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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會計人員在企業的主要功能為傳遞財務解釋、控制成本及提供管理者

決策性相關資訊，使得企業的經營管理正常化。 

由於台商為了能進一步擴展事業版圖，佈局大陸以邁向國際、行銷全

球已成為一種趨勢，台商在企業經營國際化趨勢下，佈局中國大陸擴張企

業版圖，以提升國際競爭力。兩岸人民在文化背景、意識形態、價值觀、

行為態度上產生了較大的差異，企業員工的管理方式也不同。因此，本研

究係以日月光集團兩岸會計人員為研究對象， 探討工作特性、成就動機

與工作滿意度的相互關係與影響，藉以瞭解兩岸會計人員在執行會計工作時

之工作滿意度情況，並據以提出具體建議予公司經營階層與財務主管作為

參考依據，為企業經營創造更大價值與財富。 

本研究共計回收 212 份問卷，再以 SPSS 軟體進行統計分析，獲得以

下之實證研究結果： 

一、 兩岸會計人員在工作的技術多樣性、工作完整性與工作回饋性對

成就動機影響具有一致性，皆有顯著影響；大陸會計人員賦予重

要工作時，對成就動機則是呈現負面影響。 

二、 兩岸會計人員在工作成就動機的精熟、工作導向與競爭對工作滿

意度會具有部份影響力。 

三、 兩岸會計人員在工作技術多樣性、工作完整性、工作重要性、工

作自主性、工作回饋性對工作滿意度皆會具有部份影響力。 

因此，本研究建議企業經營階層應善用會計人員對工作滿意度知覺，

兩岸會計人員亦需不斷提升、加強會計基礎工作、專業技能學習與建立良

好的人際關係，以及會計主管適時安排會計人員工作輪調、擴大工作領域、

豐富會計循環經驗，以提高兩岸會計人員的工作滿意度。 

關鍵字：會計人員、工作特性、成就動機、工作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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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function of accountants in a corporation is to provide top 

management the details regarding financial explanation, cost control and 

strategic information so the management of a corporation may be normalized. 

As Taiwan corporations intend to extend the business scope in a global 

market, setting up branches in China as the first step to promote the corporation 

to the world has become a trend.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the way of doings from people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management differs accordingly. Hence, the research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among working attitude, motivation for achieve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work 

from the accountants in ASE Taiwan sites and China sites. The purpose or the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accountants’ satisfaction level when doing their work, 

and provide concrete suggestions to the top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upervisors for their reference, and create higher value and fortune for the 

corporation.  

Total 212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analyzed by SPSS 

software.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1) The diversity of skills, completeness and feedback in work all affect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the accountants from both China and Taiwan. 

When the accountants in China were ask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important work, such demand brings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achievement motivation. 

2) The proficiency in work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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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in work partially affect the job satisfaction for accountants 

from both China and Taiwan. 

3) The diversity of skills, completeness, importance, independence, and 

feedback in work affect the job satisfaction for the accountants from 

both China and Taiwan. 

Hence, the study would suggest the top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 to 

help the accountants from China and Taiwan improve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in accounting, arrange job rotation, extend accountants’ job 

functions, and enrich their working experiences, so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accountants will be enhanced.  

Key word: accountant, job characteristic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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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現行台灣由於土地及人工成本逐漸高漲，台商為了能進一步擴展事業版圖，

邁向國際、行銷全球，佈局大陸善用大陸資源已成為必要途徑。中國大陸除了

臨近台灣外，土地及人工成本低、內銷市場龐大外，台商亦具語言、文化相同

的優勢，加上兩岸間的經濟發展差異程度已逐漸縮小，兩岸經濟關係完全是垂

直分工，呈現互補狀態。因此台商在面對企業經營國際化的大趨勢下，佈局中

國大陸，除了藉以擴張企業版圖，更能提昇台灣國際競爭力。在大陸經濟快速

發展的這段期間，兩岸貿易及台商登陸投資也逐漸加溫，對全球及東亞經濟，

必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尤其是台灣。 

台灣政府開放企業大陸投資並簽署「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讓台商能

在大陸投資設廠，運用大陸豐沛的人力提高產能，使產品線更完整，增加企業

競爭力。面對全球經濟不景氣，促使台商更積極佈局兩岸，加快在兩岸投資的

腳步。然而，兩岸企業文化仍存在不小的差異，中國大陸與台灣的企業文化各

有所長，也都有不足之處。浙江愛麗芬集團董事長姚博明 (2010) 在“第四屆兩

岸發展論壇”發表演講提到，大陸企業文化傾向於兼顧大多數人的利益，有利

於企業內部和企業與外界之間的穩定和諧，但它不利於企業的創新發展，使企

業缺乏活力。而台灣企業文化則是注重企業的經營目標，能有效提升企業的整

體效能，但濃厚的家族色彩不利於人才的任用和企業的跨越式發展。 

兩岸企業員工的管理方式也不同，中國大陸企業是採 “大家庭”式的管理

模式，比較注重人情，採取綜合式的管理，並長期進行人才培養。而台灣企

業則以制度和工作目標管理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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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對客戶的誠信度較高，要求嚴格依照法律制度做事，管理流程

