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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行動通訊產品的蓬勃發展帶動了電信產業的發展，導致電信業者漸漸以顧客的

需求為經營導向。各業者藉由展店策略以追求高市佔率進而獲取更高營業利益成為公

司目標之一，因此謹慎評估展店策略的投入資源，成為近年來電信業中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抽樣 F 電信業者 85 家直營門市，以成功因素的研究觀念為架構，並利用

展店選址相關文獻與 F 電信之展店地點審查單篩選出店址選擇因素，並應用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藉以了解各門市店址選擇因素的優劣權重，再應用多元迴

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分析店點選擇因素的準確度與預估店點產值。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類型店點吸引來客評估因素也會不同；依實際訪查發現，

人潮數量高於車潮 0.5 倍以上且停車不便利的店點為商圈型店點，主要吸引來客為行

人或逛街客，非目的型的來客居多，且依相關係數判定其有顯著影響評估因子為人潮

數量、店面面寬、商圈內用戶數、商圈內用戶網路流量、標竿商店家數、商業密度、

商圈內傳統通訊行家數與競業門市家數。而非商圈型店點，本研究稱為住商混合型店

點，主要吸引來客包含行人或開車/騎車族，以目的型來客居多，其顯著影響評估因

子為人潮數量、商圈內用戶網路流量、店面之面寬與商圈集客點。綜合比較可發現，

消費條件與競爭環境為主要影響商圈型店點主要構面，店面條件與環境皆為影響住商

混合型店點的主要構面。 

本研究依影響顯著的因素與多元迴歸推導產值預估公式，研究結果顯示，商圈

型店點預測數值與實際產值的相關分析達到 95%信賴區間標準，判定係數 0.58，P 值

為 0.0099，為顯著相關；住商混合型店點的預測值與實際產值的相關分析亦達到 95%

信賴區間標準，判定係數 0.62，P 值為 0.0007，亦為顯著相關。 

關鍵詞：電信業、門市選址、成功因素、相關係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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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caused the telecommunic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after the telecommunication liberalization to be more intense, causes the 

telecommunication entrepreneur gradually take customer's demand as the management 

guidance.Various entrepreneurs for enhance the market share, because of unfolds the shop strategy to 

pursue grows and gains a higher benefit to become one of corporate goals, therefore appraised 

discretely unfolds the shop strategy the investment resources, then the enhancement delivers the 

achievements, became in the recent year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the important topic, the ideal 

retail sales shop site policy-making importance also day by day increas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nterprise unfolds the shop the resources investment optimization, 

this research samples the F telecommunication 85 stores, take the success factor concept as the 

construction, and using unfolds the shop selected location correl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F 

telecommunication unfolds the shop place examination only to screen the essential shop site choice 

factor, and us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o as to understood various retail sales shop site choice 

factor the fit and unfit quality weight, the applic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alyzes the shop 

choice factor the accuracy and an estimate shop output value. 

The findings discovered that, the different type shop spot attracts guest's appraisal factor 

also to be able to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human tide quantity is higher than 

above vehicle tide 0.5 time also the parking inconvenient shop is called for business circle shop 

spot.And the non-business circle shop spot, this research is called business mixed type shop spot.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ircle shop forecast value and the actual output value correlation 

analysis achieved 95% faith sector standard, the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0.58 is the remarkable 

correlation; Business mixed type shop forecast value and the actual output value correlation analysis 

also achieved 95% faith sector standard, the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0.62 also is the remarkable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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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電信是指運用電磁基礎並且應用有線電、無線電、光學系統傳輸資訊的方式來傳送

或接收電話、電視、廣播、數據通訊、網際網路及各種影音、文字、符號或其他性質之電

能通訊。凡是提供電信服務給公眾使用之事業，即稱為電信事業，而電信事業中最蓬勃發

展的即為行動通訊服務。根據工研院 IEK（2015）研究，全球通訊市場的成長於 2015 年

達到高峰與飽和，同時全球通訊設備和服務市場的規模也成長到 2.3 兆美元，這 2.3 兆美

元中，電信服務也還是最大宗。另外，受到 4G 技術發展與建設的驅動下，行動終端與電

信基礎設施成為 2015 年主要驅動通訊市場力量，而電信服務則略幅成長，如圖 1-1 所示。 

 

 

圖 1-1 全球通訊相關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5）。 

 

再由工研院 IEK（2015）所提供我國通訊服務產業之產值及總銷售值資料顯示，我

國網通業者的網路通訊產品出貨持續成長，在 2015 年產值達到新台幣四千四百八十四億

元。而個人行動終端產業因智慧型手機代工業者強勁的成長力道帶動，產值大幅成長至新

台幣六千兩百零八億元，且每年皆有微幅成長的趨勢，如圖 1-2 所示。進一步由 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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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2015）所取得我國電信服務總銷售值資料所示，我國因受到語音業務持

續萎縮、業者資費競爭壓力影響，固網及行動語音服務營收呈現衰退，惟受惠主要電信業

者積極推廣行動4G服務及光纖寬頻服務，加上通訊軟體及應用程式功能蓬勃，故估計2015

國內電信業銷售值為較 2014 年呈現微幅成長，如圖 1-3 所示。 

 

 

圖 2-2 我國通訊相關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5）。 

 

 

 

圖 3-3 我國電信服務總銷售值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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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信業的蓬勃發展主要起源於 1996 年立法院通過電信三法，將電信事業的監管

與經營分離，正式開啟了電信自由化的浪潮。在 1996 年之前，台灣的電信服務是統一由

交通部的電信總局來負責管理及營運。直到 1996 年通過電信三法，並且首先於 1997 年開

放行動通信等第一類電信業務，當時總共有六家民營電信業者陸續開始營運，整個行動通

信浪潮正式展開。之後隨後行動通信技術的演進帶動行動電話業務蓬勃發展，在 2002 年

行動電話的普及率達到 108%，在當時的世界第一。同時在 2G 時代末期，除了傳統的語

音通信之外，行動通信也正式開始了數據通信的業務，例如一般稱 2.5G 的 GPRS，被稱

為 2.75G EDGE，正式開啟了傳據傳輸服務，整個行動通信技術的進化正式由語音時代走

到了數據時代。之後在 2002 年交通部旗下的電信總局開放第三代行動通信，也就是所謂

的 3G，伴隨著第三動行動電話技術而來的重大演進開始朝向行動寛頻發展，期間也陸續

演進了許多通信技術，例如一般稱為 3.5G 的 HSDPA 技術及 HSUPA 技術，電信服務走向

了行動上網 (Mobile Internet)的新時代，開始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習慣。2006 年電信業務監

機關改成全新成立的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NCC)，在 2014 年進一步開放 4G 執

照競標，總共有五家業務取代第四代行動通信業務的執照，更將行動通信時代走向了高速

傳輸的新時代，因此也造成了台灣的行動電信市場走到了全面競爭之狀態。而在電信市場

自由化的政策下，更促使行動通信服務的普及率快速成長，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

資料（2015），我國電信市場各項業務用戶數比例（如圖 1-4），行動通信用戶占約 52%，

其次為市內電話 21%。而行動通訊服務用戶數自 1998 年至 2015 年已成長超過五倍，行動

通訊的通話量更成長超過十一倍（如圖 1-5）。行動通信業務伴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持續創新

及演進，大大擠壓市內電話的佔有率，同時也讓家用寛頻服務不再持續成長，而有被行動

數據服務取代的趨勢，相信隨著未來的行動通信技術演進會更加明顯。台灣的行動通信市

場由三大主要電信營運商(Operator)也就是中華電信(CHT)、遠傳電信(FET)及台灣大哥大

(TWM)，再加上政府於開放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後加入了的亞太電信(APTG)與後來改名

為台灣之星電信(T-STAR)的威寶電信(VIBO)，行動通訊市場可以說呈現高度競爭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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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我國電信市場各項業務用戶數比例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2015）。 

 

 
圖 5-5 我國行動通訊服務用戶數與通話數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2015）。 

 

在高度開放與競爭的電信市場中，各業者為擴展市場佔有率，紛紛轉變以顧客需求

為導向，並於產品、價格、促銷、通路與服務上積極發展，尤其在擴展用戶數中，掌握通

路更是關鍵的致勝因素。並隨著智慧型手機的需求增加，為加強消費者的消費體驗與加強

顧客的滿意度及忠誠度，降低現有顧客的流失度，擴展電信門市直營店漸漸成為各家業者

在通路策略上積極佈署的主力。目前除了最早進入市的電信營運商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及

台灣大哥大之外再加上之後進來電信市場的台灣之星以及亞太電信，旗下的品牌門市 

(Branded Store) 也就是一般的直營門市及加盟門市合計已經超過三仟家，並且除了家數成

長到走到那都可以看到電信門市之外，三大行動電信更開始推展大型旗艦門市，從台北市

信義區烕秀商圈的戰區到三創園區都可以看到一間一間又大又新穎的電信直營店，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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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手機及平板的體驗，加上了內容服務的體驗。而過去全台各地到處林立的傳統通訊

行，其生存的空間持續遭到擠壓，除了關門之外也陸續轉型加入電信業者的加盟店。依據

台灣電信業者估計，傳統通訊行的店數占有率將因為台灣五家電信業的展店策略而壓縮至

僅剩約二仟家，由圖 1-6 可觀測出各電信業者持續擴張店點的數量變化。 

 

 

圖 6-6 各電信業者店點擴張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電信門市快速成長的環境下，門市經營成功與否，除了經營策略的擬定外，人員

的配置，店點的選擇…等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店點的選擇與營運資本的投入與

吸引來客的程度息息相關，且若於門市營運後才發覺績效不如預期或不符合成本效益， 但

開設門市的資金也已成為沉沒成本無法回收，因此準確的店點產值預測對電信業的展店策

略而言是關鍵的評估工作。Sparks L.（1990）曾經提及選擇對的展店位址就是成功開始，

展店成功與否將與店點位址的選擇成正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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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電信業者為增加用戶數與提高市場占有率，藉由展店策略獲取更多用戶數以追求成

