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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旨在從企業多角化觀點探討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流之研究，

經由多角化等文獻回顧與專家訪談彙整出三大構面及 14 項評估準則，透過

專家問卷並利用層級分析法進行結果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

電商物流最重要的前五項評估準則依序為：物流整合能力、客戶服務能力、員工專

業知識、資訊科技系統及資訊整合能力。在營運模式方面，本研究建議國際貨運承

攬業者現階段仍應以國際運送夥伴的模式為主，待市場規模擴大且具規模經濟時，

則可考慮海外倉儲以及自建平台系統模式。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可提供國際貨運承攬

業經營跨境電商物流參考。 

關鍵字：多角化、國際貨運承攬業、跨境電商物流、層級分析法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cru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 enter into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business. A research 

framework including three dimensions and 14 criteria is proposed based o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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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s. 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with expert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to identify the cruci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gistics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as perceived by respondents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 enter into the cross-border e-

commerce logistics business, followed by customer service capability, knowledgeability 

of employees,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ith respect to entry modes, this study suggests freight forwarders should 

adopt the mode of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partners to enter into the cross-border e-

commerce business in the short term, followed by the modes of overseas warehousing 

and self-built platform system.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freight forwarders to conduct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busines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iversification,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 Cross-border e-Commerce 

logistic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壹、前言 

網際網路的普及帶動了電子商務的

發展，近年來更因為科技進步及物流服務

配送迅速等因素，使傳統消費模式已逐漸

改變，取而代之的是海外跨境購物型態，

亦即所謂的跨境電子商務(簡稱跨境電商)。

尤其 2020 年初我國所發生的新冠肺炎 

(COVID-19)更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型態，

儘管疫情並非對所有電子商務市場帶來

正面效益，但疫情已增加網路銷售額達到

52%，以及增加 8.8%消費人口(Sikandar, 

2021)。根據 eMarketer 統計，2017 年全球

電商交易金額達 2.352 兆美元，受到疫情

影響，2020 年全球網路零售市場規模更擴

大到超過 4 兆美元，年成長率達 27.6%，

預估 2022 年的銷售額將達到 5 兆美元，

此也顯示跨境電商的大幅成長(經濟日報，

2021)。而跨境電商的強勢成長，不僅刺激

帶動銷售動能，同時更衍生龐大的物流配

送商機，就連全球大型電商業者也看好市

場潛力紛紛跨入經營物流業務。中國的電

商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表示：「大家講

電子商務在中國是一個奇蹟，但我個人認

為，物流行業才真正是中國過去十年誕生

的最了不起的奇蹟」。看好物流商機，阿里

巴巴集團在 2013 年與其他公司聯合打造

菜鳥網絡，並致力實現集團的物流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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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範圍內 24 小時送貨必達、全球範圍

內 72 小時送貨必達(商周.com，2016)。 

臺灣航運產業興盛，不論是臺灣本土

船公司或是航空公司皆占據全球排名前

幾位，而航運產業包含了相當多的行業，

就我國航業法之規定，航業係指以船舶運

送、船務代理、海運承攬運送、貨櫃集散

站經營等為營業之事業。然就承攬運送業

而言，其大多屬中小型企業，與國際大型

業者相較之下缺乏競爭力而無法與之抗

衡，尤其承攬運送業進入門檻較低，即便

在 2009 年金融海嘯時期，海運承攬運送

業與航空貨運承攬業仍分別增加 27 家與

49 家業者。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9)資

料顯示，截至 2018 年海運承攬運送業已

有 934 家，航空貨運承攬業則突破一千來

到 1,280 家，可知國際貨運承攬業競爭相

當激烈。壹讀(2015)指出航運業作為古老

的產業，傳統壁壘也正接受著新興電子商

務所帶來的衝擊。網際網路不應僅僅為海

運貿易帶來營運的便捷、效率的提升和成

本的降低，更有望在深層次上改變底層的

商業邏輯，即通過航運上下游的連通而實

現各個單位的整合，從而創造出無數新的

商業模式。在面對如此競爭激烈的內、外

環境下，價格已不再是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吸引客戶選擇的唯一考量因素；相對地，

