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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無線射頻辨識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早已被廣泛運用在各個領域。但

是許多研究仍對 RFID 應用於服務業所提供的價值及應用方式存有懷疑。運動休閒乃是新興的服

務業，其中又以運動中心的發展備受各方期待。然其產業競爭相當激烈，若要脫穎而出，服務

程序乃是其關鍵。因此本研究以價值焦點思考法為理論基礎，建構一運動中心服務程序導入

RFID 的設計模式。首先本研究依據 RFID 在實務上的應用性，透過對運動中心服務流程的程序

分析，進行服務點導入 RFID 技術應用的配置。接著本研究採取兼顧服務供給與服務需求雙方面

之價值焦點思考法，完成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於服務程序之設計。在模式建構過程中，透過消費

者問卷調查，分析基礎目標之重要性；其次採用群體腦力激盪法進行 RFID 應手段目標清單之建

立；最後再請二位專家確認手段目標之關聯性，以完成最終設計。本研究的學術價值在於提出

一個結合價值焦點思考的 RFID 應用設計模式，除可作為後續 RFID 價值評估研究之基礎外，在

實務上，亦可提供服務企業導入 RFID 之參考。 

 

本文之通訊作者為高慈薏，e-mail: 497778032@mail.fju.edu.tw。 

本文作者感謝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 101-2410-H-030-020-MY3) 的部分經費補

助。 

管 理 與 系 統 
第廿二卷 第三期  民國一○四年七月 
273-301 頁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 
Vol.22, No. 3, July 2015 

pp. 273-301 

                                                        

mailto:497778032@mail.fju.edu.tw


    
274   管理與系統 
 

    

 

    

 

關鍵詞: 無線射頻識別、服務程序、服務藍圖、運動休閒服務、價值焦點思考法 

 

Abstract: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many fields, but little 

researches confirmed the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RFID in service industry.  Sports and recreation 

sectors are emergent and highly competitive in service industry.  The level of service process of sports 

center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a value focused thinking approach,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esign model for a sport center.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ility of RFID in 

practic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ervice process.  Then, using the value focus thinking approach 

which focus on both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the model of RFID application in the service process 

of sports center was designed.  During the modeling process, a consumer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fundamental objectiv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used the methods of expert 

interview and brain storming to establish the guidelines for determining the means-objective list. 

Finally, experts were invited to review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ans and objectives to confirm the 

service process model.  The academic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design model which 

integrates value focus thinking approach into the RFID application.  In addition to serving a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RFID value evaluation, this model is also helpful for those managers 

who intend to deploy RFID in service sector. 

 

Keywords: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Service Process, Service Blue Print, Sport and 

Recreation Services, Value Focus Thinking Approach 

1. 緒論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是目前世界各國所重視並積極發展

與應用的技術。隨著網路通信、資訊安全等科技的發展，RFID 技術已進入商業化應用階段。由

於具有高速移動物體識別、多目標識別和非接觸識別等特點，RFID 顯示了巨大的發展潛力與應

用空間，因此被認為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資訊技術之一 (陳正忠等，民98; Klaus, 2003)。目前 RFID

被廣泛應用於包括動物防疫追蹤 (Wang et al., 2006)、食品物流認證與管理 (Wang and Zhang, 

2006)、老人健康即時監控系統 (林義証等，民 98)、圖書館進出人員管制之門禁卡 (Klaus, 2003; 

Lee et al., 2008; Smart, 2004)、零售業管理 (Jones et al., 2005; Koh et al., 2006)、賽會管理、醫療

服務管理 (Lee et al., 2008) 等領域。隨著 RFID 技術的成熟，台灣現行以次計費的國道通行費收

費系統亦全面改使用 RFID 技術系統的 eTag 電子標籤，期望能獲得更多用路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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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 RFID 技術應用於企業供管理上，的確能為公司帶來更多正面效益 (i.e., Becker et al., 

2009; Lee et al., 2008)，仍有許多研究對 RFID 應用於服務業上所提供的價值及方式存有許多懷疑，

包括如何使用，以及能為顧客帶來哪些價值效益等 (Bitner et al, 2007; Lee and Ozer, 2007; 

Niemeyer et al., 2003)。運動休閒服務業是典型的以顧客為導向的產業，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

以及國人健康意識的提高，人們對運動休閒消費的需求增加，休閒運動服務產業亦隨之興盛，

包括日前政府在「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中亦提出一項子計畫，希望在 2010-2013

年台灣各地能興建 50 座具高品質運動設施且消費平價的國民運動中心供民眾使用 (行政院體委

會，民100)。民眾除了樂觀看待之外，亦期望政府能更有效經營運動休閒設施，提供高品質的服

務或活動供其參與 (康正男，民 100) 。因此，本研究擬以運動中心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導入 RFID

之模式設計與價值評估。 

    Tynan et al. (2010) 指出，若能讓顧客知覺到更高的價值，顧客將會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

但前提是必須妥善瞭解顧客需求及注意價值傳遞流程。故企業在導入科技於運動休閒服務業時，

除了經濟成本上的考量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須審慎評估消費者價值需求及服務傳遞流程，並瞭

解該如何進行服務科技應用點的配置，才能有效地提高消費者知覺價值，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

然而回顧目前相關文獻，儘管已有文章陸續探討服務設施與 RFID 技術整合之應用，但仍缺乏價

值導向的對導入 RFID 技術方案的決策衡量方式。Keeney (1992、1999) 所提出的價值焦點思考

法 (value focused thinking)，可以讓企業管理者辨明顧客的消費需求與目標，並有效的發展可以

滿足顧客基礎目標的各種手段，藉由基礎目標與手段目標之間關聯性，讓管理者得以重新建構

顧客導向的價值決策方法。因此，本研究將以價值焦點思考方法為基礎，整合顧客與服務供應

商觀點，建構一個導入 RFID 技術於運動中心服務程序之設計模式。  

    在下一節中，本論文將依次對 RFID 技術價值與應用現況、服務程序、價值焦點思考法進行

文獻探討；第 3 節則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第 4 節針對 RFID 應用價值進行分析；第 5 節則

