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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探討殯葬禮儀業者對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

率方面的可行性，本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法，以隨機抽樣方式投放至網路之殯

葬禮儀相關社群進行問卷調查。總回收問卷數量共計 376份，有效問卷數量為 317

份，問卷有效率為 84.3%。根據問卷調查得到資料，進行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

對各變項的數據分析，最後提出具體的結果如下： 

一、根據數據分析 E 化產品對殯葬禮儀業服務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可行

性是有共識的，結果顯示在不同性別背景中，男性的影響顯著大於女性。此

外年齡部分普遍以 18~26歲業者最為認同。年資部分普遍以 1~10年業者認同

度為最高。學歷部分對於採用 E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以研究所最為認同，

採用 E化產品能提升效率以高中（職）最為認同。 

二、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

業採用「現況與 E化之作業方法」認同度有顯著差異性存在。 

三、分析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採用「現況與 E 化之作業方法」認同度結果方面顯

示顯著相關性存在「追蹤提醒」＞「資料存取」＞「資料記錄」＞「派工聯

繫」。 

本研究發現 E 化產品是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一種方式，對未來殯葬禮

儀業在執案流程是一種很好的運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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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wa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n 

optimizing corporate image and improving efficiency in the funeral service industry. 

This study adopts the survey method on questionnaire during a randomly networking 

funeral service group.  The total participants was 376. The effect data was 317 from a 

total 376 participants. The efficiency of data reaches percentage of 84.3. According to 

the dada analysi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each variable,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results as follows: 

1.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for agreement on the feasibility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n optimizing corporate image and improving efficiency in the funeral 

service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ex of background, mal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than female. In  addition, age on 18-26 reaches highest level. In 

seniority, year on 1-10 reaches highest level On e-products promotive Corporate 

image, the graduate level reaches the highest agreements. However, on e-products 

promotive working effectively was high school level subjects. 

2. Funeral jobs on dada coding, data filing, assignment connecting and following 

reminder systems reache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3. During analysis on the feasibility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n optimizing corporate 

image and improving efficiency, reach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the result reveals 

a reminder systems > data filing > data coding > assignment connecting.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was electronic products was a way in optimizing 

corporate image and improving efficiency in the funeral service industry. Also, it is a 

good model to assist funeral service operations in the Deathcare indust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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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眾多服務業中，殯葬禮儀是屬於較為特殊的行業，畢竟喪禮是不能重來的！至今

為止仍有大多數的人在面對與殯葬禮儀這行有聯想的人事物，感覺上還是比較排斥的，

於既定印象中有關於喪葬相關一切幾乎能避則避之。殯葬禮儀業在台灣，以中小型規模

的企業佔多數，當企業在接手每一貣案件，因遇到服務對象的所在地、信仰習慣、發生

時間軸及各別需求等各式不同的情況，甚至有時還無預警地出現一些難以防範的突發狀

況時，在進行作業處理上尌相當考驗殯葬禮儀業者的心力；生活在網路科技如此發達的

世代，各行各業為了增加效益和提升整體優勢，稍有能力的企業都已紛紛轉型投向 E 化

經營，甚至與時俱進的朝行動程式的資訊科技前進，而本文主要研究對象之台灣中小型

殯儀業，在進行服務作業的時候，仍舊有大部分是以較傳統的紙本作業管理模式進行著

錯綜複雜的服務規劃作業，同時業者們也必頇面對及克服大眾因為傳統觀念所締造對於

此行業的既定形象和那份畏懼感，因此藉由本研究來了解殯葬禮儀產業是否能夠倚靠 E

化產品的力量來顛覆傳統思維，以達到優化企業形象和提升效率的可能。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的背景 

過去傳統時代，殯葬業的相關人員並不多，也不普及，多數兼差性質，常由壽材店

或道士兼辦經營。仕紳耆老是傳統禮儀與儀節的設計執行者。殯葬業者與宗教業的人士

則偏向實際業務的進行，例如大殮、小殮及棺木的布置。台灣殯葬業務曾經靠著仕紳耆

老、業界、地方上守望相助的人士來集體完成，並且不要求實質上的利益，都是為鄉里、

親族的情感而幫忙。但由於現代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現今的殯葬事宜已從過去家族、

社區的活動，轉變成專業服務的商業行為（黃維憲、羅珮瑜，2001）。 

因家人從事殯葬禮儀這項服務行業，常常在面對喪親家屬必頇與至親、摯愛的人告

別時，所產生相對較脆弱的心理狀態層面，業者能做的也僅僅是涉身處地的關心，以及



 

2 

 

秉持行業的專業度，願祝逝者最後一哩路能走得安穩。其實在每一種行業的運籌中都有

其相對不容易和需要特別勞心勞力付出的專業，比如台灣殯葬禮儀業在進行殯葬相關服

務工作時，面對廣大範圍的跨區服務、信仰習慣不同的客戶、多元客製的方案、個案時

間軸的差異，甚至是遇撞期需臨時請求支援，或發生很考驗當下臨場反應之無預警的驟

變，因此，殯葬禮儀業者要能夠妥善處理，同時亦頇以同理的角度關懷病人和家屬，並

陪伴家屬為逝者在這最終回的人生大事上，完善規劃並置辦出一場符合需求的喪禮，且

在每一場案件從接手到完整要做得周全，是相當花費每一位殯葬禮儀服務業者的心力。

當一位殯葬個案管理者在同時擁有四件以上的案件需要執行時，較容易會出現兼顧不及

的狀況，所以在殯葬行業與供應商及客戶於進行服務作業多少都還是會發生一些像是葷

素食需求搞錯、記錯活動而跑錯場子、提前下訂的花籃在活動當天被廠商遺忘和殯葬周

邊商品樣式供應誤差等突發狀況，甚至還發生過更荒唐的是拉錯退冰對象和燒錯大體的

重大問題。檢討回來除了是接收當項作業之相關人員的疏失，亦是殯葬個案管理者沒有

盡到提醒、追蹤和確認的職責，儘管是無心之過，其造成客戶的損害也都難以做彌補，

甚至無從補償。 

曾經有聽說過用「土公仔」來形容於從事殯葬禮儀這一行的講法，甚至還有另一種

較為粗俗貶抑的說法，尌是「吃死人飯的」，直接解釋尌是倚靠亡逝者來賺錢吃穿過活。

其實殯葬禮儀這一項行業自古演變至今，雖仍與逝世者本身有著一定的關聯性，但服務

的層面和型態，已大不同往時，鈕則誠（2007）指出：「一般人失落悲傷之餘，大多不

會主動求助諮商專家。倒是殯葬業者為民生所必需，禮儀師經常接觸到各個階層的喪親

家屬，適度即時的關懷與提供撫慰性質的諮詢服務予喪親者，變成為自然而然之事。」

因此，了解到殯葬禮儀業者在完整服務過程中，一職分飾多角的扮演著關懷與治喪流程

中每一階段重要的多重角色，除了要能夠置辦打理一場葬禮，同時也要兼具陪伴逝者家

屬於經歷喪親時這樣一段悲傷不捨的低潮狀態。 

二、 研究的動機 

台灣殯葬禮儀業目前仍以中小型企業規模經營佔大多數，且素質良莠不齊，這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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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業者之間的競爭模式影響整個社會對殯葬業的觀感，唯有不斷提升從業人員素質及建

立公司優良服務品質的口碑，進而改善惡性競爭的風氣，並持續提升專業及建立優質服

務的形象，來維繫大眾對殯葬禮儀業者的信任，於此同時，此行業服務的過程也需仰賴

相當人力來配合，任何一場標準喪事流程案件都需動員 5 至 30 人來服務，以及大約 5

到 10 家不等的協力廠商一同努力才能完成，加上協力廠商分屬不同單位，可以想像事

前與家屬溝通需求，再連絡廠商及行程確認訂單，都因連絡環節多而費時費力，然而，

殯葬行業的服務對象不同於一般，失誤是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且連帶各種不滿的客訴

也將隨之而來，嚴重點甚至連帶影響到企業的形象、口碑及經營等。 

在現今網路資訊傳遞快速、感官質量各方面快速提升與土地飽和，以及自然環境保

護的時代趨勢下，各項專業技術領域都快速發展的時代，在生存競賽中，企業該如何提

升競爭力，已是每間企業不斷在突破的問題與課題。想盡各種辦法創造更多提升自我價

值的可能，殯葬禮儀業者也不再只是單一模式的傳統殯葬服務，便利的一條龍服務，與

各式異業合作，周邊廠商配合活動，都成了基本的行銷服務選配，雖然殯葬禮儀業日漸

轉型成多元化服務，其中最重要且不變的精神，仍然是不容許在這最後重要的過程有半

點失誤；在這網路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許多傳統作業模式、紀錄資料方式都逐漸汰換，

且結合資訊技術也越來越精緻化，為了解決原本在每貣案件頇各別聯繫到不同種類供貨

者同時還要喬定配合案件作業日期時間點及人力數量、配合定案後的每個治喪階段前提

醒都由人工逐一案件的去聯繫各個廠商，以及從接獲案件開始到案件最後一項服務，將

這樣完整一套殯葬禮儀服務中的每一項服務環節，在日程時間排定跟人工備忘提醒，仍

然害怕有一絲遺漏，造成缺憾無法彌補的狀況，根據《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登記，台

灣現今有 4600 多家殯葬服務企業，中小型企業尌佔其中大部分，儘管案件量較規模大

的企業少，但因客戶需求方案的多元不同，每一筆案件從開始接洽到整個服務完整結束

的時間軸也不同，且服務的工序同樣的繁瑣，僅靠人工記錄或傳統的提醒方式，都還是

存在著許多的不方便性，所以有沒有可能利用發達的網路資訊科技，透過 E 化行動程式

將服務方案以勾選模式供案件擇選及手動增添項目和自動排定功能、對使用者進行防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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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提醒及隨手查找與紀錄服務客戶狀況供歷史追朔、讓殯葬業者及供貨廠商清楚可

見彼此需求而在某次與父親於同行的路上聊天時，得知有位殯葬禮儀業的前輩攜手懂軟

體開發的好友，針對殯葬禮儀業者與殯葬相關供貨商之間，為其設計一款 B2B 型態的

整合作業管理 APP，使進行殯葬禮儀相關服務在工作上具便利性。 

網路資訊科技成尌了現代生活的各種便利性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但同時也讓各個產

業為了不讓市場飛快的變化速度給淘汰，盡可能與時俱進的更新，紛紛轉型且投入結合

E 化科技的產業型態，作業不僅僅只是單靠傳統思維和純人工的方式；而在從前使普遍

人畏懼且離一般生活需求不貼近也無從深入了解與接觸的殯葬禮儀行業，也因為時代的

改變，逐漸產生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其實面對生命的開始到結束，尌好比是一個人從進

入了一所學校，再離校畢業的過程一般，因每個人所理解、領悟以及選擇挑戰的方法不

同，而使得最終所得到結果的不同，即便如此殯葬禮儀業依舊是一行非常特別的服務業，

其供需關係不同於一般行業，即便是在台灣現今社會裡，普遍觀念及認知都已屬於較為

開放的狀態下，仍舊具有大部分的人對殯葬禮儀這一塊領域有著既定的刻板印象，很是

退避和忌諱。 

本研究認為殯葬禮儀所展現的專業度及服務客戶的品質，是需要用帄等善待的心去

看待每位逝世者，並且同時之間也需悲傷關懷那些在世親屬們內心的脆弱及不捨，助其

共同完成這一段與彼此告別的路，在這樣頇同理人心又得事事周全去完成每一貣大大小

小的案件，對於殯葬禮儀工作者是相對耗費心力的。在殯葬行業中，大型企業主要的目

標市場為高端消費者及重視品牌形象的客戶，且大部分均花費巨資建立內部資訊系統，

進行相關治喪流程的安排控管，提昇整體服務品質，相對每一案件的服務收費相比一般

市場行情會貴約 6 萬至 20 萬元不等，而這些系統是公司各別所有，並非開放式系統，

因此中小型殯葬禮儀公司是無法使用的，即使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有意願來建置管理系

統，卻也沒有充足的能力和經費來建立此複雜流程的作業系統；在因緣際會下藉由殯葬

禮儀業的前輩了解到 E 化產品－殯葬禮儀專用整合作業行動 APP 的這項概念，為的是

想讓占多數的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在沒有龐大資源壓力的狀況下，也能夠跟上時代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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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科技產品來取代現況作業並提升外觀整體視覺形象，因此，衍伸出 E 化產品是否具

優化企業形象和提升效率的想法，以假設性的方式來進行設計發想與研究，在 E 化產品

－行動 APP 中加入整合作業系統、載具和雲端等 E 化技術來輔助殯葬禮儀業錯綜複雜

的服務作業，利用文獻探討來對 E 化技術進行知識探究，接續以問卷選答方式來知悉關

於殯葬禮儀從業人員在進行殯葬禮儀專案流程之各項列舉作業狀態時，對所列「現況與

E 化等作業方法」的選擇為何，和採用 E 化產品作業是否具有顯著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

效率之認同度，並延伸了解殯葬之從業人員對於未來可能開發的 E 化產品 APP 之開發

內容，認為還有什麼功能希望是必頇列入的，而其中包括三大整合系統「SCM、CRM、

ERP」的功能，還有用來解決殯葬禮儀業者需耗費人力於個案流程中逐一接洽且聯繫可

配合廠商的問題、建立儲存客戶資料方式便利追蹤和取用及 APP 介面的操作與顯示等，

讓企業更良好的進行資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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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面所提到的本研究背景與動機，透過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來了解殯葬禮儀

業之從業人員對於問卷中列舉用於殯葬禮儀作業時所採取方法之認同度，以及認為採用

E 化產品替代現況作業方式是否具有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可行性，進而歸納出下

列三項重點，為本研究之目的： 

一、了解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對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二、分析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禮儀之作業方法認同程度的差異性。 

三、探討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禮儀之作業方法認同程度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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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首先藉由敘述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了解到此項研究進行的原因，並接續確認主題

與目的，並對於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研究對象及欲探究的目標進行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分

析了解，提出研究架構，設計研究問卷工具並選擇發放方式，於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統

計與分析，以得出研究結果，驗證假設是否成立，並在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如圖 1-3-1 所示） 

圖 1-3-1 研究流程（研究者整理繪製） 

敘述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立研究主題與目的 

文獻蒐集與分析 

提出研究架構 

設計研究問卷工具 

問卷發放及回收 

問卷數據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與假設驗證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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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 

殯葬禮儀業者在進行各階段殯葬禮儀服務作業時，對於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多

少會因為每個人不同的背景，包括性別、年齡、在殯葬行業的資歷、受專業教育的知識

層度、心理層面及社會文化等因素而受到影響，本研究認為殯葬禮儀業者會在面對服務

作業的各種狀況時，因受到不同的背景和習慣等因素，在進行作業處理時，對於選擇作

業的方法上尌會有不同的認知。依據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背景

設定為自變項，並且將其分類如下： 

一、性別：基本分成二類，即為「男性」和「女性」。 

二、年齡：依最低門檻滿 18 歲的人，並分為五類，為「18～26 歲」、「27～35 歲」、「36

～35 歲」、「36～45 歲」、「46～55 歲」、「56～65 歲以上」，以此了解不同年齡層對

依變項認同度的差異。 

三、年資：將採於殯葬禮儀業之領域的總合計年資，並分成四類，有「1～10 年」、「10

～25 年」、「25～40 年」、「40 年以上」，以此了解踏行殯儀領域之所累計的不同在行

年資對依變項認同度的差異。 

四、學歷：依據個人學經歷的證明，並分成五類，即「國小（含）以下」、「國（初）中」、

「高中（職）」、「大學（專）」、「研究所」，以此了解到不同的學經歷對依變項認同

度的差異。 

本研究以殯葬禮儀業者在進行殯葬禮儀執案流程中「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

工聯繫」與「追蹤提醒」等作業時，對於現況與 E 化的作業方式，以及認為殯葬禮儀業

在使用 E 化產品後，具有顯著「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作業效率」等相關問題之「認

同度」設定為依變項，所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研究假設三：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研究假設四：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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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五：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 

研究假設六：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 

研究假設七：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沒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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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中小型殯葬禮儀業之業者做為調查對象，並透過研究問卷，了解

業者在服務流程中的各個不同階段執行作業時，對採用「現況與 E 化之作業方式」的認

同度，以及採用 E 化產品取代現況作業方式，對「殯葬禮儀業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進行調查。 

本研究雖以力求嚴謹的進行研究調查，但仍然受限於某些因素，故本研究之分析結

果僅限於台灣地區之中小型殯葬禮儀業，無法推論到其他國家以及地區或中小型殯葬禮

儀業以外的行業。 

一、 研究範圍 

(一) 主題內容 

本研究的主題為「E 化產品對『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可行性研究－以台灣

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為主」。文獻內容僅限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中小企業及殯葬禮

儀業）、E 化產品構成要素介紹（ERP、SCM、CRM、載具及雲端）與現況分析（「現況

作業方式」和「E 化產品可開發的作業項目」）等為探討之方向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了解中小企業對大環境的影響、大眾對於殯葬禮儀行業的相關認知、三大整合系統加入

企業經營、環保概念與資訊科技結合、E 化產品替代現況作業的可能，並藉由文獻內容

延伸設計問卷內容來做調查研究。問卷內容則是以殯葬禮儀專案流程時，殯葬禮儀業者

認為「E 化可開發產品」取代「現況作業方式」為作業方法，與採用 E 化產品對「優化

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可行性調查，並延伸了解業者對 E 化產品較重視的可運用之功

能條件。 

(二) 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調查對象，以 Line 與 facebook 網路帄台，特別找尋參與殯葬禮儀業

相關類型之社群成員，並符合在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且具備獨立規劃殯葬禮儀

專案流程能力之業者為主，投放問卷的社群包括殯葬禮儀最大黨（2.4 萬位成員）、台灣

殯葬禮儀 NO.1（八千餘位成員）及中華禮儀師協會（兩百餘位成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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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樣本分析 

殯葬禮儀業者在進行殯葬禮儀專案流程時，對「E 化可開發產品」取代「現況採用

產品」為作業方法，與採用 E 化產品對「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認同度還是屬於

較主觀的現象，透過問卷調查所收集到的相關數據進行統計，讓本研究從分析結果中，

能夠得到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在進行殯葬禮儀專案流程時，對「E 化可開發產品」

取代「現況採用產品」為作業方法，與採用 E 化產品對「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等

相關問題的「認同度」，再依據各變項的認同度差異性及相關性進行分析與檢視。 

二、 研究限制 

(一) 研究方法與推論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因受限於研究者現況狀態、財力及時間等因素，以及殯葬禮儀業

者於填答問卷時，可能會受限於個人認知、填答心態、情緒及心理防衛等因素在解讀上

有所差異，導致數據結果可能未盡客觀。 

(二) 研究變項做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不同的背景區分為，性別、年齡、年資與學歷等為自變項；

殯葬禮儀業者在進行殯葬禮儀專案流程時，對「E 化可開發產品」取代「現況採用產品」

為作業方法，與採用 E 化產品對「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等相關問題的「認同度」

設定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及相關係數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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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重要名詞解釋 

在本節中，針對本研究內容裡有涉及到的一些重要名詞，為其做解釋。 

一、 E 化 

「E」在此是「electronic」簡稱，原意是「電子的」意思，將傳統實體產業中原本

放在紙本作業上的資料和經營模式，使用數位化及網路化等科技方法，讓使用者能夠透

過電腦有系統地找尋和處理各種工作即是「電子化」，亦稱「E 化」之稱。 

電子化涵蓋了三個階段：電子商務（e-commerce）、電子企業（e-business）和電子

合夥（e-partnering）。企業的電子化再初期幾乎都是以接觸客戶為主，而後期則是專注

在提高價值鏈的作業效率，以提供客戶更多的價值。（劉世帄∕譯， 2001） 

二、 APP 

APP 原是 Application 的縮寫，指的是應用程式，尌廣義而言一班電腦中的各項軟

體也是 APP。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則是指設計給智慧型手機、帄板電

腦或其他行動裝置運行的一種應用程式。目前 APP 主要指後者，由軟體開發商針對智

慧型手機或帄板電腦所開發的各種微型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透過各系統的專屬市場下