嚴謹、品質、效率的規範也較高。反觀中國大陸企業在這方面的管理效率較

為不足，但是中國大陸企業內部文化意識濃厚，員工關係相對緊密，結構則

相對穩定，對於企業的長期生存與發展將有正面影響。 

員工與企業之間的感情和工作態度也有所不同，大陸企業員工對企業有

很深的依賴感，較難提升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台灣企業員工則將自己與

企業視為“雇傭關係”，是在競爭和創新獎勵機制的作用下，工作中反而能產

生較高積極性。 

本研究發現原是同根同種的大陸與台灣在經歷半個世紀後，因各自文化的

深入，使兩岸人民在文化背景、意識形態、價值觀、行為態度上產生了較大的

差異。同時，由於兩岸企業在員工管理、勞工意識和文化背景的不同，以及各

自長期接受不同的教育，在不同的政治體制與經濟制度下，而有了不同的生活、

工作態度與經驗和不同的思維模式。然而，隨著兩岸貿易關係逐漸密切，兩岸會

計合作與交流也趨向常態化、機制化、便利化，發展為越來越重要的作用。經

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大陸已經制定了未來五年經濟社會發展的藍圖並已開

始實施，臺灣也正在積極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的各項措施已付諸實施中。因此，兩岸會計人員應該要有新的高度，以更長遠

的眼光著重於兩岸會計領域的交流和會計效能的發揮，以更優質地服務於兩岸

經濟發展和合作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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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隨著企業加快在兩岸投資的同時，企業營運所得之收入、支出、資金

轉帳等等各種交易都必須經公司會計人員之手，因此，會計人員向來在企

業中都是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2001 美國「安隆」案，這起美國有史以來

最大宗的企業破產案，揭露欺騙做假帳的會計手法、不合理的財務結構、

公司主管的利益衝突等都逐一被揭露、證實後，震驚全世界，讓投資者看

清楚了企業為了不當利益，是如何操控會計和財務報表，並從事許多違法

的行為。 

除外，自 2004 年以來，在台灣國內資本市場也陸續爆發上市櫃公司

的財務舞弊及掏空公司資產的案例，從博達的重整案到力霸集團的掏空案，

接連發生的公司財務舞弊案件更重創投資大眾、債權銀行、政府單位及會

計師對企業經營之誠信與信心。由於這些案例也讓企業更重視管理，企業

管理應以財務管理為中心；「管理靠數據，數據靠會計」一語道破會計人

員在企業中的重要性。會計人員工作涉及的層面非常廣泛，在企業內外部

與各部門接觸頻繁，不論是服務性的工作或配合管理者需求的相關作業，

會計人員皆需要謹慎、積極處理並提供最佳服務，同時發揮會計管理的功

能，以使得企業的經營管理正常化。  

財務會計一手掌握的是整個公司的「錢」，管理會計的運用最終要經

由會計人員加以實施，具體運用到企業的正常經營中，加上國際性競爭及

資訊的發達，已經改變過去商業環境，以往會計人員只是記帳的角色已經

不再存在，取而代之則是資訊提供者與企業諮詢者的角色，亦即會計人員

必須具備財會專業技能並展現會計人員的價值。 

企業要能留住優秀人才，員工之工作滿意度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擔任

這個職務會計人員的工作特性、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度都有著高度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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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會影響財務會計資訊的品質與時效性。因此本研究擬以兩岸會計人員

為研究對象，探討會計人員在工作特性、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度的相互關

係，希望藉此研究結果讓會計人員能更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與應追求的工

作目標，並了解會計人員自己的價值、能力的認知與工作目標自我充實的

能力。透過研究方法予以研究分析，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做為公

司經營階層、財務主管與實務業界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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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綜合前述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 本研究係以日月光集團兩岸會計

人員為研究的對象， 探討工作特性、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度的相互關係，

而對工作特性、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度間之影響，藉以瞭解兩岸會計人員

在執行會計工作時工作滿意度的情況，並據以提出具體建議，進而提供予

公司經營階層、財務主管作為參考依據，以期兩岸會計人員能提供最佳

的服務及有效發揮會計管理的功能與效率，為企業的正派經營創造更大

財富。 

 

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下列三項： 

一、了解兩岸會計人員在工作特性、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度之差異情形。 

二、探討兩岸會計人員之工作特性對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度之影響。 

三、探討兩岸會計人員成就動機對工作滿意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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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蒐集、參考相關文獻選定研究主

題，以建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再以問卷調查方式進行實證資料蒐集，

進而進行資料分析、整理與推論以及相關驗證假設，最後提出研究結論與

建議。本研究流程如圖 1-4-1 所示。 

 

 

 

 

 

 

 

 

 

 

 

 
 

擬定研究主題 

相關文獻蒐集與探討 

建立研究動機與目的 

建立研究架構 

確立操作型定義 

資料收集、分析與解釋 

了解相關研究背景 

變項間關係研究 研究方法與工具 

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 

圖 1-4-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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