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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限：91年 08月 01日至 92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楊 千   國立交通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一、中文摘要 

過去是以生產力的強弱來決勝負，今日
則因網際網路應用的日新月異，加速企業 e
化與企業組織再造，企業 e化的成敗關鍵取
決於企業員工，因網際網路所建構出的「虛
擬企業」，其間的價值鍊需員工來主導支
持。本計畫著重於企業 e 化中較新的一
環–B2E 中員工的行為模式來探討，並分析
企業資訊入口(EIPs)平台的導入、內容異動
對員工行為的影響。 

本計畫嘗試以本校 EMBA 入口網站做
為模擬的實驗平台，並以聯電 UMC的員工
購物系統為依據設計問卷，藉此蒐集、分析
使用者上網的行為資料加以研究探討。由於
使用該平台之使用者不乏是企業中的經理
人與高階主管，因此，藉由本研究計畫的研
究成果提出相關命題，將可助於企業資訊
長、計畫主持人、資訊人員等導入 EIPs 時
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企業對員工應用模式，企業資訊入口，
虛擬企業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employees’ behavior in B2E 
environment, this study uses two empirical 
settings: EMBA portal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nd UMC employee purchasing 
portal. Log file of EMBA portal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tent 
dynamics and visits by us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events interested triggered the traffic. 
Questionnaires of UMC B2E portal 
applications indicated seven important factors 
that satisfy employees’ needs. Among these 
are convenience, delivery, varieties, accuracy, 
etc. 

Keywords: Business-to-Employee (B2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s, 
employee’s behavior 

二、緣由與目的 

企業 e化顛覆企業交易模式與流程，反
觀企業資訊入口網站(EIPs)相關服務解決方
案的市場，非但沒有因網路泡沫化而緊縮，
反而有明顯成長的趨勢；IDC 報告分析：
EIPs的市場從 2001年的 5億 5千萬，增長
至 2006年的 30億 [1]。由此可見企業 e 化
的腳步是刻不容緩的事實，如同電話和傳真
機般，資訊技術(IT)已成為企業應用的基
礎，為避免企業的資訊應用系統形成「資訊
孤島」，缺乏交流協調與溝通交換，以致造
成資訊更新、異動不一致，進而加深各部門
間的矛盾，使企業內不同部門間的人員在進
行交流時帶來很多的困擾，甚至對客戶提供
前後不一致的資訊，以致嚴重影響企業的形
象和信譽。所以，整合企業內部相關資源服
務，並能夠把資源轉化成企業生產力，單一
的整合性平台(或稱 portal、pool)，是企業核
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e）之關鍵所在[2, 
3, 4]。 

本計畫主要利用交通大學 EMBA 入口
網站及聯電 UMC的員工購物系統問卷做資
料搜集分析之平台，在交通大學 EMBA 入
口網站部分係以 EIPs的觀念建構[5, 6, 7]，
後端除以資料庫管理資料外，在資料擷取與
搜尋部份則透過使用者所給的關鍵字串為
條件，利用網路挖掘(Web Mining)的技術，
搜尋挖掘出相關的資源，並做分類和相關性
比對的處理後，呈現給使用者更為高度相關
與需要的網頁文件資料；進一步的是能將網
頁內容中的重要特徵粹取出來，重新整理成
文件方體(Document Cube)的雛形[8]，自動
發佈至需要此一資訊的相關人員，並成為資
料倉儲的資料來源，將有價值的網頁內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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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適當的格式轉換後放入企業資料倉儲中
儲存，以供未來分析之用[9, 10,11, 12]。而
聯電 UMC的員工購物系統則以問卷型式調
查上網使用該系統之員工，找出影響員工使
用 B2E 系統的重要因素，同時進行各項因
素分析，最終的目的是提供企業組織在建置
e化架構與流程時的可行方案。 

三、結果與討論 

(一)、 交通大學 EMBA入口網站 

整合現存的資訊系統，是企業流程 e 化
最有時效的方法。本研究計畫係以本校
EMBA 網站取得實際數據與 Log 檔，參與
分析對象人數為 208 人，其中針對不同學
歷、職位階級、性別及年齡對 EMBA 入口
平台的使用者作行為分析；另外，我們對事
件發佈公告或內容更新時，分析探討使用者
的行為反應與影響。 