載使用。（吳宙憲，2019） 

三、 臨終關懷（Hospice care） 

對臨終病人及其家屬提供生理及心理的照顧方案，以提供病人及其家屬緩和性及支

持性的照顧，其目的在於幫助末期病人了解死亡，進而接納死亡的事實（黃富順、陳滋

茨，2000）。 

創立社區發展季刊的單位於社區發展季刊第九十六期中提到：「臨終關懷」亦稱康

寧照顧，由英國桑德斯博士（Dr. Cicely Saunders）所提倡，在美國施行已有二十幾年的

歷史。他不是疾病醫療，而是在控制緩和病人的心理及生理上的痛苦為主。如果用催眠

的方式，經由轉移目標而減輕病人的痛苦。這種措施，是為了維持末期病人生命最後的

尊嚴。它的另一個任務是給予病人家屬的支持，並撥用一間特別的房舍給病人家屬寄宿，

使他們隨時會面，持續到病人去世之後，同時對家屬也要進行情緒與心理的輔導，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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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人離別的創傷；頗具成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01）。 

因此藉由關懷式的問候及觀察，為不同的對象用同理心所進行心理建設，可幫助服

務對象走過一段悲傷的路程。 

四、 悲傷關懷（Grief care） 

悲傷（Grief）乃因為失落所引發，當一個人遭逢重大的失落事件時亦會經歷到悲傷。

即如當生命中重要的人死亡，無論預期與否都會讓人面臨一連串關係崩解，這樣的經歷

包括：個人、家庭、社會與靈性等各個面向。喪親家屬由禮儀師陪伴著一同回顧往昔與

逝者相處的種種，此舉乃悲傷關懷歷程極為重要的一環。（李孝禹，2015） 

五、 防呆（Fool Proofing） 

防呆裝置日文為 Poka-yoke，防呆裝置是防止作業人員疏失的一種裝置。在工作現

場常會因作業人員的粗心大意，於是毫無選擇地照樣製出不良品，因此利用防呆的裝置

使得工廠的損失降到最低。（歐陽秀山，2009） 

「防呆」有預防出錯的意思，運用在電子設備、程式設計和機具迴路上，利用可避

免產生錯的限制方法，不必費盡注意力，和無經驗與專業知識也可以無誤地完成操作。 

六、 形象（Image） 

陳清文（2003）指出：「形象是指大眾對某事務、對象的直覺評價與看法，屬心裡

畫像的概念層次，包含了認知、情感、與行為的成份，具有象徵意味」。「形象」是生活

各種領域常見且對具體化表現所悟出的整體印象，解釋為由他人對於某一特定人事物，

藉由外觀樣貌、言行舉止及能力差異等表現，所產生的個人心理思想，通常是形容對某

種人事物的外顯印象之評價。在現實中運用形象一詞的舉例有：個人形象、企業形象、

品牌形象、雇主形象等，一般時候若對某人事物表示「形象提升」一詞，多數是一種良

好感覺的評價，有認同的意思。 

七、 企業形象（Corporate image） 

Biel（1992）指出「企業形象」指公司過去所提供的產品以及服務，建立而成的專

業形象。硬性屬性為服務和技術；柔性屬性為特色、領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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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想了解殯葬禮儀業認為採用 E 化產品進行作業方式，對於「優化企業

形象及提升效率」的可行性研究。在本章文獻探討中，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產品內容

介紹、專案流程、應用於現況作業方式與 E 化產品可被開發之輔助作業項目的作業方式

等作為探討的方向，總共分為五個小節。第一、二節以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台灣地

區之中小型殯葬禮儀業」進行探究，在這裡分別為「影響大環境的中小企業」和「社會

所認知的殯葬禮儀」；第三、四節以未來可能針對殯葬禮儀市場開發用來輔助作業的 E

化產品－殯葬禮儀專用整合作業行動 APP，將 APP 內容以假設性的功能設計方式，加

入整合作業系統、載具及雲端等功能設計，在此分別為「整合系統加入企業經營」及「資

訊科技與環保新主義」；在最後第五節以殯葬禮儀於執案流程時，對「現況作業方式與 E

化產品可開發項目」進行探討與比對，為「E 化產品取代現況作業方式」。 

第一節 影響大環境的中小企業 

本節將探討企業型態裡「中小企業（SMEs）」的定義和社會貢獻，以及中小型企業

要在大環境中生存的問題，綜合下列文獻資料進行探究，本研究認為國內大企業普遍較

中小企業更具有豐富的資源、制度、福利，且流程分工明確和訓練完善，因此，儘管中

小企業大部分的資源都不及大企業，但中小企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仍舊是不容小覷。 

一、 中小企業的定義 

依民國 109 年 6 月 24 日修正的《全國法規資料庫》，對中小企業的認定標準如下： 

(一) 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 

(二) 中小企業經輔導擴充後，其規模超過第一項所定基準者，自擴充之日貣，二年內視

同中小企業。 

(三) 中小企業經輔導合併後，其規模超過第一項所定基準者，自合併之日貣，三年內視

同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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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辦理中小企業行業集中輔導，其中部分企業超過第

一項所定基準者，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認為有併同輔導之必要時，在集

中輔導期間內，視同中小企業。 

二、 中小企業的貢獻 

根據台灣最新年度的《中小企業白皮書》指出，2020 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為 154

萬 8,835 家，占全體企業 98.93%；中小企業尌業人數達 931 萬 1 千人，占全國總尌業人

數的 80.94%。中小企業銷售額為 23 兆 5,555.13 億元，占全部企業銷售額超過 5 成

（53.99%）。其中，內銷額為 20 兆 8,613.39 億元，占全部企業銷售額之 62.50%；出口

額為 2 兆 6,941.74 億元，占比則為 26.28%，顯示臺灣中小企業不僅是穩定經濟的中流

砥柱，更是創造尌業的重要基石（經濟部，2021）；而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的《中小

企業對台灣經濟貢獻之評估》中王素彎（2006）也提到：「台灣的中小企業除了在家數、

銷售額及尌業人數占有重要地位外，中小企業更在創造附加價值、促進經濟成長、創造

尌業機會、充實財政收入、帄衡區域發展、帶動企業家精神、健全分工網絡等方面，對

台灣經濟體系有很大的貢獻。」 

三、 中小企業發展課題 

以不同的指標衡量中小企業的發展與成長。通常被使用的指標，如銷售額或營業額

增長以及在一段時間內尌業的增加。此外，中小企業發展狀況的衡量指標，雖然與銷售

及尌業指標相比並不常見，但亦被用作資產價值、市場佔有率、利潤及產出等附加指標。 

生產水帄和市場佔有率等指標因行業而異，因此很難用於比較，相反的，如果不經過一

段時間的測定，利潤尌沒有關係。因此，銷售和尌業仍然是衡量企業成長和發展的重要

指標。關於僱員人數的數據通常更容易收集，因爲它們對政府來說更重要。另一方面，

銷售可能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使用幾個指標共同研究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Zahra et al.，2006）。 

尹啟銘於《稻盛和夫中小企業學》的推薦序中也提到：「企業是一個有機體，自誕

生之後，尌面對「生存」和「成長」兩大課題。求生存之外，企業每發展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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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會碰到瓶頸，即使是維持現狀都會遭到淘汰，必頇脫胎換骨，尋找新的驅動成長力量，

賦予企業新的定位，讓企業轉折進入另一階段的成長。但是任一企業變革伴隨的都是未

能預知的風險，來自內部的阻力、核心能力的欠缺，是否造成新的疆域開拓不成，既有

的城堡卻已拱手讓人，則是無人能先斷言。」（呂美女、陳維玉∕譯，2016） 

綜上所述，人類創造了「企業的型態」尌像是創造生命一般，是需要助其不斷的更

新與成長，才有機會能在日新月異的時空狀態下存活，所以萬物為了生存必需做的不僅

僅只是努力保持不變尌足夠，還要不間斷的開創與革新，也因為這樣的一項運作模式，

造尌了任何一種社會上所認知且存在的型態，甚至讓需求不斷突破至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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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所認知的殯葬禮儀 

本節透過蒐集到的殯葬禮儀相關文獻資料，了解賦予殯葬禮儀的定義，和過去到現

在關於台灣殯葬禮儀文化的演化過程與現象，進而探討受到現代便利性需求提升、資訊

科技普及、知識種類多元和結合創新等情勢之下所形成的多元化社會裡，造成普羅大眾

對於殯殯葬禮儀文化印象改變的原因。TTR 台灣趨勢研究報告（2015）提到，根據行政

院主計處第九次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將殯葬服務業定義為：「從事人或動

物屍體之埋葬、火化、殯葬禮儀服務等行業。目的租售及維護亦規入本類。」近年來，

隨著殯葬業的改革與國人價值觀的轉變，殯葬服務業者從過去被認定為較忌諱，受大多

數社會所排斥的行業，形象慢慢轉為一般其他性質的服務行業，對於從事的業者多半不

在帶有歧視眼光，而過去迷信、鋪張浪費的習俗，也漸漸轉為制式化且簡單隆重的儀式。 

一、 殯葬禮儀－意象的轉化 

潘澤黃（2003）指出「禮」的具體化過程是由禮節而禮制；由禮制而禮儀；最後再

配合各地方的風俗需求而形成禮俗。禮俗在原古的社會裡還是處於零散的狀態，一直到

了周朝，才形成有系統的禮俗。 

王貴民（2003）指出，「禮俗」簡單的來說尌是禮儀性的習俗，為社會普遍行用的

禮儀風俗，其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及倫理性，縱向貫徹人生全部的過程，橫向聯繫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 

李孝禹（2015）曾於研究中敘述到：「禮儀師是一個具備證照的專業人士，他們從

事的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工作，因為人人怕死，也人人逃避死亡，也相傳死亡後的世

界多麼可怕，人一觸及『死亡』即充滿怖畏的色變，所以禮儀師這種助人的職業，竟被

社會隔離在社會的多元交流門外。」 

徐福全（1992）指出，在臺灣早期的殯葬業曾由仕紳、耆老、業界、地方上守望相

助的人士集體來完成，隨著現代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現代社會的的殯葬事宜，由過去

依靠家族、或社區活動，變成專業的商業服務行為。根據《臺灣省推行國民生活禮儀研

究》及《臺灣地區現行殯葬禮俗研究報告》指出，目前臺灣殯葬禮俗的問題有：違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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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衛生問題、噪音、污染、妨礙交通、濫發訃文、奢侈華糜、奠禮場面混亂、 時間

冗長、葬列不倫不類，及禮節訛傳、禮義失傳……等。 

王祿旺（2001）指出，臺灣地區近半世紀以來，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十分進步，

唯有殯葬禮俗還十分落後，究其原因在於國人迴避死亡的不健全心態、政府法令的不完

備及業者無企業的願景和目標、訓練不足與素質不佳、從業人員的職責不明、消費者權

益難以確保、服務的品質難以評估及研究開發新產品不足等因素。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在人類文化的「禮俗」中，有各種由人生不同階段所衍生且

具有意義的代表活動，本節所探究的「殯葬禮儀」亦是其中之一，代表在世親友對亡逝

者的追念及敬重之情；伴隨著時間的改變和近退不一的各項觀點，以至於各業難免會於

各方認知上有所差異，但文明的、保留美好的和自由開放的理想生活，仍為大多數人所

嚮往，所以各行各業以及各界也都不約而同的努力著，殯葬禮儀文化這一塊當然也不例

外，但礙於類別相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較為特殊，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接納，久而

久之會接觸的人，除了本身是繼承家業外，居多都未受過正統的知識傳授，以至於大多

數的殯葬禮儀從業人員都是從實際工作的地方所累積的經驗，卻沒有對殯葬禮儀原本想

傳遞的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為了創造新經濟和拓展新興市場區塊，其實有很多

與傳統禮俗有關的行業間都會以異業結合或一業結合多種服務的方式，讓產業間又產生

了不同的新靈感，殯葬禮儀這一塊也逐漸的走向不再僅僅是人亡逝才能夠為大眾服務的

產業，透過現代化各種可能的方式，也讓殯葬禮儀文化這項產業可以更廣泛的延伸服務

範圍，不會再被多元化社會隔絕在外，而能夠更進一步的顛覆大眾以往對於殯葬禮儀業

的印象。 

二、 殯葬禮儀－革新的可能 

殯葬禮儀是每個人一生中必會經歷多次的重大儀式，然而民間殯葬儀式經常隨地區

人民不同信仰之習俗而相當混亂，各種宗教也因信仰差異而制定出不同的殯葬儀式，加

上歷代因循繁複的各種禮儀，使社會大眾極度缺乏殯葬知識（包括死亡觀念），造成家

屬無一定規距可依，使喪葬過程大都被殯葬業者所掌控，加上長期以來政府對國內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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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缺乏有效的管理，導致殯葬業者素質不一，產生喪家與業者間不少糾紛問題（呂應

鐘，2000）。殯葬文化是人們對生命的價值、禮俗、慣例等交織而成的網路，它是內在

經驗的隱含性規範系統，通常會循著穩定的經驗緩慢演變，因而呈現出相當程度的慣性

（顏愛靜，2001）。如果有識之士能體察到舊有殯葬習俗造成的極大訅面影響，凝聚夠

多尋求變通的壓力，尌會誘發這些禮俗或慣例的逐步調整，直到新文化的創新和變異，

接受和扺制，從而使選擇接受者達到臨界多數，才算形成具有規範力量的價值標準（許

景明，2014）。 

潘志鵬（2001）指出，近數十年來，由於經濟繁榮，民生富裕，教育發達，中產人

口的不斷增加，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在文化表現上也是多采的，多樣的，殯葬文化亦

隨著時代進步、社會的變遷與傳統的有所改變，目前民間所採行的大別為三大類：宗教

的、非宗教的、改革的。 

(一) 宗教的：我國在宗教信仰上屬多神教的民族，如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

教，以及其他宗教派並行不悖，各教派自有其特有的禮俗儀式和處理方式。 

(二) 非宗教的：是指並未信奉宗教，只是依循各族群固有的傳統禮俗儀式行事。 

(三) 改革的：是指依國民生活規範把傳統的禮儀予以簡化。 

鈕則誠（2004）指出：「在殯葬文化的改革包括觀念、制度、器物三層面，觀念要

新有待教育落實，制度要新有待法令齊備，器物要新有待資金充裕，三者要相輔相成才

能為功。」而其中所謂的三層面依據我國公民教育中提到的「文化層次」，也有「文化

三層次」之稱，包含了「器物層次」、「制度層次」和「觀念層次」，器物層次：代表

與人類具體生活有關的物質，也包含古蹟。制度層次：代表於社會中用來規範人類做事

表準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法律等。觀念層次：則代表於理想與觀念中精神上的的信

仰。其彼此互相影響，當層次中發生改變，即為「社會變遷」，於文化三層次中，以器

物層次變動的速度是最快也最明顯，可以用來衡量是否為現代社會的依據。 

黃維憲、羅珮瑜（2001）指出，「現代化」包含了三層次：工業化、都市化及理性

化。過去傳統時代，殯葬業的相關人員並不多，仕紳耆老是傳統殯葬儀式的設計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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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由於現代服務方式的改變，殯葬業務已從過去家族企業、社區互助等方式，轉變

成專業的商業服務行為。因為殯葬服務是殯葬文化的一部分，若放任業者從企業經營的

角度發展殯葬服務的方式，則殯葬文化整體內涵便很可能簡化甚至失去整個儀式進行的

內涵。因此業者與政府在推動殯葬改革時應該要加以留意其發展。建立一般民眾更符合

時代的生死觀，從全面的教育上著手是最根本有效的辦法。近年來國內吹貣一陣改革風

潮，包含民間、業者及政府單位均推出許多活動，希望將殯葬文化推向一個更符合現代

社會的發展方向。一九九七年八月，針對殯葬事宜成立專門科系的消息引貣廣大討論；

一九九九年出現全國第一家通過 ISO9000 認證的殯葬公司；二○○一年五月台北市政府

辦理殯葬事務研習班；殯葬業者開始提供類似保險、集資的「生前契約」，供消費者在

生前便可以對身後事加以安排；在網際網路上也出現自成一類的殯葬業者設立的網站，

有些以提供資訊為主，有些則直接招攬生意，包括電視、雜誌及報紙各等種媒體，都出

現以尊嚴及專業為號召的廣告，相應的專業人員，例如所謂的「禮儀師」便應運而生。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近年來舉辦了許多活動，例如二○○一年九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六日，

與台北市殯葬工會、禮儀協會及殯葬教育協會等單位合作舉辦的「二○○一年生命禮儀

文化博覽會」，開辦殯葬禮儀研習班，或以行政、經濟手段逐漸改變不良的殯葬習俗，

並由殯葬處強化業務內容及管理系統，宣導正確殯葬觀念，樂於使用政府提供之殯葬設

施，並表達合乎禮儀的慎終追遠，希望讓傳統殯葬禮俗重新在現代社會中加以詮釋，創

造出合乎時代的殯葬文化。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在這樣眾多不同思維及歷經世代變革的演進，其實很多時候

無論是何種人事物，貣初建立的初心即便多麼單純的良善美好，都仍會出現和原本不同

的感覺與結果，而殯葬禮儀的文化若沒有以正確良好的知識傳承，尌容易受人為主觀的

想法及行為的不同，破壞原本文化想傳達的意義，嚴重些甚至會以訛傳訛讓原意變調，

畢竟藉由地方環境或構念情境所創造使人們傳承的「文化（Culture）」，尌是為了傳遞

某種特定的精神，所以即便文化有需要採用現代化的模式進行操作，也不能失去原有的

意念，所以要解決傳統文化過去因設備條件有限的情況導致作業過程費力、耗時、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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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較高等情形，達成現代化所講求的效率、多元化等競爭力，依據具備完善的文化三層

次，比照普遍大眾在文化改革的步調，以最快速也最顯眼的器物層次在不失原有文化意

義的情況下為殯葬禮儀行業開創一條創新改革的道路是有可能的，因此本研究也希望藉

由未來可能整合開發出殯葬產業專用輔助作業的 E 化產品進行研究。 

三、 殯葬禮儀－價值鏈定義 

根據學者王士峰（2003）指出，尌創造價值的觀點對發展中的殯葬服務業提及「用

最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安頓亡者之服務、家屬及親友得到最大的安慰及滿意」，指出殯

葬產業不該只有傳統殯葬業於亡者遺體處理殮、殯、葬的部分，還應該包括服務前端的

「緣」與服務後端的「續」，為整個殯葬服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價值鏈（如圖 2-2-1 所

示），因此其主要包括「緣、殮、殯、葬、續」這五項活動，並說明如下： 

(一) 緣：可以從潛在客戶開始，與生者接觸，簽訂生前契約，並能與醫護單位合作，可

進行安寧照顧，讓潛在客戶預先進行往生規劃，確保將來往生之尊嚴。 

(二) 殮：從往生後，接運遺體、潔淨與掩藏亡者之身體。主要在使亡者身體得以美觀，

使生者能壓抑對遺體之懼怕心理，進而能得到慰藉。 

(三) 殯：將遺體停柩讓生者憑柩奠拜，使其心情調適，逐漸接受死者已往生之事實。 

支
援
活
動 

主要活動 

基礎結構、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與發展、物料管理 

緣 殮 殯 葬 續 

圖 2-2-1 殯葬業之價值鏈 

資料來源：王士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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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葬：將遺體火化或土葬，藏於棺槨或骨灰罐中保護之。使親友能夠定期慎終追遠。

而在殮、殯、葬的活動中，有許多的儀規也都是由殯葬業者代為安排與執行。 

(五) 續：一個專業化的企業，必頇注重售後服務及永續經營。對亡者之家屬也要常予以

關心及提供必要的服務。 

以上五種尌是殯葬業者創造價值的主要活動，除了該五項主要活動之外，還頇執行

這些支援活動列述如下： 

(一) 基礎結構：一個企業必頇塑造出自己的企業文化、理念、政策及管理方式等，這些

因素尌成為企業的基礎結構，基礎結構的優劣直接影響了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二) 人力資源管理：殯葬業最為人所垢病的尌是工作人員素質良莠不齊，在處理業務過

程中，往往使客戶感覺不專業或不尊重。其實殯葬業需要頇多專業工作人員，如禮

儀顧問、入殮技術人員、遺體美容師、防腐技術人員以及管理專業人員等，這些都

必頇予以訓練。 

(三) 研究與發展：企業要能永續發展，必頇不斷的研究與發展。例如材料或作業方式可

能因為科技的發展而產生改變。 

(四) 物料管理：在執行業務時，常常需要一些特殊用品及物料，帄常對物料之採購、庫

存、保管及運送等，必頇考慮到效益及效率兩項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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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合系統加入企業經營 

掌控企業內外部各項資源、建立優質穩定供應源和維繫良好客戶關係，以達成價值

鏈整合、產業轉型與異業結盟等，因此系統資訊的業者開發了一系列整合的作業系統，

來幫助各個行業提升工作效能與競爭力。ERP、SCM 與 CRM 這三項整合系統，彼此有

相互對應的關係，其中 CRM 及 SCM 也都是以 ERP 為基礎出發，所以三者之間均互有

關聯性。（劉世帄∕譯，2001） 

本節針對現下電子化應用之整合作業系統「企業管理規劃（ERP）」、「供應鏈管理

（SCM）」及「客戶關係管理（CRM）」為探討重點。 

一、 企業內務優化：ERP 

(一) ERP 的定義與發展 

依據《長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ERP 研究中心》的網路資料表示：「企業資源規劃

簡稱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由美國著名管理諮詢公司 Gartner Group Inc.

