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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統計 2010 年國內石化工業總產值達新台幣 3 兆元以上，佔

製造業總值 29%，塗料工業屬石化工業之下游產業，年總產值亦達新台幣 600 億

元，塗料產品應用遍及各種產業，舉凡：建材、木器、塑膠、金屬、五金、汽車、

船舶、機械、電子、電器、民生、家庭等，於國內製造業佔有相當關鍵的一環，

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分析台灣塗料業者面對內部資源限制及外在環境變

化，如何選擇策略應用，歸納出台灣塗料產業之「策略群組」模式，及其「共演

化」現象，並延伸傳統策略群組與移動障礙的觀點，透過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法探

討我國塗料產業之進入與擴張，提出「策略移動路徑」的觀點，以呈現塗料廠商

長期策略之發展動態與歷程，研究結果發現： 

一、台灣塗料產業在進行自我演化的同時，確實會透過其互動主體、廠商之互動

主體與制度環境進行跨層次、動態且雙向的共演化互動。 

二、台灣塗料產業自 1954 年發展以來，共可區分出四個演化階段，這顯示了傳統

製造產業變動慢的特性。 

三、台灣塗料產業廠商的策略，可區分成四個主要群組，廠商會因為經營者的主

觀判斷、公司援用資源限制及產業環境需求，採取不同類型的策略移動路徑。 

 

關鍵詞：塗料產業、策略群組、策略移動路徑、共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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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s：Co-Evolution of Strategic Group：The Case of Coating Industry in 

Taiwan 

Name of Institute：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aduation Time：2012 / 6 

Student Name：Chiu, Hung-Cheng       Advisor Name：Dr. Chang, Kuo-Hsiu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of Taiwan, record showed in the year 

of 2010 that the net income from domestic petrochemical industry reached three trillion 

TWD. It stood 29% from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ating industry is a lower stream 

from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t had net income of 60 billion TWD. Coating product are 

widely used in all field, like constructions, furniture, plastic, metal, hardware, 

automobile, ships, machinery, electronics, livelihood…etc. Without saying, it is one the 

most important manufacturing domesticall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individual cases, analyzing coating manufacturers facing the 

limitation of resources internally and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externally, and how 

they chose their strategy to solve it. Also, conclude the coating manufacturers’ “strategic 

group” and “Co-evolution”. As well as extend the view from the traditional strategic 

group and changeable barriers. By using the active strategic group to analyze the 

coating industry’s entering and expanding, bring up “strategic moving path” point of 

view to show what the coating industries strategies and progresses are for the future 

expanding. The results based on this study: 

1. While the coating industry went through its self-evolu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nufacturers’ and external factors brought it to a higher level of co-evolution. 

2. The coating industry was established 1954 in Taiwan, it went through four stages of 

evolution which showed how slow the conventional industry shift. 

3. The strategy of coating industr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Manufacturers’ 

change the strategy based on operators’ decisions, the limitation of resources and 

external factor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trategies. 

  

 Key words:Coating Industry, Strategic Group, Strategic Moving Path, Co-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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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於高分子化學工業之技術精進，使得塗

料工業也跟著改變，從基本的上色裝飾功能，到講究品質的優異、施工的

便利、使用的安全，及環境污染的防治等，自此，台灣塗料工業亦跟隨我

國工業及經濟的起飛，蓬勃發展；然而，台灣塗料業者多屬中小型企業，

普遍來說，較缺乏研發經費及人力資源，高層次產品仍以技術合作或代工

方式，引進國外原料及配方原理，不易建立自主性之關鍵技術，況且地下

工廠又多，產品種類雷同，競爭劇烈，利潤微薄，使得業者致力於「降低

成本」多於「研究發展」，以致品質及技術之發展速度緩慢於其他相關工

業的進展；再加上成品與原料進口稅距接近，致使外貨充斥各業界；近年

來，更受到國內勞工短缺、土地取得不易、環保規定日益嚴格及下游業者

競相赴大陸、東南亞設廠等因素衝擊，許多塗料廠相繼面臨經營危機，獲

利萎縮，更無多餘之人力與財力投入研究發展；因此，如何健全經營結構、

如何提昇核心競爭力、如何轉向高附加價值之產品等，已然成為產業經營

之重要議題。 

    企業想要進入某產業，首先要克服該項產業的進入障礙，進入障礙的

高低端視產業別而有所不同，不同的廠商面對的進入障礙也有所不同；而

就算能成功進入該項產業，亦不見得在變動的產業環境中，就能獲致永久

的競爭優勢；因此，如何因應環境的變化、產業的競爭，正確的進行企業

的營運管理，是探討廠商策略行為的關鍵議題。 

    1972年Hunt首次提出「策略群組」(Strategic Gronp) (Hnnt, 1972)
[27]分析

方法之後，策略群組便廣泛的被應用在探討各產業廠商競爭策略變化的情

況，將採行相似策略的廠商歸類為同一策略群組，進而探討不同策略群組

間的策略特性及其差異性。在傳統的策略群組分析，多採用靜態分析的觀

點，若要呈現廠商長期策略行為的變化，及廠商長期於不同策略群組間之

移動路徑，以及不同階段廠商間的動態競爭特性等，傳統的靜態策略群組

分析方法將有所不足，則需進一步採用「動態策略群組」(Strategic Group 

Dynamics) (Mascarenhas, 1989) 
[33]分析法，同時考慮其進入後在不同階段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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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過程，亦即「擴張路徑」(Expansion Paths) (Bogner et al, 1996) 
[16]的觀

點，同時考量進入與擴張，才能深入探討且完整呈現廠商長期策略發展的

動態歷程。 

    過去的學術研究及文獻大多著重在國內石化產業之分析與應用，對於

塗料產業卻付諸闕如；而策略群組的建構卻可提供ㄧ種解析塗料產業競爭

結構的方法，可經由策略群組的分析結果，來協助塗料廠商瞭解其在塗料

產業中所處的競爭定位為何，並能分析各策略群組的核心資源差異，以作

為擬定發展未來策略之參酌。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運用「資源基礎

觀點」(Resource-Based View) (Wernerfelt, 1984) 
[41]，探討我國塗料業者如何

評估自身擁有的資源、長短期的利益、以及競爭者的策略，來選擇與調整

策略的應用，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及強敵環伺的產業環境，歸納出塗料

產業之策略群組模式；並利用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法，對廠商在不同期間的

策略移動進行分析，結合進入與擴張觀點，透過策略移動路徑，來研究塗

料產業廠商長期策略變動之「共演化」(Co-Evolution) (Freeman & Perez, 1988)

現象；研究結果ㄧ方面可補足過去文獻上的研究缺口，ㄧ方面亦能對台灣

塗料產業的動態發展提出較具體的觀察，使塗料業者在面臨內部資源限制

及外部產業環境變化時，能充分發揮核心資源，確保競爭優勢。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廠商在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策略行為，所衍生相關的研究問題相

當複雜，如：就塗料產業發展過程而言，廠商在進入產業後，於各期所採

行的策略可能一致，也可能不同，其變化與關係為何？若比較不同廠商的

策略選擇，是否會呈現某種共通的特性模式？不同的策略移動路徑，與資

源基礎觀點有何相關？此外，是否有相對較佳的策略模式存在？……等，

都相當值得研究探討。 

    本文將研究焦點著重在描繪出國內塗料業者發展的歷程，歸類出不同

的策略群組。由於國內目前對於塗料產業發展歷程相關的研究不多，本研

究主題具有相當程度探索性研究的參考價值，因此，本研究盡可能完整搜

集產業及廠商的次級資料，並透過客觀的資料分析與呈現，來檢驗本研究

的研究觀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wiki.mbalib.com/zh-tw/Wernerfel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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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以上所述，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一、我國塗料產業長期之發展是否存在其企業之共演化現象？ 

二、我國塗料業者長期之策略是否存在特定的策略群組模式？  

三、我國塗料業者長期之策略是否存在特定的策略發展模式？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一、文獻蒐集：先確定研究背景與探討問題，界定研究的動機與目的，蒐

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研究文獻，作為下階段資料分析的基礎。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背景與問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認研究架構與問題 

結論與建議 

確認研究構面與對象 

 

資料分析與個案研究 

資料蒐集與進行訪談 

相關文獻探討與整理 

與問題 

命題推論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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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與分析：接著對實際現況進行瞭解，並經由國內外相關文獻

整理，建立論文研究架構，進ㄧ步提出研究問題與資料蒐集，以及確

認研究對象與訪談內容；之後進行資料蒐集與專業經理人約訪，並在

完成所有資料蒐集與訪談後，將所得資料以及相關次及資料加以彙整

分析，套用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架構於個案企業上，深入分析個案企

業之演化動力與核心資源應用，並從中萃取與本研究主題相符合之結

果。 

三、導入結論：最後整理資料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發現與發展綜合討論，

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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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共演化 

    「共演化」(Co-Evolution)的概念源自於生物學，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

的獨特物種，在其演化途徑(Evolutionary Trajectory)上持續的互動與演變現

象，在演化過程中，物種需適應其所處環境才可得以生存。共演化的觀點

在於強調一項生物學的性質因另一項生物學的性質變化而隨之變化，ㄧ方

的演化，會依賴或影響另一方的演化歷程，進而影響共同的系統或環境。

共同演化可能是宿主與寄主的寄生間互利共生的演化行為，也可能是一場

掠食者與獵物間永無止盡的軍備競賽。 

    經濟學者援用這個概念，提出技術與制度共演化的相關理論。最有名

的是 Freeman 和 Perez 在 1988 年的「技術經濟典範」(Techno-Economic 

Paradigm)理論，所探討的資本主義經濟長期轉變週期，提出生物學的演化

論原本就在探討物種與環境之間互動的關係，即是眾所周知的「物競天

擇」。所以，共演化理論中，技術、制度及環境是相互影響的，可形成良性

的反饋循環，因此，各因子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功能及多重的角色。 

    Lewin & Volberda(2003) 
[31]提出演化上的「選擇-適應」現象，可解釋演

化的進行方向，若運用於管理問題上，演化應考慮一個組織的「管理適應」

和「環境選擇」的共同結果，將共演化分為四種不同的觀點： 

ㄧ、自然天擇-盲目變異(Naive Selection-Blind Variation)： 

    當外部環境變化時，組織內部會自然產生盲目或隨機的變化，恰

好能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得以創造競爭優勢而成功，若無法產生盲

目或隨機的變化，將會被淘汰。這是決定論觀點，認為組織內部的經

理人是被動的因應環境，任由環境的變化，產生盲目或隨機的變化，

出現自然的淘汰現象。 

二、管理天擇-精緻變異(Managed Selection-Deliberate Variation)： 

    當外部環境變化時，組織內部會根據過去經驗，發展出一套控制

系統，使得在行動之前可預先掌握所認知的危險，可以創造競爭優勢

而成功，其變異超越純粹盲目的變異。此觀點認為管理不是被動，是

經理人擁有過去經驗去進行變異，以對抗環境的考驗。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F%E4%B8%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4%E4%B8%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4%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5%88%A9%E5%85%B1%E7%9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9B%E5%A4%87%E7%AB%9E%E8%B5%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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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層更新-主動變異(Hierarchical Renewal)： 

    當外部環境變化時，組織內部經理人可以塑造策略意圖、建立目

標、解釋環境、確定策略選擇，執行新的方向，同時監督進度。此一

觀點認為變化是高度的理性和主動的流程，是由組織內部經理人決策

理性和產業遠見所主導及發動。 

四、全面更新-強制變異(Holistic Renewal)： 

    當外部環境變化時，組織內部透過集體認知和每一個層級的共同演

化流程，將變異反映在組織內部的信念、意識型態、認知圖像、典範或

者內部的文化系統上。此一觀點認為變異不是管理的目的，而是集體的

創造意識(Sense Making)。 

共演化可分為微觀(Microevolution)與宏觀(Macroevolution)層次的演化，

「微觀演化」是建立在廠商內部的架構上，探討個別廠商內部的資源、動態能

力以及競爭力的共演化。「宏觀演化」是建立在產業與產業間、產業與廠商間，

或是廠商與廠商間之間的外部共演化關係。因此共同演化可發生在組織內部的

個體間、組織與組織間、或產業與組織間；圖2-1說明共同演化多層次關係之

架構。 

 

 

 

 

 

 

 

 

 

 

 

 

 

 

 

 

        資料來源：Lewin & Long & Carroll(1999) 
[32]

 

圖 2-1 廠商、產業與環境的共同演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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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演化觀點認為廠商、產業與制度環境三者之間，是一獨立與互動同

時存在的發展關係，而非個別組織的獨立行為，環境、產業或是廠商互動

關係的改變，彼此之間的網路關係也隨之改變，除各自經歷變異、選擇與

保留的演化過程外，在自我演化過程中，各分析層級之互動主體的演化過

程亦會彼此相互影響。 

 

