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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金融風暴中的企業因應策略與員工問題調查專案計畫」 
 

摘要 

本計畫依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在面臨金融風暴及全球化環境改變下，

各組織採行之因應策略、核心思維、面臨的員工問題、以及希望政府提

供協助企業提昇競爭力之內容。本計畫工作內容主要分成三大部分，首

先是優質企業個案深入訪問及整理，以臺中港關聯工業區、大里工業區

和臺中工業區之前三大代表產業及規模別做為選取企業樣本的分類基

準，搭配各區廠協會理事長推薦與企業滾雪球之推薦方式選擇 24 家不同

規模的優質企業，深入訪談 24 家企業經營者或高階主管，此外本計畫從

訪談企業中遴選 12家因應策略尚佳且具參考價值的優質企業，整理出「企

業變革因應策略成敗個案集」並搭配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助企業資源的介

紹資料，編輯成冊。 

本計畫工作內容第二部分為企業經營及員工問題之問卷調查，共發

放 300 份以上的企業問卷調查，探討目前經營困境中，企業所採取的因

應策略及面臨的主要員工問題，以及期望政府協助的內容，冀提供政府

有關單位作為施政參考。 

本計畫工作內容第三部分為舉辦「邁向全球化環境-金融海嘯經驗的

省思」座談會活動，在企業訪問及研究整理後，邀請優質企業，舉辦三

場座談會。在三場座談會中，共有 200 位以上產官學界等人士共同參與

研討，讓企業瞭解政府目前的相關輔導協助資源以及在經營困境中的主

要因應之道。 

 

一、 24 家企業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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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結果中，若以規模觀點來看，小規模的企業在金融風暴中所

受到的影響程度較不一，而面對外在衝擊下，小規模企業較多採取降低

成本與調整經營、教育訓練、產品改善、流程改善等因應策略。在面臨

的員工問題方面，對於員工的不安全感，大部分小型企業透過宣導與溝

通的手段來減低此問題。在對政府措施反應方面，少數小型企業能充分

運用政府措施，但也有部分企業未採用政府措施，甚至不瞭解相關訊息。

在中型企業的部分，在金融風暴下大多營運績效降低二至三成，但也有

部分企業受到輕微影響與衰退超過五成。在因應策略方面，中型企業主

要是運用成本降低策略，例如：裁員、減薪或是縮減產線，而人力的教

育訓練是中型企業不可或缺的因應策略。另一方面也有中型企業採取擴

充新設備或是擴展通路等較為主動的手段。 

在面臨的員工問題方面，大部份中型企業無員工問題，但是員工仍

是存有不安全感，而面對此問題，中型企業採取宣導、溝通、獎勵、支

持等方法降低此問題。對於企業協助府方案方面，中型企業對於政府措

施宣導、適合度、效益等方面，存在一些看法。而中型企業在其協助需

求上在於稅負方面，包括稅額減低、關稅優惠等，此外則是融資貸款、

專業輔導、研發等。在大型企業的部分，在金融風暴下大多營運績效降

低二至四成，但也有部分企業受到輕微影響，甚至營業額不減反升。在

因應策略方面，大型企業主要是運用成本降低策略，例如：優退、裁員

或是無薪休假，另一方面大型企業也進行教育訓練、產品改善、開發新

製程等因應策略。在面臨的員工問題方面，大型企業面臨到員工不安全

感、士氣低落、信任度降低、反彈與人力斷層等問題，而面對此問題，

大型企業採取進行宣導、溝通與安撫的動作。對於企業協助府方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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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特殊的情形是部分公司表示規模達 300 人以上非屬中小企業，所以

許多政府措施未能享用到，而亦有企業因不瞭解、不需要、手續複雜或

效益不大而未採用政府措施。 

     若以產業別觀點來看，此次受訪企業最主要是機械設備製造產業與

金屬(製品)製造產業。在機械設備製造產業方面，在金融風暴的衝擊下，

業績呈現衰退的現象，而面對該困境，其主要是採取人力成本縮減、教

育訓練與產品改善等策略。而在面臨的員工問題，有部分企業存在員工

工作不安全感的情況，另外也有不公平認知、不接受合理調動與人力斷

層等問題。對於政府協助措施方面，機械設備製造業公司對大專畢業生

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22K)的看法評價不一。在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內容

方面，機械設備製造業公司在專業輔導、優惠稅率等措施期望取得政府

協助。在金屬(製品)製造業方面，在金融風暴的衝擊下，除少數企業受影

響程度較小外，均呈現業績衰退的現象，而面對該困境，其主要是採取

人力成本縮減與員工教育訓練策略。而在面臨的員工問題，金屬(製品)

