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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分析台灣未來IPv6技術推廣在資訊家電可能遭遇之關鍵性問題與可供選擇之策略方案，導出最適合台灣資訊家電產業特性的核心策略與輔助策略。本研究將TOWS策略矩陣延伸，加入優勢/劣勢及威脅/機會之組合策略，以訂出更完整的策略規劃整合矩陣，並整理出技術地圖工具，針對資訊家電產業蒐集相關技術、會議報告、產業與次級資料以瞭解IPv6在資訊家電產業發展的概況，並採專家意見法彙整關鍵範疇及因子，編製出台灣資訊家電產業IPv6發展的技術地圖，藉由策略整合矩陣研擬出核心策略與輔助策略：當IT產業發展IPv6技術時，同時積極研究與開發嵌入式系統，並評估最適合的資訊傳輸方式及控制技術，導入IPv6技術將家電資訊化與網路化，以幫助傳統家電產業的升級，另外，家電的應用可朝多媒體的方向發展，或將家電整合變成數位化家庭，當技術漸趨成熟時，業者也可藉由提供更佳的售後與加值服務建立新的商業模式，或者導入電子商務的機制並發展出另一種獲利的模式，讓消費者與業者達到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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