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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電子商務可以縮短交易時間和交易成本，滿足許多現代化企業與消費者的需

要，因此國內外許多大型定期貨櫃航運業者近年來也紛紛將電子商務列為重點發

展方向。知名航商如長榮海運公司、陽明海運公司、麥司克、美國總統輪船公司、

現代商船公司等，均已經在台灣推行電子商務多年。電子商務中的網站服務，包

含資訊分享、貨櫃及船舶追蹤、船期查詢等查詢功能，以及線上詢價、線上訂艙、

電子提單、線上付款等交易功能兩大類別。就航商之立場而言，交易類別的功能

尤其重要。惟託運人多年來使用航商網站的習慣，多侷限於其資訊查詢的功能，

對於網站上牽涉交易行為的功能，如線上詢價、線上訂艙、線上付款等，使用意

願並不高。近年來航商在燃油、造船、船舶租賃、人力等成本項目不斷增加的經

營環境下，又面臨運價非常不穩定的市場壓力，更須積極尋找節省成本的方式，

才能永續經營。電子商務的推展，若能設法提高託運人對於電子交易功能的使用

意願與使用率，則不但可以節省人力成本，同時也可以提高服務品質與效率，以

及設備資源的使用效率，是航商可以努力的方向之一。 

航商期望託運人能更廣泛的使用電子交易，而一般託運人使用航商網站的目

的卻仍以查詢資訊為主，顯示雙方對電子商務的認知與需求仍有很大的落差。考

量目前與航商電子商務服務有關的研究文獻，多著重於服務需求屬性分析，針對

電子交易功能深入探討的相關研究並不多見，本研究因此希望能從託運人的觀

點，探討其所重視的電子交易服務屬性以及影響其是否選擇使用電子交易的重要

考量因素，深入了解其選擇行為模式，據以研擬可以提高託運人使用電子交易意

願的各項營運與推廣策略，並評估其預期效果，以供航商參考。 

根據上述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可以歸納如下： 

1.廣泛回顧相關文獻資料，彙整出託運人可能重視的電子交易服務屬性以及影響

其使用意願的重要因素，並以問卷調查方式量化不同電子交易服務屬性對託運

人的重要程度。 

2.調查分析不同情境組合下，託運人對於電子交易的選擇行為，據以構建其選擇

行為模式與效用函數，並闡釋其選擇行為特性。 

3.研擬各種可能提高託運人使用意願之營運與推廣策略，應用所構建的模式評估

其預期效果，並加以分析比較，據以提出結論與建議，並供實務應用參考。 

 

貳、研究範圍與內容 

航商電子商務服務項目可分為靜態與動態兩大類，靜態服務包含網站資訊提

供，如產業介紹及航線資訊等；動態服務則包括貨櫃追踪、通關情況查詢、線上

詢價、線上訂艙、線上交易等項目。 

本研究旨在探討託運人使用航商電子交易功能的選擇行為，電子交易係指航

商網站上的線上詢價、線上訂艙、電子提單、線上付款等功能，屬於動態服務項

目。這些功能的使用，牽涉到網路交易安全、交易成本、法律規章等複雜因素，

且牽涉到託運人和航商合作模式的改變，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託運人選擇行為，

係以上述項目為範圍。至於託運人的範圍，則設定為進出口廠商、貿易商、海運

承攬業者等直接與定期航商接觸的託運人，並以其作為問卷調查的對象。 

本計畫主要研究項目與內容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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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回顧與評析 