業者應思考如何將本身的資源及能力做

最有效的分配與運用，並不斷創造其物流

價值，乃是目前國際貨運承攬業者該思考

的重要課題(黃國瑋，2017)。 

面對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趨勢及其

帶來的無限商機，國際海運承攬業本是經

營國際物流運送的專家，若能透過多角化

經營策略，進入新興的跨境電商物流市場，

則將可提供客戶更全方位的物流服務，便

能在競爭者眾多的市場中擁有持續性競

爭優勢。近年來，臺灣已有多家船公司和

貨代聯手打造全球跨境電商物流服務平

台，積極將既有國際運輸業務與跨境電商

做結合，尋求在激烈競爭市場中另闢新路

(萬達國際物流，2014)。例如中華航空的貨

運量名列全球第七，其中快速增長的電商

貨物，估計已占其總貨量的一成，而搭著

此跨境電商風潮，華航不但要攬運電商貨，

更計畫要自行經營電商零售，規劃利用公

司所擁有的 350 萬會員數，以目前機上銷

售的免稅品、SKY MALL 與送貨到家的服

務做基礎來發展電商業務(中時電子報，

2017)。 

目前許多關於跨境電商之研究，有部

分使用質性研究方法做跨境電商模式之

研究(賴玲如，2016)或跨境電商市場通路

現況與發展(高月娥，2016)，亦有針對跨境

電商之服務品質(蔡萱儀，2017)、跨境電商

政策及稅則(朱陳尚民，2016)以及物流業

經營電商關鍵因素(洪淑芬、戴輝煌，2017；

楊清喬等人，2018)之研究議題，然鮮少研

究從企業多角化經營策略觀點探討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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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物流。面對劇

烈變動之航運物流市場，企業為尋求永續

經營應該針對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制定

一套轉型策略，其中多角化策略即是企業

轉型最常見的策略模式之一，然而企業在

進行多角化策略時仍有其風險存在(郭榮

茂等人，1998)，實有必要了解影響多角化

之關鍵要素。因此，在跨境電商的風潮下，

本研究將蒐集彙整相關文獻及專家意見，

探討臺灣國際貨運承攬業該如何進行多

角化策略，藉以跨入此龐大的跨境電商物

流市場，進而掌握新的契機且提升競爭力。

故本研究目的旨在從企業多角化經營觀

點瞭解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

物流之主要考量因素；以及就國際貨運承

攬業者而言，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業務最佳

的多角化經營模式，相關結果可提供業者

後續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業務時之經營策

略參考。 

綜合上述研究主題與目的後，本文第

二節為文獻回顧，將針對跨境電子商務、

企業多角化理論、影響國際貨運承攬業經

營跨境電商物流之因素等相關研究進行

彙整，第三節為研究方法，針對研究變項

之操作性定義、問卷設計、抽樣對象及分

析方法進行介紹，第四節為研究分析結果，

最後一節則為本研究結果與建議。 

貳、文獻回顧 

2.1 跨境電子商務(跨境電商) 

2.1.1 跨境電商之定義與特性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有別

於傳統商業活動，是一種以網路為基礎的

新型商務運作模式，交易雙方以電子傳輸

的方式取代以往的紙本或當面交換的方

式進行商品的服務與交易。經濟部商業司

(2015)認為所有與商品或服務的所有權轉

移相關之行為，是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

化媒介所進行的商業及商務交易行為，都

可稱為「電子商務」。楊清喬等人(2018)則

定義電子商務是透過網際網路或經由電

子化過程，所進行的商業活動或服務行

為，以改善作業流程、增進服務品質效率、

減少營運成本為主要目的。而跨境電商即

是 跨 境 電 子 商 務 (Cross-border e-

Commerce)，近年來因網路的發達而日益

蓬勃，儼然成為國際貿易的一種新型態。 

一般而言，傳統的國際貿易流程需要

經過冗長的物流關卡(圖1)，才能送達消費

者手中，而跨境電商則可將商品資訊放於

跨境電商平台，使資訊直達消費者，商品亦

可直接透過網路直接向供應商下訂單，免

去了中間的進出口商、批發/零售商等中間

媒介，可更快速的取得商品。 

根據iResearch (2018)的定義：跨境電

商是分屬不同關境的交易主體，通過電子

商務平台達成交易及進行支付結算，並藉

由跨境物流送達商品來完成交易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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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跨境電商之流程如下圖2所示，

可知，跨境電商與電子商務流程架構上並

無太多差異，其最主要之差別在於：以往

的電子商務買賣雙方皆屬同一國境；跨境

電商的買賣雙方則分屬不同國境，其物流

配送範圍更為廣泛。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林湘昀(2015)、洪淑芬、戴輝煌(2017)。 

