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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新興科技的發展，引領著台灣的經濟走出了一個新

的動向，作為能夠體現總體經濟的領先指標營造業，更是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行

業，目前其發展的困境應引起業界與政府的關注，如何提高行業自身綜合能力，

在面對市場變化時，如何改變競爭策略做出反應，都是台灣營造業需面臨和解決

的問題。本篇針對台灣營造業深入分析其競爭策略，包括內外發展策略及其應用

為何。本研究針對台灣營造業高階主管深度訪談的方式，透過SWOT分析和PEST

分析作為架構進行實證分析。 

 本研究歸納重要結論如下：（1）台灣營造業是台灣總體經濟的領頭羊，經

濟的好壞影響產業的興衰，只有提高自身的綜合能力才能在環境中脫穎而出；（2）

政府政策支持對營造業有重要助益，關注政策的變動及政府的動向對營造業是一

盞明燈，可以幫助營造業導向一個新的未來。（3）台灣營造業需積極培育管理

專業人才，應善用管理層人才，對基層員工給予更多的尊重；（4）營造業需往

下紮根基層專業技術人才培養，應重視傳統手藝的發展；（5）掌握原物料行情

降低波動不對稱性，以規避風險，穩定的供應鏈與政府的規範可避免買高風險；

（6）打造台灣營造企業品牌，提高自身競爭力，營建自動化，從人才、財力、

品質、速度等方面打造屬於自己的品牌，才能具備自身競爭的優勢。 

關鍵詞：營造業、競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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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leads the Taiwan economy out of a new trend, as to be able to reflect the 

overall economic leading indicator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ut also cannot ignore 

an important industry,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plight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how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omprehensive 

industry itself,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market, how to change competition strategy to 

respond, is Taiwan's construction industry must face and solve the problem. This paper 

i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on strategies of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high-level executives in Taiwan'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study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through SWOT analysis and PEST analysi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lusions :(1) Taiwan'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 bellwether of Taiwan's overall economy, and the good or bad economy 

aff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try. (2)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is of great help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ttention to policy changes and government trends is a 

beacon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can help it guide to a new future. (3) Taiwan's 

construction industry should actively cultivat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make good 

use of management talents, and give more respect to grassroots employees; (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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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industry needs to take root i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rafts; (5) master the market of raw materials to reduce fluctuations and 

asymmetry, so as to avoid risks. Stable supply chai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can 

avoid high risks; (6) to build a corporate brand in Taiwan,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build automation, and build its own brand in terms of talent, financial strength, quality 

and speed, so that it can have its own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 word: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mpeti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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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營造業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根據麥肯錫2017年的報告統計，每年全

球約有十兆美元花費在營造產業相關事業群，約占全球GDP的13%，且僱用全球

約7%的勞動力人口。美國經濟分析局亦指出，營造業發展可有效促進其他各行

各業經濟活動發展，營造業GDP每增加1美元預計可帶來額外0.86美元相關經濟

活動，被歸類為具有最大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之行業。澳洲統計局也指出，

營造業每增加1美元的GDP，可產生2.86美元經濟效益（林柏君，2017）。 

台灣營造業在過去一直為總體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引領產業的發展與進

步，不少學者稱該產業為「火車頭工業」，可見營造業的重要性不容小覷。林柏

君（2017）發現國防、交通、農工、水利以及關係民生的經濟建設，皆與營造工

業息息相關，對於一國經濟之影響甚巨。營造業若繁榮發展，不僅可促進國土建

設，有效執行公共投資，更可帶動許多關聯產業的發展與成長。因此產業的發展

與經濟景氣關係密切，常帶動關聯產業的發展，不但可引導上游相關產業的需求，

創造就業機會，激發國家經濟之成長（吳濟華，何柏正和黃元璋，2008）。 

台灣營造業在民國七十年左右，開始蓬勃發展，大型工程如雨後春筍接二連

三冒出，競爭模式推陳出新，進步非常迅速，然而營造業涵蓋範圍非常廣，包括

土木、建築、水利、環工、景觀、園藝，有關民生的工程、設施都是經營範圍，

因此在國家的民生建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營造工程直接影響民眾的生活

舒適與否，更密切關連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因此營造業者必須具備非常精良的

專業技術，在營造工程的生命週期的每一環節，都能夠深入地計畫及執行（李呈

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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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營造業上中下游關聯產業 資料來源：林柏君，2017 

營造業之細項產業包括土木工程業、建築工程業、機電及管道工程業、修整

工程業、其他營造業等；又前兩細項產業為主體工程項目，後三項則是立基於主

體工程上之附屬工程項目，各細項產業分屬不同經營領域。但以廠商角度檢視，

單一業者經營業務範疇並非僅侷限於單一細項產業，因此以實務面切入，各細項

產業分類應以廠商業務別或業種來形容更為貼切。此外若以法源依據考量，營造

業主要可區分為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以及土木包工業等三類，同時該三類無

論對其資本額、人員配置、執業時間以及工程承攬規模等項目皆有不同級距差異，

主要依據營造工程業務所具備分包分工之特性（林進南，2015）。 

營造業所生產的產品，不論是公部門所主導之公共工程或是其他產業所需之

基礎設施或必要使用之空間，對國家經濟發展及民生需求之滿足均影響甚鉅，故

營造業素有火車頭工業之稱。因此每當國家景氣狀況不佳時，政府總會藉由大量

公共工程之推動，來刺激經濟景氣之復甦，顯然，營造業的經濟活動實為國家經

濟發展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然而，面臨自由開放的國際營建市場，台灣地區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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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必須同時面對固守本國市場與發展國際市場與外商的激烈競爭（吳濟華，何

柏正和黃元璋，2008）。 

台灣營造業自民國70年代中進入全盛時期，80年代末逐漸衰退，90年代之經

營環境處於激烈競爭狀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資料，營造業於民國91年有12,210

家，92年2月營造業法頒佈，93年2月實施，重行登記為綜合營造業後，95年4月

剩9009家（吳瑞卿，2006）。台灣都會區為密集發展之開發型態，地窄人稠，都

會區內處處高樓林立，建築工地之進行，確實對周遭的人、事、物及環境造成很

大的影響，工程進行一旦產生疏失，建築災害及損鄰事件隨即伴隨而來，加以國

內營造業者部分體質尚待改善，導致建築災害及損鄰事件層出不窮，不但造成營

造業者及受損戶生命財產之損失，糾紛纏繞中更消耗了許多社會成本（朱信忠，

2002）。 

林柏君（2017）觀察國內近年來的投資氣氛，除了觀望保守，且有加速轉往

海外生產的趨勢，我國營造業者對於來自公部門或是民間企業等國內工程的需求

有限;且營造業本身在工程業務原本就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包括:缺工、政府政策

措施的不確定性、以及工程履約爭議等，因此，除了國內的需求不足，各種體制

上所遭遇的阻礙也是營造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李呈芳（2015）根據內政部營建

署的分析資料，得知營造業的共同材物特性為採高財務槓桿，導致風險性高，尤

其工程人員的專業及操守可資信賴度參差不齊，難以達成預期利潤，甚至造成虧

本，這是共同的難題。 

營造業大都為戶外生產的行業，工作環境受氣候及不確定因素影響頗大，地

形及工作地點的地質、水文環境、交通狀況對營造業工程費用、進度、品質控制

及施工安全皆造成影響，廠商必須在施工前評估許多不確定因素之影響，而依生

產成本及競爭壓力之消長投下標單，生產工作的危險性高(尤其是大樓建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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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勞工災害頻傳，大量人工的投入更增加管理的困難，為一高風險之行業；營建

