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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創新管理相關理論為基礎，配合策略管理架構 ，針對我國公共工程機電系統之經營狀況從事系統性分

析，並在政府採購法實施多年以來，產業受景氣影響持續衰退情形下導致大多低價惡性搶標，我國機電產業面臨之困境以

至於品質低落，以蒐集政府採購法及公共工程品質系統政策為依據相關理論文獻，有關期刊、書籍、網路內容、訪問公司

案例之簡介和經營模式，透過創新管理之技術生命週期模型，利潤鏈模型、管理邏輯等為基礎，並利用五力分析，SWOT

分析，經營策略等，以期架構出我國機電系統產業之經營型態及面臨困境，若因此能發展出一些新的管理思維提昇公共工

程品質策略及發趨勢的成功因素作為本研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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