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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資訊科技與組織的互動關係向來是學
術研究的焦點，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跨
國性組織儼然成為現代組織發展的趨勢，
但少有研究探討跨國性組織與資訊科技的
關係。故本研究調查國內跨國性企業資訊
科技應用的現況，並探討跨國性組織構形
與資訊科技構形之間是否存在配合關係，
其配合關係對使用者資訊滿意度是否有影
響。

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經訪談與問卷調
查之兩階段方式進行資料收集，樣本為十
九家跨國性企業。研究結果發現四種跨國
性資訊科技構形確可描述四種跨國性組織
之資訊科技應用的方式，同時，研究結果
顯示四種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
間確存在配合關係，且其配合關係對使用
者資訊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亦即在配合
關係成立下的組織擁有較佳的使用者資訊
滿意度。另一方面，研究也發現不同類型
的跨國性組織構形間的使用者資訊滿意
度，無顯著差異。

研究貢獻在於將「構形」觀念應用於跨
國性組織與資訊科技的相關研究上，並進
一步證實兩者的配合關係，對使用者資訊
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研究調查除了提供
學術界對資訊管理與跨國性組織相關課題
盲點的澄清外，也提供企業界在面對不同
型態的跨國性組織欲導入資訊科技應用
時，一個清晰與完整的規劃性參考藍圖。

關鍵字：資訊科技構形、跨國性組織構形、
使用者資訊滿意度

Abstract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re being the subject in much research.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investigate the fit between IT and in global 
competition. The study examines the fit 
between global organizations and IT. User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UIS) of 
organizations with the state of fit is 
investigated.

A case research method is used and a 
questionnaire is developed to study the fit 
between global organizations and IT in 
nineteen compan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four IT configurations（Independent 
IT Operation, Headquarters Driven 
Configuration, Intellectual Synergy 
Configuration and Global Integrated IT 
Configuration ） are related to the 
corresponding four global organization 
configurations  ( Multinational, Global,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e research 
are to describe how deal with their IT 
management issues under configu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e idea of 
using the IT configurat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global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 as a blueprint to construct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s in organizations.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Global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 
and User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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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全球經濟的蓬勃及資訊科技無遠

弗屆的影響，企業面臨嚴重的挑戰，如何
運用資訊科技以配合全球經濟的發展將是
迫切的議題[11]。企業須調整腳步以因應全
球競爭所帶來的改變，相當多的組織推行
企業過程再造以重整內部組織，增強組織
服務客戶的能力，以提昇其競爭地位[14]。

然而何種類型的資訊科技應用體系，才
最適用幅員廣闊的跨國性組織結構？不同
型態的跨國性組織，在資訊科技應用上是
否有差異？這些問題，在日漸增多的全球
經濟環境中，顯得越來越重要。而組織與
資訊科技間的關係雖曾引發相當多學者的
討論[1,2,3,4,8,13,15,17]，卻少有研究探討
跨國組織與資訊科技間的關係，是故本研
究將以此為主題，試圖瞭解跨國組織構形
與資訊科技構形的關係。主要的研究目的
為：

1. 瞭解跨國性企業資訊科技的應用
現況。

2. 探討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
構形是否存在配合關係？

3. 研究跨國性組織與資訊科技構形
的配合關係，對使用者滿意度是否有不
同？

4. 探討在個別跨國性組織構形下，跨
國性組織與資訊科技構形的配合關係，對
使用者滿意度是否有不同？

三、文獻探討

資訊科技與組織關係之研究，最早出現
在 Leavitt 與 Whisler [12]的研究，作者指出
組織的變動都須要科技、工作、人員、組
織結構四者的相配合，方能提昇組織之績
效。Olson 與 Chervany [16]認為不同資訊
科技的發展與應用將對組織帶來不同的影
響；Burch[7]則指出組織文化應與資訊科技
相配合，才能達成平衡與和諧。Lucas 與
Baroudi [15]指出資訊科技的應用將會改變
現有的組織型態，資訊科技可視為組織設
計的新變數。Raymond 等[17]也認為資訊
科技的應用可以降低組織的複雜度。
Fiedler 等[8]的研究顯示，功能型組織傾向