生產過程因受物理法則限制，必須循一定工作程序施工，生產時程長，金額大，

易受政治隱定性、經濟景氣、物價波動及通貨膨脹的影響；營造業由於外場工作

辛苦，工地較一般職場危險性高，造成施工人員流動率大，臨時聘雇人員之向心

力及忠誠度不足，工地安全衛生管理不易，加上材料來源不穩定且不易掌控，影

響營造業的成長與施工品質（吳濟華，何柏正和黃元璋，2008）。 

過去政府缺乏完善之公共政策，公共建設投資無法長期持續發展，營造業者

難以建立策略計劃，訂定營運目標，影響投資心理，導致大多數業者長期處於中

小企業經營型態良莠不齊，標場上經常發生低價搶標的現象，破壞經營秩序及公

平競爭。而目前社會型態變遷，營建人力急速流失，營造業為因應業務大幅波動，

大量雇用臨時人員，其流動性高且難以掌握，人工技術水準低落，勞力密集之傳

統工法仍蔚為主流，勞工短缺益形嚴重，惟仍缺少領班，且外勞須經一段訓練期，

始有產能，影響施工品質至鉅。環境及社會的變遷，工作場所的改善，勞工安全

的重視，環境保護之要求等日益重視，導致營建成本不斷增加（吳濟華，何柏正

和黃元璋，2008）。台灣營造業近年來遇到的衝擊與挑戰與台灣景氣息息相關，

因此本研究從政策制度、產業分析進行競爭策略之探討，彙整適用於營造業之架

構構面模型，並嘗試以較為整體面之觀點來初步分析營造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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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目前台灣營造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能夠找到之

間競爭策略則將可以創作機遇，與台灣經濟共同發展。本研究即針對營造業進行

分析，進一步探討該產業如何在台灣總體經濟中占一席之地，因業者眾多、消費

替代性高、競爭者眾，綜觀台灣營造市場需求受到景氣循環影響甚高，但對其研

究競爭策略均很少見。基於以上動機，本研究希望能探討出台灣營造業競爭優勢

的關鍵因素，盼能幫助營造業者、政府、消費者之參考依據。 

 因此，針對本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台灣營造業發展及其趨勢； 

二、探討台灣營造業之內外部環境分析； 

三、探討台灣營造業競爭策略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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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台灣營造業現況與發展 

 營造業為我國重要產業，承擔國家土木建築基本建設任務，與經濟發展及人

民生活息息相關。尤其是營造工程品質的良窳，更是直接影響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與生活環境品質。若營造業蓬勃，必能帶動水泥業、鋼鐵業消費，進而提昇國內

經濟發展，在內需經濟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吳嘉祐，2011）。營造業直接

創造至少12萬個工作機會，而本業的收入及支出所創造的產值總和已超過一兆台

幣，帶動就業人口並刺激相關產業配合供給產出，因此營造業也擁有「經濟火車

頭」的美稱（黃建銘，2017）。 

營造業必須具備專業性，並擁有基本的技術團隊、機具設備以及足夠的資本

(張隆盛和廖美莉，2003)，相對於高科技產業，營造業雖屬於傳統產業，卻是整

體經濟不可缺乏的產業，在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國

民經濟和勞動就業的主要貢獻者(劉炳勝，2009)。台灣營建業的發展，在1997-1998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受到很大的影響，當時政府為了促進房地產的景氣跟提升交易

量，提出了一些振興建築投資業的措施。在2003年後台灣的房地產開始復甦，此

後營建業與房地產業開始蓬勃發展，在台灣，目前自有住宅率高達八成，這幾年

由於土地的成本上漲，加上大台北地區能夠開發興建的土地也越來越少，使得土

地價格越來越高，中南部地區的都會區，近幾年房價也紛紛上漲，跟大台北地區

比價格較低，但整體而言，不論是北部或者中南部地區，這幾年房地產業的發展

迅速，使得營建業者之間也越來越競爭，除了競爭取得開發的土地外，更競爭消

費者，如何在許多建案中，取得消費者的青睞，將產品行銷出去，更是重要（何

維政，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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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歷過舉世稱讚的經濟奇蹟，在政府公共建設與民間的大量投資下，總

體建設已初具規模。然而，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不景氣也造成了營造產業市場的

萎縮，台灣部分營造廠開始由民間工程轉為公共工程（吳嘉祐，2011）。余振銘

（1990）提出國內營造業競爭力的九大構面，依序為「資金財物」、「人力資源」、

「工程資訊」、「行政管理」、「施工技術」、「機具設備」與「研究發展」，

再加上「多角化經營」、「企業文化」。彙整構面其相關因子並作問卷調查與統

計分析，探討出營造業競爭力關鍵性因子為「以員工的人品與處事態度作為晉升

標準，而非學歷」、「建立協力廠商及材料商資料庫」、「建立完善的施工計畫」

與「注重團隊合作精神」等四項。將營造業的競爭策略整理出架構式的基本綱要

與藍圖。 

吳嘉祐（2011）研究營造業作為國家經濟建設之基礎，是帶動其他行業的龍

頭，與民生關係密不可分，故有火車頭工業之稱。本章將各法規與單位對營造業

的定義與特性做一個探討，並彙整，如表2-1所示。                                                                                                                                                        

表 2-1 營造業定義之彙總表 

 
資料來源：吳嘉祐（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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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銘(2000)提到，從經濟角度來看，營造業在本質上類似代工的性質，其

特性是屬於「先交易後生產」，與一般製造業「先生產後交易」有所不同。而且

因為資訊相對封閉與不對稱，使得消費者無較強能力判斷，因此，政府必須制訂

諸多政策及法令規範廠商，以達到保護大眾之目的。何維政（2015）發現營建業

不像一般的製造業一樣，只要投入資金、廠房或設備，就可以生產產品，其主要

資產是土地，土地成本是關鍵，而購買土地的區位也是關鍵，有許多營建業者常

常推出一兩個建案就結束營業，在目前這種競爭的環境中，經營者如何在大環境

與景氣的變動下規劃公司長期的經營策略，使公司能夠永續經營，持續受到消費

者的喜愛，是經營者需面對的另一大課題。 

吳瑞卿(2006)指出，營造業是依照業主事先所訂之標準與規範來從事製作，

是屬於高度客製化的生產方式，依據顧客訂單生產、沒有存貨、僅受施工環境與

天候影響大，故施工過程不確定性高。又受法令限制，環境影響及組織操作，因

而造成與其他生產業不同的特性。林振宏(2003)認為國內營建廠商應減少財務槓

桿之運用，可以長期融資作為主要經營模式並加以妥善進行資金規劃，以備各專

案資金不足之風險，確保企業能永續經營。張正岳(2006)表示，營造業在經營本

質上類似代工，不需要囤積太多的原物料，其經營本質上僅屬於工程承攬，可以

定期向業主收取工程款，所以在財務運作上，較能發揮財務槓桿，因所需的資本

相對小於建築業，較屬於勞力密集。而建築業則主要從事土地加工，土地是原料，

但因土地價格較昂貴，因此經營此業所需資金較多，在行業特性上較屬於資本密

集。 

林芳瑩(2004)認為台灣營建廠商應量力接案、適度執行企業瘦身計畫，且妥

善進行資金規劃，以降低各專案資金不足時之風險。毛昭凱(2008)國內營建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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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專長經驗、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等方法來拓展國際市場，其優點能降低投資

