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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據熊彼得的觀察研究，任何一個長期的經濟循環，幾乎都是源於一組技術創新並且能

夠普及到人們的一般生活當中。在其觀察中，熊彼得指出：在 18世紀末期，一波長達
60年的經濟擴張與收縮，就是來自於水力、紡織及鐵的廣泛應用；接著在 19世紀中則
出現蒸汽、鐵路及鋼鐵；到了 20世紀初，電力、化工及內燃機的普及應用，都分別帶
動兩次相當長的經濟循環。 
    在 20世紀中熊彼得過世後，對於這樣的觀察其實也未曾間斷。英國經濟學人在 1999
年二月的專刊中(The Economist, 1999)，則綜合各家延續熊彼得的觀察研究，認為 20世
紀中後，是在石化、電子及航空等技術創新的驅動下，帶動了一波維持約 40年的經濟
循環。並且研判在 80年代打下相關技術基礎，自 1990年代初，展開以半導體、光纖、
基因及軟體等關鍵技術為基礎的經濟循環。最後，經濟學人也特別綜合這些觀察，指出

在這些近代幾個長期的經濟循環中，每個循環的週期長度是逐次遞減，從最早的 60年
遞減到 30-40年左右，因而推測最近一次的經濟循環將可能僅會維持大約 25-30年左右。 

 問題 1-1：在觀察技術發展的工具中，有所謂的「S曲線」的概念，請問何謂「S

曲線」？(4 分) 

 問題 1-2：請嘗試以「S曲線」的概念，描繪出熊彼得所觀察的長期循環。(8 分) 

 問題 1-3：在個人電腦的發展歷程中，其實也歷經相當多個世代的轉變，請問這些

各個世代的轉變，與熊彼得的長期發展循環觀察關係為何？請利用「S曲線」的概

念描繪出來。(8 分) 

 

二、 台灣近幾年各式咖啡連鎖店林立，咖啡店創業是近幾年都一直名列為台灣前十大最熱門

開店創業的第一名，據估計全台灣大大小小的咖啡店已近 10 萬家，咖啡市場規模有 250
億，且每年有 20%的成長率，咖啡店的商機也高達 50億以上。許多國外的知名咖啡連
鎖更和台灣食品大企業合作，迅速在台灣擴展連鎖版圖，諸如：星巴克(Starbucks 
Coffee)、is Coffee、KOHIKAN Coffee、丹堤咖啡、羅多倫咖啡、怡客咖啡、西雅圖咖
啡、壹咖啡⋯等 
    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8年由美國星巴克與台灣統一集團旗下統一企業、
統一超商 3家公司合資成立。美國星巴克公司總裁霍華．蕭茲先生經營咖啡事業著重在
人文特質與品牌堅持，強調尊重客戶與員工，甄選本地優秀人才培育訓練，並堅持採購

全球最好的咖啡豆烘培製作，提供消費者最佳的產品與最舒適的消費場所，他說:「星
巴克不只是一種潮流，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星巴克創造出各種咖啡冰淇淋，並航空公

司以及連鎖書店等強勢通路進行異業聯盟，至今已成為當今全球及台灣精品咖啡領導品

牌。 
    然而，2002年 2月於台中市成立的壹咖啡，看準了台灣還有更龐大的上班族咖啡
外帶市場尚未開發，重新把冰咖啡定位成泡沫紅茶般的外帶獨享「飲品」，而非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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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咖啡館沙發品味的熱咖啡；並且以一杯 35元的冰咖啡成功打進了原本不喝咖啡的
族群。「壹咖啡有超過七成以上的消費者原先不喝咖啡，」一手創立壹咖啡品牌的文軒

國際總經理顏文山指出。 
    壹咖啡成功地抓到了外帶冰咖啡的商機，提升業界忽視的冰咖啡品質。價格不到星
巴克的一半，卻快速在全台灣建立起近三百家連鎖加盟店，令咖啡龍頭星巴克備感威脅。 

 問題 2-1：請論述星巴克在全球佈局下以連鎖經營成功之必備要素？(4 分) 

 問題 2-2：請論述壹咖啡如何在百家爭鳴的市場中，以異軍突起之姿，成功進入市

場之競爭策略？(4 分) 

 

三、 海暢公司初期由貿易業及 OEM創業起家，經過多年的奮鬥，磨練出優越的製造技術與
開發設計能力，進而快速提升到 ODM階段，並於二○○二年初建立了「FRANZ法藍
瓷」品牌，正式進入 OBM時代。並於二○○二年夏天紐約國際禮品展初試啼聲，獲得
最佳禮品獎之殊榮。法藍瓷總經理陳立恆表示，20、30年來海暢實業在生產技術、材
料研發及創意設計上，贏得歐美廠商的口碑，因此建立了相當密切的人脈關係，吸收了