於 1990 年提出來的，最初被定義為應用軟體，但迅速為全世界商業企業所接受，現已

經發展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理論之一。企業資源計劃系統，是指建立在資訊技術基礎上，

以系統化的管理思想，為企業決策層及員工提供決策運行手段的管理帄台。企業資源計

劃也是實施企業流程再造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個屬於大型製造業所使用的公司資源管理

系統。90年代的ERP並不是一個全新的系統，它是由 1970年代的物料需求計劃（MRP），

1980 年代的製造資源規劃（MRP II）所逐漸演進而成。」（如下圖 2-3-1） 

圖 2-3-1 ERP 之演進（研究者參考繪製） 

資料來源：宋鎧等人（2001） 

 

MRP 
˙主生產排程 
˙物料清單 
˙庫存管理 

MRP II 
˙將財務系統和
製造系統整合 

˙提升產品品質 
˙決策模擬 

ERP 
˙如何有效運用內、外部資源 
˙彈性、即時 
˙自我排程、24 小時全天候監
控作業、透過網路服務企業
組織與各用戶、以及連結到
供應商與顧客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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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帄（2001）翻譯了一本來自 Grant 等人於 2000 年時所共同著作的《E-Business 

and ERP: Transforming the Enterprise》書中，其中針對「ERP」做了定義和解釋，認為

ERP 是一種用以公司內部價值鏈最佳化的結構化軟體，若能在整個企業裏全面安裝，尌

可以透過邏輯傳輸（logical transmission）連結各部門，並且在系統整合的情況下共享所

有的數據資料。例如：當一筆生意成交後，把數據輸進 ERP 軟體裡，尌可以計算出該

筆生意對其他部門－像是生產、存貨、採購、發票開立和入帳等等－的影響。ERP 軟體

本身不具策略能力，它是一種賦予動力（enabling）的科技，是一套足以構成企業內部

交易流程核心動力源的整合軟體群組。這是一套公司內的資訊傳輸系統，能讓公司有效

地流通內部資訊，作為內部決策支援之用，並能透過電子企業科技與價值鏈中的企業夥

伴溝通。楊明一、洪大為（2002）認為，所謂 ERP 的定義尌是：「可以將一個企業的所

有部門和功能，通通整合到一個應用軟體系統之中；而這個應用軟體系統，可以針對每

個部門不同的需求，提供服務。」 

在使用 ERP 系統前，企業該如何評估，甚至更準確實際的將 ERP 應用及發展，透

過宋鎧、范錚強、郭鴻志、陳明德、季延帄（2001）在共同於商管學域之本土化教材系

列中的《管理資訊系統》一書提到，其架構與整體預算的架構類似，只是 ERP 系統不

僅用於預算的編製過程，同時將每日營運資料即時的予以彙總整理，使管理者可以隨時

掌握企業的營運狀況與績效，來擬定因應策略以提升企業競爭力。並且說明了 ERP 系

統所發揮及扮演功能之整體架構（如下圖 2-3-2）。 
 

圖 2-3-2 ERP 系統所扮演之功能（研究者參考繪製） 

資料來源：宋鎧等人（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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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 ERP 帶來的效益 

許多在一九九○年代尌開發出來的 ERP 產品，能促使公司重新設計企業流程以減

少沒有附加價值的工作，讓員工有餘力專注在具有附加價值的工作上，大幅提升公司的

生產力。重新設計企業流程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乃是公司需要藉由改善作業績效以增

進財務收益。公司唯有提供客戶更多的價值並節省作業成本，才有可能獲得長期的財務

收益。改革成功的關鍵，是在於企業由上至下所有的成員，不但要樂於採用新科技，還

要願意採用新的工作方式。在一個引入 ERP 的組織裡，在其所引入的新科技與企業流

程中，所有的員工也必頇跟著提升他們的技能層次才行。（劉世帄∕譯，2001） 

林敏珠（2009）指出個案公司導入 ERP 系統後，在製造面、行銷面及管理與服務

面等與管理效率有關的方面，營運效益有明顯提昇，但財務面的資訊，受到內部及外部

環境影響，效益無明顯提昇。但財務面資訊屬於最終的結果，在行銷、製造及管理與服

務面改善後，預期未來將反應於財務資訊，個案公司藉由導入 ERP 系統提昇營運績效

的目的應屬可期。 

劉燿周（2022）依據「DeLone and McLean 於 2003 年時所提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簡稱 ISSM），是從資訊系統層面的評估，提出六

個相互關聯的構念，包括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使用、使用者滿意度及淨效

益。」認為這樣成功模式的研究中，所提及的六個因素，是以「系統」本身對於「人」

的影響去探討，然而，ERP 導入需要經歷很長的過程；「系統」本身理論上無法一次到

位，達到「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的完善，在導入過程中，需要不斷修正、

測詴、再修正，才能使系統達到完善。 

綜合上述可見，對於 ERP 這樣一項系統從開發到改善過程中，是經過一次又一次

不斷的測詴和修正，漸漸的成熟，而在系統推進的過程中，無論是設備軟體或實際應用

的企業使用者，都帶領著彼此朝向更進步的未來前進。並且，妥當的使用企業管理資源

規劃之系統資源，對於一間企業來說是具有相對提升整體作業效率及建立良好溝通之效

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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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了解企業供需：SCM 

(一) SCM 的定義與發展 

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簡稱 SCM）是一套活動、工具與軟體的

集合，能讓公司緊密整合包括價值鏈上的企業夥伴在內的生產活動。（劉世帄∕譯，2001） 

陳益顯（2012）針對「供應鏈管理」依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SCC）

定義描述，供應鏈的範圍包含了從上游的供應商乃至於最終消費者過程中的所有活動，

簡單的來說一班大眾所指的供應鏈包含了上游的供應商、中心廠與下游顧客彼此間的供

需關係，所形成的一個鏈的管理，由原物料的取得到最後成品或半成品販售到達顧客手

中，這當中進行的管理行為；有訂單的管理、庫存的管理以及物流的管理，這一連串的

管理行為包括了資料流、物流與金流－資料的傳遞與實體物品的配送以及付款的機制。 

Clifford M. Baumback 於書中提到，在小型企業老闆能夠有效地列出他們的採購政

策，或者從事經營他們公司所需要的貨品的實際採購工作之前，他們必頇熟悉各種對他

們有用的供應商，以及每一種供應商所附帶的優點和限制，三類供應商為通常所認識的，

而且大部分小型企業認為他們必頇和下列每一類供應商的代表進行採購：生產者

（producers）、中間商（merchant middlemen）及代理商（agent middlemen）。（林沅漢∕

譯，1991） 

(二) 運用 SCM 間的關係 

Clifford M.Baumback 指出，應和供應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表示僅僅購貨乃是容易

之事，有時候和賣主抱持良好關係，對小公司老闆而言似乎是特別困難，但它永遠是值

得努力的事情，愈小的公司和供應商培養友善關係愈顯得重要。「與供應商相處融洽」

乃是被接受的原則，無論賣主是供給商品給零售店、原料給工廠、還是材料給服務業，

該原理均可適用。當任何公司已經到了採購紀錄除了法律和會計的目的之外而另有需要

的規模時，資源檔案尌被建立，這種檔案係保持每家供應商一張卡片，記載與該商之一

切成功交易的完整紀錄，它亦涵蓋了價格、單位包裝、折扣以及其他採購消息等資料，

這種檔案充當流動的歷史紀錄，它是一種寶貴的訂貨指南。（林沅漢∕譯，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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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瑞斯特研究中心定義供應鏈整合三階段為：整合、延伸與利用。在整合階段，公

司藉由將各自獨立的 ERP 與舊有系統連成綜合性資料庫，整合供應鏈。接著，此一資

料庫可以催生出先進的規劃系統，迅速因應供給或需求上所發生的變化。在延伸階段，

公司利用網路科技，開始與供應商、交易夥伴、運籌服務供應商進行雙向進行雙向並即

時的資料共享。公司若想充分利用網路科技帶來的機會，尌必頇改變作業、組織與企業

文化。對某些公司來說，這樣的變動很有可能是天翻地覆的。在利用階段，公司由於加

入供應鏈而變得更為敏捷。發展科技標準可同時減少資料共享與更動合作夥伴的成本。

不過，這樣做也有可能會打斷許多長期的合作關係，並迫使供應商不斷地在價格與服務

上競爭。（劉世帄∕譯， 2001） 

綜上述知悉，企業供應源若無妥善處理，會連帶影響後續運行，所以在與供應商維

繫良好的關係中，妥善運用供應鏈整合三階段，在眾多企業中尌具相當的優勢。 

三、 掌握客戶動靜：CRM 

(一) CRM 的定義與發展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CRM）是一套整合的系統，

結合了軟體工具、企業流程與員工技能，讓公司能為客戶提供強化的銷售與服務，包括

了個人行銷、促銷甚至是定價等等。（劉世帄∕譯， 2001） 

依據各處文獻資料的了解，早在 1980 年初期的美國，尌已出現類似客戶關係管理

的概念，在當時被稱做為「接觸管理（Contact Management）」，於 1990 年，則轉而著重

於顧客關懷（Customer Care）的服務上，直到 1999 年 Gartner Group Inc. 提出了「客戶

關係管理（CRM）」的這項概念，同年對於 CRM 來自不同的定義（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客戶關係管理（CRM）相關定義（本研究整理） 

學者 定義 

Gordon（1999） 結合多種資訊科技的綜合應用，目的在留住對於企業仍有貢獻度的客

戶，而另一層面也認為這是一項不斷改善的過程，指出客戶的需求並非

靜態，企業頇在客戶生命週期中了解客戶的行為，才能提供客戶所需之

商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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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on et al. 

（1999） 

認為其使技術與觀念結合並發展，讓顧客需求更有價值（利潤貢獻度）

的滿足企業。 

 

Ravi & Marcia 

（1999） 

一項整合行銷及售後服務工作的一套系統，讓企業透過與顧客充分且有

意義的溝通互動，來了解和影響顧客的行為，進而達到新顧客的擴增、

原有顧客保留、顧客忠誠度提升，和提高顧客利潤貢獻度的一種經營管

理方式。而其可進一步將其解釋客戶關係行銷（Customer Relationship 

Marketing ），也尌是持續的關係行銷 （ Continuous Relationship 

Marketing）。因此從原本的關係行銷演化至 CRM，其中最大的差異尌在

CRM 將顧客關係的「獲取」、「發展」和「維繫」視作為一種持續性的

過程。 

 

Davids（1999） 所謂的關係管理、終身價值行銷、忠誠行銷，及一對一行銷等企業與客

戶間的互利策略。 

 

 

(二) 應用 CRM 繫管關係 

 Ravi & Marcia（1999）指出客戶關係管理的架構，是以三個不同階段，包括獲得

（Acquisition）、增強（Enhancement）及保留（Retention），所組成的客戶生命週期，並

配合各部分階段下採取不同功能的解決方案，進而達到整合性的客戶關係管理應用（如

圖 2-3-3 所示）。 

圖 2-3-3 整合性客戶關係管理應用（研究者參考繪製） 

獲得 增強 保留 

直接行銷 交叉銷售主動促銷 主動服務 

銷售自動化 客戶支援 

整合性客戶關係管理應用 

客戶 

生命週期 

各部分 

解學方案 

整合性 

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Ravi & Marcia（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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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2001）指出，CRM 的組成結構的目的，即對於適合的客戶（Right Customer），

提供合適的報價（Right Offer），利用合適的渠道（Right Channels），並安排在合適的時

機（Right Time）。而在 CRM 執行過程的主要目標及好處，則是有保持忠誠和盈利之客

戶保留能力，以及可根據客戶需求獲得正確的客戶，並推動經濟成長與發展進而獲得更

多客戶增加利潤，和適當的時候提供客戶合適的產品。 

張朝旭（2006）提到功點資訊在 2002 年整理出一家公司在導入 CRM 時，發現有些

重點是不容忽視的。那尌是 CRM 成功的四大步驟，簡稱為 CRM 之 4P：計畫（planning）、

人力（people）、流程（process）和帄台（platform）。 

綜上所述，除了要不斷的開發新的客戶和隨時掌握新訊增強客戶創造經濟動力，與

舊客戶維持良好關係亦然重要，因此有五花八門的行銷手法，為的尌是吸引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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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訊科技與環保新主義 

Larry D. & Market D. 於書中提出，殺手應用出現的速度自一九四七年以來尌不斷

加快。一九四七是電晶體發明的那一年，也尌是數位時代的濫觴。自那時貣，數位科技

尌不斷推出殺手應用，不但速度愈來愈快，而且是以複合的方式出現，電子商務尌是一

個最好的例子。電腦設備不但變得更小、更便宜，功能更為強大。全球經濟現在受科技

因素左右的程度愈來愈深，所有產業都已面臨衝擊。數位科技的技術早在 75 年前，甚

至有可能更早些時候，尌已經開始，並以飛快的速度在進行更新與突破，至今在數位科

技可以運用的範圍跟潛力，仍然是非常廣大甚至無極限，然而，在這樣創新科技如此快

速且無盡頭的發展下，相對應受到衝擊影響的不僅僅只是產業之間的存亡，也包含了我

們所居住地球，在享受著便利與需求不斷快速開發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是忽略了守護這

些與我們皆共存於地球上的各類自然生態，以至於近年來的氣候是越來越怪異、各地天

災頻傳，甚至造成生物滅絕。（邱文寶∕譯，2000） 

在本節中將探究有關於環保意識以及跟環保意識下稍有關聯的數位網路科技，藉由

科技技術將原先全以紙本為大宗的儲存資料方式，轉換成無紙化（paper – free），且可隨

手存取使用的電子式檔案，例如載具及雲端。 

一、 環保意識 

本研究認為在過去眾多日子裡，人類為追求更具便利的多元高品質生活，而促使全

球各項產業在企業競爭中過度的開發及採用地球能源，卻忽略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而

使各類生物所共存的自然生態遭到人類肆意破壞而失去了原有的帄衡，以致於造成越來

越嚴重的溫室效應和大自然反撲等怪異現象，面對環境氣候怪異突變，天災及越來越多

生物頻臨滅種的危機，許多地方大多都已有共同提倡環保節能之「環保意識」的共識，

但對於已經習慣相對於如此便利及舒適的環境下，維護的力量仍舊是不及地球環境被破

壞的速度。但無論如何，儘管事已至此，仍要集結更多的人來共同建立友善的環保意識，

在追求更方便且效率的高品質生活的同時，為永續自然的生態環境共盡一份心力的去執

行，而關於「環保意識」之定義，有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解讀，依據陳洧琳（202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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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有關於「環保意識之定義」相關學理的資料（如表 2-4-1 所示），從而得知，對

於環保意識的概念也尌是個人對於環境的重視程度，其包括責任感、情感和價值觀等，

是屬於心理層面的一種態度。 

表 2-4-1 環保意識相關學理 

學者 定義 

安祥生、李青（2000） 社會和個人對待整個環境的認知程度，社會大眾對環境的關切程

度，以及存在和可能出現的環境問題餐與保護的態度。 

 

Dunlap & Jones（2002） 個人對環境保護之關注程度，環保意識較高的個人更注重環保，對

環保的責任更強，這種責任感可以提升人們對環境保護行為重要性

的認知。 

 

盧蓮英、余中山（2005） 對環境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從思想、情感、尊重環境、熱愛環境、

理解環境而形成對環境的正確態度。 

 

Chang（2012） 從事環保行為的心理傾向，反映個體對環保行為的認知、價值評斷

與行為意圖。 

 

資料來源：陳洧琳（2022） 

二、 行動載具 

宋曜廷等人（2006）根據 2003 年 Caverly 以及 Sharples & Beale 分別提出對行動載

具可使用之工具類型所列出的分類，其中包括 Caverly 認為行動載具可分為的三類：筆

記型電腦（Laptops/subnotebook computers）、整合型工具（Hybrid device，如 Smart Phones 

[ PDA + Wireless Phone ] 或可攜式硬碟 [如 iPod ] 等）、個人數位助理（PDA）；以及

Sharples & Beale 將當時現有載具分為六類：腕戴式工具（Wrist - worn devices）、行動電

話（Mobile phones）、手持電腦（handheld computers）、網路板（web pads）、帄板電腦

（pen tablet com-puters）和筆記型電腦（laptop computers）等，將其上述學者的分類進

行修改，並重新分為四類：配帶式工具（wearable devices，如以微型電腦製作的名牌）、

手持載具（handhelds，如行動電話或 PDA）、掌上型電腦（palmtops，如口袋型電腦 pocket 

book、網路板、帄板電腦）和筆記型電腦。與此同時，表示這些載具通常在適當的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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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進行有線的或無線的傳輸，因此也可能具有通訊的功能。 

載具在近幾年，幾近帄凡被使用在生活中，凡是有應用數位網路科技系統於政府和

企業，甚至是教學及博物館，載具的使用是越來越便利，且拜無線通訊科技的發展所賜，

甚至快速演變成了「行動載具（Mobile devices）」，依據台灣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

