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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相關技術領域的逐漸整合，網際網路(Internet)對

社會發展及人類生活影響將愈來愈形擴大。在通訊方面，網際網路通訊蔚為新興

市場，在此深具成長潛力的新興通訊市場裡，網路電話（Internet Telephony，簡稱

IT）自從 1995 年以色列軟體公司 VocalTec 推出第一套在 PC 上使用的 IT通話軟

體後，使得網路使用者可透過 PC在 Internet 上與任何距離的其他 IT軟體使用者達

到語音通訊功能，而揭開序幕。此產品雖然使用者在使用 IT時語音品質常斷續不

清，但使用者只需支付接續費，所以可節省打國際或長途電話的費用，而引起網

路使用者的興趣。1996 年網路電話轉接器（IT Gatway，簡稱 ITG）產品的推出，

讓使用者可以利用一般電話打網路電話，並將 IT的功能演進成可採用電腦對電話

（PC-to-Phone）、電話對電腦（Phone-to-PC）、電話對電話（Phone-to-Phone）方式

通話。ITG連結了傳統電話網路與其他 Internet數據網路，使得電信網路與數據網

路上終端設備可以互相通訊（包含電腦、電話與傳真機），而產生新的應用與服務

機會(戴鴻邦，1997)。及至目前 PC用的 IT通話軟體已超越語音通訊達到多媒體通

訊功能，包括文字交談、檔案傳輸、繪圖白板、視訊傳輸、多人會議等功能（陳

雅文，1998）。至於發話方使用傳統電話為媒介方面，目前可在傳統話機裝上 IT

專用機或購買市面上販售的國際電話撥接卡即可透過網際網路打電話，其費率皆

比傳統電話為低。 

雖然 IT挾低廉成本強大優勢及具有多媒體的功能，促使未來商機無可限量，

但 Internet 為一公眾網路，目前頻寬仍不足，且 IT 在語音品質、服務品質及安全

性上均面臨挑戰。另一方面，在我國的電信法規上，目前已開放企業內部網路通

訊業務，也就是企業內部通訊網路的 IT服務已屬於合法範圍。然交通部郵電司表

示（1999），網路電話業務將於 2000 年隨固定網路業務一併開放，國際語音單純

轉售業務（電信線路轉租）則預定於 2001 年七月開放。因此業者在 IT 服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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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產品的配套策略，在此時間之前除受法規的限制外，對消費者的潛在需求仍

須詳加瞭解，將有助於在開放前後行銷策略之研擬。而目前國內、外有關於 IT方

面的研究多為 IT 市場( Riezenman, 2000)、技術發展資訊的報導 (Rosenbush & 

Elstrom, 2000; Moore, 2000)。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IT的發展明膫消費者對 IT的消

費因素、使用 IT的偏好特性以及 IT的潛在需求特性及預測 IT市場成長趨勢。特

別是對有意跨入 IT產業的業者，如網路服務提供者、有線電視業者、電信業者等，

提供其市場需求資訊，並進而選擇目標市場，發展行銷策略以建立市場版圖。 

基於以上所述，本研究將研擬一新產品市場分析方法，針對一般大眾對 IT的

潛在需求特性作分析，以利 IT業者或有意進入 IT軟、硬體業者行銷策略時的參考。

其目的詳述如下： 

1. 收集整理全球與我國IT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以掌握產品、技術之未來動

向。 

2. 探討一般大眾對IT使用偏好與屬性，以進一步分析與研究IT的市場區隔。 

3. 探討大眾對IT產品方案的偏好，並分析各目標市場各種IT產品或服務的市

場佔有率，以利IT業者根據自己的具有的優勢，選擇目標市場。 

4. 探討不同的IT目標市場，建立IT業者之最佳行銷策略組合。 

5. 提出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Fuzzy Integral Logit Model）分析研究對新產

品市場，以瞭解未來新產品的市場潛能。 

 

1.2  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研究母體界定為居住於大台北、新竹地區年滿 15 歲以上消費者，其

主要原因是於 1999 年台灣只有台北、新竹兩地實施寬頻網路，且網路電話卡能撥

接的六大城市包含台北、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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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引用文獻回顧資料中之市場區隔變數及因子分析，利用其屬性構面

縮減之結果，來進行問卷調查之依據。之後利用敘述性偏好設計，以多項羅吉特

法（Multinomial Logit Model , MNL）預測在不同 IT功能組合替選方案下市場佔

有率，並研擬行銷策略（概念性架構如圖一所示）。最後將問卷收集到的模糊測度

資料，採用傳統加法型測度方法進行處理，由於各共同因子所內含的因子是相互

作用、相互影響的，針對這些相依因子以模糊積分進行非加法性的運算，獲得各

共同因子之綜合評估值，如此即能以較少且較具代表性的重要因子來描述消費者

對 IT的偏好，更可考量到因子間的交互影響。 

對於IT的潛在需求及偏好的分析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1. 敘述統計方法：平均數、百分比、交叉分析表等。藉由這些基本分析瞭解

樣本基本概況，消費者在各種不同社經屬性下對 IT功能偏好的資訊。 

2. 多項羅吉特模式分析：預測在不同市場區隔及 IT功能組合替選方案下，

消費者所重視的服務屬性、IT市場佔有率，最後研擬行銷策略。 

3. 巢式羅吉特模式分析（Nested Logit Model , NL）：探討方案間交互影響的

關係，並尋找最佳最合理的巢式模式。 

4.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分析：由於各共同因子所內含的因子是相互作用、相

互影響的，針對這些相依因子以模糊積分進行非加法性的運算，獲得各共

同因子之綜合評估值，如此即能以較少且較具代表性的重要因子來描述消

費者對 IT的偏好。 

5. 增量羅吉特模式（Incremental Logit Model）：此模式乃應用在針對不同的

市場區隔下，進行政策研擬，並探討不同屬性值的變動，對該市場佔有率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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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多項羅吉特法（MNL），預測市場佔有率概念性架構圖 

 

1.4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歸納如下： 

1. 整理 IT產業國內外發展現況 

2. 回顧個體選擇模式之基本理論 

3. 消費者選擇網路電話產品決策屬性及市場區隔之研究分析 

4. 研究如何以模糊積分模式建構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 

5. 敘述性偏好實驗設計與調查 

6.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與分析 

7. 不同政策研擬下網路電話之可能發展策略 

8. 網路電話行銷策略之建議 

1.5  研究流程及步驟 

本研究擬以圖二所示之流程進行研究、分析，以下針對各流程步驟加以說

明： 

個人屬性 

產品服務屬性 

使用者認知感認

偏好 選擇行為模式構建 

市場需求分析 

行銷策略研擬 

IT 技術發展

之環境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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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立問題：確立本研究之問題、目的、範圍及限制，以作為進行研究準則

與目標。 

2. 資料收集及相關文獻探討： 

(1) 國內次級資料：藉由瀏覽器功能，至各單位的網站收集 IT資料，親至各

政府相關單位及圖書館收集資料；由教育部 AREMOS資料庫收集消費者

基本資料。 

(2) 國外次級資料：藉由瀏覽器功能收集 IT相關資料。 

(3) 相關文獻收集：利用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之電子資料庫與市面上出版的

IT相關圖書、雜誌與報紙，收集相關文獻與資料。 

3. 理論架構建立 

本研究根據所收集的消費者購買行為市場區隔與市場佔有率、需求預測的

資料，建立本研究的理論架構，並提出的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型。 

4. 抽樣設計 

抽樣設計的主要目的是在有限的財力、人力與時間下，確保研究樣本具有

代表性，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下程序來取得所需的樣本及分析架構。 

(1) 界定研究對象：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般消費大眾。但因時間及財力

有限，本研究乃針對目前寬頻服務的城市大台北地區與新竹縣市為主

要研究對象，此二地區亦為目前國內網路電話卡長途電話服務的地

區。 

(2) 抽樣方法：IT產業在發展之初，通話方式只有電腦對電腦（PC-to-PC）

的方式，因此對 IT資訊較清楚者為此族群，另外目前對電腦的使用，

年齡較長者一般較不熟悉。但以年齡分層在發問卷時較不容易，因此

本研究以地區別為抽樣依據，採分層隨機抽樣法。並於抽樣完成後，

檢視問卷，對於較少資料資年齡層，採用便利抽樣法增加此年齡成之

樣本數。 

(3) 抽樣方式：敘述性偏好法的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原則，Hensher(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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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面對面訪問法，故本研究採人員訪問法。 

5. 第一階段問卷資料分析 

透過網路電話相關研究之結果，進行第一階段敘述性偏好問卷設計，此問

卷以實驗設計原理設計。以多項羅吉特方法推估在不同目標市場裡，消費

者對IT不同方案的選擇行為，並進行巢式羅吉特模式分析與政策研擬。 

6. 第二階段問卷資料分析 

   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在第一階段中的屬性因子給予重視度評分，並利用

遺傳演算法推估模糊測度值及計算模糊密度值，最後，將所求得之數值代

入第一階段中，求算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之適合度。 

7. 研擬各目標市場的行銷策略。 

8.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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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本研究之流程 

問卷回收整理與分析

行銷策略研擬 

結論與建議 

第二階段問卷設計與預測 

問卷回收整理與分析

確立研究主題及範圍 

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IT次級資料蒐集 國外IT次級資料蒐集 

理論架構建立 

抽樣設計 

第一階段問卷設計與預測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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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共分為四大部分來作介紹，首先簡介網路電話產品與服務的相關資訊，

其次是針對本研究所採用的理論，包括敘述性偏好法、羅吉特模式，作一模式簡

介及其校估程序，最後是引用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並簡述模式理論及精神。 

2.1  網路電話 

本節共分為三小節，第一小節將簡介網路電話通話方式，第二小節描述網路

電話發展技術及未來需求，最後是分析網路電話在台灣之發展及相關法令之爭議。 

2.1.1 網路電話之簡介及通話方式 

網際網路電話（Internet Telephone，簡稱 IT），是指利用網際網路電話軟體對

輸入之聲音信號取樣，然後將該信號壓縮與轉換成數位封包，並透過 TCP/IP 協定，

以網際網路（Internet）作為通訊的介質，並以數據分封交換的方式送往遠端的對

方，而受話端會將封包重組、解壓縮與解封包，恢復成語音的訊號，並以壓縮演

算法對延遲或失蹤的訊號作補償與微調而通話  (吳國偉,1996;王蕙

君,2000;Collins,2001)。一般而言，傳統的電話網路（即目前的公眾電話網路，PSTN）

是採用電路交換的方式傳送語音，而 IT是採用分封交換的方式傳送封包語音，兩

者的差異列於表一。 

表一 電路交換網路與分封交換網路的比較 

項目 電路交換網路 分封交換網路 

專用線路 是 否 

頻寬獲取性 固定 動態 

頻寬的使用效率 低 高 

儲存再傳送傳輸方式（store -and-forward） 否 是 

每個封包以相同的路徑傳送 是 否 

連線設定（call-setup） 需要 不需要 

路徑選擇時刻 連線設定時 每個封包都有可能 

收費標準 連線時間 封包個數 

資料來源：陳雅文，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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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IT 市場所推出的通話方式，包括電腦對電腦(PC-to-PC)、電腦對電話

( PC-to-Phone )、電話對電腦(Phone -to- PC )與電話對電話(Phone-to-Phone)等型態

（ITU，2001；Mason,1998；戴鴻邦，1997），玆說明如下: 

1.電腦對電腦(PC-to-PC)方式－電腦透過網際網路電話軟體當作媒介 

通話方式是以電腦語音傳輸的終端設備，經由 IT 軟體將語音訊息轉換成 IP

封包形式，藉著 Internet傳送到遠方的接受端。使用時須先將電腦開機，連上網路

後，執行 IT軟體，利用其線上的使用者目錄找尋通話對象，然後呼叫對方，但由

於 IT軟體缺乏統一的標準，使得兩端使用者必須使用相容的 IT軟體才能通話。另

外撥號方式較一般電話麻煩，因此不為一般大眾所接受，其應用模式如圖三。 

 
資料來源：ITU, Internet Reports, IP Telephony,2001 

圖三 電腦對電腦(PC-to-PC)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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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腦對電話( PC-to-Phone )的方式 