風險、資源分享、技術與經驗的轉移，提昇國際營建產業之競爭能力。 

陳重安(2003)認為營造業有如下特質，入行門檻極低，企業數目眾多且大部

分為中小型企業規模；營造業多具地域性；公共工程具有強大的市場吸引力；民

間工程易受經濟景氣與供需面之影響；以專案為主，工作內容分散、重複性低；

勞動報酬支出偏高；高風險、高耗材率、獲利率低；屬營建工程之「中間產業」，

發展空間有限；技術更新速度慢，缺乏研發創新能力；分包流行等等的特質。 

蔡承佑(2010)認為當全球經濟環境變化莫測時，營建廠商應有效運用資訊科技來

改善企業經營體質，方能使企業在國際間能蓬勃發展並且維持競爭優勢。陳柏伸

(1993)指出，台灣營造業受政策與經濟景氣之影響，業務來源極不穩定；加之建

造成本、押標金、履約保證金不同程度上，亦限制了廠商承攬業務的能力。謝百

榮(2010)研究發現營建股價指數與景氣對策信號燈互為獨立關係，代表營建產業

對於景氣循環之影響力並不顯著，故政府欲提升經濟，需朝多方面著手，以達其

效果之顯現。 

雖然營造業所面臨的問題龐大複雜，但是營造業屬於勞力密集產業，且以分

包形式為主流工作模式，專案執行的過程就是對各方人員的管理整合，因此透過

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才能進一步推動營造廠商的營運策略，也才有機會發展獨

特的優勢，在複雜的產業環境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企業中執行人力資源管理的部

門往往被定位成執行人事行政作業的支援單位。但隨著人力資源對企業關鍵成功

因素的影響性的增加，使得人力資源在以無形資產與智慧資本為主的現代經濟中

開始晉身為策略核心(翁瑩潔和李誠，2005)。營造業是一個集生產、製造與服務

之工程承攬的行業，需要資金、技術、人力之高度整合，且產品具有昂貴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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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不可移動性、地域性及不重覆性等性質，使其產業之經營特性異於一般行

業，為區域型傳統產業（吳嘉祐，2011）。 

營造業的產品特性造成施工過程不確定性高。施工過程多在戶外施工，因此

受天候、工法、場地、人員素質及材料等因素之影響，因此施工管理不易，容易

產生許多不確定性，影響廠商經營績效(謝政達，2013);營造業作為承攬工程施工

之生產業，以承攬土木、建築工程為主要業務範圍。經營本質上屬於為訂做者代

工，在確定且簽訂合約後，才予以施工製造，屬於勞力密集產業（吳嘉祐，2011）。

營造業的風險波動大。營造業的成本有五成是建材材料，所以受到原物料價格波

動影響很大，因此風險波動大（黃建銘，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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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競爭策略理論之相關文獻 

根據過去文獻關於競爭策略之分析，其理論依據主要有SWOT分析、PEST分

析作為產業內外環境分析，且研究發現，多數內外環境分析可沿用至營造業競爭

策略方面，可見不同產業類型其適用之競爭策略理論皆相同，隨著時代演進變化，

茲將4項理論依時間發展。 

李舒歆(2005)指出，SWOT其主要功能在於了解組織自身的短處並加以改進，

再依自身長處加以發揮，以有效掌握組織內部的特性，另一方面則對組織外在環

境的機會和威脅加以分析，當碰到機會時，應積極納入策略規劃過程中，作為推

動策略有利時機;當遭遇威脅時，應設法轉化，使其不至於成為策略推動之阻礙。

Dyson(2004)發現SWOT分析旨在確定組織的優勢和劣勢以及環境中的機遇和威

脅。確定了這些因素後，開發了可以建立在優勢上，消除弱點，利用機會或抵禦

威脅的策略。優點和缺點是通過對組織的內部評估和外部評估的機會和威脅來確

定的。 

Turner(2001)認為SWOT分析的目的旨在達成企業目標，可評估企業內部的

優劣勢，辨識外部環境可能帶來的機會與威脅。Pickton and Wright（1998）SWOT

不應該被視為一個靜態的分析工具，其重點只在於其輸出。它應該被用作管理和

業務發展過程的動態部分。作為框架SWOT分析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其簡單性

和價值關注於影響業務發展和增長的關鍵問題。Barney(1991)進一步將SWOT分

析歸納為兩個思想主流，一是近年來發展的主流，強調外在環境的分析，以競爭

策略獲得優勢，稱之為「競爭優勢環境模式」。 

姜世榮(2008)表示，經由SWOT分析後，企業可瞭解目前或未來的機會、威

脅、優勢及劣勢，從而能掌握及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僅僅能夠識別自身存

在哪些優劣勢，知道環境帶來哪些機會和威脅還不夠，必須對它們做出迅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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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果斷的決策。因此，可將調查得出的各種因素根據輕重緩急或影響程度等排序

方式，構造SWOT矩陣。在此過程中，將那些對組織發展有直接的、重要的、大

量的、迫切的、久遠的影響因素優先排列出來，而將那些間接的、次要的、少許

的、不急的、短暫的影響因素排列在後面（李明玉，2011）。巫建宇(2010)指出，

當組織確定當前的使命、目標及策略後，便可著手進行「環境分析」，而環境分

析可分為「內部環境分析」和「外部環境分析」。內部環境分析是要去發掘組織

的優勢(Strengths)和劣勢(Weaknesses);而外部環境分析則是在挖掘環境中的機會

(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 

伍忠賢(2003)提到「SWOT策略矩陣」配對方法，經常被用於企業策略制定

及競爭對手分析等場合。Thompson and Strickland(2003)亦認為SWOT分析的真正

價值，在於可以確定「優勢」、「劣勢」、「機會」、「威脅」的四個構面分析

後，隨即建立在即時採取行動的基礎上。 

Hill and Westbrook(1999)在分析公司的戰略地位時使用了各種框架和方法。

最簡單的一個是SWOT分析，SWOT是“優勢，弱點，機會和威脅”的縮寫。在

經驗上調查這種工具的使用情況比較少見。Dyson(2004)發現SWOT分析旨在確

定組織的優勢和劣勢以及環境中的機遇和威脅。確定了這些因素後，開發了可以

建立在優勢上，消除弱點，利用機會或抵禦威脅的策略。優點和缺點是通過對組

織的內部評估和外部評估的機會和威脅來確定。 

將大量不同的因素彙集在一個簡便的模型中，能夠有效反映一個行業的基本

競爭態勢。同時，這一模型的競爭分析反應出了企業直接的和現有對手的競爭，

拓展了企業的競爭環境，為評價產業的吸引力和競爭分析提供了一種有用的分析

工具(Zhang and Chai，2005)。Porter(2001)提出，五力分析可以補足SWOT分析不

足之處。Ketels(2006)提到，在產業競爭結構分析中，五力分析是一個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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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它也有助於SWOT分析。Dess & Lumpkin & Eisner（2010）也說五力分析

和SWOT分析是比較重要的和最流行的策略分析工具。 

這兩個模型被廣泛使用在策略分析中，五力分析主要用於產業情況分析，

SWOT模型被使用在策略分析和選擇。但是，為了實現理論結果和製訂合理的策

略，單獨的分析工具是不夠的，其兩種分析模式各有長處和局限性。Becerra

（2009）指出，從組織的觀點來看，SWOT分析的主要限制在於假設有一個明確

的界線在內部和外部環境之間。Teece（2009）指出，被簡化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中

