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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讀聯發科的成長密碼 

研究生：林柏全               指導教授：毛治國 

 

國立交通大學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經營管理組 

摘 要       

  聯發科目前是台灣排名第一大，全球排名第七大的 IC 設計公司，在光儲存晶

片市場的市佔率是全球第一，在 Bur-ray DVD、手機、數位電視晶片市場，則是快

速的切入並在近期內以極高的成長率竄升到市場的領先地位。因此，本研究將探

索聯發科在各個產品線的發展歷程，在其看似錯綜複雜的企業成長過程中，以宏

觀的角度、微觀的方式，由發散到收斂，歸納發覺其迅速成長的內在潛規則。 

  本研究發現，聯發科各個產品線皆有其固定的發展模式。首先，在每個產品

線的發展上，聯發科都不是先行者，而是後進者，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已經

跨越『鴻溝』後，市場即將掀起『龍捲風暴』的時間點附近，聯發科才切入市場。 

  其次，身為後進者的聯發科，在切入市場後，能夠進而成為市場領導者，主

要是以「持續性創新」與「破壞性創新」作為其策略，並透過「價值鏈演進重組」，

擴展其價值鏈，改寫 IC 設計公司與系統廠之間原有的遊戲規則，提升系統廠自身

的競爭力。 

  而聯發科的創新成功，歸因於聯發科本身的「核心能力」，其發展則是來自於

聯發科本身的技術研發，或是透過併購、技術授權、技術合作所發展出來的。聯

發科並將上述的成功模式，不斷在後續的各個產品線「分形複製」並取得成功。 

  因此，解讀聯發科的成長策略，可以從「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破壞性創新

理論」、「價值鏈演進理論」、「核心能力」等理論模組加以詮釋，並以「分形理論」

的原則，將其策略模組不斷複製，形成ㄧ套獨特且競爭者難以模仿的成功模式。

此一模式亦可提供給知識密集度高、技術門檻高的高科技產業，做為未來制定成

長策略之參考，此一對於企業成長策略的實證研究，亦是本研究之主要貢獻。 

關鍵詞：成長策略、核心能力、破壞性創新、分形理論、技術

採用生命週期、價值鏈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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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Mediatek’s Growth Strategy 
 

Student：Po-Chuan Lin                  Advisors：Dr. Chi-Kuo Mao 

The Master Program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esently, Mediatek is the largest fabless IC design house in Taiwan. In 2007, is the 7th 
largest fabless design house in the world, and its optical storage chipset shipment 
ranked no. 1. Product lines of Bur-ray DVD chipset, mobile phone chipset and digital 
TV chipset were time to market and achieved leading positions in a short time 
effectively. The theme of this thesis is to decrypt the hidden formula of Mediatek’s 
growth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re development model between product lines of Mediatek is 
identical. Firstly, Mediatek is not at all the first-mover. Instead, it is a follower. During 
technology adoption life cycle, Mediatek always entered markets after the stage of 
‘crossing the chasm’ and before the stage of ‘tornado’. Secondly, Mediatek’s strategy 
was ‘sustaining innovation’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Mediatek took restructuring 
and developing value chain, changed the original rule of the game between IC design 
house and manufacturing executing system (MES), it upgrad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ES itself. 

The success of innovation was due to ‘core competence’ of Mediatek. Its core 
competence was gain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following: internal R&D, company 
acquisi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warrant technology utilization. Mediatek 
applied the same success model and succeed in the following product lines.  

The growth strategy of Mediatek can be decrypted in the model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Life Cycle’,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ory’, ‘Value Chain Evolution Theory’ 
and ‘Core Competence’. The strategy models were repeated and formed a success 
model, which is unique and hard to be duplicated by competitors. The models can be 
references for future growth strategies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which is 
knowledge-intensive and technical supportive. The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informative to the study of corporate growth strategies. 

Keywords: Core Competence, Growth Strategy, Fractal Theo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Life Cycle, Value Chain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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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聯發科技（MediaTek Incorporation, MTK）近幾年的亮眼表現，已經成為讓

人不得不注目的焦點，根據全球 IC 設計與委外代工協會（Fabless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 FSA）於 2007 年第一季的資料，聯發科技在全球 IC 設計公司營收

排名第七，若以 2007 年 7 月 9 日的股市收盤價的市值為基準點，聯發科市值以

6000 億排名全球第二。 

  聯發科於 1997 年由母公司聯華電子（United Microelectronic Corporation, 
UMC）轉投資成立，2001 年於台北股市上市，自上市以來，6 年獲利總和達

906 億元，已超越母公司聯電的 893 億元獲利。連續 6 年的 EPS 都是台積電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tsmc）的 4 倍以上。 

  數位時代雜誌以營收金額、營收成長率、稅後純益、獲利率、股東權益報

酬率等五項為評選指標，將台積電、聯發科、鴻海列位 2007 年台灣科技 100
強的前三名。經濟日報更以「IC 設計業的鴻海」來形容聯發科在其領域的遙遙

領先地位。 

  台灣的 IC 設計公司，往往從小公司起家，以技術背景創業，在初期兩三年

的奮鬥，若能站穩腳步，也能以小搏大，開創一片天地。但在第一個成功的產

品線走入市場生命週期後期，卻往往後繼無力，難以再創新局，無法跳脫一般

IC 設計公司「一代拳王」的魔咒。 

  但觀察聯發科的營收成長曲線，如圖 1.1，我們可以發現，聯發科從成立以

來，一直維持高成長的營收，在 2001 年後，營收成長更倍於前，從早期的光儲

存晶片到後續產品線的推出，皆能屢創佳績，跳脫「一代拳王」的魔咒。而本

研究認為，一個企業的不斷成長與成功，並不是只有單一或少數面向兼顧即可，

而是必須將企業的經營模式與其特質相互配合，使競爭者難以模仿。因此，本

研究希望能兼具「宏觀視野」與「微觀角度」，找出蘊含其中的關鍵因素，剖析

聯發科的成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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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聯發科營收成長 

資料來源：聯發科歷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1.2 研究目的 

  根據前面所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期能： 

1. 以宏觀角度探討聯發科所有產業價值鏈之佈局。 

2. 探索並歸納出聯發科在各個產品線迅速成長下，規律的潛規則。 

3. 期望本研究成果，能夠提供給成長中的 IC 設計公司，在制定研發方向

與產品佈局時，所需的成長策略，作為參考。 

1.3 研究對象與範圍 

  聯發科為台灣 IC 設計產業中之翹楚，從表 1.1 來看，聯發科近六年來皆蟬

連台灣前十大 IC 設計公司排名寶座，在 2007 年的營收表現上，更是以新台幣

796.94 億元，也遙遙領先第二名聯詠科技的新台幣 361.29 億元，更是第十名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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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科技的十倍多；此外，根據全球 IC 設計與委外代工協會（Fabless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 FSA）於 2007 年第一季的資料，聯發科技在全球 IC
設計公司營收排名第七；若以 2007 年 7 月 9 日的股市收盤價的市值為基準點，

聯發科市值以新台幣六千多億元，排名全球第二；從毛利率及營運績效來看，

這幾年來都在全球前 10 大 IC 設計公司的平均值以上。因此，聯發科作為本研

究之個案研究對象，具有足夠的代表性。 

  本研究將從聯發科所有產品線的技術地圖（technological map）分析其技術

來源，進而探討其佈局與策略規劃，以探討聯發科快速且持續成長之原因。 

表 1.1 台灣前十大 IC 設計公司歷年排名 

排

名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 威盛 矽統 威盛 威盛 威盛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2 矽統 威盛 矽統 聯發科 聯發科 威盛 威盛 威盛 聯詠 聯詠 聯詠 
3 揚智 矽成 聯發科 凌陽 瑞昱 瑞昱 凌陽 凌陽 威盛 奇景 奇景 
4 矽成 揚智 凌陽 矽成 凌陽 凌陽 聯詠 聯詠 凌陽 威盛 群聯 
5 宇慶 聯發科 揚智 瑞昱 揚智 聯詠 瑞昱 矽統 奇景 凌陽 瑞昱 
6 凌陽 凌陽 盛群 盛群 聯詠 揚智 揚智 奇景 矽統 群聯 威盛 
7 義隆 聯詠 矽成 晶豪 義隆 義隆 晶豪 瑞昱 瑞昱 瑞昱 鈺創 
8 瑞昱 宇慶 瑞昱 聯詠 盛群 盛群 義隆 晶豪 鈺創 鈺創 凌陽 
9 台晶 瑞昱 聯詠 義隆 晶豪 晶豪 奇景 鈺創 群聯 矽統 創意 
10 鈺創 鈺創 義隆 鈺創 鈺創 鈺創 鈺創 揚智 智原 晨星 晶豪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工研院 IEK(1998~2008)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被探討的主題，採用個案研究法。由於定性研究在企業研究方

法中，最被廣泛應用與探討的為個案研究法，其具有下列幾點主要特性： 

1. 針對特定個案或特定研究對象進行深入研究的方法 

2. 適用於形成知識的各個階段，包含探索、分類、或是形成假說的階段。 

3. 混合質化與量化的證據，深入探索、分析、歸納，進而解釋與說明特定

的複雜問題。 

  本研究以聯發科作為個案，進行研究。透過文獻的分析與次級資料的搜集，

包含年報、公開說明書、新聞報導、研究報告、公司網站，將其看似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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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成長過程中，以宏觀的角度、微觀的方式，由發散到收斂，歸納發覺其

迅速成長的內在潛規則。因此，對於本研究而言，個案研究法是一個比較適合

的研究方法。 

1.5 論文架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相關理論

1.分形理論
2.核心能力

.

