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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邁入 21 世紀，世界經濟活動的重心已從大西洋東岸轉移到太平洋沿岸，

亞洲各國正位處於主控全球經濟的核心地帶，尤其是亞洲四小龍及持續吸引外

資投入的中國大陸，對全球經濟脈動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隨著時代腳步的邁進，我們可以感覺到世界脈動的轉變不僅是快速，而且

是大幅度地起伏；人際關係的演變如此，政治的演變如此，經濟上的演變更是

如此，究其演變，不容我們否認的是「生死與共，利害相關」的重要準則是其

軸心。企業經營從「集權獨利」到「放權讓利」，從「老闆作主」到「伙伴參與」，

從「競爭」到「合作」；經營環境從多邊貿易談判到 WTO 貿易協定，在在告訴我

們全球已是一個地球村，企業與員工共存共榮的時代已然來臨。 

因此，在快速變動的經濟環境中，固定的工作方式不是解決之道。1 自 2000

年年底以來全球景氣陷入谷底，企業也面臨嚴酷考驗的寒冬。不過，大環境愈

是不景氣，企業愈是要講究精兵政策，高生產力與高競爭力的人力資源顯得重

要。2 尤其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經濟結構特性，大部分的中小企業為勞動

力密集的產業結構。其生存與競爭利器即為其彈性與韌性，有了彈性，就可保

持靈活，有了韌性，則可在任何劣勢環境中存活，即所謂的夾縫中求生存。3 因

                                                 
1王祿旺(譯)，2003，Stephen P. Robbins原著，《今日管理學》，台北：台灣培生教育出版，初
版，頁 24。 

2黃同圳，2002，〈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企業競爭優勢之新器〉，收錄於李誠(等)，《人力資源
管理的十二堂課》，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46。 

3楊益成，2003，〈中小企業融資與信用保證〉，收錄於段樵、伍鳳儀、劉常勇(編)，《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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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面臨國內外環境變化交互影響與變革的衝擊下，為能順應競爭時代的各

項挑戰與衝擊，並能適時的反擊，人力資源彈性策略的運用在此刻尤顯重要與

必然。 

21 世紀的社會有著混沌、不確定性及全球性競爭的特性，處在這樣的社會

體系下的勞資關係已與以往在工業社會中的勞資關係體系有了本質上的變遷。

最明顯的特徵在於非典型工作型態的興起與全球性企業集團的興起，使得資源

更加壟斷於大資本家手上，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台灣社會，為求能在此一

變動社會中站穩腳步，遂逐漸的採用各種的人力資源彈性策略，使組織的運作

更加靈活以因應經濟的動盪。因此，彈性的人力資源策略可以使組織在面對環

境變化之時能夠快速地反映與調整，同時也可以減少企業無法因應環境遽變所

造成的損失。在遽變的社會中，彈性的運用企業的人力資源已成為人力資源管

理中重要的策略。 

然而對勞工而言，彈性的人力資源策略卻可能增加工作的不安定性與變

數。環視目前台灣的勞動市場，一些以傳統典型的不定期契約為主的工作型態

（例如清潔人員、警衛、服務人員等），逐漸的被新興的非典型工作型態所取代，

較常見的非典型工作型態包括有臨時聘雇人員、定期契約人員、電傳勞動、派

遣勞動、外包人員等等。而非典型工作型態的興起為企業因應環境變革，提高

組織運用彈性與活力，所發展出來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相對地，對組織內和

諧的勞資關係所產生的正反面衝擊與影響，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重心議題。 

尤其對與經濟脈動及科技變遷息息相關的印刷產業而言，在這波削價競

爭、技術掛帥的時代中，提高人力資源彈性運用已成為必然的趨勢與手段。在

國內目前對印刷產業相關的文獻當中，多著墨於探討印刷機材、數位應用等生

產技術面的研究，缺乏從人力資源運用策略所帶來的經營效益分析，與組織使

用彈性人力資源策略對勞資關係與企業經營上的影響，作一連結分析。因此，

筆者試圖從印刷產業中擇其中印前產業這一環節，探討在其使用人力資源運用

                                                                                                                                            
之經營與政府政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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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過程中，對組織產生的經營效益、人力需求的調整、勞資關係的等面向，

