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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台湾个人电脑产业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台湾

个人电脑企业的发展经历从辉煌到低迷，其从 OEM 经 ODM 升级到 OBM 发展路径，

成为后进国家或产业实现升级发展的典范。 

台湾个人电脑企业的经营模式选择受价值链理论的影响，而其发展历程又丰

富了价值链理论的内涵。但近年来 PC 电脑产业技术逐渐走向成熟，消费者汰机

需求降低，产业陷入低迷，上下游企业均陷入微利化。在产业景气影响下，不同

经营模式的个人电脑企业的发展现状也各不相同，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不同经营

模式的个人电脑企业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并对价值链理论内涵加以延伸。 

本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将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分为上中下游，并依照价值链

位置不同，将个人电脑企业分为 PC 代工企业、PC 品牌企业以及 PC 通路企业，

借助 EVA 价值理论，以 EVA 价值评估三类企业各自的企业经济附加值的变动情

况。为解读 EVA价值对比结果的原因，在 EVA价值评估之后，本研究通过对影响

EVA价值的细项因素的分析，了解三类企业在企业营运能力上的优势及劣势。最

终结合 EVA 价值变动及各自所处的价值链位置对价值链理论内涵进行重新阐释，

并对三类企业未来的发展加以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在 2003-2014年，个人电脑产业平均 EVA值小于零，企业价

值并未增加；同时三类企业各自的 EVA值均小于零，反映出个人电脑产业低迷的

产业景气。三类企业对比来看，通路企业经济附加值最高，代工企业居中，品牌

企业最低。基于对比结果，进一步发现产业价值链理论中高附加值的关键在于该

产业链位置所创造的独占力，而独占力不只体现为支配其他生产阶段及利益分配

的能力，还体现为在本生产阶段获取资源的能力。各类企业可增强自身竞争力，

以提升自身在各自生产阶段获取资源的能力。此外，面对两岸间逐渐激烈化的竞

争态势，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应做好准备，一方面修炼好“内功”，另一方面可将

大陆市场作为重点，深耕大陆市场。 

关键词：个人电脑；价值链；EVA 价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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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PC industry began in the 1980’s. Taiwan PC 

enterprises experienced glory and slump during the 30 years. The development path 

from OEM via ODM to OBM, becomes a model to developing country which wants to 

achieve industry upgrade.  

Taiwanese PC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path selec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value 

chain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course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theory. In recent years, PC industry has been mature gradually in technology. The profit 

of all industry are reducing. Facing with such situation, the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 will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Based on value chain theory, the PC industry is divided into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st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lue chain position, the three stages are ODM 

enterprises, OBM enterprises and PC channel enterprises respectively. Then the EVA 

of three kinds of enterprises are being calculated based on EVA theory. In order to have 

more informati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to EVA a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we can know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three kinds of enterprises, and give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average EVA of PC industry is less than zero 

and the enterprise value has not increased in the years between 2003 and 2014. At the 

same time, the EVA of three kind of enterprises is less than zero respectively, which 

reflects all industry is depressed. The PC channel enterprises has the highest EVA, 

ODM enterprises’ EVA is in the middle, the EVA of OBM enterprises is lowes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e understand of value chain theory is deeper. the high 

value in value chain theory means monopoly power. the monopoly power not only 

reflects on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profit distribution, but also embodies in the ability 

to access resources in their production stage. All kinds of enterprises can enhanc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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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get resources in their production 

stage. In addition,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fierce competition, Taiwan PC industry can 

be prepared to have good "internal strength". The industry also can focus on the 

mainland market. 

 

Key Words: PC; Value Chain;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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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 

1.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发展概况 

台湾个人电脑产业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77 年美国苹果电脑公司

推出首台个人电脑；1981 年宏碁公司发布了自行研发成功的“小教授一号”，为

台湾个人电脑制造的先驱。1981 年台湾政府禁止电动玩具制造，促使部分电动

玩具制造厂转投微电脑生产业，台湾个人电脑制造业就此发展起来。台湾个人电

脑厂商起步于研究开发与苹果二号个人电脑相容的个人电脑产品，积累并衍生出

经验和技术，为未来个人电脑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后因专利问题，台湾厂商

不得不退出苹果二号个人电脑相容产品的生产；适逢 IBM 推出另一种个人电脑，

即 IBM PC ，并允许厂商制造与其相容的个人电脑产品。1984年后，台湾业者陆

续投入本产业，并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个人电脑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上游零组件制

