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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處在資訊科技的時代中，利用資訊科技以提昇競爭優勢已成為趨

勢，企業必須懂得擅用資訊科技、建立資訊化的的經營模式以增進速度

與效率，因此，資訊系統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也逐漸地受到企業界的

重視。在資訊科技快速成熟的發展之下，資訊系統在功能將提供應用技

術、經驗、群體問題的解決、變革管理與自動化工具的使用。Earl（1994）

提到資訊系統的管理者和分析家，應該知道更多關於公司的流程，經由

他們多年的分析、建立與執行系統，需要技術的整合和其他像流程、結

構、策略與人員等組織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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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系統導入的過程中，影響系統導入成效的因素不僅止於組

織因素，更重要的還有系統導入過程中關於變革抗拒管理問題。本研

究的目的欲探討在導入資訊系統過程中，組織因素對系統導入成效影

響為何。 

研究以問卷的方式來收集資料，經資料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一、組織成員的參與對於資訊系統成效正向的影響有顯著影響。 

二、系統技術性因素對於資訊系統成效正向的影響具有顯著關係。 

三、組織變革調適對於資訊系統成效正向的影響具顯著關係。 

 

鍵字：資訊系統導入、資訊系統成效、組織變革調適、組織成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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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the trend to us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scalate the prevailing competition power; an enterprise must 
understand how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the informational 
operation model to increase its speed and efficiency.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ch circumstances,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s also valued by 
the business world. Under the speedy matur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is to provide technologies、
experiences、the solutions for group problems、the usage of innovative 
administration and automatic tools. Earl (1994) mentioned that the 
administrator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analysts should know more about 
the company’s flow chart, and through their years of analysis to establish and 
perform the system, and this requires the integrity of technologies and others 
like flow chart、construction、strategy、staff、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etc. 
 

In practice, during the procedure of introducing systems, the factor that 
will affect the result efficiency not only the organization factor, but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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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mportant factors include the resisting innovative administration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dures of introducing system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explore the processing du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he result effect of organization factor to the 
introduction of systems. 
 

This study will collect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ata: 
 
1. It is evident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organization members has positive 

impact to the result effec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 There is apparent relationship of the system technical factors to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system effect. 
3. There is remark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result effect of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Keywords: 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the Result Effect of  

Information System、the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  
Innovation、the Participation of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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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處在資訊科技的時代中，利用資訊科技以提昇競爭優勢已成為趨

勢，企業必須懂得擅用資訊科技、建立資訊化的的經營模式以增進速

度與效率，因此，資訊系統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也逐漸地受到企業

界的重視。在資訊科技快速成熟的發展之下，資訊系統在功能將提供

應用技術、經驗、群體問題的解決、變革管理與自動化工具的使用。

Earl（1994）提到資訊系統的管理者和分析家，應該知道更多關於公

司的流程，經由他們多年的分析、建立與執行系統，需要技術的整合

和其他像流程、結構、策略與人員等組織要件。 

 

Johnston & Carrico（1988）； Premkumar &King（1992）等皆提

到資訊系統與管理階層策略性的整合，或資訊系統適應性與資訊系統

的影響對策略性管理是重要的。在實務上，系統導入的過程中，影響

系統導入成效的因素不僅止於組織因素，更重要的還有系統導入過程

中關於變革抗拒管理問題，也就是如 Lucas（1985）提到，「系統實施」

不僅只是系統設計的部份，也是一種組織變革，Robey（1987）認為，

「系統實施」不僅是以一種不易遭受抗拒的方式按既定時程將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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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導入組織，更要管理長期的組織變革。因此，本研究認為，資訊系

統導入（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不僅是系統設計的部份，同

時更需要從組織面的觀點去探討這項問題。 

 

第二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欲探討在導入資訊系統過程

中，組織因素對系統導入成效影響為何。因此，本研究藉由文獻之整

理，彙整出組織因素、導入過程因素等變項，加以分析，以探討其對

資訊系統導入成效的影響關係。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下列的研究問題： 

1.組織各階層主管的支持度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the Result Effect of  

Information System）是否有顯著影響？ 

2.組織系統使用者參與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the Result Effect of  

Information System ）是否有顯著影響？ 

3.系統技術性因素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是否有顯著影響？ 

4.組織變革調適（the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對資訊系統實 

施成效是否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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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資訊系統之定義、特性 

壹、資訊系統之定義及特性 

    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在技術上的定義包含了一組收

集、處理、儲存以及散佈資訊之單元，以輔助企業管理者解決組織中

經營決策與控制上的問題，此外資訊系統也應具備分析問題、檢視複

雜目標與開創產品的功能。 

    資訊系統中包含了組織內及與企業四周相關的人、地、時、事、

物等相關資訊。資訊（information）是資料（data）已被整理成對人

而言是有意義且有用的格式。資料是一串原始數據代表組織中或是周

遭所發生事件的記錄，尚未整理或安排成人們能了解或使用的格式。 

 

Laudon認為：「資訊系統是企業組織回應環境挑戰的一個解決方

案，這是一個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管理與組織上的解決方案。」；

Gordon B.David的定義：「MIS是一人機整合系統，它提供資訊以支

援組織的例行作業、管理與決策活動。此系統用到電腦硬體、電腦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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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人工作業程序、模式、以及資料庫」。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對

於資訊系統大致劃分為二類。第一類是屬於設計導向，所強調的重點

在於系統實體上的達成，與電腦軟、硬體設備，資料庫和決策模式相

關（Moravec,1965；Fieldler et al.,1996）。第二類則屬於使用導向，以

資訊系統在組織中支援管理的所有功能來區別（Mason & Mitroff，

1973；Zeffane，1989；Grover & Goslar，1993）。 

     

貳、資訊系統的導入 

    一個完整的資訊系統導入（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必須

考慮兩個層面：採用（adoption）和適應（adaption）。組織在剛開始

採用資訊系統之初，應當先加以評估資訊系統對於公司之成本效益，

是否值得引進。而當資訊系統導入完成後，接下來是組織內部使用者

使用資訊系統的適應情形，是否能滿意資訊系統所發揮的效益。 

    資訊科技引進的過程，本質上可被視為組織創新或組織變隔的程

序（Robbins,1992）。對於組織創新的過程，大部分可視為三個階段：

可分為啟始（initiation）、採用（adoption）及實施（implementation）

等三個階段（Thompson，1969；Pierce and Delbecq，1977）。再啟始

階段由於變革壓力，組織受到了外部資訊技術的推力（壓迫性）或組

織內部產生的需求拉力（引發性），或兩者兼具的壓力下，而產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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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引進之需求。到了採用階段，必須式組織之需要及本身之財物

