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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台灣自行車產業A-Team為研究對象，藉由系統思考呈現出「看見整體」的形貌、變數之間相互的關聯，及複雜

狀況背後的結構，並找出各自發展的動態環路，說明台灣自行車產業A-Team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如何形成A-Team成

長動態環路，並從中找出A-Team成長引擎，發現其成長可能產生的限制、副作用與瓶頸，進而擬出因應策略。本研究成

果，首次提出A-Team具有三種力量，發現A-Team成長動態環路圖中，不同的環路組合形成A-Team的凝聚力、競爭力和成

長力，並提出這三種力量會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動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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