說明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之設計模式；第 6 節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2. 文獻探討 

2.1 無線射頻識別     

    RFID主要包含電子標籤 (tag) 與讀取器 (reader) 兩部份，其應用原理是將一個電子標籤內

嵌在商品中，透過無線電波的發射，將所需的資料傳送到讀取器，利用射頻信號通過空間耦合 (交

變磁場或電磁場) 的原理，實現非接觸資訊傳遞，再搭配後端的應用系統進行資訊判讀及運用。

RFID具有不需接觸，使用時不需對準標的物、可重複設定讀寫資料、小型化、多樣化形狀、對

環境變化的忍受度以及抗污染性較高、可穿透等非金屬或非透明的材質的一般材料、記憶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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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讀寫有效感應距離遠以及其資料擷取過程可完全自動化等功效，因此被譽為21世紀十大重

要技術之一 (陳正忠等，民98; Klaus, 2003)。運動休閒產業亦已經注意到此項技術，並廣泛應用

於馬拉松、自行車和鐵人三項賽事計時服務 (Lee et al., 2008)，以及各大型運動賽會與場館之

中。 

    Bergeron et al. (2005) 整理RFID技術之應用效果，歸類為四種類型：處理時間縮短、減少錯

誤、資源消耗降低、訊息處理能力提高。其中，第四種效果尤其被服務業者所重視，因為透過

藉由RFID的應用，企業可以更有效蒐集顧客訊息，增加在服務過程中和顧客接觸的及時性與正

確性，提供最佳和最方便的服務經驗給消費者 (Bergeron et al., 2005; Smith and Konsynski, 

2003)。 

2.2 服務程序 

    服務程序是將各種服務資源轉換成服務產出的過程，以顧客的需要及方便為設計考量，可

以具體的以流程圖或藍圖表達。顧志遠、薄榮薇 (民96) 指出服務程序設計主要工作有三，其一

為界定服務作業設計的重點；其二為各服務作業的邏輯性；其三為繪製服務藍圖。而其又特別

強調服務接觸的重要性，服務接觸是顧客與服務作業交集的地方，也是顧客體認服務品質的重

要來源。為了能有效釐清服務程序中可能與顧客產生的接觸點，Shosttack (1987) 提出了服務藍

圖的概念，讓公司將服務流程、客戶接觸點，從客戶的角度以具象化的圖表來闡述，可以更清

楚說明組織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整體服務執行過程，幫助組織確認服務程序中的所有服務工作、

決策內容、資源流動、顧客互動與服務順序等。 

服務藍圖的功能是用來解釋與定義每個服務流程的內容，以及流程與流程之間的關連性。

該方法已經被認為可以有效協助服務設計和創新 (Chuang, 2007)。服務藍圖背後的想法相當簡單：

以顧客為中心並以創新作為基礎，來改進服務和設計，同時讓所有參與提供服務的人員都能夠

明確的瞭解服務內容及各項程序的進行 (Bitner et al., 2005)。服務藍圖的組成由顧客行動、前場

員工行動 (或公司自助服務技術等) 、後場員工行動、支援流程以及實體證據五個元素所組成

(Zeithaml et al., 2006)。服務藍圖視顧客行動為核心，顧客行動與前場員工行動由互動線所隔開，

而前後場員工由可見線區隔。而為了交付服務，還需有支持流程的輔助，由內部互動線分隔開

來。 

    李佩貞 (民95) 經由人員訪談、次級資料收集等方式，將位於新竹之聯園體適能中心的服務

程序依互動線、可見線、內部互動線區隔出前後場作業，並進行流程分析。經過服務藍圖分析

之後，李佩貞認為前場顧客服務關鍵接觸點乃為顧客視線所及的設施、設備和人員所組成之前

場作業，包含迎賓接待服務作業、入會作業、儲值作業、水區使用作業、活力區使用作業、用

品租借流程、律動養生區使用流程以及離館作業。這些顧客服務接觸點包括換證入館、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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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借還、健身房內器材的租借與使用、預約與教練指導、體適能檢測、有氧課程參與、換證

離開等。而在後場作業中，則括行銷企劃、後櫃會務作業、人事管理作業、清潔維護作業、設

施保養作業、安全管理作業以及活動企劃作業等內部管理作業。 

    劉翠屏等 (民97) 亦利用服務藍圖概念，呈現宜蘭運動公園各服務接觸點之流程。在前場活

動方面，主要為場館使用的控管、輪替，使場地設施器材得以正常運作。而再進一步以服務藍

圖分析各項設施子服務流程，其中付費之體適能中心服務流程為:1.門禁管制、2.換裝置物、3.

設施使用、4.盥洗、換裝、取物、5.取票離開幾個部份。而其後場活動可分為人力資源管理、財

務管理、場務管理、庶務管理、活動企劃作業。 

    另外，在上述運動中心服務程序的管理上，高俊雄 (民92) 特別強調空間使用、服務人員與

顧客接觸、後勤作業效率、顧客互動及整體人員物品移動等五項檢視項目，他認為這些項目做

好，將能正面影響顧客知覺價值與滿意度。 

    根據上述，本研究認為 Zeithaml et al. (2006) 所提之服務藍圖的前後場觀念可協助釐清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流程之各項應用點，因此將作為本研究在服務程序分析與模式建構上的主要分

類依據，後續在模式建構之過程中，將分為前、後場模式做說明；此外，運動中心之核心服務

流程應包括門禁管制、置物櫃與更衣室租借使用、運動器材租借使用、運動課程教學、教練指

導等部分。而這些程序項目若有適度應用 RFID 加以管理，將可提升運動中心經營效率。 

2.3 價值焦點思考法 

    價值的特性會影響顧客選擇服務傳遞管道的資訊科技 (Venkatesh, 2006)，為了完成 RFID 服

務應用，管理者應該要關注 RFID 有關於傳遞顧客價值方面的決策 (Eckfeldt, 2005; Lee et al., 

2008)。因此，本研究在進行 RFID 導入運動中心服務程序之設計時，以價值焦點思考 (value 

focused thinking) 方法作為設計模型的理論參考依據。  

    Keeney (1992) 認為若遇到問題才尋求問題解決方案，乃是一種被動反應，僅在於解決問題，

而未能將決策結果與策略目標產生更一致且相關性更高的連結，因此他提出價值焦點思考法，

認為如此才能掌握到決策問題的目標與真正價值的精髓。在價值焦點法被提出後，各種應用相

繼出現，例如 Torkzadeh and Dhillon (2012) 以價值焦點法為基礎，透過訪談，提出在電子商務環

境中，會影響消費者線上購物之決策的基礎目標以及手段目標清單，而隨後在 Chang et al. (2004)