圖 1 傳統國際貿易與跨境電商之差異 

 
資料來源：本研究參考林湘昀(2015)繪製。 

圖 2 跨境電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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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跨境電商之經營模式 

跨境電商的經營模式主要依靠網路，

本研究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整理出目前

臺灣業者進入跨境電商的主要方式，可分

為以下五種經營模式(高月娥，2016；朱海

成，2016；洪淑芬、戴輝煌，2017；楊清

喬等人，2018；Digitimes, 2017)： 

1. 跨境直接銷售：供應商將商品交予臺灣

所建立的跨境電商平台，跨境電商平台

再將跨境商品銷售至海外消費者，屬於

B2C 的交易類型。此跨境營運方式，由

於平台是直接設立於臺灣，故網站經營

較容易也可直接面對目標市場，但需自

行解決相關物流、金流、資訊流及稅務

計算等問題。例如：PChome 全球購、

臺灣通、臺寶網、自營品牌商等。 

2. 平台橋接：供應商將商品交給臺灣所建

立的跨境電商平台，臺灣跨境電商平台

與海外電商平台合作，將商品以B2B方

式運送，由海外電商平台直接銷售商品

予海外消費者。此跨境營運方式，可將

海外物流、金流、資訊流等以委外方式

交由海外平台。例如：聚豐全球貿聯網

與 Amazon Business 合作。 

3. 代營運商：供應商透過中間的代營運商，

將自身商品上架於境外跨境電商平台，

再銷售給國外消費者。例如：藍新科技

與京東商城及天貓國際合作、網勁科技

與淘寶網合作。 

4. 落地經營：供應商直接至海外架設電子

商務平台，將商品直接販售給海外消費

者。此跨境營運方式，需了解當地消費

行為作為參考，並依當地相關營運規則

來制定當地行銷策略，且需自行處理物

流、金流、資訊流等問題，風險和成本

都較高。例如：PayEasy、大潤發旗下之

飛牛網。 

5. 提供平台，專注本業：跨境電商的物流

運輸模式主要區分為海運以及空運，不

管是哪種運送方式都需要考量運送時

效、運費及關稅計算等問題，而原本就

具有完善物流服務的第三方物流業者

則是跨境商家合作的優先選擇，屬於特

別的跨境營運類型。例如：淘寶與中菲

行航空貨運承攬合作、物流倉儲業者。 

以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的操作角度來

看，在傳統跨境電商物流中從賣家自電子

商務平台接收訂單後，即可將貨物委由業

者代為運送，包含國內外報關、安排運輸

工具、內陸運輸等。而現今有部分業者依

自身資源及能力，提供整合型服務，即從

代運提升到建立海外倉儲、建立電子商務

平台，以下整理三種不同國際貨運承攬業

者經營跨境電商物流之模式 (王佩涵，

2017)。 

1. 國際運送夥伴 

由於跨境物流涉及了兩個不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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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境的關稅問題，故有許多的電商平台積

