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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整合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與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前

瞻台灣獨立車隊 TSP 業者未來的公司的策略發展方向，使其能夠永續發展，進而提升商

業生態系統對利基者的策略制定的解釋能力。本研究以台灣獨立車隊車載資通訊生態系中

之利基者為個案佐證，以次級資料與半結構式訪談架構商業生態系統之形貌，並推論影響

生態系統之外在驅動力量，接著利用結構式訪談歸納衝擊與不確定矩陣，最終以情境分析

提供策略建議。本研究在學術上之貢獻在於，當策略制定時，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對生態

系統中該角色的發展衝擊程度是高、不確定程度亦是高時，能夠有效地填補生態系統分析

時缺乏地景（landscape）的擾動所帶來的影響。此外，本研究對實務上之貢獻在於，將商

業生態系統分析結合情境規劃法，能夠協助企業以系統性方式觀察生態系統未來演化趨

勢，進而協助利基者制定策略。 

關鍵字：車隊車載資通訊系統、商業生態系統、情境規劃、利基者 

Abstract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ist Taiwanese Fleet Telematics Service 

Providers in foreseeing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via an integrat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business ecosystem and scenario planning.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literature review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morphology of the business ecosystem and external 

forces. After that, a structured interview i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matrix of impact and 

uncertainty. Finally, strategic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are derived via scenario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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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近年來結合產官學界力量，在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架構之下，大力推行智慧型商車營運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s，ITS/CVO）以提昇車隊管理與貨物運輸配送效率等層面的績效。「車載

資通訊系統」（Telematics Systems），結合資訊、通訊及汽車電子技術，以跨領域的技術整

合以及多家企業分工合作完成顧客需求的服務內容，使物流運輸公司全程監控車隊以及精

確管理車輛利用率不再是夢想。儘管商業應用車載資通訊對物流運輸業者影響效益如此龐

大，目前有關車載資通訊系統之相關研究大多是針對於終端消費者市場，較少專注於討論

商業應用之相關議題。此外，過去車載資通訊系統之研究多以歐美之物流與運輸系統為背

景，在不同法規、管理文化與駕駛行為的台灣，未必適用先前學者之研究。因此，在地車

隊車載資通訊系統（Fleet Telematics）之研究有其必要性。 

車載資通訊系統仰賴跨產業的技術整合以及仰賴多家企業分工合作以完成顧客需求

的服務內容，在這樣產業界線模糊、合作與競爭關係並在的情境下，過去產業分析工具已

不適用（Moore, 1996）。因此對於廠商而言，唯有深刻瞭解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中的彼此互動與變遷，才能使其策略規劃有所依據。Iansiti and Levien（2004b）

提出利基者（niche player）要注意潛在的風險，但是對於如何察覺這些潛在的威脅或者生

態系統演化的脈絡，進而擬定未來的發展策略，卻缺乏理論說明。此外，商業生態系統中

受限於生態系統生態學的限制，對於地景（landscape）結構之影響並未明確討論，缺乏與

外在環境面的探討。在實務上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日趨升高，情境取向的規劃能夠

針對未來策略方向的擬定提供一整套未來競爭發展的可能態勢（Schoemaker, 1995）。 

本研究目的係以商業生態系統結合情境規劃發展一個整合性分析架構。經個案研究後

推論，對於理論上的貢獻在於，當利基者制定策略時，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對生態系統中

該角色的發展衝擊程度是高、不確定程度亦是高時，能夠有效地填補生態系統分析時缺乏

地景的擾動所帶來的影響。除此之外，對於實務上的貢獻在於，本研究以商業生態系統結

合情境規劃法，能夠描繪出未來生態系統發展之情境，進而以商業生態系統中共生與演化

的概念提供利基者策略調整的方向建議。 

貳、文獻回顧 

一、車載資通訊（Telematics）探討範圍之界定 

Telematics 泛指的藉由無線通訊網路傳遞資訊服務的系統平台或運算技術；直到近年

Telematics這個字的意義才逐漸往車輛應用靠近，發展為具有 GPS與無線通訊之車用資通

訊服務系統（侯鈞元，2004）。車隊車載資通訊系統（Fleet Telematics System，FTS）是由

行動的車輛系統（Vehicle System，VS）和固定的車隊溝通系統（Fleet Communication 

System，FCS）所組成，使資訊得以在商用車隊以及中控中心之間進行交流的系統（Goel, 

2008）。本研究主要強調車隊車載資通訊生態系統中其他成員互動的情形，並非著力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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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資通訊系統技術面的發展研究或強調車載資通訊系統與道路、環境之間的整合。為避免

讀者混淆，本研究中所採用的車載資通訊相關定義皆是以車隊車載資通訊系統（Fleet 

Telematics）為出發，聚焦於商用車隊採用車載資通訊系統的相關探討。 

二、商業生態系統 

商業生態系統強調的是在競爭與合作同時運作的平台之中，生態系中的成員彼此是命

運與共的（Moore, 1996）。企業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之中必須依賴不同市場、層級的相互合

