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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經濟自由化、顧客消費習慣改變、以及產品生命週期愈漸縮短等因素，許多電

腦科技廠商在降低成本、提昇服務水準的考慮下，需不斷調整其原有的供應鏈作業，以

期維持企業的競爭力，並獲得經營的最大利潤。本研究之目的即希望藉由對電腦科技廠

商供應鏈模式進行分析，探討供應鏈的變化趨勢及不同供應鏈型態下之全球運籌策略。 
為掌握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作業特性及全球物流運籌策略發展之契機，

營造科技產業優勢的競爭能力，本研究針對電腦科技產業領導廠商現行供應鏈管理及物

流運籌策略廣泛進行實地訪談及相關物流活動調查，以瞭解高科技產業結構特性，從訂

單處理、設施區位選擇、物流輸配送、庫存管理及顧客服務等作業構面，整合採購、生

產、銷售、庫存及服務之整合供應鏈流程建立多層次關係之全球供應鏈型態概念性架

構。此外，並以供應鏈型態概念性架構針對電腦科技產業全球運籌作業特性，評析其完

整之供應鏈營運模式，作為企業全球物流策略績效衡量、跨國設施區位評選及策略夥伴

關係建立之評估參考，透過電腦科技產業實務分析，提出具體供應鏈管理操作策略及相

關配套措施，提供產業界未來制定全球供應鏈營運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電腦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營運模式，策略分析 
 

Abstract 

Owing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industry, the change in customer demands and the shorter 
period of product life-cycle, most computer manufacturers have been adjusting the processes 
and activities of their supply chain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ptimize total profi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business models and operational 
strategies in computer-technology industries supply chai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of the computer-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Taiwan, this study first conducted an 
in-depth interview survey on current logistics activities and supply chain operational 
strategies of existing computer-technology industries.  Following the survey analysis,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global supply chain.  With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perational model and formul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omputer-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Taiwan. Such models and 
strategies were expected to be used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decision making on logistics 
location choice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lations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perations for 
computer-technology industries. 
 
Keywords: Computer-Tech Industries, Global Supply Chain, Operational Model, Strategi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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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機與目的 
全球供應鏈管理(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概念與全球化之產業發展趨勢密

不可分，由於顧客對產品的需求趨向多樣化，對於運輸配送的時效要求更趨嚴格，而且

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廠商為了更接近市場加速服務顧客，逐漸在全球設立生產基地

及發貨倉庫，藉由物流與資訊科技逐步整合企業內部及外部各項物流活動以促進經營效

率，這種全球化的企業經營趨勢亦使得產品的生產、組裝、庫存及配送活動跨越不同的

國家。因應全球化之產業發展趨勢，全球供應鏈管理愈來愈受到產業的重視，以改善商

品從原物料生產、半成品、成品製造到運送至客戶端之作業效率，快速反應商品消費市

場變化。 
電腦科技為全球化競爭非常激烈之產業之一，其全球化之產銷分工模式近幾年來發

展相當迅速，1990年代初期，全球電腦科技產業中各國際大廠係採「預估生產（BTF）」
之出貨方式，依據過去的銷售數量及市場未來景氣榮枯等因素預估下一年度電腦產品的

銷售量，而下游製造商則依據國際大廠所預估的訂單量進行備料及成本生產。在此種出

貨模式下，製造商主要負責有關於原物料採購、運輸、品管及儲存等物流活動，著重於

企業組織內部作業的有效整合。惟此種出貨模式下，製造商從採購、組裝、出貨到市場

銷售通常需要一個半月至二個半月，但因關鍵零組件市場價格波動極大，使出貨模式由

BTF漸漸演變成接單生產（BTO）、客製化生產（CTO）的產銷分工模式。在此模式下，
國際大廠可節省運輸貨物時間成本並將庫存成本及風險轉移給供應商，同時在回應市場

