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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兩岸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化思維下最佳的 運作模式。首先了解台灣與大陸在IC產業鏈的優劣勢，台灣

是以高階技術取勝，而大陸擁有廣大市場卻未能充分運用資源，在整個IC 產業鏈各有優勢，兩岸若只採取競爭策略，均

無益處。 因此兩岸加入WTO後，半導體產業應充分整合且發揮良性競爭，採取互補合作的策略。即可加強兩岸資金與人

才的交流，雙方高科技廠商得以充分發揮本身的資源，增進與國際大廠競爭的實力，都能互蒙其利。最後對兩岸IC設計、

製造、封裝測試業三部份，以台灣廠商為主軸，在同時面對競爭者與互補者，所採取的策略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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