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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食用油脂工業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生產業，也是一個成熟型的內需型傳統產業。自從政府加入WTO ，開放食用油脂

成品直接進口，其對食用油脂製造商造成很大的衝擊，加上原油持續漲價、美元持續貶值，國際大宗物資價格持續走?，

而企業須面臨原物料上漲的壓力與產能減少的壓力及同業間的彼此競爭，致而對其產業的獲利能力造成很大威脅。 因國際

穀物價格波動直接影響國內食品價格，在面臨國際原物料上漲的壓力下，對食用油脂製造商造成很大的衝擊。我國食用油

脂業如何面對這嚴酷的挑戰與在這日趨競爭的環境下，如何藉由供應鏈競爭優勢分析與競爭對手相抗衡，爭取獲利空間。 

本研究目的:希望藉由食用油脂業的上中下游供應鏈分析與影響整體競爭優勢之關鍵因素分析，並藉由探討食用油脂業供應

鏈的競爭分析，而歸納出公司企業的競爭對策，以確保公司企業長遠的獲利能力。

關鍵詞 : 食用油脂,供應鏈; 供應鏈管理;供應鏈作業參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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