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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大陸投資佈局策略 

—筆記型電腦產業之個案研究 

壹、 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概述 

近年全球資訊產業蓬勃發展，由於其產品生命週期越來越短，世界各資訊大

廠為求降低成本，紛紛採取跨國分工之生產方式；台灣資訊業擁有上、中、下游

完善的生產與管理體系，已有監視器、主機板、機殼、電源供應器、鍵盤、滑鼠、

音效卡、視訊卡、掃描器等多項資訊產品之世界佔有率達 50％以上，使得台灣

成為全球最佳的個人電腦相關產品「一次購足中心」，世界知名大廠 OEM/ODM

訂單仍源源不斷湧入。 

自一九九五年起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三大資訊產品生產國。尤其是在最近兩、

三年，世界個人電腦大廠的配銷方式紛紛改採全球運籌模式（Global Logistic）

後，1包括 Compaq、IBM、Dell、HP、Apple、Gateway 等個人電腦頂尖大廠，

及日系 NEC、Sony、富士通等公司均將大部分訂單下到台灣來，甚至連筆記型

電腦龍頭 Toshiba也後來居上趕到台灣下單，並進一步鎖定台灣市場為新世紀開

發重點。對全球大廠而言，善用台灣廠商之研發和生產能力，結合其自身品牌及

行銷資源，更有助於提昇國際競爭力。由於技術障礙及訂單集中，新廠加入筆記

型電腦產業並不容易，這對台灣既有的筆記型電腦產業頗為有利。2目前台灣筆

記型電腦廠商有宏碁、廣達、華宇、華碩、英業達、倫飛、仁寶、大眾、藍天、

神達、致勝等，然而在新進的廠商不斷加入之下，很多不具產能與品質的小廠，

也慢慢淡出市場。3 

關鍵零組件的供應更是影響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的重要因素。以往 LCD、

                                                 
1 全球運籌是以符合顧客要求為目的，就原材料、在製品、製成品、與關連資訊從產出點到消費

點之間的流程與儲存，進行有效率且具成本效益的計畫、執行與控制。 
2 「筆記型電腦產業」，彰銀資料，2001 年 3月，頁 95-101。 
3 規模經濟在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競爭力指標，也因此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



台商大陸投資佈局策略—筆記型電腦產業之個案研究                                                           

 2

硬碟與電池的技術都控制在日商手中，近年來台灣廠商不斷的技術研發，加強生

產大尺寸的 LCD 與使用時數更久的電池，使得台灣的筆記型電腦產業磨鍊更完

整。目前除了硬碟的技術仍在他人手上外，其他各項的零組件，台灣都具備有完

整的研發與製造實力。4 

在全球化的新世紀裡，中國大陸經濟的崛起，對周邊國家、亞洲地區乃至全

世界經濟都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國大陸經濟規模日益擴大，目前已是世界第

六大經濟體，又擁有全世界約 22％的人口，因此被視為二十一世紀最具潛力新

興市場；在其加入WTO後，大陸市場的開放，更成為各國企業競相爭逐的未來

商機。另一方面，中國大陸已成為世界工業產品製造重鎮，被稱為「世界工廠」

（workshop），對各國業者構成與日俱增的競爭壓力；大陸價廉物美的工業產品，

也被認為是許多國家通貨緊縮的根源，憂慮來自中國大陸經濟威脅的國家顯然越

來越多。 

正因為如此，對中國大陸經濟的認識、深入瞭解乃至有力掌握，是各國企業、

政府及人民在全球市場競爭中獲致成功不可或缺的因素。只有瞭解中國經濟及社

會的整體變化，現代中國企業的特質與競爭力，中國六大經濟地區的發展狀況及

商機，並從「區域國家」的戰略觀點，務實面對中國經濟挑戰，才能找出因應途

徑。對台灣而言，大陸經濟力量的擴張，是機會，但也是風險。台商在經營中國

大陸市場，已有相當可端的基礎，又有同文同種的優勢；因此，大陸市場的快速

崛起，可以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有利條件。大前研一先生認為台灣有能力、有機

會扮演「亞洲電子轉運中心」（e-hub）的角色，掌握所有進出中國大陸的通訊、

資金、投資與消費，此一建議提供了台灣電子產業具創造性、啟發性的積極思考

方向。 

                                                                                                                                            
中，大者恆大的情形十分普遍。 
4 方雅惠（1999），「代工堆砌的世紀末華麗--臺灣筆記型電腦居世界第一」，遠見雜誌，民國八十

九年十二月，頁 1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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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 

