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 研究者之心得與紀錄 

附錄 1-1 林 SIR 
訪談時間 地點 與個案關係 心得 

2004/08/10 
台北東湖 
星巴克 

本人 

這是第一次見到林廠長，從外表看來，林廠長是一位皮膚白白且微胖的年輕人，帶個一副銀邊眼鏡，態度謙

虛、給人斯文書生的氣息，這與我印象裡在工廠中那種粗線條的人有點出入。首先，他做了概括性的介紹，

特別是他曾經在台灣帶過泰國與菲律賓的勞工，更深刻的是他提及第一次外派大陸時，工作情感被欺騙的事

件，對大陸人就產生懷疑的態度，領導方式也做了一百八十度的轉變。此外他提到大陸員工因珍惜工作而求

情的事件，也突顯台籍經理人在中國大陸的權力是環境使然的。加上他侃侃而談，很樂意分享他個人的外派

經驗，讓我覺得這應該是一位相當適合的個案。由於當天正值林 SIR返台休假，休假對台籍經理人相當重要，

但在我期望能把握機會多作一次訪談，因此於本次訪談結束後，立即提出下一次的訪問邀約，林 SIR也欣然
同意，對我的研究來說，這真是一個好的開始。 

2004/08/12 
桃園龜山 
麥當勞 

本人 

今天天空下著小雨，我開著車到林廠長的八德住家附近，他穿著一件藍色調紋的ＰＯＬＯ衫及休閒短褲與

涼鞋，一副非常輕鬆的模樣來接受訪談(他說這才是他的 style，在大陸工作時，都嘛正經八百的)。他是一位
咖啡的愛好者。拿著一杯咖啡，他總是有問必答、滔滔不絕的分享，這次談到有關管理制度的專業與導入，

他似乎很有成就感。在這次訪談中，透過他的分享，較清楚的了解他是如何從一位沒人理會的菜鳥組長，變

成後來對自己領導感到十分自信的廠長，此間，我發現他曾因在製造單位帶人，內心感到許多困難與瓶頸卻

難以突破，而選擇逃避到工廠去當技師。後來，巧遇他生命中的 mentor，一位孫老大，改變了他的一生。人

生的際遇真的很難預料，孫老大成就了林 SIR，林 SIR何其幸運；林 SIR現在又成了一些大陸員工的 mentor，
他的部屬也是何其幸運，但話說回來，又有多少人能把握機會，抓住 mentor，努力學習，而有所成就呢？ 

2004/11/02 
蘇州廠 
辦公室 

本人 

一大早，林 SIR派了司機到宿舍接我，我進到他的辦公室，他很熱情的主動問我昨晚睡得好嗎？看他一副

很輕鬆的感覺，當時是八點多，他已做完運動，吃完早餐，開完早會，巡視了一遍工廠，原本外派大陸台籍

主管的一天就是這樣開始的，林 SIR還說，每天五點下班後，台幹用完晚餐，通常又回到工廠工作，就連晚

上睡覺時，還常常有緊急事情需要跑來處理。其工作時間豈祇 7-11，簡直就是 24小時不打烊。談到這裡，

內心激起一股肅然起敬的感覺，這些辛苦打拼的台幹真是偉大，在訪談中，林先生談到自己的工作觀，可以

感覺到他非常以公司為重，但他期望自己的工作性質是能夠有彈性，未來的規劃還是要回到台灣，畢竟家庭

對他而言，也是很重要的，許多外派經理人無法專心工作，可能與掛念家庭有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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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09 
桃園 
個案家中 

