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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航運業者使用區塊鏈平台意圖之研究 

－以承攬業者為例 

 

研究生：林紘宇                        指導教授：黃明居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    要 

 

  區塊鏈為是以近年來最熱門的一項新技術，運用在航運上也是這幾年

之間受到高度關注的議題，區塊鏈擁有去中心化、匿名性、不可簒改性、加

密性與可追溯性，這些特性可以改善與解決航運上現有的一些難處與痛點，

例如由於冗長的文書處理過程，導致航運流程效率低、政治較腐敗的國家，

海關的貪污嚴重、食安問題嚴重，產品的生產過程不透明等問題，經過區塊

鏈的改善後，甚至可以使全球 GDP 增長 5%左右。而區塊鏈在航運上的發

展還處於初期階段，現況是以馬士基與 IBM 合作之平台—TradeLens 為最大

宗，此航運區塊鏈平台更使其他國家的加入，以及一些爭相效仿的聯盟出

現，不過現階段都是以航商為主，尚未有承攬業往區塊鏈發展的消息，故本

研究是以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之意願為出發點，用科技接受模式 2 探討並做

後續之分析，並探討區塊鏈在航運之未來與前景，最後給出適當建議。 

本研究共回收 274 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率為 92%，經由統計分析後結

果顯示： 

一、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其主觀規範對形象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其形象與產出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正向顯著影響； 

三、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其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區塊鏈使用意圖有

正向顯著影響； 

四、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其主觀規範、工作相關性、結果展示性與知覺易用

性對知覺有用性沒有正向顯著影響。 

關鍵詞：航運、區塊鏈、海運承攬業、TradeLens、科技接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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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Blockchain is a buzzword in recent years. The use of this new technology in shipping 

domain is also a great topic nowadays. Due to its decentralized, anonymous, 

incorruptible, encrypted and traceability which can improve and solve some difficult 

problem or pain points on shipping. For example, “mountains of paperwork” required 

leads to delay shipping process;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ustoms outright 

bribery and intentional delay of import; food safety is a serious problem,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s is opaque. After the improvement of blockchain, gobal GDP can increase 

by around 5%. However the develop of blockchain in shipping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Currently, TradeLens, the plat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Maserk and IBM is the 

largest one. This shipping platform has enabled other countries to join, as well as a 

number of alliances to follow. But the current stage is mainly based on carrier, there is 

no news about the Freight Forwarders to blockchain develop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tention of forwarders to use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is study us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2 to analysis and discuss the future of blockchain in shipping 

domain. 

 

 

Keywords: Blockchain, forwarders, shipping, TradeLens,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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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區塊鏈是當前最熱門的技術之一，能應用的產業非常廣泛，基於區塊鏈

的去中心化、匿名性、加密性、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等五大主要特色，能

替一些產業解決傳統機制的缺失、也能省去過於冗長的流程等，例如 Kshetri, 

(2018)提到，在交易中一旦輸入追蹤數據在區塊鏈分類帳上，就成為不可篡

改的，鏈中的其他供應商也可以追蹤貨運、交貨和進度，區塊鏈可以在供應

商之間產生信任，藉由消除中間機構提高效率進而簡化流程，並降低成本，

個別供應商也可以即時執行自己的貨運進度，雖然現在電子化的作業流程也

能加速處理過程，但效率並不大，處理的速度並不快；雲端運算在這幾年的

發展下，也早已被應用的非常廣泛，但雲端運算的最大的兩個缺點，其一，

儲存速度受網路速度影響，只要網路速度慢或品質不佳的狀況，雲端的服務

品質就會變得很差，如果儲存資料到一半，網路突然降速或中斷，或許會使

之前的資料遺失；其二，安全問題，大多數雲端儲存都會提供虛擬私人網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加密、或其他安全措施，但只要欲進入奪取

此資料的人，有登入憑證就能通過任何網路端點，就特性而言，區塊鏈技術

可以改善且應用於許多產業，使產業間相互配合，像是食品生產、政府記

錄、零售、醫療、保險和教育，更可以應用於物流業與金融產業(Kshetri, 

2018)，在區塊鏈中產業間的配合，可以有更好的管理機制。 

傳統航運流程，是通過各種複雜的手續，海運物流效率低的一個關鍵因

素是過於冗長的文書工作，而處理過程估計佔全球實際運輸成本的 15%至

50% (Irannezhad, 2018)，其中文件傳遞、簽署、認證，一些文件要給不同的

官員簽章，某些特別的文件是需要按照順序簽章；再者，一次交易所產生的

文件可能多達上百份，不僅會浪費大量時間，更造成了紙張的過度使用。而

在 Chang et al., ( 2020) 文中說到提單、保險單、發票等是國際貿易中用來確

保買方收到付款、賣方收到貨真價實的貨物的重要文件，這些文件卻並非絕

對安全的，文件很有可能會在交易過程中丟失，某些有心人士可以在實際收

件人之前，偽造一份貨物單據以便領貨(Y.Chang et al., 2020a)。Transport 

Topics (2017)文中提及據估計，全球每年約有價值 300 億至 500 億美元的貨物

被盜，儘管現在大多的公司，都使用電子數據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傳遞信息，但針對特別的公文或重要文件等，還是必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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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文件，且航運業者及許多參與者，願能縮短這些作業流程，使流程能處

理的更快、更透明化，區塊鏈提供了一個改善文件流程的管道(Y.Chang et al., 

2020a)，通過智慧合約可以使文件流程更自動化且更安全，智慧合約可以即

時地自動化並保護相關方之間的文件，不會有任何延遲(Tsiulin et al., 2020)。 

國際貿易的程序中(圖 1-1)，海關是至關重要的環節，海關程序包括了所

有運送貨物相關的規則與條例，在進出海關前，由於缺乏自動化，即使文件

已經通過電子方式交換(如電子發票)並通過數據管道或單一窗口提供給海關

當局，交叉驗證也常常是手動執行的，導致耗時的官僚作風(Segers et al., 

2019)，可能會延遲發貨，因為貨物必須在進入海關之前進行清關，且必須拿

到進出口許可證、貨物報關單等單據證明，文件必須經過確認和驗證，當中

可能需要不同官員或其他稽查人員交互確認和驗證，還要核查貿易安全程

序，不僅需要大量的單據證明外，其過程極其繁瑣。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2013

年的報告，海關是供應鏈中的一個關鍵障礙，導致供應鏈中斷的原因之一是

海關行政效率，海關行政效率是指進出口貨物通關的速度和便利程度，以及

國家海關提供的服務的質量和範圍(Jain, 2018)，低效率通常反映向海關機構

分配的資源不足或未能在海關程序中採用最佳做法，這些障礙包括頻繁的檢

查和長時間的等待，另一個障礙為海關透明度，在海關程序中的另一方面，

某些不肖人士，會利用賄賂海關官員，或詐欺海關官員，包括了偽造提單或

其他相關文件等方式，讓自己的貨物在出口或進口的時候，能夠更加快速且

不被查驗，這關乎到託運人、受貨人、海關官員或其他參與者，如果國家腐

敗程度愈高，海關作業程序就愈複雜，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此現象更為明

顯；將區塊鏈技術整合到海關流程中，可以讓託運人將供應鏈數位化，並消

除許多導致成本高昂的延誤和腐敗的中間過程(McDaniel &Norberg, 2019)，通

過更廣泛的簡化海關程序和降低貿易成本，低收入國家的貿易成本可降低

16.5%，中低收入國家可降低 17.4%，中上等收入國家可降低 14.6%，聯合國

組織成員國可降低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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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國際貿易流程圖 

資料來源：https://www.slideshare.net/ssuser9044721/ss-75656391 

航運的過程中，涉及到許多參與者，各參與者又會彼此有些連結，綜合

上述所言，引入區塊鏈技術後，因其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多方參與者一次加

入在其中，在國際貿易上，文本作業的流程，可以減少很多繁瑣的過程；不

可篡改的特性，可以確保在航運中每一筆交易資料，都能完整地被保存下

來，不會被任意更改；區塊鏈加密的機制，能保護特定有被授權的參與者手

中的資料，不被隨意的查閱，唯握有公鑰或私鑰的授權者，能看到相對應的

資料；匿名性能使交易者身分不被公開，信息傳遞也可以匿名進行；因交易

的資料已放在鏈上後，就不會被篡改，可追溯性使交易資訊能被隨時翻閱。 

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對航運業將會產生莫大的影響，現有的航運相關產

業中，積極發展區塊鏈技術的大部分都是航商，而海運承攬業在區塊鏈技術

上發展的消息微乎其微，但海運承攬業者是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主要具有託

運人與航商間的報價協商、處理貨物的運送及文件處理、安排運送和運貨業

者的路線、協調產品儲存、安排揀貨包裝作業，以及完整的運輸服務等功

能，且承攬業者所面對的行業多如下圖(圖 1-2)所示，未來航商在區塊鏈的發

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後，也會需要承攬業者的配合，而區塊鏈技術必須要所有

相關產業一起使用，才會得到更大的效益。張嘉玫與楊清喬(2015)文中說到

海運承攬業是一個競爭力非常強的產業，且其產值相當可觀，截至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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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為止，據交通部航港局的統計，國內的海運承攬業商家數約有 950 家，在

競爭力強的因素下，每家承攬業者也必須為自家公司的成本做考量，且要因

應市場上的變化做出改變。 

 

圖 1-2 承攬業與其相關業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區塊鏈正處於發展階段，人們對此技術的了解不是很充分(Francisco 

&Swanson, 2018)，不過區塊鏈的技術是適合在航運中發展的，區塊鏈是一個

可能對航運市場產生巨大影響的技術(Bavassano et al., 2020)，其一隨著馬士基

與 IBM 所合作打造的 TradeLens 平台，迅速串連全球航運界後，區塊鏈於航

運界可說是當前最熱門的議題；接著由全球第三大船公司中遠海運聯手九大

船公司、碼頭及技術公司成立了全球航運商業網絡(Global Shipping Business 

Network，簡稱 GSBN)，不讓 TradeLens 平台專美於前；2018 年是區塊鏈最

熱的一年，此技術逐漸被發現且推廣，隨後全球四大貨櫃公司 Maersk，

MSC，Hapag-Lloyd 和 ONE，更是聯合成立數位化貨櫃航運協會(Digital 

Container Shipping Association，簡稱 DCSA)，將區塊鏈推上航運界的頂端。

在這些平台之中，目前只有長榮海運與陽明海運加入在內，不論是對區塊鏈

技術的不熟悉，又或是考慮成本的問題，國內其他的航商、航運相關產業或

是承攬業者，都尚未有發展區塊鏈的跡象，但區塊鏈無疑是未來的趨勢。但

在評估此新技術能否真的帶來影響上，大多都是概念式的分析和構想，要真

正做到評估會有諸多困難，而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 2，探討台灣航運相關

產業對區塊鏈的接受度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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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et al., (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用於解釋科技和使用者行為的關係，以使用者對科技有用性和易用性

的知覺程度和觀點，說明使用者使用科技的行為，提出使用者對系統產生使

用行為前，會先產生使用意圖，使用意圖會受到使用者對於系統的使用態度

所影響，使用態度會受到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影響。科技接受模式 2 經

過一代科技接受模式的研究發展與測試被延伸(Venkatesh &Davis, 2000)，並在

科技接受模式中加入兩個程序：社會影響程序(主觀規範、自願以及形象) 以

及認知工具程序(工作相關性、產出品質，與結果展示性)，此兩大程序都成

為使用者接受度之研究上值得被注意的程序。綜合上述，本文以區塊鏈在航

運的發展與應用，針對在台灣的承攬業者，運用第二代科技接受模式

(TAM2)，探討承攬業者對於區塊鏈技術的接受度與使用意圖因素。 

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背景與動機，區塊鏈目前尚處發展初期，實際應用面與企

業接受程度尚未發展完全，本篇主要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 2 為基礎，探討航

運業中的承攬業者，對於區塊鏈技術的接受度，進而分析區塊鏈在承攬業的

可行性，而研究主要以科技接受模式 2 為架構，此擁有足夠文獻與專家支持

的可信度，為此提供給區塊鏈使用者可靠的意見，本研究希望能有效分析區

塊鏈對於承攬業者的優勢之處，並給予建議： 

(1) 探討承攬業者對區塊鏈之使用意圖； 

(2) 分析如何提升承攬業者對區塊鏈的使用意圖； 

(3) 探討區塊鏈平台與承攬業者的工作相關性； 

(4) 探討區塊鏈技術用於承攬業之作業流程； 

(5) 透過科技接受模式 2 理論，希望研究之結果，對未來企業界或相關

產業，在發展區塊鏈技術方面，能有所幫助。 

1.3 研究方法 

  從文獻中提及的幾個大方向，對航運業現況流程分析，找出區塊鏈用

於航運業的現況應用，探討可行之處，並研究區塊鏈引進航運業後，如何影

響整體作業流程，而現在市面上並無一個可模擬操作的區塊鏈平台可試用，

為了了解航運區塊鏈的運作，且針對海運承攬業者的作業流程，建立一個航

運區塊鏈平台，將海運提單和託運單等相關文件，使用智慧合約的形式展示

於平台中，且因承攬業者在國際貿易流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此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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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者則設定為承攬業者為主，並繪製進出口商、銀行、承攬業、船公司、

物流業以及海關在區塊鏈中彼此的關係和流程。 

平台建置後，將以延伸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的科技接受模式 2(Venkatesh &Davis, 2000)，建立模式中的各個構面與

設計問卷，針對國內承攬業者發放此問卷，問卷內容將會簡單介紹區塊鏈的

特性，且會增加說明航運當前狀況，是如何透過區塊鏈改善此些狀況，並透

過觀看本研究開發之平台操作過程的影片，使作答者能夠看到區塊鏈平台的

功能後進行問卷作答，再將回收之問卷，經過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數據分

析，再做信度與效度分析，接著以此些數據探討其代表的意義，最後給出結

論與適當建議。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主要是針對海運承攬業者做調查，但由於人力與時間條

件的限制下，無法一一的對市面上所有承攬業者做問卷調查，只能從幾家承

攬業者做樣本代替整個承攬業；而在研究過程中力求嚴謹與客觀明確，但因

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本研究所開發之平台，並未能完全轉換成連結供給填問

卷者做模擬操作，故用透過影片的方式，操作此區塊鏈平台給作答者觀看。 

  雖然區塊鏈技術現在非常熱門，但其專業知識限於有在關注科技的人

士，才會對區塊鏈有一些研究或了解，一般民眾或是上班族，不一定真正了

解區塊鏈到底為何，而本研究所訂製之問卷內，雖有附上簡易說明和在航運

業上的應用，卻不一定能使作答者百分之百了解區塊鏈和航運上的關聯，故

對於區塊鏈的認知上，受試者會稍嫌不足，但作答者皆是具有國際貿易知識

之人，更明白國際貿易上的缺失，且使用區塊鏈平台如換一套新系統，在操

作上與網路化並無太大差別，只有底層技術上的差異，故本研究更著重在，

對於此新的技術系統，假如真的能改善現有的缺失，如果是公司經營者或決

策者的角度而言，是否願意接受且開發此技術。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根據下圖(圖 1-3)流程圖進行研究分析，首先將對當前航運作

業流程，加以分析且提出該改善的地方，接著研究過去文獻資料，參考之前

在此領域的研究中，了解當前區塊鏈於海運的研究方向與狀況，從文獻資料

裡，使用合適的文章，開發航運區塊鏈平台，以及智慧合約的建立，並以承

攬業者的角度規劃區塊鏈在航運中的流程與各角色的關係，和文件的整合與

使用，接著以科技接受模式建立各個構面並設計問卷，為確立調查問卷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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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是否無誤，故預先發放前測問卷進行測試，若題項內容有誤，則進行

修正，於此之後再正式發放問卷，待正式問卷資料的統計與分析後，再做結

果討論，最後給出結論與建議。 

 

圖 1-3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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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篇參考了國內外近幾年區塊鏈的應用、在航運業中的應用以及在技

術方面等文獻資料，研究和分析區塊鏈當前發展與狀況，並以科技接受模式

2 (Venkatesh &Davis, 2000)，探討國內承攬業者對區塊鏈的接受度與使用意

圖，並藉由結果給予其他相關產業適當之建議，在此之間希望能開發一個區

塊鏈平台，使承攬業者能加入其中且應用，進而整合其他相關行業，達到簡

化海運進出口作業流程、減少紙張使用、加速通關效率、即時追蹤貨物等，

並提升整體國際貿易的效率，改善某些海關迂腐行為，或是防止廠商規避和

轉運行為等，並藉由此區塊鏈平台的特性，使區塊鏈的優勢之處吸引更多產

業融入且接受。 

  本章共分六個小節，第一節簡單介紹區塊鏈的起源與特性；第二節將

介紹以太坊與智慧合約的功能與架構；第三節針對航運業使用區塊鏈技術

後，國際貿易流程將如何改變；第四節以航運業使用區塊鏈技術後，在不管

是貨櫃方面、貨物方面或是文件方面等，將如何應用進行介紹；第五節針對

科技接受模式(TAM)的緣起與構面發展；第六節針對科技接受模式 2 (TAM2)