由於近年來全球景氣持續低迷，市場供過於求，速度化國際競爭讓國內許多

企業倍感艱辛。因此，本研究計畫主要研究的動機，著眼在以下七個問題： 

1.科技發展、市場開放與資訊系統的快速變遷，跨越國界間流通的資金、貨

品與人才均相當快速，廠商應適時彈性調整其經營策略，以因應全球化到來。 

2. 有鑑於 PC產業已邁入成熟階段，廠商間價格競爭激烈，國際大廠一方面

要求台灣製造廠商降低成本，一方面自行退出生產行列，掌握附加價值較高之品

牌行銷、研發創新等，這時如果以製造為主的台灣廠商，能適時降低生產成本，

則為其生存關鍵。惟國內筆記型電腦業者持續採低價策略經營，迄 2001 年 12

月止產量雖創新高（11﹪），產值卻倒退（-10﹪）（以 1999 年 12 月為基數相比

較），殊值我筆記型電腦業者注意。 

3. 當價格競爭導致降低成本為競爭關鍵時，如何在低生產要素地區集中生

產以尋求生產成本最低，或在接近市場地點出貨以尋求庫存成本最低及需求時間

最短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就成為廠商思考全球投資佈局的重要課題。由於國際

大廠均已將亞太出貨中心移至大陸，故兩岸物流通暢與否，影響我業者競爭力。 

4. 台灣相關業者持續在「專注代工」與「開創品牌」（2001 年以自創品牌方

式經營者其市場占有率由 14﹪下滑至 7﹪）取捨態度間徘徊，造成市場占有率下

滑。業者雖欲提升產品的高附加價值（採 TDS-Taiwan Direct Shipment 模式經

營），但國際大廠傾向購買半成品及台灣業者主攻低價產品等原因，成效尚難發

揮。 

5. 彼岸經濟快速起飛，全球性大廠在擁有低生產要素、龐大潛在市場的中

國大陸佈局，隱然成為未來全球市場競爭勝負的重要關鍵。在此情況下，以製造

活動為主的台灣廠商，由於語言、文化的相近，已佔有先機之優勢，如何導引我

業者利用本身優勢，在這一波景氣復甦前準確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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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球投資佈局的策略，除考慮管理運籌，如：利潤中心之管理、預算之

控管、集團財務之分析與合併、兩岸三地合同控管、R&D 資料之全球同步、各

地工廠可獨立 run MRP，全球統籌控管物料計畫等方式外，國內筆記型電腦業者

之經營策略亦應適時彈性調整，以資與國際排名前一、二名之「DELL」（代表成

本效益與解決方案）與「SONY」（品牌形象與 AV應用）所主導下整個市場的潮

流與脈動相結合。 

7. 筆記型電腦因為體積小、價格高，集中生產後以空運方式將成品送到客

戶為最佳選擇，因此，台灣仍可在生產管理、成品運送的效率上維持優勢；惟在

韓國大廠三星、LG急起直追下，降低成本成為新一波大戰，台灣廠商除了勢必

將生產重心外移以降低生產成本外，如何透過全球競爭思維掌握研發創新、品牌

行銷、利潤分配、運籌佈局等高附加價值活動，進而成為具備全球競爭力的經濟

體，已成為最重要策略。 

因此，不論是兩岸三地或國際佈局，都在在顯示，勇敢走出去是台灣企業尋

求優勢競爭力的決勝關鍵。因此，運用創新科技，因應市場挑戰而迅速改變的彈

性企業，才能打破僵局，迎向數位經濟下的成功新局，建構「企業全球化 ，資

訊零時差」的全球運籌體系，在新經濟競賽中一路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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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係以台灣地區筆記型電腦產業既有的國際競爭力為基礎，配合全