通話方式為使用者須執行 IT軟體撥打電話號碼，撥號資料透過 Internet傳送

至靠近受話方的 IT轉接站，並在密碼確認無誤後，透過當地區域電話網路撥號給

受話者，達成通話，其應用方式如圖四。

 

資料來源：ITU, Internet Reports, IP Telephony,2001 

圖四  電腦對電話( PC-to-Phone )應用模式 

3.電話對電腦(Phone-to-PC )－以電話當作媒介 

通話方式是電話使用者已向鄰近自己的網際網路電話服務業者，簡稱 ITSP，

註冊申請服務，使用時先撥號至鄰近的 IT轉接站，撥入密碼後，再輸入欲通話的

電腦網路位址，經由 IT轉接站連往該電腦，建立連線。然而先決條件是受話方的

電腦已經連上網路並且已經執行 IT通話軟體，其應用模式如圖五。 

 

資料來源：ITU, Internet Reports, IP Telephony,2001 

圖五  電話對電腦(Phone-to-PC )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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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話對電話(Phone-to-Phone)方式 

通話方式是使用者須先向 ITSP申請帳號，撥話時輸入其密碼及受話方的電話

號碼（Flanagan,2000），發話方轉接站會將受話方資料傳送到靠近受話方的一個轉

接站，由此轉接站透過當地的區域電話網路撥號到受話方的電話號碼。撥通後，

發話方轉接站將發話方的語音壓縮及封包格式化，藉由 Internet 的 TCP/IP 通訊規

定方式傳送到遠端的受話方轉接站(童兆陽等,1999)，其應用模式如圖六。 

 

資料來源：ITU, Internet Reports, IP Telephony,2001 

圖六  電話對電話(Phone-to-Phone)應用模式 

一般而言，使用電腦為媒介者，須在電腦上加裝軟體或硬體，硬體設備含音

效卡（sound cards）、麥克風、耳機，IT軟體價格由新台幣 300 元至 0 元不等，

其由台灣打電話至美國的通話費為每分鐘 0.3 元。使用電話為 IT媒介者，可選擇

購買 IT電話機或電話卡。IT機為一個小盒子，加裝於傳統電話上，或具 IT功能

之電話機，目前是售價為新台幣 5000 元至 8000 元不等，其由台灣打電話至美國

的通話費為每分鐘 1.4~1.6 元。IT卡為打 IT的預付電話卡，消費者只須經傳統電

話輸入一串密碼與 ITSP接通後，即可打電話，目前市售面額為新台幣 300 元、500

元、1000 元不等，其由台灣打電話至美國的通話費約為每分鐘 5 元。因中華電信

在 89 年 6 月調降通話費率，使得網路電話市場的通話費作了一次大幅度的改變，

玆將上述網路電話產品作一簡單整理如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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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網路電話產品介紹 

發話方 受話方 產品功能 費率（美/台）
（元/分）89.6
前 

費率（美/台）
（元 /分）89.6
後 

電腦（透過線上
輔助軟體撥號） 

電腦 

傳統電話 

影音具備 

可一面上網一面通話 

1.08~1.24（撥
接式用戶費率） 

0.3（撥接式用戶
費率） 

網路電話機（連
接傳統電話撥

接） 

電腦 

傳統電話 

單機直撥各國 

節省約 2/3 之國際電
話費 

智慧型語音系統 

免費功能升級 

迴音消除 

2.3 ~ 2.5 1.4~1.6 

網路卡 傳統電話 免插卡 

多國語音引導 

攜帶方便 

8 ~ 9 5 

資料來源：各網路電話產品簡介，2000~2001年 

 

2.1.2  網路電話發展技術及未來需求 

目前市場上網路電話通訊技術大致分為兩種標準；一是國際電信聯盟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所制定的 H.323 標準，另一為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Glitho,2000），然而目前仍以H.323 居於領

導地位。H.323 的發展始於 1996 年（Tang, et al.,2000），其優點在於互通性高、可

多點傳播、可跨網路及多方通訊等（吳顯東,2000；Databean,2000）。不過，值得大

家注意的是瞬息萬變的產業科技發展，一但 H.323 式微之後，新科技將逐漸取代，

例如目前以MGCP 為 H.323的另一標準，另外 SIP 也有許多廠商開始研發（吳顯

東,2000），還有結合 ITG 和 PBX 的 IP PBX，也正如火如荼的進行開發（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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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2000）。雖然，網路電話的優勢在於低廉的價格，但仍舊有許多瓶頸需要去克服。

首先，國際電信聯盟雖定了標準，但廠商卻未必遵守；其次，在使用的操作上，

不符合一般人使用電話的習慣 (江志明，1999；葉永泰，2000)，最後是通話品質

不良（Quality of Service ,QoS），因頻寬、電腦設備的技術，造成的延遲、迴音、

雜音干擾等（葉永泰，2000；Graf & Truong, 1999；Flanagan,2000），種種缺點，

都是網路電話的一大考驗。表三就是在 H.323 標準下 Qos 等級與延遲程度相對應

關係。 

表三  Qos等級與延遲程度 

Qos 等級 評論 延遲程度 

最好 有潛力提供與 PSTN 相當或更好的品質 ＜150ms 
高 類似PSTN的品質或較好的行動電話通話

品質 
＜250ms 

中等 類似普通行動電話通話品質 ＜350ms 

資料來源：天之驕子網路技術有限公司，2000 

 

縱然網路電話目前的商機在於低廉的通話費，然而隨著一般長途電話費率的

逐年下降，屆時兩者的服務費率將會越差越小，消費者考量的將會是更好的通話

品質和附加服務。也因此網路電話的發展空間將會朝向與電子商務服務整合，讓

消費者在逛網路書店時，可以很容易的與銷售人員透過網路電話交談，又例如與

其他通訊服務整合（UMS, Unified Messaging Service）（王蕙君,2000；Udall,1998；

Hassan,2000），可以讓消費者只要撥一個號碼，就可以查詢到由語音信箱（Voice 

Mail）、電子郵件（Email）及傳真（Fax）而來的訊息，這些都是現在電話系統所

無法提供的服務（葉永泰,2000；Benveniste,2000）。 

許多數據顯示網路電話未來的發展，是具有相當大的潛力。著名的 IDC顧問

公司對該市場做了一個統計預測，預估網路電話的使用量從 1999 年的 27 億分鐘

成長至 2004 年的 1350 億分鐘，獲利總值高達美金 190 億元，Deltathree.com 更預

測網路電話市場將會在 2005 年占全世界 35%的通訊流量，且 Tarifica 估計在 2004



 - 14 - 

年超過 40%的國際電話會透過網路電話來作為通訊方式（ ITU,2001）。而 Dataqueat 

更預測 VoIP、VoFR(Voice Frame Relay)、VoATM，以及其他的 Packet Voice 之附

加服務市場規模在 2004 年將高達 870 億美元（周勝鄰,2000）。而 Probe 研究公司

分析師預測，從 2000 年開始，網路電話使用量大增，在 2000 的規模可達 40 億分

鐘。此外，Frost & Sullivan 公司預測，到了 2006 年網路電話的使用量可達 6,345

億分鐘(劉志強, 2000；葉永泰,2000)。 

 

2.1.3  網路電話法規之爭議及在台灣之發展 

    根據我國新版電信白皮書相關主管機關表示，由於行政院擬訂於民國 90 年 7

月開放固定網路業務，因此在固定網路開放之前，網際網路提供者以提供網路電

話語音功能為主要營業內容，仍違反電信法(童兆陽等,1999)。雖是如此，卻仍有

許多爭議點，引起產官學界熱烈討論，尤其是針對電信法規中第一類和第二類電

信之分野，隨著科技的進步愈趨於模糊。再者，現行網路電話最大的問題出於立

法和管理上的不協調。立法時是以電信設備為基礎，但是到了管理、開放和限制

時，卻是以服務為基礎，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就得將第一、二類電信業的分法

取消，以避免以法律限制科技（何伯陽,2000）。 

    至於網路電話推出服務後，首當其衝的是中華電信和三家固網業者，我們可

以觀察到市場上既有的電信業者積極促銷其費率方案的動作。而中華電信本身也

預估，未來三年我國國際電話市場將快速成長，1998 年到 2003 年年複合年成長率

達到 17%，較以往平均每年 8%-10%為高，但其本身的市佔率會逐年萎縮，其中部

分是受到網路電話服務興起而創造新電信業者瓜分市場的原因（王蕙君,2000），如

圖七。另外分析我國未來國內長途與國際語音話務市場的發展，受到總體經濟、

市場開放與新業者之加入，所產生循環作用，國內長途與國際語音話務市場持續

成長，至於網路電話取代效應參考 Ovum對於美國市場預估比例（王蕙君,2000），

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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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話話務量與中華電信市佔率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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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國內網路電話市場的發展，以及相關法令之實施，對於業者或相關主管

單位，應集思廣益，正視網際網路相關之應用未來可能造成經濟與法律的問題，

並制定出合理的管理制度，以提供業者公平競爭的環境。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2000 年 11 月 

圖七   我國未來國際電話市場市場成長與中華電信市佔率變化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Ovum，資策會MIC 經濟部 ITIS計畫整理，2000 年 11 月 

圖八  台灣長話國際市場規模與 VoIP/PSTN 比例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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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網路電話市場區隔與需求預測之研究 

     根據曾芳美與曾國雄（1990）國科會 NSC 89-2416-H-364-003 計劃部分研究

成果顯示，該研究在探討消費者對網路電話的潛在需求作一探討外，並透過數量

化 II 模型理論分析，針對人口統計變數、重視服務屬性與擁有電腦者與否，對網

路電話選擇偏好之關係，作一比較。結果發現「擁有電腦者」與「非擁有電腦者」

有顯著的差異現象。另外，又以因子分析模式，將網路電話服務的十二項屬性，

縮減成五個因素構面。最後，該研究以模糊敘述性偏好模式，對消費者的選擇行

為作一分析。且從研究結果中得知，消費者要求高水準的通話品質，且『擁有電

腦者』市場之消費者影響打國際/長途電話之關鍵因素還包括費率與塞機情形，此

族群傾向利用電腦上網使用網路電話，或是購買網路電話機打國際/長途電話。至

於『非擁有電腦者』市場之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並不高，且多數仍偏好使用傳統

電話打電話。 

 

