變化的



DOI:10.6814/NCCU20190093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 

高低對公司外銷之關聯性加以研究。因此，本研究根據過去員工流動率的相

關文獻及國際貿易相關理論基礎作為延伸探討。 

  為探究員工流動及其他影響出口之因素，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考量我國在 2005 年至 2017 年間，整體經濟環境發展變化不同下，出

口受到影響的因素為何？ 

（二） 考量各產業別之差異，找尋員工特質中影響出口的因素為何？ 

（三） 由於過去國內未有文獻著重出口與員工流動率之研究，本研究參考相

關文獻及利用統計資料分析，並建立模型推估實證結果，期望提供出

口及勞動相關政策或企業實務決策之建議，以及後續研究者之研究參

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從台灣經濟新報（TEJ）中，研究 2005 年至 2017 年資料健全之台

灣上市櫃公司出口行為，以廠商外銷比例、員工流動、員工平均年資、年齡，

以及教育程度為研究變數，進行模型實證分析。為了能夠充分理解與本研究

議題相關的基礎背景，並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度，以作為相關的佐證，從國際

貿易理論發展出相關研究問題，及其邏輯之間的脈絡。蒐集研究相關的專書、

學術論文、博碩士論文、國內外期刊、政府部門出版報告等文獻分析法，系統

性地歸納出影響廠商出口的決定因素並引導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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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影響我國上市櫃公司出口的決定因素，本章先

介紹員工流動與出口的相關理論，其次介紹其他因素影響出口之相關實證文

獻。 

第一節 員工流動與出口關係之實證文獻 

國際貿易中的勞動是具有自由移動特性的生產要素，且因為出口將使市

場規模變大，造成勞動由進口競爭部門移動到出口部門，勞動力會因為貿易

而減少的原因即勞動從需求降低進口的部門，轉移到因貿易而勞動需求增加

的出口部門。 

針對員工流動率對於國際貿易的影響，國外學者 Davidson and Matusz

（2010）發現員工流動率對出口為負相關的影響，因企業為了吸引和留住人

才，流動率高於平均水平的工作或部門需要透過高於平均的薪資報酬來抑制

流動率高的風險，而更高的薪資同時增加了生產成本，使其失去貿易的競爭

優勢，證明某一特定部門的員工流動率與該部門出口之間存在負相關。然而，

出口導向的廠商是否會提升薪資，Wagner（1995）則是利用德國 7000 多家製

造業廠商的追蹤資料，探討出口與廠商平均工資、創新技術與否與其規模的

關係，發現皆對出口比例有正向顯著的影響。也有其他學者 Wakelin（1998）

研究英國出口與非出口公司，認為平均薪資的提高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累積並

與出口有正向影響，但是亦有高薪資、高創新技術且低勞力密集的產業選擇

不進入出口市場。綜上所述，有關人力資本與出口相關研究，許多學者以廠商

規模與研發技術有助於出口比例的觀點切入，而 Davidson and Matusz（2010）

的研究則是利用員工流動的角度探討，發現平均薪資提升會造成勞動成本增

加，進而降低廠商出口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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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研究探討自由貿易對國內經濟的影響，鮮少僅針對員工流動率