球化的趨勢，從全球佈局的觀點，及建構國內廠商整合優勢能力的思維，檢視台

灣地區筆記型電腦產業總體產銷現況與未來之展望。 

因此，根據上述七項研究動機，國內筆記型電腦業者應以全新思維掌握研發

創新、品牌行銷、利潤分配、運籌佈局等我方已具優勢雛型之高附加價值活動，

透過全球佈局策略，進而成為具備全球競爭力的經濟體，已成為我業者當前最重

要課題。本研究計畫所欲研究問題如下： 

1.探討全球化對筆記型電腦業者壓力。 

2.全球化下產業分工方式對筆記型電腦產業佈局影響：  

3.全球物流運籌對成本節約影響。 

4.分析筆記型電腦業者全球佈局策略。 

5.探索各種策略在執行上有何問題與困難存在？關鍵何在？如何改進？ 

6.兩岸三地經貿合作及三通對產業佈局影響。 

7.區域經濟整合對台商全球佈局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將進一步探討台灣廠商與國際大廠合作模式，分析台

灣廠商如何配合客戶並運用兩岸資源進行全球佈局，以及未來台灣廠商在分工體

系內應扮演何種角色並具體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台灣地區筆

記型電腦相關業者全球投資佈局策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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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理論與文獻探討 

本節文獻探討共分為兩大部分。在理論文獻方面，首先將介紹全球運籌管理

概念。其次，探討國貿理論中的比較利益法則，以及對外投資理論，以瞭解台商

全球投資佈局的動機為何。而在實證文獻方面，本研究計畫將整理有關台灣筆記

型電腦產業發展的相關文獻。 

一、理論文獻 

（一）全球運籌管理（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全球運籌管理（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概念之興起與全球產業之趨

勢發展密不可分。由於產品生命週期越來越短，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走向多樣

化、個性化發展，對交貨時間更加嚴格，業者為了更接近市場，迅速服務顧客，

必須在世界各地設立生產基地或發貨倉庫，藉由物流和通訊技術，整合企業內的

各項活動，努力由昔日 OEM/ODM 導向，轉型為兼具製造業與物流供貨之服務

導向，以提升在全球供應鍊中的附加價值，創造競爭力。 

（二）國際產業分工理論 

在國際貿易理論上，由於各國所得愈高時工資必然愈高，其他生產要素的價

格也會改變，而使各種產品的相對成本改變，因此一國如果能夠具有國際國際比

較利益或競爭力的產品，則會隨經濟發展的程度而逐漸改變。如果一國產業結構

不能一直升級，經濟也就很難持續發展。台灣早期是以農業和農產加工品為主要

產業，後來大量出口勞力密集產品，而近年則發展技術密集產品，就是產業結構

不斷調整升級的現象。 

由於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不斷創新與研發，已在全球資訊產業界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尤其在「國際分工」的理念下，台灣高科技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更是舉世聞名。 

依據入江豬太郎觀點，國際分工起因於國際貿易理論上的水平貿易與垂直貿

易，為了降低成本，確保市場，提高經營利潤故促成技術移轉直接投資；由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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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分工可分為垂直分工及水平分工，其內容如下：5  

