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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變動迅速的產業環境以及全球化的趨勢，企業面對全球市場與競爭條件，莫不思考如何提升其競爭力，因此「全球運

籌管理」、「供應鏈管理」、「供應鏈策略」儼然成為企業經營的重要課題。 本文以海外台商為分析對象，透過深度訪談

與資料蒐集等方法，探討不同產品/產業特性與供應鏈之關係，以及不同廠商選擇供應鏈策略-推式、拉式、推拉混合式之

異同，作為提供海外台商在面對全球化的市場競爭壓力下，評估與選擇適當的供應鏈策略。 　　本研究選取台灣海外台商

四項產業作為個案研究，經由個案訪談，分析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1.產品需求不確定性高，產業規模經濟低，企業將採拉

式供應鏈策略。如電腦業。 2.產品需求不確定性高，產業規模經濟高，企業將採推－拉式供應鏈策略。如汽車業。 3.產品

需求不確定性低，產業規模經濟低，企業將採推－拉式供應鏈策略。如常銷性圖書出版業。 4.產品需求不確定性低，產業

規模經濟高，企業將採推式供應鏈策略。如食品業。

關鍵詞 : 需求不確定性，規模經濟，供應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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