能力而決定軟、硬體的設備投資，因此組織必須為資訊科技的投資做

出理性的決定。最後到了實施階段，則包括技術的發展、系統的安裝、

維護，並期望由投資中回收。 

    資訊系統的導入，根據 Copper & Zmud 的定義為「組織致力於

擴散適當的資訊科技於使用者」。資訊系統要能成功的導入企業運作

當中，須先經過一個有規劃、有程序的導入過程，使資訊系統帶來的

各種改變對組織的衝擊降到最低。 

    Davenport & Short（1990）指出在 90年代 IT與改造正強烈改變

企業的運作，其並且認為企業經常藉由 IT來達成內部的需求，而 IT

也常在企業組織、成員及作業流程上扮演改革者的角色。Venkatraman

（1991）也指出 IT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由傳統的支援角色逐漸

轉變成為策略性的角色。其餘 1994年提出 IT導致組織改變的五個階

段，如下說明：  

1. 局部性應用：使用單一系統來處理作業問題。IT之應用只限於組

織的某部門，主要是用來增進效率。 

2. 內部整合：透過 IT將企業內部現行的企業流程加以連接、整合，

其包含了科技整合和內部不同角色與責任整合。 

3. 企業程序再設計：利用 IT重新設計企業內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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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網路再設計：利用 IT將企業往來之交易夥伴予以連接、整合，

以重新設計企業外之網路關係。 

5. 企業領域重定義：重新思考企業的使命，並利用 IT來擴展營運範

圍，改變企業領域。 

    進入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社會時代，由於各種不同的需求，企 

業紛紛引進資訊科技與系統，對組織來說，資訊系統的引進本質上是 

一種動態性的現象（Ginzberg，1978）。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 

綜合各研究觀點（Thomposn,1969；Pierce & Delbecq,1977；Kwon  

&Zmud,1987；楊棋材,1989）歸納整理出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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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外部新科技 
＊ 察覺內部組織問題           
＊ 評估可行方案 

 

 

  
＊ 解決投資的資源（軟硬體） 
＊ 尋求供應商 
＊ 技術移轉方式 

 
 

 
＊ 技術的實施 
系統開發、安裝與維護 
 

＊ 組織的調適 
工作程序改變 
員工宣導與教育訓練 
高階主管參與 

 
 

 
＊ IT/IS已融入組織中， 
成為例行性活動 

＊ 系統衡量 

＊ 管理措施 

 

            

＊ 擴散至其他組織單 
位或整合於其他應 
用系統 

 

 

                       圖 2-1資訊系統導入階段圖 

資料來源：（Thomposn,1969；Pierce & Delbecq,1977；Kwon &Zmud,1987；楊棋

材,1989） 

啟
始
階
段 

採
用
階
段 

實
施
、
調
適
階
段 
融
合
、
控
制
階
段 

擴
散
階
段 

實施目標 

＊ 對組織問題瞭解 
＊ 對新科技的認識 
＊ 產生新科技解決方
案及如何應用在組
織上 

實施目標 

＊ 高階主管全力支持 
並投入必要的資源
以配合建置活動的
進行 

＊ 對供應商評估 

＊ 將資訊系統成功地
建置起來 

＊ 組織人員訓練以適
應新的作業程序 

＊ 高階主管全力參與
及推動 

實施目標 

實施目標 

＊ 資訊系統視為日常
工作活動，實際應
用於組織工作上 

 
＊ 制定管理規範，監
督控制資訊系統的
使用 

實施目標 

＊ 累積組織學習經驗 
 
＊ 資訊系統已全部融
入組織，是資訊科
技擴散的最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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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可謂一完整的資訊系統導入階段圖，從圖 2-1中將整個資

訊系統的導入過程區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起始階段、採用階段、

實施/調適階段、融合/控制階段，與擴散階段。從五個階段的說明中，

可清楚地看出一個完整的資訊系導入，並非只是系統的購置、安裝，

亦須考慮到後半階段的系統實施、調適、與控制。亦即除了考量單一

資訊系統的技術面問題外，還須考量組織面管理問題，如此才能將資

訊系統成功地導入於組織中。 

 

在 A.Gunasekaran（1997）以及 Thomas（1998）的研究提到，資

訊系統的導入過程包括技術面、操作面、策略面、組織面、行為面等

相關因素，均會影響系統的整合性及適應性。 

 

從上述文獻資料中可得知，企業在導入系統時通常會有兩種主要

活動發生，一為企業內部相關的活動，另一為系統導入專業管理。企

業內部相關活動包括：系統技術問題，如系統的安裝、修改、授權等；

系統使用者的問題如，如教育訓練、技術移轉、服務協助；以及組織

面的問題，如企業流程的再造。專案管理主要是為了達成特定目標所

進行的工作。為達成特定需求，專案工作須進行許多相關活動，例如

在導入過程中需要做好時間、成本的控制，擅用資源、安排活動次序

與監督控制專案進度，衡量項目包括時間、成本和品質這三項（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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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99）。因此，我們發現，系統的規劃設計是否能配合組織的策

略或者能否呼應組織內部支援的需求，以及導入過程中的專案管理均

對系統的成效產生影響。 

                   

第二節、組織特性 

     

    Laudon（1991）認為資訊系統是否成功，可以由使用者的參與程

度、主管支持程度、系統的複雜度與風險度、以及上線過程管理的好

壞來決定。其中，使用者的參與會使其感到挑戰而肯定自我，更容易

接受變革，並且在參與的過程中提高對系統的認識和了解以應付系統

所帶來的衝擊。而高階主管的支持會讓系統的使用者及開發者更願意

投入系統；此外，主管的支持也同時代表充分的經費及資源，這對系

統的成敗更是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從這我們又了解到，組織中，使

用者的參與、高階主管的支持對於新系統使用的成效會有相當大的影

響。相關文獻整理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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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實施資訊系統之組織特性彙整表 

作者 組織特性 

Denton(1987) 
 
 
 
 

完善的教育訓練 

各部門間充分溝通 

高階主管參與支持 

從簡單做起 

不過分依賴供應商 

Philip&Eli(1977) 
 

高階主管對於管理資訊系統的

態度 

內部成員的參與態度 

Simns(1985) 
 
 

最終使用者的參與 

高階主管的支持 

選擇適當的執行單位 

Tan Boon Wan&Lo Tak 
Wah(1990) 
 
 

高階管理者的支持 

使用者對系統導入人員的態度 

使用者的參與 

Udler(1985) 
 
 
 

部門間的溝通 

由使用者組成系統小組 

成員必須從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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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主管的參與 

             資料來源：王廷俊,1992                                       

 

壹、高階主管的支持 

    若系統有不同階層管理者的支持與承諾，使用者與資訊技術人員

會有正面的感覺，兩邊都會相信他們參與建置過程會得到高層的重視

與本案的優先權，所花的時間與努力也受到肯定，管理階層的支持也

確保了系統建置計劃會成功的得到足夠的財務支持與資源足夠。所有

配合新系統所做工作上的改變、程序上的重新設計組織調整，都需要

管理者大力支持才能有效執行，如果管理者肯定計劃的優先性，系統

就會被部下認為必須優先來做（Doll，1985；Ein-Dor & Seger，1978）。

關於高階主管的支持研究文獻相當多，本研究整理如下：  

Lucas（1981）指出藉著高階主管的領導角色，必可以確保有足

夠的資源配置，並扮演代理人的角色以創造適當的變革環境。 

Weill（1992）充分的高階主管承諾更可以使的在相同的資訊系統

投資下，資訊系統效益更顯著。 

Yap（1992）認為高階主管擁有較寬廣的視野，所以比系統分析

師更能夠了解企業運用資訊科技的機會；而資訊系統的建置需要龐大

資金投入，且會對整個組織產生重大的影響，若缺少高階主管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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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勢必會影響到整個建置過程的順利與否。 

