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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鴻霖全球運輸創造競爭優勢的全球運籌管理，透過個案研究方法，蒐

集相關次級文獻等史料，藉以探討鴻霖全球運輸創造競爭優勢的全球運籌管理及未來成長趨勢。本

研究結論如下：鴻霖全球運輸的競爭優勢以建置全方位物流 e化系統、改善供應鏈技術、併購與策

略聯盟等方式來奠定全球運籌管理系統；未來成長趨勢仍需積極與擁有最新及最多貨運機隊的企業

實施策略聯盟以減少其成本的支出；未來全球化的佈局與挑戰亟待努力與改善。鴻霖全球運輸成功

經驗可以作為國內其它貨運企業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策略管理、物流管理、運籌策略、全球運籌管理 

 

The Creation of Competitiveness Competence of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A Case Study of Morrison Ex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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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orrison Express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of competitiveness competence and future business strategy. A case study research was for 

data analysis of secondary literatu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as follow: Morrison Express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of competitiveness competence and business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nstruct 

logistics electronic system, improv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erger and acquisition strategy. The 

future business strategy should reduce the expenditure cost and work with the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ircraft formation company. It should must effort face the challenge. 

Keywords：Strategy Management, Logistics Management, Logistics Strategy,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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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台灣物流年鑑（2007）提出因應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競爭挑戰，台灣製造產業外移，造

成台灣進出口物流量大幅下滑，是近年來台灣物流業最嚴峻的挑戰；但另一方面，國際企業（包括

台商）全球佈局，持續將生產委外到低成本國家地區，同時更將產品銷售不斷的擴展到新興國家，

這些原物料、半成品、成品、回收退修品散佈在全球各地，比以前更多、更廣、更複雜的生產工廠、

倉儲、配銷中心、銷售點之間，大量運送、拆併、加工、配銷、回收和維修等方式，也為國際物流

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國際物流大商機。顯示台灣除面臨物流產業的下滑外，且也嚴峻的接受國際物流

產業擴張的衝擊。 

全球運籌管理係指進行全球市場的行銷、產品設計、生產、採購、物流管理、供應商管理等

整體管理系統之運作。也就是將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從備料、生產、出貨、通關

到市場配銷的每個環節加以串聯，並整體達到及時（Just-in-Time）管理與運作的目的。其核心精

神在於快速回應市場的變化與顧客的需求，同時將經營成本、庫存壓力與風險降至最低，而且縮短

供應鏈作業時間，進而創造整體經營的最大綜效（Synergy）。其整個過程是建立在一個商業快速

回應系統之上（張福榮，2000）。因此，為因應全球化的競爭挑戰，國際企業的全球佈局，形成比

過去涵蓋面更廣、上下游作業面更深、複雜性更高的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s）概念便因

應而生。使得如今國際競爭已不再僅僅是個別企業對企業的競爭，而已進入供應鏈對供應鏈的競爭

時代。供應鏈管理不再只是支援企業完成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許多國際企業已將供應鏈管理視為企

業整體競爭策略的核心。全球運籌作業若予以妥善的管理與執行，將可為企業在配銷通路上創造可

觀的競爭力（Ellram，1990）。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2010）也提出國際企業物流委外系統，係

由最初的物流中心運作、第三方物流，再進入第四方物流，以達成企業e化的資源管理策略，達成

B2B與B2C的結果來滿足顧客之需求。準此，供應鏈的時代在國際物流業的運用可降低成本，節省

庫存壓力與降低風險，更可整合跨功能的全球運籌管理的競爭策略核心價值。因此，全球運籌管理

已確認是目前與未來的趨勢。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據以提出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鴻霖全球運輸全球運籌管理的創造競爭優勢。 

（二）了解鴻霖全球運輸全球運籌管理的未來成長趨勢。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如下： 

（一）探討鴻霖全球運輸全球運籌管理的創造競爭優勢。 

（二）探討鴻霖全球運輸全球運籌管理的未來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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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只以鴻霖全球運輸作為本研究範圍，故無法推論至其它相關產業是為本研究限制。 

 

貳、文獻探討 

 