探討其理論架構與發展脈絡。 

2.1 區塊鏈 

  追溯起區塊鏈的歷史，可以從 1980 年代說起，當時許多的電腦學家和

密碼學家針對資訊傳輸相繼提出不少跨領域的傳輸及保密技術理論，並共同

奠定了現在區塊鏈的重要基礎，到了 2008 年，一位自稱中本聰的學者在《比

特幣白皮書》中提出了區塊鏈的概念，隨後第一個序號為 0 的比特幣創世區

塊誕生。 

  區塊鏈最初由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提出，能在沒有可信的第三方

中在 P2P 網路上運行，區塊鏈是指一個開放的、共享的、分散式帳本，能夠

使資訊流通和責任歸屬，適合用於處理有價值的資訊，區塊鏈具有獨特的特

性，例如專有財產的轉移、權限控制和活動紀錄，能夠追蹤企業之間和跨國

界的產品和服務。 

  區塊鏈是比特幣網路所依賴的共享公開分類帳，之所以稱作區塊鏈在

於它是由一連串的區塊所打包組合而成的，如圖(圖 2-1)所示為一般常見區塊

所包含之訊息，包含交易、時間點、以及挖取此區塊的困難度，每次的區塊

上鏈均須透過礦工花費硬體以及時間進行算力，而區塊記錄的時間點為礦工

完成挖礦後將區塊上鏈的時間，Nonce 記錄著此次礦工進行 PoW (Proo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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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共識演算法所需之難度。每次的挖礦皆與計算一組數學公式有關，最快

完成計算則擁有為區塊鏈添加新區塊的權利，隨著 Nonce 的值提升，礦工將

需耗費更多的資源及時間進行挖礦。 

 

圖 2-1 區塊鏈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每一區塊的哈希值(Hash)在區塊鏈中是作為辨別的依據，哈希值是由

雜湊函數 SHA256 經由兩次的計算而得，除了區塊本身的哈希值，每一區塊

皆記錄著前一區塊的哈希值如此不斷地連結進而找到創始區塊，創始區塊為

區塊鏈上最一開始的紀錄，因區塊鏈之公開不可簒改的特性，使得參與其網

路的節點均能透過區塊之哈希值而找到其所包含之交易哈希值。 

  在區塊鏈中，交易記錄兩節點之間虛擬貨幣轉移的過程(圖 2-2)，透過

交易之哈希值可以查詢此交易的參與者以及相關虛擬貨幣的移轉，交易的接

受方可能來自多個地址，而地址可能為 EOA Account 或是 Contract 

Account，每個 EOA Acoount 均有對應的 Private Key，負責發起交易以及查

詢餘額及驗證所屬帳戶，Contract Account 則擁有智慧合約且交易之產生為呼

叫智慧合約裡相關之程式邏輯，於區塊鏈之交易中，均需要支付手續費以供

礦工順利將交易打包之區塊中(圖 2-2)，寄送者發起交易將比特幣傳遞給兩接

收方後，需考量手續費支付之情況。而區塊鏈記錄的為交易之哈希值，隨著

交易量之不同，區塊也有大小之分。 

 

圖 2-2 區塊鏈中交易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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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之區塊鏈網路分成私有鏈、公有鏈以及聯盟鏈，公、私有鏈的主要

差別在於是否有對等的手續費作為挖礦的獎勵機制，現今常見之公有鏈有比

特幣網路以及以太坊，聯盟鏈其規模介於公有鏈與私有鏈之間，透過多家公

司規定其內部區塊鏈網路之運行，其部分節點具有挖礦以及驗證交易資訊的

權利，部分節點只容許查閱交易，現今常見之聯盟鏈有應用於金融領域之

Corda 平台以及 Hyperledger 超級帳本。 

  然而隨著產生新區塊的時間及成本都愈來愈高的情況下，以往工作量

證明將造成算力中心化，耗能不菲以及單一區塊時間不確定性，以太坊之權

益證明共識機制(Proof of Stake)則是透過參與網路之節點所擁有每單位資產之

多寡來決定其挖礦權，作為比特幣底層的技術，區塊鏈擁有下列幾個特性： 

(1) 去中心化：此特性使區塊鏈技術被稱為分散式帳本技術，可分為帳

本技術和分散性，前者是指每個區塊就像帳本中的每一頁，上面記

錄了交易細節；後者是指區塊鏈系統中的每一位參與者，皆稱作節

點，系統中所有節點共同維護與更新同一本帳本，沒有中央伺服器

來管理秩序。 

(2) 匿名性：使區塊鏈系統中的節點，可不具名的參與其中，節點使用

英文加上數字以代碼作為名稱，只要不跟別人透露，就不會知道節

點背後的人是誰。 

(3) 加密性：由於數位資訊內容在傳輸過程中可能被他人觀看或擷取，

所以用密碼學以數學演算法來對資料進行加密和解密。 

(4) 不可篡改性：區塊鏈中的資料一旦寫入就不可以再更改，資料只要

被驗證完就永久的寫入該區塊中，其中技術是透過哈希值(Hash)演算

法，透過一對一的數學函數來確保資料不會輕易被篡改，此函數很

容易可以被驗證，不過非常難以破解，無法輕易回推出原本的數

值，因此資料就不能被篡改，每個區塊得出的值會被放進下一個區

塊中，讓區塊鏈之間的資料被正確的保護。 

(5) 講求共識：每種區塊鏈系統都會採用某種共識演算法，以比特幣為

例，採用的是工作量證明演算法。 

2.2 以太坊與智慧合約 

  就上述幾個特性，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功用的技術，其中運用最廣泛的

就是智慧合約，智慧合約是由電腦化協定所執行的合約條款，該合約是以電

腦語言編寫，再由機器自動執行的協議，目的在於滿足一般合約的必要條

件，其特性可大幅縮減契約者惡意或偶然地破壞協議內容，且有助於降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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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本身對中介的需求性，其他經濟相關的優勢包括降低詐欺損失和執行交易

成本；因此，若將智慧合約應用於區塊鏈，其產生之合約不僅能自我執行，

且具有自我實施的功能，無需中介的參與。 

  以太坊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點對點網路架構，其開發構想來自於比特幣

網路，相較於比特幣網路為數位金融提供相關之應用平台，以太坊是一個基

於分散式網路且提供開發人員之應用平台，透過智慧合約可程式化的撰寫，

開發人員可達成相關之航運、醫療以及銀行保險之應用，而每當以太坊網路

上之節點部署合約而產生交易時，需要花費以太幣作為手續費，以太幣是由

Gas Limit 以及 Gas Price 而得到的，每筆交易均有 Gas Limit 的限制作為安

全考量。 

  智慧合約為以太坊之技術核心，每次的執行皆會編譯成 EVM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bytecode 於 EVM 中，再由 EVM 去執行，目前來

說，Solidity 為撰寫智慧合約之主要語言，它是一種靜態型別的程式語言，且

其語法結構類似於 JavaScript，當合約透過 Solidity 撰寫且編譯完成後，將會

被部署至區塊鏈上，此時其合約地址將會被記載於區塊鏈中，若鏈上之節點

需要執行智慧合約上之相關程式時，需要合約地址以及 ABI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ABI 由數個 JSON 格式所組成，每 JSON 格式中皆清楚的定

義與智慧合約相關之函式與變數，常見之智慧合約行為則有接受來自另一合

約所傳送之訊息或是經由 EOA Account 執行相關之程式呼叫。 

  智慧合約是區塊鏈中一種制訂合約時所使用的協議，提供驗證及執行

智慧合約內所訂定的條件(Tijan et al., 2019)，智慧合約中內含程式碼函式，合

約與合約之間可以進行互動、做決策、儲存資料及傳送數位貨幣等功能，這

些交易皆可追蹤且難以篡改，擁有不可逆轉的特性，使智慧合約能在沒有第

三方的狀況下，依然能進行安全的交易，此外，智慧合約的內容由創建者定

義、以區塊鏈網路執行所建構而成，其當中與合約條款相關的所有訊息，都

是按照合約當中所設定的操作自動執行。 

  智慧合約為航運區塊鏈的核心開發項目，智慧合約構成要素有四個，

分別為合約主體、數位簽章、合約條款、去中心化平台，以此四要素加以分

點說明： 

(1) 合約主體：智慧合約中有合約主體，在智慧合約的程式中自動鎖定

及解開合約中的相關商品及服務。 

(2) 數位簽章：智慧合約需要所有參與者透過他們的私鑰進行認證之

後，才能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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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約條款：智慧合約中條款所有的操作順序，皆須所有參與者認同

並簽署後才可執行。 

(4) 去中心化平台：智慧合約被放入去中心化的區塊鏈平台，並分佈於

各個節點之間，等待執行合約。 

2.3 航運流程 

  國際貿易的流程牽連許多重要的產業，包括船公司、貨櫃碼頭、港務

局和海運承攬業者，每個角色都負責不同的工作內容(Papathanasiou et al., 

2020)，航運流程連接許多不同關卡，光是公文處理就要經過一大串不同的流

程，一些文件的批准有先後順序之分，具體來說，文件管理效率低下是港口

管理嚴重的負擔(Tsiulin et al., 2020)，而目前國際貿易仍然依賴大量的紙本文

件，僱用中介處理文書工作需要金錢和時間成本，在進出海關的過程中，需

要實體文件並經過多次的資訊轉換，這表示文件常常在混亂之中被遺失，造

額外的花費和延遲，而單據(如：提單)對航運流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文

件，絕對不希望在過程中損毀丟失(Papathanasiou et al., 2020)。 

在馬士基的報告指出，「一個貨櫃可能需要多達 30 人的簽章批准，其中

包括海關、稅務官員和衛生部門」(Jabbar &Bjørn, 2018a) 世界銀行指出，經

濟成長緩慢的一大成因是「對於文件要求而造成極大的負擔」和「文件需要

太多官員的批准」所造成的，海關流程的低效導致跨國邊境出現代價高昂的

延誤，對於貨物以及貨物歸屬其訊息量不足，是到達港口後潛在不確定因素

的主要原因，由於缺乏信息，每個貨櫃的內容對於碼頭運營商和港口當局來

說都是未知的，這大大增加了海關檢查程序和運輸上延誤的機會(Tsiulin et al., 

2020)。而如能減少這些繁瑣的程序，以及文件和重要公文等，能使國際貿易

整體效率提升許多，據世界經濟論壇估計，減少諸如海關手續等障礙，可使

全球 GDP 增長近 5%，貿易增長 15%，此增幅為取消關稅的 6 倍之多

(McDaniel &Norberg, 2019)。 

  在國際貿易上買方從其他國家進口貨物，一般希望在收到貨物後立即

付款，以便在貨物到達時核對貨物是否完整；賣家偏向先收到錢後立即出

貨，為了彌補此偏好上的差異，通常需要信用和付款證明(Jabbar &Bjørn, 

2018a)，貿易融資提供信用、付款擔保和保險，以滿足各方的條件促進交

易，此時銀行成了最大的背書，也承擔了最大的風險。McDaniel &Norberg, 

(2019)研究中表示，世界貿易組織估計，80%的國際貿易仰賴貿易融資或信用

保險，在國際貿易中，產品離開賣方和到達買方之間有一個時間差，出口商

和進口商依賴第三方也就是銀行，以擔保品為承諾付款，並確保貨物在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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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受損、被盜或丟失時，出口商、進口商和相關方得到賠償，銀行在發

行貿易融資信用狀之前，要求潛在客戶提供可靠的信用記錄和有力的資產負

債表，這往往有利於大型企業或團體；根據聯合國的說法，取得信用狀通常

需要八個主要步驟，實際上步驟的數目可以超過 20 個，流程的每個步驟都依

賴於前面的步驟，有些步驟包括來回發送相同的文檔以進行驗證，中小企業

的行政負擔比大企業更重。 

  海關程序包括所有關於跨愈國界運輸貨物的規則和條例，因此它是國

際貿易成功交易的一個組成部分(McDaniel &Norberg, 2019)，海關程序包括幾

個單獨的步驟，這些步驟是商品必須清楚準備好進口或出口的，例如，進出

口許可證、報關單和貨物報關單都必須經過確認和驗證，有時需要由不同的

人分別進行確認和驗證，還必須完成和核查貿易安全程序。 

  不僅是賄賂和故意拖延進口流程，詐欺行為對海關程序構成重大威

脅，詐欺行為包括偽造提單和其他出口文件，欺詐有可能在各個方面發生：

可能從託運人、受貨人、海關官員或從第三方發生，在商品數量和質量上的

欺騙買方，會使公司聲譽產生不利影響(McDaniel &Norberg, 2019)。 

Papathanasiou et al., (2020)的研究中訪問希臘航商提到，公司具有競爭力

的最重要原因是，能在期限內完成客戶的要求，意指在航運流程上，達到不

拖延行程，會是最具有競爭力的因素，在這之中也談及，使用區塊鏈可以提

高效率，從而減省大量的時間和成本，並且在運輸過程中，運用智慧合約代

替傳統合約，能避免一些中間機構、中間人等，進而減少耗時，更可以使航

運達到無紙化作業。 

  世界銀行指出，政府單位腐敗程度愈高，海關手續就愈複雜，海關官

員的自由裁量權也就愈大，這兩種特徵在發展中國家的港口更為普遍，腐敗

的代價既可以表現為通過賄賂直接獲取資金，也可以表現為在賄賂被拒絕後

延遲發貨而造成的產品質量損失和價格下降，在企業層面，據估計，因政治

腐敗而導致的成本相當於企業附加值的 6%，聯合國將腐敗定義為一種「隱性

關稅」(Irannezhad, 2018)。 

  在港口物流中，以區塊鏈技術可通過記錄、驗證和保護資訊鏈中的每

個事件，來管理或改變實體貨物交易與其流動過程。將區塊鏈技術整合到海

關流程中，可以讓託運人將供應鏈數位化，並消除許多導致成本高昂的延誤

和腐敗的中間過程，利用數位分散式帳本的安全性很高，並且只有在其他參

與節點同意的情況下，才會將每筆交易上傳到鏈中，如果沒有網絡中其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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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批准，幾乎不可能進行欺詐性索賠或篡改過去的交易記錄(Jabbar &Bjørn, 

2018b)。 

  在區塊鏈技術幫助下，通過簡化程序和減少參與每筆交易的政府機構

和官員的數量來打擊腐敗，一個區塊鏈網絡將需要在該網絡內達成全面、分

散的協商一致意見，從而允許貿易的去中心化，這將有助於確保任何一方都

不會被另一方欺騙，另外，區塊鏈的即時可審計性允許用戶準確地看到爭議

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與差異，這種透明度使網絡中的所有參與者為彼此的錯誤

或故意欺騙負責，區塊鏈不會防止錯誤信息進入系統，但會減少原始信息在

運輸過程中，被所其他涉及的參與方破壞的機會(Y.Chang et al., 2020b)。 

  區塊鏈可以提高整個貿易融資過程的透明度，使其降低風險，進而擴

大獲得可用信貸，但這些只能改善一小部分(McDaniel &Norberg, 2019)，因為

區塊鏈本身並不會改變借款人的基本信用風險。區塊鏈技術在海關和過境程

序中也可用於防止規避和轉運，規避是指為了避免對原產國的貨物徵收關稅

而在目的地國之前將貨物運往鄰國的行為，許多可能被用於規避的國家(有時

這些國家並不知情)，廣泛適用反傾銷或反補貼稅等貿易救濟條例，試圖防止

規避，區塊鏈技術可讓被託運人和海關機構以互惠互利的方式使用：託運人

可以更容易地證明其貨物的原產地，海關可以更容易地核對此資料。 

2.4 區塊鏈於貨櫃航運之應用 

  貨櫃管理是一件龐大的工作，貨櫃會隨著貨船到世界各地，依照訂艙

的合約與條件，船公司與貨櫃租賃者，必須掌握貨櫃的流向與動態，且一個

交易產生時，會連接多個環節，會需要大量電子郵件、傳真、和紙本文件，

較大的公司能使用 EDI 系統處理，但效率並不高，貨櫃的管理也製造出航商

非常大的成本開銷；Chang et al., (2020)文中說道馬士基是世界上最大的貨櫃

航運公司，佔據了貨櫃市場的 18%到 20%，馬士基航運的高度發展，全球流

通的貨櫃中，每七個貨櫃就有一個為馬士基所屬之貨櫃，使其成為成功實施

區塊鏈在國際貿易中應用的基準(Awwad et al., 2018)，馬士基目前使用 GPS

定位，溫度和貨物的條件使用物聯網追蹤其貨物狀況，且在每個貨櫃運輸中

都涉及大量的文書工作(Loklindt &Moeller, 2017)。航運中的詐欺問題嚴重，

再多數詐欺的情況下，裝船的單據經常被篡改或故意丟失，使假貨被走私流

通，每年造成數十億的美元損失(Awwad et al., 2018)。 

  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消費者對商品的要求更加嚴格，據調查顯示，現

在的消費者愈來愈注重所購買的商品和食物的來源，以及其整個生產過程對

環境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現今社會環保意識抬頭，人們希望能盡力保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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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讓地球繼續受夠大的污染，甚至有消費者表示，希望在購買產品前能