長率及市佔率，此為電信業的公司策略目標之一，因此正確的選擇門市店址與準確的產值

預估成為展店經理人重要的展店決策工具。透過本研究可以發現大部份的電信業者在進行

門市店址選擇時，都是在一開始先決定門市店點的設立區域，再藉由仲介或是親自勘查數

個合適的店點，再由公司數位與展店相關的主管前往勘察並作出決策。其決策過程是利用

展店審查單中條列出可能影響之因素，並以主觀的方式於展店審查單中給定各店點的評分。

簡言之，在電信業中，傳統的店址選擇決策大多都是由負責展店的主管或專責人員，以其

過去的個人展店所累積的知識及經驗來做為判斷與預估產值的依據，現行雖輔以展店地點

審查單的方式做決策，然而這種由由負責展店的主管或專責人員，依其過去展店所累積的

知識及經驗來做為判斷與預估產值的依據，並未有客觀且系統化的產值預測工具，也因而

衍生了四個議題： 

一、展店審查單無法客觀且有系統的將店點作分類。 

二、展店審查單中無法依不同店型區分不同的評估方式。 

三、展店審查單中無法區別不同影響因素的強度。 

四、展店審查單中無客觀且有系統的預測展店後的產值。 

上述議題都導致難以準確的做出展店投資策略，且展店投資後即成為沉沒成本，因

而顯得此議題的影響性重大。因此，本研究將透過研究展店地點審查單之決策因子，研擬

出系統化預估產值之工具，提供能更加準確評估與預測店點績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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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因為電信業者為增加用戶數與提高市場占有率，藉由展店

策略獲取更多用戶數以追求成長率或市佔率做為公司的策略目標，因此理想的門市展店位

址的選擇與準確的產值預估成為展店經理人重要的展店決策工具；接續前一節所陳述，大

部份的行動電話業者在選擇理想門市展店位址時，多是先決定門市店點的設立區域，再藉

由仲介或是親自勘查數個合適的店點，再由公司展店相關的主管或負責展店的專責人員前

往實地進行勘察並作出決策。在電信業中，傳統的店址選擇決策大多由展店相關主管或負

責展店專責人員以其個人過去的展店經驗與累積的知識做為展店決策判斷與預估產值的

依據，現行雖輔以展店地點審查單的方式做決策，然而這種評估的方式或模式並沒有客觀

的工具或方法來進行，因此展店後發生與個人判斷的經驗值不同的情況經常的發生，所以，

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乃成為重要議題。基於上述研究動機及議題，本研究

題目及是針對電信業者的展店門市位址選擇的評估模式來加以探討，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下

列三點： 

一、 以展店成功因素為架構探討電信門市選址與產值預測之可能影響因子。 

二、 利用相關係數分析（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評估電信門市選址與 

  產值預測影響因子之影響強度與權重。 

三、 利用相關分析之結果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建立門市產 

  值預估工具。  

 

 

 

 

 

 



 

8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是以個案研究的方法，來進行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的探討；依

據現有的理論架構所提出的衡量指標來進行個案研究，並蒐集調查資料，以分析電信門市

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的影響。研究流程分成五個階段進行，如圖 1-7 所示：第一階段主要

依照所確認的主題，進而引出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然後探討及分析相關的文獻；主要針對

電信門市展店因素、成功因素、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資料蒐集。 

第二階段則是依據本研究之目的提出研究的架構，蒐集全台灣 85 家電信門市展店評

估因素與實際產值；針對研究設計的架構發展相關問題，瞭解目前之情形及整理相關資料。

並以田野調查結果進行分析。 

第三階段整理推演第二階段所做之調查研究之描述與分析，並將結果歸納出一些電

信門市展店成功因素，以定義與分類電信門市展店因素，進而發展出本研究的重要命題。 

第四階段則透過相關係數分析，以計算展店因素之權重，進而推論展店因素對於產

值之重要度；最後再透過迴歸分析，提出電信門市產值預測模式推導結論與建議，以應用

在電信門市展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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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研究方法與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 

  



 

10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展店選址相關研究探討 

電信通訊市場的競爭隨著科技發展日趨激烈，各電信業者為了爭取更高的市佔

率、更多的有效用戶數、更高的獲利營收，因此藉由擴大商圈與多店經營的方式以達

到市佔率成長與營收獲利的目標。除了電信產業以外，許多企業在高度競爭下也同樣

藉由多店經營的方式以求達到目標，因此連鎖式的經營方式已成為企業經營通路時的

主流趨勢。因此本節將統整國內外研究與連鎖商店選址相關之策略、流程與考量因素，

做為本研究之發展依據。 

在連鎖商店選址的參考文獻中，最被廣為探討的即為連鎖業便利商店與連鎖超

市。在連鎖業便利商店與連鎖超市的相關文獻中，羅力仁（2002）的相關研究中可以 

發現在展店位址選擇的評估中，可由兩個構面來評估，分別是商圈的評估以及店點位

址選擇二個部份；首先在商圈的評估準則中包括了商圈的吸引力、商圈人口統計變數、

社區的發展性…等等因素；而展店位址的評估要素則包括了商店特性、商圈內之競爭

店數、交通動線及商店的近便性與商店的組合…等等。在其研究中顯示出其中的商店

的近便性的影響權重最重要，其次則為交通動線與競爭店家數。另外，林美淑（2000）

於其連鎖業者的展店店數評估模式中指出，其評估準則與影響因素可區分為內部與外

部兩類因素，所謂外部因素意指出入人車潮、進入障礙、客源分散、人口密度…等，

內部因素則涵括了廣告效果、投資資本、營業收益、顧客近便性、物流效益，此外，

更發現了進入障礙的影響權重是所有評估準則裡影響最顯著的。廖千慧（2006）同樣

於展店因素的研究中將展店評估因素與準則區分為商圈評估相關及店址考量相關條

件，而上述兩項評估準則又可區分成人口地理統計變數、商圈吸引度、商圈發展力、

周遭環境特性、與建築物本身條件等群集，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領域的專家鎖重視的評

估因素不同，如公部門較看重商圈發展、吸引力因素，而學術專家則較為重視環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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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產業界人士則重視人口統計變數與環境特性這兩個方向，顯示公部門與學術專家

較重視商圈發展與環境等外在因素，產業專家除了環境特性外也同時考慮了當地的人

口特性。而張以潔（2011）也建議了六大區為選擇的考量構面，這六個構面包含了市

場因素、店址內部因素、交通因素、環境因素、商圈及財務因素等等。而評估此六個

構面的重要度與權重，張以潔（2011）則建議其權重的排序依序為 1. 財務因素；2.

商圈因素；3. 店址內部因素；4. 交通因素；5. 市場因素以及環境因素。 

除了上述較廣為討論的連鎖便利商店與超市選擇店址考量因素外，羅力仁（2002）

研究整理其他各產業的相關文獻發現亦與上述文獻的結果相去不遠，多為探討商圈與

店址的選擇，因此多數的評估準則因素可大致區分為商圈評估因素與店址選擇因素；

商圈評估因素所涵括的之構面包含了人口統計變數、商圈吸引力、交通動線因素、競

爭店因素…等等商圈附近的影響因素;而店址選擇因素包含之構面則為商店特性、商

店的近便性、商店組合….等等商店本身的影響因子（羅力仁 ，2002）。 

一般所指的「展店」即是拓展新的商店。目前學術界未有一致之定義，研究此

類議題之學術研究亦非多數，其中探討次議題的研究大多是探討如何選擇商圈以及店

址，因此本研究也同樣將探討商圈展店要素與店址選擇展店要素。 

 

一、商圈之定義 

在本研究所參閱的文獻中，學界與坊間對於商圈定義並無一致的解釋，因此本

研究綜合各文獻中所共同指出的商圈特性，商圈即是指商店影響與銷售勢力所可能涵

蓋的範圍，簡而言之，也是商店所在地區所能銷售與交易最大的範疇。另外，根據美

國行銷學會 AMA（1998）統整各研究後的定義認為商圈即為某一商店或單位所銷售

或傳遞的商品以及服務中，顧客可能存在的地理範圍。例如，對某零售店而言，商圈

是這家商店影響力所布及的範疇，簡言之，客戶欲從事消費行為時，可能選擇到此商

店消費的客戶所布及地區範疇，同時也是某企業、某商店甚至是某單位在考量可銷售

數量與管控的成本範圍之內，販售或傳遞商品以及服務的地理範疇，也可稱之為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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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許多研究中，商店進行地點決策、商品抉擇、訂定價格、推銷或行銷策略時，

須同時考慮到商圈與商業區域，但這兩個觀念卻未被清楚的傳達定義，導致常常被混

淆。在日常用語上，經常能聽到以＂商圈＂表達某一區域的描述，例如：台北的天母

商圈、台中逢甲商圈、台北的士林商圈。此處的商圈是指由眾多店家聚集的地理區塊，

亦是客戶前往購物消費或逛街的地方，但此處所指的商圈為學術界所定義的商業區域

（曾光華，2007）。於學術界，商圈並非如此定義，所為商圈是指某一店家的可能交

易客戶所分佈的地理範疇，也就是客戶來源的分布地區。例如，當某家商店的顧客主

要是來自周圍兩公里內的區域，該商店的商圈即為周圍兩公里內的區域；另外，商圈

大小也受其他因素影響，其中最為常見的即為交通因素，例如：當高鐵通車之後，台

中一中商圈的客戶來源也變大了，因交通便利性的變化，更多的北部客戶來此消費，

因此使一中商圈商家的顧客分佈產生了變化，依上述的狀況即是說明商圈的大小會受

其他因素而影響（曾光華，2007）。綜合諸位學者之研究闡述，本研究發現商圈的定

義也可從商圈的客源與地理環境來定義，因此本研究引用國內學者張以潔（2011）統

整各國學者對於客源商圈與地理商圈的定義與描述，整理如下。 

客源商圈：指商店客戶所分布的地理位置範疇，也就是這個地理區域範疇內客

戶前來消費的機率相較於其他區域來的高，其商圈範圍包含了所有可能購買的潛在客

戶，其定義統整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客源商圈定義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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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商圈：不同於客源商圈，其定義是指由店家聚集成的零售據點，劃分出聚

集地作為商圈的範疇。各種定義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地理商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商圈之範圍 