第二節 策略群組及其動態分析 

    「策略群組」(Strategic Group)ㄧ詞，是由 Michael S. Hunt 於 1972 年對

美國家電業廠商之競爭行為進行研究時，以產業經濟結構的觀點，利用策

略群組描述 1960 年代家用電氣產業的績效，以三項主要策略項目(垂直整合

的範圍、產品多樣化的程度和差異)進行分群時所提出，Hunt 認為策略群組

是「ㄧ群在制訂主要決策資源項目上遵循共同策略的公司」，並指出產業是

由數個策略群組所組成；自此，策略群組的概念於策略管理領域一直被廣

泛的應用與討論。 

    不同的學者對策略群組下了不同的定義，在 Hunt(1972) 
[27]與

Porter(1980) 
[39]的概念中，策略群組指某產業中各策略構面上遵循相同或相

似策略的一群廠商。Cool & Schendel(1987) 
[18]對策略群組定義為：在某ㄧ產

業內之ㄧ群互相競爭的公司，它們具有相似的營運範疇(Scope)與資源承諾

(Resource Commitment)之組合。Hatten & Hatten(1987) 
[25]則認為策略群組是

同一產業內，由擁有相似資源因此採行相似策略的組織群集。另

Mehrac(1996) 
[36]將其定義為同一產業內，對策略性資源有相似配置的ㄧ群

廠商。而 Hill & Jones(1995) 
[26]則從企業的策略行為中觀察到ㄧ些企業群組

間組內的策略特性同質性高，若組間的策略特性差異性大的策略群，即是

策略群組。有關策略群組的定義，雖無被大眾所一致認同之定義，但以 Roger 

& Huff(1995) 
[40]的定義：「策略群組是同一產業中，在重要的領域上採取相

似決策的ㄧ群廠商。」最為被大家所共同認定。 

    所以，策略群組是指在同一產業內，同ㄧ群組的企業所採取的策略相

同或相似，而由於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環境的差異，使得企業彼此間所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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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策略因素不盡相同，因而會採取不同或相同的策略行為，便會產生不

同的策略群組。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策略群組包含二個重要的意涵： 

ㄧ、策略群組的分群對象必須針對同個產業內之廠商。 

二、分群的標準必須依照各廠商所使用的策略相似程度而定。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塗料產業所形成不同的策略群組，及各群組之間

的核心資源分析，因而採用 Hunt(1972) 
[27]

 & Mehrac(1996) 
[36]對策略群組的

定義為：「同一產業內，ㄧ群擁有相似的能力與資源，且制定相似的策略構

面以形成競爭優勢，或追求相同或相似策略的廠商所形成的群組。」 

企業策略之制定各有其內部資源基礎或外在環境變化的考慮，但隨著

時間演變，公司所面臨的內外在環境亦會產生變動，其策略方向就會隨之

進行修正，若能使用長期、縱斷面的研究，將能更了解策略群組的穩定性

及產業真實結構；因此，McGee & Thomas(1986, 1989) 
[34]

 
[35]分析過去文獻

中對於策略群組的研究後指出，以往關於策略群組的研究中對於策略構面

的選取、移動防礙的來源與廠商的競爭定位等議題雖已多所探討，但大部

分都屬於靜態性的研究，僅使用單一時點分析，無法確認產業的策略群組

及群組間的移動障礙(Mobility Barriers) (Fiegenbaum & Thomas, 1993) 
[20]，因

而提出建議策略群組的分析，應包括長時間廠商策略的改變，並分析廠商

在產業定位與產業演化的過程，故產業內廠商依據策略相似性而區分之群

組，將隨時間更動，此即為「動態策略群組」(Strategic Group Dynamics) 

(Hatten & Hatten, 1987) 
[25]的概念。 

Mascarenhas(1989) 
[33]發展出動態策略群組的分析架構，並歸納了三種

變動狀況，亦即群組策略改變，群組成員改變與群組數目改變三類型的變

化，建議研究者可以以此三種變化為基礎，分析在不同穩定策略期間產業

內策略群組的動態變化。 

    動態策略群組的觀念雖受到許多學者重視，但實際上的研究並不多，

主要即在於分析方法的限制；Fiegenbaum et a1.(1985, 1990) 
[21]

 
[22]首先建立

動態策略群組的分析方法，該研究指出，動態分析需建構在具有「策略穩

定期間」(Stable Strategic Time Periods, 簡稱SSTPs)的基礎上，當內部條件或

外部環境的改變大到一定程度，多數的廠商會開始進行策略調整，此時原

有策略群組的結構將發生改變，進入另一不同的策略期間。動態策略群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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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先將研究期間廠商的策略，進行整體性的分析，如果

廠商策略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則將變化前後視為不同的分析期間(即

SSTP)，之後透過觀察每ㄧ廠商在每個期間的策略定位以及不同的SSTP期間

策略定位改變的情況，進而能更深入的對廠商的競爭定位進行動態分析。 

    策略群組的發生來自於同一產業內廠商，因為公司規模、產品線寬度、

配銷通路、顧客類型、專有技術、資本需求、移轉成本、創新程度、服務

市場數目、政府政策屬性等之不同，造成廠商所運用的策略亦不盡相同，

而形成不同的群組；因此，每一種產業都存在數目不一的策略群組；由於

群組間存在不同的競爭結構，即會出現移動障礙(Mobility Barriers)，導致新

加入或已存在其他群組的競爭廠商無法順利進入或轉進獲利較佳的群組，

如：強調低生產成本的策略群組，可能已建立相當好的規模經濟或垂直整

合等障礙，阻撓欲進入該群組的廠商，因此使欲進入的競爭廠商必須花費

很高的成本，才有機會轉進此一群組；一般來說，移動障礙越高的策略群

組，新廠商不易加入，通常也享有較高的獲利水準。 

依循這個觀點，如圖 2-2 策略群組及其動態分析假設圖，根據重要的研

究構面將同一產業內競爭廠商劃分成幾個策略群組，而研究構面的選擇通

常便是決定產業內主要移動障礙的變數，如：飲料產業最重要的研究構面

便是品牌與通路，資訊代工產業最主要的研究構面便是生產成本與品質，

根據這些群組的分佈，進一步分析各群組的策略、資源或競爭優勢等特性。 

 

 

 

 

 

 

 

 

 

 

 

圖 2-2 某產業策略群組及其動態分析假設圖 

研究構面 B 

 

研究構面 A 

Group Ⅰ 

Group Ⅱ 

Group Ⅴ 

Group Ⅲ 

Group Ⅳ 

Group Ⅴ 

Group Ⅱ 

Group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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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同一策略群組的廠商，除了策略、資源等特性類似外，對於產業

的獲利能力，以及回應其他廠商的競爭行動或是環境變化也會相當類似；

因此，應用在實務方面，策略群組不但可幫助廠商了解其產業定位，以及

考量長期產業趨勢是否會導致某些策略群組競爭壓力變大或是更趨向產業

邊緣地帶等，同時可幫助廠商預測其它群組廠商策略行為與發展方向，藉

以提升其策略擬定與獲利能力。 

    不過，策略群組分析結果極容易受產業範圍的定義影響，而且，每個

產業並無絕對的研究構面，因此，研究構面的選擇必須特別謹慎，避免影

響研究判別結果的客觀性。 

    整體而言，在比較廠商間的競爭優勢與定位相關文獻中，策略群組分

析是應用相當廣泛的方法，亦是企業在實務上最能理解與接受的工具之

一，但也由於此一方法在分析過程中過份簡化現實環境，且缺乏對產業動

態的觀點，使得相關研究的深度可能有所不足；在有學者相繼提出加入產

業發展動態分析的觀點後，結合產業縱斷面為基礎，確認隨時間演進群組

成員的穩定性及移動狀況，以暸解產業內集群狀態和群組間之移動障礙，

相對於傳統的分析方法，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法應更能深入地分析產業內不

同廠商間的動態競爭狀況，對其策略形成、策略演進與策略成效都能提供

更完整的解釋。 

 

第三節 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簡稱RBV)源自於Wernerfelt

於1984年所著作的企業的資源基礎論(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

發表的觀點，其指出過去的企業都僅注重以產品的角度觀點來分析企業，

作為企業發掘資源需求之依據，而顯少從資源的角度來探討外部市場或產

品的觀點來從事策略決定，因此提出另ㄧ種策略分析與決策的思考角度，

即是以產品或市場的角度轉換成用資源的角度從事策略分析與決策，可作

為另ㄧ種策略的選擇，此種思考角度的轉變便稱為資源基礎觀點。 

    而「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Theory，簡稱RBT)則是由Grant在

1991
[23]年所提出，其指出企業具有不同的有形和無形的資源，這些資源可

轉變成獨特且難以複製的能力，企業若能善用所分析出的內部資源建立資

http://wiki.mbalib.com/zh-tw/Wernerfelt
http://wiki.mbalib.com/zh-tw/Wernerfel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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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障礙(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s)，使其它企業難以模仿或獲得之獨特資

源，便可形成企業持續性的競爭優勢，亦即這些獨特的資源與能力可以使

企業達到長期競爭優勢且維持良好的績效。資源基礎論是一個強化內部分

析的策略理論，為由內向外的思考邏輯，即持續建構及運用本身的經營條

件，以對抗外在環境的變化，主要特徵在強調資源分析對企業經營與未來

發展的重要性；如何辨認具競爭力的資源與能力，並對此ㄧ資源與能力予

以累積與培養，而形成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即稱為資源基礎理論。 

    相對於產業結構論的策略思考模式，近年來許多學者的研究支持對內

部資源的辨識、培植與運用，有助於創造長期競爭優勢的論點。例如：

Penrose(1959)是最早將資源視為影響企業行為的最重要因素，他將企業視為

不同資源組合的系統，企業可透過有效率的運用組織內部資源來追求成

長。Coyne(1986)則以擁有與使用兩類能力來描述企業資源，所謂擁有能力

是指過去執行策略的結果，不僅有競爭優勢且具有防禦性地位功能，在法

則上則包含法律實體的所有權，例如智慧財產權或專利，所謂使用能力，

在功能上包含來自知識、技術、員工經驗與其他業務相關人員(如供應商、

經銷商)。而Hamel & Prahalad(1994)從核心專長角度指出：短期而言，公司

核心專長來自於產品的價格 競爭力、績效屬性，長期則來自推出比競爭者

更快速、更低成本產品的能力，企業未來的競爭將是核心專長之爭，所以

企業必須注重核心專長的發展。Grant(1991) 
[23]則認為資源是公司獲利力的

基礎，而且是形成組織能力的主要資源，他提出資源基礎觀點所注重的是

如何辨識、澄清、培植、發展和保護組織的核心或獨特資源。Hill & Jones(1992)

則指出促進企業達到較佳效率、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的獨特能力，以運

用在差異化、成本化策略上完成價值創造，其獨特能力主要來自於組織資

源和運用資源的潛能。Collis & Montgomery(1995)及Barney(1991)預言資源

基礎觀點(內部條件)在1990年代的策略領域，將會如同1980年代的產業分析

(外部環境)一般，成為有力而且重要的策略分析方法，甚至成為未來策略思

想的主流；圖2-3所示為資源基礎論與產業吸引模式之關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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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arney(1991) 

圖 2-3 資源基礎與產業吸引模式之關係 

 

資源理論基礎強調企業內部環境，其假設是： 

ㄧ、企業具有不同的有形和無形的資源，這些資源可轉變成獨特的能力。 

二、資源在企業間是不可流動的且難以複製的，這些獨特的資源與能力是

企業持久競爭優勢的來源。 

    因此，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由於企業擁有

的資源各不相同，這種異質性決定了企業競爭優勢的基礎及差異，這些核

心資源使企業有較佳的價值創造活動及利潤，資源基礎理論主要包括以下

三方面：  

ㄧ、特殊的異質資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 

    各種資源均具有多種用途，企業的經營決策就是指定各種資源的特

定用途，且決策一旦實施就不可還原。因此，企業都會擁有基於先前資

源配置基礎上進行決策後帶來的資源儲備，這種資源儲備將限制並影響

企業下一步的決策。資源基礎理論認為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在資源的差

異是企業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Barney(1991)認為作為企業競爭優

勢來源的特殊異質資源應當具備以下五個條件：1.具有價值性、2.具有

稀少性、3.不可模仿性、4.不可替代性、5.以低於價值的價格為企業所取

得。利用資源的有價值且具稀少性可以提供公司短期的競爭優勢，若公

司要建立長期的競爭優勢則必須具有不可模仿性及不可替代性；企業所

追求的競爭優勢並非短期的競爭優勢，而是持續性的競爭優勢；有關資

源特性與持久競爭優勢間之關係，如圖 2-4 所示。 

 

 

機    會 

 

 

威    脅 

 

外部分析 

 
優    勢 

 

 

劣    勢 

 

內部分析 

 競爭優勢環境模式 

資源基礎模式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7%AB%9E%E4%BA%89%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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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arney(1991) 

圖 2-4 資源特性與持久競爭優勢間之關係 

 

