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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區域集團化的浪潮下，本研究分析出三大 區域之特性：歐盟經由單一市場及單一貨幣的建立，形成一內

部 無疆界的市場。而北美自由貿易區，則是利用美、加、墨三國各 具特色之競爭優勢，共同提升國際競爭力。至於在東

協加三與紐 澳方面，透過日、韓兩國具有資本與技術密集之特性，以及紐澳 之經貿活力，來改善本地區之產業結構。 至

於面對區域統合後，對於跨國企業之全球佈局及國際進入 策略的影響，本研究選定德國兩家著名之國際級車廠：福斯集團

與戴姆勒賓士，作為本研究探討之標竿企業。加以該兩大集團產 品線完整，國際進入方式多元，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該兩

大集 團，在區域內貿易障礙消除，以及行銷市場擴大後，其營收與銷 售量之變化。 本研究發現：三大地區市場的整合成

功，對於汽車產業此一 強調規模經濟與學習效果的產業，亦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面 對如此的產業發展特性，包括：

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加 三與紐澳等傳統及新興市場，在未來仍是汽車產業兵家必爭之 地，其營收與獲利能力將

直接影響到國際級車廠的生存與發展。 而這些前提，都將建立在國際車廠加強與各主要區域聯盟之政經 關係上，除此之

外，持續加強品牌形象及創意，並將生產、行 銷、通路置於最具競爭優勢的地方，以強化最終商品之競爭力， 才能在快

速變遷的全球市場中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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