在全球營運的模式下，跨國界、跨組織、跨功能產銷供需資訊的整合與儲運流通作業的協調，

即構成全球運籌管理（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的實質內涵（陳銘璋，2005）。顯示全球運

籌管理系統是現今與未來物流的主流。而全球運籌管理涵蓋策略管理、物流管理、運籌策略與全球

運籌管理等層面思維。 

一、策略管理（Strategy Management） 
司徒達賢（2001）認為策略是指企業經營的形貌，以及在不同時間點這些形貌改變的軌跡。

形貌包括了企業所界定的經營範圍與追求的競爭優勢等重要而足以描述經營特色與組織定位的項

目。顯示策略是追求企業經營的競爭優勢而為達成目標或計畫的一種方式。 

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研究調查近幾年歐、美等國成功企業的經驗，其結論是：「卓越的運籌

管理將成為大幅超前競爭者的新利器」。哈佛企管評論也斷言：「運籌管理很可能成為新的策略核

心，它可以創造新的顧客價值，立竿見影地節省成本，不僅是行銷的重要考量，也是彈性生產不可

或缺的延伸」（王立志，1999）。全球運籌市場乃是企業為降低成本與壓縮時間，透過資訊系統與

供應鏈，以達成最大化之利益。 

陳銘璋（2005）彙整文獻時提出所謂的速度競爭，或者稱為「時基競爭」（Time-based 

Competition），是指在維持具競爭力的品質和成本下，致力於新產品的快速引入市場與快速的回應

顧客需求。時基競爭的本質為藉時間壓縮以領先對手，獲取競爭優勢（Hum and Sim, 1996）。時

間的壓縮包括生產製造的時間與物流配送的時間兩方面，致力於生產製造及研發時間壓縮的作業模

式稱為「時基製造」（Time-based Manufacturing）；致力於物流配送時間壓縮的作業模式稱為「時

基物流」（Time-based Logistics）（Apte and Viswanathan, 2002）。時基物流的具體實現即藉由貫

穿供應鏈的流程再造（Process Reengineering）以追求快速回應的能力，而供應鏈流程再造必會涵

蓋產銷資訊的整合與物流作業的協調（林忠運、羅偉碩，1998）。物流的功能在實現滿足客戶的需

求及增進與提升商品的流通，物流效率的提昇則須仰賴資訊系統的配合，以使供應鏈能順的力將貨

物由寄件人手中，於最短與最適當之時間送達收件人手中，期間物流的整合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二、物流管理（Logistics Management） 
“Logistics”這個字是從美國軍事理論中的「後勤」（Military Logistics）概念而來的，軍事後勤

強調的是人員與軍備補給的有效率部署（Bloomberg, Murray and Hanna, 1998)。Logistics翻譯成中

文有許多用法出現，包括儲運、物流、運籌與運銷等（張福榮，2000）。而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的定

義則是：「物流是一種物的實體流通活動的行為，在流通過程中，透過管理程序有效結合運輸、倉

儲、裝卸、包裝、流通加工、資訊情報等相關物流機能性活動，以創造價值，滿足顧客及社會的需

求（蘇雄義，1998）」。企業對於物流的計畫、執行、管制等管理程序需流暢的實施，同時要滿足

顧客的需求，將材料、製程與成品準時的送達顧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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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璋（2005）認為Logistics Operations 宜譯為強調運輸與倉儲等功能性作業層級的「儲運作

業」；而Logistics Management則譯為強調功能整合的「物流管理」；此外，具有類似概念並強調

跨組織整合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則譯為「供應鏈管理」。由於文獻中對於Logistics翻譯成中