有一份全面的原料清單，根據 McDaniel &Norberg, (2019)文中定義，商品的

起源是指該商品的生產地，以及它的所有權和位置的年代記錄，關於貨物來

源的資訊，可以幫助公司滿足消費者和生產者對有關貨物來源和所有權以及

構成貨物的所有材料、零件和成分等詳細信息的需求，而目前食安問題嚴重

逐日倍受重視，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估計，每年大約有六分之一的美國

人，也就是 4800 萬人，因食源性病原體(如沙門氏菌、李斯特菌或大腸桿菌) 

而患病，一項研究估計，僅在美國，食源性疾病、生產力下降和與疾病相關

的死亡率每年的醫療費用就高達 555 億美元。 

  現在一些企業所使用的 EDI，可以很容易發送給許多人複製及複印，

單純依賴 EDI 的進口商面臨被欺騙的風險，而船公司則面臨不正確交付的風

險(SARMIENTO, A. E. BLOCKCHAIN Y SU IMPACTO EL TRANSPORTE 

MARÍTIMO GLOBAL)。目前企業使用 EDI 轉換軟體將報單資料轉換成相互

協定的標準與格式，經由通信軟體傳送到關貿網路再到海關，此系統的好

處：縮短資料傳輸時間、節省紙張和郵政成本、減少軟體開發的成本與時

間、降低資料登錄錯誤、加速資訊流通互惠互利等，其缺點：雖節省人工成

本，但是準備的多套轉換軟件提高的企業經營成本、各企業間系統的標準不

一(電腦設備之規格會因廠牌而異、各企業網路採用不同通訊協定、各企業傳

票和帳目等資料格式互異、各企業使用不同編碼、各企業網路與系統運用基

礎及管理基準彼此不同)等，然而，透過 EDI 交換訊息，這些資料通常都是分

批輸出並非即時的，如果貨物丟失或價格迅速變化，供應鏈中的其他參與者

只有在下一次的 EDI 發出後才能獲得更新的消息，而區塊鏈則不同，其中的

資訊會不斷地更新並迅速的分發到相關各方。 

  參與者可以透過區塊鏈，隨時檢查貨物的物流進度，即時追蹤貨櫃的

位置，使用不斷更新的數據，了解報關的動態，即時採取補救措施、物流事

故等(Li, 2019)，進而大大減少了運輸延遲交付。藉由區塊鏈的技術，結合物

聯網能夠即時地追蹤貨櫃目前的狀態，貨櫃所產生的文件也不會被篡改，進

而減少損失(Rao &Clarke, 2019)，使用區塊鏈帳本不可更改的特性，作為基礎

構建管理系統平台，實現對貨櫃的管理，這項理論是基於一系列電腦節點共

享的一個不可變的電子帳簿，它在一個平台上集成了供應鏈，各成員的信息

互相交換，並使駭客難以入侵，且內部成員也無法篡改，通過連接一個集成

系統，區塊鏈徹底根除了許多舊系統多餘的交互作用，利用區塊鏈的聯盟鏈

將使用貨櫃的物流企業加入同個平台中，所有用戶共享貨櫃帳本資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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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構建的系統追蹤數以百萬計的貨櫃，並每年為這一行業潛在節省數十億

美元，通過創造一個區塊鏈平台，能給貨運代理人、運送人和港口在內每一

名成員，減少貨櫃在傳統文件流程的複雜的環節，未來管理貨櫃的人員能節

省部分繁瑣的工作，在頂層的位置去分析和調配貨櫃，區塊鏈技術不一定能

預防感染，應用區塊鏈技術可以防止疫情演變為流行病(McDaniel &Norberg, 

2019)。 

  McDaniel &Norberg, (2019)提到通過結合區塊鏈技術，買方和賣方可以

通過所有權和處理的變化追蹤有形資產，而消費者可以隱藏單個產品的來

源，原產地追蹤的原理是使用區塊鏈參與者發出的數位代碼來驗證商品的移

動，每次物品轉手時，數位代碼都會同步轉換；換句話說，實際的託管鏈由

記錄在區塊鏈中的事務鏈反映，這種代碼變成一種虛擬的鑑定證書，比只紙

本更難被竊取或偽造，這商品資訊更加完善且正確，並改進了供應鏈品質。

對於消費者來說，區塊鏈提供了其購買的產品的更多資訊，他們可以更了解

產品的起源以及在製造過程中發生過那些交易，此外，由於區塊鏈可以成為

公共帳本，它們能夠與消費者溝通哪些產品是由值得信任的公司所開發；對

於生產者來說，區塊鏈能確保正確的產品到達正確的客戶，監控產品交易歷

史中的每一步都有助於防止盜竊和維護品牌價值。 

  世界最大貨櫃船運公司—馬士基與科技巨頭 IBM 宣佈建立全球區塊鏈

供應鏈平台 TradeLens，此平台能夠即時追蹤重要的運輸數據，提供參與其中

的所有節點完整的數據，例如減少操作性問題：當欲了解貨櫃在哪裡時，可

以減少不必要的步驟以及中間人，此平台使用智慧合約或可執行分布式代碼

合約，用以實現跨國貿易多方數位化協作，讓進出口貿易商、報關行、海

關，以及其他政府機構等組織，完成跨組織業務流程和訊息交流(Jabbar 

&Bjørn, 2018b)。相較傳統供應鏈使用的 EDI 系統並不夠靈活複雜，無法實時

共享數據，公司必須透過電子郵件、傳真等跟上訊息，TradeLens 可以追蹤供

應鏈中每件貨物的重要數據，並在所有相關方之間提供不可變的記錄，據馬

士基表示，目前已蒐集超過 1.54 億次的航運流程資訊，包含船舶到達時間、

進口報關、發票提單等。 

2.5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tion Model, TAM) 

  Davis, (1989)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提出科技接受模式(TAM)，為了

找出一個能解釋資訊科技中，讓使用者接受新資訊系統的行為，並且分析影

響使用者接受的各項因素，此模型能夠應用於解釋或預測資訊科技使用的影

響因素。在 TAM 中導入了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兩個構面，並以知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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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覺易用為外部變數，使用者態度、行為意圖和使用行為為相依變數，主

張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會影響使用科技的態度，進而影響具體的行為表

現，也主張人對資訊科技的使用受其行為意圖所影響；此模型主要是以知覺

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作為解釋及推論使用者態度及行為意圖，而知覺有用性

及知覺易用性則受到外部變數影響。其模型如下圖(圖 2-3)所示： 

 

圖 2-3 科技接受模式模型 

資料來源：(Davis, 1989)  

  TAM 的其中兩個構面，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與知覺易

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會影響使用科技使用態度(Attitude Toward 

Using)，再影響具體的行為表現，此模式在證實研究上已具有高的解釋力。

知覺有用性(PU)意指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此科技對於工作表現及未來的助

益；知覺易用性(PEOU)意指使用者所認知到科技容易使用的程度。在 TAM

的結構中，共有六個的構面，各個構面定義如下： 

(1) 知覺有用性(PU)：「使用者認為應用特定系統可以增加工作績效、效

率的程度，若此知覺程度愈高，對系統的使用意願也就愈高」。在

TAM 中，知覺有用性會間接地透過態度或直接地影響使用者對資訊

系統的接受，當使用者對於有用性的知覺程度愈高，則採用系統的

態度愈正向。 

(2) 知覺易用性(PEOU)：「使用者相信應用特定系統或是新科技時，使用

者能迅速學會操作或是使用與否的知覺程度，即對於該系統容易使

用與否的知覺程度；若知覺程度愈高，對該系統或是新科技的使用

意願也會愈高」。使用者學習系統，感覺是否容易使用，若當其感受

到系統愈容易學習，使用該系統的態度愈正向。 

(3) 使用態度(Attitude Toward Use)：指「個人對於人、事、物所表現正

向或負向評價的行為，意即個人對於執行某種行為時，所抱持的認

知信仰與主觀態度」，也就是強調正負向、喜好與否的評價。使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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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時受到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影響，當使用者認知系統有用

性愈高，則對系統所持的態度更趨於正向。 

(4) 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sion to Use)：行為意圖是衡量使用者在進行

某特定行為時的意願強度，行為意向決定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的使

用，而其中知覺有用性與態度也對意圖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即行

為意圖同時受到使用者使用技術態度與知覺有用性所影響。 

(5) 實際使用(Actual System Use)：使用者對特定系統的行為意圖愈高，

實際使用該系統的行為強度也就愈強。許多研究學者對資訊系統接

受，最廣泛使用的構面衡量指標是使用者滿意度和系統使用。系統

實際使用成為資訊技術接受的指標，對評估資訊系統接受之研究與

實務也具有重要的意涵。 

(6) 外部因數(External Variables)：使用者特性、資訊科技特性(功能、複

雜度、電腦效能)、環境特性(組織結構、溝通管道、競爭)、客觀系

統設計特性都會影響使用資訊科技的意願。科技接受模型強調外部

變數對使用者行為的影響，是透過使用者信念及態度，所以是間接

的影響。 

  此外在科技接受模型中，Davis, (1989)發現在系統使用的初期，雖然知

覺易用性能夠對該系統的使用狀況產生最直接的影響，然而在長時間的

使用情況之下，會發現知覺易用性對於系統的使用狀況其所產生的直接

影響並不是最顯著的；換句話說，對於系統的接受度而言，「知覺有用

性」是比「知覺易用性」具有更重要的關鍵決定因素。 

2.6 科技接受模式 2 (Technology Acceptation Model 2, 

TAM2) 

  Venkatesh &Davis, (2000)提出第二代科技接受模式，並在科技接受模

式中加入兩個程序：社會影響程序(主觀規範、自願以及形象)以及認知工具

程序(工作相關性、產出品質與結果展示性)，此兩大項目都成為使用者接受

度之研究上值得被注意的程序(圖 2-4)。科技接受模式 2 的研究中，創新資訊

系統的採用與使用，無論是在硬體或軟體上皆有足夠的證實對科技接受模式

給予肯定，但對於系統本身是否擁有持久與充分地被利用，仍然是相當高的

議題。Esposito & Aversano, (2005)提到初代科技接受模式在使用者接受度上似

乎只有 40%-50%的解釋能力，科技接受模式 2 延伸原有模型，在後續的研究

中，被研究者肯定解釋能力為 60% (Venkatesh &Davi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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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科技接受模式 2 模型 

資料來源：參考 Venkatesh &Davis, (2000)後整理 

  以下針對科技接受模式 2 中的社會影響程序(主觀規範、自願以及形

象)與認知工具程序(工作相關性、產出品質與結果展示性)加以說明。 

2.6.1 社會影響程序 

  科技接受模式 2 反映主觀規範、自願及形象的衝擊，此三個構面的相

互關係為使用者本身是接受或拒絕創新系統的重要因素。  

  在科技接受模式 2 中，「主觀規範」會直接影響使用意圖，在此指的是

無論人們發生的任何行為是否為自己所喜，在使用新系統時，使用者會受到

身邊重要的人、或是足以命令自己的人所影響，進而覺得自己也該使用此新

系統，故主觀規範便會直接影響使用意圖。也就是指個人對於是否採取某項

特定行為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亦即在預測他人的行為時，那些對個人的行

為決策的其他重要關係人是否會贊成或支持他的行為，這些重要關係人對於

個人是否採取某項特定行為所發揮的影響作用大小，則對某人而言認知到某

一個社會具有影響力的行動者的影響或是要求進行某特定行為，並且對他具

有獎懲的能力時，該重要人士認為某人該做此行為，儘管此人不偏愛這種行

為，但他仍然會因為這些重要人士的要求，遵從這些重要人士的想法並從事

該行為。「對某人而言，那些重要的參考人物認為，他應不應該從事該行為的

認知」；Hill et al., (1977)文中提到它是由個人在採取某一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

的社會壓力的認知。  



20 

 

  TAM 2 指出主觀規範對形象有正向影響，Blau, (1964)、McArthur et 

al., (1969)、Galaskiewicz &Pfeffer, (1984)指出「形象」是在工作中對個體而言

重要的團體，認為個體所應該實行某項行為，個體實行該行為將能持續提高

組織內部工作的品質。從 French &Raven, (1968)分類學的展望中發現，形象

的基礎是在確認在典型工作的環境中、高階級的互相依賴與其他社會行動者

在完成個人的職務，以創造團體內部地位為最基本的媒介，便能擁有之力量

和影響力，Blau, (1964)、Galaskiewicz &Pfeffer, (1984)提到，這個程序像是社

會交流、結合組織與來源的分派。創造的力量和影響結果能提高個體本身的

地位，又能促進良好的生產力。個體本身也許因此知覺該系統將能改善他或

她的工作行為(在此也可定義知覺有用性)，而間接的促使形象提高。  

  「自願」在 TAM2 中被設定為干擾變數，是為了區別使用系統是自願

或強制的情況。根據研究發現，將使用者分為被強制使用及自願使用創新系

統的狀況下，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有顯著影響，在自願使用的情況下，則無

發現顯著效果(Hartwick &Barki, 1994)。Agarwal &Prasad, (1997)、Hartwick 

&Barki, (1994) 、Moore &Benbasat, (1991)等人之研究，將其定義為潛在採用

者感受到使用系統為非強制的程度。French &Raven, (1968)、Kelman, 

(1958)、Warshaw, (1980)提到義務的行為所帶來的影響，是主觀規範將影響行

為意圖的操作，這項理論說明社會影響程序面的各個因素會影響其個人，知

覺個體所要實行的行為，無論這項行為在本身認知上是否為正確。使用者知

覺到使用系統是組織的義務，使用意圖會因為使用者是不情願的狀況下，結

果顯示便會有所變化(Hartwick &Barki, 1994)。在科技接受模式 2 的理論上使

用電腦系統時，主觀規範直接影響行為意圖、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但

只有泛指在義務的行為時，而不是自願。 

2.6.2 認知工具程序 

  社會影響程序在上述的定義肯定了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圖，科技接受

模式 2 理論四個認知工具程序，也就是知覺有用性的決定因素：工作相關

性，產出品質，結果展示性和知覺易用性。科技接受模式 2 中，個體從知覺

有用性這個部份藉由認知工具程序，達到個體實行他們工作的同時並提升其

效率。科技接受模式 2 繪出近來發展在科技接受模式中，理論的基礎是為了

知覺有用性這個最初堅強的決定因素。這些理論的基礎結構來自三個主要的

區塊：Vroom, (1964)的工作推動理論、Hill et al., (1977)的社會心理學探討行

動理論，與 Beach &Mitchell, (1978)的行為決定製造任務分派理論。跟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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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推論，科技接受模式 2 理論在心理學論述上，在於評估使用者之重要