變化及需求方面也更有彈性和效率。 
有鑑於國內電腦產業環境改變及產銷體系的變動，傳統的企業後勤支援已無法滿足

全球供應鏈管理需求，從BTF至BTO及CTO的產銷模式不斷地考驗著業者的運作彈性與
市場反應速度，未來國內電腦產業產品及原物料之輸出/輸入物流活動在全球供應鏈營運
架構下，作業模式及經營管理策略之應用即顯得特別重要，如何透過效率化之全球供應

鏈體系創造企業在全球化市場之發展利基與價值，為本研究探討之重點。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1) 了解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運籌型

態及經營管理特性；(2) 建立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型態概念性架構；(3) 探討
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營運模式；(4) 研擬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運籌佈局及發
展策略建議。藉由健全、順暢的供應鏈管理系統，期將能使企業的『供』、『需』系統

有效率的運作，更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與企業利潤，並透過國內國內電腦科技產業之

全球供應鏈營運模式探討，以供經營者未來進行全球化佈局決策時之參考。 
 

二、研究內容、成果與討論 
（一）研究內容 

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分述如后。 
1. 產業資料蒐集分析與全球化發展趨勢探討 

由於以往對於廠商供應鏈的研究，多囿於實際資料不足，而無法有較深入的

討論，且近年來許多文獻均指出廠商的製造與物流活動已朝向全球化發展，因

此，本研究首先針對電腦產業活動與廠商供應鏈活動進行相關資料蒐集，探討其

全球供應鏈操作策略與全球化發展趨勢，探討我國廠商在全球化分工作業中之角

色與定位。 
2. 調查及訪談作業 

針對國內電腦科技產業主要領導廠商及其上下游合作關聯企業進行調查及

訪談，透過問卷設計、調查及訪談計畫執行、及調查及訪談結果分析，評析國內

電腦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型態、實質作業特性及各項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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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獻回顧與案例分析 
藉由文獻資料蒐集，針對國際性跨國電腦科技廠商之全球運籌特性進行回顧

與案例分析，以瞭解電腦科技產業國際性跨國企業之全球化發展趨勢、全球供應

鏈營運特性、營運模式及操作策略。此外，就全球供應鏈理論發展進行回顧，其

中包括供應鏈規劃與設計理論、模式型態、模式解析方法、模式應用假設與限制、

及管理策略規劃等層面。 
4. 全球供應鏈型態概念性架構建立 

依據國內電腦科技主要領導廠商調查與訪談作業、國際性跨國電腦科技廠商

實務案例分析暨全球供應鏈理論展回顧，建立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型態

概念性架構，以反映國內電腦產業實務作業特性。 
5. 全球供應鏈營運模式解析與策略分析應用 

依據本研究建立之全球供應鏈型態概念性架構，結合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

運籌作業特性暨相關模式理論，解析國內電腦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營運模式並應

用於國內跨國電腦科技廠商全球運籌策略分析。 
 
（二）研究成果 

1. 電腦科技產業在全球化過程中面對市場變化多端、難以預測，加上國際大廠間之
殺價競爭與競爭白熱化，促使專精於代工生產、全球運籌模式的我國廠商與國際

大廠之合作關係更加緊密，成為我國電腦科技產業成長的一大動力。但在中國大

陸市場磁吸效應與逐漸穩固之全球製造工廠之角色定位下，大陸生產比重快速攀

升，亦是值得注意的議題。台灣廠商在全球運籌體系下的角色已經面臨相當威脅，

因此除了要構建完整之投資環境為基本條件，強化基礎設施與生活環境之外，在

全球運籌之下更應該瞭解整個市場產業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而重新定位運籌模

式。有關我國電腦科技產業發展現況與特性摘述如下： 
(1)隨著全球化及微利時代的來臨，國際資訊大廠在生產製造物流研發庫存等方面之

outsourcing需求大幅增加。2000年以前運作的架構，主要是國際大廠負責品牌與
產品的設計，台灣負責生產製造。2000年以後，在產品生命週期縮短，連帶造成
產品交期及研發時程縮短的情況下，為了降低成本以提昇產品競爭力，廠商無不