作；甚至顧客不只是作為企業的目標（target），顧客可以參與整個價值鏈中，成為一個主

要的共同生產者或者是共同創造者（Vargo and Lusch, 2004）。這樣的合作關係讓企業能夠

在動盪的企業環境中，以協同策略（collaborative strategy）的概念超越了財務面的利潤，

進一步的滿足了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群體的需要與要求（Tencati and Zsolnai, 2009）。商業生

態系的鍵結關係，並非只單純注重廠商之間合作或競爭的關係，而是「共進化

（Co-evolution）」（Moore, 1996），企業自身的成功帶來高價值與高報酬，進而使更多的資

源投入在商業生態系，帶動整體的價值與報酬變得更加優渥，以形成雙圈結構的循環。此

外，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彼此相互聯繫之下，當網絡中一個環節出現變化並在整個系統中擴

散開來，此時，儘管一個組織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也終將走上滅亡一途（Lewin, 1999）。因

此商業生態系統整體的健康，是比個別廠商優勝劣敗更重要的議題。 

Iansiti and Levien（2004a）將生態系統中之角色分為：關鍵物種（Keystone）、支配者

（Dominators）、坐收漁利者（Hub landlords）以及本篇研究之重點利基物種，而企業應該

視自身所處環境的動盪性和關係的複雜性選擇你的角色與策略。利基者是生態系統中為數

最多的物種，其利用（leveraging）生態系統中關鍵物種所提供的服務，使其能夠專注於

支援利基策略的事業或者科技，進而創造多樣性。這樣的概念廣受商業生態系研究學者接

受（Iansiti and Levien, 2004b）。利基者的存在能夠為生態系統帶來多樣化，但並不表示舊

的利基仍然會存在，有些時候在生態系統中多樣性的下降，反而能夠創造其他利基者，以

維持有意義的多樣性（Iansiti and Levien, 2004a），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利基者要生存的前提

條件是必須要能夠創造價值與持續創新。而在創新的過程中，Adner and Kapoor（2010）

透過實證研究說明在商業生態系統的互賴關係中存在著「零組件的挑戰」（Component 

challenges）與「互補品的挑戰」（Complement challenges），亦即上流的零組件廠商在技術

創新的能力以及下游互補品整合使消費者獲得產品利益的能力，都會影響企業成功與否；

換言之，利基者欲以創新創造貢獻時，有時候很可能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的。 

此外，生態學者研究生物體的移動與族群特性均深受地景結構之影響（金恆鑣等人

譯，2002）。商業生態系統的探討由生態系統中個體出發，但缺乏探討生態系存在之「地

景空間」變化時所帶來的影響，凸顯出放棄由外而內策略邏輯的商業生態系統（李沿儒，

2011），還必須注意所處的地景所帶來的影響。綜合以上，本研究欲針對商業生態系統較

不足之「利基者」、「未來策略發展方向」以及「地景空間」三處進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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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境規劃法（Scenario Planning） 

針對未來策略方向的擬定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日趨升高，而情境取向的規劃能

夠提供一整套未來競爭發展的可能態勢。此外，情境規劃與其他策略制定工具亦有良好的

整合能力，van der Heijden（2005）表示情境規劃能夠與先前其他策略思考的觀點或學派

兼容並蓄。在情境規劃的操作步驟之中，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SRI）

（1996）提出之操作步驟廣受國內相關研究學者單位推崇，並於相關研究報告、著作中採

用（余敘江等人，1998；陳澤義，2005；吳顯東，2010）重要性可見一斑。針對 SRI（1996）

情境規劃第二步驟（界定關鍵決策因子）、第三步驟（分析外部驅動力），在實務上並非所

有情境學者皆有界定關鍵決策因子的步驟。Schoemaker（1995）以辨識會對此議題感到興

趣、被影響或者可以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取代關鍵決策因子。陳麗芬（2007）利用次級資料

彙整現存廠商競爭狀況、進入障礙、替代品威脅、消費者、供應商、成本、製造與研發能

力等七個構面中可能的關鍵因素，輔以問卷與訪談建立衝擊與不確定矩陣找出不確定軸

面。林維林等人（2008）則是透過國內外專家訪談之意見彙整關鍵因素以建立衝擊與不確

定矩陣找出不確定軸面。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結構 

為建立商業生態系統與情境規劃法之整合性分析架構，本研究以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1996）提出之情境規劃六大步驟為基礎，整合其他情境學者針對操作步驟提出