廣泛蒐集與整理相關的文獻資料，包含航商電子商務服務內容、託運人重視

的電子商務屬性、個體選擇模式理論、敘述性偏好法等類別的相關參考文獻。作

為研究的基礎。 

2.託運人使用電子交易意願與選擇行為之調查與分析 

為了解託運人對於電子交易服務之使用意願與選擇行為特性，必需進行問卷

的設計與調查。問卷調查的進行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根據文獻回顧與託運人訪

談的結果所彙整的可能影響因素來設計問卷，其目的在調查不同影響因素對託運

人的重要性，以及受訪者的基本社經資料，並應用敍述性統計與交叉分析等方法

進行問卷資料的整理分析。 

第二階段問卷則是根據第一階段所歸納出的重要影響因素，藉由敘述性偏好

方法，設計出不同的情境組合，調查託運人在不同的情境組合下的選擇意向，同

時也蒐集託運人的基本資料，主要目的除了分析比較不同背景的託運人所做的選

擇結果，同時也是構建選擇行為模式所需要的依據資料。 

3.託運人效用函數與選擇行為模式之構建 

依據第二階段的問卷調查資料構建託運人的選擇行為模式，包括效用函數的

參數校估。 

4.提高託運人使用意願之營運策略的研擬與評估 

參考效用函數中各參數的重要性，研擬各種不同的營運推廣策略，例如費用

折扣、艙位保證、縮短交易時間等，並應用所構建的模式，評估各種方案的預期

效果，加以分析比較。 

5.結論與建議 

綜合歸納本研究所獲得之主要結論，並提出相關的建議事項。 

 

參、文獻探討 

   本研究廣泛回顧國內外有關電子商務、電子交易、敘述性偏好法與個體選擇

模式等領域的相關文獻。限於篇幅，本節僅摘要探討與貨櫃航商電子商務相關的

重點內容。 

1.定期貨櫃航商電子商務發展背景 

1990 年代航商發展電子商務的原因是為了提高運作的效率與減低成本

(Boyes,2001)，然自1990 中期，背後的動力演變成市場的需求及透過電子商務加

強對客戶的服務，後來則演變至強調交易導向的網站，再至供應鏈的垂直與水平

整合，近來則是為達成政府規定的海事安全與反托拉司法(Anti-trust)的要求，甚

至為了美國反恐行動，航商電子商務模式也有所調整。 

Bonney（1995）曾指出，航商電子商務發展主要的障礙是軟體、硬體成本，

以及缺乏業界統一的電子資料交換標準，Chow（2001）認為貨主習慣使用紙上

作業模式與抗拒改變也是主因之一。1990 年代後期，法律與政策相關因素也影

響了電子商務發展，如政府對電子商務發展的態度（Lee, 2000）與法律對電子交

易的認可（UNCTAD, 1998）等。 

2.貨櫃航商電子商務屬性 

定期貨櫃航商網站屬於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 B2B）的模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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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對個別顧客（Business to Customer, B2C）網站有所區別。王宏鈞（1998）