各地的商業經驗，更是他們自創品牌的養分。他們以西方新藝術的流暢線條，融入了東

方典雅的人文氣質，創造出不同於歐美、日本風格的「新瓷器時代」，這也是為什麼法

藍瓷身為全球瓷器的後發品牌，卻能快速躥升的主因。 

 問題 3-1：請問所謂價值鏈基本上應該涵蓋哪些部分？(4 分) 

 問題 3-2：OEM及 ODM所代表的意義為何？(4 分) 

 問題 3-3：一般對於智慧資本的定義，包括哪些部分？(8 分) 

 問題 3-4：可否依海暢公司的各發展階段，嘗試解釋其各階段可能累積的智慧資本

類型或內容？(11 分) 

 問題 3-5：如果從智慧資本的角度來看，您覺得法藍瓷能夠成為「後發品牌」的關

鍵成功因素為何？(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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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 1990年後，電子電器業附加價值率走低似乎是普遍的趨勢。如附圖所示，美國電子
電器業的附加價值率在 1990年高達 49.54%，爾後持續下降，1996年降至 42%左右，及
至 2000年降至 40.48%。日本電子業的附加價值率相對平穩，但亦呈現下滑走勢，由 1992
年的 39.31%降至 2000年的 38.99%，至 2002年降至 37.56%，但仍遠高於台灣或南韓的
水準。就我國而言，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業之附加價值率，在 1992年為近年最高水準，
達 27.4%，爾後一路下降，1999年低於 25%，2002年更降至 23.28%。同樣地，韓國電
子業自 1990年的 26.93%，爾後節節下降，1992年跌至 23.35%，1998年跌破 20%，為
19.41%，2001年為 19.24%。一般認為高科技產業—電子業享有較高的附加價值率，主
要在於高科技產業其投入有著較多之知識內涵，但這種論點可能比較符合美、日等先進

國家的模式，未必在台、韓等中進國獲得支持。可發現歷年美、日兩國電子業之附加價

值率分別為 40.5%(2000年)~49.6%(1990年)、36.1%(2001年)~39.3%(1992年)，均高於
該國製造業水準 35.6%(1997年)~37.1%(1994年)、35.1%(1990年)~37.9%(1999年)，反
映美日兩國的電子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率高於一般製造業，符合一般的觀點。但是，台、

韓兩國的電子業的附加價值率並未高過該國製造業。例如，歷年我國的電子電器業的附

加價值率介於 25.4%(2000年)~27.2%(1990年)之間，低於製造業的 26.1%(2003
年)~32.4%(1993年)。同樣地，韓國的電子電器業的附加價值率介於 19.2%(2000
年)~26.9%(1990年)之間，亦低於製造業的 26.1%(1990年)~28.4%(1994年)。附表為產業
別附加價值相關經濟產出指標之基本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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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日、台、韓電子產業附加價值率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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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美、日、台、韓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之趨勢 

指標 定義與內涵 限制或但書 
（國內） 
附加價值 

♦ 根據 GDP概念，所計算出之個
別產業在國內（包括本國人及

外國人）所創造出來之附加價

值。 
♦ 附加價值＝總產出-（來自其他
產業部門與國外）中間投入。

♦ GDP＝工資＋租金＋利息＋利
潤＋折舊＋間接稅淨額 

♦ 因為是以 GDP概念為基礎，故
無法反映本國廠商在海外所創

造出來之附加價值。 
 

（國內） 
附加價值率 

♦ 附加價值/總產出 ♦ 產業分工越細，由於其中間投
入較多，故附加價值率越低，

尤其受國際分工的影響。 
產業關聯效果 ♦ 個別產業使用其他部門產出

（向前關聯）或做為其他部門

投入（向後關聯）的經濟價值

比重。 

♦ 向後關聯效果受國際分工與進
口比重的影響。 

♦ 向前關聯效果視其出口比重而
定。 

資料來源：中經院研究。表 產業別經濟產出指標之基本詮釋 
 

 

 問題 4-1：請從國際價值鏈分工的角度，闡述台、韓與美、日各國在電子產業附加

價值率的差異。(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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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4-2：請從台商對外投資與國際化型態的角度，分析台灣電子產業附加價值走

低的時間序列趨勢。(8 分) 

 問題 4-3：請問隨著我國資訊電子業者朝高階產品或製程發展，對於本土附加價值
率與產業關連性會產生什麼樣的影響？(11 分) 

 問題 4-4：PC 產業與 IC 產業同樣是以代工業務為主，但是目前 IC 產業的毛利率及

附加價值率仍遠高於 PC產業，請申論其理由。(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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