於集中合作型與集中型的資訊科技應用；
產品型的組織則較傾向於非集中式的資訊
科技應用；矩陣型的組織則傾向於分散合
作運算式的資訊科技應用。

在國內部分，繩惠慈[4]以資訊系統結構
（集中式與分權式）與組織結構類型（機
械式與有機式）來做相互配合的實証研
究，顯示資訊系統結構與組織結構並無顯
著之配合關係。楊亨利與林俊宏[3]探討服
務業的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之配合，
研究結果顯示五種組織構形與五種訊科技
構形確實存在一對一配合關係。楊亨利與
林俊宏[2]另一篇研究探討網路組織的組織
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之配合，研究結果顯
示，四種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間的存
在多對多的配合關係。林震岩[1]則探討組
織與資訊科技策略層面的配合度，研究結
果顯示其配合度高，資訊系統目標與組織
目標確實存在高度的配合關係。

前述學者的研究均探討組織與資訊科
技的關係，但卻少有研究調查跨國性組織
與其資訊科技構形配合之關係。Jarvenpaa
與 Ives [10]的研究雖曾提及跨國性組織構
形與資訊科技構形配合之課題，唯其研究
並未顯示有顯著之配合關係，亦未調查組
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配合其使用者滿意
度是否較佳。本研究將延續前人的研究，
調查跨國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的配合
關係，並探討構形之配合是否會影響使用
者滿意度。本研究也將為國內首次對跨國
性企業之資訊科技應用現況作更深入之瞭
解。

四、研究模式

本研究引用 Jarvenpaa 與 Ives [9]所提出
之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資訊科技總部驅
動型、資訊科技智慧綜效型與資訊科技全
球整合型等四大跨國性資訊科技構形；而
在組織構形方面，則是引入 Bartlett 與
Ghoshal [6]依組織策略導向與組織決策重
心的差異，所提出多國籍組織、全球型組
織、國際型組織與跨國型組織等四種跨國
性組織構形。本研究將調查跨國性組織構
形與跨國性資訊科技構形之配合關係，並



3

研究配合關係之成立是否會影響使用者滿
意度。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Bartlett 與 Ghoshal [6]以組織策略導向
與組織決策重心兩構面來區分跨國性組織
構形。組織策略導向包含了國籍回應能
力、效率、學習分享三種不同的環境策略
導向；組織決策重心方面則可區分為產品
決策重心與人力資源決策重心兩方面來討
論。其將跨國性的組織構形區分為：多國
籍組織、全球型組織、國際型組織與跨國
型組織等四類。

Jarvenpaa 與 Ives [9]根據資訊科技決策

訂定重心、共同系統數目、資訊科技營運
模式、系統發展方法與資訊科技權責關係
等五項構面區分資訊科技構形為資訊科技
獨立運作型、資訊科技總部驅動型、資訊
科技智慧綜效型與資訊科技全球整合型。

本研究將探討組織內部之配合度，亦即
跨國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之配合情
況，研究中依循 Jarvenpaa 與 Ives [10]所推
論之配合關係為基礎，進一步驗證其推論
是否存在，以瞭解配合關係對使用者滿意
度的影響。

圖 1：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配合之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文獻的整理，本研究認為資訊
科技構形應與相對應之組織構形配合，即
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與多國籍組織配合、
資訊科技總部驅動型與全球型組織配合、
資訊科技智慧綜效型與國際型組織配合及
資訊科技全球整合型與跨國型組織配合之
關係存在。本研究根據上述之推論提出下
列三項假說：
H1：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配合

與否，資訊系統使用者滿意度並無顯
著差異。

H2：不管於何種跨國性組織構形下，跨國
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的配合與
否，其資訊系統使用者滿意度並無顯

著差異。
H3：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之不

同配合情況，其使用者滿意度並無顯
著差異。

五、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分兩階段方式進行資料收

集。第一階段為個案訪談，以研究個案的
資訊部門經理為對象，目的在獲取研究個
案目前資訊科技應用的現況與組織結構等
資訊，以利本研究對研究個案的組織及其
資訊科技應用類型的分類，個案訪談綱要

跨國性組織構面
•策略導向
•組織決策訂定重心
s產品決策重心
s人力資源決策
重心

跨國性組織構形
• 多國籍組織
• 全球型組織
• 國際型組織
• 跨國型組織

資訊科技構面
•資訊科技決策訂定的重
心

•共同系統的數目
•資訊科技營運模式
•系統發展方法
•資訊科技權責關係

資訊科技構形
•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
•資訊科技總部驅動型
•資訊科技智慧綜效型
•資訊科技全球整合型