的研究中，進一步以線性方程模式中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檢驗

清單中各項基礎目標與各項手段目標之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進一步確認了價值焦點法之可行

性與有效性。Alencar et al. (2011) 認為在真實世界中，針對尚未有解答的問題，而同時必須考量

多方利害關係者需求時，價值焦點法是一種獲得合適方案的好方法。 

    在價值焦點法中，Keeney (1999) 將目標分為基礎目標  (fundamental objectiv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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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與手段目標 (means objective value dimensions) 兩大類。基礎目標被定義為直接反應

決策者最終動機的目標；而手段目標則被定義為是達成最終目標的手段方法。簡言之，基本目

標就是服務想要達成的效果，手段目標則是達成顧客預期服務體驗的運作方向，手段目標的表

現可以幫助公司完成顧客前來消費服務的基本目標。Keeney (1999) 建議以三個步驟來建立完整

的目標空間：首先，列出所有決策者的價值觀清單，透過個別訪談或群體討論的方式，把所有

受訪者的回答都給記錄下來。其次，將抽象的價值轉換成具體的目標， 將相關的“抽象”回答的

價值整理為相似的“具體”目標。最後把相關性高的目標組織在一起，形成一個脈絡。透過”親自

詢問”決策者的價值觀，利用價值目標手段鏈抽絲剝繭去探究出每個人的價值作目標結構的歸類

與連結，之後便可以繪出一張目標層級結構，而重要的價值都隱含在裡面。 

    Heim et al. (2009) 利用 Keeney (1992) 所提的價值焦點思考法，透過基礎目標以及手段目標

的思考架構方式，辨別出應用 RFID 的價值清單，包括屬於基礎目標上的價值維度包括：便利性、

花費時間、樂趣、品質、成本、隱私、以及安全；以及手段目標的價值維度包括：定位能力、

自由、順暢、複雜性、付款機制、詐欺、安全、顧客知識、資訊品質、裝置誤用、裝置控制、

可靠性、推薦、顧客衝動性、準確性、防錯、做出更好選擇、服務種類、個人化、社會接觸、

VIP 待遇等。他們的研究再次驗證了基本價值目標和手段價值目標間的正向關聯性，並且更進一

步提供如何應用 RFID 技術以滿足消費者基礎目標的資訊，讓管理者可以辨明哪些手段價值可以

與滿足顧客的基本價值目標相連。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運動中心在評估是否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的決策過程中應該把

握兩個基本原則，一是以顧客為導向的原則，即管理者應準確地把握顧客的需求，包括顧客對

服務需求的內容和優先程度。第二是以程序為中心的原則，為顧客創造價值是運動中心的使命，

提供價值的程序即是解決顧客問題的方法、措施和手段。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為五個階段，首先依據 RFID 在實務上的應用性，透過對運動中心服務流程的程序

分析，進行服務點導入 RFID 技術應用的配置。接著則以價值焦點思考法做為評估基礎，完成運

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之模式建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本研究目的在完成完一運動中心服務程序導入 RFID 之設計，因此，首先要瞭解運動中心服

務程序導入 RFID 技術的情境與可行性。由於 RFID 技術在商業環境中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技術概

念，相關理論較為缺乏 (Becker, 2010)。因此，本研究依 Cooper and Schindler (2005) 之觀點，採

用質性研究，透過豐富的描述，深化對事件的理解程度。本研究在文獻探討後，以一對一的互

動方式，針對市場上常見之三種不同性質之運動中心相關經理人員進行個人深度訪談，包括一

公辦民營之複合式市民運動中心行銷經理 (以下簡稱 A)，一運動行銷服務公司總經理、具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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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 

 

 

階段一: RFID 導入服務程序 

利用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 (運動場館經理人員 A、B、C)，確認

運動中心前後場流程以及設計 RFID 導入的情境模擬(參見附錄

A1-A8)，作為後續研究問卷設計與模式發展之基礎 

階段二: RFID 應用價值評估-服務需求面 

依 Heim et al.(2009) 所建構之基礎目標價值清單發展成問卷，

藉由 221 位受訪樣本資料確認基礎目標:服務品質、經濟成本、

便利性、節省時間、隱私、娛樂性以及安全性之重要性 

階段三: RFID 應用價值評估-服務供給面 

集合三位運動場館經理人員(A、B、C)，使用腦力激盪法，蒐集

手段目標清單共 45 個 

階段四:價值焦點思考 

邀請學者專家兩位(F、G)，判斷基礎目標-手段目標之關聯性 

階段五:服務程序導入 RFID 之設計 

完成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的前場、後場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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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多處運動場館、健身房以及游泳池豐富經驗者 (以下簡稱 B)，以及一所大專院校運動中心組

長 (以下簡稱 C)。訪談採半結構式進行，訪談時間約一小時，經受訪者同意後錄音整理。在訪

談中，主要詢問運動中心服務程序、導入 RFID 技術的可行性、以及預期效益等問題。接著本研

究依 Zeithaml et al. (2006) 所提之服務藍圖概念，整合文獻探討及前述訪談資料，對服務程序的

前後場進行 RFID 服務情境之模擬，如圖 2 所示，並由兩家 RFID 關鍵零組件之研發與系統整合

服務商 (D、E) 提供相關資料以及確認情境與技術之可行性，最終形成 8 項模擬服務程序 (請參

見附錄圖 A1-A8)。 

    在階段二至四，本研究主要進行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之價值評估，此階段又分成服務需