Davenport（1998）認為只有高階主管能勝任資訊科技與流程間

的中間協調者，高階主管必須扮演領導變革的主要角色，這將使得資

訊系統的建置過程更加順暢。 

Bingi et al.（1999）指出管理者必須是資訊系統導入的一部份，

同時清楚的說明此資訊科技專案的成功，高階主管的支持是關鍵的因

素。 

企業領導人的角色扮演應定位在創意推銷者（Idea-selling），企

業領導人要有敏銳的眼光看待企業現況，重新審思企業目標，釐清部

門目標，消除部門之間目標訴求的互斥性，建立部門關鍵性效能衡量

指標。 

就策略面而言，主管的積極參與是變革成功與否的關鍵。領導變

革的主管，須積極參與並提供意見與諮詢，將變革推廣到主管層次或

是整個企業裡。組織變革需要主管的積極支持，特別是在牽涉到新科

技與新的作業流程時。 

 

貳、使用者參與及影響 

    資訊系統在發展與運作時使用者的參與會有正面的結果。第一：

如果使用者在系統設計階段層大量的參與，則他們有很多機會去依據



 13

他們的優先順序及企業需求來塑造他們想要的資訊系統，並且有更多

的機會去掌控這個系統的結果。第二：當系統完成後，他們會有正面

的反應，因為他們曾經參與改變的過程。但如果他們的時間有限的

話，要得到使用者的參與是相當困難的。即使是有限的參與，其經驗

的提供也會使使用者了解其建議對系統改善的貢獻（De & Ferrat，

1998）   

    由系統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組織在引進資訊系統的過程中，使用

者為保護自己的權益，或是因為對系統的陌生不熟悉，因而可能對系

統採取抗拒行為，此時，資訊系統引進及實施能否成功就與系統使用

者的抗具有相當密確關係。抗拒程度膏澤會使資訊系統的實施無法順

利。相對地，抗拒程度較低則系統實施成功的機會將會較高。關於使

用者抗拒的研究相當多，本研究整理如下： 

在使用者參與這部份，依使用者參與程度多寡可有下列不同程度

的做法（Bostom & Heinen，1977；Lucas，1974）： 

1. 沒有參與：指系統引進實施過程中，使用者幾乎完全沒有參與。 

2. 象徵性的涉入：在系統實施的過程中有性徵性的詢問使用者意

見，但對其意見並不是很重視。 

3. 徵求意見的涉入：在系統實施過程中會透過訪談或問卷方式主動

徵求使用者的意見，並謹慎考慮以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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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弱勢控制的涉入：在系統實施過程中，使用者有認可的權力。 

5. 實際參與規劃的涉入：系統實施過程中，使用者有實際參與規劃

設計的工作，可以實際了解並實施提供意見。 

6. 強制控制的涉入：使用者有實際參與的行動並有控制預算的能力。 

    O’Brien（1979）從系統對使用者的影響、系統本身以及系統導

入對組織的影響這三方面來探討組織導入資訊系統所引起的抗拒情

形，共列出引起抗拒的六點原因。 

1. 系統使用者對系統的忽視與無知 

2. 系統的績效不良 

3. 系統使用者在系統引進過程的參與不足 

4. 人員間缺乏溝通 

5. 人員本身的問題 

6. 組織的衝突 

Hussain（1984）則認為由於新資訊系統改變了舊有的秩序，所 

以習慣於舊秩序的員工便會產生抗拒的行為，所以他提出下列引發抗

拒的因素： 

1. 在組織內地位的消失 

2. 經濟上的不安全 

3. 工作內容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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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員間相互關係改變 

5. 決策的方式改變 

6. 權力的消失 

7. 對新系統的不熟悉 

Faerstein（1986）歸納幾項造成使用者對資訊系統導入不安的因素： 

1. 關於控制權、自主權的需求：由於成員意識到系統的導入可能會

影響原有工作的控制權、自主權，因此會產生對控制權及自主性

需求的失落。 

2. 工作責任改變或是訓練時的挫折：因害怕個人責任改變或在接受

新技術的訓練時會遭到挫折與不適，而抗拒改變。 

3. 權力平衡的改變：恐懼新系統的應用將打破現有權力平衡關係。 

4. 對未知影響的恐懼：擔心新系統技術導入後對現行的生活、工作、

權責關係…等會造成的影響未知而恐懼。 

5. 孤獨感：組織導入資訊系統後，人與人之間資訊的交換大多依賴

系統傳達，不同於過去以電話傳達或面對面直接溝通，因此人與

人之間接觸的時間相對都變少。 

6. 角色認同：資訊系統的應用常讓工作人員承受過大的壓力，同時

也對自己有過多的期望，尤其是在自動化後，須面對更複雜或困

難的工作，或者必須做出更艱難的決策，在不確定自己能力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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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負擔的情形下，會感到不安。 

歸納整理上述的意見可發現，以系統使用者因素而言，則有幾 

項需加強之處為：1.加強使用者事前的教育訓練，避免因系統的導入

而對其在工作上造成過大的衝擊。2.妥善安排處理因導入系統而喪失

原有權力或工作的人員對輔導和工作規劃。3.提供參予開發系統的機

會。   

  

參、組織變革 

    組織在面臨外在與內在環境的改變時，進行調整內部運作以維持

本身的均衡，進而達到組織生存發展的過程即組織變革。 

    在導入資訊系統時，任何企業組織，由於內在及外在因素的改

變，時時處在一種變動的狀態中特別是在 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

經濟競爭的全球化及資訊科技的快速成長，企業內、外在環境面臨前

所未有的大變動。為了因應此變動，企業組織採用一些新的理念、技

巧或管理方法，針對組織現況進行修正。對於組織變革研究的內容十

分廣泛，各有不同的觀察重點，其彙整如下： 

    Kwon & Zmud（1987）在原組織創新程序之採用階段後，再加上

適應階段、接受、系統衡量（包含使用、績效、滿意度）、與融合階

段，並對照 Lewin（1952）的變革模式，整合成圖 2-2：資訊系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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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六個階段模式。其中調適階段表組織採用資訊系統後的技術發展

級系統安裝、維護工作；而系統衡量階段是指接受、使用、績效及滿

意度，因資訊系統要先接受、使用過後才會有績效和滿意度產生，因

此將此四項歸為一體；最後的融合階段則指資訊系統完全融入組織日

常作業活動中。 

 

      解  凍        變     革            再結凍 

 

 

                                              使用 

    啟始         採用     適應      接受    （績效）   融合 

                                           （滿意度） 

 

 

 

 

 

圖 2-2：資訊系統實施的六個階段模式 

          資料來源：（Kwon & Zmud,1987;Lewin,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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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bins（1996）歸納指出個人對改革的抗拒來源包括個體習慣、