配合

使用者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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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 Jarvenpaa 與 Ives [10]之內容，發展為
一份結構性問卷。第二階段為問卷調查部
份，以研究個案所屬非資訊部門的跨國資
訊科技使用者為調查對象，目的在獲取使
用者滿意度的相關資訊，以瞭解由跨國性
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的配合關係是否
會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使用者滿意度方面
本研究以 Baroudi 與 Orlikowski [5]的 UIS
問卷為基礎，問卷經翻譯後，由同一領域
之二位學者，提供豐富的意見及稍加潤飾
後予以採用。
(二) 研究對象選擇

本研究探樣本為在台灣地區設立相關
營運單位之海外跨國企業或以台灣地區為
根據地之跨國性企業為對象。本研究在樣
本選擇上不區分產業別，抽樣若干企業為
本研究之研究個案。以研究個案之資訊部
門經理為第一階段個案訪談之對象；以個
案企業中非資訊部門之跨國性資訊系統使
用者為第二階段問卷調查之研究對象。
(三) 分析方法

研究模式中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
技構形的配合關係，由受訪者對各問項的
描述與文獻對各構形所有構面所下的定
義，經受訪者、研究人員與本領域學者多
次確認與比較後，將每個構面依其符合程
度區分為完全符合與部份符合及不相似等
三類，並依各個案整體特性與跨國性組織
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特徵的吻合度，作為
構形歸類的依據。在使用者滿意度方面，
共有 13 個問項區分為 3 個構面，進行相關
效度與信度檢測，以確保各構面的有效性
及可信度，並由各構面的加總平均值來衡
量整體滿意度。經效度與信度檢定後，本
研究採用 ANOVA 的統計方法檢定組織構
形與資訊科技構形的配合關係對使用者滿
意度的差異。

六、個案分析

(一) 整體分析
本研究合計訪談了 19 家企業之資訊部

門經理。在訪談過程中本研究發現受訪企
業組織內部資訊科技的運用十分的普及，
其所屬員工皆具有高度的資訊素養。而因

產業特性與組織類型的不同，跨國性資訊
科技的應用方式也有差異，其中資訊產品
相關產業其跨國資訊科技的應用以自營性
商品為主，為遷就企業本身的產品特性，
傾向建構一個封閉式的資訊環境完成組織
內資訊的交流；非資訊相關產業則以追求
實用與經濟效益為原則，在跨國資訊科技
的應用上顯得較為多樣化。

本研究訪談的個案中有 9 個屬於配合關
係成立的組織，10 個屬於非配合關係下的
個案，顯示在現實環境中配合關係成立與
否的案例數相近。無法佐證 Jarvenpaa 及
Ives [10]提出跨國組織與資訊科技構形配
合成立的組織為多數，但其配合關係存在
是無庸置疑的。
(二) 組織構形個別分析

研究將受訪個案依其在組織構面與資
訊科技構面上的表現給予一個綜合分析，
各別分析說明如下：

1.多國籍組織
在 19 個受訪個案中，AN、AS、ER、

HF、HP 其組織特性與多國籍組織構形相
吻合。而這五個個案在跨國資訊科技的應
用上分屬於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AN、AS
與 HF）、資訊科技智慧綜效型（HP）與資
訊科技全球整合型（ER）。

2.全球型組織
在 19 個受訪個案中，EV、FP、LO、SC

其組織強調由總公司統一規畫與管理，並
以追求企業整體效率為目標，與全球性組
織構形的定義相契合。這四個個案全球資
訊科技的應用分屬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
（SC）、資訊科技總部驅動型（FP、EV）
與資訊科技智慧綜效型（LO）。

3.國際型組織
在 19 個受訪個案中，AC、CO、ID、

SA、NE 其海外子公司擁有部份的決策自
主權，但核心的組織決策由總公司規畫。
五個個案分屬於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
（AC）、資訊科技總部驅動型（ID）、資訊
科技智慧綜效型（CO 與 SA）及資訊科技
全球整合型（NE）。

4.跨國型組織
在 19 個受訪個案中，IB、MI、PF、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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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組織策略偏好兼具了區域化、效率與資
源分享的特色，在企業決策制訂上，也多
傾向以協商方式。這五個個案在跨國資訊
科技的應用上，分屬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
（MI）、資訊科技總部驅動型（SY）、資訊
科技智慧綜效型（PF）及資訊科技全球整
合型（PU 與 IB）。

(三) 資料分析與統計檢定
1.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第二階段共發出 463 份問卷，去