求面的基礎目標衡量、服務供給面的手段目標建立、以及手段目標達成基礎目標之關係確認等

步驟。在服務需求面的基礎目標衡量上，主要針對 RFID 導入運動中心後，消費者對各項基礎目

標的價值重要性認知進行分析。本研究依 Heim et al. (2009) 所建構之基礎目標價值清單發展成 

 

圖 2  RFID 應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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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問卷，以李克特 5 點量表進行衡量。該問卷以大學生做為受訪對象，在運動休閒管理的課

堂中施測，RFID 技術在課程中簡單的被討論，提供學生對於 RFID 基本的了解，共回收 221 份

問卷。本研究針對問卷共 15 個問項進行分析，決斷值皆達顯著水準 (p 值<.05) ，故題目皆予以

保留。七個構面之 Cronbach α 值介於.731~.903 之間，顯示本問卷有一定的信度 (Nunnaly, 1978)。

再來是服務供給面之手段目標建立。本研究藉由腦力激盪法 (Brainstorming) 請上述三位運動場

館經理人員 (A、B、C)，列出在上述所發展之 8 項情境中 (附錄圖 A1-A8)，其認為能透過 RFID

在服務程序設計上達成之操作性手段目標。而腦力激盪法的實施方式遵循陳龍安 (民 95 ) 之六

個步驟進行。最終本研究保留二位參與者提到的手段目標，整理出實際應用之手段目標清單共

45 項。在階段四，本研究再另外請兩位同時具備 RFID 應用技術知識，且瞭解運動中心服務程

序之學者專家 2 位 (F、G)，請其依其認知，判斷前述手段目標清單是否可以達成消費者基礎目

標，瞭解業者所提供之手段目標能達成哪一些基礎目標，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2 (參見第 4

節)。在第五階段，本研究整合上述各階段之研究結果，完成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

序的前場、後場設計模式。 

4. RFID 應用價值分析 

4.1 RFID 導入服務程序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之相關概念、專家訪談，找出 RFID 技術目前可應用之項目，依服務

藍圖之前場、後場概念，建立服務前場、後場程序設計架構，說明如圖 2。 

    針對服務前場，運動中心受訪者 (A、C) 指出消費者最在乎的服務流程主要是簡化各種登

記程序、縮短服務處理時間、可隨個人喜好選擇使用器材，因此若導入 RFID 技術，希望可以加

快門禁管制、消費作業登記以及運動場地、器材租借登記等服務程序上的處理時間。 

    服務後場進包括資產設備管理以及員工後場活動。整理受訪者意見，在資產設備管理上，

希望可以藉由導入RFID技術，有效協助運動中心進行設備器材的建檔、盤點、維修，如此可以

取代現有人力資源使用，降低人力需求，精簡人事成本；除此之外，可以讓管理者更精確管理

設備器材的維修時程與使用狀況，讓管理者瞭解何項設備使用頻率較高，應進行重點維護，降

低顧客在使用設備時，發生器材損壞等服務失誤的情形。而在員工後場活動上，希望藉由 RFID

技術蒐集消費者訊息的功能，讓經營者對消費行為能有進一步了解，瞭解器材使用偏好及使用

頻率，可幫助服務供應者進行更具顧客導向之行銷企劃，增加消費者滿意度。 

    而RFID零件供應商  (D、E) 則指出目前RFID技術在運動休閒產業之應用主要分為運動賽會管

理以及運動場館服務程序管理，尤其在國內大型馬拉松賽事上的使用已相當普遍。RFID技術從

根本上改變了運動比賽服務管理以及塑造參與者不同以往的參與經驗，RFID技術可以精確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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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告知跑者運動成績、提供身份識別及進出場管制系統、顧客會員體適能資料管理、消費記

帳管理等功能之整合應用。因此在國內RFID技術已相當成熟的條件之下，可以有更多元應用。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運動中心可以在各項前場活動，包含服務行程與服務預約、顧客抵

達、門禁管制、消費登記作業、更衣室使用、運動設施使用管理、運動處方管理、其他消費管

理等八項，設計適當的 RFID 導入程序之應用點，而各項活動結合 RFID 技術之詳細說明請參見

附錄圖 A1-A8。 

4.2 基礎目標之衡量  

    本研究以大學生做為研究對象，衡量其對於基礎目標重要性之看法。在施測過程中，共發

出問卷 220 份，經回收統計為 211 份，由於是在課堂中進行研究問卷施測，因此問卷回收率達

96%，且有效問卷 100%。在受訪者之中，男生佔 79.1﹪，女生 20.9%，在性別上男生佔大多數。

而受訪者年齡為 18 歲至 25 歲者佔樣本多數達 97.2%，另有 2.8%之受訪者介於 26-35 歲。受訪

者自評在研究進行前，對 RFID 技術熟悉度之統計結果顯示，回答「很熟悉」者佔 14.5%，回答

「熟悉」者佔 34.4%，回答「不甚熟悉者」佔 26.4%，而回答「完全不熟悉」者佔 22.7%。至於

在填寫問卷之前是否有實際使用過 RFID 之經驗，回答「有」者佔 59.1%，回答「無」者則佔 40.9%。 

         

 

 

 

 

 

 

 

 

 

 

 
 

圖 3  RFID 導入運動中心服務程序設計 (前場) 之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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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就上述之服務程序，進行基礎目標之衡量。依 Heim et al. (2009) 所提出之顧

客知覺 RFID 基礎目標，本研究以消費者是否能感知到便利性、節省時間、樂趣、品質、搜尋成

本減少、隱私、以及安全等感受，做為 RFID 技術導入運動中心服務程序設計之價值評估清單。 

經由問卷調查，消費者對於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後對基礎目標的重要性結

果如表 1。在七個基礎目標中，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服務品質、便利性與節省時間等三個構面的認