之觀點，並納入商業生態系統分析的概念，以彙整出本研究情境分析之操作步驟。本研究

並以台灣獨立車隊車載資通訊生態系中之利基者為個案佐證，將研究設計分為以下四個階

段：次級資料蒐集、專家訪談、情境分析與發展策略。 

(一)次級資料蒐集 

在次級資料蒐集階段透過彙整產官學界相關文獻、報告等相關次級資料能夠使我們對

相關的技術背景、發展現況以及台灣車隊車載資通訊生態系統有初步的認識。為了以三角

交叉驗證增加本研究之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以及對於商業生態系統之形貌有更深

一層的認識，初步彙整次級資料後將安排與個案公司經理人進行訪談，直接聚焦在個案研

究的主題上，使作者能夠進行因果推論的解釋（尚榮安譯，2005），並了解個案公司在商

業生態系統中與其他廠商互動情形。進而透過資料蒐集的過程，推論影響生態系統中利害

關係人之外部驅動力量，以進行下一個階段中建立衝擊與不確定性矩陣之操作。 

(二)專家訪談 

本研究在商業生態系統分析部份之訪談進行方式以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進行。針對質性資料分析的部分，由於本研究是根據理論將訪談內容作概念化

的分類（林金定等人，2005），符合樣版式分析（Template analysis）之內涵，因此本研究

在文字詮釋時將訪談內容以「字體斜體」表示，並安插至適當的理論架構之中。由初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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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次級資料推論可能的外部驅動力量之後，藉由再一次的訪談歸納這些驅動力量的衝擊

與不確定性以建立矩陣；而在本次訪談中除了與個案公司經理人訪談之外，亦納入資深產

業分析師之意見以獲得外部諮詢角色的觀點。驅動力量的訪談是以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的方式進行，逐題詢問受訪者認為這些外部驅動力量對於利基者的衝擊與不確

定程度的高低，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亦透過訪談探討驅動力量衝擊與不確定性高低背後的原

因，以算術平均計算衝擊程度與不確定程度，進而以編輯式分析法，將訪談資料以不同面

貌加以呈現（林金定等人，2005），以達到濃縮驅動力量之效果，將屬性接近之驅動力量

歸納為不確定軸面。 

(三)情境分析 

完成矩陣的建立，接著我們可以進入情境分析的正題之中，透過矩陣篩選出衝擊程度

與不確定性高的驅動力量，並依據性質濃縮為不確定軸面，以獲得初始情境。刪除矛盾與

不合理的初始情境後，便能開始撰寫情境內容。 

(四)發展策略 

最後在策略分析的階段依據這些情境內容，分析未來可能在生態系統中企業可能會面

對哪些機會與威脅，進而提出策略建議。 

 

圖 1研究結構圖 

二、個案研究對象 

獨立車隊 TSP 以國內 O 公司為例。O 公司現行員工人數約為 8 人。憑藉著車載機硬

體研發技術領先國內業者，在國內市場中透過 GPS 衛星定位技術、地理資訊系統（GIS）

以及 GSM/GPRS無線通訊技術整合為自動車輛定位（Automatic Vehicle Location，A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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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顧客能夠在遠端即時監控車輛速度、怠速、引擎轉速等狀態；除此之外亦針對商

用車輛特性整合車廂溫控裝置、異常開啟裝置、貨物盤點設備等裝置，在國內與許多知名

物流運輸業者、政府單位合作。在海外市場則由於公司員工與資金有限，主要業務為出口

車載機硬體設備及周邊產品，定位為硬體供應商，並與白俄羅斯 G公司所開發的 web-based 

GPS追蹤軟體平台合作，進行商業媒合。 

肆、商業生態系統分析 

情境分析學者余序江等人（1998）、吳顯東（2010）皆以「萬事慎乎始」點出制定決

策焦點之重要性，明確的界定決策焦點是為後續情境分析種下成功的種子。本研究根據余

序江等人（1998）提出情境之時空背景環境之五項要素制定決策焦點（表 1）。 

表 1決策焦點分析表 

六項要素 內容 

時間框架 自 2012 至 2022 年，未來十年 

使用者立場 生態系統中的利基者 

空間範圍 台灣地區為主要考量 

主題情境 商用之車載資通訊所涉及之利害關係項目 

企業使命 在車載資通訊的實務應用中提供最佳性能與穩定性之產品 

決策焦點 支持台灣利基型企業未來十年在車隊車載資通訊生態系統中邁向成長之策略 

一、核心事業 

除了核心貢獻者之外，本研究將著重於直接供應商以及直接顧客，且為顧及公司商業

機密與研究倫理在以下的分析中將隱匿企業名稱與涉及企業內部的敏感資料。 

(一)核心貢獻者 

O公司創辦人強調全程監控的掌握度與資料傳輸準確度，加上自身擅長於軟體開發，

因此利用原先 ERP系統開發之經驗，由資料庫系統開發為出發點切入車載資通訊市場中。

資料庫系統在車隊車載資通訊後台營運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O 公司之創辦人亦表

示：「資料庫系統設計不當，很有可能在無線網路延遲或者傳送大量行車資訊時發生資料

塞車的情形。」由資料庫系統著手培養之軟實力，亦讓 O 公司有能力自行設計監控軟體

平台，以提供車隊管理服務。 

為了建構完善的車隊管理服務在投入車載機硬體研發的過程中，創辦人表示：「由於

GSM/GPRS 相當複雜，因此首先以 GSM/GPRS 原理著手，克服市售車載機斷線與失聯的

問題，第二個部分則是為了將車載機硬體擷取之車輛資訊傳回軟體端應用的部分，致力於

提升自身軟體的成熟度與穩定度。」以提升軟硬整合的程度。待軟硬體有一定的穩定程度

後，O公司開始向外拓展，將自行研發的車載機硬體外銷之國外市場，且為了克服車載機

硬體裝置於車輛上難以回收更新與排除錯誤的情況，因此必須具備遠端更新韌體的能力，

這項能力亦是一個重要的 Know-how。透過上述核心貢獻者分析描繪出共進化的概念中，

雙圈結構之廠商自身成功帶來的內圈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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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核心貢獻者之內圈循環 