除填答不完整或資格不合等無效問卷 54
份，有效問卷為 371 份，有效回收率為
80.1%。經統計 T 檢定發現各個案受測者的
每天使用電腦時數、使用電腦的年資與跨
國資訊科技使用年資沒有顯著差異
（p-value<0.01）。問卷資料也顯示各企業
跨國性資訊科技的應用以 e-mail 系統、財
務系統、公文系統、行銷網站與開放性資
料庫等模式為主，受訪個案平均使用 2 至 3
跨國性資訊系統。

2. 效度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為 Baroudi 與

Orlikowski [5]提出的 13 個問項濃縮版本，
經中文化後，再經由該領域的 3 位學者及 2
位業界主管修正而成，以確保該份問卷具
有較高的內容效度。同時，經文獻分析將
13 個問項區分為資訊人員支援品質、資訊
系統輸出品質與使用者參與及能力等三個
構面，其統計結果發現 13 個問項整體信度
α值為 0.9483，可推論本研究所收集之資
料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3. 使用者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探討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科

技構形配合關係對使用者滿意度的影響，
提出假說一至三。統計結果顯示組織構形
與資訊科技構形配合關係對使用者滿意度
的影響有顯著差異（p-value < 0.01）（如表
1 所示）；不同組織構形間的使用者滿意度
沒有顯著的差異（p 值為 0.557），亦即多國
籍組織、全球型組織、國際型組織與跨國
型組織等四種跨國性組織構形之間的使用
者滿意度沒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也發現
配合關係與跨國性組織構形兩因子存在顯

著的交互作用（p-value < 0.01），故本研究
針對配合關係作進一步的分析。

表 1：配合關係與組織構形對 UIS 的影響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配合關係 65.096 1 65.096 117.140 0.001***
組織構形 1.156 3 0.385 0.693 0.557
二因子
交互作用

9.202 3 3.067 5.520 0.001***

誤差 201.723 363 0.556
合計 277.177 371 69.106

註: ** 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在配合關係的事後比較中，本研究發現
四種不同的組織構形在配合與非配合關係
下都呈現顯著差異（見表 2），本研究假說
一遭到拒絕，表示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訊
科技構形的配合關係，對其使用者滿意度
有顯著影響。

表 2、配合關係事後比較表
跨國性組織構形 平均

值
T 值 P 值

多國籍組織
配合關係成立 5.305
配合關係不成立 4.086
配合與不配合關係的差異 8.43935 0.00001***
全球型組織
配合關係成立 4.760
配合關係不成立 4.425
配合與不配合關係的差異 1.98802 0.04756**
國際型組織
配合關係成立 5.286
配合關係不成立 4.238
配合與不配合關係的差異 6.09496 0.00001***
跨國型組織
配合關係成立 5.166
配合關係不成立 4.256
配合與不配合關係的差異 5.90911 0.00001***

註: ** 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配合關係的事後比較呈現顯著差異，研
究進一步以個別組織構形的使用者滿意度
平均數，分析其配合關係成立與否其使用
者滿意度的差異情況，統計結果顯示不論
是多國籍組織、全球型組織、國際型組織
及跨國型組織，在配合關係成立下的個案
其使用者滿意度平均值皆高於非配合關係
下個案的使用者滿意度平均值（見表 2），
由此我們可知配合關係成立確可獲得較佳
的使用者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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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不同跨國性組織構形與資
訊科技應用的關係，除了確認 Jarvenpaa 與
Ives[10]所提的配合關係存在外，更進一步
探討其配合關係對使用者滿意度是否有顯
著的影響。經十九個個案的分析及相關統
計檢定後，發現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說一至
假說三都遭到拒絕，意味著配合關係對使
用者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同時也發現在
組織構形與資訊科技構形配合關係成立下
之個案，其可獲得較高的使用者滿意度，
但是不同組織構形之間的使用者滿意度則
沒有顯著的差異。亦即為使企業獲得較高
的使用者滿意度，若組織構形隸屬於多國
籍組織構形的企業，其跨國資訊科技的應
用即需配合資訊科技獨立運作型來運作；
同理，全球型組織就需與資訊科技總部驅
動型、國際型組織便需與資訊科技智慧綜
效型搭配及跨國型組織需與資訊科技全球
整合型合併運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上發現，可提供
發展中的企業或未推行全球資訊科技應用
的跨國企業，在資訊科技規畫與建置上的
參考，以減少引入全球資訊科技的障礙與
獲得較佳的成效。同時，資訊科技構形也
是組織設計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配合關係
確立後，其資訊科技構形應用的特性也可
對映出該組織型態的特性，作為企業進行
組織設計時有力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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