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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二十年來台灣投資環境大幅改變，投資利基縮減，其台幣大幅升值、人工成本、設廠成本逐年上昇等的不利因素，許多

傳統產業在環境變遷中已成為夕陽工業。台灣自行車從傳統產業中成功轉型，為台灣創造了鉅額的外匯，甚而成為屹立世

界自行車出口的王國，其產業轉型之發展歷程與其成功，是我們所關切。本研究以系統性觀點來探討產業持續演化的過程

，闡述系統中主導基模隨著時間軸的演進情形。包括：自行車產業間之成長上限、成長與投資不足，及富者越富之現象。

用長期動態觀點找出自行車產業中存在的穩定互動結構；瞭解造成自行車產業成長推力的因素，並加以分析因推?反覆發

生之深層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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