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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由於全球化及自由貿易的影響，全球生產模式改變，帶動了低工資國家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成衣業之興起，其中以中國

大陸對我國成衣業造成的影響與威脅最大。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將取消，台灣成衣業在全球市場上可能會面臨排擠效應

，預期中國將從中受惠最大。在此同時，國內經營環境仍不利於勞力密集的成衣業發展，土地取得不易且勞動成本上揚，

加上國內人才募集仍有困難，對企業經營環境不利。成衣業為我國紡織產業中最早進行全球化佈局的其中一環，由於全球

與國內經濟環境的改變，以及因應紡品自由貿易的競爭，以台灣接單、採購，扮演控管、研發中心的角色，根據成本、關

稅配額及掌握市場動脈等考量進行全球化佈局，從過去單純OEM型態轉型，逐步提升ODM及OBM比重，減低對OEM的

依賴。再者，積極以策略聯盟方式結合中外大廠與國際品牌，擴大營運規模。因此，台灣成衣業如何知己知彼，在全球化

的洪流中永續經營，並且深耕台灣，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則為目前刻不容緩的問題。 本研究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

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範圍及限制。第二章為文獻回顧，探討全球化佈局、紡品貿易自由化、OEM

、OBM、ODM等相關文獻。第三章為台灣成衣業的發展沿革與現況，分析全球紡品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與中國大陸、東

南亞等低成本國家之威脅，以及由傳統產業轉型的挑戰。 本研究第四章分析五家上市之成衣公司的發展與現況，針對紡品

自由貿易化後與全球佈局策略、產業轉型升級變化等層面進行分析，並分析成衣公司面臨的挫折經驗與困難等，以作為成

衣業進行佈局時的學習與參考。故本研究考慮資料取得的難易度，以及公開透明的次級資訊與數據等因素，本研究依據條

件選取五家上市成衣公司，分別以台南企業、年興紡織、南緯實業、嘉裕公司、聚陽實業為代表。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分析這五家上市成衣公司之異同，包括：1、現階段的佈局重點在積極佈局中國大陸。2、佈局考量在關稅與配額。3、朝

向垂直整合組織發展。4、積極「e化」－－資訊化轉型。5、以OEM代工為主，轉型朝向ODM進行。6、代理國際品牌等

行銷策略為經營重心。7、以台灣為營運中心，扮演接單、行銷、控管及研發的角色。並對於政府、業者、後續研究者提

出建議，諸如政府應協助業者從事人才培育、研究發展及改善投資環境，甚至應成立加工專業區，聘請與勞基法脫勾之外

勞進入專業區工作，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成衣業之國際競爭力等，以供參考，期能使台灣成衣產業掌握主導全球運籌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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