二、資源的不可模仿性影響競爭優勢的持續性： 

    企業競爭優勢源自於企業的特殊資源，這種特殊資源能夠給企業帶

來經濟租金，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沒有獲得經濟租金的企業肯定會模

仿優勢企業，其結果則是企業屬性趨近相同，租金消散；因此，企業競

爭優勢及經濟租金的存在說明優勢企業的特殊資源肯定能被模仿；因

此，企業的策略活動應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占據某種無法模仿的優勢，

如果企業的模仿行為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在這段

時間內完全可能因為環境的變化而使優勢資源喪失價值，使企業的模仿

行為毫無意義。資源基礎理論的研究學者認為至少有三大因素阻礙了企

業之間的互相模仿：1、因果關係含糊。2、路徑依賴性。3、模仿成本。 

三、特殊資源的獲取與管理： 

    資源基礎理論為企業策略的長遠發展提供另一種思考模式，即確

認、培育、累積能給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特殊資源。由於資源基礎理論

尚處於發展階段，企業決策總是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資源基

礎理論不可能給企業提供一套獲取特殊資源的具體操作方法，僅能提供

一些方向性的建議。具體來說，企業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發展企業獨特

的優勢資源：1、組織學習。2、知識管理。3、建立外部網絡。 

另外Coyne(1986)、Grant(1991)、Collis(1995)等學者亦認為內部資源與

能力提供公司策略之基本方向與競爭優勢，且是公司主要利潤來源，亦說

明了企業擁有異質性資源的重要性，因此企業雖可在極短的時間內透過內

製或外購的方式來取得資源以提升其競爭力，然而企業競爭力的提升，並

非僅利用這些可以從市場上輕易獲得之資源所能創造出來，因此即使其在

短期間內足以產生極大的效用，都將因為競爭對手可以輕易取得資源並快

1.具有價值性 

2.具有稀少性 

3.不可模仿性  

4.不可替代性  

5.以低於價值的價格

取得資源 

1.資源的異質性 

2.資源的不可移動性 

3.特殊資源的取得 

競爭優勢的來源 短期的競爭優勢 持續性的競爭優勢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7%A7%9F%E9%87%91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7%A7%9F%E9%87%91
http://72.14.203.104/translate_c?hl=zh-TW&u=http://wiki.mbalib.com/wiki/%25E8%25B7%25AF%25E5%25BE%2584%25E4%25BE%259D%25E8%25B5%2596&prev=/search%3Fq%3Drbv%25E8%25B3%2587%25E6%25BA%2590%25E5%259F%25BA%25E7%25A4%258E%25E7%2590%2586%25E8%25AB%2596%26hl%3Dzh-TW%26sa%3DX
http://72.14.203.104/translate_c?hl=zh-TW&u=http://wiki.mbalib.com/wiki/%25E7%259F%25A5%25E8%25AF%2586%25E7%25AE%25A1%25E7%2590%2586&prev=/search%3Fq%3Drbv%25E8%25B3%2587%25E6%25BA%2590%25E5%259F%25BA%25E7%25A4%258E%25E7%2590%2586%25E8%25AB%2596%26hl%3Dzh-TW%26sa%3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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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模仿，而造成這些競爭力無法持久。 

近代許多學者多以核心資源或策略性資源來代表企業的資源，吳思華

(1998)歸納Coyne(1986)、Barney(1991)、Hall(1992) 
[24]等學者論點，將資源

分為資產(assets)與能力(competece)二部分，資產是可用於創造、生產過程、

以提供產品(或服務)至市場上銷售；能力是指使用資產上可重覆的行為模

式，用以創造、生產或提供產品(或服務)至市場上銷售；而核心則有單一

與獨特的特性，故一般將企業資源稱之為核心資源，指的是能達成企業使

命，改進其效率與效能，調適組織環境改變，並且與組織決策及行為有重

要關聯的重要工具，任何企業現行及缺乏的資源都將影響其策略的選擇。 

Grant(1991) 
[23]以資源基礎觀點對策略形成提出一個新的五個階段的

分析架構，如圖2-4所示： 

 

 

 

 

 

 

 

 

 

 

 

 

 

 

  

 

 

 

資料來源：Grant (1991) 

圖 2-5 資源基礎之策略分析架構 

 

1.確認公司之資源 

評估相對於競爭者之強弱

勢，確認將資源做更佳利

用的機會 

 

C.評估資源及能力的產出

根據產生持久性競爭優勢

潛力及報償的專屬性，評

估產出潛力 

 

B.確認公司之能力 

和對手比較，公司能將什

麼做得更好，確認資源投

入及能力之複雜性 

 

D.選擇一個相對於外在機

會，能將公司資源及能力

做最佳發揮之策略 

 

確認

資源 

確認

能力 

競爭

優勢 

選擇

策略 

E.確認需填補的資源差

距，以投資來補充及提升

公司資源基礎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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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環境變化之快速，大部份企業不易快速改變本身的結構去適應外

在的競爭態勢，而資源基礎觀點提供企業一個以資源作為策略性決策的思

考邏輯，強調企業資產和能力的培養與累積，以異質化的資源作為擬訂公

司策略的主軸；企業要能辨識、培育、發展與持續的維護企業內部的核心

或關鍵資源，以發展成為企業獨特、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此競爭優

勢必須有別於其它企業，具有異質性且不可模仿，並與公司的成長策略與

經營績效相互連結。此ㄧ思維迴異於產業結構和市場區隔作為競爭要素的

外部考量，從產品或市場之競爭表現溯及企業的核心資源的概念。有鑒於

資源於組織或企業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性，本研究從資源的角度，以分析

台灣塗料產業策略分群之依據，以探討個不同群組所擁有的核心資源，來

瞭解各塗料廠商的建構與調度，作為競爭分析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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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資料蒐集與研究對象 

 壹、資料蒐集 

    「策略構面」(Strategic Dimensions)是用來描述不同型態的策略，而策

略群組則是由ㄧ個或多個策略構面所區隔而成；本研究乃依據資源基礎觀

點之策略構面作為制定塗料產業核心資源項目之依據，為探討廠商在不同

時期營運策略上的差異性，首先需選定適當的策略構面作為區分策略群組

的依據。就縱斷面的策略群組研究來說，為求分群的基準相同，用來區分

不同時期策群組的策略構面應該一致，且採用所有時期皆重要的變數；其

次，要衡量各個時期各群組移動障礙的高低，則以該群組在主要策略構面

的投入程度，即可反映出該群組的移動防礙。 

    Oster(1982) 
[37]認為，適合用來區分策略群組的策略構面會隨著產業不

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根據文獻探討中，所提及策略構面與變數之觀

念，結合相關學者對於策略構面與變數的看法，以及對於產業關鍵成功因

素的彙整，歸納出區分策略群組合宜的策略構面與變數，也同時決定對衡

量移動障礙的影響。 

    整理過去相關文獻的結果可以發現，台灣塗料產業大致有多為中小型

企業、經理人決策力高、學習曲線長、研發投入程度高、同業競爭壓力與

交易型態區別等特性，且由於產業環境變遷，電腦調配配方與知識管理漸

形重要，以及環保意識抬頭，開發無毒、無鉛的產品蔚為主流，均將影響

廠商對策略的選擇。因此，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並透過產業內專家訪談

確認後，選擇以「規模投入」、「產品應用範圍」、「產品發展位階」作為本

研究主要之策略構面，如表3-1所示。各項策略變數的原始資料，皆可由廠

商歷年的財報資料或產業次級資料查出，並進ㄧ步加以整理而得之。 

    本研究的個案資料收集採用次級資料與深度訪談法，次級資料為台灣

塗料產業所出版的資料，包含台灣塗料產業廠商官方網站與網頁、塗料技

術期刊以及國內外相關論文、書籍、其它報章雜誌相關報導等，以協助瞭

解個案並建立背景知識，作為擬定深度訪談題目的基礎。訪談部分，本研

究進行期間分別訪問對象為台灣塗料產業的資深經理人，藉由對企業主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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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本研究之策略構面與策略變數 

策略構面 策略變數 

規模投入 

1.創立年份：1986年以前成立 

2.登記資本額：2,000萬以上 

3.工廠登記：需有生產工廠 

4.品牌：自有品牌或OEM代工 

產品應用範圍 

1.窄：塗料應用於3種產業以下 

2.中：塗料應用於4〜6種產業 

3.寬：塗料應用於7種產業以上 

產品開發位階 

1.低：塗膜裝飾 

2.中：表面密著 

3.高：功能應用 

 

重要幹部之深入訪談，期使搜集資訊具完整性與互動性，建立個案企業之

競爭優勢來源與資料，並就個案資料作深入分析與探討，有利於未來實證

研究之用。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單一產業個案研究法，以台灣塗料產業為探討對象，雖然，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之行業標準分類，台灣塗料產業尚包括從事塗料、染料

及顏料製造及分裝的行業，但是，本文所研究之塗料產業僅指從事「塗料

製造」的行業(染料、顏料之生產及塗料、染料、顏料之分裝、代銷或代工

的行業，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且為能清楚呈現本文研究期間(1954〜2010

年)，我國塗料產業發展的共演化現象，及各廠商策略群組之分群及移動路

徑，所以本研究選定個案公司準則主要有三： 

一、自 1986 年以前成立，設廠超過 25 年以上。 

二、經濟部商業司登記資本額超過 2,000 萬以上。 

三、需有生產製造工廠之塗料製造廠商。 

    根據上述條件，使樣本家數蒐集國內具代表性 16 家塗料製造廠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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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創立年份、品牌名稱、主力產品、登記資本額、員工人數、營業額、產

品應用範圍及產品發展位階等分類解析，如表 3-2 所示。 

    本研究雖受限於資料取得，僅能以 16 家塗料製造廠商為樣本，但涵蓋

的廠商已包括國內主要代表性業者，因此，本研究的樣本相對於研究母體，

應具有相當高的代表性。部分由於成立期間較短，導致資料期間不足而被

刪除的廠商，多數亦為產業內原有廠商轉投資，或由原產業內廠商特定團

隊離開後而新設，這些新廠商的策略移動路徑與行為雖然未必與原廠商一

致，但彼此間應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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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台灣塗料產業主要廠商資料表 

研究個

案代號 

創立 

年份 
公司名稱 品牌 

主力 

產品 

所在

地 

資本額

(萬元新

台幣) 

員工 

人數 

2010 年

營業額

(萬元新

台幣) 

產品應用範圍 產品發展位階 

窄 中 寬 低 中 高 

1 1951 永記造漆工業(股)公司 虹牌油漆 工業塗料 高雄 162,000 580 591,456       

2 1977 台灣阿克蘇諾貝爾塗料(股)公司 得利塗料 建築塗料 桃園 80,100 100 130,000       

3 1979 尚志精密化學(股)公司  3C 塗料 台北 64,870 115 33,454       

4 1985 台灣關西塗料(股)公司  工業塗料 高雄 27,000 162 159,091       

5 1981 東周化學工業(股) 公司  3C 塗料 新北 21,000 80 49,326       

6 1946 新美華造漆廠(股)公司 明星油漆 建築塗料 桃園 13,020 160 44,606       

7 1962 柏林(股)公司  防蝕塗料 高雄 13,000 
--- ---       

8 1956 亞洲工業(股)公司  工業塗料 桃園 12,825 
--- ---       

9 1974 三葉造漆工業(股)公司 青葉水泥漆 建築塗料 桃園 12,000 
--- --- 

      

10 1980 峰源製漆(股)公司 美藝堅塗料 工業塗料 桃園 4,500 
--- ---       

11 1979 中北塗料企業(股)公司 中北塗料 工業塗料 台中 4,200 
--- ---       

12 1973 大世紀塗料(股)公司  3C 塗料 桃園 3,200 
--- ---       

13 2004 香港商立邦塗料有限公司 Nippon Paint 建築塗料 台北 3,200 
--- ---       

14 1986 國邦化學(股)公司 國邦粉體塗料 粉體塗料 台南 3,000 140 88,000       

15 1977 鈴鹿化工(股)公司 SUZUKA 建築塗料 南投 2,800 
--- --- 

      

16 1980 弘昇油漆(股)公司 象牌塗料 工業塗料 台中 2,000 
--- --- 

      

資料來源：1.經濟部商業司網站
[45]

