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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台灣製鞋業赴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為何？何處為最適區位？ 經由相關文獻探討與專家訪

談法歸納萃取出五個主要基本研究構面，其項下再細分十八個分項層級因素(評估指標)。透過以層級分析法為架構基礎的

專家問卷調查後，輔以決策群體的軟體應用，實證分析?個各區位關鍵因素的權重與優先向量，進而找出最適區位。 本研

究係以同時對中國大陸、越南或印尼這三個投資地點，過去或近期內至少有兩個國家以上的投資經營經驗的台灣製鞋業者

為主要研究對象，而透過其決策經理人，進行寄發10份專家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份，實證分析結論如下： 一、由受測專

家所給予各評估指標的權重與優先順序，受到重視的區位選擇關鍵因素依序是：(一)成本因素(二)投資環境(三)政府政策(四)

產業關聯(五)基礎建設。 二、依研究結果顯示，區位別的整體優先權重值依序是越南、印尼、中國。顯見越南是專家們在

三個評選國家中，台灣製鞋業者赴海外投資的最適區位。

關鍵詞 : 海外直接投資(fdi)，區位選擇(location selection) ; 層級分析法(ahp)，優先向量(priority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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