2.2  敘述性偏好法 

敘述性偏好法早期在行銷領域稱之為聯合分析（Conjoint Analysis）為多變量

的一支，其應用在給予一組自變數的聯合效果的排序，以及特定組合下，有關自

變數與因變數的衡量尺度問題（吳長生,1999），其最早將聯合分析方法應用在消費

者理論相關的文獻則始於 Green and Rao(1971)之研究。而在消費者研究領域內，有

關產品多屬性替代（tradeoff）的消費者偏好模式，一直是聯合分析主流之一，國

內外先後有 Dahan & Srinivasan(2000)、Haaijer & Kamakura(2000)、Wu & 

Wu(1999)、Gustafsson et al.(1999)、Moore et al.(1999)、Miller et al.(1998)、Dreze & 

Zufryden(1998)、 Ali et al.(1996)、 Anonymous(1995)、 Ostrom et al.(1995) 、

Robin(1995)、Green and Srinivasan(1990)、Wittink & Cattin(1989)、Louviere(1988)、

吳長生(1999)等人進行研究，且多半都是針對產品屬性中的價格、設計、成本等因



 - 17 - 

素進行分析，發展後期也將應用範圍擴大至供應商選擇、品名（ brand name）決策、

定價、市場區隔、促銷文案(sales promotion)等(Green and Krieger,1991)。 

自從 1979 年英國首次將聯合分析應用在運輸分析上，聯合分析在運輸領域上

就稱為敘述性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或稱為實驗室模擬法(Laboratory 

Simulation)、情境法(Scenario-based Method)。而敘述性偏好法主要是研究者以一些

事先決定好的屬性（Attributes），或稱因素及水準值（Level）組合成各種情境，再

由這些客觀的情境，構成替選方案(Alternatives or Stimuli)供受訪者評分(Rating)、

等級排序(Ranking-order)，或以第一偏好法的方式(First Choice)評估其替選方案的

整體偏好，之後研究者再依上述各替選方案之整體偏好資料，利用一些參數校估

技術估計偏好函數的參數（劉慧燕,1992）。其應用在國內運輸領域研究有藍武王與

許書耕（1992）、陳敦基與林新敏(1997)透過敘述性偏好方法，來探討個體運具選

擇模式，國外方面有 Leitham et al.（2000）、Ortuzar et al.（2000）和 Wen and 

Koppelman(2000)運用在區位選擇和家戶旅次上，也有探討在老人化的國家中運具

選擇行為分析（Kavalec,1999）；或利用模糊敘述性偏好預測市場佔有率（Turksen 

and Willson,1995），及探討消費者選擇電動機車行為（Tzeng and chiu,1999）。由於

敘述性偏好法發展已有一段時間，國內外學者多有所探討，例如運輸經濟與政策

期刊(Journal of Transfer Economics and Policy)第 22 第 1 期為敘述性偏好法專刊，

Hensher et al.(1999)和 Anonymous(1995)更深入探討敘述性偏好與顯示性偏好的應

用，而最近 Louviere(2000)等人更以專書來探討敘述性選擇行為理論與方法。除了

上述之外，敘述性偏好法的應用領域更擴展至其他方面，例如在行銷方面國內的

曹勝雄(1997)等人則將其應用在旅行業購買選擇行為上。 

 

2.2.1 敘述性偏好法實驗設計原則及偏好衡量尺度之選擇 

基本上敘述偏好的原理即是以事先決定的屬性及其水準值組合成各種選擇情

境，再由這些情境構成替選方案由受訪者表達對各替選方案的偏好，因此敘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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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法又稱為情境法或實驗室模擬法。Hensher 並於 1988 年提出敘述性偏好法實

驗設計的原則，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且 Kores和 Sheldon（1988）指出，運輸

領域所經常採用之實驗設計乃透過直交排列法（Orthogonal Design），其基本精神

即在於以較小之實驗次數，推估因子效果，如此可減少抽樣數目，提昇實驗效率

並降低成本。另外在偏好衡量之尺度選擇上來說，一般而言偏好之衡量方法分為

評分法、等級排序法及第一偏好法（劉慧燕,1992；邱怡璋,1994）。上述三種偏好

衡量方法的共通特性為，假設受訪者理性且均能認清各方案所帶給他的效用，以

及對各方案的偏好。然而，事實上在有些情境組合下，受訪者並未能明確指出其

偏好，亦即方案屬性互有權衡（Trade Off）至某種程度，導致受訪者對不同方案之

偏好並無差異。那麼，傳統單純強迫受訪者排序評分取第一偏好的方法，就可能

不能代表受訪者真正的偏好。 

 

2.3  羅吉特模式之理論基礎 

    在 Ben-Akiva（1985）一書中提到個體選擇模式亦稱為行為模式，其理論基礎

是經濟學當中消費者行為與心理學之選擇行為。消費者個體選擇行為模式是以效

用函數為出發點，並假設消費者在選擇各種可能方案時採用效用最大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maximization）。然而並非每一個體選擇行為模式都能正確預測每

個人的選擇，所以效用模式中包含了可預測部分，和無法預知的誤差項，且一方

案被選擇的機率就定義為該方案在可能方案中具有效用最大的機率。玆將上述以

數學式說明： 

當個人n在替選方案集合 nA 中選擇 i方案時，若且唯若 

inU ＞ jnU   i , j nA∈   j≠ i                                        （1）

亦即 

inP ＝ ( ) AjiUUP jnin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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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效用的效用函數 U in可寫成下式 

inU  = ininV ε+                                                    （3） 

其中 

inU 為決策者 n 選擇方案 i 的總效用， jnU 為決策者 n 選擇方案 j 的總效用， inP 為

決策者 n選擇 i方案之機率， nA 為 n個人替選方案之集合， inV 為決策者 n選擇方

案 i的可衡量效用， inε 為決策者 n選擇方案 i的不可衡量效用。 

若 inε 獨立（I.I.D）且具相同的岡勃分配（gumble  distribution）之假設，則可

導出多項羅吉特模式，經過推導後求出一般化的多項羅吉特模式，式子如下： 

inP  =

∑
=

n
in

in

J

j

V

V

e

e

1

                                                    （4） 

其中 nJ 是 nA 中的方案數。 

2.3.1 多項羅吉特模式之統計特性 

    多項羅吉特模式一般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校估參數，

主因在於最大概似法能使各觀測之數據有較大發生機率之參數方法，且所估計之

參數具有一致、漸進有效及漸進常態之特性，偏誤也會隨著樣本的增加而減少。 

    一般而言，參數校估之統計特性主要包括檢定參數值是否不為零及模式的適

合度，前者以概似比統計量及漸進 t作檢定，後者以概似比指標及判中率來衡量。

玆分別闡述如下（Ben-Akiva and Lerman,1985；曹勝雄等,1997）： 

1. 概似比統計量（likelihood ratio statistic） 

概似比統計量可以一次檢定模式中所有參數之顯著性。若虛無假設為所有

欲檢定參數均不顯著的情況下，概似比統計量大於對應之卡方統計量，則拒絕

虛無假設，反之亦然。而最常用來檢定多項羅吉特模式的是相對等佔有率與相

對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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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市場佔有率模式之檢定 

用以檢定模式全部參數是否顯著之概似比統計量，如（5）式：  

( ) ( )[ ]βλ LLe ln0ln2ln2 −−=−                                 （5） 

    其中 ( ) ( )βλ LLe /0= ； 

( )0ln L 為等市場佔有率（equal share）模式之對數概數值， ( )βLln 為包含

所有參數之最大對數概數值。若 ( )Nxe
2ln2 ≤− λ ，模式參數全部不顯著，

( )Nxe
2ln2 >− λ ，模式參數不全部不顯著。 

 

（2）相對市場佔有率模式之檢定 

  其用以檢定模式中除了方案特定變數以外知參數值是否全部顯著，如（ 6）

式： 

 ( ) ( )[ ]βλ LmLm lnln2ln2 −−=−                                  （6） 

  其中 ( ) ( )βλ LmLm /= ； 

( )mLln 為市場佔有率（market share）模式之對數概數值， ( )βLln 為包含

所有參數之最大對數概數值。若 ( )Nxm
2ln2 ≤− λ ，除方案特定常數外，

模式參數全部不顯著， ( )Nxm
2ln2 >− λ ，除方案特定常數外，模式參數

不全部不顯著。 

2. 漸進 t 檢定（asymptotic t test） 

         概似比檢定對模式中所有變數之參數值作檢定，漸進 t 檢定則分別對每

一變數之參數值作檢定。漸進 t值等於參數係數除以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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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似比指標為檢定模式適合度（goodness of fit）指標分為兩種： 

（1）相對等佔有率模式 

    ( ) ( )0ln/ln12 LL βρ −=                                        （7） 

（2）相對市場佔有率 

( ) ( )mLL ln/ln1*2 βρ −=                                        （8） 

2ρ ， *2ρ 之值須介於 0 至 1 之間，根據McFadden（1977）研究指出，若 *2ρ

值在 0.2 與 0.4 之間，模式會有較好的適合度。 

4. 判中率 

判中率=(100/N) × ∑
N

i
iY                                           （9） 

     其中 N=樣本數， 1=iY ，當預測機率最高之方案等於實際所選擇之方案，      

0=iY ，當預測機率最高之方案不等於實際所選擇之方案。 

     判中率之值應介於 0 與 100 之間，判中率愈高表示模式之預測能力愈佳。 

 

2.3.2  巢式羅吉特模式之理論基礎 

     為解決多項羅吉特模式具有不相關替選方案獨立特性(IIA, Independent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也就是該模式會導致方案間不具有完全獨立的特性，因此

在預測上會造成結果的偏誤，因此吾人導入最常使用的巢式羅吉特模式。此模式

在 1973 年由McFadden 所推導而出，用來解決 IIA特性的缺點，它的理論在於可

將相似的方案置於同一巢，可考慮巢內方案間的相關特性。巢式羅吉特可將方案

的選擇分為許多層級，以兩層巢式來作說明，若要擴大到兩層以上的情況亦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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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兩層羅吉特模式有 M個巢，巢 m 有 mN 個方案，方案 i在巢 m 被選到的機率

為 

mmii PPP ×= /                                                        （10） 

當 

∑
∈

=

m

mj

mi

Nj

V

V

mi
e

e
P

µ

µ

/

/

/                                                     （11） 

∑
=

Γ

Γ

= K

k

m
kk

mm

e

e
P

1

µ

µ

                                                       （12） 

∑
∈

=Γ
m

mj

Nj

V
m e µ/ln                                                     （13） 

 

當 miP / 為巢 m之方案 i被選到的機率， mP 為巢 m的選擇機率， mµ 為巢 m的包容值

參數， mΓ 為巢 m的包容值變數。 mm µρ −= 1 為衡量巢 m內的方案間的相似性指標。

mµ 須介於 0 與 1 之間，則巢式羅吉特模式才滿足效用最大原則。若 mµ 等於 1 時，

巢式模式極為多項羅吉特模式， mµ 愈接近於 0 時，則方案間的相關性越高。且當

方案 i與 j同在巢 m中，則相關係數為 mm
21 µρ −= ，反之，則 0=ijρ  

 

2.3.3  增量羅吉特模式（Incremental Logit Model）之理論基礎 

     本研究採取 Kumar(1981)和 Koppelman（1983）提出的增量羅吉特模式來構

建網路電話選擇模式，其數學式如下： 

( ) ( )
( )∑

∈

∆

∆

=′

n

jn

in

Aj

V
n

V
n

n
ejP

eiP
iP                                      （14） 

其中 ( )′iPn 為方案 i 後來被決策者選擇的機率， ( )iPn 為方案 i 原來被決策者選擇的

機率， inV∆ 方案 i之效用變化量， nA 為n個人替選方案之集合。 

透過上式，吾人只需計算各方案被選擇機率，與方案 i 之效用變化量，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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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重新分配後之市場佔有率，而不必重新計算結果，上式求得之結果為個體選

擇機率之變化，然而整體市場佔有率之變化則可以樣本列舉法（ Sample 

Enumeration ）計算之。 

 

2.4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的理論基礎 

   此部份首先介紹模糊測度與模糊積分，其次敘述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 

2.4.1  模糊測度與模糊積分 

模糊測度最早由菅野道夫在 1972 所提出，它的基本精神在於，將一般機率測

度對於全體集合之評估值總和為 1 之假設去除，此與現實系統中各因子所存在的

交互關係較相符，此不具獨立性之各因子間所具備的交互影響特性便可以模糊積

分處理，獲得獨立性之綜合評估值（張佳瑞,2001）。現實中許多複雜問題，不符合

加法型的線性模型非常普遍，而菅野積分就是一種非加法型測度，其評估的基礎

在於不再假設屬性和尺度的獨立性，較傳統測度更具一般性且符合實際行為，也

因此本研究採用模糊積分綜合相關屬性的效用來作為評估。而及至目前為止已有

許多型式的模糊積分。例如管野積分、Weber積分、Choquet 積分與分割型模糊積

分（神原浩等,1997；Chen and Tzeng,2001）。其中 Choquet 積分（Murofushi and 

Sugeno，1989；Sugeno and Fujimoto,1995；松下裕,1995；Sugeno and Kwon,1995；

Chiang,1999；Sugeno et al.,1998）為將非加法型的多屬性效用函數以模糊積分表

示。以下就其概念做一簡述。 

假設問題在不失去一般性狀況下， )()()( 1
k
n

k
i

k xfxfxf ≥≥≥≥ LL 此 )( kixf 表

示第k個替代方案第 i個屬性正規化之評估值，函數 f (̇ )之模糊測度 g(̇)在 X

上之模糊積分 ])1,0[( =λ xg： 可定義如（15）式所列之積分式： 

)X()]()([)X()]()([)(X)g( 12111
kkkk

n
k
n

k
n

k
n

k
n gxfxfgxfxfxffdg λ−λ−λ −++−+=∫ 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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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 2121211 nn xxxgXgxxgXgxgX LL λλλλλλ === ，為表

