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98-3-001 

九十八年度產業顧問測驗 

企業經營個案分析 

 

請先讀完本頁的說明，再開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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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產業顧問測驗，企業經營個案分析的詴題，題本採單面印刷，共 6

頁，有 3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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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人員的指示。 

 

注意事項： 

所有詴題均為簡答題，答錯不倒扣。 

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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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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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A公司是台灣經營已久的本地老牌時裝企業，過去一直走的是精緻與高價

路線，經過幾年的努力，卻始終還是無法與國際知名服飾品牌相比；無法在金

字塔頂層市場佔有相同地位。儘管如此，其產品有機會逐漸成為以富裕的中產

階級為主要消費群的「大眾化奢侈品」。2006年公司開始決定推出「暢貨中心」

概念，詴圖以低折扣吸引更多的消費者。2007年該作法成功獲得好評，暢貨中

心的獲利比預期多出 30％。但 2008年時該公司發現，持續採用折扣的方式會

遇到一些瓶頸，暢貨中心的營收成長會影響到正常店營收，暢貨中心業績每成

長 15％，正常店就衰減 5％，且折扣店的業績成長也緩慢下來。因而該公司現

在面臨著兩難的抉擇，要繼續提升商品價位與價值，或擴大暢貨中心的比例？ 

問題：(30%) 

1. 請問，該公司之主管該進行怎樣的策略決定，請為其所面臨之困境提出

建議。（請具體提出策略與作法，並說明該策略形成之依據）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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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裕隆集團執行長嚴凱泰 2009年 4月 16日表示，台灣挾汽車電子在全球競

爭領先的優勢，未來政府若建構完整的配套及示範計畫支持，電動車有機會成

為台灣下一個兆元產業明星。裕隆自創「納智捷」品牌要在全球車市勝出，電

動車就是最好的卡位利基。 

電動車市場發展有兩個很重要的引爆點，一個是去年（2008年）國際油價

飆到每桶 147美元的歷史高檔；另一個是去年（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風暴危

機。目前包括英國、瑞典等國家，甚至中國大陸都積極投入研發電動車；LPG

車（瓦斯車）要考量加氣站投入成本及安全性，有其進入障礙，但電池方面不

會有這個問題。此外，電動車的充電電池費用、保養等，也比汽油車便宜很多。 

汽油車內部結構有引擎、變速箱等零件，但電動車的重點結構是馬達、電

子控制器等。台灣的技術可以把這些做的比引擎還便宜，這就是台灣的優勢。

過去台灣對電動車開發著墨較少，是因為沒有整車平台可供發揮。 

2008年國內汽車銷售量不到 23萬輛，今年（2009年）第一季在政策利多

加上景氣回溫激勵下，展現觸底反彈力道。全球汽車市場約有 7,000萬輛的規

模，若以一輛 2萬美元估算，全球有 1.4兆美元的市場，台灣只要爭取到 3%，

就有新台幣 1.4兆台幣的產值。台灣每年進口汽車約有四萬輛，大陸約進口五

十萬輛，若以百分之廿五為開放上限，大陸一年將有一萬輛配額可銷到台灣，

台灣每年則可有十萬輛配額可進口至大陸。(背景資料詳見下一頁) 

 

問題：(40%) 

1. 請問台灣汽車電子在全球競爭是否具有領先的優勢？通常「具有領先的

優勢」應具備何條件？請依產業價值鏈理論或其他理論分析說明你的理

由。（20分） 

2. 台灣有很強的資訊電子及汽車電子資源，以前是因為沒有整車平台可供

發揮，裕隆自創品牌「納智捷」要在全球車市勝出，請分析裕隆納智捷

是否可做台灣整車研發平台？請依行銷理論或其他理論架構分析說明

你的理由。並請分析納智捷電動車是否有機會成為台灣下一個引領兆元

產業之星？ 說明你的理由。（20分）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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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裕隆集團事業版圖 
領域 相關企業 

汽車事業 台灣：裕隆汽車、中華汽車、裕隆日產汽車、裕隆通用汽車、台 

      灣克萊斯勒汽車銷售、匯豐汽車、裕佳汽車、裕信汽車、  

      裕新汽車 

大陸：風神汽車、東南汽車 

菲律賓：日產 

紡織事業 台灣：台元紡織、台文紡織、嘉裕公司 

大陸：德洲元濟紡織(山東)、中山元菱成衣、無錫湖嘉服裝 

南非：南非台元紡織 

越南：立元製衣 

電子科技業 台灣：華晶科技、台灣光罩、世紀民生科技、常憶科技 

大陸：昆山彩晶光電 

品牌車事業 台灣：華創車電、納智捷汽車 

大陸：納智捷(杭州)汽車 

資料來源：裕隆企業網站                                      陳信榮 / 製表 

 

裕隆納智捷兩岸布局 
品牌名稱 納智捷(Luxgen) 

範圍 台灣 中國大陸 

公司名稱 納智捷汽車 納智捷(杭州)汽車 

資本額 新台幣 20 億元 人民幣 46.5 億元 

主要股東 裕隆集團(100%) 裕隆集團(50%)、中譽集團(50%) 

製造廠 裕隆汽車三義廠代工 杭州蕭山廠 

供應市場 台灣、海外 中國大陸 

上市產品 MPV(廂式休旅車)、SUV(運動休旅車)、C-sedan(小型轎車)、Crossover(跨

界休旅車)、電動車 

首款新車

上市時間 

2009 年第三季 未定 

資料來源：納智捷汽車                                         陳信榮 / 製表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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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第一季我國汽車產業產值 