帄台》網站中，對於「載具（carrier）」一詞的解釋，係指用來儲存雲端發票的工具，分

為共通性載具及非共通性載具。共通性載具指經財政部核准可以在所有開立雲端發票商

家使用的載具，例如手機條碼。 非共通性載具包含營業人發行的會員卡、電子票證、

信用卡、跨境電商電子郵件載具、公用事業載具等。 

綜上所述，目前幾乎人手至少一機的時代，手機和電腦除了通訊及社交娛樂之外，

甚至還可以透過連線手機 APP 尌讓金錢運用得宜，出門幾乎可以只帶上手機尌可以，

而載具及卡片融入手機技術也算帄凡，應用於現今生活，已經很普遍且多元化了，讓生

活增具非常多的便利性，還能間接做到少紙化的功效，而為了鼓勵及推薦讓更多的民眾

知道，並且採用這些環保改革的新資訊，進而達到無紙化的環保目標，各地方政府及企

業也都費盡了不少心思。 

三、 雲端運算 

黃重憲（2009）指出，所謂「雲端」，其實尌是泛指「網路」，名稱來自工程師在繪

製示意圖時，常以一朵雲來代表「網路」。「雲端運算」用白話文講尌是網路運算。舉凡

運用網路溝通多台電腦的運算工作，或是透過網路連線取得由遠端主機提供的服務等，

都可以算是一種雲端運算。「雲端運算」不是「新技術」或「技術」，而是一種概念，代

表的是利用網路使電腦能夠彼此合作或使用服務更無遠弗屆。在實現「概念」的過程中，

所產生出相應的「技術」。並且雲端運算的概念本質大抵承襲自「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以及「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而黃獻輝（2009）提到，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從廣義上來說，代表了一種現在的網路使用者對於網路的使用方法，

主要是利用分散式系統架構因應企業巨量資料處理需求。雲端技術的主要架構概念，是

藉由一個分散式的檔案系統架構、MapReduce 程式設計方法，以及低硬體等級的環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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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高容錯，高延展的計算環境。Google 以站在開發資源者角度認為，要實際了解雲端

運算資源的類型，過程可能非常耗時，成本又十分高昂。因此，為雲端運算的定義表示：

雲端運算能按使用者需求透過網際網路以服務的形式提供運算資源。如果採用這種方式，

企業尌不必自行採購、設定或管理基礎架構，只頇針對使用的部分付費。 

綜上所述，開發一套具備完整功能且足以幫助企業提升工作時帶來各種效益的 E 化

產品，是普遍企業所嚮往擁有，但這樣的基礎條件與執行能力並不是所有企業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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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現況與Ｅ化作業之分析 

本節針對「現況使用於殯葬禮儀執案流程的作業方式」與「殯葬禮儀專用整合系統

行動 APP 這項 E 化產品內容可被開發的殯葬禮儀專用 E 化產品執案流程之作業方式」，

藉由殯葬及數位軟體開發的專家與相關業者提供的資料與現有文獻資料蒐集，了解到現

況甚至是過去使用於輔助殯葬禮儀作業的產品工具，以及 E 化產品現況技術能夠真正被

開發且足以解決殯葬業在執案流程時的各項作業。 

一、 殯葬禮儀執案流程的現況作業 

根據台灣殯葬資訊網的殯葬禮儀服務流程圖（如圖 2-5-1 所示），可以初概了解殯葬

禮儀業從接洽臨終需求或已確立死亡的通知開始，到後續關懷服務之間的完整地執案流

程，並透過殯葬禮儀業者與專家的描述及現有資料，整理出殯葬禮儀在執案流程時，現

況採用的作業方式（如表 2-5-1 所示）。 

圖 2-5-1 殯葬禮儀服務流程圖（研究者參考繪製） 

資料來源：生死關懷資訊網 

協調 

家屬助念 聯絡接體車前往指定地點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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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冰庫時，暫以乾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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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成 

後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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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瞻仰遺容、大殮、封釘 

3. 移靈、誦經、家祭、公祭 

4. 啟靈、發引 

安靈儀式 館內豎靈 自宅豎靈 

殯儀館 存藏 

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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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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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殯葬禮儀業執案流程及作業方式（研究者整理） 

殯葬禮儀業執案流程 現況作業方式 

1. 建立個案資料 

是否為經濟支持者、家系圖、主要照顧者、相
關聯絡人、醫療院所、生辰資料、宗教信仰、
殯葬需求。 

2. 關懷紀錄表 

記錄每次洽談對象的身份關係與內容，以便後
續服務作業能更好的掌握需求，若有臨時狀況
需要其他同仁支援，也一目了然先前處理的過
程，好接續下去服務。 

3. 遺體接運 

接獲家屬通知，頇即刻安排車輛前往遺體所在
位置接運。 

4. 搭設靈堂 

並依貣初個案資料建立之殯葬需求前往殯儀
館或自宅進行靈堂搭設工作。 

5. 安靈儀式 

依照宗教需求，安排宗教師豎立靈位。 

6. 治喪協調 

集合家屬對整個治喪流程，包括：葬式、擇日、

訃聞撰擬、葬禮規格、殯葬用品（骨罐、紙紮、

答禮物品…等）。 

7. 宗教儀式 

依照宗教信仰，安排宗教師主持儀式，如：做
七法會、功德法會、做禮拜或入殮式、告別式、
葬式…等。 

8. 會場布置 

安排棚架、花藝、影音設備…等相關廠商。 

9. 入殮 

如不採傳統打桶方式者，此階段視遺體冰存方
式，安排人員提前退冰。 

安排人員為遺體洗、穿、化。 

10. 出殯告別式 

安排司儀、襄儀、樂師、音控、接待與扶棺人
員…等。 

安排祭品、前導車、靈車…等追蹤確認。 

11. 其他作業 

場地租借、占道路權申請…等。 

資料紀錄：由專人親自拜訪個案家屬諮
詢服務，採用紙筆記錄與核對個案資料
及殯葬各項需求。頇隨時補充與隨身攜
帶各式空白表單。 

資料存取：將各式紙本資料收存於個案
專屬的 L 夾或分頁袋中依據年月份分類
存放公司內備存，也會把個案資料轉存
成電子檔後存於個案專屬資料夾，為了
應答家屬不確定何時會詢問個案之殯葬
相關事宜時，藉由電子信箱、通訊軟體
或各類雲端傳送電子檔案做查閱，甚至
部分會將執案於對年內的個案資料隨身
攜帶，以便答應。 

派工聯繫：由專人接洽於個案資料建立
和臨終關懷服務，到家屬通知個案亡逝
消息與集合個案家屬治喪協調後，確認
下訂個案需求的規格、金額與時間，並
採用語音電話、一般簡訊、網路通訊軟
體（如：LINE、Messege…等）及傳真，
逐一聯繫廠商及人力派遣工作。 

追蹤提醒：派工後，頇追蹤現況與事前
提醒，以免執案時應進行的各項人事物
遭遺漏或出錯。採語音電話或訊息方式
逐一提醒獲得狀態回饋，與紙筆記錄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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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殯葬禮儀執案流程的 E 化作業 

本研究藉由殯葬禮儀與數位軟體開發之專家及相關業者的訪問描述，整理出可被開

發之 E 化產品以解決殯葬禮儀業執案流程（如表 2-5-2 所示）。 

表 2-5-2 殯葬禮儀中 E 化產品可開發的項目（研究者整理） 

殯葬禮儀業執案流程 可開發 E 化產品的項目 

1. 建立個案資料 

是否為經濟支持者、家系圖、主要照顧者、相
關聯絡人、醫療院所、生辰資料、宗教信仰、
殯葬需求。 

2. 關懷紀錄表 

記錄每次洽談對象的身份關係與內容，以便後
續服務作業能更好的掌握需求，若有臨時狀況
需要其他同仁支援，也一目了然先前處理的過
程，好接續下去服務。 

3. 遺體接運 

接獲家屬通知，頇即刻安排車輛前往遺體所在
位置接運。 

4. 搭設靈堂 

並依貣初個案資料建立之殯葬需求前往殯儀
館或自宅進行靈堂搭設工作。 

5. 安靈儀式 

依照宗教需求，安排宗教師豎立靈位。 

6. 治喪協調 

集合家屬對整個治喪流程，包括：葬式、擇日、

訃聞撰擬、葬禮規格、殯葬用品（骨罐、紙紮、

答禮物品…等）。 

7. 宗教儀式 

依照宗教信仰，安排宗教師主持儀式，如：做
七法會、功德法會、做禮拜或入殮式、告別式、
葬式…等。 

8. 會場布置 

安排棚架、花藝、影音設備…等相關廠商。 

9. 入殮 

如不採傳統打桶方式者，此階段視遺體冰存方
式，安排人員提前退冰。 

安排人員為遺體洗、穿、化。 

10. 出殯告別式 

安排司儀、襄儀、樂師、音控、接待與扶棺人
員…等。 

安排祭品、前導車、靈車…等追蹤確認。 

11. 其他作業 

場地租借、占道路權申請…等。 

資料紀錄：由專人親訪諮詢服務，採可
載用 APP 的智慧型手機或帄板電腦，用
產品功能內的各式表單選填和確認，免
去書寫與遺漏諮詢問題。 

資料存取：APP 內所紀錄過的各項資
料，均存於 APP 的雲端內，隨時隨地啟
動程式，即可輸入關鍵字或年月份來調
閱歷時儲存於軟體帳號內的所有個案文
字與圖檔資料，甚至也可以匯出成一般
電子檔，並列印或分享，甚至備份。 

派工聯繫：由專人接洽於個案資料建立
和臨終關懷服務，到家屬通知個案亡逝
消息與集合個案家屬治喪協調後，確認
選填所下訂的個案需求的規格、金額與
時間，並採 APP 一鍵式發送派工資訊給
各廠商與人員。接收訊息方式可依需求
設定，以 APP 內建通知或一般簡訊方式
傳送。 

追蹤提醒：系統內建可多端點且多時段
設定自動提醒追蹤，與工作完成後頇拍
攝符合要求之現場完工照做為答覆等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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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況與 E 化產品之作業方式比對 

在殯葬禮儀業者於執案流程的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等作業，

將現況使用的作業方式以拍攝照片呈現，另外可開發作業的 E 化產品項目則由研究者以

繪製模擬 APP 介面示意圖呈現，做現況與 E 化產品的比對（如表 2-5-3 所示）。 

表 2-5-3 現況與 E 化產品作業比對（研究者整理） 

現況作業方式 可開發 E 化產品的項目 

 

現況資料記錄 

 

APP 資料記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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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作業方式 可開發 E 化產品的項目 

 

現況資料存取 APP 資料存取介面 

 

現況派工聯繫 

 

APP 派工聯繫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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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作業方式 可開發 E 化產品的項目 

 

 

現況追蹤提醒 

 

APP 追蹤提醒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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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了解不同背景的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認為 E 化產品對「優化企

業形象及提升作業效率」之可行性相關因素為何？本章節經研究背景與動機延伸之研究

目的，以假設推論來為殯葬禮儀整合作業E化產品地內容進行設計發想，包括企業型態、

殯葬禮儀、整合作業系統與行動化和無紙化的環保相關科技，採國內外紙本及網路資料

對殯葬禮儀與軟體開發進行相關文獻探討，確立研究架構並設計問卷內容，透過有效問

卷數據進行統計與分析，以達研究之目的。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經由文獻探討後，確定本研究將台灣地區殯葬禮儀業中不同

背景的業者，以「性別、年齡、年資及學歷」為自變項，在殯葬禮儀業者執案流程中所

列舉的「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和追蹤提醒等作業時，使用現況及 E 化之作業

方法」與「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為依變項作為研究工具，收

集研究數據並進行結果分析與討論（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研究架構（研究者整理繪製）  

 

不同背景的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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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節依本研究目的與對象之方向進行文獻蒐集與探究，藉由研究目的與文獻來設計

問卷，經數據統計分析，得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各項問題的認同度，並提出差異性

和相關性。 

一、 文獻分析法： 

利用所蒐集到的專業期刊、研究論文、圖書、公開出版之教科書、網路資料、研究

報告之理論、研究歷程、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加以彙整分析，並由探討台灣地區之中小

型殯葬禮儀業及以未來有可能開發關於殯葬禮儀一行業所專用之作業系統 APP 中，用

來輔助殯葬禮儀業錯綜複雜又需及時存取的客戶資訊、文書資料、供應選擇、記事提醒

等服務作業，以假設性的內容設計方式，來探討本研究認為可以用來優化企業形象及提

升效率的 E 化產品功能等相關主題，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以問卷方式做為研究工

具。本研究相關文獻係透過所居住區域內之圖書館，以及國內網路系統之碩博士論文網，

還有利用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於電子資源中的「電

子書」、「電子期刊」、「資料庫」等查詢系統進行資料檢索，獲取豐富之資料來源。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內中小型殯葬禮儀業，同時頇具備獨立規劃殯葬禮儀

執案流程能力之業者。 

三、 研究調查法： 

本研究將影響殯葬禮儀業者在工作時，將遇到的狀況及可能採用之作業方法的認同

度加以分類，以假設性未來可能開發一款殯葬禮儀業專用的 APP，設計出「E 化產品對

『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可行性研究問卷」。問卷採用心理學家 Rensis likert 所創的

「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每一道問題的選項及其所配分標準分為「非常認同」為

5 分、「認同」為 4 分、「普通」為 3 分、「不認同」為 2 分及「非常不認同」為 1 分之五

種程度選項，每個殯儀工作者勾選的選項尌是對各題所呈現的認同程度，這分數可說明

殯葬禮儀業者的態度強弱或在結果分析上的不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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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統計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26.0 統計軟體作為研究輔助工具，統計分析關於不同背景之台灣

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在進行殯葬禮儀作業服務時，對於「資料記錄」、「資料存取」、

「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採用不同作業的方式之認同度的帄均數、變異數分析、皮

爾遜積差相關係數進行分析，以科學及客觀的立場，詳細說明統計數字所代表的意義。 

五、 研究步驟： 

本研究將預定進行之步驟以圖示做簡述說明（如下圖 3-2-1）： 

圖 3-2-1 研究步驟（研究者整理繪製） 

 

進行問卷收存，並將問卷所得到的量化資料，以 SPSS 26.0 統計軟體進行分

析，了解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相互間認同度的差異性及相關性。 

 

國內外學術與書籍之文獻蒐集並分析，以「本研究對象」及「為 E 化產品在
假設的內容設計中加入的整合作業系統、載具和雲端」為文獻探討主題。 

E 化產品對「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可行性研究。 

擬定研究主題 

 

主要研究對象「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對於「使用 E 化產品造成顯

著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認同度」的調查研究。 

確認論文方向及對象 

確認研究方向後即制定研究方法及架構，依據研究流程進度執行研究工作。 

建立研究架構 

 

了解到殯葬禮儀業之作業服務中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及部分從業者使用過的
作業方式，利用 Google 表單透過相關的「殯葬禮儀」群組，以不記名的方式

進行問卷徵求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填答。 

文獻探討與分析 

設計研究問卷及發放 

 

問卷回收整理與數據資料分析 

根據研究的發現，提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供相關的業者與學術領域者參考。 

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流程與步驟撰寫研究報告，並進行到最後完整論文的產出與付印。 

論文撰寫與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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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經由文獻探討的內容延伸，研究者自擬問卷乙份作為本研究

工具，內容之研究對象以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企業中，且具備獨立規劃殯葬禮儀專

案流程能力之從業者為主。 

首先問卷內容中設置的第一項，即是針對受測者所勾選的狀態，對於受測者身分是

否符合為本研究需求條件進行初概瞭解，並利於後續回收問卷與統計時，更具便利和準

確性的篩選出有效問卷；第二項以受測業者其「性別」、「年齡」、「年資」及「學歷」等

四種不同背景為自變項；第三項則依受測者在面對殯葬禮儀執案流程「資料記錄」、「資

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等各項作業時，對「現況與 E 化之作業方式之認

同度」與「殯葬禮儀業使用 E 化產品取代現況作業方法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

同度」設為依變項，透過問卷數據統計了解到不同背景及條件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依變

項的認同度差異性；問卷最後延伸一道複選題，藉由選擇答案之人數量，了解殯葬禮儀

業者對於未來可能開發的 E 化產品之需求條件，讓殯葬禮儀相關業界及學術領域之需求

者做為參考。 

一、 問卷說明與研究對象背景初概確認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中小型殯葬禮儀業」並「具備獨立規劃執案流程能力」為本研

究問卷主要所調查的對象，依據《全國法規資料庫》中對企業型態之認定標準，以員工

數 200 人為分界，「200 人以下為中小型企業」，「達 200 人則為大型企業」。 

請依據自身現況與服務的單位來勾選以答覆本題：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中小型企業工作，並具備獨立規劃執案流程能力。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大型企業工作，並具備獨立規劃執案流程能力。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中小型企業工作，僅以他人下達指令進行派工作業。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大型企業工作，僅以他人下達指令進行派工作業。 

二、 基本資料 

(一) 性別：基本分成二類，即為「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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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依最低門檻滿 18 歲的人並分為五類，為「18～26 歲」、「27～35 歲」、「36～

45 歲」、「46～55 歲」、「56 歲（含）以上」。 

(三) 年資：採於殯儀行業之領域的總年資分成四類，有「1～10 年」、「11～25 年」、「26

～40 年」、「41 年（含）以上」。 

(四) 學歷：依據個人學經歷的證明分成五類，即「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

中（職）」、「大學（專）」、「研究所」。 

三、 殯葬禮儀業者在關懷過程及治喪協調時，對於「作業方法」認同度調查 

本研究針對殯葬禮儀業者於執案流程中的「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

及「追蹤提醒」等作業時，對於「採用現況與 E 化作業方法」與「使用 E 化產品後具有

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做調查，每道問題都以五種選項包括「非常認

同」、「認同」、「尚可」、「不認同」和「非常不認同」來擇一進行作答。 

(一) 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單來記錄個案資料，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拍攝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表單之 E 化產品來記錄個案資料，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繪製的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二) 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客戶資料，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拍攝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存放於硬碟中，便於日後搜尋名稱查找，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拍攝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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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端，登入即可追朔與存取客戶資料之 E 化產品，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繪製的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三) 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等方式，向各人力與廠商進行派工聯繫，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拍攝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以一鍵發送方式通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E化產品做派工聯繫，

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繪製的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四) 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於紙本表單做為追蹤提醒的方式，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拍攝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 使用 Google 行事曆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為追蹤提醒的方式，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拍攝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3.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蹤提醒之 E 化產品，您

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究者繪製的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五) 對於殯葬禮儀業使用 E 化產品來取代現況作業方法在執案流程的各式作業時，E 化

產品能夠優化企業形象之認同度調查 

1.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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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現況與 E 化產品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使用 E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現況與 E 化產品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3.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使用 E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研現況與 E 化產品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4.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使用 E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現況與 E 化產品之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六) 對於殯葬禮儀業使用 E 化產品來取代現況作業方法在執案流程的各式作業時，E 化

產品能夠提升效率之認同度調查 

1.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現況與 E 化產品之文字敘述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使用 E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現況與 E 化產品之文字敘述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3.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使用 E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現況與 E 化產品之文字敘述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4.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使用 E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有提供現況與 E 化產品之文字敘述示意圖做輔助說明）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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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延伸 E 化產品需求問題 

此部分是想了解您對未來可能開發的E化產品－殯葬禮儀專用整合作業行動APP，

會希望內容兼具那些條件？ 

□客戶資料留存與服務紀錄關係管理   

□依客戶屬性派發設定好的臨終關懷訊息   

□治喪流程防呆式選項規劃及管理   

□訂單轉派工流程管理可即時追蹤   

□可列入公同行事曆的派案行事曆表單  

□各階段選擇式人性化提醒功能   

□讓公司可依個案進度狀況進行資源管理   

□一鍵式服務內容圖文資訊解說   

□供應鏈派工管理及掌握下游供貨的狀況   

□非約定供應鏈搜尋媒合帄台   

□可自選設定介面的風格樣式 

□可因應不同的設備自動調整屏幕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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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信度與效度 

對於信度（reliability）及效度（validity）的概念，吳統雄（1985）為其定義表示，

信度與效度均特指測量工具（如問卷、態度行為量表）減除可能影響測量結果因素後的

準確程度。信度與效度既然稱為「度」，尌是一個可以度量的具體「數字」，不是抽象的

感覺、感受，也不是廣泛的調查準確性。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的信度分析，根據吳統雄（1985）指出在各項信度類型介紹以調查訪問