安全感、經濟因素、對未知的害怕及選擇性處理資訊等，而源於組織

的抗拒原因則包括結構慣性、傾向接受局部改革、團體慣性、對專業

人士產生威脅及對既有資源分配產生威脅等。就個體因素而言，個體

對於組織變革的接受度，經常可能源於對未來不可預知的恐懼心理，

換言之，此種恐懼心理是因為不了解所造成。 

    John P. Kotter（2000）指出：成功的變革努力需要遵循八個步驟，

他們分別是： 

（一）創造危機意識 

（二）組織堅強的變革團隊 

（三）建構願景 

（四）廣泛溝通願景 

（五）授權員工為願景而努力 

（六）獎勵短期成效以杜悠悠之口 

（七）鼓舞士氣並運用士氣解決辣手的變革障礙 

（八）將新行為模式塑造為組織文化 

 

    Dickson & Wetherbe（1985）兩位學者針對系統實施過程所造成

的變革提出管理上的三大步驟，包含啟始、製造變革以及安裝系統，



 19

實施的工作如下： 

1. 啟始：啟始的動作包括評估組織內部支援的氣候、經理人對資訊

系統的支持程度、找出一位專案經理人已規劃負責整個專案、系統建

構與專案經理人彼此間默契的培養、訓練專案成員有關組織變革的技

巧。 

2. 製造變革：提供與資訊系統相關的資訊，教育使用者在使用上的

相關的技能，讓使用者逐漸熟悉這套系統、同意變革，同時發展專案

計劃開始進行系統設計。 

3. 安裝系統：由專案團隊的執行小組來執行系統的導入，加強使用

者的教育訓練、最後團隊成員必須停留在使用者範圍中，直到整個系

統都能平順的執行運作功能，而使用者也能獨立操作系統。 

               

第三節、資訊系統效益與衡量 

 

壹、資訊系統導入效益` 

    資訊科技的進步使企業必須重新思考經營觀念和策略，如何有效

的運用資訊科技來提昇競爭力，是當今企業必須思考的課題之一，

Devenport & James（1990）提出資訊科技會對企業所帶來幾方面的衝

擊與效益，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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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資訊科技對企業衝擊與效益 

資訊科技的特性 資訊科技對企業的衝擊與效益 

    作業性 將非結構的程序轉換成標準的程序 

    地理性 突破時空的障礙 

  自動性 減少人力的支出 

可以在行程中進行複雜的分析，並產生大量

而正確的資訊 

 

    分析性 

 

    處理程序 

使連續按順序執行的作業可以同步處理 

    知識管理 取得及運用專家知識 

    追蹤 可以線上即時追蹤詳細的流程狀態 

    消除中介 將流程雙方直接連接 

         資料來源：Devenport & James（1990） 

 

    資訊系統的導入會促使組織的工作方式產生改變，而其影響程度

和範圍則是該項工作對於資訊系統的依賴程度而定，根據學者Morton

（1990）的看法，引進資訊科技通常會對組織內三類工作產生改變，

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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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資訊科技對組織內工作的影響 

 工作類別 影響內容 

 生產工作 

 

包括實物的生產、資訊的生產、知識的生產等，都可能

因為資訊科技的使用而使這些工作的方式、成本、效率

發生改變。 

 協調工作 

 
 
 
    

資訊科技可以改變協調程序的功能性和經濟特性，尤其

是可以打破地域和時間限制，提昇資訊和知識的分享和

流通效率，促進群組工作和技術交流；此外組織與供應

商或客戶彼此間協調有關的工作也會受到影響。 

管理工作 

 
 

資訊科技對管理工作的影響主要是指導和控制二方面。

其中，指導需要了解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員工對環境的認

知及反應，以作為決定組織方面及策略規劃的重要資訊

來源。而在控制方面則需要測量組織績效，並根據計劃

測量結果採取適當行動。 

                資料來源：Morton（1990） 

 
 

貳、 資訊系統成效的評量 

 

    資訊系統成效（the Result Effect of Information System）的評量是指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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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一資訊系統是否能被使用者接受，是否能滿足使用者工作上的要求 

及當初引進之需求目標（何文魁，民 84）。如何評量一資訊系統的成 

敗，過去學者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大致可歸納程下面幾項： 

一、系統滿意度的衡量 

    系統滿意度是指資訊系統的性能是否能夠滿足使用者作業上的

需求。國內外有關「系統性能」的彙整如表 2-4。 

 

               表 2-4 資訊系統性能彙整表 

作者 評量因素 

Doll & Torkzdeh（1988） 

 
 

 

內容正確性 

格式的彈性 

操作簡便性 

即時性即時性 

Ives，Olson&Baroudi（1983） 

 
 
 

 

產出可信度 

產出相關性 

產出正確性 

產出準確性 

產出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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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Boon Wan &Lo Tak Wah

（1990） 

 
 
 

 

資訊產品與服務品質 

系統的公用性        

使用者介面 

系統的安全性 

系統的整合性 

陳文正(1982) 

 
 
 

 
 

 

資訊速度       

操作容易性 

報表簡明性 

資訊完整性 

Davis(1989) 
系統正確性 

資訊即時性 

資訊相關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Sanders 以及Mondy & Robert也曾提及系統產出的資訊該具備

的特性，如資訊品質的時效性、正確性、簡明性等。綜合上述文獻，

本研究整理出可用來衡量資訊系統性能的指標： 

1. 資訊的品質：包含正確性、即時性、完整性 

2. 操作介面的簡易性：如操作上是否容易上手、報表輸出格式是否

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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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益面的評量 

   劉鳳如（民 88）曾就系統成效的評量提出五項衡量套裝套裝成效

的指標： 

1. 專案成效：在預定的時間、預算內完成專案。 

2. 目標成效：套裝軟體導入後達到原先預期目標成效水準。 

3. 效率成效：套裝軟體改善組織內部支援作業效率的成效水準。 

4. 滿意度成效：套裝軟體的應用提昇顧客及供應商的滿意度。 

5. 整體成效：企業引入套裝軟體的成效。 

資訊系統的評估原本就沒有任何一套標準的模式，因此，本研究 

根據資訊系統成效評量等相關文獻整理出下列衡量資訊系統成效的

項目： 

1. 改善人工作業效率。 

2. 降低錯誤率。 

3. 提昇顧客滿意度。 

4. 協助企業管理功能性的決策。 

5. 配合公司政策之推行。 

6. 快速回應主管對相關資訊之需求。 

7. 達到原先預期目標水準。 

8. 提高系統資訊品質，如正確性、完整性、即時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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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統操作介面的簡易程度。 

10.與其他系統的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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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組織因素」與「資訊系統導入」對系統

實施成效的影響。本章依據文獻探討為基礎，針對研究目的，依序說

明本研究的架構、研究命題、研究變項定義、研究對象與問卷設計、

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第二章的相關文獻探討，希藉以建立後續研究架構

採用之理由。本研究建立觀念性架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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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組織成員參與 
1.各階主管的支
持 

2.使用者參與 

資訊系統導入 
系統技術性因

素 
1.系統管理 

  2.專案管理 

資訊系統實施成效 
1.管理功能成效 
 
2.系統功能成效 

組織變革調適 
1.員工對改變適
應與接受 

2.員工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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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命題 

