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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現階段台灣電腦網路產業關鍵成功因素（KSF）為何？而在該產業中成功與經營不善的公司，其

掌握的關鍵因素為何？競爭力為何？ 本研究的整體研究架構是引用黃營杉博士的論點，從「關鍵成功因素」中，建立持久

性競爭優勢。大前研一認為從成功與失敗間的區別可得出KSF；吳思華認為從各階段的附加價值比例中來尋找出。De

Vesconcellos & Hambrick認為核心競爭力必產生於企業的KSF中⋯⋯等。綜合各方學者的論點，使KSF與核心競爭力緊密聯

結。 本研究的研究設計是取六家在新竹科學園區設廠的公司，其中三家公司已在集中市場上市，做個案分析，同時進行專

家與公司的個案深度訪談，業界專家及高階經理人共訪談了15位，六家公司為友訊、智邦、訊康、友勁、友旺、晨晟等，

其總產能前三家公司佔全國的百分之五十，故在電腦網路產業有相當之代表性。 經過專家訪談及配合業界經理人所回答的

問卷統計，本研究依「因素評比法」得到電腦網路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及其重要性權數為：?成本與品質水準為1.41；簿

新產品開發能力為1.39；包掌握關鍵技術為1.29；?交期快速為1.25；抱企業主管經營理念為1.24；泡OEM／ODM接單能

力1.24；胞經濟規模為1.20；砲企業組織文化與團隊為1.10；豊行銷通路與銷售力為1.02；飽原材料取得與成本為1.00等。 

第二階段六家公司依KSF各因素之重要性權數加權得到競爭力分數則為甲公司65.37分、乙公司44.95分、丙公司52.21分、

丁公司51.9分、戊公司44.23分、己公司40.63分。其競爭力強弱可從得分明顯看出。 本研究的命題分析後得結論有五點： ?

電腦網路產業要成功，除了掌握關鍵成功因素外，應加強經營管理能力，才能提高純益率。 ? 電腦網路產業擁有最重要的

前五項關鍵因素，則相對純益率較高，故為主要核心競爭力。 ? 在電腦網路產業中，專家所圈選的10項主要關鍵成功因素

都很重要，經營者不可偏頗，才能全面提昇競爭力。 ? 電腦網路產業愈能「掌握關鍵技術」與「新產品開發能力」，則競

爭力愈強，獲利愈佳。 ? OEM／ODM接單能力強，其競爭力也強，表示公司之綜合競爭力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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