本人 

當天我們兩個坐在客廳，林廠長拿了兩瓶汽水與可樂，我們做在沙發上，成九十度的相互面對著，就這樣開

始訪談。其實我深深的感覺彼此間已從一個訪談者與被訪談者的關係，轉換成有如朋友般的親近。由於先前

有過三次的訪談，因此我多以澄清之前的問題為主，採取半結構訪談方式進行。這次訪談中，林廠長認為當

初自己在台灣工廠就是要「靠交情」、「為民喉舌」、「請客、送禮」才有辦法作事情，因為他沒有實權，一旦

他掌握了權力，他的做法就會有些改變，此外他覺得過去帶泰勞或是大陸員工，其實台灣幹部都將對方的身

份看低了，所以用強制的做法，似乎有種民族優越感或權力的傲慢，難怪威權領導或軍事化管理時有所聞。 

2004/11/10 
桃園 
個案家中 

本人 

延續著昨日的訪談，林廠長提到當時孫老大是如何嚴厲的對待外派的經理人，雖然辛苦，但林廠長卻覺得自

己獲益良多，並認為這位孫老大對他的影響真的甚大。此外，他描述到當時在大陸看見與體驗到大陸員工因

為求一個生存而工作的情景，這也影響他有驕傲的心態，但時過境遷，現在這些想法都已經不存在，因整個

環境發展及未來規劃，讓他在做法上都較為人性化，且認為台籍經理人在大陸的競爭力越來越小，真的要有

自知之明。由此可見，有些經理人不能因應外在環境變遷，在領導與管理做法上跟著改變，很容易遇到困難，

甚至做不下去，林 SIR的一番話，對外派經理人頗有警示作用。這次訪談，可以說是林廠長這次休假回台的

最後一次訪談，但他表示，有什麼不清楚的部分，可再透過電子郵件聯繫。 

2004/08/27 
天母 
高島屋附近的咖

啡館 

台籍上司 
曹副總 

訪談的當天，由於曹副總人住在天母，因此相約大葉高島屋附近。曹副總約六十歲，他的外表給人的感覺

非常健康、有精神。一副就是經常運動的樣子，且他說話非常有力、中氣十足的，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在我說明了訪談的目的後，曹先生多以台語為主的開始分享他與林先生的關係。在訪談中，他對林先生的個

性有較多的著墨，形容他為一位八面玲瓏的人，大概這也是他感到非常印象深刻的。由於曹副總為林廠長第

二次外派時的主管，因此他僅能對當時的狀況加以描述與說明，但我深切的感覺到曹副總對於具體事件的描

述會有困難，因此我時常的藉由他親身經驗以及與林先生互動的經驗，交叉的來詢問。印象最深的即是他描

述林廠長的個性如同「石磨心(台語)很圓滑的意思」，這種特性在中國大陸講求人情、人際關係的文化環境中，

相當管用，其實，似乎華人文化都很適用，或許外派至華人地區的經理人在甄選時，可將這種個性列入考慮。 

 

 308



2004/09/14 
A公司 
總公司會客室 

台籍同事 
盛經理 

經由林 SIR的介紹，我撥了電話給盛小姐，電話中的盛小姐口氣有些冷漠，講話簡短，似乎有點勉強接受訪

問的感覺。訪談當天我開車前往總公司，在等候盛小姐時，發生了一件趣事。就是盛小姐下樓後，接錯了客

人，直到進入辦公室才發現。當她告訴我時，我們兩個人都笑了起來，我自我介紹並說明來意後，盛小姐終

於露出親切歡迎的表情，原來事前盛小姐不是非常了解我的來意，她說，與大陸有關的訪問相當敏感，她不

得不小心謹慎，因為在大陸待過，已練就一身警覺的功夫。我內心在想，如今正值兩岸的氣氛不是很好，政

治的敏感性或政府的種種作為，都可能直接間接影響外派台幹的心理與感受，從這次訪談中也顯示政治環境

對外派主管有些影響。 

2004/11/1 
蘇州廠 
會議室 

台籍部屬 
王課長 

與王先生在訪談前，已經由林廠長的介紹相互認識，並於大陸共進午餐。當天由於我前往蘇州的時間與行

程出了一點狀況，因此當我上午人一到，林廠長便邀請我坐下來，他拿出紙與筆，告訴我他將會怎麼安排訪

談的順序。看到王先生與林廠長的互動，可能彼此年紀也相近，並沒有太大的上下屬的隔閡，就如同朋友一

般，也許同為來自於台灣的幹部吧。從王先生的分享，可深刻感受到林廠長在第二次外派時，以非常嚴厲的

方式管理工廠，當時他期望王先生扮演白臉的角色，由此可見，所謂黑臉與白臉都祇是領導者管理的手段與

策略而已，其實領導者對人的基本態度並沒有改變，而隨著時間與環境的演變，現在林廠長已經漸漸的採取

人性化的領導方式，或許這也是一種權變領導。 

2004/11/1 
蘇州廠 
會議室 

大陸部屬 
范小姐 

范小姐與林廠長先生共事的時間比較短，從范小姐的舉手頭足以及肯定的態度與快速語調，讓我感覺到如

林廠長所說，大陸廠的女性員工比男性員工強多了。在范小姐心目中，林 SIR是一位相當囉唆的主管。當然
他知道林廠長用心良苦，在過程中提供他許多教導的機會。在她的印象裡，林廠長很少大聲罵人，若做錯事