將航商電子商務服務項目分為靜態及動態兩大類。靜態服務屬性意指航商網站上

所提供的一些資訊，貨主可經由瀏覽網頁的方式，了解航商所提供服務的資訊，

如市場資訊、產業資訊、船隊介紹、航線資訊等項目，並幫助貨主在使用網站時，

能更加方便的擷取、獲得所需資源的支援活動，如雙語服務、其他連結、服務諮

詢等。動態服務屬性則是涉及航商網站上線上交易、查詢以及幫助使用者能更方

便地利用網站上的資源，包括貨櫃追蹤、船舶追蹤、船期查詢、線上詢價、線上

訂艙、電子提單、線上支援以及下載服務等項目。 

由於航商電子商務服務內容廣泛，本研究只針對航商電子商務中還未被廣泛

使用的線上詢價、線上訂艙、線上付款與電子提單等動態電子交易服務來探討託

運人的選擇行為。 

目前在動態服務屬性方面，各航商所提供的內容亦有不同。如長榮海運提供

費率與合約相關資訊的查詢，其網站也支援貨櫃、船舶追蹤、電子提單、電子資

料交換、會員登入等，但並無提供線上訂艙與線上付款的功能；陽明海運網站提

供線上訂艙、貨櫃、船舶追蹤、電子提單、會員登入等；萬海航運僅提供貨櫃、

船舶追蹤、會員登入；美國總統輪船公司提供線上詢價、訂艙、電子提單、線上

付款、貨櫃、船舶追蹤、會員專區等；麥司克航運提供線上詢價、訂艙、電子提

單、線上付款、貨櫃、船舶追蹤、會員專區等服務；韓進海運提供線上詢價、訂

艙、電子提單、貨櫃、船舶追蹤、會員專區等服務；地中海航運則僅提供貨櫃、

船舶追蹤等簡單功能。 

3.影響託運人使用定期貨櫃航商電子服務之因素 

呂錦山、陳李逸（2002）參考其他產業發展電子商務與網際網路所面臨的相

關問題，認為影響託運人使用電子商務意願的因素有安全、內容、技術、法規、

與成本等五大類因素。 

(1)安全因素 

影響電子商務服務使用意願的因素中，安全因素主要考量是在線上交易流程

中，個人與公司的資料隱密性是否能被保障。Hoffman and Norvak（1996）指出，

想要使網上電子交易可行，需保持安全性、匿名性與低交易成本等三大條件；彭

淑媛（1998）探討網路購物意願時，亦發現網路安全性與再購意願成正向關係，

其中安全性包括個人資料隱密及交易記錄內容保密狀況。 

(2)內容因素 

彭淑媛（1998）指出「服務內容性」包含網站提供資訊內容深淺與多寡，並

指出服務內容性與再購意願成正向關係。楊大緯（2000）亦發現資訊提供多寡會

對網路購物意願有顯著的影響。 

(3)技術因素 

吳肇銘（1997）研究發現「反應時間」會透過使用者之「網站使用態度」或

「知覺有用程度」來對「網站使用意向」產生間接影響效果，「便利性」會對網

站使用者產生正面影響，間接影響其購物意願。徐樁輝（1997）研究則發現「可

靠」、「便利」是網際網路服務品質重要構面之一。 

(4)法規因素 

顏宏旭與方之光（1999）探討網路購物與潛在消費者之行為偏好，結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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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規範是影響線上購物意願的原因。因此，各國對電子簽章、電子商務、電子

提單等認證的不同，各國海運相關的法規是否符合現代電子商務的要求，清楚劃

分託運人與航商間線上交易的權利與義務等，均會影響託運人使用電子商務的意

願。 

(5)成本因素 

根據貨櫃雜誌（2000）對託運人的調查，發展電子商務對託運人的利益，主

要是減低成本、減少託運人處理程序與時間及增加資金流通速度等，如利用電子

提單的列印，可以提早領提單時間，因此可提早向受貨人的銀行取款，提高資金

流動率。 

 

肆、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進行步驟如圖1之流程圖所示。主要之工作項目內容詳如第二節所

述。 

 
界定問題 

 

確立研究目的與範圍 

 

相關文獻回顧與託運人訪談 

 
第一階段問卷調查與資料分析 

 
第二階段問卷調查與資料分析 

 
託運人選擇行為模式構建 

 
營運策略研擬 

 
營運策略評估與分析 

 
結論與建議 

 
圖 1 研究流程圖 

 

本研究旨在構建一足以描述託運人選擇使用電子交易的行為模式。為達成此

目的，本研究首先經由文獻回顧與託運人的初步訪談，來彙整出託運人所可能重

視的因素，再進行兩階段的問卷調查。第一階段問卷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歸納出

託運人所重視的關鍵影響因素，作為設計第二階段問卷的重要參考依據。 

第一階段的問卷設計，將採用李克特五等級尺度法，請受訪者評估各項因素

的重要程度，同時也將蒐集受訪者的基本資料，以敘述性統計與交叉分析方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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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問卷資料。 

第二階段的問卷設計，係以第一階段問卷所調查出的重要因素，以敘述性偏

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與直交設計法來設計不同情境，調查受訪者在不同

情境組合下的選擇行為。 

第二階段所設計的問卷情境方案僅有選擇使用及不使用「電子交易」兩種方

案，因此所建立的選擇模式，為二元羅吉特模式(Binary Logit Model)。而模式參

數的校估，則使用 NLOGIT 軟體，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來進行。歸納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如下： 

1. 以文獻回顧與訪談彙總託運人所可能重視的影響因素。 

2. 以李克特五等級尺度法與敘述性偏好法分別設計第一與第二階段的問卷。 

3. 以敍述性統計分析與交叉分析等方法分別分析兩階段問卷資料。 

4. 以二元羅吉特模式為架構構建託運人選擇模式與效用函數。 

5. 應用模式預估不同營運策略的效果，並加以分析比較，以歸納出有效的推廣

策略方案。 

 

