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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for GsAs Semiconductor IC is now increasing tremendously, due to the practicability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ique and the bloom of related industries. Two main point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between GsAs Semiconductor IC industries in Taiwan. (2)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C industries, from

upper level to lower level, by establishing interactive system and changing policy.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1)To make an effective decision and policy, enterprises on the supply chain have to consider the exist conditions within industries.

(2)A tiny change on any order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amount of inventory. (3)The fluctuation of the demand of IC will affect not

only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numbers of a firm''s employee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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