情他總是會告訴部屬應該怎麼作才對。林廠長通常會主動向她問好，但畢竟彼此的階級差距頗大，在他內心

還是有點恐懼的。可見，台幹在大陸員工心目中仍有極大的權力距離，在這種文化特性中，有的人會放下身

段與大陸人打成一片；有的人則是自我膨脹，甚至濫用其權力，自然產生不同的領導效能。 

2004/11/1 
蘇州廠 
會議室 

大陸部屬 
祝先生 

祝先生算是大陸廠非常資深的大陸幹部。他過去是在南方工廠上班，隨後來到大陸廠，他算是完全經歷了

台商企業大陸廠的發展。他提到第一次與林廠長接觸的經驗，非常緊張，林廠長的口氣讓他感到很壓迫。他

也深刻感受到林廠長在管理經驗與知識的豐富。並表示兩個人的關係已經從過去的陌生到現在如同朋友般的

感覺。其中特別提到林廠長有別於其他主管的貼心，例如寄生日信祝福，到家禮拜訪等動作。同時他也提到

林廠長是一位能夠以身作則的主管，林廠長算是完全符合他心目中好主管的條件。此外，祝先生也提到過去

在南方受到台籍幹部不尊重的對待，來到華東後，這現象確實有改善。從這裡可以了解，大陸員工期望的領

導方式是什麼，偏偏有些台幹逆勢操作，難怪早期外派大陸台籍經理人在管理上老是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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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 
蘇州廠 
會議室 

大陸部屬 
李先生 

見到李先生，我從他的眼神可以感覺他對自己的自信，他的應對進退，確實是幹部的料。他說話非常有條

理。他自從來到大陸廠就有訂下五年的工作規劃，期望自己在工作上能獲得某種成就，這與一般的大陸員工

只求溫飽是有所差異的。從他的訪談內容得知林廠長當時確實非常嚴厲的管制，破口大罵的經驗比較少，但

語氣是比較重，這與祝先生的陳述相同。李先生也同樣的感受到林廠長從一個非常嚴厲的管理轉變成較能夠

溝通，彼此能夠有共識來領導管理。他覺得林廠長可以身為一位他個人的表率，對於他的品德，李先生覺得

沒有什麼好挑剔的，言談中可以感覺得到，他已將林 SIR 列為他的 mentor，積極在模仿學習中，領導者若能

與 mentor的角色結合在一起，其影響力將更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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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2  祥老大 
訪談時間 地點 與個案關係 心得 

2004/08/24 
鶯歌某工廠辦公

室 
本人 

這次訪談是利用祥老大返台休假的時間，祥老大約在鶯歌一位「拜把兄弟」的工廠，從他們互動的過程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祥老大在朋友中的地位與份量。祥老大談起其工作史，充滿了十足的自信與驕傲，第一次外派

大陸即成功地讓塑膠部起死回生，順利生產。美國廠五年換了六個廠長，終究是靠他轉虧為盈。而最後又是臨

危受命，返回大陸整頓人謀不臧的昆山廠。我雖與祥老大在大陸東坑廠共事一段時間，過去的他是台幹眼中的

異類—唯一與大陸員工打成一片的台籍主管，做事獨樹一格，常常不按牌理出牌，現在的他，開口閉口都是數

據管理(訪談中祥老大還特別打開其手提電腦，秀一段他在美國廠如何從事數據管理的資料) ，而且他說，以前

常與大陸人在一起打球，聊天，喝酒，現在幾乎都不想了，祥老大一趟美國行似乎有很大轉變。訪談的尾聲，

我請祥老大談談他的家庭，他臉上露出了微笑與自豪，老大碩士畢業，老二唸碩士班，老三讀大學，不僅功課

好，而且都很獨立，都很乖，使他外派這些年得以專心投注在工作上，無法兼顧家庭是許多外派經理人內心的

無奈，這點卻從未造成他的困擾，由此可見，家庭的支柱也是外派經理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2004/10/29 
昆山廠 
會議室 