。2.各廠商官方網站。3.中華徵信所
[42]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20 

第二節 塗料產業 

 壹、塗料產業範圍 

    「塗料」指塗佈於物體表面，在一定的條件下能形成薄膜而具有裝

飾、保護、或其他特殊效果的液態或固體材料，因早期的塗料大多以植

物油為主要原料，故又稱作油漆，現今合成樹脂幾乎全部取代了植物

油，故稱為塗料；塗料屬於有機化工高分子材料，所形成的塗膜屬於高

分子化合物類型，其正逐步成為多功能性的工程材料。 

    塗料就像是工業界的化妝品，其主要作用有四點：美化、保護、掩飾

產品的缺陷和其他特殊功能，如：防鏽、抗菌、耐酸鹼、隔熱、絕緣等，

保護被塗素材品質、延長使用壽命，藉以提升產品的價值；產業之應用範

圍包含：噴漆調製、油灰製造、螢光漆調製、水泥漆調製、路線漆調製、

示溫塗料調製、玩具塗料調製、發光塗料調製、電著塗料調製、酒精塗料

調製、防火塗料調製、顏料調配製造、船舶用途料調製、光反射塗料調製、

合成樹脂塗料調製、塗料用催乾劑調製、底漆調製、瓷釉配置、防銹漆調

製、天然漆練製、封緘料製造、打光塗料製造、各色油墨製造、防霉塗料

調製、粉體塗料調製、油性塗料調製、瀝青塗料調製、油墨稀釋劑製造、

電絕緣塗料調製、塗料用稀釋劑製造、塗料用脫模劑製造等；中北塗料創

辦人邱塗性曾經說過：「人每天一睜開眼，一定會看到木器、塑膠和塗料。」

塗料產品應用範圍之廣泛，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由此可見一般。  

    「塗料產業」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行業標準分類，從事塗料、染料

及顏料製造及分裝的行業，包括瓷釉、油墨之製造亦歸入本業中，其細目

包含塗料製造、塗料用催乾劑製造、塗料用稀釋劑製造、塗料用脫膜劑製

造、漆料製造、染料製造、顏料製造、瓷釉製造、油墨製造、油墨稀釋劑

製造、油灰(補土)製造及封緘料製造，按現代通行的化工產品分類，屬於

精細化工產業，是化學工業中相當重要的一項產業。 

 

 貳、台灣塗料產業發展 

    台灣區塗料工業同業公會將我國塗料、漆料及顏料製造業大致區分為

四個時期：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10645.htm&usg=ALkJrhhLLtQSVsOOFAklxGFTHvDE8y8Ao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01717.htm&usg=ALkJrhjXiRNgcSaz4Nem3CjzLeC9ioIO5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01717.htm&usg=ALkJrhjXiRNgcSaz4Nem3CjzLeC9ioIO5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5332.htm&usg=ALkJrhjGb6v5Qj3znwYvl1frUb-YgzkZz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45791.htm&usg=ALkJrhj4PAyOeG7SHt-A64CXyhYPI7-mD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1204.htm&usg=ALkJrhioFOJh8dXL662aladrHDEFEbTiU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1204.htm&usg=ALkJrhioFOJh8dXL662aladrHDEFEbTiU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122313.htm&usg=ALkJrhj0eeiDg0BpSERbchI0J_ohKq-i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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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創期(1954 ~ 1976 年) 

     我國塗料、漆料及顏料製造業起始於 1954 年，天一化學引進日本

住友化學技術，在板橋設立硫化元青染料工廠。1958 年台灣化成公司與

日本新日曹化工技術合作生產螢光染料，色真顏料廠與日本山陽色素技

術合作生產有機顏料、色粉及色母，之後陸續引進印花顏料調製應用顏

料及直接染料，以及酸性染料、鹽基性染料。1960 年台灣區染料顏料工

業同業公會成立，初期加入的工廠數只有 13 家。 

二、發展期(1977 ~ 1984 年) 

     1977 年開始，產業在政府的政策下發展較為迅速。1978 年政府決

定國產染料與進口染料享有相同的出口退稅的優惠後，我國染料工業始

能與進口產品競爭；且因十大建設等公共工程興建，隨著國內工業及經

濟起飛，對塗料產品需求激增，建立穩固的發展基礎。 

三、轉型期(1985 ~ 1994 年) 

1985 年加入台灣區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的廠商數已達到 50 家，

以永光化學、華國染料及大恭化學的規模較大。1986 年政府為提高產業

競爭力，取消染顏料退稅優惠及大幅降低顏料進口關稅。1991 年政府將

塗料、漆料及顏料製造業列入「十大新興工業」的特用化學品工業，使

本產業逐步轉型，建立國際化、多元化的基礎。 

四、成熟期(1995 ~ 迄今) 

    1995 年德國政府頒布禁用部分特定偶氮顏料製品法令，有致癌之虞

的胺基化合物所產生的偶氮染顏料逐漸被淘汰。由於 1995〜1996 年我

國紡織業景氣有自谷底翻升之現象，以及電子零組件廠商大幅擴廠，非

黑色油墨如防焊綠漆的使用量大增，因此本產業自 1995 年後營收成長，

到 1997 年達到高峰，由於 1998 年末受金融風暴的影響，產銷值亦未明

顯滑落。1997 年以後，台灣成功接手日本 CD-R(Compact 

Disc-Recorderable)市場，成為全球最大 CD-R 生產國，亦帶動 CD-R 光

碟用材料龐大需求，其中記錄層有機染料更是 CD-R 光碟片之核心材料。 

    近年來全球塗料領導地位的歐美廠商，為了增加全球競爭力，紛紛

進行重組與併購，使塗料生產更集中化、更專業化，而中國業者的崛起，

以低價策略搶佔市場，歐美業者也因成本考量將生產中心移至中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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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等地區，使我國業者產品在競爭上造成嚴厲的挑戰與威脅，廠商投入

更多技術、資金，進行研發及開發市場主流產品，提昇產品附加價值，

以利產品區隔，維持業者的競爭優勢。 

 

 叁、塗料的分類及功能 

    經過長期的發展，塗料的產品繁多，分類方法也很多，各種分類方法

各具特點，但是無論哪一種分類方法都不能把塗料所有的特定都包含進

去，所以世界上還沒有統一的分類方法。表 3-3 為現行較被廣為採用的塗料

分類及功能。 

    基於上述分類及功能，依揮發成份分類之無溶劑型塗料、依施工的方

法分類之電著塗料及依使用的用途分類高科技用途塗料，為未來塗料產品

發展趨勢。圖 3-1 為塗料產品之分類及功能，與塗料產業技術應用範圍及技

術發展位階之對應圖。 

表 3-3 塗料的分類及功能 

分類 功能 

1.依塗料的型態分類 粉體塗料、液態塗料、水性塗料、 

高固體分塗料 

2.依塗膜形成要素分類 醇酸、環氧、氯化橡膠、丙烯酸、聚氨酯、 

乙烯、油性、合成樹脂、水性 

3.依揮發成份分類 溶劑塗料、無溶劑塗料、水性塗料 

4.依塗料的使用層次 底漆、中塗漆、面漆、透明漆 

5.依施工的方法分類 刷塗塗料、輥塗塗料、噴塗塗料、浸塗塗料、

淋塗塗料、電著塗料 

6.依乾燥的方式分類 常溫乾燥、烘烤型、濕氣固化、蒸汽固化、 

輻射能固化 

7.依漆膜的性能分類 
裝飾塗料、防蝕塗料、防火塗料、防水塗料、

耐候塗料、耐熱塗料、隔熱塗料、易潔塗料、

抗菌防霉、絕緣塗料、導電塗料 

8.依使用的用途分類 
汽車塗料、船舶塗料、飛機塗料、家電塗料、

機械塗料、罐頭塗料、建築塗料、地板塗料、

線路塗料、高科技用途 

9.依塗裝的材質分類 金屬用、木器用、塑膠用、皮革用、捲塗用 

       資料來源：台灣塗料與塗裝科技發展協會。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5%25A1%2597%25E6%2596%2599%26hl%3Dzh-TW%26biw%3D1366%26bih%3D660%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1202015.htm&usg=ALkJrhh8ozwu28c9xHpfhzIWJl3H2A-J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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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塗料產業技術應用範圍 

     

第三節 產業發展概況 

 壹、全球塗料產業發展概況 

    一、全球塗料市場產值與產量呈現穩定成長： 

1.根據工研院 IEK 整理資料顯示，2005 年全球塗料產量約 3,330 萬公噸，

產值為 990億美元。2006年產量上升至 3,400萬公噸，產值上升至 1,032

億美元，產量及產值分別較 2005 年成長 2.10%及 4.42%。2007 年產量

及產值較 2006 年成長 1.18%及 2.81%。2008 年及 2009 年因為金融海

嘯衝擊，全球產業衰退(如：汽車、建築以及電子工業)，使產量與產值

成長趨緩，2008 年產量及產值的成長率僅 1.58%及 1.98%，2009 年為

1.44%及 2.13%。2010 年則因經濟景氣好轉，全球產量與產值則有較

明顯的增加，產量較 2009 年成長 8%，產值也增加了 3%，而經濟部技

術處(ITIS)也預估，至 2014 年產量與產值將各增加 10.3%與 16.3%，產

量達到 3,870 萬公噸，產值 1,286 億美元；由此可見全球塗料市場產值

與產量乃呈現一個穩定成長趨勢，如圖 3-2、圖 3-3 所示。 

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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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構造物、基材 

技術應用範圍 

技

術 

發

展

位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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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重金屬、無揮發性溶劑、水性塗料 

適用：3C 產品、建築物、太陽能板、家庭民生 

密著性 

防水、防油污、抑菌、殺菌塗料 

適用：汽機車、船舶、鐵公路設施、運動器具 

裝飾性 

水泥、木器、金屬漆 

適用：水泥、木器、金屬五金、機械 

 

功能性 

耐候、防蝕、防火、隔熱、易潔塗料 

適用：大型建物、建材設施、飛機、航空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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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atamonitor；工研院 IEK(2011/04) 

圖 3-2 全球塗料市場產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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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atamonitor；工研院 IEK(2011/04) 

圖 3-3 全球塗料市場產值趨勢圖 

 

2.以地區別來看，美洲地區市場規模約為 300 億美元，佔全球塗料市場產

值約 27.1%；歐洲地區市場規模為 325 億美元(29.4%)；亞太地區市場規

模為 480 億美元(43.5%)。中國大陸及東歐為全球塗料需求成長率最為迅

速的地區，其它如：中東、南美洲、東南亞及印度等新興國家或都會區，

因人口集中效應，基礎建設與民生住宅等工程激增，塗料市場仍屬於成

長階段，一般等級之塗料產品仍有相當大的成長潛力，如圖 3-4、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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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ITIS 

圖 3-4 2010 年全球各區塗料產值分佈圖 

 

印度, 26.1%
中國, 54.7%

其他, 1.9%
台灣, 1.9%

日本, 14.0%

韓國, 2.7%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ITIS 

圖 3-5 2010 年亞太地區塗料產值分佈圖 

3.根據化工資訊與商情期刊的資料，目前全球塗料應用市場中，以建築塗

料為最大宗，佔全球塗料應用市場比重約 45%，其次為工業塗料，如汽

車 OEM 塗料、卷鋼(Coil)塗料、塗裝烤漆等，所佔應用市場比重約 36%，

其它特殊應用的塗料，如：車用烤漆、船舶塗料、工業保養用塗料等，

所佔全球應用市場比重約為 19%；其中以防蝕塗料成長較多，2009 年防

蝕塗料市場規模為 79.86 億美元，至 2010 年，全球防蝕塗料之市場規模

成長了 9.99%，達到 87.84 億美元。圖 4-5 為美國、中國、台灣之塗料產

量與應用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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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化工資訊與商情期刊 

圖 3-6 美國、中國、台灣之塗料產量與應用分佈圖 

 

二、全球塗料市場排名，仍以歐美地區為主： 

    國際領導廠商，透過重組與併購，形成規模化效應，降低成本，提高

競爭力及市佔率；根據 Coating World 公佈 2010 年全球塗料市場前六十大

企業，荷蘭商阿克蘇諾貝爾(Akzo Nobel)仍是全球最大的油漆和塗料公司

和特種化學品的主要生產商，除持續進行品牌的推廣外，且看好亞洲經

濟增長態勢，積極對中國大陸市場佈局，透過併購企業方式擴大其業務

產品及銷售市場，使亞太地區新興市場在 2010 年占其營收 30%以上；PPG

工業則專注於高性能塗料和光學產品與特殊材料業務，美洲地區營收即

占其 65%；其他排名前十大的公司多為歐美體系的公司，亞洲的塗料公

司則有位居第十位日本的 Nippon Paint 與位居第十三位的 Kansai Paint。

台灣只有永記造漆工業(股)公司排名位居第五十三位，營業額約為 2 億美

元。全球十大塗料廠商 2009 ~ 2010 年之銷售值及銷售量排名，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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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10 年全球十大塗料廠商排名表 

排名 公司名稱 

銷售值(億美元) 銷售量(億公升) 

2009 年 2010 年 成長率

(%) 
2009 年 2010 年 成長率

(%) 

1 Akzo Nobel (The Netherlands) 151.3 170.5 12.7 15.4 17.6 14.3 

2 PPG Industrics(USA) 113.6 125.4 10.4 13.4 14.8 10.6 

3 Sherwin-Williams(USA) 70.1 78.4 11,8 12.6 12.9 2.79 

4 DuPont(USA) 46.4 50.5 8.84 10.2 10.9 6.85 

5 BASF Coatings(Germany) 41.2 45.3 9.95 8.61 8.86 2.90 

6 RPM Inc.(USA) 20.2 34.1 68.8 3.10 4.22 36.1 

7 Diamond Paints(USA) 25.6 33.2 29.7 5.82 6.89 18.4 

8 Sacal(UK) 24.0 32.8 36.7 4.62 5.72 23.8 

9 Valspar(USA) 31.1 32.2 3.54 7.03 7.56 7.54 

10 Nippon Paint(Japan) 22.7 26.3 15.9 3.81 5.76 51.2 

資料來源：Coating World 

 