本數據取得來源是伺服器端每日所產
生的 Log 檔與入口平台中的計數器所計數
的資料，並已事先記錄每個 IP 所對應的使
用者資料。以下各圖表是 EMBA 入口平台
使用者的(學歷、性別、職位及年齡)資料比
例分配圖，總人數共有 208人： 

• 學歷及性別分配比例 

  博    士
10.1%  碩    士

19.2%

  大    學
57.7%

  專    科
13.0%

 男  性
92.8%

 女  性
7.2%

 
圖一、使用者學歷及性別分配比例 

• 職位階級及年齡分配比例 

高階管
理者
36.4%

技術人
員 12.6%

研發人
員 8.3%

部門主
管 42.7%

30--34歲
1.4% 35--39歲

28.4%

40--44歲
36.1%

45--49歲
21.2%

50--54歲
13.0%

 
圖二、使用者職位階級與年齡分配比例 

探討不同屬性使用者對網站發佈新聞
事件與事件觸發時反應的情形，以下是我們
分析的匯整表： 

表一、EMBA網站使用匯整表 
資料
屬性 

資料類
別 

樣本數 百分比 
平台使
用比例 

博士 21 10% 47.4% 

碩士 40 19.2% 69.4% 

大學 120 57.7% 82.1% 
學歷 

專科 27 13.0% 66.5% 
男 193 92.8% 78.1% 

性別 
女 15 7.2% 76.9% 

高階主管 76 36.4% 29.9% 

部門主管 89 42.7% 43.5% 

研發人員 17 8.3% 68.4% 
職位 

技術人員 26 12.6% 92% 
30— 34歲 3 1.4% 98.9% 

35--39歲 59 28.4% 87.4% 

40--44歲 75 36.1% 65.1% 

45--49歲 44 21.2% 34.9% 

年齡 

50--54歲 27 13.0% 12.2% 

• 學歷愈高者，對入口平台內容的反應、
每次連結使用平台的時間，比學歷較低
者低。當平台新增加功能時，則發現學
歷較低者有顯著對新功能使用有抗拒情
形與較長的學習時間。 

• 對性別而言，我們分析發現性別對入口
平台使用較無顯著的差異。 

• 職務愈高的使用者，對平台使用率顯著
的比職務較低者低。 

• 以年齡屬性言，年齡較小者比年齡較大
者較能接受資訊技術平台的使用，對新
的資訊技術也較能接受與嚐試，這種結
果顯示，當企業進行資訊系統導入時，
可見何種年齡層對教育訓練實施有較高
的需求。 

另外本計劃研究也以新聞事件的異
動、發佈，進行 10 個月的使用者行為紀錄
蒐集，分析、統計後，得到以下的長條圖，
期間為民國 91 年 9 月至民國 92年 6 月共
10 個月，統計每月瀏覽該網站的總人次數
據。X軸表示月份，Y軸表示上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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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EMBA入口平台上站人數統計圖 

從統計圖中可以發現，分別在九月、十
二月、一月及二月的瀏覽人次有相當顯著的
增多。其原因是這幾個月份都是有重大事件
發生，如九月開學選課，一月為招生期程，
二月為放榜時間，其他的月份都維持在 200
人次上下，少有顯著的異動。經過更深一層
分析，於每日瀏覽人次中可以發現，當該入
口網站有新的公告事項或新聞發佈後，則會
持續五到六天網站瀏覽人次明顯增多的情
形，之後，又回覆到每日平均 26 人次左右
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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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一月九日至一月十五日入口平台上站人數統

計 

一月是入口平台使用的高峰期，原因在
於一月是 EMBA 的招生期程，其中一月二
日至十五日是網路報名時間，上圖就一個星
期的期間，所表示出來入口平台上站人次，
其中 10日、11日及 12日有顯著上站人次，
其原因為接近週末假日的時間，使用者較有
意願瀏覽網站。 

另外，本研究發現，在沒有特定事件公
告之際，瀏覽人次不會有太大的變動，只有
在公告事項後，透過使用者之間的訊息傳
遞，才使得網站的瀏覽人次明顯增多，特別
是在遇到招生、開學等大事件觸發時，更可
以很明顯的看到瀏覽人次的增多。 