文仍有些許不同的看法與定義，然可就儲運、物流、運籌在作業層級上有系統的強調整合跨組織與

單位的作業程序。 

Motwani, Madan and Gunasekaran (2000)指出全世界經營績效優異的企業多將其成功或部分歸

因於其應用資訊技術於全球運籌管理的優異能力。由文獻可知，早期物流的方式為將供應鏈切割，

分為不同屬性的階段，獨立作業，但仍無法適應客戶的需求與降低營運成本。是故，將資訊系統的

功能應用於物流，使得有效的快速將產品推向市場與降低物流成本，漸漸形成全球運籌管理的體系。 

三、運籌策略（Logistics Strategy） 
Bowersox (1974) 最早提出物流組織階段進化的論點，認為越進步的物流組織其所整合在單一

專責部門下的物流活動項目越多，立論的基礎在於物流整合是組織進步的方向。由於組織調整是策

略執行的具體表徵之一。 

陳銘璋（2005）認為組織調整是策略執行的方式之一，據此推論以下三種物流組織分別是三

種運籌策略目標下組織調整的結果─程序導向物流組織搭配的是追求成本控制能力的運籌策略目

標；市場導向物流組織搭配的是追求市場回應能力的運籌策略目標；而資訊導向物流組織搭配的是

追求溝通協調能力的運籌策略目標。Rao and Richard (1994)以企業運籌運作的觀點結合Porter (1985)

之競爭策略理論，而導出三個運籌策略型態，分述如下（邱意茹，2001）：（一）運籌成本最低策

略：成本領先策略是企業在其所處市場區隔的競爭中，藉由最低的運籌成本而擁有的相對競爭優

勢。（二）附加價值最大策略：追求活動附加價值最大，藉由顧客需求之時間、地點、形式與顧客

服務水準效用的創造，來達到最大化產出的價值。（三）彈性／控制增加策略：強調通路成員間活

動的協調與控制，並促使資訊能於通路間充分流通。Bowersox and Daugherty(1987)進一步推導三種

物流組織型態下的運籌管理重點，即（一）程序導向（Process Orientation）、（二）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三）資訊導向（Information Orientation）。整體言之，由物流組織思維調整整合

企業運籌管理的策略言，乃在於成本的控制、作業的流暢、追求顧客的服務品質、建立通路網際網

路與提昇市場回應能力，建構完整的運籌管理系統。 

四、全球運籌管理（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Chopra and Meindle (2001)定義全球運籌管理為供應鏈各鏈節間的流動管理，其目的在追求最

大的總利益。全球運籌活動若妥善予以管理，則正確品項之商品將得以正確合理的成本，在正確的

時間運送到正確的地點（Zheng, Yen and Tam, 2000）。蘇雄義（1998）留意到產銷儲運作業過程中

協調整合機制的重要性，並以「物流整合」（ Logistics Integration）統稱之。物流整合乃指物品流

通過程中，有效整合商品移動、儲存等物流作業，或者有效整合流通資訊（含訂單、貨運單據、發

票等），俾提升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進而提高顧客服務水準。由此可知，運籌管理供應鏈間

的作業程序與流程需確實做好「整合」與「協調」，唯有以物流整合的策略才能降低流通成本，提

高服務品質，提升顧客滿意度。 

在一個全球性供應鏈網路中，與供應商及顧客間產銷供需資訊不能獲得妥善的整合、儲運流

通作業不能施以有效的協調時，將導致訂單延遲、品質低落、存貨攀高、前置期拉長，產品陳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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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跌價損失風險升高（Cohen and Mallik, 1997; Buxbaum, 2000）。張卓寰（2002）提出有關運籌管

理之研究顯示，顧客服務、運銷成本、即時快速、降低存貨等是企業進行運籌活動所欲追求的主要

目標。由上述可知，全球供應鏈的概念與做法需有系統的連結，以減少風險，降低營運成本，提升

顧客滿意，建構優質的競爭優勢。全球物流主要乃在顧客服務、運銷成本、即時快速、降低存貨等，

供應鏈的最終目標在於追求回應能力、彈性、速度和成本間的衡平。而此系統需要結合資訊技術，

以創造更完善的全球運籌管理系統。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首先透過文獻理論的彙整、確定選擇個案研究對象、相關資料蒐集，然後針對鴻

霖全球運輸個案實施研究分析，再撰寫研究結果，以呈現個案的意涵。本研究鴻霖全球運輸個案為

一物流公司。因此，先探討文獻的策略管理、物流管理、運籌策略與全球運籌管理等相關理論，藉

以建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依據李美華等人（1998）、陳品玲（1996）與葉重新（2001）對個案研究定義之

