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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的模具工業，在全球模具市場的佔有率已經逐漸地在增加當中，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在半導體、光電與通訊等高科技領

域的蓬勃發展，所需之模具與加工設備之商機亦非常地龐大，放電加工機之需求也相對變大；放電加工機業者欲在這個競

爭激烈的環境裡生存，每個企業需有一套生存的方法，並想盡各種方法來找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以維持自己的一套競爭

優勢，並且利用自己固有之競爭優勢來訂定企業專屬之競爭策略。 在本研究中，先對放電加工機產業進行產業分析以及個

案公司分析，並從相關文獻中去找出影響放電加工機產業之因素，利用腦力激盪法與個案公司之專家篩選出影響放電加工

機之關鍵的因素以及策略；建立層級架構之後，本研究利用層級分析法去算出理想解類似度偏好順序排序評估法所需要之

權重，最後再導入理想解類似度偏好順序排序評估法的矩陣當中作運算，以算出各個策略之優先順序。 研究結果顯示，所

得出的競爭策略優先順序依序為：人才培訓、國際合作、建立團隊共識、資訊管理、協力網路。以上研究所得出之結果，

可以作為未來放電加工機產業在競爭環境上用來做策略規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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