所列出來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可以簡化在策略分析所需要的資訊，但SWOT

分析的策略選擇可能會不合理或不可行。因此策略的選擇將構成長期的影響，必

須投入更長的時間來架構策略分析。在五力分析的幫助下可以避免SWOT分析的

一些限制。方世敏（2013）五力分析從競爭的角度幫助企業能瞭解自己行業的力

量來源、強度、影響因素、競爭狀況、自身實力等，進而分析在內外環境中企業

應該採取的措施。 

以競爭為導向，即將企業置於五種力量對立的焦點位置，沒有考慮企業與各

種競爭力量間的合作問題。(2)以現存產業為研究物件，其分析的隱含前提即是產

業界限相對明晰且產業結構是既定的，二者不可模糊。(3)忽視了許多重要的環境

因素對競爭環境的直接影響。如，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來影響

整個產業。(4)涵蓋了所有競爭力的內容，卻沒有有效地反映各競爭力之間的動態

關係(ZHANG and CHAI，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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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營造業策略之相關文獻探討 

廖慶隆（1995）研究從產業分析與競爭策略理論中，彙整適用營造產業之架

構模式，嘗試以整體觀點來初步分析營造產業。在企業競爭策略與績效之關係，

提供決策者制定競爭策略時之參考。該項研究加入價值鏈的觀念，讓從內部價值

活動來分析競爭策略。黃清玄(2004)以京城建設為例，運用五力分析SWOT分析

探討建設公司處在經濟景氣衰退、長期低迷中能夠持續成長的原因，公司的經營

策略及管理成功的因素，藉以供營建業作為重要參考，避免盲目擴充推案而導致

經營不當，面對關門的窘境，以減少社會整體資源的浪費及社會問題。 

周賜屏（2000）根據SWOT分析價和五力分析針對營造業及研究個別之現況

提出說明，其次為策略分析，並對弱點及威脅提出因應措施，最後對營造業之轉

型策略提出分析及建議。余振銘（1990）提出國內營造業競爭力的九大構面，依

序為「資金財務」、「人力資源」、「工程資訊」、「行政管理」、「施工技術」、

「機具設備」與「研究發展」，再加上「多角化經營」、「企業文化」。彙整構

面其相關因子並作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探討出營造業競爭力關鍵性因子為「以

員工的人品與處事態度作為晉升標準，而非學歷」、「建立協力廠商及材料商資

料庫」、「建立完善的施工計畫」與「注重團隊合作精神」等四項，將營造業的

競爭策略整理出架構式的基本綱要與藍圖。 

SWOT不失是一套能和外部環境以及企業內部條件相互配合的策略，可以幫

助企業把資源和行動聚集在自己的強項和有最多機會之處，使企業策略的擬定更

明確、更系統化，並讓企業的策略變得更加明朗。而營造廠關鍵成功因素即隨著

產業環境發展而調整公司之經營模式及策略，使公司獲利率提升。且縱覽營造業

相關文獻對策略的研擬，亦大多使用SWOT分析法（吳嘉祐，2011）。例如，何

維政（2005）運用SWOT分析研究個案發現個案公司有良好優勢，可建立聲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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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但是有人才斷層以及培養接班人的困難，該個案面臨的環境是：無代替品

威脅，潛在競爭者低，但是同業競爭激烈，需要找出其在工程領域的強項來取得

利基。故定位在強項工程領域，可使利潤較高，且品牌建立與人脈以及業務開發

更有未來性與潛力。楊志宏(2005)運用SWOT及AHP混合分析方法，來探討聯合

承攬模式下的國內外營建廠商彼此策略聯盟結合構面，與各成員間之權衡要素及

其關係。 

黃明進（2010）研究發現：國內營造業之價值鏈活動管理著重在標案取得、

採購發包、施工管理與完工這一連串的作業管理。主要採行策略包括低成本優勢、

提升專業技術、善用資訊化、整合產業上下游、開發新工法或新技術以及多角化

經營；另外，發現導入資訊管理系統之改良營運模式有助於營運績效之提升。 

張正岳(2006)以影響營造業在低價競爭之產業選擇策略為主體，並以SWOT

分析為研究理論架構的基礎，探討營造業現況，分析與比較標的廠商之競爭力及

其經營模式。其發現個案公司透過市場業務通路多元化後，擺脫過去業務投標個

案集中在公共工程，而導致財務虧損的狀況；而且近年轉型後，公司增加民間工

程個案及提升內部管理能力，進而使毛利率及營收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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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根據內外部環境、相關競爭策略進行研究設計。本章

主要介紹我們所使用的工具及方法設計大綱。 

 

一、質性研究 

所謂的質性研究包括「一系列的解釋技術，以尋求能夠描述、解碼、轉譯，

以及其他足以了解事件意義之行為，而不是社會或多或少自然發生現象的頻率」。

質性技術用於研究計畫的資料蒐集和資料分析階段。在資料蒐集階段所使用的技

巧包括焦點團體、個別深度訪談(individual depth interview, IDI)、個案研究、人誌

(ethnography，屬於人類學的分支，解釋人類文化的現象)、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是一種由資料歸納理論的研究方觀察、觀察的任務報告，以及文物研究

與真實環境中的蛛絲馬跡等，寫或記錄的原始資料並運用內容分析，探究資料所

表露的訊息（張進成，2015）。 

Lee(1999)依照資料的取得方式，將質化研究區分為觀察、訪談、文件建構與

分析、視聽資料之呈現等類型。Lee將質性資料分析的步驟依序歸納為分類、組

織、建立索引，這些步驟的主要目的在分解及縮減資料，或重建及擴展資料。Lee

認為所研究的個案實境與理論的關係可能是先有理論，再透過個案實境加以驗

證，或從個案實境的研究中產生理論。 

許多人錯把質化研究與個案研究劃上等號，其實個案研究也可能包含量化資

料(尤克強，1997)。量化研究透過問卷蒐集大量個案的自我揭露資料;反之，質性

研究可能針對少數研究對象進行深入且廣泛的訪談，以便探索內部豐富的細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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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潛藏在研究對象內部的實境與模式。此外，質性研究的資料來源不僅包含深度

訪談，也包含真實事件的書面資料、研究對象的對話，特定行為的觀察，或歷史

的檔案文件及影音圖像等（彭玉樹、梁奕忠、于卓民和梁晉嘉，2010）。 

 

二、深度訪談 

胡幼慧(1996)指出，深度訪談法可分為「結構式」、「半結構式」以及「非

結構式」三種形式，其中半結構式又可稱為引導式訪談，研究者利用較廣泛的研

究問題作為訪談的依據，以引導訪談的進行，而其優點在於可提供受訪者呈現較

真實的感受與認知。因此本研究利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在訪談之前根據

研究的問題與目的，來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的方向，另外於訪談的過程

中，會根據實際狀況在訪談的問題做彈性調整，以期符合研究目的。此研究方法

的優點在於保有結構式深度訪談的標準化程序，有重點與焦點的訪談，而不是漫

無目的，而且還具備非結構式深度訪談的彈性，會使訪談過程更為順暢，並且比

較能夠引導出受訪者的內在感受和想法(林金定、嚴嘉楓和陳美花，2005)。 

訪談法是屬於調查法的一種，訪談法的過程是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的對話與互

動，訪談內容會隨不同的目標對象而有不同的訪談內容，因此需要個別設計。訪

談法內容的設計以及研究者的訪談技巧將會影響回收的訪談記錄之品質、嚴謹性

以及可以獲取的資訊深度，因此訪談內容必須審慎設計，可分為結構式、無結構

式與半結構式三種。結構式內容設計以研究目標進行有系統的設計，因此所得到

的回應會導向於研究目的，但是獲得預期外的答案之機會較少;無結構式內容設

計無限定，因此獲得之回應開放程度最大，有可能得到偏離研究目的之回應，但

較容易獲得預期外的答案;半結構式則介於兩者間(林生傳，2003；謝金青，2011；

W.Lawrence Neuman著，陳榮政主譯，2014；蔡文發，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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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WOT分析 