.

.

個案背景

 1.聯發科簡介
 2.產品佈局

.

.

研究方法及架構

實證研究

研究結論與建議
 

圖 1.2 論文架構 

  本論文之整體架構如圖 1.2，其流程將會分為研究動機、理論背景、研究方

法、個案時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與建議等五個部份，依序進行，內容概要如後

所述。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將說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目的、研究對象與範圍、

以及論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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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整理回顧關於聯發科及其關係企業的研究論文，以及

成長策略相關的文獻。以相關的研究方法與理論文獻為主要探討

重點，包含企業成長、核心能力、分形理論、併購與策略聯盟、

技術地圖…等等。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將先說明本論文研究檢驗的程序與步驟，並在收集整理

相關資料後，在本章設計出研究架構，佐以說明本研究使用之研

究方法，作為實證研究檢驗之框架，並提出研究假設。 

第四章 聯發科技公司簡介 

本章將首先整理出聯發科各個產品線，並針對其相關產業做

分析。然後整理出各產品線發展所需的技術地圖架構，再依其技

術地圖，找出聯發科因應其需要而執行的併購、技術購買、策略

聯盟…等相關企業。 

第五章 實證分析 

實證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檢驗前面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首先將

前面整理出的資料歸納、結構化，進而利用理論架構，找出其結

果，並對其結果加以分析解釋。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研究成果作一總整理，提供給成長中的 IC 設計公司，

在制定研發方向與產品佈局時，所需的成長策略，作為參考。並

說明研究貢獻、研究限制與未來的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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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2-1 相關研究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針對關於聯發科及台灣 IC 設計公司的成長、競爭、併購策

略，近五年來之相關論文，作一回顧與整理，避免重複及無謂的研究產生，如

表 2 所列。 

表 2.1 聯發科及台灣 IC 設計公司策略之相關論文整理 

作者 年份 題目 內容概述 
楊國龍 2006 衍生 IC 設計公

司之競爭策略: 
以旭曜為例 

透過個案研究法，探討衍生 IC 設計公司的競

爭策略應該為何，如何生存，又如何與國際大

廠競爭。 
黃日安  2006 探討 IC 設計公

司產品定位-以
手機多媒體處

理器為例 

透過個案產品與市場的論述，專家訪談，探討

台灣最大半導體整合製造元件公司在手機產

業之晶片供應鏈中，其多媒體處理器產品，面

對競爭者的關鍵成功因子。 
丁偉哲 2006 策略網絡對競

爭優勢之影響-
智原、創意與力

華之比較個案

研究 

採用比較性個案研究法，由垂直整合、網絡理

論、合作動機與類型之探討，再藉由訪談與次

級資料蒐集的交相比對，建構出此三家公司透

過不同類型的策略網絡以產生差異化競爭優

勢之架構。 
蔡明憲 2005 臺灣 IC 設計公

司競爭優勢與

經營策略研究-
以聯發科技為

例 

由競爭優勢的角度，透過五力分析、SWOT 分

析、卓越能力分析，來檢視探討聯發科的經營

策略。 

劉育禎 2005 研發服務業之

策略研究-以 IC
設計服務為例 

以智原科技、創意電子、以及聯發科技為個案

研究，使用產業網絡的分析架構，將三家個案

公司做比較，發現個案公司成功因素大多具有

完整的合作網絡。而大型集團所展現的網絡則

較單純化，但金流、物流、資訊流等交易內容

影響力極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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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份 題目 內容概述 
何明耀 2005 從功能層級策

略探討高科技

廠商之競爭優

勢 

採用 Hill & Jones 的策略邏輯思考方式為研究

架構。研究結果顯示，其策略邏輯思考流程，

可以用於解決公司短期損益兩平策略的擬定

與執行。從執行成果來看，效果應屬顯著。 
羅德興 2004 IC 設計產業生

態之競合與演

化關係之研究 

以生態系之競合與演化為理論架構，對聯發

科…等四家 IC 設計公司作實證研究，說明企

業在其所在環境中為求生存而相互競爭及合

作，形成創新演化與對環境的回饋。 
張仕岦  2004 台灣 IC 設計產

業之競爭策略

與創新經營 

該研究認為，人才、資金、技術及市場是 IC
設計產業成功發展的基本要素，而「行銷通路

管理」、「價值鏈管理」、「智慧資本管理」、以

及「顧客導向管理」之 S2IC 核心能力，則是

台灣 IC 設計業者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對於

未來 IC 設計產業的發展方向有「SoC 產品發

展」、「策略聯盟之垂直似整合的合作模式」、

「大者恆大的集團化趨勢」、「大陸市場崛起的

商機掌握」 
朱建彰 2004 IC 設計公司技

術併購之重要

因素研究–以
A、B 公司併購

案為例 

該研究使用文獻回顧法與專家訪談法進行個

案研究，研究已經完成併購一年半之 A 公司與

B 公司併購案之併購動機、併購整合與併購成

效評估的重要因素。 

曹正芬 2004 我國高科技領

導廠商及跟隨

廠商之關鍵成

功因素與競爭

策略之比較分

析--以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 IC 設

計廠商為例 

採用 Michael E. Porter 競爭策略理論架構及

David A. Aaker 策略分析理論，以問卷方式，

比較、分析顯示，領導廠商和跟隨廠商群以「產

品研發能力」、「有能力自行研發關鍵技術」、

「領先的設計能力」、「推出新產品的能力」、

「研發團隊的整合能力」為關鍵成功因素，這

五項因素與「差異化策略」密切相關，領導廠

商具有較跟隨廠商群豐富的關鍵成功因素。 
劉光宗 2004 企業成長策略

的選擇與分

析：以 IC 設計

業為例 

從進化觀點，資源基礎理論、動態能力、交易

成本、與社會網絡等相關研究文獻中，整理出

企業有三種基本的成長策略：「進化論觀點，

階層式的一般性擴張策略」、「購併策略」、「利

用組織間觀點，發展非階層非市場的混合式網

絡關係」。並據此來探討台灣四家 IC 設計公司

在成長過程中策略選擇的差異與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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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份 題目 內容概述 
呂正平 2003 台灣新創 IC 設

計公司之成功

因素研究 

藉由因子分析法，探討台灣 IC 設計新創公司

之關鍵成功因素，歸納得出供應商議價、技術

能力、行銷與通路、品質認證及員工福利為新

創 IC 設計公司最重要之關鍵因素。 
巫維元 2003 台灣中小型 IC

設計公司成長

策略之研究 

針對中小企業的成長策略做探討，由市場面(客
戶面)、技術及產品面、整合面，歸納出台灣中

小型 IC 設計公司營運時的成長策略。 
張玉標 2003 台灣 IC 設計產

業競爭關鍵成

功因素分析 

採因子分析法、文獻蒐集與評論法及專家訪談

法，得到關鍵成功因素為：競爭力、財務與資

金、IP 相關、人力資源、製程技術、核心與多

元技術、全面性客服能力、市場性、群聚、顧

客導向及創新等 11 項因素。 
鍾文凱 2003 我國 IC 設計公

司之關鍵成功

因素探討 

利用問卷及訪談結果歸納出過去之關鍵成功

因素。其後利用問卷調查，以 t 檢定及ｚ檢定

進行測試，發現產品策略執行與未來經營上的

關鍵成功因素。 
陳建宏 2003 台灣 IC 設計產

業經營模式探

討 

該研究由 IC 設計產業在市場策略、技術能力、

組織型態、及財務資源四個面向的佈局與資源

能力的取得，探討台灣 IC 設計產業相對於美

國 IC 設計產業在經營模式上，對產品市場變

化所作的因應改變。 
范自強  2003 IC 設計公司購

併目標之選擇

---以策略與效

率角度分析 

針對 IC 設計公司執行購併時以未來綜效為評

估的重點，包含「以實現公司的策略藍圖為出

發點」、「以技術取得為主要之目的時」、「利用

DEA 之差額變數分析、規模報酬分析、虛擬

乘數分析，提出對專業 IC 設計產業在管理經

營面上，進行適當的資源分配及整合」 
趙凌強 2002 個案討論─聯發

科技是否應發

展 GPRS 手機

晶片組 

利用聯發科在增加新產品線時，如何依自身特

性選擇手機晶片組做為標的，加以個案分析，

探討產品規劃的思考模式。主要評估的方向是

以風險、五力分析與適合性三方面作評估。 
王重堯 2002 新創資訊科技

公司的科技策

略研究-以臺南

科學園區 IC 設

計業為例 

從「母公司為何成立新的 IC 設計公司」與「科

技策略的差異」兩大構面分析，並由科技策略

與核心能力的角度來探討個案公司的相同與

差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 21 - 

第三章、研究設計 

  本研究發現，聯發科在每一產品線的發展歷程上，皆有其固定的發展模式，

首先，在每個產品線上，聯發科皆不是先行者，而是後進者，進入的時間點大

多落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中，該產品技術市場已經跨越『鴻溝』後的時間

點附近。而聯發科雖然身為市場的後進者，卻能夠切入市場，不但佔有一席之

地，而且能夠後發先至，進而成為市場領導者。並在不同的產品線，不斷複製

其成功模式。 

  其所採行的策略，在技術、經營面上，皆有其事中之理，因此本研究將採

用更高層次的觀點，加強資料深度與廣度的收集，進而了解全局、把握重點，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解讀聯發科的成長來自於「分形理論」中重疊代生而成的

