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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量販業者其主要核心能力與競爭策略為何， 進而比較不同公司特質在核心能力及競爭策略差異程度；並分

析不 同特質的量販業者所擁有的核心能力與採用的競爭策略之間是否 有顯著相關存在。 研究結果顯示：在核心能力上，

經因素分析後發現量販業之 核心能力在資源方面，可分為「公司規模」、「賣場設施安全」、 「服務資源」。在能耐方

面則分為「資訊管理」、「行銷管理」、 「賣場管理」、「顧客滿意度」、「人力資源管理」、「財務風險 管理」等八

個構面。在競爭策略方面可分為「成本領導策略」、「差 異化策略」、「焦點化策略」等三項構面。由於不同的量販業者

在 核心能力及競爭策略上具有差異性，經過進一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後發現：在不同成立年數、資本額、營業額、員工

總數等四項公司 特質上有顯著差異性，而在企業型態上則無差異性。 關於在不同量販業者之核心能力對其競爭策略進行

相關分析 後發現：核心能力之能耐及資源對競爭策略具有顯著正相關，顯示 量販業者對經營管理上應投入較多資源以提

升能耐，此為可行之競 爭策略，亦是永續經營的不二法則。從研究中亦發現，量販業者必 須提供一個品項齊全、一次購

足、物超所值、便利舒適的購物場所， 此對業者的經營績效將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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