所謂「垂直分工」（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ur）之意義是指產品技術差異之

前提下，部分國家供給原始原料，而另一部份的國家則供應製成品之分工生產與

貿易型態；相對的，「水平分工」（Horizontal Division of Labour）則指產品間技

術相近，因成本差異所形成的生產與貿易型態。 

水平分工又可分為「產業間分工」（Inter-Industry Division of Labour）及「產

業內分工」（Intra-Industry Division of Labour），前者是指不同產業製成品間的貿

易；而「產業內分工」則再細分為「產業內垂直分工」及「產業內水平分工」。 

「產業內垂直分工」是指同一產業內，技術密集程度較高的產品與技術密集

程度較低產品間的國際分工，或同一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技術密集程度較高的過

程與技術密集程度較低的過程之間的國際分工，亦稱為「工程間的分工」，即是

技術差距所引起的國際分工。 

「產業內水平分工」又稱為「產品差異化分工」（Product Differentiation Type 

of Labour），是指產品雖有相同或相近的技術程度，但其外表的設計、品質、品

牌或價格有所差異之相互輸出。 

不論是產業內垂直分工或產業內水平分工的產業內貿易，都有二項的交易網

路，也即是母子公司間生產分工與交易網路，國內外企業間生產分工與交易網

路。前者為企業內分工（Intra-Firm Division of Labour），母公司與子公司間之分

工，而後者是企業間的分工（Inter-Firm Division of Labour）國內外企業間的分工。 

（三）對外投資理論 

    所謂的對外投資理論（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FI）是將資金、經營能力、

技術知識等經營資源整體且長期性轉移至國外。林彩梅（1986）認為這種轉移經

營並非單純為財務目的所作的資產營運，而是持有企業經營管理權的資本移動，

必須採取完全或部分所有權（ownership）。因此在探討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的全

                                                 
5 入江豬太郎（1996），「國際產業分工理論」，日本MNC研討會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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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佈局的同時，仍須應用對外投資的觀念與理論基礎。對外投資理論又稱直接投

資，就對外投資理論的演進來看，對外投資理論大致可分為四類： 

    1.投資報酬差異說（Rate of Return Hypothesis） 

    在傳統的國際貿易理論中，通常假定資源的不可移動性。若放棄這個假定，

則資金會從低投資報酬率的地區，流向高投資報酬率的地區。6 

    2.產業組織理論（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pproach）： 

    產業組織理論常被引用到對外投資理論，這種研究方法又被稱為「寡占競爭

模型」。它是由 Hymer（1976）所提出，然後經由 Kindleberger（1969，1970），

Caves（1971，1974），以及 Knickerbocker（1973）等加以補充，成為研究對外

投資理論中，非常重要的一環。7  

    3.產品循環理論（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Vernon（1966）的產品循環理論，係採自於國際貿易理論中的比較利益原則

精神，能有效的解釋對外投資的行為。此理論將產品的生命週期分為創新期、成

長期、成熟期，也就是說，新產品在高所得地區被發明出來，然後生產、銷售到

高所得地區；到了成長期，國內外市場成長快速，面臨價格競爭壓力下，生產者

為尋求低工資地區進行生產，這就是對外投資。等到成熟期後，生產者會向更低

工資地區進行投資生產，或者退出市場。8 

    4.內部化理論（Internalizational Theory） 

    所謂內部化理論是指企業發展供需條件，依照比較利益從國內擴展至全球，

建立國際生產網與國際行銷網，為擴大國際市場之最佳策略。在對外投資理論

                                                 
6 這種說法符合 50 年代美國在西歐國家進行直接外人投資，因為當時西歐的投資報酬率比美國

高。惟 60 年代美歐兩地報酬率反轉過來，美國的投資仍然流向歐洲，此一情形對於該假說的適

用性構成嚴重威脅。 
7 該理論是將對外投資看成是寡占市場中廠商爭奪市場的行為，這種現象在生產多樣化產品的寡

占市場中，尤其普遍。當一個廠商擁有某些無形資產，如某些生產、管理上的特殊訣竅

（Know-how），而這些特殊訣竅又無法以專利授權或直接出口方式以獲得其最大利益時，對外投

資就成為廠商最佳獲利方式。 
8 Vernon的產品循環理論，在解釋已開發國家前往開發中國家的投資上，得到許多實證研究的支

持。詳請見 Heilleiner（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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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Dunning（1988）的折衷理論，集各家學說大成的整合式分析架構，他提出

以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解釋企業對外投資條件、對外投

資區位與對外投資形式等相關課題。 

二、實證文獻 

在國內探討比較利益法則與產業發展的相關文獻中，葉律言、李玉春（1993）

根據兩岸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比較利益的變化，以台商對大陸間接投資的資料進行

瞭解，包括：投資金額與件數、經由第三地區投資的情形、投資型態、出資方式

以及投資子公司的規模，來分析較適合台商赴大陸投資的產業。結果顯示未來可

能被大陸替代的產品，以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皮革及毛

衣製造品業等勞力密集型產業為主。9 

金美敬、葉律言（1994）利用顯示性比較利益指標（Reveal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RCA）估計台灣與大陸之比較利益產品。10結果顯示未來台灣競爭力

