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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汽車產業為國內重要工業之一，西元2000年汽車總產量為世界排名第二十一位，據當年天下雜誌統計有五家汽車製造

業營收，排名於前五十大企業中，亦為國內第七大製造業，顯見汽車產業對國內經濟貢獻良多。近年來國內車廠無論在設

計、製造生產乃至行銷等技術已不斷提升，並深獲世界大車廠一致肯定，漸成為國際技術母廠分工的策略夥伴。 兩岸加

入WTO後，隨著汽車市場的開放，業界間的競爭勢必更形劇烈，國內市場因規模有限，加上外來經營的介入，可預見將

使經營更形困難而艱辛；反觀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經濟快速成長，對汽車需求正逐年大幅增加，預估至2005年市場胃納量

可達320萬輛，成為全球第五大市場，因此我國汽車業界宜利用市場開放後的契機，積極調整經營策略，設法鞏固既有業

績，開創大陸市場，其成敗關鍵端賴經營者如何利用現有資源、整合兩岸各別優勢，以規劃經營策略。 經探討業界內部經

營環境因素與外部競爭環境因素顯示，國內車廠在兩岸加入WTO後，勢必須採『既競爭又合作』的經營策略方可致勝。

對國內優勢車廠而言，未來可借鏡中華汽車經營策略，以建立「自主研發能力」為核心策略立足台灣，再輔以同文同種優

勢拓展大陸市場，進而爭取參與技術母廠國際分工，以開拓市場及擴大規模產量。對弱勢車廠而言，應重新思考適合自已

生存策略、釐定新的方針，轉型往專業的上游零組件製造商發展，或採專業下游經銷商運作，與成車廠構成資源互補的生

產銷售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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