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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近年來環境變動快速，企業必需致力於管理不確定的未來，應對變動的環境對

於管理者以及組織而言都是重要挑戰的任務，管理者必需隨著環境的變動適時的調整本

身的資源及能力，以達到彈性應對變動環境的目地。 

 

文獻指出策略性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的理論發展，能有效的增進企業彈

性應對不確定環境的能力(Sanchez,1997)。策略性彈性認為企業在短期不確定性的環境

下，藉由快速發展專屬的能力及資源變得較不可行，因此建構彈性資源及彈性的協調能

力，可以有效的運用桿槓的輯邏，即時的發展策略來應對短期環境的變動。然而，完整

策略性彈性理論的探討必需考量到長期的構面，長期下，企業發展策略性彈性的重點在

於減少高階決策及管理者在發展決策上的阻礙，以幫助企業主動的意識到改變、進而發

展廣泛的策略來達成進一步環境應對的需求。 

 

過去的文獻較少完整討論到企業長期與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架構。而相關文獻在

構面上的實証也不多，我們將藉由過去策略性彈性理論文獻的整理，來完整分析及了解

策略性彈性如何讓企業達到應對變動環境的好處。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研究目的 
我們將去探討企業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以及企業如何運用策略性彈性來應對不確

定的環境。在本論文中，一開始我們將藉由過去文獻收集來找出企業發展策略性彈性的

完整架構，接著發展出我們的理論命題，以利運用多重個案訪談的方式，來達到理論驗

証的目的。 

 

 

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論文欲探討的幾個問題為： 

 

企業要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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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與研究架構  
 

為了要探討策略性彈性對企業的影響，一開始我們將整理過去策略性彈性的相關文

獻，以有效了解企業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來達到應對環境的目的，接著推導出初步的理

論架構，來輔助我們去收集研究所需的相關資料。 

在研究上，我們將運用資料庫來整理資料，以發展証據鏈來強化個案內的分析，接

著運用分類及連結的方式，列表歸納各個訪談的個案企業，以經由比對跨個案間的相同

及相異點，以一步步的藉由比較來發展相關的命題。最後，我們將研究發現的命題與策

略意含，列於最後的結論中。 

 

 

本篇論文架構共分為六個章節，以下是每章的大概內容。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說明我們研究的背景、研動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我們針對策略性彈性的文獻逐一的分類整理歸納，並逐步的發展我們所需初步的理

論命題架構。本論文主要的文獻包括Volberda(1996)、Shimizu and Hitt(2004)、

Sanchez(1997)、以及Sanchez and Heene(1997)對策略性彈性的研究、定義及架構等。

其他相關實証的文獻也得以用來作為我們未來在研究發展上的輔助。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這個步驟，我們採用Yin(1988)所提的多重個案研究法來作實証研究的方式。在

這一章我們將介紹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和資料庫的運用方

式。 

 

第四章 個案彙總與分析  

在第四章，我們將運用個案內的分析來詳實撰寫所研究四家企業的簡介，以及所訪

談到個案內部的營運狀況，並發展小結來整理收集到的資料鏈。在資料的處理過程中，

我們將有效的發展個案資料庫，以將實証資料作良好的分類整理，並且一步步連結個案

內分析到跨個案分析的資料上。最後，再藉由跨個案間的比較來發展相關的跨個案命題。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總結本研究的研究發現與意涵，我們將研究的結果、研究建議、與研究限制列在這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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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程序如圖1-1所示。 

 

圖1-1研究流程 

 

 

 

 

 

 

 
 

 

 

 

 

 

 

 

 

 

 

 

 

 

 

 

 

 

 

 

 

 

 

 

 

 

 

 

 

 

 

 

 

初步文獻探討 

確認研究的概念性架構

與相關命題假設推演 

研究設計 

資料收集與彙整分析 

撰寫結論報告 

1. 藉由初步的文獻探討來找尋研究策略性彈

性的相關領域。以由文獻中找尋研究架構及

研究上的缺口。 

 

2. 由Volberda(1996)、Shimizu and 

Hitt(2004)、Sanchez(1997)、以及Sanchez

and Heene(1997)的文獻整理發現策略性彈

性具有長、短期的發展方式。 

 

3. 經由相關文獻的搜尋，找出長、短期企業

發展策略性彈性的研究構面，來幫助我們發

展研究架構。 

 

4. 確認策略性彈性的研究架構後，本研究參

考Sanchez(1995)的文獻，以研究企業如何

在產品競爭市場內發展策略性彈性。 

 

5. 由過去的文獻與理論的整理來發展相關的

命題與假設，以找尋企業長、短期策略性彈

性發展的相關研究構面。 

 

6. 以資訊及家電產業作為研究對象，採用多

重個案研究法來作我們的研究設計。 

 

7. 根據個案資料的收集、彙整及比較，以作

理論命題的驗証。 

 

8. 撰寫最後的結論報告。 

確認研究動機與研究目

的 

相關文獻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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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英文專有名詞對照與解釋 
 

策略性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 

策略性彈性代表一組企業能夠發展的策略選擇。企業藉由運用本身的資源及能力，

得以為組織創造廣泛的策略選擇發展空間(Sanchez,1997)。當企業能夠發展廣泛的策略

選擇時，就愈有能力去應對環境變動的需求，因此，發展策略性彈性得以增進企業應對

不確定環境的潛力。 

 

資源彈性(resource flexibility) 

衡量組織的資源在創造策略選擇上的彈性，當組織的資源能夠被廣泛的應用及快速

移換到不同的使用目的或策略、以及在移換之成本及困難度較低時，則此組織的資源是

具有較大的資源彈性(Sanchez,1997)。 

 

協調彈性(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衡量組織運用協調企業資源來創造策略選擇上的彈性。當組織能夠發展協調的流程

讓組織的資源廣泛的應用及快速移換到不同的使用目的或策略、以及在移換時之成本及

困難度較低時，這樣的協調流程對於企業來說是具有較大的協調彈性。協調存在於三個

流程上：企業去定義如何運用資源來發展策略、架構及建構達到策略選擇所需的資源

鏈，以有透過組織系統及流程來有效率的運用資源來發展策略(Sanchez,1997)。 

 

控制循環(control loops) 

高階管理者及其他的決策者藉由監控組織內外部的系統，以獲取組織改變所需的訊

息，進而改變本身資源的存量及流量，以達到環境適應的目的。這些系統元素的訊息回

饋過程，成為一個企業所具有的控制循環(Sanchez and Heene,19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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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策略性彈性的意涵 
 

(一)策略性彈性的定義 

 

策略性彈性是一組企業能夠發展的策略選擇。企業藉由發展彈性的資源及彈性的協

調能力，得以為組織創造廣泛的策略選擇發展空間(Sanchez,1997、Abrahamsson et.al., 

2003)。一個企業所具有的資源及能力得以由組織內部或是組織外部，如市場的資源來

獲得(Sanchez,1995)。透過組織對資源的協調、整合、運用及規劃，使得企業可以去發

展及執行廣泛的策略選擇，因此也增進了一個企業彈性發展策略的能力。正如圖2-1，

一個企業運用目前現有的資源及能力來桿槓出勝任能力，以發展所需的策略選擇。另一

方面，運用內部發展或是藉由外部獲取新的資源及能力也得以幫助企業重新建構新的策

略選擇。 
 

圖2-1 創造勝任能力建立和桿槓的”循環” 

 

 

 

 

 

 

 

 

 

 

 

 

 

 

 

 

資料來源：Sanchez R.1997,Preparing for an uncertain future. Int.Studies of Mgt 
& Org,Vol27.No2, pp 77 
 

因此，整合各學者的觀點，我們將策略性彈性定義如下： 

(1)、策略性彈性為企業發展的一組策略選擇所構成。 

(2)、企業可以藉由內部”本身具有的”及外部”可獲取的”資源及能力來發展策略選

擇，也就是策略性彈性。 

(3)、策略性彈性強調在於企業”能夠”且”即時”發展和執行的一組策略選擇上。 

 

 

執行策略

的選擇 

執行策略性選擇

方案而創造新的

資源流量 

發展及獲取新的

資源來建立勝任

能力 

成功的建立勝任

能力以創造新的

策略選擇 

使用現有的資源

及能力以桿槓出

目前的勝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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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策略性彈性的目的 

近年來由於環境變動快速，使得企業處於不確定性的環境，在高度變動的環境中企

業必需不斷的運用策略的發展以調適本身來作為應對環境的手段。因此當企業能夠廣泛

的發展策略選擇時，也就是增進一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時，就愈能夠去應對環境變動的

需求，因此，發展策略性彈性得以幫助企業應對動態及不確定性的環境(Sanchez,1997：

71、Worren，Moore and Cardona,2002、Hitt，Keats，and DeMari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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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發展策略性彈性具有多元的構面，企業得以藉由發展彈性的資源：如多重運用的設

備、彈性的流程，和彈性的協調能力：如整合的系統、彈性的結構等方式，來幫助達到

策略性彈性的發展以回應環境不確定性的需求。我們將藉由過去文獻的整理，以一步步

的了解企業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 
 

一、策略性彈性發展的相關文獻 

 

(一) Volberda(1996)的策略性彈性文獻 

 

Volberda(1996)主要是在研究企業如何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上發展靈活的組織形

式。他將彈性定義為企業的管理者是否能在適當的時點作正確的回應。要達到環境的應

對組織必需要發展彈性的管理能力，而策略性彈性正是企業應對變動環境的一項彈性的

管理能力。 

在企業內應對環境變動的管理能力具有兩個特性，多樣性(variety)及快速回應

(speed)的特性。多樣性的管理能力使企業能夠去發展多樣的管理能力組合，讓組織有

效的掌握市場機會，及減少環境所帶來的威脅及風險。而具有快速回應的彈性能力同樣

也是企業應對環境變動的重要管理能力。因為僅管具有足夠的能力組合可以使組織應對

變動的環境，然而即時的回應也是同樣的重要。在這個架構下，管理能力被區分為四種，

如圖2-2。首先，穩定彈性的管理能力為一個企業固定的程序，企業在產出水準內依需

求作穩定的變化。因此，Volberda(1996)認為這樣少量的改變和回應能力不算是企業應
對變動環境的管理能力。營運彈性的管理能力包含以現有組織結構和目標為基礎的例行

性管理能力所構成，在企業相似的營運情境下作快速的回應。如調整產能及作存貨的管

理以應對短暫的需求波動。結構彈性包含調整組織的結構和決策與溝通程序的管理能

力，以去應對變動環境的需求。正如在工作流程上作團隊的設計，或是改變組織內部的

協調控制程序系統。最後，策略性彈性為一個企業在面對較大且不熟悉的變動時，所採

取在重新組織和重新發展目標的管理能力。它極端的涉及組織活動上本質的改變。正如

更新現有的策略及產品線的內容，如表2-1。 

 
圖2-2  彈性能力的型式 

 

 

 

 

 

 
 

 

資料來源：Volberda HW.1996.Toward the Flexible Form: How the Remain Vital in 

Hypercompetitive Environment,Organization Science, 7(4), PP.362 

 
因此，就Volberda(1996)對策略性彈性的定義，策略性彈性為企業在面對環境重

大變動下才會被管理能力發展出來，發展策略選擇的內容在於企業藉由捨棄、或更新現

有的策略、技術，甚至是運用市場的操控以及政治的活動來抵禦環境變動對企業的影響。 

 

結構彈性 

(structural flexibility) 

穩定彈性 

(steady-state flexibility)

營運彈性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策略性彈性 

(strategic flexibility) 
高 

低 

快 慢 

多樣化 

回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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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Volberda的策略性彈性構面 

內部的策略性彈性 外部的策略性彈性 
¾ 捨棄現有的策略 
¾ 應用新的技術 
¾ 更新基本的產品內容 

¾ 創造新的產品市場組合 
¾ 使用市場力量來區隔進入者和控制
競爭者 

¾ 從事政策活動以解除法規 
資料來源：整理自Volberda HW.1996.Toward the Flexible Form: How the Remain Vital 

in Hyper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Science, 7(4),,PP.363-365 

 
(二) Shimizu and Hitt(2004)的策略性彈性文獻 

 

有別於Volberda(1996)的文獻，Shimizu and Hitt(2004)則是認為在重大的環境

變動下，企業要去發展策略選擇來應對環境時，必需要考慮到組織內部的阻礙。尤其是

在急速改變組織及環境的策略時，企業必需要檢視本身資源及能力的限制，正如我們定

義的，一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必需是企業”能夠”發展的一組策略選擇。當企業在策略

發展時受到限制及阻礙時，一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就會受到限制。 

因此，Shimizu and Hitt(2004)認為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和一個企業決策的流程是習

習相關的。決策的發展流程包含組織去認定外部環境重大改變、快速投入資源到回應改

變的活動上、即時的確認是否要中止或是繼續作資源投入等三種活動。因此，在發展策

略選擇時組織必需：持續不斷的注意環境回應的「注意階段」(attention)、收集和完

整評估訊息的「評估階段」(assessment)、以及在不確定下採取所需行動並克服改變的

「行動階段」(action)。並且企業在這三種能力的發展過程中會產生阻礙，也就是策略

性僵化的阻礙，如圖2-3及表2-2。 

 

圖2-3：策略性僵化的循環 

 

 

 

 

 

 

 

 

 

 

 

 

 

 

 

 

資料來源：Shimizu k, Hitt MA.2004.“Strategic flexibility :Organizational 

preparedness to reverse ineffective strategic decis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Vol18.no4.PP.49 

 

阻礙 

低回應的靈敏度、自滿的

心態 

阻礙 

自緣其說、八股政策 
阻礙 

環境不確定性、抗拒改變

注意 

較少注意問題的癥結 

行動 

偏好現況 
評估 

有限，過度樂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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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策略性彈性的阻礙 

策略性彈性的要

素 

阻礙 增加問題風險的情況 

注意

(attention) 

z 自滿的心態/決策的準則(包
括傲慢)導致減少回應的靈敏

度 

z 組織的準則 
¾ 藉由規則及例規來制度
化的引發決策 

¾ 忽視偏離例規的想法及
行為 

z 過去的成功經驗 
z 長任期的高階管理者 
z 年代長久及大型的組織 

評估

(assessment) 

z 自緣其說 
z framing effects(管理者只傾
向承擔當前損失的風險) 

z 組織的政策 

z 大型的專案(較大的投入及損
失) 

z 較弱的管理 
z 抗拒錯誤的組織和社會文化 

行動(action) z 對專案的期待感覺到不確
定，造成回應太慢 

z 偏好現況，抗拒改變 

z 高度環境的不確定性 
z 財務資源予許 

資料來源：Shimizu k, Hitt MA.2004.Strategic flexibility : Organizational 

preparedness to reverse ineffective strategic  decis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Vol18.no4.PP.48 

在研究18個個案後，Shimizu and Hitt(2004)建議企業得以運用六種準則來克服

組織在策略選擇發展上的阻礙，當然，這樣的準則也進一步的增進企業”能夠”且”即

時”的作大幅度策略的發展，以為企業創造維持策略性彈性的能力。正如圖2-4，企業

可以藉由更替不同領域的管理人員、整合不同來源的意見、以及努力在決策上發展決策

組合來增進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圖2-4 創造維持策略性彈性的能力 

 

 

 

 

 

 
 

 

 

 

 

 

 

 

 

資料來源：Shimizu k, Hitt MA.2004. Strategic flexibility :Organizational preparedness to 

reverse ineffective strategic deci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Vol18.no4.PP.56 

1. 衡量及監控決策的結果 
2. 藉由合併不同來源意見的方式來刺激決策制定 
3. 創造動態性的機制以在問題發生前由外部來獲取
新的想法及觀點 

a. 限制高階管理者的任期 
b. 例行性的引入新的外部專家 
c. 例行性輪調在主要位置上的管理者 
d. 利用策略聯盟來整合新的想法。 
 

4. 確認靜態管理系統的限制 
5. 不只去專注在特定的決策上，而是考量一個決策組
合 

6. 學習分析和衡量，以有助於下次狀況。 

注意 
z 過去成功的經驗 
z 長任期的管理者 
z 年代長久及大型的組織

評估 
z 大型專案 
z 較弱的管理 
z 抗拒錯誤的組織和社會
文化 

行動 
z 高度環境的不確定性 
z 財務資源予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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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anchez(1997)的策略性彈性文獻 

 

在1997年的文獻中，Sanchez(1997)認為藉由發展彈性的資源及彈性的協調能力，

得以為企業創造廣泛策略選擇的發展空間。由於彈性的資源以及彈性協調能力可以幫助

企業藉由彈性資源調動以及桿槓來達到廣泛策略的發展，因此，發展彈性的資源以及彈

性運用資源的協調能力增進了一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 

 

彈性的資源具有三種衡量的構面：應用幅度、移轉的速度、以及轉換的難易(成本

大小)等(Sanchez,1997)。也就是當組織的資源能夠被廣泛的被應用及移轉到不同的目

標或策略上、以及在轉換時之成本及困難度較低時，此資源對於組織而言是具有較大的

資源彈性(resource flexibility)。資源彈性是來自於一個資源的本質，正如彈性的製

造系統本身就具有廣泛應用、及易於快速轉換到不同產品線的特性。因此，導入彈性製

造系統有助於增進一個企業的資源彈性，同時也增進一個企業發展廣泛策略的潛力。 

 

    除了去發展彈性的資源外，藉由彈性協調能力的發展，一樣也可以使組織增進策略

性彈性的效果。 

 協調涉及三個流程：定義一個組織的資源如何被運用、架構達到目標策略所需的

資源鏈、以及透過組織系統及流程以有效率的管理資源的運用。當透過這三個協調流程

得以有效率的協調資源達到廣泛的應用、快速轉換到不同的使用目的及策略、以及在轉

換時之成本及困難度較低時，此彈性的協調能力對於組織而言是具有較大的協調彈性

(resource flexibility)。簡單來說，協調彈性是靠組織管理的方式以增進資源廣泛應

用、快速移轉，以及減少資源移轉成本的特性。正如找出資源新的應用範圍、以將現有

的資源如產品技術廣泛的應用到不同的產品發展策略、或是藉由良好的組織架構及管理

設計，有效率的讓技術在不同的產品線間作移轉，因此，進一步的增進企業內部資源的

彈性運用及規劃，當然也擴大了一個企業所能發展策略選擇的範圍。 

 

(四) Sanchez and Heene(1997)的策略性彈性文獻 
 

Sanchez(1997)的文獻架構被Sanchez and Heene(1997)進一步的延伸到長、短期

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構面上。如圖2-5，組織是一個目標搜尋(goal-seeking)的開放系統，
為了要回應不確定環境的變動，組織會不斷的改變本身所具有的資源及能力，以維持組

織內部長期運作的穩定發展及達成即時適應環境的目的(Sanchez and Heene,1997：
22)。在這個開放系統內，包含了一個企業有形及無形的資產。設備、建物、原料等有
形資源，及知識、能力、商譽、關係等無形資源所構成的一個組織系統。進一步的，建

構組織的有形及無形資產的發展被組織的策略邏輯(strategic logic)所主導，以主導企業
去發展最適的資源配置。因此，策略邏輯主導著管理流程以去協調一個企業可運用的資

源及能力，以達到組織適應環境的目標。這些策略邏輯通常存在於高階管理者的想法及

所有影響資源執行及運用之決策制定者的想法內。最後在面對開放的組織系統下，企業

必需不斷的運用內部資源的發展以及連結外部市場的資源來作本身有形及無形資源的

更新。 
 
在和環境作訊息的交流及回饋後，管理者及其他的決策者藉由監控組織的要素狀

況，使得組織得以發現策略性缺口(strategic gaps)，以找出需要改變本身資源的存量

及流量。這樣的過程涉及系統元素訊息的回饋，稱作組織內部控制的循環(control 

l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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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圖2-5所列出由低到高的系統元素中，管理者藉由這些控制循環所收集到營運

要素的資訊會逐漸的增加因果糊模的特性。因為高階的系統，涉及管理及決策執行者的

認知，以及環境所回饋的訊息具有不完全的特性和系統所回饋的訊息具有錯綜複雜的特

性，使決策者必需花更長的時間分析、解讀。另一方面，由低到高的系統元素中，要素

動態回應的時間也會相對變的更長。這是因為改變企業管理及決策人員運用資源的認知

流程可能必需花費更多的時間。因此，這些高階的系統要素也可以視為在應對動態不確

定環境中達到組織改變的一個重要動態限制來源。低階的系統要素包含有形的資源及日

常的營運。去獲取相關的營運資訊以及調動這些資源來回應環境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

的。 

 

    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企業會使用低階的控制循環(lower-order control loops)

來作短期的適應，如圖2-5，因為低階系統的訊息具有可量化、易取得及較少因果模糊

的特性，正如企業的產品、營運及有形資產存量及流量的訊息常和製造營運及目前市場

的銷售具有相關。因此得以回饋給企業作資源快速的安排及控制。而長期下，企業則使

用高階的控制循環(higher-order control loops)來作適應。如圖2-6，企業會運用標

竿管理、檢視環境、發展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來找尋高階系統，如策略邏輯、管

理流程需要改變的地方(策略缺口)，以產生組織改變及適應的活動。以幫助管理者去接

受隱含的策略缺口，並讓他們在目前營運惡化之前能事先採取策略填補的活動。 

 

由於在短期適應的低階的控制循環具有回饋訊息快速和明確，並且低階要素易調動

改變的特性，因此，Sanchez and Heene(1997)建議企業藉由發展彈性的資源以及彈性

的協調能力，以藉由彈性資源及彈性能力的快速桿槓特性來達到更快的組織改變效果，

另一方面，發展彈性的資源及彈性的協調能力也可以因為創造出更廣的策略選擇空間，

以減少長期下決策者難以快改變的困境，以及減少因為在變動環境上收集到不完全的訊

息而造成發展錯誤策略選擇的機會。 
 
僅管發展彈性的資源及彈性的協調能力得以幫助企業作快速的組織調適，然而藉由

這樣桿槓的方式所發展出來的策略性彈性還是有其限制，Sanchez and Heene(1997)指

出企業必需要不斷的藉由標竿管理、檢視環境、和發展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來進

一步的規劃出未來彈性資源及彈性協調能力發展的範圍及方向，以維持企業長期策略性

彈性的發展。 

 

因此， Sanchez and Heene(1997)認為企業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是具有長短期的構

面。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得以藉由彈性資源及彈性協調能力的發展，來快速桿槓出所

需的策略(strategy as leverage)，使得企業可以快速及廣泛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選

擇，來應對短期環境的波動。而長期的策略選擇發展則是著重在策略延伸上(strategy 

as stretch)，藉由改變高階管理人員的想法、遠景、管理流程以更新企業的資源、系

統、能力，得以有效的發展及延伸出更廣的策略選擇，以應對未來環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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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透過低階控制循環來達成由下而上的適應 

 

 

 

 

 

 

 

 

 

 

 

 

 

 

 

 

 

 

 

圖2-6：透過高階控制循環來達成由上而下的適應 

 

 

 

 

 

 

 

 

 

 

 

 

 

 

 

 

 

 

 

 

 

資料來源：Sanchez R, Heene A.1997.Managing for an Uncertain Future:A Systems 

View of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p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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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策略性彈

性的發展 

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構成要素 低階的資源及能力構成 高階管理者的認知與管理流程 

要素特性 改變時間短、因果模糊程度低 改變時間長、因果模糊程度高 

策略型式 捍摃策略(strategy as leverage)延伸策略(strategy as stretch) 

方式 使用目前可行的資源彈性及協調

彈性以桿槓出勝任能力，來達成即

時的應對。 

藉由改變高階管理人員的想法、

遠景、管理流程，來達成長期環

境的適應。 

改變幅度 漸近的調整低階系統要素 大幅改變高階及低階的系統要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2-4：策略性彈性理論文獻整理 

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內容 

Volberda(1996) 研究企業如何在

快速變動的環境

上發展靈活彈性

的組織形式。 

命題推演 策略性彈性由企業多樣及快速

回應的管理能力所發展出來。以

應對較大變動的環境。 

Shimizu and 

Hitt(2004) 

如何克服決策制

定的阻礙以增進

策略性彈性。 

理論撰寫 組織能夠克服決策人員在改變

的認知及發展決策上的阻礙，就

得以增進未來廣泛策略選擇的

發展。 

Sanchez(1997) 企業如何藉由發

展策略性彈性來

管理不確定的未

來 

理論撰寫 企業藉由發展彈性的資源及彈

性的協調能力，得以運用桿槓的

方式來達到廣泛策略發展。 

Sanchez and 

Heene(1997) 

由策略性彈性的

觀點來探討企業

如何管理不確性

的未來 

理論撰寫 除了短期彈性資源及能力的發

展外，長期下，改變決策管理者

的認知也是重要策略性彈性發

展的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發展策略性彈性的文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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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研究策略性彈性的文獻中，Volberda(1996)認為策略性彈性是由企業多樣及

快速回應的管理能力所發展出來，尤其是當一個組織在面對較大的環境變動時，企業必

需發展多樣的能力以擴大發展策略選擇的幅度達到重大的組織變動，如作現有營運策略

及產品、技術的更新。這樣的變動極端的涉及組織活動上本質的改變。相對於

Volberda(1996)的論點，Shimizu and Hitt(2004)則是專注在企業能不能夠達成策略選

擇的發展，正如Sanchez(1997)將策略性彈性的定義為企業”能夠”發展的一組策略選

擇一般，策略選擇的發展本質必需是要在企業具有相當的準備和情境，如決策者是否能

認知環境的變動、管理者是否願意且能夠去發展改變的策略等。因此，在面對環境較大

的改變時，如果決策者無法意識到改變，或是組織無法接受改變(抗拒改變)時，想要去
發展大幅的改變及廣泛的策略顯然是不可行的。 
 

Sanchez(1997)及Sanchez and Heene(1997)的文獻提供了企業一套平衡的架

構，藉由發展彈性的資源以及運用彈性資源的協調能力得以增進企業的策略性彈性，因

為彈性的資源以及彈性的協調能力可以讓企業資源產生桿槓的好處，以藉由彈性的資源

及能力的組合來為企業的發展廣泛的策略選擇空間，使企業能快速的因地制宜地去作策

略的發展，來即時的應對環境的波動。僅管如此，藉由桿槓資源及能力的方式來讓企業

去發展策略選擇的範圍還是有限的，因為在環境變動下，企業終究會面臨運用桿槓企業

目前資源及能力不足以應對環境變動狀況，因此企業會進一步的藉由長期策略的發展，

以作目前資源、能力的重整及重構，來發展組織改變以來達到長期適應的目的。 

 

和Shimizu and Hitt(2004)文獻一樣的觀點，Shimizu and Hitt(2004)同樣認

為高階管理決策者也扮演發展策略性彈性的重要角色。長期下，策略的發展會受到管理

者的態度及認知而影響，也就是管理者是否願意作改變、管理者是否能夠意識到改變的

時機、管理者是否具有足夠的能力作重大策略的發展。Sanchez(1997)提出標竿管理、

檢視環境、發展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的三個方法，和Shimizu and Hitt(2004)

