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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組織環境

• 什麼是組織環境？

• 內部環境的含義。

• 外部環境的含義。

• 五力分析的含義及其運用。

• SWOT分析的含義及其運用。

• 如何建構良好的企業文化？

• 企業倫理的內涵及其推行。

• 企業怎樣負起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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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組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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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環境的分類

內部環境

物理環境。如空氣、照
明、聲音

心理環境。如人際關係、
團隊合作

文化環境。如規章制度、
價值觀念

外部環境

一般外部環境。如人口
統計、社會文化、法律、
經濟、科技環境

特定外部環境。如供應
商、顧客、競爭者和利
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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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部環境分類

定義：
組織內部的精神環境
實例：
人際關係、人事關係、
責任心、歸屬感、合作
精神和奉獻精神

定義：
工作地點的具體工作環境
實例：工作地點的空氣、
光線和照明、聲音、色彩

定義：
1.組織的制度文化 2.組織的精
神文化實例
1.工作流程、規章制度、考核獎
勵制度 2.價值觀念、組織信念、
經營管理哲學和組織的精神風貌

文化環境

物理環境

心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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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①：一般外部環境
一般外部環境，是指能影響企業經營成敗，但又在企業外
部而非企業所能完全控制的外部因素，也稱「宏觀環境」。

一般
外部
環境

人口統計環境1 人口數量、年齡、職業、收入、教育

社會文化環境2 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觀念、社會風俗

法律環境3 法律和法規及健全程度

經濟環境4 社會經濟條件及經濟運行狀況

科技環境5
科技及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現象的
發展狀況

國際環境6
國際上產生的各種影響本國企業經營
的機會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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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境_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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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②：特定外部環境
又稱產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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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團體

競爭者

供應商

顧 客

外部環境②：特定外部環境

1

2

3

4

前來購買產品或服務的對象

特定外
部環境
四要素

為企業提供原料或零件的組織

與本企業提供相似產品或服務
的其他企業

社會成員組成的利益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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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的
威脅

與本企業
產品有類
似功能的
產品，如
可口可樂
和百事可
樂可互為
替代品

5
潛在進入者
的威脅

有能力與
既有企業
之間展開
競爭的潛
在進入者
的威脅

4
既有企業的
競爭程度

在同行業
內的各企
業相互競
爭的程度

3
購買者的
議價能力

購買者在
購買過程
中占主動
優勢，可
以掌控產
品的價格

2

對於產業環境的五力分析

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

供應商在
供貨方面
佔有主動
的優勢，
可以掌控
原料的價
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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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 Heinz Weihrich(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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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內外環境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由Heinz Weihrich在19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SWOT分析
法包括四項基本內容：企業的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y）和威脅（Threats）。

S W

TO

企業超越其
競爭對手的能力

Strengths

企業缺少或處於
劣勢的條件

Weaknesses

影響企業戰略的
重大因素

Opportunities

在外部環境中，那
些對企業的獲利能
力和市場地位構成
威脅的因素。

Threats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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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

21



企業文化
‧廣義的企業文化：
指企業內部全體成員的意志、
特性、習慣和科學文化水準等
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狹義的企業文化：
指組織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所
形成的，為組織成員普遍認可
和遵循的，具有本組織特色的
價值觀念、團體意識、工作作
風、行為規範和思維方式的總
和。

文化傳承

企業文化
循環流程圖

根據實際情況
進行更新

注入新血液，
塑造新文化

聘用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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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
企業倫理是指企業在處理企業內部員工之間，處理企業與
社會、顧客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

制定倫理準則

根據企業的規章制度，
制定一套合乎倫理道
德的行為準則和獎懲
方法

企業倫理結構圖

高層主管的領導

高層主管以身作則，
協助推動，自我鞭策

員工的選擇
(慎選員工)

保證新進員工的價值
觀與企業文化有很密
切的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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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經濟責任1 創造利潤、帶動社會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
利益團體和環境的責任。

法律責任2 嚴格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規

道德責任3 企業在營運活動中，不能與社會倫理相抵觸

慈善責任4 為群眾謀利，為社會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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