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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訊電子業創新活動、品牌權益 

與國際化策略之績效評估 

1. 前言 

    目前台灣 IE 產業代工製造技術能力是相當驚人的，但是本身欠缺基本技術

與研發能力，而未能擁有關鍵技術，反而還需要支付技術授權費與權利金以取得

專利授權，再加上台灣 IE 產業也少有自有品牌，最終產品還是為國際知名品牌

所有，導致台灣廠商只能接單，廠商為了爭奪訂單而相互廝殺，甚至連大廠鴻海

也一同競爭，再加上韓國、大陸等國家也以低價優勢策略積極加入戰局，造成各

家廠商的利潤空間受到嚴重壓縮。亦即台灣正面臨上述之困境，使得國內 IE 產

業一直處在施振榮先生所說微笑曲線底端 OEM 之微利代工，因此希望能藉由創

新活動與品牌權益來提升廠商之附加價值。由於台灣屬於海島型國家，缺乏天然

資源，因此台灣是以出口導向為主，其中資訊電子產業更是仰賴國際貿易，然而

在 2007 年 8 月美國次級房貸引發流動性危機，直到 2008 年雷曼兄弟破產正式波

及全球，進而使台灣資訊電子業之訂單大幅度銳減、獲利下降、海外直接投資成

本增加，導致營運風險提升。因此，廠商面臨了應該要深根台灣國內之內需市場，

或是持續海外營運之難題。由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計畫之目的是以台灣 IE 產

業之廠商做為研究對象，運用微笑曲線之基本內涵，探討國際化、創新活動與品

牌權益對台灣 IE 廠商營運績效(本文廠商營運績效為附加價值率與 Tobin’s Q 衡

量)之影響，並根據實證結果，模擬台灣 IE 產業之最適國際化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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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證模型與研究假設 

2.1 實證模型之建構 

    本研究旨在衡量國際化策略、創新活動與品牌權益對於台灣資訊電子業營運

績效之影響，由於國際化對於營運績效之關係經常呈現線性關係、U 型、倒 U

型、S 型以及倒 S 型，本文將國際化採一般化三次式；實證模型上採用隨機效果

模型 (Random Effect, RE)、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s, FE)與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建構迴歸模型，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1) 

變數名稱定義 

TQ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 Tobin's Q TCRI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債信評等 

INT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國際化程度 MS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廠商市場占有率 

RD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研發存量 HHI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產業集中度 

PA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專利存量 DI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多角化程度 

BE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品牌權益 LL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員工人數取對數 

 DEit：第 i 家廠商在第 t 年之負債比率 

2.2 研究假設 

1. 國際化對廠商營運績效之影響 

    由折衷理論與代理理論來看，FDI對於營運績效之影響受到了內在資源條件、

外在環境、資訊不對稱與風險等多項因素影響，又加上過去許多學者對於廠商國

際化與營運績效關係的實證研究結果並不一致，不論是在理論或實證上皆有不明

確的推論。因此本文認為國際化程度越高會顯著的影響廠商的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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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無假設1：廠商國際化程度越高對營運績效不會有顯著的影響 

    對立假設1：國際化程度越高會顯著影響廠商之Tobin's Q 

2. 創新活動對廠商營運績效之影響 

    由資源基礎理論來看，利用創新活動來建構廠商之核心能力，持續提升廠商

競爭優勢，進可以提升廠商之營運績效；然而在創新活動建立的過程中，是透過

不斷的改善和累積所累積而成的，但過去創新活動的成功，對未來可能同時存在

正面與負面之結果。故本文認為廠商創新活動越多會顯著的影響廠商的營運績

效。 

    虛無假設2：廠商創新活動越高對營運績效不會有顯著的影響 

    對立假設2：創新活動越高會顯著影響廠商之Tobin's Q 

3. 品牌權益對廠商營運績效之攸關性 

    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發現，在消費者具有理性的特性下，會進行比較評價，

增加額外之搜尋成本與時間成本；其次，由於雙方存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若

廠商想要維持良好的品牌形象，所以需要杜絕投機行為，以保障消費者權益，時

間一久，消費者將對該品牌產生信賴與忠誠度，廠商隨之增加銷售額與市占率；

除此之外，品牌會使廠商的形象與競爭優勢提升，使競爭者不易進入，以此提高

廠商之營運績效。故本文認為廠商品牌權益越高會顯著的影響廠商的營運績效。 

    虛無假設3：廠商品牌權益越高對營運績效不會有顯著的影響 

    對立假設3：品牌權益越高會顯著影響廠商之Tobin'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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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證結果 

    利用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 RE)、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 FE)與最小平方

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來推估，首先，用 Hausman Test 來檢定迴歸模型

應使用隨機效果模型或是固定效果模型，發現 Tobin's Q 迴歸式 Hausman Test 之

值為 70.783，在α=1%下有顯著，因此拒絕虛無假設(隨機效果模型)；而 F 值則

是要檢定迴歸模型適用普通最小平方或是固定效果模型，結果發現，在α=1%下

之 Tobin's Q 迴歸式的 F 值為 163.964，亦有顯著，因此迴歸式應選擇固定效果作

為推估方法，並將推估結果彙整於《表 1》，實證結果如下： 

1. 國際化對營運績效之影響：國際化(INT)與 Tobin's Q (TQ)呈現倒 S 型關係，

亦即隨著國際化程度的增加，廠商之營運績效會先遞增、遞減再遞增之倒 S

之關係(接受對立假設 1)。將式(1)對 INT 變數做一階偏微分可求得國際化與

國際化對 Tobin's Q 之邊際貢獻的影響型態(U 型或倒 U 型)與程度；將式(1)

