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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經營乃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尋求更具彈性、競爭力的轉變，如何對通路現況做適當的管理是行銷環境當前重要的課

題 ，亦透過通路網路的關係，建立彼此資源互賴、互惠合作及承諾 以降低企業經營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本文乃以通路成

員行為的特質，來探討通路網路形成動機、通路權力及通路結構型式；最後 再以探討其間的關係結果，對實務界提出本研

究的建議。 本研究之資料收集乃以質化訪談為主，針對自行車製造廠商美利達公司內銷通路體系為研究對象，共選取3家

總經銷商、3家零售商，受訪談者為通路商負責人。將訪談所得資料加以分析、 篩選、測設等持續修正，並驗證本研究理

論架構所提出的假設，且得到下列之重要發現 : 1.通路網路形成動機會受到成員間過去的交往與互動經驗明顯影響。 2.通

路網路形成動機越明顯，對通路成員行為有絕對的影響。 3.通路權力的運用，對通路成員行為有明顯的影響。 4.通路網路

結構型式是長期導向型，成員彼此的相依度很高。短期導向型的成員相依度很低。 5.通路網路形成動機越強烈，則通路關

係結構偏向長期導向。 6.人際關係的機制對通路成員行為有明顯的影響。 7.通路成員間長期的資源相互依賴關係，對衝突

產生明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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