對出口影響之研究，但從學者 Krugman（1979）的規模效果與 Melitz（2003）

的選擇效果，可以觀察貿易自由化後，廠商間的競爭程度提升，進而使員工可

能因此在產業間的流動。Krugman（1979）以獨占性競爭、規模報酬遞增為模

型假設，提出了開放貿易對生產力的規模效果（scale effect）；以及，Melitz（2003）

提出廠商異質性的模型，支持貿易對生產力的選擇效果（selection effect），貿

易自由化後，生產力較低的廠商將被市場機制所淘汰。國內學者劉巳嘉（2013）

以製造業為例，研究進出口、人力運用調查等實證資料顯示，若與高所得國家

貿易至高所得國家產生的替代效果為主要影響勞動市場的負面因素，同時，

勞工轉換職業較轉換產業困難，亦即員工流動易發生在不同產業間，同一薪

資水平的職業移動。 

而歷年來許多國內外學者研究自由貿易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見解不一，其

中認為對國內就業有正面影響的學者可分為職業層級與產業層級：職業層級，

學者劉瑞文（2001）在變動出口金額的實證虛擬，假設各項商品輸出金額變化

能夠反映產業結構的變動，發現雖專門技術人員的需求增加，對低層勞力依

賴仍深，此研究結果顯示當時國內產業代工的生產型態；產業層級，學者 Tsou 

et al.（2002）觀察台灣製造業，1981 年至 1994 年不同產業之生產率、研發程

度與廠商出口額之數據進行與員工流動分析，結果發現在以出口為導向的產

業中，出口與創造就業的比率具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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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出口與員工流動率關係彙整表 

研究者 
及年分 

研究主題 使用變數 研究結論 

Davidson 
and 

Matusz
（2010）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製造業總就業

人口的比例 
員工流動率 

製造業中流動率高的工作或部

門，需要透過更高的薪資報酬

來抑制高風險的流動率，造成

生產成本增加，使其失去貿易

的競爭優勢，認為員工流動率

與出口比例存在負相關。 

劉巳嘉

（2013） 
全球化對薪資及

就業的影響－以

台灣製造業為例 

與高所得國家出

口與進口之比例 
對高、低所得國

家直接投資金額 
勞動生產力指數 
國內投資價格指

數 
銷售額 
自動化指標 

與高所得國家進出口貿易，替

代效果為主要影響勞動市場的

負面因素；且勞工在職業間轉

換較產業間困難，即員工流動

易發生在不同產業間，同一薪

資水平的職業移動。 

劉瑞文

（2001） 
產業結構變遷對

國內就業與所得

分配的影響 

進口量與出口量

之變動 
國內最終所需要

之變動 
技術改變 

顯示自 1991 年至 1996 年國內

產業代工的生產型態，假設各

項商品輸出金額變化能夠反映

產業結構的變動，發現雖專門

技術人員的需求增加，但是仍

深度依賴低層勞力。 

Tsou et al.
（2002） 

Worker Turnover 
and Job 
Reallocation in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出口 
生產成長 
流動率 
年分 
產業別 

以台灣製造業部門為研究對

象，控制年份及產業別，發現在

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較有高

度的就業機會及員工流動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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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員工流動之定義 

員工流動率為員工在組織內部與外部間的移動（流入及流出），黃英忠

（2016）認為廣義而言，係指員工離開原所任職的地域、產業、職業間的移

動；狹義而言，即指員工離職或從原公司到其他公司就業的活動。Mobley（1977）

試圖從心理因素研究工作滿意度與員工流動率的聯結，認為員工流動是員工

經過重新評估工作價值的離職決策過程，最後使個人完全脫離組織。 

而員工流動乃勞動品質的重要指標，故許多學者研究其影響經營績效之

關係，但是至今仍然缺乏一致的結論，依據 Ulrich et al.（1991）研究同一公

司中財務績效表現佳的單位，該單位的流動率會比表現較差的單位低，證明

員工流動會降低組織的生產力，可能的原因在於員工在離職前較無心工作或

產出意願降低，甚至可能影響留任員工的工作生產力。認為有正相關者，Dalton 

and Todor（1979）主張企業有某種程度的流動率可以替換不適任的員工，進

而加入新進員工的創新與技術；亦有學者 Alexander et al.（1994）研究醫護人

員的流動率，認為員工流動率與經營績效為負相關，主張企業應該降低員工

流動，但是從生產力的角度而言，員工流動與生產力呈倒 U 形的關係（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最適的員工流動率能夠創造更高的生產力，故無論太

