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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近年來由於消費型態改變，網絡企業蓬勃發展，促使流通環境產生重大的變革。相較

於成本的降低，高品質、可靠度、即時運送、提升顧客服務、快速地引進新產品、彈性化

的系統與有效的資本調度等特性，皆是目前環境下獲取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Skinner 等，

1986)。由於新的資訊與電腦科技快速的成長，導入理想的資訊系統可於任何時間、地點上，

相互連結上、下游企業以進行即時與線上通訊，大量地減少紙式作業、改善通訊、降低週

期時間與無附加價值的活動。

La Londe 等(1994)的研究指出，現今全球競爭中，企業所應該重視的不再是生產成本

的降低，而是尋求夥伴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且當供應鏈管理與壓縮產品的週期時間成為物

流管理上主要的策略時，有效的資訊科技即為支援物流過程上的必要條件。Shang 和

Marlow(2005)認為透過物流機制的運作，企業的資訊能力藉由對物流面的績效之影響，間

接影響財務面的績效，促使資訊與績效之間的關係更為彰顯，亦即完善的物流導向資訊能

力之發展，能夠創造出世界級的績效。另外，Meredith 等(1992)也提出，藉由先進的資訊

科技與策略發展，能夠創造全球化市場的利益。導入資訊科技的目的在於簡化作業流程以

提升績效，但若資訊科技的設計不當、不易操作，便失去了它真正的價值。然而，Zhao 等

(2001)則指出，資訊科技的生命週期非常短暫，不斷地產生新技術、汰換舊技術，企業如

何在日新月異的時代找到適合本身的機制，並隨著環境的變動，有彈性地改變本身的作法

是值得進而思考的方向。Whipple 等(2002)的研究中也指出，夥伴之間運用適當的資訊科技

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會受到夥伴之間連結的協調性、對未來關係上共識之影響，但企

業是否會因為頻繁的聯盟而忽略了「分享資訊」的本質，導致對於企業績效無提升的作用，

亦是未來研究者可嘗試研究的方向。

綜上所述，在西方已發展的國家中，特別是在美國，皆著重於物流管理方面的研究，

並視其為一種趨勢，但反觀台灣而言，則在近期逐漸受到重視。雖然過去國外的研究曾指

出發展物流能力能夠提升物流與財務方面的績效，但仍然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物流實務

在美國這樣廣大的地理區域中所創造出來的績效，是否會在地理區域相對小型的台灣產生

相同的顯著效果；甚至，企業在資訊科技上的應用與努力建立夥伴關係，是否能夠創造出

真實的價值，實證上仍然不甚明確，且此兩種效應在企業上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待進一

步釐清的必要。因此，針對不同的物流服務業別，探究資訊科技的應用與策略聯盟的夥伴

關係，對於物流服務業的企業績效之影響，將是本研究的主要重點。

二、文獻探討

Mabert 和 Venkataramanan(1998)的研究指出，資訊科技是企業供應鏈結構的基礎，藉

由夥伴之間獲取、處理與傳送資訊以有效制定決策，所以資訊科技是物流管理上不可或缺

的重要因素。Closs 等(1997)的研究亦指出，資訊科技主要由「先進的物流資訊系統」、「正

確、即時、具回應性與有用的資訊」以及「資訊分享」三個因素所組成；資訊科技有助於

企業創造特殊、難以仿效的能力，且透過供應鏈上的分享與連結更能彰顯它的影響力，不

但能夠促進企業其他的能力，亦能提升績效。Chopra 和 Meindl(2006)的研究也提到，資訊

科技是能提升配送績效、促進物流整合、有助於企業成功的能力。Burgess(1998)的研究也

指出，資訊科技能力被視為是避免失敗的催化劑，其能有效提升服務並降低成本，對全面

的物流能力有顯著的影響，因此產業界內的領導廠商皆紛紛投入最先進的資訊科技。另外，

Day(1995)也指出，在探討物流管理的資訊科技時，應著重於企業內部的系統以及企業對外

之資訊流通與轉換的系統；且資訊科技能協助企業更準確、即時地轉換資訊，其價值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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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決策制定的速度與品質，同時資訊科技能夠促使企業運用適當的方法以聚集和市場相