克服組織在策略選擇發展上的阻礙的六種準則說法相似，在強調如何讓管理人員能夠意

識改變、學習改變、及發展改變，以主動的規劃長期應對環境不確定的策略發展。正如

藉由設立標竿讓決策者意識到組織改變的策略缺口、檢視環境和獲取不同來源的觀點幫

助管理者多元的整合觀點，最後，在規劃出未來長期策略的發展範圍及方向。 
 
小結：Sanchez(1997)及Sanchez and Heene(1997)的文獻提供了策略性彈性發展

的完整架構。在短期的環境適應下，企業得以藉由彈性資源及彈性協調能力的發展，以

藉由桿槓的效果，即時且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以快速的應對短期環境的波動，長期策略

性彈性發展的重點在於高階的決策者，藉由標竿管理、檢視環境、整合不同來源的想法

得以使決策者維持在長期發展策略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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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策略性彈性的相關研究 
 

整理了學者一系列策略性彈性的理論後，我們發現策略性彈性在短期和長期具有不

同的發展構面，因此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是一個多元的構面，我們將探討其他相關的研究

文獻，以期一步步的增進我們理論構面的發展。 

 

一、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構面 

 

發展短期策略性彈性，企業必需專注在資源彈性以及協調彈性的發展上，使得企業

可以藉由建構彈性的資源鏈，來維持策略發展上的彈性，以隨著環境的變動，快速的藉

由桿槓資源及能力的方式達到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來應環境。 

 

(一)資源彈性的發展 

 

過去研究在發展資源彈性的文獻主要是在建構彈性的資訊系統以及模組化的產品

設計來作探討，Sanchez(1995)將資訊系統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視為是企業技術的創

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藉由資訊系統的導入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的技術

創新方式得以幫助企業建構出彈性的資源，以利於企業藉由彈性資源廣泛的運用及移轉

到不同的產品發展策略上，來增進一個企業策廣泛發展略選擇的潛力。 

 

在彈性的資訊系統的研究，正如電腦輔助設計(CADD)系統、彈性製造系統(FMS)、

POP系統(point-of-purchase)、電子資料介面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等

資訊技術常被學者拿來作研究，其他如Lei et.al.,(1996)等學者也相繼提出高階的製

造技術設備(AMT：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同樣也是專注在研究企業

電腦整合製造系統(CIM)，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系統(CAD/CAM)及彈性製造系統

(FMS)的導入對企業策略性彈性的影響。彈性的資訊系統的導入主要是運用下面幾種方

式來建構一個企業彈性的資源，以及增進企業在產品策略發展上的彈性。 

 

1. 電腦輔助設計和開發(CADD)系統提供了整合的工作平台，整合設計、工程、模擬、

測試、以及快速原形開發。因此可以減少產品開發的成本及時程。 

 

2. 彈性製造系統(FMS)的導入則是幫助企業去廣泛的應用現有的生產設備到相關的產

品線上。過去的製造設備及流程只是專為特定產品來作設計，無法有效的加入新產

品的設計或是作現有產品改變。因此，企業欲更新或是發展新的產品策略變有限。

藉由發展彈性的製造系統，在企業整合製造系統(CIM)的架構下，使企業得以運用即

定的生產設備來達到範疇經濟的效果，並且也進一步的增進更多樣產品的發展。 

 

 

3. 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系統(CAD/CAM)可以形成連結研發及生產的網路。以有

效的將研發設計快速的轉換到產品生產的流程上。這樣可以達成原型快速的量產以

加速產品的推出，另一方面，有效的將研發及製造系統結合POP、EDI系統作對外顧

客偏好及市場變動資訊的連結，也可以產生快速客製化的產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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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增進企業資源彈性的方法為發展模組化的產品設計，正如Sanchez(2002)的

文獻以及Sanchez(2004)的文獻主要在探討企業如何建構模組化的產品設計，以藉由設

計標準化的元件整合平台，來創造產品元件彈性的連結、組合、移轉及相互調動的好處。

而模組化的產品設計藉由以下幾種方式增進企業在產品策略的發展。 

 

1. 由於在產品元件間設計了標準化的整合平台，使得產品元件得以被拆解成成

獨立的元件。因此有利於產品運用部分的元件的更換來達到產品更新及升級

的效果，因此加快速產品的發展。 

 

2. 進一步的，標準化的元件有助於企業作產品間不同功能元件的組合來達到產

品多樣化的發展，因此增進了產品元件廣泛應用的特性。Sanchez(2002)的

文獻以飛利普的刮鬍刀和燙衣器為例，說明如何藉由產品模組化的設計以有

效桿槓產品線內不同產品的元件，達到快速產品的推出。同樣的

Sanchez(2004)的文獻也是以家電為例，探討如何在電動牙刷發展模組化的

組織設計，以加快產品的多樣發展來應對顧客多元的需求。模組化的設計不

但只是在電動牙刷在清洗上的設計，外觀設計、電力顯示設備、時間控制系

統、掉掛裝置同樣也以模組化的平台來作整合，以發揮產品線間元件廣泛應

用的好處。 
 

表2-5：資源彈性的相關研究彙整 

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發展彈性資源的研究構面 

Sanchez(1995) 如何在產品

市場上發展

策略性彈性 

理論撰寫 技術創新-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和資訊技術的

導入，如電腦輔助設計(CADD)系統、電腦整

合製造(CIM)系統、電腦輔助製造(CAM)系

統、及電子資料整合(EDI)、彈性的製造系

統(FMS)。 

Lei et.al., 

(1996) 

如何藉由高

階製造技術

的導入來達

到策略性彈

性 

命題推演 高階的製造技術設備(AMT：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電腦整合

製造系統(CIM)，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

製造系統(CAD/CAM)及彈性製造系統

(FMS)，為企業到達廣泛產品策略的發展。

Sanchez(2002) 如何運用模

組化設計來

連結技術和

產業設計 

個案探討 產品的模組化，以提供顧客多元的產品選

擇。 

Sanchez(2004) 如何發展標

準化的模組

平台來達到

策略性彈性 

個案探討 以家電為例，研究模組化的平台設計，以達

到多元產品快速推出的好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小結：彈性的資訊系統整合企業全面的研發及製造系統，使企業増進在產品發展資

源上的資源彈性。而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則是增進了企業內相關產品元件及技術的彈性調

動廣泛運用特性，因此有助於企業將現有的資源及產品在不同的產品線內作桿槓，以獲

得快速及多元產品發展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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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調彈性的發展 

 

彈性的協調能力是以管理的方式來達到企業資源廣泛應用、彈性調動的好處。要發

展協調彈性來進一步運用企業資源達成廣泛策略選擇發展的協調流程主要有： 

 

1. 即時市場訊息的獲取：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獲取市場訊息是重要的企業活

動。因為即時的取得環境變動的訊息，有利於企業藉由大量正確訊息的取得

及分析來達到企業資源快速調整的好處。Sanchez(1995)更進一步認為，運

用資訊科技如EDI來即時取得顧客銷售或偏好的訊息，得以快速將市場變動

連結到生產及產品設計上。簡單的來說，當企業無法即時的取得市場的情

報，去分配及桿槓資源來發展產品變得更為困難。相反的，當企業得以由市

場更快的獲取更多、更正確的訊息時，就得以規劃更多資源運用的範圍，及

指導企業相關資源的分配來達到廣泛產品策略的發展。 

 

2. 發展資源連結的網路：發展網路具有雙重的效果，一方面，使得企業的資源

得以被廣泛的應用，另一方面，連結的網路也得以使企業獲取更多發展策略

所需的資源。正如企業可以藉由內部”本身具有的”及外部”可獲取的”資

源及能力來發展策略選擇，因此，外部資源的獲取同樣也是重要策略性彈性

的來源。想要有效的獲取及利用外部的資源，企業間的連結網路是一項重要

的工具。藉由網路連結企業間相關的資源，可以增進本身資源的廣泛應用的

特性，Sanchez(1995)指出由於資訊科技如CAD/CIM被廣泛的建立在企業的

發展流程上，而這些系統提供了標準化的溝通語言、程序，因此幫助企業得

以作企業間設計和製造上的資源連結(Sanchez,1995、Lei et.al.,1996)，

來幫助企業達到廣泛產品的發展。此外，模組化的產品設計也為有助於企業

運用網路來連結企業間的資源。由於產品元件間被標準化的定義，使得企業

可以將產品元件作拆解，以將生產或研發任務藉由網路來分配到不同企業作

產品元件的同步發展(concurrent creation)，這樣的作法也間接將本身的

產品發展資源鏈連結到其他企業的資源鏈，因此，增進一個企業內外資源廣

泛的獲取，當然，連帶的也會使企業在發展產品上的潛力變大，因此，發展

連結網路的彈性協調企業資源方式，得以讓企業快速及多樣的作產品的發展

(Sanchez,1995)。 

 

3. 模組化的組織設計：模組化的組織結構指的是所有參與企業產品發展的資源

及活動能在即定的協調(embedded coordination)下，達到同時且獨立自主

及鬆散連結(loosely coupled)的運作(Sanchez,1995：147)。正如在產品設

計上作模組化的建構來達到最小化不同功能間元件的相互依賴關係一樣，這

樣的原則也得被學者廣泛運用到任何複雜的工作流程、組織結構、或是知識

系統(Worren et.al.,：2002)。Sanchez(1995)更進一步指出模組化產品元

件的設計，有利於模組化組織的發展，如圖2-7，當產品元可以在標準化介

面下作良好的拆解時，有助於企業運用獨立自主的組織系統、任務來作這些

元件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模組化的產品設計為企業創造了在產品發展資

源及流程間的獨立，因此，企業必需藉由定義各元件發展活動上的標準和程

序，協調的活動嵌活動內，以維持在獨立自主及管理控制間上的平衡。正如

Lei et.al.,(1996)認為模組化的組織設計是一種達到企業在研發及生產上

獨立營運的分權設計。然而，為了要去整合這些自主的功能，企業必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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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功能的協調，也就是發展鬆散連結的組織設計，以達到內部集權及分權的

平衡。Lei et.al.,(1996)認為達到鬆散連結的方式包含共享價值的發展、

強勢的文化、靈活的領導、以及目標的設定。這些方式提供了企業去作跨功

能獨立單位的整合及協調。 

 

 

圖2-7：產品的設計如何限制可行的組織設計 

 

 

 

 

 

 

 

 

 

 

 

資料來源：Sanchez R.1995.Stategic Flexibility in Product Competi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6), p.146. 

 

 

獨立自主及鬆散連結組織系統可以為企業帶來在產品發展上的好處。如易於去作系

統的更新及調動，來達到產品快速及多樣發展的好處。其他相關的文獻正如Worren 

et.al.,(2002)等學者在問卷研究500家家電產業內製造及行銷管理者，發現模組化的

產品架構有利於作藉由標準化模組元件的整合來達到元件重複應用、元件在不同產品線

作轉換，以增進產品多樣化及快速產品推出來較動態的市場及競爭。而同時，由於模組

化的產品建構，在標準化的元件介面下使得企業得以將元件拆解以便於應用獨立平行的

任務流程來作元件的發展，因此，企業可以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及產品發展流程，這

樣的好處在於獨立的元件發展及生產中心，有助於產品發展及生產流程的重組及更替。 

 

 

 

 

 

 

 

 

 

 

 

 

 

 

 

具模組化元件的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可以良好的分解成標準化連結

介面的元件，以使元件可以作一定範圍的

變動) 

具鬆散連結元件的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可以良好的分解成標準化連結

介面的元件) 

具緊密連結元件的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並無法完全拆開，元件的介面並

沒有標準化) 

能夠

能夠

需要

具鬆散連結結構的模組化的組織設計 

具鬆散連結結構的組織設計 

具緊密連結結構的組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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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在市場狀態、創新導向組織結構、模組產品結構、策略性彈性和企業績效的觀

念性關係假說模型。 

 

 

 

 

 

 

 

 

 

 

 

 

 

 

 

 

 

 

 
 
 
 
資料來源：Worren N,Moore K,Cardona P.2002.Modularity,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A study of the home appliance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 1125. 
 
 
Sanchez(1997)同樣也指出模組化的產品影響了企業組織的設計，然而，模組化的

產品設計也影響了企業的學習的發展。藉由獨立自主的產品元件及流程設計，使企業在

產品創造的的學習任務和知識也得以作適當的拆解，以利於企業作小範圍知識的學習和

局部產品的創新。這樣模組化產品、流程和知識間的建構關係被學者稱為PPKAs的架構

(PPKAs：modular product, process, and knowledge architectures)。這個PPKAs

的架構後來在Sanchez and Mahoney(1996)以及Sanchez(1999)的文獻中被拿來使用。 

Sanchez and Mahoney(1996)認為企業藉由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在連結上被標準化的定

義，使得各元件得以被拆解來作同步的生產及研發，因此有助於企業發展獨立自主的組

織任務，及達到鬆散連結的模組化組織結構設計。並且在這樣的架構下得以更進一步的

加快企業內部技術性的學習，以運用元件、流程、及知識桿槓的好處來促進產品快速發

展、減少產品的發展成本及作產品多元的推出，因此，也提供了在行銷策略發展上的彈

性。 

 

 

 

 

圖2-9：在行銷流程上產品、流程和知識架構(PPKAs)的角色中心 

前因 後果 

模組產品的

建構 

公司績效 

創新導向 

企業家導向 

創新氣候 

組織架構 

模組式結構

模組化流程

市場狀態 

顧客/競爭

者的變動 

數量/邊際

利潤的壓力 

全球網路 

策略性彈性 

產品的多樣

產品的導入

率

新產品的導

入率

中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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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anchez R.1999.Modular architectures in the marketing process, 

journal of marketing.63(Special issue):93. 

 

小結：協調彈性具有多元的發展形式，如藉由模組化的組織來創造資源間鬆散連

結、快速調動的好處。彈性的協調能力有助於企業整合企業內外相關的資源，以將本身

所具有的產品元件、設計的知識及生產的流程作更廣泛的應用，達更快速的產品推出，

進一步的，也得以達到企業廣泛的策略選擇發展。 
 
 
 
 
 
 
 
 
 
 
 
 
 
 
 
 
 
表2-6：協調彈性的相關研究彙整 

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發展彈性協調的研究構面 

元件A

元件B

元件C

元件N

元
件
介
面 

產品架構 

流程i 

流程j 流程k 流程n

產品元件和流

程活動的介面

流程架構 

技術可行性的觀察 

組織的行銷想法 

行銷機會的觀察 

產品提供 

活動 介面 

一個組織的 PPKAs架構 
行銷經驗和訊息 

行銷經驗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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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hez(1995) 如何在產品市場上

發展策略性彈性 

理論撰寫 發展管理管新-即時市場訊息的獲取、發

展資源連結的網路、產品元件的同步發

展、模組化組織的運用。 

Lei et.al.,(1996) 如何藉由高階製造

技術的導入來達到

策略性彈性 

命題推演 投入AMT的設備藉由科技的平台、技術

資訊的標準化，使企業得以建構連結到

外部供應商的或是外部設計者的網路，

有助於幫助企業進入到相關及相似的市

場區隔作產品的發展。 

Sanchez and 

Mahoney(1996) 

探討產品的設計、

組織設計、學習、

知識管理(PPKAs)

和競爭策略的關

係。 

理論撰寫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設計以達成獨立自主

及鬆散連結的組織結構，來増進企業內

部產品發展資源鏈的重組及重構。 

Sanchez(1999) 探討模組化產品、

流程和知識間的建

構關係(PPKAs)對

企業行銷策略的關

係 

理論撰寫 模組化的流程可以加快流程的調動，以

增進產品策略的更新、及有利於模組化

的知識學習來達到漸近的創新。 

Worren 

et.al.,(2002) 

研究家電產業的廠

商模組化的產品設

計、策略性彈性、

組織績效間的關係

量化研究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及模組化的流

程，以增進產品新產品的更新及創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構面 

 

僅管企業可以藉由彈性資源及彈性的協調能力來即時的發展勝任能力，以執行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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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來應對環境的變動。然而，當企業面臨了較大的環境變動，而藉由桿槓彈性資源

及能力無法達到適應時，本身所發展出來的核心能力就可能會造成企業核心僵化的困

境。正如Hitt et. al.,(1998)認為當企業無法不斷的投資及隨著時間發展新的核心能

力時，將會限制及減企業發展策略的機會。因此發展動態的核心能力對企業長期策略性

彈性的發展是重要的。 

改變企業的核心在於一個企業的策略邏輯(strategic logic)，策略邏輯主導存在

於高階管理者及管理決策者的想法內，在開放的系統下，藉由不斷的和市場作資訊的交

流，以使企業重新找尋及重新定義它的策略邏輯，來達到本身資源能力的更新和發展

(Sanchez,2004)。 

 

圖2-10：在面對能力市場測試的管理者情境策略理論 

 

 

 

 

 

 

 

 

 

 

 

Mahoney JT,Sanchez R.2004.Building New Management Theory by Integrating 

Processes and Products of Thought,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p.39. 

 

在這個過程中，Sanchez and Heene(1997)提出三種方式：標竿、檢視環境、以及

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來讓管理者有效的評估及挑戰目前目前的認知，以適

時的改變現有的策略邏輯，來發展新的策略應對環境的變動。運用標竿管理，可以使企

業找尋在相關產業內及產業外優異營運的企業來和目前組織的營運狀況作比較，以讓管

理者評估及發現本身策略需要改變的缺口，而不至於等到本身的營運惡化時，無法具有

足夠的資源及時間來作組織系統大幅改變的策略，進一步的，檢視環境使企業得以讓管

理者藉由搜尋環境來發現可行的技術、創新的方法、及市場的趨勢，以刺激決策者預先

改變現有的資源及能力，來達到應對環境的目的。最後，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

構有利於藉由收集顧問及專家的意見，來獲取產業內及產業外新的策略想法，以有效的

挑戰目前管理及決策制定者的認知及現有的決策架構。主要的方式可以藉由雇用在其他

企業及其他產業的管理者，以及藉由組成多元背景的管理團隊，來增進企業在發展可行

策略上的空間。 

 

同樣的Shimizu and Hitt(2004)也認為在長期重大改變的決策過程中，如果能夠

減少高階管理者及管理決策者在認知及決策上的限制，則有助於企業廣泛策略的發展。

Shimizu and Hitt(2004)提出更多相關的作法，我們將他整合如表2-7。藉由設立組織

成功法則達成和企業的標竿一樣的效果，使企業在客觀的衡量下，找尋企業發展改變策

略的時機。藉由在決策管理者的重組、輪調、和更替，得以幫助企業整合不同領域的專

家，以利於整合不同來源的意見及想法來達到廣泛的策略發展。 

 

形成策略邏輯 

市場的回應導致

公司去重新找尋

及重新定義它的

策略邏輯 

策略邏輯指引企

業發展及運用資

源及能力，以去創

造產品的提供 
進行策略邏輯的

市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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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izu and Hitt(2004)專注在探討決策管理者的安排及規劃，和Sanchez and 

Heene(1997)的構面比起來缺少檢視環境的構面。就長期而言，搜尋環境得以為企業帶

來更多有價值的策略發現。並且有助於企業在市場趨勢的預測下，帶領組織作事前的調

整，以讓企業未來有更多的空間即時的作策略的發展。因此，Sanchez and Heene(1997)

的構面在長期策略性彈性發展的考量上會比較周全。 

 
表 2-7：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的構面對照整理 
Sanchez and Heene(1997) Shimizu and Hitt(2004) 

標竿 

¾ 找尋在相關產業內及產業外優異營
運的企業以設立標竿 

¾ 設立例行化的”成功法則(success 
patterns)”，以讓決策者衡量及監控決策的

結果。 

¾ 不斷的學習分析及衡量的技術 
檢視環境 

¾ 搜尋環境來發現可行的技術、創新的
方法、及市場的趨勢 

N/a  

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¾ 收集不同領域顧問及專家的意見 
¾ 雇用在其他企業及其他產業的管理
者 

¾ 組成多元背景的管理團隊 

¾ 合併不同來源意見的方式來整合不同決策的
觀點 

¾ 例行性的引入新的外部專家 
¾ 例行性輪調決策管理者，以有利於發展多元的
決策組合 

¾ 重組高階管理團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產品競爭市場上的策略性彈性 
 
一、產品的競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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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彈性被學者廣泛的應用在應對變動環境的企業能力上。由過文獻整理得以發

現許多學者常在產品競爭市場中研究一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正如Lei et.al.,(1996)

研究導入高階的製造技術來發展產品和企業策略性彈性的關係。Sanchez(2004)以家電

為例，研究產品模組化的平台設計如何增進一個企業發展產品，以增進企業的策略性彈

性。Sanchez and Mahoney(1996)、Sanchez(1999)、以及Worren et.al.,(2002)在探

討模組化的產品生產流程和企業策略性彈性的關係。這些文獻都是觀察新產品發展上的

策略彈性。以產品發展策略來作一個企業策略性彈性的觀察。而產品發展的策略被學者

廣泛的拿來作策略性彈性的觀察主要的原因為： 
 
1. 一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來自於去規劃本身具有的資源及能力、以及外部可獲取的資源
及能力所發展而來，而企業去發展及規劃本身的資源及能力，最終目地是為了產品的

提供。因此產品策略形成了企業策略性彈性觀察的良好指標。正如Sanchez and 

Heene(1997)將組織視為是開放系統，企業藉由不斷的藉由內、外部資源及能力的重

整，最終藉由發展及提供產品以應對環境的需求。因此，產品的發展策略形成了重要

企業策略性彈性的觀察指標。 
 
2. 策略性彈性是企業能夠且即時發展的一組策略選擇，而一個企業的產品發展所形成的
產品策略正好得以明確的被學者所觀察。當企業愈能快速及多樣的作產品的發展時，

即代表一個企業愈能夠去發展廣泛的行銷選擇策略來滿足市場顧客多樣的需求。因

此，過去的學者普遍運用研究產品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產品策略來作為觀察一個企業

企業策略性彈性的構面。 
 
由以上兩個因素，我們得以了解過去的研究學者為何會在產品競爭市場中來研究一

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Worren et.al.,(2002)以及Sanchez and Mahoney(1996)等學者

將策略性彈性定義為一個企業發展快速、及多樣產品的能力。藉由這樣的設計，可以提

供了研究者觀察企業策略性彈性來源的指標。 
 
 
 
 
 
 
 
 
 
 
 
 
 
 
 
 
二、產品市場的策略性彈性 
 

Sanchez(1995)的文獻主要在研究產品競爭市場內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如圖2-11，
當企業得以有效的在產品發展資源上發展資源彈性以及協調彈性時，則得以讓企業進一

步發展廣泛的產品策略選擇，當然也就增進了一個企業的策略性彈性。在產品競爭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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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資源彈性被Sanchez(1995)定義為： 

 

1. 企業的發展資源(如發展、製造、及配銷等)如果得以被廣泛應用到不同產品線時，

則此資源是具有較大的資源彈性。 

2. 同樣的，當企業發展資源在不同的產品線移轉時具有較少的移轉成本時，代表此資源
是具有較大的資源彈性。 

3. 當企業資源得以在不同的產品線作快速的移轉時，此資源是具有較大的資源彈性。 
 
企業的發展資源包含發展、製造、及配銷等，如果能有效發展彈性的技術、彈性的

生產設備、以及彈性的配銷系統，則得以將這些彈性的生產資源廣泛的應用到不同的產

品線上，當然，運用這樣桿槓資源的好處，目的就是可以増進一個企業快速及多樣的去

發展廣泛的產品策略。 

 

相對的，在產品競爭的市場上，協調彈性具有三個流程： 
1. 去定義一個公司的產品策略，也就是公司將要去生產何種產品，以及未來的目標市場
在那。 

2. 建構在發展、製造、及配銷等活動所需的資源鏈，以支持企業所發展的產品策略。 
3. 建構具有效率的組織結構來良好的應用資源，以支持企業所發展的產品策略。 

 
在變動快速的市場上，企業必需有能力不斷的重新定義公司的產品策略，並且找尋

內外可行的產品發展資源，以幫助企業建構實現產品策略所需的資源鏈，最後，發展具

效率的管理結構來作相關資源的整合及協調。藉由這三個協調流程，如圖 2-11，得以幫
助企業在產品發展資源上作更廣泛的運用，以増進本身產品發展資源彈性運用的效果。 
 
圖 2-11：決定可行產品策略的資源彈性及協調彈性 
 
 
 
 
 
 
 
 
 
 
 
 
 
 

資料來源：Sanchez R.1995.Stategic Flexibility in Product Competi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6), p.139 
 
在產品發展的市場上，除了短期資源彈性及協調彈性的建立外，長期下，一個組織

也必需要有能力去重新規劃及創造新的發展流程，以發展新的產品來導入到不同的目標

市場來應對未來環境變動的需求。Sanchez and Mahoney(1996)認為長期而言，如何重

新建構新流程及新產品發展對於企業來說是重要的。重新建構新流程及新產品發展存在

於一個企業的管理流程，而管理流程被一個企業的策略邏輯所主導，如圖2-10，策略

公司的協調彈性 
¾ 重新定義公司產品策略的彈性 
¾ 重新組合公司的資源鏈 
¾ 重新發展及架構公司的資源鏈 

產品市

場測試 技術 
彈性 
技術 
彈性 

產品發產 
彈性 

研發 
產品 生產 

彈性 

發展 
產品 配銷 

彈性 

生產 
產品 

可行的

產品 
策略 

配銷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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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指引企業發展及運用資源及能力，以去創造新的產品提供，在進行策略邏輯的市場

測試後，企業會不斷的重新定義本身的策略邏輯，以有助於未來新流程及新產品的發展

(Worren et.al.,2002、Sanchez and Heene,1997)。因此，在產品競爭市場下，如何適
時的改變企業的策略邏輯來達到長期環境應對也是企業一項重要的工作。 
 
Sanchez and Heene(1997)所提出的標竿、檢視環境、以及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

知的架構同樣也得以運用產品市場上，正如企業得以運用設立標竿來作未來產品發展策

略可行性的衡量，企業在發展新產品策略上的決策過程中藉由整合內外部相關人員的意

見，或是會去收集未來可行的產品技術或新市場發展機會的訊息，也得以幫助企業在產

品競爭市場上，主動去改變本身的策略邏輯，以增進未來新流程及新產品的發展。 
 
小結：過去在研究企業策略性彈性時，產品發展的策略常會被學者廣泛的拿來作策

略性彈性的觀察。由於Sanchez(1995)研究企業如何在產品競爭市場上發展策略性彈

性，並將構成企業短期策略性彈性的資源及協調彈性就產品發展的觀點作良好的定義，

所以提供了後續的研究者在產品競爭市場上研究策略性彈性的基礎。本論文將跟據

Sanchez(1995)在產品競爭市場的研究，也由一個產品競爭市場內，企業產品發展的策

略來作為一個企業策略性彈性的觀察。 
 
 
 
 
 
 
 
 
 
 
 
 
 
 
 
 
 
 
 
 
 
 
 
 
第五節 研究命題的發展 
 

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具有長、短期發展的方式。由過去的文獻在理論及實証上的整

理，我們發現完整的策略性彈性架構必需包含長期和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短期的策

略性彈性發展涉及資源彈性及協調彈性的發展。而長期的策略性彈性發展重點在於減少

企業在決策及管理者認知改變上的阻礙，以讓企業維持較大的策略發展空間。過去文獻

如Sanchez and Mahoney(1996)、Lei et.al.,(1996)、及Worren et.al.,(2002)只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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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目前彈性資源及彈性協調能力的發展如何達到即時環境的應對。然而，在變動的環