知重要性最高。尤其是在節省時間，包括減少個人等候時間、極小化服務人員進行服務處理的

時間之基礎目標方面兩個變項之認知重要性均甚高 (平均 4.35、4.10)。這顯示現今人們對時間

價值的重視程度提高，講求效率與速度，將時間視為是一種資源的投入。額外的時間投入等同

限制了人們能有效使用的時間，因此讓等待中的顧客感到消費服務產品的整體成本提高了，而

等待的發生起因於設計不良的服務流程 (Lovelock and Wirtz, 2007) ，因此，透過 RFID 的導入應

該要能達成此項需求面的基礎目標。 

4.3 手段目標與基礎目標之關聯分析 

    本研究經由腦力激盪結果，得到 RFID 技術應用可採用之 45 項可實施之手段目標。再另外

請兩位學者專家 (F、G) 判斷其中 45 項手段目標是否可以達成消費者之基礎目標。兩位專家評

估方式乃獨立且分別進行，經由兩位專家評斷之後，均認為 6 項與基礎目標無關，故不予考量。 

 

表1  運動中心導入RFID後消費者認知重要性 

構念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服務品質 能極大化促進服務品質 4.00 .64 
 實現購買的產品 /服務的功能最大化 3.80 .66 
經濟成本 服務成本最小化 3.80 .82 
 極大化減少貨幣的支出 3.82 .86 
便利性 極大化方便個人使用 RFID 感應功能 4.15 .66 
 極大化方便個人使用運動場館設施 4.05 .70 
 極大化方便個人進行消費活動 4.00 .65 
節省時間 減少個人等候時間 4.35 .64 
 極小化服務人員進行服務處理的時間 4.10 .65 
隱私 極大化保護個人消費隱私 3.29 .94 
 極小化個人資訊追蹤 3.40 .91 
娛樂性 最大化的使用樂趣 3.52 .77 
 極小化使用挫折感 3.41 .75 
安全性 極大化保障人身安全 3.40 .84 

 身體風險最小化 3.3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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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礎目標-手段目標關係示意圖 

 

                      基礎目標 
手段目標 

服務

品質 
經濟

成本 
便利

性 
節省

時間 
隱私 娛樂

性 
安全

性 
業者對瞬間容納人數進行監測 0.5 0 0 0 0 0 0 
能夠知道各項運動設施的設施利用率 0 0 1 0 0 0 0 
在服務人員服務其他顧客時降低對顧客

的干擾 
0 1 0 0 0 0 0 

業者能夠瞭解顧客的消費情形 1 0 0 0 0 0 0 
減少與服務人員互動 0 0 0 1 0.5 0 0 
獲得更多運動設施相關資訊 1 0 0 0 0 0 0 
獲得更多個人身體相關資訊 1 0 0 0 0 0 0 
學習更多 0 0 0 0 0 1 0.5 
使用更多項服務設施機會 0 0.5 0 0 0 0 0 
最大化設施使用公平 0 1 0 0 0 0 0 
簡化服務程序 0.5 0.5 0 1 0 0 0 
使服務擁有最小複雜性 0 0 1 0 0 0 0 
最小化對服務人員依賴 0.5 0 0.5 0.5 0 0 0 
業者能有效控管消費人數 0 0 0 0 0 0 0.5 
減少等候時間 0 0 0 1 0 0 0 
付款方便 0 0 0 1 0 0 0 
接受更精確服務 1 0 0 0 0 0 0 
增加安全性 0 0 0 0 0 0 1 
能夠快速表達我的需要 1 0 0 0 0 0 0 
不在乎個人資訊被業者知道 0 0 0.5 0.5 0 0 0 
接收更好的服務建議與選擇 1 0 0.5 0 0 0 0 
最大化減低消費者移動距離 0.5 0 0.5 0 0 0 0 
降低運動設施操作使用困難度 0 0 0.5 0 0 0.5 0 
使消費者覺得自己像一個貴賓提供特別

待遇 
1 0 0 0 0 0 0 

運動場館後勤補充作業能夠減少我等候

時間是很重要的 
0.5 0.5 0 0 0 0 0 

業者能夠快速給與服務回饋 1 0 0 0 0 0 0 
可防止器材失竊與消費者詐欺 0 1 0 0 0 0 0 
能極大化減少設施故障，確保設施可靠

性 
0 0 0 0 0 0 1 

避免各項數據收集錯誤 0 0 0 0 0 0 1 
使交易結算誤差最小化 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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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礎目標-手段目標關係示意圖 (續) 

註: 1代表兩位專家皆認為有關聯性，0.5代表僅一位專家認為有關聯性，0代表兩位專家皆認為無關聯性。 

 

接著由此二位進行其餘 39 項手段目標與 7 項基礎目標之關聯性分析，這步驟提供了有關

RFID 服務應用如何導致基本價值目標間關聯性的資訊，讓運動場館管理者可以辨明哪一些手段

可以與滿足顧客的基本價值目標相連，其結果整理如表 2。研究發現與服務品質相關的手段目標

有 20 項、節省時間相關的手段目標有 9 項、便利性相關的手段目標有 10 項、經濟成本相關的

手段目標有 7 項、安全性相關的手段目標有 5 項、娛樂性相關的手段目標有 3 項、隱私相關的

手段目標則有 1 項。而在所有關聯分析中，有 27 項關聯性是兩位學者專家共同認可的，而另外

28 項關聯性是其中一位所認可的。 

本研究認為，可以達成服務品質促進之目標的手段最多共有 20 項，顯示運動中心藉由 RFID

導入而增進顧客之客知覺服務品質是相當可行的；而以與隱私相關的手段目標最少，只有 1 項，

表示運動中心透過 RFID 的應用而提高顧客隱私性在目前是難以做到的。 

5. 運動中心服務程序導入RFID之設計 

    確認完上述之基礎目標與手段目標後，本研究進一步依照服務藍圖概念，設計與建構運動

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的前場與後場模式。 

5.1 前場設計模式   

    在服務服務程序的前場設計中，以高俊雄 (民 92) 所提出之顧客服務流程與服務現場佈置

                      基礎目標 
手段目標 

服務

品質 
經濟

成本 
便利

性 
節省

時間 
隱私 娛樂

性 
安全

性 

     
 

  