工作目標與實行影響力兩者間重要的適配。 

  「工作相關性」是一個適配程序的重要元件，為潛在使用者對於工作

相關性的意見，科技接受模式 2 定義為：「個體對工作上應用的目標系統所

帶來的知覺程度」。工作相關性是重要的構面，由一個人工作設定某項任務

時，系統有能力支持的內部功能。Kieras &Polson, (1985)和 Polson, (1987)討

論使用者使用的系統與他們工作立場相關的知識截然不同，他們可以使用較

為基本的任務來實現一個被認可的系統。根據科技接受模式 2，工作相關性

對知覺有用性產生直接影響，與社會影響程序截然不同。 

  「產出品質」被定義為：「個人認知某創新系統能發揮其功效之程

度」。意即當個體本身思考創新系統能夠將工作執行多好的知覺程度。Davis 

et al., (1992)人們會考量系統將其工作執行多好的知覺程度，稱之為產出品質

的知覺，實證上，產出品質和知覺有用性之間的正向關係，在之前已被證

實。Venkatesh &Davis, (2000)亦證實產出品質對使用者認知有用性有正向影

響。依照 Lee RoyBeach &Mitchell, (1998)的印象理論，工作相關性的判斷較

可能使得那些與工作非相關的系統被排除於某人的選擇集合之外，這種選擇

方式又稱為相容性檢視。然而，對產出品質的判別，一般是以利益性的角度

檢視，較不會使用排除式的選擇方式，也就是在一個具有多重相關資訊系統

的選擇集合中，選擇具有最高產出品質的系統。  

  科技接受模式 2 將「結果展示性」藉由 Moore &Benbasat, (1991)定

義：「明白創新使用的結果，將直接影響知覺有用性」。即使系統會影響使用

者接受度的成功，但假如人們將不同的獲利歸因於自己的工作行為，特別是

他們因為使用系統而產生的行為，這包含個體期望從更多正面的系統得到知

覺有用性，與使用之後有正面的結果。反之，如果一個系統影響其工作相

關，那麼使用者便未必想去瞭解該如何正確的使用系統。Agarwal &Prasad, 

(1997)發現在使用意圖與結果展示性之間有很深的關聯性。Hackman 

&Oldham, (1976)、Loher et al., (1985)研究顯示，結果展示性與知覺有用性之

間的關係，在強調工作的知識會促使工作動機與實際活動的關鍵心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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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區塊鏈科技接受模式 

  從近年來對區塊鏈的研究、文章或報導，區塊鏈的技術會成為未來主

流科技之一，以當前狀況而言，區塊鏈技術在國內產業間都是探討，實際應

用上尚未全面與廣泛，對其應用的討論多，也僅限於理論的研究，針對一個

業者研究的文章較少，且甚少有討論對區塊鏈使用意圖與接受度的文章，對

承攬業者與區塊鏈之間的研究更微乎其微；國內對區塊鏈在航運業的發展，

也僅有其優劣處或底層技術方面的討論，對航運相關產業業者的使用意圖和

對此技術的接受度，鮮少有更深的一層的探討，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

相關文獻與研究，探討國內承攬業者對於區塊鏈加上外部變數的影響，以此

模式研究承攬業者對於區塊鏈的使用意圖與接受度，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

究，最終以回收之問卷加以分析與探討(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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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模式架構 

  本研究藉由對國內承攬業者的調查與分析，並採用科技接受模式 2 為

基礎，研究區塊鏈於推動過程中的國內承攬業者對於區塊鏈導入產業的意見

與想法，分析承攬業者對於區塊鏈用於航運業中相關資訊與服務的認知以及

偏好程度，確認未來擴大運行規模的策略以及影響因素。  

 

 

圖 3-2 區塊鏈科技接受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內承攬業者對區塊鏈技術的接受度，

根據上述之模式架構進一步提出假設(圖 3-2)，作為問卷設計及統計分析之依

據，假設說明如下： 

  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有直接效果是因為人們可能去執行自己不認同的

行為，因為若對自己重要的人認為其該執行此行為，則自己傾向於遵從此參

考對象的看法而意圖採取此行為。假如他們認為對自己重要的人、或有足夠

動機命令自己的人，認為自己應該使用該創新系統，便認為自己該去使用。

經由研究指出，主觀規範會直接影響使用意圖，且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有顯

著效果(Taylor & Todd, 1995)。洪妍涵(2007)研究顯示 Web2.0 網站使用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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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 網站其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有正向的影響，再度證實主觀規範對使用

意圖有顯著影響。本研究是討論承攬業者對區塊鏈的接受度與使用意圖，承

攬業者可能藉由其他產業紛紛使用此技術後，為了不落後於其他相關行業，

也會有意願使用此技術，故本研究假設： 

H1：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科技接受模式 2 指出主觀規範可以透過知覺有用性間接影響使用意

圖，並將此稱為內化的過程。郭裕元(2013)研究結果的主觀規範構面，對知

覺有用性呈正向顯著影響，其研究顯示週遭的朋友或是親人使用及鼓勵消費

者使用電動車，將使消費者產生使用電動車對於增進其工作及生活品質是有

幫助的。洪妍涵(2007)研究結果顯示，Web2.0 網站的使用者使用 Web2.0 網

站，受到重要的人所影響的知覺程度，會影響其使用 Web2.0 網站能提升互動

與分享的程度，近而知覺 Web2.0 網站的有用性。本研究推論，與承攬業者有

相關且重要性的產業，若使用區塊鏈，則會使承攬業者覺得使用區塊鏈是實

用的，故本研究假設： 

H2：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Kelman, (1958)每一個個體通常都想去奠定並維持團體與社會規範中的

形象。Moore &Benbasat, (1991)定義形象是「使用者知覺使用創新系統能提高

自己的地位便會去使用」。科技接受模式 2 指出主觀規範對形象有正向影響，

主要是因為工作中重要成員若相信個體該採取某行為，則個體會採取此行為

以提升其在群體中的地位，藉由形象的提升，個體可能更會認為得系統是實

用的，主觀規範透過形象而影響工作績效的社會影響過程稱為認同(Kelman, 

1958)。洪妍涵(2007)研究結果亦顯示 Web2.0 網站使用者在受其重要的人所

影響而使用 Web2.0 網站，便能提高自己地位的知覺。依本研究推論，區塊

鏈正在航運界中大規模發展，若是早一步導入區塊鏈技術在自身公司內，可

以使自身地位在業界中提升，且如果相同產業的業者都導入區塊鏈，更代表

區塊鏈技術的有用性與重要性，不但使作業流程更加順利，也可使工作效率

提升，故本研究假設： 

H3：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形象」有正向影響 

H4：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形象」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Kieras &Polson, (1985)和 Polson, (1987)認為使用者清楚地知道工作相

關的知識，便可決定什麼工作可以執行於系統以提升工作效率，故工作相關

性為認知上的判斷，對知覺有用性有直接的影響。林秋芬(2007)發現，若消

費者能清楚的了解旅遊網站所提供的服務或產品項目，便能知覺到旅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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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服務，故絕對可以提升對旅遊網站實用性的知覺。洪妍涵(2007)發

現，Web2.0 網站使用者知覺 Web2.0 網站所提供的互動，對使用者而言確實

擁有實用性。本研究推論，若承攬業者對區塊鏈的特性及功用有了解，便能

開發屬於自己公司與其他產業連結的區塊鏈平台，進而提高工作效率，且提

升使用區塊鏈實用性的知覺，故本研究假設： 

H5：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工作相關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

響 

  使用者會思考系統將為工作的執行進而提升工作效率的知覺程度，便

是產出品質的知覺。先前的研究已證實，知覺產出品質和知覺有用性之間的

正向關係(Davis et al., 1992)。林秋芬(2007)研究出，網站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品質愈適合消費者，則消費者愈會覺得網站是實用的。在本研究中，有製作

出一航運區塊鏈平台，但礙於技術問題無法供給業者使用，是以拍攝模擬操

作平台的方式，以及介紹區塊鏈的小影片，使承攬業者的對平台與區塊鏈有

初步了解，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6：承攬業者了解區塊鏈平台的「產出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

影響 

  使用者是否接受該系統將會影響企業能否獲利的決定因素。在科技接

受模式 2 的理論中，Moore &Benbasat, (1991)將結果展示性定義為使用創新的

實際結果，其對知覺有用性有直接影響。洪妍涵(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使

用者覺得使用 Web2.0 網站的益處是明顯的，且易與他人溝通，便能知覺到

Web2.0 網站的實用性。林秋芬(2007)對旅遊網站使用者使用之結果顯示，使

用者使用旅遊網站其結果展示性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使用者使用

過後，能夠清楚的說出旅遊網站的益處等，使其對旅遊網站覺得更具有實用

性。本研究推論，若承攬業者愈可以感受到區塊鏈的益處，則愈會覺得區塊

鏈技術是實用的，故本研究假設： 

H7：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結果展示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

響 

  由於過去科技接受模式常被用來預測創新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接受度，

因此科技接受模式 2 保留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意圖。Venkatesh & 

Davis, (2000)研究證實知覺易用性會直接影響使用意圖，而知覺易用性也會透

過知覺有用性間接影響使用意圖。林秋芬(2007)以科技接受模式 2 探討旅遊

網站消費者的行為，發現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顯著影響，消費者使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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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網站的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而知覺易用性亦透過知覺有用

性間接影響使用意圖，本研究假設： 

H8：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

響 

H9：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H10：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

響 

H11：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自願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3.3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量表以 Davis, (1989)及 Venkatesh &Davis, (2000)的文獻基

礎，整理出各構面問項，並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評量，分數從 1 分到

5 分，依同意程度分成「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

同意」等五個選項，針對每一個問項進行衡量。本研究的變數包括「知覺有

用性」、「知覺易用性」、「主觀規範」、「形象」、「工作相關性」、「資訊品質」、

「結果展示性」、「使用意圖」、「自願性」等項目，各變數之操作型定義如下

表(表 3-1)所示： 

 

表 3-1 操作型定義 

構面 操作型定義 

主觀規範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受其相關行業所影響的知覺程度 

形象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感受到其提升同行地位的知覺 

工作相關性 承攬業者覺得區塊鏈的特性適合其工作需要的程度 

產出品質 承攬業者覺得區塊鏈平台所提供的功能適合其所要品質的知覺 

結果展示性 承攬業者覺得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明顯且容易與人分享的程度 

知覺有用性 承攬業者覺得使用區塊鏈可提升工作處理的程度 

知覺易用性 承攬業者認為使用區塊鏈容易的程度 

使用意圖 承攬業者未來使用區塊鏈的可能性 

自願性 承攬業者會想自行發展區塊鏈的程度 

資料來源：參考 Venkatesh & Davis, (2000)後於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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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問卷設計 

  本研究變數包括主觀規範、形象、工作相關性、產出品質、結果展示

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意圖與自願性九個變項，以問卷調查收

集各變數的構面資料，並衡量題項依研究對象語句的清晰度加以適度的修改

而進行變數定義。本篇研究之目的，是要了解承攬業者對於區塊鏈技術的接

受程度，而此問卷發放的對象是承攬業者包括內部員工，依此問卷的面向，

是希望員工以公司經營者的角度出發，以各個有利於公司的益處為考量填答

此問卷，問卷設計之量表與問項皆參考 Venkatesh &Davis, (2000)以及林秋芬

(2007)、洪妍涵(2007)、郭裕元(2013)等文後，彙整於各表(表 3-2)至表(表

3-10)所示： 

（ㄧ）主觀規範 

  依照 Venkatesh & Davis, (2000)以及林秋芬(2007)、洪妍涵(2007)、郭裕

元(2013)等文中之問項，設計主觀規範量表，說明如下表(表 3-2)所示： 

 

表 3-2 主觀規範量表 

構面 題目 

主觀規範 1.  其他相關行業也有使用區塊鏈 

2.  其他相關行業也積極想導入區塊鏈 

3.  因為其他相關行業使用區塊鏈，所以我們也該使用區塊鏈 

 

（二）形象 

  依照 Venkatesh & Davis, ( 2000)的問項設計形象量表，如下表(表 3-3)

所示： 

表 3-3 形象量表 

構面 題目 

形象 4.  覺得使用區塊鏈在同業中會更好的未來性 

5.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有比較好的企業形象 

6.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比沒有使用的同業更具有影響力 

 

（三）工作相關性 

  工作相關性的定義為個體覺得目標系統適合其工作的知覺程度，依照

Venkatesh & Davis, (2000)的問項設計工作相關性量表，如下表(表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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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工作相關性量表 

構面 題目 

工作相關性 7.  可以清楚地了解區塊鏈的特性與我工作的相關性 

8.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是符合工作上需要的 

9.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四）產出品質 

  資訊品質依照 Venkatesh & Davis, (2000)和林秋芬(2007)的問項，設計

資訊品質量表，如下表(表 3-5)所示： 

表 3-5 資訊品質量表 

構面 題目 

產出品質 10.  此區塊鏈平台所用的資訊是清晰易懂的 

11.  此區塊鏈平台能提供完整的貨物資訊 

 

（五）結果展示性 

  結果展示性依照 Venkatesh & Davis, (2000)的問項，設計結果展示性量

表，如下表(表 3-6)所示： 

表 3-6 結果展示性量表 

構面 題目 

結果展示性 12.  可以將區塊鏈所擁有的特性清楚的告訴別人 

13.  認為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六）知覺有用性 

  知覺有用性依照 Davis, (1989)和林秋芬(2007)、洪妍涵(2007)、郭裕元

(2013)等之問項，設計知覺有用性量表，如下表(表 3-7)所示： 

 

表 3-7 知覺有用性量表 

構面 題目 

知覺有用性 14.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實用 

15.  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迅速完成工作 

16.  使用區塊鏈平台使我更快找到我所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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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覺易用性 

  知覺易用性依照 Davis, (1989)和林秋芬(2007)的問項，設計知覺有用性

量表，如下表(表 3-8)所示： 

表 3-8 知覺易用性量表 

構面 題目 

知覺易用性 17.  覺得與此平台互動是清楚且易了解的(ex:查詢資料過程) 

18.  覺得區塊鏈平台不會很難操作 

19.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容易熟練 

 

（八）使用意圖 

  使用意圖依照 Venkatesh & Davis, (2000)和林秋芬(2007)、洪妍涵

(2007)、郭裕元(2013)等之問項，設計使用意圖量表，如下表(表 3-9)所示： 

表 3-9 使用意圖量表 

構面 題目 

使用意圖 20.  會希望公司全面使用區塊鏈 

21.  會希望相關行業或客戶皆使用區塊鏈 

22.  會推薦其他人(或同行、相關行業、客戶等)使用區塊鏈 

23.  認為區塊鏈具有未來性，所以該使用區塊鏈 

24.  若是區塊鏈有新的發展，會嘗試了解並使用 

 

（九）自願性 

  自願性依照 Venkatesh & Davis, (2000)和郭裕元(2013)之設計量表修改

而成，如下表(表 3-10)所示： 

表 3-10 自願性量表 

構面 題目 

自願性 25.  覺得該獨自建立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 

26.  會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 

 

3.3.2 控制變數 

  本研究將可能影響測試結果的其他變數，均列為控制變數，包含人口

統計變數：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在航運相關產業工作經驗等，以及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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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鏈的基本認知與發展狀況：是否知道馬士基與 IBM 聯合打造區塊鏈平台、

在哪裡聽過區塊鏈相關知識等，也列入考慮因素。 

3.4 問卷前測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 2 為基礎，探討承攬業者對區塊鏈平台使用意

圖，而在研究中，主要探討各構面之間的關係，問卷採用 Liker 5 點尺度衡

量，使研究能夠有準確及有效的結果。 

  本研究設計完問卷後，發出 30 份線上問卷給承攬業者填答，並將此作

為前測分析，前測之結果欲詢問填答者是否了解衡量問項之內容，以作為問

項語意之修正依據。前測問卷整體構面之 Cronbach’sα值分別為：主觀規範

(0.906)、形象(0.833)、工作相關性(0.895)、產出品質(0.902)、結果展示性

(0.922)、知覺有用性(0.928)、知覺易用性(0.971)、使用意圖(0.919)、自願性

(0.933)。整體而言，皆有達到 Nunnally, (1978)主張 0.7 以上之信度值標準，

在前測中，受試者反應有題目過於類似之情況，在經過與具有國貿實務經驗

之專業人士討論後，將過於類似之題目予以刪除；從原本 31 題中，經過刪除

與更改後剩餘 26 題，並將語意調整後做修正並發放正式問卷。 

3.5 資料蒐集方法 

  為分析及探討承攬業者對區塊鏈技術之使用意圖，此問卷主要發放給

於海運承攬業工作者填答，並請填答人於問卷最後，給予建議或對區塊鏈發

展的看法。 

  本研究基於成本及經濟考量，本問卷內容是利用 Surveycake 網站設計

成網路問卷，問卷內容建置在(https://www.surveycake.com/s/eZ6n6)連結之

中，以進行資料收集與發放，網路問卷發放期間於民國 109 年 4 月 15 日至國

109 年 6 月 1 日，共回收 298 份問卷，剔除 24 份無效問卷，得到有效問卷

274 份，問卷有效率為 92%。 

3.6 資料分析方法 

  問卷回收後，採用統計軟體 SPSS AMOS 25.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結

構方程分析與整體模式分析，分析內容包括敘述性統計、信效度分析、驗證

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等分析。說明如下： 

3.6.1 敘述性統計 

  利用敘述統計量用來敘述所蒐集到的資料，以此了解到受測對象的樣

本結構以及基本特性，本研究之問卷形式大部分皆以 Likert 5 點量表，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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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後，透過各構面問項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一