於各相關文獻的探討中發現，商圈的定義大致上可區分為：客源商圈與地理商

圈兩種，兩者是以不同的角度定義商圈的範圍與大小，在探討完商圈的範圍與大小後，

本節將進一步討論商圈的分類與劃分的方法，而各相關研究對商圈類型及區分方法有

各種不同的方式，大多數的研究皆可區分為「距離」與「消費特性」兩類，而「消費

特性」又可區分為「消費水準」及「消費客源」兩種，整理國內外研究的學者將其區

分方式統整如下： 

（一） 以「地理距離」區分 

1. 以步行距離為主要商圈：通常以半徑 500 公尺內為衡量基準，並以商店為

商圈的中心，另外，客戶通常以步行的方式於商圈內移動。例如：設立於

住宅區或學區附近的便利商店。 

2. 以交通工具為主之商圈：通常會有大型停車場或是顯眼視覺廣告，且多位

於都市的近郊或是重要的交通轉運或樞紐中心，其範圍議包含了其腹地。

例如：設立於交流道、重要交通幹道、捷運站及火車站附近的大型賣場或

是專賣型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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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文獻中發現，亦有不少的文獻中係以距離來劃分商圈，且在各文獻中，

於地理商圈的劃分上皆很一致的區分成三大區塊，分別為初級商圈、次級商圈以及三

級商圈，其概念與層級依商圈的距離繪於下圖 2-1 中(Berman and Eveans, 2001; Levy 

and Weitiz, 2001; 許英傑, 2007）。 然而針對初級、次級以及三級商圈各學者的定義確

有些微的不同，例如同樣為初級商圈，Berman and Eveans （2001）認為商店的初級

商圈即是 50-80%顧客的分布區域，而 Levy and Weitiz（2001）的研究中則將其範圍

定義的更小，認為初級商圈為占商店銷售額 60%的客戶分布之地理區域。除了次級外，

兩學者對於各級商圈的定義皆有不同，因此本研究統整上述兩位學者的定義與研究，

整理如表 2-3 所示。 

 

圖 2-1 商圈分層圖 

資料來源：Berman and Eveans （2001） ; Levy and Weitiz （2001） ; 許英傑, （2007）。 

 

表 2-3 商圈分層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級商圈 

二級商圈 

一級商圈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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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消費水準」區分 

亦有相關文獻的商圈定義是依消費水準區分，亦即依消費族群的消費能力區分，

但多數文獻中僅簡單區分為消費水準高與消費水準低的商圈，而消費水準高的商圈多

販售高單價的商品，相對地，而消費水準低的商圈多販售低單價的商品。其兩者定義、

座落區域與銷售商品種類分述如下： 

1. 高消費水平商圈：多半位於商業區且為高消費商圈，適合開設較為精緻的、

高品質的、或時尚的商店，例如：台北東區、台北信義區。 

2. 低消費水平商圈：多半位於人口較密集而其生活品質相對較低之區域，該

區域較適合販賣低價商品，例如：台北後火車站商圈、台北五分埔商圈。 

 (三) 以「消費客源」區分 

本研究所收集的商圈類型討論文獻中，多數皆以”消費客源”來區分，且本研究

標的 F 電信，亦是以消費客源做為商圈區分的主要依據。依客源商圈分類即是依據客

戶消費與購買商品的種類不同而劃分，本研究整理客源商圈的類型及定義如表 2-4 所

示。 

 

表 2-4 客源商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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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店址評估 

  店址評估又可稱為立地條件評估，在展店過程中為相當重要的決策步驟。

而此步驟重要的原因是因展店資金中大部分的資金為沉默成本，若店址評估的結果不

如預期，可能造成高額且無法回收的損失。同時，透過展店店址評估過程中亦可預測

該店未來的產值與了解該店點的經營特性，並依可其特性規劃出最合適的營運模式，

因此，不論是何種類型的店點，店址評估是展店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決策步驟，同

時依據羅力仁（2002）的研究內容顯示店址評估的重要性可能影響企業的營運績效，

因此建議在展店過種中以商圈評估為優先進行然後再進行店址的評估。然而，翻閱國

內與店址評估相關的研究也發現，店址評估與商圈調查的結果並沒有很大的差異，最

主要的不同是商圈是以區域來進行調查。且本研究發現 F 電信在展店實務流程上雖是

誠如學者羅力仁（2002）所言，先進行商圈的評估再往行展店位址的評估，然而商圈

的評估多有鄰近店家產值、商圈消費力、指標商店家數….等等客觀的評估因素可輔

佐判斷與決策。評估完商圈後，反觀店址評估雖影響的因素與條件眾多，然而仍無客

觀且統一的標準可依循。本研究將逐項探討可能影響的因素後再於下一章節討論如何

建立客觀的評估標準。本研究同步引用學者許英傑（2007）統整之國內外學者的店址

影響因素，並研究整理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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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店址評估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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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各學者所談之店址選擇因素，又可加以分類為四大類型，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店址評估因素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上述所討論的商圈與店址選擇相關文獻中可發現，評估與選擇正確的商圈對

展店策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步驟；而商圈的評估與選則攸關了未來顧客人數的多寡以

及未來顧客的人口統計變數、如何滿足顧客的行銷策略或是其他開店的要素，對於企

業在店址選擇、商店管理及相關行銷策略規劃上也是非常的參考指標，簡言之，也就

是攸關展店是否能成功的重要因子。本研究也將於下節中探討展店成功因素以建立完

整的店址評估架構。 

另一方面，關於展店相關文獻中的研究方法，一般在相關研究上大多集中在展

店區域位址使用量化方式來研究出展店重要的變數以及推導出預測的數學公式。不過

也有一些學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學者傅敏誌（2000）提出人稀地廣區域使用數

學公式計算可推導出接近現實的結果，然對於人口密度較高且地理範疇較小的台灣並

不適用。張以潔（2011）也提出店址選擇依其目標與資源限制或現實情況而決定。不

一定要設立於人口密集或繁華的商圈之處。本研究在統整各學者的不同建議與觀點後

發現，國內外皆對展店架構、流程之相關研究為數不多，也無明顯的共識或趨勢。然

而於實務界，各家企業皆有展店策略架構與實際資料，因此本研究者將整理與比較學

界與實務界之展店架構，並根據兩架構與 F 電信的實際狀況調整出 F 電信所適宜使

用的展店架構與流程。 

（一）學界研究之提出之展店相關架構 

台灣學術界內較具參考性之展店架構始於 2004 年時由盧泊均所提出，因此與近

期的相關研究相比，其主要依市場分析做為店點拓展策略的規劃基石，當然其分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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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也較為單純簡單一些。其研究中所指的市場分析包含了場定位與邏輯分析，而其展

店佈點策略的考量因素包含了拓點店數決策、拓點範圍選擇，開店最適條件的制定、

商圈設定及拓點型態決策，拓點網路連結規劃…等等。且經濟部所提出支架構，其研

究對象乃是以美髮業的連鎖店點為研究樣本，雖非本研究的研究標的，但也是台灣展

店策略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此仍有其參考價值，其研究架構如下圖 2-2 所示。 

 

 

圖 2-2 展店因素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1997）、盧泊均（2004）。 

 

上個段落所述的經濟部發展之展店架構是以市場分析為主要策略規劃的依據，

然而國內學者羅美煌（2002）有不同的見解，依其研究建議，認為拓展店點之前，企

業須先有整體經營策略，再規畫展店策略與做法，執行此步驟同時也須訂立展店規劃

中的營運面以及策略性目標，其策略性目標包含了市場佔有率、營業額、客戶滿意度，

如圖 2-3 所示。 

另外階段性展店的執行因子可以利用以下因素考量： 

1. 展開各影響因素前，須先參考公司的營運策略。 

2. 根據以往的營運經驗判斷出影響的因素。 

3. 與另外的經營策略目標互相搭配。於展店決策後，即可以透過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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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決策，並依此進行商店拓展或展店的動作。 

 

圖 2-3 展店模式圖 

資料來源：羅美煌（2002）、盧泊均（2004）。 

 

然而相較上述兩者的建議，學者盧泊均（2004）則有不同的見解，於其研究中

強調在產業越來越競爭的狀況下，也必須同時面對國內及來自國外的競爭業者，應先

建構並匯整出一套有系統與規劃的展店架構，之後再繼續探討相關的展店策略。並於

研究中強調若能藉此獲取經濟利潤，這對保持競爭優勢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本研

究針對盧泊均（2004）對於展店架構所提出的理論與研究分析其理論與電信業在展店

上可實際運用的內容架構如下圖 2-4： 

 

圖 2-4 電信業展店實務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盧泊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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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討論過展店架構後，盧泊均（2004）針對展店策略與流程，與另一學者傅

敏誌（2000）共同提出展店的策略與流程，其內容架構為先進行企業策略分析包括公

司經營方向及定位，然後再進行市場調查研究，評估是否適合進行展店。其展店的策

略與流程，統整並繪製如下圖 2-5： 

 

圖 2-5 展店的策略與流程 

資料來源：傅敏誌（2000）、盧泊均（2004）。 

 

如上述所討論的學術界的展店相關文獻，本研究發現學術界因無展店上的實務

經驗，但其對於市場的分析，策略的擬定等議題研究則研究的較為深入，學術界的展

店相關研究多以探討展店架構為主，對於展店流程的討論和研究則著墨的較少，亦可

於文獻探討中發現學術界的研究中多針對策略面與架構面討論與研究，較少討論實際

執行時需考量的議題與執行的程序。因此於下節中，將引用麥可國際憲政企管顧問公

司於展店分析的實際運作中是如何發展初期架構與程序，其提供的理論基礎較為貼近

展店的過程。本研究將整合學術界與實務界的觀點，以及透過 F 電信相關展店人員的

訪查，建立完整的展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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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界展店程序 

不論於各種產業或各企業中，因展店的細節可能涉及商業機密的洩漏，因此顯

少能夠看見由企業界所發表的與展店相關的研究或討論。即使如此，國內顧問界也會

因應各產業或各企業所面臨的現實狀況，整理出較為接近實務上操作的展店架構，如

此也不會有涉及洩漏商業機密的疑慮，亦能概略的了解實務界的實際概況。不過，遊

顧問公司所整理的研究數量仍不比學術界所闡述與研究的結果來的眾多與完整。而在

顧問界的研究中，統整的較為完整的是憲政企管顧問公司（2014）於 2014 年為各企

業診斷展店實務中所使用之架構，其展店的架構同時包含了策略面、市場面與實務面，

其中策略面所考量的是公司策略布局、市場面係指城市評估、確立商圈、劃分商圈類

型與業態、分析商圈內容…等等，而實務面則包含了繪製商圈地圖、蒐集外部環境與

商圈調查資料、商圈評估、地址評價…等等。而依其研究所建議之展店實務架構統整

如下圖 2-6 所示： 

 