本人 

我整理了上回沒有談到的或是需要澄清的部分到昆山拜訪祥老大。在這次的訪談中，祥老大從他剛出社會的

狀況開始談起，由於當時至今已經有三十年。要他回憶起一些關鍵事件，實在不容易，所以我在訪談中常感到

問不到重點。且祥老大有時會出現雞同鴨講的現象。訪談中必須反覆澄清，後來比較清楚了解祥老大整個工作

史的歷程。當初外派大陸，其實就是想找尋自己事業的第二春，因為當時已經４３歲。他擁有一身對塑膠射出

的專業技術且過去已經當過處長，然卻願意在 B公司從課長當起，顯示他內心的矛盾與企圖。同時他列舉一些

案例，對大陸部屬諸多關懷，也透過某些方式來形塑自己的領導中心，強調團體榮譽感，與部屬站在同一線，

從這次的訪談，我比較深刻的是感受到祥老大在工作一些挫折與成就。這都影響他在工作上的選擇與發展。 

2004/10/30 
昆山廠 
會議室 

本人 

這是第三次的訪談，在這次訪談裡，主要談論到祥老大認為要在社會上立足，就要不斷的充實自己，因此在

過去在任何一個位子上，他會主動的提出一些受訓或獲得證照的需求，此外，他覺得自己到哪裡都一樣的就是

對人的關懷，這應該是他最核心的信念吧。人都是需要被關愛的，因此他在工作上關心部屬有沒有學到東西，

在私底下關心部屬的生活過得好不好，這些剛好是大陸員工需求最殷切的部分，因此他的領導深得大陸部屬的

推崇。此外他還是強調並舉例說到對員工德行的要求。他認為一位德行不好的員工就只有開除。當天的訪談最

後在張廠長又被通知開會的狀況下倉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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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1 
桃園衣蝶百貨咖

啡館 
妻子 

祥老大的太太談起自己的先生，數度提到做為外派台商家屬的心酸與無奈，平常家裡只有她和三個女兒相依

為命，沒有一個男人在家，總有不安的感覺，先生出遠門工作，從最早的極力反對到現在的接納支持，關鍵在

三個女兒的獨立成長與乖巧懂事，由於祥老大創業失敗，負債累累，不得不出外辛苦打拼，這樣的環境轉變，

拆散了家人的距離，卻成為女兒奮發向上的助力，祥老大初期到大陸的「凡事無所求」，「無為而治」，到後來

轉變成「力爭上游」，「勵精圖治」，我想與他太太的支持與女兒的成就，有密切的關係。有人說「男人要搞好

事業，先要搞好家庭」，對外派經理人而言，這句話更是貼切。 

2004/9/24 迴龍咖啡館 
台籍同事 
王先生 

我跟王先生約在迴龍，但是因為修路的關係，我遲到很久，但是王先生都不以為意，也還都在約定地點一直

等我。甚至是我有準備一些蛋糕當作是禮物，王先生在也決定不收，要我自己留下來，實在覺得很不好意思。

在訪問的過程當中，王先生對於祥老大似乎有很多負面的看法，一開始就批哩啪啦的一直說，但是對於祥老大

在工作上沒有出甚麼紕漏，所以他也無法說些甚麼。但是祥老大會找他當個案關係人，他也不會覺得很訝異，

因為他只是跟祥老大相處較久，而且他認為祥老大並沒有其他朋友，這點確實令人覺得奇怪，祥老大能夠與大

陸人 body、body打成一片，卻跟台籍幹部很少往來，會不會是因為過去在台灣被好兄弟、好朋友欺騙，對台

灣人失去信心了？一次失敗的教訓，有這麼大的影響嗎？ 
 

 

2004/9/15 
台北 

福華飯店咖啡館 
老闆 
廖先生 

提到祥老大，廖老闆立即脫口而出，這個人極具「草根性」，這種特質帶技術人員，可以融入他們，易與部屬

打成一片，但是，對事的管理較缺乏系統性，科學性，對人的管理也較憑直覺。訪談中，廖老闆特別提到，他

對外派大陸經理人的要求，包括專業技術，績效管理之外，選才，用才，育才，建立團隊等，都是重要的職責，

這些事情祥老大做得還不錯，可是就一個外派高階經理人而言，祥老大在數據化管理，個人私生活檢點兩部分，

仍需加強改善，廖老闆認為這兩點正是他企圖教化祥老大最重要的部分，從祥老大一趟美國行回來，似乎已看

到祥老大受到廖老闆的影響，可見老闆扮演 mentor的角色，對經理人多麼重要。 

2004/10/01 
桃園平鎮 
受訪者工廠的辦

公室 

台籍上司 
童先生 

童先生稱祥老大是一個很「不尋常」的人，值得去研究，也感到很有趣，這與之前訪問王先生有很多類似的

觀點，都認為張廠長是一個爭議性的人物，雖然祥老大的能力很強，但是似乎在公事之外的事情，如私下與大

陸員工喝酒、唱歌等，引發很多的爭議。童先生與王先生算是在同一時期接觸到祥老大，童先生較少對他作直

接的批評，感覺他很客觀地陳述一些事實，不會帶一些情緒出來。或許從主管的角度看，只要你能把工作做好、

把團隊帶好，個人用什麼領導方式、私下如何與部屬互動，較不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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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7 東莞廠 台籍上司 
林副總 