般而言，平均數愈高代表受測者較認同該問項，而標準差愈小表示受測者對

該問項之看法愈一致。 

3.6.2 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經由多次測量所得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的一種指標，若一

個量表的信度愈高，代表量表愈穩定。在李克特量表中常用的信度考驗方法

為「Cronbach’sα」係數。本研究以 Cronbach’sα系數值來評估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而根據 Nunnally, (1978)年的定義，Cronbach’sα值達 0.7 為最低可接受

範圍，國內吳明隆與涂金堂 (2014)也提到 Cronbach’sα值 0.7 以上為佳，因

此，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α係數大於 0.7 做為信度考驗。  

3.6.3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使用的測量工具（問卷）能否正確衡量出研究者所欲了解的

特質。效度愈高，表示測試結果愈能顯示出測量對象的特徵，其中包含內容

效度及建構效度。 

  內容效度是指測量工具（問卷）內容的適確性，若問卷內容所涵蓋研

究內容之所欲探討的架構及內容，則具有較優的內容效度，故問卷內容愈能

代表研究中欲測量的問題時，其內容效度愈高。 

  建構效度是指測量工具（問卷）所建構理論的概念或特質的程度。從

某一構想的理論出發，導出各項關於心理功能或行為的基本假設，進行設計

和編製測驗，然後由結果導出其原因，並以相關分析和因素分析等方法，審

查測驗結果是否符合心理學上的理論觀點。  

3.6.4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在做量表型研究時，最常用來進行效度分析的統計方法，

其目的是用來縮減變數維度，讓因素結構簡單化，希望以最少的共同因素，

來對總變異量做最大的解釋。而因素分析又分為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與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3.6.5 結構方程模式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可同時檢查兩個或兩

個以上互相關連的相依關係。本研究利用 SPSS AMOS 25 軟體，建立結構方

程模型，檢定變數的路徑係數是否顯著，藉以驗證研究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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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區塊鏈科技接受模式調查結果

分析 

4.1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截至民國 109 年 6 月 1 日，經由網路問卷共回收 298 份問卷，

剔除 24 份無效問卷，得到有效問卷 274 份，問卷有效率為 92%，將填答者之

基本資料，以及填答者在航運相關產業工作經驗彙整於表(表 4-1)，將得知區

塊鏈相關資訊情形之分佈，統整於表(表 4-2)。 

  就填答者之基本資料的分佈(表 4-1)情形，本研究樣本中男性佔

62.4%，女性佔 18.6%；年齡分佈最多的為 26-30 歲與 31-35 歲，共佔 43%，

其次是 46 歲以上佔了 31.1%；在教育程度學歷最多為大學以上包括研究所佔

68.2%；在航運相關產業的工作經歷一年內佔 33.6%佔最多，其次為 2-5 年佔

32.1%；故本研究的樣本，年齡層大約落在 26-35 歲與 46 歲以上兩個區間，

學歷大多在大學以上佔 68.2%，在航運相關產業工作經歷約在 1-5 年。此章

節之圖表，皆由本研究經統計軟體分析後，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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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變數 項目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性別 生理男 171 62.4 

 生理女 103 37.6 

年齡 20 歲以下 1 0.4 

 21-25 歲 41 15.0 

 26-30 歲 59 21.5 

 31-35 歲 59 21.5 

 36-40 歲 35 12.8 

 41-45 歲 28 10.2 

 46 歲以上 51 18.6 

教育程度 高中職(含)以下 63 23.0 

 專科 24 8.8 

 大學 139 50.7 

 研究所(含)以上 48 17.5 

航運相關 一年內 92 33.6 

工作經驗 2-5 年 88 32.1 

 6-10 年 50 18.2 

 10 年以上 44 16.1 

  根據表(表 4-2)得知區塊鏈相關資訊的分佈來看，知道 IBM 與馬士基

聯手打造區塊鏈平台的人佔 60.9%，不知道的佔 39.1%，就樣本數來看，知

道這個平台的人佔大多數，表示 IBM 與馬士基所建置的 TradeLens 平台，儘

管尚未在國內流行，但多數人是知道的，由此推論，可能是因為馬士基為世

界航商的龍頭，在區塊鏈上大動作的發展，在航運這塊上是有目共睹的，且

為了這個平台廣邀各國的航商一起加入其中，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全球的

航運業會因區塊鏈有所改變。 

  從下表(表 4-2)可以看出，沒聽過區塊鏈的任何相關知識的人，佔整體

23.4%；在聽過區塊鏈相關知識的樣本中，最多是從親朋好友，其佔整體

17.5%，其次為因比特幣進而得知佔 16%，在前些年比特幣爆紅之後，媒體

爭相報導區塊鏈的相關資訊，如當紅炸子雞的比特幣，其底層技術即為區塊

鏈，而不只有從比特幣開始報導，還對可運用區塊鏈的產業做了分析，本研

究從此推論，看完比特幣與區塊鏈的分析後，也成了親朋好友聚會茶餘飯後

的討論議題；從其他地方得知區塊鏈相關知識佔 9.2%，本研究從這些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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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言得知，還有透過演講、課程和海運相關公會等方面得知區塊鏈相關知

識。 

表 4-2 得知區塊鏈相關資訊的分佈情形 

變數 項目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是否知道 IBM

與馬士基打造

區塊鏈平台？ 

否 107 39.1 

是 167 60.9 

在哪裡聽過區

塊鏈相關知

識？ 

從未聽過  140 23.4 

報章媒體  46 7.7 

親朋好友  105 17.5 

同事或同儕之間  74 12.4 

社群網站  83 13.9 

因比特幣而得知 96 16.0 

其他 55 9.2 

 

4.2 構面敘述性統計分析 

此章節所列之表格，皆為本研究經過統計軟體計算後整理而成。 

4.2.1 主觀規範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在表 4-3 中，填答者對於「主觀規範」構面之 3 個題項差異存在，標

準差皆在 0.7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主觀規範」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平均

數看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82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主觀規

範」構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根據結果顯示，填答者對於區塊鏈的使用是受到誰的影響中，比較在

意其他相關行業是否也使用此技術，而較不在意其他行業是否也積極想導入

區塊鏈。 

 

表 4-3 主觀規範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其他相關行業也有使用區塊鏈 4.02 0.770 

2. 其他相關行業也積極想導入區塊鏈 3.84 0.842 

3. 因為其他相關行業使用區塊鏈，所以我們也該使用區塊鏈 3.82 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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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形象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4 中，填答者對於「形象」構面之 3 個題項差異存在，標準差

皆在 0.8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形象」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平均數看來，

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86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形象」構面的問

題都是接受的。 

  此結果顯示，填答者對使用區塊鏈感受到其提升同行地位的知覺中，

比較在意使用區塊鏈會在同業中會有更好的未來性，對於是否會比沒有使用

區塊鏈的同業會有比較好的企業形象，比較不在意。 

 

表 4-4 形象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覺得使用區塊鏈在同業中會更好的未來性 4.06 0.801 

2.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有比較好的企業形象 3.86 0.885 

3.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比沒有使用的同業更具有影響力 3.89 0.823 

 

4.2.3 工作相關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5 中，填答者對於「工作相關性」構面之 3 個題項差異存在，

標準差皆在 0.7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工作相關性」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

平均數看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8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工

作相關性」構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此結果顯示，填答者對區塊鏈的特性是否適合其工作需要的程度中，

比較在意是否可以清楚了解區塊鏈和其工作的相關性，較不在意區塊鏈的特

性是否對工作幫助很大。  

 

表 4-5 工作相關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可以清楚地了解區塊鏈的特性與我工作的相關性 3.94 0.727 

2.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是符合工作上需要的 3.86 0.859 

3.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3.80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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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產出品質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6 中，填答者對於「產出品質」構面之 2 個題項差異存在，標

準差皆在 0.7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產出品質」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平均

數看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94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產出品

質」構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此結果顯示，兩者的平均數只相差 0.01，表示填答者對於區塊鏈平台

所提供的功能是否適合其所要品質，在這兩個問項中都一樣在意 

 

表 4-6 產出品質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此區塊鏈平台所用的資訊是清晰易懂的 3.94 0.714 

2. 此區塊鏈平台能提供完整的貨物資訊 3.95 0.749 

 

4.2.5 結果展示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7 中，填答者對於「結果展示性」構面之 2 個題項差異存在，

標準差皆在 0.8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結果展示性」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

平均數看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86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結

果展示性」構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此結果顯示，兩者的平均數只相差 0.09，故本研究推論，填答者對於

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否明顯且容易與人分享的程度，在此兩個問項都一樣在

意。 

 

表 4-7 結果展示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可以將區塊鏈所擁有的特性清楚的告訴別人 3.95 0.808 

2. 認為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3.86 0.910 

 

4.2.6 知覺有用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8 中，填答者對於「知覺有用性」構面之 3 個題項差異存在，

標準差皆在 0.75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知覺有用性」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

平均數看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88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知

覺有用性」構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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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結果的平均數亦相差不多，填答者對於使用區塊鏈是否可提升工作

處理的程度的知覺中，在此三個問項看法相似，而在此之中平均分最高的是

第一題(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實用)，表示填答者對此問項的在意程度，稍較高

於其他兩者。 

 

表 4-8 知覺有用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實用 3.94 0.759 

2. 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迅速完成工作 3.88 0.829 

3. 使用區塊鏈平台使我更快找到我所需要的資訊 3.93 0.853 

 

4.2.7 知覺易用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9 中，填答者對於「知覺易用性」構面之 3 個題項差異存在，

標準差皆在 0.8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知覺易用性」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

平均數看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64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知

覺易用性」構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此結果的平均數亦相差不多，填答者認為區塊鏈容易使用的程度的知

覺中，在此三個問項看法相似，而在此之中平均分最高的是第一題，表示填

答者稍微比較在意與區塊鏈平台互動是否清楚且易了解(ex:查詢資料過程)。 

 

表 4-9 知覺易用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覺得與此平台互動是清楚且易了解的(ex:查詢資料過程) 3.89 0.809 

2. 覺得區塊鏈平台不會很難操作 3.66 0.877 

3.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容易熟練 3.64 0.828 

 

4.2.8 使用意圖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10 中，填答者對於「使用意圖」構面之 5 個題項差異存在，標

準差皆在 0.8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使用意圖」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平均

數看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64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使用意

圖」構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38 

 

  此結果顯示，填答者最在意若是區塊鏈有新的發展，會嘗試了解並使

用，對於是否會推薦其他人(或同行、相關行業、客戶等)使用區塊鏈比較不

在意。 

 

表 4-10 使用意圖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會希望公司全面使用區塊鏈 3.83 0.854 

2. 會希望相關行業或客戶皆使用區塊鏈 3.83 0.805 

3. 會推薦其他人(或同行、相關行業、客戶等)使用區塊鏈 3.64 0.862 

4. 認為區塊鏈具有未來性，所以該使用區塊鏈 3.88 0.882 

5. 若是區塊鏈有新的發展，會嘗試了解並使用 4.00 0.821 

 

4.2.9 自願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於表 4-11 中，填答者對於「自願性」構面之 2 個題項差異存在，標準

差皆在 0.8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自願性」的問項呈多元看法；從平均數看

來，填答者對與此構面之問項皆在 3.59 以上，表示填答者對於「自願性」構

面的問題都是接受的。 

  此結果的平均數亦相差不多，填答者在是否會想自行發展區塊鏈的程

度的問項中，對於覺得該不該獨自建置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以及是

否會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在意程度差不多。 

 

表 4-11 自願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覺得該獨自建立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 3.70 0.812 

2. 會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 3.69 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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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信度、效度分析 

4.3.1 信度 

是指測量結果的一致性、穩定性及可靠性，一般多以內部一致性來加以

表示該測驗信度的高低。信度愈高即表示該測驗的結果愈一致、穩定與可

靠。Cronbach’sα值在 0.7 以上時有較佳的可信(Nunnally, 1978)，本研究以此

為最低門檻值，作為信度考驗。根據表 4-12 顯示，本研究各構面之

Cronbach’sα值落在 0.768~0.873 之間，皆在門檻值 0.7 以上，故本研究之量

表應具有相當的內部一致性。 

  邱皓政(2019)相關分析是項目分析最常使用的判準，在 SPSS 軟體中，

提供校正項目總分的相關係數(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校正項目總

分的相關係數，表示題項與題項之間總分的相關係數，由此得知此題項與其

他題項的一致性。相關係數最好可在 0.3 以上，如果可以達到中度 (0.4-0.7)

或高度(0.8 以上)相關更佳，就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表 4-12)，各題項之相關係

數皆在 0.6 以上，除了第 2 題(其他相關行業也積極想導入區塊鏈)，以及第

17 題（覺得與此平台互動是清楚且易了解的(ex:查詢資料過程)）稍低於 0.6，

但亦高於 0.3 以上，故本研究之題項皆達中度相關。 

  邱皓政(2019)提到，在判別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從題項刪除後

量表α係數(Alpha if Item Deleted)的改變情形，來判斷量表題項的品質，若刪

除該題項後，使該構面的α係數提高，則表示此題項與其他題項的同質性不

高，題項可考慮刪除。本研究的各題項若刪除後(表 4-12)，均會使α係數降

低，故本量表所有題項皆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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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研究構面信度檢定 

題目 校正 

項目總分 

刪除後 

α值 

Cronbach’s

α 

主觀規範 

1.其他相關行業也有使用區塊鏈 

2.其他相關行業也積極想導入區塊鏈 

3.因相關行業使用，故我們也該使用區塊鏈 

0.638 

0.560 

0.603 

 

0.645 

0.718 

0.682 

 

0.768 

 

 

形象 

4.覺得使用區塊鏈在同業中會更好的未來性 

5.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有比較好的企業形象 

6.覺得使用區塊鏈比沒有使用的同業更具影響力 

0.724 

0.657 

0.701 

 

0.739 

0.807 

0.760 

 

0.834 

工作相關性 

7.可以清楚了解區塊鏈的特性與我工作的相關性 

8.覺得區塊鏈的特性是符合工作上需要的 

9.覺得區塊鏈的特性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0.661 

0.701 

0.683 

 

0.777 

0.725 

0.752 

 

0.825 

 

 

產出品質 

10.此區塊鏈平台所用的資訊是清晰易懂 

11.此區塊鏈平台能提供完整的貨物資訊 

0.645 

0.645 

 

- 

- 

 

0.784 

結果展示性 

12.可以將區塊鏈所擁有的特性清楚的告訴別人 

13.認為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0.698 

0.698 

 

- 

- 

 

0.822 

知覺有用性 

14.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實用 

15.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迅速完成工作 

16.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快找到我所需要的資訊 

0.770 

0.683 

0.732 

 

0.761 

0.837 

0.792 

 

0.856 

知覺易用性 

17.覺得與此平台互動是清楚且易了解的 

18.覺得區塊鏈平台不會很難操作 

19.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容易熟練 

0.592 

0.637 

0.693 

 

0.771 

0.726 

0.665 

 

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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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意圖 

20.會希望公司全面使用區塊鏈 

21.會希望相關行業或客戶皆使用區塊鏈 

22.會推薦其他人使用區塊鏈 

23.認為區塊鏈具有未來性，所以該使用區塊鏈 

24.若是區塊鏈有新的發展，會嘗試了解並使用 

0.747 

0.667 

0.755 

0.651 

0.680 

 

0.834 

0.853 

0.832 

0.858 

0.850 

 

 

 

0.873 

自願性 

25.覺得該獨自建立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

26.會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 

0.652 

0.652 

 

- 

- 

 

0.7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 效度 

效度為測量的正確性，意即測驗或其他量測工具能確實測得其所欲求量

測構面的程度，效度愈高，表示量測結果愈能顯示其所測量內容真正特徵。

本研究所做之建構效度及區別效度。建構校度是指測量工具能夠測量所建構

理論的概念或特質的程度(張敬芝，2000)。區別效度為測量二者不同的「科

學概念」相關性很高低程度，亦是指當一個構面的多重指標相互具有集合或

呼應時，則這個構面的多重指標也應與其相對立之構面的測量指標具有負向

相關。本研究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及區別效度檢定分別如表及表所示。  

驗證性因素中(表 4-14)，一般界定之數值範圍，組合信度 0.7 為最低標

準，每一構面的萃取變異量，最低標準數值為 0.5 以上為可接受範圍，在本

研究中，組合信度皆達 0.7 以上，萃取變異量亦都大於 0.5 以上，表示本研究

個構面的量表具有相當之效度。 

區別效度中(表 4-15)，一般界定之數值範圍，兩構面間卡方值差異(∆χ2)