圖 2-6 展店實務架構 

資料來源：憲政企管顧問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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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研究架構，雖在展店架構中同時考量了策略面、市場面、與實務面的影

響，然而也與學術界的研究相同，仍缺乏對展店各工作與流程的執行步驟與做法。而

憲政企管顧問公司則逐一定義了各展店細項工作的執行步驟、實際作法與負責人員，

其定義之各工作的執行步驟、實際作法與負責人員統整如下表 2-7： 

 

表 2-7 展店執行表 

   

資料來源：憲政企管顧問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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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展店成功因素之探討 

成功因素的定義為能夠直接導致一個事件成功的關鍵條件與因素，通常用以探

討企業策略與產業特性間的影響關係，最被廣泛應用的即是在結合本身的競爭能力

（Competence），以及對應的產業或市場中對於營運成功的重要影響因子（即成功因

素），並以這些因子獲得目標制定的績效或是達到企業所制定的其他策略性目標。成

功因素也是目前許多探討策略方面的理論基礎，且國內外皆有許多的研究也以此為研

究的基礎理論，用以探討企業成功的相關因素或達成目標的重要因素。 

一、成功因素的來源 

展店成功因素，其概念的應用源自於應用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

簡稱 KSF）於展店的探討中。這個理論起源於於 John R.（1999），該學者並將其觀念

應用於管理及談判的運作；之後也被應用於管理決策的研究上，始於 Barnard 於 1948

年所提之研究上，Barnard（1948）於其研究中提出所謂的決策分析架構，也就是在

分析出成功因素。此外，Daniel（1961）也在其「管理資訊的危機」研究中提出多數

產業都至少具有多項的成功因素，而這些成功因素是透過分析，辨視與抉擇的過程。

這些成功因素一般至少有三至六項與產業成功有直接關聯。若一個企業欲獲得成功，

或是欲達到公司所制定的目標，則必須在這些要素上有嚴謹的掌握與控制或是能夠獲

得卓越的效果。自此之後，成功因素的概念成為資訊系統設計時常被用以參考的重要

理論基礎。而日後也慢慢地從資訊系統設計領域擴散至企業管理的領域當中。多數的

文獻皆用此討論企業欲獲得成功或達到目標，其主要影響的的成功因素為何。 

如上段所述，因 Daniel（1961）於其研究中「管理資訊的危機」應用成功因素

的概念，導致早期的研究文獻多集中於管理資訊系統的領域中，較少於其他領域應用。

但近年來策略的研究漸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也隨著「策略」觀念的興盛，近期學術

界也逐漸在研究成功因素時，從「策略管理」的觀點切入與探討，其研究內容幾乎是

探討若企業欲獲取成功，其影響的成功因素為何。綜上所述，不管用那種範疇或是那

種角度來探討並分析出成功的因子，其概念與目的都是相近的，主要都是先找出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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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成功的因素，並將焦點放在這些成功因素中，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達到成功的目的。

而本研究發現多數的展店相關研究中亦延續這樣的觀念，先找出其最重要影響展店成

功的因素，並將焦點放在這些成功因素中，最後並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達到展店成功的

目的。 

二、展店成功因素的相關定義 

自從關鍵成功因素被提出討論後，國內外的學術界，相繼有多位學者持續的深

入探討成功因素的研究並加以定義，雖在各領域所應用的觀念是ㄧ致的，不過在不同

的產業領域有不同的應用，因此定義也並不完全相同，因此本研究將整理彙整各文獻

與學者所提出之定義，並定義將成功因素應用於展店領域並使其達到產能最大化之研

究架構即為展店成功因素。於國外研究的領域，Daniel（1961）首先探討所謂成功因

素為一個企業將某些重要的工作經營得特別好因而導致成功的結果。Rockart（1979）

也相去不遠，其研究中指出成功因素是找到某些關鍵的領域，若能提升這些部分的績

效，也可以直接的提升企業的營運績效。所謂特別領域乃一個企業欲成功時所必須強

力經營的領域。若企業欲達到公司設立的目標並能夠持續的成長，必須透過對這些領

域中的成功因素加以提升與加強，否則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另外，從 Rockart（1979）

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成功因素定義並不包含了總體、產業或市場環境等的影響因素，

其定義多著墨於企業內部的某些特定領域。此外，本研究發現 Boynton and Zmud 

（1984）於研究中所提出的成功因素定義已經可以彌補上述 Rockart（1979）研究中

定義不足的部分，Boynton and Zmud （1984）認為成功因素是指企業本身想要達到

成功的績效，而必須特別加強，設法提升，包含了企業在現有及判斷在未來需要特別

關注的營運要件及要素。簡而言之，Boynton and Zmud（1984）的定義除了強調成功

因素的重要性之外，較其他文獻僅考量現在的成功因素，其定義更涵蓋了影響未來的

成功因素，其目的即是為了使企業的營運與經營更有前瞻性，而此步驟對於策略規劃

也有正面的意義與進展，並給予後續研究在應用成功因素於策略管理上另一個不同面

向的參考建議。另外，Aaker （1984）則認為企業要維持長期的競爭優勢，必需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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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或因素，這些條件或因素企業若能經營的突出，必是將成功因素經營得出色，

也是該企業關鍵競爭能力。Hofer and Schendle （1985）則指出成功因素在企業營運

的過程中會直接影響其結果的變數，同時不同的產業則會有不同的影響結果之變數。 

關於國內學者的看法，首先探討著名策略管理學者吳思華（1998）的研究，從

其研究中的產業與企業面的定義指出，成功因素即是在產業內與競爭者競爭時，為達

到成功目的，所必須完善備妥或維持的技術或資產。判斷是否備有競爭力的方法，可

藉由分析成功因素與相對的企業的優勢配合之情況判斷，若在成功因素上有圖出或卓

越的表現，則企業即具有競爭優勢。國內學者吳青松 （1992） 對於成功因素的定義

是從企業策略與決策面向提出，其認為企業為營運成功所須把握與維持的因子或範圍

即為成功因素，也能有效幫助企業制定有效的策略，並依其開始執行程序。黃營杉

（1993）對於成功因素的定義則從競爭能力與競爭優勢間的關係而來，他認為該產業

中最重要的競爭資產或競爭能力，就是這個產業的成功因素，持久地建立競爭優勢的

唯一方法即是妥善經營成功策略，否則即使規劃了完善的營運策略，但在成功因素上

卻缺乏成效，或無法好好維持，可能無法持久的維持競爭優勢。此外，日本策略學家

大前研一（1984）也指出，策略家尋找策略優勢的途徑中，其中之一即為成功因素，

首先確認該產業中的成功因素，再將企業資源集中投入成功因素中，就能從中取得競

爭優勢，藉此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大前研一（1984）在對產業評估成功因素時，其

考慮的內容包括產品變化、生產設施及科技、銷售人力、應用工程、、原料來源…等

等，同時也包含了配銷服務與配銷網路。從上述所整理的文獻可知，各領域討論的成

功因素，雖然不同的研究領域和探討角度，或是不同的產業對定義也有差異，但其目

的與成功因素的意涵是一致，因此也並不影響其研究精神與觀念，簡言之，無論如何，

成功因素指的即是，為了求得競爭優勢與達到成功，所須特別重視的條件與因素。關

於各學者對於成功因素的相關定義統整如下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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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8 成功因素的定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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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功因素的特性 

在制定成功的策略時首先是在規劃策略前收集大量相關的資料並加以分析。但

能在為數眾多的訊息中找出對策略執行有幫助的成功因素並非易事，所以在收集與解

讀訊息前，必須先完整掌握成功因素的特性，才能正確篩選出有效的因子。本研究依

參考 Ferguson and Dickson （1982）提出的成功因子特性如下： 

1. 因為成功因素將會顯著影響企業的目標達成，也可能進一步影響企業的存

亡，因此，這是在公司企業內外部都須非常慎重處理的因子， 

2. 舉凡對企業有重大影響的某些事件或狀況皆是重要的成功因子，同時也是

企業須留意的狀況或事件。 

3. 對企業可能造成明顯影響的因子，不論正面或負面影響皆是，且來源常來

自內部因子及外部因子。 

4. 若企業小心經營這些成功因素，可以降低突發的風險或是造成機會的可能

錯失。 

5. 確認這些成功因素的方式，可以透過企業各類領域的評估，包括企業經營

策略、企業的內外部環境、企業可掌握資源、或是其他。 

然而，關於成功因素的特性，各學者皆有不同的見解，本研究發現 Aaker（1984）

所提出在考慮成功因素時需注意之特性，雖與 Ferguson and Dickson （1982）不相同，

卻有互相彌補、相輔相成的效果，因此本研究統整條列如下： 

1. 受產業、產品、市場的影響，而會有不同的成功因素。 

2. 若沒有瞭解成功因素改變的趨勢，可能會蒙受損失，因此成功因素須考量

未來發展的趨勢。 

3. 隨產業生命週期之演變，成功因素也會隨之不同。 

4. 成功因素會因時間的演進而改變，也會因產業的特性有所不同。 

5. 企業都會面臨資源的限制，因此企業管理者只能把資源投注在關鍵的事物

上，這些關鍵或特定的事物即是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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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參考國內學者林金賢 & 林明宏（2012）之研究，整理成功因素所

具有的特性整理如下: 

1. 成功因素不會一成不變，隨著時間的變化也會因而改變。 

2. 在不同的市場、不同的產業、不同的產品，成功因素也會有所差異。 

3. 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會影響成功因素。 

4. 企業若未掌握成功因素前就投入產業競爭，可能無法達到目標。 

5. 隨產業生命週期的改變，成功因素也隨之變化。 

6. 企業資源不宜分散，須集中於成功因素。 

7. 企業致力於使成功因素形成策略基礎前，須對其有完整了解。 

綜合上述討論之文獻，本研究發現，影響成功因素挑選的變數眾多，在不同的

產業及環境會有不同、在不同的時間或空間也會有不同空間不同產生的差異、甚至不

同領導者的管理風格或個人特質也會不同。同時於文獻中發現，企業在挑選與確認成

功因素時需特別注意不宜過多，因成功因素旨在集中企業資源於重要且對企業期望結

果有重大影響的因子，避免過多的成功因素亦是避免分散企業資源，以免事倍功半的

狀況發生。另一方面，就企業內部與競爭環境而言，成功因素同時也能偵測企業內部

跟競爭對手，並依此來進行策略調整的工具。 

四、成功因素的萃取方法 

前幾節所描述的都是成功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對企業而言，在實務上仍有很多

的限制需考量，例如：企業的資源是有局限性的包括人力資源，時間成功，企業資本

及其他方面，無法每一項資源都無止盡的投入，且每一項資源對企業而言都是成本的

支出，因此資源的配置對於企業能否在有限的資源下達到企業所設定的目標有很大的

影響，若能萃取及組合出成功因素及資源的運用，就能極大化資源的效益能，因此如

何找尋成功因素是實務上執行時的首要之急，其次，即是需要找出資源投入成功因素

的最適組合，如此才能在有限的資源下達到最有效率的效果，因此本節將進一步探討

如何應用現有的研究方法萃取重要的成功因素，並於下節中討論如何衡量成功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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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最後做為資源投入的依據。 