示各屬性集合之模糊測度； )( nxgλ 可表示如（16）式： 

∏
=

+∞<<−−+=
n

i

k
i

k
n xxgXg

1

1],1))(1([1)( λλ λ
λ

                           （16） 

其中λ為表示屬性間關係的參變數(parameter)，λ >0 表示屬性間有同時相互作用之

非線性關係。依據 Keeney and Raiffa(1976)多屬性效用乘法型的觀念可得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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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其關係如圖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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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模糊積分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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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型 

小川圭一（1999）提出的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型是對每一個評估屬性權重係數

當作為模糊測度，而後依據菅野(1972)所提的模糊積分來構建假設效用函數之路徑

選擇行為模式。 

首先透過各屬性權重係數λ，作成不具有相互加法性之模糊測度 λg 。將此使

用選擇案評估的屬性 ikx 的集合 F，對全部的子集合 F ′做定義。但仍是單調性的維

持對多數個屬性所形成的集合 F ′之權重係數，使用每一個屬性單獨的權重係數可

以根據式（18）之函數表示： 

在此，λ表示屬性間加法性的參變數(parameter)，若λ>0 時表示優加法性(交

互影響性)，若λ<0 時表示劣加法性(相互替代性)。 

+∞<<−+=′ Π
′∈

λλ
λλ ,-1       ]1))(1([
1

)( ik
Fx

xgFg
ik

                          （18） 

基於此使用模糊積分對多數個屬性之評估合成時，效用函數可以表示如式

（15）。在此，h( ikx ) 將說明變數 ikx 置換為區間[0,1]的範圍內之評估值。依據模糊

積分所得到的值為區間[0,1]的範圍內,效用值與前述機率變動項相對之大小的比，

再全體乘上尺度參數(scale parameter )A。 

)]()(inf[sup FgxhAV ik
FxFF

i
ik

′∧=
′∈⊂′

λ
                                      （19） 

為使用此效用函數構建路徑選擇行為模式，將權重係數 λg ，加法性參變數λ，

尺度參數(scale parameter) A當作為未知參數(parameter)，此些與線性效用函數的情

況相同，可以根據最大概似法做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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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理論與不同模式之比較 

本階段採用的是 1999 年小川圭一所提出的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概念。 

3.1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之概念 

該模型是將模糊積分應用於效用函數之個體選擇行為上，也就是應用在我們

所熟知的羅吉特模式（Loigt Model）。此模式可以用來處理屬性不為互相獨立、評

價之權重係數不為互相加法性等問題，其評估程序如下所示： 

首先先計算各模糊密度 ig 值，其中 ki ,...,1= ，因為模糊密度是由主觀判定，因

此擷取模糊密度非常困難，於是南韓學者 Keon-Myung Lee(1995)發展以遺傳演算

法來計算模糊測度（Chen et al.,2000），其適合度方程式與限制式如式（20）： 

λ
min         ( ) ( )

( )
∑ ∏
∈ ∈









−+−

XBA Ax
i

i

gAg 1ˆ1
1ˆ λ
λλ                         （20）

subject to    -1<λ<+ ∞  

在此，λ表示屬性間加法性的參變數(parameter)，若λ>0 時表示優加法性(交

互影響性)，若λ<0 時表示劣加法性(相互替代性)。 

    其次是將所求之 ig 值代入式（15），求取綜合績效值。接著將所求之綜合績效

值，代入羅吉特模式（Logit Model）中，如式（21），以求取效用函數值。 

 kki xxV βββ +++= ...110                                              （21） 

其中 kxx ...1 為屬性說明變數。 

玆將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處理過程整理成圖十所示。 

首先，將問卷所收集到有關消費者使用網路電話較重視的屬性 kxx ...1 ，透過因

子分析後，歸納到不同的因素構面，並針對消費者對這些屬性的重視程度，給予

評分。而後以模糊積分作成每一個消費者不同屬性構面的綜合評估值，最後再以

羅吉特模式，對資料作分析與比較，也就是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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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                   模糊積分 

 

 

 

 

 

 

 

 

 

圖十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型 

 

3.2  不同基準下模式之比較 

由於本研究所研擬之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與原始模式校估樣本基準不同，也

就是說原始的羅吉特模式與透過模糊積分後的羅吉特模式，兩者所採用的校估模

式變數不同，故無法直接以 2ρ 或最大概似統計量等指標，比較不同模式之優劣，

因此本研究擬採用非巢式結構假設來作檢定。非巢式結構之假設檢定（Test of 

Non-nested Hypotheses；Koppelman,1983）乃針對某一模式並非另一種模式之特殊

狀況，比較兩種模式之解釋能力是否顯著之差異，檢定式如式（22） 

( ) ( ) ( )[ ] 0},02{ 5.0
12

2
1

2
2 >−+−−Φ≤>− zKKzLLzP ρρ                       （22） 

其中 

2
iρ 為模式 i之調整後概似比指標， iK 為模式 i校估之參數個數，Φ為標準常態分配

之累積密度函數。模式 1 與模式 2 之決定取決於調整後概似比指標之大小，模式 2

之解釋能力應高於模式 1。若檢定結果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模式 2 顯著優於模式 1，

則應採用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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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設計與調查 

本研究實證分析分為二階段探討。第一階段以敘述性偏好問卷，設計替代方

案情境，探討在不同的市場區隔下，消費者對於選擇網路電話服務的重視屬性，

第二階段是以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探討屬性間之關係與模式之適合度。 

4.1  第一階段問卷設計與調查 

本研究將研究母體界定為居住於大台北、新竹地區年滿 15 歲以上消費者，其

主要原因是於 1999 年台灣只有台北、新竹兩地實施寬頻網路，且網路電話卡能撥

接的六大城市包含台北、新竹。 

本研究抽樣的樣本數，乃依據 Krosece (1975)所提及樣本數決定的七個原則與

Mc Clave Dietrich（Hill, 1962）和 Lohr(1999)所提出的樣本數計算公式決定，其樣

本大小（Sample Size）的公式如下: 

N
n

n
n

0

0

1+
=                                                      （23） 

其中  222

2

0 / eSZn ×= α                                            （24） 

N：母體數； 0n ：抽樣樣本數；
2

αZ  =1.96 ；p=e=0.5；S=p(1-p)。 

根據此二原則抽樣的樣本數最少需 385 份。 

同時根據曾芳美與曾國雄在國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6-H-364-003之部分研

究成果顯示，採用在市場區隔分析當中具有較高判中率之「擁有電腦者」與「非

擁有電腦者」，來作為市場區隔變數。並引用該研究中之「因子分析」結果，將所

得到之十二個消費者所重視的屬性特性，縮減至五個因素構面，如表四。故吾人

採取「擁有電腦者」、「非擁有電腦者」來作為第二次問卷調查之市場區隔變數，

並探討其屬性特性及因素構面等問題。 

另外將討論敘述性偏好問卷之設計過程，此分為三部份說明。首先需決定問

卷之替選方案與每個方案之屬性水準值，第二部分則利用直交表設計出敘述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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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之情境組合，最後說明第一階段之問卷組合。 

 

表四  網路電話服務屬性構面與排名順序 

 
因素構面 服務屬性項目 排名

順序 
費率價格低 1 使用成本 
網路電話機價格便宜 3 
使用時沒有雜音 2 
音質不會失真 10 
聲音不會延遲 9 

聲音傳輸品質 

不會斷訊 7 
使用網路電話操作容易程度 4 操作容易與安全 
使用網路電話的安全性 5 
不塞機 8 等候時間 
等候電話接通 6 
三方通話功能 12 附加功能 

附加功能「如視訊、檔案傳輸等」 11 

資料來源：國科會計畫 NSC89-2416-H-364-003 

 

4.1.1 替選方案與方案屬性水準值範圍之決定 

本次問卷研擬四個替選方案分別為電腦(A)、網路電話機(B)、網路電話卡(C)

與傳統電話(D)。敘述性偏好法強調以假設之情境組合供受訪者選擇，則屬性水準

值須兼顧以下兩方面：一、屬性水準值應盡量符合受訪者的經驗及受訪者對屬性

水準的容忍極限﹔二、前者使方案的情境組合更能備受訪者接受，後者使模式能

反映出替選方案本身屬性不同的特性。 

多項羅吉特分析方法各因子彼此獨立時可建立較佳之校估模式。因此本研究

在文獻回顧分析結果五個構面中，各選擇一至三項該構面排序較前之屬性，為網

路電話選擇行為決策變數。至於在構面一部份以「費率」和「設備費」為決策變

數；構面二以「使用時沒有雜音」、「音質不失真」、「聲音不會延遲」為決策變數；

而構面三以「操作容易程度」「安全性」為決策變數；構面四「等候時間」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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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花時間遠在消費者容忍值之內，故選擇「不塞機」為決策變數；最後在構面五

部分，以「附加功能（如視訊、檔案傳輸）」等為決策變數。因此，網路電話選擇

行為決策變數為「費率」、「設備費」、「使用時沒有雜音」、「音質不失真」、「聲音

不會延遲」、「操作容易程度」、「安全性」、「不塞機」、「附加功能(如視訊、檔案傳

輸 等 ) 」 九 個 變 數 ； 且 引 用曾 芳 美 與 曾 國 雄 在 國 科 會 計 畫 編 號

NSC89-2416-H-364-003 部分研究成果，來作為本研究之主要資料來源，其中便透

過該文獻所獲得之資訊設計出網路電話服務不同屬性的水準值，再以此進行敘述

性偏好之問卷設計。附帶說明的是為因應中華電信在 89 年 6 月大幅度調降通話費

率，因此本研究以 89 年 6 月作為模式中屬性水準值的分界，理由在於調降費率的

前後，網路電話通話費率，及網路電話相關產品的費用，皆有大幅度的變動，這

對於消費者的選擇行為有所影響，也因此將模式區分為二，來探討其中的差異。

玆將上述四方案的屬性值採四水準值的直交設計列於表五和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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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模式一各方案屬性水準值表 

 

 

 

 電腦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傳統電話 

費率(元/
分鐘;台-
美) 

0.5 0.8 1.2 1.5 0.5 0.8 1.2 1.5 4 6 8 10 8 10 13 17 

設備費 100    1000 3000 5000 8000         

操作時間

（秒）(含

開機時

間) 

75 80 85 90 10    15 20 25 30 10    

安全性 不安

全 

安

全 

  不安

全 

安全   不

安

全 

安

全 

  安

全 

   

雜音 無 一

些 

有  無 一些 有  無 一

些 

有  無 一

些 

有  

音質失真 無 一

些 

有  無 一些 有  無 一

些 

有  無 一

些 

有  

聲音延滯

情況（毫

秒）註一 

無 一

些 

有 

 

 無 一些 有  無 一

些 

有      

塞機狀況 

 

不會 會   不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附加功能 沒有 有   沒有    沒

有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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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模式二各方案屬性水準值表 

 

註一：數據係以壓縮至 4.8kpps為標準所測量出來 

 

 

 

 

 

 

 電腦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傳統電話 

費率(元/
分鐘;台-
美） 

0.4 0.7 1.0 1.3 0.9 1.2 1.5 1.8 3 4 5 6 6 7 8 9 

設備費 100    3000 5000 7000 9000         

操作時間

（秒）(含

開機時

間) 