簡化供應鏈流程，縮短交貨期，強化全球生產體系，運籌機制就成了運作的成功

關鍵。 
(2)為了滿足國際大廠的需求，除了應用BTO/CTO、 TDS模式；另外在技術方面，
由於台灣也開始參與國際大廠之產品設計過程，因此台灣和大廠的運籌配合上，

亦扮演重要角色。在全球運籌與兩岸分工架構下，台灣的地位雖然越顯重要，不

過台灣卻面臨技術外移的危機。台灣廠商必須透過強大的全球運籌能力來掌握優

勢與提昇競爭地位。 
(3)2003年我國資訊硬體產業在市場需求逐漸回溫以及國際大廠代工訂單持續增加之
下，成長了17.9%，全球總產值達571億美元。可見我國資訊硬體產業建構之全球
運籌、兩岸分工體系之完備，整體競爭力提昇，因而贏得大廠擴大下單；但大廠

在擴大下單的同時，持續壓低代工價格，導致我國廠商獲利降低，亦是不容忽視

的事實。 
(4)在我國主要資訊硬體產品的出貨地區分佈方面，北美和歐洲仍是出貨之主要地
區，比例達近60%，較2002年略為低；大陸與亞太地區之比例為上升之狀況，亦
反應新興之亞太市場較相對成熟的歐美市場成長快速之狀況。在生產佈局上，中

國大陸扮演角色越來越吃重，2003年由於筆記型電腦、主機板、LCD監視器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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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產品持續外移大陸生產，導致整體大陸生產比重由2002年之46.5%持續攀升至
61.6%，反觀，台灣比重則快速下降，2003年已降至22.1%之新低水準 

(5)展望我國未來桌上型電腦產業發展，在全球桌上型電腦需求大幅成長不易，價格
競爭成為鞏固或擴張市場佔有率之重要手段情況下，品牌大廠之低價競爭壓力升

高，我國業者之低成本接單實力成為爭取代工定單的有利條件。故在品牌大廠委

外比重持續提高下，我國廠商出貨量可望連帶受惠。但事實上桌上型電腦在美國

或歐洲等成熟市場，面臨大幅成長不易，以及筆記型電腦取代威脅已是事實，因

此桌上型電腦必須藉由廠商對數位家庭的規劃與發展，重新定位桌上型電腦應

用，以延續該產品的生命週期，創造新的成長。 
(6)我國桌上型電腦在OEM/ODM比重亦呈現持續升高之狀況，比重由2002年之87.1%
提高至90.9%，出貨量達歷年最高；另外十大品牌商代工比重亦由2002年74.3%提
高至81.7%。在全球PC委外代工業務中，我業者不但已成為十大PC品牌廠商之重
要合作夥伴，在大廠客戶全球桌上型電腦出貨量中亦佔有相當比重。其中HP、
eMachine、Gateway、Apple、Fujitsu等委台代工比重已達80%~100%，而IBM、Dell、
Legend、Fujitsu-Siemens等扣除自有工廠組裝數量與EMS大廠因策略聯盟代工部
份，其餘部份亦幾乎由我國業者承接代工。 

(7)自2001年政府宣布開放筆記型電腦赴大陸生產後，在大陸生產比重一直不斷攀
升。除了配合品牌大廠客戶出貨要求外，大陸低廉的成本也迫使廠商必需將生產

基地往大陸移動；2003年全年在大陸生產比重已提昇至66%，相較2002年的38%
有相當幅度的成長。 

(8)在我國筆記型電腦業者自有品牌與代工業務型態比重方面，OEM/ODM代工業務
佔總體出貨之96%，仍為主要之業務型態，而自有品牌部份也有所成長，主要原
因在於目前積極耕耘自有品牌市場的華碩在歐洲及大陸地區銷售業績成長。 