(二)、 聯電(UMC)企業對員工(B2E)系統之
行為分析 

本計劃另一驗證環境是聯電 UMC 的

B2E採購系統，同時針對使用該系統之員工
滿意度進行實證分析。 

聯電晶圓廠服務員工人數超過 9000
人，依據政府法令，必須提撥一定比例（2%）
之回饋金提供員工福利使用，這筆款項交由
福利委員會執行並做為運作之基金。福委會
利用大量採購之模式向相關廠商議得較低
折扣價格，並透過公司內部網路建構一套系
統供員工上線購物，而所有採購的品項完全
由福委會基金所分給員工之配額中扣除(超
出部分則轉由員工薪資中扣款)。這套系統
為聯電在 e 化環境中發展企業對員工(B2E)
架構的代表性系統，值得針對員工使用的行
為深入分析。本研究首先採用焦點團體訪談
(group focus interview)之方式找出影響 B2E
系統滿意度主要因素，並依據這些因素建立
分析模式(詳如圖五)。 

 
圖五、影響 B2E系統滿意度主要因素 

研究發現，有 8項評量 B2E系統滿意度
的因素，其中包括便利(Convenience)、產品
多 樣 性 (Product assortment) 、 遞 送
(Delivery)、產品資訊(Product information)、
使用介面(Interface)、價格(Price)、正確性
(Accuracy）及安全性(Security）。每一項因
素下含有若干個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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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指的是不限時間、不限地點的上
線購物；產品多樣性係為滿足員工購物的需
求；遞送速度為依照員工要求的時間遞送所
訂購的貨品；產品資訊的多寡會影響員工購
物的選擇性；使用介面是否容易操作會影響
使用的意願；價格為 B2E 系統購物中最重
要的因素，因為員工透過集體且大量的採
購，可以用低價獲得所需的商品；正確性強
調 B2E 內容真實而沒有錯誤；安全性則代
表個人資料的保護。 

本研究設計了一份滿意度調查的問
卷，總計回收樣本數 266份，其中有效樣本
為 234 份，然後針對有效樣本進行深入分
析。 

依據使用者背景顯示，約 60%的員工在
過去一個月內有在 B2E 系統中購物的經
驗，男女比例各佔一半，超過 85%的員工年
齡介於 26到 40歲之間，大約 50%的員工職
務為工程師，以及超過 60%為大學學歷以上
(詳如表 1)。 

表 2、B2E系統使用者背景分析 
 Frequency  Percent 

網際網路購物經驗 (不包括公司內部網路 )    

平均每月至少一次至網際網路購物  27 11.5 

平均每月少於一次至網際網路購物 119 50.9 

未曾於網際網路購物 88 37.6 

公司內部網路系統購物經驗    

過去一個月曾在公司內部網路系統購物超過

兩次（含）以上 

33 14.1 

過去一個月曾在公司內部網路系統購物至少

一次 

107 45.7 

僅有瀏覽公司內部網路購物系統，但沒有採

購任何物品 

94 40.2 

性別    

男 109 47.0 

女 123 53.0 

年齡    

16-25 25 10.8 

26-30 95 40.9 

31-40 105 45.3 

41-50 6 2.6 

50以上 1 .4 

職務類別    

工程師 113 50.7 

高層管理者 59 26.2 

中階主管 20 8.9 

技術人員 32 14.2 

教育程度    

高中 31 13.4 

社區學院 56 24.1 

大學 68 29.3 

研究所（含）以上 77 33.2  

問卷結果獲得後，首先進行問卷內容的
信度分析（詳如表 2），各項因素之信度結
果均大於 0.7，顯示這些指標符合內部資料
的一致性（Nunnally,1978）。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
來找出重要的因素指標。研究結果詳如表
3，發現這 8個重要因素具有 78%的解釋能
力，顯示 B2E 系統使用這些因素來分析使
用者滿意度是恰當的。 

表 3、問卷資料的信度分析 
項目 a（Alpha）係數 

便利性  .8620 
* 1. B2E系統能節省我的購物時間   
2. B2E系統能避免交通壅塞及停車的困擾  
* 3. 任何時間均能連結B2E系統是非常便利的  
4. 我能在B2E系統中輕易的找到我要的東西  
5. B2E系統中的採購流程非常方便  
6. 在B2E系統中購物非常有效率  