降低使用者之間干擾的機會 0.5 0 0.5 0 0 0 0 
減少排隊等候時間 0 0 0 1 0 0 0 
增加與其他運動夥伴互動機會 0 0 0 0 0 1 0 
瞭解各項運動設施為位置，使消費者移動

距離縮短 
0.5 0 0.5 0.5 0 0 0 

消費者最快速的被定位以及被服務人員

搜尋到所在的位置 
0.5 0 0 0.5 0 0 0 

快速的接受離消費者最近距離的員工服

務 
0.5 0 0 0.5 0 0 0 

整體服務更為順暢 1 0 0 0 0 0 0 
服務人員配置符合需求 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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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評估要項，包括空間使用效果、服務人員與顧客接觸效果、後勤作業效果、整體人員物品

移動效果，配合專家所提出之 45 個手段目標，解釋在前場服務供給中，運動中心如何以設計適

當的 RFID 導入程序，來達成各基礎目標，以實現顧客期望。如圖 4 所示。 

三位受訪專家皆表示在 RFID 技術導入服務程序設計上，空間使用效果、服務人員與顧客

接觸效果、後勤作業效果、整體人員物品移動效果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空間使用效果上，運

動設施承載量管理是設計的主角，包含瞭解設施瞬間承載量、器材使用情況；進行器材與人力

配置，讓消費者快速接受員工服務，減少消費者移動距離，同時降低消費者等候時間可以有效

提高服務品質。例如，受訪者 B 特別表示，進行導入技術設計時，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經營者有

關決策的輔助，讓經營者能利用該技術，更精準掌握消費者的消費習性，例如：消費者何時來

使用、使用時間長短，以及運動設施使用情況、更衣室使用狀況等，如此可以有效幫助運動中

心提供更佳的服務品質、增加費者便利性以及節省消費時間。 

服務人員與顧客接觸效果是整體模式設計的核心。一方面應能降低消費者 check in 與付費

時間，另一方面，導入消費者自助科技使用，則可以減少人力使用、增加服務正確率，提升服

務品質；而且還有助於運動中心進行消費人數控制，同時有效禁止消費者使用其它未付費之運

動設施，有助於提升管安全性；此外，若能對消費者運動中之身體參數進行監控，蒐集消費者

各項身體參數、將可建立運動後效果之評估監測機制，提供消費者長時間運動效果之評估，或

是協助開立運動處方，能增加安全性並且降低意外發生機率，同時提高服務品質以及減低營運

風險。 

在後勤作業效果上，藉由 RFID 技術，則應可迅速了解消費者消費喜好，進行相關備品補充。

這將有助於減少消費者等候服務配品之時間、使用更多項設施、減少消費者對服務人員之依賴，

有助於提高消費者對於節省運動成本支出之目標。另一方面，對於運動中心經營者而言，也可

以更清楚了解消費者的使用後之回饋，幫助運動中心進行服務設計改良及鎖定行銷目標。 

    就顧客互動效果而言，使用 RFID 技術，可以讓顧客因此學習更多，並且增加顧客之間之聊

天話題以及互動娛樂，甚至可以有效幫助顧客尋找同伴位置，因此有助於增加消費者之知覺娛

樂性。就如受訪者 C 所表示，消費者並不喜歡只與機器進行互動，還是希望能與運動教練或是

運動夥伴進行社交互動，所以使用 RFID 技術將可以提供上述之便利性與娛樂性之功能。 

    在整體人員物品移動效果上，導入 RFID 技術應能協助運動中心規劃消費者使用運動器材之

先後順序與行進路線，協助運動中心解決動線規劃問題，簡化服務程序、節省消費者等待時間。

同時又能藉由 RFID 定位追蹤功能，了解消費者所在位置，快速回應消費者需求，以提升服務品

質。另外，減少廣播、尋找等可能干擾其他消費者之動作亦是目標效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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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前場的設計模式 

 

 

手段目標
舉例 

前場活動 

1.空間使用效果:a.瞬間容納人數管理 b.使用設施利用率管理 c. 人力配置 d.顧
客移動距離減少移動 

2.顧客接觸效果:a.監控消費情況 b.降低干擾 c.減少消費者等候時間 d.減少服務

失誤 e.健康風險管理 
3.後勤作業效果: a.減少消費者等候時間 b. 降低服務干擾  c.即時消費者

feedback 資訊   
4.顧客互動效果:a.彼此顧客干擾減少 b.資訊交流 c.增加互動機會  d. 夥伴尋找 
5.整體人員物品移動效果 a.顧客移動距離減少 b.員工移動距離最短 c.動線順暢

d.各點人力配置安排 

RFID 應用

項目舉例 

預約下

次場地

與器材

使用 

停車場
管理 
停車場
管理 

check in 
& check 
out  
chec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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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
方式
選擇
與扣
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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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與
扣款 

設施使
用情形
監測以
及承載
量控制
設施使
用情形
監測以
及承載
量控制 

即時記錄運
動時各項身
體參數，並
且將這些參
數傳送到設
備做分析，
幫助暸解使
用者各項運
動情況即時
記錄運動時
各項身體參
數，並且將
這些參數傳
送到設備做
分析，幫助
暸解使用者
各項運動情
況 

設施使
用情形
監測以
及承載
量控制 
設施使
用情形
監測以
及承載
量控制 

 

電子
錢包
電子
錢包 



    
288   管理與系統 
 

    

 

    

 

