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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近年來台灣由於工資上漲及台幣升值等環境因素，導致國內生產成本逐漸提高，同時中國大陸與南韓、的快速崛

起，對我的高科技產業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因此，為產品創造更大的附加價值、自創品牌是當前首要的課題。本研究選

擇高科技產業中的行動電話廠商為研究對象，並以大陸行動電話市場為主，希望經由瞭解本國手機廠商在當地建立品牌與

經營的過程中，在國家、產業、市場與內在條件上，運作情況如何?考量為何?有何成功的具體做法?並對廠商提出未來發展

之建議，以提供後續研究者與新進入之廠商參考。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一)文獻分析法(二)個案訪談法，並依據以往

品牌相關文獻與本個案廠商及行動電話產業相關資料彙整，建立理論架構，並依據此一架構發展訪談問題，進行個案分析;

本研究構面因素如下:(一)國家:源國形象、政府。(二)產業: 產品生命週期、產業價值鏈。(三)市場: 消費者、競爭者、價格。(

四)內在條件: 產品、通路、推廣。 經過個案公司訪談與分析結果歸納，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一)廠商在當地經營品牌必須撤

地實行品牌在地化，而廠商品牌策會隨著其『鄉村包圍城市』的通路策略而做改變。 (二)台灣的高科技產品在大陸當地具

有優勢的來源國形象;而廠商是否會利用此一優勢需視其品牌定位而定。 (三)赴大陸經營未能取得手機內銷許可證的廠商，

在合資或是貼牌的過程中，技術智慧財產權是否流失及產品發展的掌握度，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而本個案廠商由於早已取

得內銷許可證，在當地發展過程中掌握很大的優勢。 (四)廠商品牌行銷策略上受到，品牌的競爭力、內部資源多寡、當地

的比較競爭優勢、進入市場的時間點所影響，而有所不同，而這些因素也是廠商在品牌行銷策略上所要考慮的的因素。 (

五)台灣自有品牌手機廠商品牌行銷策略，通路是首要的考量因素，品牌策略也是以通路為中心而改變;廠商在大陸地區通

路上成功的做法為1.高額的通路商利潤2.鄉村包圍城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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