關的資訊，並散播競爭力。過去有許多學者分別從系統層面與功能層面來探討資訊科技。

Gustin(1994)在配送資訊系統一書中將資訊科技分為預測系統、規劃系統、編預算系統、存

貨管理系統、生產規劃與控制系統、採購系統、訂單流程系統、顧客服務系統、運輸管理

系統與設備管理系統等十大類；Sanders 與 Premus(2002)則是分為營運導向與行銷導向資訊

科技。學者 Earl(1989)認為資訊科技具備自動化與改善企業活動、有效連結每一創造價值

的活動、有效支援與管理創造價值的活動、有效調整與連結創造價值的活動等四種功能；

Daugherty(2002)認為資訊科技需具備能力、協調性與技術三種功能；密西根大學全球物流

研究協會則認為資訊科技應具備資訊科技、資訊分享與連結等三種功能(Zhao 等，2001)。
為了建立競爭優勢，企業藉由彼此之間合作的策略與聯盟的結構以達到有效、合作的

物流管理。策略聯盟是企業與商業夥伴之間，基於網路科技的相互支援以發展共同生產產

品的一種合作型式，並且於企業夥伴間整合服務與行銷，每一位夥伴提供核心能力以支援

組織，並藉由溝通串聯合作夥伴而成為新組織型態。因此，夥伴關係(Partnership)是策略聯

盟必須考慮的因素，其對於聯盟之建構相當地重要。Whipple 等(2002)的研究曾指出，建立

夥伴關係有助於企業的新技術發展、關鍵資源的取得與進入新市場，而成功的夥伴關係需

考量合作的策略、關係與夥伴三個關鍵因素。Chung 等(2000)與 Pérez 和 Sánchez(2001)的
研究指出，夥伴之間資訊的交換與良好的溝通能夠引導長期的關係承諾。關係的承諾意指

交易夥伴相信與重視彼此之間永續的關係，願意付出最大的努力去維持，承諾能夠以可靠

的方式提供利益，透過組織的激勵與信心的提升以創造穩定的長期關係。夥伴之間透過正

式與非正式的資訊分享，達到溝通與協調，促進每天的互動，目的在於期望能夠建立「長

期的合作關係」與提升「未來合作的意願」，以創造雙方關係的終身價值。衡量夥伴關係的

構面相當多，許多學者皆提出以信任與承諾兩構面衡量之。Zhan 和 Poulin(1997)研究發現

夥伴關係的管理可以從信任、溝通、倫理、共同使命和降低控制五構面去進行。Duysters
等(1999)認為良好的夥伴關係要考量溝通、文化、信任和彼此的能力。Hutt 等(2000)認為要

考量專業知識、良好的流程、共同目標與動機、相同的觀點四項構面。Kim 等(2005)則認

為要考量符合顧客需求、獲取長期利益與具體化企業核心競爭力三項構面。此外，Chung
等(2000)以及 Pérez 和 Sánchez(2001)在夥伴關係的研究，以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角度切入，

應用「關係持續的時間」與「未來合作的意願」兩個指標，衡量夥伴關係的持續；Mohr
等(1994)則提出信任、協調活動的意願與承諾是夥伴關係的成功關鍵因素，夥伴之間可藉

由溝通策略、著重資訊傳達的品質與參與規劃和目標的設定以促進夥伴關係的成功。

績效在物流管理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好的績效評估指標，能夠協助企業檢視其物流管

理的狀態，作為日後改進的依據，為企業找到最佳的營運模式。所以，如何選擇適當的績

效評量指標，對物流設計與分析相當地重要。企業績效的各項衡量必須與企業之營運衡量

有效連結，企業必須依照整體的物流策略，配合本身的顧客類別、產品特性與產業環境等

因素，選擇適當的績效指標。過去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非常地多，Zhao 等(2001)認為要考

量顧客滿意度、總資產報酬率與物流成本。Sanders and Premus(2002)認為要考量營運面與

策略面績效。Narasimhan 等(2005)認為要考量市場佔有率、資產收益、平均售價、產品品

質、競爭定位與顧客服務。Ellinger 等(2000)則認為要考量配送服務績效與企業整體績效。

本研究主要參考 Ellinger 等(2000)與 Zhao 等(2001)以物流績效和財務績效來衡量台灣物流

服務業的企業績效。

三、研究方法

3.1 概念性架構與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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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建構出「資訊科技的應用」、「夥伴關係」與「企業績效」三