伍、結果與討論 

5.1 結論 

1. 根據第一階段針對託運人所重視的電子交易服務屬性的問卷調查結果，可歸

納託運人最重視的因素依次為法規、安全、技術、服務內容、成本因素。在

法規方面，託運人重視的是商業機密、線上交易安全的保護法規與保障；在

安全方面，託運人重視的是線上交易的保密措施；在技術方面，託運人重視

的是操作簡易度；在服務內容方面，託運人重視的是使用航商網站的便利性；

在成本方面，託運人重視的是降低運費成本與文件錯誤率與處理時間。 

2. 第二階段的電子商務使用習慣分析顯示，全部受訪者中有 75%曾經使用航商

的網站，59%曾經使用電子交易。受訪者使用電子商務的原因，主要為增加

工作效率(41%)、其次為航商網站資訊充足(39%)、再者為航商業務或客服的

推薦(36%)。影響受訪者使用電子商務的顯著變數則有性別、年齡、職務、年

資、產業別、公司人數、船務部門人數、電腦化歷史等。 

3. 根據敘述性偏好問卷的調查結果，所構建出託運人對於電子交易中的線上詢

價、線上訂艙、線上付款、電子提單等服務項目之選擇模式為： 

 

U=-3.70192*ASCY+2.36619*SPACE-15.1376*FRT-0.02861*BOOK-0.39368*BL

+ 0.505329*D_ACCY+0.410151*WEBY-0.05226*AGEY+0.626598*D_EDUY 

 

其中，U 為託運人之效用函數，ASCY 為選擇使用電子交易的方案特定常數，

SPACE 為艙位保證，FRT 為選擇電子交易的運費折扣、BOOK 為線上訂艙所

需時間、BL 為電子提單完成所需之時間、D_ACCY 為選擇使用者的公司網

路普及程度的虛擬變數、WEBY 為選擇使用者的公司擁有自有網站與否的虛

擬變數、AGEY 為選擇使用者的年齡、D_EDUY 為選擇使用者的教育程度的

虛擬變數。 

4. 根據所建構的模式，當航商提供艙位保證時，則託運人的效用愈大，因此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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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交易被選擇的機率也愈大，此一結果和預期相符。此外，運費折扣率、線

上訂艙時間、電子提單完成所需時間等變數的係數為負，顯示當運費折扣愈

高、線上訂艙時間愈短、電子提單完成所需時間愈短，則託運人的效用愈大，

因此電子交易被選擇的機率也愈大。 

5. 進行總體預測時發現，總體選擇使用電子交易的機率為 58.8%，選擇不使用電

子交易的機率為 41.2%。選擇使用電子交易的總體彈性係數值由大而小依序為

運費折扣率、艙位保證、電子提單完成所需時間、線上訂艙時間，代表運費

折扣率的變動，對於託運人選擇使用電子交易的影響最大。根據敏感度分析，

當運費折扣率提高 15%時，總體選擇機率會由 58.8%提高至 94.8%，變化高達

36%。 

6. 應用本研究的選擇模式，經模擬各種推廣策略所可能產生的效果。在六種組

合策略中以提供艙位保證，且電子提單完成所需時間為 2 小時，線上訂艙時

間為 10 分鐘，運費折扣率為 5%時，對於提高選擇機率的效果最好。 

 