    SWOT分析是用以瞭解企業(組織)或提供企業(組織)作為決策依據的有效工

具；除可用於企業成長分析之外，亦可作為策略規劃、新產品開發評估、行銷目

標企劃、產品研發過程分析。SWOT分析中，S代表Strengths (優勢)，W代表

Weaknesses (劣勢)，O代表Opportunities (機會)，以及T代表Threats (威脅)。其中，

優勢(Strengths)係指分析自身企業或所評估之專案相對於產業中之同業有何優

勢，劣勢(Weaknesses)則是指分析自身公司所處之相對劣勢或資源限制；優勢與

劣勢乃是就企業內部可以控制或改變的要素來加以分析，例如：領導階層、專利、

智財權。另外，機會(Opportunities)係分析企業或專案於所處產業環境中有何要素

可以藉以開發(創造)出自己優勢，威脅(Threats)則是分析企業現所處的產業環境

中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機會與威脅乃是就企業外部所面臨的各項要素加以分

析，瞭解自己可以利用那些外在機會，並藉以保護自己免於外在威脅，例如：潛

在競爭者、原物料價格趨勢、顧客購買趨勢。SWOT分析可藉以下列2x2矩陣來表

示： 

表 3-1 SWOT分析 

SWOT分析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在執行 SWOT 分析時，必須是整個團隊合作的投入過程，藉由邀齊各部門

代表或產業內各領域專家集思廣益，提供不同角度下的分析與建議。於矩陣內各



 
 

19 

個意見收集並整理後，則需開始討論如何排序各項意見；例如，上表中之優勢一、

優勢二。一旦排序過程有僵局時，則分析團隊領導人必須介入做最後裁決。在完

成排序後，當需將分析結果轉換成實際可執行之策略；探討如何運用自身所擁有

之內部「優勢」轉而抓住外部「機會」，探討如何利用內部「優勢」來應付外部

「威脅」，探討如何把握外部「機會」來克服公司內部之「劣勢」，探討是否可以

改善企業內部之「劣勢」進而來避免來外部「威脅」之挑戰。最後，排定時程一

一執行各項策略，並定期追蹤執行成效。 

 

四、PEST分析 

Aguilar(1967)提出的PEST分析法，最初被稱為「ETPS」分析，透過分析總體

環境的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與科技技術(Technological)等

四種因素的一種模型，幫助企業根據自身特點與營運需要，做市場研究時，針對

企業外部總體環境，做出完整的環境掃描;此種分析法，能夠有效的瞭解現有市

場的成長或衰退、企業所處的狀況與地位、未來發展潛力與營運方向，是一種有

效判斷趨勢的方法。 

PEST分析是利用環境掃描分析總體環境中的政治 (Political)、經濟

(Economic)、社會(Social)與科技(Technological)等四種因素的一種模型。PEST最

初是被稱為「ETPS」。其中，此方法中的四大因素包含不同的次要因素，以組合

成PEST分析的架構基礎;次要因素的選擇，得依不同企業對審視不同環境與企業

發展方向所需，而構成不同的次要因素; 

1980年代起，針對企業環境掃描，陸續有許多學者對於PEST分析歸納整理

出不同的型態與批判，新增或減少不同的主要因素，形成各式各樣不同的組合，

如:ETPS、PESTEL、PESTLEE、PESTLIED、SLEPT、STEEPLE、STEP、ST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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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LE、STEEPLE等;其中組合因素包括: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

(Social)、科技技術 (Technological)、生態 (Ecological)、法律 (Legal)、教育

(Education)、環境(Environmental)、人口統計(Demographics)等。因應時代的改變，

對於企業環境掃描必須以更多元的角度去分析，才會造就出與最基本型態不同的

企業環境掃描因素;在PEST分析所做出的企業環境掃描，與企業內部營運因素相

互結合，即可整理出SWOT分析中的機會與威脅，並可相互使用作為企業與環境

分析的基礎工具(Armstrong，2006)。 

Bourgeois(1980)表示，透過分析環境與企業一般營運內容，能夠達成建立企

業策略的主要方向，以及競爭方式選擇;根據實證研究，多數有高成長績效的企

業，都接受政治、法律等外部環境所帶來的框架，並以此框架下進行企業活動;成

功的企業，將有效衡量此框架帶來的變化，藉此框架成為有效控制企業組織內部

績效成長的助力。Jose(1996)為因應環境惡化造成企業外部壓力提升，使環境因

素迫使納入企業營運策略訂定之中，並制定一種環境組合矩陣的企業環境掃描方

式，使企業透過此矩陣得以透過環境壓力變化，增進市場開發方向。Elenkov(1997)

研究顯示，在策略不確定性下，進行七個環境區段的環境掃描行為，其中，包含

政策、法律、社會、文化、經濟、技術、競爭者，在不同的企業與國家之間，擁

有不同的環境掃描系統，與進行不同的決策。 

蔡正偉（2009）整理PEST分析基礎分述如下:(一)政治因素:次要因素大致上

包含租稅政策、勞工法律、環境管制、貿易限制、關稅與政治穩定度等。在此項

因素中，是企業發展的最關鍵的基本限制，企業營運不可超越其規範，亦是一般

企業所難以抵擋、改變的因素。(二)經濟因素:次要因素大致上包含經濟成長、利

率、匯率以及通貨膨脹率等。經濟因素是企業最為重視的因素，與企業所創造的

利潤相關影響最大，企業可透過正常的金融財務方式，控制利率、匯率對企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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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利潤所影響的大小。(三)社會因素:次要因素大致上包含文化觀點、人口成長率、

年齡結構及安全需求等。此因素對於企業營運內外部皆有影響，內部影響企業的

員工招募、訓練、忠誠度，與員工薪資福利制度;外部影響整體市場需求變化，與

企業競爭結構。(四)科技技術因素:次要因素大致上包含研發活動，產品生產效率、

自動化技術、科技發展速度等。在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裡，企業的競爭強調

生產的效率、品質，以及技術革新的彈性;科技技術因素是企業能夠掌握的因素，

透過企業內部增加技術性能力，衍生出自身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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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資料來源以收集次級資料與深度訪談為主，應用此文獻資料與訪談內

容加以分析，探討營造業在台灣目前所具有的競爭策略之因素。訪談對象為台灣

營造業高階主管進行訪談，透過深入分析訪談內容從而了解產業發展現況及未來

趨勢，探討出相關結論與建議。如表3-2所示。 

表 3-2 研究對象 

調查方法 說明 

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 職稱 訪談日期 人數 時間 

A小姐 董事長 2018年9月30日 1人 2小時 

B先生 經理 2018年9月28日 1人 2小時 

C先生 總經理 2018年10月2日 1人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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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深度訪談題目設計 

本研究資料來源以收集次級文獻資料與深度訪談為主，並應用此文獻資料與

訪談資料加以分析，探討目前營造業發展及其競爭策略分析。訪談對象為台灣營

造業高階主管。本研究訪談題目設計分為外、內部策略發展面、市場行銷面，題

目大綱（表3-3）。 

表 3-3 題目大綱 

題目1 請問你認為在目前大環境下，台灣營造業所面對的機會和挑戰為

何？ 

題目2 針對原物料價格波動日益增加，請教台灣營造業者如何面對未來價

格波動的不確定性，以規避風險。 

題目3 請問台灣營造業目前面臨的外部環境為何 ?請就PEST，政治

(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與科技(Technological)等方

面，提出您的看法。 

題目4 針對國內高度競爭的營造業環境請教營造業者在爭取標案需考量之

關鍵因素為何？公營與民營標案需考量之因素是否有所差異？再者

如何能爭取銀行對企業資金的支持，以利業務推動。 

 