境，組織時常會面對急劇的組織改變，及重大的策略發展，獲取、更換及改變本身現有

資源及能力的長期策略發展是企業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環境的重要手段。因此，長期策略

性彈性的發展也是重要策略性彈性的研究構面。企業是否能夠以及具有足夠的認知及能

力作大幅組織改變的決策，決定了一個企業長期維持彈性應對環境的能力。因此，本研

究將建構短期及長期企業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來應對不確定環境的完整架構。 

 

其次，過去對策略性彈性的研究大多在探討資源彈性對企業策略彈性的影響。正如

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對產品策略的發展(Sanchez,2002、Sanchez,2004)，以及資訊技術的

投入對企業策略性彈性的影響(Lei et.al.,1996)，然而很少討論到彈性的協調能力對

企業策略選擇發展的影響。正如Worren et.al.,(2002)所述，藉由模組化組織及模組

化的流程設計，可以更進一步増進企業在資源使用上的能力，以在良好的管理及安排資

源下，增進一個企業策略選擇的發展，然而這樣第二層的效果很少被研究及實証(Worren 

et.al.,2002：1124)。僅管Sanchez and Mahoney(1996)和Sanchez(1999)有提出PPKAs

的架構來連結產品的設計、組織設計、學習、知識管理和策略性彈性的關係，但文獻只

是在作理論撰寫，而未作實際的驗証。 

 
由上述的整理後，我們將一步步的藉由先前文獻的整理來發展我們的研究架構及理

論命題，以期增進過去策略性彈性理論架構的完整發展。 
 
    策略性彈性是用來應對不確定性的環境，而應對環境最終是藉由產品的發展及提供
來達成，因此產品策略常被學者拿來作為企業策略性彈性的觀察。當企業愈能快速及廣

泛的發展產品，企業就愈能增進應對市場變動的潛力。所以對於策略性彈性的研究我們

將定在產品競爭市場的領域上來作觀察，當企業愈能快速、多樣的發展產品，就代表該

並業具有較大的產品策略發展空間，較大的產品策略發展空間也就是意味企業具有較大

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產品市場環境的變動。 

 

 

 

 

 

 

 

 

 

 

 

 

(一)、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短期的策略性彈性發展來自於彈性的資源及彈性協調資源的能力所構成。在產品競

爭的市場上，資源泛指發展產品的資源，如技術、研發、生產、行銷、和其他輔助產品

推出的相關營運系統流程。當企業能夠增進在產品發展資源上的資源彈性，如產品發展

資源能夠被廣泛的應用及快速的移轉到不同的產品線作不同的產品發展時，就愈能夠快

速及多樣的作產品策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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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文獻普遍的認為資訊技術的導入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得以增進一個企業

產品發展資源上的資源彈性(Sanchez,1995、Lei et.al.,1996、Sanchez,2002、

Sanchez,2004)。正如家電廠商常在產品的設計上廣泛的導入了電腦輔助製造(CAD/CAM)

等系統，以及模組化的設計，以利於生產流程如FMS、或是產品元件得以在這樣的設計

下廣泛及快速的應用和轉換到不同的生產線，以在有限範圍的設備和產品元件發展下，

達到快速且大量的產品推出。另外如Sony，在隨身聽的產品發展上運用模組化的元件

設計來發展超過160種不同的產品(Sanchez and Mahoney,1996)、飛利普的刮鬍刀和燙

衣器也是透過產品模組化的設計，以有效桿槓產品線內不同產品的元件以作產品多元的

發展(Sanchez,1996)。其他在資訊產業也是被普遍利用的顯著例子，設計和生產流程廣

泛的IT化、產品元件間的組合被標準化的定義提供了產品發展資源彈性被應用到不同

產品線作發展。因此，企業藉由資訊技術的導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可以增進一個企業

的資源彈性，以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命題 1：藉由資訊技術的導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可以增進一個企業的資源彈性，以利
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短期的策略性彈性發展也涉及了協調企業彈性資源的能力。在變動的產品市場上，

企業必需有能力頻繁的協調本身的資源去不斷的調整本身的產品發展。定義資源運用及

規劃、以及利用管理及組織架構來整合相關產品發展資源都是企業重要的協調流程，當

彈性的協調流程增進一個企業資源廣泛應用、以將資源快速移轉到不同產品線甚至是不

同資源鏈而擴大了一個企業產品策略的發展時，這樣的一個協調流程即是為企業產生較

大的協調彈性。 
 
Sanchez(1995)認為企業藉由發展管理創新得以增進一個企業的協調彈性。管理的

創新在於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以及發展模組化的組織設計等管理的方式，來增進和協

調本身資源彈性的運用。即時市場訊息的獲取幫助企業快速的作產品發展資源的協調及

整合來應對環境的變動，像是運用EDI的系統架構，將資訊科技連結消費者或是供應商

以即時的掌握顧客需求及市場技術的變動，以幫助企業將需求及偏好快速反射到本身彈

性的生產系統，來達到即時規劃及安排產品發展流程和產品生產流程的效果，以增進產

品快速的發展的好處。另一方面，模組化的組織架構創造了各個產品發展及生產流程獨

立、及鬆散連結的運作。有助於企業內部產品發展的資源、任務、流程作彈性調動，以

藉由流程的重組、更新、替換進一步的增進產品多元及快速的發展。因此，產品發展資

源在模組化結構的協調下，使得一個企業有能力發展廣泛的產品策略，亦即增進了一個

企業短期應對不確定環境的策略性彈性潛力。 

 

命題2：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及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可以增進一個企業的協調
彈性，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二)、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過去文獻比較少在探討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實証的研究也不多。然而，長期策

略性彈性的發展對於在變動市場內的企業而言確是重要的。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在於

減少高階決策者在長期決策制定及認知改變上的阻礙。因為當企業處於長期不確定性的

環境下，高階決策及管理者必需能夠認定改變的時機、找出因應環境的方式、進一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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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策略適時的調整以重新建構及架構企業的資源及能力。因此，Sanchez and Heene(1997)

發展了標竿、檢視環境、以及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的方式，以讓決策者得以

主動的找尋改變的來源、找到最適的改變方法、以及增進改變策略的多元發展，來維持

企業在長期機會策略發展的潛力。Shimizu and Hitt(2004)等學者也提出了減少管理者

在決策制定上阻礙的方法，進一步細部的補充及增進Sanchez and Heene(1997)所發展

在標竿、和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架構的構面。如表2-7。在這個長期策略性彈性的

發展的研究下，我們採用Sanchez and Heene(1997)的架構來作理論命題的發展。以及

在Sanchez and Heene(1997)的補充下，增進構面的完整度。 

 

命題3：標竿、檢視環境、以及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可以增進一個企業
發展長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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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Yin(1988)個案分析法來作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為了有效的探索企業

策略性彈性的來源，我們將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方法來作為我們理論推演的方式。 

多重個案分析法有助於我們運用清楚的架構，藉由重複驗証的複証邏輯(replication 

logic)，來增進在理論推導上的說服力。 

 

本論文經由參考Yin(1988)的多重個案研究方法後，依照我們個案研究上的需要，

推演出本研究方法的步驟，如圖3-1所示，我們將一步步介紹這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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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研究方法的研究步驟

理論 
發展 

選擇 
個案 

資料收

集設計 

開始定義和設計 準備、收集和分析 分析資料和總結 

執行東元電機

個案研究 

執行微星科技

個案研究 

執行台灣松下

個案研究 

執行歌林個案

研究 

撰寫個案

資料庫 

撰寫個案

資料庫 

撰寫個案

資料庫 

撰寫個案

資料庫 

引出跨個案命題 

修改初步理論 

發展研究上的意涵 

撰寫結論報告 

探討策略性彈性的

文獻，及發展研究

動機及初步的理論

架構 

選擇我們研究的個

案公司，及設立蒐

集和整理資料的方

式 

收集個案公司相關資料，進行公司訪

談，撰寫訪談記錄，整理個案資料庫 

運用表格整理覆現的邏輯，

以結由跨個案的比較分析，

來達到最後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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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1988)中，我們個案研究的五個重要元素為： 
 
一、研究問題： 
 

企業要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二、研究的命題： 
 

命題1：藉由資訊技術的導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可以增進一個企業的資源彈

性，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命題2：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及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可以增進一個企業的協

調彈性，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命題3：標竿、檢視環境、以及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可以增進一個企

業發展長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三：分析單位： 
 
東元電機、微星科技、台灣松下、歌林，訪談的單位涉及管理階層的人員。 
 
四、連結資料與命題的邏輯： 
 
我們將發展初步概念化的架構以及運用個案資料庫來作相關資料的收集，並藉由

類型比對以的方式來作理論命題的推演。 
 
五、解釋研究發現的準則： 
 
應用多重的個案作比對，以在相同或是相異的資料類型比對中，獲取我們我發現

的命題。 
 
 
 
 
隨著這五個重要元素的準則下，我們將一步步的進行我們的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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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定義及設計問題階段 

 

1.理論的發展 

 

在本論文內，我們認為策略性彈性可以使企業達到應對不確定環境的好處，

因此藉由一步步的整理過去相關的文獻，以幫助我們了解企業如何發展策略性彈

性，以及策略性彈性如何幫助企業調適本身，以達到應對變動環境上的需要。由

Volberda(1996)、Shimizu and Hitt(2004)、Sanchez(1997)、以及Sanchez and 

Heene(1997)的文獻整理中，我們將企業策略性彈性的發展分成長短期的面向。

接著，經由相關文獻的搜尋，找出長期短企業發展策略性彈性的研究構面，以幫

助我們達到實地的研究以及發展相關的理論命題。為了要實地的達成命題的驗

証，以及有效的觀察企業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我們將應用跨個案的訪談方式來作

為研究的方式，因為經由不同的公司的訪談，得以藉由理論的複現邏輯來增進我

們在理論命題的可信度。 

 

經由過去的文獻探討後，我們發展出三個研究的初步命題： 

 

命題1：藉由資訊技術的導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可以增進一個企業的資源彈

性，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命題2：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及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可以增進一個企業的協

調彈性，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命題3：標竿、檢視環境、以及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可以增進一個企

業發展長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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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個案 

在這個選擇個案的部分，我們最主要的目標是去選擇對理論有用的個案上。

訪談的公司有四家：東元電機、微星科技、台灣松下、及歌林。選擇這四家企業

的原因有： 

1. 適當性：東元電機、微星科技、台灣松下、及歌林主要的經營領域是

在資訊及家電產業。許多的文獻在策略性彈性的發展研究主要在探討

資訊或是家電的產品市場領域(Sanchez,1995、Lei et.al.,1996、

Sanchez,2002 、Worren et.al.,2002)，一方面，資訊產品及家電產

品具有較高模組化的應用特性，另一方面，產品的提供也為這一個產

業應對環境變動的主要來源。因此，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觀察企業發展

策略性彈性的標地。 

 

2. 代表性：策略性彈性存在於組織中產品發展資源及能力的構面，為了

要有效觀察一個企業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受訪人員必需對企業全面

的營運狀況具有相當的了解。在本研究的受訪人員皆為管理幹部，因

此可以有效的了解組織全面性的營運，也參與及熟悉公司在決策的過

程。東元電機受訪者曾經擔任總經理的特別助理，有三年的幕僚經

驗。微星科技的受訪者目前任職於營運管理本部，主要是在設計公司

相關制度及架構及提供總經理相關的決策訊息；歌林及台灣松下的受

訪者主要任職於量販部的管理階級，涉及大量相關企業不同業務單位

的整合及決策。因此基於我們訪談人員對於我們個案的題目具有代表

性，故得以進一步的作談訪，以期對我們的研究問題有所助益。 

 

3. 相似性：為了要有效的作跨個案分析，相似性就是另一個個案選擇的

考量因素。研究個案的營運領域上具有相似及重疊的特性，有助於我

們能夠有效的觀察及比較在不同構面下的企業營運特性。為求得理論

原樣複現邏輯的推理，本論文不採用對立的方式來作跨個案的比較，

我們訪談公司營運具有相似背景的特性，因為相似背景的個案，有助

於我們強化發展理論的主題，減少因為獨特個案特色而對我們的推論

產生干擾及寫出過度誇大的理論命題，另一方面，相似背景的個案也

有助於我們在四家企業間作營運的比較，藉由資料背景的相似性，使

論文的閱讀者對所發展的命題更具信心。在這四家個案內，雖然東元

電機、台灣松下、歌林是屬於家電業，而微星科技是屬於資訊類的產

業，但在面對資訊家電以及3C整合的時代來臨，使得許多家電業紛

紛跨足資訊產業，而資訊廠商也面臨將資訊及通訊技術應用到家電化

的趨勢。因此，這四家企業在面對市場環境以及營運的產品內容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被我們選定為主要的談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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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便利性：在訪談上，由於人脈的限制，使得我們只能在即定的時間內， 

就我們目前所能接觸到的四家公司來進行採訪與個案研究。 

 

我們在談訪的過程前，會先寄發相關的訪談內容給予受訪者，使其對於訪談

的內容有事先的了解，並且讓我們調整相關談訪內容，以利於之後我們在有限的

訪談時間內，作有效率資料收集，本研究受訪的人員、時間及訪談時數列於表

3-1，所有訪談係為單次訪談。 

    個案的基本資料列於表3-1。 

 

表3-1  個案資料的描述 

公司 受訪人員 受訪時間 訪談時數 受訪者背景 

東元電機 建設工程部 

A課長 

93年9月14日

下午 

1小時30

分 

曾經擔任總經理的特別助理，具有三年的

幕僚經驗。故了解企業內部全面的營運流

程及高階決策的過程。 

微星科技 營運管理本

部 

B經理 

93年9月16日

下午 

1小時左

右 

目前任職於營運管理本部，主要是在設計

公司相關制度及架構及提供總經理相關

決策上的參考訊息。 

歌林股份

有限公司 

量販部 

C經理 

93年11月5日

上午 

1小時45

分 

量販部的高階經理，主導在家電市場業務

的運用，職責也泛及不同功能事業部間，

開會協調產品發展的任務。 

台灣松下 量販處 

D協理 

93年11月20

日 下午 

2小時30

分 

量販部的協理，主導台灣松下的家電市場

的業務，職責為日本松下在台灣地區產品

發展、行銷的規劃人員。每個月會與台灣

高階經理藤井開會，以協調不同事業在產

品導入上的發展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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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準備、收集和分析資料階段 

 

Yin(1994)認為收集資料有三個原則，以下是我們在收集資料時的步驟： 

 

1. 使用多重的證據來源(Use 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Yin(1998)

認為個案分析法可以收集質化或是量化資料，或是同時去收集運用來達到

研究上的好處。因此，使用多重的資料收集方式具有全面性觀察的好處。

由於我們使用多重証據的來源，因此，為了求得收斂的結果來探究線索，

我們進行了三角檢定法中的資料三角檢定法，以藉由不同資料收集來源來

求得在資料驗証上的收斂結果，來使我們的理論更具說服力。在這個部

分，本研究的作法為：應用初級的訪談資料以及次級的資料來作為我們研

究上的兩種資料收集來源，以增進我們實証資料上的豐富性。在一開始的

談訪上，我們藉由事先收集相關個案公司的二手資料，以有效的因應個案

的營運狀況來發展談訪的問題。進一步在深度的直接訪談後，我們會將一

手資料以及二手資料同時整理到個案資料庫中。並且在我們撰寫各個案分

析時，會將公司概況的資料列於各個案分析前，以及在資料庫的撰寫時，

註記資料的來源，以期讓閱讀者得以了解本研究個案資料的收集和使用方

式。我們相信，藉由這兩種資料收集上的交互應用，得以為我們的論文提

供豐富的架構和強化假設的理論，以增進在理論命題發現上的可信度。 

 

 

 

 

圖3-2：收斂的多重証據來源(單一研究) 

 

 

 

 

 

 

 

 

 

 

資料來源：尚榮安 譯，R.K.Yin (2001)。個案研究。台北：弘智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P161。 
表3-2：相關的次級資料 

事實 

檔案記錄 
開放式的訪談 

焦點訪談 

文件 

事實觀察 
(直接的或參與的) 

結構化的訪談和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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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次級資料來源 作者資料背景 

股東會年報、公開說明書2004、2005年 公開訊息 

高尚偉(1993)。”東元電機生產情報系統-POP實
例介紹”。機械月刊第十九卷第七期。P175~178

任職於東元電機POP專案

經理 

曹家華(2000)。”由東元 e化談企業導入電子商
務”。網際先鋒。P66~70。 

任職於東捷商業機器公司

(自東元資訊處獨立出來)

宋秩釗(2000)。”企業資源再造。開創新契機-專
談東元電機資訊處處長宋秩釗”。資訊與電腦。
P70~72 

東元電機資訊處處長，曾

服務於東信電訊、東元電

機研發處。 

東元電機 

東元內部刊物：東元一流(2004)4、6、7月 內部刊物 

微星科技 股東會年報、公開說明書2004、2005年 公開訊息 

股東會年報、公開說明書2004、2005年 公開訊息 

黃建豪(1997) “台灣松下的 TQM管理體系”。品
質管制月刊。P67~72。 

台灣松下電器公司專案推

進小組Group處長 

陳文棠(2001) “松下電器產業之經營策略剖析
(上)”。系統與周邊。P20~27。 
陳文棠(2001) “松下電器產業之經營策略剖析
(中)”。系統與周邊。P14~20。 

資料來源為松下電器產業

株式會社所提供 

台灣松下 

台灣松下內部刊物：台灣松下集團報導(2004)3~7
月、12月、(2005)1~3月、8~11月。 
東元內部刊物：東元一流(2004)4、6、7月 

內部刊物 

歌林股份

有限公司 

股東會年報、公開說明書2004、2005年 公開訊息 

 

2. 個案研究資料庫的建立(Create a case study database)：個案研究資

料庫的建立可以增進我們在整體研究上的信度。一開始我們將會作個案研

究的記錄，正如在訪談時的記錄將被我們作良好的分類，以放置在論文後

的附錄中。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的根據研究方法中的初步化操作架構來

作相關事件表格的歸類。並且加入敘事的方式作小結的說明，以有助於我

們最後多重個案分析時的推理。 

 

3. 一連串的證據鏈(Maintain a chain of evidence)：要增加訊息的信度，

另一個方式就是發展一連串的證據鏈。我們必需要密切的依尋本個案的研

究問題、研究方法，以一步步的作相關命題的推理，並且在每個環節，對

於資料的收集狀況、資料的收集來源以及細節等都要作詳實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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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操作化之步驟： 

 

1. 首先，初步的操作化給予我們寫下所有需要收集到的資訊。對於我

們在研究目的上，需要觀察的項目列在表3-3初步的操作化架構

內。一開始我們並不去分析這些重複資料，而只是專注在彈性的資

料收集和整理上上。之後，我們會根據我們主要理論及個案研究的

特色來製作出彈性資料的分析方法。 

 

2. 接著，我們將由收集相關的公司營運上的訊息資料開始，以了解受

訪公司的營運型態，這有助於我們了解它們營運的內容，以列出我

們需要訪談的內容，我們會先在訪談前寄發欲訪談的問題給予受訪

者，這樣可以有效的在訪談前溝通問題的方向，以增進我們在訪談

上的效率，訪談問題的內容列在表3-4中，主要以開放式的問題為

主，這是大略要談訪的問題項目，而實際的問題是隨公司營運內容

的差異而在訪談前根據公司的狀況作一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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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化操作架構 

 

表3-3  初步操作化架構* 

構面 觀念性定義 操作化定義 觀察構面 參考文獻 

資訊技術的導入 

企業在產品的發展上是否導入彈性製造及設

計的資訊系統，如CAD/CAM、FMS等資訊系統。 
發展資源彈性 

發展具廣泛應用、

快速及易於移轉的

產品發展資源。 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產品的元件是否可以拆解，元件是否得以去

組合、桿槓、替換及更新來作新產品的推出。 

Sanchez(1995)

、Lei et.al., 

(1996)、

Sanchez(2002)

、Sanchez(2004)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企業是否具有即時獲取市場訊息的能力，如

運用資訊技術來連結外部的供應商、及顧客

的需求，來快速的調動資源鏈。  

短期策

略性彈

性的發

展 

發展資源彈

性及協調彈

性，以運用

桿槓的策

略，即時的

重組及重構

企業資源來

回應短期變

動的環境。 

發展協調彈性 

定義產品策略、建

構企業資源鏈、及

發展有效率的管理

結構，以增進企業

資源的彈性運用。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 

企業是否發展模組化、及鬆散連結的組織結

構，以創造各流程間獨立、及鬆散連結的運

作。 

Sanchez(1995)

、Lei 

et.al.,(1996)

、Sanchez and 

Mahoney(1996)、

Sanchez(1999)

、Worren 

et.al.,(2002)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是否收集內、外部決策管理人員、顧問及專家的意見，以運用結

合不同來源的意見或決策團隊的重組，來挑戰管理者及決策執行

者現有的認知 

檢視環境 

在決策的過程中是否涉及搜尋的活動，如藉由檢視未來可行的產

品技術及市場發展趨勢的訊息，以提供管理者在未來能夠去發展

更廣的資源規劃策略。 

長期策

略性彈

性的發

展 

減少高階決

策者在長期

策略發展及

認知改變上

的阻礙，以

讓組織主動

去發展策略

來應對長期

環境的變

動。 

標竿 

企業是否有去找尋在相關產業內及產業外優異營運的企業，以設

立標竿讓決策者得以衡量及評估是否需要制定改變的策略，來幫

助企業主動在事前採取組織改變的活動。 

Sanchez and 

Heene(1997)、

Shimizu and 

Hitt(2004)  

 

在產品競爭市場上，策略性彈性的觀察指標被過去學者定義為快速、及廣泛發展產品的

策略(Sanchez,1995)。正如在短期，策略性彈性來自於企業藉由發展資源彈性及協調彈

性來增進一個企業去桿槓產品發展資源的能力，以快速及多樣的作產品的發展，而長期

下，策略性彈性來自於企業去減少高階決策者在長期產品決策發展上的阻礙，以增進企

業未來發展更多樣產品策略的潛力。因此，在策略彈性的操作上，我們將先觀察長期和

短期的發展構面後，在第四章第二節中，進一步的將這些構面連結到對企業產品策略的

影響上，以進一步的了解企業如何在短期和長期發展策略性彈性。 



 40

表3-4 訪談問題 

 

企業策略性彈性發展之訪談問題 

本論文主要是藉由觀察組織策略性彈性的發展，以研究企業如何達到應對環境的目的。

全部的問題分為二個部分來作為訪談：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資訊技術的導入 

¾ 在研發及製程上是否導入資訊技術以利於發展資源的彈性調動? 
¾ 資訊技術的導入是否加快企業產品的研發及生產？ 
發展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¾ 產品是否具有標準化的連結介面，以便於拆解成不同元件。 
¾ 企業是否運用模組化元件的更新來達成產品快速的發展？ 
¾ 在產品的設計及元件的發展時是否會考量到模組化的設計？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¾ 企業是否採取活動去連結外部顧客、供應商，甚至是競爭者的技術訊息，如運用資訊技
術。 

¾ 企業是否藉由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以連結到內部資源的調動及規劃？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 

¾ 企業是否致力於協調不同產品線間發展資源的整合，以利於產品發展資源的調動及多元
運用。 

¾ 產品發展流程是否具有獨立自主及鬆散連結的特性，以在組織的協調下達到流程快速重
組及重構的好處。 

 

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¾ 觀察企業在發展新產品策略上的決策過程。 
¾ 在決策發展及決策的評估時是否收集內、外部決策管理人員、顧問及專家的意見來作決
策的考量？ 

檢視環境 

¾ 在決策時，是否會去檢視未來可行技術及市場發展趨勢的訊息，以幫助企業發展更多元
的策略選擇。 

標竿 

¾ 企業是否會設立標竿來作未來產品發展策略可行性的衡量。 
¾ 企業是否藉由收集相關產業內及產業外優異營運企業的最佳實務來作標竿。 
 

其它一般性問題： 

貴公司的組織特性。組織文化、願景、結構、制度、管理方式。貴公司所面對的環境。以特

定開放性的問題來訪問過去重要影響企業的歷史事件。 

其它次級資料：如公開說明書、公司內一般刊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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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中，我們將所收集到的一手及二手資料作詳實記錄，以讓我們在未來資

料整理上可以達到重複印証。 

分析資料上，我們採用個案內的分析以及多樣的跨個案整理方式的技術的來作撰

寫。 

個案內的分析上，因為資料的數量是常常開放的(open-ended)，並且繁雜的。故在

個案內的分析上，一開始我們將所談訪的資料建立成個案資料庫，個案資料庫的內容依

初步的操作化架構之項目化分類，我們依次將東元、微星、松下以及歌林四家公司由

1-4來作第一層的編碼。短期策略性彈性發展的資源彈性、協調彈性、和長期策略性彈

性的發展等三種分類項目依次由1-3來作第二層的編碼。最後在依照所收集的資料順序

作第三層次的編碼。例如「東元」在「資源彈性」下的「資訊技術的導入」編碼為(1.1.1)。

藉由這樣資料庫的發展，使得我們得以將訪談的資料作有效率的歸類及運用，這樣的方

式的主要達成的好處為： 

 

1. 有助於為每一個個案分析的觀察構面作個案的研究寫作。 

2. 藉由資料庫來作資料的整理及歸納，以單純描述性的撰寫個案訪談內容，但是

專注在發展個案內可能的策略意含上。 

3. 有效且經濟的的利用、分析、整理這些收集來大量的資料，幫助我們處理這些

氾濫的資料。 

   

經由個案內的資料庫整理後，我們得以得以熟悉每一個個案後，以進一步的有利於

我們作跨個案比較。  

  

三、分析資料和總結的階段 

   

在分析資料上我們以Yin(1994)所提類型比對(pattern-matching)的技術來作多

重個案資料的分析。類型比對是先在收集資料之前先定義好特性變項間所預期的類型，

正如一些邏輯的假說以及理論的推理所示，如果收集的資料符合假說的關係，則會強化

研究本身的內在效度。本研究一開始認為企業得以藉由發展資源彈性以及協調彈性來增

進企業的策略性彈性，所以這是本研所提出的假說關係。經由實証資料的整理後，我們

將所得到的理論關係與之比對，藉由在不同個案間原樣複現的關係下，以獲得個案的內

部效度。 

 

在完成撰寫個案內資料庫後，使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個案的內容，在第四章第二節，

經由比較個案的特徵，如一群個案內的相似性，或是一群個案間的差異，可以運用歸納

與比較來形成我們理論命題。而在這個步驟中，我們也得以運用不同來源的資料，二手

的資料來增進我們在這些構面上重複的驗証，以使得發現更具說服力。 

  
在第五章中當能夠發展的理論變的有限時，我們將進入結束的程序，並撰寫我們的

研究結果，我們要歸納我們所發現相關策略性彈性的命題作整理，藉由跨個案的比較分

析，與和過去的文獻相對映，我們得以形成理論的一般性(generalizability)，增進架

構定義，和提升我們發展理論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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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個案彙總與分析 

 

在這一章中，我們將對各個個案作介紹，並且由於需要良好的整理及運用訪談的資

料，我們將個案談訪的資料依照短期策略性彈性發展的資源彈性和協調彈性、以及維持

長期策略性彈性等三種項目作為資料整理上的主要分類。並且我們將藉由發展個案資料

庫，依次將東元、微星、松下以及歌林四家公司由1-4來作第一層的編碼。短期策略性

彈性發展的資源彈性、協調彈性、和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等三種分類項目依次由1-3