 
2. 經由調查資料分析，檢視我國電腦科技產業之全球供應鏈模式具有以下幾項特性： 
(1)設施區位的佈設選擇為影響供應鏈模式的關鍵構面之一，而其中包括了許多因素
及指標，如運輸系統、勞工工資、原料取得及能源供應、土地因素、關聯產業群

聚效果、當地服務品質及接近市場等，而決定全球供應鏈營運網路佈局之最重要

的兩大構面即為成本及服務。 
(2)若以國際製造、分工的角度來看全球供應鏈的佈局，則要考慮到網路關係、接近
市場要素及外在環境等構面，而在此構面要的影響因素亦和區位選擇類同，但其

還考量了政府政策、社會特質及法規因素。此外，國際製造策略、區位選擇及據

點定位皆會影響企業全球供應鏈佈局與操作策略。另一方面若以全球運籌模式策

略為切入點，則考慮的主要構面會包括了企業內部（產品範圍、產品型態）、績

效時程、核心協調、行銷服務及外在環境（法律、匯率）等。 
(3)供應鏈網路設計主要考量的層面為供應鏈成本及顧客服務；供應鏈成本又包括了
運輸、庫存、設施及處理以及資訊成本，顧客服務因素包括了反應時間、產品多

樣性、產品供應力、顧客感受、定單可見度及產品回收能力。 
 
3. 國內電腦科技產業生產模式演進 
(1)過去的電腦產業是以垂直整合的方式進行，企業可根據組織發展之需要，擬定整
體的競爭策略，而生產模式則採傳統的預測生產模式（Build-to-Forecast，BTF）。
在預估生產模式的架構下，電腦製造廠商根據市場研究、通路廠商與客戶回饋來

決定生產數量，之後再自行生產或委託組裝業者代工生產，並且進行通路鋪貨至

消費者。然由於在電腦產業之零組件及作業系統快速汰換之壓力下，電腦生命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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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縮短與低價效應，提高了預估生產模式之成本與風險。隨著消費者的偏好改

變與產品生命週期縮短所造成之存貨，國際廠家為因應最低成本與最短反應時間

之要求，進而運用訂單生產模式（Build-To-Order，BTO）。此模式乃是把差異化
的作業如硬碟、軟體、中央處理器（CPU）、記憶體等的安裝延至製程之最末端，
並選擇在接近消費市場之地點組裝，以因應需求的波動。 

(2) BTO又可分為兩種，一為品牌擁有者（Brand Owner）或OEM/ODM廠商按最終客
戶訂單生產，其可免除供應鏈的成品庫存；另一為OEM/ODM按品牌擁有者訂單
從事生產，但品牌擁有者仍需備成品庫存，OEM/ODM廠商則可避免庫存的風險。
隨著消費者偏好之改變，電腦廠商亦投入了客製化生產（Configure-to-Order，
CTO），以滿足消費者對產品具獨特性之需求。該模式透過模組化的生產方式來
降低成本，模組化的優點在於能(1)縮短製程時間，(2)減少成品庫存，(3)零組件運
籌最佳化及(4)降價風險降到最低。 

(3)近來遂有新的生產模式－專業契約代工（Contrac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EM），專業契約代工廠商從事與品牌擁有者所需產品之上游零組件生產、採購、
成品組裝、運輸倉儲等與產品製造相關的所有製造與生產管理工作，其強調的是

