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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行動通訊(mobile communication)產業在目前的潮流趨勢下第三代行動通訊逐步成長但是佔有率還是在(General Packet

Radio Sevice, GPRS)的一半左右，行動服務內容應用不足可能影響未來發展速度趨緩，如何能掌握其行動通訊產業發展的

動向是相關產業間所重視的議題，本研究將藉由探討影響行動通訊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以及因素之間的互動，進而探討其

前景及未來發展。以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觀點來對行動通訊產業發展進行為探討，並採用創新擴散模式(innovation

diffusion)進行未來行動通訊用戶數量變化的預測分析，從建立的模式解釋台灣行動通訊現況以及發展，控制影響因子進而

模擬未來行動通訊未來發展趨勢。進而分析行動通訊產業相關業者的現存策略及其未來可能發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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