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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研院的「企業外部資源涵量的個別矩陣格」來說，透過問卷調查，以及根據下

表統計分析結果 (未來重要程度與目前掌握程度間兩組樣本其 p-value小於 0.005者判定

為顯著)，同樣發現工研院外部資源涵量的個別矩陣格也是全部呈現顯著差異。 

將前述各矩陣數字與檢定結果整理如圖 25，其中，第一部分為未來策略定位矩陣；

第二部分為目前策略定位矩陣；第三部分為差異分析矩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5: 工研院差異分析總圖 

一、內部核心能力部分 

  以工研院的「企業內部核心能力個別 NDF 矩陣格」來說，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

析結果 (未來重要程度與目前掌握程度間兩組樣本其 p-value 小於 0.005 者判定為顯

著)，發現工研院的內部核心能力個別矩陣格方面，企業內部核心能力個別矩陣格全部

企圖顯著，此乃因工研院未來策略定位上，強調以產品創新、製程創新、結構創新及市

場創新的模式，而且希望將客製化能力由專屬型轉為選擇型，以滿足從製造業擴展到服

務業的服務對象，加上工研院為一複雜且龐大的研究機構，目前其運作方式有一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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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有任務功能導向與跨領域整合網路式，因此依據 IIS 模型分析，工研院已針對所

需掌握因子有顯著企圖。 

二、外部資源涵量部分： 

以工研院的「企業外部資源涵量的個別 NDF矩陣格」來說，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

析結果 (未來重要程度與目前掌握程度間兩組樣本其 p-value 小於 0.005 者判定為顯

著)，發現工研院的外部資源涵量個別矩陣格方面也是全部企圖顯著，因此依據 IIS模型

分析，工研院已針對所需掌握因子有顯著企圖。 

三、企業策略目標與 IIS策略定位評量檢定 

工研院至 2008 年的企業發展目標整理如表 70，針對工研院在 IIS 模型的策略定位

作 t-test，試圖檢驗其條文式的策略目標與 IIS模型分析之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作法是

以工研院的企業發展目標設計成問卷，如同 IIS評量問卷般詢問受訪者，以此與 IIS 模

型之「企業內部核心能力個別 NDF矩陣」及「企業外部資源涵量個別 NDF矩陣」作 t-test，

透過統計分析結果 (兩組樣本其 p-value小於 0.005者判定為顯著)，發現 t-test結果中僅

「帶動 5至 10項新型態知識型服務模式」方面呈現顯著，顯示與 IIS之策略定位有不一

致情形，亦即工研院的企業發展目標在「產出 5至 10項具國際影響力之領導型科技」、

「累計新創 100家公司，育成 250家公司」與「每年技轉及產業服務 20,000家次以上」 

等目標上，與 IIS 策略定位評量中工研院所採取以產品創新、製程創新、結構創新、市

場創新策略，達到選擇服務的定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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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 工研院至 2008年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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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創新密集服務為知識密集服務的一種，以高科技服務業為主體概念，強調產品創新、

製程創新、組織創新、結構創新、市場創新五種基本型態的創新定位，並以一般型客製

化服務、特定型客製化服務、選擇型客製化服務、專屬型客製化服務四類主要策略走向

的客製化服務方式，提供客戶完整的解決方案；服務的提供能力與完整程度決定於兩大

關鍵構面：分別是企業內部核心能力與企業外部資源涵量；企業藉由其核心技術能力與

外部專業互補資源、技術以及客戶介面所形成的整合型結構，可有效率發展、產出由核

心能力與外部資源涵量所衍生之創新服務。 

6.1 結論 

    本研究以五種「創新策略」與四類「服務走向」為區隔變數，定位出目前工研院在

研發服務業所處的策略定位，考量所擁有內部核心能力與外部資源涵量的競爭優勢，定

出工研院未來發展重點與方向；藉由產業資料整理及訪談，了解目前產業現況與所需之

創新需求資源，透過問卷與統計分析確認其發展過程中所不足之創新需求要素後，提出

發展建議政策，以提供工研院作為日後產業發展的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 

• 由問卷資料分析可以看出，工研院在策略定位的內部核心能力評量上，C1(服務設

計)、C2(測試認證)、C3(市場行銷)、C4(配銷活動)、C5(售後服務)及 C6(支援活動)