  



 
 

24 

第四章、研究分析 

第一節、訪談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SWOT和PEST等層面向專家進行訪談並探討，將訪談資料彙整

後歸納並分析。 

表 4-1 訪談題目 1 

題目1 請問你認為在目前大環境下，台灣營造業所面對的機會和挑戰為

何？ 

訪談內容 A 目前台灣的經濟環境很糟糕，而且我們公司為中小企，經濟規

模小，經營項目也很狹窄，雖然屬於營造業公司，但公司目前

實際經營的項目僅限修復古蹟、歷史建築、聚落保存等傳統建

築的修復工程，與現代營造業、土木工程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就我們所經營的工程項目來看，在台灣未來要成長的機會已經

沒有了，但要持續經營面對的挑戰卻越來越多越來越艱巨，因

為這樣的產業算夕陽產業，古蹟、歷史建築的修復工程越來越

少，且政府預算嚴重不足，而修復成本日益劇增、傳統建築材

料難以採購、傳統的磚、瓦、木材、石材等此類材料幾乎全部

依賴進口，這增加了採購材料的難度和成本，且傳統建築工匠

師傅的老齡化，無年輕一代人願意學習傳統手藝，這又面對工

匠師傅的嚴重不足，等等這些都是古蹟修復工程面對的挑戰，

當然政府的行政作業程序繁瑣、一味要求廠商修復品質而不提

高工程預算，所以造成目前很多古蹟修復工程發包多次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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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預算不隨著成本的增加而調整，但

對工程品質卻是不停提高要求。 

 

B 擴大經營層面參與政府建設，投入民間建築、廠房興建等。提

升專業技術，健全財務規劃。 

 

C 

 

營造業是特殊行業，營造工人每天與塵土烈日為伍，加上一年

有將近五十天的雨天必須停工無法工作，面對勞基法工時重新

修訂，修法者未能考量此特殊環境影響卻與在工廠遮風避雨的

工人同等條件修法！一年連同連續假期可工作天只剩二百多

天；可惡的政府立這種法案公共工程卻大部分採用「日曆天」

計算；難道他們不知道營造商所雇用工程管理人員遇下雨天工

人不上工，人員在工務所坐時間照算，星期例假日也要照政府

法令休假，掛在牆壁上的日曆撕去一張工期少一天，營造商經

營者內心的所承受壓力後個個不是頭髮白了就是頭髮掉光

了？ 

其次面對資訊科技電腦化，90年代以前培養的工程管理人員經

驗豐富不能操作電腦一個一個退休去了！新的會電腦看圖運

籌帷幄的工地不是重複工作就是分解動作無法一氣呵成，感嘆

斷層嚴重。 

面對近十年房地產蓬勃發展工程人員嚴重不足，工程造價回不

來了，營造業維持正常運作，不搶標微利經營，只要存在就可

以等到更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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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台灣近年來的總體經濟呈現低迷的狀況，因此導致大環境下各大產業均受到

嚴峻的考驗，營造業也不意外，尤其是中小企業，經濟規模小，經營的項目範圍

也是較小，因此許多的營造公司實際經營的項目已不再是一些大的營造計畫，更

多的是在做些修復工程，這和主要經營的業務有所背離，且修復項目都成本日益

劇增、傳統建材越發難以採購，無疑增加了採購的成本與預算，從中小企所經營

的工程項目來看，營造業未來在台灣成長的機會比較渺茫，這也是目前面臨一個

很大的困境。 

目前傳統建築工匠師傅嚴重欠缺，且老年化嚴重，年輕一代的手藝有所不足，

沒有相對的經驗與能力，學習傳統手藝的也不多，導致這種缺工現象越來越糟，

在面對資訊科技電腦化，90年代以前培養的工程管理人員經驗豐富不能操作電腦

已逐漸退休去了，新的會電腦看圖運籌帷幄的工地不是重複工作就是分解動作無

法一氣呵成，斷層相對嚴重。因此大力推動年青人對傳統工藝的學習非常重要，

只有保持產業的發展才能更好的實現願景，才能等到更好的機會。 

表 4-2 訪談題目 2 

題目2 針對原物料價格波動日益增加，請教台灣營造業者如何面對未來

價格波動的不確定性，以規避風險。 

訪談內容 A 這個就是我上面談到的目前面對的挑戰，而對於我們古蹟修復

工程來講，不僅僅是原材料價格波動的日益巨增，人工成本的

增加更為嚴重，傳統工匠師傅越來越少，但日工資卻越來越高，

就是高價格還找不到師傅來做，風險規避的方法基本沒有，就

是只能找預算好的工程來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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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物價指數調整減少風險與業主合約成立後，大宗物料隨即

採購，避免漲價風險。 

 

C 

 

營造業面對原物料波動幅度大無法避免，尤其是金屬類人為操

縱！惟有找可靠的供應商預先給訂金定料，周轉金要增多只能

縮減承包案量規避風險唯一方法。 

    

小結： 

目前原物料價格波動日益增加，不少業者認為是難以解決的挑戰，要如何做

到規避風險，只能在工程投標時僅爭到好的預算，那麼可靠的供應商亦是一個有

效的解決方法，與供應商合約訂製好材料，能過有效的規範週轉資金的流動，若

因為材料週轉金要增多只能縮減承包案數量來避免風險。此外，亦可以依靠政府

物價指數調整以減少風險與業主合約成立後，大宗原物料可以進行隨即採購，避

免買高風險。 

表 4-3 訪談題目 3 

題目3 請問台灣營造業目前面臨的外部環境為何?請就PEST，政治

(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與科技(Technological)等

方面，提出您的看法。 

訪談內容 A 外面環境一團糟，更何況我們這樣的傳統產業，更是沒有出路，

台灣市場很小，對外又走不出去，大陸關係又越來越不好，都

搞政治，沒有人管我們這些中小企業的死活。總體上來說就是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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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減少採購爭議，修改不平等合約，提昇企業形象，營建自動化。 

 

C 

 

未來政府公共工程造價不提高工程招標流標是很難避免的，現

在學校工程搞到校長總務人員到處拜託邀請營造廠商來投標，

這種情況是靠運氣了是非常危險，營造業進入微利時代政治力

可介入力道越來越微小，經濟面的景氣指數很難短時間讓營造

勞工人力足夠面對現有的工程需求，科技的模具化一直無法落

實於建築營造業相當可惜，BIM的推廣目前只有設計單位使

用，營造公司發不少費用訓練BIM人員都未派上場人員就離職

去！這是政府要學校前瞻指引負責訓練好人才進入職場賺錢

的技能；不能營造公司成為職訓中心；演變為沒有人願意再訓

練人員，這是政府學校要作的。 

    

小結： 

目前營造業面領的種種問題與政府、社會、大環境經濟和時代科技的發展有

著重要聯繫，營造業進入微利時代政治力對於人力資源的問題可控力度越來越

小，而經濟的不景氣亦難解決人力資源的問題，因此在現有工程對於人才的需求

較為緊缺。 

訪談者提到科技的部分就馬上想起了BIM，也就是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應用參數化的建築3D幾何模型建制整個建築生命週期，