造及销售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个人电脑通路产业的发展就是起步于零组件集聚市

场，并随着个人电脑制造业的发展及个人电脑的普及而发展起来。 

台湾个人电脑制造业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及生产能力。同时，台湾厂商介入

产业价值链后为建立竞争优势，多以低价进行竞争，激发了个人电脑的市场需求，

带动个人电脑通路产业由零组件批发零售转向销售个人电脑及周边设备产品。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个人电脑制造业发展成绩喜人；台湾电子上下游产业均如雨

后春笋，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推动了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迅猛发展，

使其日后发展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繁盛的发展景象之下，台湾个人电脑厂商为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谋求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纷纷推出自有品牌。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 PC 五霸之称的

神通、宏碁、佳佳、诠脑、旭青，纷纷推出自有个人电脑品牌。20世纪 90年代

初，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个人电脑出现降价风潮，对自有品牌厂商及代工企

业产生冲击；而个人电脑的降价风潮同时刺激市场使得销售数量激增；个人电脑

通路企业借机发展。受此冲击影响，多数个人电脑制造企业放弃品牌策略专注代

工，奉行“量大”的市场标准，推行规模经济战略；一些企业虽仍保有个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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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但企业重心暂时转向代工。1995年，微处理器的技术革新使得多媒体电脑

时代来临，产品竞争推动个人电脑产品降价，加速个人电脑产品的普及率，推动

通路企业由传统单店零售向连锁销售通路卖场开始转变。 

进入 21 世纪，受产能外移、大陆个人电脑企业崛起的因素影响，全球个人

电脑代工价格竞争更为激烈；使得台湾代工厂商的营运受到重击。而此时个人电

脑市场对价格的敏感度高，同时品牌电脑具备品牌及售后服务的优势；使得全球

个人电脑制造业开始走向品牌导向的趋势。21 世纪初受互联网泡沫破灭影响，

个人电脑产品库存激增；个人电脑通路企业竞争加剧，个人电脑产品低价化趋势

更加明显，此时电视购物这一新兴渠道开始发展起来对原有通路企业也产生一定

影响。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化，个人电脑通路企业进入成熟期。2008年受金融危

机影响，在信用紧缩的情况下，个人电脑需求下降，同时对品牌电脑厂商、代工

电脑厂商及通路厂商均产生冲击。 

近年来，受欧洲地区消费需求疲弱、美国复兴力道减缓及新兴市场国家成长

动能趋缓、大屏手机等消费性电子兴起因素的影响，使得全球 PC 市场出货量持

续下跌；2011年全球 PC市场合计出货量年增率由 2010年的 17.19%下降至 4.84%；

2012年 PC市场出货量下降 3.98%；2013年的下降幅度扩大至 9.82%；2014 年受

微软系统升级影响拉动需求，才使得当年出货量跌幅缩减为 2.21%。市场持续低

迷使得个人电脑产业竞争逐渐白热化，厂商营收大多呈现衰退态势。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个人电脑产业中不同路径的企业采取策略不同；代工

厂商积极提升自身的全球运营能力，布局其他领域，降低营运成本吸引订单；品

牌企业积极探索新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并降低产品价格以吸引消费者；个人

电脑通路企业从电脑及周边设备专门零售向复合型 3C 卖场转变。此外，还有一

些厂商进行跨界投资，希望可以拓展利基市场；例如代工企业鸿海投资 Cyber 3C+，

意图布局通路市场；通路企业全国电子与英特尔、联强合作生产电脑棒销售表现

颇佳。 

2.问题的提出 

全球经济发展趋缓，全球电子产业步入高原期，电子产品由过去 PC 时代标

准化规格，转变为行动装置强调的客制化规格；同时因为技术能力发展速度快，

电子产品低价化与产品周期短化成为趋势。在全球市场上，大陆品牌企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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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以集团化经营模式、及美国的再工业化等因素，都对台湾个人电脑产业造成

威胁与挑战。在市场经济环境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应选择怎样

的发展路径，需要进一步探讨。 

现有研究多将台湾视为从 OEM转型为 ODM的成功典范，但自发展成为专业代

工之后，是继续专注于代工，向价值链中的设计制造部分发展；还是拓展市场通

路，提升行销能力；抑或是打通价值链上下游，囊括产品设计制造及营运行销，

发展自身品牌。该问题成为企业管理层和研究人员的困惑。从台湾的代表企业发

展路径来看，主要有两种声音，第一种是以鸿海为代表，沿价值链从 OEM 攀升到

ODM后，便致力从事高级专业代工。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认为“品牌只能让产品增