低或太高的流動率皆不利於組織生產力。最後，不論如何上述研究都證明了

員工流動率對於公司經營績效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有關員工流動率之研究也

逐漸被學界所重視。 

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計算方式解釋當月員工流動率，算式為（當月

進入率＋退出率）／2，即公司某特定期間員工進入（退出）率的平均值。其

中，對於流動期間之認定及該特定期間員工人數的估測，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Price（1977）曾提出七種方法預測及分析員工離職問題，包含平均服務時間、

就業率、離職率、留職率、非留職率、殘存率與浪費率等，其中離職率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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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慮員工年資的情況下，以某一期間離職員工數除以該期間內員工的平均

數，雖是企業常用的測量方法，但新聘大量員工造成實際上並不代表大量員

工離職的現象，所以可能不適用於正在擴大規模發展的公司。 

另有學者黃英忠（2016）認為計算員工流動率為了達到長期趨勢分析，

以及同業比較的效果，應採用統一的定義，尚需考量計算時季節性及其他暫

時性變動的影響，為了預測可避免的（如薪資、工作條件等）自願離職之現

象，可利用該月離職人數扣除不可避免的（如懷孕、重病、死亡等）離職人

數除以月中員工總數之百分比計算，作為控管或減少部分員工的離職。 

 

第三節 員工特質與出口關係之實證文獻 

許多研究認為參與國際貿易的廠商，生產力表現都優於未參與出口的廠

商，Liu et al.（1999）以台灣電子產業的廠商資料研究出口與非出口廠商的差

異，發現在進入出口市場前，出口廠商的生產成長率高於非出口廠商，故績效

好的廠商具有較大的優勢提升銷售機會，降低貿易成本，擴展生產規模。而早

期則有學者研究法國廠商資料與員工個人資料，並利用銷售額作為衡量廠商

的平均勞動生產力，試圖了解廠商與高薪員工的異質性對於生產力的變化，

發現員工特性（如年資、性別、教育程度等）的解釋能力高於廠商特性（Abowd 

et al., 1999）。 

本文欲估計員工流動是否為影響台灣上市櫃公司出口比例之因素，考量

員工特質為員工離職重要的參考資料，因此，本節以員工特質解釋與員工流

動率相關之其他影響出口之實證文獻。 

一、 員工平均年資 

  員工平均年資與出口之關係，從廠商為了提升生產力以利出口，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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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研究發展的需求現象，林灼榮等人（2007）研究台灣上市櫃紡織業與通訊業

之生產效率，發現員工年資愈高有助於經驗與技術的累積，對於生產效率有

正向影響，但是同時需考量隨著年資的累積，所需投入的薪資成本也愈高；而

員工平均年資與員工流動率之關係，勞工的可移動特性與其工作者的特徵有

關，研究發現資歷較淺的年輕員工之流動率較高（Cotton and Tuttle, 1986）。 

二、 員工平均年齡 

  在員工平均年齡與出口之關係，從高生產力有利於出口的方向解釋，

Haltiwanger et al. (1999) 利用美國馬里蘭州 1990 年至 1994 年所有廠商資料，

包含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發現當男性比例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外國出生員工

比例越低、以及平均年齡高的員工比例越低，對於廠商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有

正向的影響；國內學者張景福等人（2011）研究 1998 年至 2003 年電子業廠

商及員工資料，由於電子業著重技術的創新，研究結果認為員工年齡愈輕其

生產力愈高。而在影響員工流動率方面，部分研究認為員工年齡愈高，離職意

願愈低（Cotton and Tuttle, 1986）。 

三、 教育程度 

  員工的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被視為公司的無形資產，其與技術研發活動

息息相關，Braunerhjelm（1996）研究發現，1990 年瑞典 250 家製造業廠商的

無形資產（如研發投資、員工的教育程度、市場行銷方式及軟體設備的品質）

和出口有正向關係，同時廠商更著重員工訓練，認為廠商無形資產的累積得

以向外擴張市場；國內學者張景福等人（2011）研究電子產業認為員工教育程

度愈高，愈為大型廠商提高生產力的主要動力。在教育程度與員工流動之關

係，Cotton and Tuttle（1986）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愈高之員工，離職行為意圖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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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出口之現況統計 