5.2 後場設計模式 

    後場活動主要包含兩部份：資產設備管理以及員工後場活動管理。在後場作業方面，本研

究主要考慮導入 RFID 技術後對運動中心服務程序之成本效益，因此參考 Becker et al. (2010)、

Bergeron et al. (2005)、Gong (2008) 以及 Lee et al. (2008) 等人之研究，並整合受訪專家觀點，

建構一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的後場設計模式，如圖 5。此後場設計主要以勞動力

精簡、資產設備高效能/效率管理、減少錯誤服務程序、以及及時前後場檢查與即時資訊獲得等

四個手段目標為核心，配合服務藍圖概念，顯示如何藉由各項 RFID 應用點，來增進運動中心服

務供給者的經營效率。 

專家 B 指出，RFID 技術的確可應用於運動設施資產設備管理，讓管理者瞭解何項設備使用

頻率較高，應進行重點維護；另外他也指出，大型運動場館資產設備相當多，若可以透過定位

追蹤各項運動器材的位置來進行盤點，可避免設備遺失或不小心被帶出場館，這對實務管理上

是相當有價值的；同時也可以幫助中心更有效率的針對服務需求進行人力配置。當然經由自動

化科技幫忙，可以精簡人事成本，且加速器材使用周轉率，如此會讓運動中心考慮降低收費價

格，回饋消費者。受訪專家 C 則指出，由於學校經費縮減，若要導入 RFID 技術，最重要的功

能就是取代傳統服務人力之配置，達成勞動力精簡的功能。由於學校服務對象多，常有器材租

借遺失的問題，期望藉由導入 RFID 技術之定位功能，協助資產設備管理，這對使用者或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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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運動中心導入 RFID 技術於服務程序的後場的設計模式 

RFID 應用

項目舉例 

後場活動 

1.勞動力精簡                     2. 資產設備高效能/效率管理 

3.減少錯誤服務程序               4.即時前後場檢查與即時資訊獲得 

 

手段目標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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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而言，在器材整理上，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時間。此外，若導入 RFID 技術，則能加速自動

化服務程序，降低教導新進員工之作業成本以及標準化服務程序，減少相關作業程序。 

    另一方面，使用 RFID 對消費者身體參數進行監控，雖有可能涉及隱私權的問題，但同時也

能幫助服務供應者方便進行安全管理作業，減少錯誤服務程序，像是避免提供錯誤的運動處方

簽。受訪者 B 強調，希望導入之 RFID 技術能具備蒐集消費者訊息的功能，可以透過 RFID 技術

對消費行為能有進一步了解，瞭解誰在使用及使用頻率，除了能幫助服務供應者進行服務方案

設計，行銷企劃作業上能夠更精確契合目標市場之需求，做好顧客關係管理，甚至還可加強客

製化服務設計，增加消費者滿意度，以及協助運動中心進行資產設備使用管理，決定下次應購

買的運動器材機種。 

    在及時前後場檢查與即時資訊獲得方面，三位受訪者同時強調希望系統能夠提供即時資訊

互動回饋功能，以期對器材使用狀況、服務員位置、消費者位置與設施使用情況能夠更快速掌

握。 

6. 結論與建議 

6.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採取價值焦點思考法作為理論基礎，建構一運動中心導入 RFID 之模式。希望透過

技術導入及服務程序再設計，藉由各項手段目標之實施，可以提高消費者的知覺價值感之廣度

與深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兩項結論。首先，在 RFID 技術配置上，前場應用包含運動器材等

資產設備追蹤與管理、顧客抵達門禁管制、消費登記作業、更衣室使用、運動設施使用管理、

運動處方管理、其他消費管理等八項；後場應用主要包含資產設備管理及員工後場活動管理二

大主軸。 

    其次，在導入 RFID 時，服務品質、便利性與節省時間等是最被顧客期望的價值效果。而本

研究亦透過學者專家的評估，確認藉由各項 RFID 技術的應用，可以幫助組織達成消費者期望的

基礎目標。 

本研究有其學術與實務的價值。在學術研究方面，本研究所提結合價值焦點思考的 RFID 應

用設計模式，可作為後續對服務業進行 RFID 價值評估研究之基礎。過去 RFID 於管理領域的相

關研究大多在探討此技術在製造業流程管理上的應用 (e.g. Becker et al., 2010; Pamela et al., 

2012)，對服務作業流程管理與顧客價值促進之研究則甚為缺乏。但仍有少數從顧客觀點思考

RFID 技術導入價值效益的研究，像是 Lee et al. (2008) 藉由個案方式來闡述 RFID 技術應用在服

務部門的各項促進顧客滿意度效果；Heim et al. (2009) 則蒐集顧客對 RFID 應用於各項服務接觸

點之知覺價值清單。本研究以前兩項研究做為基礎，進一步探討 RFID 技術在服務作業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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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價值，並整合 Keeney (1992) 提出之價值焦點思考法，建立一 RFID 於顧客服務程序之設計

模式，除可供後續服務程序創新研究之參考外，更可作為深入探討 RFID 價值評估之基礎。 

本研究除可彌補過去 RFID 技術在服務作業流程研究之不足外，亦再次驗證了 Keeney (1992)

所提價值焦點法中手段-目標之間的系統性關聯。本研究先以服務藍圖概念展開運動中心服務作

業程序，繼則透過群體腦力激盪法進行 RFID 應手段目標清單之建立，最終再請二位專家確認手

段目標之關聯性，除完成模式設計外，所辨識出應用 RFID 的價值清單，可說是 Heim et al. (2009)

研究結果在運動中心的延伸，亦可做為後續對其他服務業進行 RFID 價值實徵研究之依據。  

在實務應用上，本研究可提供運動中心甚至是其它服務類型企業在導入 RFID 技術時之參考，

讓這些服務業不論是在服務創新，或是改善服務品質上，都能有效應用RFID技術於服務程序中，

增強提供顧客的服務價值。根據表 2 之結果，本研究發現對服務提供者而言，在 RFID 導入時應

特別被重視的事項如下： 

(1) 在服務前場上，能否增加服務品質並且降低意外發生機率、減低營運風險、降低可能干擾其

他消費者之動作、是否能提供顧客之間之聊天話題及互動娛樂，以做為等後時間填補機制、

更瞭解消費者消費習慣，以及給予經營者決策輔助、協助運動中心解決動線規劃問題與人力

配置是重要的。 

(2) 在服務後場上，能否增進運動中心在資產設備管理以及員工後場活動的經營效率是重要的。

在後場資產設備管理上，若導入 RFID 技術可有效協助進行設備器材的建檔、盤點、維修，

如此將取代人力資源使用，降低人力需求，精簡人事成本，一旦成本降低，回饋到消費者支

付價格上，有助於達成經濟成本之基礎目標；除此之外，可以讓管理者更精確管理設備器材

的維修時程與使用狀況，避免消費者在使用時發生器材損壞等服務失誤的情形，將有助於達

成服務品質以及安全性的基礎目標。而在員工後場活動上，透過 RFID 技術具備蒐集消費者

資訊的功能，可幫助服務供應者進行更具顧客導向之行銷企劃，達成服務品質、安全性等基

礎目標。 

6.2 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限制上，主要有兩點。首先，本研究主要從學者專家的角度去進行手段-基礎