    資訊系統的引進牽涉到的不只是新的軟硬體，也包含工作上、技

術上、管理上以及組織上的改變。在這個社會技術的理念下，一個人

不能只是安裝新的科技，而不考慮到使用的人員（Bostrom & Heinen，

1977）。系統可以在技術層面上是成功的，但在組織層面上是失敗的，

這是因為在建立這系統的過程中，忽略了社會及政治層面。系統分析

師及設計師有責任確保在設計過程中，組織的主要成員參與，並允許

他們有影響系統最後模式的權力。因此由以上可知，管理系統發展過

程是非常複雜，而且需要主管的密切監控才能確保成功（Kirsch，

1996）。根據上述理由，本研究提出研究命題 1： 

研究命題 1：組織成員參與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資訊系統在大小、範圍、複雜程度、組織及技術組成都有所不同，

有些系統開發案，具有較高的風險，所以會容易失敗或延誤。學者提

出的系統風險評估包括參個主要構面（McFarlan，1981）：專案大小、

專案結構，及技術經驗。如果專案人員缺乏所需要的技術經驗，將會

提高專案開發的風險。例如，專案人員不熟悉專案開發所需要的硬

體、系統軟體、應用程式，或資料庫管理系統等技術，可能發生技術

問題或是因為要學習這些新技術而發掉太多時間。根據上述理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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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研究命題 2： 

研究命題 2：系統技術性因素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有顯著影響。 

 

由於資訊系統可能會改變組織的結構、文化、政治，與工作，因

此常在導入時遭抗拒。組織抗拒可用許多不同模式來說明，Leavitt

（1965）使用一個鑽石型模式來說明組織與科技間的相互調適

（mutually adjusting）關係。科技的改革是成功融入、扭曲或失效端

視組織的任務安排、結構與人員而定，引進改革的唯一方法是，同時

改變科技、任務、結構、和人等四項元素。也有些學者提出組織須在

引進變革前先解凍（unfreeze），快速導入後，再凍結（refreeze）或將

它制度化（Kolb，1970：Alter & Ginzberg，1978）。根據上述理由，

本研究提出研究命題 3： 

研究命題 3：組織變革調適越好，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第三節、研究變數與假說 

    本研究所探討的相關構念包括了組織成員參與、系統技術性、組

織變革調適、系統實施成效等四個構念。以下內容根據本研究各個構

念操作化過程和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說加以說明。 

組織成員參與。若系統有不同階層管理者的支持與承諾，使用者

與資訊技術人員會有正面的感覺，兩邊都會相信他們參與建置過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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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高層的重視與本案的優先權，所花的時間與努力也受到肯定，管

理階層的支持也確保了系統建置計劃會成功的得到足夠的財務支持

與資源足夠。所有配合新系統所做工作上的改變、程序上的重新設計

組織調整，都需要管理者大力支持才能有效執行，如果管理者肯定計

劃的優先性，系統就會被部下認為必須優先來做（Doll，1985；Ein-Dor 

and Seger，1978）。因此，本研究將相關文獻歸納整理將組織成員參

與操作劃為二個構面；「各階主管的支持」及「使用者參與」；「各階

主管的支持」指各階主管全程參與及支持、扮演溝通協調與仲裁角

色。「使用者參與」指使用者在系統導入過程的參與程度。依據上述

操作化結果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 1.1：各階層主管的支持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假說 1.2：使用者參與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系統技術性。系統的開發必須要有妥善的規劃與管理。在系統的

開發中，系統的需求是很難去確定，每個人對於相同資訊可能有不同

的解釋及定義，不同的使用者對於所需要的資訊也有所不同，必須要

對成本、效益，及專案時程加以適當評估。一個系統若沒有適當地去

管理，衝突與不確定性將會被擴大（Bikson et al.,1985）。 

    一個沒有適當管理的系統開發計劃，常會有以下後果： 



 31

○成本大量超出預算 

○不必要的時間花費太多 

○技術的不足使系統績效降低 

○無法達到預期的利潤 

 因此，本研究將相關文獻歸納整理將系統技術性操作化為為二 

個構面，分別是：「系統管理」及「專案管理」。本研究將二個構面分

別定義如下：「系統管理」指系統在導入前的軟硬體等設備評估，即

系統性能上的管理及維護工作。「專案管理」指系統在導入的過程中，

整個專案活動執行的方向、進度是否符合原先的規劃目標。依據上述

操作化結果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 2.1：系統管理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有顯著影響。 

假說 2.2：專案管理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有顯著影響。 

組織變革調適。許多資訊管理學者指出，系統的成敗會受到行為面及

組織面的影響，它轉移了個別或團體行動或互動的方式，而資訊系統

的定義、存取和利用也改變了組織管理資源的模式，造成了原先組織

權力及職權的重新分配（Lucas，1975），這樣組織內部的改變會引起

抗拒和反對，因而造成即使好的系統也會失敗。大多數資訊系統中最

重要的特徵，就是要求個人改變其行為來達成某些系統功能。 

    綜合相關文獻，本研究將組織變革調適操作化為二個構面，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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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與「員工教育訓練」。本研究將二個構

面分別定義如下：「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指員工能對接受資訊系

統導入後工作方式的改變，員工對系統的接受與適應能力。「員工教

育訓練」指讓員工瞭解熟悉整個系統作業流程，接受改變後所需的概

念與技能。依據上述操作化結果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 3.1：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成

效越好。 

假說 3.2：員工透過教育訓練，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此部份所指的是資訊系統的導入對企業在經營上

所帶來的效益。以兩項構面來衡量：「管理功能成效」與「系統功能

效益」。「管理功能成效」指衡量系統的導入對組織在管理功能層面的

效益，包含「改善人力資源作業效率」、「降低錯誤率」、「提昇使用者

滿意度」、「配合公司政策推行」、「提昇組織內部人力資源的運用」等

方面的效益。「系統功能效益」指衡量資訊系統功能層面的效益，包

括「快速回應主管對相關資訊的需求」、「提高系統資訊品質」、「系統

操作介面的簡便程度」、「達到原先預期目標水準」、「與其他系統的整

合程度」等方面的效益。 

    本研究根據操作化結果和理論所提的研究命題，推導出本研究假

說，分析整理於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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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本研究假說列表 

假  說 內               容  

假說 1.1 各階層主管的支持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假說 1.2 使用者參與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假說 2.1 系統管理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有顯著影響。 

假說 2.2 專案管理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有顯著影響。 

假說 3.1 

 

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 

好。 

假說 3.2 員工透過教育訓練，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研究對象與問卷設計 

 

壹、研究對象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於民國62年4月，當時正值國內紡

織品的加工製造與外銷貿易業蓬勃興，部份業界名人及台塑關係企業

共同合作投資創設，引進最現代化設備，以專精的織布、染布、印花、

及整理加工等技術投入，成為紡織產業結構鏈中必要的一環。 

公司組織略分為管理中心（MIS）、第一事業部、第二事業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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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業部、研發中心、財務部、管理部、油品事業部。公司電腦化已