本章利用台灣經濟新報（TEJ）上市櫃公司資料，研究期間為 2005 年至

2017 年共計 13 年的研究樣本，其中因為本研究僅專注在台灣營運之公司，因

此剔除在台灣發行存託憑證（TDR）之國外公司，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原始樣

本計 19,826 筆，且刪除樣本公司資料若其中一年資料不全，剔除該年度之觀

察值，實際有效樣本計 11,045 筆。 

  此本研究依據 TEJ 就該公司目前台灣證券交易所產業分類代碼，扣除台

灣存託憑證（TDR）交易所未給予產業分類，研究樣本共計 31 個產業別，不

包含電子工業（產業代號 13）及綜合（產業代號 19）兩項產業別，統計 2005

年至 2017 年中各產業所佔的樣本數如下表所示： 

表 3-1 產業代號及樣本比例 

代號 TSE 產業別 樣本數 百分比 

01 水泥工業 63 0.57 
02 食品工業 27 2.48 
03 塑膠工業 224 2.03 
04 紡織工業 404 3.66 
05 電機機械 695 6.29 
06 電器電纜 114 1.03 
08 玻璃陶瓷 43 0.39 
09 造紙工業 44 0.40 
10 鋼鐵工業 375 3.40 
11 橡膠工業 100 0.91 
12 汽車工業 43 0.39 
14 建材營造 432 3.91 
15 航運 61 0.55 
16 觀光 121 1.10 
17 金融 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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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TSE 產業別 樣本數 百分比 

18 貿易百貨 177 1.60 
20 其他 625 5.66 
21 化學工業 324 2.93 
22 生技醫療 666 6.03 
23 油電燃氣 101 0.91 
24 半導體業 926 8.38 

25 
電腦及週邊 

設備業 
781 7.07 

26 光電業 939 8.50 
27 通訊網路業 658 5.96 
28 電子零組件業 1,588 14.38 
29 電子通路業 251 2.27 
30 資訊服務業 215 1.95 
31 其他電子業 611 5.53 
32 文化創意業 159 1.44 
33 農業科技 16 0.14 
34 電子商務 11 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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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為探討台灣上市櫃公司員工流動率對出口的影響，先考量相關因素

與出口之關係進行統計分析如下： 

一、 員工流動率 

本研究以外銷比率觀察出口與員工流動率之關係，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

情況下，可能為顯著的正相關，外銷比率越高，員工流動率也有增加的趨勢。 

 

圖 3-1 出口與員工流動率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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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員工特質

此部分著重員工本身的特質，其年資及教育程度除了可能影響個人的離

職傾向外，亦可能成為公司未來研究發展與生產力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一） 平均年資

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員工的平均年資與出口可能為顯著的負相

關，可以合理推論員工年資越高，公司人事穩定度高，不利於進行出口廠商可

能面臨市場競爭較強的環境，經觀察得知外銷比率愈高的廠商，員工年資愈

不易累積。

圖 3-2 出口與平均年資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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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均年齡 

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員工的平均年齡與出口可能為顯著的負相

關，員工平均年齡愈輕，有利於廠商研發創新並進行外銷擴張市場，雖然平均

年齡多集中在 30 歲至 40 歲之間，仍然能觀察出隨著平均年齡的升高，愈不

利於廠商外銷比率成長。 

 

圖 3-3 出口與平均年齡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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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度 

本研究僅就廠商僱用高中程度以下之員工比例，探討教育程度對出口之

影響，不特別區分大專及碩、博士以上之員工比例，藉由高中程度以下之數據

區分高低學歷之不同，發現高中以下之員工比例愈高的公司其外銷比率愈高。 

 

圖 3-4 出口與教育程度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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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模型設定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彙整之出口與各項影響因素實證文獻及第三章現況