全程之生產製造服務與產品管理，交給品牌擁有者指定成品，讓品牌擁有者能專

注其核心競爭力，集中在產品設計及市場行銷方面。在顧客導向的前提之下，CEM
廠商提供品牌擁有者高效率的製造服務、嚴密的品質管制、先進的製程及生產技

術、具競爭力的成本結構、與全球多製造據點之產能配置，並同時具備準時交貨

與高彈性等之專業服務。 
 
4. 國內電腦科技產業一般供應型態 
供應商需在全球主要消費市場附近，設置產品的供應據點，也就是配送中心

（Distribution Center，DC），以便在最短的時間內符合市場的需求。一般供應鏈
型態依供應據點的類型可分為以下三種： 

(1)當地補貨中心（Local Buffer Center） 
將成品在主要外銷市場附近設置「發貨倉庫」，以達顧客訂貨便能立即送貨的目

的，藉此節省自工廠至消費市場的運送時間，庫存風險則由製造商承擔；亦可把

貨物送至當地的倉儲中心，作為補貨的中途站。 
(2)海外組裝中心（Configuration Center） 
針對客戶實際不同的規格與訂單需求，在市場當地設立組裝中心，並依據客戶所

下之銷售預測，即先提供模組或半成品至海外組裝中心，再依據客戶實際需求，

就地加工組裝後運送。 
(3) 直接運送至末端客戶（Direct Shipment） 
由於資訊產品時效性的壓縮，以致製造商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把整個供應鏈的能

力發揮至極限，因此未來的趨勢則是由工廠安排以最快的方式，跳過轉手與組裝

的程序，直接將定單所需的產品運送至終端消費者，以達到最大的時效性。藉由

供應鏈體系之建立，使供應商在資源分享的情況下，能夠快速回應，並再短時間

內將成品運至終端顧客。 
 
5. 國內電腦科技產業之全球營運模式，依據國內代工廠商與國際品牌廠商之關係可
歸納為三類主要概念性模式，茲分述如下： 

(1) 區域性製造/組裝模式 
在此模式下的台灣廠商通常採代工與自有品牌業務同時進行，因此形成複雜度高

之運籌體系，但多以代工為主。而為因應代工客戶之要求，台灣廠商必須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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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市場設置組裝與發貨據點，由台灣廠商承擔庫存跌價之風險。該營運模式

國內代表廠商包括宏碁電腦、神達電腦及大眾電腦等。 
(2)直接運送至末端顧客模式 
此模式乃指所有生產過程均由台灣代工廠商完成，並直接將完成品送至購買者手

中，為台灣目前最盛行之生產模式之一。此模式為國際自有品牌公司與零組件廠

商協調供貨事宜，後由台灣廠商主導零組件之採購與運送服務，因此可提升利潤。

對品牌擁有者而言能降低庫存壓力，消費者亦可快速取貨。該營運模式國內主要

代表廠商為英業達。 
(3) 製造後直接出貨模式 
此模式接受國際自有品牌的訂單，但通常僅提供準系統產品之，並未完成最後的

組裝工作，並由品牌擁有者自行發貨給消費者。該營運模式國內代表廠商包括仁

寶電腦及廣達電腦。 
 

 區域性製造/組裝模式 直接運送至末端顧客模式 製造後直接出貨模式 

主要目標 大量生產 多樣少量 高度彈性 
作業流程 著重貨物的流動 著重生產、組裝之彈性 著重生產、組裝之彈

性 
存貨型式 準系統與模組化零

件組 
模組化零件組 模組化零件組 

相對交貨時

間 
長            短 

相對規模經

濟 
高 低 中 

全球佈點數 多            少 

產品範圍 中 高 低 
產品型態 標準化 客製化 標準化 
產品完成度 高 高 低 

 
6. 國內電腦科技產業三類全球供應鏈操作概念性模式之形成，係為國內廠商配合代
工客戶要求，為降低前置時間及跌價損失所形成BTO及CTO之協同供應鏈型態，
在不同之營運模式下，在供應鏈配置規劃(協調/處理供給和需求間的規劃與管理
流程)、原物料採購(界定庫存商品、依訂單生產品及客製化商品之採購與服務流
程)、生產製造(滿足現有製造程序轉變物料、半成品及成品至下一階段成品)、物
流輸配送(提供供應鏈各作業節點產品的配送程序，包括訂單、倉儲、運輸及組裝
管理等)及逆物流(界定原物料退貨及商品退貨之作業流程，包括瑕疵品、維修物
料及過量產品等)之應用策略上亦因營運模式而異。 