然而，O公司對於未來車載機的發展，將會因為內在的能力而影響決策的驅動力為： 

F1 車隊資通訊服務提供者的車載機硬體與其他服務整合的能力高低。 

F2 車隊資通訊服務提供者能否利用車載機硬體擷取更多行車資訊的能力。 

(二)直接供應商 

由於 O 公司自行開發軟體平台以及車載機硬體設計，我們可以得知在核心事業中 O

公司之直接供應商應包括硬體業者中的關鍵零組件廠商、代工廠商、內容提供者/內容整

合者以及無線電信業者。以下將分別簡介這些直接供應商與 O 公司合作的源起以及目前

合作的狀態，進而彙整出在 O公司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中有那些潛在的驅動力量。 

根據 O公司受訪者表示，車載機硬體的關鍵零組件的組成主要可分為以下四項：「微

控制器（MCU）、快閃記憶體（NOR Flash）、GPS 模組 、通訊模組；製造方面則與台灣

的專業代工廠合作。」 

這些關鍵零組件以及代工廠商與 O公司的關係可以由訪談中受訪者表示：「關鍵零組

件的依賴度…事實上尤其在通訊模組上轉換成本會比較高…有些關鍵零組件在當地生

產，所以先前日本 311 地震的海嘯威脅便有受到缺料斷貨的影響，我們必須多買一些現

貨，使得成本提高了一些…。」 

我們可以歸納出在這個部分中影響 O公司進行決策的驅動力為： 

F3 車載機硬體的關鍵零組件由於供應鏈斷鏈，缺料斷貨而導致生產成本提升。 

針對無線通訊的技術方面，目前車載資通訊服務之應用以 GSM/GPRS 行動通訊為

主，傳遞語音與數據資料的雙向服務。目前無線通訊服務已進入 3G、3.5G時期，未來更

準備邁入 4G無線寬頻時代，將為圖像、影像資訊與數位內容帶來更穩定的傳輸品質。針

對無線通訊進化的趨勢，受訪者提及：「這是一個市場趨勢，目前市場可能時機還不成熟，

未來成熟之後有可能會導入…」因此，對於整體車載資通訊生態系統而言，無線通訊在台

灣布局的方向亦會影響車隊 TSP 提供資訊內容服務之品質或無線通訊模組之決策，因此

我們可以歸納出無線通訊的發展將影響 O公司進行決策的驅動力為： 

F4 無線電信業者在無線寬頻技術的導入速度、無線寬頻基礎建設的建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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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準備邁入第三代 Telematics 的車載商用服務而言，短距離通訊適用於高速行駛以

及短距離傳輸的特性將帶動 V2R、V2V 的資通訊服務發展。因此，除了傳統無線電信業

者提供之通訊服務之外，在車用市場中之無線通訊技術影響 O公司進行決策的驅動力為： 

F5 專用於車輛間通訊之技術在市場中應用的程度與基礎建設的建置規劃。 

目前與 O 公司與國內兩家知名電信業者合作，在國內無線電信生態系統中皆扮演著

重要的關鍵物種角色，然而國內兩家電信業者旗下亦有利用車載資通訊系統提供車隊管理

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若電信業者欲宰制整個車隊管理的生態系時，將會使得利基者的

發展機會受到限制；最終甚至有可能會危害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全程度。因此對於獨立車隊