對 INT 變數做二階偏微分後，並令之為 0，可求得國際化程度之門檻值(轉折

點)。實證結果顯示，國際化和國際化對 Tobin's Q 之邊際貢獻呈現 U 型關係，

而 Tobin's Q 極小值所對應之門檻值亦約為 74.293，目前台灣國際化程度平均

為 49.303，台灣 IE 產業未來若持續增加國際化程度，Tobin's Q 以及國際化對

Tobin's Q 的邊際貢獻皆會先遞減再遞增，當 INT 超過門檻值(74.293)時，國

際化對 Tobin's Q 的邊際貢獻會遞增。 

2. 創新活動對營運績效之影響：研發存量與 Tobin's Q 呈現顯著之正相關，專利

存量也與 Tobin's Q 呈現顯著之正相關。亦即研發存量與專利存量的增加，皆

會提升廠商長期的營運績效 

3. 品牌權益對營運績效之影響：雖然品牌權益與 Tobin's Q 為正向關係，但卻都

沒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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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解釋變數有債信評等(TCRI)、市場結構(MS、HHI) 、多角化程度(DI)、

員工人數(LL)與負債比率(DE)，其他解釋變數對營運績效之影響分別為：(1) 

TCRI 對 TQ 為顯著之負向關係，表示債信評等越好，廠商長期之營運績效將

會提升；(2)市場結構對於 TQ 為不顯著之負向關係；(3)多角化程度對 TQ 為

顯著之負相關，亦即多角化程度越高，廠商長期之營運績效會下降；(4)員工

人數對 TQ 沒有顯著的影響；(5)負債比率與 TQ 皆呈現顯著之負相關，表示

負債比率越高，會降低廠商之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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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國際化、創新活動、品牌權益與營運績效之實證分析 

 TQ 

C 
114.609 
           

INT 
0.913 

          

     
-0.021 

            

     
9.52E-05 
           

RD 
1.055 

           

PA 
0.010 

          

BE 
0.033 

      ) 

TCRI 
-12.727 

            

MS 
-0.423 

         

HHI 
-0.002 

         

DI 
-0.149 

            

LL 
1.446 

        

DE 
-0.984 

            
    0.247 

Hausman 檢定           

F 值            

模型 Fixed Effect Model 

   註：1.Fixed Effect Model 的判定係數為   。 

   2.括號內為 t 值，*、**、***分別 10%、5%和 1%判定水準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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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大陸投資額佔資產總額比率(FC)、其他地區投資額佔資產總額比率

(FF)、外銷比率(EX)、大陸子公司(NC)與其他地區子公司(NF)等五項國際化指標，

透過主成份分析法，將這五項衡量變數萃取成單一國際化指標(INT)，接著根據

主成份分析法之五項變數權重，重新建構國際化程度之組合，調整變數之投入比

重，使其達到國際化門檻值。將式(1)進行一階偏微分與二階偏微分，將 TQ 之迴

歸式進行一階偏微分與二階偏微分，其國際化程度與 INT 對 TQ 之邊際貢獻為 U

型關係，門檻值為 74.293。調整過程如《圖 1》顯示，國際化由平均值(49.303)

調整到 TQ 之門檻值(大約為 74)，在此階段，國際化程度的增加會使 TQ 呈現遞

減，且 INT 對 TQ 之邊際貢獻亦為遞減，一旦過了 74 之門檻值，INT 對 TQ 之

邊際貢獻會遞增，但由於 INT 對 TQ 之邊際貢獻還是為負的，因此 TQ 還是持續

遞減，若 INT 對 TQ 之邊際貢獻突破 0 時，廠商之營運績效將會持續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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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TQ 最適國際化調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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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1》得知台灣 IE 產業國際化調整過程是由目前平均 49.303 調整到門

檻值約為 74，其調整幅度約為 50%，而目前研發存量與專利存量之平均分別為

7.951 與 177.313，亦分別將研發存量與專利存量之平均增加 50%，結果發現，如

《圖 2》所示，研發存量同時搭配國際化策略對 Tobin’s Q 之影響，其在平均提

升了 8.388，門檻值則提升了 12.582；專利存量同時搭配國際化策略對 Tobin’s Q

之影響，其在平均提升了 1.773，門檻值則提升了 2.660，不管是研發存量或是專

利存量同時搭配國際化策略皆會使得 Tobin’s Q 增加，其中，研發存量搭配國際

化策略之影響效果會比專利存量搭配國際化策略之影響還要大。上述之研究結果，

發現台灣 IE 產業可藉由微笑曲線左端之創新活動(ODM)搭配國際化策略，擺脫

OEM 之低績效困境。而微笑曲線右端之品牌權益(OBM)，在現階段尚未彰顯其

效益。 

 

 
《圖 2》微笑曲線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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