75 80 85 90 10    15 20 25 30 10    

安全性 不安

全 

安全   不安

全 

安全   不

安

全 

安

全 

  安

全 

   

雜音 無 一些 有  無 一些 有  無 一

些 

有  無 一

些 

有  

音質失真 無 一些 有  無 一些 有  無 一

些 

有  無 一

些 

有  

聲音延滯

情況（毫

秒）註一 

無 
0 

一些 
130 

有 
230 

 無 
0 

一些 
130 

有 
230 

 無 
0 
一

些 
130 

有 
230 

     

塞機狀況 

 

不會 會   不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附加功能 沒有 有   沒有    沒

有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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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敘述性偏好實驗設計 

 本次問卷之敘述性偏好法情境組合之實驗設計是採水準值之直交排列 (劉慧

燕, 1992)，直交實驗設計之精神為在組合情境前先決定各方案屬性容忍限度中的水

準，再以直交表設計水準值之組合，並由於屬性間彼此獨立，可降低抽樣數﹔但

此法的缺點為所能提供的變異可能較少，影響模式校估的結果。 

本研究之四水準值可由三行兩水準值之直交表構成，因此水準值設計方式以

L32(231)之直交表為基礎重造 L32(46×33×24)直交表，每組實驗設計包含 32 種情境組

合，每一情境組合則為本次問卷的一個題組﹔再將此 32 種組合以亂數方式挑選情

境，並在每份問卷中放入兩個情境模擬題組。 

4.1.3 問卷設計內容 

本階段問卷依文獻回顧分析結果將市場區隔為「擁有電腦者」與「非擁有電

腦者」，二區隔市場以相同水準值設計屬性水準，每份問卷包括三部份，第一部份

為使用者目前使用網路電話的情況，如是否使用過網路電話、透過哪種方式使用

網路電話及使用網路電話的原因等資訊；第二部分包括兩題網路電話購買選擇答

題；第三部份為個人基本資料。 

4.1.4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時間分為模式一 89 年 5 月至 6 月、模式二 90 年 2 月至 3 月台北及

新竹地區之民眾。本階段問卷之市場區隔採文獻回顧資料所統計的結果「擁有電

腦者」和「非擁有電腦者」做為族群分隔，以訪員採面對面之隨機抽樣方式進行

抽樣，共發出 550 份問卷「非擁有電腦者」與「擁有電腦者」各 275 問卷，其中

模式一共回收有效樣本「擁有電腦者」252 份、「非擁有電腦者」171 份可供模式

校估；模式二共回收有效樣本「擁有電腦者」229 份、「非擁有電腦者」224 份可

供模式校估。其樣本社經特性如表七和表八。 

從模式一樣本社經變數特性當中，可看出擁有電腦者仍是以男性居多，約佔

56%，且年齡層的分布多半在 20-29 歲這區間，教育程度也多在大學程度以上，且

以學生（28%）和從商（25%）的族群居多，也因此年收入的區間分布會較廣，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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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萬到 70 萬不等。 

而在非擁有電腦者部分，以女性居多，約佔 52%，年齡層的分布多半在 20-34

歲之間，教育程度從高中職（24%）、專科（24%）、大學（36%），皆有一定的族

群，職業方面也以學生（16%）和從商（16%）人員居多，年收入也分布在 30-70

萬元不等。 

另外從模式二當中獲知，在擁有電腦者方面，多半的人會選擇以電腦的方式

撥打網路電話（男性 23%，女性 26%），且在擁有電腦者所有樣本當中，多半以女

性居多，約佔 53%，年齡層的分布也從 20-29 歲不等，教育程度以大學（50%）以

上程度居多，而職業分布方面也以學生（35%）和從商（27%）族群居多，相對的

年收入部分也從 30 萬到 50 萬不等。 

反觀在非擁有電腦者方面，多半的人仍舊選擇以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若

以非擁有電腦者的樣本來看，男性樣本佔大多數，約佔 53%，年齡層的分布從 25-34

歲不等，從中也發現當年齡層愈高，擁有電腦的情況就愈低。另外教育程度多半

分布在高中職（38%）、專科（21%）和大學程度（27%），職業也以學生（22%）

和從商（23%）族群居多，而年收入的分布的範圍更廣，以 30 萬到 70 萬不等。 

從上述的社經特性吾人可發現，抽樣的樣本較年輕化，且透過分析發現，較

年輕的族群對於新產品，尤其是科技類產品的接受度較高，而通常也會透過電腦

當作使用新產品的工具或媒介，由此可知，目前國內的電腦的使用程度仍是較高

頻率的。 

 

 

 

 

 

 

 



 - 36 - 

表七  模式一樣本社經變數                     （%） 

 

  擁有電腦者 非擁有電腦者 

變數名稱 項別 電腦 

網路電

話機 

網路電

話卡 傳統電話 電腦 

網路電

話機 

網路電

話卡 

傳統

電話 

性別 男性 14 14 14 14 12 12 12 12
 女性 11 11 11 11 13 13 13 13
年齡  15-19歲 3 3 3 3 2 2 2 2
 20-24歲 7 7 7 7 6 6 6 6
 25-29歲 7 7 7 7 4 4 4 4
 30-34歲 4 4 4 4 4 4 4 4
 35-39歲 2 2 2 2 2 2 2 2
 40-44歲 1 1 1 1 3 3 3 3
 45-49歲 1 1 1 1 1 1 1 1
 50-54歲 0 0 0 0 2 2 2 2
 55-59歲 0 0 0 0 1 1 1 1
 60-64歲 0 0 0 0 0 0 0 0
 65歲以上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 0 0 0 0 2 2 2 2
 國中(初中) 1 1 1 1 1 1 1 1
 高中(高職) 4 4 4 4 6 6 6 6
 專科 7 7 7 7 6 6 6 6
 大學 11 11 11 11 8 8 8 8
 研究所以上 3 3 3 3 1 1 1 1
職業 學生 7 7 7 7 4 4 4 4
 農 0 0 0 0 1 1 1 1
 工 4 4 4 4 3 3 3 3
 商 5 5 5 5 4 4 4 4
 公 1 1 1 1 2 2 2 2
 教 2 2 2 2 1 1 1 1
 自由業 2 2 2 2 3 3 3 3
 家管 1 1 1 1 2 2 2 2
 退休 0 0 0 0 1 1 1 1
 軍警 1 1 1 1 1 1 1 1
 其他 2 2 2 2 2 2 2 2

個人年收入 30萬以下 11 11 11 11 9 9 9 9
 31-50萬元 5 5 5 5 5 5 5 5
 51-70萬元 4 4 4 4 5 5 5 5
 71-90萬元 2 2 2 2 3 3 3 3
 91-110萬元 1 1 1 1 2 2 2 2
 91-110萬元 1 1 1 1 1 1 1 1
 111萬元以上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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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模式二樣本社經變數                    （%） 

   擁有電腦者 非擁有電腦者 

    電腦 

網路電

話機 

網路電

話卡 

傳統

電話 電腦 

網路電

話機 

網路電

話卡 

傳統

電話 

 性別 男性 23 11 3 9 33 8 4 9 
  女性 26 9 4 14 23 10 5 8 
 年齡 15-19歲 5 1 0 2 9 2 1 1 
  20-24歲 18 7 2 8 8 2 2 2 
  25-29歲 14 7 3 7 12 6 3 2 
  30-34歲 5 2 1 1 12 2 1 4 
  35-39歲 2 2 0 2 5 2 0 4 
  40-44歲 1 1 0 0 5 1 1 1 
  45-49歲 1 1 0 2 2 1 0 2 
  50-54歲 1 1 0 0 1 2 0 1 
  55-59歲 0 0 0 0 0 0 0 0 
  60-64歲 0 0 0 0 0 0 0 0 
  65歲以上 0 0 0 0 1 0 0 1 
教育程度 小學 1 0 0 0 1 0 0 0 
  國中(初中) 1 0 0 0 4 1 1 2 
  高中(高職) 8 2 0 5 23 7 2 6 
  專科 6 3 2 4 14 3 0 4 
  大學 25 10 4 11 12 6 4 5 
  研究所以上 8 4 1 3 3 0 0 0 
職業 學生 19 7 2 7 14 3 2 3 
  農 0 0 0 0 0 0 0 0 
  工 3 2 0 0 5 2 1 1 
  商 11 6 3 7 13 4 2 4 
  公 4 1 1 2 3 2 0 3 
  教 3 0 0 0 0 0 0 1 
  自由業 2 0 0 1 6 2 0 2 
  家管 1 0 0 0 5 1 1 2 
  退休 0 0 0 0 1 0 0 0 
  軍警 3 1 0 2 2 1 1 0 
  其他 5 3 0 3 6 3 1 2 
個人年收入 30萬以下 26 7 3 10 23 6 4 6 
  31-50萬元 13 7 3 9 20 8 2 5 
  51-70萬元 7 3 1 4 12 3 1 6 
  71-90萬元 1 2 0 1 0 0 0 1 
  91-110萬元 0 1 0 0 0 0 1 0 
  91-110萬元 1 1 0 0 0 0 0 0 
  111萬元以上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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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二階段問卷調查與設計 

    本階段問卷分為兩部分作說明，第一部份是有關問卷設計及樣本之界定，第

二部分是透過遺傳演算法所求出λ -模糊測度，與各屬性間之模糊密度值。 

4.2.1 問卷設計內容 

     第二階段問卷抽樣結果主要作為模糊積分演算，其格式如下表九。填答者需

分別考慮這些相關因素所佔的重要度，其中包含兩項屬性者需同時考慮這兩項因

素的綜合重要度，若包含三項屬性者需同時考慮這三項因素的綜合重要度，並在

相關屬性中寫下的評分，評分標準由 1~10 分，隨著分數的增加也代表重要度的增

加。 

表九  打國際或長途電話重視屬性評分 

打國際或長途電話重視屬性 相關屬性在您心目

中所佔之重要性 

費率低（元/分）  
設備便宜  
費率低（元/分）、設備便宜  
使用時無雜音  
音質不失真  
聲音不延遲  
使用時無雜音、音質不失真  
使用時無雜音、聲音不延遲  
音質不失真、聲音不延遲  
使用時無雜音、音質不失真、聲音不延遲  
通話安全  
操作容易  
通話安全、操作容易  

有附加功能（如三方通話、視訊功能等）  

不塞機  

 

4.2.2 問卷蒐集 

 本問卷調查時間為 90 年 3 至 4 月，共發出 50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31

份。經由軟體所計算出各屬性模糊密度值，如下表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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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各變數之模糊密度值 

 

根據λ_模糊測度的特性來看，上述之九個因子所構成的五個構面中，若以使

用成本構面來看，將「費率低」與「設備便宜」的模糊密度值相加後，大於同時

考慮「費率低與設備便宜」之模糊密度值的話，就代表該構面之因子具有替代效

應，也就是吾人所求算出之λ值，應是小於零之情形。 

 

 

 

 

 

 

 

因素構面 變數名稱 模糊密度 
費率低（元/分） 0.85 
設備便宜 0.72 

使用成本 

費率低（元/分）、設備便宜 1
使用時無雜音 0.78 
音質不失真 0.68 
聲音不延遲 0.74 
使用時無雜音、音質不失真 0.94 
使用時無雜音、聲音不延遲 0.96 
音質不失真、聲音不延遲 0.93 

聲音傳輸品質 

使用時無雜音、音質不失真、聲音不延遲 1
通話安全 0.62 
操作容易 0.61 

操作容易與安全 

通話安全、操作容易 1
附加功能 有附加功能（如三方通話、視訊功能等） 

1 
等候時間 不塞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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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路電話選擇行為模式校估結果與分析 