TSP而言，電信業者是否會由原先提供無線通訊服務之「關鍵物種」轉變為「支配者」亦

是獨立車隊 TSP 必須謹慎觀察的重點。根據上述的現象，我們可以歸納出在此潛在危脅

下，影響 O公司進行決策的驅動力為： 

F6 電信業者跨足車載資通訊商用車隊管理服務領域。 

(三)直接顧客 

根據蘇昭銘等人（2010）與國內汽車貨運業及汽車貨櫃運業之實務經驗訪談，可以發

現提供企業用戶車隊管理服務，普遍有車載資通訊系統與顧客系統整合問題。Goel（2008）

亦指出，實務上車載資通訊系統與物流業者合作的問題點，是在於系統整合的困境。雖然

O公司在軟體的資料格式溝通與硬體方面的整合都有成功的客製化經驗，使其能夠在專注

的領域中，不斷的克服各種不同的需求以創造價值，保持利基地位。但是受訪者同樣亦提

到：「雙方能否整合成功，不是僅靠一方之力便能達到，仍需要顧客的配合或者是願意投

入多少的資源來達到想要的整合程度」另一方面，未來若有較複雜的軟體整合亦有可能影

響 O 公司在的成長，根據上述獨立車隊 TSP 與直接顧客合作的關係，我們可以歸納出在

這個部分中影響 O公司進行決策的驅動力為： 

F7 商用車隊業者導入車隊服務時，願意投入系統整合之資源與能力的程度。 

F8 未來商用車隊業者在使用系統時，有更多、更複雜的系統整合需求。 

二、延伸網路 

在延伸網路中對於核心事業影響最直接的角色為互補性質的產品或服務的供應商，雖

然說利基者不一定要跨足這些平台經營，但透過分析互補性的產品與服務能夠讓我們了解

這些不同的平台中有哪些整合的發展以及未來的可能性。此外，對於供應商的上游與顧客

的顧客，雖然是較難觸及的管理範圍，但是對於這兩者了解的越深，則可以讓我們掌握源

頭的資訊；另一方面亦可了解顧客的真實需求為何以調整我們的產品設計。 

(一)互補性質的產品或服務 

借鏡蕭瑞聖（2006）歸納車載資通訊系統產品有四大發展趨勢：車載導航裝置、可攜

式導航裝置（PND）、具備 GPS導航功能的智慧型行動電話、車載資通訊影像系統。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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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相關的技術發展之外，車載資通訊目前亦可與保險服務結合，在歐洲的車載資通訊後

裝獨立平台業者因為 PAYD的概念流行，而興起車主對於相關服務之需求。雖然上述這些

產品服務皆有可能未來的趨勢，而經由訪談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影響個案公司決定整合

與否之驅動力量。受訪者表示：「其實我們也有評估嘗試過，可是當你東西整合的越多，

產品就越貴，那就越複雜…跟產品的穩定度好不好、顧客願不願意付出相對的價格的考

量…」根據以上業者決定整合的關鍵決策點為何我們可以歸納出在這個部分中影響 O 公

司進行決策的驅動力為： 

F9 與其他產品或服務整合以發展嶄新的硬體產品或服務內容時，顧客的願付價格。 

F10 與其他產品或服務整合以發展嶄新的硬體產品或服務內容時，產品的穩定度。 

(二)供應商的供應商 

本研究彙整其中三項關鍵零組件之主要組成元件如下表 2所示，進而由這些組成要素

歸納其與第二階供應商之關聯，主要包括半導體元件供應商（記憶體 IC、微元件、邏輯

IC、類比 IC）、電子零件供應商、通信元件供應商。位於第二階供應商之半導體元件、電

子零件、通信元件供應商，近年來皆開始針對車用市場應用投入研發。其中半導體元件在

智慧車輛發展趨勢以及中國大陸汽車市場的崛起，將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契機（趙祖佑、

石育賢，2010），而隨著半導體元件技術的進步，再加上消費者對智慧型運輸的需求，將

會帶動車用電子市場的成長。除了半導體元件以及電子零件之外，在無線通信元件中，未

來若進入專用短距離通訊（DSRC）以隨意網（Ad Hoc Network）的概念，如何在高速的

行駛過程中傳送訊息並與車載機硬體成功的整合亦是一個新的研發趨勢。綜合上述我們可

以發現直接供應商之上游的研發能力對於系統模組以及 MCU 等關鍵零組件有直接的影

響，據此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影響 O公司進行決策的驅動力為： 

F11 第二階供應商針對車用市場研發與技術的創新能力。 

表 2關鍵零組件組成元件 

關鍵零組件 主要組成元件 

車用微控制器 

CPU Core、用戶引腳（I/Os）、類比數位轉換器（A/D Converter）、 

隨機存取記憶體（RAM）、唯讀記憶體（ROM）、快閃記憶體（Flash）、 

一次性可編程唯讀記憶體（OTPROM，簡稱 OTP） 

GPS 模組 

天線（Antenna）、低雜訊放大器（Low Noise Amplifier/LNA）、濾波器（Filter）、 

GPS 晶片（包括射頻部份（RF Section）和數位訊號處理（DSP Section）、 

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處理器周邊（Processor peripherals）、 

輸出入埠和驅動器（I/O port and Drivers） 

GSM/GPRS 

無線通訊模組 

射頻部份（RF Section）、基頻控制器（Baseband Controller）、 

唯讀記憶體（ROM）、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RAM）、 

結構化 ASIC、應用介面（Application Interface）、SIM 卡座（SIM Connector） 

（資料來源：趙祖佑，2005；王旭昇，2005；周文彥，2008；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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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的顧客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以及人們生活型態的轉變，企業以及終端消費者對於物流運輸之需

求亦不斷的提升，使得物流運輸業者之挑戰更為嚴峻，為了提供最好的服務，業者必須精

準的掌握每一個環節以提升物流效率。針對企業用戶的部分，李柏峰（2007）針對全球

1,430位國際企業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經理人調查後，發現絕大部分的企業用戶都認為 IT 服

務能力是物流業必備的專業服務能力，也是國際企業評選物流服務提供者（LSP，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例如：3PL）的重要評比項目，但目前企業用戶皆認為 3PL的 IT 服務