 貳、台灣塗料產業發展概況 

一、產業概況： 

1.產業規模趨勢：據經濟部技術處(ITIS)統計資料顯示，2006 年台灣地區

塗料總產量達到最高峰，達 46.43 萬公噸，較 2005 年成長 6.74%。2007 

~ 2009 年因台灣塗料在低價產品受到中國大陸競爭，高價產品則不敵

歐、美及日系品牌，加上國內塗料產業外移至中國大陸及東南亞設廠，

造成產量萎縮，分別以-0.06%、-10.39%、-12.31%衰退(如圖 3-7、圖 3-8

所示)；但塗料產值在 2007 年達到最高峰為新台幣 331.07 億元，較 2006

年成長 1.49%，2008 年產值雖依舊衰退，但在產品單價已從 2005 年每

公斤 69.96 元，逐步提升至 2008 年每公斤 76.94 元(表 3-5 所示)，顯示

國內塗料產品漸漸往高單價與技術層次較高的產品發展；2009 年受到金

融風暴影響，產值下滑至 278.28 億元(產量 36.46 萬公噸)；2010 年景氣

回溫後，產值回升至 324.94 億元(產量 42.22 萬公噸)，年增率達 16.77%，

產值及產量自此趨近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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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ITIS) 

圖 3-7 台灣塗料市場產量趨勢圖 

 

250

270

290

310

330

生產值(億元) 304.32 326.22 331.07 319.92 278.28 324.9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IT IS) 

圖 3-8 台灣塗料市場產值趨勢圖 

 

表 3-5 台灣塗料平均單價趨勢表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平均單價(元/kg) 69.96 70.26 71.35 76.94 76.32 76.96 

平均單價成長率(%) --- 0.43 1.55 7.83 -0.80 0.8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 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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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商分佈概況：加入「台灣區塗料工業同業公會」登記廠商約 151 家合

法登記之塗料生產廠商約 250 家，含無照營業之地下工廠推估約 500

家；投資資本額介於新台幣 10 萬元〜15 億元；會員工廠之從業員工人

數大約 6,000 人；分佈狀況以台北縣為最多，高雄縣市次之，再其次為

台中縣。國人平均油漆使用量 12 公斤，與日本 13 公斤、西德 19 公斤、

美國 20 公斤相較，人均油漆使用量仍屬偏低，市場仍有開發空間。  

3.塗料產業應用分佈比例：台灣塗料年產量約 42 萬公噸，若以主要成分

區分，則水性塗料佔 60%、油性塗料佔 40%。在產品應用上，工業塗料

占 42.0%的產值為最大的應用領域，其次是建築塗料的 39.6%，而特殊

塗料則占 18.4%。如以應用行業別區分，則建築物佔 19.93%、船舶業佔

7.3%、構造物佔 7.88%、鐵路車輛佔 21.02%、電化製品佔 5.62%、金屬

製品佔 9.34%、家庭佔 5.04%、機械佔 4.31%、木器製品佔 6.72%、輸出

佔 1.46%、其他佔 11.39%。就塗料廠商而言，產品應用範圍越廣，通常

擁有較多的銷售通路及市佔率，故本文第三章第一節表 3-1 所指之產品

應用範圍定義，即以此十種應用行業數量作為界定標準。表 3-8 所示為

2010 年塗料產業應用分佈比例，圖 3-3 所示為塗料產業關聯圖，塗料深

受工業及建築業等下游產業景氣發展而影響，近年在房市的復甦，以及

政府推動國內公共工程等，有助提高塗料產品需求量。 

 

 

 

 

 

 

 

 

 

 

 

資料來源：台灣區塗料工業同業公會 

圖 3-9 2010 年台灣塗料產業應用分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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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原料         塗料製造商         下游產業應用 

 

 

 

 

 

 

 

 

 

 

資料來源：永記造漆(股)公司 2009 年度年報 

圖 3-10 塗料產業關聯圖 

 

    另外，隨著電機及電器產品的品質要求及新製品的開發，金屬表面

處理，在塗料的需求會日趨增加，塗料之技術亦會隨之提升，因此近年

塗料的銷售量呈現成長的態勢，產品銷售值比重亦隨之提升。 

4.成本結構分析：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至 2008 年底，台灣

塗料製造業者主要製造成本結構，直接原料占製造成本的比重為

80.45%，製造費用占 15.74%、直接人工占 3.81%(表 3-7 所示)。故塗料

產業在受原油價格、基礎化學原料價格、中間體原料價格走高效應影響

之下，直接原料占製造成本的比重呈現提高的態勢；而隨著勞工薪資高

昂，廠商以先進的自動化機器設備，如自動包裝系統用於標準化及規模

化的產品產出，以節省人力成本，並引進國外製程技術，強化新產品開

發的驗證及品質的控管，來提高競爭力，使得投入的人力逐漸減少，達

到節省經營成本的目標，故直接人工和製造費用占製造成本的比重，則

呈現下降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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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台灣塗料製造業製造成本結構 

年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直接原料佔比(%) 78.59 78.51 79.35 80.60 80.45 

直接人工佔比(%) 4.29 4.27 4.01 3.69 3.81 

製造費用佔比(%) 17.13 17.22 16.64 15.71 15.74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二、產業結構 

1.台灣塗料產品進出口分析： 

    台灣塗料產業在 2006 ~ 2010 年，除進口值呈現上升的趨勢，其餘

貿易數據皆呈現下降的趨勢，2006 ~ 2010 年，台灣塗料進口值自 54.80

億元上升至 75.03 億元，成長率達 36.92%；出口值自 68.77 億元下降至

61.76 億元，成長率為-10.19%；2008 年，台灣整體塗料貿易由順差轉變

為逆差；進口產品平均價格在 2006 年與 2010 年間大幅上升，2006 年時

進口產品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235.84 元新台幣，至 2010 年時上升至每公

斤 419.97 元新台幣，成長 78.08%；惟出口產品平均價格變化不大，僅

微幅成長 7.63%，而且出口產品平均價格遠低於進口產品平均價格，顯

示台灣高價塗料產品對外國進口產品的仰賴程度頗高，如表 3-9 所示。 

 

表 3-7 2006〜2010 年台灣塗料市場進出口分析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06〜10 

成長率 

進口值 5,480.24 6,379.28 7,091.27 6,685.32 7,503.31 36.92% 

進口量 23,236.97 24,262.34 22,252.39 15,328.12 17,866.47 -23.11% 

平均單價 235.84 262.93 318.67 436.15 419.97 78.08% 

出口值 6,877.64 6,966.03 6,522.76 5,633.03 6,176.68 -10.19% 

出口量 83,411.41 84,649.91 71,605.04 60,019.35 69,598.29 -16.56% 

平均單價 82.45 82.29 91.09 93.85 88.75 7.63% 

單位：進/出口值(百萬元新台幣)；進/出口量(公噸)；平均單價(元新台幣/公斤) 

資料來源：ITIS 智網；工研院 IEK(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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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塗料產品進出口國家分析： 

    在台灣塗料產業中，中國大陸為目前與台灣貿易往來最頻繁的地

區，兩岸之貿易模式為台灣輸出低價產品至中國大陸(2010 年台灣平均

出口至中國大陸塗料價格為每公斤 80.41 元新台幣)，而中國大陸將高價

產品出口至台灣(2010 年台灣平均進口中國大陸塗料價格為每公斤

102.61 元新台幣)。除中國大陸外，南韓為台灣低價產品之主要出口地區

(2010 年台灣平均出口至南韓塗料價格為每公斤 59.20 元新台幣)；日本

與南韓為台灣主要高價產品之進口地區(2010 年台灣平均進口日本與南

韓塗料之價格分別為每公斤 1026.35 元新台幣與 670.42 元新台幣)。 

    在進口國的變化上，2009 年與 2010 年的變化並不大，2010 年台灣

進口量前五名之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新加坡、義大利，

進口值前五名之地區，依序為日本、美國、中國大陸、波多黎各、南韓。

2010年台灣自日本的進口量提升較多，較 2009年提升了 39.18%，表 3-10 

整理了 2006〜2010 年台灣塗料進口國家分佈趨勢分析。 

 

表 3-8 2006〜2010 年台灣塗料進口國家分佈趨勢分析 

排名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1 日本(45.84) 日本(46.96) 日本(44.77) 日本(50.14) 日本(45.47) 

2 中國(12.56) 中國(15.05) 中國(15.34) 中國(13.65) 美國(16.18) 

3 美國(10.24) 美國(9.44) 美國(10.50) 美國(11.49) 中國(13.30) 

4 德國(6.99) 德國(6.33) 德國(6.17) 德國(4.35) 
波多黎各

(4.01) 

5 瑞士(3.30) 南韓(2.50) 南韓(2.92) 南韓(3.57) 南韓(3.94) 

前 5 大% 78.93 80.28 79.70 83.20 82.90 

單位：% 

註：( )內之數字為自該國進口金額佔本產業進口總金額之比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磁帶資料；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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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2006〜2010 年台灣塗料出口國家分佈趨勢分析 

排名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1 中國(34.82) 中國(33.98) 中國(30.06) 中國(33.55) 中國(36.21) 

2 香港(15.83) 香港(12.65) 日本(15.31) 日本(14.05) 日本(14.43) 

3 日本(10.92) 日本(12.64) 香港(9.99) 香港(8.29) 香港(7.79) 

4 越南(5.74) 越南(6.03) 越南(5.99) 越南(6.12) 越南(5.31) 

5 泰國(4.66) 泰國(4.40) 泰國(4.69) 印度(5.02) 印度(4.96) 

前 5 大% 71.97 69.70 66.05 67.04 68.70 

單位：% 

註：( )內之數字為自該國出口金額佔本產業出口總金額之比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磁帶資料；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 年 3 月。 

 

    在出口國的變化上，2009 年與 2010 年的變化並不大，2010 年台灣

出口量前五名之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香港、越南、南韓、印尼，出

口值前五名之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日本、香港、越南、印度。與 2010

年相比，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之產品產量較有成長，提升了 25.32%，表

3-11 為 2006〜2010 年台灣塗料出口國家分佈趨勢分析。 

    展望未來，隨著兩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可以預期中國大陸仍

是台灣未來在塗料國際貿易市場上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第四節 產業發展趨勢 

 壹、塗料產業的趨勢： 

    根據美國 Frost & Sullivan 公司於 2011 年出版的「塗料與塗裝市場策略

分析」(Strategic Analysis of the Paint and Coatings Market) 
[4]市場調查報告書

指出，亞太地區塗料與塗裝市場佔全球市場 30〜35％，並針對亞太地

區塗料與塗裝市場進行調查分析，提供市場動向、市場工程評價、地

區分類收益預測、競爭分析，對於全球塗料產業發展趨勢，提出以下幾

點看法：  

一、經濟化與全球化(Economy & Globalizatio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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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塗料消費仍呈現正成長，「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促成國際貿易協定開放，無邊界貿易逐漸形

成，國與國之間原料、技術、產品、經貿交流更國際化、自由化，塗

料技術先進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塗料產品應用升級；東歐、中

東、南美洲、東南亞及印度等新興國家或都會區，因人口集中效應，

基礎建設與民生住宅等工程激增，一般等級之塗料產品仍有相當大的

成長潛力，塗料市場仍屬於成長階段。 

二、低碳排放(Low Carbon Economy)： 

    塗料在原料生產、製造、施工的過程中，相對會產生大量的化學

廢棄物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簡稱 VOC)。

根據 2005 年統計，全世界大氣排放的烴類約 2,000 萬公噸，汽車廢氣

排名第一約佔 50%，第二則是塗料業，排放高達 350 萬公噸，佔 17.5%。

根據日本環境保護局 2002 年東京 VOC 排放統計，全年有 94,000 公噸

排放量，與塗料相關產業就高報 45,000 公噸，約佔 46%。因此，符合

環保法規，如歐盟無鉛無毒規範 Rohs、Sony 綠能標章、綠色建築標章

等，廠商發展新技術，朝向綠色環保產品開發，如：水性塗料、無機

塗料、低溫烤漆等，可節省電力、水力與人力等資源，達到環保、節

能、減碳的效能；開發高性能、高層次的綠能塗料，已是當前塗料市

場發展趨勢。 

三、環保規範(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受到各國環保規範的限制，環保水性塗料、無溶劑塗料、無重金

屬汙染塗料，在建築物上的應用，及具備節能(如：低溫快乾烤漆)、防

火、隔熱與自潔等功能性塗料在各項商品的應用，以及交通工具、鋼

鐵等工業產品需求量增加，將是持續推動全球塗料市場成長的助力。 

四、產品功能與質量(Functionality & Performance)： 

    隨著地球環境惡化及環保意識興起，塗料應用於素材表面塗層

時，在長時間使用下，成為豔陽、灰塵、酸雨、髒污或菌類的溫床，

造成環境污染，塗料的功能賦予塗膜表面新的機能，如產生具有自潔

抗污功能的建築塗料，能使雨水在建築物表面上滾動，將髒污帶走，

達到自我清潔之功能。及隔熱塗料能反射太陽光的紫外線，降低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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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節省能源損耗。 