極將物流外包給第三方物流。中菲行國際

物流公司早在2015年便與中國電子商務

龍頭‐阿里巴巴與京東簽訂合約，成為其主

要物流貨代業者之一，其中與阿里巴巴的

載貨量共計1.5萬噸，除空運航線囊括亞太

地區，海運更幾乎涵蓋全球航線。另外與

京東的合作，更橫跨歐、亞多國(自由時報，

2015)。 

2. 海外倉儲 

跨境電子商務使得消費者能夠無時

差的購物，傳統的物流已無法滿足消費者

的需求。亞馬遜更提出了FBA頭程服務

(Fulfillment by Amazon)，此為一種亞馬遜

提供的代發貨服務，賣家需先將產品發送

至FBA倉庫，亞馬遜便會安排倉儲、撿貨

包裝、配送訂單、收款、退貨處理的一條

龍服務(歐斯瑞，2017)。每日頭條(2017)則

將海外倉儲服務定義為賣家在銷售目的

地進行貨物倉儲、分揀、包裝和派送的一

站式控制與管理服務。更確切來說，海外

倉儲應該包括頭程運輸(即賣家先將產品

發送至指定倉庫的一個運輸流程，其中包

括清關、預付關稅等服務)、倉儲管理和本

地配送三個部分。而臺灣的台驊控股則掌

握先機，積極強化在大陸的倉儲配送業

務，為提供一條龍服務，不僅斥資收購倉

儲配送公司-聯宇達方物流，在中國地區提

供倉儲管理和配送服務，更搭配提供末端

宅配B2C物流服務的電子商務物流公司-

賽澳遞物流，建構B2B2C的全方位物流服

務(台驊控股，2016)。 

3. 自建平台系統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2017)在

貿易雜誌中整理了裕隆行國際運通股份

有限公司行銷經理-潘偉閎的建議，其中指

出可提供跨境消費型物流客戶一碼到底、

全程物流追蹤服務的「電子商務物流平

台」，才能提供企業、消費者可靠的物流

服務。華美航運在2016年建立了跨境電商

物流平台，提供消費者或個人賣家買賣交

易服務的平台，並將跨境物流一站式整合

代辦(華美航運網站，2018)。曜捷運通有限

公司也建立了關係企業-海克力斯，其所建

立之平台提供了日本、韓國及美國的倉

儲，並安排運送到府(圖3)。 

資料來源：參閱海克力斯網頁繪製。 

圖 3 海克力斯跨境電商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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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角化經營策略 

2.2.1 多角化定義與模式 

多角化是企業採取成長策略中的重

要策略模式之一，由於經營跨境電商物流

可視為企業多角化的行為之一，故本研究

將針對多角化經營策略相關理論與文獻

進行回顧。Ansoff (1965)認為企業可透過

市場以及產品開發兩種途徑來達成企業

成長的目標，當企業同時涉及市場與產品

的擴大與開發時，即可稱此為多角化策

略。多角化模式除可以依據和本業之關聯

度分為相關多角化與非相關多角化

(Aaker, 1989)，Ansoff (1965)依據產品和市

場兩特性，將多角化分為集中式多角化、

水平多角化以及複合式多角化三種；

Rumelt (1974)則依據企業多角化的意願程

度，以及多角化所需技術、資源與原企業

之關聯度，分為低度多角化、中度多角化

以及高度多角化。楊鈺池、彭巧文(2013)探

討臺灣港務公司選擇多角化經營模式之

研究，則將多角化模式分為垂直多角化、

水平多角化、同心多角化以及複合式多角

化等四種。 

依據策略管理程序，企業在進行相關

策略規劃選擇時，需針對外部環境的機會

與威脅進行分析，同時亦須針對企業內部

資源所呈現的優劣勢做考量，藉此選擇最

適之策略(林孟彥、林均妍，2014)。因此，

可知企業在進行策略規劃時，主要受到內

部資源與能力以及外部環境等變數之影

響。過去已有相當多研究針對企業多角化

進行探討，楊鈺池、彭巧文(2013)歸納出主

要之多角化理論包括資源基礎理論、企業

成長理論、傘型理論、代理理論、樹型理

論以及燈籠理論等，從過往研究可發現，

多數研究均結合資源基礎理論以及外部

環境分析來探討企業多角化策略(郭榮茂

等人，1998；張雅富，2002；陳秀雯，2010；

楊鈺池、彭巧文，2013；Prithwiraj et al., 

2010; Jorunn, 2011; Manuel, 2016)。故本研

究參考過往有關多角化之研究，結合資源

基礎理論以及企業外部因素進行探討，進

而歸納出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

商物流之關鍵成功要素。 

2.2.2 多角化理論-資源基礎觀點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View, 

RBV) 的概念最早可追朔至 1957 年

Selznick 提出的組織獨特能力，而 1959 年

Penrose 認為企業所擁有的資源與其獨特

的能力是影響企業行為的關鍵因素，並可

使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此理論成為資

源基礎理論的先驅。1984 年 Wernerfel 提

出資源基礎觀點一詞，他強調應以資源的

角度取代以產品出發的角度來擬訂企業

策略。以實務來看，雖產品與資源是同等

重要的，但若能突破舊有框架，將自有資

源有效利用轉變成獨特能力，使其成為企

業持久的競爭優勢。文獻上針對資源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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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要有兩個學派論點，一類是將企業所

有核心要素統稱為資源，例如 Hitt et al. 