衰退，而在大陸是具競爭力且競爭力提升的產品，如：紡織業、成衣業及服飾品

製造、皮革及其製品業、木材製品及非金屬家具製造業等，可逐步開放進口及赴

大陸投資，但宜注意國內產業調整的成本。11 

朱正中（1996）以技術人力及資本密集度指數檢視台灣的產業競爭力，結果

顯示台灣產業的比較利益在高技術人力與高資本密集度的產業上，因此要提升台

灣的競爭力就要塑造一個適合這類型產業發展的環境（例如：資訊電子產業）。12 

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將根據比較利益法則理論來延伸，從資本、勞動力、基礎

環境（infrastructure）等生產因素，以及技術研發、廠商策略、政府政策等相關

因素，希望能說明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赴大陸投資，對我國產業衝擊的影響，藉

                                                 
9 葉律言、李玉春（1993），「較適臺商赴大陸投資的產業—從產品比較利益觀點分析」，臺灣經

濟研究月刊，1993 年 12月，頁 44-50。 
10 顯示性比較利益指標是利用貿易發生後的資料建立指標，用以衡量一國出口產品之相對比較

利益。 
11 金美敬、葉律言（1994），「從比較利益觀點再探適合臺商赴大陸投資產業」，臺灣經濟研究月

刊，1994 年 12月，頁 35-37。 
12 朱正中（1996），「依比較利益強化產業競爭力」，臺灣經濟研究月刊，1996 年 9月，頁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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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有無被大陸取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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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一、筆記型電腦產業的競爭策略分析 

（一）五力分析 

Poter（1980）提出產業競爭態勢的分析架構。Poter 指出競爭能力是唯一企

業經營成敗之核心，而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態勢可以供應者、購買者、替代者、

潛在進入者及競爭者五種競爭動力為構面，來做結構性的競爭分析，每個構面皆

可分析其相對議價力之強弱消長。而企業必須在此五種力量互動所形成的競爭態

勢中建立本身的競爭優勢，才能維持企業本身的生存。五力分析架構如圖 1所示。    

（二）國家優勢競爭策略 

Porter於「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所提之「鑽石理論模型中」( 圖 2 )，指出

產業競爭力與國家如何刺激產業改善和創新有很大的關係。產業競爭能力通常來

自於產品的規模經濟、技術的領先和獨特性，這些只是競爭力的結果而非原因；

關鍵的原因在於國家的企業如何擁有這些條件，及這些條件如何形成良好的國家 

 
 
 

 
 
 

 
 

 
 

 
 
 
 
 

圖 1  Porter 之五力分析架構 

潛在進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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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Porter 之鑽石體系 

資料來源 : Porter M.E.,” The Competitive Advance of Nation”,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0 

環境以建立產業的競爭優勢。 

根據 Porter 之鑽石理論，國家之某種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競爭優勢地位

之原因，可從四項整體環境因素及在外機會及政府的角色來討論。 

（1）生產因素： 

一個國家在特定產業競爭中有關生產方面的表現，如：勞工素質或基礎建

設的良莠。 

（2）需求條件： 

本國市場對該項產業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需求為何。 

（3）相關產業與支援產業的表現： 

產業的周邊產業和上游產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力。 

機會 

企業策略、企業結構 
 與同業競爭 

  相關與支援產業 

  需求條件 
 生產因素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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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業的策略、結構和競爭對手： 

包括企業在一個國家的基礎、組織和管理形態，以及國內市場競爭對手的表

現。 

（三）SWOT分析 

    策略規劃的過程均始於策略分析，Ansoff（1965）認為策略規劃的核心架構

為策略分析，也就是 SWOT 分析。13Aaker（1984）認為，企業在進行策略規劃

的 SWOT 分析包括了五大分析類別，亦即外在總體環境分析、產業分析、消費

分析、競爭者分析及自我分析。14經由 SWOT分析後，企業可瞭解物目前或未來

的機會、威脅、優勢及劣勢，而能掌握及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Barney進一步將 SWOT分析歸納為兩個思想主題：一是近年來發展的主流，