有二十多年，陸續開發完成多項資訊系統，為公司在日常運作及管

理、營運、決策等帶來莫大的助益。員工約有 4500人，針對各事業

部的各部門的系統使用者，其中包括基層員工、高中低階主管等，以

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調查。 

 

貳、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共分為四部份，分別為組織成員參與、組織變革調 

適、系統技術性、系統實施成效等四項。每一部分採用五尺度李克特

量表來測量，總計從 1到 5分，並請受測者依實際執行情形勾選填答

同意的程度，若受測者極同意則給予 5分，反之，若受測者極不同意

則給予 1分。 

 

第五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變數確定後，便須將變數操作化。以設計本研究問

卷。由於變數操作化的嚴謹度和周延性對於量測結果的影響程度甚

劇，因此，本研究將問卷操作化程序以圖 3-2表示。 

 

 

 

                 



 35

                
 
 
 
 
 
 
 

 
 
 
 
 
 
 
 
 
 
 
 
 

 
 
 
 
 
 
 
 

圖 3-2 問卷操作化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確定研究變數 

搜尋相關量表 

與文獻 

諮詢專家 

內容詞句修改 

正式問卷 

設計前測問卷 

學者教授,實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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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資料分析方法 

     

    依據前述研究目的與假設，本研究以 SPSS套裝軟體對於回收資

料進行統計分析。茲將本研究中所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壹、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針對組織成員參與、組織變革 

調適、系統技術性、及系統實施成效，這四部分的變項加以分析，縮

減為一至二個不等的主因素構面，並依各構面所包含變數的特性加以

命名。 

 

貳、信度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要做信度考驗。信度指的

事測量結果是否具有一致性或穩定性的程度。一份好的問卷必須力求

測量結果得高穩定性。因此，本研究中，以 Cronbach’s alpha 信賴指

數來驗證本研究問卷中各構面題項的信度。 

 

參、積差分析 

以組織成員參與、組織變革調適、系統技術性為自變項，系統實 

施成效為依變項，進行積差分析，以檢驗上述因素對資訊系統實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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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影響顯著性檢定。 

 

第七節、研究限制 

    再本研究再研究上限於時間、人力、及個人經驗能力之因素，影

響本研究結果，以下加以說明： 

 

壹、研究變項 

影響企業資訊系統實施成效的因素很多，在本研究中以組織人員

參與、技術性因素、組織變革調適對企業實施資訊系統成效進行分

析，由於為了避免研究過於複雜，故在研究變項間之關係均予簡化，

如此對於影響系統成效之因果關係的探討上會有解釋不足的情形。 

 

貳、系統成效的衡量不易以客觀指標來量化 

本研究對於系統成效的衡量係由受測者一其主觀認知來評估，但

在個人主觀認知標準彼此間有所差異的情形下，將造成量度上的偏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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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第一節、樣本回收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以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各部門的

系統使用者及部門各階主管（經理、主任、廠處長、課長、組長）為

問卷發放對象，總計發放 110份問卷，為收問卷數為 89份，有效問

卷數 84份，回收率為 80.9%，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6.3%。問卷回收

情形如表 4-1。 

                   表 4-1 問卷回收狀況表 

問卷發放 回收份 回收率 無效問卷 有效回收份數 有效回收率 

   110 89 80.9% 5 84 7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問卷題項之因素與信度、效度分析 

壹、因素分析 

本研究為能在問卷之提項中萃取出共同的因素構面，以進行進一步

之研究分析與推論，針對衡量問卷進行因素分析，抽取共同因素構

面。黃俊英（1995）認為抽取的因素數目愈少愈好，而抽取之因素能

解釋各變數之變異數愈大愈好。在如此的原則下，有幾項決定因素數

目的方法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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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理論架構及過去有關文獻來決定抽取共同因素的數目。 

2. 以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作為分野。特徵值代表某一因素所

能解釋的變異數，解釋變異數的能力小於 1.0的因素即不虞選取。 

3. 利用統計顯著性檢定來決定適當的因素數目。 

4. 利用因素陡坡檢（scree test）定來決定。 

 

Hair等人（1992）建議下列取捨標準： 

1. 萃取的因素特徵值必須大於 1 

3. 利用最大變異值交轉軸（varimax rotated method），轉軸之後其因

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必須大於 0.5，同時在其他因素負荷量

與本因素負荷量之差必須大於 0.25，以使其列為該因素之組成分

子。  

 

一、組織成員參與構念之因素分析 

以上述的因素萃取原則對「組織成員參與」構念之問卷的因素分 

析結果顯示，有二個因素特徵值大於 1，分別為 2.365、1.457  

此二個因素可解釋共約 76.435% 的變異 ，各題的因素負荷列表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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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組織成員參與」構念問卷之因素負荷表 

 題項                                因素1   因素2  共同性 

 1資訊系統專案獲得貴單位高階主管 

全程參與支持                        0.706  –0.248  0.781 

 2貴單位高階主管隨時扮演溝通協調與 

仲裁之角色                          0.840  –0.324  0.776 

 3資訊系統專案獲得各相關部門主管的 

參與及支持                          0.603   0.281  0.806 

 4貴部門系統使用者從一開始就全程參 

與系統專案                          0.397   0.608  0.734 

 5貴單位系統使用者有足夠時間負責系 

統專案中的工作                      0.318   0.684  0.724 

                          特徵值      2.365   1.4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系統技術性構念之因素分析 

以上述的因素萃取原則對「系統技術性」構念之問卷的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有二個因素特徵值大於 1，分別為 3.431、3.107       

此二個因素可解釋共約 81.727% 的變異 ，各題的因素負荷列表於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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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系統技術性」構念問卷之因素負荷表 

     

題項                                因素1  因素2  共同性 

1資訊系統在導入前,有完整的系統需求 

分析                               0.816   0.201   0.706 

2資訊系統有完整的維護與管理          0.913   0.219   0.882 

3資訊系統的軟硬體設備能符合此套資 

訊系統現在及未來運作上的需求       0.794   0.393   0.786 

4資訊系統在導入前,專案小組能針對軟 

硬體的適用性做過評                 0.673   0.562   0.769 

5資訊系統專案小組確實依據系統需求 

分析結果來發展此套資訊系統         0.728   0.436   0.844 

6資訊系統在導入前,做好專案進度規 

劃和排程                           0.423   0.815   0.907 

7資訊系統導入過程中,專案執行符合 

預定進度                           0.278   0.911   0.907    

8專案執行過程中,做好人力設備資源 

的規劃和控制                       0.250   0.815   0.925 

                         特徵值      3.431   3.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3的因素負荷表中可歸納出：因素 1構成項目內容與性質

將其命名為「系統管理」；因素 2為「專案管理」。其中「系統管理 

」是由五個題項所組成；「專案管理」是由三個題項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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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變革調適構念之因素分析  

以上述的因素萃取原則對「組織變革調適」構念之問卷的因素分 

析結果顯示，有二個因素特徵值大於 1，分別為 1.562、1.21       

此二個因素可解釋共約 69.3% 的變異 ，各題的因素負荷列表於 4-4。    

     表 4-4「組織變革調適」構念問卷之因素負荷表 

 

