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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次電池的使用在臺灣將近約有50年的歷史。大約是在20餘年前，當消費者想要買顆電池，不是透過家電行就是透過水電

材料行。而隨著近幾年零售業的通路革命，電池的行銷通路產生了結構上的變化，以往透過水電材料行及家電行販售的通

路佔有率有節節下降的趨勢，代之而起的是超級市場，百貨公司、量販店、3C連鎖專賣店以及CVS等新興的零售通路。而

這實務上的變化，也引起了欲一探究竟的共鳴。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上次級資料的整理，歸納國內一次電池進出口的演變

，以及使用個案研究法，針對個案電池代理商及經銷商進行深入與詳細的訪談及分析，探究以下的議題：（1）臺灣一次

電池市場的發展與演進、（2）行銷通路結構的改變與現況、（3）零售業通路革命所造成電池中間商的影響與衝擊、（4

）電池中間商採行的策略及轉型模式。 研究結果發現，國內電池生產商與國外電池代理商在電池的銷售上有明顯的消長關

係，當電池關稅調降，國外電池大量進口，國內電池不再受保護時，本土電池製造商的生存空間便不斷地減縮。而隨著關

稅調降，國外電池的貨源供應轉為穩定，經銷商取貨較為容易，再加上國民所得達到一定的水平，消費者對於電池的需求

逐漸提高，整個電池消費市場也跟著蓬勃發展到另一個階段。 為了能在市場上獲得更大的利益，經銷商彼此之間常有越區

及相互削價的舉動，無形中卻造成利潤的衰減。為了不被市場淘汰，經銷商加寬產品的組合，並通常從眾多商品中，挑選

一項或兩項主力，例如文具、電料、燈管等，成為商品轉型上的對象。 其次，零售通路革命所興起的CVS、量販店等，一

方面因競爭上的優勢減損了經銷商下游的傳統零售店，另一方面也因規模龐大，往往讓經銷商在財力與人力上無法負擔，

此時通路階層將縮短向上游整合，而由代理商直接來經營。面臨通路上的窄化，有些經銷商亦做了通路轉型，儘量將自己

的通路轉移到與新興通路較不相衝突的市場區隔，成為在市場上繼續經營的競爭武器。而新興通路的市場雖由經銷商轉移

至代理商，但相較於經銷商通路，新興通路所帶來的利潤卻十分有限，使得代理商在通路抉擇上面臨著數量與利潤的兩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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