進行個案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中小企業，處於變動迅速，競爭激烈的國際環

境，以及受限於經濟規模與資源的劣勢下，如何彈性運用人力資源以達到優勢

競爭地位，維持生存，並且其不同策略選擇與運用將會對組織原本的勞資關係

產生何種的波動與變化。 

由於中小企業的資本規模較小，相對大企業較偏向勞力密集方式進行生

產，因此受到勞動市場變化的影響較大，近幾年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運用的狀況

逐漸的為因應經濟景氣、同業競爭與經營成本等考量因素而多元化，如部分工

作外包、聘僱工讀生、外籍勞工、派遣勞動者等等以取代不定期契約勞工的作

法，可見人力資源運用策略的決定與勞資關係應是影響中小企業績效的重要構

面，亦是反應其經營良窳的關鍵指標之一，更可能會因外在總體環境的不同而

有所變遷。 

面對 21 世紀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使得企業採取彈性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

以求在全球化競爭的經濟體系下生存，逐漸顛覆以往工業社會不定期契約雇用

為主流的勞動市場，企業為了增加本身靈活調度與應變的能力，導致各種非典

型工作型態的興起，取代傳統的典型工作型態，連帶影響到企業勞資關係的和

諧面。本研究擬以「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勞資關係」三大構面

來探討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對勞資關係的影響。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人力資源運用策略的意涵，及其與勞資關係的關係。 

（二）瞭解中小企業的人力資源概況與勞資關係的特色。 

（三）探討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對企業勞資關係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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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回顧法與深度訪談法。在文獻回顧的部分可分成第二

章與第三章進行討論，第二章內容主要是蒐集國內外對人力資源運用策略與勞

資關係的理論與研究成果進行分析與統整，第三章的內容主要是定義本研究中

小企業的範圍與現況。另外，本研究針對所選擇的製版印刷業進行經營者或高

階主管的深度訪談，以完成整個研究的實務資料調查工作，最後提出本研究的

發現與結論。 

一、文獻回顧法 

透過蒐集國內外在人力資源運用策略的內涵、中小企業與勞資關係等層面

之調查統計資料、研究報告、報章期刊、博碩士論文、專書等文獻；並針對彈

性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內涵、勞資關係的重要理論、中小企業的人力資源與勞

資關係、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對勞資關係的影響等構面進行文獻資料整理與歸納

分析。 

二、深度訪談法 

除了探討文獻及建立理論架構外，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深度晤談方法

（Depth interview），將以個案之分析為主軸，瞭解其人力資源運用及勞資關

係現況。 

學者對質性研究的定義認為：「質性研究有別於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取向，

主張社會世界（social world）是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成，這些現象往

往會因為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的意義；因此，質性研究者在

整個研究過程，必須充分理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通常，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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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

資料收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

該學者也認為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究中，最廣泛被運用來作為資料收集的方

法；而深度訪談法可被界定為：「在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透過雙向溝

通的互動過程，收集有關口語與非口語的訊息，以便深入式的全面理解研究的

現象。」許多質性研究者將深度訪談法視為一種對話的歷程，在這種雙向交流

的互動過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是建立在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透過積極傾

聽與融入，並與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產生互動關係，才能深入理解被研究的現

象。4  

因為在面對複雜而豐富的實際管理現象時，個案研究能夠協助研究者深入

探索與解釋現象的本身。因此本研究旨在期望透過訪談的發現獲得一些重要的

因素，以進一步瞭解目前台灣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運用實務上之概況，進而形成

初步之觀念性架構，再透過對數家中小企業之現況深入探究結果，以發掘並分

析不同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對企業內勞資關係可能的影響與關連。 

 在進行個案訪談之前筆者也會在訪談前以電子郵件或傳真的方式，將訪談

題項（見附錄一）寄送給受訪者預先瀏覽，以使其對本研究訪談的主題能在心

理上有所準備與瞭解。訪談的過程中，如經受訪者的同意均將訪談過程加以錄

音，並做成逐字實錄（見附錄二），以利訪談之後的資料整理與分析，並確保訪

談內容的正確性。 

 