大於 3.84 且顯著差異，本研究之∆χ2 值介於 41.466 至 91.728，且有顯著差異

(p<0.001)，表示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本研究將題目轉製成代碼(表 4-13)，以下之量表皆以代碼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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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問卷問項之代碼對照表 

問卷問項 代碼 

1.其他相關行業也有使用區塊鏈 SN01 

2.其他相關行業也積極想導入區塊鏈 SN02 

3.因為其他相關行業使用區塊鏈，所以我們也該使用區塊鏈 SN03 

4.覺得使用區塊鏈在同業中會更好的未來性 IM01 

5.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有比較好的企業形象 IM02 

6.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比沒有使用的同業更具有影響力 IM03 

7.可以清楚地了解區塊鏈的特性與我工作的相關性 RW01 

8.覺得區塊鏈的特性是符合工作上需要的 RW02 

9.覺得區塊鏈的特性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RW03 

10.此區塊鏈平台所用的資訊是清晰易懂的 OP01 

11.此區塊鏈平台能提供完整的貨物資訊 OP02 

12.可以將區塊鏈所擁有的特性清楚的告訴別人 RES01 

13.認為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RES02 

14.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實用 PU01 

15.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迅速完成工作 PU02 

16.使用區塊鏈平台使我更快找到我所需要的資訊 PU03 

17.覺得與此平台互動是清楚且易了解的(ex:查詢資料過程) PE01 

18.覺得區塊鏈平台不會很難操作 PE02 

19.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容易熟練 PE03 

20 會希望公司全面使用區塊鏈 IU01 

21.會希望相關行業或客戶皆使用區塊鏈 IU02 

22.會推薦其他人(或同行、相關行業、客戶等)使用區塊鏈 IU03 

23.認為區塊鏈具有未來性，所以該使用區塊鏈 IU04 

24.若是區塊鏈有新的發展，會嘗試了解並使用 IU05 

25 覺得該獨自建立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 VU01 

26 會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 VU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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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個構面之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 題號 MLE 的估計參數 組合信度 萃取變異量 

因素負荷量 誤差變異量 

主觀規範 SN01 0.761 0.422 0.766 0.524 

SN02 0.607 0.631 

SN03 0.791 0.375 

形象 IM01 0.829 0.313 0.835 0.629 

IM02 0.726 0.473 

IM03 0.821 0.326 

工作相關性 RW01 0.738 0.456 0.823 0.609 

RW02 0.777 0.396 

RW03 0.825 0.319 

產出品質 OP01 0.794 0.369 0.785 0.646 

OP02 0.813 0.339 

結果展示性 RES01 0.803 0.355 0.823 0.699 

RES02 0.869 0.254 

知覺有用性 PU01 0.916 0.162 0.855 0.666 

PU02 0.716 0.487 

PU03 0.803 0.355 

知覺易用性 PE01 0.812 0.341 0.786 0.552 

PE02 0.647 0.581 

PE03 0.761 0.421 

使用意圖 IU01 0.838 0.298 0.873 0.579 

IU02 0.706 0.502 

IU03 0.811 0.342 

IU04 0.707 0.500 

IU05 0.736 0.458 

自願性 VU01 0.798 0.333 0.789 0.652 

VU02 0.817 0.363 

上述量表之 RMSEA=0.062 ,GFI=0.867, NFI=0.877 ,CFI=0.926, 

因素負荷量為標準化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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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 

模式各構面

成對項目 

限制模式 未限制模式 ∆χ2 

兩者相差 

p-value 

χ2 df χ2 df 

VU-SN 663.882 64 605.1 63 58.782 P<0.001 

VU-IM 686.158 264 605.1 263 81.057 P<0.001 

VU-RW 665.464 264 605.1 263 60.364 P<0.001 

VU-OP 696.829 264 605.1 263 91.728 P<0.001 

VU-RES 668.382 264 605.1 263 63.282 P<0.001 

VU-PE 683.5 264 605.1 263 78.4 P<0.001 

VU-IU 671.725 264 605.1 263 66.624 P<0.001 

VU-PU 679.112 264 605.1 263 74.011 P<0.001 

 

SN-IM 653.572 264 605.1 263 48.472 P<0.001 

SN-RW 646.566 264 605.1 263 41.466 P<0.001 

SN-OP 674.106 264 605.1 263 69.006 P<0.001 

SN-RES 648.04 264 605.1 263 42.939 P<0.001 

SN-PE 668.379 264 605.1 263 63.279 P<0.001 

SN-IU 656.775 264 605.1 263 51.674 P<0.001 

SN-PU 663.786 264 605.1 263 58.685 P<0.001 

 

IM-RW 667.077 264 605.1 263 61.977 P<0.001 

IM-OP 686.618 264 605.1 263 81.517 P<0.001 

IM-RES 673.246 264 605.1 263 68.145 P<0.001 

IM-PE 691.923 264 605.1 263 86.823 P<0.001 

IM-IU 667.503 264 605.1 263 62.403 P<0.001 

IM-PU 673.137 264 605.1 263 68.037 P<0.001 

 

RW-OP 677.969 264 605.1 263 72.868 P<0.001 

RW-RES 650.188 264 605.1 263 45.087 P<0.001 

RW-PE 664.401 264 605.1 263 59.3 P<0.001 

RW-IU 658.029 264 605.1 263 52.929 P<0.001 

RW-PU 666.309 264 605.1 263 61.209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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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ES 678.055 264 605.1 263 72.955 P<0.001 

OP-PE 693.705 264 605.1 263 88.605 P<0.001 

OP-IU 676.185 264 605.1 263 71.085 P<0.001 

OP-PU 678.401 264 605.1 263 73.3 P<0.001 

 

RES-PE 656.234 264 605.1 263 51.133 P<0.001 

RES-IU 662.2 264 605.1 263 57.1 P<0.001 

RES-PU 667.976 264 605.1 263 62.876 P<0.001 

 

PE-IU 674.323 264 605.1 263 69.223 P<0.001 

PE-PU 683.682 264 605.1 263 78.582 P<0.001 

 

IU-PU 654.827 264 605.1 263 49.727 P<0.001 

 

4.4 相關分析 

  研究問題若主要在探究「單一變項」與「單一變項」間的兩兩相關，

其變項間均屬連續變項，可採用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的方法找出兩

變項間的關聯程度，故本研究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來衡量研究各變數間

的相關性是否顯著(表 4-16)。吳明隆與涂金堂 (2014)二個變數之間相關係數

值與其相關程度的劃分，通常有三種形式，第一種 r 值在 0.7(含)以上，為高

度相關；第二種 r 值在 0.4(含)以上至 0.7，為中度相關；第三種 r 值在 0.4 以

下，為低度相關。 

  本研究所採用的皮爾森差積相關係數，結果如表 4-16 顯示： 

1. 形象、工作相關性、產出品質、結果展示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 

用意圖、自願性與「主觀規範」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2. 工作相關性、產出品質、結果展示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意

圖、自願性與「形象」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3. 產出品質、結果展示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意圖、自願性與

「工作相關性」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4. 結果展示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意圖、自願性與「產出品質」

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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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意圖、自願性與「結果展示性」均呈顯著的

正相關。 

6. 知覺易用性、使用意圖、自願性與「知覺有用性」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7. 使用意圖、自願性與「知覺易用性」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8. 自願性與「使用意圖」呈顯著的正相關。 

 

表 4-16 各構面之皮爾森相關分析矩陣 

 
主觀 

規範 
形象 

工作 

相關性 

產出 

品質 

結果 

展示性 

知覺 

有用性 

知覺 

易用性 

使用 

意圖 
自願性 

主觀規範 1         

形象 0.728** 1        

工作相關性 0.743** 0.709** 1       

產出品質 0.557** 0.590** 0.704** 1      

結果展示性 0.656** 0.618** 0.775** 0.740** 1     

知覺有用性 0.704** 0.644** 0.792** 0.742** 0.738** 1    

知覺易用性 0.575** 0.524** 0.666** 0.721** 0.645** 0.790** 1   

使用意圖 0.653** 0.643** 0.733** 0.748** 0.691** 0.867** 0.774** 1  

自願性 0.461** 0.518** 0.606** 0.582** 0.612** 0.696** 0.606** 0.701** 1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SEM 結構方程模式 

以結構方程檢查兩個或兩個以上互相關聯的相依關係。整體模式配適度

包含絕對配適度、增值配適度、精簡配適度三方面的分析；絕對配適度在於

評量理論模式可以預測觀察的共變數矩陣或相關矩陣的程度；增值配適度是

理論模式和基準模式比較結果；精簡配適度在評估理論模式的精簡程度。表

為本研究整體結構模式配適度指標。在結構方程中，本研究以 SPSS AMOS 

25 之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並以整體模式分析結果與整體模式比較兩部分進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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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意圖之模式分析 

  模式配適度包括整體模式的適合度以及衡與量結構模式等兩層次，先

檢查是否有異常估計值，若發現有超出範圍之值，先行處理該值，再估計整

體模式、衡量模式和結構模式之適合度。 

（ㄧ）異常估計值 

  異常估計值是指在結構或衡量模式中，超出可接受之界線的估計係

數，異常的估計值最常見為構面間之誤差變異數為負值或不顯著，其次為標

準化係數(因素負荷量)大於 1，最後為任一估計係數標準誤很大，若有發現異

常值，表示模式在理論上是不適合的。由表 4-18 整體結構模式分析結果得

知，本研究各構面之誤差變異量皆為正數，因素負荷量小於 1，由此可知，

本研究的內在品質甚佳，理論上是合適的。 

 

（二）整體模式之適合度 

1. 絕對配適度指標 

  絕對配適度指標能衡量與評估整體模式的適合度，並用以確定整體模

式預測共變數或相關矩陣的程度。透過 SEM 分析可以獲得到一些絕對配適度

指標，如卡方值(χ2)、卡方值/自由度(χ2/df)、適合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以及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RMSEA)。 

χ2/df，即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Joreskog and Sobom, (1992)建議採用

χ2 與 df(自由度)的比值作為整體適合度檢驗的指標，如此可以解決卡方值受

到樣本數大小的影響。一般寬鬆的認定以標準值 5 以內，視為研究模型有可

接受的配適度(Schumacker &Lomax, 2004)。本研究檢定結果為 3.4，屬於可接

受範圍。 

GFI 為配適度指標，用以表示理論模式所能解釋的變異與變異量，衡量

預測 值與實際樣本相互比較的誤差值平方，其值介於 0 至 1 之間，一般建議

理想值為 0.9 為良好的配適度。Doll et al., (1994)建議可將量放寬至 0.8。本研

究檢定結果為 0.809，屬於可接受範圍。 

 

2. 增值配適度指標 

  經由 SPSS AMOS 25 統計分析軟體直接求得行量模式之配適度指標，

參考依據的指標為調整之適合度指標(AGFI)、基準的適合度指標(NFI)、增量

配合指標(IFI)、比較配合指標(CF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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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FI 為調整後的配適度指標，MacCallum & Hong, (1997)建議可將量

放寬至 0.8。本研究檢定結果為 0.766，屬於較差。 

  RMSEA 為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一般理想值為小於 0.05 為最佳，也

有學者建議 0.08 屬可接受之值，而本研究檢定結果為 0.091，可能因樣本較

小 RMSEA 會被高估(Fan et al., 1999)。 

  NFI 為基準的適合度指標，通常以 0.9 為理想目標，但由於 NFI 在樣

本數小的時候會被低估，因此建議在此情形下，放寬到 0.8 的標準(Ullman, 

2006)，本研究之 NFI 值為 0.802，為可接受之值。 

  IFI 為漸增式配適指標，IFI 不受樣本數大小的影響，因此常被用來檢

驗，本 研究檢定結果為 0.852，屬於尚可接受，模型有待改善空間。 

CFI 為比較配適度指標，CFI 反映出假設模型與無任何共變關係的獨立

模型之差異程度，以及被檢驗模型與中央卡方分配的離散性，本研究檢定結

果為 0.862，屬於尚可接受，模型有待改善空間。 

 

3. 精簡配適度指標 

  精簡配適度是在調整適合度的衡量，才能比較含有不同估計係數的模

式，以決定每一估計係數所能獲致的適合程度。此適配度指標包括簡要的適

合度指標(PGFI)與簡要的基準配合指標(PNFI)。 

  由下表 4-17 顯示本研究之實際數值與配適度指標之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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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本研究模式配適度 

統計檢定量 配適度指標 研究結果 模型配適度 

絕對配適度指標 

卡方值(χ2) 愈小愈好 974.72  

卡方值/自由度(χ2/df) 1-5 之間 3.4 可接受 

適合度指標(GFI) 大於 0.9 0.809 可接受 

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RMSEA) 小於 0.08 0.093 尚可接受 

增值配適度指標 

調整之適合度指標(AGFI) 大於 0.9 0.766 較差 

基準的適合度指標(NFI) 大於 0.9 0.802 可接受 

增量配合指標(IFI) 大於 0.9 0.852 尚可接受 

比較配合指標(CFI) 大於 0.9 0.871 尚可接受 

精簡配適度指標 

簡要的適合度指標(PGFI) 大於 0.5 0.659 可接受 

簡要的基準配合指標(PNFI) 大於 0.5 0.706 可接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衡量模式適合度 

  衡量模式適合度為評估各個構面，是否具有單一構面和信度，一般之

組合信度 0.7 為最低標準門檻，組合信度為構面指標內部一致性，信度愈高

表示內部一致性愈高，每一構面萃取變異量應在 0.5 以上為可接受之數值。

本研究之組合信度皆達 0.7 以上，萃取變異數亦都大於 0.5，如表 4-18 所示，

表示本研究之模式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 

 

 

 

 

 

 

 

 

 

 



50 

 

表 4-18 整體模式分析結果 

構面 題號 MLE 的估計參數 組合信度 萃取變異量 

因素負荷量 誤差變異量 

主觀規範 SN01 0.752 0.433 0.766 0.524 

SN02 0.621 0.614 

SN03 0.788 0.378 

形象 IM01 0.845 0.286 0.835 0.629 

IM02 0.719 0.483 

IM03 0.81 0.343 

工作相關性 RW01 0.736 0.458 0.823 0.609 

RW02 0.767 0.411 

RW03 0.834 0.304 

產出品質 OP01 0.803 0.354 0.783 0.644 

OP02 0.802 0.356 

結果展示性 RES01 0.817 0.332 0.822 0.698 

RES02 0.854 0.27 

知覺有用性 PU01 0.882 0.221 0.811 0.592 

PU02 0.656 0.57 

PU03 0.754 0.43 

知覺易用性 PE01 0.804 0.354 0.788 0.555 

PE02 0.656 0.569 

PE03 0.767 0.411 

使用意圖 IU01 0.792 0.373 0.832 0.5 

IU02 0.642 0.588 

IU03 0.754 0.431 

IU04 0.648 0.58 

IU05 0.683 0.534 

自願性 VU01 0.808 0.347 0.789 0.652 

VU02 0.807 0.3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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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整體模式比較 

由上述模式整體配適度檢驗後，皆達可接受之範圍，表示本研究模式與

實際研究資料的配適度為可接受的，故經由結構模式之估計結果，用來檢定

本研究架構之各假說內容，在自願性涉入主觀規範影響使用意圖之關係中，

本研究以迴歸方式檢驗顯示於表 4-19。 

在主觀規範之使用意圖與自願性之涉入關係方面本研究以 SPSS 25 統計

軟體進行階層迴歸分析，結果由表 4-19 顯示，首先納入模型一的自變數「主

觀規範」的直接效果，模型二加入探討自變數「自願性」的直接效果，模型

三加入主觀規範與自願性的交互作用，為干擾變數「主觀規範*自願性」

Zscore 以驗證自願性的干擾效果。 

  模型一與模型二之 R2、調整後 R2、F-Value、F-Value 更變如表 4-19 所

示，兩個模型之解釋度均達水準，表示可以解釋模型內各變數之關係。模型

三只有 F-Value 有達顯著水準如表 4-19 所示，其他項目均未達到可解釋之水

準。 

  主觀規範再加入自願性之交互作用後，其標準化β係數從 0.435 微降

至 0.433，表示其交互作用不存在，如果填答者主動嘗試架設，或獨立發展自

家公司所屬之區塊鏈平台，其相關產業的業者的主觀規範因素影響並不會降

低。  

  透過模型三可以發現，在干擾變數「主觀規範*自願性」加入後，整體

迴歸關係均為不顯著的影響，本研究推論可得知，填答者對於區塊鏈之使用

意圖的主觀規範提升，符合其對區塊鏈使用意圖的正向增加，在自願性涉入

的狀況下，並不能有效地增加填答者對區塊鏈的使用意圖。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假設 H11 不成立，表示自願性對使用意圖無顯

