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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an island country. Although shor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mited by population and territory which con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spinning industries, it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increasing of Taiwan’s economy in recent 50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scend of land price and wages etc., all made the condition of spinning industry from bad to worse. To find solutions, the

spinning industry have to switch to another line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cease doing business, or investing abroad . Before

mid 1980s, Taiwan spinning industry stood in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rade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fter mid 0980s, owing to

short of labors, the appreciation of NT dollars, and the raise of labor cost, which result to negative development to labor oriented

industry, for example: spinning and weaving industries in Ho-mei Area of Chang-hua,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the investment

situation there. The spinning and weaving industries in Ho-mei Area were develop since 1970-1980, had brought prosperity to

locality; however the spinning and weaving industries in Ho-mei faced short of labors, lacked of capitals and crisis of the arise of

south-eastern countries in mid 1980s, which made the spinning and weaving industries in Ho-mei Area confront the destiny of

second transformation . For decades of years, the spinning industry in Ho-mei was oriented in export, highly labor concentrated and

mainly OEM, the spinning industry has lost its competition, resulted from the rising wage and investing abroad to seek chance of

existence, thus, I would like to make some efforts to local industry, convey pride of Ho-mei spinning industry through local people,

entrepreneurs and Ho-mei county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some spinning industries such as Ho-yi, Yuen-fong,

San-wu, Jang-bing, Ming-fong, Jing-yi, Da-yi, Jang-yuei, and compile their investment experience, so 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senior entrepreneurs who want to invest spinning industries as possible, to wait and see, to hear and ask before investing, so as to

contribute a reference industries that are going to invest abroad and stay dome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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