(1998)簡單將資源分為有形與無形兩大類；

Hofer and Schendel (1987)將核心資源分為

財務、組織、人力、實體與科技五大類；

Chatterjee and Wernerfelt (1991)將核心資

源依據其彈性區分為低彈性的實體資源、

中等彈性的無形資源及較有彈性的財務

資源等三類；Grant (1991)將資源延伸分為

財務資源、實體資源、人力資源、科技資

源、聲譽及組織資源等六種。另一派則將

資源與能力分開視之，例如 Leonard-

Barton (1992)將能力與資源分為四種，能

力為員工具備的經驗與專業技術能力及

管理能力；資源則為科技系統及企業內部

的結構及規範等。吳思華(1996)歸納國內

外學者觀點，將資源分為資產與能力兩類。 

資源基礎理論主張企業訂定策略的

思考中心是企業內部資源及能力，而其又

可連結至企業長期的競爭優勢，故企業應

以不同的角度、組合與用途，重新評估及

檢討企業資源(司徒達賢，2001)，而核心資

源之辨識、累積、培植與發展管理更是不

可或缺的(林晉寬，1995)。然，並非所有資

源均可視為競爭優勢之來源 (Barney, 

1991)，吳思華(1996)即強調核心資源應具

備獨特性、專屬性及模糊性三特性；Grant 

(1991)指出企業擁有的資源與能力須具備

耐久性、移轉性、複製性及透明性等四個

特性才能擁有長期的競爭優勢；Barney 

(1991)認為所謂核心資源應該具備價值性、

稀少性、難以模仿性以及難以替代性，方

能使企業獲得持續性競爭優勢。Wong and 

Karia (2009)認為資源基礎理論適用於解

釋第三方物流的競爭優勢，因為資源是在

不同的第三方物流提供商、貨運營運商、

貨運承攬業和第三方物流用戶之間分布。

這些資源具有黏著性，無法在沒有成本的

情況下轉移至其他企業，而且可分為實體、

人力、資訊、知識和關係資源。因此，本

研究基於資源基礎理論之主張，認為國際

貨運承攬業在進行多角化營運策略時，策

略思考之中心應該為企業內部的資源及

能力。故，參照吳思華(1996)及其他學者之

觀點，將分別從資源與能力觀點來探討影

響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業

務的關鍵因素。 

2.3 影響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

跨境電商物流之因素 

由企業內部資源與能力因素來看，已

有相當多研究針對國際貨運承攬業之核

心資源與能力進行探討，例如張若槐(2004)

以資源基礎理論探討海運市場競爭策略，

研究發現海運業之資訊系統資源會正向

影響經營優勢；公司商譽品牌可為公司帶

來差異化競爭優勢；人力資源管理能力與

經營管理能力的結合，可提升企業的營運

績效；與上下游及周邊相關產業建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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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可使服務品質及水準提升，也可使

資本支出減少，並擴大服務範圍等優點；

彈性作業能力與客服能力會正向影響營

運管理績效。康庭瑋(2006)整理多位學者

的文獻，研擬出 23 項海運承攬業者的核

心競爭力，並以海運承攬業者與託運人角

度評選出前 10 項核心競爭力，以貨物運

送之安全性及正確性為排序第一，依序為

文件製作的重要性、了解客戶需求、員工

專業知識與技能之訓練、電話禮節服務與

態度、船期密集性與準確性、與顧客互動

關係之建立、公司形象與聲譽、運務人員

之專業度及公司資訊科技之整合。 

綜整相關研究，就國際貨運承攬業之

內部核心資源與能力，主要包括公司形象

與聲譽、員工專業知識、資訊科技系統、

資金財務、海外分公司或代理、自有倉庫

等資源項目(呂錦山，1998；黃國瑋，2017; 