產品多樣性  .8410 
7. B2E系統提供令人滿意的多樣產品  

 8. 每一個產品目錄都提供很多的選擇  
 9. B2E系統提供的產品都適合我的需求  

遞送  .8663 
10. B2E系統中訂購的產品均能在我要求的時間送達  
* 11. B2E系統提供的遞送時間都不長  
* 12. B2E系統中訂購的產品可以很方便的取得  

產品資訊  .8646 
13. B2E系統提供足夠的產品資訊  
14. B2E系統提供正確的產品資訊  
15. B2E系統所提供的產品資訊是我所需要的  

使用介面  .8735 
* 16. B2E系統的網頁設計非常好  

* 17. B2E系統的網頁設計風格可以吸引我購物  
18. T B2E系統的網頁可以清楚的呈現產品資訊  
19. B2E系統是容易使用的  
20. B2E 系統的網頁可以快速的連結  

正確性  .8340 
* 21. B2E系統的紀錄與流程資料是正確的  
* 22. 我滿意B2E系統的正確性  
價格 .7768 
* 23. B2E系統中的產品價格是低的  
* 24. 我到商店購物前會先至B2E系統採購優惠卷  

25. 低價產品是B2E系統所提供的最重要價值  
安全性  .8233 

* 26. 在B2E系統中購物並進行交易讓我感到安全  
* 27. 在B2E系統中購物的安全性高於網際網路   

 
表 4、問卷資料因素分析結果 

 便利性 遞送 多樣性 產品資訊 
節省時間 0.777     
停車問題 0.822     
隨時隨地上網 0.811     
容易找到 0.740     
有效的 0.531     
許多商品   0.774   
具選擇性   0.776   
符合需要   0.656   
遞送準時  0.824    
遞送時間  0.853    
產品拿取方便  0.620    
足夠的資訊    0.686  
正確的資訊    0.676  
需要的資訊    0.797  
好的設計      
吸引人的設計     
清楚的設計     
正確性     
對正確性的滿意     
價格很低     
優惠卷     
重要價值     
感到安全     
較網際網路安全     
特徵值
(Eigenvalues ) 

3.262  2.654  2.318  2.312  

解釋變數(% of 
Variance 
Explained) 

14% 11% 10% 10% 

表 4、問卷資料因素分析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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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介面 價格 正確性 安全性 

節省時間     

停車問題     

隨時隨地上網     

容易找到     

有效的     

許多商品     

具選擇性     

符合需要     

遞送準時     

遞送時間     

產品拿取方便     

足夠的資訊     

正確的資訊     

需要的資訊     

好的設計  0.749     

吸引人的設計 0.755     

清楚的設計 0.621     

正確性   0.816   

對正確性的滿意   0.738   

價格很低  0.674    

優惠卷  0.698    

重要價值  0.809    

感到安全    0.778  

較網際網路安全    0.833  

特徵值
(Eigenvalues) 

2.265  2.187  1.874  1.768  

解釋變數(% of 
Variance 
Explained) 

9% 9% 8% 7% 

成果小結：研究顯示，一套 B2E系統的
使用者行為可以透過不同的構面來進行分
析，本研究係以「滿意度」來做為分析之構
面，同時經過信度分析及因素分析後，得出
影響 B2E 系統滿意度的 8 項重要因素：便
利、產品多樣性、遞送、產品資訊、使用介
面、價格、正確性及安全性。 

總結本研究計畫可以得到，組織型態不
同，影響使用者行為有著顯著的不同，營利
組織內的使用者較能主動與系統互動，且對
新的資訊系統或資訊較有意願學習與嚐
試，同樣的，較學習時間言，營利組織人員
較非營利組織人員中短。研究發現，非營利
組識內成員需要透過主動通知機制，如
e-mail、電話告知有新訊息已上網公告發
佈，瀏覽人次才會有明顯的增加。且非營利
組織內成員，往往對資訊系統導入有較高排
擠現象。 

四、計劃成果自評 

本計畫分別以二類迥然不同組織類
型：營利組織 (UMC)與非營利組識 (交大
EMBA)，來探討 B2E 上使用者行為分析，
目的是為得到比較客觀的成果，不僅有理論
作為基礎也兼顧實作的經驗，與原計畫所提

出的內容相符合，部份成果並發表於 SSCI
期刊，對於各項理論學習及企業 e化流程之
導入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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