對於祥老大的表現，林副總提到幾個環境的因素，如大陸東坑廠剛導入 OEM生產，需要塑膠射出的專業技術，
美國廠突然獲得 HP大量訂單，需要塑膠射出的團隊前往支援，大陸昆山廠隨著台商大量進駐昆山蘇州設廠，

業績節節上升，生產出貨管理需要大幅改善，祥老大的技術與能力，適時提供公司的需要，所謂「時勢造英雄，

英雄造時勢」，許多外派大陸經理人都有這種機會與境遇。此外，林副總指出，祥老大這種「哥兒們」的領導

方式，初到大陸時，與大陸人打成一片，的確有助於彼此的了解與接納，擔任基層主管可能適用，但到高階主

管需要跨部門管理，這種方式易行成小圈圈，小派系，很不適合，因此，祥老大在昆山廠已不使用，而且這種

草根性十足的人際互動模式，在美國及墨西哥那種文化下,似乎亦不管用。最後，林副總提到一些台幹在大陸

工作之餘，行為不當的兩種現象，喝酒與涉足色情場所，有人因此而弄壞身體，有人因此而婚姻破裂，有人則

因此而丟了飯碗，而祥老大與其兄弟們的互動，有時也涉及這些場所與行為，在其他台幹眼中，甚不認同，因

此，他與台籍同事間的關係反而沒有像與大陸人那樣親近，說到台幹在大陸的休閒行為以及台幹之間的互動，

其特殊情況頗值得深入研究。 

2004/10/28 東坑廠會議室 
大陸部屬 
阿勇 

阿勇想當年初到公司與祥老大面談時，那一副「兇惡」的模樣，令人敬畏，可是一次手術住院，祥老大的關

懷與探望，使他一個感受到一個「和藹可親」的上司。在訪談中，阿勇多次提到祥老大曾經告誡他們的話，如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不可能不勞而獲」、「上級交代的事必須做好，而不是已經做了」、「有問題，決不能找

藉口」…. ，沒想到事隔多年，祥老大的話還深深烙印在其部屬的心中，如今阿勇已是課長，他談到自己的管

理模式，大部分是祥老大的翻版， 
如「技術管理者自己必須要懂技術」、「技術要在經驗中不斷學習」、「利用 case討論，使部屬深入了解技術問

題」，看樣子祥老大不僅是這些課長的主管，更已成為他們的 mentor。 

2004/10/28 東坑廠會議室 
大陸部屬 
阿茂 

阿茂原來在日資公司擔任基層主管，他比較祥老大與日資公司主管的差異點，他說日資公司主管只重視結果，

祥老大則關心執行過程與方法，尤其對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視經驗中學習，祥老大為了培養一個加工組長，曾經

在管理職與技術職三進三出的調動，使該員精熟各項管理與技術，他這麼用心地教導部屬，難怪求知慾強的大

陸人非常喜歡跟隨他。而且祥老大常利用下班時間帶他們去唱歌、聚餐，沒什麼架子，把他們都當成兄弟一般，

這點與其他台幹高高在上的姿態與指責怒罵的習慣，有很大的不同，我好奇地追問阿茂，你已身為主管，會不

會沿用祥老大這種「喝酒搏感情」的方法帶領部屬，阿茂聳聳肩笑著說，「我們與祥老大社經地位差太多，實

在不合適」，似乎兄弟式領導除了有權，還要有錢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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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9 
昆山廠 

會議室 

台籍部屬 

張先生 

由於時間的關係，並沒有辦法對張副理作長時間的訪談，但在短短二十分鐘的訪談裡，他明確的感覺張廠長

在管理上有時太過心軟。這點與張廠長自己所說是相符合的，但他自己卻不認同應該如此帶領大陸部屬。 

2004/10/29 
昆山廠 

會議室 

大陸部屬 

余先生 

 