統計資料，初步將影響員工流動率變動的因素進行分類、歸納及建立實證架

構模型。本章延續第二章及第三章統計分析作為變數的主要基礎，分別於第

一節定義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及分析預期影響方向，並於第二節說明本研

究所運用之統計方法。 

第一節 變數說明及預期影響方向 

本節依據第二章理論與國內外實證文獻及第三章出口之現況分析，選取

本研究探討出口決定因素之解釋變數，並預期對被解釋變數的影響方向，再

以 OLS 模型進行實證模型分析。 

一、 被解釋變數（Y） 

本研究之被解釋變數出口為台灣經濟新報（TEJ）之樣本資料中，廠商之

外銷比率，即該公司產品當年度銷售至國外之總金額佔內外銷總值之比例，

研究有效樣本共計 11,045 家廠商，本研究同時掌握公司員工背景資料及員工

流動率之情形，以深入探討對出口之影響因素。 

二、 解釋變數 

依據第二章相關實證結果文獻，就「員工流動」、及「員工特性」二大構

面進行歸納彙整及分類，進一步探討此些構面之各影響因素與出口預期關係

如下： 

（一） 員工流動（TUR） 

由於多數國家未規定公司必須揭露離職人數，故許多有關員工離職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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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多以問卷方式計算，本研究之員工流動率，係根據台灣經濟新報（TEJ）

之樣本資料中，我國晚近學者林揚舜與鍾俊文（2005）利用法令 2要求企業揭

露服務年資與員工人數資料之特點，並在計算 t 年至 t+1 年中，因每年之六、

七月份為大學畢業季，故假定新進員工之服務年資為 0.5 年之方式推算公司

來年的員工服務平均年資，以求出離職人數（ 1+tX ）計算該公司的員工流動率： 

 

111 +++ =+− tttt NYXN  ································································ (a) 

1
1

11 )5.0()1()(
+

+

++ =
×++×−

t
t

tttt B
N

YBXN  ·················································· (b) 

tN :第 t 年底員工人數 

tB :第 t 年底員工服務平均年資 

1+tX :第 t 年底至第 t+1 年員工離職人數 

1+tY :第 t 年底至第 t+1 年員工新增人數 

將 a式（t+1 年的總員工人數）與b 式（t+1 年的員工服務平均年資）聯立可求

出公司離職人數（ 1+tX ）： 

12
22 111

1 +
++−

= +++
+

t

tttttt
t B

NNBNBN
X  

                                              

2 民國 96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8 條第 3 款，從業員工最近二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人數、平均服務年資、平均年齡及學歷分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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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利用該年員工總人數與離職人數計算出離職率，即員工流動率：

t

t
t N

XL 1
1

+
+ =

1+tL :第 t+1 年度員工流動率 

資料來源：林揚舜與鍾俊文（2005） 

又根據 TEJ 資料庫提供經過計算的離職率是在不考慮員工年資的情況下，

某公司以某一年度離職員工數除以該期間內員工的平均數，如遇該公司新聘

大量員工造成計算數值為負值時，該公司當年度之員工流動率之資料欄位呈

現空值，同屬資料缺漏之情形。

依據學者 Davidson and Matusz（2010）探討的研究發現，企業為了留住

人才，以更高的薪資同時增加了生產成本，使其失去貿易的競爭優勢，本研究

預期員工流動率與出口之間存在負相關。

（二） 員工特質

1. 平均年資（AAE）

依照林灼榮等人（2007）研究台灣上市櫃紡織業與通訊業之生產效率，發

現員工年資愈高有助於經驗與技術的累積為正向關係，但從廠商為僱用平均

年資愈高的員工，隨著年資的累積，所需投入的薪資成本也愈高的觀點而言，

生產成本增加，可能不利於出口，目前缺乏相關的實證文獻能夠直接解釋員

工平均年資與出口之關係，本研究預期符號為不確定。

2. 平均年齡（AAA）

依據 Haltiwanger et al.（1999）利用美國廠商資料的研究發現年紀愈大的

員工比例愈低，對於廠商的平均勞動生產力皆有正向的影響，廠商因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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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始能進行出口擴張市場，但並非直接解釋員工平均年資與出口之關係，