Liang et al., 2007)；以及資訊整合能力、客

戶服務能力、物流整合能力與金流處理能

力等能力項目(張嘉玫、楊清喬，2015；黃

國瑋，2017; Wong and Karia, 2009; Kwong 

et al., 2012)。 

在有關影響經營跨境電商物流之因

素，朱訓麒、楊惠夙(2015)研究指出跨境電

商講究專業分工，而企業基於不熟悉各國

海關、交易收款、物流配送需求、自行操

作成本較高等原因，常委由第三方公司來

營運，而第三方營運商需有足夠專業的人

才，才有辦法協助企業經營跨境電商，因

此，成功發展跨境電商須具備團隊、卡位、

供應鏈、系統與營運五大專業條件。沈珂

(2016)認為跨境物流的成功關鍵因素為客

戶滿意度、服務與價格以及資訊取得，並

建議業者應該提高進出口通關效率、完善

的出口退稅制度、加強在線支付安全及降

低相關制度成本。Sun et al. (2017)建議在

發展跨境電子商務時，除發展跨境電商物

流資訊系統外，亦應該結合大數據技術，

推動創新的業務模式。Mo (2017)強調跨境

電商物流信息的相關資訊系統建設，最後

更大力推廣跨境電商物流供應商應發展

海外倉儲業務。洪淑芬、戴輝煌(2017)在探

討第四方物流業者在臺灣經營跨境電商

物流之關鍵因素，則發現供應鏈全面整合

能力為第一，其次為資訊技術平台支援的

能力、專業物流服務品質的維持及顧客關

係管理的能力。楊清喬等人(2018)提出國

際物流中心整合跨境電商之首要關鍵因

素為跨境電商資訊整合能力及跨境電商

金流處理能力。由上述文獻回顧，本研究

統整跨境電商物流成功關鍵因素為以下：

專業物流人才、海外據點或分公司設立、

建立海外倉儲、物流資訊平台整合、金流

處理能力、客戶服務等因素。 

企業多角化考慮因素除上述有關企

業內部之資源與能力因素外，亦有學者將

外部環境特性因素納入考量。例如郭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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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1998)認為產業特性、風險性、獲利性、

資本密集度與競爭性等外部環境因素會

影響企業選擇多角化型態。張雅富(2002)

認為環境因素會影響推動港埠多角化經

營，而環境因素包含世界港埠發展趨勢、

上級主管機關支持、航商服務需求變動、

港際間競爭壓力、港埠組織變革壓力及港

埠經營多角化法規之鬆綁。陳秀雯(2010)

在船務代理業多角化經營方案評選之研

究中，外部考量因素包括市場發展機會、

市場規模大小、市場成長潛力、市場獲利

性、市場變化性及與企業核心能力的配適

度；楊鈺池、彭巧文(2013)及杜寶儀(2014)

分別在探討港務公司及航運公司多角化

時，認為除企業本身內部資源與能力外，

認為分散風險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Mo 

(2017)以及 Sun et al. (2017)針對中國在發

展跨境電商業務時，均從國家政策觀點提

出相關建議，Mo (2017)認為國家應透過相

關政策給予支持跨境電商發展；Sun et al. 

(2017)則建議政府應該放寬法律環境，如

海關業務、出口退稅等。因此，由上述由

相關多角化研究顯示，外部環境因素包括

市場發展趨勢、競爭優勢、分散風險、客

戶需求等重要考量因素。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

係屬營運策略上的多角化投資行為，本研

究回顧相關多角化文獻，發現影響企業多

角化的因素可分為內部及外部因素，因此

本文將結合資源基礎理論主張的企業內

部資源與能力，以及外部因素。而國際貨

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物流可分為三

種業務型態，分別為國際運送夥伴、海外

倉儲及自建平台系統，綜整相關文獻並結

合專家訪談，本研究共彙整出國際貨運承

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物流的資源、能力及

外部因素三大構面，以及 14 項評估準則，

並據以建立層級結構，詳如下表 1 所示。 

參、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與構面及準則操作

性定義 

本研究為探討國際貨運承攬業進行

多角化策略經營跨境電商物流之研究，以

資源基礎理論為基礎，針對國際貨運承攬

業之內部核心資源與能力，以及外部環境

分析，歸納彙整出影響國際貨運承攬業進

行多角化經營跨境電商物流之主要因素

分為企業內部資源、能力及外部因素。本

研究提出底下之研究架構如圖 4 所示。 

本研究最後彙整出影響國際貨運承

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之三大構面以及

14 項評估準則，各構面與準則的操作性定

義說明及文獻引用來源如下： 

1. 資源 

(1) 海外分公司或代理數：跨境電商涉及

不同國家間的貿易，物流業者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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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務範圍，會以設立海外分公司

或與國外代理簽訂合約，更能有效處

理貨物運送並掌握貨物資訊(康庭瑋，

2006；江揚禎，2016；黃國瑋，2017)。 

(2) 員工專業知識：跨境電商雖與傳統貿

易類似但仍有些許差異，員工若能具

備一定的專業物流知識，除可迅速處

理客戶問題，更可提供客戶專業的物

流諮詢，並建立客戶對公司服務的信

賴(呂錦山，1998；康庭瑋，2006；張

嘉玫、楊清喬，2015；朱訓麒、楊惠

夙，2015；黃國瑋，2017；Liang et al., 

2007; Wong and Karia, 2009)。 

(3) 資訊科技系統：跨境電商需透過網路

進行交易，故具有良好且完善的資訊

科技系統，除可使公司交換資訊更加

快速，也可使客戶更便利了解貨物資

訊(朱訓麒、楊惠夙，2015；洪淑芬、

戴輝煌，2017；Liang et al., 2007; 