在討論成功因素的衡量方法之前，本研究先介紹如何列出成功因素，依 Rockart

（1982）所述，成功因素的萃取，可以從下列幾個面向來進行，並在萃取後依研究方

法來選擇與排序重要的成功因素： 

1. 個別產業結構。 

2. 環境因素。 

3. 突發事件。 

4. 競爭策略、產業地位及地理位置。 

然而，Rockart（1982）所提出的成功因素萃取方法則是依產業、目的…等等眾

多可能影響的變數而有所不同，因此僅提供研究者一個發想的方向與架構，成功因素

的萃取則是要依現實狀況而調整。 

在討論萃取成功因素的方法後，本節將接續討論如何選擇與排序成功因素，此

部分亦是本節討論的主要目的。Hofer & Schendel（1978） 曾指出，依照下列五個步

驟依序進行即可找尋成功因素： 

1. 產業的競爭環境與成功因素息息相關。 

2. 給予每個成功因素不同的權重，並依其重要程度判定。 

3. 對成功因素給予不同的評比，是依其競爭激烈的程度給定。 

4. 可依每一個因素的權重計算分數。 

5. 優先順序是依每一個因素與實際狀況核對而得的。 

 

相對於 Hofer & Schendel（1978）提出的循序漸進步驟，Bullen ＆ Rockart 則

主張採用相關人員的意見與經驗，並認為透過訪談從各階層的日常工作中找出重要且

具影響力的活動。藉由客觀訪談相關部門主管與展店的相關人員，依照管理流程，先

確定任務及目標，再根據相關展店人員的需求與過去的經歷提出個人所認知的成功因

素，再經由剖析與挑選，找出與目標相關的成功因素，並對其排列順序，用來決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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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資訊流通或企業活動的發展，使資源能夠具效率的配置於成功因素中，同時建立

指標來衡量實施成效。因 Bullen ＆ Rockart 也主張透過訪談找出成功因素，因此本

研究統整秦建文（2002）所提出的訪談法執行步驟如下： 

1. 釐清與確定目的：目的在於了解受訪對象的目標、任務、組織…等，並依

其回答彙整出目標所需要的成功因素。 

2. 行前準備：事先通知受訪者，亦先閱讀相關資料，熟悉受訪者的環境背景，

並提供收集而來的參考資料，也演練訪談的過程，最後也須推估可能答案。 

3. 正式執行：請受訪者描述其任務與角色前，須簡述成功因素的定義。 

相較於上述的研究觀點，何雍慶、黃淑琴（2002）更重視量化研究的重要性，

並指出廣為使用的確認成功因素方法有下列幾種： 

1. 迴歸分析法。 

2. 因素分析法。 

3. 德菲法（Delphi）。 

4. 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5. 相關分析法。 

另外大前研一（1984）則主張從市場面找出成功因素，包含整個市場的研究與

對競爭對手的比較，並且在「策略家的智慧」一書中探討了二種確認成功因素的步驟

與定義： 

1. 市場剖析法： 

(1) 透過產品、顧客、市場等構面，把市場剖析成各個區隔。 

(2) 確認與認清具有策略重要性的區隔市場。 

(3) 發展區隔市場的市場、顧客與產品策略，之後也須分配執行時的職責。 

(4) 最後由公司層面來決策資源投入區隔市場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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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法： 

大前研一（1984）提出，比較法是比較成功與失敗企業之差別，並挖

掘造成此狀況的原因。此外策略家須逐一檢視每一個營運的小環節，從原

料取得，原料配送，產品製作，行銷活動，配送銷售以及售後服務…等等，

逐一盤視流程才能確保逐一盤點了影響企業的成功因素，。 

相較於大前研一（1984）從市場分析層面著手萃取成功因素，著重於策略管理

的國內學者司徒達賢（1995）則是認為應從策略與產業的分析層面來找出成功因素，

並在策略管理書中曾介紹如何應用策略矩陣。透過策略矩陣在不同構面的分析的六大

構面並以策略矩陣的分析，以產業與策略的觀點找出產業成功因素。 

大前研一（1984）與司徒達賢（1995）分別從產業與市場面來分析成功因素，

事實上，不論從產業或市場面分析，根據企業本身條件、市場的狀況、產業環境的特

色…等等，找出成功因素。Leidecker ＆ Bruno（1984）建議成功因素需同時從產業

特色、市場狀況與公司本身的條件等三個構面來確認成功因素，Leidecker ＆ Bruno

（1984）更進一步提出八種分析方法，即可涵蓋產業特色、市場狀況與公司本身條件

等三個構面的思考，本研究將 Leidecker ＆ Bruno（1984）所提的八種成功因素確認

方法統整如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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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成功因素確認方法 

 

 

資料來源：Leidecker, J. K. and Bruno, A.V.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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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功因素的衡量方法 

雖然各國對成功因素的實證或研究非常多，但各篇研究所討論的角度皆不同，

衡量成功因素的研究方法亦互異。本研究發現衡量成功因素的研究方法眾多，且包含

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其中常應用於成功因素衡量的質化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法與

德菲法，而常應用於成功因素衡量的量化研究方法為因素分析法與分析層級法，本研

究將逐一探討上述四種研究方法的定義，操作方法、優點與缺點，據以作為本研究在

研究方法以及選取影響展店的因子的重要參考，同時選擇出最適合本研究的衡量方法，

關於上述四種衡量成功因素的研究方法之定義、操作方法、優點與缺點將分述如下： 

（一） 個案研究法 

1. 收集成功因素：利用文獻回顧或相關人士訪談，以瞭解研究標的，並進一步

找出所有可能影響的成功因素。文獻閱讀範圍包括： 

(1) 網際網路上的分享資訊。 

(2) 學術期刊與學術書籍。 

(3) 國內外的各級學位論文。 

(4) 相關人士訪談。 

2. 歸納整理出成功因素：經由文獻回顧與歸納，或是與相關人士的訪談討論，

並依研究的目的與架構，歸納及萃取出影響本研究主題的成功因素。 

3. 專家訪談：拜訪業界的專家，針對歸納出的成功因素進行深度訪談，進而對

成功因素的內涵有更精確的了解同時也了解產業間不同的特性。 

4. 結論的推論：依照成果因素及結果進行說明及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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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菲法（Delphi Method） 

德菲法為 Dalkey 與 Helmer 於 1963 年所提出，透過持續的整理專家的

意見而產生群體決策的方式，其主要精髓亦是收斂與統整各專家的意見，然

而此方法需特別注意易受意見領袖的效應影響。德菲法的執行程序整理為五

個步驟（秦建文，2002）： 

1. 設計問卷： 

德非法的問題設計形式並無定論，通常是讓受訪者於兩極的情形間

做出一個選擇，也有設計為開放性問題的方式。而訪問的形式也會影響

問卷的長度，通常 25 個題目是理想的德菲法設計（Johnson，1976），

但也有學者認為應低過 20 題才適合(Extes &Kuespert，1976）。在設計

完問卷後，為避免有誤，須自行先進行預試、修正用字、確認問題的可

行性，最終目的是避免認知差異或是語意不清，令受訪者模糊。 

 

2. 設立專家小組： 

德非法中訪問的專家是否適合將會顯著影響研究的成果，因此專家

是此方法種最重要的一環，。對於專家小組的人數，目前並無明確的定

義，然而 Johnson（1976）則建議專家人數以 10 人到 15 人之間最為合

適，一般在實務上的操作亦是以 10 人左右或是 10 人以上組成小組最為

常見。 

3. 調查與分析： 

德菲法須透過幾個回合問答，直到達一定程度共識，第一輪開始前，

須讓專家充分了解調查方式，確認專家們都清楚理解後，透過問卷徵詢

意見最後收回整理。第二輪開始，先告知第一輪中結果，再次發放問卷，

進行第二輪填寫，依此方式進行，直到意見收斂為止。特別需注意的是，

為避免相互受到影響，專家與專家之間不互相討論，避免被他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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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饋意見與交流： 

意即每一回合都將上回合的意見彙整並附上。依 Bowden（2006）

觀察回饋的用意如下： 

(1) 分享給多數人知道更多訊息，而不是只有少數人才知道。 

(2) 為改善預測的正確性，也透過資訊的傳佈修正而得。 

(3) 透過理解他人的建議，回饋的方式也能激發其他成員的思考。 

5. 達到共識： 

當專家之間的意見間隙極小化時亦即此方法停止的時機，此時也就

是可以得到一致資訊。 

（三） 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是把相互關聯的變數縮減為數量較少且變數間相互獨立的因

素。因為有影響各互為相關變數間之基本因素存在，因此本方法的作用是在

找到共同的基本因素。 

（四） 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Satty 於 1970 年首創了學界一套多準則決策方法，此方法即為分析層

級程序法。其決策方法的精髓即是透過彙整專業學者或訪談者的意見後，將

其相關的意見與複雜的問題建立起層次分明的分析層級，再根據專家透過問

卷回饋的的評估結果，而計算各層次的組成元素對上一層次某一元素的優先

程度或貢獻程度。時至今日，AHP 已日漸成熟，通常應用於規劃、資源分

配、預測及投資組合等方面，皆為學界廣泛的應用與討論。 

    （五）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在篩選成功因素時，多內外學者也經常採用相關分析可衡量兩變數間

相關程度的指標－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相關內容在下節再做

詳細說明。 

 



 

37 
 

   雖然國內外的成功因素分析多應用於企業經營層面，但為達到經營成功，而粹取重要的

成功因素，其精神與觀念與 F 電信對於展店的策略規劃是一致的。另外相關分析可直接分析成

功因素與產值的相關程度，且本研究將採用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用以探討電信門

市展店之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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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統計分析 