五、產業整合(Industry Consolidation)： 

    廠商以技術合作、授權或合資、併購方式取得先進技術，達到技

術跳躍式昇級；中國為全亞洲地區塗料需求成長率最快速的國家，面

對大中華經濟圈及大陸本土的廣大市場，許多世界級大廠，如：

Akzo-Nobel、Basf、Nippon Paint、Kan-Sei 紛紛於中國大陸設廠，或

尋求塗料代理據點，競爭之激烈可謂空前。 

六、消費者習慣改變(Smarter Customers)： 

    歐美國家地幅廣闊，商店距離住宅偏遠，進而提倡家庭木工、裝

潢、機具等 DIY(Do-It-Yourself)風氣，塗料從工廠塗裝加工模式，逐漸

成為進入家庭之民生消費型態，促使消費者對塗料產品之選擇意識抬

頭，塗料需具備無味、不退色、多顏色選擇、容易操作塗裝等特性；

且消費者認為知名塗料大廠較有資源開發符合環保法令之功能性家用

塗料，品質亦相對穩定，較易受到消費者之信賴，品牌效應發酵。 

七、健康與福祉(Health & Wellness)： 

    塗料製程需使用揮發性有機溶劑及配料所產生粉塵，容易影響人

體安全及環保顧慮，屬高汙染行業，隨環保與公安法令日益嚴格及消

費者知識水準提升，無力投資相關安全設備的小廠或不法業者將日漸

無法生存。 

八、綠色與生質再利用(Bio-renewable) 

    近年來由於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溫室效應，引起熱污染及全球暖

化，各國無不致力於替代能源的開發；生質能是一種再生能源，與風

能、太陽能一樣具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特性。與其他再生能源比

較，生質能的優勢包括：技術成熟、有商業運轉能力、經濟效益較高，

且因使用材料為廢棄物，故兼具廢棄物的回收處理與能源生產的雙重

效益。而且，生質能可併用在傳統能源供應的架構中，例如：生質柴

油可與市售柴油混合使用、氣化系統可與汽電共生或複循環發電系統

結合等。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統計，生質能目前是全球第四大能源，

僅次於石油、煤及天然氣。生質能供應全球約 14％的初級能源需求，

也提供了開發中國家 35％的能源，是目前最為廣泛使用的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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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全球塗料產業總體發展趨勢分析 

項  目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5 年 

低固體溶劑性塗料(%) 39.5  30.5  15.0  7.0  

高固體溶劑性塗料(%) 12.5  12.0  10.0  8.5  

水性電泳型塗料(%) 8.5  10.0  15.0  17.0  

其他水性型塗料(%) 14.0  16.0  19.0  22.5  

活性體系型塗料(%) 14.0  15.0  16.5  22.0  

粉末型塗料(%) 8.0  12.0  17.5  20.0  

輻射固體型塗料(%) 3.5  4.5  6.5  7.5  

資料來源：化工資訊與商情 

 

表 3-11 全球環保塗料發展趨勢分析 

項  目 1998 年 2003 年 2008 年 

傳統溶劑塗料 49% 42% 36% 

環境對應型塗料 47% 54% 59% 

其他類別塗料 4% 4% 5% 

資料來源：化工資訊與商情 

 

 貳、影響台灣塗料產業趨勢因子：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 (Industrial Economics & 

Knowledge Center，簡稱經資中心 IEK)於 2010 年提出從 STEEP (Social, 

Technology, Economic, Environment & Policy)的構面來分析台灣特用化學品

產業未來發展，可以看出以下趨勢： 

一、社會面 S(Social)： 

    塗料生產過程之空氣污染及廢棄原料受到法令管制，下游成品出

口亦受如：歐盟 RoHS、Sony 綠能標章等規範限制，國內對環境保護

相關規範(如：空氣汙染防制法)標準日益提高，空氣汙染防制稅的開

徵，整體社會對於節能、環保以及低污染等議題逐漸重視；業者亦面

臨全球不景氣、關鍵原料受制國外廠商手中、環保抗爭及土地成本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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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限制，導致營運成本提高，國內塗料廠紛競相赴大陸及東南亞設

廠；且過去台灣塗料廠商缺乏跨國際經營經驗及關鍵人才的培育，一

旦面臨不同的經營環境，若還矜持過去的台灣經驗，而不知調適與變

通，常會招致重大損失。這也是過去幾年來，幾個塗料大廠，承受周

轉不靈、停工或併購之主因。因此，水性、低重金屬含量及低 VOC 的

塗料的開發，是社會面影響塗料產業的發展趨勢。 

二、技術面 T(Technology)： 

    配方知識及研發為塗料工業之關鍵核心技術，研發人員的知識養

成及經驗累積是塗料產業重要的競爭優勢，塗料相關技術包含有機化

學、高分子化學、界面化學等，屬於整合性技術，皆需相當時間的投

入與養成，國內較大型塗料廠創廠均超過 20 年，資本額超過 5,000 萬，

學習曲線長，有產業進入門檻；但由於塗料從業環境不佳，與國內高

科技行業的誘因，許多優秀年輕學子皆不願投入此行業。此外，塗料

業者經常把對於經驗與技術之累積，視為個人權威與生存之重要依

據，更不利於知識分享與創新，導致優秀人才培養不易與技術斷層。

因此，開發特殊用途、高性能、高附加價值之塗料產品，是技術面影

響塗料產業的發展趨勢。 

三、經濟面 E(Economic)： 

    隨著國際經貿趨於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TO)及與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

面臨全球市場開放之衝擊，國際大廠以經濟規模與品牌優勢，進軍台

灣與大陸市場，為業者帶來莫大競爭壓力，且主要原料的生產技術、

化學原料來源受制於國際大廠，國內業者需借助合資或併購引進技

術。加上全球經濟體制轉變，如：歐洲債信問題、美國景氣復甦、金

磚四國興起等，將影響全球塗料產業需求及發展。因此，如何掌握跨

國經貿市場交流及趨勢，以因應全球塗料產業競爭，是經濟面影響塗

料產業的發展趨勢。 

四、環境面 E(Environment)： 

    國際塗料大廠及樹脂廠，透過重組、併購及跨國設廠，形成規模

化效應，有大者恆大的趨勢；國際原油價格波動直接影響基礎原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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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產業的營運發展，特別是由原油提煉之下游石化原料，及環氧樹

脂價格之波動，皆是影響市場發展的因素；一旦塗料產業應用過於集

中，容易受制於下游產業景氣發展之影響，如：房市的景氣、政府公

共工程的推動、電機及電器產品銷售等。但因國內電子產業群聚效應，

3C 產品週期縮短，廠商不斷推出新規格、外型、功能的商品，注重個

性化設計，銷售量及週邊產品商機持續成長，帶動對塗料的需求增加。

因此，如何結合其他產業發展，提昇塗料產品之應用深度(特殊性能)

及廣度(應用範圍)，將是環境面影響塗料產業的發展趨勢。 

五、政策面 P(Policy)： 

    台灣存在兩個問題：民主政治民粹化和資本主義社會化；民粹化

讓政府討好選票優先於政府效率，政策只在淺層的民意邏輯中思考，

缺乏前瞻、全盤的理念，政黨輪替之朝令夕改，政治決策之不確定性；

從本勞外勞薪資掛勾、公務員的終身雇用、大學教授的齊一新資、國

營事業繼續存在等，亦都是政策社會化吃大鍋飯的思維，導致缺乏國

際競爭力，令國際化工原料大廠望之卻步(如：德國拜耳 Bayer 公司撤

資、台灣國光石化轉進海外)，轉往中國大陸、東南亞投資設廠，牽動

塗料下游產業跟進出走，國內市場規模縮小，生產批量偏向少量多樣，

無法採取自動化與連續式製程，難以降低製造成本，嚴重衝擊我國塗

料業的產值。因此，如何降低成本，調整經營結構與根流台灣之兩相

平衡，成為台灣塗料產業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 

  

表 3-12 影響台灣塗料產業趨勢的助力與阻力 

助力(Drivers) 阻力(Restraints) 

消費性需求增加 

操作成本降低 

產品創新研發 

企業併購與重整 

新技術引進 

部份亞洲國家經濟成長率高 

原料成本上漲 

環保法令規範限制 

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穩定 

削價競爭與酬庸 

原料來源受限 

資料來源：台灣塗料產業的高值化論壇(2011/11/17)，邦鈦科技
[15]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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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命題推論 

第一節 廠商策略形態與產業環境間之共演化現象 

    塗料產業在台灣發展六十餘年，近幾年來隨著國內工業建設興起及經

濟發展腳步，產品應用領域從裝飾美化，進步至表面密著，發展至功能性

用途，延伸至綠能環保應用，在此發展歷程中，各廠商皆為提升產品性能

及組織競爭力，而有所投入。本研究藉由次級資料的搜集，並透過深度訪

談的方式，實際訪談產業以及廠商代表，來具體描繪台灣塗料產業之發展

軌跡。 

    整體而言，所有廠商的策略移動，可找出應用技術從基本塗膜上色、

強化基材表面密著、特殊功能性應用到無毒環保產品；應用範圍從民生基

本用途、工業加工用途、特殊製程用途，廣泛延伸到其它用途；進入障礙

從勞力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資本密集到管理密集；演化動力由經

營者主觀判別、同業競爭、產業環境升級到顧客需求到等四個策略穩定時

期，各時期的移動障礙與策略構面有著顯著的差異；其中，尤其以第二階

段演化至第三階段為最明顯之分界線，如圖 4-1。 

    四個共演化階段代表年代、應用技術、範圍、素材及塗裝工序敘述如

下： 

一、裝飾工業期(1979 年以前)： 

    為最早期的塗料應用，此階段進入門檻低，技術層次也低，經營

者多為獨資，也掌握主要生產技術，產品應用侷限在水泥牆面、木器

用品等民生用品之基本裝飾功能，此時期的塗料噴塗無需經過加工或

特殊製程，消費者大多可自行上色加工。 

二、跟隨工業期(1980 ~ 1989 年)： 

    塗料產品應用層面日漸廣泛，開始重視塗料對素材表面之密著效

果，塗裝應用除水泥牆、木器，亦應用至金屬、塑膠、皮革等，塗料

開始需要烘烤加工之塗裝模式。 

三、性能工業期(1990 ~ 1999 年)： 

    早期進入塗料產業的廠商，逐漸擴廠、增加產能、提升性能，重

視研發，開始出現以顧客需求為導向的產品開發，如：防蝕、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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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鏽、耐候、易潔、奈米等功能性塗料，因塗膜形成更高，特殊加工

製程更複雜。 

四、環保工業期(2000 年 ~ 迄今)： 

    隨著環保議題興起，特別是歐盟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實施「電氣、

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簡稱

RoHS)，重鉛、具有揮發性化學物質的塗料產業開始順應地球環保產

品的訴求，開發無鉛、無毒、無汙染、低加工過程的水性環保塗料。 

 

 

代表年代 1979 年以前 1980~1989 年 1990~1999 年 2000 年~迄今 

演化階段 裝飾工業期 跟隨工業期 性能工業期 環保工業期 

應用技術 塗膜裝飾 表面密著 功能應用 無毒環保 

應用範圍 民生基本 工業加工 特殊製程 延伸用途 

應用素材 水泥、木器 
金屬、塑膠、

皮革 

防蝕、防火、

防鏽、耐候、

易潔、奈米、 

無鉛、無毒 

進入障礙 勞力+技術 

密集 

技術+知識 

密集 

知識+資本 

密集 

資本+管理 

密集 

演化動力 經營者主觀判

斷 
同業模仿競爭 產業環境升級 顧客需求 

塗裝工序 消費者大多可

自行上色加工 
需要烘烤加工 

特殊加工製程

更複雜 
低加工過程 

 

圖4-1 台灣塗料產業發展位階圖 

  草創期        發展期         轉型期         成熟期 

 

產業規模 

演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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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 1. 台灣塗料產業進行自我演化的同時，確實會透過其互動主體與

制度環境、廠商之互動主體進行跨層次、動態且雙向的共演化互

動。  

    命題 2. 經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塗料產業可區分出四個共演化階段，分別

為：1、裝飾工業期。2、跟隨工業期。3、性能工業期。4、環保

工業期。 

 

    從資料分析顯示，在 1954 ~ 2010 年這段期間內，台灣塗料產業共可區

分出四期策略穩定時期，若與陳昵雯(民 94) 
[10]的研究，汽車業在 1991 ~ 2003

年十二年間可區分出五個 SSTPs，銀行業四個 SSTPs，以及楊詠庭(民 97) 
[12]

