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97-3-001 

九十七年度資深產業分析師測驗 

產業情勢前景個案分析 
 

請不要翻到次頁! 

讀完本頁的說明，聽從監試人員的指示才開始作答! 

※請先確認你的准考證號碼、座位貼條、答案卷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請自行閱讀以下測驗作答說明： 

測驗說明： 

這是資深產業分析師測驗，產業情勢前景個案分析的試題，題

本採單面印刷，共 3 頁，有 15 題簡答題，請依每大題之個案敘

述填寫適當的答案。測驗時間共 90 分鐘。作答開始與結束請聽

從監試人員的指示。 

 
注意事項： 

所有試題均為簡答題，答錯不倒扣。 

試卷及答案卷不得攜出考場。 

 
作答方式： 

請依每大題個案敘述下之問題，填寫適當的答案。將您的答案

填於答案卷內 



一、 傳統的蝦類養殖方式因蝦病、產量及地層下陷所造成龐大的社會成本，已不適合在台灣

繼續發展。有鑑於對生態環境改善之使命感，「魚」公司嘗試研發比一般傳統處理方法，

更有效更節省土地、設備費用的廢水處理方法。結合國內養殖、水處理、機械、電機、

土木、水利、行銷及財務等，學者專家，共同開發出自動化循環水養蝦系統。 

 問題 1-1：請問「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re property)」有哪些類型？(3 分) 

 問題 1-2：請問對於業者所開發的「自動化循環養蝦系統」，業者可能可以採取哪些

類型的智慧財產保護措施？(3 分) 

 問題 1-3：如果業者對於「自動化循環養蝦系統」的營運模式，係採系統出租及蝦

苗銷售的方式進行，目標顧客係以社區或大型餐廳為主，請問業者應當如何進行智

慧財產保護？(10 分) 

 問題 1-4：如果業者對於「自動化循環養蝦系統」的營運模式，係採取傳統方式直

接透過零售點的方式，但提升其品質及品牌的推廣，請問業者應當如何進行智慧財

產保護？(10 分) 

 

二、 台灣現為手機代工重鎮，台灣的鴻海配合 Nokia 到印度投資約 1 億美元設立手機製造基

地，鴻海與印度協商的卻是上海與印度之間的航線問題。 

 問題 2-1：請問如何詮釋這個現象？(3 分) 

 

三、 傳統上涇渭分明各自販售通訊、電腦、消費家電產品之通路，從原擅長領域朝向 3C 通

路功能轉型。大型通路聯強由早期資訊通路跨入通訊產品銷售，而燦坤實業商品營業收

入中家電與資訊產品比重朝約略相當發展。消費家電通路中家電產品製造供應商與通路

間具備合作默契，雙方皆保有合理利潤，毛利較資通訊通路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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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3-1：今天某一家電業者執行長欲擺脫產業削價競爭情況以維持合理利潤，力

求將產品品牌提升成為高階家電品牌形象，試提出企業在顧客端應採取何種作為有

效提升顧客忠誠？ (8 分) 

 問題 3-2：試論述家電業者與各類家電通路業者間之可能合作模式？(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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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04 年聖誕節蘋果電腦的 iPod 在美國躍居「最期待禮物」第一名。iPod 的營運模式，

涵蓋了 iTune 這個軟體、網路音樂下載以及 iPod 硬體本身的設計與銷售。事實上，回顧

iPod 的成功，應該是來自於多種「創新」的結合，而這些創新的結合，正是經過蘋果電

腦長期累積觀察，深思熟慮其發展策略後的成就。在 iPod 出現之前，網路下載音樂已

經是相當重要的趨勢，也影響到傳統唱片的銷售，當然也影響到許多著作權人的權益。

因此，對於蘋果電腦而言，其 iPod 的成功某種程度也解決了著作權及唱片發行業者的

困擾。 

 問題 4-1：根據一般對於創新的定義，創新應可以區分成哪四種？(3 分) 

 問題 4-2：.請問您認為在 iPod 的成功當中，涵蓋了哪幾種創新？請分別說明之。(10

分) 

五、 瑞典政府與 Ericsson 合作，將斯德哥爾摩地區建立成無線通訊的產業聚落。其中，Kista

科學園區和周遭 ICT 聚落的發展始於 1970 年代 Ericsson 和 IBM 在當地設立營運據點，

隨後 1984 年 Nokia 也在 Kista 科學園區設立研發中心。在這三大企業帶動以及其獨特市

場吸引下，瑞典外商數量在 1990-1999 年間由 2,600 家暴增至 4,300 家。有鑑於這些有

利的發展，斯德哥爾摩政府在 1999 年提出 e 化策略建議，目的在透過 ICT 達成透過 e

化民主、控制和管理、結構、能力開發/供應、採購和市民服務等「未來城市」的目標。

另一方面，Ericsson 是一家在研發與製造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跨國企業，研發與製造活

動分佈在許多國家。但是，透過「未來城市」計畫，Ericsson 一些新興應用與技術的開

發，可以相當程度取材自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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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5-1：請評論 Ericsson 的研發活動與瑞典本土經濟活動之間的關係。(3 分) 

 問題 5-2：根據這個案例，台灣政府應該如何來看待廠商研發根留台灣的問題？(8

分) 

 問題 5-3：請根據這個案例評述，台灣市場太小難以支持一個具有影響力的國際品

牌的論點。(10 分) 

請翻頁繼續作答

 

六、 橫須賀研究園區（Yokosuka Research Park；YRP）可視為日本尖端通訊技術的搖籃。YRP

的發展目標一開始就設定要成為通訊與電信科技的世界級研發中心之一，定位為尖端通

訊技術的研究型園區，是以尖端技術的研究開發及實驗場測（testbed）為主。目前，進

駐 YRP 的廠商超過 70 家，包含許多日本及國際上相當具有代表性的通訊相關領域業

者，如 NTT DoCoMo、KDDI、富士通、日本電器、日立、夏普、松下、索尼、沖電器、

諾基亞、西門子、易利信、摩托羅拉，乃至於 BMW、本田等汽車業者。另外，也有多

家研究機構及大學實驗室進駐 YRP。整個 YRP 的研究重點是以無線通訊為重心，向外

輻射。目前，YRP 內的重要研究課題包括次世代的行動通訊技術、無接縫網路之資訊

安全、電磁波對人體的影響、超寬頻無線通訊系統、及各種相關前瞻應用等。尤其，

BMW、本田等汽車業者之所以會進駐 YRP，是因為 YRP 內的研究課題包括了智慧型運

輸系統。由於定位為研究型園區，除了資金相關的優惠措施之外，YRP 提供給進駐廠

商和研究機構的是一個促進研發活動交流的整體環境，在硬體上提供共享使用的研究設

施及實驗場測相關設備；在創新聯結方面則致力於推動國際及國內產官學各界的合作，

甚至於接納來自國外的駐地研究人員。目前，除了與各國相近的研究園區結盟之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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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6-1：請從產業價值鏈的屬性，分析新竹科學園區與橫須賀研究園區的差異。

(3 分) 

 問題 6-2：請嘗試分析新竹科學園區與 YRP 在產業創新方面的差異。(8 分) 

 問題 6-3：請歸納 YRP 園區的營運機構所推動的政策之特色。(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