成長密碼，包含「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破壞性創新理論」、「價值鏈演進理論」、

「核心能力」。 

         

 

圖 3.1 理論基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經由綜觀聯發科的資料，我們假設其策略雛形可以從技術面與產業面兩個

面向來看，經由這兩個面向切入，歸納分析，找出聯發科的成長策略（do the right 
thing），以及其策略執行（do the thing right），如圖 3.2，最後找出縱貫各個產品

線之策略的不變法則，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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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成長策略及其策略執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3 策略及及理論基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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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圖 3.4，我們的研究設計，將基於「分形理論」、「技術採用生命週

期」、「破壞性創新理論」、「價值鏈演進理論」、「核心能力」等理論基礎，針對

聯發科的光儲存產品線、無線通訊產品線、數位電視產品線等三個目前最主要

產品線，進行實證研究，以解讀找出聯發科成長的規律法則與策略。 

研究動機、目的

現象描述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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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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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研究設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 24 - 

第四章、聯發科技公司簡介 

4.1 歷史與成就 

  聯發科技（MediaTek Inc.）成立於 1997 年年 5 月 28 日，後於 2001 年 7 月

23 日在臺灣證券交易所掛牌上市。聯發科的成立，要從其董事長蔡明介先生與

其母公司聯華電子（UMC，聯電）談起。聯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先生，原為聯

電第二事業群總經理，蔡明介先生從 1983 年進入聯電之後，於聯電 15 年期間，

建立起聯電的 IC 設計部門，其領域擴及電腦、通訊及消費性產品。實際產品包

括語音晶片、計算機晶片、286 電腦微控制器……等等。1995 年聯電決定改走

晶圓代工（foundry）路線，聯電身為專業的晶圓代工廠，必須謹守不與客戶競

爭的原則，只能單純幫客戶生產製造 IC，因此，原來由蔡明介創立帶領的聯電

IC 設計部門，部門中的各個單位，紛紛陸續切割或獨立於聯電之外，其中之ㄧ

的「多媒體研發小組」，則獨立成為聯發科技，聯發科技總經理卓志哲先生與執

行副總劉丁仁先生等核心領導團隊成員，大多原任職於聯電多媒體研發小組。 

表 4.1 全球 2007 年第一季無晶圓廠 IC 設計公司前十名排行 

排名 公司 
2007 年第一季 

（單位：十億美元）

2006 年 
（單位：十億美元）

1 QUALCOMM $1.300B $4.3B 
2 Broadcom $0.901B $3.7B 
3 NVIDIA Corporation $0.844B $3.1B 
4 SanDisk Corporation $0.786B $3.3B 
5 Marvell Technology Group Ltd $0.635B $2.2B 
6 LSI Logic $0.465B $2.0B 
7 MediaTek Incorporation $0.450B $1.6B 
8 Xilinx, Inc. $0.443B $1.9B 
9 Avago $0.386B $1.6B 
10 Altera $0.305B $1.3B 

資料來源：無晶圓廠半導體產業協會（FSA, 2007.06） 

  聯發科技是一家專業的無晶圓 IC 設計公司（Fabless IC design house），根

據無晶圓廠半導體產業協會（Fabless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 FSA）於 2007
年第一季的資料，聯發科技在全球 IC 設計公司營收排名第七，如表 4.1；若以

2007 年 7 月 9 日的股市收盤價的市值為基準點，聯發科技市值以新台幣六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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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排名全球第二；從毛利率及營運績效來看，這幾年來都在全球前 10 大

IC 設計公司的平均值以上，2006 年時，無晶圓廠半導體產業協會（FSA）即針

對年銷售額在 5 億美元以上的 IC 設計公司，包括博通、高通和聯發科技…等各

家公司，評估各家公司的投資回報、股本收益率、銷售收入、存貨周轉、淨利

潤、現金流、毛利率、流動比率等財務指標，進而評比聯發科技為全球最佳財

務管理績效的 IC 設計公司。 

  在台灣 IC 設計產業中，聯發科技為其翹楚，從表 4.1 來看，自聯發科技從

1997 年成立後，近六年聯發科技皆蟬連台灣前十大 IC 設計公司排名寶座，在

最近一年的營收表現上，更是以新台幣 796.94 億元，也遙遙領先第二名聯詠科

技的新台幣 361.29 億元，更是第十名晶豪科技的十倍多。經濟日報更以「IC
設計業的鴻海」來形容聯發科技在其領域的遙遙領先地位。 

表 4.2 台灣前十大 IC 設計公司歷年排名 

排

名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 威盛 矽統 威盛 威盛 威盛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聯發科

2 矽統 威盛 矽統 聯發科 聯發科 威盛 威盛 威盛 聯詠 聯詠 聯詠 
3 揚智 矽成 聯發科 凌陽 瑞昱 瑞昱 凌陽 凌陽 威盛 奇景 奇景 
4 矽成 揚智 凌陽 矽成 凌陽 凌陽 聯詠 聯詠 凌陽 威盛 群聯 
5 宇慶 聯發科 揚智 瑞昱 揚智 聯詠 瑞昱 矽統 奇景 凌陽 瑞昱 
6 凌陽 凌陽 盛群 盛群 聯詠 揚智 揚智 奇景 矽統 群聯 威盛 
7 義隆 聯詠 矽成 晶豪 義隆 義隆 晶豪 瑞昱 瑞昱 瑞昱 鈺創 
8 瑞昱 宇慶 瑞昱 聯詠 盛群 盛群 義隆 晶豪 鈺創 鈺創 凌陽 
9 台晶 瑞昱 聯詠 義隆 晶豪 晶豪 奇景 鈺創 群聯 矽統 創意 
10 鈺創 鈺創 義隆 鈺創 鈺創 鈺創 鈺創 揚智 智原 晨星 晶豪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工研院 IEK(1997~2007) 

   聯發科技不論是在產品或是公司治理上，均獲得國內外的肯定如下： 

 2007 年，數位時代雜誌以營收金額、營收成長率、稅後純益、獲利率、股

東權益報酬率等五項為評選指標，將台積電、聯發科技、鴻海列為台灣科

技 100 強的前三名。 

 2006 年，無晶圓廠半導體產業協會（FSA）評比聯發科技為全球 IC 設計

公司最佳財務管理績效。美國 Forbes 雜誌將聯發科列為亞洲企業五十強之

一。 

 1988~2006 年，連續九年皆獲得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品獎（1998 年，

CD-ROM 晶片組；1999 年，DVD-ROM 晶片組；2000 年，CD-R/RW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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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2001 年，高整合度 DVD-Player 晶片組；2002 年，COMBI 複合型光

碟機晶片組；2003 年，DVD-Dual 覆寫型光碟機晶片組 2004 年，

DVD-Recorder Backend 單晶片；2005 年，GSM/GPRS 多媒體相機手機晶

片組；2006 年，Blu-ray/HD DVD/DVD/CD 通用覆寫型光碟機晶片組）。 

 2004 年，歐元雜誌(Euro Money)評選全球最佳公司治理典範企業，台灣區，

高科技業第三名。 

 2003 年，獲得亞元雜誌(Asia Money)評選為亞洲最佳公司治理企業之一。 

 2003 年，獲得第十五屆行政院國家品質獎。 

 2001 年，獲得第九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之卓越成就獎。 

4.2 產業鏈結構關係 

CAD、CAE

IC銷售 產品銷售

光罩製造

晶圓製造

封裝

測試

IC設計 系統組裝

硬體
電路設計

零組件
選擇採購

安規認證

韌體設計

軟體設計
使用者介面

供應鏈管理

工業設計
（ID）

結構設計
（MD）

品質

品牌

 

圖 4.1 電子產品的產業鏈結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如圖 4.1 所顯示的，一個交到消費者手中的終端產品需要經過設計、晶圓

製造、封裝測試、系統組裝、通路、銷售等流程。這也是電子產品的產業鏈結

構。若以整個電子產品的生產流程來看，通常可以分為： 

 上游：IC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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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組織、關係架構與產品技術 

