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輸美針織成衣競爭策略之研究

葉豐原、潘振雄 ; 涂一卿

E-mail: 8809496@mail.dyu.edu.tw

摘 要

摘 要 本研究「台灣輸美針織成衣競爭策略之研究」，係目睹台灣紡織業仍為最大創匯產業然而成衣業卻逐年衰退，經剖

析國內外成衣業激烈競爭之情況，世界最大成衣進口國美國採取之貿易保護主義及優惠美洲地區之措施，墨西哥及中美洲

五國成衣加工快速成長之數據分析，台商海外成功之實例等。在台灣紡織業擁有上中下游結構相當完整的生產體系，且上

游化纖業自動化程度很高，產能位居世界前三名，中游加工體系密切配合造就針織、交織布、特種布產量占世界第一，美

國杜邦公司已發布在台灣設置亞洲唯一的紡品研發中心，專職開發新型布料。 在堅強的成衣原料支援下，台灣人工短缺且

生產成本過高，如何將成衣業帶向將來優勢的地方，必須有良好的「競爭策略」來引導成衣業「選擇對的地方，在對的時

間，做對的事情」。正如行銷大師艾爾.賴茲（Al Ries）指出「不論是小企業或大企業，不論是台灣的企業或海外的企業，

今後市場都必須全球化，而且必須掌握全球競爭策略。」 本研究係以台灣針織成衣產業之SWOT，五種競爭力模式分析，

已外移海外成衣廠之訪談，策略矩陣與價值鏈分析海外地區可行性探討，成衣主要競爭國家之探討，美國進口市場分析，

宏都拉斯台商之現況，以實際資料經由分析、歸納並輔以相關文獻之佐證，希望能整合出一些實用的命題與建議，以企業

實務語言簡要寫出，供紡織成衣業界與後續研究者參考。 本論文針對「台灣輸美針織成衣競爭策略」加以探討、研究獲致

結論如下： 一、 策略規劃是企業因應環境變化，並整合產業本身的優勢與弱點，發展長期計畫，擬定公司營運目標與目

的的過程，即如我國孫子兵法首篇「始計」便一針見血地點出先「計」而後戰的戰略思想。「計」實為權衡環境、比較敵

我優劣，以形成攻守戰略的規劃活動。目前台灣成衣業需有良好的策略規劃。 二、 取得位置經濟效益（Location

Economics）很重要，執行價值創造活動於最適合成衣加工的地點。東南亞、中南半島、大陸因受限於成衣配額限制及高

價配額成本，將逐漸喪失競爭力，未來以中美洲及墨西哥NAFTA區域內獨享免配額及零關稅優惠（省16.7~34﹪）下，且

工資低廉，可突破區域經濟壁壘，最值得重視。 三、 紡織上中下游與成衣業策略聯盟一起在海外設廠，相得益彰，易於

打整體戰，尤其是NAFTA區域內必須從紗到成衣在當地生產才能免配額及零關稅，即可開創成衣業第二春增加國際競爭

力。 四、 創造國內代理商與成衣廠雙贏策略，在海外設廠後，需長期穩定之訂單，國外在台分公司、代理商與成衣廠每

季應共同探討採購項目與加強國際競爭，韓國成衣廠外移中美洲後，訂單仍來自國內，繼續維持代理商與成衣廠雙贏之榮

景。 五、 WTO預定於2005年解除貿易障礙，可能撤銷配額管制，屆時台灣成衣廠將喪失「成衣配額」的保護傘，英特爾

總裁葛洛夫指出「只有疑懼者才能生存」，他表示疑懼的態度即是危機意識。若美國真的解除配額而成立FTAA給與其會

員零關稅，則2005年應可叫做成衣Y2K年,這對於配額擁有者是一記警鐘。 六、 國際化分工生產策略後，母公司要根留台

灣如韓國般，和子公司明確分工，合作無間。高階主管由母公司派遣，中下階主管層可聘中國、菲律賓人，其他宜盡量本

土化。母公司應設單一窗口配合子公司之作業。 七、 國際競爭策略就是以本國之資源結合其他國家之資源，截長補短來

保持企業的競爭優勢。如企業電子化可以ERP和客戶連線，以建立市場快速反應供貨之競爭優勢。 關鍵字：策略規劃，位

置經濟效益，競爭策略，競爭距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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