強調外在環境的分析，以競爭策略獲得優勢，稱之為「競爭優勢環境模式」。如

Porter提出五力分析架構，用以解釋企業所面臨的產業環境狀況，獲得相當的認

同及採用；另一是對企業內部優劣勢作分析，強調組織能力的培養與強化，稱之

為「資源基礎模式」，Barney提出以下的概念模式可說明： 

 

  

 

 

 

 

圖 3  SWOT分析模式 

                                                 
13 Ansoff, H.I.，Corporate Strategy，New York，McGraw Hill，1965。 
14 Aaker, D.A.，Strategic Market Management，Humanities，New York，1984。 

內部分析 
 
優勢 

 
劣勢 

外部分析 
 
機會 

 
威脅 

資源基礎模式 競爭優勢環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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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度訪談及個案研究 

本研究計畫預計針對 10 家在台具代表性之筆記型電腦業者進行深度訪談，

其中將包含數家台灣個人電腦頂尖大廠及同時在大陸及台灣設廠的子母公司，以

就全球佈局方面進入更深入的了解。 

三、專家訪談 

廣邀國內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透過專家座談或訪談的方式集思廣益，為

本研究計畫的結果與台灣筆記型業者全球佈局策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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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預期研究成果 

第三節  研究架構 

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全球運籌管理 

第二節  國際產業分工理論 

第三節  對外投資理論 

第四節  相關實證文獻 

第三章  筆記型電腦產業大陸投資現況 

第一節  筆記型電腦產業特性 

第二節  大陸筆記型電腦產業現況 

第三節  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赴大陸投資現況 

第四章  台商大陸策略佈局分析 

第一節  Michael Porter五力分析 

第二節  Michael Porter之國家競爭優勢 

第三節  SWOT分析 

第五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廠商訪談 

第二節  個案分析 

第三節  專家深度訪談 

第四節  命題發展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結論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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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擬進行之研究流程如下圖所示： 

 
 
 

 
 

 
 
 
 

 
 

 
 

 
 

 
 
 
 

 
 
 
 

 

圖 4  研究流程圖 

確認研究議題 

資料分析與彙整 

相關文獻分析與次級

資料之蒐集與分析 

個案深度訪談 

個案分析 

完成報告 

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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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計畫係針對台灣筆記型業者，相對於世界筆記型大廠其經營策略定

位，另鑑於全球經濟情勢近年來有極大的變化﹐大陸的龐大市場潛力是企業不可

忽略的成長來源，大陸仍是最亮麗的高成長地帶﹐尤其是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

積極與國際市場接軌﹐也吸引了更為廣泛的資金與技術的投入﹐使大陸經濟長期

發展更具爆發力。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案曾思考在台灣以問卷的方式對筆記型業者業進行問卷調查，但經考

量，基於業者對有關於製造成本、技術、訂單、品牌、再投資、母子公司的關係

及全球佈局的實際策略，非常敏感，可能將牽涉到公司機密，發放問卷調查時回

收率可能非常的低，不足以成為重要的數據，在不得以的情況下，本研究案得輔

以深入訪談方式，對國內排名前五名之大型筆記型電腦業者進行訪談及追蹤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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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論文預期具體成果 

    本研究計畫預期完成之成果可以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論文預期可以藉由與廠商之深度訪談與個案研究，回顧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

之發展歷程，及其對全球佈局之策略。 

二、有系統的整理與分析國際上有全球運籌管理理論、對外投資理論相關文獻之

分析與整理，並對以研究筆記型電腦產業全球佈局之相關文獻，有更深入的

解釋與分析。 

三、瞭解在全球化下資訊產業分工的方式，對筆記型電腦產業佈局之影響，並將

所得到的結論，提供政府相關單位作政策的因應。 

四、在兩岸加入WTO以及三通之下，提供兩岸三地經貿合作交流之建議，以及

給予產業組織內部調整，以因應筆記型電腦產業全球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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