4.3.1 聯發科技公司組織 

  聯發科的公司總部設於台灣，於臺灣、深圳、合肥、美國矽谷、洛杉磯、

印度孟買、新加坡、韓國等地設有研發與銷售團隊，至 2006 年 8 月底員工總數

為 1,758 人，其中研發人員為 1,546 人，佔公司人數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比例，

其中有近八成以上人員具備碩士或博士的學歷，反映出研發人員的素質相當優

良整齊，也可說明聯發科非常重視研發工作，除此之外，聯發科在市場的優異

表現，也吸引許多優秀人才的加入。聯發科公司內部的組織如圖 4.2 所示，各

部門執掌則如表 4.3 所示。 

 

圖 4.2 聯發科組織圖 

資料來源：聯發科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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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聯發科各部門業務 

部門 業務內容 
光儲存事業部   研發及推廣光儲存領域之晶片。                         
數位消費事業部 研發及推廣數位消費性產品晶片。                      
無線通訊事業部 研發及推廣無線通訊晶片。                            
數位電視事業部 研發及推廣數位電視晶片。                             
設計技術工程處 設計服務與技術平台之發展。                           
資訊工程處  資訊系統架構、電子商務策略、資訊系統發展與營運。 
製造工程處  研發產品之試產及技術發展等。 
品保暨資材處  產品品質、可靠性與客戶滿意度管理、生產企劃及採購業務。

法務暨智慧財產處 企業法務、合約、專利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管理。           
人力資源處  人力資源管理與組織發展、總務、廠務、工安等。         
財務處  財會、稅務管理、資金/資產管理、策略投資及投資人關係等。

稽核室  內部稽核與作業流程管理。 

資料來源：聯發科年報 

4.3.2 聯發科技公司關係網路 

 

圖 4.3 聯發科關係網路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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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發科本身專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的 IC 設計研發，而為了拓展其事業經營

的目的，如圖 4.3 所示，聯發科兼顧供應鏈上中下游的關係，與產品線、技術

的整合，組合出其公司對外與對內嚴密的關係網路。  

  如此一來，在供應鏈上，從 IC 設計工具、生產、測試、銷售都有完整的關

係網路支援，可以兼顧生產時效、成本，並提供下游系統廠商完整的產品銷售

與技術支援服務。在技術面與產品線上，可以提供完整的產品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不但提升產品自己產品的競爭力，也增加產品線的的深度與廣度。 

  將聯發科的關係網路展開來看，如圖 4.4 與圖 4.5 所示。我們可以發現，聯

發科透過直接投資，或由旗下的投資公司進行併購或技術購買，加上其董監事

關係，組合出嚴密的對外關係網路。 

 

圖 4.4 聯發科董監事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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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聯發科投資或其併購公司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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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專利佈局 

  聯發科除了利用併購的方式來擴張版圖之外，從聯發科成立之初，由於在

DVD 市場的亮麗表現，也吸引國際大廠注意，並利用專利訴訟來攻擊，但在

2002 年之前，聯發科本身擁有的專利僅 20 餘件，專利保護嚴重不足。在 2003
年時，與美商 ESS Technology 在 DVD 韌體著作權的訴訟案失利，為了和解，

聯發科需分兩年支付約 9,000 萬美金，聯發科面臨第一次專利訴訟失利所付出

將近當年 EPS 的 10%的慘痛代價後，開始以併購與購買進行專利佈局，如圖

4.6 所示。  

 

圖 4.6 聯發科購買專利、技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003 年聯發科向 Sarnoff 公司購買數位視訊相關技術專利及申請案共 211
件，以視訊技術為主，2004 年以 3 億多台幣購買 IBM 應用在光碟機及手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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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晶片領域的專利及專利申請案共 350 件，之後透過公司、技術或部門併購

與技術授權，聯發科取得大量的專利，其成效也在之後陸續開花結果，不但有

能力對訴訟提出反擊，並在之後的侵權訴訟中，與國際大廠，如日本三洋、日

本松下互相和解，不需付出賠償金額。這些嚴密的專利布局，不僅可以作為防

禦用途，也可作為攻擊用途，撐起產品保護傘。 

4.3.4 擴張策略 

 

圖 4.7 聯發科併購其他公司、購買專利、技術與支付金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前面所述，將聯發科併購其他公司、購買專利、技術的指標性公司與

支付的金額，我們可以發現，整體而言，聯發科花費在併購、購買專利的費用

的確呈現上揚的趨勢，在 2007 年達到最高峰，當時聯發科以現金三億五千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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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聯發科產品線及營業收入表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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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實證分析 

  聯發科在 DVD-ROM 光碟機、DVD 播放機晶片組的創新模式與切入時間

點歷程如圖 5.6，而聯發科從其中發展出的核心能力如圖 5.7。在 DVD-ROM 光

碟機或 DVD 播放機晶片組的市場，聯發科並不是先進者，早在 1995 年，晶片

組市場上就已經有 OAK、Zoran、ESS、Panasonic…等先進者，但由於當時美

國好萊塢的電影業者，為保持電影的既得利益，因而對 DVD 格式與規範提出

諸多要求，阻礙 DVD 市場發展，也讓聯發科得以利用這段寶貴的時間，在 1999
年，DVD-ROM 光碟機與 DVD 播放機晶片組的市場，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已

經跨越鴻溝、市場即將起飛之際，聯發科才切入 DVD 晶片組市場，推出其第

一款 DVD-ROM 晶片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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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聯發科在 DVD-ROM 光碟機、DVD 播放機晶片組的創新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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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多媒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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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單晶片整合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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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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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聯發科在 DVD-ROM 光碟機、DVD 播放機的產品與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於聯發科在 DVD 的倍速競賽中，已經遠遠落後市場上的先進者，因此，

1999 年聯發科一切入這個市場，就從當時市場的最高規格 10 倍速 DVD-ROM 
晶片組（MT1316/MT1318）切入，該晶片組同年亦獲得「科學工業園區創新產

品獎」的肯定，另外也推出 DVD 播放機晶片組，憑藉著之前在 CD-ROM 市場

打下的深厚基礎，聯發科的 DVD-ROM 晶片組與 DVD 播放機晶片組 1999 年

推出後，在 2000 年的全球市佔率就分別達到 18%與 21.9%。 

  聯發科在 DVD 的產品線上，複製其 CD-ROM 產品線的成功模式，除了依

循著持續性創新的軌跡，在 2000 年繼續推出 16 倍速的 DVD-ROM 晶片組搶

攻市場之外，更積極的朝高整合性與低成本的解決方案發展，並與下游系統廠

商保持良好的合作關係，為系統廠商有效節省零組件成本並提高競爭力。 

  2001 年聯發科推出整合 Servo 與 MPEG2 二合一的 DVD-ROM 單晶片

MT1369，2002 年領先全球推出 16 倍速的 DVD-ROM 單晶片與 DVD 播放機單

晶片。當年，聯發科與揚智科技在 DVD 播放機的 Servo 晶片市場共佔七成，而

外商 ESS、Zoran 與 LSI 等廠商，則佔 MPEG2 晶片市場約九成，但此一局面在

聯發科推出整合 Servo 與 MPEG2 二合一單晶片開始改變。當時市場上所有的

DVD 播放機廠商仍以兩到三顆晶片進行產品設計組裝，而採用聯發科提供解決

方案的廠商，只要用一顆單晶片就能做出 DVD 播放機，而且聯發科還提供參

考設計，沒有研發能力的系統廠商，只要依循聯發科所提供的參考設計，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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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 DVD 的市場上，聯發科在 2001 年推出的 DVD-ROM 與 DVD 播

放機二合一單晶片後，顛覆市場競爭基礎，不但為下游系統廠客戶增加實質競

爭力，更為自己開發更多技術能力不足，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競爭優勢的新客戶。

所以到了 2002 年，光儲存晶片（ODD）佔其營業比重大幅提升至 60.44％，而

DVD 播放機則佔其營業比重則從 2000 年的 24.86%提升到 39.56％，在市場佔

有率的表現上，光儲存晶片的全球市佔率高達六成，DVD 播放機的全球市佔率

高達 55%，成為全球最大的光儲存與播放機晶片組供應商，而且至今一直保持

其領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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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聯發科在 2006 年底切入市場，就推出 7 倍速的晶片組，是全球第一

套速度最快及整合度最高的晶片組。2007 年開始，Blu-ray Disc 與 HD DVD 的

規格之爭已經進入尾聲，可以預見 Blu-ray Disc 市場將會有爆發性的成長，聯

發科的解決方案也適時的在此時陸續被系統廠採用，進入消費市場。2007 年 3
月時，透過併購 NuCORE，取得原 NuCORE 的客戶。同時藉由原 NuCORE 團

隊，成立日本分公司，期望能將 Blu-ray DVD 播放機與其他產品打入日本市場。 

  由於 Blu-ray Disc 的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目前仍是處於前期階段，而聯發科

不論是在切入的時間點，或是創新模式上，初期看來仍然類似之前的軌跡模式，

因此，未來在 Blu-ray Disc 市場，聯發科的成長將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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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光儲存產品線結論 

