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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下，筆記型電腦產業的競爭日益激烈，致使其在投資、製造、生產程序與策略決議的思

考模式，受到強烈的影響和衝擊。本研究在個案研究分析中發現，筆記型電腦產業，若要能充分地服務國際市場的需求，

又要能對抗外在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的競爭，就必須透過國際市場的多元化經營，才能有效地運用全球生產資源，開拓新

興的競爭市場，以因應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並且經由產銷多元化和經營的多角化，並進而運用其資源分配來擴展本身之

核心技術，以提昇其競爭優勢。 對於今日台灣的筆記型電腦產業而言，雖然具有強大的產品設計與彈性製造等優勢，但假

使企業的營運範疇仍然局限於狹小的區域市場中，在隨著市場的成熟飽和產業結構的改變下，外加上競爭者的參與競爭，

則台灣的筆記型電腦產業，將漸漸地降低了規模市場的行銷與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因此台灣的筆記型電腦產業，若想要

在全球競爭的市場中繼續佔有一席之地，則必須更積極地朝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競爭市場中來邁進，往外尋找新的生產行銷

據點、生產資源或藉由國際間的企業合作，來鞏固其企業競爭的優勢，並且進一步地將全球的生產資源與企業營運程序予

以整合，納入其企業全球營運與策略規劃的思考範疇之中，逐步地開拓國際競爭市場，以建立起企業本身的全球生產、全

球配銷的全球運籌管理機制。 本研究最後提出五項命題，如下所述: 命題一 全球運籌管理成為台灣筆記型電腦產業

OEM/ODM廠商競爭生存的必要條件。 命題二 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導入全球運籌管理可藉由附加價值的提昇，建立企

業產銷差異化，並進而增強企業本身差異化競爭優勢。 命題三 企業必須具備某些基本條件，才能成功運作全球運籌管理

。 命題四 建立專責的全球運籌管理團隊，才能適當而有效地協調、整合全球運籌網路資源。 命題五 台灣整機出

貨(Taiwan Direct Ship；TDS)是筆記型電腦廠商提昇企業本身競爭優勢和提高代工客戶產品競爭力雙贏的產銷模式。 關鍵

字: 虛擬整合 Virtual integration 全球運籌管理 Global Logistics Manage GLM. 臺灣整機直送 Taiwan Direct Ship 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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