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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以電子零件沖壓產業之中部某公司為例，運用產業分析工具如五力分析與SWOT分析，對產業之內、外部分析後

，根據分析之結果來擬定適合產業未來之競爭策略。 以個案公司為例，使用德菲層級程序法（DHP），以提供產業未來

之競爭策略為目標，蒐集相關文獻資料與次級資料，找出影響目標之要因，並發展出競爭策略方案，建立層級架構與問卷

之設計。問卷填寫對象包含個案公司之中高階主管及專家學者們，使用德菲層級程序法來結合產業界與專家學者的意見，

計算權重後之可行策略方案為策略方案再與產業分析工具做對照。 本研究結論認為產業外移現象嚴重，故應注意日後的價

格競爭以及關鍵技術門檻過高與國內外大廠所佈下之專利網為值得注意之議題。且由層級分析法之結論得知，策略聯盟權

重（0.273）為最大，可朝與國外廠合作之方向，藉此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及開拓國外市場。

關鍵詞 : 電子零件沖壓產業 ; SWOT分析 ; 五力分析 ; 層級分析法 ; 德菲層級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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