來作第二層的編碼。最後在依照所收集的資料順序作第三層次的編碼。例如「東元」在

「資源彈性」下的「資訊技術的導入」編碼為(1.1.1)。這些原始形成的資料庫由於資

料非常眾多，故我們將它放在附錄的列表中。這樣的編碼有利於我們將訪談的資料作有

效的整理及連結，以有效的作資料交互的比對及相關連資料的連結及整合。 

 

接著，經過我們反覆的整理後，我們將重要的訪談內容片段列在下面的列表中，並

且註明資料庫的來源，以利於發展我們在各個分類項目下所得到在研究發現上的意味。 

最後，我們將這些研究發現列在小結的表格中。並且將這些小結依順序給予a、b、

c等編碼。正如在東元在內部資源彈性的分類下，第一個小結，我們編碼為(1.1.b)這

樣有助於我們區分出原始資料及推導出研究發現資料的不同來源。 

 

首先，我們要先作個案的簡介，以便於了解企業過去的歷史、運作的型態、發展的

途徑、進入的領域；接著，整理出我們所觀察組織在策略性彈性的資料庫，以增進我們

在後續跨個案研究上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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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案內的分析 
 

一、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東元電機成立於民國45年，初期從事馬達生產，至今巳跨入重電、家電、資訊、

通訊、電子、關鍵零組件、基礎工程建設、金融投資及餐飲等多角化的發展領域。 

早期藉著和全西屋公司技術合作，以製造大型及超大型電動機的產品為主。同時也

在美國合資設立西屋馬達公司，將電動機大量銷往歐美工業先進國家，使得馬達奠定了

東元在全球發展的地位。接著，進一步的運用馬達的核心技術，使東元在家電以及重電

上發展活躍。 

 

目前，東元主要是以事業部的架構來作運作，具有家電事業部、重電事業部、AV

事業部、電控事業部、建設工程事業部、智慧卡事業部、產業系統事業部、和半導體精

機事業部，並且依產業特性以及技術關聯屬性區分為六大事業群：家電、空調暨服務事

業群、機電暨產業系統事業群、資訊電子事業群、資訊服務事業群、投資暨控股事業群、

及通訊暨電信事業群。 

 

在營收方面，家電部分占了東元的營業比重一半以上，接下來是重電產品的部分。 

在家電資訊化的趨勢下，使得東元思考著家電事業如何結合本身不同來源的多角化

事業來推出新機種，以迎合消費性市場的需求。而在重電市場方面，近年來由於馬達需

求市場減少，故使得東元極積的向外尋求大馬達的訂單，以及多元的投資重工上的建設。 

為因應資訊時代的來臨，東元成立資訊事業部並朝IA及家庭網路周邊產品拓展，

並且成立智慧卡事業部，以此邁入IC卡市場 

近年，東元來更積極投資關鍵零組件，以達到在創新技術與垂直整合快速建立在

PC周邊、數位影像、資訊家電等領域整合之競爭優勢，來達到集團內資源桿槓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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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1.發展資源彈性 
 

資訊技術的導入 

東元在研發及生產流程上導入電腦輔助設計(CAD)及電腦整合製造(CIM)，以讓研發

系統及製造系統得以同步的彈性配合。並配合POP(Point to Production，POP)系統的

導入，有效的整合企業內部的資訊流，使東元將研發、生產管理，及自動倉儲等系統串

接而完成一完整之CIM電腦整合製造之境界，以隨著企業內外部的訊息作彈性的研發及

生產上的調整。 

(1.1.a)小結：東元導入IT，運用CAD及CIM系統來增進產品研發、製造的彈性連結。 

 

發展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東元的產品主要是由馬達相關功能所發展出來的。其中，馬達一部份是應用於家電

的產業，如冷氣機、電冷箱、網路冷箱、洗衣機、乾衣機、和除濕機，另一部份的產品

是將馬達應用於工業方面，如發電機直流馬達、伺服馬達、變頻器、及產業機械等。因

此，馬達這個核心技術，在家電產品的應用範圍非常的廣泛。除了馬達以外家電廠商還

可以運用電路版來作不同功能或是控制方式上的設計。就像是在控制系統上，可以應用

系統整合的方式來作技術的組合，以將特定的技術作廣泛的應用，或是在功能設計上，

運用電路版不同的設計、人機介變的變化，以及仰賴著電子上新功能的設計開發，來達

到藉由不同功能的電路版和馬達的結合，來創造更大的產品線，因此，在產品發展上，

這種組合的特性，正如模組化的設計一般，使得東元可以有效的在設計、研發以及製造

上產生組合的效果。這樣的設計方式有助於運用現有的技術元件資源來作多元的組合，

以快速的發展新的功能來運用在未來相關產品的發展上。彈性組合的性質類似模組化的

特性，增進產品的可模組化的好處，使東元的核心技術產生較廣範的技術使用範圍，因

此也增進了企業資源的彈性。 

(1.1.b)小結：在家電上，電路版以及馬達的部分變動不大，可以運用在人機介面上的模

組設計以組合來發展新產品。 

 

具廣泛使用的技術可能會受到技術的規模、市場的差異所影響。技術的領域、應用

的市場及技術規模的不同，將使得東元必需將技術作良好的劃分、切割，才得以更進一

步作有效的應用到不同的市場或是結合到不同規模的相關技術上。正如同馬達的核心技

術，雖然可以運用在不同的產品上，但如果面對較大的市場差異或是技術規模的差異

時，東元必需將不同規模的技術劃分成獨立的運作單位，以減少因為管理及整合上所增

加過多的成本，及避免失去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1.1.c)小結：當馬達的核心技術到達一個規模我們就會拆開來，因為這個比較大的劃分

會涉及到管理、整合成本上的問題。 

 

東元的事業部在會面對在產品市場上的不同時，因為客戶有時是完完全全的不一

樣，正如資本財的東西，和消費財的東西，在製造及行銷上可能會使企業產生不同的運

用方式，因此在不同市場或是地理位置的事業部，會將產品的開放區分開來。但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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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會進一步造成組織在內部技術模組化整合上的阻礙。 

(1.1.d)小結：市場及地理的差異，使得東元演化出次文化，並且造成在技術上模組整合

上的困難。 

 

表4-1  東元資源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1.1.1) 

次級：東元電機自民國六十四年開始啟用電腦以來，除將一般

作業如人事、財會業務電腦化外，並陸續導入銷售管理及生產

管理系統，隨後並將電腦輔助設計(CAD)之技術運用於研發部

門。除了不斷研發一流之新產品外，並逐步邁向電腦整合製造

(CIM)之產銷一元化境界而努力。而生產時點情報管理系統

(Point to Production，POP)可說是CIM架構之神經網路。東

元電機POP系統之導入，不但使得工廠管理隊層可運籌帷幄得

掌握生產現場的各種情報外，並以此神經網路系統為基幹將研

發、生產管理，及自動倉儲等系統串接而完成一完整之CIM電

腦整合製造之境界。 

(1.1.a) 

小結：東元導入

IT，運用CAD

及CIM系統來

增進產品研

發、製造的彈性

連結。 

資源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1.1.3)(1.1.2) 

就像我們的馬達，可以作為家電用，也可以作為重電或是空調

用，因為它們有相關，那就是在核心的馬達。 

(1.1.3) 

就像是控制的這一塊，公司的控制是有包括傳統的電池開關控

制的部分。另外，像是變頻器的控制，變頻就是改變頻率來去

控制，那這樣的組合就變的很多了，變頻器可以分為大的和小

的，小的給家電用，大的給工業用，這個叫系統整合。包括以

後，管理方面也會進入到系統整合。 

(1.1.5)  

電路版的部分基本上會有變動，或者兩、三年會不一樣，但不

一樣的只在於在電子的部分在變動，而核心的部分(馬達)並不

會變動，因為它的基本材料並不會變動，而在人機介面的部分

才比較有再變動。 

(1.1.b) 

小結：在家電

上，電路版以及

馬達的部分變

動不大，可以運

用在人機介面

上的模組設計

以組合來發展

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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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當然我們能將業務、或是工廠切開來管，但是問題是那個差異

性會很大，因為這個比較大的劃分會涉及到資本財或是消費財

管理、整合上的問題。 

(1.1.3) 

因為東元，各個事業務的執行長，它們管的東西以及市場不太

一樣。所以東元現在的馬達事業模滿大的了，所以馬達就開始

有大小的分別。 

(1.1.3) 

外面人所看的冰箱、家電、冷氣機、空調，都是使用馬達，這

個都對，但是當它到達一個規模時，我們就會在製造上拆開來

運作，不然會去負擔很多的成本.  

(1.1.3) 

當它們(馬達的核心技術)到達一個規模我們就會拆開來，因為

像將它放到重電來看的話，就會顯得太小了，然後，會去負擔

很多的成本，就會變得很沒有競爭力。所以基本上這一塊我們

就不會將它放在一起了。雖然之前是放在一起的，但是，未來

我們也可能會將它外包。因為自已作可能成本也高了。 

(1.1.c) 

小結：當馬達的

核心技術到達

一個規模我們

就會拆開來，因

為這個比較大

的劃分會涉及

到管理、整合成

本上的問題。

  

(1.1.4) 

那還有各自產品的市場也不一樣，就好像你那是家電，我那是

重電，雖然都是生產馬達，但是在客戶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我賣的比較資本財的東西，而你賣的是比較消費財的東西。 

(1.1.d) 

小結：市場及地

理的差異，使得

東元演化出次

文化，並且造成

在技術上模組

整合上的困

難。 

 

2.發展協調彈性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東元藉由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以及應用軟體服務供應商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的導入，以達到內部事業間資源鍵平行整合的好處。整合的系統能

將讓東元了解各事業的獲利，並且藉由前端的ASP系統，快速連結顧客的接單，以整合

客戶的需求到企業資源的規劃上。 

(1.2.a)小結：藉由ERP及ASP的投入，使東元可以快速的連結顧客訊息，以及平行的

整合資源鏈。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 

東元在管理上主要是以事業部的方式來作為管理的架構，不同的事業部所面對的市

場通常不太一樣，東元會依各事業所面對的市場型態來作事業群的劃分，以作整合性的

協調管理。長時間下來，東元發展了一套整合管理事業部的方式，運用時常變換重整本

身事業部架構的方式，組合內部及新加入相關的事業部，如運用設立事業群執行長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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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式來管理相關事業在製造以及技術上的整合。將相關的技術作適當的結合，以增進

在不同事業群在市場上製造的規模經濟以及研發的上學習。  

(1.2.b)小結：藉由設立執行長來管理事業群形成了一套整合資源的協調制度。以增進相

關事業的快速整合。 

 

東元的各事業部主要是靠執行長來作良好的整合，使得事業部門比較獨立，並且各

自具有利潤上獨立的控制。執行長的權利是比較大，而管理中心只是扮演一個幕僚規劃

的角色。研發處主要管的是策略面，主要的功能是提出建議，為了要良好的整合廣泛不

同來源的事業體，東元必需有效的將權力下放給執行長各自要去負責各自的成敗，藉由

執行長對市場的了解，才能達到有效的為新的發展方案作良好的評估的好處。 

(1.2.c)小結：東元事業部的執行長都必需要各自去負責成敗。管理本部及研發處主要是

扮演幕僚建議的角色。 

 

東元會發展一套制度來作不同事業間的整合。正如，在轉投資的過程中，一開始，

會去派一些人來作主導這些所投資的事業，以有效的引入東元的精神，主導東元的營運

方式，為的是日後能將相關事業資源作有效的整合。運用東元精神的導入在不同的事業

體，可以有效的使得相關事業具有相似的文化精神，一方面有助於各事業在營運時，可

以在即定的協調下自主的運作，另一方面，也可作為新事業及舊事業在溝通上的標準介

面，以増進未來不同事業間潛在相互學習的好處。 

 (1.2.d)小結：運用本身文化注入到新發展的事業，以運用文化作為事業間協調的管理

平台，得以有效的增進在東元了協調及整合內外相關事業的好處。 

 
 

 

 

表4-2  東元協調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協調

彈性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1.2.1) 

次級：(東元)去年十月引進SAP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與

ADEXA的供應鍵管理系統(SCP)以進行企業內部的橫向整合。⋯

第二階段將在垂直整合，將東元內部的系統，經由東捷提供的

交換平台和ASP的服務架構、物流與客服中心(Cell Center)

的建置，提供銷售端及後勤支援上更完整的串連，以達到未來

客製化及一對一行銷的目標。 

(1.2.a) 

小結：藉由ERP

及ASP的投

入，使東元可以

快速的連結顧

客訊息，以及平

行的整合資源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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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我們的組織架構換的很勤快，我們每兩、三年就會變動我們的

組織架構，因為常常有新的事業投資，變動組織架構算是我們

一的種整合方式。 

(1.2.3) 、(1.2.2) 

東元現在大約分了幾塊，總經理下來以下，大概有分了空調、

電化和AV這部分大約是一區，這有一個執行長在負責。這個(重

電事業部、建設工程事業部和電控事業部)也是一塊，資訊也

是一塊資智慧卡也是一塊。智慧卡和資訊是分開負責，因為它

們幾塊是有相關的，會採用這樣的方式也是有原因的。 

(1.2.b) 

小結：藉由設立

執行長來管理

事業群形成了

一套整合資源

的協調制度。以

增進相關事業

的快速整合。

(1.2.4) 

研發處主要管的是策略面，像是有那些可以作，或是將東西放

給底下的事業部去作，它沒有太多實際上的操作。因為東元內

它都是各自要去負責各自的成敗。那研發處放下去的東西它們

要自已評估，重不重要，可不可行，它們還是要自已評估。所

以各個事業部，對於執行長來說權力也是滿大的。 

(1.2.5) 

管理本部基本上它是屬於較幕僚的規劃，組織制度的變化主要

是由各個事業部來作決定，管理本部不是涉獵那樣深。東元的

管理本部比較不像是台塑那樣，它沒有那麼強的功能。沒有賦

予那樣大的權力。而是由各個事業執行長來作決定。 

(1.2.c) 

小結：東元事業

部的執行長都

必需要各自去

負責成敗。管理

本部及研發處

主要是扮演幕

僚建議的角

色。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1.2.9) 

這幾年來東元為了要成功的轉型到資訊產品，所以轉投資很多

事業，就你所看到的，很多的事業都是轉投資來的，當然，另

外也是由於東元的轉投資主要的合併策略就是以前東元也有

投資一些作工程的部門，但是作的不是很順利，所以才會將它

合併起來，這樣可以有效的整合其下的公司都有工程的部門這

樣的問題。 

(1.2.6) 

當有一個新的事業，自已派人或是挖角，或者外聘都是有的，

那目前都是用混合式的方式，一開始，當然我們派一些人來作

主導，注入我們東元的精神。 

(1.2.8) 

取得外部的技術也是來自於各事業部的業務的努力，像是業務

會取得外部新的訊息，或是採用所謂的策略聯盟、轉投資等。

因為你要作這一塊，事業部就必需要自已去找資源。轉投資通

常是我們常用的方式。 

(1.2.d) 

小結：運用本身

文化注入到新

發展的事業，以

運用文化作為

事業間協調的

管理平台，得以

有效的增進東

元未來協調及

整合內外相關

事業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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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在例行性的決策程序上，東元主要評估各事業所提出來的發展計畫後，作一個策略

規劃會議，由下而上的整合各事業執行長所提出的方向，以有效整合各事業部的意見，

找出整體企業可能的發展方向。最後再由董事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 

由於東元的轉投資相當的多，且有部分的領域也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在作不

同領域專案的決策上，必需由下而下，藉由執行長來作良好的評估後，提出建議來達成

策略。另一方面，除了需要由各個事業部的執行長提出發展計劃外，藉由專業的幕僚以

及外部專家的輔助也是很重要的。輔助機制如東元新成立的投資暨控股事業群，可以有

效的協調不同產品領域上的未來規劃，來達到整合運作體系，以使東元得以更全面的評

估未來發展方案上的可行性。 

(1.3.a)小結：東元大約每年的七、八月會作一個策略規劃會議，並參考各事業部的執行

長所提出來的案子來決定東元未來完整的發展方向。並且藉由投資暨控股事業群的輔

助，來作未來發展方案更專業的評估。 

 

標竿 

在未來發展產品上，每個執行長都是遵守「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的毛利」的決策

目標，來當作發展新產品的一個動因。正如，過去在家電上，東元的核心技術馬達可能

因為基本材料不會改變，故使得其未來毛利會持續的減少。各事業的執行長為了要創作

新的營業額及毛利的方式，就需要進一步的找尋相關的市場機會，如在具有高附加價值

的科技上作投資，如結合資訊家電領域的產品推出整合性的產品或是引入高加價值的產

品，像是液晶電視、電漿電視的方式，以進一步增進本身產品線的廣度。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樣的決策指引形成了未來發展新產品上的動力及目標。在

各領域上，執行長必需各自決定其獲利。而這樣的準則也可以看出，東元必需在協調的

結構上要有良好獨立的權責劃分下，才得以輔助此決策準則發揮良好的效用。 

(1.3.b)小結：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的毛利是各事業決策的指引。當事業的營業額巳達

到一個程度時，各事業就必需去追求及創造另一個營業額以及毛利。 

 

檢視環境 

東元常常藉由新事業的投資來作為檢視環境機會及吸收外部新技術能力的方式。轉

投資可以作為一種學習新領域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新的事業投資，或多或少都有整合性

的考量，是否能以不同事業的投資，進一步達到內部技術整合，以創造新的產品。這些

專案的投入，有時是天時、地利、人和都必需要同時考量的，試誤的成分是比較高的，

運用轉投資的方式，藉由小部分的投資來作市場初步的了解，可以說是東元用來搜尋未

來市場上可行發展方向的手段。 

(1.3.c)小結：對未來搜尋新的發展機會，一方面會考量整合性，一方面是以試誤的方式

進入相關的領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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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東元長期策略性彈性的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1.3.1) 

東元大約每年的七、八月會作一個策略規劃會議，來決定未來

的發展方向，這個是由下而上各工程處，在事業部，再作上去，

最後再由最高階，作一些決定定下來，在放下來。 

(1.3.1) 

投資的部分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由各個事業部的執行長去評

估，評估完以後就送到董事會去決定，這個部分董事長的在控

制的權利上就比較大。 

(1.3.2)、(1.3.3) 

除了一些幕僚會作建議之外，我們也有投資暨控股事業群，那

是用來評估未來一些長期的方案。 

(1.3.a)小結：

東元大約每年

的七、八月會作

一個策略規劃

會議，並參考各

事業部的執行

長所提出來的

案子來決定東

元未來完整的

發展方向。並且

藉由投資暨控

股事業群的輔

助，來作未來發

展方案更專業

的評估。 

標竿 (1.3.4)、(1.3.5) 

第一在創造營業額。台灣在品牌上的經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

家電的市場實際上都被固定了，除非你能下很多的錢去投資，

或是政府有某種程度的莫許，要不然，想要創作營業額，沒有

跨到代工的這一塊來說，那台灣在品牌上的經營不是那麼容

易。 

第二個在增加它的毛利，以馬達業來看好了，其實它的毛利都

是固定的也就是說你作了幾年下來，大概它的毛利不會差太

多，當然這個只會向下掉，並不會往上升，如果你要往上升的

話你必需要創作新的東西才行。 

(1.3.8) 

那個決策點也只是因為東元的營業額巳達到一個程度了，那我

必需創造另一個營業額以及毛利，基本上，創造毛利是比創造

營業額還要重要的，都是由這樣的角度來作考量，當時不管，

東元激光也好，東信也好，那時大家只是想有可能是發展方向。 

(1.3.b) 

小結：創造營業

額、增加產品的

毛利是各事業

決策的指引。當

事業的營業額

巳達到一個程

度時，各事業就

必需去追求及

創造另一個營

業額以及毛

利。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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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

環境 

(1.3.6)、(1.3.7) 

訪談：不管是家電或是資訊部門都會考量整合性，舉例來說就

像是因為我們拿到政府的健保卡，那我們也希望由這去作發

展，因為這一塊有許多的商機。包括可以作電子錢包、國民身

份証，這些都可以整合在一張卡上。 

(1.3.8) 

訪談：當時投資激光或是東訊，並沒有考量家電想要朝向IA

的部分而作投資。這個是我們以前人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

如果你剛好運氣不錯，遇到了，那就是你的，其實作策略規劃

和管理經營往往我們可以說是問題也好，或是運氣也好，我可

以告訴你，從我這樣的一個經驗來看，當你成功後，訪問你，

都是對，但是那都是事後。 

(1.3.9) 

次級：消費的東西，你要能夠了解消費者的心，以及脈動，它

的喜好，像如何你去觀察洗依機，冷器機⋯它都是那裏在變

化，是外型在變化，還是在那變化⋯。 

(1.3.c) 

小結：對未來搜

尋新的發展機

會，一方面會考

量整合性，一方

面是以試誤的

方式進入相關

的領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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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星科技 
 

微星科技在民國75年成立，主要是以主機板及介面卡之製造及銷售為主。接著生

產電腦XT板開發至286、386、486、586主機版，一直營運到現在，主機版占45.71%，

介面卡和其它占54.29%。 

 

在營業形態來說，可以用主機版以及PC週邊產業來劃分為自有品牌(Brand Name)

及委託代工製造(OEM)業務型態；自有品牌(Brand Name)的廠商追求相對較高之毛利

率，主要的客戶目標在零售市場的消費大眾，在產品設計方面較為強調產差異化、研發

時效性及創新性等。而以OEM業務型態為主的廠商主要的目的是在擴大出貨量、提高市

占率，目標客戶為PC品牌大廠或是系統組裝廠商為主。  
 

未來在發展上來說, 微星除了積極的在自有品牌(Brand Name)市場上深耕外，其他

的業務方向是加速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多角化經營，並藉此以鞏固並拓展既有之自有品牌

市場；在委託代工製造(OEM)方面，不論是主機板或各項週邊產品外，微星也將持續與

國際大廠合作，以優越的規模經濟持續降低生產成本，追求較高的毛利。除此之外，全

球運籌及客戶服務之佈局也將在短期內愈趨完整，以提供客戶成本最低、品質最佳及服

務最快速的產品及售後服務。 

 

面對數位的時代來臨，將快速朝向3C整合及高度競爭之趨勢，以在短期間除持續

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微星並將致力加強多角化經營。目前微星除了專精於主機板、顯示

卡、伺服器、光碟燒錄器及準系統外，並跨足IA資訊家電產業持續推出MP3、Tablet PC

及通訊產品等，未來更將進軍筆記型電腦、網路通訊等產品線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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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1.發展資源彈性 

 
發展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微星主要的產品分為八大產品線：筆記型電腦、準系統、消費性電子產品、通訊產

品、主機板、顯示卡、伺服器、和光碟機等。而在產品線上，微星的市場主力是在資訊

產業的用戶上，如資訊、電整、通訊等3C的產品都有涉及。所以主要的核心技術為主

機版以及板卡的製程。 

由於主機版、介面卡都是屬於是同一類相關的設計製程，運用在電路版上的製造技

術、設計不同功能的版子的研發過程常會有相似的特性，因此，微星可以有效的運用彈

性的製程來作製造流程上的生產，運用部分的機器互換的方式來達到彈性生產不同產品

以及調配產能的功能。另一方面，在設計製程上，人員也可以藉由調配來達到彈性的運

作。 

(2.1.a)小結：版卡的技術可以應用到多樣相似的產品上。人員及製造得以隨著產品需要

而作彈性的調動。 

 

在產品的設計研發上，產品可以拆成硬體的部分、以及軟體的部分來作研發設計，

產品具有藉由組合不同功能來發展的特性，如主機版，配合不同的晶片組及系統就可以

形成不同階層的電腦操作介面，因此，這樣的產品元件具有模組化特性，得以將相關的

功能導入到新的市場上。如將電子元件應用到消費性電子財的產品上。 

(2.1.b)小結：產品的發展可區分為軟體以及硬體的部份，藉由模組的整合方式結合不同

的功能來達到新產品的推出。 

 

筆記型和桌上型電腦的這樣的區分就比較不一樣，因為它在設計和機件的整合上的

不同，因此影響了元件相互間整合的可行性。並且微星必需設立了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團

隊及獨立的產品線來生產和運作，因此，和其他技術在設計和製程上的整合性是比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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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 

(2.1.c)小結：設計及製程上的差異愈大，會影響元件整合的可行性。 

 

 

表4-4  微星資源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N/A N/A 

(2.1.5) 

版卡是一類，也就是主機版，介面卡，多屬於是同一類的，因

為它相似性比較高，它都是一個版子，它有不同的功能，作不

同的製程。 

(2.1.5) 

我們分的話會用產品特性比較一樣的，它的人員、資源比較容

易去作一個調配，其實我們有八大產品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將它們區分為幾個group。 

(2.2.6) (2.1.1) 

有時機器的部分是可以互換的。比如說，主機版這一條生產

線，它重整後，它可能就能作介面卡，不過，要花一些時間來

作機器的重組，或是調動，可是還是很有彈性。 

(2.1.a) 

小結：版卡的技

術可以應用到

多樣相似的產

品上。人員及製

造得以隨著產

品需要而作彈

性的調動。 

資源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2.1.1) 

事實上，雖然產品的特性有一些差異，可是整個研發，多少可

以將它拆成硬體的部分，以及軟體的部分，那我們本身就有一

些相關的人員在作這些。 

(2.1.3) 

我們這幾年最重要的幾個產品線就是消費性電子產品。這一類

事實上包括很多產品，比如說是mp3，它有錄音的功能、也有

儲存的功能，並且一些相關的產品都可以整合。 

(2.1.4) 

你走通路的部分，你可能差異會比較大，因為你必需要了解客

戶的需求，所以你在走通路時，你必需要了解，你什麼樣規格

的產品都要有，如你的主機版，配合不同的晶片組你有辦法和

不同的cpu搭配，這些都要有。 

(2.1.b) 

小結：產品的發

展可區分為軟

體以及硬體的

部份，藉由模組

的整合方式結

合不同的功能

來達到新產品

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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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生產線在主機版、介面卡這個線都不一樣，但是有時機器的部

分是可以互換的，比如說，主機版這一條生產線，它重整後，

它可能就能作介面卡，不過，要花一些時間來作機器的重組，

或是調動，可是還是很有彈性。 

(2.1.5) 

筆記型和桌上型的這樣的區分就比較不一樣，因為它在設計和

機件的整合上就比較不一樣，所以這個就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團隊，除了這個之外CE的部分，它又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部

分，所以我們分的話會用產品特性比較一樣的，它的人員、資

源比較容易去作一個調配 

(2.1.c) 

小結：設計及製

程上的差異愈

大，會影響元件

整合的可行

性。 

 

 

 

 

 

 

2.發展協調彈性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在整合外部性例規方面，由於主機版的研發及製造占了微星45.71%，故需要和上

游如CPU、晶片組的供應商作密切的配合，來達到取得新的版子開發設計的訊息，以達

到相容性的需求，所以固定整合上游的技術使微星取得未來技術發展的資訊，以及穩定

關鍵零組件原料來源的好處，確保關鍵零組件在供給上不乏。 

(2.2.a) 小結：微星會藉由和上游零組件供應商維持關係以穩定製造元件來源以及收集

技術的發展訊息。 

   

