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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與資訊國際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乃為定期性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每年定期於國際主要城市輪流辦理，

由管理領域的學者及專家參與，並進行研究論文的報告與研討交流。今年的會議於

日本名古屋（Nagoya）舉辦，計有來自41個國家，合計286篇論文於會議中發表，

這些被接受的論文分別安排於60多個會議session。而本人參與的是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的session。此外，為了進一步促進交流，

大會也特別提供一個年輕學者與資深學者交流討論的論文session，讓學術的思維與

經驗可以在年輕學者與資深學者間分享與傳遞。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有機會可

以在會議中與來自世界各地學者或管理者面對面的接觸，實有助於研究品質與國際

觀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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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企業與資訊國際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乃為定期性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每年定期於國際主要城市輪流辦理。

此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的舉辦目的乃在提供一個論壇，藉由企業與資訊相關領域學者

與專家的參與，進行研究論文的報告與研討交流，探討跨越不同管理學術領域的相

關議題。 

今年（2016）的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在2016

年7月3日至5日於本名古屋（Nagoya）舉行。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可以開拓國

際視野、瞭解最新管理學術發展趨勢，更是接觸不同管理領域學者的一個相當好的

途徑。此外，藉由論文的發表，除了可以獲得相關領域學者對論文的回應與建議之

外，更有機會可以在會議中，與來自世界各地學者或管理者面對面的接觸，實有助

於研究品質與國際觀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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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今年（2016）的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邀請Ron 

Johnson教授擔任Keynote Speaker，演講題目為：Business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Imperative。而該研討會的主題領域非常廣泛，包括：

Account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Policy and Strategy,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Economics, Electronic 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Financial and Banking,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anagem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ial Consultation, Marketing, 

Operational Management, Non-Profit Sector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cial Issues in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eb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等。 

依據大會的會議手冊，本次會議收到來自41個國家，合計過475篇論文的投稿，

最後有286篇論文被接受並於會議中發表，而這些被接受的論文則分別安排於60多個

會議session中討論。此外，為了促進交流，大會也特別提供一個年輕學者與資深學

者交流討論的論文session，讓學術的思維與經驗可以在年輕學者與資深學者間分享

與傳遞。 

本人參與的是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的

session，該場次計有18篇論文。我所發表的論文題目為：Innovation Work Behavior in 

the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Organizations: Exploring the Roles of Shared 

Leadership and Improvement-Oriented Voice，這是以台灣組織為樣本的領導主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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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而研討會議中其他相關的論文也協助我對於改善自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不同

的思考方向。 

此外，我也參與了其他幾個與自己的研究相關與感興趣的Sessions，包括：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Policy and Strategy,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Education, Non-Profit Sector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cial Issues in Management…等，討論的主題及內容都引

起我極大的興趣，這些以不同國家樣本的實證研究結果，有些與台灣的情況類似，

有些有較大的差異，這是觀察相似議題在不同文化或地區差異的絕佳機會，確實讓

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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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可以開拓國際視野，而研討會中有些論文從較巨觀的角度

探討經濟環境與制度、教育、健康、非營利組織…等議題，有些則從微觀的角度探

討組織中的營運策略、資訊、財務、人力資源、行為與認知…等議題。這些議題，

隨著各國學者論文的探討與相互回饋，讓人有更深入的認知及瞭解，實是參加這次

會議最大的收穫。 

參加國際性管理學術研討會，除了可瞭解管理議題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發展的趨

勢，也有機會藉由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回饋及建議，讓我對自己進行的論文及研究，

有更多的反省及注入不同的思維，對我個人而言，實在獲益良多。由此，建議未來

相關單位可加強補助更多學者參與全球性或者區域性的國際性會議，促進學者在管

理相關領域研究議題之交流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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