    經由第一階段問卷調查，本研究利用 Limdep軟體，對網路電話選擇模式作一

分析，內容包括四部份，第一部份為網路電話選擇模式之多項羅吉特模式校估結

果與分析，第二部分為網路電話選擇模式之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與分

析，第三部份是透過巢式羅吉特模式找出最佳之方案組成結構，最後是利用非巢

式化之檢定來探討模式間之差異性。 

5.1  網路電話選擇行為模式－多項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分析 

    根據曾芳美與增國雄國科會計畫編號NSC89-2416-H-364-003之部分研究成果

顯示，採用在市場區隔分析當中具有較高判中率之「擁有電腦者」與「非擁有電

腦者」，並引用其屬性特性，來作為第一階段問卷調查之市場區隔變數。同時在校

估多項羅吉特之前，首先利用 log-likelihood ratio 值 (Ben-Akiva,1985) 來檢定市場

區隔的有效性。其公式如式（25）： 

-2[LL N ( β )-∑
=

G

g

g
Ng

LL
1

)(β ]~ ( )k,2 αχ                                     （25） 

其中 k= KK
G

g
g −∑

=1

 

透過表十二中-2[(AB)-(LL(A)+LL(B))]= 119.636> ( )9,1.02χ =14.68，且表十三

中-2[(AB)-(LL(A)+LL(B))]= 69.6092> ( )9,1.02χ =14.68，由此可知有市場區隔模式

比無市場區隔模式為佳。在多項羅吉特漸進 t檢定上，吾人採α=20%（t-ratio=1.28）

來對所有變數之參數值作檢定。其結果及分析如表十一和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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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模式一多項羅吉特市場區隔之模式校估 

 

註：A為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B為選擇網路電話機，C為使用網路電話卡方案 

 

 

 

模式一 擁有電腦者 非擁有電腦者 全部樣本 

 Coeff. t-ratio Coeff. t-ratio Coeff. t-ratio

方案特定常數 A 1.1900 1.3700 -0.0006 -0.0023 1.2396 2.4991

方案特定常數 B 0.9086 1.5244 0.0494 0.1892 1.0219 2.0364

方案特定常數 C -0.7243 -1.7535 0.2772 0.5051 0.2148 0.6477

費率 -0.0810 -1.6245 

雜音 -0.1835 -1.3753 -0.2720 -1.5993 -0.2128 -2.0959

音質失真 -0.2878 -1.5644 -0.5260 -2.3905 -0.3897 -2.8382

設備費 -8.53E-05 -1.3802 

附加功能  -0.3212 -1.6264

性別_B -0.5514 -1.6828 -0.3721 -1.5332

年齡_A  -0.1207 -2.1231

年齡_B -0.2038 -1.7752 -0.2144 -2.7251

職業_B 0.08219 1.4793 

職業_C  -0.2985 -3.0190 -0.14903 -2.4400

收入_B  0.1452 1.4241

收入_C  0.2452 1.5114

教育_A  0.1551 1.7790

LL(0) -349.346  -237.056 -586.403

LL(β) -265.045  -218.74 -513.67

LL(C) -273.185  -228.047 -531.792

ρ2 0.2413  0.0773 0.1240

ρ2* 0.0298  0.0408 0.0341

-2[LL(0)-LL(β)] 168.602  36.632 145.466

-2[(AB)-(LL(A)+LL(B))]  11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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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模式二多項羅吉特市場區隔之模式校估 

 

模式二 擁有電腦者 非擁有電腦者 全部樣本 

 Coeff. t-ratio Coeff. t-ratio Coeff. t-ratio

方案特定常數 A 0.6963 3.5823 1.4481 1.9396 1.2482 2.4072

方案特定常數 B 0.1884 0.3568 -1.1588 -1.8652 -0.3982 -0.7876

方案特定常數 C -1.2516 -5.6404 -1.4610 -4.2309 -1.3672 -5.4301

費率 -0.3189 -3.7134 -0.1834 -3.0063

雜音 -0.1876 -1.9097 -0.0973 -1.3771

安全性 0.5272 4.5040 0.2936 3.3131

聲音延遲程度 -0.2242 -2.0520 -0.1462 -2.2329

塞機情況 -0.2402 -1.5487

性別_A -0.6485 -3.0266 -0.5453 -3.3679

性別_B -0.3484 -1.4200 -0.3200 -1.5933

年齡_A -0.1194 -2.2261

年齡_B -0.1346 -1.8872

收入_A -0.0608 -1.5368 -0.3588 -3.1767 -0.2609 -3.8022

收入_B 0.3258 3.1224

LL(0) -637.695 -576.6985 -1214.39

LL(β) -527.285 -456.3462 -1001.03

LL(C) -549.707 -479.1002 -1032.39

ρ2 0.1731 0.2087 0.1757

ρ2* 0.0408 0.0475 0.0304

-2[LL(0)-LL(β)] 220.82 240.7046 426.72

-2[(AB)-(LL(A)+LL(B))] 69.6092

註：A為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B為選擇網路電話機，C為使用網路電話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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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中透過二市場區隔 2ρ 值之檢定，「擁有電腦者」市場模式校估值較佳（ρ

2=0.2413>0.2  ），而「非擁有電腦者」市場模式不佳（ρ2=0.0773<0.2  ），因此其結

果僅供為參考。在「擁有電腦者」的區隔市場中，「費率」通過 20%的顯著水準，

且參數值符號為負符合先驗知識，表示費率若愈高方案選擇機率會愈低。同樣的

「設備費」愈高、「雜音」愈多、「音質失真」愈嚴重，愈不會選擇該方案。在個

人社經變數方面，選擇電腦的「性別」因素下，通過 20%的顯著水準，且參數值

為負，表示網路電話機之通話媒介男生較女生偏好，且「年齡」愈高愈不會選擇

使用網路電話機方案。在「非擁有電腦者」市場的消費者只對「雜音」、「音質失

真」情況敏感且參數值為負，表示「雜音」愈多、「音質失真」愈嚴重方案選擇機

率愈低；另外選擇網路電話卡方案，會隨著收入的增加，選擇機率愈高。 

     模式二中透過透過二市場區隔 2ρ 值之檢定，「擁有電腦者」市場模式校估值

較不佳（ρ2=0.1731＜0.2  ），而「非擁有電腦者」市場模式較佳（ρ2=0.2087>0.2  ），

因此「擁有電腦者」市場模式結果僅供為參考。在「非擁有電腦者」的區隔市場

中，「費率」通過 20%的顯著水準，且參數值符號為負符合先驗知識，表示費率若

愈高方案選擇機率會愈低。另一方面，當「雜音」愈多時，愈不會選擇該方案；

選擇網路電話機在「性別」因素下，通過 20%的顯著水準，且參數值為負，表示

網路電話機之通話媒介男生較女生偏好。而在「年齡」方面，年齡愈是愈高，愈

不會選擇使用電腦及網路電話機。在「擁有電腦者」市場模式裡，「安全性」愈高，

與會選擇該方案，但相對的「聲音延遲程度」愈高、「塞機」情況愈嚴重，愈不會

選擇該方案。另外附帶一提的是，「收入」愈高時，愈偏向使用網路電話機方案。 

 

5.2  網路電話選擇行為模式－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分析 

    透過第二階段問卷調查所求算出各屬性模糊密度值，將之帶入第一階段問卷

資料中，且透過模糊積分之計算，將原先九個屬性，包括「費率」、「設備費」、「雜

音」、「音質失真」、「聲音延滯情況」、「操作時間」、「安全性」、「附加功能」及「塞

機狀況」，統合計算為五個因素構面綜合評估值，這五個因素構面為「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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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傳輸品質」、「操作容易與安全」、「附加功能」及「塞機狀況」。其中，以模

式一中之「擁有電腦者」與模式二中「非擁有電腦者」的模式解釋能力較佳

（ 2ρ >0.2），因此，本研究採用該二模式，進行模糊積分羅吉特之計算。其校估結

果如表十三。 

表十三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 

 

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 擁有電腦者（模式一） 非擁有電腦者（模式二）

 Coeff. t-ratio Coeff. t-ratio 
方案特定常數 A 1.22404 1.41047 1.4991 1.9851
方案特定常數 B 0.918094 1.55027 -1.6421 -2.1309
方案特定常數 C -0.78959 -1.92344 -1.4143 -4.0885
使用成本 -0.06893 -1.39611 -2.6508 -3.5374
附加功能 0.50407 1.48842 0.5299 2.0944
塞機狀況 -0.91064 -1.32306 -4.2476 -3.3692
性別_A -0.6457 -3.0184
性別_B -0.5607 -1.72268
年齡_A -0.1193 -2.2226
年齡_B -0.20458 -1.77004 -0.1293 -1.8161
職業_B 0.076956 1.38689
收入_A -0.3542 -3.1412

LL(0) -349.346 -576.6985
LL(β) -266.607 -456.7977

LL(C) -273.185 -479.1002 

ρ2 0.23684 0.2079 

ρ2* 0.024078 0.0466 

註：A為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B為選擇網路電話機，C為使用網路電話卡方案 

    整體而言，兩模式的解釋能力為佳（ 2ρ ＞0.2）。模式一與模式二中當「使用

成本」愈高、「塞機情況」愈嚴重時，愈不會使用該方案，且當「附加功能」愈多

時，愈會選擇該方案。而在模式一擁有電腦者中，選擇網路電話機在「性別」因

素下，通過 20%的顯著水準，且參數值為負，表示網路電話機之通話媒介男生較

女生偏好。且「年齡」愈大，愈不會選擇網路電話機。另外，在模式二非擁有電

腦者中，「年齡」愈大，愈不會選用電腦與網路電話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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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傳統電話 

  電腦     傳統電話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5.3  網路電話選擇行為模式－巢式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分析 

     同樣的，吾人採用具有較佳解釋能力（ 2ρ >0.2）之模式來進行模式校估。於

是選定模式一中之「擁有電腦者」與模式二中「非擁有電腦者」兩區隔市場，進

行巢式羅吉特模式之計算。 

5.3.1 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分析 

四種方案所組成的巢式模式，可分為二層一巢、兩層兩巢及三層之模式。而

從 Limdep軟體所校估出共二十種模式中，在擁有電腦者市場裡僅有四種合理模式

可供校估，其中又分為原始模式之巢式羅吉特模式（如表十四）、另一為模糊積分

後之巢式羅吉特模式（如表十五）。其合理結構圖如十一、圖十二、圖十三、圖十

四、圖十五。 

 

 

 

    

圖十一  多項羅吉特模式 

 

 

 

 

 

 

圖十二  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一 

 



 - 46 - 

網路電話卡    傳統電話   電腦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電腦      傳統電話 

 

 

 

 

 

圖十三  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二 

 

 

 

 

 

 

圖十四  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三 

 

 

 

 

 

 

圖十五  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四 

 

模式一與模式二為二層一巢之巢式結構，而模式三與模式四為三層之巢式結構。

由模式校估結果顯示，所有巢式結構模式之解釋能力皆高於多項羅吉特模式，而

在原始模式中模式四具有較佳的解釋能力（ >2ρ 0.2450），另一方面在模糊積分後

之巢式羅吉特模式中，以模式三的解釋能力較佳（ >2ρ 0.2394）。 

 

電腦   網路電話卡  網路電話機  傳統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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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擁有電腦者原始模式之巢式羅吉特模式 

註：A為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B為選擇網路電話機，C為使用網路電話卡方案 

 

 

 

擁有電腦者 MNL模式 NL1 NL2 NL3 NL4

方案特定常數_電腦 0.9086
(1.5244)

2.3861
(1.1793)

4.0830
(0.5570)

0.3502
(0.5696)

0.8152

(1.6133)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機 1.1900
(1.3700)

1.9836
(1.2674)

4.6643
(0.6141)

0.4013
(1.5845)

0.7613

(1.2990)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卡 -0.7243
(-1.7535)

0.0638
(0.0553)

-4.8903
(-0.6816)

-3.7167
(-0.1230)

-0.0629

(-0.0348)

費率 -0.0810
(-1.6245)

-0.1765
(-1.4862)

-0.4249
(-0.7994)

-0.1147
(-1.9624)

-0.0542

(-1.2178)

雜音 -0.1835
(-1.3753)

-0.4156
(-1.3874)

-0.2726
(-1.6130)