製造業公司則因進行事先溝通，所以未存在員工問題。對於政府協助措

施方面，部分金屬(製品)製造業公司採用教育訓練計畫。在希望政府提供

之協助內容方面，包括稅負減免、優惠融資、外貿招商等。 

二、 問卷調查分析 

本計畫根據計畫目的及執行步驟，已經於 99 年 7 月初至 9 月底實施

企業主管與員工之問卷調查，本計畫以便利抽樣方式選擇問卷調查對

象，調查中部地區企業的主管以及員工，探討在金融風暴所造成的經營

困境中，企業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及面臨的主要員工問題和期望政府協助

的內容，以提供政府有關單位作為施政參考。主管與員工問卷合計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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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份，達到計畫要求目標，而在分析結果發現，企業對於簽署 ECFA

多半是贊成的態度，但是其對於 ECFA 的相關內容有三分之二的人僅略

微清楚其內容，而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與政府並沒有對民眾清楚說明

ECFA 內容有很大關係，因為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受測者認為政府

沒有清楚表達 ECFA 其內容。而在與中國大陸協商項目的結果，多數者

對於協商談判的內容感到滿意，但是進一步分析發現，主管與員工對於

ECFA 協商結果滿意程度是有差異，而這差異性在對整體 ECFA 成果的滿

意程度也是存在著。 

在金融風暴下，中小企業對於政府相關輔導方案的使用上，從調查

結果發現企業對於其輔導方案的使用普遍不高，因此政府在這部分的宣

導以及申請流程的便利性還存有檢討空間。而在相對比較上，教育部所

推行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是企業相對使用較多的方案，另

外勞委會所推動的立即上工、立即充電等也是企業相對於其他資源下，

使用比較多的協助輔導方案。而在面對金融風暴的衝擊下，企業的因應

措施調查發現大多都有施行「人員教育訓練」，而在「無薪假、裁員或

鼓勵早退等人事精簡」反而是企業較少採取的手段。至於在金融風暴後

至今，企業的經營績效從調查中發現一半以上都已經有所恢復並成長，

但仍有三成的企業至今仍還沒恢復。 

在員工調查的部分，可以發現員工對於金融風暴中企業所推動的變

革其認知，包括變革所帶來的效益，大多保持在中等偏上的程度。而在

變革過程中，員工對於自己的工作內容可能的改變有較高的不安全感。

最後在組織承諾上，在金融風暴期間，員工常憂心自己會被公司裁員下，

因此其對於組織的承諾程度上普遍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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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場座談會 

第一場座談會於99年9月10日在靜宜大學蓋夏廳辦理，共有72位參與

者共襄盛舉，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鄭振裁副處長演講政府協助產業之

相關資源，會中並邀請盟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王錦峰董事長以及新來豐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蔡孟師總經理來分享其企業面臨全球化競爭時代企業

採行之因應策略。第二場座談會於99年9月17日在修平技術學院辦理，與

會人士共有35人，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杉桂處長演講政府協助產業

之相關資源，並且邀請力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益隆副總經理分享其企

業面臨全球化競爭時代企業採行之因應策略。第三場座談會於99年9月24

日在中興大學辦理，共有137位與會者前來聆聽並交流。邀請外貿協會王

志剛董事長演講外貿協會如何協助產業之相關資源，企業經驗分享則是

邀請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吳錦錫協理以及好加企業曾裕佶董事長

來分享其企業面臨全球化競爭時代企業採行之因應策略。 

四、 結論 

經過這次的金融風暴後，除了企業本身應強化本身面對變局的能力

外，政府如能進一步針對企業的不同需求，提供相關措施，由企業調度

運用，以度過一波又一波的環境變動，如此才能締造雙贏，提升企業永

續經營的能力並有助於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 

臺中地區為居臺灣西部地區中心，為南北交通的樞紐，位置優越，

境內有中興、逢甲、東海等大專院校，提供大量高等教育人才，並且學

術研究能量豐富。除了學術圈外，境內又有中山醫院、澄清醫院、榮民

總醫院等，醫療機制時十分完善，另外也有豐富觀光資源，例如東豐自

行車道、大坑風景區等，在在顯示出臺中是生活機能十分完善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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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臺中地區中小企業眾多，產業聚落效果十分興盛，對於臺灣整體

經濟佔有時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臺中市政府若能整合上述資源，並且強

化臺中特色，臺中絕對有潛力成為向美國紐約、法國巴黎等具有高度競

爭力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