著的影響，填答者對於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不應用填答者的主觀規範

的涉入，若以此涉入其中，將不會使填答者對區塊鏈的使用意圖有顯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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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主觀規範之使用意圖與自願性涉入之迴歸關係 

變數 依變數 

使用意圖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標準化係數 

β係數 

自變數 主觀規範 0.610*** 0.435*** 0.433*** 

自願性  0.350*** 0.352*** 

干擾變數 主觀規範*自願性   -0.015 

R2 0.372 0.464 0.465 

調整後 R2 0.37 0.46 0.459 

R2更變 0.372 0.092 0.001 

F-Value 161.459*** 117.483*** 78.223*** 

F-Value 更變 161.459*** 46.499*** 0.305 

D-W 1.629 

***p<0.001, **p<0.01,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圖 4-1 中，為本研究架構之區塊鏈科技接受模式假設，整體模式假設

的驗證結果之路徑分析，與顯著水準於圖 4-2 中表示，根據結果顯示，「主觀

規範」、「工作相關性」、「結果展示性」、「知覺易用性」等構面，對知覺有用

性之假設不顯著，而「主觀規範」、「知覺易用性」與「自願性」涉入之關

係，對使用意圖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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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區塊鏈科技接受模式假設 

資料來源：參考(Venkatesh & Davis, 2000)後經本研究整理 

 

 

註:χ2 =974.72, χ2/DF=3.4, GFI=0.809, RMSEA=0.093, AGFI=0.766, NFI=0.802, 

PGFI= 0.659, PNFI=0.706，*表 p<0.05，** p<0.01，*** p<0.001 

圖 4-2 原始區塊鏈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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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本研究修正模式(圖 4-3)後，部分路徑係數上升，而原始模式中

「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圖」之影響，轉為顯著影響，在模式之配適度方

面，卡方值由 974.72 降至 872.571，GFI 由 0.809 上升至 0.813，RMSEA 由

0.093 稍降至 0.091，AGFI 由 0.766 上升至 0.77，NFI 由 0.802 上升至 0.808，

CFI 不變。由於修正過後的指標都略有上升，故本研究以修正後的數據做為

假設檢定之說明。 

 

註:χ2 =872.571, χ2/DF=3.5, GFI=0.813, RMSEA=0.091, AGFI=0.77, 

NFI=0.808, PGFI= 0.661, PNFI=0.714，*表 p<0.05，** p<0.01，***p<0.001 

圖 4-3 修正後區塊鏈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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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假說檢定整理 

本研究經由科技接受模式 2 之實證分析，整理如下： 

H1：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無正向影響 

在此前的研究發現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的影響結果不一致，在

Mathieson, (1991)以及林秋芬(2007)等人研究結果亦發現，主觀規範對使用意

圖之正向影響不顯著，本研究中結果顯示，承攬業者對區塊鏈之主觀規範對

使用意圖並無正向影響，路徑係數為 0.084(p>0.05)。 

 

H2：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無正向影響 

  Chan &Lu, (2006)的研究中，將受測者分為網路銀行實際使用者與潛在

使用者，發現潛在使用的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實

際使用者則不顯著。林秋芬(2007)在研究消費者使用旅遊網站的主觀規範對

知覺有用性的正向影響不顯著。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承攬業者對區塊鏈之主

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無正向影響，路徑係數為-0.053(p>0.05)。 

 

H3：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形象」有正向影響 

  在林秋芬(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使用旅遊網站的主觀規範對

形象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洪妍涵(2007)的研究中亦顯示，Web2.0 的網站使用

者受到身邊重要人影響而使用 Web2.0 網站，能使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提高。

根據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承攬業者對會因為其他相關行業使用區塊鏈，而使

用區塊鏈並覺得可以讓自家公司，在社會或相關產業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以

及會有更好的社會形象。 

 

H4：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形象」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Chan & Lu, (2006)的研究中，將受測者分為網路銀行實際使用者與潛

在使用者，其研究結果發現，此兩種受測者的形象皆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

響，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承攬業者的形象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意即承

攬業者會因為使用區塊鏈在相關產業有較好的企業形象，而覺得區塊鏈是有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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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工作相關性」對「知覺有用性」無正向影

響 

  在林秋芬(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使用旅遊網站的工作相關性

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洪妍涵(2007)的研究中亦顯示，Web2.0 的

網站使用者對 Web2.0 網站所提供之功能，對使用者而言是有用的。而根據本

文的結果顯示，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工作相關性對知覺有用性無正向影

響，其路徑係數為 0.05(p>0.05)。 

 

H6：承攬業者了解區塊鏈平台的「產出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

影響 

  郭裕元(2013)的研究中，證實了消費者對於使用電動車所產生的品質

是很的，幾級電動車所產生的品質是沒問題的，而此會提升消費者對於電動

車之知覺有用性；洪妍涵(2007)的研究中亦顯示，使用者覺得 Web2.0 所提供

的服務是符合使用者期待的品質，進而讓使用者對 Web2.0 產生知覺有用性的

認知。在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承攬業者了解區塊鏈平台的產出品質對知覺有

用性有正向影響，認為區塊鏈平台產出的品質是好的，進而覺得區塊鏈平台

是有用的。 

 

H7：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結果展示性」對「知覺有用性」無正向影

響 

  在郭裕元(2013)的研究中結果顯示，消費者使用電動車之結果展示性

對知覺有用性無正向影響，意即儘管消費者可以很容易地說出電動車的特性

與益處，但消費者不會因此產生對電動車是有用的知覺。本文之研究結果亦

顯示，承攬業者不會因為了解區塊鏈特性與益處後，而覺得區塊鏈是有用

的，其路徑係數為-0.008(p>0.05)。 

 

H8：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無正向影

響 

H9：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H10：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

響 

在林秋芬(2007)、洪妍涵 (2007)及郭裕元(2013)等人的實證研究結果，其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的影響均為顯著，文獻所探討之項目，受試者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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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果此技術是容易操作的、需要專業人士指導的程度低的話，就會覺得此

技術是有用的、實用的，並且透過知覺易用性透過知覺有用性間接影響使用

意圖。 

而根據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承攬業者並不會因為使用區塊鏈平台容易使

用，而覺得區塊鏈是有用或實用的，知覺易用性也不會透過知覺有用性間接

影響使用意圖，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為直接影響使用意圖，意即承攬業

者對區塊鏈產生使用意圖，會因為覺得區塊鏈是有用的或是容易使用而影

響。 

 

H11：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自願性」對「使用意圖」無正向影響 

  郭裕元(2013)的研究結果表示，主觀規範與使用意圖的關係被自願性

調節，只有在強制性使用以及早早期經驗時，主觀規範才會顯著地直接影響

使用意圖，根據其研究發現主觀規範再加入與自願性的交互作用是存的，意

即消費者主動嘗試新科技產品或是主動上網搜尋相關資料者，其身邊重要的

人對於該消費者的主觀規範影響會些微降低。在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

加入自願性的交互作用不存在，自願性與主觀規範不會影響承攬業者對區塊

鏈的使用意圖。 

綜合以上述論，研究結果整理於表 4-20 各構面假說之驗證結果所示： 

 

表 4-20 各構面假說之驗證結果 

假設 假設內容 驗證 

H1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不顯著 

H2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不顯著 

H3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主觀規範」對「形象」有正向影響 支持 

H4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形象」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支持 

H5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工作相關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不顯著 

H6 承攬業者了解區塊鏈的「產出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支持 

H7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結果展示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不顯著 

H8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不顯著 

H9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支持 

H10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支持 

H11 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的「自願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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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實證調查與分析後之結果，對區塊鏈在航運上的發展進行探

討，透過本研究的分析，期望能為區塊鏈在航運、承攬業等相關產業給予適

當之建議，此章節分別對研究結論、研究結果對區塊鏈發展的探討以及後續

研究建議等，加以說明。 

5.1 結論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 2，探討承攬業者使用區塊鏈平台意圖，將結

果彙整如下說明之。 

5.1.1 影響知覺有用性之構面之間關係 

本研究中僅形象與產出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分

析，區塊鏈是現在新的技術，如果進入這個市場，能夠使承攬業者感覺企業

形象提高，藉由形象的提升，使承攬業者可能更會認為得區塊鏈技術是有用

的。在本研究的問卷內有區塊鏈平台操作的模擬影片，填答人可以從影片看

到航運區塊鏈平台之模擬操作，而區塊鏈平台的操作方式，與一般傳統的方

式相差不遠，填答者會因此認為其所產出的品質是好的，進而覺得區塊鏈平

台是有用的。 

主觀規範、工作相關性、結果展示性及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的影響

不顯著，首先，區塊鏈技術尚未發展成熟，航運相關產業對區塊鏈的發展尚

未廣泛，更無與航運相關的平台可供給企業使用，故承攬業者並不會因受到

其他行業影響，而覺得使用區塊鏈技術是有用。 

再者，目前市面上並無航運相關之區塊鏈平台，可供給業者們使用，而

在本研究之受測者，是透過本研究之問卷內附之影片稍微了解區塊鏈平台，

並無實際操作經驗，故承攬業者不會因清楚且了區塊鏈的特性或其所提供之

功能，而覺得區塊鏈有用。 

現在區塊鏈的相關知識在媒體的報導後，使愈來愈多的人、公司和產業

等，都開始關注此技術的走向，也因區塊鏈的特性可以改善傳統方式的缺

失，現階段的理論產出較多，在實務上的展示，並沒有太多成果，航運業上

亦然，故在本研究中的承攬業者也因如此，儘管了解區塊鏈的益處，但並未

因此而產生覺得區塊鏈實用或有用的知覺。 

5.1.2 影響使用意圖的構面之間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會直接影響使用意圖，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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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現在尚未有實際的平台可供給業者試用和使用，所以對於此技術容易

操作與否，並不會影響承攬業者覺得此技術有用或實用，使其間接影響使用

意圖；但如果此平台是容易操作、需要專業人士指導的程度低的話，會直接

使承攬業者產生使用的意圖。 

主觀規範對使用意圖之影響不顯著，目前的國內航運業上，開始使用區

塊鏈技術的公司並不多，在這新技術上還處於研究階段，故承攬業者對區塊

鏈技術產生使用意圖，是受到相關產業的影響並不顯著。 

5.1.3 主觀規範受自願性的干擾作用下之使用意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與自願性的交互作用並不存在，目前馬士

基與 IBM 聯手打造了區塊鏈平台，儘管有其他航商也加入其中，具體的成效

與改善結果，並未得知，而承攬業者還在等待看到這技術帶來的實際效應，

在得到實體效果之前，並不會主動嘗試建立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且

國內導入區塊鏈技術的航運相關產業，也並未有更多的消息看出區塊鏈改善

後的具體成效，因此承攬業比較保守的看待市場的變化。 

 

   綜合以上敘述，承攬業者對區塊鏈的使用意圖，會因為知覺有用性與知

覺易用性的影響，所產生對區塊鏈的使用意圖，而知覺有用性更會受形象與

產出品質的影響，間接影響使用意圖，形象會透過主觀規範，間接影響知覺

有用性，以下分別做說明。 

首先以知覺易用性來說，在本研究的問卷中，透過影片方式讓填答人知

曉區塊鏈平台的操作過程，由於區塊鏈平台的整個操作模式與介面，和傳統

網頁方式並無太大改變，由此而言，填答者認為只是單純的輸入資訊，不需

要花很多時間學習如何操作，也不會覺得很難熟練，因此使得承攬業中的填

答者們，會覺得區塊鏈平台是很容易操作的，而對其產生使用意圖，意即在

區塊鏈平台的發展中，平台的介面、操作方式、流程等，皆會影響業者們對

此的使用意願，所以在開發平台時，平台的性能與操作性，能夠愈簡單易懂

愈好，讓使用者覺得很容易上手，會大大提升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填答者會因為覺得區塊鏈平台有用、實用而對區塊鏈平台產生意圖，

要讓業者們對區塊鏈平台產生有用的知覺，是透過形象與產出品質，從產出

品質來說，如果區塊鏈平台所產出的質量是好的，在實做中，能夠讓貨物的

完整資訊在平台中清楚的顯示，會讓業者對其產生有用的知覺，進而使業者

提升對區塊鏈平台的使用用意圖，所以在區塊鏈平台的設計、輸入資訊的方

式與欄位上，必須要用明確的方式呈現，如提單、訂艙單等單據內容，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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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在平台上顯示，在查詢所要的單據資訊時，也要用不複雜的程序即可

找到這些訊息，進而使業者覺得這平台是非常實用且有用的。 

  以主觀規範和形象來說，在企業中常常與同業競爭激烈，尤其在海運

承攬業方面，更是有諸多的競爭者，所以每個公司在策略上的安排，都會被

其他同業看到，而如果某一間公司開始著手開發區塊鏈技術，其他同業會因

為競爭關係的影響，而覺得如果使用區塊鏈平台的話，可以讓公司的企業形

象更好、在整個相關產業中獲得更大的關注，進而大大的提升對區塊鏈平台

有用與實用的知覺，最後影響對區塊鏈的使用意圖，在這方面來說，如果承

攬業中較大型的公司開始領銜導入區塊鏈，其他的同業會受此影響，開始朝

著這技術來制定公司未來的新走向，所以在區塊鏈發展的策略上，在業界上

有了領頭羊後，會有連鎖效應的發生。 

  在工作相關性、結果展示性對知覺有用性的影響不顯著，故此兩個構

面不會間接影響使用意圖，這此方面本研究認為，現在的企業對區塊鏈的了

解並不是非常深入，還在一個未知與摸索的階段，在之後的策略方面，要能

使此兩個構面對知覺有用性轉呈顯著，這兩個構面目前不顯著的原因，是因

為對區塊鏈的不熟悉，業者並不了解區塊鏈會帶給航運業的影響，所以導致

業者不知道對區塊鏈和其工作的相關性，也不能很輕易說出區塊鏈的益處有

哪些，在未來的區塊鏈發展策略上，要能使業者對區塊鏈的知識、應用方法

等，有更深的了解，才可以讓後續的發展更順利。 

5.1.4 區塊鏈與承攬業者 

承攬業者所面對的行業很多，作業流程也繁瑣，不僅做為船公司與貨主

之間的溝通橋樑，更在航運流程的後續工作，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每與一間

廠商談成生意後，要建立的文件、合約非常之多，如本文所述，在紙本傳遞

與簽章的過程中，一份合約必須通過諸多的流程，這些文書處理成本，不只

有大量使用的紙張，也會耗費很多的時間成本；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承攬業

者可以更有效率的處理和每個不同產業間的合約，文件的流程在智慧合約的

幫助下，可以在觸發條件設定好的狀態下，自動的去完成合約的內容，取代

了紙本的傳遞，能減少中間文件丟失、損壞或被篡改的可能性，且可以大量

減少紙張的使用，讓流程更加的環保；轉換成區塊鏈後的承攬業流程，在 S. 