  從圖 5.9 顯示各世代光儲存產品之出貨統計，包含 CE 與 PC 等各類應用產

品，同時也標出聯發科的切入各世代的時間點，由此我們除了可以很明顯的看

出各世代光儲存產品的世代交替之外，更可以發現，在每個世代的產品上，聯

發科都不是先行者，聯發科每個產品線的第一項產品推出時，都已距離市面上

最早的產品三、四年後了，但這每個關鍵的三、四年間，CD-ROM、VCD 市場

因為價格因素與相關應用尚未明朗，DVD 市場則是因為規格爭議與美國電影業

者對於光碟內容保護的要求，Blu-ray Disc 市場前景也因為規格之爭而昏暗不

明。這三個世代的光儲存產品，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中，因為前述原因而難以

跨越鴻溝，直到前述的障礙塵埃落定為止，市場才開始起飛。因此，聯發科在

這三個世代的光儲存產品，雖然都不是先行者，但都是在市場跨越鴻溝、進入

保齡球道，即將出現龍捲風暴時進入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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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全球光儲存產品之出貨量（含 CE 與 PC 應用）及聯發科切入時間點 

資料來源：BOC；拓墣產業研究所（2007 年 8 月） 

  而聯發科之所以能以後進者的姿態進入市場，站穩腳步，並成長茁壯，其

所憑藉的策略，就是利用破壞性創新，提供 

1. 更低成本、更穩定可靠、更高整合度的解決方案 

2. 更多功能與更多附加價值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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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光儲存產品價值鏈重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如圖 5.10，在整個價值鏈上，聯發科藉由將價值鏈重組，將原本系

統廠所需的負責的軟硬體設計涵蓋進來，為下游客戶與消費者創造更高價值，

提供給系統廠整合度更高、功能更多的系統單晶片、完整的系統解決方案，包

括硬體電路設計、韌體設計、軟體設計與使用者介面…等參考設計，除了讓系

統廠節省研發人力物力，或是受限於基礎研發人力的小廠也能加入競局，也讓

採用聯發科解決方案的系統廠商，更能專注於後端的工業設計、結構設計、甚

至能投注更多心力在品質與品牌的經營上。 

  如此一來，聯發科不但為下游的系統廠客戶提供更高的價值，最終系統廠

製造出來的產品，也能為消費市場上最終端的顧客創造更多樣性的功能與附加

價值，讓所有環節皆能提高其獲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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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光儲存產品的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而聯發科在這過程中，也不斷累積其核心能力，如圖 5.11，而且秉持著練

好基本功的態度，主要的核心技術皆由聯發科自主研發，其所建立的核心能力

包含前後端的射頻放大器、類比訊號處理與數位訊號處理、各種壓縮格式編解

碼及伺服控制…等等，並將這些技術在各個產品線間靈活運用，聯發科最新的

DVD 播放晶片，就是將原本為 BD/HD DVD 產品線所研發出的 MPEG4 與

WMV9 的視訊格式與後續為數位電視所研發出的 HDMI、DVB-T…等新技術，

VCD、CD-ROM前後端技術與

多媒體技術（MPEG1、

Video、Audio）、系統單晶

片整合能力 

DVD 前後端技術與多媒體

技術（MPEG2）、軟韌體與

應用系統開發整合能力

Blue-ray DVD 前後端技術

與多媒體技術（H.264、
MPEG4、WMV9） 



- 60 - 

融入 DVD 播放晶片中，讓舊有的產品線相較於競爭對手，更具競爭力，也能

延續其生命週期。 

  當然，在這過程中也也不是一帆風順，聯發科也曾錯估技術採用生命週期，

推出不符合使用者需求功能的產品，例如支援錄影功能的 DVD 晶片組。除此

之外，聯發科的快速成長也引來競爭對手的攻擊，面臨幾次專利訴訟，因此聯

發科也陸續以購買專利技術的方式，快速構築自己的專利防線。 

  在 CD-ROM、VCD 市場，聯發科從 1997 年進入這個市場，在 2000 年的

市佔率就達六成，而且一直保持領先。在 DVD-ROM、DVD 播放機市場，2001
年推出二合一單晶片打破市場競爭基礎後，2002 年光儲存的全球市佔率就高達

60%DVD 播放機市佔率達 55%，至今一直保持其領先地位。 

  在 Blu-ray Disc 市場，我們看到聯發科在去年 2007 年已經有極具功能優勢

的產品推出，而規格之爭已經在今年 2008 年落幕，不再有爭議，因此，可以預

期的是 Blu-ray Disc 的技術採用生命週期已經跨越鴻溝，在這兩年內，市場上

即將因為光儲存世代交替而掀起龍捲風暴，而聯發科已經準備好乘勢而起，即

將重演 CD-ROM、VCD 市場與 DVD 市場的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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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手機功能、技術與供應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如圖 5.13，一支手機的誕生，除了透過供應鏈上的環環相扣外，還需考慮

如上所述的基本功能，只是不同世代的手機之間的差異在於通訊技術的進步、

整合度，以及額外的功能模組。例如整合基頻、射頻、電源管理晶片或多媒體

處理功能的單晶片解決方案，或是加入多媒體應用與處理功能、數位相機、多

媒體訊息服務（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 MMS）、更高解析度與更高色階的

彩色螢幕、FM 收音機、MP3、遊戲、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輔助全球衛星定位系統（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GPS）、藍

芽（Bluetooth）、視訊通話、即時影音、行動電視…等等。因此，隨著手機功能

越來越多，後段所需的功能模組也越來越多，除了原本的基頻晶片外，多媒體

（Multimedia）晶片及影像（Image）晶片…等等額外的功能模組，也紛紛加到

手機中。 

  但相對上，也由於手機整合的功能越來越多，手機對於內部硬體、軟韌體

的需求已不再僅止於達成通訊功能，而是需要更多的影音、運算功能。手機所

需要的元件與系統複雜度提高、設計上與製造技術的更加複雜化，也造成手機

系統廠商的進入門檻，如何在高度複雜的系統上，兼顧功能的豐富性與系統的

穩定性，更要考慮原有通訊品質與輕薄短小的時尚外觀、還要符合人性需求、









- 67 - 

（單位：百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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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全球照相手機出貨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拓墣產業研究所（200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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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搭載 GPS 功能手機出貨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iSuppli（2007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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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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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內建於手機的 Wi-Fi 晶片出货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In-Stat China（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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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中國 TD-SCDMA 用戶數預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賽迪顧問公司（CCIDConsulting）（2007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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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年，為了開發基頻晶片，蔡明介董事長從美國 Rockwell 公司將徐至

強挖角至聯發科，擔任聯發科無線通訊事業部總經理，現任為聯發科資深副總，

2001 年 1 月聯發科就成立手機研發部門，開始基頻晶片研發。在 2004 年 1 月

順利推出 GSM 手機晶片組，8 月推出 GSM/GPRS 多媒體手機晶片組。 

  但由於聯發科在手機通訊與各種相關應用的領域中，遠不如這市場中各個

先進者琢磨深厚，因此聯發科有許多技術缺口，亟需更多的投入與補強，但市

場的競爭快速，時間的壓力迫使聯發科必須更快速的彌補這些技術缺口。聯發

科透過併購、轉投資、技術購買等方式，以求快速彌補其不足之處，表 5.5 顯

示聯發科在手機領域及其相關應用上的併購、轉投資、技術購買歷史。 

表 5.5 聯發科在手機領域併購、轉投資、技術購買歷史 

日期 歷史事件 備註 

1998 年 7 月 轉投資原相科技 
原相科技主要致力於 CMOS 影像感測器的

設計、研發與行銷，而其技術可用於照相手

機與動作控制功能上。 

2002 年 9 月 
與正崴精密科技董

事長郭台強合作，投

資成立達智科技。 

達智以聯發科晶片所設計的 GSM 手機，於

2004 年第一季出貨，打開聯發科手機晶片的

知名度，並曾透過達智、進入 LG 低價手機

ODM 供應鏈。達智後於 2005 年被正崴精密

科技併購。 

2003 年 轉投資曜鵬科技 

透過旗下翔發投資轉投資曜鵬科技 52%股

權，主要產品為用於照相手機的多媒體處理

器晶片。2005 年 8 月時，聯發科計畫收購原

本轉投資的曜鵬科技剩餘的 47.34％股份，但

之後因曜鵬科技捲入智財訴訟而取消收購計

劃。 

2004 年 5 月 
併購 Pixtel 
Communication 

Pixtel Communication 是專注於手機人機介面

的軟韌體廠商，曾經承接過 Motorola 手機的

設計工作。 

2004 年 6 月 併購揚智科技 

揚智科技原本主力產品為 DVD 晶片，但被併

購後，專注於 STB 晶片與 MP3 晶片，目前

是全球前五大 MP3 晶片供應商，MP3 播放技

術可用於音樂手機平台上。 

2004 年 10 月 

取得美商 Sarnoff 公
司之數位. 視訊相關

專利及專利申請案

共約 200 件。 

涵蓋了數位視訊方面的重要技術，可以廣泛

應用在數位電視、液晶電視、數位影音錄放

影機等領域。並可藉此強化專利布局，防止

國外科技大廠興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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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歷史事件 備註 