本研究透過相關係數分析，以計算展店因素之權重，進而推論展店因素對於產

值之重要度；最後再透過迴歸分析，提出電信門市產值預測模式推導結論與建議，以

應用在電信門市展店管理。的基礎理論，用以探討企業成功的相關因素或達成目標的

重要因素。因此本節針對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進行探討。 

一、相關分析(collelation analysis) 

在經濟學中，通常會想探討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因此會用兩個隨機變數之間

的共變數(convariance)和相關係數(correlation)回答。相關分析(collelation analysis)是分

析變數間關係的方向與程度大小的統計方法；相關係數是用來顯示隨機變數之間的相

關程度之統計指標，相關係數是以兩個隨機變數與各自平均值的離差乘積做為兩個隨

機變數之間相關程度的指標，亦即以積差的方法計算出之結果即是相關係數。兩個隨

機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衡量隨機變數間線性相關的程度。與共變數不同的是，相關係

數必定介於-1(負相關)和 1(正相關)之間。其代表兩個隨機變數之關係如下所示： 

1. 當 r>0 時，代表兩隨機變數之間呈現正相關；而當 r<0 時，則代表兩隨機變

數之間呈現負相關。 

2. 當|r|=1 時，代表兩隨機變數呈現完全的線性相關；而當 r=0 時，則表示兩隨

機變數之間並無線性相關。 

3. 當 0<|r|<1 時，即代表兩個隨機變數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線性相關，當|r|

越接近 1 時，則代表兩個隨機變數之間呈現高度相關；當|r|越接近 0 時，則

代表兩個隨機變數之間呈現低度相關。 

4. 當 0.7≤|r|<1 時，代表高度相關；0.4≤|r|<0.7 時，代表顯著相關；而當|r|<0.4

時，則代表低度相關。 

依據兩個隨機變數之間不同的相關結果，其配適度檢測即相關係數的平方(R²)

依表應變數的變異性中由自變數所解釋的百分比，亦即所謂的判定係數。線性相關（判

定）係數代表兩變數間線性相關關係的統計指標；非線性相關（判定）係數則代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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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間曲線相關數；複相關（判定）係數則代表多元線性相關關係的統計指標。目前

最被常用的則是線性相關（判定）係數。 

        二、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迴歸分析是用來分析一個或一個以上自變數與應數數之間的數量關係，以了

解當自變數為某一水準或數量時，應變數反應的數量或水準。自數變數量為 1 時稱為

簡單迴歸分析(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而自變數數量為 2 或大於 2 時則稱為多元

迴歸分析(Mulitple Regresson Analysis)。多元迴歸分析是由 Pearson（1908）基於線性

迴歸的運算方式與基礎所提出的，多元迴歸分析同時具備篩選自變項的功能。 

在統計學中，線性迴歸是利用最小平方差異法對一個或多個自變量和應變量之

間關係建模的一種迴歸分析。這種函數是一個或多個迴歸係數的參數線性組合。在線

性迴歸中，數據使用線性預測函數來建立模型，且未知的模型參數也是通過數據來估

計。於學術與產業界中，最被廣泛應用的線性迴歸模型是給定 X 值後，推論出的 Y

條件均值做為 X 的線性函數。線性迴歸是迴歸分析中第一種經過嚴格研究並在實際

應用中最廣泛被應用的技術與工具。主要被採用的原因為線性依賴於未知參數的模型

比非線性依賴於未知參數的模型更容易擬合，而且產生的估計的統計特性也更貼近現

實狀況。線性迴歸分析多數以最小平方差異法來推導，但亦可以其他技術來推算，例

如最小絕對誤差迴歸，或是最小化平方損失函數。線性迴歸於現實研究中用途相當廣

泛，本研究主要採行的應用範疇如下： 

一、以預測做為研究的標的，線性迴歸可以用來針對多個自變數的 X 值來發展

出一個預測模型。當完成這樣一個模型以後，對於一個新增的 X 值，在沒

有給定與它相配對的 Y 情況下，可以用此模型預測產出一個 Y 值。 

二、設定一個應變數Ｙ與數個自變數 X1,...,Xp，這些自變數與應變數 Y 的相關

程度不一，線性迴歸分析同時亦可用來量化應變數 Y 與各個自變數

X1,...,Xp 之間相關性的強度，亦可評估出與應變數 Y 不相關的自變數為

何。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B%B2%E7%BA%BF%E7%9B%B8%E5%8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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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展店的評估因素及架構，然後透過研究分析出展

店的主要因素；最後透過相關係數分析，以計算展店因素之權重，進而推論展店因素對於產值

之重要度；最後再透過迴歸分析，提出電信門市產值預測模式推導結論與建議，以應用在電信

門市展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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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首先是論述本研究的觀念架構，說明本研究的概念內容，再來則是針對研究變項

加以定義，並對資料蒐集的項目予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透過文獻回顧發現，成功因素是各行各業探討展店成功因素時常使用的理論架

構，透過成功因素可清楚定義展店相關因素的來源、構面，並透過其他研究成功因素

的研究方法萃取出的成功因子，以達到簡化與精準化展店預測模型的目的。 

然而，研究成功因素的分析方法中，一般有相關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因素分

析法、德菲法等，大多採用相關分析法，也有部份使用因素分析法，使用該法一般是

在樣本數較多且容易進行抽樣問卷分析，另外一些研究使用個案研究、AHP 法或德

菲法等。運用相關分析來萃取影響成功的那些共同基本因素，利用相關分析亦可找出

各店型間共同的影響因子，可客觀的簡化店型的分類；另外，為達到企業展店的資源

投入最佳化，相關分析可進一步了解各區隔市場展店的共同基本因素。 

因此，本研究以F電信業者85家直營門市為例，以成功因素的篩選為理論架構，

利用展店選址相關文獻與 F 電信之展店地點審查單篩選出店址選擇因素，並應用相關

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藉以計算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來了解各門

市店址選擇因素的優劣權重，再導入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建

構預測店點產值的模型，最後再驗證該模型之準確度，比較建立預測模型前後之差異。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架構亦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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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確立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探討其他產業展店評估因素 

田野調查收集相關資料 

店點類型分類 

篩選評估店點因素 

相關係數計算評估店點因素權重 

迴歸分析建構產值預測模型 

驗證可信度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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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乃使用個案研究方法進行，對於研究對象，係選擇國內知名之 F 電信業。個

案研究對象的選擇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電信業者。 

二、備有直營門市。 

三、有在展店。 

四、有門市發展策略。 

上述條件一、條件二將有助於研究有效性的提升，而條件三、條件四則是用來加強

本研究之主題『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的深入性，在以上四項選擇條件下，

最後選擇了 F 電信，進行田野調查，以發掘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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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田野調查研究方法 

在「策略家的智慧」（The Mind of the Strategist）一書中，大前研一（1984）使用市場

剖析法來確認成功因素，其執行步驟敘述如下： 

1. 區隔市場:把市場以產品及顧客(市場)加以切割成區隔的市場。各個市場各以不同

的產品或客群加以區隔。 

2. 確認市場:確認及鎖定那個區隔的市場為策略的目標市。 

3. 資源分配:在不同的市場區隔發展不同的產品與經營策略，最後由公司在資源分配

中決定區隔市場資源分配的先後順序，再進行職責分配。 

於大前研一（1984）提出的市場剖析法架構，本研究將利用田野調查法確認各區隔市

場的用戶屬性、選址重點與各區隔市場的分類與定義。本研究訪查店家包含北中南三個區域，

共 85 家門市。收集資料的方法包含： 

1. 實地訪查環境。 

2. google map 勘察環境。 

3. 相關展店人員訪談。 

4. F 電信展店店點評估表。 

5. Ｆ電信展店標準作業流程。 

為了讓受訪者暢所欲言，能讓問卷調查的內容有結構性，針對核心問題來回答，以避

免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有漫無目的或隱匿的情形產生，本研究是以半結構式的問卷調查大綱

為主軸來進行問卷調查程序與內容。調查的流程為，首先將確認研究問題、樣本、個案訪談

的時間，次第在開始編製訪談問卷，然後再確認樣本，最後開始進行個案研究。在進行個案

訪談時，為提升回答有效性，在個案訪談表內，會保證絕不對外公開其相關資料，接下來在

個案訪談表回收上，並設法掌控整個填寫個案訪談表對象的回收方式，在回收的過程中，以

不干擾受訪者的環境下進行，針對個案訪談表所提的問題來做有效性、開放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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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之訪查工具發現，電信門市不同店點的來客屬性亦不同，依各地區業務經理

與展店相關人員之主觀分類與判斷可區分各種不同類型的店型，並無明確的針對店點與商圈

的分類作清楚的定義與分類；另外，F 電信的展店評估表中將所有店型的商圈皆區分了主要

商圈與次要商圈，而主要商圈與次要商圈的分類，共把店點區分為十六類店型，例如：同一

店點主商圈為商圈型，次要圈為住商混合型…等共十六種組合。鑒於該電信的展店評估表的

店點分類並無客觀的標準與規則，以及店點的類型過多，難以逐一討論發展產值預測模型，

本研究將透過相關分析，將影響因子雷同的店點歸為同一類店型，依其計算結果區分為商圈

型與住商混合型，並將兩者店點之定義與顧客屬性，整理如表 3-1 及 3-2，並明確分述如下： 

商圈型店點：定義為平均人潮數量高於平均車潮數量 0.5 倍以上，且門市為不利停車

的店點。此類店點多位於繁榮的商圈內。人潮性店點的來客多為走路行人居多，且多為非目

的性的逛街客。 

住商混合型店點：定義為平均人潮數量低於平均車潮數量 0.5 倍以下，或是平均車潮

數量高於平均人潮數量，亦或是不達上述條件但停車便利的店點。此類店點多位於住商混合

區或是繁榮商圈的外圍。住商混合型店點的來客涵蓋走路的行人與開車/騎車族，且多為目

的性的來客。 

 

表 3-1 客戶屬性與選址重點 

店點類型 客戶屬性 選址重點 

商圈型  非目的客。 

 目標客群為商圈的消費群。 

 吸引商圈消費族群進店消

費。 

住商混合型  目的客。 

 目標客群為周邊住戶與過路

客。 

 提高附近住戶對店點的印

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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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店點分類定義 