者間之概念性架構，如圖 1 所示。此架構分別探討(一)物流服務業本身以及夥伴間資訊科

技的應用對夥伴關係與企業績效所具有的正向直接效果；(二)夥伴關係此中介變項

(mediated variable)，對於資訊科技的應用與企業績效間的正向關係，是否存在著間接效果；

(三)夥伴關係與企業績效兩者之間的回溯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l effect)。

圖 1 概念性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

Whipple 等(2002)的研究認為，夥伴關係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資訊分享的程度，資訊分享

程度愈高，所創造的利益愈多，有助於增進買賣雙方更密切與高度協調的關係。Narasimhan
等(2005)的研究也指出，運用資訊科技以創造夥伴之間緊密的聯結，必須考量資訊的適當、

準確與可利用性、是否能夠即時傳送、企業流程是否有效支援以促進決策的制定，因此，

採用不同的資訊科技也決定於企業與顧客、上、下游廠商及交易夥伴之間互動的本質與特

性。Panayides 等(2005)則認為夥伴之間能夠藉由共同運作以提升營運範疇，創造即時的績

效與有效的資訊分享，並投資資訊科技系統提升整合與延續關係的壽命，這樣強力、持久

與彈性化的企業關係能夠幫助企業即時回應顧客的需求，並且比競爭者更有效率地適應市

場的需求。因此，依據上述理論本研究建立假說 H1：物流服務業本身以及夥伴間的「資

訊科技的應用」對「夥伴關係」有正向的影響。

Sanders 和 Premus(2002)的研究指出，資訊科技是一有價值之物，難以仿效與轉換，運

用資訊科技確實能夠降低成本與產品週期時間、提升品質與開發新產品、確保長期的競爭

優勢，對於績效有直接正向的影響。Bowersox 等(1999)指出，在物流上運用資訊科技能夠

促進公司內、外部整合，有效提升利益，例如：降低存貨與提升財務面績效，是提升績效

的重要因素。Closs 等(1997)的研究也指出，資訊科技提供例行的物流活動自動化，透過物

流上的營運機制，使管理者能夠專注於企業策略的規劃與核心競爭力上，資訊與績效之間

確實有影響存在，發展物流導向的資訊能力對創造世界等級的績效是有正向的影響。近年

來則有許多研究紛紛將物流資訊系統能力與績效之間的關係加以量化探討，相較於現存的

物流系統，運用資訊科技與分享資料庫於供應鏈管理整合上，能夠使企業確認最適存貨水

準、降低倉儲空間、提升存貨週轉率、降低運輸時間與成本，創造更大的效率與效能。因

此，依據上述理論本研究建立假說 H2：物流服務業本身以及夥伴間的「資訊科技的應用」

對「企業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Narasimhan 和 Nair(2005)研究中指出，夥伴之間策略聯盟的含意在於提升企業間的協

調，進而對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企業相信透過策略聯盟能夠創造出更好的良機以開發彼

此之間合作的競爭優勢，對企業績效有直接正向的影響。因此，企業資源之複雜的網絡關

係能夠提升整體供應鏈的價值，進而促進策略聯盟的形成，藉由合併、創造與重新分配彼

此的能力，建立一動態的共同體，以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與創造競爭優勢。Kim 等(2005)
則認為夥伴是促使企業協調、創造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藉由採用先進的資訊科技以提升

協調活動，是不一定能夠提升績效的，由於供應鏈關係是屬於雙向的，倘若只有一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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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是無法立即促進雙方的協調，需要夥伴一同投入才有機會創造雙贏。因此，依

據上述理論本研究建立假說 H3：物流服務業與其夥伴間的「夥伴關係」與「企業績效」

兩者之間有回溯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l effect)存在。

3.2 量測模型(Measurement Model)