余先生也算是張廠長先生過去在東坑的班底，也算是張廠長一手提拔上來的大陸幹部，在他眼中的張廠長是

一位對工作要求非常的主管，由於張廠長的專業技術十分豐富，他對部屬經常的提供工作上的指導，例如他總

是私下晚上召集大陸員工針對實際碰到的問題進行討論與指導。且他談到張廠長是會與他們在工作以外還會一

起互動，一起吃飯阿聊天阿，打籃球之類的活動。他並沒有主管的架子，他在工作上是公司分明，不會因為你

關係好而有所偏袒。余先生特別有感覺的就是自從張廠長從墨西哥回昆山接廠長之後，與過去這些班底的距離

比較疏遠了。但他卻認為這是可以理解的。在訪談過程中，也許是因為余先生是張廠長的班底，他完全的表露

出張廠長在領導管理上正向的一面。 

2004/10/30 
昆山廠 

會議室 

大陸部屬 

劉先生 

劉先生算是從小技術員做起的大陸員工，從他的訪談中，他似乎非常的感謝張廠長對他的提拔與指導，因為

他覺得彼此間的階層距離很大，張廠長卻很賞識他。讓他願意更努力的為張廠長打拼。在他心目中，張廠長是

非常貼心的人，經常對部屬的狀況給予慰問，並且他覺得張廠長本身就是一種魅力，令他十分的信服。劉先生

當年與張廠長同時都外派墨西哥，當時張廠長還處理了有關墨西哥人和大陸員工間的心結，這讓劉先生感覺相

當窩心。他覺得張廠長在墨西哥時是更為人性化的對待墨西哥的部屬。現在回昆山後，劉先生也覺得與張廠長

的距離和互動都疏遠了，但他偶而還是會接到張廠長的慰問電話。 

2004/10/30 
昆山廠 

會議室 

大陸部屬 

賀先生 

賀先生與張廠長先生的互動主要是在東坑的階段，他是由張廠長面試錄取的。從賀先生的訪談，可以深刻的

感受到在他心中，張廠長先生是一位能夠以身作則，且願意將自己的專業無私的教導部屬。讓賀先生很樂意的

待在張廠長的團隊中，雖張廠長外派美國期間，賀先生離開 B公司過，但現在聽到張廠長回到昆山，他立即答

應到昆山跟隨張先生一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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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１－３ 阿華 
訪談時間 地點 與個案關係 心得 

2004/8/13 斗六廠辦公室 本人 

阿華敘述他的故事，就像一幕精采的傳記式電影，每個場景中的人事時地物都是那麼清晰可見，這段海外生

涯的經歷，對阿華而言是多麼的刻骨銘心，而且是多麼的引以自豪。一個大學畢業生(特別是學社會科學的
人)能從生產線作業員一路做到國際知名大廠的廠長，究竟他有什麼過人之處？在 90 年代初期，大家都不願

意赴大陸工作，阿華卻是自願舉手爭取外派，開啟了他璀璨人生的起步，而喜歡接受挑戰，喜歡冒險變化的

特質，碰到魏老闆鼓勵員工在 try and error 中創新學習的文化環境，讓他找到盡情發揮的舞台，也是成功的
關鍵，後來阿華娶了天津老婆，更決定了他在大陸永續發展的命運，不曉得是不是愛屋及烏的關係，阿華對

大陸人特別有好感，相對其他外派大陸台籍經理人的傲慢與偏見，阿華對大陸人的尊重與照顧，實在是異類。

如今的他，是成功大陸台商返台拓展版圖的第一人選，他挾著大廠多年管理經驗回來，面對台灣的環境與員

工，卻有許多難為之處，他在訪談中多次提到現在台灣員工的意見多、不好溝通，似乎和早期大陸人所說的

「您甭管了」，其實就是沒人管一樣，難怪阿華有多次「不如歸去」的感覺，他說他就像浮萍一樣，將來可

能會飄向他熱愛的中國大陸了。 

2004/9/13 斗六廠辦公室 本人 

這是我第二次前往雲林進行拜訪，因為阿華相當的忙碌，在訪談的過程當中，常常會因為有電話或是有人找，

而導致訪談中斷，但是令人覺得敬佩的是，阿華雖公事繁忙仍願意接受訪談，忙完一會即隨即回到訪談室繼續

接受我的訪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了電話，只要是有人找，阿華並不會馬上就離開，反而會請他們等一

下，繼續接受我的訪問，等我的訪談告一個段落才離開，讓我覺得有受到阿華尊重的感覺。  

當他在談到以前工作的點滴情形時，眉宇間更是透露出相當的自信，甚至提到願意為了回大陸，辭掉這邊的工

作，再次感受到阿華已經深深愛上中國大陸了。 
訪問結束之後，阿華詢問我們吃中飯的意願，隨即去準備請我吃泡麵。來到飯廳，相當的訝異的是阿華

親自為我用好泡麵，還留在那邊與我聊天，阿華的親和力在此表露無遺，讓我感受到他相當體貼的一面。 
比較有趣的是，阿華在訪談過程提到他對 C公司存有一份情感，即使後來離開 C公司，但是都會注意 C公
司的發展，也會要求他人只吃 C公司泡麵。在我們用餐的過程中，阿華不斷地詢問我泡麵口味如何，當我回