內涵選擇有關鴻霖全球運輸作為研究對象，因其是一個現代社會企業的團體，經蒐集彙整相關文獻

後，對其組織結構內涵提出發現問題，並深入的分析。由於鴻霖全球運輸是一個以本土企業出發，

並逐漸發展為國際空運企業，值得深入研究了解其成功創造競爭優勢的經營策略與未來的成長趨

勢。因此，本研究以鴻霖全球運輸企業作為本研究對象。 

三、研究工具 
田野調查這個詞彙有時被稱為參與觀察、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以及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研究方法。而個案研究是針對一個單獨的個人、團體或社會，所進行的表意式檢視。它

主要的目的雖然是在於描述，但也可以試著提出解釋。例如對一個現代企業進行組織結構的社會學

分析（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王婷玉，1998）。陳品玲（1996）也指出個案研究乃是一種有系

統的針對特定的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之背景、發展、行為、概念想法等。葉重新（2001）指出

有關個案研究是指對特別的個人或團體，蒐集完整的資料之後，再對其問題的前因後果作深入的剖

析。因此，本研究係採取個案研究方式實施，探討相關理論基礎的分析，透過對個案公司深入的資

料蒐集與整理分析個案競爭優勢與未來成長趨勢，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期提供參考之用。研究的

相關資料蒐集，主要來自次級資料整理：文獻、期刊、年鑑、新聞文章、報告文件與相關網站等。 

 

肆、個案分析—鴻霖全球運輸（Morrison Express） 

一、鴻霖全球運輸企業背景 
鴻霖全球運輸（Morrison Express）是一個家族企業，創立於 1972年，今日是由一個私人高專

業經驗管理團隊所運作。公司剛經營之際聚焦於台灣與美國的路線，現今擁有 60多個分公司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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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西太平洋邊際、中國、歐洲及南美洲等區域，且在 5個國家擁有超過 100個代理商。在 60多

個分公司中計有超過 1200名員工，且成功地將台灣的總公司轉換成全球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並持