  題項                                因素1   因素2  共同性 

 1貴部門單位的成員能接受資訊系統導 

入後工作方式的                      0.836  –0.172  0.893 

 2貴單位部門的成員對資訊系統的調適 

與接受能力佳                        0.726   0.183  0.927 

 3貴部門單位的成員透過教育訓練熟悉 

了解系統操作及新技能                0.262   0.642  0.896 

 4貴部門能因應系統的導入而在流程上 

做適當的調整及修正                  0.173   0.568  0.815 

                          特徵值      1.562   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4的因素負荷表中可歸納出：因素 1構成項目內容與性質

將其命名為「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因素 2為「員工教育訓練」。

其中「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是由二個題項所組成；「員工教育訓

練」是由二個題項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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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實施成效構念之因素分析  

以上述的因素萃取原則對「系統實施成效」構念之問卷的因素分 

析結果顯示，有二個因素特徵值大於 1，分別為 3.598、2.735        

此二個因素可解釋共約 70.364% 的變異 ，各題的因素負荷列表於

4-5。  

       表 4-5「系統實施成效」構念問卷之因素負荷表 

 

題項                               因素1    因素2  共同性 

 1資訊系統能改善貴部門的作業方式     0.871    0.201  0.812 

 2資訊系統能降低貴部門的作業成本     0.692    0.219  0.839 

 3資訊系統讓貴部門更有效綠地運作     0.681    0.393  0.769 

 4資訊系統能幫助貴單位達成預期的目 

標                                 0.133     0.644  0.721 

 5資訊系統能協助公司管理功能的決策   0.867     0.436  0.740 

 6資訊系統能快速回應主管對相關資訊 

之需求                              0.133    0.643  0.727 

 7資訊系統能改善貴部門與不同部門間 

的溝通                              0.627    0.131  0.700 

 8資訊系統意操作且流程簡便意了解     -0.117    0.740  0.655 

 9資訊系統與其他系統間的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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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0.122   0.673  0.659 

                          特徵值      3.598   2.7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上述的因素萃取原則對「系統實施成效」變項進行因素分析

後，得出二個因素構面，再根據各因素的構成項目內容與性質分別將

其命名為「管理功能成效」與「系統功能成效」。其中「管理功能成

效」是由五個題項所組成；「系統功能成效」是由四個題項所組成；

整個系統實施成效構面的總解釋變異量為 70.364 %。  

貳、信度與效度分析 

為了驗證各構面之問卷題項的內部一致性程度，因此針對每一構

面進行信度分析。所謂信度是只針對同一或相似母體重複測量所得結

果一致性程度，一般最常以統計係數 Cronbach’s Alpha 來進行信度測

試。Cronbach’s Alpha 係數最好能達到 0.7到到 0.98之間，便可相信

此構面之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若是係數低於 0.35者，便須加以拒絕

（黃俊英、林震岩，民 83）。 

本研究問卷各構面的信度分析如表 4-6所示。在所有構面中， 

均屬於高度信度值，因此可得知本研究問卷題項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

性。 

在內容效度方面，由於本研究的問卷題項是彙整相關文獻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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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並與數位實務界人士討論修訂，故應具有不錯的內容效度；而在

建構效度方面，本研究利用 Kerlinger所提，以因素分析中各變項的共

同性（communality）衡量其效度值，如表 4-3、4-4、4-5、4-6所示。 

 
 

                     表 4-6 問卷信度分析表 

構面 Cronbach’s Alpha 

各階主管參與         0.931 

使用者參與         0.947 

系統管理         0.919 

專案管理         0.940 

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         0.973 

員工教育訓練         0.944 

管理功能成效         0.867 

系統功能成效         0.8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對資訊系統成效的影響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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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差相關分析（Correlations） 

  由表 4-7 積差相關性分析中得知，各階層主管的支持、使用者參

與、系統管理、專案管理、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員工教育訓練均

與系統成效關係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表 4-7 問卷量表的積差相關性分析 

 

 
各階層主 

管的支持 
使用者 

者參與 
系統管 

理 
專案管 

理  
員工對改 

變適應 
員工教 

育訓練 
管理功 

能成效 
系統 

能成效 
各階層主管的支持 1.000        

使用者參與 0.672* 1.000       

系統管理 0.293* 0.175 1.000      

專案管理 0.222* 0.205 0.685** 1.000     

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

受 

0.329** 0.125 0.506** 0.382** 1.000    

員工教育訓練 0.313** 0.107 0.540** 0.287** 0.829** 1.000   

管理功能成效 0.417** 0.341** 0.657** 0.500** 0.628** 0.663** 1.000  

系統功能成效 0.257* 

 

0.226* 0.669** 0.563** 0.605** 0.606** 0.846** 

 

1.000 

**表 p<0.01,*表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研究結果 

壹、各因素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影響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各影響因素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的影響結果

如下數說明： 

（一）組織成員的參與對於資訊系統成效正向的影響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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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層主管的支持及使用者參與程度均對於資訊系統成效正向的影

響具顯著關係。 

（二）系統技術性因素對於資訊系統成效正向的影響具有顯著關係。 

系統管理及專案管理會正向的影響資訊系統成效。 

（三）組織變革調適對於資訊系統成效正向的影響具顯著關係。 

組織變革調適越好則資訊系統成效越好。 

（四）上述項（一）至項（三）構念之構面因素對於資訊系統成效的

影響，說明如下： 

（1） 各階層主管的支持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成效越好。 

（2） 使用者參與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成效越好。 

（3） 系統管理程度越好則資訊系統成效越好。 

（4） 專案管理程度越好則資訊系統成效越好。 

（5） 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成效越好。 

（6） 員工透過教育訓練越了解資訊系統，則資訊系統成效越

好。 

綜合推論得知構念中資訊系統導入中組織成員參與程度越高、系

統管理越好、專案管理越好、組織變革調適越好，則資訊系統成效越

好，使用者參與因素中呈現部分顯著，部分不顯著，可能部分使用者

因業務繁忙，未積極投入參與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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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列表彙整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研究結果，如表 4-8所示：  

                  表 4-8研究結果彙整表 

假設 內              容                   研究結果 

假設 1-1 

 

各階層主管的支持度越高，則資訊系統 

實施成效越好。 

 

支持 

假設 1-2 

 

使用者參與程度越高，則資訊系統實施 

成效越好。 

 

部分支持 

假設 2-1 系統管理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有顯著影響。 支持 

假設 2-2 專案管理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有顯著影響。 支持 

假設 3-1 

 

員工對改變適應與接受程度越高，則資訊系 

統實施成效越好。 

 

支持 

假設 3-2 

 

員工透過教育訓練，則資訊系統實施成效越 

好。 

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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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內容分為二部份，第一節是針對第四章資料分析結果做一整

合性彙整，並據以提出實務面的管理義函與建議，冀能提供企業未來

在導入資訊系統過程上有具體幫助題。第二節是在未來相關研究上的

建議做一說明。 

 

 

第一節、管理實務的意涵 

    本節根據前述之實證研究結果，說明本研究結果在管理實務上的

意涵並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壹、組織成員參與因素對資訊系統實施成效之影響 

 