答不錯、很好時，阿華相當的開心，還極力推銷我們以後都要買 C公司的桶麵，讓我深刻地感受到阿華對 C
公司有很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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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2 斗六廠辦公室 本人 

由於謝廠長比較傾向於在上班時候接受我的訪問，所以常常在訪問的中途便被打斷，他可能需要接個電話或

是離開會議室處理一下事情，其實這些中斷都是阻礙了謝廠長思考的思緒，常常當謝廠長已經很深入問題的

核心時，卻必須趕緊跳脫出來，等到事情結束後回來，常常已經沒有原來的思緒、感覺，有時還要訪問者的

提醒才知道剛剛說了些甚麼。所以我自己在訪談的過程，必須隨時記筆記，以把握每一段時間談話的重點。 
中午吃飯時，因為阿華沒有吃中飯的習慣，變成我自己一個在吃泡麵，因此一邊吃一邊閒聊，就像是朋友一

般。這讓我相當地高興，因為他不會讓我感到有些壓迫，我也可以與他聊些其他方面的事情，不需要太過擔

心，於是在這段吃飯的時間我就問些題外的問題。我有跟阿華聊些 C公司泡麵的行銷手法，最讓我訝異的是，

阿華並不是學行銷的，但是他卻能夠講出一些行銷策略與心理學有些關連的部分，像是他提到「制約」的概

念，來管理員工，會提到「差異閾」，來說明行銷手法，很多在書本上的東西，都出現在阿華的口中。 
這次訪談對阿華有個很特別的印象，當我詢問他自己對自己生命中影響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時，他表示

這是相當困難的，他認為自己目前才剛滿 40歲，還沒有做太多回憶自己這一生的事情，他要等到自己晚年

才會有時間好好的想一想。我自己對他的回應是，也許我現在是以一個訪談者的身份替他寫他的生命故事，

也許他以後能夠以第一人稱寫他自己的故事，也可以看看我們寫與他寫之間的差異，也可以看出他自己一些

價值觀的轉變，我與阿華希望目前一起完成的這份研究是有其價值的，他所花費在這上面的時間是有意義

的。最後，阿華同意我的看法，彼此互勉打氣，希望將一個外派經理人不平凡的生命故事，真實的呈現出來。 

2004/8/13 斗六廠會議室 台籍同事阿珠 

阿珠在財務部服務，也是早期到大陸工作，現被派回台灣支援，提起阿華，她豎起大拇指，直誇阿華是個十

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人，無論營業、採購、生管、建廠、製造、人資，他都做過，而且做得都不錯，深獲老

闆器重，阿華的個性隨和，與同事相處就像朋友，與員工也能打成一片，如今回到台灣，如果各部門有困難，

需要大陸總公司或有關單位奧援，只要阿華一個電話，原來大陸那些老友或舊屬，立刻服務就到，可見他的

人緣有多好，從這次訪談再次印證，阿華的「勞資關係」真是發揮的淋漓盡致，令人佩服。 

2004/9/21 
台北東湖 
麥當勞 

台籍同事 
趙先生 

趙先生與阿華同是文化大學勞工系畢業的，但趙先生在天津廠擔任的是人事部門的工作，他以人力資源的

角度來分析阿華，確實與人不同，他說，90 年代在天津建廠時，零下十幾度的低溫，天上飄著雪，沒有屋頂，

沒有牆壁，台幹卻與大陸員工在同樣的環境下工作，阿華就是這樣很快融入大陸人的圈子，很快取得大陸人

的信任，加上其不段累積的實務經驗，積極的工作態度，與人為善的個性，其領導管理工作幾乎無往不利。

這是典型「台式管理」的代表，也是早期外派大陸台灣人價值所在。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阿華的向上溝通與平

行間的互動做得非常好，使得董事長能充分授權，其他部門台幹能充分配合，趙先生認為阿華善於與人互動

的長處，在大陸這種強調「凡事先做好人的關係，先做好人的工作，再做其他」的文化環境，似乎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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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華做事會兼顧上級主管的立場與下屬同仁的需求，好像與他在大學曾受「勞資關係」訓練有關。阿華可