續的迅速再擴展其事業的版圖。 

鴻霖全球運輸（2009）團隊期望尋找超越傳統的方式，以穩固的精神去發掘與提昇企業機會，

如下所述： 

（一）鴻霖全球運輸的核心價值 

其核心價值建立在正直、顧客的焦點、主動的精神、團隊、鴻霖全球運輸家族。 

（二）鴻霖全球運輸的事業 

在全球世界營運的鴻霖全球運輸具有許多可以選擇事業的途徑，諸如，銷售員、操作員、財務

人員、資訊系統管理人員、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等等。 

（三）鴻霖全球運輸的福利與報酬 

鴻霖全球運輸的報酬薪資每個國家均不同，薪資高低係依員工所能發揮的功能與年資而定。 

（四）鴻霖全球運輸的經營理念 

鴻霖全球運輸規劃獨特服務品質組織的願景，主要是建立一個穩固和沒有結束服務的焦點於客

戶上，同時很高興能提供一個超過客戶期待標準的服務。 

（五）鴻霖全球運輸的主要商品及服務  

鴻霖貨運公司提供一個「量身訂做、聯合航運的效益、倉庫、分配和運送的系統解決服務方式」，

建立客戶所需及所要的服務。 

二、鴻霖全球運輸創造競爭優勢的經營策略 
鴻霖全球運輸所擁有的資源是與其他航運及卡車配送公司之間的良好的合作關係，以及完備的

專業和知識。對於客戶所提的需求能安排最佳的貨運時程，並運用專業知識解決進出口貨作業上所

面臨的問題，亦可為客戶找到最適合的航運公司及航班。其創造競爭優勢的經營策略，如下所示： 

（一）延伸服務項目 

張福榮（2000）指全球運籌管理係指進行全球市場的行銷、產品設計、生產、採購、物流管

理、供應商管理等整體管理系統之運作。也就是將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從備料、

生產、出貨、通關到市場配銷的每個環節加以串聯，並整體達到及時（Just-in-Time）管理與運作

的目的。其核心精神在於快速回應市場的變化與顧客的需求，同時將經營成本、庫存壓力與風險降

至最低，而且縮短供應鏈作業時間，進而創造整體經營的最大綜效（Synergy）。其整個過程是建

立在一個商業快速回應系統之上。鴻霖全球運輸於2001年的優勢為台灣空運承攬業出口前20大排名

中名列第2位的優勢。鴻霖全球運輸在客戶的爭取策略上，除延伸了本身的服務項目，對一般的空

運、海運業務，也為客戶處理前置的準備工作，尤其是繁複的海關文書處理；向後則延伸到貨物抵

達的後續動作，如倉儲、安裝、訓練甚至到包裝材的回收等業務的服務，以此延伸服務項目建構創

造競爭優勢的經營策略。 

（二）資訊科技平台運用  

供應鏈延滯對製造業或流通業而言是個很大的隱憂，如何縮短出貨的前置作業時間，在貨物

或材料的運輸上，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以縮短運輸時間，是製造業或流通業最需要的服務。「Trade

貿易、Transportation運輸、Technology科技及 Telecommunication通訊」的 4T，正是集團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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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未來的競爭中所必須具備的系統（集團運籌，2007）。全球運籌管理是個善用供應鍊理論，

並輔以科技資訊將客戶的服務項目串聯，並縮短時間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因此，資訊

科技平台的建立與運用為鴻霖全球運輸創造競爭優勢經營策略的核心作法。 

（三）「全球運輸業管理系統—Phoenix」、串聯供應鏈 
從事空運運輸服務的鴻霖全球運輸（Morrison Express），正是目前許多台灣高科技廠商密切

配合的重要空運夥伴。面對「全球設計、全球工廠、全球市場」的時代來臨，鴻霖全球運輸瞭解客

戶在全球運籌及供應鍊管理的需求，以最專業的服務品質，結合先進的博連資訊空海運整合系統，

提供包括空運、海運、倉儲、報關、包機、戶到戶運送等整合型物流服務（博連資訊科技，2009）。

張福榮（2000）也指出物流功能的發揮、運籌效益的實現則有賴利用科學的方式來加以分析與整合

各種產銷資訊，設計與協調各種儲運作業，以使得全球運籌的總體運作效率提高，進而滿足客戶的

需求及促進商品流通的效能。此即藉由建構全球運籌作業系統來實現物流效益的意涵。2003 年鴻

霖大幅更新資訊硬軟體系統，並導入博連公司所研發的「運輸業管理平台」，使前、後端業務完全

串連起來，以符合供應鏈串連的目的，並真正達到全面 e化的程度，此即整合全球運輸管理系統平

台。 

（四）併購、策略聯盟 

星島日報（2010）於 2010-09-29 刊出『全球航空業競爭激烈，料可遏止票價升幅』，國際航

空運輸業協會(簡稱 IATA)行政總裁畢斯南尼(Giovanni Bisignani)表示，雖然最近有航空公司合併，

令航空公司數目減少，但是航空業在全球競爭激烈，應該可以遏止票價升幅。逾 50年前定下的規

矩，規定航空路線須獲政府批准，又限制外國擁有權，令航空業大受桎梏。顯示航空業唯有在合併

下才能在競爭激烈的洪流中生存。行業分析報告（2010）指出華力環球運輸有限公司是經貿部正式

批準成立的一級貨運代理，由台灣鴻霖全球運輸有限公司(M-MORRISON)、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A-AIR CHINA)、中國對外貿易運輸總公司(S-SINOTRANS) 共同投資，於 1991 年創立。發展至

今，華力在大陸地區有十二家分公司、辦事處，在世界上 55個國家地區擁有一套高效的代理網路；

獲得美國通用電氣、海爾等知名企業的信賴與支持；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和中國國際貨