對於下游方面，由於微星長期投資在全球的通路，故使得微星在資訊市場上的通路

具有很好的整合效果。藉由這些通路商，一方面可以有效的獲得消費者的在需求以及使

用習慣上的訊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快速將新發展自有品牌的產品推向全球的市場上。 

在面對一些大客戶時，微星會依顧客的需求，以組成不同專業團隊的方式來提供顧

客一次購足的服務。一方面可以減化溝通的繁雜，增加溝通上的效率。另一方面，因為

顧客所需要的產品多少有一些專業上的不同，所以團隊必需結合不同技術領域的人員來

作拜訪，以確切的了解顧客對於產品進一步的需求。一些新型態的產品，如消費性電子

財的產品等，也會設立新的部門來作新市場的接觸。 

(2.2.b) 小結：在下游方面，微星藉由設立全球通路來收集顧客偏好，並且隨著主要的

客戶需求組成團隊來提供一次購足的服務。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 

在內部整合上微星設立經營企劃管理部門，以有效的整合不同產品線的策略性事業

單位SBU，一方面以功能的方式來作產品生產上、行銷上等功能性部門劃分的好處，另

一方面，則是以產品的類型來作區分，因為這樣才能根據一個產品完整的獲利狀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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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的劃分，以達而利潤中心評估上的好處，另一方面，也得以維持產品線獨立研發的

效果。因此，微星在整合上功能及產品的交互的應用之事業架構，能企業內部讓資源作

最好的利用與分配。 

而為了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微星運用ERP得以有效的增進內部不同事業間或是產品

上的整合。如在財務上資訊的整合，有效的將產品由採購到驗收中的應付帳款、研發成

本以及費用等作良好的量化分析，以了解特定產品在獲利上整體的表現。進一步的，有

效的評估以及估計各個產品的獲利，得以增進在人力資源的分配、以及發展最適的流程

整合。 

(2.2.c)小結：資訊系統ERP的輔助，得以有效的增進內部產品上財務訊息的取得，以達

到功能架構及事業體精神的整合效果。 

 

在新產品的開發上會有很多專案，因為資訊產品的生命週期都滿短的，為了要隨時

發展新的產品，微星以團隊的管理方式來整合相關技術人員，以減少人員重複設置的問

題。另一方面，也維持了彈性的人員調配。 

(2.2.d)小結：微星運用團隊的管理方式來作新產品的開發。 

 

 

表4-5  微星協調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協調

彈性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2.2.1) 

整個產品的產品差異性比較大，我們和它維持一定的關係主要

是確保上游的零組件在供應微星的部分不會有所謂缺乏的問

題，那像有些公司如華碩，它會去作所謂的上下游的整合，比

如說它自已作PCP自已作電源機之類的，那微星倒是沒有，微

星比較沒有這樣上下游的整合。 

(2.2.a) 

小結：微星會藉

由和上游零組

件供應商維持

關係以穩定製

造元件來源以

及收集技術的

發展訊息。 



 57

 (2.2.2) 

對主機版而言，就是所謂的通路，像我們的通路大約有十多年

的經驗，那有些通路商在全球很多的國家地區，這些重要的通

路商和微星都會有一定的良好的關係⋯。你只要走品牌就是要

透過那些通路商，那那些通路商就會是你最好的資源。 

(2.2.3) 

我們不是完全用產品去分，比如說，我們有八大行業(八大產

品線)，如主機版、光碟機，IF，我們不完全是這樣分，因為

這些產品有時會有交集，這個客戶都是同一個人，那你就不需

要有這樣多的業務人員和它去接觸⋯所以一剛開始在設計上

是依客戶的型態去成立一些不同的部門，可是後來也會根據一

些新的產品而設立一些新的部門，所以變的有點是第一是根據

客戶的型態，有時是OEM，有時是通路。 

(2.2.4) 

一剛開始我們有不同的部門，可是它們的客戶可能是同一個客

戶，所以事實上它們其實是互相配合，比如說，它去拜訪客戶，

主機版的業務過去，但是它同時也有作消費型的電子產品時，

那消費型的電子產品的這一組人馬，它也可以去，因為所有的

公司它發展不同的產品，那公司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就

是它要滿路客戶one stop shopping的這種型態，當然能更簡

化它的對應溝通是最好，但是因為有的產品多少有一些專業上

的不同，我們會有不同的人馬，但是組成對這個客戶組的團隊

去作服務，事實上，這種的彈性是很大的。 

(2.2.b) 

小結：在下游方

面，微星藉由設

立全球通路來

收集顧客偏

好，並且隨著主

要的客戶需求

組成團隊來提

供一次購足的

服務。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2.2.3) 

我們有一個經營企劃管理的部門，它巳經有辦法把主機版這個

SBU，它所有的資源，一定每個部分都有，那就可以把它連結

起來，進而去算它的獲利狀況。 

(2.2.5) 

它(ERP)由採購到驗收，應付帳款，研發成本以及費用，所有

的成本和銷售一步步入到這個系統，ERP是將整個公司不同部

門的訊息結合在一起，這個結合它是一個量化的結果，指標數

字，所以這些數字都會放到財會上來作分析。 

(2.2.5) 

因為金流是最基本的，因為它包括物流，採購要多少，整個資

訊流就是將金流、物流配合在一起，由這些基本的東西你可以

延伸出來你到底這個部分需要多少人力，這叫人流全部都放進

來，串在一起。 

(2.2.3) 

一些功能性，如業務就是一個本部，研發就一個本部，事實上，

可以另一種模式是根據產品來分，因為這樣比較才能根據一個

產品的獲利狀況來作區分，有點像是利潤中心的方式，因為這

樣會比較能了解產品在公司有沒有賺錢。 

(2.2.c) 

小結：資訊系統

ERP的輔助，得

以有效的增進

內部產品上財

務訊息的取

得，以達到功能

架構及事業體

精神的整合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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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除了這個功能架構精神外，它還包括事業體的精神，交互運

用，事實上，這樣是比較有彈性的。 

(2.2.6) 

舊有的產品一定會有很多專案，你知道資訊產品的生命週期都

滿短的，隨時都會有新的產品。 

(2.2.6) 

你這個團隊，這兩、三個月在研發，我們新的晶片，有另外的

產品⋯你將它量產研發，銷售完之後，搞不好又有新的出來，

一個接一個去作，那一般大部分都是這樣在作，那每一個產品

線在研發方面都會有一個帶頭者來作支配，並且去控制它的一

些資源。 

(2.2.d) 

小結：微星運用

團隊的管理方

式來作新產品

的開發。 

 

 

 

 

 

 

 

 

 

 

 

(二)、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決策制定部分是由總經理那個層級制定，同時在決策的過程中，經營企劃部門也必需

適時提供內部營運的狀態，以讓總經理了解目前公司的營運狀況，藉以輔助經理層級製定

符合公司發展的決策。 

(2.3.a)小結：在決策的過程中經營企劃必需扮演專家的角色來提供意見。 

 

檢視環境 
決策制定方面，內、外部的整合是很重要的，外部上，微星的經營團隊有一半都是

由業務出身，必需常常去拜訪客戶，由客戶那取得市場相關的需求，或是上游技術開發

的訊息以獲取決策所需的資訊。 

 

(2.3.b)小結：在決策上，由經營團隊運用拜訪客戶，以了解市場的需求，達成經營的決

策。並且運用創新研發中心的設立，得以整合不同來源的技術文件，以給予其他研發單

位一些未來發展的參考。 

 

微星為了應對長期技術的發展，於是設立創新研發中心，主要是集中整合一些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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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上重要的訊息作，創新研發中心的研發團隊除了支援一般的研發團隊外，也會從事

比較偏向作學術性發展的研究。因此藉由設立創新研發中心，微星得以整合組織內部相

關的研發技術，並有效的作相關領域技術的結合，以能找尋出未來可能技術的機會之窗。 

(2.3.c)小結：運用創新研發中心的設立，得以整合不同來源的技術文件，以給予其他研發單位

一些未來發展的參考。 

 

表4-6  微星長期策略性彈性的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2.3.1) 

決策制定部分是由總經理那個層級在作，總經理那個層級有幾

個部門在處理，其中有一個叫經營企劃，或是叫經營管理的部

門，可是它主要是在support總經理對於公司整個營運一個分

析，然後提供給總經理作一些決策的參考，它只是在業務部分

由它們來作決定，那整個最高的層級它們都會提給經理那邊作

決策。 

(2.3.a) 

小結：在決策的

過程中經營企

劃必需扮演專

家的角色來提

供意見。 

(2.3.2) 

我們大部分的經營團隊有一半都是由業務出身，那去拜訪客

戶，訊息的流通，基本上就很重要，接下來高階的經營團隊會

作成一個經營決策，是透過這種方式，因為所有的公司尤其是

你在通路這個部分作的好的話，你必需要了解市場的一個訊

息⋯了解自已公司的一個狀況，另外，你也要了解這塊市場是

不是有發展的空間，未來可能的方向。 

(2.3.b) 

小結：在決策

上，由經營團隊

運用拜訪客

戶，以了解市場

的需求，達成經

營的決策。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檢視

環境 

(2.3.3) 

在研發內部其實有一個團隊，我們叫創新研發中心，它會把一

些重要的資訊全部整合到那，所以說，它那邊和其它單位比較

不一樣的就是，因為一般的研發團隊都是配合人員去作生產一

些產品，實務和技術面，可是另外這個單位會比較偏向學術研

究這一方面。如果有需要，這個部門也可以去support一些其

它的部門的R&D部門，因為其它的R&D部門會比較偏向於實務

面這一類。 

(2.3.c) 

小結：運用創新

研發中心的設

立，得以整合不

同來源的技術

文件，以給予其

他研發單位一

些未來發展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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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松下個案簡介 
 

最早的台灣松下是一家松下產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IST)，成立於 1976 年，為日

本松下電器產業株式會社(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100%出資成立

之在台銷售公司。成立台灣松下的主要目的為進口日本松下及其海外子公司所生產製造

之電子零組件、電腦週邊產品、工廠自動化設備等，給台灣之IT&IA製造廠。第二個目

的是欲推廣台灣具有競爭力之零件及材料至全球松下集團。其他如負責台灣地區工廠自

動化設備之裝機、維修及客戶教育訓練的服務中心，以協助增進日本松下結合在台灣的

相關的服務及資源，也是台灣松下主要的任務。 

 

台灣松下現在是一家綜合性的電機、電子製造事業，發展生活製品(Living )系統

設備製品(System)和產業用零組件(Industry)等領域的產品。原來的台灣松下是家庭電

器專業製造公司，但隨著潮流趨勢及社會需求，事業結構作了較大的革新，逐漸的跨步

走進多角化經營之綜合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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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1.發展資源彈性 
 

資訊技術的導入 

松下在近年來製造革新上，導入IT數位製造、研發及行銷系統，正如運用CAD/CAM

的平台，有效的從 3D 產品開發到量產作一貫的流程，這樣有效的提高設計完成度及短

縮產品模具發展的時間。在研發上則是推行透明化和研究開發的一貫制度，以連結相關

事業領域作整合的開發。而對於行銷業務上，也是藉由導入 IT 來增進人員的效率，正

如業務人員的訓練上，台灣松下的教育訓練作的滿完善的，所有的員工不論是年青或是

老幹部，每人都必需帶一台 notebook，這樣的作法一方面，得以使人員能運用資訊科

技快速的學習及了解新的產品資訊外，每個人員都能夠體會及使用資訊的產品，也進一

步的藉由電腦來作為全公司公司整合溝通的平台，正如運用網路來作數位概念或是新產

品操作觀念的傳達。 

(3.1.a)小結：松下會運用 IT 的導入，以增進研發到量產推銷一貫作業，並強化員工對科技產

品上的教育訓練。 

 

發展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台灣松下主要相關事業的劃分方式，部分是以功能來作區分，部分是以產品的市場

型態來作區分。而台灣松下的產品線跨足物流、汽車元件、電子關鍵元件。依不同的使

用來源，可以分為HA家庭機器類的、像是冰箱、洗衣機、電磁鑪等；AV類的，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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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像，像是電視、音箱、另外一個就是汽車、衛星導行、汽車音箱、汽車冷氣類的。

故可以發現，台灣松下主要的技術涉及家庭性的用品等相關產業。技術在這些不同類別

內，具有高度相關及整合的特性，而許多的產品也具有模組的產品設計特性，正如許多

的家電產品的主體主要為機械和電子零件，再加上運用不同功能的軟件設計而組合成不

同功能的家電產品。這樣的模組特性，使得松下得以藉由在商品的開發中，運用成立軟

體開發中心來作各事業軟體開發的統籌及資料庫的建立，以有效的強化相關產品線的開

發技術的移轉及交流，以有效的減少產品開發時程。因此，松下得以在現有的產品及技

術的發展下，運用產品功能的結合及共享軟件設計，以達到快速及多樣產品的發展。 

 

(3.1.b)小結：在現有的產品及技術的發展下，運用相關產品功能的結合及共享軟件設計

的方式，來達到快速及多樣產品的發展。 

 

 

 

 

 

 

 

 

 

 

表4-7  松下資源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3.1.1) 

次級：創新 21 世紀的製造革新。導入數位製造(挑戰從 3D 開

發到量產一貫流程，提高設計完成度和提高垂直量產。CAD/CAM

之應用，以短縮模具、產品開發時間。 

(3.1.1) 

次級：啟動「技術創造，革新全社PJ」推進全社技術人材和費

用構造的透明化和研究開發的效率化，希望各事業領域也進行

連動，重整研究開發的應有狀態。 

資源

彈性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3.1.2) 

訪談：所有的員工也要有意識，未來就是走向資訊家電，所以

其實我們在數位商品方面，我們的教育訓練很強，我們所有的

員工，每人都是一台notebook，老幹部也要帶，你不會用就會

被淘汰，你就沒有工作作⋯你賣東西不是光了解商品知識，最

重要的是你會操作，所以公司會一直灌入它們數位的概念。 

(3.1.a) 

小結：松下會運

用IT的導入，

以增進研發到

量產推銷一貫

作業，並強化員

工對科技產品

上 的 教 育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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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1.3) 

訪談：我們會將一些比較相關的產品放在一起⋯開發新商品都

會作連結，而且隨著這些領域來作結合，冰箱和洗衣機大部分

是家庭主婦為市場，那微波爐也是，那影音方面也是結合，

LCD、電漿電視，音箱、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這些，都是

比較偏向年青人，偏向專業，這些是比較相關，你看有的音響

要結合電視，有的攝影機要結合電視，總不會攝影機去結合冰

箱吧，所以我們是有作大概的分類。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3.1.5)(3.1.6) 

訪談：製造在這邊，我們在這分成三個，一個叫 HA，HA 家庭

機器類的，像是冰箱，洗衣機，電磁鑪等，另外有一個叫作AV，

就是有聲音有影像，電視，音箱，冰箱是沒有聲音，就這兩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汽車，衛星導行，汽車音箱，汽車冷氣，它內

部的經營那些功能可能有些相同，所以它就是用產品別在作區

分，像在製程上，多多少少也有作這樣的分類。 

(3.1.1) 

次級：商品的開發中，軟體的權重比例越來越大，技術演進由

類比技術進入數位技術，程式容量也越大，且更複雜，有些新

規商品因軟體設計問題而影響到商品販賣，所以決定成立軟體

開發推進PJ，以開發中心為責任者，連結開發中心、PAV科技

事業、PAS 科技事業和 HA 科技事業的技術人員，全面展開活

動，達成技術情報共有化，相互提昇技術力。過去的軟體開發

是各單位自行開發後商品化生產，今後對於個科技事業的開

發，要經由軟體 PJ 的統籌檢討，再由相關者協同開發中心共

同完成後才能商品化生產。亦即以開發中心為中心，組成軟體

PJ，來強化全公司開發特質。 

(3.1.b) 

小結：在現有的

產品及技術的

發展下，運用相

關產品功能的

結合及共享軟

件設計的方

式，來達到快速

及多樣產品的

發展。 

 

 

2.發展協調彈性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松下的R&D人員除了扮演研發的角色以外，還扮演收集外部技術訊息的角色。研究

人員會去找出目前競爭者手上在研發的方向，以及所謂技術的「黑盒子」，也就是競爭

對手所擁有外界看不到的技術。 

第二個收集外部訊息的方式就是運用在商品企劃單位作第一線提案的營業人員，一

方面由於營業人員是第一線的因素，可以馬上得知對手的產品推出以及價格資訊，另一

方面，營業人員也得以有效的掌握市場反應，即時得知消費者的需求，因此，提案得以

增進未來新產品開發概念上的訊息收集。 

(3.2.a)小結：採用研發人員走入市場，業務的提案制度，有助於松下吸收外部新技術的

訊息來增進新產品開發概念的形成。 

 

台灣松下的業務，在推廣新的產品時，都會去記錄它在市場上的銷售狀況。並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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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回報。尤其是在品質發生不良方面，特別是這個東西它推出來三個月，如果有發生不

良的狀況，就算是只有一件，台灣松下也會將它列入重大品質不良的案件，並且填寫三

張固定的表單，一張給商品企劃、一張給製造、一張給總經理以作為快速意則反應的可

能。 

(3.2.b)小結：松下運用記錄文件的方式來增進內外各部門間即時的溝通。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 

 

日本松下在創生 21 世紀的計劃中，將事業部作整合，以運用組織重整的方式打破

過去只專注垂直整合的組織結構的盲點，在創生 21 世紀的計劃中，松下致力於事業部

與事業部間的水平鏈結與綜效發揮上。將運用整合事業到自主的 Domain 的事業單位，

以將相關研發及生產重新編排，發揮集中研發及生產資源共享的好處，並且也給予各個

事業獨立自主權責，每一個 Domain 包含本身獨特且優異的研發、製造及行銷系統，以

在這樣的發展結構下，達到各事業獨立承擔經營責任，自主發動改革的好處。 

(3.2.c)小結：將相關的研發及製程整合成獨立經營的單位，以達到水平資源鏈結的綜效。

 

台灣松下具有迷你松下之稱，藉由和日本母公司一樣的部門劃分及日系管理製造的

經營方式可以有助於引進日本良好的營運規範，使日本母國能將其管理策略以及通路的

技術快速的移轉到台灣來。並且由於文化上的相似性，台灣也運用人員到日本受訓的方

式來增進人才的訓練及技術的相互交流。因此，日系的營運制度形成了各事業重要標準

化的協調，尤其是在創生21世紀的計劃中，松下致力於邁向扁和蛛網型組織進化，改

革組織體制的活動，所有人員都必需藉由PDCA循環以具體化不斷的在營運上發掘改善

的來源。 

(3.2.d)小結：日系的營運制度形成了各事業重要標準化的協調，使得各事業單位的人員

得以自主獨立的作自我改變。 

 

表4-8  松下協調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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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我們的R&D人員有時也會走到市場，因為R&D它要注意⋯競爭

廠商研發的資料，所以就是如果說競爭廠商有在研發的話，那

我們的R&D人員也要研發，所以它也不可能閉門造車。 

(3.2.2) 

比如說 LG 的廠商推出一個東西時，很新，好像覺的它會賣的

很好的時候，我們營業人員就要作提案，我們有提案的機制，

這個提案就是要給商品企劃和製造的總經理⋯就是營業人員

要提案，你到底是要台灣自已開發，還是要日本引進，由營業

第一線提案。 

(3.2.1) 

我們本來沒有這個技術，技術不成熟，那進入這個市場要如何

改善等，那商品企劃它基本上是一個提案，我們這邊的商品企

劃主要是傾向一個提案，市場進入到這個地方要如何改善，要

作一個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功能，你要開發什樣的商品。 

(3.2.a) 

小結：採用研發

人 員 走 入 市

場，業務的提案

制度，以及生活

研究中心的成

立，有助於松下

吸收外部新技

術的訊息來增

進新產品開發

概念的形成。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3.2.3) 

我們的業務，在推廣新的產品時，都會去記錄它在市場上的銷

售狀況。並且每天回報。比如來說，在品質發生不良方面，特

別是這個東西它推出來三個月，這個東西是這三個月發表，但

是有發生不良，只有一件，我們會將它列入重大品質不良，重

大品質不良就會有一個固定的form，填好了，有三張，一張給

商品企劃，一張給製造，一張給總經理⋯。所以，我填寫記錄

是常有的事。 

(3.2.b) 

小結：台灣松下

運用記錄文件

的方式來增進

內外各部門間

即時的溝通。

(3.2.4) 

次級：各事業領域本著自力的原則，速行了事業的選擇和集

中，以及據點的重組，大幅提前完成。通過結構改革和R&D的

據點集中，使高成本的體質得以改善。2003年1月，日本松下

進行事業整編，14個事業Domain進行自我完結體制。⋯在親

元Domain組織架構下，TMC的販賣、利益、B/S將會被連結，

並要承擔經營責任、配當責任。 

協調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3.2.5) 

訪談：你每個單位要落實，我自已的單位也要作，每個單位都

要有什時要「開始」什時要「停止」的觀念，就是每個層級的

幹部就是要照著這個來實行，策略、手段、方法都要作。⋯這

意味比較授權的決策方式。 

(3.2.c) 

小結：將相關的

研發及製程整

合成獨立經營

的單位，以達到

水平資源鏈結

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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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訪談：台灣松下是迷你松下，因為松下在國內具有有販賣公

司，以及製造公司，而且台灣的制度和日本松下是很像的，主

是要台灣松下的歷史優久，再來就是台灣這以前日本待過，所

以台灣和日本的一些觀念會很像。我們包括很多的管理策略以

及通路的方式都很像，日本竟畢是一個先進國家，所以很多都

是用日本的方式在作經營，只是說方法都一樣，那內容有一些

不一樣而巳。 

(3.1.3) 

我們就是和日本松下結合，技術支援，開發新商品都會作連

結，而且隨著這些領域來作結合。 

(3.2.7) 

我們和日本的分法相同，日本也是這樣作的，那技術支援、技

術引進、人員受訓，那那邊的人員也會投資這邊的事業部。 

  

(3.1.1) 

次級：推進了廢除部課製和特稱的統括化等，邁向扁和蛛網型

組織進化，改革組織體制的活動。但為使偏平和蛛網型組織更

有效發揮功能，除具有所要求的技能之外，日常自我變革，更

上一層的個人意識和行動同樣必不可或缺。必需要求每個人在

各自的立場上，面向顧客，以自我完成主體開展 PDCA 循環，

並將其具體數值化來體現成果。 

(3.2.d)小結：

日系的營運制

度形成了各事

業重要標準化

的協調，使得各

事業單位的人

員得以自主獨

立的作自我改

變。 

 

(二)、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松下在作未來發展方向的評估時，會採用三個步驟，也就是「開始」、「停止」、「改

變」的決策流程，「開始」、「停止」、以及「改變」是台灣松下用來作為發展新產品上評

估的決策準則。「開始」就是要由那開始，那需要檢討，那裏我們作的不夠好，作不好

的就需要去「停止」它，而那需要作「改變」也要作良好的評估。藉由對內及對外不同

部門及營運上的相互比較，以找出對未來有利於組織的發展方式。 

 (3.3.a)小結：松下運用「開始」、「停止」、「改變」以挑戰目前的組織現況。以不斷的

更替組織內部不良的產品及營運方式。 

 

檢視環境 

台灣松下在搜尋未來可行的決策方案上是運用對外研發人員對市場的切入，以有效

的了解市場的需要及競爭廠商所擁有的關鍵核心技術。藉由整合企業獲取外部的市場訊

息，來發展未來產品在技術上的發展方向。 

(3.3.b)小結：藉由研發人員走入市場來了解競爭廠商在技術上的黑盒子，以找尋未來產

品市場發展的方向。 

 

生活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有效的研究兩岸間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使松下掌握兩岸

的生活習慣，進一步的，了解當地化消費者的使用的習性。因此，這些整合訊息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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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研發人員在未來幾年內產品開發上的依據。 

(3.3.c)小結：以及生活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於研發人員在長期獲得產品開發上的方向。 

 

標竿 

在不同產品的導入時，台灣松下會依尋著用兩種策略：「集中」跟「選別」，「集中」

就是現在的目標重點是什麼，正如現在熱門的如果是資訊家電的產品，則在推廣上，就

必需以其為作為資源分配的重點，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去放棄其它的產品線，也就

是「選別」的概念，因為其它的產品有它輔助及獲利性上的效用，因此，不能過於集中

而放棄了它們。 

(3.3.e)小結：松下藉由「集中」跟「選別」來協調新、舊產品上資源的分配。 

 

松下發展新產品最大的準則是專注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就由這個目標來說，達

到的作法有兩種：是否要由日本引進或是由台灣自行開發。台灣松下必需有效的衡量本

身技術開發上的可行性，藉由商品企劃人員在製造及研發上的協調溝通、營業人員提

案、以及和研發人員對於市場的評估，來決定這個商品是否能在未來在整個亞洲市場上

有獲利，接下來第二步，松下必需決定要由日本引進或是由台灣自行開發。通常，比較

高階的產品就是由日本那邊原裝進口，像是數位相機類的產品。而有時是技術支援及導

入。另外，如果是中低階、或是一般普遍型的產品，就是台灣自行作研發。因此，注重

附加價值的決策指引，得以使松下整合全球戰略的關係，各地的松下企業不會因為獲利

而進入價格戰，反而是採用較長遠的遠光來作產品的開發以及經營。 

(3.3.f)小結：商品的開發主要是以高的附加價值為決策準則，通常營業人員的提案扮演

重要角色。當台灣開發比較有高的附加價值或是規模經濟時，就由台灣開發。 

表4-9  松下長期策略性彈性的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3.2.5) 

改革有三種⋯一個叫「開始」，什麼東西要開始，第二個就是

檢討，檢討一下，什麼別人作的很好，但是我們沒有，所以我

們要改，但如果我們這些事業有的作的很爛，有些就要「停

止」，那有一個叫「改變」，所以創生二十一世紀就是這三個：

「開始」、「停止」、「改變」。 

(3.3.a) 

小結：松下運用

「開始」、「停

止」、「改變」以

挑戰目前的組

織現況。以不斷

的更替組織內

部不良的產品

及營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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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其實這一方面(進入資訊家電)，研發主導的會比較多。因為現

在你R&D研發的人員，它多少要有一點市場概念，未來的概念。 

(3.2.1) 

R&D人員也要切入，其實R&D也有主導，商品企劃也有主導，

但是對R&D人員來說，可能它是只有兩個動作，一個就是了解

市場的需求，第二個就是競爭廠商勝過我們的那個黑盒子，所

謂的黑盒子就是外面的人學不來的技術，所以R&D人員要去研

發。 

(3.3.b) 

小結：研發人員

必需要走入市

場以找尋市場

的需求，第二個

就是了解競爭

廠 商 的 黑 盒

子。 

檢視

環境 

(3.3.2) 

訪談：我們公司有一個生活研究中心，就是研究台灣人的生活

習慣，比較喜歡什麼商品，研究開發之後，這種商品，這個形

式，能夠結合兩岸都用，變成量產，我們有一個生活研究中心。 

(3.1.1)  

次級：在未來強化品牌的全環行銷策略，我們將行銷策略行推

力式轉變成拉力式。我們把「推力式」的作法，轉換成「拉力

式」，如此才能建立消費者強烈偏好的品牌，並合理收取適當

的價格。正如，HA科技事業「設計創意中心」生活研究的成立

宗旨在於以顧客觀點出發、探索顧客使用商品的不滿意點與需

求，並將之應用於商品研發之上，進而開發出更符合顧客需

求，提供顧客最滿意的暢銷商品，達到創造顧客價值的目的。

生活研究中心自2004年10月成立以來，透過顧客使用習慣座

談會及家衺訪問調查調查等方式，演入了解顧客的使用習慣、

發掘顧客的新需求，並將各商品使用性改善的具體研究結論與

新商品的企業結合，研實反應在2006年度新機種的開發。除

了國內，生究也將調查範圍大擴大到同樣是華人生活圈的中國

上海地區，在去年(2004)12月底，針對上每當地的消費者進行

冰箱的使用型態與需求等的研究，希望藉此對往後在中國地區

的冰箱銷售能有所幫助。在近程的工作目標方面，與日本松下

HA社生活研究所的不定期交流，累究KNOW-HOW，提升研究的

素質與演度。另外與人力資源關係、資訊系統中心、顧客商談

中心、技術服務公司合作，建立受談者IT化資料庫，希望利

過網路、E-MAIL等方式，更廣泛蒐集顧客的心聲，讓大多數顧

客的意見與需求能受節重視與實現，達到創造顧客價值的目

標。 

(3.3.c) 

小結：以及生活

研究中心的成

立有助於研發

人員在長期獲

得產品開發上

的方向。 

 

標竿 (3.3.3) 

我們營業上面有一個商品企劃的單位，是製造和營業的溝通窗

口，也是進口商品和營業的窗口，決定進口品的導入等.  

