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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的競爭時代來臨，全球分工、全球採購是趨勢，企業被激烈競爭情況拉引走向國際化，海外投資的情形愈來愈多，

因此海外投資市場的評估，降低投資風險是重要的課題。目前的金磚四國中被強烈討論與研究的是中國大陸，但對印度市

場的進入策略與投資環境的研究與探討卻相當少。本研究依個案探討、文獻分析法，針對油封產業國際市場進入的策略、

開發中國家的現況分析評估與進入模式之探討。運用PEST分析、PEST對個案公司的分析、SWOT的矩陣分析，以實際情

況來與理論相互印證。 研究發現:(1)由於印度市場的特殊性，印度宗教種族複雜、貧富差異極大、地域廣大各地風俗民情

不一，消費及商業習慣與我有相當大差異。雖然市場規模大、地主國的區位優勢偏多，仍以合資或低涉入性方式為最佳策

略。(2).國際進入策略之選擇，主要影響的因素為進入的動機，而不是產業特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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