2004 年 12 月 
併購集耀科技

（Inprocomm） 

集耀科技是專注於 WiFi 802.11a/b/g 基頻晶

片設計公司，WiFi 技術可運用於雙頻手機的

設計上。 

2005 年 10 月 
購買 IBM 的專利及

專利申請案共350件

IBM 相關技術與專利可應用在光碟機及手機

等相關晶片領域。聯發科可藉此強化專利布

局，防止國外科技大廠興訟。 

2006 年 10 月 

向中國的軟體商博

動通訊，買下行動通

訊裝置之仲介及應

用軟體相關技術共

77 件 

博動通訊（Pollex Mobile Holdings Limited）
是中國唯一一家專業智慧型手機軟體平台供

應商，以聯想、海爾、東信大陸國產手機為

主要客戶。聯發科著眼於加強中國手機市場

開發及客戶服務。 

2006 年 12 月 
向明基電通取得絡

達科技（Airoha）
31.55％股權 

絡達科技原為明碁的子公司，專注射頻晶

片，客戶多數為中國 PHS 及 2.5G 手機廠商。

目前產品以 PHS 手機射頻晶片、WiFi 射頻晶

片、FM 諧調器。 

2007 年 1 月 
主導成立新公司業

程科技 
佈局手機用的指紋辨識技術 

2007 年 3 月  併購 NuCORE 

NuCORE 擁有高階數位相機及數位攝影機的

數位影像處理晶片與相關技術。聯發科併購

NuCORE 後亦可順勢取得原 NuCORE 的客

戶，如松下、賓得士（PENTAX）訂單。同

時藉由原 NuCORE 團隊，成立日本分公司，

將數位相機、藍光 DVD 播放機、高畫質數位

電視及衛星導航系統打入日本市場。 

2007 年 5 月  
透過子公司業程科

技收購宜霖科技部

分資產 

宜霖科技的主力產品線為 CMOS 影像感測器

及指紋辨識感應器晶片，藉由此次收購，取

得指紋辨識技術，此技術可提升其在手機晶

片的保密功能。 

2007 年 5 月  
主導成立新公司景

泰通訊，2008 年 2
月更名為景發科技 

景泰通訊定位為手機設計公司，專注於開發

全球電信業者專屬的應用介面及相關軟體，

為聯發科的客戶提供解決方案，並開發智慧

型手機的完整解決方案。 

2007 年 8 月 
透過業程科技併購

瀚群科技，取得瀚群

股權與主導經營權。

取得指紋辨識系統的技術，加上之前由宜霖

科技取得的指紋辨識晶片技術，將可完整的

整合指紋辨識的上下游關係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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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歷史事件 備註 

2007 年 9 月 

以現金約 3.5 億美元

取得 ADI 旗下

Othello 和 SoftFone
手機晶片產品線相

關的有形及無形資

產以及團隊。 

透過併購 ADI，聯發科可以進軍 ADI 耕耘已

久的中國 3G 標準的 TD-SCDMA 手機市

場，擴展原本屬於 ADI 的客戶群，如

SAMSUNG 及 LG 等手機大廠。最重要的是

取得手機前端射頻技術及無形手機晶片專利

技術。 

2007 年 11 月 
聯發科宣佈併購視

訊壓縮及測量技術

廠商 K-Will 

K-Will 為日本電信業大廠 KDDI 的子公司，

專精於視訊壓縮及測量技術，聯發科在併購

K-Will 後取得該公司 Video DNA 的技術專

利，有助於未來進行數位相機、數位電視、

行動電話視訊等晶片市場佈局。  

2007 年 11 月 
聯發科轉投資的曜

鵬科技收購坦能電

子 

取得高品質音頻(AUDIO)及數位通訊接收等

關鍵技術，有助於切入音樂手機與歐美規格

數位音頻廣播（DAB）晶片市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綜合表 5.5 與前述 3.3.2 章節來看，聯發科在整個產品線上的佈局已

有相當程度，身為後進者了聯發科，為了持續成長，切入競爭激烈、變動迅速

的手機晶片市場，在核心技術上，聯發科仍然秉持著練好基本功的態度，在核

心關鍵技術上堅持自行研發，從 2000 年到 2004 年，不到四年的時間，研發出

GSM、GPRS 等核心技術。 

  但由於手機晶片牽涉到的應用層面廣，系統開發平台繁瑣複雜，加上只有

單純通訊功能的手機晶片已經布符合市場需求，需要附加更多符合使用者需求

的功能，因此從 2004 年到 2007 年期間，我們可以看到聯發科不同於光儲存產

業的發展策略，以併購、轉投資、技術購買等方式，快速而有效率的取得發展

手機產品線所需的技術與佈局。綜合表 5.5 和圖 5.19，我們可以更進ㄧ步的看

出聯發科在無線通訊產品線佈局上的關係圖與所併購、轉投資、技術購買的策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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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聯發科在無線通訊產品線的佈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供應鍊的部份，聯發科從光儲存晶片開始就已經打下相當深厚的基礎。

從設計晶片所需要的自動化軟體、晶圓代工、封裝測試領域、晶片通路代理領

域與系統組裝領域的各家廠商皆保持良好的關係。例如製作晶片的聯華電子是

聯發科的原始股東之一，而達智科技是聯發科董事長蔡明介與正崴精密科技董

事長郭台強合作投資的手機系統商。 

  在通訊技術的部份，聯發科在 GSM 這些基本技術上，從兩千年開始自行

研發，把基本功練好之後，再用併購、轉投資或技轉的方式進行快速擴張，2004
年併購 WiFi 基頻晶片的集耀科技， 2006 年併購 PHS 手機射頻晶片和 WiFi 射
頻晶片的絡達科技。 

  在應用面上，聯發科從原有光儲存領域累積的多媒體技術開始，並且在

1998 年時轉投資 CMOS Secsor 的原相科技；轉投資用於照相手機的多媒體處理

器的曜鵬科技、併購 NuCORE、K-Will；併購揚智科技用以開發音樂手機跟行

動電視所需的技術、購買 Sarnoff 公司的專利；除此之外，更關鍵的是可以讓消

費者接受的人機介面，因此，聯發科在 2004 年併購了曾經幫 Motorola 設計過

的人機介面的 Pixtel Communication，為聯發科的手機晶片打造更完整的人機介

面功能。到此刻，聯發科在 2G 與多媒體手機已經統合發展相當足夠的核心能

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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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大唐移動的前五大股東與其關係圖 

資料來源：高曙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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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聯發科在無線通訊晶片組的產品與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聯發科在無線通訊晶片組的產品與核心能力如圖 5.23 所示，雖然，目前尚

未像 DVD 產品線一樣取得絕對領先的地位，但目前聯發科的手機晶片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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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鴻溝過後的階段，聯發科在這市場上仍是充滿機會，而且已經準爆好蓄勢待

發，創造低價手機、3G 手機、雙模手機、多功能與智慧型手機市場的龍捲風暴。 

 

圖 5.24 無線通訊產品線的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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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聯發科在無線通訊產品線未來的佈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5.4 無線通訊產品線結論 

  從全球手機出貨量來看，2004 年，聯發科才切入這市場，似乎已經錯過時

機。但其實不然，從百萬畫素的照相多媒體手機、GPS 手機、雙模手機、3G
手機…等等不同功能市場來看，從 2004 年到 2008 年間，聯發科其實都能掌握

時機，在各個不同功能的市場即將快速成長之際切入市場。 

  聯發科的手機晶片從 2000 年開始自行研發通訊技術上的核心技術，秉持著

練好基本功的態度，經過四年後才推出 2G 技術的基頻晶片組。但是，單純的

手機晶片在市場上已經難以有立足之地，必須加入更多功能，才能站穩腳步，

因此，聯發科把基本功練好之後，再利用原本系統開發經驗與多媒體技術的基

礎，再用併購、轉投資或技術轉移的方式，進行快速的擴張，不但提供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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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urnkey solution，也提供更多功能的手機晶片組。2004 年推出支援多媒體功

能的晶片組，在這市場上站穩腳步之後，再從功能面的市場上，開拓更多功能

方面的破壞性創新，進而開創更大的市場，2008 年時再回過頭來，進軍 3G 手

機市場與智慧型手機市場。 

  而聯發科提供的 Turnkey Solution，則是複製之前光儲存產品線在服務模式

上的破壞性創新，提供完整的模組與參考設計，不但提升下游客戶的實質競爭

力，也為自己開發更多原本技術能力不足，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競爭優勢的客戶。 

  因此，聯發科在 04 年進入市場，無線通訊的營業額只有 3 千萬美元，2005
年爆發成長到 3 億美元，2006 年再倍數成長到 6 億美元。在全球市占率將近

14%，而這 14%的市佔率卻佔了聯發科總營收五成以上。因此在這市場上，未

來如果能像光儲晶片一樣存取得領先地位，聯發科的總營收將會呈現更陡峭的

倍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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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也與其他廠商策略聯盟以提供解決方案，如晨星（Mstar）提供數位電視後