依據文獻回顧與評析以及本研究之目的，研提「資訊科技的應用」、「夥伴關係」以及

「企業績效」各構面的操作型定義以及衡量指標，如表 1 所示，並參考過去學者之研究與

歸納，進行問項設計，問卷內容包含四大部份，其中「資訊科技的應用」、「夥伴關係」、「企

業績效」三大部份之問項衡量採用 Likert 七點的衡量尺度，1 和 7 各代表極不同意和極為

同意，詳述如下。詳細的問項請參見附錄。

表 1 各研究構面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指標

研究構面--資訊科技的應用
物流服務業藉由資訊科技，建立即時、自動化的技術與系統，並提供夥伴處理、

連結與分享資訊。

變數 定義

能力 投入與設計硬體、軟體與電腦網絡，以促進資訊的處理與交換。

協調性 即時、具回應性地交換有用的資訊。

資訊分享 願意分享與提供技術面、財務面、營運面與策略面的資訊給夥伴。

研究構面--夥伴關係
物流服務業與策略聯盟夥伴之間(B2B)藉由相互信任，並且共享風險與利益，以

建立一長期密切的關係，達到彼此共同的目標。

變數 定義

信任 願意以開放的心態和夥伴產生互動，不監視夥伴的行為，相信夥伴的

行為是有利的。

溝通 與夥伴溝通相當頻繁，溝通的效率、品質與可信度良好。

分享價值 與夥伴擁有一致性的目標與願景，並且願意與夥伴共享風險與報酬。

關係持續 與夥伴合作的關係很長以及未來仍有繼續合作的意願。

研究構面--企業績效
物流服務業透過與夥伴應用資訊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物流績效與財務績效。

變數 定義

量化指標 適當的報價、準時送達貨物。

提供符合要求的運送量。

物流績效

質化指標 回應主要顧客的需求。

事先告知顧客運送延遲。

適應特定顧客的需求。

財務績效 收益率、降低物流成本與業務量成長。

「資訊科技的應用」此部份問題主要是想瞭解藉由資訊科技，物流服務業是否建立即

時、自動化的技術與系統，並提供夥伴處理、連結與分享資訊。本研究參考 Zhao 等(2001)
發展出 12 題問項以衡量資訊科技的應用，衡量指標分別為能力、協調性與資訊分享。「夥

伴關係」此部份問題主要是想瞭解物流服務業與夥伴之間是否藉由相互信任，並且共享風

險與利益，以建立一長期密切的關係，達到彼此共同的目標。本研究參考 Panayides 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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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Daugherty 等(2002)發展出 13 題問項以衡量夥伴關係，衡量指標分別為信任、溝通、分

享價值與關係持續。「企業績效」此部份問題主要是想瞭解物流服務業是否透過與夥伴應用

資訊科技，創造物流績效與財務績效。本研究參考 Ellinger 等(2000)與 Zhao(2001)發展出 8
題問項以衡量企業績效，衡量指標分別為物流績效與財務績效，其中物流服務績效包含量

化和質化指標。最後一部份的「業者背景資料」主要是想瞭解受測公司與填答者的背景資

料以利分析，共有 5 題問項，分別為產業類別、填答者的職位、公司的成立時間、員工規

模與資本額。

3.3 抽樣調查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主要為國內之物流業者，包含海、空運與倉儲、運輸業者以及整合

型物流服務業者(第三、四方物流)。抽樣方法採用分層隨機抽樣，以抽取合適且足夠的樣

本。調查的對象以物流服務業之專業經理人、總經理或董事長為主。調查的方法分為試調

與正式調查兩階段。試調對象以專業經理人和專家為主要對象，其作用為確立問項內容之

恰當性與完整性。根據試調結果，針對問卷內容不適之處進行修改。問卷第三部份企業績

效第一題「貴公司應用資訊科技後，能夠提供適當的報價與送達日」修改為準時送達貨物；

第七題「貴公司應用資訊科技後，銷售成長」修改為業務量因而成長。正式調查則採用郵

寄、e-mail 和專人追蹤方式，並配合禮品的饋贈，以確保合理的問卷回收率。

本研究依據中華民國物流管理協會、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與臺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

業同業公會的會員名冊作為取樣來源，進行 e-mail 與郵寄發放，共抽取 603 家物流服務業

者(包含海、空運承攬業 452 家與倉儲、運輸業 151 家)，發放期間為 2007 年 2 月初至 3 月

底，前後共執行三次催收，總計回收 212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35.158%；刪除填答不全

