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  
摘要 
 

近年來，台灣集團企業的比重有不斷上升之勢，自由化之後尤甚。本研究
發現自由化之後國內新開放的一些特許市場中，新參進者幾乎皆為集團企業的子
公司，市場的開放似提供了集團企業擴張的機會，自由化反而帶來總集中度的提
高。 

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自由化中，國內新開放諸多特許市場，其中最重要的是

大型的現代服務業市場。本研究整理了其中比較重要的案例，包括銀行、票卷、

行動電話服務、有線電視、電廠、高鐵與固網等，發現開放之後的新參進者幾乎

皆為集團企業的子公司，市場的開放正提供了既有的集團企業擴張的機會。這現

象要如何解釋？是因為集團企業擁有特殊的優勢，還是緣於集團企業積極轉型尋

求成長空間之動機，是本文所探討的問題。 
這些特許市場原先參進是受政策管制，在開放時市場規模已很龐大，因此在

市場開放之際，小規模參進的空間就很小。參進門檻、開放時機以及規模經濟等

因素只涉及單一產業，無法解釋為何這些大型參進廠商必須是集團企業的成員。

範疇經濟才可能會是集團企業的優勢所在，其包含籌資能力與計畫執行能力等。 
組織能力是先進企業長期在生產、管理、行銷方面作投資，所累積的不易被

模仿複製的能力。若將其區分為特定與普遍兩種，特定的組織能力則是與產業特

性相關，普遍的組織能力則與範疇經濟相對應。 

以三十大集團為例，可依其核心企業的產業歸屬來將他們分成五類集團：高

科技、轉進高科技、製造業、製造轉進服務業、服務業。本文並發現這些集團幾

乎都各有專注領域，轉進新領域的集團可依賴其普遍性組織能力，但須集中力量

快速累積特定性的組織能力。因為台灣產業變遷迅速，近年來轉型的集團數目超

過三十大的四分之一。 

同時，主要參與特許市場者，屬最後兩類集團，前三類只有少數(且是以入

股方式)參與投資。這顯示範疇經濟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集團轉型的動機是

驅使第四類集團轉進並大幅參與特許市場之主因。而第五類集團原就屬於服務

業，他們則必須起身防衛市場，並轉型來適應新的高度競爭環境。再則，集團的

策略選擇會幫助決定其轉型的方向。 

因服務業中先進國的先進企業明顯有其優勢，政府在開放市場之初，對於外

資的參與都有限制，此後再逐步開放。這種政策給予了本地廠商學習的空間。同

時，由集團企業來主導特許市場，也印證了落後國家常需依賴集團企業這制度來

做為市場之替代品之說法。 
除了這些特許市場外，集團企業在台灣整體經濟之比重，近年來也有明顯上

升的趨勢。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台灣顯然需要集團企業及大型企業，來與先進國
的先進企業抗衡。在外銷產業中，大者恆大的趨勢，並不會帶來壟斷的危險，但
是國內市場不同於外銷市場，我們必然要關切國內市場的壟斷程度以及其社會公
平性的意涵。亦即在政策上，必須要在全球競爭力以及社會公平性的考量中設法
取得合理的平衡。不過可確定的是，未來在台灣，集團大企業的角色只會更為吃



重，期望中小企業替代大企業來擔任這任務，並避免這樣的兩難，已經成為不切
實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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