(3.2.5) 

出發時它會有兩個策略，一個就是「集中」跟「選別」，「集中」

就是現在要發展數位家電，那就是要將資源集中在數位家電，

「選別」就是說也不能放棄，我不能放棄其他產品。 

(3.3.e)小結：

松下藉由「集

中」跟「選別」

來協調新、舊產

品上資源的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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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3.3.5) 

我們不捲入它的價格，我們認為你電漿賣這樣便宜，增加量有

限⋯因為如果你一直在伐價，通路以及廠商都會沒有毛利。⋯

我們電漿是made in japan，所以比較貴。⋯它們(電腦廠商代

工資訊家電)作的LCD，畫質我不能說它不好，但是它們的音箱

效果不好，它們基本上還是像是在作電腦，無法提高它功能上

的附加價值，它們完全都是價格戰，⋯我們國產松下，是自已

作，但是又給人家日系的感覺⋯我們作的都會比較偏向於高附

加價值。 

(3.3.6) 

進口的話它不會衡量亞洲市場，進口商品企劃它是衡量台灣的

而巳，但是要開發商品的商品企劃它是必需衡量到全台灣的市

場，因為我們在大陸有設廠，我們也有冰箱在賣大陸，再來，

再由全球的戰略觀點，這個是不是可以推廣到全世界。 

(3.3.3) 

台灣也有自已的研發處，那日本的研發是不提供台灣的，為什

麼，它是全球的戰略，台灣如果認為它那個東西是可以的話，

那就引進，台灣認為那個東西技術有需要，那在台灣就會引

進，那基本上我們還是以日本的技術為主軸，加上台灣適合國

人性的研發。 

(3.3.3) 

由日本來引進或是由台灣開發的考量點就是經濟生產規模以

及價格⋯再來就是說⋯其實也不算投資報酬率啦，是要看台灣

的量有多少，不然就是看市場的區隔。 

(3.3.3) 

營業人員要提案，你到底是要台灣自已開發，還是要日本引

進，由營業第一線提案。 

(3.3.f) 

小結：商品的開

發主要是以高

的附加價值為

決策準則，通常

營業人員的提

案扮演重要角

色。當台灣開發

比較有高的附

加價值或是規

模經濟時，就由

台灣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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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歌林股份有限公司個案內的分析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由民國52年(1963)創立，並於62年九月中旬公開上市股票。由

生產不同尺吋的電視機，從黑白、到彩色，一直到最近的液晶以及背投影電視。其後，

像是其它的家電產品冷暖氣機、冰箱、洗衣機、除濕機等產品也隨著公司發展下慢慢的

導入。 

最先，歌林是和日本三菱電機開始技術合作電視機等。在70年成立關係企業，與

日本三菱電機合資設立菱林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接下來，歌林主要的經營方式產品就是

由代理三菱的家電來搶占國內的家電市場。 

 

近年來歌林由於想擺脫歌林被視為傳統產業的包袱，歌林也運用合作、成立關係

企業的方式多角化的經營相關的市場，使得歌林集團旗下陸續跨足半導體、電子商

務、IC測試、營建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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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1.發展資源彈性 
 

資訊技術的導入 

為了要使內部每個員工能全面性的了解公司產品的運作，歌林採用了種子的方式來

作為內部資訊、知識上的傳播方式。每個部門以及課裏面，找出一、兩個種子出來，負

責向其它部門以及課來的種子以powerpoint來作相關產品訊息的教育，運用這樣上課

的方式以及分享的機制有助於人員快速了解公司全面的相關產品，另一方面，也得以建

立良好的溝通介面。 

(4.1.a)小結：歌林在資訊上只用來作員工教育及知識的傳播，較少應用在產品開發系統。

 

發展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歌林由最早生產電視機一直到後來發展電子以及電化的產品，就開始朝向多樣化的

家電產品為目標。主要發展的商品比例為電子產品 23.1%、電化產品 76.9%，所以歌林

的主力產品還是以家電類的市場為主。除了一些自已開發的產品線外，歌林也是三菱商

品的進口代理商，像是健康類的產品等。 

歌林的組織結構是依功能的方式來作劃分，具有兩大部門：業務本部、製造本部。

而業務本部負責銷售，而製造部分負責設計、製造、和品管。由於市場是大部分是家庭

類的領域，所以這樣的劃分方式，有助於增進在業務及製程上的整合。 

(4.1.b)小結：產品的來源為自製、委托製造OEM、與進口。 

 

 

表4-10  歌林資源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資源

彈性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4.1.1) (4.1.2) 

我們每個部裏面，以及課裏面找一個種子出來，就是像我的部

門，我就會找到那幾個人負責電子類的，那幾個人負責家電類

的，那我們會作一套powerpoint，那今天講的是電子類的，那

就會請這個部門對於電子類內行的人，像經理來作教授，一個

部門會來作為一個種子，有時會所有部門的人集合起來，有時

候會請一個部門的一兩個人作為種子去上課，在它們上完課

後，在回來跟業務散播下去，這是對內的教育 

(4.1.a) 

小結：歌林在資

訊上只用來作

員工教育及知

識的傳播，較少

應用在產品開

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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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4.1.3) (4.1.2) 

我們公司有分為製造本部，業務本部、管理本部，那現在製造

本部又分為生產，那生產過程中可以分為生產的來源，你要製

造，你製造本部自已生產，那還有一種就是委托製造OEM，委

外，進來的，還有另一種就是進口，這三種商品，就是用產品

來源來分。 

(4.1.3) 

我們的產品都是走向家庭的市場，像你可以看到我們家電或是

建康型的產品，大都數是走家庭用的這方面。 

(4.1.b) 

小結：歌林的產

品來源主要分

為自製、委托製

造OEM、與進

口。 

 

2.發展協調彈性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歌林運用業務人員對外記錄的日報表，可以有效的了解外部競爭者的競爭狀況，並

且將訊息作有系統的歸類，屬於製造方面的問題，就會報給製造本部，總企則將這些作

良好的整合。 

如果遇到急切性的問題時，業務人員必需直接將問題立即送至相關的部門，以減少

訊息反應上的時間。並且有問題就必需馬上簡討。因此，有效的運用文件化，得以掌握

相關的外部訊息，尤其是主力的產品，藉由設立即時訊息傳遞的文件化制度，得以有助

於內部人員將所收集到的訊息作良好的利用。 

(4.2.a)小結：歌林使用日報表的方式，記錄競爭對手及市場的訊息，以達到內外訊息的

快速傳達和即時的簡討營運的目的。 

 

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 

 

在產品的發展過程中，歌林運用開會的另一個功能也是得以去整合製造部及業務部

的業務以及副主管的意見，由於常常有新的產品引入，開會變成是追縱這些新的產品的

市場表現的方式。舊的產品有它的利基，但是推出新的產品線也是很重要的，利用產銷

會議的方式，來進行對每個產品線在市場上的銷售以及是否達到即定的規劃，以及設定

在生產及銷售上的排程。由於業務以及製造的排程具有連動的關係，以及製造具有前置

期間的因素，因此，開會成為主要商品發展的協調方式。 

(4.2.b)小結：歌林藉由總企來作對外商品導入的協調，並以產銷會議整合對內業務及

工廠單位的排程。 

 

早期除了開發自已的一些產品線外，歌林也是三菱商品的進口代理商，像是健康商

品線的產品。然而近年來由於由於家電市場競爭大，故使得引入日本三菱的產品，在價

格上漸漸無法被消費者所接受，因為歌林所代理的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弱，故近年

來歌林除了強化本身開發產品的能力外，也運用投資不少資訊的產業，以快速的導入資

訊產品來增加本身在資訊家電產品線上的競爭力，以有助於在未來轉型到當紅的科技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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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產品的過程，歌林主要是採用中立的作法，將研發運用轉投資外包，並結合

歌林母體商品開發的技術，作新產品的設計及製程。因此，歌林成立總合企劃部來管理

整個對外協調的流程。轉投資的策略是希望能結合歌林本身在家電製造上的設計能力，

為歌林進一步的推出高附加價值的產品。這樣的方式得以達到幾個好處，正如，運用外

包開發人員的方式，可以有效的延續本身在家電上設計上及製造上的核心技術，另一方

面，利用關係企業的專業人才，結合它們的力量來作歌林這個母體的商品開發，可以有

效的增進新產品開發導入市場的速度，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因為設立研發團隊而產生的

成本，以及耗時整合上的問題。 

(4.2.c)小結：歌林將研發作外包，並結合歌林母體商品開發的技術，以加快產品導入的

速度。 

 

表4-11  歌林協調彈性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4.2.1) 

使用日報表的方式，每一個業務，都要將自已每天去店內的狀

況，以及去協調的內容記在內，當然這也包括競爭對手的價格

等的訊息，都要先報給副廠，像是屬於製造方面的問題，就會

報給製造本部，但一般都會傳給總企，它作統籌follow。有問

題就必需馬上簡討，不能等，等到產銷的話，會太慢。這個簡

討通常是很立即性的，尤其是在家電市場，它的市場變化很

大，所以我們馬上就會立刻反應這些訊息 

(4.2.7) 

(運用日報表來作簡討)滿即時的，尤其是在家電市場，像是最

近液晶電視，它的市場變化很大，當然，它也是一個現在公司

最主推的商品，像冷氣巳經過了嘛，所以我們很重視這個訊息。 

(4.2.a) 

小結：歌林使用

日報表的方

式，記錄競爭對

手及市場的訊

息，以達到內外

訊息的快速傳

達和即時的簡

討營運的目

的。 

(4.2.5) 

一個商品決定要生產的過程當中，在業務本部有一個總合企劃

部，和工廠touch⋯，總合企劃部就是商品所有的導入，商品

的企劃，⋯，總企作一個工廠的窗口。 

協調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4.2.3) 

在總企那有新的產品或是促銷要發展時，會和業務作討論，以

及副主管，它們每個月有一次的會議，就是全省的副主管，每

個的部主管經理級的，會來和業務部的部長，還有總經理開

會，開會的內部大約是業績簡討，促銷案的追縱⋯再來就是那

裏需要支援，現在要推的主力是什麼。 

(4.2.b) 

小結：歌林藉由

總企來作對外

商品導入的協

調，並以產銷會

議整合對內業

務及工廠單位

的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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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我們主要是開會，就是產銷會議。產銷會議就是比如說，我們

某一個機種，在當月分，每個月的五號左右開產銷，開產銷後，

它們把資料作出來，上個月總共銷售多少台，累積銷售多少

台，庫存多少台，那還有計庫的，也就是生產不出來累積在那

邊的，然後，這個月的排定生產就是上個月巳經進的，這個月

來作檢討。 

   

(4.2.6) (4.2.4) 

最早期是和三菱有在技術合作，現在也有在技術合作⋯但是價

格貴⋯那變成說慢慢慢慢的三菱的商品就無法運來台灣賣⋯

所以開發人員有必要我們就會外包，或是用轉投資那邊的關係

企業，利用我們關係企業那邊的專業人才，結合它們的力量來

作歌林這個母體的商品開發，除非你的商品很多，你才有可能

成立自已的一個研發團隊，所以我們是採用中立的作法，可以

自已作的就自已作，無法自已作的就外包出去，像一些外觀

的，我們就請外觀設計家來幫我們設計，這樣會有比較市場

面，比較多樣化， 

(4.2.c)小結：

歌林將研發作

外包，並結合歌

林母體商品開

發的技術，以加

快產品導入的

速度。 

 

(二)、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在新產品開發引進時，主要是由內部的開發會議來作決策，上級主管和營業處主管

參考製造本部的開發單位報告功能及製程上的評估，而總企代表業務報告新的市場狀

況，導入市場適不適合。因此，在新產品要開發的時候，歌林每個月有兩次的產銷會議，

藉由總合企劃部來全面性的整合製造、行銷及業務相關的排程，以確定所發展的產品在

未來的銷售狀況。具有良好的目標排程制度，不但可以有效確定在製造上各各階段的模

具分攤的費用，另一方面，業務得以評估未來市場的行銷狀況，決定市場定在那，價格

是怎樣來達到有效的評估新產品開發獲利的可能性。  

(4.3.a)小結：藉由開發會議整合營業主管及製造開發部的意見。每個月有兩次的產銷會

議，讓總合企劃部負責協調業務及製造部在商品所有的導入一直到銷售的狀況。 

 

檢視環境 

歌林內部的數位發展中心主要是針對未來可能發展產品的方向作評估，以內銷、外

銷、未來性作一個整體的規劃，在人員方面，除了一些比較高階主管、各單位上的總經

理、副總經理以外，還需要工廠技術單位來作為輔助。因為由於歌林運用功能式的組織

來作運行，而部分的設計以及研發是採用外包的方式作開發，故為了有效的增進對未來

產品上的決策，業務以及製造本部的高階主管必需有效的藉助在技術上專家的輔助，才

能有效的全面的作未來產品發展規劃上的評估。 

(4.3.b)小結：數位發展中心主是針對內銷、外銷，未來性在作規劃，集合高階的主管以

及工廠技術單位、企劃單位來作決策上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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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 

歌林對未來的產品線規劃的方式是以增進在產品線上的完整性為主。全面性滿足顧

客的產品來作為定位，強調在產品線上的完整性，使消費者具有一次購足的滿足感。較

長遠一點的目標是進一步的運用多角化的方式轉型到資訊的產業內。因此，新產品的推

出一樣是重要的，除了一次購足的目的，為了有效的增進其轉型到科技的形象，新產品

的快速推出也在歌林扮演了一個達到年青形象的功能，正如引進資訊上的產品，得以增

加廣告效益，以將知名度作出來一般。 

然而，對於現有的產品，維持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在新的產品和舊有的產品，如

傳統的電視及目前流行的電漿之間，歌林就要作良好的協調。有效的設定主力型產品，

可以作為解決新舊產品上衡突的方式。也就是，雖然具有廣泛的產品線，但是還是具有

集中投資的作法。運用設立主力產品的目標，及適當的資源分配，如促銷、廣告上的資

源，可以來達到解決新、舊產品間在運作上衝突的狀況。 

(4.3.c)小結：發展產品線主要是給予消費者多樣化的選擇。並設立主力型的產品。並且，

專注在本身家電設計的優勢，以增進歌林完整品牌的形象。 

 

 

 

 

表4-12  歌林長期策略性彈性的個案資料庫 

影響

因素 

觀察

項目 
資料初步整理 小結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4.3.1) 

開發會議主要是由上級主管會參加，營業處主管會參加；在開

發階段，是由製造本部的開發單位起來報告，那總企會報告新

的市場狀況，那它們會開始看這個東西的外觀，可不可以，那

它的功能特性，可不可以，接著和製造部門了解模具分攤的費

用，以了解案子的可行性。 

(4.2.5) 

(在發展產品時)由工廠的開發單位收集一些資料，接著和總企

作一些研究，就是市場定在那，價格是怎樣，將這些提出來，

由樣品計劃提出來，樣品計劃就是所謂的工業設計在作的，將

產品的外觀，工業設計就是作外觀設計的，然後，它們總企和

工廠它們每個月有兩次的產銷會議。 

(4.3.a) 

小結：藉由開發

會議整合營業

主管及製造開

發部的意見。每

個月有兩次的

產銷會議，讓總

合企劃部負責

協調業務及製

造部在商品所

有的導入一直

到銷售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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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環境 

(4.3.2) 

數位發展中心主是是針對我們內銷、外銷，未來性在作規劃，

一個比較高層次，所謂的一個team。⋯小組大約是工廠技術單

位的，企劃單位，然後都是一些應該是比較高階主管來參與，

還有一些由各單位上面開始總經理、副總經理，它的層級都會

比較高一點，都是在作一些未來性商品的規劃。 

(4.3.b) 

小結：小結：數

位發展中心主

是針對內銷、外

銷，未來性在作

規劃，集合高階

的主管以及工

廠技術單位、企

劃單位來作決

策上的輔助。

 

標竿 (4.2.5) 

在家電的部份，我們會評估它們(傳統和資訊家電上)各有各的

好處，三年、五年還是有它的市場所以們還是在作促銷，我們

會以液晶為主、電漿為輔，共同在賣，它雖然有一些衝突性，

但是為了要使消費者的選擇性高，再來就是你會把我們歌林的

氣勢帶出來，產品線拉長，你要電漿有電漿，要液晶有液晶。 

(4.3.3) 

我們現在的產品線是最多，我們的發展方向是，原來的市場我

們會維持在一個市場的基準量，但是我們的重點會放在比較主

力型的產品，像是液晶電視這一塊。⋯電漿只是算是我們一個

階段性的替代品，也就是消費者如果要買大的電視時，可以用

來滿足它們，一旦我們作到32吋、37吋，我們電漿可能就會

慢慢放棄掉，未來市場是這樣子，所以電漿這個市場還會存在。 

(4.3.4) 

同樣是液晶電視⋯很多的資訊產業和IT產業，電腦都跟著後

面來作，作液晶電視，價位都會很低，但是它們還是資訊產業

的理念在作家電，所謂的電視，是家庭在用的，第一個，操作

要簡單，要適合家內的人看，那我們歌林是作電子起家的，所

以我們的液晶電視，第一個造型，穩穩扎扎的⋯第二個操作上

的人性設計。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服務體系，你的IE產業，

服務系統都是外包的，要不然就是整台要自已送去維修廠。家

電的好處就是你一通電話到府服務，所以家電和資訊還是有一

個差別，那在整個我們不能只看價格，要看功能差異，很多的

功能都加上我們以前作家電的設計知識以及理念，很多的功能

都們都會加進去，這些都是資訊產業那邊作不過來的。 

(4.3.1)、(4.3.5) 

發展像是mp3隨身聽等資訊的東西，因為為我們公司未來會向

數位化前進，但是數位這一塊不單單只有電視，為了希望我們

能保有老牌子的一個穩重，也希望能活潑一點，所以我們將現

在的mark改的比較clean，那個i，小i就是看起來比較活潑

一點，另外，也利用引進資訊上的產品，來增加廣告效益，先

將知名度作出來。 

(4.3.c) 

小結：發展產品

線主要是給予

消費者多樣化

的選擇。並設立

主力型的產

品。並且，專注

在本身家電設

計的優勢，以增

進歌林完整品

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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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總整理 
在這一節，我們將撰寫四家訪談企業，在不同操作化構面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我

們將觀察各長短期操作化構面對產品發展策略的影響，以了解一個企業策略彈性的發展

來源。 

 

一、東元、微星科技、台灣松下、歌林四家公司的個案整理 
 
(一)東元 

1.東元資源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1.1.a)小結：東元導入IT，運用CAD及CIM系統來增進產品研發、製造的彈性連結。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電腦輔助設計(CAD)、電腦整合製造(CIM)、以及生產時點情報管理系統(Point to 

Production，POP)得以迅速的連結東元設計、製造及行銷的系統。資訊系統IT的導入，

連結了產品發展資源及系統，得以讓生產及研發系統在產品的發展上作同步的配合，進

一步隨顧客需求來達到資源快速調動的好處。 

小結： 

CAD、CIM、POP的IT導入，增進東元在研發及生產資源的快速調動。 

 

資料庫來源： 

(1.1.b)小結：在家電上，電路版以及馬達的部分變動不大，可以運用在人機介面上的

模組設計以組合來發展新產品。 

(1.1.c)小結：當馬達的核心技術到達一個規模我們就會拆開來，因為這個比較大的劃

分會涉及到管理、整合成本上的問題。 

(1.1.d)小結：市場及地理的差異，會造成在未來產品整合上的困難。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馬達是東元的核心技術，許多的家電得以藉由結合不同的資訊功能到馬達上，以發

展不同類型的商品。因此，資訊家電的產品在產品設計上會趨向比較高的模組化設計，

尤其是運用人機介面、藉由不同電路版的設計方式，來和馬達等相關核心技術作結合，

故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得以使東元運用資源的重組以達到快速產品推出的效果。 

    進一步的，我們也發現僅管相關的核心技術得以藉由連結來產生新的產品，以及在

生產上獲得綜效的效果，但是不同的技術規模或是不同的市場下，有時東元還是必需將

技術作切割，一方面，可以有效的管理來減少在管理上的成本，另一方面因為生產規模

的不同及所生產的產品及行銷活動上和顧客應對的手法不同，故技術必需運用事業單位

作有效率的劃分。所以企業核心技術的規模及市場的差異會影響企業的核心技術在彈性

整合發展產品上的可行性。 

小結： 

東元運用人機介面上的模組設計來結合不同的產品功能，快速發展新的產品，但會受到

技術的規模及市場的差異而影響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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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元協調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1.2.a)小結：藉由ERP及ASP的投入，使東元可以快速的連結顧客訊息，以及平行的

整合資源鏈。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ERP及ASP的投入，有助於整合企業內相關的訊息。藉由ASP發展和顧客一對一的訂單

連結，使東元可以快速的連結顧客訊息，進一步的配合上ERP的資源規劃系統，以協調

各事業的資源鏈，來達到整合資源的好處。 

小結： 

ERP及ASP的投入，有助於東元即時獲取顧客訊息以快速的作企業資源的規劃。 

 

資料庫來源： 

(1.2.b)小結：藉由設立執行長來管理事業群形成了一套整合資源的協調制度。以增進

相關事業的快速整合。 

(1.2.c)小結：東元事業部的執行長都必需要各自去負責成敗。管理本部及研發處主要

是扮演幕僚建議的角色。 

(1.2.d)小結：運用本身文化注入到新發展的事業，以運用文化作為事業間協調的管理

平台，得以有效的增進在東元了協調及整合內外相關事業的好處。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東元每隔兩、三年，東元就會變動組織架構，並且長期的發展了一套事業群的管理

方式，使內部相關投資的事業組成事業群，以便依照市場的需求，廣泛的整合相關新、

舊的事業體來作產品的開發。並且運用設立執行長來作這些事業群的管理，以達到綜效

的事業整合效果。 

在各事業部的整合上，執行長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些事業中心彼此是獨立的利

潤中心，在研發產品上由執行長來作全權的主導。執行長必需隨時的找尋相關事業間整

合的可行性，以刪去營運無效率的事業，並且執行長也扮演在不同事業間，溝通研發整

合的重要性色。 

在投資新的事業的同時，東元會指派人員到新的事業，以便將本身的文化注入到新

的事業，來增進未來對新事業在技術交流上的整合，因此文化的注入形成了相關企業內

標準的整合平台，以讓這些新事業在即定協調下得以獨立自主的運作。藉由派人來主導

這些新發展的相關事業，不但有助於增進東元在新舊事業上的溝通，其目的也得以達到

未來不同核心技術相互交流的好處。 

小結： 

將相關的事業整合成獨立自主的事業群，藉由東元文化制度的導入及給執行長的授權，

來達到在研發及製造上資源的整合。 

 

3.東元長期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1.2.e)小結：東元運用轉投資來獲取外部的資源，並藉由業務來找尋對外投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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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的訊息。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但是每年的七、八月，東元還是會作一個策略規劃的會議，以整合不同事業間執行

長所提出的決策來發展長期的規劃，一開始必需由下而上的統整不同執行長的規劃，再

來由總經理作一個完整的評估，在將決策落實下去。在這個過程中，執行長以及幕僚必

需提供相關的決策意見，來輔助總經理的決策。 

小結： 

整體的評估所有事業的決策意見，以找出未來各事業的發展。 

 

資料庫來源： 

(1.3.a)小結：東元大約每年的七、八月會作一個策略規劃會議，並參考各事業部的執

行長所提出來的案子來決定東元未來完整的發展方向。並且藉由投資暨控股事業群的輔

助，來作未來發展方案更專業的評估。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的毛利的指引使得東元各事業必需不斷在市場上找尋新發展

產品的機會。雖然維持舊有產品是重要的，但是在毛利的固定下，各事業還是必需要找

尋是否能夠創造更高毛利及營業額的產品。因此，這樣的決策指引得以使企業汰換產品

的策略，以引發新的產品發展決策，並且藉由在毛利及營業額的控制下，來達成對公司

適當且有利的策略。 

小結： 

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的毛利的標竿趨動各事業部去找尋新產品的發展機會，以及發現

目前技術整合的可行性。 

 

資料庫來源： 

(1.3.c)小結：對未來搜尋新的發展機會，一方面會考量整合性，一方面是以試誤的方

式進入相關的領域投資。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在找尋未來市場或是產品的發展方向時，東元都會作整合性的考量。正如，資訊會涉及

不同的整合領域，許多電子或是通訊也得以運用在家電上。但雖然整合性的考量有其必

需，在未來的投資上，東元還是會以試誤的方式，在不同的市場，作少量的投資，以有

效的搜尋可行的發展來源。 

此外，另一個重要的好處是可以獲取該市場潛在發展的訊息，以便有助於評估未

來欲進入市場的狀況。在取得這些有利的訊息時，各事業部的業務扮演一個重要的角

色，像是業務會取得外部新的訊息，或是採用所謂的策略聯盟、轉投資等。因為你要作這一
塊，事業部就必需要自已去找資源。轉投資通常是我們常用的方式。 

小結： 

在不同市場上以試誤的方式來作投資，來作環境機會檢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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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東元個案總整理 

項目 觀察

指標 

作法 對企業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1.1.a) 

小結：東元導入IT，運用CAD及CIM系

統來增進產品研發、製造的彈性連結。

CAD、CIM、POP的IT導入，增進東元在研

發及生產資源的快速調動。 

 