與非管理者填寫的 6 份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206 份，問卷有效率為 97.17%。表 2 為全

台總計與本研究有效樣本之海、空運承攬業者以及倉儲、運輸業者家數比較表。

表 2 全台總計與本研究有效樣本家數比較表

全台總計(經濟部商業司) 本研究有效樣本

家數 比率 家數 比率 佔全台總

計的比率

海、空運承攬業 1510 25.226% 97 47.087% 6.424%

倉儲、運輸業 4476 74.774% 109 52.913% 2.435%

合計 5986 100% 206 100% 3.441%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物流服務業中，海、空運承攬業共計有 97 家，佔 47.087%；倉儲、

運輸業計有 109 家，佔 52.913%；然而在本研究 206 家物流服務業中，有 77 家也同時為整

合型物流服務業(第三、四方物流)。問卷之填答者的職位為董事長佔 10.7%、總經理佔

25.2%、專業經理人佔 34.5%、一般管理者則佔 29.6%。公司成立時間≦5 年佔 9.2%、6~10
年佔 23.8%、11~15 年佔 22.8%、16~20 年佔 19.4%；21~30 年佔 17%、31 年以上則佔 7.8%。

員工規模在 25 人以下佔 6.8%、26~50 人佔 19.9%、51~100 人佔 28.2%、101~200 人佔 20.9%、
201~500 人佔 13.1%、501 人以上則佔 11.1%。公司資本額在 500 萬以下佔 3.9%、501~1000
萬佔 13.6%、1001~5000 萬佔 34%、5001~1 億佔 28.2%、1 億以上則佔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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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分析

4.1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206家物流服務業在「資訊科技的應用」此構面12題題項的得分最小值介於
1~3、最大值為7，平均得分則為5.6695；在「夥伴關係」此構面13題題項的得分最小值介
於1~5、最大值為7，平均得分則為5.7177；在「企業績效」此構面8題題項的得分最小值介
於1~4、最大值為7，平均得分則為5.6918；且三個研究構面(資訊科技的應用、夥伴關係與
企業績效)題項之偏態係數的絕對值皆<3、峰度係數的絕對值也皆<10，顯示本研究之樣本
資料呈現常態分配，故於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驗證時，可適用最大概似法來進行參數估計。

「資訊科技的應用」量表的三個因素(能力、協調性、資訊分享)其Cronbach’s α分別為
0.8772、0.6925與0.8031，而「資訊科技的應用」之總量表總體信度為0.9167；「夥伴關係」
量表的四個因素(信任、溝通、分享價值、關係持續)其Cronbach’s α分別為0.8791、0.8327、
0.8575與0.7303，而「夥伴關係」之總量表總體信度為0.9336；「企業績效」量表的三個因
素(量化指標、質化指標與財務績效)其Cronbach’s α分別為0.893、0.7124與0.7995，而「企
業績效」之總量表總體信度為0.8603。除了協調性此因素的Cronbach’s α係數值較低，但仍
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其餘各量表因素的信度值皆在0.7以上，甚至是0.8以上，代表本研究量
表的信度良好。

4.2 量測模型驗證

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驗三個測量模型(資訊科技的應用、夥伴關係與企業績
效)的有效性，採用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估計，並利用測量變項的誤差共變>20、因素負荷
量<0.5與MI指數(修正指標)>5，作為模型修飾的具體根據，驗證結果如表3所示。

表 5 量測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潛在變項 測量變項 因素負荷量* CR AVE Cronbach’s α

能力 0.80

協調性 0.88
資訊科技的

應用
資訊分享 0.90

0.894 0.738 0.917

信任 0.85

溝通 0.77

分享價值 0.89
夥伴關係

關係持續 0.72

0.885 0.659 0.934

量化指標 0.91

質化指標 0.71企業績效

財務績效 0.66

0.807 0.588 0.86

*顯著水準 p < 0.001

本研究係以相關理論文獻為基礎，故應具有相當的內容效度，另由上述各研究構面之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得知，各因素的構念信度值皆良好，且都達到可接受的範圍內，而其
他各因素也皆達到學者建議的考驗值。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之收斂效度是可接受的結
果。另由表4可得知，各構面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之平方根皆大於該構面與其他構面的相關係
數值，顯示本研究之區別效度良好。

