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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為出席在韓國首爾 2012 年 12 月 10 日至 12 日，由漢城大學主辦的 2012 亞洲管理學術

研討會議(As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12 Seoul Conference, 簡稱 AAOM 2012），進行學術交流

並發表文章。此研討會為亞洲地區最大的管理領域學術研討會，與會者來自亞洲地區及其他地區

的學者，此會議共有二十八個發表場次(session)、十四場圓桌討論(round table)。本人藉由此研討

會的參與，有興趣及專長的研究領域以瞭解研究趨勢，也從中與相關研究領域的學者進行交流與

認識，方便未來的合作機會；更，發表文章在 Alliance management(聯盟管理）的圓桌討論上，

得到意見與建議，有利於未來學術期刊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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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亞洲管理學術研討會議(AAOM 2012)心得報告 

一、目的  

此次活動主要是出席並參與由漢城大學主辦的 2012 亞洲管理學術研討會議(As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12 Seoul Conference, 簡稱 AAOM 2012），今年由漢城大學主辦,

在韓國首爾的樂天飯店舉辦，會議日期為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AAOM 國際會議，兩年

舉辦一次，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最正式的管理領域之學術研討會議，通常與會者不僅

限亞洲地區，也常見國際知名學者也會參與。在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上，除發表自己

文章，也參與幾場有興趣的發表場次。其目的如下： 

1. 發表自己撰寫的文章，可與其他對自己研究有興趣的學者進行意見交流，助於未來

修改、投搞正式的學術期刊 

2. 出席有興趣議題的講題，瞭解研究趨勢、也能得更多的知識與啟發。 

3. 希望透過此機會能結識與自己同領域的研究學者、同好們，增加互動，有助未來研

究的合作機會。 

 

二、過程 

2012 年亞洲管理學術研討會議(AAOM)的舉辦為期共三天。 

第一天，當天晚上為研討會的報到行程，並無任何學術議題討論。  

第二天，正式開始進行研討會。當天有十六個場次的發表（session)、八個場次的圓

桌討論（round table)。其會議涵蓋管理領域微觀的組織行為、人力資源相關管理、以及

較巨觀的組織理論、策略管理等。當天發表的細緻議題包括：創業家精神、資源、家族

策略、道德行為、倫理議題、競爭與衝突、創新、國際化、工作壓力、支持與正義、激

勵、社會資本、策略人力資源管理、管理連結、購併（M&A)、社會政治行為、跨文化管

理、董事會。圓桌討論的議題有：知識＆創新、社會關係、多角化＆競爭、工作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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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分析、知識與網路、組織內的員工、策略管理。 

管理領域範圍太廣、且知識分歧、邏輯、理論差異非常大。個人在當天參與、聆聽

二個與自身研究有關的發表，並在圓桌討論場次裡發表一場文章。細節說明如： 

1. 參與場次 

 (1)發表議題：疆界中介者，群體異質性與專案績效之關係。該文提到，在高科技組織

裡的創新活動裡，跨界活動扮演一重要角色。且，為處理高度不確定性下的創新活

動，異質群體的合作比同質群體的合作績效來得佳，因此疆界整合者的角色顯得更

為重要。這篇研究針對這種類型的疆界整合者角色進行探討，實證發現在高績效的

專案團隊裡，他們可以連結外部組織的技術或建議等，來補足內部的不同。個人手

上目前的研究即欲討論疆界整合者的角色議題，此篇研究正好提供更完整的文獻與

來源，有助自己文獻探討的需求。 

(2)發表議題﹕現有夥伴間的競爭關係對新聯盟形成的影響。在組織合作的網路關係裡，

競爭鑲嵌是一常見的現象，這篇研究將這種實務作法化為研究架構進行討論，並以

美國生物製藥產的 2539 個案例為樣本實證之。研究發現，網絡夥伴的深度與廣度愈

大，將導致聯盟形成的差異性也愈大。這篇研究也發現若公司的技術地位愈高，也

會減緩這種夥伴間的競爭關係。此研究將聯盟的形成進一步從夥伴間相互競爭程度

進行討論，此可引發未來可對其他競爭類型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2. 發表場次-聯盟管理（圓桌討論型式） 

(1)發表主題：交易屬性、供應商特性與買方統治正式化：資訊處理觀點與組織間統治觀

點 

 (2)研究發表內容重點 

 買方統治的決策，在組織間統治領域裡涵蓋很多元的討論議題。本研究試從買方

觀點，探討買方統治正式化包含哪些交易屬性與供應商特性。經由資訊處理觀點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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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間統治觀點，我們提出相關假說並實證之。實證對象為台灣電子產業 170 個採購案，

所得的結論為：(1)任務相互依賴程度、交易不確定性與作業重要性程度與買方統治正

式化程度呈正向關係；(2)供應商投機行為與對買方統治正式化程度呈負向關係；(3)

投機行為對任務相互依賴程度與買方統治正式化程度關係具增強的調和效果；(4) 供

應商特定經驗對品質不確定性與買方統治正式化程度具減弱的調和效果。本研究發現

將有助未來在組織間關係統治與交易統治成本之相關研究。 

  (3)發表過程與互動心得 

此場次共有五位發表人，來自香港、日本及台灣，再加上三位與會人士，共八人。

每人僅能發表十分鐘，再由與會人士提出一些看法，彼此討論（討論時間只有五分

鐘）。該場次五篇文章，包含台灣醫療醫院的聯盟、日本藥場的家族聯盟等。策略聯

盟管理議，是一範圍包含很廣的議題，包括不同的理論與觀點，然在這場次裡的五篇

文章所包括的層次、學理差異很大，更因為發表時間緊迫、有限，故每個人在發表後，

討論狀況並不熱絡，甚至有的文章並沒有人給回饋。 

我的文章在發表後，有位參與者針對研究所做出的變項－投機主義與統治正式化

呈現反向關係有質疑。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交易成本理論裡，投機主義代表需要更多的