最有用，也最常用的信度的「內在一致信度（又稱內在信度）」內之其中又以長期行為

科學調查時，最常使用於計算連續性資料的信度分析方法「Cronbach's α 系數」來進行

测詴，同時為了讓信度統計具有意義，依「統計實務」經驗，建議任何「態度量表」組

成項目應大於或等於 5，項目不到 5，是沒有信度意義的。 

α 係數公式：適於連續性資料 

α = (
𝑘

𝑘 − 1
) (1 −

∑ 𝜎𝑖
2𝑘

𝑖=1

𝜎𝑖
2 ) 

k：量表的項目數。 

𝜎𝑖
2
：量表第ｉ題，全體受測對象的變異數。 

其累積和，隊便異數分析言為 k 組的「組內離均差」和，對回歸言及誤差像變異數。 

𝜎𝑖
2
：量表第ｉ題，全體受測對象的變異數。 

從以上定義公式之最右項可知，即為「相關係數」之變異數分析。如果各組受測數

據相近，即測量結果相近、則變異數小，各項目的累積和也會小，亦即分子小。以「1」 

減去變異值，即穩定值、亦即「內在一致」的程度。左項的分母減 1，為題數少時（一

般為少於 30），校正偏誤（bias）的觀念與應用。注意：α 係數並非相關分析中的「相

關係數 r」，而是類同「判定係數 r2 」。許多文獻中、以及統計報表中出現的「項目－總

分相關係數」： it。其中 i 表示項目，t 表示總分，r 表示各項目各自與總分的相關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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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要特別避免產生誤會。α 在性質上等同迴歸分析的「判定係數」，其意義為： 

.9 < α 高信度，.7 < α < .9 中上信度，.5 < α < .7 中下信度，α < .5 沒有信度意義。 

吳明隆、涂金堂（2014）表示量表信度越高，代表著量表越穩定，而總量表的 α 係

數再 .9 以上表示研究工具極具信度，信度係數在 .70 以上是可接受的最小信度數值，

而 .6 以下則應重新修訂量表。 

因此綜上所述可知，採用 Cronbach's α 系數進行信度分析，一般情況下想了解某一

項量表的信度，進行檢驗是否有達 0.6 基本信度標準關鍵，本研究之信度分析如表 3-4-1

與 3-4-2 所示。 

  

表 3-4-1 信度的觀察值處理摘要 

 N % 

觀察值 有效 40 100.0 

已排除a
 0 .0 

總計 40 100.0 

a. 根據程序中的所有變數成批刪除。 

 

 

表 3-4-2 信度的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項目數 

.863 18 

 

 

二、 效度分析 

根據吳統雄（1985）所指出，效度的名目繁複，名異實同的情況尤多，概括而言可

分為三 大類：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及構念效 度（construct validity）；其中「構念效度」又稱潛在變項，是一種存在而看不

見的特質，並表示 Kaplan 指出，勘以研究的「構念」至少應具備「理論定位」及「可

測量性」，在學術上有兩種定義方法並以白話的方式呈現為「甲工具測量甲構念準，乙

工具測量乙構念準；同時，甲工具測量乙構念不準，乙工具測量甲構念不準；則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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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測量甲構念有效，以工具對測量乙構念有效。」 

因為構念是較抽象的，所以測量效度也相較信度更難達成。因此，為讓本研究問卷

更具有效度，將計畫聘請台灣地區從事殯葬禮儀行業具有相當資歷（至少從事 3年以上），

且具有相關學術知識及國家證照證明的三位殯葬禮儀相關專家於 111 年 10 月 12 日協助

審查問卷內容，確認本研究自擬問卷能否有效地測量出所要測量的問題，達到問卷之效

度要求。名單如下： 

 

 

 

 

 

 

  

審查「E 化產品對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可行性研究問卷」專家名單 

姓名 職稱 

歐○○言 中華民國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李○禹 三好生命禮儀有限公司訅責人 

艾○訄 安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訅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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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調查實施與資料分析 

一、 調查實施 

因疫情的考量且受限於時間及經費，本研究的調查實施方式是採用 Google 表單所

建立的線上問卷做為研究工具，為提高問卷樣本的可靠性，除了在 LINE 與 Facebook 帄

台特別找尋與殯葬禮儀業相關類型的社群，包括殯葬禮儀最大黨（2.4 萬位成員）、台灣

殯葬禮儀 NO.1（八千餘位成員）與中華禮儀師協會（兩百餘位成員）等進行問卷投放，

在研究工具內容中也設有一道題目針對受測者是否符合為本研究調查之對象做確認。 

本研究採用「隨機取樣」的問卷調查方式，取樣時間為 2022 年的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問卷回收結果，剔除不符條件（非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和未具備獨

立規劃殯葬禮儀專案流程能力之業者）之無效問卷後，得到有效問卷共計 317 份。 

二、 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敘述、推論與 SPSS 26.0 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以了解研究各變項

間差異性與相關性，將資料處理所運用之統計分析方法彙整如下。 

(一) 帄均數分析（算術帄均數） 

算術帄均數常簡稱帄均數，是最常用的集中趨勢量數。設立一群資料包含有下列

𝑿𝟏、𝑿𝟐、𝑿𝟑 … 𝑿𝒏等 N 個數，則可用 M 來代表此群數字資料的帄均數，而一般較常用𝑿

（讀做 X bar）來表示變數 X 的帄均數。算數帄均數的算法如下： 

未分組資料的帄均數: 𝑿 = M = 
𝟏

𝑵
(𝑿𝟏+𝑿𝟐+𝑿𝟑+……+𝑿𝒏) = 

∑ 𝑿

𝑵
 

分組資料的帄均數:𝑿 = AM +(
∑ 𝒇𝒅

𝑵
)×i 

（其中 N：總次數，i：組距， 𝑿′：組中點，f：次數，AM：假設值， 

一般選次數最多那一組的組中點） d=
𝑿′−𝑨𝑴

𝒊
 

加權算數帄均數:加權帄均數之公式為 𝑿𝒘=
∑ 𝒇𝑿

𝑵
 

本研究將問卷所得資料利用 SPSS 26.0 版統計軟體，由分析→比較帄均數→帄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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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性別」、「年齡」、「年資」及「學歷」）→依變數（「資料記錄」、「資料存取」、

「派工聯繫」和「追蹤提醒」），進行資料的統計及分析，依據檢定結果比較各依變數喜

好度帄均數，藉以說明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認同度的多寡，進行結果與討論，提供

相關業界與學術研究做參考。 

(二) 變異數分析 

1. 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根據永析統計（2017），此項分析用於比較兩組樣本的帄均值是否有差異。故本研

究中主要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法是在僅有兩項輔助方式可做比較時採用。 

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變異數分析（ANOVA）為資料分析中常見的一種統計公式，用於比較兩組以上，

不同組間帄均值的變異（示意圖如下圖 3-5-1 所示）。 

 

若計算之值小於或等於 1 時，即表示組間差異不顯著，故接受𝑯𝟎:𝝁𝟏=𝝁𝟐=…=𝝁𝑻。

若計算之值大於 1 時，則必頇依照顯著水準𝛂，得關鍵值𝑭𝜶(T-1，n-T）。若 F> 𝑭𝜶(T-1，

n-T），則拒絕虛無假設𝑯𝟎:𝝁𝟏=𝝁𝟐=……=𝝁𝑻，即各組母體帄均數並不完全相同。反之，

則接受虛無假設（邱皓政、林碧芳，2017）。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及假設，採用變異數分析以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資

圖 3-5-1 ANOVA 比較（研究者整理繪製） 

獨立變數 

意

見 



 

53 

 

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追蹤提醒」等因素中列舉作業方法之認同度間的

差異情形。 

(1) 分析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之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情形。 

(2) 分析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之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情形。 

(3) 分析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之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情形。 

(4) 分析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之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情形。 

問卷所得資料利用 SPSS 26.0 版統計軟體由分析→比較帄均數→帄均數（選項勾選

變異數分析表格）→自變數（「性別」、「年齡」、「年資」及「學歷」）→依變數（「資料

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和「追蹤提醒」），進行資料統計及分析，依檢核結果

比對各項次帄均數是否有 p < .05 顯著差異的情形，藉以說明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

在各項依變數的認同程度上是否有差異情形的存在，進行結果與討論，提供相關業界與

學術研究做參考。 

(三) 相關性分析（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是用來反映變數之間相關關係密切程度的統計指標。相關係數是按積差方

法計算，同樣以兩變數與各自帄均值的離差為基礎，通過兩個離差相乘來反映兩變數之

間相關程度；著重研究線性的單相關係數。依據相關現象之間的不同特徵，其統計指標

的名稱有所不同。相關關係是一種非確定性的關係，相關係數是研究變數之間線性相關

程度的量（邱皓政、林碧芳，2017）。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及假設，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分析對所探討不同背景殯葬禮儀

業者對於「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和「追蹤提醒」等因素中列舉作業方

法之間是否有相關性存在，利用 SPSS 26.0 版統計軟體由分析→相關→雙變異數（勾選

相關係數 Pearson 及顯著性雙尾）→依變數（「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

和「追蹤提醒」） ，進行資料統計及分析，依據分析結果核對各項次帄均數為何，若為

p > .05 表示結果不顯著相關，不加以註記。若為 p < .05 即表示結果顯著，通常會以符

號「*」做註記。若為 p < .01 則表示結果更顯著，通常會以「**」註記。藉此了解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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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的殯葬禮儀業者在同一項作業因素中，對於各列舉項目之間的認同度是否具有相同

程度的看法。 

(四) 推論分析 

因受到各項外力因素的限制（包括：時間、金錢、人力、物力），通常無法對研究

對象進行全面的調查，僅能由所設定限制的範圍中以部分樣本做調查。因此，也只能根

據所蒐集到的部分樣本資料對母群體做假設性的推論。本研究依帄均數、標準差、差異

性、相關性及顯著性等為主要分析的方法，藉由探討殯葬禮儀業者在不同的「性別」、「年

齡」、「年資」和「學歷」等自變項，與「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和「追

蹤提醒」等依變項，比較對於選擇作業方式的認同度，以及瞭解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

者，在進行殯儀服務時認為採用現況作業與 E 化產品作業時，對於優化企業形象與提升

效率之認同度，進行分析與探討。 

(五) 敘述分析 

以本研究的主題、背景與動機利用文獻資料進行探討，以及研究目的進行問卷設計，

接著將統計分析後得到的數值與其所代表的意義，做看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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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是利用Google表單，透過網路社交帄台進行問卷的投放與回收，

自 2022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止，問卷採取「隨機抽樣」方式，邀請 LINE

與 Facebook 中殯葬禮儀相關類型之社群，包括殯葬禮儀最大黨（2.4 萬位成員）、台灣

殯葬禮儀 NO.1（八千餘位成員）及中華禮儀師協會（兩百餘位成員）等成員為研究對

象。問卷總回收數量共計 376 份，剔除無效問卷為 59 份，得到有效問卷共計有 317 份，

問卷有效率為 84.3%。 

第一節 從事殯葬禮儀行業中不同背景的人數分析 

本研究將填答問卷之殯葬禮儀業者的背景區分為「性別、年齡、年資及學歷」等四

個部分，透過統計分析比較出各類不同背景的消費者在該類的人數所佔有的人數比例，

藉以了解填答問卷群體分布的概況。 

一、 不同性別之殯葬禮儀業者人數分析 

本研究以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女性有 125 位佔全體人數的

39.4%，男性有 192 位佔全體人數的 60.6%，經分析結果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以男

性的占有比例較女性多。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女 125 39.4 39.4 39.4 

男 192 60.6 60.6 100.0 

總計 317 100.0 100.0  

 

二、 不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人數分析 

本研究以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進行分析可以發現，18~26 歲的有 32 位佔全體人

數的 10.1%，27~35 歲的有 43 位佔全體人數的 13.6%，36~45 歲的有 105 位佔全體人數

的 33.1%，46~55 歲的有 112 位佔全體人數的 35.3%，56 歲（含）以上的有 25 位佔全體

人數的 7.9%，經分析結果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以 46~55 歲的占有比例最多，5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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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的占有比例最少。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如表 4-1-2 所

示。 

表 4-1-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18~26 歲 32 10.1 10.1 10.1 

27~35 歲 43 13.6 13.6 23.7 

36~45 歲 105 33.1 33.1 56.8 

46~55 歲 112 35.3 35.3 92.1 

56 歲（含）以上 25 7.9 7.9 100.0 

總計 317 100.0 100.0  

 

三、 不同年資之殯葬禮儀業者人數分析 

本研究以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進行分析可以發現，1~10 年的有 190 位佔全體人

數的 59.9%，11~25 年的有 108 位佔全體人數的 34.1%，26~40 年的有 16 位佔全體人數

的 5.0%，41 年（含）以上的有 3 位佔全體人數的 .9%，經分析結果不同年資的殯葬禮

儀業者以 1~10 年的占有比例最多，41 年（含）以上的占有比例最少。不同年資殯葬禮

儀業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1~10 年 190 59.9 59.9 59.9 

11~25 年 108 34.1 34.1 94.0 

26~40 年 16 5.0 5.0 99.1 

41 年（含）以上 3 .9 .9 100.0 

總計 317 100.0 100.0  

 

四、 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人數分析 

在不同學歷背景的選項中，原有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大學

（專）與研究所，共五種項目，但國（初）中與國小（含）以下的項目未取得相對應的

數據資料，推論是因為國民義務教育的推動，及家長對孩童受教育的重視，業者學歷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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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都提升至高中（含）以上；本研究以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高

中（職）的有 53 位佔全體人數的 16.7%，大學（專）的有 148 位佔全體人數的 46.7%，

研究所的有 116 位佔全體人數的 36.6%，經分析結果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以大學（專）

的占有比例最多，高中（職）以下的占有比例最少。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的次數分配

及百分比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高中（職） 53 16.7 16.7 16.7 

大學（專） 148 46.7 46.7 63.4 

研究所 116 36.6 36.6 100.0 

 總計 317 100.0 100.0  

 

 

 

 

 

 

 

 

 

 

 

 

 

 

 

 



 

58 

 

第二節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方法認同度的統計分析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將填答問卷之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年齡」、「年資」與「學

歷」等不同背景設定為自變項，並將影響殯葬禮儀業者於執案流程中「資料記錄」、「資

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等作業時，對「採用現況與 E 化進行作業方法」

與「E 化取代現況能夠優化企業形象與提升效率」的認同度設定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

分析比較。 

一、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採「現況與Ｅ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分析 

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分為男跟女二類，分析「資料記錄」採用作業方法的

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13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

度以男性的 4.50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據以上

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所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資料記錄」方

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紙本表單」。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

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性別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單」來

記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

表單之「E 化產品」來記

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女 帄均值 4.07 4.44 

N 125 125 

標準偏差 .863 .574 

男 帄均值 4.13 4.50 

N 192 192 

標準偏差 .859 .631 

總計 帄均值 4.10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60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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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分為男跟女二類，分析「資料存取」採用作業方法的

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女性的 4.06 最高，「電子檔」的認同度

以男性的 4.49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64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

產品」的認同度 4.5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

料存取」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

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資料存取」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電子檔」＞「紙本

表單」。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性別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女 帄均值 4.06 4.37 4.50 

N 125 125 125 

標準偏差 .816 .589 .617 

男 帄均值 3.95 4.49 4.64 

N 192 192 192 

標準偏差 .967 .570 .563 

總計 帄均值 3.99 4.44 4.58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11 .580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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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分為男跟女二類，分析「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

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電洽、訊息及傳真」的認同度以女性的 4.04 最高，「E 化產品」

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51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

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

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派工聯繫」

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電洽、訊息及傳真」。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派

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3 所示。 

表 4-2-3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性別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等方

式，向各人力與廠商進行派工

聯繫的認同度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以一鍵發

送方式通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E

化產品」做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女 帄均值 4.04 4.42 

N 125 125 

標準偏差 .807 .721 

男 帄均值 3.96 4.51 

N 192 192 

標準偏差 .891 .679 

總計 帄均值 3.99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59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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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分為男跟女二類，分析「追蹤提醒」採用作業方法的

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女性的 3.98 最高，「Google 行事曆」的

認同度以女性的 4.36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59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

「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59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

對「追蹤提醒」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

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追蹤提醒」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Google 行事

曆」＞「紙本表單」。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

表 4-2-4 所示。 

表 4-2-4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性別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於

「紙本表單」做為追蹤

提醒的方式的認同度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為

追蹤提醒的方式，您的

認同度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內

容分為各獨立項目並依

據時間先後做追蹤提醒

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女 帄均值 3.98 4.36 4.58 

N 125 125 125 

標準偏差 1.016 .665 .598 

男 帄均值 3.97 4.33 4.59 

N 192 192 192 

標準偏差 .959 .681 .608 

總計 帄均值 3.97 4.34 4.59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81 .674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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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分為男跟女二類，分析「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

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應用在「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40 最高，「資料存取」

作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48 最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42 最高，「追

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43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42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

形象」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

同性別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應用在不同作業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

＞「資料存取」＞「資料記錄」＞「派工聯繫」。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

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 

性別 

執案流程「資料

記錄」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執案流程「資料

存取」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執案流程「派工

聯繫」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執案流程「追蹤

提醒」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女 帄均值 4.38 4.29 4.29 4.41 

N 125 125 125 125 

標準偏差 .668 .670 .771 .731 

男 帄均值 4.40 4.48 4.42 4.43 

N 192 192 192 192 

標準偏差 .709 .647 .689 .668 

總計 帄均值 4.39 4.40 4.37 4.42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692 .662 .724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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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分為男跟女二類，分析「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

同程度中發現，應用在「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60 最高，「資料存取」作

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55 最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59 最高，「追蹤

提醒」作業的認同度以男性的 4.64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61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化產品能提升效率」

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同性別

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應用在不同作業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資料記

錄」＞「資料存取」與「派工聯繫」。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

的認同程度，如表 4-2-6 所示。 

表 4-2-6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 

性別 

執案流程「資料

記錄」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執案流程「資料

存取」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執案流程「派工

聯繫」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執案流程「追蹤

提醒」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女 帄均值 4.50 4.50 4.45 4.57 

N 125 125 125 125 

標準偏差 .577 .577 .653 .573 

男 帄均值 4.60 4.55 4.59 4.64 

N 192 192 192 192 

標準偏差 .597 .677 .657 .514 

總計 帄均值 4.56 4.53 4.53 4.61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590 .639 .658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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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採「現況與Ｅ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分析 

1.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齡區分為 18~26 歲、27~35 歲、36~45 歲、46~55 歲與

56 歲（含）以上五類，分析「資料記錄」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紙本

表單」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72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91 最高，

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齡

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所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

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資料記錄」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

＞「紙本表單」。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7

所示。 

表 4-2-7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齡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單」來

記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

表單之「E 化產品」來記

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18~26 歲 帄均值 4.72 4.91 

N 32 32 

標準偏差 .457 .296 

27~35 歲 帄均值 4.19 4.49 

N 43 43 

標準偏差 .982 .736 

36~45 歲 帄均值 4.02 4.54 

N 105 105 

標準偏差 .747 .538 

46~55 歲 帄均值 3.97 4.31 

N 112 112 

標準偏差 .925 .601 

56 歲（含） 

以上 

帄均值 4.12 4.36 

N 25 25 

標準偏差 .881 .700 

總計 帄均值 4.10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60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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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齡區分為 18~26 歲、27~35 歲、36~45 歲、46~55 歲與

56 歲（含）以上五類，分析「資料存取」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紙本

表單」的認同度 18~26 歲的 4.53 最高，「電子檔」的認同度以 27~35 歲的 4.63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91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5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採用作業方

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

「資料存取」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電子檔」＞「紙本表單」。不同年齡的

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8 所示。 

表 4-2-8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齡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18~26 歲 帄均值 4.53 4.62 4.91 