表 4 各構面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之平方根與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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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資訊科技的應用 夥伴關係 企業績效

資訊科技的應用 (0.741) － －

夥伴關係 0.562 (0.784) －

企業績效 0.581 0.651 (0.779)

註：括號內數值為平均變異抽取量之平方根

4.3 結構模型驗證

本研究利用SEM的統合模型分析技術來進行中介模型的分析，模式χ2值=95.01、自由度
=32、p值=0.00000，達到顯著水準，GFI、 CFI、NFI、PGFI、RMR與RMSEA均達到判斷
值，其結果如結構模型路徑分析圖2所示。

χ2= 95.01 (df = 32), GFI = 0 .81, CFI = 0 .92, NFI = 0.91, PGFI = 0.61, RMSR = 0.04, RM SEA = 0.097

圖2 結構模型路徑分析最終解路徑圖

除了以上分析之外，模式假設的驗證如表5所示，假說1和假說2得到驗證，假說3部份
被驗證。

表5 模式假說檢定結果

依變項 標準化參數 t值 自變項 多元相關平方
(SMC)

夥伴關係 0.73 9.47a 資訊科技的應用 0.54
0.49 4.94b 資訊科技的應用

企業績效
0.31 3.14 夥伴關係

0.56

a顯著水準 p < 0.001；b顯著水準 p < 0.01

五、討論

5.1 理論層面的意涵

經過實證分析後得以驗證本研究假設 H1，台灣物流服務業本身以及夥伴間的「資訊科

技的應用」對「夥伴關係」有顯著直接正向的影響，與 Whipple 等(2002)、Panayides 等(2005)
的研究一致，但卻與 Mohr 等(1994)有相當大的差異。Whipple 等針對北美地區食品與健康

及個人保健產業製造商與其供應商進行雙向研究，探討夥伴之間的資訊交換對於聯盟績效

是否有顯著的影響，並驗證對於聯盟夥伴雙方而言，增加資訊交換的數量、即時與正確的

資訊對聯盟績效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認為“分享更多的資訊”為促使企業參與聯盟的動機之

一，以創造出更高的利潤與聯盟夥伴雙方連結的協調性。Panayides 等則針對香港第三方物

流服務提供者探討其與顧客之間的關係定位，以評估潛在的利益與形成之策略面含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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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驗證夥伴之間能夠藉由共同運作以提升營運範疇，並導入創新以創造即時的績效與有效

的資訊分享，強調投資資訊科技系統能夠提升整合與延續關係的壽命，認為強力、持久與

彈性化的企業關係在企業競爭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能夠幫助企業即時回應顧客的需求並

且比競爭者更有效率地適應市場需求。然而，Mohr 等的研究是針對個人電腦(PC)業者與其

製造商以夥伴關係屬性、溝通行為和衝突解決技術來探討夥伴關係成功的特色，研究顯示

資訊科技的應用對夥伴關係無顯著的影響，認為夥伴關係成幾何倍數的成長，反而易導致

忽略分享資訊的本質，資訊分享無益於獲取利益，因此，應用資訊科技無法確實帶來效益。

Mohr 等研究中將資訊分享視為 PC 業者與製造商彼此之間的”共同財產”，即 PC 業者藉由

資訊分享創造出的利益必需與製造商共享，因此，對於 PC 業者而言，進行資訊分享後獲

得的利益便少於未進行資訊分享的利益。

研究假設 H2 的成立，即物流服務業本身以及夥伴間的「資訊科技的應用」對「企業

績效」有顯著直接正向的影響，與 Shang 等(2005)、Sanders 等(2002)、Closs 等(1997)的研

究一致，但卻與 Zhao 等(2001)有相當大的差異。如同 Shang 等所言，資訊能力對企業績效

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認為在台灣製造業中，先進的物流資訊系統與資訊分享能夠促進企業

整合正確、具回應性、有益的資訊，以及實體資產與人員技術，有效提升物流和財務績效，

創造難以模仿的競爭優勢，此外，若強化夥伴之間合作的網絡關係，主動與夥伴分享資訊、

加強資訊管理的能力，亦能帶來更大的價值；Sanders 等則針對美國 2000 間大型製造商探

討組織的競爭優勢、特定資訊科技的運用與績效衡量三者之間的關係，提出資訊科技是一

能夠有效提升企業機能與組織利益的工具，因此，管理者需將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與成本、