能力仍需加強，以提供即時貨況追蹤以及異常狀況的通知和處置。綜合上述，在供應鏈對

供應鏈的競爭時代中，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經理人必須掌握整條供應鏈的流程，因此將有可

能要求物流運輸業者必須強化資訊系統的建置，以提升供應鏈掌握度以及服務加值，除此

之外，環境保護的相關標準亦能夠加速商用車隊業者導入車載資通訊系統。 

F12 商用車隊業者在被各方要求之下必須提升 IT應用的程度。 

三、商業生態系統 

本節主要分析標準型商業生態系統中最外圍的構成要素，分別為政府與官方組織以及

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 

(一)政府與官方組織 

根據「愛台 12 建設」內容，目前台灣在交通方面的後續施政重點將是朝向建構智慧

交通及智慧生活環境發展，在國內亦成立許多相關組織以推廣車載資通訊服務。針對官方

組織，受訪者表示：「目前公司僅加入 TTIA，並由 TTIA 中獲得了許多產業資訊以及商業

媒合的機會，在政府研究單位方面，雖說日前曾經有與政府相關研究單位接洽的經驗，但

最後卻沒有達成具體的合作…」由上述的政府政策與相關研究單位的投入中都可以看到政

府單位目前對於車載資通訊相關產業之正面態度，將是車隊 TSP未來發展的一大推手。 

F13 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推動車載資通訊之正面態度。 

F14 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智慧型交通基礎建設之規劃。 

(二)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 

歐美地區為智慧型交通應用之領先國家，亦是 O 公司出口車載機硬體之主要市場。

觀察國際經濟金融情勢，根據台灣工業銀行綜合研究所（2010）的資料顯示，美 Fed指出

失業率仍處高檔、收入成長溫和，家庭財富降低及信用緊縮，使支出增加仍受限。台灣經

濟研究院（2011）於「2012 台灣總體經濟預測」新聞稿中對於未來國際經濟的部分表示，

由於美國失業率問題、歐洲銀行信評調降以及新興國家硬著陸的風險增加，可能導致全球

經濟復甦停擺。而在國內市場中，天下雜誌以台灣 1000 大企業 CEO 為樣本，進行 2012

年「一千大 CEO 景氣預測大調查」，超過 85%的 CEO 表示看壞明年全球景氣；40%的企

業凍結在台員額規模、薪資調整。其他負面因素還包括國內油電價格雙漲，將導致國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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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生產成本增加。綜合上述，在國際經濟的壓力續存，台灣內部經濟亦不穩定，對於總體

經濟的預測目前仍處於動盪不穩定的狀態，這導致消費者在支出面降低，企業投資亦處於

保守的情況，這將是經濟環境對企業發展的外在驅動力量。 

F15 總體經濟環境動盪將導致企業投資車載資通訊態度相對保守。 

另一方面針對社會文化影響上，對於企業用戶而言，環境關懷亦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重

要議題，在「碳交易」的概念底下，高度仰賴運輸工具以提供服務之物流業者勢必受到影

響，O 公司受訪者亦回應：「尤其歐美在倡導環保駕駛的相關概念，因此對二氧化碳的排

放、碳足跡的追蹤都更加的重視…」據此，我們可以推論在社會文化之影響下，對於車載

資通訊服務將產生影響： 

F16 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將使企業投資車載資通訊意願提升。 

伍、情境分析 

一、建立衝擊與不確定矩陣 

進行第二階段的內外部專家訪談過後將五點量表實際得到分數以算術平均，四捨五入

至整數位的方式排序高低，以完成衝擊與不確定性矩陣。如下圖 3所示： 

衝
擊
程
度 

高   F1 F9 F10  

中偏高  F2 F4 F7 F15 F12 F16  

中 F3 F11 F5 F13 F14 F6 F8   

中偏低      

低      

  低 中偏低 中 中偏高 高 

  不確定性 

圖 3衝擊與不確定矩陣 

將上表中評量的結果依序填入矩陣之後我們可以發現落入衝擊程度與不確定性中偏

高以上之區域共有八項驅動力，分別為： 

表 3驅動力量評量結果彙整表 

驅動力量 

F1 車隊資通訊服務提供者的車載機硬體與其他服務整合的能力高低。 

F4 無線電信業者在無線寬頻技術的導入速度、無線寬頻基礎建設的建置規劃。 

F7 商用車隊業者導入車隊服務時，願意投入系統整合之資源與能力的程度。 

F9 與其他產品或服務整合以發展嶄新的硬體產品或服務內容時，顧客的願付價格。 

F10 與其他產品或服務整合以發展嶄新的硬體產品或服務內容時，產品的穩定度。 

F12 商用車隊業者在被各方要求之下必須提升 IT 應用的程度。 

F15 總體經濟環境動盪將導致企業投資車載資通訊態度相對保守。 

F16 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將使企業投資車載資通訊意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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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不確定軸面 