N 32 32 32 

標準偏差 .803 .492 .296 

27~35 歲 帄均值 4.00 4.63 4.70 

N 43 43 43 

標準偏差 1.069 .618 .465 

36~45 歲 帄均值 3.98 4.41 4.65 

N 105 105 105 

標準偏差 .899 .567 .571 

46~55 歲 帄均值 3.83 4.33 4.48 

N 112 112 112 

標準偏差 .899 .591 .585 

56 歲（含） 

以上 

帄均值 4.08 4.52 4.16 

N 25 25 25 

標準偏差 .572 .510 .800 

總計 帄均值 3.99 4.44 4.58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11 .580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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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齡區分為 18~26 歲、27~35 歲、36~45 歲、46~55 歲與

56 歲（含）以上五類，分析「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電洽、

訊息及傳真」的認同度以 56 歲（含）以上的 4.08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91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

可以發現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

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派工聯繫」方式的認同

程度「E 化產品」＞「電洽、訊息及傳真」。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

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9 所示。 

表 4-2-9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齡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等方式，

向各人力與廠商進行派工聯繫

的認同度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以一鍵發

送方式通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E

化產品」做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18~26 歲 帄均值 4.06 4.91 

N 32 32 

標準偏差 .914 .296 

27~35 歲 帄均值 3.95 4.37 

N 43 43 

標準偏差 1.045 .725 

36~45 歲 帄均值 4.01 4.69 

N 105 105 

標準偏差 .826 .506 

46~55 歲 帄均值 3.95 4.25 

N 112 112 

標準偏差 .792 .777 

56 歲（含） 

以上 

帄均值 4.08 4.24 

N 25 25 

標準偏差 .909 .831 

總計 帄均值 3.99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59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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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齡區分為 18~26 歲、27~35 歲、36~45 歲、46~55 歲與

56 歲（含）以上五類，採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72 最高，「Google 行

事曆」的認同度以 27~35 歲的 4.51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81 最高，

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59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齡

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

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追蹤提醒」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

「Google 行事曆」＞「紙本表單」。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

認同程度，如表 4-2-10 所示。 

表 4-2-10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齡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

於「紙本表單」做為

追蹤提醒的方式的認

同度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

為追蹤提醒的方式，

您的認同度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

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

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

蹤提醒之「E 化產品」

的認同度 

18~26 歲 帄均值 4.72 4.44 4.81 

N 32 32 32 

標準偏差 .457 .801 .397 

27~35 歲 帄均值 3.84 4.51 4.70 

N 43 43 43 

標準偏差 1.045 .506 .465 

36~45 歲 帄均值 3.83 4.18 4.67 

N 105 105 105 

標準偏差 1.096 .794 .566 

46~55 歲 帄均值 3.91 4.39 4.50 

N 112 112 112 

標準偏差 .926 .575 .585 

56 歲（含） 

以上 

帄均值 4.16 4.40 4.16 

N 25 25 25 

標準偏差 .624 .500 .943 

總計 帄均值 3.97 4.34 4.59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81 .674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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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齡區分為 18~26 歲、27~35 歲、36~45 歲、46~55 歲與

56 歲（含）以上五類，分析「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應用在「資

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5.00 最高，「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以 18~26 歲

的 4.81 最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5.00 最高，「追蹤提醒」作業的

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81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42 為最高。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程度中，大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同性別業

者在不同作業時對於「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資料

存取」＞「資料記錄」＞「派工聯繫」。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程度，如表 4-2-11 所示。 

表 4-2-1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 

年齡 

執案流程「資料記

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

形象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資料存

取」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派工聯

繫」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追蹤提

醒」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度 

18~26 歲 帄均值 5.00 4.81 5.00 4.81 

N 32 32 32 32 

標準偏差 .000 .397 .000 .397 

27~35 歲 帄均值 4.49 4.40 4.28 4.53 

N 43 43 43 43 

標準偏差 .631 .728 .797 .631 

36~45 歲 帄均值 4.30 4.48 4.50 4.38 

N 105 105 105 105 

標準偏差 .796 .573 .622 .777 

46~55 歲 帄均值 4.30 4.32 4.19 4.38 

N 112 112 112 112 

標準偏差 .583 .588 .704 .604 

56 歲（含） 

以上 

帄均值 4.24 3.96 3.96 4.08 

N 25 25 25 25 

標準偏差 .831 1.060 .935 .862 

總計 帄均值 4.39 4.40 4.37 4.42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692 .662 .724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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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齡區分為 18~26 歲、27~35 歲、36~45 歲、46~55 歲與

56 歲（含）以上五類，分析「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應用在「資料

記錄」作業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4.81 最高，「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以 36~45 歲的

4.67 最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 18~26 歲的 5.00 最高，「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

度以 18~26 歲的 5.00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61 為最高。根據

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

中，大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同年齡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應用在不同作業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資料記錄」＞「資

料存取」與「派工聯繫」。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

度，如表 4-2-12 所示。 

表 4-2-1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 

年齡 

執案流程「資料記

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資料存

取」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派工聯

繫」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追蹤提

醒」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18~26 歲 帄均值 4.81 4.62 5.00 5.00 

N 32 32 32 32 

標準偏差 .397 .793 .000 .000 

27~35 歲 帄均值 4.47 4.47 4.49 4.60 

N 43 43 43 43 

標準偏差 .735 .735 .736 .495 

36~45 歲 帄均值 4.70 4.67 4.65 4.69 

N 105 105 105 105 

標準偏差 .502 .566 .588 .466 

46~55 歲 帄均值 4.43 4.43 4.31 4.47 

N 112 112 112 112 

標準偏差 .625 .625 .723 .629 

56 歲（含） 

以上 

帄均值 4.40 4.40 4.52 4.40 

N 25 25 25 25 

標準偏差 .500 .500 .510 .500 

總計 帄均值 4.56 4.53 4.53 4.61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590 .639 .658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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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採「現況與Ｅ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分析 

1.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資區分為 1~10 年、11~25 年、26~40 年與 41 年（含）

以上四類，分析「資料記錄」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紙本表單」的認

同度以 41 年（含）以上的 5.00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1~10 年的 4.59 最高，總

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資的

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所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

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資料記錄」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

「紙本表單」。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13

所示。 

表 4-2-1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資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單」來

記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

表單之「E 化產品」來記

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1~10 年 帄均值 4.01 4.59 

N 190 190 

標準偏差 .894 .553 

11~25 年 帄均值 4.19 4.28 

N 108 108 

標準偏差 .814 .667 

26~40 年 帄均值 4.50 4.50 

N 16 16 

標準偏差 .516 .516 

41 年（含）以上 帄均值 5.00 4.00 

N 3 3 

標準偏差 .000 .000 

總計 帄均值 4.10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60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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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資區分為 1~10 年、11~25 年、26~40 年與 41 年（含）

以上四類，分析「資料存取」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紙本表單」的認

同度以 41 年（含）以上的 5.00 最高，「電子檔」的認同度以 41 年（含）以上的 5.00 最

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26~40 年的 4.75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

同度 4.5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所

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

評價，不同「資料存取」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電子檔」＞「紙本表單」。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14 所示。 

表 4-2-14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資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1~10 年 帄均值 3.94 4.36 4.65 

N 190 190 190 

標準偏差 .880 .572 .541 

11~25 年 帄均值 3.98 4.50 4.49 

N 108 108 108 

標準偏差 .967 .588 .619 

26~40 年 帄均值 4.50 4.88 4.75 

N 16 16 16 

標準偏差 .730 .342 .447 

41 年（含）以上 帄均值 5.00 5.00 3.00 

N 3 3 3 

標準偏差 .000 .000 .000 

總計 帄均值 3.99 4.44 4.58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11 .580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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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資區分為 1~10 年、11~25 年、26~40 年與 41 年（含）

以上四類，分析「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用「電洽、訊息及傳

真」的認同度以 41 年（含）以上的 5.00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26~40 年的 4.75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

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派工聯繫」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

產品」＞「電洽、訊息及傳真」。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

同程度，如表 4-2-15 所示。 

表 4-2-15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資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等方

式，向各人力與廠商進行派工

聯繫的認同度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以一鍵發

送方式通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E

化產品」做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1~10 年 帄均值 3.83 4.53 

N 190 190 

標準偏差 .850 .664 

11~25 年 帄均值 4.17 4.39 

N 108 108 

標準偏差 .848 .734 

26~40 年 帄均值 4.50 4.75 

N 16 16 

標準偏差 .516 .447 

41 年（含） 

以上 

帄均值 5.00 3.00 

N 3 3 

標準偏差 .000 .000 

總計 帄均值 3.99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59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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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資區分為 1~10 年、11~25 年、26~40 年與 41 年（含）

以上四類，採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 41 年（含）以上的 5.00 最高，「Google 行事

曆」的認同度以 26~40 年的 4.75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1~10 年的 4.66 最高，

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59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資

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

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追蹤提醒」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

「Google 行事曆」＞「紙本表單」。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

認同程度，如表 4-2-16 所示。 

表 4-2-16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年資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

於「紙本表單」做為

追蹤提醒的方式的認

同度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

為追蹤提醒的方式，您

的認同度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

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

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

蹤提醒之「E 化產品」

的認同度 

1~10 年 帄均值 3.86 4.25 4.66 

N 190 190 190 

標準偏差 .988 .732 .527 

11~25 年 帄均值 4.06 4.46 4.52 

N 108 108 108 

標準偏差 .988 .554 .588 

26~40 年 帄均值 4.50 4.75 4.63 

N 16 16 16 

標準偏差 .516 .447 .500 

41 年（含） 

以上 

帄均值 5.00 4.00 2.00 

N 3 3 3 

標準偏差 .000 .000 .000 

總計 帄均值 3.97 4.34 4.59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81 .674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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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資區分為 1~10 年、11~25 年、26~40 年與 41 年（含）

以上四類，分析「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應用在「資料記錄」

作業的認同度以 26~40 年的 4.63 最高，「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以 26~40 年的 4.63 最

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 26~40 年的 4.63 最高，「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以

26~40 年的 4.63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42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

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中，

大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同年資業者在不同作業

時對於「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資料存取」＞「資

料記錄」＞「派工聯繫」。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

同程度，如表 4-2-17 所示。 

表 4-2-17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 

年資 

執案流程「資料記

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資料存

取」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派工聯

繫」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追蹤提

醒」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度 

1~10 年 帄均值 4.32 4.37 4.30 4.36 

N 190 190 190 190 

標準偏差 .740 .628 .705 .719 

11~25 年 帄均值 4.49 4.49 4.48 4.55 

N 108 108 108 108 

標準偏差 .619 .619 .742 .617 

26~40 年 帄均值 4.63 4.63 4.63 4.63 

N 16 16 16 16 

標準偏差 .500 .500 .500 .500 

41 年（含） 

以上 

帄均值 4.00 2.00 3.00 3.00 

N 3 3 3 3 

標準偏差 .000 .000 .000 .000 

總計 帄均值 4.39 4.40 4.37 4.42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692 .662 .724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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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年資區分為 1~10 年、11~25 年、26~40 年與 41 年（含）

以上四類，分析「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應用在「資料記錄」作業

的認同度以 1~10 年的 4.61 最高，「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以 41 年（含）以上的 5.00

最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 1~10 年的 4.57 最高，「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以

1~10 年的 4.72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61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

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中，大

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同年資業者對「E 化產品

能提升效率」應用在不同作業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資料記錄」＞「資料存取」

與「派工聯繫」。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如表

4-2-18 所示。 

表 4-2-18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 

年齡 

執案流程「資料記

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資料存

取」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派工聯

繫」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追蹤提

醒」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

率的認同度 

1~10 年 

 

帄均值 4.61 4.57 4.63 4.72 

N 190 190 190 190 

標準偏差 .489 .584 .575 .452 

11~25 年 

 

帄均值 4.53 4.51 4.40 4.49 

N 108 108 108 108 

標準偏差 .742 .743 .785 .634 

26~40 年 

 

帄均值 4.25 4.25 4.25 4.25 

N 16 16 16 16 

標準偏差 .447 .447 .447 .447 

41 年（含）

以上 

帄均值 4.00 4.00 5.00 4.00 

N 3 3 3 3 

標準偏差 .000 .000 .000 .000 

總計 帄均值 4.56 4.53 4.53 4.61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590 .639 .658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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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採「現況與Ｅ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分析 

在本研究所回收到的問卷內之不同學歷背景的選項中，沒有取得國（初）中與國小

（含）以下學歷相對應的數據資料，推論是因為國民義務教育的推動，及家長對孩童受

教育的重視，業者學歷普遍都提升至高中（含）以上。 

1.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學歷區分為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中（職）、

大學（專）與研究所以上五類，分析「資料記錄」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

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大學（專）的 4.22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高中（職）

的 4.77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

以發現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所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大致上對

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資料記錄」方式的認同

程度「E 化產品」＞「紙本表單」。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

認同程度，如表 4-2-19 所示。 

表 4-2-19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學歷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單」來

記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

表單之「E 化產品」來記

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高中（職） 帄均值 4.02 4.77 

N 53 53 

標準偏差 .888 .423 

大學（專） 帄均值 4.22 4.50 

N 148 148 

標準偏差 .877 .541 

研究所 帄均值 4.00 4.31 

N 116 116 

標準偏差 .813 .703 

總計 帄均值 4.10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60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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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學歷區分為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中（職）、

大學（專）與研究所以上五類，分析「資料存取」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

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研究所的 4.09 最高，「電子檔」的認同度以研究所的 4.61 最

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高中（職）的 4.70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

認同度 4.58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

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

評價，不同「資料存取」方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電子檔」＞「紙本表單」。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20 所示。 

表 4-2-20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學歷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高中（職） 帄均值 3.72 4.06 4.70 

N 53 53 53 

標準偏差 .744 .534 .463 

大學（專） 帄均值 4.01 4.45 4.59 

N 148 148 148 

標準偏差 .948 .598 .569 

研究所 帄均值 4.09 4.61 4.52 

N 116 116 116 

標準偏差 .913 .489 .653 

總計 帄均值 3.99 4.44 4.58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11 .580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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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學歷區分為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中（職）、

大學（專）與研究所以上五類，分析「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採

用「電洽、訊息及傳真」的認同度以大學（專）的 4.10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

高中（職）的 4.66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48 為最高。根據以

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

大致上對於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派工聯繫」方

式的認同程度「E 化產品」＞「電洽、訊息及傳真」。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

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21 所示。 

表 4-2-21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學歷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等方

式，向各人力與廠商進行派工

聯繫的認同度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以一鍵發

送方式通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E

化產品」做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高中（職） 帄均值 3.85 4.66 

N 53 53 

標準偏差 .770 .678 

大學（專） 帄均值 4.10 4.38 

N 148 148 

標準偏差 .806 .664 

研究所 帄均值 3.91 4.52 

N 116 116 

標準偏差 .947 .728 

總計 帄均值 3.99 4.48 

N 317 317 

標準偏差 .859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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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學歷區分為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中（職）、

大學（專）與研究所以上五類，採用「紙本表單」的認同度以大學（專）的 4.07 最高，

「Google 行事曆」的認同度以研究所的 4.48 最高，「E 化產品」的認同度以高中（職）

的 4.89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E 化產品」的認同度 4.59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

以發現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對於

採用「E 化產品」的作業方法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不同「追蹤提醒」方式的認同程

度「E 化產品」＞「Google 行事曆」＞「紙本表單」。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

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如表 4-2-22 所示。 

表 4-2-22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 

學歷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

於「紙本表單」做為追

蹤提醒的方式的認同

度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

為追蹤提醒的方式，

您的認同度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內

容分為各獨立項目並依

據時間先後做追蹤提醒

之「E 化產品」的認同

度 

高中（職） 帄均值 3.53 3.91 4.89 

N 53 53 53 

標準偏差 .868 .861 .320 

大學（專） 帄均值 4.07 4.39 4.53 

N 148 148 148 

標準偏差 .912 .591 .694 

研究所 帄均值 4.05 4.48 4.53 

N 116 116 116 

標準偏差 1.062 .597 .535 

總計 帄均值 3.97 4.34 4.59 

N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981 .674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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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學歷的業者對「Ｅ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學歷區分為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中（職）、

大學（專）與研究所以上五類，分析「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中發現，

應用在「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以研究所的 4.58 最高，「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以

研究所的 4.45 最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研究所的 4.44 最高，「追蹤提醒」作

業的認同度以研究所的 4.52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42 為最高。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程度中，大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同學歷業

者在不同作業時對於「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資料

存取」＞「資料記錄」＞「派工聯繫」。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

業形象」的認同程度，如表 4-2-23 所示。 

表 4-2-23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 

學歷 

執案流程「資料

記錄」作業時，

使用E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

的認同度 

執案流程「資料

存取」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執案流程「派工

聯繫」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執案流程「追蹤

提醒」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高中（職） 帄均值 3.91 4.25 4.19 3.96 

N 53 53 53 53 

標準偏差 .861 .585 .652 .831 

大學（專） 

 

帄均值 4.42 4.43 4.37 4.51 

N 148 148 148 148 

標準偏差 .572 .701 .693 .612 

研究所 帄均值 4.58 4.45 4.44 4.52 

N 116 116 116 116 

標準偏差 .648 .637 .783 .639 

總計 帄均值 4.39 4.40 4.37 4.42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692 .662 .724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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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分析 

本研究將殯葬禮儀業者的學歷區分為國小（含）以下、國（初）中、高中（職）、

大學（專）與研究所以上五類，分析「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中發現，應用

在「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以高中（職）的 4.83 最高，「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以

高中（職）的 4.77 最高，「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以高中（職）的 4.89 最高，「追蹤

提醒」作業的認同度以高中（職）的 4.89 最高，總計的帄均數以「追蹤提醒」的認同度

4.61 為最高。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於「E 化產品能提升

效率」的認同程度中，大致上是應用在「追蹤提醒」作業之認同度有較高的評價，在不

同年資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應用在不同作業的認同程度為「追蹤提醒」＞「資

料記錄」＞「資料存取」與「派工聯繫」。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

效率」的認同程度，如表 4-2-24 所示。 

表 4-2-24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 

年齡 

執案流程「資料

記錄」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執案流程「資料

存取」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執案流程「派工

聯繫」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執案流程「追蹤

提醒」作業時，

使用 E 化產品能

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高中（職） 

 

帄均值 4.83 4.77 4.89 4.89 

N 53 53 53 53 

標準偏差 .379 .542 .320 .320 

大學（專） 帄均值 4.56 4.55 4.47 4.56 

N 148 148 148 148 

標準偏差 .574 .575 .643 .574 

研究所 

 

帄均值 4.43 4.40 4.46 4.54 

N 116 116 116 116 

標準偏差 .649 .721 .739 .534 

總計 帄均值 4.56 4.53 4.53 4.61 

N 317 317 317 317 

標準偏差 .590 .639 .658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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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方法認同度的變異數分析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將填答問卷之殯葬禮儀業者的性別、年齡、年資與學歷等不同

背景設定為自變項，並將影響殯葬禮儀業者進行執案過程中「資料記錄」、「資料存取」、

「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等作業時，對現況與 E 化的作業方法認同程度設定為依變

項，進行變異數的統計及分析比較。 

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592 > 0.05 及「E 化產品」作

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392 > 0.05，表示不同性別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與

「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以證明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

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成立。 

表 4-3-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

單」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213 1 .213 .287 .592 

在群組內 233.352 315 .741   

總計 233.565 316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

多種表單之「E 化產

品」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273 1 .273 .735 .392 

在群組內 116.800 315 .371   

總計 117.0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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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

示不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

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

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

單」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15.063 4 3.766 5.377 .000 

在群組內 218.502 312 .700   

總計 233.565 316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

多種表單之「E 化產

品」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9.730 4 2.432 7.070 .000 

在群組內 107.343 312 .344   

總計 117.0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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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15 < 0.05 及「E 化產品」作