端晶片，並與歐洲廠商 CeRoma 合作提供前端晶片。 

表 5.7 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組整合趨勢 

前端 後端 
Digital Demodulator 廠商 Digital 

Tuner VSB OFDM QPSK QAM

MPEG-2 

Decoder

Video 

Decoder 

De- 

interlacer 
Scaler

ATI  ●   ● ● ● ● ● 

Broadcom ● ●   ● ● ● ● ● 

Genesis      ● ● ● ● 

Himax   ●  ● ●  ● ● 

Novatek   ●   ● ● ● ● 

Mediatek  ● ●  ● ● ● ● ● 

Micronas    ● ● ● ● ● ● 

Mstar ◎ ◎    ● ● ● ● 

Philips ● ●   ● ● ● ● ● 

Pixelworks      ● ● ● ● 

Realtek  ● ●  ● ● ● ● ● 

ST ● ● ● ● ● ● ● ● ● 

Sunplus  ●  ● ● ● ● ● ● 

TI ● ●  ● ●  ●   

Trident  ● ● ● ● ● ● ● ● 

Zoran  ●  ●  ● ● ● ● 

 

● 自有技術研發 

◎ 與其他廠商策略聯盟，合作提供解決方案 圖說 

 已整合成系統單晶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賴文漢（2006） 

5.6.3 實證分析 

  雖然數位電視的規格早在 1993 年就已大致確定，但高解析度的畫質需要在

大尺寸電視上播放，才能顯示其畫質優勢，液晶面板技術的特性，剛好符合數

位電視的需求。但在 21 世紀初，受限於生產面板的技術、良率限制，液晶面板

的主要應用以 15 吋~19 吋的液晶顯示器（LCD Monitor）為主，少部分用來生

產 20 吋以左右的液晶電視（LCD TV），全球出貨量一直無法增長，如圖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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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noff 與之後向 IBM 購買的專利，聯發科皆可藉此強化專利布局，防止國外

科技大廠興訟，這也是身為後進者所需採取的防禦措施。 

表 5.8 聯發科在手機領域併購、轉投資、技術購買、結盟合作歷史 

日期 歷史事件 備註 

2003 年 6 月 併購 Tvia 

以 1000 萬美元現金購買美國多媒體顯示

處理器製造商 Tvia 旗下的軟體業務，同

時接收 Tvia 在中國約 90 名軟體工作人

員。Tvia 的軟體技術包括數位電視廣播

(DVB)、 MPEG 4 以及相關的軟體開發套

件（SDK）。 

2003 年 12 月 
向美商晶像 Silicon Image
購買專利技術 

HDMI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之專利及

技術 

2004 年 8 月 
取得揚智近 19%股權，成

為揚智第一大法人股東 

擴大 DVD 播放晶片市佔率，避免殺價競

爭，擴充 STB 晶片技術、MP3 播放機與

USB2.0 相關產品線 

2004 年 10 月 
取得美商 Sarnoff 公司之

數位. 視訊相關專利及專

利申請案共 211 件。 

涵蓋了數位視訊方面的重要技術，可以廣

泛應用在數位電視、液晶電視、數位影音

錄放影機等領域。可應用於數位電視的技

術包括 VSB 與 QAM 調變技術。 

2005 年 10 月 
購買 IBM 的專利及專利

申請案共 350 件 

相關技術應用在光碟機及手機等相關晶

片領域。藉此強化專利布局，防止國外科

技大廠興訟。 

2007 年 7 月 與 IBM 技術合作 
聯發科與 IBM 合作研發毫米波高速無線

技術（mmWave）。 

2007 年 11 月 
聯發科宣佈併購視訊壓縮

及測量技術廠商 K-Will 

K-Will 為日本電信業大廠 KDDI 的子公

司，專精視訊壓縮及測量技術，聯發科在

併購 K-Will 後取得該公司 Video DNA 的

技術專利，有助於未來進行數位相機、數

位電視、行動電話視訊等晶片市場佈局。

聯發科也將取得高階視訊技術，及數位電

視及高畫質電視（HDTV）相關產品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除此之外，聯發科於 2004 年入主揚智科技，揚智在被合併之後淡出光儲存

與 DVD 播放機市場，轉以數位機上盒（STB）、MP3 播放機與 USB2.0 相關產

品等三大產品線作為營運主力，而其中之一即為 STB 晶片，包括 D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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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B-T、DVB-C…等各種規格的整合型單晶片，揚智並於 2008 年開始，搭配

中國清華同方的前端晶片，測試中國規格的 DTMB-TH。 

 

時間

畫質

時間

功能

mmWave

數位電視控制晶片
市場浮現

尚未有客戶的
其他新市場

公司改進軌跡

顧客(系統廠)需求軌跡

time to market

整合度
可靠度
穩定度

2005     2006 2007

時間

20012001

聯發科推出
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組

聯發科推出五合一單晶片

聯發科與IBM合作研發mmWave

 

圖 5.31 聯發科在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的創新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如圖 5.31 所示我們可以看出，聯發科在數位電視控制晶片市場上，

雖然屬於後進者，但聯發科複製在光儲存領域的成功模式，在一開始就以包含

前後端的完整解決方案與整合性的單晶片，切入數位電視控制晶片市場，而在

目前類比電視與數位電視並存的時候，傳統電視機需要外接數位機上盒（STB）
的這個市場，則由揚智來切入。 

  聯發科則 2005 年中，聯發科推出本身第一顆數位電視控制晶片，就已整合

Video Decoder、De-interlacer 及 Scalar 三合一的視訊處理單晶片（Video 
Processor）產品，並搭配自家的 MPEG-2 Decoder 晶片與 Demodulator 晶片等三

顆晶片，並加上其他公司的 Tuner 搭配而成完整的解決方案，一開始就順利切

入數位電視控制晶片市場，從 2006 年開始就已經有瑞軒、聲寶、歌林、冠捷、

唯冠、Samsung…等多家廠商採用，其中冠捷是全球最大的顯示器製造商，與

大廠 Philips 有合作代工關係。2006 年底，聯發科甚至推出整合度更高的單晶

片，將 MPEG-2 Decoder 與 Demodulator 也整合進去，系統廠使用聯發科的數

位電視單晶片，僅需外掛 Tuner，領先原有市場的先進者 Trident 與 Genesis，並

取得 Philips 及 Samsung 等液晶電視大廠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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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r技術
De-interlacer技術
Video Decoder技術
Demodulator技術
03年併購併購Tvia DVB
03年向Silicon Image買專利授權 HDMI
04年併購揚智 STB
04年向Sarnoff購買專利 Demodulator

系統單晶片整合能力
系統開發能力

高速無線傳輸介面技術
07年與IBM合作發展mmWave整合應用

04年STB晶片組（揚智）
05年MPEG-2 Decoder晶片
05年Demodulator晶片
05年三合一的視訊處理單晶片

畫質

功能

mmWave

提供total solution
06年五合一單晶片（Video Decoder＋
De-interlacer＋Scalar＋MPEG-2 ＋
Demodulator ）

time to 
market
整合度
可靠度
穩定度

 

圖 5.32 聯發科在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的產品與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我們可以整理出聯發科在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的產品與核心能力，如

圖 5.32，透過自行研發、併購、購買專利技術的方式，聯發科在數位電視產品

線上，發展出影像處理技術與 Demodulator 技術，包括 Scaler、De-interlacer、
Video Decoder、VSB、QPSK、QAM，加上原本從光儲存產品線複製而來的多

媒體技術與經驗，如圖 5.33，讓聯發科快速且成功的切入數位電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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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數位電視產品線的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數位電視廣播技術（DVB-T、DVB-H、

ATSC）、影像處理技術（MPEG-2、

MPEG-4、H.264、Scaler、

De-interlacer、Video Decoder）、

Demodulator 技術（VSB、QPSK、

QAM）、高速無線傳輸技術（mmWave）

VCD多媒體技術

（MPEG1、Video、
Audio）系統單晶片整

合能力 

DVD多媒體技術（MPEG2、
MPEG4）、軟韌體與應用系統

開發整合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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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產品線結論 

  雖然數位電視的規格早在 1993 年就已大致確定。但受限於面板生產技術和

良率，市場難以跨越鴻溝，直到 2004 年前後，面板廠的第五代生產線開出，大

尺寸面板才有經濟規模效益，LCD TV 市場也隨之開始起飛。而聯發科也在 2005
年推出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組。 

