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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機的發展日益競爭，各家手機大廠皆投入大量資源以搶食這塊大餅，整個供應鏈也深受手機發展趨勢影響，為了瞭解全

球手機的消長變化與未來趨勢，本研究蒐集手機大廠的各季銷售量，最後選定市占率最高的前兩名手機大廠Nokia

及Samsung，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使用Nokia及Samsung於2001�2011期間之季銷售量，進行銷售量趨勢之研究。實證的

結果顯示，Nokia與Samsung季節循環皆為四季，亦即今年與去年同季的關係相當顯著。兩者第一季銷售量之減幅，明顯高

於其他三季的平均，而Nokia於第四季及Samsung於第三季之銷售量增幅，則明顯高於其他三季的平均。

關鍵詞 : 手機銷售量、SARIMA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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