加 3-5%的利润，但品牌的维持需要太多时间和精力，并不值得”。但台湾代工企

业已经面临着来自大陆等其他地区低成本代工企业的竞争。第二种是以华硕、宏

碁为代表，沿价值链从 OEM经 ODM至 OBM，在从事代工的同时，致力于培育自身

品牌。在台湾，发展品牌被认为是获利高，实现了经济升级。但现如今台湾的自

主品牌建设却困难重重。究竟哪种企业发展路径能够为企业创造出较高的价值，

需要进一步探究。此外，个人电脑通路企业代表个人电脑产业价值链行销端，最

近几年也不乏厂商布局于此；因此在如此市场环境下，各类型厂商的发展现状如

何；是否代工企业薄利多销的策略最为成功，还是品牌厂商所拥有的无形资产为

企业价值雪中送炭，或者是最贴近消费市场的个人电脑通路企业获得较好的收益，

均需要进一步研究。 

3.研究意义 

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在台湾发展基础雄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个人电脑产业发展遭遇产业低迷期，如何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台湾许多产业的发展是从代工起家，代工和品牌之争一直是台湾企业及学术

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个人电脑产业作为其中最为典型的企业，关注其价值链视角

下企业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能够为台湾其他产业中企业发展问题提供借鉴，解

决其他产业发展问题。 

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探索，例如由开始的代工为

王、到后来积极发展自主品牌，再后来出现分流部分企业专注代工，部分企业投

入全部精力发展自有品牌，相应个人电脑通路企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个人电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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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这一系列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获得过成就也遭遇过失败。

如今对于代工、品牌、通路三种经营模式；究竟三类企业各自的发展现状如何。

面临个人电脑产业发展的持续低潮，各类型企业又该做出如何的尝试。 

大陆的个人电脑产业发展阶段落后于台湾；同时发展路径与台湾相似；在全

球个人电脑产业低迷的状态下，大陆的个人电脑企业面临着与台湾企业相似的问

题：如何在企业发展战略中做出选择；通过对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发展路径的对比

分析，希望能够给大陆企业未来发展提供相关借鉴。 

（二）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关注个人电脑产业，基于价值链理论对不同经营模式的个人电脑企

业发展现状进行对比研究。根据个人电脑产业价值链将个人电脑产业分为上中下

游；并说明不同类型个人电脑企业所处于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对不同类型的个

人电脑企业所创造的企业价值进行对比，探讨不同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劣势。最终

结合 EVA 价值对比结果对价值链理论内涵进行进一步探究，并给出三类企业未来

发展分析。 

根据个人电脑产业价值链划分及结合本研究的关注重点，将个人电脑企业分

为三类分别为个人电脑代工企业、个人电脑品牌企业、个人电脑通路企业。对三

种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所使用的企业价值衡量指标为经济附加值指标

（EVA）。利用 EVA值对三种类型企业的经济附加值进行衡量，并进行了分析及对

比，最终基于对比结果对产业价值链理论内涵进行进一步延伸并对三类企业未来

发展进行分析。 

（三）研究框架 

本研究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为导论、文献综述、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EVA 评估模型构建、样本企业 EVA 价值评估、对比结果原因分析、结论及启示。

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意义及研究思路。第二章为文献综述，

主要分析价值链理论、EVA价值评估理论的现有研究成果及缺憾，构成本文的理

论基础。第三章为台湾个人电脑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依照价值链理论，对台湾个

人电脑整体概况及各个类型主要企业概况进行梳理分析；形成对台湾个人电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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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概况式介绍。第四章为 EVA 评估模型构建，该章将会对 EVA 的内涵、定义、

模型构建及调整方式进行阐述，并对样本企业选择及数据来源加以解释。第五章

为样本企业 EVA价值评估，该章将对 EVA价值评估结果进行阐述分析。第六章在

第五章的基础上对影响 EVA值的细项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以说明 EVA对比结果的

原因。第七章则为最后一章，结合本研究的全部分析及结果形成本文的研究结论，

对三类企业提出发展启示，同时基于两岸个人电脑产业竞合现状分析台湾厂商的

可选择的应对策略。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之处 

1.研究创新之处 

目前对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价值链中低端产

业，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研究的关注重点放在个人电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位