店點類型 商圈型 住商混合型 

 

 

定

義 

來店方式  走路。  開車/騎車/走路。 

人/車潮比例  人潮高於車潮 0.5 倍以

上。 

 人潮低於車潮 0.5 倍以

上。 

停車便利度  無法店邊臨停。  可店邊臨停。 

商圈位置  位於商圈內。 

 （不包含商圈周邊） 。 

 非商圈區域。 

 或位於商圈周邊。 

範例  台北東區店（東區商

圈） 。 

 台北文林店（士林夜市商

圈）。 

 台中一中店（一中夜市周

邊） 。 

 三重自強店（住商混合

區） 。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另外，為了解 F 電信評估店點時考量之構面，本研究匯整該公司現行之展店地點審查

單，將該公司展店考量因素彙整如下： 

1. 立地環境簡述：包含主要商圈類型、次要商圈類型、周邊集客點（包含食衣住行

等連鎖商店或聚集客效應之設施）、競爭調查（包含周邊同為 F 電信通路之門市家

數、競業家數與傳統通訊行）。 

2. 店面明顯度：包含店面面寬、是否為三角窗、可否懸掛帆布招、可否懸掛招牌架

等等。 

3. 交通便利度：包含店點路寬、店點方位（商圈路段陽面或陰面）、停車便利度等等。 

4. 人/車潮調查：包含平日/假日，上午/下午之人/車潮數量。 

5. 租賃條件：包含每月租金總額、營業面積、總承租面積、押金、免租期、租約期

間、租金調幅、仲介公司與仲介費等等。 

6. 預估產值：包含營運 9 個月後之門號數/帳單數、Breakeven 目標、EBIT 目標、營

運 12 個月後之門號數等等。 

另外，隨著 F 電信發展大數據分析的技術日趨成熟，並考量電信業用戶的使用行

為會影響其購買決策，因此用戶對電信服務的使用行為與網路強度，也將加入此研究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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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 

透過第三章本研究所制定之研究架構進行分析及研究，同時依據相關文獻資訊之探討再

加上 F 電信之展店地點評估表，研擬出電信業者的門市展店位址選擇選所進行的評估準則，進

而進行相關係數之計算與分析權重，最後以迴歸分析推導出研究結果。 

在本章第一節中本研究將於門市選址評估因素中建立層級架構，第二節則敘述門市選址

評估因素與實際產值之相關分析，第三節則建構產值預估模型與準確度分析，第四節針對產值

預估模型的成效作探討。 

 

第一節 建立門市選址評估因素層級 

  依展店相關文獻、F 電信展店地點審查表、與相關展店人員訪談結果皆顯示，店點選擇主

要分為商圈評估因素與店點選擇因素兩大類，其中商圈評估因素又可分為商圈消費人口條件與

商圈競爭狀況；而店點選擇因素又可分為店點的周邊環境與店面的能見度。 

本研究依文獻探討、F 電信展店評估表與相關展店人員訪談之結果，將影響店址選擇因素

歸納為兩大構面與四大條件： 

構面一、店點選擇：可區分為店點環境與店面能見度兩大條件。 

1. 店點附近的環境條件：如，車潮、人潮、停車便利度…等等都納入店點

環境構面。 

2. 店面能見度：係指店面本身的能見度條件，如：店點的面寬、是否為三

角窗、是否有帆布招…等等。 

構面二、商圈評估：可區分為消費人口與競爭環境兩大條件。 

1. 消費人口是指店點所屬區域的消費人口屬性，如：人口數、F 電信市占

率、當地消費人口對於電信商品的消費金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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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爭環境是指於該店點附近競業的分布狀況，如：競業門市的家數、3C

通路或其他相關通路的家數、是否有群聚效應…等等。 

F 電信選址評估因素的層級及架構整理如下圖 4-1 所列，本研究並統整、敘述各因素之定

義如表4-1所示，另外依本研究田野調查發現，商圈型店點與住商混合型店點的顧客屬性不同，

因此本研究將對兩類店點分別估算評估因素之權重與產值預測模型。 

 

 

圖 4-1 門市選址評估因素層級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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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門市選址評估因素定義 

構面 條件 因素 定義 

店 點 選

擇因素 

店點環

境條件 

 車潮。  店點於尖離峰時段平均車流數。 

 人潮。  店點於尖離峰時段平均人流數。 

 路寬。  店點門口的道路路寬。 

 停車便利度。  店點附近是否有停車格或停車場。 

店面能

見度條

件 

 面寬。  店點的店面面寬。 

 三角窗。  店點是否位於三角窗位置。 

 帆布招。  店點是否有帆布招，及其尺寸。 

 招牌架。  店點是否有招牌架，及其尺寸。 

 方位。  店點之方位於商圈陽面或陰面。 

商 圈 評

估因素 

消費人

口條件 

 人口數。  店點所在地區的人口數。 

 用戶數。  店點所在地區的 F 電信用戶數。 

 市占率。  店點所在地區的 F 電信市占率。 

 標竿商店。 
 店點所在地區的其他行業標竿商店

家數。 

 商業密度。  店點所在地的商店家數與密度。 

 集客點。 
 店點附近的交通、公共設施等客點數

目。 

 通訊消費金額。 
 店點附近居民的通訊產品的平均消

費金額。 

 用戶流動率  此商圈用戶的電信服務流動率 

 用戶網路流量  此商圈 F 電信用戶的網路流量 

 用戶語音流量  此商圈 F 電信用戶的語音流量 

競爭環

境條件 

 F 電信基地台數  此商圈 F 電信的基地台數量 

 F 電信門市。 
 店點附近 F 電信的直營與加盟門市

家數。 

 相關通路。  店點附近 F 電信關係企業門市家數。 

 傳統通訊行。  店點附近傳統通訊行家數。 

 競業家數。 
 店點附近 F 電信的競爭業者門市家

數。 

 其他同類門市。 
 店點附近同類型門市家數（如 3C 通

路）。 

 群聚效應。  店點附近是否有電信門市聚集現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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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門市選址評估因素相關分析 

  確認門市選址評估因素層級架構與評估因素後，本研究將研究樣本之 85 家門市實際產值

與各評估因素做關聯性分析，其中商圈型店點為 19 家，住商混合型店點為 66 家，商圈型店點

進行相關分析後其結果如表 4-2 所列，住商混合型店點之分析結果則列於表 4-3。依相關係數

之定義，相關係數絕對值高於 0.4 則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挑選出有顯著相關之因素作為產值預估模型之影響變數，商圈型店點中有顯著影響

的因素為人潮數量、店點面寬、商圈用戶數、商圈內標竿商店、商圈內商業密度、用戶網路流

量、傳統通訊行家數與競業家數等等，其顯著影響之因素集中於商圈評估構面中的消費人口與

競爭環境。在住商混合型店點中有顯著影響的因素為人潮數量、店面面寬、用戶網路流量與集

客點，其顯著影響之因素集中於店點選擇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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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商圈型店點選址評估因素相關分析 

評估構面 評估條件 評估因素 相關係數 

店點選擇 

店點環境 

車潮 0.15 

人潮 0.45 

路寬 0.18 

停車便利度 0.02 

店面能見度 

面寬 0.52 

三角窗 0.13 

帆布招 0.12 

招牌架 0.02 

方位 0.00 

商圈評估 

消費人口 

人口數 0.13 

用戶數 0.43 

市占率 0.40 

標竿商店 0.66 

商業密度 0.63 

集客點 0.19 

消費金額 0.18 

用戶流動率 0.03 

用戶網路流量 0.55 

用戶語音流量 0.10 

競爭環境 

F 電信基地台數 0.11 

F 電信門市 0.17 

相關通路 0.16 

傳統通訊行 0.58 

競業家數 0.41 

其他同類型門市 0.08 

群聚效應 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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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 住商混合型店點選址評估因素相關分析  

評估構面 評估條件 評估因素 相關係數 

店點選擇 

店點環境 

車潮 0.02 

人潮 0.60 

路寬 0.17 

停車便利度 0.14 

店面能見度 

面寬 0.58 

三角窗 0.19 

帆布招 0.15 

招牌架 0.14 

方位 0.01 

商圈評估 

消費人口 

人口數 0.01 

用戶數 0.03 

市占率 0.03 

標竿商店 0.03 

商業密度 0.06 

集客點 0.44 

消費金額 0.01 

用戶流動率 0.03 

用戶網路流量 0.58 

用戶語音流量 0.08 

競爭環境 

F 電信基地台數 0.08 

F 電信門市 0.03 

相關通路 0.07 

傳統通訊行 0.01 

競業家數 0.02 

其他同類型門市 0.00 

群聚效應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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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構產值預估模型 

  計算出各評估因素之相關係數後，本研究挑選出有顯著相關之因素為模型自變數，且鑒於

指標類型的不同，以及其與產值的關係調整導入模型的方式，本研究統整指標類型，與產值關

係以及導入產值預估模型的方式，如下表 4-4 所示。當中發現在高度相關因子中，有部分因子

對產值有直接正相關影響，如：人潮、車潮、面寬…等，對產值有直接正向影響，將直接作為

量性指標，代入預測模型中；而高相關指標中另有部分因子是超過一定門檻才對產值有正向影

響，如：正三角窗對產值有直接正向影響，若為巷口三角窗則無顯著影響，此類指標本研究定

義為質性指標，超過一定標準才作為預測模型加分項。 

另外一種為只對特殊旗艦店有影響的質性指標，如：裝潢與是否位於商圈中心等等，則是

視為只對旗艦店加分的質性指標；另外關於低相關指標的部分，經與 F 電信展店相關人員討論

發現，競業家數雖為低相關的因子，但是否為重要因子則視競業的店點是否優於 F 電信，若 F

電信的店點位址優於競業則視為質性指標的加分項目，除此之外，其餘的低相關指標皆不列入

店點預測模型內。 

表 4-4 指標類型與產值的關聯性 

展店因素 與產值之關聯性 指標類型 加入產值預測方式 

低

相

關 

 通訊產品消費

金額、F 電信

相關企業…等

等。 

 相關性低, 加入模型

會影響準確性, 但仍

是重要參考資料。 

 不列入產值預測模型。 

高

相

關 

 人潮、面寬…

等等。 

 對產值影響與指標成

正比。 
 量性指標。 

 為量性指標，直接代入

產值預測模型。 

 裝潢、商圈中

心 

 本研究發現，若為特

殊裝潢店家或位於商

業中心店家，其產值

遠高於預測結果，因

此將此兩條件作為特

殊旗艦店的加分項。 

 質性指標 

 為質性指標，若為特殊

旗艦店則為模型加分

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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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依原迴歸公式所得之結果，雖 P 值小於 0.05 達顯著水準，但判定係數僅能解