故本研究預期符號為不確定。 

3. 教育程度（HI） 

TEJ 資料庫中，分別表列高中以下、大專、碩士與博士之僱用比率，本研

究認為取高中以下之比率故能與大專以上之員工特色區分，而依照

Braunerhjelm（1996）研究發現，製造業廠商的無形資產（如研發投資、員工

的教育程度、市場行銷方式等）和出口有正向關係，本研究預期與出口為正相

關，但是高中比例代表學歷較低，結果應為負相關。 

 

表 4-1 解釋變數對被解釋變數預期影響方向 

變數別 變數定義 預期符號 參考文獻 
被解釋變數（Y） 
出口 外銷比率（%） 
解釋變數 
員工流動(TUR) 員工流動率（%） － Davidson and Matusz

（2010） 
平均年資(AAE) 員工平均年資 ？ 林灼榮等人

（2007） 
平均年齡(AAA) 員工平均年齡 ？ Haltiwanger et al.

（1999） 
林灼榮等人

（2007） 
教育程度(HI) 高中以下(%) － Braunerhjelm

（19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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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選擇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來作實證，研究 2005 年至 2017 年

的 Unbalanced panel 資料建立模型為： 

itititti uXTURY +′++= δββ 10

Y 是外銷比率，i 代表廠商；t 代表以年份為單位的時間。解釋變數Ｘ包

含員工流動率、員工平均年資、年齡，以及教育程度等，u 為誤差項。考量各

產業別銷售的產品、公司規模及競爭市場等因產業特性不同，在出口行為及

人力資源管理上會有不同的結果，故以橫斷面上控制產業別；此外，因不同年

份所受到的經濟景氣影響不同，本研究的研究資料從 2005 年至 2017 年橫跨

金融海嘯的衝擊前後，故試圖固定年份研究員工流動與出口的關係。加以固

定效果來作實證，模型為：

ititittiti uXTURY +′+++= δβαλ 1

其中λ與α為虛擬變數，分別代表：

λ：產業別（1…34） 

α：為年份（20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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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實證變數之基本統計量

本章接續第四章所設定的解釋變數與實證模型分析，建立 OLS 模型前先

針對各解釋變數進行基本統計量分析，並以 STATA 軟體以迴歸方式進行實證

分析探討其顯著性，瞭解影響在員工流動率及其他因素影響出口的程度。

根據第四章所設定的解釋變數進行基本統計量分析，其平均數、中位數、

極小值、極大值及標準差彙整如表 5-1。其中，外銷比率之極小值因中天生技

於 2011 年受塑化劑影響，保健品市場需求減少，當年度發生銷貨品退回情形，

因而產生負值 3。 

表 5-1 實證變數之基本統計量 

研究變數 平均數 中位數 極小值 極大值 標準差

外銷比率(%) 55.83 66.53 (0.23) 100 36.81 
員工流動率

(%) 15.90 12 0 100 13.45 
平均年資 6.31 6 1 29 3.48 
平均年齡 36.31 36 21 64 4.31 
教育年資 
(高中%) 12.76 5.6 0 96.57 16.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參考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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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結果分析

一、 實證結果分析－全產業

根據第四章所述之模型設定，漸進式地進行研究，分別為模型 1 員工流

動率與出口之關係；模型 2 控制其他變數後與出口之關係；模型 3、4、5 則

個別及同時控制年份及產業別，全產業樣本中，影響出口之相關因素實證結

果彙整於表 5-2。 

表 5-2 影響出口之相關因素實證結果－全產業 

解釋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員工流動率

（TUR） 
0.177 *** -0.070 ** -0.065 ** -0.014 -0.014
(0.025) (0.027) (0.027) (0.022) (0.022)