六項得分呈顯著，代表工研院對於未來核心能力均有掌握，以其目前策略定位在以

產品創新策略達成特定型與選擇型客製化的服務來說，正好符合創新密集服務模型

在此定位所強調的內部核心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工研院這樣一個國內以應用研究開

發為主，未來希冀推展全資源經營的研發服務產業主要機構，確實有其獨到之處。 

• 由問卷資料分析可以看出，工研院在策略定位的外部資源涵量評量上， E1(互補資

源)、E2(研究發展)、E3(產品設計)、E4(產品製造)、E5(服務提供)、E6(市場行銷)與

E7(其他客戶)七項外部資源涵量得分呈顯著，創新密集服務模型在此定位所強調的外

部資源涵量，包括 E2(研究發展)、E3(產品設計)、E4(產品製造)、E5(服務提供)、E6(市

場行銷)與 E7(其他客戶)六項，與工研院個案研究結果差別在 E1(互補資源)這項，建

議未來互補資源或可作為補強創新密集服務模型(IIS)矩陣定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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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內部核心能力構面分項，結果顯示在內部核心能力分項上，工研院有 7

項沒有呈顯著，分別為研發環境與文化、技術創新能力、採購彈性、規模經濟能力、

客製化能力、價格與品質、財務管理能力。 

• 進一步分析外部資源涵量構面分項，結果顯示在外部資源涵量構面分項上，工研院

有 5 項沒有呈顯著，分別為國家政策資源應用能力、資本市場與金融環境支持度、

企業創新文化、後勤支援整合能力、服務能量累積能力。 

• 以工研院之「企業內部核心能力的個別矩陣格」及「企業外部資源涵量的個別矩陣

格」來說，顯示未來其內部核心能力與外部資源涵量，對網路式、部門式、功能式

創新活動之影響均顯著。 

• 再經過深度訪談後，工研院在內部核心能力上若欲達到企業未來發展目標，依據IIS

模型分析，工研院應加強下列項目之能力: 

Ø 研發環境與文化: 鼓勵研發創新、暢通的技術交流管道 

Ø 技術創新能力: 掌握多元化技術發展、完整開發設計步驟 

Ø 採購彈性: 快速有效的溝通方式、適當授權之採購彈性 

Ø 規模經濟能力: 大規模量產能力 

Ø 客製化能力: 滿足特殊產品需求、客製化程度的掌握 

Ø 價格與品質: 有效的定價策略、適當的服務價格 

Ø 財務管理能力: 外部資金週轉能力 

• 再經過深度訪談後，工研院在外部資源涵量上若欲達到企業未來發展目標，依據IIS

模型分析，工研院應加強下列項目之能力: 

Ø 國家政策資源應用能力: 政府政策輔助作為(優惠/免稅)、政府政策對創新人力

資源培育 

Ø 資本市場與金融環境支持度: 資本市場機制完善程度 

Ø 企業創新文化: 員工創造力、創新研發人才向心力、創新研發激勵制度完整性 

Ø 後勤支援整合能力: 原物料採購之規模經濟 

Ø 服務能量累積能力: 組織創新服務能量、創新服務能量累積能力 

6.2 後續研究建議 

台灣在二十世紀電子資訊產業亮麗的表現，是否在二十一世紀繼續保持甚至迎頭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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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歐美領先國家，端看產業政策是否能成功地推動台灣朝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密集服務業

發展。因此本研究根據徐作聖(2004)發展的創新密集服務模式理論，以工研院為例，分

析訂出企業層級的策略規劃方案，以及依未來發展策略確認執行所需之條件。在研究過

程中，同時發現幾項可供留待後續研究者再深入研究之方向，茲分述如下： 

1.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專家訪談與問卷等研究方法進行；後續研究者可以在研究方法

中加入競爭者因素的影響，分析競爭者發展策略對工研院之影響性以及對後續發展

策略之修正； 

2. 本研究問卷對象除工研院外，可再延伸至客戶與供應商端，以提升分析的完備性與

嚴謹性； 

3. 可再以其他獨立財團法人研發機構進行案例分析，總整出我國整體研發服務業之成

功關鍵要素後，或可再修正 IIS矩陣定位； 

4. 或可用工研院單一所別或中心作為研究個案，會有不同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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