5.2  建議 

1. 由本研究第一階段問卷可知，託運人重視電子交易的商業機密、線上交易安

全等的法規與保障，因此航商須在符合國際電子交易的規範下，提供保障託

運人交易的技術與介面。此外，電子交易操作的簡易度，亦會影響使用意願，

建議航商參考航空界或旅行業者的訂位、付款、票務等的相關交易平台，作

為網站改進的參考。 

2. 本研究也發現，不曾使用航商電子商務的受訪者，原因為習慣與業務或客服

聯絡(49.2%)、沒有使用的誘因(36.7%)、習慣使用船報(21.7%)；而曾經使用

的受訪者，使用原因主要為增加工作效率(41%)、其次為航商網站資訊充足

(39%)、再者為航商業務或客服的推薦(36%)。因此，建議航商可進一步調查

託運人的資訊需求，由業務或客服推薦傳統產業業者電子商務相關功能，提

供增加其工作效率或其他使用誘因，以提高電子商務的使用率。 

3. 運費折扣率、艙位保證、電子提單完成所需時間、線上訂艙時間等變數對於

電子交易的使用有顯著的影響，因此針對航商提高使用率的策略，分別建議

如下： 

(1) 運費折扣率：運費折扣率雖然可以有效提高電子交易使用率，但提高折

扣率會造成利潤的損失，不一定適合長期使用。因此，建議航商初期的

推廣選擇在淡季期間鼓勵試用，當使用電子交易成為習慣，即可考慮減

少運費折扣，而以提供符合市場運費水準的價位即可。 

(2) 艙位保證：反之，艙位保證適合在旺季使用，不但可以增加電子交易的

使用率，還可以提高旺季期間的工作效率，甚至減低提供運費折扣的需

要。 

(3) 電子提單完成所需時間：航商可提供不同的服務水準給電子提單與傳統

提單客戶，使託運人感受到服務水準的差異，提高使用的誘因。 

(4) 線上訂艙時間：航商同樣可以區隔線上與電話、傳真的訂艙時間效率，

甚至透過傳送線上訂艙確認通知，提供完整的訂艙資訊，提高電子交易

的使用效率，以提高使用電子交易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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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航商採用不同的誘因與服務水準以提高電子交易的使用率時，必須評估執

行這些方案所產生的效益與成本。因此建議實務應用時宜將成本一併納入考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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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海峽兩岸都市交通學術研討會係於 19 年前由台北市交通安全促進會與上海

市科學技術協會共同發起，旨在促進兩岸從事都市交通之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

專業人員與相關知識經驗的交流，每年舉辦一次，輪流由大陸主辦二次，我國

主辦一次之方式運作。由於該項研討會除論文發表與討論外，各主辦城市均會

安排一些當地重大交通建設的考察活動，兼顧理論與實務經驗的交流，故多年

來參與人數持續增加，堪稱兩岸都市交通界規模最大的學術研討會。 
    本年第十九屆研討會係由貴州省科學技術協會主辦，會場在貴陽市之花溪

賓館舉行，三天的會議時間有二天係討論大會所接受發表的 54 篇論文以及專題

報告，個人除發表論文並全程參與討論。考察活動則參訪貴陽市之市區道路、

停車設施與聯外道路系統之建設與運作管理。 
二、與會心得 

「海峽兩岸都市交通學術研討會」開辦 19 年以來，個人約參加了 15 次。

整體而言，大陸代表所發表的論文在組織架構、內容之充實與完整性方面顯有

進步，惟實務性的論文，很少採用比較嚴謹的量化分析方法，而學術性的論文

則偏重於學理性的探討，較少著墨於如何落實於實務問題的應用。易言之，在

理論方法與實務應用之整合方面仍待加強。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略) 

現場考察部份，由於貴州省地理位置處於西南邊陲地區，城際公路與市區

道路系統的建設與管理明顯不如華中與華南各大城市，缺乏值得一提的特色。

貴陽市目前並無高運能的軌道運輸系統，舊市區之交通擁擠問題相當嚴重，無

論在硬體工程建設與交通管理層面均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四、建議 

「海峽兩岸都市交通學術研討會」舉辦之初即定位為城市與城市之間專業

知識與經驗的交流，長期以來雙方與會者都有一致的共識與默契，避免談論敏

感的政治性議題，以免產生不必要的困擾，此一共識應繼續維持。雖然本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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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的規模與參訪活動的安排均不如往年盛大與隆重，而且我們在此一領域中

許多專業的知識與技術仍然領先，但在交流與考察的耳聞與目睹過程中還是有

增廣見聞以及啟發另類思考的收獲。惟建議未來繼續辦理此一研討會時宜慎選

大陸的主辦堿市與單位，以提高會議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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