員工年資

（AAE） 
-1.094 *** -1.036 *** -0.523 *** -0.509 ***
(0.143) (0.143) (0.124 ) (0.125)

平均年齡

（AAA） 
-1.354 *** -1.472 *** -0.200 ** -0.278 **
(0.110) (0.111) (0.094) (0.095)

教育年資

（HI） 
0.244 *** 0.238 *** 0.210 *** 0.201 *** 
(0.020) (0.020) (0.018) (0.018) 

年份

（YEARS） 
˅ ˅ 

產業別

（TSE） 
˅ ˅ 

Adj R-squared  0.004 0.073 0.078 0.415 0.416 

observations 11,045 11,045 11,045 11,045 11,0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括號內為標準誤。 
(2)*代表 p<0.1,即 10%的顯著水準;**代表 p<0.05,即 5%的顯著水準,***

代表 p<0.01,即 1%的顯著水準。 
(3)模型 3、4、5 分別為控制年份及產業別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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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證結果分析－製造業

由於製造業佔我國出口相當大的比例，故又根據第四章所述之模型設定，

由前述的研究樣本中篩選出屬於製造業之產業，包括：水泥工業、食品工業、

塑膠工業、紡織工業、電機機械、電器電纜、玻璃陶瓷、造紙工業、鋼鐵工業、

橡膠工業、汽車工業、化學工業、半導體業、電腦及週邊設備業、光電業、電

子零組件業等，共計 16 種產業。並同樣採漸進式觀察模型 6 為員工流動率與

出口之關係；模型 7 為控制其他變數後與出口之關係；模型 8、9、10 個別及

同時控制年份及產業別，製造業樣本中，影響出口之相關因素實證結果彙整

於表 5-3。 

表 5-3 影響出口之相關因素實證結果－製造業 

解釋變數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員工流動率

（TUR） 
0.304 *** -0.044 -0.039 -0.057 ** -0.057 **
(0.029) (0.030) (0.030) (0.025) (0.025)

員工年資

（AAE） 
-2.50. *** -2.391 *** -0.652 *** -0.625 ***
(0.157) (0.157) (0.140 ) (0.140)

平均年齡

（AAA） 
-0.804 *** -0.978 *** -0.177 -0.315 **
(0.126) (0.127) (0.109) (0.110)

教育年資

（HI） 
-0.015 -0.034 0.112 *** 0.087 *** 
(0.020) (0.021) (0.019) (0.020) 

年份

（YEARS） 
˅ ˅ 

產業別

（TSE） 
˅ ˅ 

Adj R-squared  0.015 0.129 0.140 0.397 0.401 

observations 6,937 6,937 6,937 6,937 6,9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括號內為標準誤。 
(2)*代表 p<0.1,即 10%的顯著水準;**代表 p<0.05,即 5%的顯著水準,***

代表 p<0.01,即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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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員工流動（TUR） 

本項變數預期符號為負向，觀察表 5-2 中模型 1 僅以員工流動率與外銷

比率迴歸分析，可發現結果為正的顯著相關，即員工流動率愈高，公司出口的

比率愈高。但是模型 2 控制其他變數後，實證結果估計係數為負向影響，驗

證 Davidson and Matusz（2010）之實證結果，製造業中為了抑制員工流動率，

提高人事成本而失去貿易的競爭優勢。本研究資料來源包含製造業與非製造

業，為測試模型的穩定度分別觀察全產業及製造業。首先，全產業的模型 3 控

制了年份效果，其結果代表同一年度員工流動率對出口的效果並未受到經濟

環境變動的影響；模型 4 及模型 5 經過產業別受到控制，標準誤下降，但幅

度變小許多；其次，製造業中模型 9 及模型 10 經過產業別受到控制，發現不

同產業別，可能因產業特性影響員工流動率對出口比例呈現負向關係的情形

更加顯著。

二、 員工特質

（一） 平均年資（AAE） 

本項變數預期符號為不確定，而實證結果估計係數為顯著負向，代表員

工平均年資愈深的廠商愈不易進行出口，且固定年份及產業別效果後，仍維

持穩定的負向影響。

（二） 平均年齡（AAA）

本項變數預期符號為不確定，實證結果估計係數為顯著負向，

Haltiwanger et al.（1999）研究美國廠商資料發現年紀愈大的員工比例愈低，

平均勞動生產力愈高，解釋廠商具有優勢以出口擴張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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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度（HI）