目標之間的衡量，雖然他們係依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作為判斷依據，但未必能代表消費者的實際

知覺狀況，這是本研究的主要限制之一，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將基礎目標與手段目標

發展成測量問卷，以問卷方式蒐集資料，以統計技術如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基礎目標與手段目

標之關係檢驗。其次，本研究在消費者基礎目標評估上，以大專院校生作為研究樣本，雖然大

學生是運動中心的主要客源之一，但仍有樣本代表性之疑慮，無法有效推估至所有母體，因此

後續研究者在推論以及應用本研究結果時，需詳細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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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模擬情境 

A1. 服務形成與服務預約： 

當你進入健身房之後，你可以以持有的會員專屬的感應會員卡，感應 RFID 桌上型讀取器兼

具光學功能的滑鼠，提前預約運動時間，或是使用器材時間，以避開運動人潮較多的時段，享

受較寬敞的運動空間；而在等待時段，可以從事其他事情。 

 

RFID 讀取器: 預約服務RFID 標籤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服務形成與服務預約

服務形成與服務預約
(使用者識別碼)

服務形成與服務預約
(使用者識別碼, 設備代

號) 服務形成與服務預約
(使用者識別碼, 設備代

號,預約時間)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圖 A1  服務形成與服務預約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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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顧客抵達： 

當你抵達停車場，你可以藉由電子顯示器瞭解目前停車狀況與空位位置，並且當你進入車

道後，感應你的專屬會員卡，核可後，讓你進入停車場。系統會自動記錄停車使用者於此處停

留時間做為收費標準與電子錢包扣款，同時其 Tag 也會記錄停車位置。 

 

RFID 讀取器: 客戶抵達RFID 標籤

顧客抵達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抵達服務(客戶識別碼)

抵達服務(客戶識別碼, 停
車位編號) 抵達服務(客戶識別碼, 停

車位編號, 抵達時間)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圖 A2  客戶抵達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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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門禁管制： 

感應你的專屬會員卡，提供『免接觸式』門禁管制，進出運動場管。 

 

RFID 讀取器: 門禁管制RFID 標籤

門禁管制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門禁管制(使用者識別碼)

門禁管制(使用者識別碼, 
設備代號) 門禁管制(使用者識別碼, 

設備代號, 存取時間)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圖 A3  門禁管制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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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消費登記作業： 

使用者身分上的辨識直接以感應方式執行，即可讓服務人員清楚知道會員卡類別 (個人、

團體、眷屬、企業或臨時會員) 與身份，球場為會員擊球的準備作業可以前置作業，包括設施場

地預約情況、常使用之服務與設施，逕行安排。 

 

RFID 讀取器:  消費登記RFID 標籤

消費登記作業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消費登記作業(使用者識

別碼)
消費登記作業(使用者識

別碼, 設備代號) 消費登記作業(使用者

識別碼, 設備代號, 登
記時間)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圖 A4  消費登記作業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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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更衣室使用： 

使用 RFID 專屬會員卡使用更衣室以及儲物櫃設施，利用 RFID 卡片取代傳統鑰匙。 
 

RFID 讀取器: 更衣室RFID 標籤

更衣室使用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更衣室使用(使用者識別碼)

更衣室使用(使用者識別

碼, 更衣室代號)
更衣室使用(使用者識別

碼, 更衣室代號, 存取時

間)

 

圖 A5  更衣室使用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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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運動設施使用管理： 

當你進入健身房之後，你可以藉由電子顯示器瞭解目前運動中心各部分設施使用狀況。而

利用 RFID 感測器，你只要把運動器材在感應器上感應，即可以獨特的方式，瞭解運動器材與設

施使用相關資訊。另外其所佩帶之運動設施，若出了運動中心範圍而忘了歸還，則系統即會發

出訊號。 

 

運動設施使用管理

RFID 讀取器: 運動設施RFID 標籤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運動設施使用管理
(使用者識別碼)

運動設施使用管理(使用者

識別碼, 設備代號) 運動設施使用管理(使用

者識別碼, 設備代號, 
使用時間)

 

圖 A6  運動設施使用管理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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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運動處方管理： 

「開立運動處方」→「定期追蹤/調整處方」，全部可透過 RFID 感應自動化管理自己的健康

狀況，讓你一到健身房，即可以卡感應列出個人化專屬的運動處方，感應標籤也可紀錄個人運

動資訊，適當調整處方，讓運動更有效率。如佩帶 RFID 晶片的運動護腕，可以即時記錄運動時

的各項身體參數，並且將這些參數的傳送到相關設備做分析，幫助瞭解各項運動情況，配合身

體情況與每次運動效果，讓運動能達到個體目標。 
 

運動處方管理

RFID 讀取器: 運動處方RFID 標籤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運動處方管理(使用者

識別碼)

運動處方管理(使用者

識別碼, 設備代號)
運動處方管理(使用者識

別碼, 設備代號, 使用

時間)

 

圖 A7  運動處方管理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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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其他消費管理： 

你可以更了解自己消費狀況，舉凡各場次物品購買與各類餐飲消費的資料可以累積在該

RFID 會員卡 
 

其他消費管理

RFID 讀取器: 其他消費RFID 標籤 RFID 系統 資料存取物件

 狀態碼()

 狀態碼()

 狀態碼()

其他消費管理(使用者
識別碼)

其他消費管理(使用者識

別碼, 項目代號)
其他消費管理(使用者識

別碼, 項目代號, 消費時

間, 價格)

 

圖 A8  其他消費管理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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