Wong and Karia, 2009)。 

(4) 資金財務：國際貨運承攬業經常提供

客戶不同的月結方式，故需要一定的

資金財務結構 (康庭瑋，2006；李禮

卉，2012；黃國瑋，2017)。 

(5) 公司形象與聲譽：公司具有良好的形

象與聲譽，更容易吸引客戶使用公司

服務(康庭瑋，2006；李禮卉，2012；

張嘉玫、楊清喬，2015；黃國瑋，2017)。 

 

2. 能力 

(1) 資訊整合能力：國際貨運承攬業扮演

第三方的角色，需有效的整合與上下

游廠商的資訊，使客戶隨時掌握貨物

狀態(康庭瑋，2006；張嘉玫、楊清喬，

2015；洪淑芬、戴輝煌，2017；楊清

喬等人，2018；Wong and Karia, 2009; 

Kwong et al., 2012)。 

(2) 客戶服務能力：國際貨運承攬業可視

為服務業的一種，故提供客製化的物

流服務、與客戶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等相當重要(呂錦山，1998；張嘉玫、

楊清喬，2015；江揚禎，2016；黃國

瑋，2017；洪淑芬、戴輝煌，2017；

Kwong et al., 2012)。 

(3) 物流整合能力：提供客戶完善的一條

龍服務，需具備良好的內陸運輸能力、

完善的複合運送、快速進出口通關等

物流整合能力(康庭瑋，2006；張嘉玫、

楊清喬，2015；洪淑芬、戴輝煌，2017；

楊清喬等人，2018)。 

(4) 金流處理能力：國際貨運承攬業涉及

了多個國家的貨物運送，需相當熟悉

各國稅務，且經常提供客戶代墊運費，

故需具備有效管理、調度資金的能力

(張嘉玫、楊清喬，2015；黃國瑋，2017；

楊清喬等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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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評估準則表 

研究 
構面 

評估準則 
參考文獻 

張雅富

(2002) 
葉芊妤

(2005) 
康庭瑋

(2006) 
陳秀雯

(2010) 
楊鈺池、 

彭巧文(2013)
張嘉玫、 

楊清喬(2013)
王佩涵

(2017) 
黃國瑋

(2017) 
楊清喬等人

(2018) 
專家

訪談 

資源 

海外分公司或代理

數 
       

員工專業知識       
資訊科技系統    
資金財務     
公司形象與聲譽        

能力 

資訊整合能力       
客戶服務能力       
物流整合能力       
金流處理能力       

外部 

因素 

因應市場發展趨勢      
分散風險      
增加競爭優勢     
因應客戶需求      
增加服務範疇   

經營

模式 

國際運送夥伴    
海外倉儲    
自建平台系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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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研究架構圖 

 

3. 外部因素 

(1) 市場發展趨勢：隨著科技進步，產業

經營模式改變，故配合市場發展而經

營跨境電商(張雅富，2002；陳秀雯，

2010； 崐羅 毓，2014)。 

(2) 分散風險：經營跨境電商可使公司分

散財務、營運風險(郭榮茂等人，1998；

陳秀雯，2010；楊鈺池、彭巧文，2013；

杜寶儀，2014)。 

(3) 競爭優勢：經營跨境電商可使公司多

角化經營，開拓新客源、增加競爭優

勢(張雅富，2002；楊鈺池、彭巧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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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需求：客戶的消費習慣改變，公