時間、品質或開發新產品等各方面的組織績效有效整合，並訂定實際可行性的策略；Closs
等也提出為因應近年來供應鏈導向與供應鏈聯合的趨勢，擁有與外部顧客、供應商有效交

換資訊的能力，並樂意分享資訊才能顯著提升企業整體物流能力，創造績效。然而，Zhao
等卻認為資訊科技的應用對企業績效無顯著的正向關係存在，強調資訊科技所造成的影響

不僅是硬體方面的影響，亦包括供應鏈上的資訊分享與聯結，因此，企業的資訊科技能力

必需配合顧客整合的方式(即瞭解、滿足顧客，與顧客建立持久的關係，確定目標、潛在顧

客和市場的需求、期望與愛好，以創造顧客價值)，才能與企業績效有間接的正向關係存在。

本研究與 Zhao 等在夥伴關係和企業績效兩構面的探討內容有許多不同之處，本研究之夥

伴關係構面主要是以物流服務業的觀點，透過其與夥伴之間的信任、溝通、分享價值與關

係持續來衡量夥伴關係的好壞，而 Zhao 等則是探討企業是否有效區隔核心顧客，並提供

獨特的附加價值服務、滿足現有和潛在顧客的需求、適應獨特或未能有效預期的顧客需求

與營運作業情況以衡量企業的顧客整合能力；且 Zhao 等以總資產報酬率與顧客滿意度來

衡量企業績效，也與本研究的績效衡量指標不同。同時，Zhao 等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北美地

區的製造商、批發商、配送商與零售商，含蓋的範圍多達十種產業 (建築、石化、電子、

食品等)，與台灣物流產業競爭激烈的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本研究研判在不同的國家、

產業別、研究前提與探討構面下，導致研究結果有些許的差異，但特別注意的是我們皆強

調夥伴的重要性，不論是在 Zhao 等研究中所提到的顧客整合(B2B 與 B2C)或本研究中的夥

伴關係(B2B)，皆驗證若透過夥伴的共同合作，應用資訊科技將有助於創造出卓越的企業績

效。

研究假設 H3 的部份成立說明台灣物流服務業者認為夥伴關係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直接

正向的影響，但兩者之間不具有回溯因果關係，表示企業績效與夥伴關係兩者之間不具有

回饋循環的效果。針對本研究獲得夥伴關係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直接正向的影響，此結果與

Panayides 等(2005)、Narasimhan 等(2005)的研究一致。Panayides 等認為管理者應對建立客

戶關係有高度的自信以獲取利益，有力的夥伴關係不僅影響組織競爭力的發展，也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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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物流服務業者的效率與供應鏈績效。Narasimhan 等也認為買賣雙方的關係結構對績效有

直接正向的影響，研究中提到買者與上游供應商之間透過良好的信任和資訊分享，建立完

善的關係，能夠有效提升產品品質、資產收益、市場佔有率與競爭定位。

而針對企業績效與夥伴關係兩者之間不具有回饋循環的效果此結果，由於本研究是以

物流服務業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問卷設計是站在業者的立場思考，並沒有針對策略聯盟的

夥伴同時進行雙向探討，所以也無法確實掌握夥伴對所建立的關係與績效的看法，因此，

企業績效與夥伴關係之間的回饋循環效果無法得到驗證。

5.2 管理層面的意涵

為因應大環境的變遷與社會需求的改變，台灣物流服務業已朝向藉由網際網路予以整

合、有效運用資訊科技以進行物流管理與促進物流整合，為物流管理創造利益。因此，本

研究認為欲有效提升台灣物流服務業者的夥伴關係與企業績效，必需重視資訊系統的協調

性與資訊分享，建議管理者可朝三大方向來發展--
(1)建立整合性資料庫，並運用適當的方法以促進資訊分享。

(2)投入技術改良，以促進跨組織之間的資料交換。

(3)重視與外部供應商和顧客分享標準化、客製化的資訊。

在強化夥伴關係上，本研究建議管理者應體認到相較於一昧尋求夥伴合作的意願，那

麼與夥伴擁有一致性的願景，並且共享損益，以及以開放、信任的心態和夥伴產生互動對

於台灣物流服務業者而言才來得更重要。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台灣物流服務業者除了在資訊科技的應用上應重視發展整合性