  雖然聯發科進入的時間點雖然不如 Genesis、Pixelworks…等國際大廠，但

聯發科卻是市場跨越鴻溝之後，陸續推出美規和歐規的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组，

成功的切入市場。並且繼續複製之前的成功模式，以完整的全面解決方案和五

合一單晶片，成功的以後進者的姿態後發先至，擴大市占率。2007 年則是進一

步與 IBM 合作開發的高速無線傳輸介面，希望能進一步顛覆電視與 DVD 播放

機之間的有線環境，開創另一波功能市場的破壞性創新。 

  而聯發科的創新成功與重整價值鏈，則是來自於之前累積的多媒體技術與

整合能力的基本功，加上併購 Tvia 與購買 Sarnoff 的專利，讓他能迅速整合原

有後端的影像處理技術、前端的 Demoulator 技術，以及開發整體系統的全面解

決方案。 

  因此到了 2007 年的第三季，聯發科在這領域已經是全球第二大，市佔率

17%，離第一名的 Trident 的 21%只差一點點，而且其季成長率高達 94%，第一

名的 Trident 卻只有 2%，所以，如果以這種加速度的差距繼續成長，不久聯發

科在數位電視控制晶片組市場，將可以取得與光儲存晶片同樣的龍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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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6.1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受到研究時間與資料來源的限制，主要以次級公

開資料作為研究資料的依據。包括：個案公司與相關公司的年報、新聞稿、公

開的財務資料、各專業市場調查公司公開之統計數據、報紙期刊、期貨基金公

司的研究報告與訪談報告、相關論文、書籍…等資料，多為定性的描述，並未

實際與聯發科主要決策者進行訪談、求證，加上資料來源可能帶有主觀意識的

成分，受限於個人對專業技術方面的學識與經驗不足，可能造成分析及推論上

的誤差。 

6.2 研究結論與建議 

  如圖 6.1 所示，本研究發現，聯發科從最早期的光儲存產品線到數位電視

產品線的發展歷程上，皆有如下的固定發展模式： 

1. 在每個產品線上，聯發科皆不是先行者，而是後進者，在「技術採用生命週

期」已經跨越『鴻溝』後，市場即將掀起龍捲風暴的時間點附近，聯發科才

切入市場。 

2. 身為市場後進者的聯發科，在切入市場後，能夠佔有一席之地，後發先至，

進而成為市場領導者，主要是以「持續性創新」與「破壞性創新」，以更低

的成本、更穩定的產品，提供更高效能與更多符合使用者需求功能的產品，

最重要的是以比競爭對手更快的速度，將其創新商品化、導入客戶、量產，

進而成為市場龍頭。 

3. 在破壞性創新中，除了上述的方向之外，聯發科還透過「價值鏈演進重組」，

擴展其價值鍊，提供下游的系統廠客戶更徹底的全面解決方案，改寫 IC 設

計公司與系統廠之間原有的遊戲規則，讓系統廠客戶可以更快的導入設計、

量產，達到 time to market 的目標、提升其更後端的價值，進而提升系統廠

客戶自身的競爭力。 

4. 聯發科的創新成功，歸因於聯發科本身的「核心能力」，而其核心能力的發

展，則是來自於聯發科本身的技術研發，或是透過併購、技術授權、技術合

作所發展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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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聯發科之所以能夠突破「一代拳王」的障礙，陸續在各個產品線取得成功，

則是因為對於各個市場能夠及早佈局，並以既有核心能力為基礎，有計畫的

佈局規劃未來所需的技術與研發實力，在 CD-ROM、VCD 播放機產品線成

功之後，將上述的成功模式，加上其核心能力，縮短其學習曲線，不斷在後

續的各個產品線「分形複製」，在競爭中後發先至，取得成功。 

在每個產品線上，聯發科皆是後
進者，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
已經跨越『鴻溝』後，市場即將
掀起『龍捲風暴』的時間點附近
，聯發科才切入市場。

以更低成本，提供更穩
定、更高效能與更多符合
使用者需求功能的產品。
以更快的速度，將其創新
商品化、導入、量產。
提供客戶全面解決方案，
改寫遊戲規則，讓系統廠
更快導入設計、量產、
time to market、提升其更
後端的價值，進而提升客
戶自身競爭力。

性
能

時間

時間
聯發科的創新成
功，歸因於本身的
「核心能力」，而
其發展，則是來本
身的技術研發，或
是透過併購、技術
授權、技術合作發
展出來的。

其
他
因
素

時間

其
他
產
品
線

以既有核心能力為基礎，有計畫的佈局規劃未
來所需的技術與研發實力，複製成功模式，縮
短學習曲線，不斷在後續的各個產品線「分形
複製」，在競爭中後發先至，取得成功。

 

圖 6.1 聯發科的發展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而對競爭者而言，聯發科的成長策略之所以難以加以模仿，根據本研究可

歸納出下面兩點可能原因： 

1. 聯發科利用重組價值鏈的破壞性創新模式，提供整體系統的全面整合

方案，與下游採用聯發科解決方案的系統廠商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

其影響層面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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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同為競爭對手的 IC 設計公司而言，難以趁隙打破如此緊密

結合的合作關係。 

B. 對採用聯發科解決方案的系統廠商而言，也因為已經投入相

當的資源與成本，如果要完全捨棄而就其他 IC 設計公司的解

決方案，所需付出的成本將不符合效益；而且採用其他 IC
設計公司的解決方案，不見得比較有競爭力。 

2. 聯發科成長策略的基礎，來自於它本身深厚的核心能力與對市場的敏

銳度。讓聯發科可以在正確的時間點，切入正確符合使用者需求功能

的市場。並且有深厚的核心能力，能夠在短時間內，縮短學習曲線，

開發新技術，並整合各個新功能成為系統單晶片，並且開發系統廠所

需，涵蓋晶片技術、軟體、系統硬體、系統韌體的全面解決方案。欠

缺核心能力的競爭對手，即使能夠透過併購或購買的方式取得技術，

但可能欠缺整合能力，導致消化不良；或是無法開發相對應的整合系

統解決方案，功敗垂成；甚至開發的功能，或許有很高的技術含量，

但卻不符合使用者需求或成本效益，或是在主流市場已經過了「康莊

大道」，即將進入「生命盡頭」才切入市場，更是在起步之初就已註定

失敗的局面。 

  總而言之，解讀聯發科的成長，可以如圖 6.2 所示，從「技術採用生命週

期」、「破壞性創新理論」、「價值鏈演進理論」、「核心能力」等理論模組加以詮

釋，並將其歸納而得的成功經驗，以「分形理論」的原則，並前述理論模組的

成功經驗不斷複製，形成ㄧ套獨特且競爭者難以模仿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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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聯發科的發展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3 研究貢獻 

  本研究之目的在發掘聯發科成長中的內在規律法則，因此，本研究一方面

回顧「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破壞性創新理論」、「價值鏈演進理論」、「核心能

力」及「分形理論」等相關文獻，ㄧ方面對聯發科的企業歷史與發展歷程展開

地毯式的搜索，以兼具廣度與深度的方式，將聯發科所有產品線的研發問市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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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其企業活動歷程加以深入探討，在重新解讀之後，歸納驗證得到聯發科成

長中的內在規律法則。其研究貢獻歸納如下： 

1. 以宏觀的角度了解聯發科所有產品線及其研發活動歷程。 

2. 發掘聯發科成長中的內在規律法則。 

3. 以「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破壞性創新理論」、「價值鏈演進理論」、「核

心能力」及「分形理論」解讀歸納聯發科的成長策略。 

4. 提出可供類似高科技產業做為未來制定成長策略之參考。 

6.4 未來研究建議 

  聯發科置身於變動迅速的高科技產業，產業的變化迅速，而其下列產品線

仍處於發展中的階段，尚未走完技術採用生命週期，或是仍在研發中，市場尚

未出現的階段。因此，這些產品線的後續發展，仍然值得後續觀察，並加以研

究其趨勢與結果，並與本研究結果交互驗證。 

1. 光儲存產品線：BD 光碟機、BD 播放機晶片 

2. 無線通訊產品線：高整合度手機晶片、3G 手機、雙網手機（WiMax、  

WiFi 射頻與基頻整合晶片）、智慧型與多功能手機

（GPS 晶片、多媒體、照相） 

3. 數位電視產品線：高整合度數位電視控制晶片、mmWave 晶片 

  除此之外，本研究僅以量化的數據，包括營收、市佔率作為指標，而在質

化上以晶片的整合度、解決方案的提供、產品功能性作為討論依據。因此，後

續研究可以試圖從專利佈局、企業文化、研發能力…等角度，對成長策略的解

讀做不同的研究。 

  而本研究在資料搜尋與尋找研究對象的過程中，也發現除了之前已有學者

研究過如圖 6.1 的鴻海集團（Foxconn）與本研究如圖 1.1 的聯發科之外，台灣

還有其他企業也有類似的成長曲線，如圖 6.3 的統一超商與圖 6.4 的台灣積體電

路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後續研究可以針

對統一超商、台積電或其他有類似成長曲線的公司企業，以同樣的理論模組來

做研究驗證。 



- 100 - 

（單位：億元）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
9
74

1
9
84

1
9
85

1
9
88

1
9
89

1
9
90

1
9
91

1
9
92

1
9
93

1
9
94

1
9
95

1
9
96

1
9
97

1
9
98

1
9
99

2
0
00

2
0
01

2
0
02

2
0
03

2
0
04

2
0
05

2
0
06

2
0
07

 

圖 6.1 鴻海營收成長 

資料來源：鴻海歷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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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統一超商營收成長 

資料來源：統一超商歷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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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台積電營收成長 

資料來源：台積電歷年年報、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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