內部

資源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1.1.b)小結：在家電上，電路版以及馬

達的部分變動不大，可以運用在人機介

面上的模組設計以組合來發展新產品。

(1.1.c)小結：當馬達的核心技術到達一

個規模我們就會拆開來，因為這個比較

大的劃分會涉及到管理、整合成本上的

問題。 

(1.1.d)小結：市場及地理的差異，會造

成在未來產品整合上的困難。 

東元運用人機介面上的模組設計來結合

不同的產品功能，快速發展新的產品，但

會受到技術的規模及市場的差異而影響

其效力。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1.2.a)小結：藉由ERP及ASP的投入，

使東元可以快速的連結顧客訊息，以及

平行的整合資源鏈。 

ERP及ASP的投入，有助於東元即時獲取

顧客訊息以快速的作企業資源的規劃。 

內部

協調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1.2.b)小結：藉由設立執行長來管理事

業群形成了一套整合資源的協調制度。

以增進相關事業的快速整合。 

(1.2.c)小結：東元事業部的執行長都必

需要各自去負責成敗。管理本部及研發

處主要是扮演幕僚建議的角色。 

(1.2.d)小結：運用本身文化注入到新發

展的事業，以運用文化作為事業間協調

的管理平台，得以有效的增進在東元了

協調及整合內外相關事業的好處。 

將相關的事業整合成獨立自主的事業

群，藉由東元文化制度的導入及給執行長

的授權，來達到在研發及製造上資源的整

合。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1.3.a)小結：東元大約每年的七、八月

會作一個策略規劃會議，並參考各事業

部的執行長所提出來的案子來決定東元

未來完整的發展方向。並且藉由投資暨

控股事業群的輔助，來作未來發展方案

更專業的評估。 

整體的評估所有事業的決策意見，以找出

未來各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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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 (1.3.b)小結：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的

毛利是各事業決策的指引。當事業的營

業額巳達到一個程度時，各事業就必需

去追求及創造另一個營業額以及毛利。

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的毛利的標竿趨動

各事業部去找尋新產品的發展機會，以及

發現目前技術整合的可行性。 

 

檢視

環境 

(1.3.c)小結：對未來搜尋新的發展機

會，一方面會考量整合性，一方面是以

試誤的方式進入相關的領域投資。 

在不同市場上以試誤的方式來作投資，來

作環境機會檢視的手段。 

 

 

 (二)微星科技 

1.微星資源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2.1.a)小結：版卡的技術可以應用到多樣相似的產品上。人員及製造得以隨著產品需

要而作彈性的調動。 

(2.1.b)小結：產品的發展可區分為軟體以及硬體的部份，藉由模組的整合方式結合不

同的功能來達到新產品的推出。 
(2.1.c) 

小結：設計及製程上的差異愈大，會影響元件整合的可行性。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微星所發展的商品大部份皆為版卡，可版卡主要為配合軟體來發展電路組合，因

此，在商品的設計上，可以藉由軟、硬體的模組化結合方式來作新的產品開發，或是藉

由不同功能版卡的組合來作新商品的發展。因此，模組化的版卡設計方式不但可以使微

星快速的藉由調動人員，以運用現有的技術快速應用到不同的商品上，更可以加速在相

同元件上的彈性製程功效。 

然而在開發新的商品或是技術規模差異太大的產品，必需將其獨立出來，以有利於

人員的開發及增加更多資源上的分配。因此，產品的規模技術之差異會影響模組化產品

發展的效力。 

小結： 

模組化的版卡設計有利於版卡技術多元的運用到不同的產品線，來増進產品多樣的推

出。但會受到技術規模而影響其效力。 

 

2.微星協調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2.2.a)小結：微星會藉由和上游零組件供應商維持關係以穩定製造元件來源以及收集

技術的發展訊息。 

(2.2.b)小結：在下游方面，微星藉由設立全球通路來收集顧客偏好，並且隨著主要的

客戶需求組成團隊來提供一次購足的服務。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對外訊息的連結對微星來說是重要的，無論是對顧客或是供應商。在顧客方面，微星會

藉由指派業務組成團隊，配合不同的顧客形成不同專長的任務團隊，以有效的了解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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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及提供一次購足的服務。而在供應商方面，也會定期的收集上游元件在發展的相

關訊息，讓未來在發展元件時得以配合，並且另一方面，也是有助於穩定未來製造元件

來源的需求。 

小結： 

藉由發展業務團隊對顧客作整體需求的了解和對供應商方面定期收集技術的發展訊

息，有助於找尋市場發展的機會，及穩定製造元件的來源。 

 

資料庫來源： 
(2.2.c)小結：資訊系統ERP的輔助，得以有效的增進內部產品上財務訊息的取得，以達到功能

架構及事業體精神的整合效果。 

(2.2.d)小結：微星運用團隊的管理方式來作新產品的開發。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為了要隨時發展新的產品，團隊專案的方式，形成了微星資源調配的方式。在專案

內，設立一些人員作長期的職務，一部分的人採用調配的方式來作不同任務間的技術應

用及交流。這樣的產品研發架構是形成微星桿槓內部技術資源的重要方式。藉由團隊的

應用人員可以隨不同專案的進度，或是專案的需要來作適當團隊的結合，以利於將技術

廣泛的整合到相關的產品設計內。 

在協調不同單位部門時，藉由資訊系統ERP的輔助，使得微星能夠取得不同功能部

門及發展單位的財務訊息，有效的計算不同事業產品的獲利，以及其在不同功能上的支

出，有效落實功能架構及事業體精神的整合效果。 

小結： 

以專案的團隊架構方式，有利於快速依不同研發需求組成不同的專業團隊。並藉由ERP

的輔助幫助企業有效認定獲利的產品，以達到最適分配資源的效果。 

 

3.微星長期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2.3.c) 

小結：在決策的過程中經營企劃必需扮演專家的角色來提供意見。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對於微星未來的重大決策上，主要的決策制定是由總經理親自作統整，而在決策的

過程中，經營企劃部門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經營企劃部門必需有效的讓總經理了

解公司全部的營運狀況，因此，有助於讓總經理能更全面的制定符合公司未來發展的決

策目標。 

小結： 

由總經理作決策的統整，並且在決策的過程中，有效的運用經營企劃部門來作整體事業

發展的評估。 

 

資料庫來源： 

(2.3.b)小結：在決策上，由經營團隊運用拜訪客戶，以了解市場的需求，達成經營的

決策。 

(2.3.c)小結：運用創新研發中心的設立，得以整合不同來源的技術文件，以給予其他

研發單位一些未來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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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微星會運用組成經營團隊的方式來拜訪客戶，以了解他們的需求，並且運用創新研

發中心的設立，來整合內外不同技術訊息的來源，以期能有效的找出現有技術可能能運

用的領域，及相互結合的可行性。 

小結： 

經營團隊運用拜訪客戶，以及整合不同來源的技術文件，得以獲取新技術發展及再運用

的機會。 

 

表4-14 微星個案總整理 

項目 觀察

指標 

作法 對企業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N/A N/A 內部

資源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2.1.a)小結：版卡的技術可以應用到多

樣相似的產品上。人員及製造得以隨著

產品需要而作彈性的調動。 

(2.1.b)小結：產品的發展可區分為軟體

以及硬體的部份，藉由模組的整合方式

結合不同的功能來達到新產品的推出。

(2.1.c)小結：設計及製程上的差異愈

大，會影響元件整合的可行性。 

模組化的版卡設計有利於版卡技術多元

的運用到不同的產品線，來増進產品多樣

的推出。但會受到技術規模而影響其效

力。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2.2.a)小結：微星會藉由和上游零組件

供應商維持關係以穩定製造元件來源以

及收集技術的發展訊息。 

(2.2.b)小結：在下游方面，微星藉由設

立全球通路來收集顧客偏好，並且隨著

主要的客戶需求組成團隊來提供一次購

足的服務。 

藉由發展業務團隊對顧客作整體需求的

了解和對供應商方面定期收集技術的發

展訊息，有助於找尋市場發展的機會，及

穩定製造元件的來源。 

內部

協調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2.2.c)小結：資訊系統ERP的輔助，得

以有效的增進內部產品上財務訊息的取

得，以達到功能架構及事業體精神的整

合效果。 

(2.2.d)小結：微星運用團隊的管理方式

來作新產品的開發。 

以專案的團隊架構方式，有利於快速依不

同研發需求組成不同的專業團隊。並藉由

ERP的輔助幫助企業有效認定獲利的產

品，以達到最適分配資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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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2.3.c)小結：在決策的過程中經營企劃

必需扮演專家的角色來提供意見。 

 

由總經理作決策的統整，並且在決策的過

程中，有效的運用經營企劃部門來作整體

事業發展的評估。 

檢視

環境 

(2.3.b)小結：在決策上，由經營團隊運

用拜訪客戶，以了解市場的需求，達成

經營的決策。 

(2.3.c)小結：運用創新研發中心的設

立，得以整合不同來源的技術文件，以

給予其他研發單位一些未來發展的參

考。 

經營團隊運用拜訪客戶，以及整合不同來

源的技術文件，得以獲取新技術發展及再

運用的機會。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標竿 N/A N/A 

 
 (三)松下 

1.松下資源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3.1.a)小結：松下會運用IT的導入，以增進研發到量產推銷一貫作業，並強化員工對科技產

品上的教育訓練。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台灣松下藉由IT的導入，有效的整合研發、製造，以提升產品研發上的成功，

CAD/CAM之應用，可以有效的有設計時，就將製程系統的設計同時考量在內，以有效的

短縮模具、產品開發時間。 

小結： 

導入CAD/CAM的資訊技術，得以短縮模具及產品開發的時間。 

 

資料庫來源： 

(3.1.b)小結：在現有的產品及技術的發展下，運用相關產品功能的結合及共享軟件設

計的方式，來達到快速及多樣產品的發展。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在製程上，我們發現，在產品模組化設計，有助於相關領域的產品作技術的交流，

正如HA家庭機器類的、像是冰箱、洗衣機、電磁鑪等，主要為無論是在電路的設計和

馬達或電子元件的整合以產生不同的功能的產品。因此，松下為了快速達到電子元件的

設計，因此藉由整合這些相關的產品線的功能元件及軟體研發，可以使松下達到產品線

間技術多元組合的效果，以達到相關領域技術的交互運用及桿槓到廣泛策略策略發展的

好處。 

小結： 

松下運用相關產品功能的結合及共享軟件設計的方式，來達到快速及多樣產品的發展。 

 

2.松下協調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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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來源： 

(3.2.a)小結：採用研發人員走入市場，業務的提案制度，有助於松下吸收外部新技術

的訊息來增進新產品開發概念的形成。 

(3.2.b)小結：松下運用記錄文件的方式來增進內外各部門間即時的溝通。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收集外部的訊息是台灣松下業務的日常工作，由日本引入的提案制度，以及生活研

究中心的成立，研發人員走入市場，都是松下即時對外連結台灣顧客需求偏好，以及對

外競爭資訊的訊息，來達到快速反應的重要來源。並且這些訊息的引進也得以進一步的

作為調整產品發展的重要訊息來源。 

小結： 

運用業務的提案制度來獲取即時的市場訊息，以隨市場需求調整至產品的發展。 

 

資料庫來源： 

(3.2.c)小結：將相關的研發及製程整合成獨立經營的單位，以達到水平資源鏈結的綜

效。 

(3.2.d)小結：日系的營運制度形成了各事業重要標準化的協調，使得各事業單位的人

員得以自主獨立的作自我改變。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組織架構的設立是松下協調整合資源的方式，藉由日本松下對事業重新編整，得以

有效的水平整合相關產品研發及製程。並運用獨立的Domain事業體，給予其完整權責

的權限，使得在松下在營運上保有獨立彈性運作，及資源共通的好處。正如台灣松下以

合作的方式來和日本松下作產品及技術上相互的交流。藉由日系的管理制度以及文化使

得台灣松下得以在開發上和日本作相互的交流，因此可以運用專業分工來作關鍵技術開

發上的整合。以到達同時發展的好處。標準化的制度型成了即定協調的功能，以使各事

業的人員得以藉由日本改善的制度，如PDCA循環來達到自我管理的好處。 

小結： 

將相關事業整合成獨立自主運作的研發、生產、製造的Domain單位，以有助於整合建

構水平的資源鏈，並藉由日系的管理制度來達成各事業體自主協調改進的好處。 

 

3.松下長期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3.3.a)小結：松下運用「開始」、「停止」、「改變」以挑戰目前的組織現況。以不斷的

更替組織內部不良的產品及營運方式。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松下藉由「開始」、「停止」、「改變」的三個發展流程，以使各獨立的部門自動的增進在

發展及生產上的效率。創生二十一世紀的實行，藉由各事業集團的整合，以將企業內的

經營體質作革新。各獨立的事業在松下的體制下不斷的作改善的發展，好的經營模式，

得以藉由母公司推廣到不同的事業體系內。故各事業在營運上是既獨立，但也是相互競

爭學習的關係。 

小結： 

運用「開始」、「停止」、「改變」以促使企業找尋最佳的改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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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來源： 

(3.3.b)小結：藉由研發人員走入市場來了解競爭廠商在技術上的黑盒子，以找尋未來

產品市場發展的方向。 

(3.3.a)小結：生活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於研發人員在長期獲得產品開發上的方向。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台灣松下的研發人員不只是扮演研發的角色，很多的研發人員還得在日本受過企劃

的訓練，為的是將來研發人員得以進入市場來找尋產品的發展機會，目的是使這些研發

人員能扮演資訊收集的團隊，來更深入的了解競爭廠商在技術上的黑盒子，有助於松下

未來發展產品技術及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松下也成立了生活研究中心，以找出兩岸

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及對家電的偏好，以有助於研發人員了解在未來新產品發的方向。 

小結： 

研發人員必需找尋產品的發展機會及了解競爭廠商的黑盒子，並藉由生活研究中心的成

立，以獲得產品開發上的方向。 

 

資料庫來源： 

(3.3.e)小結：松下藉由「集中」跟「選別」來協調新、舊產品上資源的分配。 

(3.3.f)小結：商品的開發主要是以高的附加價值為決策準則，通常營業人員的提案扮

演重要角色。當台灣開發比較有高的附加價值或是規模經濟時，就由台灣開發。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在決策的過程中，台灣松下會對商品作整體的規劃考量。尤其是在新、舊的產品上，

新的產品也需要「集中」資源，以有效的導入市場，但是對於舊有的產品必需維持其獲

利，並且也不能放棄， 因此「選別」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台灣松下在未來的發展上，

以整體的產品組合戰略來調適新舊產品的推行，來達到最適的營運決策。 

 

在推出的產品上，台灣松下可以運用自已開發或是導入日本商品的方式來作產品的

發展。然而，在這個考量點下只有一個標竿，那就是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松下

不會採用價格戰的方式和其他廠商作競爭，一方面，他們對於較高階的商品以日本直接

導入的方式引入到國內作銷售，而在自製研發上，也會考量本身具有的專屬技術，來作

為發展高附加價值商品為導向，結合日本松下的全球戰略和當地化的商品開發來作產品

的發展，因此，這樣「高附加價值」的發展產品的決策趨動企業持續不斷的更新產品。 

小結： 

松下運用「集中」跟「選別」來作整體新舊產品發展戰略。並以高附加價值作為未來產

品發展的方向。 

 
表4-15 松下個案總整理 

項目 觀察

指標 

作法 對企業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內部

資源

彈性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3.1.a)小結：松下會運用IT的導入，

以增進研發到量產一貫作業，並強化員

工對科技產品上的教育訓練。 

導入CAD/CAM的資訊技術，得以短縮模具

及產品開發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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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3.1.b)小結：相關的功能元件得以在設

計及製程上達到整合的效果。 

松下運用相關產品功能的結合及共享軟

件設計的方式，來達到快速及多樣產品的

發展。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3.2.a)小結：採用研發人員走入市場，

業務的提案制度，有助於松下吸收外部

新技術的訊息來增進新產品開發概念的

形成。 

(3.2.b)小結：松下運用記錄文件的方式

來增進內外各部門間即時的溝通。 

運用業務的提案制度來獲取即時的市場

訊息，以隨市場需求調整至產品的發展。

內部

協調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3.2.c)小結：將相關的研發及製程整合

成獨立經營的單位，以達到水平資源鏈

結的綜效。 

(3.2.d)小結：日系的管理制度以及文化

使得台灣松下得以快速的整合及吸收日

本的技術及作快速產品的導入。 

(3.2.e)小結：台灣松下運用將人員送至

日本作訓練來獲取相關的技術。 

將相關事業整合成獨立自主運作的研

發、生產、製造的Domain單位，以有助

於整合建構水平的資源鏈，並藉由日系的

管理制度來達成各事業體自主協調改進

的好處。 

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3.3.a)小結：松下運用「開始」、「停

止」、「改變」以挑戰目前的組織現況。

以不斷的更替組織內部不良的產品及營

運方式。 

運用「開始」、「停止」、「改變」以促

使企業找尋最佳的改變方式。 

檢視

環境 

(3.3.b)小結：研發人員必需要走入市場

以找尋市場的需求，第二個就是了解競

爭廠商的黑盒子。 

(3.3.c)小結：以及生活研究中心的成立

有助於研發人員在長期獲得產品開發上

的方向。 

研發人員必需找尋產品的發展機會及了

解競爭廠商的黑盒子，並藉由生活研究中

心的成立，以獲得產品開發上的方向。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標竿 (3.3.e)小結：松下藉由「集中」跟「選

別」來協調新、舊產品上資源的分配。

(3.3.f)小結：商品的開發主要是以高的

附加價值為決策準則，通常營業人員的

提案扮演重要角色。當台灣開發比較有

高的附加價值或是規模經濟時，就由台

灣開發。 

松下運用「集中」跟「選別」來作整體新

舊產品發展戰略。並以高附加價值作為未

來產品發展的方向。 

 
 

(四)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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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歌林資源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4.1.a)小結：歌林在資訊上只用來作員工教育及知識的傳播，較少應用在產品開發系

統。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為了使員工了解全公司的產品及運用，歌林採用種子的制度，在每個部門以及課內找出

一、兩個種子，負責他們部門相關的產品訊息之教育。並以powerpoint來作為教學工

具，以這樣的訓練方式，不但得以達到不同部門知識及訊息傳達的好處，然而IT在產

品發展上的導入並不多。 

小結： 

資訊技術導入的運用還不是很多。 

 

2.歌林協調彈性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4.2.a)小結：歌林使用日報表的方式，記錄競爭對手及市場的訊息，以達到內外訊息

的快速傳達和即時的簡討營運的目的。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文件化對於歌林來說是對外獲取訊息的重要手段，由於家電市場競爭激烈，無論是

在產品的推出或是價值的競爭上都必需時常的去了解，故歌林會派業務人員以記錄日報

表的型式來作對外訊息的記錄。進一步的，文件化也得以增進內部訊息的傳遞，以有效

的將內外部的經營狀況作即時的連結及簡討。 

小結： 

使用日報表的方式來達到內外訊息的快速傳達到生產的排程上。 

 

資料庫來源： 

(4.2.b)小結：歌林藉由總企來作對外商品導入的協調，並以產銷會議整合對內業務及工廠單
位的排程。 

(4.2.c)小結：歌林將研發作外包，並結合歌林母體商品開發的技術，以加快產品導入

的速度。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由於歌林長期的投入在家電的設計上，所以在進入資訊家電的市場時，為了要快速

的導入產品，歌林應用轉投資的方式，以有效的導入外部在資訊市場上的技術，轉投資

涉及產品的引入，以及將研發技術作外包。藉由將研發外包及結合本身設計的能力，來

作新產品快速的市場導入，來作多樣化的產品發展。 

而為了要有效的連結外部的研發及對內的業務和製程，歌林設立了總合企業部門，

以整合內部工業設計單位和外部研發單位在產品上開發的營運單位，以及協調外部產品

作快速的導入，並且每個月固定運用產銷會議的方式來作不同產品導入市場的排程。由

產品引進及導入，一直到進入市場及促銷和追縱都有完整的規劃及目標的設立。主要在

規劃上的目的是希望能有效的控制在產銷上的配合，以運用合理的預測來穩定排程，減

少因市場需求波動而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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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運用轉投資的外包方式以使歌林得以快速的作產品的導入，以達到快速產品推出的效

果。 

 

3.歌林長期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料庫來源： 
(4.3.a)小結：藉由開發會議整合營業主管及製造開發部的意見。每個月有兩次的產銷會議，讓

總合企劃部負責協調業務及製造部在商品所有的導入一直到銷售的狀況。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在新的產品發展時，公司會成立開發會議，在不同的階段，組成所需的人員參加，

為的是能獲取更完整的意見。正如在開發時，會請不同的營業主管來作市場的說明及評

估，在開發的階段會請製造本部的開發單位來作報告，以獲取在技術需求及成本上的訊

息。藉由這樣綜合的考量，一步步且全面的將產品的可行性評估出來。 

小結： 

開發會議整合營業主管及製造開發部的意見來確定所有產品發展流程的排程狀況，以作

產品整體獲利的考量評估。 

 

 

資料庫來源： 
(4.3.b)小結：小結：數位發展中心主是針對內銷、外銷，未來性在作規劃，集合高階的主管以

及工廠技術單位、企劃單位來作決策上的輔助。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歌林成立數位發展中心以進合相關決策單位的主管，如工廠技術單位、企劃單位，

以及各高階主管來參考未來性商品的規劃。這樣的發展單位在作的是比較高層次的規

劃，主要針對未來性來作市場的探討。 

小結： 

運用成立數位發展中心以及整合內部決策的人員，以助於作企業未來整體產品的規劃。 

 

資料庫來源： 
(4.3.c)小結：發展產品線主要是給予消費者多樣化的選擇。並設立主力型的產品。並且，專注

在本身家電設計的優勢，以增進歌林完整品牌的形象。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在發展產品上，歌林以發展完整的產品線為標竿，致力於給予消費者一次購足的服

務。對於一些產品，僅管銷售有限，像是對於新的資訊商品，雖然在獲利上不見得比較

高，但是為了在市場上打出知名度，以及維持產品線的完整性，歌林還是會致力於產品

線的擴展及拉長，穩穩扎扎的發展自已的產品組合。 

小結： 
決定產品發展的領域，以塑成歌林完整產品線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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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歌林個案總整理 

項目 觀察

指標 

作法 對企業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資訊

技術

的導

入 

(4.1.a)小結：運用種子的制度，以集合

不同部門的人員相互交流，達到對內訊

息傳播及教育的目的。 

資訊技術導入的運用還不是很多。 內部

資源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產品

設計 

(4.1.b)小結：歌林的產品來源主要分為

自製、委托製造OEM、與進口。 

主要的產品以導入為主。 

即時

的獲

取市

場訊

息 

(4.2.a)小結：歌林使用日報表的方式，

記錄競爭對手及市場的訊息，以達到內

外訊息的快速傳達和即時的簡討營運的

目的。 

使用日報表的方式來達到內外訊息的快

速傳達到生產的排程上。 

內部

協調

彈性 

發展

模組

化的

組織

結構 

(4.2.b)小結：歌林藉由總企來作對外商

品導入的協調，並以產銷會議整合對內

業務及工廠單位的排程。 

(4.2.c)小結：歌林將研發作外包，並結

合歌林母體商品開發的技術，以加快產

品導入的速度。 

運用轉投資的外包方式以使歌林得以快

速的作產品的導入，以達到快速產品推出

的效果。 

顧問

和其

他挑

戰認

知的

架構 

(4.3.a)小結：藉由開發會議整合營業主

管及製造開發部的意見。每個月有兩次

的產銷會議，讓總合企劃部負責協調業

務及製造部在商品所有的導入一直到銷

售的狀況。 

 

開發會議整合營業主管及製造開發部的

意見來確定所有產品發展流程的排程狀

況，以作產品整體獲利的考量評估。 

檢視

環境 

(4.3.b)小結：小結：數位發展中心主是

針對內銷、外銷，未來性在作規劃，集

合高階的主管以及工廠技術單位、企劃

單位來作決策上的輔助。 

運用成立數位發展中心以及整合內部決

策的人員，以助於作企業未來整體產品的

規劃。 

長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標竿 (4.3.c)小結：發展產品線主要是給予消

費者多樣化的選擇。並設立主力型的產

品。並且，專注在本身家電設計的優勢，

以增進歌林完整品牌的形象。 

決定產品發展的領域，以塑成歌林完整產

品線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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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公司相關策略性彈性因素總整理 
 
表4-17 個案公司相關策略性彈性因素總整理 

構面 構面 東元 微星 松下 歌林 

資源

彈性 

資訊技術的導入* 

CAD、CIM、POP的IT導

入，增進東元在研發及

生產資源的快速調動。 

 

發展模組化產品設計* 

東元運用人機介面上的

模組設計來結合不同的

產品功能，快速發展新

的產品，但會受到技術

的規模及市場的差異而

影響其效力。 

資訊技術的導入 

N/A 

 

 

 

發展模組化產品設計* 

模組化的版卡設計有利

於版卡技術多元的運用

到不同的產品線，來増

進產品多樣的推出。但

會受到技術規模而影響

其效力。 

資訊技術的導入* 

導入CAD/CAM的資訊技

術，得以短縮模具及產

品開發的時間。 

 

發展模組化產品設計* 

松下運用相關產品功能

的結合及共享軟件設計

的方式，來達到快速及

多樣產品的發展。 

資訊技術的導入 

N/A資訊技術導入的運

用還不是很多。 

 

 

發展模組化產品設計 

N/A主要的產品以導入

為主。 

短期

策略

性彈

性的

發展 

協調

彈性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ERP及ASP的投入，有助

於東元即時獲取顧客訊

息以快速的作企業資源

的規劃。 

 

 

 

發展模組化組織結構* 

將相關的事業整合成獨

立自主的事業群，藉由

東元文化制度的導入及

給執行長的授權，來達

到在研發及製造上資源

的整合。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藉由發展業務團隊對顧

客作整體需求的了解和

對供應商方面定期收集

技術的發展訊息，有助

於找尋市場發展的機

會，及穩定製造元件的

來源。 

發展模組化組織結構* 

以專案的團隊架構方

式，有利於快速依不同

研發需求組成不同的專

業團隊。並藉由ERP的

輔助幫助企業有效認定

獲利的產品，以達到最

適分配資源的效果。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運用業務的提案制度來

獲取即時的市場訊息，

以隨市場需求調整至產

品的發展。 

 

 

 

發展模組化組織結構* 

將相關事業整合成獨立

自主運作的研發、生

產、製造的Domain單

位，以有助於整合建構

水平的資源鏈，並藉由

日系的管理制度來達成

各事業體自主協調改進

的好處。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使用日報表的方式來達

到內外訊息的快速傳達

到生產的排程上。 

 

 

 

 

發展模組化組織結構 

運用轉投資的外包方式

以使歌林得以快速的作

產品的導入，以達到快

速產品推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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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

架構* 

整體的評估所有事業的

決策意見，以找出未來

各事業的發展。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

架構* 

由總經理作決策的統

整，並且在決策的過程

中，有效的運用經營企

劃部門來作整體事業發

展的評估。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

架構 

運用「開始」、「停止」、

「改變」以促使企業找

尋最佳的改變方式。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

架構* 

開發會議整合營業主管

及製造開發部的意見來

確定所有產品發展流程

的排程狀況，以作產品

整體獲利的考量評估。

檢視環境* 

在不同市場上以試誤的

方式來作投資，來作環

境機會檢視的手段。 

檢視環境* 

經營團隊運用拜訪客

戶，以及整合不同來源

的技術文件，得以獲取

新技術發展及再運用的

機會。 

檢視環境* 

研發人員必需找尋產品

的發展機會及了解競爭

廠商的黑盒子，並藉由

生活研究中心的成立，

以獲得產品開發上的方

向。 

檢視環境* 

運用成立數位發展中心

以及整合內部決策的人

員，以助於作企業未來

整體的規劃。 

長期策略

性彈性的

發展 

標竿* 

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

的毛利的標竿趨動各事

業部去找尋新產品的發

展機會，以及發現目前

技術整合的可行性。 

標竿 

N/A  

標竿* 

松下運用「集中」跟「選

別」來作整體新舊產品

發展戰略。並以高附加

價值作為未來產品發展

的方向。 

標竿* 

決定產品發展的領域，

以塑成歌林完整產品線

的發展方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代表其構面的資料對策略性彈性是有影響的。 
 
 
 