運代理協會（CIFA）會員。顯示鴻霖全球運輸與相關產業實施共同投資與合作，積極建立策略聯

盟的合作夥伴。賴宣名（2002）也指出「全球運籌管理是一套由全球資源管理角度切入策略規劃之

應用技術，著重於運用產品、材料及服務內容的特性，來規劃企業在全球的佈局，以降低整個供應

鏈的庫存存量、營運成本、耗費時間、潛在成本、風險和危機，並且透過接近客戶與快速反應客戶

需求的方式，來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是故，鴻霖全球運輸所創造的競爭優勢乃在積極建置全方

位物流 e 化系統，改善供應鏈技術，積極串聯供應鏈，啟用全球運輸業管理系統—Phoenix」，善

用資訊科技平台，對同業採用併購與競合及策略聯盟作為最佳的服務系統理念，以此建立全球運籌

管理的平台。 

三、未來成長趨勢 
台灣物流年鑑（2007）提出近幾年來，航空貨運市場持續成長，根據美國波音公司所做的全球

航空貨運成長預測顯示，於 2003—2023年間，全球航空貨運平均每年成長率為 6.2%，但與亞洲地

區有關的航線則每年成長率皆超過全球平均成長率；亞洲各國之間成長率最高，其年成長率高達

10.6%、亞洲各國-北美之間的年成長率為 8.5%、亞洲各國-歐洲各國之間的年成長率為 7.2%、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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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東南亞之間的年成長率為 6.7%。因此未來 15 年，亞洲空運貨物市場仍將領導全球空運貨物

市場的發展，鴻霖全球運輸正處於此一區域，因此較其他區域的航空貨運產業佔有較優勢的條件。

葉青青（2008）認為未來在航空貨運方面需求，波音公司預估 20年後航空貨運市場將由目前的每

年 1,800億的運輸總周轉量（RTK）成長至 5,800億的運輸總周轉量（RTK），致使貨機機隊數量

至 2025年將達到目前的 2倍（3,570架）。考量機隊的成長加上舊機汰換，未來 20年間貨機的新

機需求將達到 2,990架左右，其中廣體貨機的市場佔有率將由目前的 50%增加至 64%。因此，未來

全球貨機的平均酬載能力將大幅提升。職是之故，鴻霖全球運輸需與具有最新與最多貨機機隊的航

空公司實施策略聯盟，以彌補在貨機機隊龐大費用的支出。鴻霖全球運輸於未來全球航空貨運仍具

有無限的發展空間，除建置全方位物流 e化系統，改善供應鏈技術、實施併購與策略聯盟的策略。 

四、面臨的挑戰 
鴻霖全球運輸 e化資訊科技平台的建置，對今昔的合作對象或競爭者而言，需對作業系統作一

整合，並學習適應操作該系統，無論是水平或垂直的合作夥伴，系統的適應雖有博連 GFS 資訊科

技的協助，但仍需一段時間適應。鴻霖全球運輸鑑於考量承攬貨運的風險與成本，因此採取併購與

策略聯盟方式，與其它同業合作。未來亞洲的貨運市場看好，而物流又在「流程、流量與速度」的

精準運輸與服務中達成顧客的要求。所以信任同業的表現是需要時間驗證，也是一挑戰。 

 

伍、結論 

鴻霖全球運輸（Morrison Express）是一個家族企業，創立於 1972年，由私人高專業經驗管理

團隊所運作，是一個國際性的企業，其創造競爭優勢的全球運籌管理分析後獲致結論： 

一、鴻霖全球運輸與其他相關航運等公司的合作關係良好，對於客戶所提的需求能安排最佳的貨運

時程，運用專業知識解決面臨的問題，為客戶找到最適合的航運公司及航班，提供一個「量身

訂做、聯合航運的效益、倉庫、分配和運送的系統解決服務方式」。 

二、鴻霖全球運輸的競爭優勢與營運策略以建置全方位物流 e化系統、改善供應鏈技術、併購與策

略聯盟等方式來奠定全球運籌管理系統。 

三、未來成長趨勢仍需積極與擁有最新及最多貨運機隊的企業實施策略聯盟以減少其成本的支出。 

四、未來全球化的佈局與挑戰亟待努力與改善，鴻霖全球運輸成功經驗可以作為國內其它貨運企業

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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