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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eter F. Drucker主張當今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經營模式的競爭。台灣大車隊經營模式從系統

思考觀點分析，其經營模式價值主張為服務：服務司機、服務乘客、與服務社會大眾，和一個簡單的經濟觀念連結起來，

那就是企業形象，藉由提昇服務品質，累積企業形象，建立車隊口碑，擴展隊員增加服務，形成企業形象成長引擎。 藉由

企業形象成長引擎系統架構擴展為三個「增強迴路」，並建構經營模式利潤公式：乘客叫車派遣費用、車隊隊員每月繳交

之權利金、與車隊附屬銷貨收入等的互相增益而實現車隊利潤。 台灣大車隊為了擴展司機隊員規模、便利顧客、增加附屬

營業收入、和流動資金管理等利潤公式成長迴路，投入研發和改善公司的作業流程，並落實為電腦資訊管理系統，成功地

，貫徹經營模式價值主張：服務，與推動公司利潤公式成長引擎正向循環，把車隊帶入計程車王國。 本研究運用系統思考

之因果回饋圖為分析工具，並以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和關鍵流程等四項要素探討台灣大車隊的經營模式和構

築各關鍵要素間的動態結構，藉以探討貫穿經營模式要素的軸心思維、未來可能之發展及其管理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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