置；探究个人电脑产业中高端位置的经营模式选择问题，并结合现状提出建议。

此外，本文对于产业价值链理论中较为模糊的“高附加值”内涵加以延伸，并以

经济附加值 EVA值作为不同价值链位置附加值高低比较的依据。 

2.研究不足之处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首先在于企业分类问题，本文在研究中依据企业经营

模式的不同，将企业分为个人电脑品牌企业、代工企业及通路企业；由于企业在

不同时间段所选择的经营模式不同且可能会出现变化，本文在确定考察期间时已

尽量选择企业经营模式发展成熟的时间段，但由于不能获得企业经营的具体策略，

因此可能出现某个时间段内企业分类失误的问题。其次在于经济附加值的计算过

程中，由于涉及 164 项调整项不能一一实现，仅选择较为重要的 5 项进行调整，

可能会对 EVA值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本文主要着眼于对比，绝对值的较小差

异对本文结论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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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价值链理论及经济附加值理论，因此本章将依次对价

值链理论及经济附加值理论现有研究加以梳理分析。 

（一）价值链理论文献综述 

1.产业链相关理论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关于分工的理论中首次提出产业链的思想，

并以制钉业的案例描述了产业链的功能。早期观点认为，产业链是制造企业的内

部活动，将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通过生产和销售等活动传递给零售商和用户

的过程。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是马歇尔将分工拓展至企业与企业之间。赫希曼

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出产业链的概念，并从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

联系角度进行阐述。 

国外研究方面，Houlihan（1988）认为产业链是始于供应商，经生产者或流

通业者，将产品和服务送至最终消费者的所有物质流动。Stevens（1989）认为

产业链不仅仅为产品链，其同时发挥着信息链和功能链的作用，其中包含着反馈

的物流和信息流。Harrison 基于价值网络的概念，将产业链定义为采购原材料，

将其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并将成品销售至用户的功能网络。 

国内研究方面，对产业链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从已有文献看，曹芳

等认为横向一体化在企业间形成了一个链条，贯穿从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到

零售商的所有企业，链条上的每个节点来自于不同的企业。陈博（1999）认为产

业链是指产业之间链条状的关系，包括不同产业间通过生产要素的提供和购买所

产生的关系。张耀辉（2002）认为产业链条是指一种或几种资源通过若干产业层

次不断向下游产业转移直至到达消费者的路径，即自然资源到消费品间的层次。

杨公仆、夏大慰主编的《现代产业经济学》从价值链的角度认为，产业链是同一

产业内所有具有连续追加价值关系的活动所构成的价值链关系。 

国内多数研究并未严格区分产业链与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实际上，资源在产

业链内产业层次中的不断转移，必然促成产业价值的增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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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链是产业链的价值形态，产业链是产业价值链的产品形态。 

2.全球价值链理论 

1985 年，美国学者 Michael Porter经研究发现，企业的价值是经过一系列

繁琐复杂的经营活动所组成的；同时他将这些经营活动进一步划分为产品设计、

生产、行销等部分，并将这一系列企业从事的经营活动过程称为“价值链”。 

Michael Porter 所称的价值链指的是企业组织系统内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

各个环节所连接并相互依存的活动组合。企业的内部价值链一般分为主要活动及

支援活动。主要活动是企业最主要的生产及销售等经营活动过程，主要可分为进

货物流、生产作业、出货物流、行销及销售与售后服务等；支援活动为支援主要

活动的一些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基础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及研究开发、采购等。 

在此基础上 Michael Porter 提出了价值系统概念，将价值链理论的涵盖范

围由单个企业内部扩展到不同企业之间。 Michael Porter将价值链分为三部分：

上游价值、渠道机制及顾客价值。上游价值为供应商为创造商品和服务所进行的

一系列价值活动；渠道价值是指产品通过行销通路从供销商到最终用户的过程中

所经历的价值活动；顾客价值是指企业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并成为买方价值链的

一部分。 

价值链理论的提出将企业各个生产经营活动分离开来；并将研究范围由企业

内部拓展到企业之间，为深入探讨企业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符合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趋势。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学者们在价值链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价值增

加链、全球商品链等理论。 

Gereffi 和 Korzeniewicz（1994）综合产业组织研究理论及价值链理论，

提出全球商品链理论；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被人为的

分割与重组，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有机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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