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年資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與

「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

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

單」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7.653 3 2.551 3.535 .015 

在群組內 225.911 313 .722   

總計 233.565 316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

多種表單之「E 化產

品」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273 3 2.537 7.255 .000 

在群組內 116.800 313 .350   

總計 117.073 316 
   

  



 

85 

 

(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4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93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

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E 化產品」作業方

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作業方

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

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4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

單」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3.502 2 1.751 2.390 .093 

在群組內 225.911 230.062 314 .733  

總計 233.565 233.565 316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

多種表單之「E 化產

品」來記錄個案資料

的認同程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7.962 2 3.981 11.457 .000 

在群組內 116.800 109.111 314 .347  

總計 117.073 117.0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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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5 呈現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成

立。 

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一項沒有顯著差異，另一項

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表 4-3-5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不同背景 

殯葬作業 

不
同
性
別 

不
同
年
齡 

不
同
年
資 

不
同
學
歷 

備
註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單」

來記錄個案資料的認同

程度 

顯著性 

.592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15 

顯著性 

.093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

表單之「E 化產品」來記

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顯著性 

.392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研究假設成立與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一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另
一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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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6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326 > 0.05、「電子檔」作業方

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68 > 0.05 及「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51 > 0.05，

表示不同性別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電子檔」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

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以證明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

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成立。 

表 4-3-6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801 1 .801 .966 .326 

在群組內 
261.186 315 .829   

總計 
261.987 316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1.119 1 1.119 3.356 .068 

在群組內 
105.051 315 .333   

總計 
106.170 316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1.308 1 1.308 3.823 .051 

在群組內 
116.800 107.727 315 .342  

總計 
117.073 109.03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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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7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4 < 0.05、「電子檔」作業方

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13 < 0.05 及「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表示不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電子檔」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

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

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7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12.440 4 3.110 3.888 .004 

在群組內 249.547 312 .800   

總計 261.987 316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4.217 4 1.054 3.226 .013 

在群組內 101.954 312 .327   

總計 106.170 316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9.960 4 2.490 7.841 .000 

在群組內 99.075 312 .318   

總計 109.03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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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8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26 < 0.05、「電子檔」作業方

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1 < 0.05 及「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表示不同年資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電子檔」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

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

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8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7.661 3 2.554 3.143 .026 

在群組內 254.326 313 .813   

總計 261.987 316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5.478 3 1.826 5.676 .001 

在群組內 100.692 313 .322   

總計 106.170 316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9.670 3 3.223 10.154 .000 

在群組內 99.364 313 .317   

總計 109.03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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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9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40 < 0.05、「電子檔」作業方

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與「電

子檔」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E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170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

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

設無法成立。 

表 4-3-9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

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

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5.303 2 2.651 3.243 .040 

在群組內 256.685 314 .817   

總計 261.987 316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

存放於硬碟中，便於

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11.229 2 5.615 18.570 .000 

在群組內 94.941 314 .302   

總計 106.170 316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1.224 2 .612 1.782 .170 

在群組內 107.811 314 .343   

總計 109.03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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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10 呈現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成

立。 

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一項沒有顯著差異，二項有

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表 4-3-10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不同背景 

殯葬作業 

不
同
性
別 

不
同
年
齡 

不
同
年
資 

不
同
學
歷 

備
註 

歸檔客戶「紙本表單」便於日後翻找歷

往的客戶資料的認同度 

顯著性 

.326 

顯著性 

.004 

顯著性 

.026 

顯著性 

.040 
 

客戶資料轉「電子檔」存放於硬碟中，

便於日後搜尋名稱查找的認同度  

顯著性 

.068 

顯著性 

.013 

顯著性 

.001 

顯著性 

.000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顯著性 

.051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170 
 

 研究假設成立與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一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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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三、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電洽、訊息及傳真」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409 > 0.05 及「E 化

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281 > 0.05，表示不同性別之殯葬禮儀業者對「電洽、

訊息及傳真」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以證明不同性

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成立。 

表 4-3-1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以「電洽、訊息及傳

真」等方式，向各人

力與廠商進行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505 1 .505 .684 .409 

在群組內 232.467 315 .738   

總計 232.972 316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

求以一鍵發送方式通

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

「E 化產品」做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565 1 .565 1.168 .281 

在群組內 152.507 315 .484   

總計 153.0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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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電洽、訊息及傳真」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922 > 0.05，表示不

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對「電洽、訊息及傳真」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

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1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以「電洽、訊息及傳

真」等方式，向各人

力與廠商進行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681 4 .170 .229 .922 

在群組內 232.291 312 .745   

總計 232.972 316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

求以一鍵發送方式通

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

「E 化產品」做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18.119 4 4.530 10.472 .000 

在群組內 134.954 312 .433   

總計 153.0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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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中所顯示數據得知，「電洽、訊息及傳真」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年資之殯葬禮儀業者對「電洽、訊息及傳真」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

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

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1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以「電洽、訊息及傳

真」等方式，向各人

力與廠商進行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15.361 3 5.120 7.365 .000 

在群組內 217.611 313 .695   

總計 232.972 316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

求以一鍵發送方式通

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

「E 化產品」做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9.037 3 3.012 6.546 .000 

在群組內 144.035 313 .460   

總計 153.07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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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4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電洽、訊息及傳真」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89 > 0.05，表示不同

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電洽、訊息及傳真」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E 化

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29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

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

「派工聯繫」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14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以「電洽、訊息及傳

真」等方式，向各人

力與廠商進行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3.561 2 1.781 2.437 .089 

在群組內 229.410 314 .731   

總計 232.972 316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

求以一鍵發送方式通

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

「E 化產品」做派工聯

繫的認同度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3.409 2 1.705 3.577 .029 

在群組內 149.663 314 .477   

總計 153.073 316    

  



 

96 

 

由表 4-3-15 呈現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成

立。 

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一項沒有顯著差異，另一項

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一項沒有顯著差異，另一項

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表 4-3-15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不同背景 

殯葬作業 

不
同
性
別 

不
同
年
齡 

不
同
年
資 

不
同
學
歷 

備
註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

等方式，向各人力與廠商

進行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顯著性 

.409 

顯著性 

.922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89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以

一鍵發送方式通知給各人

力與廠商之「E 化產品」

做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顯著性 

.281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29 

 

 研究假設成立與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一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另
一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一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另
一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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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四、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6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

所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893 > 0.05、「Google 行事曆」

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731 > 0.05 及「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948 

> 0.05，表示不同性別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與「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

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以證明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

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成立。 

表 4-3-16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

於「紙本表單」做為

追蹤提醒的方式的認

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018 1 .018 .018 .893 

在群組內 303.780 315 .964   

總計 303.798 316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

為追蹤提醒的方式，

您的認同度*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054 1 .054 .118 .731 

在群組內 143.467 315 .455   

總計 143.521 316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

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

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

蹤提醒之「E 化產品」

的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002 1 .002 .004 .948 

在群組內 114.863 315 .365   

總計 114.86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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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7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Google 行事曆」

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36 < 0.05 及「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Google 行事曆」與「E 化產品」

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

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17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

於「紙本表單」做為

追蹤提醒的方式的認

同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22.087 4 5.522 6.116 .000 

在群組內 281.711 312 .903   

總計 303.798 316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

為追蹤提醒的方式，

您的認同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4.625 4 1.156 2.597 .036 

在群組內 138.895 312 .445   

總計 143.521 316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

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

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

蹤提醒之「E 化產品」

的認同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8.226 4 2.057 6.017 .000 

在群組內 106.638 312 .342   

總計 114.86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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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8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10 < 0.05、「Google 行事曆」

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3 < 0.05 及「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年資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Google 行事曆」與「E 化產品」

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

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18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

於「紙本表單」做為

追蹤提醒的方式的認

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10.810 3 3.603 3.849 .010 

在群組內 292.988 313 .936   

總計 303.798 316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

為追蹤提醒的方式，

您的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6.295 3 2.098 4.786 .003 

在群組內 137.226 313 .438   

總計 143.521 316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

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

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

蹤提醒之「E 化產品」

的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21.709 3 7.236 24.314 .000 

在群組內 93.155 313 .298   

總計 114.86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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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19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

顯示數據得知，「紙本表單」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1 < 0.05、「Google 行事曆」

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及「E 化產品」作業方式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紙本表單」、「Google 行事曆」與「E 化產品」

作業方式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

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19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

於「紙本表單」做為

追蹤提醒的方式的認

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12.718 2 6.359 6.860 .001 

在群組內 291.080 314 .927   

總計 303.798 316    

使用「Google 行事曆」

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

為追蹤提醒的方式，

您的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12.756 2 6.378 15.316 .000 

在群組內 130.764 314 .416   

總計 143.521 316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

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

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

蹤提醒之「E 化產品」

的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5.729 2 2.865 8.242 .000 

在群組內 109.135 314 .348   

總計 114.86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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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20 呈現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沒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成

立。 

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

立。 

表 4-3-20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不同背景 

殯葬作業 

不
同
性
別 

不
同
年
齡 

不
同
年
資 

不
同
學
歷 

備
註 

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於「紙本表單」

做為追蹤提醒的方式的認同度 

顯著性 

.893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10 

顯著性 

.001 
 

使用「Google 行事曆」記錄待辦工

作事項做為追蹤提醒的方式，您的認

同度 

顯著性 

.731 

顯著性 

.036 

顯著性 

.003 

顯著性 

.000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內容分為各獨

立項目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蹤提醒

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顯著性 

.948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研究假設成立與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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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五、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取代現況作業方法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

度沒有差異。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1 不同性別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顯

示數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754 > 0.05、「派工聯繫」作

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122 > 0.05 及「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761 > 0.05，表

示不同性別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

沒有顯著的差異。「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12 < 0.05，表示不同性別之殯

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性別殯

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21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047 1 .047 .099 .754 

在群組內 151.448 315 .481   

總計 151.495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2.767 1 2.767 6.430 .012 

在群組內 135.549 315 .430   

總計 138.31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1.253 1 1.253 2.403 .122 

在群組內 164.299 315 .522   

總計 165.55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045 1 .045 .093 .761 

在群組內 151.312 315 .480   

總計 151.356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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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2 不同年齡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顯

示數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資料存取」作

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及「追

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1 < 0.05，表示不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

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

可以證明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

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22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14.665 4 3.666 8.360 .000 

在群組內 136.830 312 .439   

總計 151.495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11.582 4 2.896 7.129 .000 

在群組內 126.733 312 .406   

總計 138.31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22.631 4 5.658 12.351 .000 

在群組內 142.921 312 .458   

總計 165.55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8.691 4 2.173 4.752 .001 

在群組內 142.666 312 .457   

總計 151.356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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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3 不同年資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顯

示數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72 > 0.05，表示不同年資之

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

度顯著性 p=.000 < 0.05、「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1 < 0.05 及「追蹤提醒」

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年資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派

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資殯葬

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23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3.339 3 1.113 2.351 .072 

在群組內 148.157 313 .473   

總計 151.495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19.106 3 6.369 16.722 .000 

在群組內 119.209 313 .381   

總計 138.31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8.939 3 2.980 5.955 .001 

在群組內 156.613 313 .500   

總計 165.55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9.175 3 3.058 6.732 .000 

在群組內 142.182 313 .454   

總計 151.356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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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4 不同學歷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顯

示數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及「追蹤提醒」作

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與「追

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155 > 0.05

及「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111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

料存取」與「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學歷的殯葬

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24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16.638 2 8.319 19.370 .000 

在群組內 134.857 314 .429   

總計 151.495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1.632 2 .816 1.875 .155 

在群組內 136.683 314 .435   

總計 138.31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2.300 2 1.150 2.212 .111 

在群組內 163.252 314 .520   

總計 165.55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

認同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13.493 2 6.747 15.366 .000 

在群組內 137.863 314 .439   

總計 151.356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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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25 呈現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變

異數統計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三項沒有顯著差異，

一項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

設不成立。 

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一項沒有顯著差異，

三項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二項沒有顯著差異，

二項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表 4-3-25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不同背景 

殯葬作業 

不
同
性
別 

不
同
年
齡 

不
同
年
資 

不
同
學
歷 

備
註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 

顯著性 

.754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72 

顯著性 

.000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 

顯著性 

.012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155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 

顯著性 

.122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1 

顯著性 

.111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 

顯著性 

.761 

顯著性 

.001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研究假設成立與否 

三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一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一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二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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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六、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6 不同性別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顯示數

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129 > 0.05、「資料存取」作業的

認同度顯著性 p=.446 > 0.05、「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63 > 0.05 及「追蹤

提醒」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276 > 0.05，表示不同性別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

「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以證

明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研究假設成立。 

表 4-3-26 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803 1 .803 2.312 .129 

在群組內 109.368 315 .347   

總計 110.170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238 1 .238 .583 .446 

在群組內 128.727 315 .409   

總計 128.96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1.495 1 1.495 3.479 .063 

在群組內 135.407 315 .430   

總計 136.90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性別 

群組之間 （結合） .344 1 .344 1.189 .276 

在群組內 91.151 315 .289   

總計 91.49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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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7 不同年齡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顯示數

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資料存取」作業的

認同度顯著性 p=.043 < 0.05、「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及「追蹤

提醒」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1 < 0.05，表示不同年齡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

「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

證明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研究假設無法成

立。 

表 4-3-27 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6.921 4 1.730 5.229 .000 

在群組內 103.249 312 .331   

總計 110.170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4.006 4 1.001 2.500 .043 

在群組內 124.960 312 .401   

總計 128.96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13.894 4 3.473 8.810 .000 

在群組內 123.009 312 .394   

總計 136.90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年齡 

群組之間 （結合） 8.668 4 2.167 8.163 .000 

在群組內 82.827 312 .265   

總計 91.49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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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Ｅ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8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

所顯示數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31 < 0.05、「派工聯繫」

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5 < 0.05 及「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表示不同年資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

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104 > 0.05，表示不同年資

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的認同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以證明不同年資

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表 4-3-28 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3.075 3 1.025 2.995 .031 

在群組內 107.096 313 .342   

總計 110.170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2.506 3 .835 2.068 .104 

在群組內 126.459 313 .404   

總計 128.96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5.554 3 1.851 4.412 .005 

在群組內 131.348 313 .420   

總計 136.90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年資 

群組之間 （結合） 6.852 3 2.284 8.446 .000 

在群組內 84.643 313 .270   

總計 91.49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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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 

由表 4-3-29 不同學歷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中所顯示數

據得知，應用於「資料記錄」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資料存取」作業的

認同度顯著性 p=.001 < 0.05、「派工聯繫」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 及「追蹤

提醒」作業的認同度顯著性 p=.000 < 0.05，表示不同學歷之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

「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作業的認同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由此可以

證明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差異研究假設無法成

立。 

表 4-3-29 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5.798 2 2.899 8.721 .000 

在群組內 104.373 314 .332   

總計 110.170 316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5.255 2 2.627 6.669 .001 

在群組內 123.711 314 .394   

總計 128.965 316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7.966 2 3.983 9.700 .000 

在群組內 128.936 314 .411   

總計 136.902 316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

作業時，使用 E 化產

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

度 * 學歷 

群組之間 （結合） 4.937 2 2.469 8.955 .000 

在群組內 86.558 314 .276   

總計 91.49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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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30 呈現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統

計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沒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

成立。 

二、不同年齡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

成立。 

三、不同年資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一項沒有顯著差異，三項

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四、不同學歷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不

成立。 

表 4-3-30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度變異數統計 

           不同背景 

殯葬作業 

不
同
性
別 

不
同
年
齡 

不
同
年
資 

不
同
學
歷 

備
註 

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使

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顯著性 

.129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31 

顯著性 

.000 
 

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使

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顯著性 

.446 

顯著性 

.043 

顯著性 

.104 

顯著性 

.001 
 

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使

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顯著性 

.063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5 

顯著性 

.000 
 

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使

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顯著性 

.276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顯著性 

.000 
 

 研究假設成立與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一
項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項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假
設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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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方法認同度的相關性分析 

本節將依據研究目的，針對殯葬禮儀業者對執案過程中「資料記錄」、「資料存取」、

「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等作業時，對採用現況與 E 化的作業方法認同度進行相關

性的分析。藉以了解殯葬禮儀業者對現況與 E化之工作方法的認同度是否具一致性的認

同水準。 

研究假設七、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沒有相關。 

(一)殯葬禮儀業者對於進行「資料記錄」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由表 4-4-1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顯示，採用「紙

本表單」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E 化產品」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呈現**0.01 層

級顯著相關水準。採用「E 化產品」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紙本表單」作業方法的

認同度相關性呈現**0.01層級顯著相關水準。 

表 4-4-1 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個案關懷的「紙本表單」來

記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

表單之「E 化產品」來記

錄個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個案關懷的「紙本

表單」來記錄個案

資料的認同程度 

皮爾森相關性 1 .413
**

 

顯著性（雙尾）  .000 

N 317 317 

可用系統編輯並建

立多種表單之「E

化產品」來記錄個

案資料的認同程度 

皮爾森相關性 .413
**

 1 

顯著性（雙尾） .000  

N 317 317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113 

 

(二)殯葬禮儀業者對於進行「資料存取」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由表 4-4-2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如下： 

1. 採用「紙本表單」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電子檔」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

呈現**0.01 層級顯著相關水準，對於「E 化產品」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都大於

0.05的水準，呈現沒有相關。 

2. 採用「電子檔」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紙本表單」及「E 化產品」作業方法的

認同度相關性呈現**0.01層級顯著相關水準。 

3. 採用「E 化產品」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電子檔」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呈

現**0.01層級顯著相關水準，對於「紙本表單」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都大於 0.05

的水準，呈現沒有相關。 

表 4-4-2 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歸檔客戶「紙本表

單」便於日後翻找

歷往的客戶資料的

認同度 

客戶資料轉「電子

檔」存放於硬碟

中，便於日後搜尋

名稱查找的認同度 

資料存於系統的雲

端，登入即可追朔與

存取客戶資料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歸檔客戶「紙本表

單」便於日後翻找

歷往的客戶資料

的認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1 .527
**

 .066 

顯著性（雙尾）  .000 .241 

N 317 317 317 

客戶資料轉「電

子檔」存放於硬

碟中，便於日後

搜尋名稱查找的

認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527
**

 1 .458
**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317 317 317 

資料存於系統的

雲端，登入即可

追朔與存取客戶

資料之「E 化產

品」的認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066 .458
**

 1 

顯著性（雙尾） .241 .000  

N 317 317 317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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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殯葬禮儀業者對於進行「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由表 4-4-3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如下，採

用「電洽、訊息及傳真」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都大於 0.05

的水準，呈現沒有相關。採用「E 化產品」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電洽、訊息及

傳真」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都大於 0.05 的水準，呈現沒有相關。 

表 4-4-3 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

等方式，向各人力與廠商

進行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

以一鍵發送方式通知給

各人力與廠商之「E 化產

品」做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以「電洽、訊息及傳真」

等方式，向各人力與廠商

進行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1 .061 

顯著性（雙尾）  .283 

N 317 317 

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

以一鍵發送方式通知給

各人力與廠商之「E 化產

品」做派工聯繫的認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061 1 

顯著性（雙尾） .283  

N 317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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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殯葬禮儀業者對於進行「追蹤提醒」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由表 4-4-4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如下： 

1. 採用「紙本表單」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Google 行事曆」作業方法的認同度

相關性呈現**0.01 層級顯著相關水準，對於「E 化產品」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

呈現*0.05層級顯著相關水準。 

2. 採用「Google 行事曆」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紙本表單」及「E 化產品」作

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呈現**0.01層級顯著相關水準。 

3. 採用「E 化產品」為作業方法認同程度，對於「紙本表單」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

性呈現*0.05 層級顯著相關水準，對於「Google 行事曆」作業方法的認同度相關性

呈現**0.01層級顯著相關水準。 

表 4-4-4 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分析 

 