為將驅動力量濃縮至不確定軸面，吳顯東（2010）提出當驅動力量數量過多無法掌控

時，可以將相關的驅動力量以群組化的方式進行組合。本研究將 F1、F4、F10 濃縮為「服

務整合能力」軸面；F7、F9、F15 濃縮為「市場需求變化」軸面；F12、F16 濃縮為「規

範與社會環境」軸面。茲說明如下： 

在服務整合能力軸面的主要項目中，F1 與 F10 皆是針對車載機硬體服務整合的部分

進行訪談，建立在 F1服務整合能力高低的討論上，進一步在 F10討論整合後產品穩定度。

由訪談的資料中得知在網路進步、車內空間受限以及車載機必須與其他設備以獲得相關資

訊之下，整合若見成效可以擴大車隊服務業者之服務範圍。更深入去看顧客使用整合性功

能的產品時，是否了解如何操作、產品穩定度都是推廣車載資通訊產品的必要條件。 

此外根據 Adner and Kapoor（2010）提出「互補品的挑戰」（Complement challenges）

的概念，我們在訪談中亦獲得再一次的驗證。雖然說目前的車載機硬體中較少應用無線寬

頻技術，但在未來的車隊服務若應用無線寬頻進行資訊傳輸時，基礎建設和軟體的品質對

OBU 其實影響程度蠻高的，不僅是車載機硬體，車內的一些設備都有可能會因為這些基

礎建設而改變，這些基礎建設的互補亦由外部影響服務整合的能力。 

第二個軸面，市場需求變化的主要項目中，主要在探討顧客對於車載資通訊採用之意

願，F7 描述的是系統導入時顧客願意投入資源的程度、F9 則是當顧客面對整合後的嶄新

產品/服務的願付價格，F15 以總體環境影響業者導入車載資通訊之意願，這些力量都會帶

來市場需求的提升或降低。總體經濟環境對於車隊業者投資系統意願有一定程度之衝擊，

有些時候車隊業者為了增加成本的掌握度反而在經濟蕭條時加逆向的操作，且由訪談得知

在系統整合以符合客戶需求之際，除了獲得高層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讓消費者深

刻感受到服務帶來的效益以提升消費者剩餘達到推廣的效果。 

規範與社會環境軸面的主要項目包含兩大驅動力量，F12是在生態系統中利害關係人

的影響，F16則是探討社會文化之影響。在這兩項主要項目中，利害關係人的影響是一項

相當重要的因素，雖然目前物流業者並未提出受到其顧客的影響，但政府單位或相關法令

對物流業者的要求，卻是推動商用車載資通訊重要的一項驅動力。此外社會文化影響下亦

存在部分之衝擊，因為社會文化之影響若只是道德規範或是提升企業形象很可能就只是一

個附加的動力，受訪者提及更重要的是讓顧客感受到投資的誘因或者規範的力量。 

三、情境撰寫 

「服務整合能力」、「市場需求變化」、「法治與社會環境」三個不確定軸各有兩個端點，

共構成 8（2
3）個不同的情境（表 4）。在八個初始情境之中，情境三、情境六以及情境七

分別出現矛盾與不合理之現象，以下將說明本研究判斷其矛盾與不合理之原因。其中情境

三、情境六很明顯的是矛盾與不合理的現象，表示當服務整合以及規範影響力這兩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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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力量皆不存在時，市場需求仍自發產生，實屬不合理。判定情境七不合理的邏輯在於，

當外在環境的法令規範或者利害關係人皆意識到其重要性並給予強大的影響時，此時市場

中應當產生正面的效應，據此本研究將情境七予以刪除。 

表 4情境選擇 

情境 服務整合能力 市場需求變化 規範與社會環境 

情境一 整合能力高 需求成長 影響力量強 

情境二 整合能力高 需求成長 影響力量弱 

情境三 整合能力高 需求停滯 影響力量強 

情境四 整合能力高 需求停滯 影響力量弱 

情境五 整合能力低 需求成長 影響力量強 

情境六 整合能力低 需求成長 影響力量弱 

情境七 整合能力低 需求停滯 影響力量強 

情境八 整合能力低 需求停滯 影響力量弱 

四、情境結果意涵分析 

本節進行情境結果的策略意涵分析，首先找出在該情境中的機會與威脅為何，進而針

對這些機會與威脅結合自身的競爭優勢，發展出適用於生態系統之共生策略。 

(一)春暖花開（服務整合能力高、市場需求成長、規範與社會環境影響力量強 

在春暖花開情境之中，由於三大軸面（服務整合能力、市場需求、規範與社會環境影

響力量）皆是正面發展的趨勢。使得生態系統中前景一片看好，因此將軸面中的主要項目

皆列為機會看待；但是另一方面，前景樂觀同時亦吸引了競爭者的爭相投入造成資源競

爭，甚至要開始擔心支配者或坐收漁利者的威脅。 

因此，利基者必須把握自身既有的競爭優勢之外，尚必須持續的以創新創造價值進而

維持有意義之多樣性，而為了持續創新，利基者可以藉由與外在互補性質之產品或服務建

立互賴關係以提升產品研發能量與面向，產生良性循環，同時亦能提高利基者的槓桿效

果，厚植車隊 TSP平台的實力。 

(二)只欠東風（服務整合能力高、市場需求成長、規範與社會環境影響力量弱） 

在只欠東風的情境之中，整合技術軸面以及市場需求軸面皆是往正面發展，唯有規範

與社會環境影響力量較弱。代表著當車載資通訊業者看到有潛力之服務或相關產品便能迅

速的商品化，而車隊業者亦樂見在 e 化物流建制下能夠節省更多成本、更高的服務品質。 

面對趨於保守的影響力之下，企業若只注意業內的發展或者自身的實力，而輕忽了外

部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便容易落入追求自身成長的陷阱（李沿儒，2011）。在追求成長