能從沒想過，一個念台灣勞工專業的人，竟然在大陸生產管理闖出一片天。 

2004/9/13 斗六廠會議室 配偶 

經由謝廠長的聯絡，我在下午順利地見到也訪問到謝廠長的太太，在訪問的過程當中，謝太太相當有耐心，

對我的提問來者不拒，也力求詳細地回答我們的問題。提到家庭的生活，可以瞭解謝太太目前專心致力於家

管，她對於小孩的教育相當地憂心，因為謝廠長工作的關係，小孩常常被迫要轉學，從台灣到大陸，又從大

陸回到台灣，缺乏一種安定的感覺。 

2004/10/7 台北公司會議室 供應商朋友 

我跟陳副總交換名片，彼此介紹一下自己，陳副總提到她只有大約半小時的時間能夠接受我的訪談，所以

緊接著我便開始進入訪談，詢問有關謝廠長的問題。陳副總提到謝廠長在湖北與人合夥開公司，後來被騙這

件事，也影響後來的謝念華對人的態度，這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也覺得是短短半小時最有收穫的消息，所以

等下次訪問謝廠長會再詳細詢問這件事情。 

2004/10/27 廣州廠辦公室 
廣州廠部屬 
孫總經理 

孫總提到該企業集團是個大熔爐,接受來自不同企業的管理專才，它的管理模式與統一集團所強調一統天下

不同，因為中國太大，區域性不一，所以將中國劃成區塊，因地區性的差異，採用不同的管理模式，融入當

地的社會文化，落實本土化，其企業文化是以「誠信」為主，再加上台灣企業的親情文化，他認為阿華的個

性很適合該企業集團的組織文化，也很適合中國大陸人情事故的環境。此外雖然阿華不是工廠出身，亦不是

生產專才，但他是學勞工的，所以管理勞工是有專業，一般工業生產只著重對物的專業管理，反而忽略對人

的態度管理，因人的態度會影響事物，阿華能依不同個性的人，使用適當的管理方式，而不是以一個模式打

到底的管理，也因他對人的圓融，不把人當機器來管理。言談中，可以看出這位上司對阿華的了解與分析十

分透徹，千里馬也需要有伯樂，一點也不假。 

2004/10/27 廣州廠會議室 大陸部屬阿國 

阿國是天津人，遠從華北到廣州工作，他提到能從內地出來謀職的人，基本上都有打拼的精神，為的是希

望賺點錢，學點東西，個人有所發展，而阿華過去身為領導，正可以滿足大家的需求，他視大陸人平等相待，

給大家有學習的機會，尤其對阿國自己也有許多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對事以樂觀正面的想法，讓自己有被利

用的價值，因此不斷學習並不覺得累，最特別的是，阿國覺得與阿華有親情的感覺，有大哥的感覺，像一家

人在一起工作一樣，不像一般與其他台幹的互動，老是一種領導與部屬的感覺。這似乎是另一個兄弟式領導

的例子，上下之間能做到兄弟一樣的情誼，像家人一樣的一起打拼，難怪阿華在廣州擔任廠長時，其生產效

能可以大幅提升三倍，績效在集團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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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7 廣州廠會議室 大陸部屬阿海 

阿海認為自己是個十分自負的人，他表示接觸過許多不同公司的台籍幹部，被他看上，值得他尊重的台灣

人並不多，阿華是其中之一，原因是多數台幹挾著經濟與文化優勢，還有心理上的優越感，來管大陸人，只

會高高在上，動則怒罵部屬，卻不給部屬解釋的機會，也不教導部屬該怎麼做才對，而阿華不僅對工作嚴謹，

執著，而且非常平易近人，很有耐心的教導部屬，這一點，阿海深深受到阿華的影響，如今，他身為主管，

也很注重親和力，對工作執行也十分嚴謹，執著，沒想到，阿華離開這麼久，他的影響力依然存在，不得不

令人讚嘆，領導者的行為對組織及個人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 

2004/10/27 廣州廠會議室 大陸部屬小葉 

小葉比較了阿華與現任廠長的差異，同樣是員工連續加班，工作好幾天沒回家睡覺，現任廠長對員工說的

是，不要打磕睡影響工作，而阿華的說法是工作辛苦了，等工作完回家好好休息，給員工適當的安慰與關懷。

小葉是阿華的廠長助理，她說她被廠長罵得最多，有問題時會當面指正，當時被罵時也許心裡還在難過，不

一會兒，他就回頭來說清楚為什麼要罵你，但不會記恨，會設身處地關懷員工，所以大家皆很懷念他，雖然

是阿華直屬手下，阿華也沒有對自己人特別加薪會給較多的獎金，但當初阿華要離開的時候，小葉也哭了，

因為她在阿華身邊得到很多的肯定與讚美，更從他那裡學了很多，俗話說，帶人要帶心，原來阿華用的是關

懷與教導擄獲員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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