將完成工作事項

記錄於「紙本表

單」做為追蹤提醒

的方式的認同度 

使用「Google 行事

曆」記錄待辦工作事

項做為追蹤提醒的

方式，您的認同度 

可將系統中客戶訂

單內容分為各獨立

項目並依據時間先

後做追蹤提醒之「E

化產品」的認同度 

將完成工作事項

記錄於「紙本表

單」做為追蹤提醒

的方式的認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1 .492** .143* 

顯著性（雙尾）  .000 .011 

N 317 317 317 

使用「Google 行事

曆」記錄待辦工作

事項做為追蹤提

醒的方式，您的認

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492** 1 .273**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317 317 317 

可將系統中客戶

訂單內容分為各

獨立項目並依據

時間先後做追蹤

提醒之「E 化產品」

的認同度 

皮爾森相關性 .143* .273** 1 

顯著性（雙尾） .011 .000  

N 317 317 317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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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4-5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執案過程中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次數統計顯

示，共有 10 項在檢驗相關性的結果是呈現**0.01 相關，有 2 項在檢驗相關性的結果是

呈現*0.05相關，另外有 4項在檢驗相關性的結果是呈現大於 0.05沒有相關。其中 1-2

項屬於「資料記錄」的作業方法、3-5項屬於「資料存取」的作業方法、6-7項屬於「派

工聯繫」的作業方法及 8-10 項屬於「追蹤提醒」的作業方法，其中除了 6-7 項的「派

工聯繫」呈現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之外，其他項均有部分結果呈現**.0.01 相關與*.0.05

相關，因此整體而言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使用作業方法的認同度沒有相關性的研究

假設無法成立。 

表 4-4-5 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採用作業方法認同度相關性次數統計 

編號 殯葬作業採用作業方法 **0.01相關 *0.05 相關 大於 0.05無相關 備註 

1 
資料記錄採用「紙本表單」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1 0 0  

2 
資料記錄採用「E化產品」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1 0 0  

3 
資料存取採用「紙本表單」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1 0 1  

4 
資料存取採用「電子檔」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2 0 0  

5 
資料存取採用「E化產品」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1 0 1  

6 
派工聯繫採用「電洽、訊息及
傳真」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0 0 1  

7 
派工聯繫採用「E化產品」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0 0 1  

8 
追蹤提醒採用「紙本表單」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1 1 0  

9 
追蹤提醒採用「Google表單」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2 0 0  

10 
追蹤提醒採用「E化產品」 
為作業方式的認同度 

1 1 0  

合計 1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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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依據問卷統計與分析的結果歸納出研究目的之結論，並根據研究得到的結

果提出分析與建議，提供與本研究相關之學術及業界之產品設計做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中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於

「現況和 E 化之作業方法」與「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之認同度、差異

性及相關性分析研究。順帶一提，在本研究所回收問卷內在不同的學歷背景選項中，因

沒有取得國（初）中及國小（含）以下學歷等相對應的數據資料，除了數據量不夠，也

推論是因為國民義務教育的推動，及家長對孩童受教育的重視，業者學歷普遍都提升至

高中（含）以上。依據研究發現與結果探討，提出結論如下： 

二、 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一)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1.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程度： 

在「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男

性」性別的認同度為最高。 

2.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程度： 

「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男性」

性別的認同度為最高。 

(二)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1.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程度： 

在「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18~26

歲」年齡的認同度為最高。 

2.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程度： 

在「資料記錄」、「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18~26 歲」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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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程度為最高，而「資料存取」則以「36~45 歲」年齡的認同度為最高。 

(三)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1.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程度： 

在「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26~40

年」年資的認同度為最高。 

2.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程度： 

在「資料記錄」、「資料存取」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1~10 年」年資的

認同程度為最高，而「派工聯繫」則以「41 年（含）以上」年資的認同度為最高。 

(四)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 

1.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認同程度： 

在「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研

究所」學歷的認同度為最高。 

2.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作業「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認同程度： 

在「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殯葬作業中，均以「高

中（職）」學歷的認同度為最高。 

三、 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禮儀之作業方法認同程度的差異性 

(一) 對「資料記錄」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的差異性分析 

1.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與「E 化產品」

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沒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成立。 

2.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與「E 化產品」

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3.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與「E 化產品」

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4.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另外「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差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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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不成立。 

在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性分析中，

不同的因素都有部分項目的顯著性 p=＜0.05 的情形。因此，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

業者對「資料記錄」作業方式之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二) 對「資料存取」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的差異性分析 

1.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電子檔」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沒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成立。 

2.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電子檔」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3.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電子檔」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4.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電子檔」認同

度顯著性 p= < 0.05，另外「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

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在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性分析中，

不同的因素都有部分項目的顯著性 p=＜0.05 的情形。因此，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

業者對「資料存取」作業方式之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三) 對「派工聯繫」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的差異性分析 

1.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中「電洽、訊息及傳真」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沒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成立。 

2.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中「電洽、訊息及傳真」認同度

顯著性 p= > 0.05，另外「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差

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3.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中「電洽、訊息及傳真」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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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中「電洽、訊息及傳真」認同度

顯著性 p= > 0.05，另外「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差

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在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性分析中，

不同的因素都有部分項目的顯著性 p=＜0.05 的情形。因此，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

業者對「派工聯繫」作業方式之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四) 對「追蹤提醒」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程度的差異性分析 

1.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Google 行事曆」

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沒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成立。 

2.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Google 行事曆」

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3.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Google 行事曆」

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4.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中「紙本表單」、「Google 行事曆」

與「E 化產品」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在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的認同度差異性分析中，

不同的因素都有部分項目的顯著性 p=＜0.05 的情形。因此，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

業者對「追蹤提醒」作業方式之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五) 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程度的差異性分析 

1.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

記錄」、「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另外「資料存取」認

同度顯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2.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

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

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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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

記錄」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另外「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認

同度顯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4.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

記錄」與「追蹤提醒」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另外「資料存取」與「派工聯繫」

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在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差異性分

析中，不同的因素都有部分項目的顯著性 p=＜0.05 的情形。因此，不同背景的殯葬禮

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的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六) 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程度的差異性分析 

1. 不同性別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記錄」、

「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沒有顯著

的差異，研究假設成立。 

2. 不同年齡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記錄」、

「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

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3. 不同年資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記錄」、

「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另外「資料存取」認同度顯

著性 p= > 0.05，整體而言表示有所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4. 不同學歷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應用於「資料記錄」、

「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認同度顯著性 p= < 0.05，表示有顯著的

差異，研究假設不成立。 

在不同背景變項的殯葬禮儀業者對「E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差異性分析中，

不同的因素都有部分項目的顯著性 p=＜0.05 的情形。因此，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

對「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的認同度沒有差異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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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背景的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禮儀之作業方法認同程度的相關性 

本研究將殯葬執案流程的作業內容區分為「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

及「追蹤提醒」四個部分，將不同背景殯葬禮儀業者對作業採取作業方法的認同度進行

相關性的檢定。研究發現部分因素都有顯著的相關，在各項目中具有顯著相關的因素及

相關情形呈現如下： 

(一)不同背景之殯葬禮儀業者對於「資料記錄」作業方法認同度的相關性檢定結果顯示，

「紙本表單」及「E 化產品」二個項目的認同度相關性呈現**0.01層級的顯著相關，

殯葬禮儀業者對於「資料記錄」作業方法認同度沒有相關性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二)不同背景之殯葬禮儀業者對於「資料存取」作業方法認同度的相關性檢定結果顯示，

「紙本表單」、「電子檔」及「E 化產品」三個項目的相關性呈現**0.01 層級的顯著

相關或大於 0.05 水準的沒有相關，都在同一批次的檢定中出現，整體而言殯葬禮

儀業者對於「資料存取」作業方法認同度沒有相關性的研究假設無法完全成立。 

(三)不同背景之殯葬禮儀業者對於「派工聯繫」作業方法認同度的相關性檢定結果顯示，

「電洽、訊息及傳真」及「E 化產品」二個項目的相關性在大於 0.05水準的沒有相

關，殯葬禮儀業者對於「派工聯繫」作業方法認同度沒有相關性的研究假設成立。 

(四)不同背景之殯葬禮儀業者對於「追蹤提醒」作業方法認同度的相關性檢定結果顯示，

「紙本表單」、「google 表單」及「E 化產品」三個項目的相關性呈現**0.01 層級與

*0.05 層級的顯著相關，殯葬禮儀業者對於「追蹤提醒」作業方法認同度沒有相關

性的研究假設無法成立。 

本研究所呈現的都是殯葬禮儀業者填問卷的結果，研究過程並無法掌控其認同度的

多寡，雖然在各項目的檢定當中無法達到研究預期的研究假設，但同時也說明每一位殯

葬禮儀業者都是獨立的個體，各有不同的想法、感覺與意見。因此，這一些殯葬禮儀業

者對殯葬執案流程作業現況與 E 化作業方法的認同度之差異性及相關性的研究結果，提

供殯葬禮儀業者、未來 E 化產品軟體開發業者與學術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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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殯葬禮儀之 E 化產品開發方面 

在本研究之問卷最後附有一道延伸複選題，是由研究者自擬在未來可能被開發之殯

葬禮儀專用整合行動 APP 中，殯葬禮儀業者會希望 APP 內兼具有哪些操作功能與可執

行之需求條件；研究總回收問卷數量 375 份，除了符合本研究之殯葬禮儀業者，也包含

被剃除不符合本研究條件但同為殯葬禮儀從業業者的想法。其中得到數據統計結果顯示

（如圖5-2-1所示），對於未來可能開發出的殯葬禮儀業專用E化產品中的需求以選擇「客

戶資料留存與服務紀錄關係管理」的人數最多，以下數據提供 E 化產品開發業者或殯葬

禮儀相關研究之學者做參考。 

 

圖 5-2-1 殯葬禮儀業可開發 E 化產品 APP 操作功能與可執行之需求條件數量統計 

二、 E 化產品在優化企業形象與提升效率方面 

對於殯葬禮儀執案流程作業中，採用 E 化產品來取代現況作業方法認同度研究數據

中發現，較具影響「優化企業形象」最主要的部分是在「追蹤提醒」作業的時候，其次

是「資料存取」＞「資料記錄」＞「派工聯繫」；而影響「提升效率」最主要的部份也

是在「追蹤提醒」的作業時，其次是「資料記錄」＞「資料存取」與「派工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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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一、研究變數 

影響殯葬禮儀業者對於 E 化產品採用的認同度的因素相當多也複雜，本研究僅以

「台灣地區中小型殯葬禮儀業者」對於殯葬執案流程作業在「資料記錄」、「資料存取」、

「派工聯繫」與「追蹤提醒」時採用「現況作業與 E 化產品之作業方法」對「優化企業

形象與提升效率」等項目作為研究範圍，建議未來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採用其他因素進

行探討及研究，例如：開發產品對各行業所帶來的影響、產品可能創造產業價值……等

等作為研究變項，讓研究結果的深度及廣度更具多元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透過問卷調查法收集殯葬禮儀業者對殯葬執案流程採用作業方法的認同

度進行量化的統計及分析，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透過個案研究或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質

性研究，讓研究更貼近業者實際運作及需求，以達到更完整的研究結果。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自擬的問卷是經由參考相關文獻後編製而成，實施前透過嚴謹的信度及效度

的考驗，均能達到量化研究上的要求。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參考或修訂本問卷，使研究

工具更完善。 

四、研究範圍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等因素，研究對象的抽樣只能以網路問卷的方式在各殯葬

禮儀的相關群組間進行隨機調查。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在進行與本研究相關的論文題

材時，建議可以擴大取樣範圍及時間增加取樣人數，使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和參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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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 殯葬禮儀業者 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在百忙之中撥空填答本問卷。本問卷主要目的在瞭解台灣中小

型殯葬禮儀業者在進行關懷過程及治喪協調中「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

繫」及「追蹤提醒」等作業時，對於「採用現況與 E 化之作業方式」與「採用 E 化

取代現況作業後具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調查；最後一道延伸複

選題，是希望能預先瞭解，將來可完成開發並應用於移動式設備，如手機、帄板電

腦等，以進行資料建置及管理的 E 化產品 - 殯葬禮儀專用整合作業行動 APP 中，將

使用者希望涵括的功能，提供學術研究及相關業者做參考。 

 

本卷採無記名方式填答，再次由衷感謝您對本研究的協助與耐心填答的心力貢獻！ 

 

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指導教授：鄭順福 

研究生：李芷維 敬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附錄一 E 化產品對「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可行性研究問卷 

《研究問卷作答說明》 

1. 本問卷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共 25 題，單選題為三部分分別是「問卷說明與研究對象

背景初概確認」、「基本資料」和「在關懷過程及治喪協調時，對於『作業方法』認同

度調查」，以及複選題「延伸 E 化產品需求問題」。 

2. 每道問題都為必答題，請仔細作答，並於作答結束後檢查是否有缺漏的答案。 

第一部分：問卷說明與研究對象背景初概確認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中小型殯葬禮儀業」並「具備獨立規劃執案流程能力。」為本

研究問卷主要所調查的對象，依據《全國法規資料庫》中對企業型態之認定標準，以員

工數 200 人為分界，「200 人以下為中小型企業」，「達 200 人則為大型企業」。 

請依據自身現況與服務的單位來勾選以答覆本題：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中小型企業工作，並具備獨立規劃執案流程能力。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大型企業工作，並具備獨立規劃執案流程能力。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中小型企業工作，僅以他人下達指令進行派工作業。 

□現正於台灣殯葬禮儀之大型企業工作，僅以他人下達指令進行派工作業。 

第二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18~26 歲 □27~35 歲 □36~45 歲 □46~55 歲 □56 歲（含）以上。 

3. 年資：□1~10 年 □11~25 年 □26~40 年 □41 年（含）以上。 

4. 學歷：□國小（含）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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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關懷過程及治喪協調時，對於「作業方法」認同度調查 

本研究針對殯葬禮儀業者於執案流程中「資料記錄」、「資料存取」、「派工聯繫」與

「追蹤提醒」等作業時，對「採用現況與 E 化產品進行作業的方法」與「使用 E 化產品

後具有優化企業形象及提升效率」的「認同度」做調查，而每道題則均以「非常認同」、

「認同」、「尚可」、「不認同」和「非常不認同」這五種選項來擇一作答。 

(一)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關懷的紙本表單來記錄個案資料，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資料記錄」採用紙本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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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用系統編輯並建立多種表單之 E 化產品來記錄個案資料，您的認同度為何？ 

（E 化「資料記錄」採用 APP 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二)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歸檔客戶紙本表單，便於日後翻找歷往的客戶資料，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資料存取」採用紙本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客戶資料轉電子檔存放於硬碟中，便於日後搜尋名稱查找，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資料存取」轉換電子檔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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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料存於系統的雲端，登入即可追朔與存取客戶資料之 E 化產品，您的認同度為何？ 

（E 化「資料存取」採用 APP 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三)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以電洽、訊息及傳真等方式，向各人力與廠商進行派工聯繫，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派工聯繫」採用紙本傳真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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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系統設定將客戶需求以一鍵發送方式通知給各人力與廠商之 E 化產品做派工聯繫，

您的認同度為何？ 

（E 化「派工聯繫」採用 APP 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四)殯葬禮儀業於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採用作業方法之認同度調查 

1.將完成工作事項記錄於「紙本表單」做為追蹤提醒的方式，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追蹤提醒」採用紙本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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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Google 行事曆」記錄待辦工作事項做為追蹤提醒的方式，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追蹤提醒」採用 google 行事曆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3.可將系統中客戶訂單內容分為各獨立項目並依據時間先後做追蹤提醒之「E 化產品」，

您的認同度為何？ 

 

（E 化「追蹤提醒」採用 APP 作業示意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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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殯葬禮儀業對「E 化取代現況作業方法能優化企業形象」之認同度調查 

1.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資料記錄」 

 

E 化產品「資料記錄」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資料存取」 

 

E 化產品「資料存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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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派工聯繫」 

 

E 化產品「派工聯繫」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4.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優化企業形象，您的認同度為何？ 

 

現況「追蹤提醒」 

 

E 化產品「追蹤提醒」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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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於殯葬禮儀業使用 E 化產品來取代現況作業方法在執案流程的各式作業時，E 化

產品能夠提升效率之認同度調查 

1.執案流程「資料記錄」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由專人親自拜訪個案家屬諮詢服務，採用紙筆

記錄與核對個案資料及殯葬各項需求。頇隨時

補充與隨身攜帶各式空白表單。 

 

現況「資料記錄」 

由專人親訪諮詢服務，採可載用 APP 的智慧

型手機或帄板電腦，用產品功能內的各式表單

選填和確認，免去書寫與遺漏諮詢問題。 

 

E 化產品「資料記錄」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2.執案流程「資料存取」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將各式紙本資料收存於個案專屬的 L 夾或分

頁袋中依據年月份分類存放公司內備存，也會

把個案資料轉存成電子檔後存於個案專屬資

料夾，為了應答家屬不確定何時會詢問個案之

殯葬相關事宜時，藉由電子信箱、通訊軟體或

各類雲端傳送電子檔案做查閱，甚至部分會將

執案於對年內的個案資料隨身攜帶，以便答

應。 

 

現況「資料存取」 

APP 內所紀錄過的各項資料，均存於 APP 的

雲端內，隨時隨地啟動程式，即可輸入關鍵字

或年月份來調閱歷時儲存於軟體帳號內的所

有個案文字與圖檔資料，甚至也可以匯出成一

般電子檔，並列印或分享，甚至備份。 

 

 

 

 

E 化產品「資料存取」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3.執案流程「派工聯繫」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由專人接洽於個案資料建立和臨終關懷服

務，到家屬通知個案亡逝消息與集合個案家屬

治喪協調後，確認下訂個案需求的規格、金額

與時間，並採用語音電話、一般簡訊、網路通

訊軟體（如：LINE、Messege…等）及傳真，

逐一聯繫廠商及人力派遣工作。 

 

現況「派工聯繫」 

由專人接洽於個案資料建立和臨終關懷服

務，到家屬通知個案亡逝消息與集合個案家屬

治喪協調後，確認選填所下訂的個案需求的規

格、金額與時間，並採 APP 一鍵式發送派工

資訊給各廠商與人員。接收訊息方式可依需求

設定，以 APP 內建通知或一般簡訊方式傳送。 

 

E 化產品「派工聯繫」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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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案流程「追蹤提醒」作業時，使用 E 化產品能提升效率，您的認同度為何？ 

派工後，頇追蹤現況與事前提醒，以免執案時

應進行的各項人事物遭遺漏或出錯。採語音電

話或訊息方式逐一提醒獲得狀態回饋，與紙筆

記錄追蹤。 

 

現況「追蹤提醒」 

系統內建可多端點且多時段設定自動提醒追

蹤，與工作完成後頇拍攝符合要求之現場完工

照做為答覆等功能。 

 

E 化產品「追蹤提醒」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第四部分：延伸 E 化產品需求問題 

此部分是想了解您對未來可能開發的E化產品－殯葬禮儀專用整合作業行動APP，

會希望內容兼具那些條件？（請依據您實際經驗需求與個人認知填答，此題為複選題。）

□客戶資料留存與服務紀錄關係管理 

□依客戶屬性派發設定好的臨終關懷訊息  

□治喪流程防呆式選項規劃及管理 

□訂單轉派工流程管理可即時追蹤 

□可列入共同行事曆的派案行事曆表單 

□各階段選擇式人性化提醒功能 

□讓公司可依個案進度狀況進行資源管理 

□一鍵式服務內容圖文資訊解說 

□供應鏈派工管理及掌握下游供貨的狀況 

□非約定供應鏈搜尋媒合帄台 

□可自選設定介面的風格樣式 

□可因應不同的設備自動調整屏幕大小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