的研究，IC 產業在 1994 ~ 2003 年十年間可區分出八個 SSTPs，塗料產業在

台灣發展六十餘年，僅能區分出四個 SSTPs，顯示塗料產業的變動相較於其

他產業相對較慢。 

    觀察到廠商間存在特定類型之四個共演化過程，更值得思考的研究議

題在於：有哪些原因導致了廠商演化產生的動力？共演化可分為四種不同

的觀點(Lewin & Volberda，2003)，我們進ㄧ步分析得知： 

一、裝飾工業期之演化動力來自於經營者之主觀判斷(科層更新-主動變異：

經理人決策主導和啟動)。 

二、跟隨工業期之演化動力來自於同業模仿競爭(自然天擇-盲目變異：內部

自然演化)。 

三、性能工業期之演化動力來自於產業環境升級(管理天擇-精緻變異：外部

競爭演化)。 

四、環保工業期之演化動力來自於顧客對符合環保法令規範之產品需求(全

面更新-強制變異：環境制度、法令規定改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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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策略群組之移動路徑與產業環境間之共演化現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利用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方法，對於我國塗

料產業策移動路徑加以研究，一方面能觀察廠商在不同期間的策略發展歷

程，ㄧ方面也能對不同廠商間的策略移動路徑進行比較；那麼，台灣塗料

產業不同的廠商是否出現顯著不同的策略類型？ 

    進一步分析各個不同階段廠商的策略演化可以發現，在本研究所區分

出來的四個策略穩定期間中，裝飾工業期(草創期)，產業發展初期，廠商間

的策略差異並不明顯；但自跟隨工業期(發展期)起，因產業特性導致廠商傾

向各自開發不同的產品，或有不同的技術標準，乃至不同的生產方式，每

個期間都至少有二個以上的策略群組出現，這表示我國塗料產業已經出現

顯著不同的策略類型，不同群組間廠商的策略定位有明顯的差異。由於本

文研究期間(1954〜2010年)，我國塗料產業已進入成熟期，廠商間的策略差

異逐漸出現，加上國內塗料產業高度垂直分工，在技術或產品上亦有相當

大的差異性，因此推論：倘若台灣塗料產業在不同階段，產業內特定的策

略類型是存在的，即可支持本研究利用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是可行的。 

    若觀察個別廠商在不同期間的策略移動路徑，則可發現廠商策略發展

的確存在相當程度的動態性。Mascarenhas(1989) 
[33]所提出策略群組的三種

主要動態變化：一是整個群組的策略改變，二是群組內的成員數目改變，

三是群組的數量改變，都可以在塗料產業動態發展中看到類似的發展軌

跡。本研究亦假設，產業內廠商亦可能形成特定的策略路徑，而特定的策

略路徑的形成，應與產業與廠商的特性有關。本研初步提出兩個變數：廠

商產品開發位階及產品應用範圍，當產業環境改變，廠商的策略必須隨之

作動態調整，且廠商間可能互相影響，而形成相近的認知，進而採取相似

的策略定位與策略移動路徑。 

    早期，塗料在應用上僅屬塗膜上色的裝飾功能，塗裝素材侷限在水泥

牆、木器等民生用品，故以進入路徑而言，在本文所研究個案的16家廠商

中，絕大多數是選擇從「保守防禦群」進入障礙較低的策略群組跨入產業，

這與Bogner et al.(1996) 
[16]對製藥業的研究發現雷同，早期進入的廠商多會

選擇移動障礙較低的群組作為初期進入產業的路徑，如圖4-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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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塗料產業策略群組移動路徑Ⅰ (裝飾工業期：1979 年以前)  

 

   本研究針對台灣塗料產業進行核心資源分析，並瞭解不同群組所具有的

策略特性，將台灣塗料產業區分成四個策略群組，顯示出其核心資源的優

劣不同，因而依照各群組不同的核心資源競爭優勢為其命名，並檢定出不

同群組具有不同的策略構面，故可得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結果： 

一、整合優勢群： 

    國內較大型塗料廠創廠均超過 25 年，資本額超過 2.7 億元，早期

進入塗料產業的廠商，經過塗料產品發展位階的完整過程，擁有較佳

的資源進行擴廠，增加產能、提升性能，其特色為研發與行銷並重，

較有其核心競爭優勢，學習曲線長，有產業進入門檻；且在面對未來

塗料產業的發展趨勢，有國外大廠到國內進行技術合作、整合或併購，

逐漸有大者恆大的態勢。 

二、產品性能導向群： 

    就塗料市場供給面來說，配方知識及創新研發為塗料工業之關鍵

核心技術，研發人員的經驗養成及知識累積是塗料產業競爭優勢之重

要來源之一。隨著產業技術升級，有研究開發新產品能力的廠商，具

有較高的獲利率。 

註：    為新進入者 

產品性能導向群       整合優勢群 

 

 

 

 

 

 

 

 

 

 

   保守防禦群       產品線多元群 

高 

 

 

 

中 

 

 

 

低 

產品應用範圍    窄       中      寬 

1 

       6   2    

  7      8   

12   15   9 

產品發展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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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線多元群： 

    就塗料市場需求面來說，由成本結構分析，可知原料成本為塗料

產品之最重要一環；因此，如何取得同等品或尋找較低原料成本來源

成為塗料產業競爭優勢之重要來源之二。且由於同業模仿競爭，有市

場行銷能力及最低成本策略之廠商，具有較高的市佔率。 

四、保守防禦群： 

    台灣塗料廠商多為自行研發或技術合作、生產、銷售，產品多樣

化，塗料產業雖偏向技術導向，但國內塗料廠多為自有銷售通路，因

此，保守防禦群對行銷、服務及情商資料之蒐集，為此策略群組重要

競爭優勢來源之三。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 3. 依據產品應用範圍(窄、中、寬)及產品發展位階(低、中、高)

之分析，台灣塗料產業廠商可區分成四種策略群組，分別為：1、

整合優勢群。2、產品性能導向群。3、產品線多元群。4、保守

防禦群，且存在特定類型的策略移動路徑。 

 

    進入該項產業之後，進一步分析廠商間的策略移動，本研究區分出四

種主要路徑：不變動路徑、二種漸進式路徑、及躍進式路徑。在四種路徑

中，不變動路徑是指廠商策群組移動無明顯差異；漸進式路徑有二種：一

為由「保守防禦群」轉移至「產品性能導向群」，另一為由「保守防禦群」

轉移至「產品線多元群」，是指廠商在四個 SSTPs 中經歷了至少ㄧ次的策略

方向轉折；而躍進式路徑是廠商在四個 SSTPs 中經歷了至少二次以上的策

略方向轉折。 

    在跟隨工業期，各產業對塗料產品需求量增加，引起廠商的同業競爭

模仿效應，紛紛仿效同業產品，擴充產能，增加產品應用範圍及銷售通路，

同時提升產能及市場行銷能力，少數廠商策略群組移動路徑由「保守防禦

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僅：個案 1、個案 2。此時期進入產業之廠

商仍是選擇從「保守防禦群」移動障礙較低的策略群組跨入產業，廠商策

略群組變動仍屬跟隨型，變動不大，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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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塗料產業策略群組移動路徑Ⅱ (跟隨工業期：1980 ~ 1989 年) 

 

    到了性能工業期，由於高分子化合物合成技術升級，塗料由上色、裝

飾用途，提升到功能性用途，廠商紛紛和上游供應商技術合作，提升研究

技術能力，開發如：防蝕、防火、防水、耐候、耐熱、隔熱、易潔、抗菌、

防霉、絕緣、導電等之功能性塗料，廠商策略群組移動路徑由「保守防禦

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如：個案 4、個案 5、個案 10、個案 11。

未往「產品性能導向群」策略群組移動之廠商，持續投入對塗料產品需求

量增加之產業市場開發，提升產能及市場行銷能力，部分廠商策略群組移

動路徑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如：個案 6、個案 8、

個案 14。此時期廠商之策略群組移動路徑：不變動路徑、漸進式路徑(由「保

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

多元群」)及躍進式路徑等四種都存在，策略群組移動路徑屬大幅變動時期，

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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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塗料產業策略群組移動路徑Ⅲ (性能工業期：1990 ~ 1999 年)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 4. 基於同業模仿競爭，擁有較佳之市場行銷能力之廠商，會由「保

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 

    命題 5. 基於產業技術升級，擁有較高之研究技術能力之廠商，會由「保

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 

 

    進入環保工業期，廠商策略群組停留在「保守防禦群」，或移轉至「產

品線多元群」，或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大致抵定。因為顧客對產品功

能或環保規範的要求更高，具備研究開發能力的廠商，策略群組會從「產

品線多元群」再移轉至「整合優勢群」；另因跨不同之產業應用需求，具有

市場行銷能力的廠商，策略群組會從「產品性能導向群」再移轉至「整合

優勢群」，屬躍進式路徑。本研究觀察發現：能採取躍進式路線之廠商，必

須有早期進入塗料產業，經過塗料產品發展位階的完整過程，創廠超過 25

年，資本額超過 2.7 億元新台幣，兼具研發與行銷能力的競爭優勢與資源；

故僅個案 1、個案 2、個案 4 廠商之策略群組能移動至「整合優勢群」，如

圖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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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塗料產業策略群組移動路徑Ⅳ (環保工業期：2000 年 ~ 迄今)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 6. 由於顧客對產品功能的要求更高，具備研究開發能力的廠商，

促使「產品線多元群」移轉至「整合優勢群」。 

命題 7. 由於跨不同之產業應用需求，具有市場行銷能力的廠商，會從

「產品性能導向群」移轉至「整合優勢群」。 

 

    整體而言，我國塗料產業廠商在裝飾工業期的發展歷程中，多數廠商

的策略移動路徑是「不變動路徑」；到了跟隨工業期，因為同行競爭策略

日漸明顯，廠商則多採行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及

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之漸進式路徑；然由於我國塗

料產業廠商多屬中小企業規模，資源受到限制，採躍進式路徑之移動策略

者則最少。根據以上四種路徑，各廠商的策略移動路徑分析結果，整理如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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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塗料產業廠商結構及其策略移動路徑 

產業發展位階 移動路徑 個案研究代號 

裝飾工業期 新進入者 1.2.6.7.8.9.12.15. 

跟隨工業期 

新進入者 3.4.5.10.11.14.16.  

不變動路徑 6.8.9.12.15.  

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 7. 

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 1.2. 

性能工業期 

新進入者  

不變動路徑 9.12.15.16. 

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 4.5.10.11. 

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 6.8.14. 

躍進式路徑 1 

環保工業期 

新進入者 13. 

不變動路徑 8.14.15.16. 

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 12. 

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 15. 

躍進式路徑 2.4. 

 

    縱觀台灣塗料產業廠商之策略群組移動路徑之演化過程，其中個案

2(台灣阿克蘇諾貝爾塗料)隸屬荷蘭 AkzoNobel 級團，於 1998 年年併購國內

長誠化工，2008 年與英商 ICI 公司合併，是全球最大的塗料集團。個案 13(香

港商立邦塗料)為日本最大，全球排名第十一大的 Nippon Paint 塗料集團，

超過百年歷史，雖至 2004 年方設立台灣分公司，然個案 8(亞洲工業)為其在

1956 年即於台灣投資之子公司。另個案 14(國邦化學)於 1993 年與日本關西

塗料技術合作，1995 年與大日本塗料合作日本市場開發，2004 年併購中央

塗料，成為台灣最大的粉體塗料生產供應商。上述三個個案，均為國際塗

料大廠夾持其兼具品牌、產品及通路之競爭優勢及豐厚資源，以技術交流、

設廠擴充、或整合併購等方式進入台灣塗料產業，通常，移動路徑會比台

灣本土廠商還要快；故有能力、資源進行跨國市場開發及上下游技術整合



 49 

的廠商，移動路徑較快，較有機會採取躍進式路徑。 

    觀察到廠商間存在特定類型之四種策略群組及其主要移動路徑，更值

得思考的研究議題即在於：廠商採取不同的策略移動路徑需具備何種資源

或能力？就資源基礎論三種不同的觀點(Barney，1991)，我們進ㄧ步分析得

知： 

一、新進入者，廠商新進入產業之進入障礙來自於經營者必須具備資金與

技術之擁有能力(異質性資源：有價值性及具有稀少性)。 

二、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者，必須仰賴人才養成

與技術研發之使用能力(資源的不可模仿性：不可模仿性及不可替代

性)。 

三、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者，必須仰賴市場行銷與

低價成本之使用能力(資源的不可模仿性：不可模仿性及不可替代性)。 

四、躍進式路徑者，則必須擁有人力、資金、技術、知識之管理能力(特殊

資源的獲取與管理：學習組織、知識管理、建立外部網絡)。 

 

第三節 本研究發展之主要命題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運用「資源基礎論」，探討台灣塗料業者面對內

部資源限制及外在環境變化，如何選擇策略應用，歸納出台灣塗料產業之

「策略群組」模式，及其「共演化」現象，並透過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法探

討我國塗料產業之進入與擴張，提出「策略移動路徑」的觀點，以呈現塗

料廠商長期策略之發展動態與歷程，依據本文所提出之三項主要議題，將

本研究解析結果整理如表 4-2 所示：  

 

 

 

 

 

 

