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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絡已成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特別是當企業彼此形成鑲嵌網絡模式時，一種互惠與信任的機制將可為雙方創

造價值。半導體產業中，包括IC設計、IC設計服務、IC製造、IC封裝與IC測試等產業，其中IC設計服務業是半導體產業

中最為新興的產業，IC設計服務產業的廠商往往必須與IC製造業有非常密切的配合，方能為其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品質、

甚至為其客戶取得IC製造的產能。台灣IC設計服務產業中，智原可說是表現最為突出的公司。因此，在本研究中，選定智

原科技與聯華電子為研究對象。其次，在本研究，我們試圖以質性、縱斷性的個案研究方式，來分析智原科技與聯華電子

「如何」和「為什麼」形成網絡關係創造競爭優勢，並透過初始與次級資料的搜集，對雙方的網絡合作關係、類型及成效

，從事系統化描述與分析，揭露智原與其合作的IC製造廠商－聯電之網絡演化過程，藉以了解此二家公司如何形成鑲嵌網

絡模式，共同創造價值。最後，本研究將針對網絡提出理論與實務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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