釋 40%以及 42%的變異量，若依其並以其相關係數作為自變數權重導入迴歸分析建構出產值

預測模型，此調整版迴歸模型不僅小於 0.01，可達到顯著相關的結果，且判定係數明顯升高，

模型的解釋力明顯提升，因此本研究將利用調整版迴歸模型建構產值預測模型。兩者的迴歸分

析結果比較摘要於表 4-5，另外本研究將傳統的商圈型店點與住商混合型店點之迴歸分布則列

於圖 4-2 &圖 4-3 所示。依研究結果顯示，商圈型與住商混合型店點的 P 值皆小於 0.01，達顯

著相關。至於相關判定係數 R 平方之數據，兩者分別能解釋 58%與 62%的變異量。 

表 4-5 產值預估迴歸模型之研究摘要 

 
 P-值 

判定 

係數𝑅2 
迴歸方程式 

商圈型 

店點 

 

原版迴歸

模型 

0.047 0.4023 

Y=0.18𝑋1+0.03𝑋2+0.052𝑋3+0.021𝑋4+0.025𝑋5 

+0.031𝑋6+0.015𝑋7+0.003𝑋8+45.6 

（𝑋1=人潮; 𝑋2=面寬; 𝑋3=用戶數; 𝑋4=標竿商店; 

𝑋5=商業密度; 𝑋6=用戶網路流量; 𝑋7=傳統通訊

行; 𝑋8=競業家數） 

調整版迴

歸模型 
0.0099 0.5858 

Y=0.0111*(0.45𝑋1+0.52𝑋2+0.43𝑋3+0.66𝑋4+0.63𝑋5 

+0.55𝑋6+0.58𝑋7+0.41𝑋8)+50.6 

住商混合

型店點 

原版迴歸

模型 
0.043 0.4243 

Y=0.02𝑋1+0.01𝑋2+0.031𝑋3+0.022𝑋4+31.3 

（𝑋1=人潮; 𝑋2=面寬; 𝑋3=集客點; 

𝑋4=用戶網路流量;） 

調整版迴

歸模型 
0.0007 0.6298 Y=0.0042*(0.6𝑋1+0.58𝑋2+0.44𝑋3+0.58𝑋4)+44.4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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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商圈型店點產值預估模型之迴歸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3 住商混合型店點產值預估模型之迴歸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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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值預估模型之成效分析 

  F 電信原展店的預估模型中，是以展店區域的業務經理與展店相關人員以主觀與經驗判斷

展店後的預估產值，並以此數據評估投入的資金與是否要進行投資，其評估的過程較為主觀，

並且投資的金額短期無法回收，對 F 電信的企業營運有相當大的影響。 

本研究利用上述研究結果比較原展店相關人員主觀預測的產值（本研究稱為舊版預估門號

數）與本研究計算之客觀預測產值（本研究稱為新版預估門號數），並將其比較的結果分數於

下圖 4-4、圖 4-5 與下表 4-6 所示。 

依據其差異分析顯示，商圈型店點原預估產值整體平均差異率為 33%，本研究之預估產值

整體平均差異率為 10%；而住商混合型店點原預估產值整體平均差異率為 49%，本研究之預

估產值整體平均差異率為 14%。簡而言之，依商圈型店點之預測，本研究模型可以比主觀預測

提升 3.3 倍之準確率，而住商混合型店點則可提升 3.5 倍之準確率。 

表 4-6 店點實際與預估產值差異分析 

店點類型 商圈型 住商混合型 

店點家數 19 66 

平均門號數 87 64 

平均預估門號數 

舊版（F 電信預估） 113 87 

原版迴歸模型 93 72 

調整版迴歸模型 85 64 

平均預測差 

舊版（F 電信預估） 29 27 

原版迴歸模型 12 9 

調整版迴歸模型 9 4 

預測誤差率 

舊版（F 電信預估） 33% 49% 

原版迴歸模型 18% 20% 

調整版迴歸模型 10% 14% 

準確率提升比率 原版迴歸模型 1.8 倍 2.4 倍 

調整版迴歸模型 3.3 倍 3.5 倍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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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住商混合型店點之新舊版產值預估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5 商圈型店點之新舊版產值預估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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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節根據本研究理論與研究結果，說明本研究的重要結論。

第二節舉出本研究之貢獻，並就重要結論提出建議，以供實務上應用的參考。第三節說明

研究的限制，最後第四節提出對於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運用相關係數分析與複迴歸分析探討電信業門市店點評估因素，旨在於透過

預測模型判斷店點之產值，增加投資評估之準確性，降低因評估錯誤造成損失的機率。根

據本研究流程，在經過文獻探討、個案訪談與資料整理分析及命題的推論後，獲得四點主

要結論，說明如下。 

依田野調查結果： 

結論一、本研究發現店點評估模型，可用顧客來店方式與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因子， 

如商圈內顧客多為非目的型顧客，非商圈內顧客多為目的型，其店點可依人潮/

車潮比例與停車便利度定義；若人潮高於車潮 0.5 倍以上，且停車不便利之店點

為商圈型店點。 

結論二、商圈型店點設立旨在吸引非目的型顧客，顧客多是過路行人；若人潮高於車潮

0.5 倍以下，或是平均車潮數量高於平均人潮數量，亦或是不達上述條件但停車

便利的店點，通常位於商圈外圍或非商圈地帶，此類為住商混合型店點，店點設

立旨在吸引目的型顧客，顧客包含過路行人與騎車/開車族。 

依相關性分析挑選具顯著影響之因子： 

結論三、商圈型店點之顯著影響因子集中於商圈評估構面，其影響因素為人潮數量、店點

面寬、商圈用戶數、商圈標竿商店、商圈商業密度、傳統通訊行家數、競業家數

與用戶網路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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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四、車潮/混合性店點之顯著影響因子集中於店點構面，其影響因素為人潮數量、店

點面寬、周遭集客點與用戶網路流量。 

本研究運用相關係數分析與複迴歸分析，來探討電信業門市店點評估因素，在本研

究所建構之預測模型，達 95%顯著水準之檢定，且預測與實際結果達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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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主要貢獻在於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而所指之電信門市店址

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基於本研究範圍定義主要是指『電信門市展店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

且探討的內容主要是電信門市展店策略。針對本研究之貢獻，有理論及實務上的貢獻及意

涵，分述如下。 

一、理論上的貢獻與意涵 

本研究所提出的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之研究架構，是整合了門市展店

策略導入電信業與成功管理理論發展而成。就門市展店理論而言，本研究結果擴充了門市

展店的應用範圍，尤其是有關電信業展店的應用。目前為止，門市展店策略還是大多以『零

售通路』為中心，強調的是商圈評估及店址選擇等等，而將門市展店策略以『電信業』為

研究標的，並不多見。 

本研究結果在以『門市展店』為中心應用架構上，加上了『產值預測模型』為中心

的應用概念，並以電信業為研究標的，除為門市展店策略理論提供一個新方向，也驗證除

零售通路『門市展店』策略外，電信業也可以同時應用『門市展店』及『產值預測』策略。 

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方法獲得重要的證據，認為顧客來店方式與目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影響因子，而在商圈外圍或非商圈地帶，店點設立旨在吸引目的型顧客。此外，本研究

的成果，也可以為電信業展店策略，建立一個參考模式。 

 

二、實務上的貢獻與意涵 

一般企業或組織展店主要是為了增加產值，本研究運用相關係數分析與複迴歸分析，

探討出電信業門市店點評估因素，在本研究所建構之預測模型，達 95%顯著水準之檢定，

且預測與實際結果達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商圈型店點（商圈型）與非商圈型店點（住商混合型）的顧客屬性

與店點考量完全不同。商圈型店點著重於商圈的集客能力，非商圈型店點則著重於店點的

環境與能見度。本研究之結果可提供相關業者做為日後展店策略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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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提出是針對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以及在電信業者展店策

略提出研究觀察的結果與看法，在學術與實務上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然而在個案研究方法，

雖然力求訪談的內容能夠全面及周延，但仍然存在若干研究限制如下。 

一、本研究訪談的對象，僅為展店成員或為專案成員之一，但訪談的結果仍可能失之主觀，

對於其他展店成員或專案成員的看法，無法加以驗證。 

二、本研究對個案所做應用成效之衡量，係依受訪者親自回答或是所提供之次級資料來評

比，是以服務提供者的角度認知到提升應用的成效，因此實際情形之客觀性較為薄

弱。 

三、本研究主要是以電信業展店之研究個案，但現行電信業競爭激烈，對於所採取的發展

策略，均列為最高機密，對於個案所提供的展店策略，可能因機密性，而不是最完整

或是最新的。 

四、在訪談中，對於個案在展店的實際作法，可能因部分個案內部文件不全而無法詳述，

或者訪談時間有限，使得個案有關的研究證據略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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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的結論，特別提出幾點建議，以做為未來研究者進行相關理論研究

或更深入的研究時，可能進行的研究方向。 

一、本研究探討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是以受訪者親自回答或是所提供之次級

資料來評比，是屬於服務提供者所認知的應用成效。未來可以由商圈附近居民訪查方面

著手，使得研究資料更具客觀性，更可進一步完成商圈居民行為調查，以更精確找出電

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可以為電信業帶來之真正的績效。 

二、可以進行多個個案之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進行研究分析比較與觀察。研

究與觀察重點應包括： 

電信門市店址選擇因素與產值預測之差異比較以及效益分析，並透過既有的資訊系統管

理架構或工具，找出電信門市展店過程中合適的評量指標與影響因素，以做為電信業門

市展店之參考。 

三、本研究為提高模型準確度僅篩選顯著相關因子，然現實狀況中須考量之因子不限於本研

究之結果。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之研究方向可著重於如何依不同店點設立降低預測殘差

的彈性評量方式。 

四、為簡化研究流程，本研究假設各影響因子間相互獨立不影響，然現實生活中，各因素可

能有相互影響之效應。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之研究方向可加入相互影響之程度做為權重

計算方式，更能反映現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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