監控成本，若統治正式化代表的是統治成本，為何是和傳統交易成本理論觀點的答案

不同。個人的回答是，統治正式化代表許多種不同的統治工具，投機主義需要的或許

只要一、二項有效的管控工具，而不需多樣化的監控工具，故總合的統治成本是低的。

該學者建議：A.可試從不同學理觀點來重新架構研究架構，提出競爭模型，說明為何

投機主義在交易成本理論觀點下，和統治成本是正的；但在不同學理下，交易成本對

統治正式化而言反而是負向的，以說服並說明投機主義所造成的問題與管理作為。B.

重新思考或文獻探討，提出投機主義對聯盟管理是呈現一Ｕ型關係，尤其本文是只探

討在＂交易過程＂，而不包括交易事前的管理，故投機主義可能只在交易過程階段，

對聯盟管理－即統治成本／正式化是負向的。以上兩項觀點，讓自己研究獲得個寶貴

的意見，可試從不同角度去思考與著墨，更能突顯這篇文章的貢獻處，其將很有利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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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在期刊論文發表時的修改，再次感謝提供這些意見的人。 

研討會的第三天，當天研討會發表的重點全在組織行為及人力資源方面，和自己

的研究主軸－策略管理之學理差異大，也不是自己的研究專長，故沒有適合參與的場

次。 

三、心得及建議 

二年一度、亞洲地區最大的管理學術國際研討的 AAOM，今年移至首爾的漢城大學

主辦。此次參與本會所得的心得、收穫與建議如下： 

１. 學術的收獲面：一方面得到更多疆界中介者的文獻來源與知識、競爭聯盟可進一步討

論處；另一方面，個人的發表也獲得具體建議，尤其在投機主義者變項的處理，此有

助未來發表期刊之修改用（細節見過程說明），。 

２. 場地的選擇：此次主辦單位是漢城大學、舉辦地點為交通便利的明洞附近的樂天飯

店，交通方便是一不錯的安排。 

３. 電子化的措施：此次研究會最棒的巧思，即是無紙本、電子化的過程。一方面省去帶

紙本的重量與辛苦，另一方面也呼應環保的訴求，尤其每次參與一場研討會後都會造

成許多不必要的紙本丟棄，著實不環保。未來的研討會發表，很建議此種型式。 

４. 中國大陸學者的崛起：在此次與會過程，發現中國大陸的學者已逐漸出頭，尤其在這

種大型的學術研討會對發表的文章有一定的品質篩選，他們入選出席的比率及英文表

達能力，都令人驚豔。在幾次和中國大陸學者的交流下發現，即使是研究生，都有參

與他們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經驗，難怪他們的表達能力佳、態度也不怯場。

這一點，值得國內多多學習，補助或增加更多的機會讓學者甚、甚至是研究生至國際

場合發表文章，是有助於增進交流機會的，至少在外語溝通上是一大的磨練與學習機

會。 

５. 場地規劃的不佳﹕此研討會較不完善之處，是在場地的規劃上。此季節是首爾最寒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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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氣，與會者都穿著厚厚大衣，場地內放暖氣，但並無可掛放大衣之處，外套顯得

礙手。另，它也並無休息室、或可供學者可相互交流的地方，例如個人和日本學者在

事後討論議題時，就因場地問題，被迫只能在走道旁邊閃著人、邊討論著，使得過程

很尷尬。早上與下午時段的 tea break 時段，也僅供茶水和一點點蛋糕，參與人士皆要

站著。在此狀況下，每一場次的交替後，因無適當的休息地方，無興趣或發表完後的

發表人也都會逕自離開，使得學者間的交流不如預期的熱鬧。也不知是否因研討會地

點位於市中心，常見與會人士幾乎在與會後沒多久就默默地離開了，相對的，每個場

次發表的參與，也顯得冷清。 

６. 行程規劃不佳﹕雖場地規劃不佳不易參與者的交流外，研討會的行程規劃也是一個問

題。首先，管理領域是一很大的範圍，可從微觀的組織行為、領導來看，也可大到巨

觀的社會層次，如企業倫理議題。不同領域都有很不同的思維與學術背景能力。尤其，

圓桌型式的討論與發表，主旨在提供給更多有潛力的文章一些建議，但本人發表的場

次裡，發現五個人的文章仍有很大的差異性，換句話說，參與者的專長差異性大。主

要是因為場次的主題太大，每個人的文章都有著不同層次的思考，故，兜在一起討論

的結果就是，每個人的專長不同，卻無法提供給別人更多的意見。幸好自己發表的文

章，有參與者是屬同領域者，才能有對話的對象、得到一些具體的建議；否則，本場

次的發表文章，也有得不到回應的，實屬可惜。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由於鼓勵無紙本、電子化, 故此研討會的相關資訊, 包括議程、所有發表的文章, 全

程上載在網路、雲端上, 有需要或有興趣的參與者可透過註冊後發給的帳號及密碼, 進入

該網路讀取資料。故,無紙本資料或光碟片資訊。 



9 
 

五、被大會接受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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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研討會照片 

     
          發表過程 １                          發表過程２ 
 
 
 

  
     與會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