7. 對目前競爭激烈的電腦產業而言，產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再加上市場變化快
速等因素；如何降低營運成本，並且符合顧客的需求，提升企業本身的競爭力，

將是企業的首要目標。因此企業必須接受越來越嚴酷的挑戰與風險，由於電腦產

業供應鏈營運模式會影響整個企業的績效與利潤，如何使企業的營運成本最低、

利潤達到最佳，而且又滿足顧客的需求，這將是企業在未來需要面臨的考驗。如

今全球化的管理策略已經漫延到各領域，放眼全球，可以發現台灣有地理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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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如何利用本身的地理優勢，來擴建市場佔有率以及競爭力將會是一大挑

戰。也因此我們應該利用自己的優勢，配合全球化的供應鏈管理，也就是要利用

交換過程，以提高顧客滿意程度和服務水準，並降低成本，以增加市場競爭力，

進而達成企業之利潤目標。 
8. 供應鏈的領域相當的廣泛，各學者所研究的重點也不盡相同，多半在研究供應鏈
管理或競爭策略與績效之間的關係。也有學者透過不同的數學模式來探討最佳化

的供應鏈模式，在模式中存在許多假設限制，和現況可能不完全相符。亦有學者

從國際分工情況、全球佈局的現況或不同的作業方式等，分別來探討影響不同全

球運籌模式的因素或不同的全球運籌模式間的差異；但這類的相關研究中，各有

不同的切入觀點，而且對於影響供應鏈模式的構面及因素考慮的並不詳盡。再加

上過去研究中並沒有以系統化的方式歸納供應鏈的營運模式，對於供應鏈營運模

式該如何分類，分類的準則並沒有統一的依據。因此，在目前的研究成果基礎之

上，後續應針對國內電腦科技產業更明確界定影響供應鏈營運模式的關鍵因素，

建構全球供應鏈營運模式。 
 

（三）討論 
除上述之研究成果外，整體而言，由於本研究係針對電腦科技產業進行調查蒐集資

料，相關分析均以主要領導廠商為主，從現階段研究成果中，可知供應鏈中所有的設施

存在階層關係與相互影響，任何的決策均會影響各階層之作業績效，後續可結合供應鏈

營運模式構建及策略模擬方法之應用，發展供應鏈決策支援系統，在協調及互動關係與

多參與者之特性下，在合理成本控制及可接受之服務績效下，探討各階層間之可能存

貨、採購、區位選擇及配送等策略。並結合模擬方法明確界定各階層間之動態關係，整

合績效評估與作業行為模擬，評估模式產生策略情境對供應鏈操作之衝擊程度，以評估

策略之可行性與合理性。據此，建議後續執行方向如下： 
1. 應用多目標規劃理論，構建國內電腦科技廠商供應鏈操作模式。 
2. 應用模擬方法架構協同供應鏈控制與管理下有關原物料控制、生產控制、存貨控
制及輸配送控制等供應鏈網路基本關係模組之內部關鍵因子與各模組相互間之影

響關係。 
3. 結合多目標供應鏈操作模式與協同控制概念，進行供應鏈操作策略情境模擬。 
4. 針對不同策略情境，探討不同競爭環境及供應鏈結構條件下，其成本/服務效能/
作業彈性間之權衡關係，作為供應鏈糙作策略選擇之參考。 

 
三、計畫成果自評（研究成果發表） 

本研究係針對國內電腦科技產業營運特性，進行全球供應鏈營運模式之探討與解

析，並作為後續年度相關研究計畫之基礎，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已達成預期之目標，

研究成果部份將進一步整理投稿於國內外相關學術期刊及參與國內外相關研討會，現階

段刻正整理投稿 2005年「The 6th EAST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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