 
 
 
 
 
 
 
 
第三節 跨個案的分析 
 

一、命題的推演 
本研究主要由策略性彈性的觀點作出發，藉由發展初步的操作化架構，以收集我們

所需的研究資料。在第四章，我們將蒐集的資料依操作作架構撰寫相關小結及整理成個

案資料庫，並整理在表 4-1~4-16。接下來，我們在第四章第二節撰寫各構面對策略性彈
性的意含，運用表格整理出各個案的複現的邏輯，以增進我們理論上的內部效度。最後

在表 4-17列表彙總四家個案的研究構面，以於第五章藉由多重個案的類型比對法來作
個案間相同以及相異點的分析，並嘗試從中獲取過去未提及的相關論點及命題。最後在

理論接近完成時，撰寫策略性彈性的相關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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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理論推演步驟 

 

 
 

 

 

 

 

 

 

 

 

 

 

 

 

 
 

 
 
 
 

 

 

 

 

 

 

第四章 第一節 

資訊技術的導入 
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 
發展模組化組織結構 形成理論 

撰寫策略性彈性

的相關命題。 將蒐集的資料依

操作作架構撰寫

相關小結及整理

成個案資料庫。 

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 

環境檢視 

標竿 

第四章 第二節  

撰寫各構面對策

略性彈性的意

含。運用表格整理

出各個案的複現

的邏輯。 

第四章 第三節 第四章 第三節 

第五章

撰寫個案內資料庫 發展一連串證據鏈

對策略性彈性的意含 東元、微星、松下、歌林 

列表彙總四家個

案的研究構面，以

藉由多重個案的

類型比對法中獲

取相關的命題 

跨個案的比較分析 

類型比對 

相同點 

相異點 

發展最終理論 

表4-1~4-12 表4-13~4-16 表 4-17 表 4-18~4-20 

短期策略性彈性

的發展 
發展資源彈性 
發展協調彈性 

長期策略性彈性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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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個案分析 
 

在這四個個案內，我們運用先前整理的個案訪談資料庫於表4-17，以進一步的作

跨個案的比較。依照組織例規的各個構面，導出在策略性彈性上複現邏輯的相關的命題。 

 

(一)、資源彈性與策略性彈性 

 

在資訊科技的導入方面，我們發現在研發上導入CAD系統，以及在生產上導入CIM

系統，可以增進企業在發展產品時，作產品研發及生產系統上的連結，以在隨著顧客的

需求快速的作流程的調整。在訪談的公司內，東元很早就導入了CAD和CIM系統，並在

POP銷售資訊的整合下，達到產銷同步化的效果。而松下則是藉由CAD/CAM系統的導入，

以減少模具開發的時間，來增進產品原型快速發展及量產的好處。因此，資訊科技的導

入有助於企業快速作產品的開發。 

由東元、松下、以及歌林等三家公司我們推出命題1a如下，而微星在資訊科技的

導入因為較少公開資訊，所以沒有實際的收集到，另一方面，歌林在資訊科技的導入較

少，只將資訊科技運用在員工教育上。 

 

命題1a：導入資訊系統得以有效的連結研發及製程的設計，來達到快速原型的開發及
流程的發展。 
 

在內部資源彈性方面，由這四家企業的產品線，流程或是產品設計上具有可模組化

的特性，可以達到資源彈性的好處，以將現有的技術藉由連結到不同的產品或是局部創

新的方式，達到廣泛產品發展之目的。由於家電以及資訊類的產品常具有比較高模組製

程及產品設計的特性，故使得企業可以運用不同功能及元件的結合，像是家電結合不同

資訊的功能，以推出廣泛的產品來達到滿足顧客選擇的目的。正如東元的核心能力是馬

達的技術，但運用在人機介面上組合不同的功能得以發展出多樣的家電產品來滿足消費

者廣泛的需求。而微星的核心能力為板卡的發展。藉由板卡產品的相互組合，及隨著板

卡及軟體介面的組合，可以形成不同功能的電路版，以廣泛應用在電腦、電子、通訊、

家電的產品上。台灣松下藉由家電產品模組的特性，有效的將軟件開發技術及電路設計

作統整，以整合相關領域的研發資源來廣泛應用到不同的產品上，達到技術共同分享及

產品快速發展的好處。因此，發展模組化的技術以及產品設計，有助於運用現有的技術

及能力來快速的發展多樣的產品。 

在這個構面由東元、微星、以及歌林等三家公司我們推出命題1b如下，由於長期

下歌林主要以代理三菱的產品為主。所以在家電產品上模組化的觀察並不明顯。 

 

命題1b：發展模組化的技術以及產品設計，有助於運用現有的技術及能力來快速的發
展多樣的產品。 
 

僅管模組化的產品設計有助於企業藉由組合產品的研發及技術來作快速的產品發

展。然而，其效果可能受到技術的規模以及市場所限制。正如，東元的馬達技術由於所

提供的市場差異大，所以劃分成家電用及工業用，以去減少在不同市場上的整合及管理

成本，而微星的主機板也會去將筆記型電腦的研發獨立出來，因為在筆記型電腦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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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板卡差異比較大，所以必需將其獨立出來，因此，筆記型電腦的技術及產品就無

法像一般的主機板的技術一樣作廣泛的移轉和應用。故在這個構面我們由東元以及微星

推出命題1c。 

 

命題1c：產品設計及技術的模組化應用會受到技術的規模及市場的差異而有限制。 
 

由個案實証，藉由導入資訊科技的研發及生產技術，使企業得以藉由生產及研發資

源的彈性調動來増進產品推出的速度，另一方面，企業藉由模組化的整合技術，運用不

同功能及元件的結合，以及不同技術整合的效果，因此有助於企業發展更廣泛的產品選

擇，達到更多樣客製化產品推出的好處。因此，資訊技術的導入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使企業在產品競爭的市場上，有能力發展廣泛的產品策略，來達到短期即時應對環境的

好處。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命題1c，當企業所面對的市場差異以及技術的規模差異

愈大，會限制企業在模組化在資源調動上的彈性。 

 

命題1d：藉由資訊技術的導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可以增進一個企業快速發展多樣的
產品，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但市場差異以及技術
的規模差異愈大，會限制彈性運用模組化產品設計的效力。 
 

表4-18：發展資源彈性之初始及驗証命題比對表 

初始命題 歸納命題 驗証命題 

命題1a：導入資訊系統得以有效的連結

研發及製程的設計，來達到快速原型的

開發及流程的發展。 

命題1b：發展模組化的技術以及產品設

計，有助於運用現有的技術及能力來快

速的發展多樣的產品。 

命題1：藉由資訊

技術的導入及模

組化的產品設計

可以增進一個企

業的資源彈性，

以利於企業發展

短期的策略性彈

性來應對環境的

不確定性。 

命題1d：藉由資訊技術

的導入及模組化的產品

設計可以增進一個企業

快速發展多樣的產品，

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

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

的不確定性。但市場差

異以及技術的規模差異

愈大，會限制彈性運用

模組化產品設計的效

力。 

 

命題1c：產品設計及技術的模組化應用

會受到技術的規模及市場的差異而有限

制。 

 

經由和初步理論命題的比較，本研究認為在資源彈性上，企業運用在研發及生產上

資訊科技的導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都可以有效達到資源彈性的效果，唯一差異有於

產品技術的市場及規模上的差異，會影響企業在模組化產品設計上的效果。 

 

(二)、協調彈性與策略性彈性 

 

企業彈性的協調能力發展包括即時市場訊息的獲取，以利於企業規劃及整合本身所

具有的產品發展資源，來達到短期快速調適本身應對短期環境變動的效果。即時的訊息

包含了供應商的技術發展、顧客對未來產品的偏好、需求的波動，甚至是競爭者在未來

產品發展及技術上的情報。即時訊息的獲取得以由資訊系統來提供，正如東元藉由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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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ERP、ASP有助於即時連結大型客戶的需求，以藉由整合的資訊網路連結東元內部

生產及發展的流程安排。另一方面，業務人員也扮演一個即時訊息獲取的重要角色。像

是而松下運用業務的提案制度，以將業務人員的訊息快速由下而上反應到產品的安排。

而歌林則是運用日報表的方式，每日監控競爭者的訊息，以作企業內部即時策略的簡討

及快速的生產排程的規劃。因此，即時訊息的收集，有助於企業快速作出最適的資源規

劃，以配置應對快速變動環境所需的資源鏈。 

微星會發展業務團隊以定期的了解顧客的整體需求及供應商在未來技術發展的訊

息。這樣的作法一方面是去了解顧客是否對於產品有新的需求，以及穩定在生產上關鍵

元件的供應，所以這樣訊息的獲取對於微星在資源安排的幫助上比較不顯著。可能原因

為資訊產業的主要變動來源在於科技的提升上，故微星必需花較多的時間和原件供應商

作資訊的交流。 

在這個構面由東元、微星、松下、以及歌林等四家公司我們推出命題2b如下： 

 

命題2a：即時的訊息整合，有助於企業快速隨市場變動作資源的安排及規劃。 
 

藉由談訪的資料收集，模組化的組織結構有利於企業發展鬆散連結的組織來協調產

品發展的相關資源，以達到相關企業資源桿槓的好處。正如，東元運用設立執行長來整

合相關市場的事業群產品研發及製造的資源，以形成獨立自主的營運單位。並藉由文化

制度導入在新的轉投資事業，以讓事業在即定的協調下，達到研發相互學習及營運系統

相互支援的好處。而微星運用自主性專案團隊的架構，來實行研發的任務，一方面，得

以方便依不同板卡研發上的需求作人員的快速調動，來達到相關技術的移轉，另一方面

也藉由全公司發展ERP來達到協調各獨立專案的控制，以實現功能架構及事業體精神的

彈性運作效果。松下藉實行創生二十一世紀計劃將組織內相關領域的事業整合成研發、

生產、製造獨立自主運作的Domain單位，以落實相關產品發展資源的集中和整合，並

且藉由全面實行日系的管理制度，以管理各獨立事業單位的策略運作。故模組化的組織

結構，一方面形成獨立自主的營運單位，以獲得在技術及生產資源彈性調動的好處，另

一方面，在即定的協調方式，如管理制度，來達到獨立單位間的協調及控制。 

歌林由於過去是以產品的導入為主要的營運方式，在面對市場競爭快速的資訊家電

變化下，藉由設立對外協調的總合企劃單位來作為產品快速導入的窗口，而在模組化的

組織結構發展上關係並不強，在面對快速變動的環境需求下，由於模組化的產品設計以

及運用在生產及設計上的資訊化程度不高，因此，歌林只能運用轉投資來導入產品或是

作設計及研發的外包來應對變動的環境。所以彈性的資源建構對於企業協調發展方式是

有一定的影響。 

因此在這個構面由東元、微星、以及松下等三家公司我們推出命題2b如下： 

 

命題2b：運用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得以在即定的管理制度下，協調內部獨立營運單位作
生產及研發資源的重組及重構。 

 

由個案分析可以發現藉由即時市場訊息的獲取，無論是藉由資訊科技來對市場訊息

的連結或是藉由研發及業務人員的努力收集，都得以幫助企業快速作生產資源的安排及

規劃，有助於企業短期應對環境顧客需求的波動或是偏好的變動，及幫助企業找出最適

資源分配及建構的方式。而模組化的組織結構進一步的達成這樣的效果。鬆散連結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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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發展活動可以使企業達到產品線間生產資源彈性調動及桿槓的好處。在制度的協調介

面下，企業得以有效的管理各獨立的營運單位作事業間的重整，來達到多元產品發展的

好處。因此，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及模組化的組織設計，有具於企業發展彈性協調資源

的流程，以彈性的整合及規劃相關產品發展資源來達到短期即時應對環境變動的好處。 

 

命題2c：即時的獲取市場訊息、及發展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可以增進一個企業產品發展
資源的規劃及彈性調動，以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應對環境的不確定性。 
 

表4-19 ：發展協調彈性之初始及驗証命題比對表 

初始命題 歸納命題 驗証命題 

命題2a：即時的訊息整合，有助於企業

快速隨市場變動作資源的安排及規劃。

命題2：即時的獲取

市場訊息、及發展模

組化的組織結構可

以增進一個企業的

協調彈性，以利於企

業發展短期的策略

性彈性來應對環境

的不確定性。 

命題2c：即時的獲取

市場訊息、及發展模

組化的組織結構可

以增進一個企業產

品發展資源的規劃

及彈性調動，以利於

企業發展短期的策

略性彈性來應對環

境的不確定性。 

 

命題2b：運用模組化的組織結構得以在

即定的管理制度下，協調內部獨立營運

單位作生產及研發資源的重組及重構。

 

對照初始命題與歸納的命題企業發展協調彈性可以增進潛在的策略性彈性。而企業

發展彈性的協調流程主要是能夠幫助企業作即時的資源規劃及彈性調動，來增進本身產

品發展資源的多元運用，以進一步的擴大一個企業發展多樣及快速推出產品的潛力。在

這樣的協調發展下，有助於企業發展短期的策略性彈性來即時的應對不確定性的環境。 

 

(三)、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 

 

決策的整合是企業發展明智策略選擇方案的重要步驟。如果企業能夠大大的整合不

同來源的決策訊息以及意見，像是東元連結不同事業單位執行長的決策，微星在產品決

策時整合經營企業部門對整體營運的評估，或是像歌林整合不同營業主管及廠技術單位

的意見都得以幫助企業發展更多全面最適企業發展的策略方案。因此大大的增進一個企

業發展策略選擇來應對長期環境變動的潛力。因此，透過企業內部相關領域專家以及整

合不同來源的意見，得以讓企業有更多的機會作全面完整方案的發展及評估。 
在這個構面我們依據東元、微星、以及歌林等三家公司推出命題3a如下，而松下

在決策時，則是藉由對各營運單位充分授權的方式，以讓各事業單位主導自我的決策，

決定本身事業未來要開發何種產品、要停掉何種產品、以及不斷的作改變來達到產品線

不斷的更新及改善。因此，松下主要以程序來挑戰現有決策者的認知，以幫助決策者不

斷的去思索現有產品線需要改變之處，以維持產品線不斷改善的動力。 
 

命題3a：整合不同來源的意見及專家的輔助，讓企業有更多的機會作全面最適決策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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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的產品策略時，環境的檢視對於企業來說是一項重要手段，我們的訪談中發

現企業搜尋的活動得以運用多重的方式來達成，而除了日常生活的業務得以用來扮演外

部市場訊息收集的角色外，對於長期的組織發展而言，研發人員對於技術的搜尋也是相

對重要的。研發人員本身具有對技術的洞察能力，以及對技術的了解較深入，故像是微

星及松下運用研發人員直接面對顧客，有助快速的找尋未來產品發展的想法，以將顧客

的需求連結到長期產品發展的概念中。甚至研發人員在面對競爭者技術上的黑盒子(未

知的技術)時，也得以藉由逆向工程作技術性的學習。 

其他如松下生活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歌林的數位發展中心，同樣也是欲藉由長期

對顧客使用習慣及偏好的調查，來幫助企業未來在開發產品時，能作為發展產品概念上

的參考，因此，企業藉由不斷的檢視環境訊息，有助於企業找尋未來更廣泛的產品市場

發展的機會。 

因此這個構面我們由東元、微星、松下以及歌林等四家公司推出命題3b如下： 

 

命題3b：企業藉由不斷的檢視環境訊息，有助於找尋未來更廣泛的產品市場發展
的機會。 
 
在標竿的構面上，藉由資料的整理，我們發現企業對於未來產品的發展方向通常具

有一定的標竿，標竿有兩個作用，一是讓決策者得以衡量及評估企業是否需要改變現有

產品的策略，正如，東元藉由創造營業額、增加產品的毛利，來讓各事業不斷的致力於

發展具有價值的產品。另一個標竿的作用是指引著企業在未來產品的發展方向，正如歌

林以達到全面性產品的組合為標竿。因此在產品線的發展上以滿足顧客一次購足需求為

發展目標。松下運用「集中」和「選別」來作新舊產品發展上的標竿。主導著企業在產

品的發展上集中資源在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但不能放棄其他的產品線的維持。 

這個構面我們由東元、依據松下以及歌林等三家公司推出命題3c如下，但在這個

構面，微星沒有強調的標竿，因此關係比較不顯著。 

 

命題3c：標竿趨動企業主動去的找尋改變的策略，以及指引企業未來發展產品策略的
方向。 

 

藉由前述，我們認為檢視環境、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及標竿管理有助

於企業維持長期的策略性彈性，藉由不斷的找尋及完善的收集長期產品發展的訊息、運

用顧問來輔助決策的規劃，和藉由設立標竿趨動企業不斷的找尋新產品的發展機會，使

得企業有能力減少在決策上的限制，以助於決策者能夠主動的發展更多長期改變的策

略，及幫助企業在未來產品策略發展上的機會。 

因此，這個構面上依據東元、微星、松下以及歌林等四家公司，我們推出命題3d

如下： 

 

命題3d：標竿、檢視環境、以及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可以幫助企業維持在
未來產品策略發展上的機會，以應對長期環境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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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決策程序，搜尋例規與指引之初始及驗証命題比對表 

初始命題 歸納命題 驗証命題 

命題3a：整合不同來源的意見及專家的

輔助，讓企業有更多的機會作全面最適

決策的發展。 

命題3b：企業藉由不斷的檢視環境訊

息，有助於找尋未來更廣泛的產品市場

發展的機會。 

命題3：標竿、檢視

環境、以及運用顧問

和其他挑戰認知的

架構可以增進一個

企業發展長期的策

略性彈性來應對環

境的不確定性。 

命題3d：標竿、檢視

環境、以及運用顧問

和其他挑戰認知的

架構可以幫助企業

維持在未來產品策

略發展上的機會，以

應對長期環境的不

確定性。 

 

命題3c：標竿趨動企業主動去的找尋改

變的策略，以及指引企業未來發展產品

策略的方向。 

 

    對照初始命題與最後我們所歸納的命題同樣認為檢視環境、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

知的架構、及標竿管理得以達到企業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維持。藉由環境訊息的收集及技

術的學習得以增進方案的發展廣度。在發展產品的過程中整合不同來源的決策意見，可

達到企業全面最適的方案發展。最後，標竿趨動企業不斷的去找尋新的發展機會，而不

受限於目標的營運狀態中。故運用檢視環境、運用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及標竿

幫助企業維持在未來產品策略發展上的機會，也維持了企業長期策略發展上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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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正如本研究所示，企業藉由發展策略性彈性，有助於應對不確定性的環境。在彈性

資源的發展上，企業藉由資訊系統導入在研發及生產流程上，以及模組化的產品設計，

都得以使企業達到彈性資源的運用以運用建構創新的方式來達到更廣的產品策略發

展。模組化的產品可以有效的使企業桿槓目前的產品元件及研發技術，並藉由不同元件

的組合，來達到快速產品推出的好處。尤其是在家電市場上，新的產品，可能只是功能

上的不同，或是在功能設計、電路版配置上的不同。因此，運用部分創新的概念，有效

的運用組合現有的技術及產品，可以讓企業獲取多樣化滿足顧客需求及達到快產品發展

的目的。另一項本論文的發現是，企業藉由模組化的產品或元件組合的效果，可能會受

到市場差異以及技術的規模差異所影響。僅管技術是共通以及具有組合的特性，然而，

在發展這樣產品的模組整合時所發展出額外的管理成本過高時，企業只能將產品或是技

術作獨立的劃分。 

  

接著，在發展協調企業資源的流程上，即時的獲取訊息有助於企業作立即的簡討及

調整本身的營運策略，而模組化的組織設計，更進一步的建構企業彈性的資源鏈，以隨

著市場環境的需求變動，快速的桿槓本身的資源及發展所需的資源組合。而連結企業結

構到產品設計上，也可以發現模組化的組織必需在具有模組化的產品架構下才得以被良

好的運行。正如歌林在產品的發展上，未運用模組化來作產品的開發，因此在面對環境

的變動下，改採用外部資源，如產品的導入或是藉由外包的方式來達到產品的推出。故

一個企業的協調流程和其彈性資源鏈的建構是有一定關連。 

 

最後，除了短期彈性資源以及彈性協調的運用外，長期策略的規劃也是企業重要的

策略性彈性來源。企業必需藉由多方面專家的意見、檢視環境、及標竿的設立以不斷的

找出未來企業發展的方向，以事前的規劃未來企業彈性資源及彈性的協調能力所發展的

範圍。正如個案所示，我們發現在決策的過程中，藉由整合性會議適時的整合各方面的

決策以及運用專家的意見來作輔助，都得以有效的增進決策方案發展的多樣及全面性。

而環境的檢視也成為企業未來發展產品的重要參考指標。故僅管企業所面對未來的環境

具有不確定性，但藉由多方面專家的意見、檢視環境、及標竿的設立，得以使企業能夠

主動的意識到改變、進而在多方面決策想法的獲取，來増進企業發展更多及更適合企業

應對環境的策略選擇。除了有助於減少未來環境變動對企業的影響外，也幫助企業事前

作改變的規劃，以減少組織急劇的改變所帶來的風險，而達成企業連續演化的好處。 

 

本論文藉由Sanchez(1995)的理論，觀察企業如何在產品競爭的市場上應對不確定

的環境，使我們清楚的了解企業如何在短期和長期作策略性彈性的發展。短期的策略性

彈性來源在於策略的桿槓，如何桿槓現有的技術、產品元件、以及產品發展的流程，並

在良好的管理架構的協調下，發揮應有的效率。長期的策略性彈性發展在於廣泛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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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不同來源的意見及訊息，以增進決策者在即有認知的限制下還能夠去維持長期廣泛

策略發展的潛力。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策略性彈性提供了一個良好觀察組織應對環境的架構，並且也說明了組織全面資源

彈性與協調彈性應如何在長、短期相互的配合運作才得發展潛在應對環境的效果。對於

企業而言，Sanchez(1995)所提出的技術創新方式，得以為企業發展彈性的研發及產品

發展資源，並在管理創新的帶領下，藉由模組化的組織結構進一步整合協調廣泛的企業

資源鏈到產品策略目標上。這樣的資源彈性及協調彈性發展，有助於企業內部資源作快

速的桿槓及重構來應對短期市場的變動。更進一步的，Sanchez(1997)提出在長期，企

業必需藉由顧問和其他挑戰認知的架構、檢視環境、以及標竿管理來促進企業找出目前

潛在的策略性缺口，以持續不斷的以長遠的眼光，來規劃和發展適合未來企業資源彈性

及協調彈性。因此，Sanchez(1997)提出了企業如何發展策略性彈性來應對變動環境的

完整架構。 

 

本論文應用Sanchez(1997)所提出的策略性彈性架構來作實証分析，但策略性彈性

的應用及發展是具有多面向的，我們可以發現，資訊技術通常是一個主要影響企業發展

彈性的來源。IT的導入如CAD/CAM有助於輔助模組化產品的設計，因此達成了企業彈

性資源發展的目的，而更進一步CADD、ERP等協調相關流程的資訊技術也幫助一個企業

如何在營運上發展彈性的調動產品發展流程的協調技術。所以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相信

未來會有更多樣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構面。我們的論文只能就目前的產業狀況以及資訊技

術的發展來作觀察和實証。期望未來的研究者也能由其他的構面，如SCM供應鏈管理等

來作一個企業發展策略性彈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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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1.在訪談的內容上，本論文以訪談資料為主，次級資料為輔，以發展一個有效的實証分

析，因為所需觀察及收進企業的資料比較廣，故在收集資料上是有限的。所以，在觀察

上，可能不如單一個案的分析來的深入。建議後來的研究人員得以由單一的個案多重人

員的訪談來作更進一步命題的探討。 

 

2.受訪者的背景不同，可能會導致訪談的內容受到影響，故此也是本研究限制的一個項

目。由於訪談者是便利的抽樣，僅管受訪者都是一般公司的決策人員，也都會參與企業

的決策過程，但在決策上，他們不是最高的決策人員(CEO)，這也因此形成我們在訪談

資料取得上的一項限制。僅管如此，為了能更客觀的作資料的分析及減少資料的誤差，

相對的，我們也會在事前及事後以次級資料來作對照及輔助，以多重資料收集的方式來

增進在我們資料和實証上的可性度。 

 

3.就國外策略彈或的相關文獻都在資訊與家電產業的領域上作研究，因為這個產業的產

品設計具有高度的模組化特性，因此，我們的結論僅適用於這兩種產業。然而，在高度

技術創新或較少運用模組化來作產品發展的產業，運用本研究的架構來發展策略性彈性

可能會有限制，因此，未來的研究者在研究策略性彈性的發展時，可以去收集不同產業

的資料，以作策略彈性在不同產業上發展的比較分析。 

 

4.國內對於策略性彈性的研究並不多，而國外主要的研究以模組化的產品設計或是彈性

的資訊系統對產品策略的影響為主，因此在研究彈性的協調、以及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

展只能就少數的文獻來作理論的建構，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在找尋更多元的構面來作理論

的發展及探討。 

 

5.本研究在歸納命題上是由部分個案公司的驗証命題導出來，由於每家個案在資料收集

的限制導致得在我們得在有限的資料中作各家公司驗証命題的推理，因此，歸納命題是

由部分公司所推導出來的。我們在表4-7中將對策略性彈性有影響的企業構面打*，以

讓後續研究者對我們的命題如何由各公司推導出的過程能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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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下，組織必需要不斷的演化以達到環境適應的目的。近年來

Sanchez(1997、1999、2002)所發展的策略性彈性理論(strategic flexibility)，認為

企業得以藉由發展彈性的資源以及彈性的協調能力來達到應對快速變動環境好處。並提

出不同應對環境的發展方式，像是建構模組化的產品設計及模組化的組織設計等，可以

有效的讓企業藉由桿槓本身的資源來維持策略發展的潛力。除了運用桿槓本身的資源及

能力以即時應對環境外，長期策略性彈性的發展也是重要的，在長期下，現有的資源及

能力可能不足以應對變動的環境所需，甚至會演變成企業核心僵化的來源，因此，不斷

的發展新的資源及能力作核心能力的更新，也是維持企業長期應對環境的重要工作。 

  

本研究採多重個案研究法，運用深度訪談的方式來作資料的收集。運用收集和分析

東元電機、微星科技、台灣松下、及歌林等四家企業，以了解企業如何有效的發展策略

性彈性，最後根據研究的結果對未來研究者提出些許建議，以期能對個案企業和後續研

究者有所助益。 

 

 

 

 

 

 

 

 

 

 

 

 

 

 

 

 

 

關鍵字：策略性彈性、資源彈性、協調彈性、控制循環 

key words：strategic flexibility、resource flexibility、coordination 

flexibility、control l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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