年份 2007 2008 2009(e) 年成長 

汽

車 

小型轎車 92,708,472 54,273,061 34,848,950 -35.79% 

大型轎車 15,961,531 18,830,227 16,248,761 -13.71% 

小型貨車 8,752,429 6,224,013 3,587,388 -42.36% 

客貨兩用車 22,054,260 14,902,102 13,606,954 -8.69% 

中大型客車(10 人座以上) 2,059,502 2,684,823 1,841,437 -31.41% 

整車小計 141,536,194  96,914,226  70,133,490  -27.63% 

零

組

件 

汽車引擎及零組件 12,466,410  12,133,430  11,467,066  -5.49% 

汽車傳動系統及零件 27,418,539  21,790,044  20,783,027  -4.62% 

汽車轉向系統及零件 2,060,743  1,772,830  1,847,917  4.24% 

汽車電氣零組件 34,298,590  32,896,761  33,471,566  3.71% 

汽車煞車系統及零件 6,739,656  6,089,064  5,554,206  -8.78% 

汽車儀表 1,474,656  1,166,127  1,006,605  -13.68% 

大客車車身 1,452,924  1,035,283  609,809  -41.10% 

貨車及其它車身 1,293,593  990,193  885,540  -10.57% 

其它汽車零件 82,648,142  74,968,526  69,910,942  -6.75% 

零組件小計 169,853,253  152,842,258  145,536,676  -4.39% 

合   計 311,389,447  249,756,484  215,670,167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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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DRAM（動態隨機記憶體晶片）是電腦、手機等資訊電子產品必備的關鍵零

組件，其重要性與面板不相上下，如果放任國內的 DRAM廠倒閉，那麼產值龐大

的台灣電子產業必定受制於韓商；同時，DRAM廠僱用員工高達數萬人，因此，

我國政府不能坐視不管。所以，後來政府成立了一家「台灣記憶體公司」（TMC），

要挽救國內 DRAM產業，惟到現在仍無進展。倒是從日本方面傳來消息，TMC正

跟爾必達公司商談，計劃出資 200億日圓，取得該公司 10％沒有表決權的優先

股。 

日本經濟產業省日前依據「產業再生法」，決定透過該國政策投資銀行

（DBJ），對其 DRAM大廠爾必達投資 300億日圓，DBJ並將與日本民間四大銀行

聯手提供超過 1,000億日圓融資，協助爾必達度過難關。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

階俊博在記者會上表示，「爾必達的經營若出狀況，將對日本電子產業造成極大

影響，因此，日本政府決定提供金援。」 

2008年下半及今年(2009)第一季全球經濟情勢空前嚴峻，DRAM的售價又跌

至每顆 0.7美元的谷底(過去半年多來，DRAM價格顯著回升至每顆一美元以

上)，國內外相關業者無不虧損累累，在這樣極端窘困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只要

秉持公正態度，規劃一個兼顧各廠利益的架構，並輔以是否提供資金援助作為

手段，應該有機會引導 6家廠商進行整併，進而以台灣一家完成合併的 DRAM

公司，與同樣陷於困境的日本爾必達或美國美光洽談技術合作或共同投資，聯

手對抗韓國的三星與海力士。 

就目前技術水準而論，韓國三星已經開始詴產 50奈米 DRAM產品，海力士

也準備進行詴產，與美光簽訂共同研發合約的南亞科技，則預訂今年第三季開

始轉換進入 50奈米製程，至於爾必達，迄今未聞就此有何進展。 

(背景資料詳見下一頁) 

 

問題：(30%) 

1. 請問政府推動 TMC是否必要？時機上是否恰當？適當之時機應掌握什

麼？為何又遲遲無法掌握？未見有效發展是何原因？請依五力分析理論

或鑽石模型或其他理論說明你的理由。（15分） 

2. TMC投資日商爾必達是否合理？有否必要性？我國能否藉由 TMC取得高

階技術？請依五力分析理論或鑽石模型或其他理論說明你的理由。 

（15分）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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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一、2008台灣 DRAM產業狀況 

1. DRAM價格仍低於變動成本，恐持續嚴重虧損至 2009年 

2. 匯率因素造成價格競爭力弱於韓國 30% 

3. 虧損 NT$1125億(淨利率-72%) 

    - 力晶 470億; 南亞 337億; 茂德 257億; 華邦 61億 

4.2008Q4底現金只剩 110億 

    - 力晶 100億; 南亞 0億; 茂德 0億; 華邦 10億 

5.總負債 : NT$3250億 

    - 力晶 1200億; 南亞 800億; 茂德 900億; 華邦 350億 

6. 負債股權比率 : 100% ~ 150% 

二、台灣 DRAM與 JV現況(奇夢達，日前已經破產) 

 

三、韓國與台灣的差異比較 

1. 韓國一大二小，台灣四小，不易找到主辦企業 

2. 韓國政府主導性強，台灣較尊重企業意願 

3. 韓國技術自主，台灣靠 JV(Hynix，Elpida，Micron，Qimonda)，不易於產 

    能整併 

4. 韓國產品多元化，台灣只有 DRAM，不易於交換整併 

5. 2001年韓國正從 1997亞洲金融風暴中復甦，2008年正逢全球金融危機爆 

    發，瀕臨大蕭條之際 

6. 台灣 JV模式與國際母廠共生共榮，有利於聯合紓困及策略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