在項目策劃、運行和維護的全生命週期過程中進行共享和傳遞，使工程技術人員

對各種建築資訊作出正確理解和高效應對，為建築設計、運營單位在內的各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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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主體提供協同工作的基礎，在提高生產效率、節約成本和縮短工期方面發揮重

要作用；但是BIM的推廣目前只有設計單位使用，營造公司發不少費用訓練BIM

人員都未派上場人員就離職而去，無法落實到建築營造業當中著實令人惋惜，一

直以來營造業在新興科技上並未得到發展，對於科技人員的培育也得不到善用，

社會對於這方面的人才亦沒有完善的應用，最後變的沒有人願意再培訓新人。 

 

 

表 4-4 訪談題目 4 

題目4 針對國內高度競爭的營造業環境請教營造業者在爭取標案需考量

之關鍵因素為何？公營與民營標案需考量之因素是否有所差異？

再者如何能爭取銀行對企業資金的支持，以利業務推動。 

訪談內容 A 考量關鍵因素：標案預算是否夠、是否專款專用，得標後是否

可以順利估驗請款。 

公營造最重要的是要看預算是否足，是否可以順利領款。私營

造公司目前沒有做此類業務，所以還沒不能很確切的知道關鍵

因素是什麼。 

至於銀行融資方面，銀行是很務實的，只看財報、不動產、現

金流這些數據，所以公司經營把銀行需要的財報做好就是唯一

的辦法，至於政府目前只有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會可以申請

保證，實務操作很繁瑣困難，基本上還是需要有不動產做抵押

才是最容易往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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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區域性 

資金週轉上可能有所差異 

需政府大力支持工程融資 

 

C 

 

現在公共工程絕大多數要求設計單位超量設計，都是招標很多

次才標出去；房地產市場持續成長，建設公司自己發小包隨時

提高價格，各工項價位隨之騷動起舞，是政府公共工程價位無

法跟著變動而標不出的主因，加上新開發工業區廠商進駐設

廠，營造業人力資源不足就是不足,是政府要介入調控，不能任

其自生自滅狀態，讓業者等待不景氣來平衡缺工問題。 

    

小結： 

在高競爭的營造環境下，營造業者需要注意的是標案的預算是否可以達到要

求，是否可以做到專項專用，因為這亦關乎是否可以順利情況的問題，而現在公

共工程絕大多數要求設計單位超量設計，都是招標很多次才標出去；且目前標案

只有公營造才有辦法完成，不存在民營造競爭上的壓力。 

 銀行對於企業資金的支持，更多是看重財報、不動產、現金流量等等的一些

公司財務狀況，政府目前只有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會可以申請保證，實務操作

很繁瑣困難，基本上還是需要有不動產做抵押才是最容易往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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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競爭策略分析 

 近年來營造業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礙，這與政府政策、總體經濟經濟等情

況有著極大的關係，在這個夕陽產業中得以存活的企業必定有著值得學習的競爭

策略。因此，經過對產業龍頭企業負責人的訪談，探討營造業在台灣之內部環境

（SWOT）分析以及外部（PEST）分析研究如下。 

一、內部環境SWOT分析 

表 4-5 營造業發展之 SWOT分析 

優勢（S） 

1、適應能力強： 

無論是公家單位大型工程較多會開國際標進行競投，如纜車、煉油廠、核能發電

廠等等，還是私營大型工程會委外辦理，如電梯、遊樂園等，均是營造業範圍，

涉及的項目及其廣泛，因此只有適應能力強的企業才得以存活，對負責人有極高

的要求，不僅僅要有學歷的支撐還要有靈活的頭腦與手腕。 

2、規模小好調控： 

調動性強，工程規模小，資金的週轉相對較為靈活，而對於員工的調控也更好的

操作，一般基層的員工較多以散工為主，能夠較好的對人員進行調度。 

 

劣勢（W） 

1、規模太小： 

在台灣營造業仍然沒有較大規模的企業出現，相對國際大公司在競爭優勢上顯得

不足，因此在標案的競選上或在國際環境的競爭下台灣營造業則會略輸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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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課稅高： 

政府政策在近年來並沒有幫助到營造業的發展，導致營造業在台灣的發展趨勢越

來越嚴峻，營造業者越發沒有利益可圖，亦是導致產業未能跟上時代的變遷得以

壯大的發展。 

3、工人短缺： 

隨著台灣人口的老齡化以及人才外流的問題日益嚴重，基層的工人也日漸緊缺，

營造業只能退而求其次引進外勞務工，隨即則導致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影響工程

的進度。 

 

機會（O） 

培育更多營造專業技術的人才，才能有效的解決營造產業上的問題，無論規模的

大小還是國際公司所造成的威脅對於台灣營造業而言都是來自於專業人才的不

足所導致，營造人才的不足最終會導致無技術人員現場監督工程，從而影響工程

的品質與進度，大型工程勢必容易被國外的營造公司奪取，標案的流失將會越來

越高，因此深耕人才的培育，有助于產業的發展，對於企業還是整個營造業都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 

 

威脅（T） 

人才的緊缺，不單單是管理層的人才，對營造業未來最大的威脅，是基層的員工

的緊缺，隨著時代的變遷，新興科技的發展年輕人的更多的嚮往電子業、服務業

的發展，且基層員工的社會地位一直得不到提昇，即便提高薪酬亦無法徹底的解

決問題，這不僅僅威脅到營造業的發展也導致了台灣社會務工不平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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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環境 PEST分析 

表 4-6 營造業發展之 PEST分析 

政治（P） 

政府政策並沒起到對營造業發展的幫助，近年的高額課稅更是給各個產業帶來

了衝擊，營造業更是首當其衝的受到了刺激，公家標案的競標方式（價低者得）

亦容易導致工程的質量有所打折，且近年來台灣政府公共工程編列的經費越來

越少，造成僧多粥少的現象，造成低價搶標的情況越發嚴重。台灣營造業受到

國際政治的衝擊亦不容小覷。 

 

經濟（E） 

一直以來，台灣營造業的興衰都扮演著台灣總體經濟指標領頭羊的角色，營造

產業的工程都是需要大量資金的協助才有辦法進行實施，其中銀行是總體經濟

縮影之一，近年來銀行放款業務緊縮，且台灣的銀行並沒有很支持營造企業的

發展，導致營造企業的資金調度更加的艱難，而政府競投的標案除了合夥取得

更多活動資金外，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資金上的問題。 

 

社會（S） 

台灣社會職業高低之分日漸嚴重，出社會的一代越來越偏向新型產業，如電子

科技類、金融類、服務類等等的產業，因此導致兩極分化嚴重，大家都洶湧投

入高科技產業，而營造業這種夕陽產業則無人問津，即便是高薪厚聘亦得不到

年輕一代的親睞，老一輩的工藝得不到傳承，縱然會導致營造品質越來越低，

難以與國際產業競爭的一種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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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T） 

科技的發展往往容易導致忽略對專業技能的職業訓練，台灣教育的改革把職業

學校改為科技大學，卻沒有提供到更全面的人才，一體化的大學文憑並沒有做

到因材施教，導致出來的學生初出茅廬則高不成低不就，無法填補職業上的斷

層，然而科技的發展是可以解決反覆工作的問題，但是出於成本的考量，營造

企業較不願意花大筆的資金到科技發展上來。 

營造業的科技發展部分不得不提到BIM，也就是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應用參數化的建築3D幾何模型建制整個建築生命週期，