本項變數預期符號為負向，實證結果估計係數為顯著正向，與

Braunerhjelm（1996）研究結果相左，本研究使用變數以公司僱用之高中比例，

反面解釋其代表員工學歷相對較低，較不具有研發能力無法為廠商創造出口，

惟依據本項變數實證結果推論我國出口導向產業之特性可能相對較不重視員

工教育程度，多著重於員工教育訓練，抑或因學歷愈高薪資愈高，廠商可能為

了減少人事成本多僱用高中學歷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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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 Davidson and Matusz（2010）提出的研究結果，廠商因

為抑制員工流動增加薪資補貼，提高了生產成本，因而失去出口的競爭優勢。

故本研究利用廠商的員工流動率與員工基本資料進行OLS 實證分析影響出口

的程度，歸納出以下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以第五章實證結果說明台灣上市櫃公司員工流動與出口關係之變動

程度，說明如下： 

一、 台灣全產業員工流動率對出口導向之影響 

本研究台灣上市櫃公司全產業及製造業中員工流動對出口之影響，依據

OLS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普遍因為高度的員工流動率，外銷比率降低，驗證

Davidson and Matusz（2010）的研究，企業在員工流動率高的過程中必然增加

生產成本，減少了進入出口市場的機會。考量我國經過 2008 年金融海嘯影響，

景氣低迷，失業率高，可能影響員工流動率之變動，進一步將年份加入控制

後，員工流動與出口仍呈現顯著負向關係，代表當控制該年份外在未受考量

的影響因素，員工流動率對出口仍有較高的影響關係。 

二、 出口導向產業對於員工特質之選擇 

我國因國民義務教育國人教育程度偏高，且相關文獻預期員工教育程度

愈高，廠商外銷比率愈高呈正相關。然而第三章現況分析圖 3-4 觀察象徵教

育程度低的高中以下之員工比率較高的廠商外銷比率愈高，且經過 OLS 實證

分析結果顯示為正相關，推論廠商透過僱用低學歷的員工降低人事成本，以

減少進入出口市場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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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從員工流動與員工特性兩個面向探討台灣上市櫃公司出口的關係，

研究過程中發現在相關政策上可提供建議之事項及未來研究方向作為後續研

究參考： 

一、 探討不同產業之員工流動與出口行為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我國產業普遍因高度的員工流動，使外銷比率降低，意謂

產業並未有效管理人力資本；此外，著重高中以下學歷之員工僱用，推測廠商

可能多以低學歷或外籍勞工替代低技術的人力僱用以降低人事成本。在面臨

鄰近國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市場，廠商外移，我國宜重視產業研發技術的開

發與提升，留住人才，避免原本具有優勢的產業為了抑制員工離職比率，補貼

薪資而因此失去競爭優勢。 

 

二、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方向建議 

（一） 探討不同產業之員工流動與出口行為之關係 

實證模型結果顯示，控制產業別為影響員工流動率對出口的關鍵，未來

可針對不同產業別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且本研究乃依據目前台灣證券交易

所產業分類代碼設定虛擬變數，建議未來可利用不同分類標準針對製造業或

特定產業深入研究。 

（二） 探討員工流動與出口中動態效果的影響 

  廠商調整出口需要時間，故建議未來可將員工流動的落後項加入計量模

型，估計員工流動率對出口的動態影響，探討是否可能為員工流動率與出口

中動態效果的影響，更確切的判斷兩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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