                                                 
4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出版，頁 18-1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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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進行可蓋分為三個階段，進行流程如下圖 1-1 所示，第一階段為

背景資料及文獻的蒐集與探討，並建立觀念性架構；建立起觀念性架構後，本

研究以其為基礎，並開始進行第二階段個案的訪談，第三階段則為個案分析與

本研究結論。 

1. 確定研究主題：即研究動機。主要為瞭解中小企業在面臨環境不確定與競爭

加劇下，所採取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為何，又採用不同的人力資源策略對於

組織中的勞資關係產生何種影響與變化。遂決定本研究主題為「中小企業人

力資源運用策略對勞資關係影響之探討」。 

2. 擬定研究範圍與目的：本研究以人數規模別進行分析，並將鎖定依據經濟部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訂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所認定之中小

企業為研究對象。 

3. 文獻回顧與整理：蒐集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報告、期刊、論文及書籍等資料進

行整理比較，並根據理論推論出本研究架構。 

4. 深度訪談問題設計：確定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之研究方法，依據文獻整理出

深度訪談之主軸與問題。 

5. 研究個案篩選：將個案業別限縮為同一行業，以方便進行個案間的分析比

較，並透過適當的方式聯絡願意配合訪談的對象。並且依據中華民國 90 年

第七次修正之行業標準分類表資料，以其中 C大類製造業之第十六中類『印

刷及其輔助業』下的製版印刷業為本研究個案實例探討。 

6. 個案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將訪談所獲得之資料與結果進行分析比較，並加

以說明。 

7. 結論與建議：將本研究分析結果彙整歸納為本研究之結論，並針對研究結論

對個案公司與後續相關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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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法 

 

 

 

 

 

   

 

 

 

 

 

 

 

 

 

 

 

圖 1-1 研究流程 

 

 

擬定研究範圍與研究目的 

相關文獻回顧與整理 

深度訪探問題設計 

進行個案深入訪談 

個案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 

確定研究主題 

結論與建議 

研究個案篩選 



 8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將本研究自資料蒐集分析與個案訪談的過程中所遭遇之限制與困難，

做一歸納如下： 

一、 由於本研究探討的主題為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運用對勞資關係之影響，為了

加深研究結果分析的一致性，因此在做個案樣本的選擇時，即考慮將本研

究所採用的個案行業限縮在同一產業別內，以方便進行個案間的分析比

較。並試圖從訪談過程中，瞭解其人力運用的策略對勞資關係是否產生不

同程度或層面的影響。 

二、 由於人力資源運用的策略內涵範疇過於廣泛，為了增加本研究訪談的深度

與焦點的集中，在發展本研究訪談問卷時，即將本研究的核心限縮在數量

彈性、功能彈性與距離彈性等三種彈性作法上做為探討人力資源運用對勞

資關係影響的重點。 

三、 本研究觀察探討的對象係針對印刷產業下之製版印刷業，難以涵蓋整個印

刷產業進行深入觀察分析，且因為行業的特殊性，本研究的設計是否適用

於其他小類之業別則有待檢驗。 

四、 本研究在尋求受訪企業對象時，主要是透過既有人際關係的管道與滾雪球

的方式，並不符合客觀的抽樣標準要求，缺乏量化分析的實證資料，本研

究深度訪談結果在代表性上，可能會稍嫌不足。建議對此相關議題有興趣

之後續研究者，可以加強量化分析的基礎，以強化研究結果的立論基礎與

客觀性。 

五、 在國內、外文獻探討方面，尤其針對製版印刷業的文獻探討並不多見，因

此，在此部分的文獻分析上仍顯不足。 

六、 本研究訪談題要之擬定，主要是藉由相關的期刊、論文、報章雜誌等文獻

探討後建構出來，由於筆者實務上經驗的不足可能對於部分問題有所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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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有待未來研究者加以彌補。 

七、 由於本研究採取以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個案相關資料的蒐集，因此受訪人

員可能在回答問題時會以其主觀的觀念加以作答，加上研究者本身對於發

問技巧的運用熟悉度與資料的判讀，都可能影響到本研究的品質。雖然這

些因素在經過訪談錄音、與受訪人員進行第二次的再訪，不過仍難避免一

些主觀認知與客觀運作情形上的差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