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41305026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11	、訪客IP：52.207.220.85


  	姓名	
      	  柯堯文(Yao-wen Ko)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
	論文名稱	
      	  戰後國營造船業的公司制度與業務發展-以台船公司為例(1945-1955_
(Postwar state-operated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mpany system and trade development - take the Taiwan boating company as example (1945-1955))
      	   
	相關論文		★ 鋼筆與臺灣的社會文化	★ 臺灣戰後水利興建與工業─ 以石門水庫為例（1945-1980）
	★ 瑞芳金礦的開採與聚落社會,1889-1971	★ 退輔會榮民安置與梨山地區的農業發展（1956－1987年）
	★ 日治時期臺灣歲計制度建立之研究（1895-1899）	★ 戰後臺灣觀光事業-兼論觀光外匯之影響(1956~1987)
	★ 從國營到民營：戰後臺灣國營紡織業之變遷(1950-1972)	★ 從復員救濟到內戰軍運－戰後中國變局下的民航空運隊（1946-1949）
	★ 美援與石門水庫之興建-以經費、技術為中心(1956-1964)	★ 從基層金融到商業銀行-「板信」之研究〈1957-1997年〉
	★ 花蓮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發展之研究（1972-2003）	★ 從傳教到醫療企業化-桃園天主教聖保祿醫院之研究(1960-1999)
	★ 宏碁與台灣品牌電腦資訊業之研究(1976~2004)	★ 美援與臺灣遠洋漁業之發展(1951-1965)
	★ 美援黃豆與臺灣食用油脂工業發展之研究(1951-1963)	★ 戰後桃園農田水利會組織之探討(1945-2002)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本論文的重點，主要探討從民國34年（1945），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從接收日本政府在台灣的工礦事業為開始，期間歷經接收初期資委會的考察評估，在資委會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折衝下，台灣機械造船公司是在何種情況下成立的？民國37年（1948）4月，台灣造船公司改組成立，成立初期，經營不易，業務清淡，因此台船公司的早期經營狀況遭遇到許多危機。而當時台船公司的組織系統與董事會之變遷、功能的演變、制度的建立與內部的運作情形又是如何因應？另從台船的修船業務分析，來對應於當時航運業景氣與大環境的變動影響？而台船另一項重要業務為製機業務，在此時期，其製機業務往來的對象與特點是什麼？而同時期台船也積極發展造船業務，其造船業務的起點為建造小型船隻，在沒有技術建造大型船隻的情況下，台船該如何突破造船技術的困境？在與國外取得技術合作後，又如何配合政府政策，按部就班從建造較大型數百噸的遠洋漁船，逐步累積造船技術，奠下往後與美商殷格斯（Ingalls）造船公司技術合作建造大型船隻的基石。



	摘要(英)	Present paper’’s key point, the main discussion from 1945 (1945), after Second World War Japan defeat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rom receiv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aiwan’’s industry and mining enterprise was the start, the period after the receive initial period capital commission’’s inspection appraisal, in the capital commission and under the Taiwan Province chief executive government office’’s negotiation, Taiwan mechanical Ship-building business was establishes in what kind of situation? in 1948 (1948) in April, Taiwan Ship-building business reorganized the being established, the tenable initial period, managed not easily, the service was light, therefore Taiwan boating company’’s early time state of operation bitter experience to many crises. But at that time the Taiwan boating company’’s vicissitude, the function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volution, how system’’s of establishment and were the internal operation situation also in accordance to? In addition from the Taiwan ship’’s ship building business diagnosis, corresponded to the shipping industry was at that time booming and environment change influence? But Taiwan ship another important service is the sieze the opportunity service, in this time time, what its sieze the opportunity business contact’’s objec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s? But the same time Taiwan ship also positively develops the shipbuilding service, its shipbuilding service’’s beginn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small ships, in does not have in the technical construction large-scale ships’’ situation, how should the Taiwan ship break through the Marine Technology the difficult position? After overseas obtains the technical collaboration, also how to coordinate the government policy, from the construction large-scale several hundred ton open sea fishing boat, accumulates the Marine Technology gradually along a prescribed path, will establish in the future with American commercial Yin Gosse (Ingalls) the Ship-building business technical


collaboration construction large-scale ships’’ corner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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