-0.0739
(-1.1502)

-0.11486

(-0.8763)

音質失真 -0.2878
(-1.5644)

-0.6145
(-1.4557)

-0.2185
(-0.8926)

-0.0800
(-0.9401)

-0.2144

(-1.0634)

設備費 -8.53E-05
(-1.3802)

-0.0001
(-1.0463)

-0.0001
(-1.6585)

-2.12E-05
(-0.9836)

-4.77E-05

(-1.0677)

性別_網路電話機 -0.5514
(-1.6828)

-0.8680
(-1.6707)

-0.5828
(-1.6996)

-0.1166
(-0.8751)

-0.3254

(-1.1780)

年齡_網路電話機 -0.2038
(-1.7752)

-1.2809
(-1.6740)

-0.2305
(-1.8348)

-0.0447
(-0.9096)

-0.0973

(-1.0480)

職業_網路電話機 0.08219
(1.4793)

0.1435
(1.4151)

0.0916
(1.5555)

0.0199
(0.9513)

0.0439

(1.0296)

LL(0) -349.346

LL(β) -265.045 -263.84 -264.944 -263.912 -263.762

LL(C) -273.185

ρ2 0.2413 0.2447 0.2416 0.2446 0.2450

ρ2* 0.0298 0.0362 0.0301 0.0339 0.0345

相似度指標 mµ  

網路電話機與網路電話卡 0.4064
(2.4519)

電腦與網路電話機 0.2030
(2.761)

(電腦、傳統電話)與網路電話卡 0.1385
(2.1892)

(網路電話機、傳統電話)與網路電
話卡 

0.4281
(2.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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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擁有電腦者模糊積分後之巢式羅吉特模式 

註：A為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B為選擇網路電話機，C為使用網路電話卡方案 

 

 

 

 

 

擁有電腦者 Fuzzy_MNL模式 Fuzzy_NL1 Fuzzy_NL2 Fuzzy_NL3

方案特定常數_電腦 0.9181
(1.5503)

1.9350
(1.1506)

2.9314

(0.5759)

0.7702
(1.2295)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機 1.2240
(1.4105)

1.9000
(1.3250)

3.4095
(0.6418)

0.2913
(0.5492)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卡 -0.7896
(-1.9234)

-0.3008
(-0.3243)

-2.8284
(-0.5870)

-7.1039
(-0.2478)

使用成本 -0.0689
(-1.3961)

-0.8673
(-1.3824)

-0.6598
(-1.5653)

-0.1373
(-0.7855)

附加功能 0.5041
(1.4884)

-1.0369
(-1.0228)

-0.9694
(-1.3488)

-0.0999
(-0.5047)

塞機狀況 -0.9106
(-1.3231)

-0.1243
(-1.2835)

-0.223
(-0.6213)

-0.0707
(-1.2152)

性別_網路電話機 -0.2046
(-1.7701)

-0.8322
(-1.6752)

-0.5864
(-1.7275)

-0.0795
(-0.6599)

年齡_網路電話機 -0.5607
(-1.7227)

-0.2822
(-1.7387)

-0.2293
(-1.8313)

-0.0285
(-0.6690)

職業_網路電話機 0.0770
(1.3869)

0.1230
(1.3127)

0.0856
(1.4619)

0.0114
(0.6494)

LL(0) -349.346

LL(β) -266.607 -265.886 -266.242 -265.712

LL(C) -273.185

ρ2 0.2368 0.2390 0.2379 0.2394

ρ2* 0.0241 0.0267 0.0254 0.0274

相似度指標 mµ  

網路電話機與網路電話卡 0.4979
(1.6805)

電腦與網路電話機 0.3250
(1.3384)

(電腦、傳統電話)與網路電話卡 0.2226
(1.4208)



 - 49 - 

5.3.2 非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分析 

同樣的，從 Limdep軟體所校估出共二十種模式中，在非擁有電腦者市場裡的

原始模式之巢式羅吉特模式（表十六）中只有兩個合理的巢式結構（圖十六、圖

十七），而模糊積分後之巢式羅吉特模式（表十七），其合理巢式結構圖如圖十六、

圖十七、圖十八。 

 

 

 

 

 

圖十六  非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一 

 

 

 

 

 

 

圖十七  非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二 

 

 

 

 

 

 

圖十八  非擁有電腦者巢式羅吉特模式三 

網路電話卡  電腦   網路電話機   傳統電話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電腦    傳統電話 

網路電話卡  傳統電話 電腦    網路電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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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與模式二為二層一巢之巢式結構，而模式三為三層之巢式結構。由模

式校估結果顯示，所有巢式結構模式之解釋能力皆高於多項羅吉特模式，而在原

始模式中模式二具有較佳的解釋能力（ >2ρ 0.2106），另一方面在模糊積分後之巢

式羅吉特模式中，以模式三的解釋能力較佳（ >2ρ 0.2125）。 

 

表十六  非擁有電腦者原始模式之巢式羅吉特模式 

 

 

 

 

 

 

 

 

 

 

 

 

 

 

 

 

 

註：A為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B為選擇網路電話機，C為使用網路電話卡方案 

 

 

非擁有電腦者 MNL模式 NL1 NL2

方案特定常數_電腦 1.4481
(1.9396)

1.4775
(1.7002)

1.7082

(1.7525)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機 -1.1588
(-1.8652)

-1.2340
(-1.7289)

-2.2123
(-1.8519)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卡 -1.4610
(-4.2309)

-3.5698
(-1.4258)

-3.0136
(-2.0472)

費率 -0.3189
(-3.7134)

-0.3604
(-3.5312)

-0.3769
(-3.4426)

雜音 -0.1876
(-1.9097)

-0.2550
(-2.2221)

-0.3161
(-1.8106)

性別_電腦 -0.6485
(-3.0266)

-0.6733
(-2.9602)

-0.7792
(-2.8693)

年齡_電腦 -0.1194
(-2.2261)

-0.1384
(-2.3055)

-0.1431
(-2.3132)

年齡_網路電話機 -0.1346
(-1.8872)

-0.1590
(-2.0611)

-0.1753
(-1.5089)

收入_電腦 -0.3588
(-3.1767)

-0.3895
(-3.1433)

-0.4502
(-3.0374)

LL(0) -576.6985

LL(β) -456.3462 -455.34 -455.222

LL(C) -479.1002

ρ2 0.2087 0.2104 0.2106

ρ2* 0.0475 0.0496 0.0498

相似度指標 mµ  

電腦、網路電話機與傳統電話 0.5258
(1.5999)

電腦與傳統電話 0.5765
(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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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非擁有電腦者模糊積分後之巢式羅吉特模式 

 

註：A為電腦撥打網路電話方案，B為選擇網路電話機，C為使用網路電話卡方案 

 

 

 

 

非擁有電腦者 Fuzzy_MNL模式 Fuzzy_NL1 Fuzzy_NL2 Fuzzy_NL3

方案特定常數_電腦 1.4991
(1.9851)

1.5161
(1.7030)

1.8470

(1.8163)

1.8930
(1.7943)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機 -1.6421
(-2.1309)

-1.8622
(-2.1006)

-3.0813
(-1.8699)

-1.8878
(-1.858)

方案特定常數_網路電話卡 -1.4143
(-4.0885)

-4.3909
(-1.2659)

-3.1784
(-1.9261)

-7.2915
(-0.8130)

使用成本 -2.6508
(-3.5374)

-3.1669
(-3.2980)

-3.2296
(-3.2189)

-7.9250
(-2.1435)

附加功能 0.5299
(2.0944)

0.7659
(-2.5136)

0.9050
(1.9299)

0.8827
(2.6964)

塞機狀況 -4.2476
(-3.3692)

-5.0472
(-3.4331)

-5.3722
(-2.7036)

-11.5565
(-2.2424)

性別_電腦 -0.6457
(-3.0184)

-0.6749
(-2.9473)

-0.5864
(-1.7275)

-0.7392
(-2.7216)

年齡_電腦 -0.1193
(-2.2226)

-0.1407
(-2.3175)

-0.1447
(-2.3230)

-0.1751
(-1.6246)

年齡_網路電話機 -0.1293
(-1.8161)

-0.1572
(-2.0283)

-0.1732
(-1.4130)

-0.2010
(1.5769)

收入_電腦 -0.35429
(-3.1412)

-0.3825
(-3.0655)

-0.4514
(-3.0070)

-0.4064
(-2.6390)

LL(0) -576.6985

LL(β) -456.7977 -455.432 -455.6 -454.25

LL(C) -479.1002

ρ2 0.2079 0.2104 0.2100 0.2125

ρ2* 0.0466 0.0494 0.0491 0.0519

相似度指標 mµ  

電腦、網路電話機與傳統電話 0.4379
(1.9602)

電腦與傳統電話 0.5396
(1.9897)

(電腦、網路電話機)與傳統電話 0.4236
(1.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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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不同基準下模式之比較_非巢式結構之檢定 

由於本研究所研擬之原始多項羅吉特模式與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校估樣本基準不

同，也就是說原始的多項羅吉特模式與透過模糊積分後的羅吉特模式，兩者所採

用的校估模式變數不同，故無法直接以 2ρ 或最大概似統計量等指標，比較不同模

式之優劣，因此本研究擬採用非巢式結構假設來作檢定。 

表十八  各模式之非巢式結構檢定 

               模式 多項羅吉特模式 最佳巢式結構模式 

擁有電腦者多項羅吉特模式（k值） 9 9 

擁有電腦者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k值） 5 5 

( )*Φ ，LL(0)= -349.346 ( ) 075.2 →−Φ  ( ) 062.5 →−Φ  

非擁有電腦者多項羅吉特模式（k值） 9 9 

非擁有電腦者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k值） 5 5 

( )*Φ ，LL(0)=-576.6985 ( ) 086.6 →−Φ  ( ) 082.2 →−Φ  

 

經由式（ 22 ）所測定出的 ( )*Φ 值（ ( ) 075.2 →−Φ ， ( ) 062.5 →−Φ ，

( ) 086.6 →−Φ ， ( ) 082.2 →−Φ ）皆趨近於零，如表十八所示，也就是說在「擁有

電腦者」和「非擁有電腦者」兩市場中，經由模糊積分後的多項羅吉特模式優於

原始多項羅吉特模式，且模糊積分後巢式羅吉特模式優於原始巢式羅吉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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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市場預測與行銷策略研擬 

欲研擬網路電話之發展可行策略，則必須先分析各屬性對選擇機率之影響，

以及經由模式模擬各種屬性變動可行性，來探討消費者選擇機率之變動。本章主

要先探討透過模式來預測潛在市場佔有率，其次是研擬不同的政策措施，最後以

行銷策略中的「價格」、「產品」、「促銷」及「通路」四要素來作市場分析。 

6.1  預測市場佔有率 

 本小節說明在不同區隔市場下各方案之市場佔有率。本研究採用模式一（89

年 6 月前）中不同市場區隔下說明目前市場費率、聲音傳輸品質、附加功能、操

作時間及塞機狀況等預設值（表十九），並將預測四方案之市場佔有率列於表二

十，期望能與模式二（89 年 6 月後）之現況結果作一比對。由表二十可看出，擁

有電腦者市場中網路電話機和電腦之潛在市場佔有率最高，其次才是傳統電話和

網路電話卡，表示擁有電腦族群傾向利用電腦上網使用 IT或購買網路電話機，其

次才用傳統電話打長途、國際電話，且因其佔有率約 2 成，相較其他方案略低，

此預測結果與目前現況不符，應為樂觀之潛在預測市佔率。另外在非擁有電腦者

的市場中，以傳統電話的市佔率為最高。  

表十九  模式一各屬性之市場預設值 

 

 

 

模式一 電腦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傳統電話 

費率（元/分鐘） 
（台幣/美） 

1.24 
（用戶撥接式費率）

2.3~2.5 
（通話轉接費率） 

8~9 17 

操作時間（秒） 80（含開機） 10 20 8 

聲音傳輸品質 普通 普通 普通 佳 

附加功能 有 有 沒有 沒有 

塞機狀況 會 會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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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預測四方案之潛在市場佔有率 