在項目策劃、運行和維護的全生命週期過程中進行共享和傳遞，使工程技術人

員對各種建築資訊作出正確理解和高效應對，為建築設計、運營單位在內的各

方建設主體提供協同工作的基礎，在提高生產效率、節約成本和縮短工期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但是BIM的推廣目前只有設計單位使用，營造公司發不少費用

訓練BIM人員都未派上場人員就離職而去，無法落實到建築營造業當中著實令

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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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營造業為世界重要產業之一，台灣營造業更是在台灣總體經濟發展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產業的發展不僅僅帶動基礎建設的發展，且能夠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

展與成長，而營造的工程質量更是直接影響到了民眾生活的舒適度，因此，不論

是從任一方面都說明了營造業的重要性。然而目前營造業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打

擊，不論是政府政策還是總體經濟的發展對該產業的發展都造成了極大阻礙，本

研究採SWOT分析和PEST分析探討營造產業之現況與發展及營造產業高階主管

訪談，歸納整理出如下結論。 

 

一、台灣營造業是台灣總體經濟的領頭羊 

 一直來，台灣營造業在台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來台灣總體經濟的

萎靡，總體經濟指標下降主要體現在市面現金週轉速度及銀行放款情況，導致了

營造業在獲得資金時受到了不少的衝擊，銀行對於營造業的貸款並不友善，除了

完善的報表外還需要具備不動產作為抵押，因此在產業競爭中脫穎而出，要在銀

行中具備良好的信用紀錄，及自身有足夠的實力來填補經濟上的補助。 

 

二、政府政策支持對營造業有重要助益 

 政府政策過去並沒有體恤到營造業的發展，近年的高額苛稅更是對產業造成

重創，而標案所考量關鍵因素主要有標案的預算、是否專款專用，因此政府的補

助政策對營造業而言可謂久旱雨露，能有效的提升行業整體的效率與發展動力；

而政府公共工程編列的經費越來越少且對於標案大多使用“價低者得標”或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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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國外的營造企業，即便是10萬元上網公告招標都自能創造微弱的利潤，這容易

導致因成本的降低而產出低劣的品質，以致不敵國外營造業的惡行循環，也變相

的抑制了台灣營造業的發展，且得標後是否順利的估驗請款又是一系列的問題，

因此關注政策的變動及政府的動向對營造業是一盞明燈，可以幫助營造業導向一

個新的未來。 

 

三、台灣營造業需積極培育管理專業人才 

 管理層人才情況較為緩和，專業技師考試便能取得執照、工地主任或品管人

員或勞安人員要做好回訓的功課，根據標案的要求進行不同的搭配組合，對比之

下，真正困擾營造業是對基層員工的需求，社會大眾對於基層員工的工作性質一

直以來有偏執的誤解，導致越來越多人不願從事該職業，只能仰賴外勞的加入，

而外勞亦存在語言交流的障礙，影響工作的進度與品質。教育教學因材施教，平

衡社會工作崗位才能得以有效的解決問題。 

 

四、營造業需往下紮根基層專業技術人才培養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發展，教育教學的改革和新興科技的發展導致年輕的

一代嚮往電子業、服務業、資訊科技業的發展，一體化的大學文憑並沒有做到因

材施教，導致初出茅廬的學生高不成低不就，無法填補職業上的斷層，只留下了

老一輩的基礎技術人員，專業技術得不到傳承，且對於科技的研發成本，營造企

業較不願意花部分的資金，因此基層的工作人員不可或缺的，專業技術的傳承不

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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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掌握原物料行情降低波動不對稱性，以規避風險 

 原物料價格的波動最直接受到影響的無疑是營造業了，不少的業者認為是難

以解決的挑戰，因此在工程投標時爭取好的價格，企業有完善且穩定的供應鏈，

取得穩定的價格，則可以有效的規範週轉資金的流動，政府以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政府物價指數的調整可以有效的減少風險，與業主合約成立後，打折原物料可以

進行隨即的採購，有效的避免買高風險。 

 

六、打造台灣營造企業品牌，提高自身競爭力 

 台灣營造業是一個傳統的產業同時也是夕陽產業，有獨特的優勢與劣勢，優

勢是它非常的成熟，上下游產業均有獨立且成熟的市場，有著自行成熟的產業鏈，

然而劣勢除了人才的缺乏外，還有就是政府政策、銀行的支持單薄，標案的競爭

不敵國外營造企業品質，基層員工仰賴外勞，說到底還是台灣營造業的自身競爭

能力有待加強，減少採購爭議，修改不平等合約，進一步的提升企業形象，營建

自動化，從人才、財力、品質、速度等方面打造屬於自己的品牌，才能具備自身

競爭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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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建議 

台灣營造產業在現大環境下，堅持著各自的經營之道，但是仍然無法跟上時

代的發展與變遷，過去的競爭策略上應做出相應的改善，才能更好的去融入現今

科技的發展與時代的進步。本研究根據前章節的分析，歸納整理營造業目前在台

灣的發展與競爭策略分析，可進一步的幫助營造業者、政府機構及社會大眾對營

造業的了解及其產業間競爭策略的發展作參考依據，建議如下。 

 

一、產業實務建議 

 營造業中無倫哪一層級的企業均共同面臨著相同的問題，資金的短缺、人手

的不足，導致企業在實行建案競標或規劃時綁手綁腳的情況。資金的短缺主要是

來源於銀行的放款越發緊縮，因此在這種緊張的事情，企業在銀行界中要有良好

的信用紀錄，健康的財務報表也是非常大重要，規範企業的財務預算、建立產業

中自己的品牌，都是目前產業需要一步一步實施的計畫。 

 人才緊缺的問題，時代的變遷導致年輕的一代更願意從事些室內的工作，如

服務業、金融業等等的行業，對於營造業確實是一項弱勢，因此業界更應該把這

項弱勢變成機遇，主動的尋找合適的人才，而不是等待著員工的到來，多與院校

進行互動，讓更多的大學生真正意義上認識營造業，而不是任由社會繼續進行誤

解，對於基層的員工應給予更多的尊重，管理層的員工應得以善用，才能促進企

業永續的發展。 

 

二、政府政策建議 

 任何一個產業都需要仰賴政府政策的支持，政策的走向代表著一個國家近年

的發展方向，無疑可以主導產業的興衰，可想而知政府的份量是何其之重，而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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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一直以來在社會的進程中佔據了及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總體經濟的領先指

標，因此營造業的興衰將會影響到很多的產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產業，政府應

注重營造業的發展，對標案應作出相應的規範，而不是單單中看中競標的價格，

而忽略對品質的要求。 

 台灣教育部實現全民都能讀上大學的願景，提升了民眾綜合文化素質，同時

亦應做到因材施教，而不是一昧的拉高熱門專業分數導致群眾對於專業的認知存

在好壞之分，一些傳統的專業知識得不到傳承，如營造業的基層員工越來越緊缺，

即便是提高工資作為誘因仍然不能解決緊缺的問題，政府應該重視這一個問題，

已不僅僅是營造業的困擾，這將會是未來各行各業都即將要面臨的問題，最終將

可能導致社會分層差距越來越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在實現提高群眾綜合素質

的同時也應該注意社會的動態發展。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討營造業競爭策略之分析，主要是對台灣營造業的發展及其競爭策

略進行討論，然而營造業範圍之廣本文未能做到面面俱到，缺乏對上下游產業的

深入了解，亦缺乏與相關政府人員及學術教育人員進行深入的討論，後續的研究

可針對不同關聯產業如物料採購商等進行調查或深入訪談，以更全面對營造產業

發展趨勢與競爭策略做出分析，未來可以考慮如何將科技的發展運用至營造業中

作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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