E.Chang et al., (2019)文中探討信用狀區塊鏈化的流程，本研究以此為雛形，

得出承攬業者在區塊鏈化後的流程(圖 5-1)。 

承攬業者受到貨主之委託後，開發提單與貨物智慧合約，海運提單智慧

合約與傳統海運提單內容相同，貨物智慧合約是將貨物的詳細資訊皆列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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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參與航運流程之行業可從中讀取所需之資訊，例如：物流業者從貨物智

慧合約中讀取小提單資訊、海關在貨物智慧合約中讀取報關單及產地證明資

訊，而買賣雙方可在此平台中，與押匯銀行及開狀銀行共同開發信用狀智慧

合約；所有會用到的資訊及合約，都可以在此平台中查詢，每個業別只能查

詢自己所需要的資訊，由於區塊鏈的加密性能使此些合約受到保護，每份合

約內容，只有特定的密碼能夠打開，要更改合約內容的話，必須得到所有相

關方的同意，才能重新佈署，故文件與合約的安全性是足夠的，且不會如紙

本傳遞般，在傳遞過程中丟失或遺失。 

 

圖 5-1 承攬業於區塊鏈中之作業流程 

圖片來源：本研究整理 

 

5.1.5 區塊鏈航運發展探討與建議 

  本研究問卷中，最後有一問項為對此問卷(或航運區塊鏈)的建議，在

回收的問卷裡，填答者有給出一些建議(附件三：填答者意見回饋)，從所列

之回應中可以看出，業界人士對區塊鏈是有多元想法的，也認為未來區塊鏈

在航運上是具有潛力的，多年來航運流程效率低下，面對這個新技術業者是

期待能夠簡化一些流程的，在轉型後，會希望能更清楚掌握即時的資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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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平台上的成員共享訊息，實質管理上游供應鏈的狀態，對資料、資訊和

數據的保護，也能更安全；區塊鏈進入航運是國際上正發生著的大事，國內

更應積極打入此市場，和世界連結並提升競爭力。 

但是在發展上會是有一定的難處的，第一現在業者對區塊鏈的認識與掌

握程度有限，區塊鏈技術也正處於發展階段，要能獨立發展出區塊鏈實屬非

常不易；第二區塊鏈需要很大量的資訊串連在一起，要馬上見到效果是非常

不可能的，在整合資訊上，會牽涉到不同的資料型態甚至有法律上的問題，

都是有待解決的；第三區塊鏈的整合或發展，並不能在短時間內見效，會需

要一段長時間的過渡期與不斷優化的過程；第四區塊鏈的建置成本算是高

昂，一些較中小型的公司，可能不會願意往這方面發展，所以航運、承攬業

全面區塊鏈化的目標，還會有很多的變數在這之中。 

針對承攬業者的使用意圖方面，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 

1. 承攬業者會因為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可以使自家公司在相關產業

中的企業形象更高，進而影響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是有用的，並對

此平台產生使用意圖。 

2. 主觀規範會影響形象，意即受到其他相關產業使用區塊鏈平台的影

響，進而使承攬業者會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會提升自家公司的企業

形象，間接影響認為航運區塊鏈平台有用性的知覺。 

3. 當統一標準後的區塊鏈平台，必須確保其輸出品質與系統穩定性，

因為承攬業者會對於區塊鏈平台所產出的品質佳，而提升對區塊鏈

平台是有用的知覺，並對平台產生使用意圖。 

4. 航運區塊鏈平台，必須讓業者覺得實用、好用，以及使業者覺得很

容易操作、不需要太多專業的知識即可上手，因此平台的功能、介

面、流程等，要能做出完整的規劃，讓使用者與此平台的互動式良

好的，這些因素會使承攬業者對其產生使用意圖。 

本研究依業者與政府分別給出以下建議： 

1. 承攬業者 

  在本研究的樣本結構內，有大多數的填答者於航運相關工作產業，工

作時間為 1-5 年，因此認為可以讓這些剛加入航運業工作的航運新鮮人，受

完整的區塊鏈教育訓練，培養區塊鏈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並將訓練後成果投

入在此技術的開發上，未來若政府開始發展這方面之技術時，業者即可更快

的在這領域上，區塊鏈對更年輕的人或團隊有更重要的影響，因為他們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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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技術的進步，更有耐心忍受公司內部突破性的技術改革(Papathanasiou et al., 

2020)。 

2. 政府 

  本研究建議，國內欲發展航運區塊鏈，應當政府單位從開始發展最為

合適，不僅可以統一標準，順帶整合國內的資訊系統並且管理，使航運區塊

鏈的發展能更深思熟慮，其平台之功能、平台介面、操作流程、與其他平台

的串連方式、資訊應用等，理當有一套準則，如將文件標準化和平台統一，

是驅動使用區塊鏈平台的重要因素(Papathanasiou et al., 2020)，區塊鏈技術還

可以為開發統一平台提供基礎，該平台將同步流程，減少庫存持有成本和運

輸過程中的錯誤(Papathanasiou et al., 2020)。並在開發過程中舉辦更多的公聽

會、演講、研討會或課程等，邀請航運業主管級或是基層員工一起共同研

討，讓更多承攬業者或是其他航運相關產業可以了解區塊鏈，產業間彼此互

相研究、共同擬定航運區塊鏈發展的方案，必須有短、中、長期完整的發展

的規劃，本研究也認為，政府單位可以先找承攬業或其他航運相關產業中，

較大型的企業開始合作，共同研發這個新技術，接著與中小型的公司，探討

如何能使這些中小型企業，與這個技術做結合，最後政府與這些企業合作打

造航運區塊鏈平台，而此平台的開發要以與世界其他國家連結，才能更多不

論大型，或是中小型的航運相關企業加入其中此平台，最後使航運相關企業

全面區塊鏈化。 

5.2 後續研究建議 

  區塊鏈在國內尚未達普及程度，如本研究的問卷調查中，儘管比特幣

是家喻戶曉的名詞，卻還是有受測者不知背後的技術即為區塊鏈，也有受測

者並不知曉 IBM 與馬士基共同打造的區塊鏈平台，故在此方面可以多加宣

導、加強職員教育、企業訓練等，而航運區塊鏈平台開發的方法與設計，不

能只以理論作為基礎，應搭配實務的流程做規劃，後續研究者可以國貿流程

為基礎平台的開發為出發點，加入更多航運相關產業作為節點，提供給業者

使用，更需要隨著業者的作業流程，用實際的資料做模擬，修改平台的實用

性，並計算其成本與傳統方式的差別，以平台與成本的資訊，做情境分析，

以此給業者與政府做為開發區塊鏈平台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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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前測問卷 

區塊鏈使用意圖之問卷調查 

親愛的受測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填答此問卷。本研究正在進行「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承攬業者對區

塊鏈技術的使用意圖」之研究，需要您寶貴的意見，而此問卷主要受測對象是承攬業者，其目的在

於了解承攬業者對區塊鏈的了解程度，以及未來是否會願意使用區塊鏈技術等相關議題，本問卷採

不記名方式，您所填答的內容資料主要做統計分析後，僅做學術討論之用，絕不對外公開，請您安

心作答。懇請您惠予協助撥冗參與此調查，以促本研究成功，誠摯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喜樂 

指導教授：黃明居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管理物流學系 林紘宇 敬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性別？□生理男  □生理女 

年齡？□20 歲以下□21-25 歲□26-30 歲□31-35 歲□36-40 歲□41-45 歲□46 歲以上 

教育程度？ □高中職(含)以下□專科□大學□研究所(含)以上 

在航運相關產業工作經驗幾年？□一年內□2-5 年□6-10 年□10 年以上 

是否知道 IBM 與馬士基聯手打造區塊鏈平台？□是□否 

在哪裡聽過區塊鏈相關知識？(可複選) □從未聽過□報章媒體□親朋好友□同事或同儕之間□社群

網站□因為比特幣進而得知區塊鏈□其他 

此影片是否能讓您對區塊鏈平台有初步了解？□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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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基本介紹 

近年來比特幣的興起，改變了金融業的運作模式，隨後，作為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更是引起

各界的關注，其擁有去中心化、匿名、不可篡改、加密等特性，使得交易雙方能清楚查詢此交易紀

錄，也因此機制省去中間委託人的程序；現今航運業者仍以紙張作業為主，紙本的傳遞與消耗成本

也大，且文書處理時間長，大大降低國貿效率。基於成本考量，目前全球最大貨運公司-馬士基，

幾年前也與電腦公司 IBM 合作，成功做出了以航運為主的區塊鏈平台，而發展區塊鏈技術主要期

望能帶來下列幾項益處： 

(1) 減少紙張使用與過長的文書處理，估計在使用區塊鏈技術後，能將本來幾天的文書處理時間，

可以縮短為幾分鐘內完成； 

(2) 在發展中國家，海關的效率低下，且貪污行為嚴重，期望能就由區塊鏈技術，抑制此些行為； 

(3) 能夠提供更詳細的貨物產地來源，避免一些偽造品、偽証書等，使消費者能更安心購買產品； 

(4) 能即時的追蹤貨櫃，清楚掌握貨櫃隨時的流向及狀態，使貨櫃管理方面能更加全面且即時。 

題
項 

第二部分、同意程度調查 

此區的問卷題目，主要是為了瞭解承攬業對於區塊鏈的接受

程度，以及未來對這個新興的科技，是否會願意使用等問

題。請問您對下列每個敘述之同意程度為何?請從右方之選項

方格中逐題勾選(✓)您認為最合適的答案。 

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其他相關行業也有使用區塊鏈      

2. 其他相關行業也認同使用區塊鏈      

3. 其他相關行業也積極想導入區塊鏈      

4. 其他相關行業認為使用區塊鏈是未來趨勢      

5. 因為其他相關行業使用區塊鏈，所以我們也該使用區塊鏈      

6. 覺得使用區塊鏈在同業中會更好的未來性      

7.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有比較好的企業形象      

8.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比沒有使用的同業更具有影響力      

9. 可以清楚地了解區塊鏈的特性與我工作的相關性      

10. 覺得區塊鏈在我的工作上是重要的      

11.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是符合工作上需要的      

12.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13. 此區塊鏈平台所用的資訊是清晰易懂的      

14. 此區塊鏈平台能提供完整的貨物資訊      

15. 可以將區塊鏈所擁有的特性清楚的告訴別人      

16. 可以將區塊鏈的益處清楚告訴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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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認為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18.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實用      

19. 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容易完成工作      

20. 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迅速完成工作      

21. 使用區塊鏈平台使我更快找到我所需要的資訊      

22. 覺得學習使用區塊鏈平台很容易      

23. 覺得區塊鏈平台不會很難操作      

24.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容易熟練      

25. 會希望公司全面使用區塊鏈      

26. 會希望相關行業或客戶皆使用區塊鏈      

27. 會推薦其他人(或同行、相關行業、客戶等)使用區塊鏈      

28. 認為區塊鏈具有未來性，所以該使用區塊鏈      

29. 若是區塊鏈有新的發展，會嘗試了解並使用      

30. 覺得該獨自建立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      

31 會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      

 

對於此問卷，您是否有任何建議，歡迎留下您寶貴的建議給我們，謝謝您！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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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正式問卷 

區塊鏈使用意圖之問卷調查 

親愛的受測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填答此問卷。本研究正在進行「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承攬業者對區塊

鏈技術的使用意圖」之研究，需要您寶貴的意見，而此問卷主要受測對象是承攬業者，其目的在於

了解承攬業者對區塊鏈的了解程度，以及未來是否會願意使用區塊鏈技術等相關議題，本問卷採不

記名方式，您所填答的內容資料主要做統計分析後，僅做學術討論之用，絕不對外公開，請您安心

作答。懇請您惠予協助撥冗參與此調查，以促本研究成功，誠摯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喜樂 

指導教授：黃明居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管理物流學系 林紘宇 敬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性別？□生理男  □生理女 

年齡？□20 歲以下□21-25 歲□26-30 歲□31-35 歲□36-40 歲□41-45 歲□46 歲以上 

教育程度？ □高中職(含)以下□專科□大學□研究所(含)以上 

在航運相關產業工作經驗幾年？□一年內□2-5 年□6-10 年□10 年以上 

是否知道 IBM 與馬士基聯手打造區塊鏈平台？□是□否 

在哪裡聽過區塊鏈相關知識？(可複選) □從未聽過□報章媒體□親朋好友□同事或同儕之間□社群

網站□因為比特幣進而得知區塊鏈□其他 

此影片是否能讓您對區塊鏈平台有初步了解？□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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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基本介紹 

  近年來比特幣的興起，改變了金融業的運作模式，隨後，作為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更是引

起各界的關注，其擁有去中心化、匿名、不可篡改、加密等特性，使得交易雙方能清楚查詢此交易

紀錄，也因此機制省去中間委託人的程序；現今航運業者仍以紙張作業為主，紙本的傳遞與消耗成

本也大，且文書處理時間長，大大降低國貿效率。基於成本考量，目前全球最大貨運公司-馬士

基，幾年前也與電腦公司 IBM 合作，成功做出了以航運為主的區塊鏈平台，而發展區塊鏈技術主

要期望能帶來下列幾項益處： 

(1) 減少紙張使用與過長的文書處理，估計在使用區塊鏈技術後，能將本來幾天的文書處理時間，

可以縮短為幾分鐘內完成； 

(2) 在發展中國家，海關的效率低下，且貪污行為嚴重，期望能就由區塊鏈技術，抑制此些行為； 

(3) 能夠提供更詳細的貨物產地來源，避免一些偽造品、偽証書等，使消費者能更安心購買產品； 

(4) 能即時的追蹤貨櫃，清楚掌握貨櫃隨時的流向及狀態，使貨櫃管理方面能更加全面且即時。 

題
項 

第二部分、同意程度調查 

此區的問卷題目，主要是為了瞭解承攬業對於區塊鏈的接受程

度，以及未來對這個新興的科技，是否會願意使用等問題。請

問您對下列每個敘述之同意程度為何?請從右方之選項方格中逐

題勾選(✓)您認為最合適的答案。 

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其他相關行業也有使用區塊鏈      

2. 其他相關行業也積極想導入區塊鏈      

3. 因為其他相關行業使用區塊鏈，所以我們也該使用區塊鏈      

4. 覺得使用區塊鏈在同業中會更好的未來性      

5.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有比較好的企業形象      

6. 覺得使用區塊鏈會比沒有使用的同業更具有影響力      

7. 可以清楚地了解區塊鏈的特性與我工作的相關性      

8.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是符合工作上需要的      

9. 覺得區塊鏈的特性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10. 此區塊鏈平台所用的資訊是清晰易懂的      

11. 此區塊鏈平台能提供完整的貨物資訊      

12. 可以將區塊鏈所擁有的特性清楚的告訴別人      

13. 認為使用區塊鏈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14.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實用      

15. 覺得使用區塊鏈平台能更迅速完成工作      

16. 使用區塊鏈平台使我更快找到我所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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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覺得與此平台互動是清楚且易了解的(ex:查詢資料過程)      

18. 覺得區塊鏈平台不會很難操作      

19. 覺得區塊鏈平台很容易熟練      

20. 會希望公司全面使用區塊鏈      

21. 會希望相關行業或客戶皆使用區塊鏈      

22. 會推薦其他人（或同行、相關行業、客戶等）使用區塊鏈      

23. 認為區塊鏈具有未來性，所以該使用區塊鏈      

24. 若是區塊鏈有新的發展，會嘗試了解並使用      

25 覺得該獨自建立屬於自家公司的區塊鏈平台      

26 會主動嘗試建立區塊鏈平台      

 

對於此問卷，您是否有任何建議，歡迎留下您寶貴的建議給我們，謝謝您！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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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填答者意見回饋 

1. 業者對於區塊鏈的認識非常有限 

2. 建立區塊鏈平台對業者還是太困難，能有統一平台讓業者共同使用會更好 

3. 區塊鏈是未來海運的趨勢，但還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普遍使用，且還要有

相容的程式才能把不同家的資料相容 

4. 區塊鏈需要較多的資訊串連，在現行的環境中不容易馬上實現，需要在經

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後再說 

5. Forwarder 應該會建置的可能性，目前較低 

6. 可用更簡單的方式理解區塊鏈 

7. 鼓勵並宣導台灣航運業加入區塊鏈 

8. 提供新方法，解決舊問題，值得支持 

9. 帶來的優勢就是在市場上看到的真實動力，讓它在市場成熟度方面確實到

達下一個境界，能對自己以及產業都有所提升 

10. 管理船運和掌握相關資訊可以更有效率地進行，旨在希望可以解決過去經

濟發展模型造成的困境，著重附加經濟價值高的科技產業 

11. 自動且可靠的追蹤工具，並透過即時的資訊共享及這個平台上的成員網

絡，走向一個更安全、透明及有效率的工作流程 

12. 能讓業者更清楚掌控上游供應鏈，未來區塊鏈航運應用市場不會只有一家

業者獨大，而是有空間讓多家業者競爭 

13. 分散式資料庫技術能對現有產業做出進一步貢獻，不但能對產業整體有所

助益，也會對全球需要跨國船運的客戶帶來幫助 

14. 可以獲得重要價值，具有巨大潛力，提供了可以建立信任的交易，在即時

取得航運數據的過程中，也能確保數據隱私與機密性 

15. 航運業在經歷了多年的產能過剩和運費下滑之後正在尋求自身的轉型，這

一進步的核心是更加注重於簡化過時的流程，希望該系統能夠惠及全球物

流生態系統的利益相關者 

16. 若未來有機會請幫助台灣物流公司在世界級市場中升級化 

17. 希望區塊鏈可以更深入淺出，讓使用者方便易懂 

18. Forwarder 客戶其實也許不這麼希望資訊公開透明。另外關於海關賄賂的

敘述，也許這是一個假設狀況，但公職單位看到這個敘述應該不會感受太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