 
選擇電腦 
（A） 

選擇網路電話機 
（B） 

選擇網路電話卡 
（C） 

選擇傳統電話 
（D） 

擁有電腦者 0.36 0.32 0.18 0.14 
非擁有電腦者 0.21 0.25 0.25 0.29 

 

6.2  政策研擬 

 本研究使用增量羅吉特模式（Incremental Logit Model）針對「擁有電腦者」

市場進行政策研擬，並推估在不同策略下市場佔有率的情形。因策略模擬較適用

計量資料，因此本研究針對費率模擬十種策略並於表二十一。表二十二列出各策

略下不同方案之市場佔有率。 

 

表二十一  「擁有電腦者」中「費率」策略研擬 

策略研擬 電腦與網路電話機 單位（元

/分鐘） 

 網路電話卡與傳統電話 單位（元/

分鐘） 

策略一 電腦費率降 70% 0.37 策略六 網路電話卡費率降 40% 5.4 

策略二 電腦費率降 80% 0.25 策略七 網路電話卡費率降 50% 4.5 
策略三 網路電話機費率降 30% 1.61 策略八 傳統電話費率降 50% 8.5 

策略四 網路電話機費率降 40% 1.38 策略九 傳統電話費率降 60% 6.8 

策略五 網路電話機費率降 60% 0.92 策略十 傳統電話費率降 70% 5.1 

 

表二十二 不同策略研擬下市場佔有率 

電腦與網路電話機 電腦 網路電話機 網路電話卡 傳統電話 
策略一 0.37 0.31 0.18 0.14 
策略二 0.38 0.30 0.18 0.14 
策略三 0.35 0.33 0.18 0.14 
策略四 0.35 0.33 0.18 0.14 
策略五 0.34 0.34 0.18 0.14 
策略六 0.33 0.30 0.23 0.14 
策略七 0.33 0.29 0.24 0.14 
策略八 0.31 0.27 0.16 0.26 
策略九 0.29 0.27 0.15 0.29 
策略十 0.28 0.25 0.1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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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十二各策略市場佔有率之資訊可知，在策略一顯示電腦之費率需調降

70％，市場佔有率才提高 1％，但對網路電話卡和傳統電話之預測市佔率卻影響不

大；在策略三、四及五之研擬結果發現，當網路電話機之通話費率調降六成時市

場佔有率只增加 2%，但對網路電話卡和傳統電話之預測市佔率卻影響不大；策略

六、七當網路電話卡之費率調降為原來的 40%與 50%時，預測之市場佔有率約增

加，但對傳統電話之預測市佔率卻無影響。策略八、九與十研擬，只改變傳統電

話之費率，發現當傳統電話之費率調降時，傳統電話之預測市場佔有率將提高許

多。 

綜合以上研擬的十個策略結果發現:調降費率的策略並不能提昇網路電話之

市場佔有率，而傳統電話費率調降可大幅提昇市場佔有率。使用網路電話機與使

用電腦打電話的市場率互為消長﹔網路電話卡者若調降 50%之費率，將可吸取使

用傳統電話之市場使用者﹔對經營傳統電話(固網)業者若調降 50%之電話費率，

則可吸取網路電話機與電腦之市場使用者。 

 

6.3  行銷策略研擬 

    透過上述模式校估結果分析中，吾人將以行銷策略的「價格」、「產品」、「促

銷」及「通路」等四因素，提供給業者或欲進入此市場的產品提供者建議。在「價

格」方面，吾人可從 6.2 節中的討論獲知，無論何種網路通話媒介降低費率都不能

有效的吸引傳統傳統電話之客戶，反而傳統電話只要調降費率將可吸引消費者。

在「產品」行銷方面，根據 5.1 節中的結果分析，網路電話機之消費者比較偏向男

性、年齡層較低、高收入之族群，而各網路電話方案消費者年齡愈低接受度愈高，

故業者可朝此族群設計一套適合的產品；另外，也從 5.1 節的討論中發現，對於聲

音傳輸品質中的雜音、音質失真皆是消費者較重視的項目，或許業者可朝向改善

聲音品質來增加市場佔有率。另外在產品「促銷」方面，透過第一階段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如表二十三中可發現，有免費試用期間、有試用帳號、有優惠方案可

供選擇，都是消費者較高的選擇，尤其是以電腦撥打網路電話之族群其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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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費試用期間（21%）、有試用帳號（14%）、有優惠方案（11%）。另外，有

免費試用期間對於選擇傳統電話方案的消費者而言，是一個明顯的促銷方案，其

約佔 13%，且較為多數消費者重視。一般而言，試用期間的評價（擁有電腦者佔

45%，非擁有電腦者 23%），對於網路電話業者是一個打入市場重要的因素。最後

在「通路」部分，從表二十三中可知多數的消費者仍舊選擇電腦商店（擁有電腦

者佔 27%，非擁有電腦者 21%）、資訊展覽會場（擁有電腦者佔 16%，非擁有電腦

者 14%）來作為購買網路電話產品的通路，一來是電腦商店的產品較有保固，消

費者在使用上會較安心，二來可依自己的喜好，在資訊展覽會場作產品比較，對

消費者而言較方便，若再加上特展期間，許多產品就會推出優惠價來吸引消費者。 

 

 

表二十三  消費者使用網路電話產品相關資訊 

（%） 

  有電腦者 無電腦者 

  電腦 網路電

話機 

網路電

話卡 

傳統

電話 

電腦 網路電

話機 

網路電

話卡 

傳統

電話 

購買通路 Missing Value 21 8 3 13 31 10 6 13 

 電腦商店 14 7 2 4 13 5 1 2 

 資訊展覽會場 8 3 2 3 10 2 0 2 

 量販店 4 1 0 1 1 1 1 0 

 產品發表會 0 1 0 1 0 0 0 0 

 電器專賣店 0 0 0 0 1 0 0 0 

 電視購物 1 0 0 0 0 0 0 0 

 郵購 1 0 0 1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購 買 網 路
電 話 相 關

產 品 的 促

銷方案 

Missing Value 0 0 0 0 31 10 6 13 

 有免費試用期間 21 8 3 13 14 6 1 2 

 有試用帳號 14 6 2 5 6 1 0 2 

 有優惠方案可供選擇 11 4 2 4 4 1 0 0 

 贈送相關網路電話產

品 
3 2 1 1 0 0 0 0 

 其他 0 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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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網 路
電 話 的 原

因 

Missing Value 40 17 6 22 53 15 8 17 

 通話費較便宜 6 1 1 1 1 1 0 0 

 親友推薦 0 0 0 0 0 0 0 0 

 別人有我也要有 0 1 0 0 0 0 0 0 

 附加功能多 

(如視訊、檔案傳輸) 
1 1 0 1 0 0 0 0 

 通話費較便宜、親友推

薦 
0 0 0 0 0 0 1 0 

 通話費較便宜、  別人
有我也要有 

0 0 0 0 0 0 0 0 

 其他 1 1 0 0 1 1 0 0 

目 前 透 過
哪 種 方 式

使 用 網 路

電話 

Missing Value 40 17 6 22 53 15 8 17 

 網路電話機 2 2 1 0 0 1 0 0 

 網路電話卡 0 0 0 0 0 0 0 0 

 電腦 6 2 0 2 2 1 0 0 

 網路電話機、網路電話

卡 
0 0 0 0 0 0 0 0 

使 用 網 際
網 路 的 情

形 

Missing Value 0 0 0 0 0 0 0 0 

 平均一天 2小時以上 21 10 3 8 9 4 2 3 

 平均一天 1至 2小時 14 6 2 6 16 5 1 5 

 平均一天1小時以下 15 5 2 10 30 9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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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討消費者對網路電話的選擇行為分析，經由不同的市

場區隔，比較各模式與偏好資料的差異，並研擬不同的政策加以預測各目標市場

的佔有率。另提出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來解決方案間屬性不為互相獨立之狀況。

而根據上述各章節中對資料之蒐集及分析，並比較不同模式的最佳結果後，本研

究可作成以下之結論及建議。 

7.1 結論 

1. 透過本文採用曾芳美與曾國雄國科會編號NSC89-2416-H-364-003之部分

研究結果中，市場區隔變數及相關屬性構面資料，來作進一步分析，吾

人可發現，若以有較好模式解釋能力來看，傳統羅吉特模式對於擁有電

腦者的市場區隔裡，其消費者對於費率、雜音、音質失真三項屬性較為

敏感，而在非擁有電腦者區隔市場中，消費者對於費率、雜音兩項屬性

較為敏感，且使用電腦為通話媒介的市場佔有率較高。 

2. 透過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擁有電腦者與非擁有電腦

者市場中，消費者較重視使用成本、附加功能與塞機狀況三因素構面，

且這三因素構面的變數有較顯著情況出現。 

3. 另外又以巢式羅吉特模式，來探討方案間屬性相關之程度。從模式分析

中發現，在擁有電腦者市場區隔裡，原始模式之巢式羅吉特模式中，網

路電話卡、網路電話機與傳統電話，位於同一巢中，因此三者具有高度

相關性；而在模糊積分後之巢式羅吉特模式中，以網路電話卡、電腦與

傳統電話位於同一巢，表示三方案間具有高度之相關性。另一方面，在

非擁有電腦者市場區隔裡，原始模式之巢式羅吉特模式中，以電腦和傳

統電話，兩者皆位於同一巢，而在模糊積分後之巢式羅吉特模式中，以

傳統電話、電腦和網路電話機，位於同一巢中，表示方案間具有高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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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 

4. 透過非巢式化模式之檢定，以模糊積分羅吉特模式之適合度最佳，其次

是巢式羅吉特模式，最後是多項羅吉特模式。 

5. 經由政策研擬後之結果發現，調降費率的策略並不能提昇網路電話之市

場佔有率，而傳統電話費率調降可大幅提昇市場佔有率。使用網路電話

機與使用電腦打電話的市場率互為消長﹔網路電話卡者若調降 50%之費

率，將可吸取使用傳統電話之市場使用者﹔對經營傳統電話(固網)業者若

調降 50%之電話費率，則可吸取網路電話機與電腦之市場使用者。 

6. 而在行銷策略方面，以價格、產品、促銷及通路等四因素來作探討，在

價格方面經營傳統電話業者調降費率，可吸取網路電話機與電腦之市場

使用者；在產品方面，業者可朝向男性、年齡層較低及高收入之族群，

設計相關網路電話產品；另外在促銷部分，有免費的免費試用期間、有

試用帳號、有優惠方案可供選擇，都是消費者較高的選擇；最後是通路

部分，電腦商店、資訊展覽會場，皆是消費者最常用來購買網路電話產

品的主要通路。 

7.2  建議 

1. 傳統上敘述性偏好資料通常以排序法、評分法或第一偏好法為偏好尺度衡

量的依據，然而事實上受訪者對某些方案偏好可能相當接近或無差異，因

此傳統的方法就會遺漏某些資訊。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朝建立每一個受

訪者之「語意尺度」，並以此特性來衡量消費者對方案之偏好程度，再以

模糊積分的方式，進行模式之構建，以解決屬性間不為互相獨立之問題。 

2. 本研究所採用文獻回顧中之「因子分析」乃是以「硬分群」來作分類，透

過最小平方誤差和之方式，試圖將 n個資料樣本分為 c群，而且每一群至

少包含一個樣本。然而該方式忽略各因子資料可能存在某種交互關係，因

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尋求一個合理之分群方式，以解決因子仍存在之些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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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響關係。 

3. 本研究之市場區隔是以事前區隔來進行，然而，建議也可經由個體選擇模

式中之「市場區隔方式」，來作為分群之依據，並可考慮以「所得」、「年

齡」、「性別」等，來作為市場區隔變數。並在模式校估後，以「直接彈性」、

「交叉彈性」，來了解變數值改變後，對方案選擇機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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