 

http://72.14.203.104/translate_c?hl=zh-TW&u=http://wiki.mbalib.com/wiki/%25E7%259F%25A5%25E8%25AF%2586%25E7%25AE%25A1%25E7%2590%2586&prev=/search%3Fq%3Drbv%25E8%25B3%2587%25E6%25BA%2590%25E5%259F%25BA%25E7%25A4%258E%25E7%2590%2586%25E8%25AB%2596%26hl%3Dzh-TW%26sa%3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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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研究發展之主要命題 

 命題                         命題內涵 

議題一、我國塗料產業長期之發展是否存在其企業之共演化現象？ 

命題 1. 台灣塗料產業進行自我演化的同時，確實會透過其互動主體與制

度環境、廠商之互動主體進行跨層次、動態且雙向的共演化互動。  

命題 2. 經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塗料產業可區分出四個共演化階段，分別

為：1、裝飾工業期。2、跟隨工業期。3、性能工業期。4、環保

工業期。 

議題二、我國塗料業者長期之策略是否存在特定的策略群組模式？  

命題 3. 依據產品應用範圍(窄、中、寬)及產品發展位階(低、中、高)之分

析，台灣塗料產業廠商可區分成四種策略群組，分別為：1、整合

優勢群。2、產品性能導向群。3、產品線多元群。4、保守防禦群，

且存在特定類型的策略移動路徑。 

議題三、我國塗料業者長期之策略是否存在特定的策略發展模式？ 

命題 4. 基於同業模仿競爭，擁有較佳之市場行銷能力之廠商，會由「保

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多元群」。 

命題 5. 基於產業技術升級，擁有較高之研究技術能力之廠商，會由「保

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 

命題 6. 由於顧客對產品功能的要求更高，具備研究開發能力的廠商，促

使「產品線多元群」移轉至「整合優勢群」。 

命題 7. 由於跨不同之產業應用需求，具有市場行銷能力的廠商，會從「產

品性能導向群」移轉至「整合優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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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根據Cool(1985) 
[17]、Fiegenbaum et al.(1985) 

[21]、Fiegenbaum & 

Thomas(1993) 
[20]與José Ange1 Zúñiga-Vicente et al.(2004) 

[28]等學者，對長期

間動態策略群組研究的看法，並整合其所提之統計方法，以動態策略群組

分析的觀點，發現台灣塗料產業在進行自我演化的同時，確實會透過其互

動主體、廠商之互動主體與制度環境進行跨層次、動態且雙向的共演化互

動；在研究期間1954〜2010年內，成功區分出四期策略穩定時期(SSTPs)，

研究發現台灣塗料產業於各個SSTP皆存在策略群組，且不同期間廠商的移

動，兼具四種主要動態變化，各群組間移動障礙各有不同；經分析結果，

台灣塗料產業可區分出四個共演化階段，分別為：一、裝飾工業期。二、

跟隨工業期。三、性能工業期。四、環保工業期。 

    依據產品應用範圍(窄、中、寬)及產品發展位階(低、中、高)之分析，

台灣塗料產業廠商可區分成四種策略群組，分別為：一、整合優勢群。二、

產品性能導向群。三、產品線多元群。四、保守防禦群，且存在特定類型

的策略移動路徑。研究結果顯示，廠商會因為經營者的主觀判斷、公司援

用資源限制及產業環境需求，而採取不同類型的策略移動路徑；大多廠商

選擇移動障礙較低的群組作為初期進入產業的路徑，其中以進入「保守防

禦群」的廠商最多，且較晚進入產業的後進者，也傾向於選擇與先進者相

同的進入路徑。 

    進入該項產業之後，本研究區分成四種主要路徑：不變動路徑、由「保

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線

多元群」等二種漸進式路徑、躍進式路徑；在裝飾工業期的發展初期，多

數廠商的策略移動路徑是「不變動路徑」，廠商策群組移動無明顯差異；

到了跟隨工業期，因為同業相互模仿競爭及產業環境需求提昇，廠商則多

採行由「保守防禦群」移轉至「產品性能導向群」及由「保守防禦群」移

轉至「產品線多元群」之漸進式路徑；然由於我國塗料產業廠商多屬中小

企業規模，資源受到限制，採躍進式路徑之移動策略者則最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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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論與管理實務意涵 

 壹、理論意涵：  

    過去的學術研究及文獻大多著重在國內石化產業之分析與應用，對於

塗料產業卻付諸闕如，本研究運用「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 

(Wernerfelt, 1984) 
[41]，探討塗料產業業者面對內部資源限制及外在環境變

化，如何選擇策略應用，歸納出塗料產業之「策略群組」(Strategic Gronp) 

(Hnnt, 1972) 
[27]模式，及其「共演化」(Co-Evolution) (Freeman & Perez, 1988)

現象，並延伸傳統策略群組與移動障礙的觀點，透過「動態策略群組」 

(Strategic Group Dynamics) (Mascarenhas, 1989) 
[33]，對廠商在不同期間的策

略移動進行分析，探討我國塗料產業之進入與擴張，提出「策略移動路徑」

((Strategic Expansion Paths) (Bogner et al, 1996) 
[16]的觀點，以呈現塗料產業

長期策略之發展動態與歷程，來研究塗料業者長期策略之變動；研究結果

ㄧ方面可補足過去文獻上的研究缺口，ㄧ方面亦能對國內塗料產業的動態

發展提出較具體的觀察，業者在進行長期策略規劃時，可將本文之研究成

果列入參考。 

    本研究對於競爭對象的選定亦可提供進一步的思考，由於廠商長期而

言有其策略移動的路徑，而策略必須著眼於長期的競爭，因此，基於策略

移動的觀點，除了必須掌握現階段策略群組內廠商的可能策略模式外，亦

需暸解未來目標群組中，其它業者可能的策略行動及其意涵，以期能為未

來進入該群組預作準備。而透過本研究對於廠商長期策略移動的分析，當

可幫助廠商對未來競爭動態有更清楚的掌握與應變，使塗料產業業者在因

應全球化時代轉變的情況下，能發揮廠商核心資源，確保產業競爭優勢。 

 

 貳、管理實務意涵： 

    綜合前述分析資料，策略群組發展至「整合優勢群」的廠商，經過塗

料產品發展位階的完整過程，具備較高之研究技術能力及較佳之市場行銷

能力的核心競爭優勢，能兼顧利潤率及市佔率，擁有較佳的資源進行擴廠，

增加產能、提升性能；故本研究提出塗料產業發展策略之建議，以為業者

擬定未來發展策略之參酌： 

http://wiki.mbalib.com/zh-tw/Wernerfel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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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產品技術： 

    塗料具有施工簡便、經濟之特性，業者應拓展塗料產品廣泛應用在

高科技產業之發展，致力發展高性能塗料及精密塗佈製程之相關核心技

術，如：應用於 LED 產品之高阻氣高透明塗料及抗反射高硬度塗料、

應用於電子產品之電磁波遮蔽塗料、應用於建築之隔熱節能塗料及抗污

易潔塗料、應用於金屬之防蝕、防銹塗料、具有殺菌效果之奈米光觸媒

塗料、具有環保相容性塗料、吸波隱形塗料、刮痕自行修護功能塗料、

光阻劑、研磨液、封裝用材料等。塗裝技術如：精密的塗佈製程技術、

模擬計算於塗佈工程之技術應用、建立相關量測或檢測技術，並配合業

界開發相關產品，縮短開發之時程、降低製程時間，藉以加速塗料產業

之轉型與振興，積極發展新技術，朝環保、節能、功能性產品開發，提

高產品附加價值。 

二、製造業服務化：  

    塗料具有多樣化、多彩化的特性，屬內需型產業，施工與服務需當

地廠商提供及時性支援，當地塗料業者較容易取得需求與開發的優勢；

由於環保考量、工安因素，市場已逐漸有趨向高效能水性塗料、粉體塗

料、高固成分塗料及紫外線硬化塗料等，以取代傳統低固成分的油性塗

料。再者，就塗料產業成本結構分析，塗料主要成本來自原料，佔成本

60〜80%，其它設備因素及加工費用佔比在 30%以下，因為國際原油及

貴金屬價格走高，使得化工業上下游原物料成本不斷攀升，成本受制於

上游供應商牽制，塗料廠商已漸由「最佳化配方」(物性最佳原料)，逐

漸調整為「最適化配方」(符合客戶需求)，因此，如何獲取同等品或尋

找較低原料成本之來源，如何維持低成本策略，為整體供應鏈創造更大

的經濟效益，亦為塗料產業競爭優勢之重要一環。 

三、創造自有品牌： 

    品牌具有容易形成話題、容易使人親近、容易口耳相傳、容易產生

情感投射作用、增進人際溝通等感性訴求，一旦消費者對品牌有所認

同，會成為凌越對產品性能的需求及對產品價格敏感度的軟性競爭力，

特別是蘋果電腦公司(Apple Computer, Inc.)系列 3C 產品(iPod、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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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Macbook)之品牌效應近年在全球發酵、狂賣，發展自有品牌已蔚

然成為當前全球之趨勢；塗料產業雖多為 B2B 的交易型態，然諸多國際

及國內塗料大廠均仍以自我品牌行銷及服務，如：得利塗料(荷蘭

AkzoNobel 集團) 、立邦漆(日本 Nippon Paint 集團 )、虹牌油漆(永記

造漆)、明星油漆(新美華造漆廠)等，甚至積極加入廣告行銷。 

四、產業組合重整： 

塗料所需原料之上游供應商，如樹脂(resins)、顏料(pigments)、溶劑

(solvent)、添加劑(additives)等，夾帶其掌握原料技術、供需價格及經濟

規模之優勢，向下併購或與塗料廠商合資，進行跨國設廠及垂直整合，

形成規模化效應，有大者恆大的趨勢。國內塗料產業屬配方工業，關鍵

技術及主原料對上游供應商仰賴程度高，近年來，亦面臨經濟不景氣，

及下游產業與業者競相赴大陸、東南亞設廠等因素，許多廠商相繼面臨

經營危機；大陸塗料廠有逆勢向上整合樹脂開發及生產，自身掌握關鍵

技術及主原料之作法，塗料產業如何整合產銷秩序與產業結構升級，勘

值國內業者借鏡。 

    整體來說，台灣塗料工業正面臨產業結構調整期，為防止產業空洞化

及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業者應積極建立自主性之關鍵技術，開發符合

環保、低耗能、功能性產品，並結合原料供應商與下游客戶建立策略聯盟，

爭取最大的利潤空間；政府方面亦應積極擬定一套完善的輔導措施，協助

廠商開發環保塗料、特殊機能性塗料等高附加價值產品，並給予適當的研

發經費補助，結合產業、研發、學術機構，協助業者培養專業人才，及跟

進先進國家之塗料技術發展，以提升國內塗料工業技術水準，確保塗料產

業之永續經營。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過程中，雖已盡量蒐集我國塗料產業不同時期較有代表性的廠

商類型，力求嚴謹與正確無誤，但受其他客觀因素所影響，亦難免有下列

研究限制與疏漏： 

一、為能清楚呈現本文研究期間，我國塗料產業發展的演化現象，及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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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策略移動路徑，所以使樣本家數僅蒐集自1986年以前成立、且登記

資本額超過2,000萬以上、並具備生產製造工廠之16家廠商，對於產業

廠商涵蓋面恐尚不足週延，此為本文之研究限制之一。 

二、受限於我國塗料產廠商多屬中小企業，不像上市櫃公司有較為完整的

資料，其公開之相關資料恐多有保留，且受限於廠商早期資料無法取

得，以致遺漏值過多，未能將樣本廠商資料作ㄧ較完整的呈現，可能

對本文之分析與解釋力有所影響。 

    後續研究可利用本研究提出的觀念與方法，進一步加以延伸探討，以

作為未來發展研究之建議： 

一、 在界定策略群組時，本研究利用客觀的策略變數來衡量廠商在策略

構面的得分，而進行策略分群，但Peteraf & Shanley(1997) 
[38]、Dranove、

Peteraf & Shanley(1998) 
[19]與張馥芳(民90) 

[9]建議利用廠商認知分群的

方式來處理，若能利用認知分群的方式來探討個別核心廠商及其策略群

組長期移動的模式，則應更能掌握產業發展歷程的真實面貌及其競爭互

動的本質。 

二、 由於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法一方面能觀察廠商在不同期間的策略發展

歷程，ㄧ方面也能對不同廠商間的策略移動路徑進行比較，若能利用本

研究所發展出的動態策略群組分析法，針對不同階段全球及我國塗料產

品應用產業佔比之變化與消長，進一步分析推論塗料產業未來動態發展

及演化方向，當能對產業發展的動態歷程有更完整的研究結果。 

三、 除了塗料產業，動態策略群組分析亦可應用在其它產業的研究中，

特別是產業環境變動相對快速的產業，相較於過去的靜態策略群組分

析，當可對環境的動態發展有更清楚的掌握。個別廠商策略移動路徑的

研究，在性質上偏向質化的分析，而本研究礙於樣本廠商之相關財務資

料取得不易，無法針對採取不同策略群組及不同策略移動路徑的廠商間

的動態競爭，對其經營績效的關係與影響，亦可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0%8C%E6%BC%94%E5%8C%96#cite_note-0#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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