資料庫，創造即時、具回應性與有用的資訊，以提供適當的報價、準時送達貨物之外，亦

應思考如何與夥伴共享資訊，藉助夥伴所創造出的附加價值，如此對於提升企業整體績效

才有更大的效用。

六、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本研究主要彰顯資訊科技的應用之重要性，並明確指出對於台灣物流服務業而言，資

訊科技的應用與夥伴關係對提升企業績效所具有的價值。在理論上的貢獻主要為本研究是

唯一運用結構方程模式有效整合「資訊科技的應用」、「夥伴關係」與「企業績效」三者之

間的關係，並驗證台灣物流服務業之資訊科技的應用分別對夥伴關係、企業績效皆有顯著

直接正向的影響；資訊科技的應用也能透過夥伴關係，間接提升企業績效；以及夥伴關係

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直接正向的影響，但兩者之間不具有回溯循環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物

流實務在美國廣大的地理區域中所創造的績效，對於在地理區域相對小型的台灣而言，同

樣也能創造出效益，但由於國家和產業特性的不同，導致重視的層面有所差異。物流實務

在美國較重視資訊科技與客製化流程的整合，以及資訊透明化造成的影響，強調應在運用

資訊科技與確保企業資產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點，以促使企業有效成長。然而，台灣物流產

業環境競爭激烈，物流服務業則朝向運用資訊科技以進行物流管理與整合，透過建立即時、

自動化的技術與系統，以及藉由與夥伴之間相互信任，並且共享風險與報酬，達到一致的

目標與願景。因此，台灣物流服務業在資訊科技上的應用與努力建立夥伴關係，確實能夠

為企業創造出真實的價值。

透過實證分析後，瞭解台灣物流服務業在資訊科技的應用上應著重資訊科技的協調性

與資訊分享；在夥伴關係上則應著重信任與分享價值。本研究藉由提供以上理論與管理層

面的意涵以進一步瞭解台灣物流服務業的發展趨勢，並重視台灣物流管理方面的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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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後續研究者參考，以及國內物流服務業者於資訊科技的應用與建立夥伴關係時之參考依

據，進而提升物流服務業的經營績效。

6.2 建議

本研究調查對象主要為台灣物流服務業者(海、空運承攬業與倉儲、運輸業)，由於樣本
有限，未能探討不同產業別的差異，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樣本以進行多樣本 SEM 分析。其
次，由於探討資訊科技、夥伴關係與企業績效的指標眾多，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運用資訊
科技的高低程度、不同的資訊科技系統、不同的策略聯盟方式所形成的夥伴關係、B2C 的
層面或其他衡量企業績效的範疇，如：策略面與戰術面的績效加以探討，找尋潛在影響的
因素。第三，結構方程模式在執行上有許多的限制，例如：適用於大樣本、模型契合度指
標的要求與修飾的依據等。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加強個案訪談或其他研究方法以更深入瞭解
實務問題。

最後，由於本研究是站在物流服務業者本身的角度思考，建議未來研究可同時針對夥
伴進行雙向研究，透過思考夥伴的立場，探討夥伴的想法是否也和物流服務業者本身相同，
以及可能對夥伴造成的潛在影響，為本研究未能得到驗證的「企業績效與夥伴關係之間的
回饋循環效果」此路徑，尋求更明確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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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以探索性分析方式進行文獻評析建立一適用於探討資訊科技應用與策略聯盟夥
伴關係對國際物流業服務業績效影響模式，並應用分層抽樣、郵寄和網路問卷方式調查收
集相關資料，以結構方程模式方法進行模式驗證和分析，並針對模式分析結果，研提有利
於提升實務界（國際物流業者）經營管理之策略和建議。本研究證實資訊科技的應用和策
略聯盟夥伴關係對於國際物流業者經營上是有正面的影響，而此結果未曾於過去國內外研
究的證實。此外本模式的架構可應用於分析國際物流產業經營，亦可提供業者開發經營分
析系統之基礎，而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可以再予擴充或於其他分析模式連結以進行更深入的
分析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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