之餘，利基者亦應該重視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力，獲得政府與社會重視，進而加速智慧交通

基礎建設，擴大整體商業生態系統之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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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高和寡（服務整合能力高、市場需求停滯、規範與社會環境影響力量弱） 

在曲高和寡情境之中，服務整合能力高，但是市場需求停滯、規範與社會環境影響力

量弱。據此，本研究建議在國內威脅重重之下，車隊車載資通訊服務提供者應該將產品做

出區隔化，利用自身外銷海外市場之基礎，並與國外新興應用服務整合，將整合後成熟穩

定之產品外銷至海外市場，厚植研發實力；另一方面在國內市場中，可以利用總體經濟動

盪的威脅，推廣車載資通訊節省車隊成本之益處，亦可參考「只欠東風」情境中，與相關

利害關係人建立更緊密的鍵結以影響市場需求。 

(四)一線生機（服務整合能力低、市場需求成長、規範與社會環境影響力量強） 

在此情境中，利害關係人皆給予正面支持與影響，並帶動台灣商用車隊業者導入車載

資通訊系統之市場需求，使得服務提供業者仍能夠在生態系中找到一線生機。若聚焦於車

載機硬體本身的核心能力，服務提供者可以由車載機服務之附加價值著手，陳慧純（2011）

指出，全球有 83％的 CIO 認為，商業分析與最佳化是從鉅量資料中獲取價值、拉大競爭

差距的優先選擇。因此若能從管理技術角度著手，將車載機硬體擷取之行車資訊組織為具

備管理意涵之諮詢服務，便能夠在不需要耗費龐大資源進行產品/服務整合研發之下，仍

能夠帶給車隊業者具有附加價值之車載資通訊服務。 

(五)山窮水盡（服務整合能力低、市場需求停滯、規範與社會環境影響力量弱） 

在這樣悲觀的情境之下，利基者難以利用創新之產品或服務創造價值，因此車隊車載

資通訊業者必須運用其優勢來防護驅動力量所帶來的威脅。據此，本研究建議 O 公司應

該善用海外市場經驗，並且持續擴大海外市場，將自行研發之車載機硬體行銷於世界以持

續培養車載機硬體設計與開發之核心能力，並參考「一線生機」情境中提升管理技術以及

尋找適當的服務整合項目的方式，針對生態系統的變遷做出策略調整。 

陸、結論與建議 

經本研究情境分析之衝擊與不確定矩陣衡量後歸納出總體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對生

態系統中利基者制定未來策略發展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據此本研究推論探討當策略制定

時，經濟環境與社會文化對生態系統中該角色的發展衝擊程度是高、不確定程度亦是高

時，能夠有效地填補生態系統分析時缺乏地景的擾動所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經結合商業生態系統分析之情境分析後，歸納五項情境結果之策略意涵分析，

說明了在不同的情境發展之下，利基者應如何做出策略適應，綜合本研究三大不確定軸面

的變化產生之策略分析而言：當車隊車載資通訊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整合能力高時，必須思

考如何創造一個共生的生態網絡，因此必須積極的與生態系統中互補性質的產品或服務進

行整合或者做好利害關係人之管理以提升利基者槓桿效果，厚植平台之實力。另一方面，

當車隊車載資通訊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整合能力較低時，除了尋藉有力量的利害關係人影響

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企業必須檢視自身的核心能力，從核心能力出發，尋找可發展之機會

點，以隨著生態系統之演變而做出策略適應。 



結合商業生態系統與情境規劃法探討我國中小型車載資通訊服務商之利基者策略─以 O公司為例 

 

- 15 - 

 

本研究之限制，在次級資料收集部分，由於車載資通訊相關之研究、調查報告等資料

大多著重於終端消費者市場，少有聚焦於商用市場之研究，導致在商用研究方面之次級資

料取得較困難，容易發生較不完整的現象。在初級資料收集部分，礙於受訪者時間寶貴，

受限於研究者人脈的限制，本研究僅訪談兩位政府相關研究單位之資深研究員、分析師作

為本研究外部諮詢之角色，缺乏更多外部關係人或者其他企業之意見。此外，在商業生態

系統分析時，有些分析層次由於涉及企業經營保密條款或者商業機密之敏感議題，因此在

訪談過程之中受訪者並無完整揭露，造成分析上不完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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