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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如何經營跨國品牌策(international brand strategy)，從公司內外部研究分

析國際品牌策略品牌和品牌操作方式，從文獻上引用推導公司的品牌策略施行研究方法。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文獻探討

以及深入訪談的方式，針對主要研究對象自行車產業(bicycle industry)的經理人或是公司行銷部門人員，進一步作深入訪談

了解公司完整運作品牌行銷策略過程，從學術上來分析公司經營品牌策略和整體營運績效上達到的目標。 根據本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對其品牌策略皆有相當程度之影響。結論方面本研究根據品牌理論而成的具體做法與實行方向，利用

三種方法來建立品牌忠誠度，分別是常會員俱樂部及資料庫行銷，並加入顧客關係管理(CRM)的概念，考量顧客需求，將

原先只存在在自行車產品身上的光環及銷售忠實度，也轉換到其公司品牌身上，強化其公司品牌。 未來可運用以下方式來

延伸本研究：(1)訪談方式的增加(2)運用較微觀的角度來探討的自行車品牌研究(3)以量化實證方式來驗證品牌策略影響因素

對自行車跨國品牌策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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