    在積差分析的結果中顯示「組織成員參與因素」這一項構面對於

系統成效的影響具有正向顯著性的。根據過去的文獻及資料分析的結

果，我們知道企業在導入資訊系統的過程中，首先必須爭取高階主管

的支持，以其對系統導入的承諾和支援作為導入過程的後盾。因為從

過去相關的文獻中我們了解到，無論任何一種資訊系統的導入在組織

內部必然都會遭遇到重重的抗拒和困難，而此時高階主管的支持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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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的化解有很大的助益。 

在「系統使用者參與」這一變項的衡量要素上，包括使用者在系

統導入過程中的參與。系統使用者對於系統的接受程度必然是影響系

統成效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如何讓使用者接觸、熟悉系統，佳強

其對系統的了解；或是減低使用者對系統的排斥、抗拒，式系統導入

的量一項重要課題。 

在過去學者的研究中（Laudon，1991）曾指出，使用者在系統開

發過程的參與程度對於系統的成功與否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在導入

的過程中應該定期以會議或其他形式與使用者就系統的功能設計進

行溝通、討論，一則讓使用者有參與感，二則可以讓使用者更了解系

統，以提高其對系統的熟悉度。 

貳、系統技術性因素對資訊系統成效的影響 

在積差分析的結果中顯示「技術性因素」這一項構面對於系統成

效的影響具有正向顯著性的。新系統的開發必須要有妥善的規劃與管

理，每一個專案都必須有研究及開發階段。在系統開發中，系統的需

求是很難去確定，每個人對於相同資訊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及定義，不

同的使用者對於所需要的資訊也有所不同，必須要對成本、效益，及

專案時程加以適當評估。 

（Bikson et al，1985）指出，一個系統若沒有適當第去管理，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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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與不確定性將會被擴大。一個沒有適當管理的系統開發計劃，常會

有成本大量超出預算、不必要的時間花費太多、技術的不足始系統績

效降低、無法達到預期的利潤。 

參、組織變革的調適因素對資訊系統成效的影響 

在積差分析的結果中顯示「組織變革調適因素」這一項構面對於 

系統成效的影響具有正向顯著性的。再系統的導入過程中，組織內部

人員因為系統的實施改變了原有的工作環境、或是產生權力的移轉，

而排斥使用新系統，這時候，對於員工抗拒行為的管理、以及提供使

用者系統操作的教育訓練必然是影響系統成效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因

此減低組織對系統的排斥抗拒，式系統導入的重要課題。  

 

第二節、後續研究建議 

壹、關於研究架構 

    由於本研究室藉由文獻資料的整理，發掘出影響系統成效的關鍵

因素。主要是著重於探討系統導入過程中，各相關活動實施情況對系

統成效的影響，然而新系統的導入實施與組織文化、氣氛、結構、及

部門間互動關係有密切關係，因此，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此部份在進一

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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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進行個案比較研究 

個案研究可以提供一深入的觀察，以了解各項組織內部因素確 

實運作的情形和方式。因此，後續研究者可以比較系統實施成效較好

和較差的企業案例，分析其關鍵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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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問卷 
各位業界先進，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中抽空閱讀這份問卷，本研究主題為「組織因素對企業導入資
訊系統成效影響之探討」。懇請貴部門提供協助，請轉交相關資訊系統使用者、

部門主管撥迥填寫這份問卷。 
您所提供的意見將僅供綜合分析之用，絕不會被拿來做其他用途或個別公

開，敬請安心作答。由於您的大力協助，本研究才有可能完成，僅至上最誠摯的

謝意。 
敬祝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鍾國貴 博士 
                                           研 究 生：陳素蓮 

    
第一部份：組織成員參與 
      此部份問題，是想瞭解貴部門資訊系統專案中高階主管、相關部門主管以
及使用者參與的情形，請您依照貴部門實際執行的瞭解，就下列的描述，勾選您

的同意程度。 
 
 
                                             極不同意 極同意 

1.資訊系統專案獲得貴部門單位高階主管全程參與    □   □   □   □   □ 
及支持。  

2.貴部門單位高階主管隨時扮演溝通協調與仲裁之    □   □   □   □   □ 
角色。 

3.資訊系統專案獲得各相關部門主管的支持及配合    □   □   □   □   □ 
4.貴部門系統使用者從一開始就全程參與系統專案    □   □   □   □   □ 
5.貴部門系統使用者有足夠時間負責系統專案中的    □   □   □   □   □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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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系統技術性因素 
      此部份問題，是想瞭解資訊系統導入在專案管理、系統管理的情形，請您
依照貴部門實際執行的瞭解，就下列的描述，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極不同意         極同意 
1 .資訊系統在導入前，有完整的系統需求分析。     □   □   □   □   □ 
2 .資訊系統有完善的維護與管理。                 □   □   □   □   □ 
3系統的軟硬體設備能符合此套資訊系統現在及     □   □   □   □   □ 

  未來運作上的需求。 
4.資訊系統在導入前，專案小組能針對軟硬體的適    □   □   □   □   □ 
  用性做過評估。 
5.資訊系統專案小組確實依據系統需求分析結果     □   □   □   □   □ 

 來發展此套資訊系統。   
6.資訊在系統導入前，做好專案進度規劃和排程。    □   □   □   □   □ 

7.資訊系統導入的過程中，專案執行符合預定進度。   □   □   □   □   □ 
8.專案執行過程中，做好人力、設備資源的規劃和     □   □   □   □   □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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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組織變革調適 
    此部份問題，是想了解貴單位資訊系統導入後組織變革調適的情形，請您依
照貴單位實際執行的瞭解，就下列的描述，勾選您同意程度。 
 
 
    
 
                                              極不同意         極同意 
1.貴部門單位的成員能接受資訊系統導入後工作方式 □   □   □   □   □ 
的改變。                                       

2.貴部門單位的成員對資訊系統的適應與接受能力佳 □   □   □   □   □ 
3.貴部門單位的成員透過教育訓練熟悉瞭解系統操作 □   □   □   □   □ 
及新技能。   

4.貴部門能因應系統的導入而在流程上作適當的調整 □   □   □   □   □ 
  及修正。                                   
 
 
 
第四部份：系統實施成效 
此部份問題，是想了解貴部門單位資訊系統導入後系統所帶來的影響與成

效，請您依照貴單位實際執行的瞭解，就下列的描述，勾選您同意程度。 
 

 
                                            極不同意         極同意 
1.資訊系統能改善貴部門的作業方式。            □   □   □   □   □   
2.資訊系統能降低貴部門的作業成本。            □   □   □   □   □ 
3.資訊系統讓貴部門更有效率地運作。            □   □   □   □   □  
4資訊系統能幫助貴單位達成預期的目標。        □   □   □   □   □ 
5.資訊系統能改善貴部門與不同部門間的溝通。    □   □   □   □   □ 
6.資訊系統能快速回應主管對相關資訊之需求。    □   □   □   □   □ 
7.資訊系統能協助公司管理功能的決策。          □   □   □   □   □ 
8.資訊系統易操作且流程簡便易瞭解。            □   □   □   □   □ 
9.資訊系統與其他系統間的整合程度良好。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