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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0年代末臺灣傳統產業大量的外移至薪資較為低廉的國家去，尤其是以大陸為多，其中亦包括曾經是臺灣前五大最具競爭

力產業的體育用品製造業，也因為產業外移將技術及經驗帶到別的國家去，所以形成更多的競爭，尤其是以大陸廠商為多

，且大陸當地製造業正循者臺灣過去幾十年來工業發展經驗及軌跡的腳步前進，亦也屯積了相當的製造功力，所以現在大

陸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生產中心了，以往臺灣製造業大多以OEM代工之方式培養及改善自己的專業技術，但是卻忽略

了自創品牌及許多沿續企業競爭力、壽命的經營方針；所以本研究針對現今網球拍產業該如何發展以強化企業在全球化的

競爭力以SWOT分析出其所面臨之問題並且參考全球體育用品景氣循環狀況，做出企業未來經營策略以及全球國際市場的

競爭力，此為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

關鍵詞 : 網球拍產業 ;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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