司為留住舊有客戶並吸引新客戶而

經營跨境電商(張雅富，2002；陳秀雯，

2010；羅崐毓，2014)。 

(5) 服務範疇：經營跨境電商可以提高公

司業務範疇，吸引更多客戶(專家訪

談)。 

3.2 問卷設計與抽樣對象 

本研究問卷之設計主要依據文獻回

顧及專家訪談，而專家訪談部份主要針對

現階段有經營跨境電商物流相關業務的

高階主管與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碩

士在職專班之國際貨運承攬業相關人員

進行訪談彙整，問卷內容共分為四個部份，

第一部份為填答者及其所屬公司之基本

資料(含服務年資、職稱、公司成立年數、

公司屬性、員工總數)，以及對跨境電商業

務之認知與瞭解(是否聽過且瞭解跨境電

商、是否跨足跨境電商業務、公司發展哪

些跨境電商業務)；第二部份是研究架構圖

及各構面、準則定義；第三部份是依據三

大構面與 14 項準則就兩個層級之評估準

則分別建立兩兩因素之相對重要性程度

比較，衡量尺度採用 Saaty (1980)所提出之

九點尺度量表。最後一部分則是採用李克

特(Likert)五點尺度料表來衡量國際貨運

承攬業在「國際運送夥伴」、「海外倉儲」、

「自建系統平台」三種不同模式下，對各

資源與能力的滿意度，以及對外部環境的

認同度。 

為確認填答者對本研究主題具有相

當之瞭解與知識，本研究問卷對象主針對

臺灣地區的國際貨運承攬業專業經理級

以上主管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業界專

家進行問卷調查，以整體公司為出發，發

放公司有沛華、沛榮、曜捷、鴻泰、捷盛、

聯盛、高歐、鉅頂、登泰、萬泰、五花馬、

臺灣國際買手商盟及超捷等 13 家業者，

單一公司僅發放 1 份問卷，共計 13 份。 

3.3 層級分析法 

Saaty (1980)在 1971 年為了解決在不

確定情況下複雜且重大的決策問題，發展

出 了 層 級 分 析 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此方法係將問題透過層級

的拆解系統化，並讓決策者經由兩兩成對

的量化比較，求取各層級的權重以顯示其

重要程度，使決策者能選擇較適當的方案。

其具有結構性、複雜尺度、理性成對比較、

運用加權平均值整合不同決策者意見等

特性(馮正民、李穗玲，2000)。由於 AHP

可以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每項影響因素

皆能依研究者的需求納入評估，並確立決

策的優先順序，其在實際應用上具有以下

幾點優點(鄧振源、曾國雄，1989a，1989b)：

(1)利用分層簡化複雜決策問題，且操作簡

易、(2)能掌握所有影響決策的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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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系統化地加以判斷重要程度、(3)可適用

在不確定偏好、感覺及無法劑量的因素之

判斷、(4)層級分析法有透過一致性檢定來

檢定受訪者的共識性，較為客觀。根據上

列優點，AHP 分析法已廣泛被學術及實務

界應用於多準則決策分析。 

Saaty (1980)將層級分析法的過程分

為三個步驟：建立層級架構、計算各層級

要素間權重及整體層級權重。而鄧振源、

曾國雄(1989a，1989b)則更詳細的區分為

底下六個步驟(圖 5)： 

 
資料來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a，1989b)。 

圖 5 AHP 分析步驟 

1. 界定問題 

在進行層級分析法前，可根據研究、

理論、經驗等方式就問題及其所處系統做

詳細的了解。對於問題所處的系統應盡量

擴大考量，納入所有可能影響問題的要因，

同時成立專家評估小組，對問題的範圍加

以界定。 

2. 建立層級架構 

由進行評估的專家利用腦力激盪、文

獻蒐集等方式來找出影響該問題的評估

準則(Criteria)、次要評估準則(Sub-criteria)、

替代方案等組成層級架構，目的在確定目

標達成之各項衡量指標，再進一步評選出

可能的替代方案。Saaty (1980)指出應盡量

將重要性相近之要素放在同一層級，且層

級內的要素不宜超過七個，若超出可以分

層方式解決，避免影響層級的一致性。而

層級內的各個要素須具備獨立性，最高層

級即為評估的最終目標。 

3. 問卷設計與調查 

為了得知要素的相對重要性，須將構

面分為兩兩配對進行成對比較。AHP 評估

尺度基本劃分為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

要、極重要、絕對重要等五項，而 Saaty 

(1980)建議使用九個評分尺度，並分別賦

予 1、3、5、7、9 的名目尺度衡量度，此

外介於此五個基本尺度之間的則分別賦

予有 2、4、6、8 四項名目尺度衡量值；尺

度 1 表示同等重要、3 表示稍重要、5 表

示頗重要、7 表示極重要、9 表示絕對重

要。 
4.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將回收之結果建立成對比較矩陣，可

評估同一層級中兩兩因素間的關係，假設



 

17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之關鍵因素 

17

層級中有 n 個評估構面時，則須進行 n(n

－1)/2 次的重要性成對比較。以下式(1)為

成對比較矩陣的計算式，其中𝑎 𝑤 /𝑤 ，

𝑤 , 𝑤 各為準則 i 與 j 的權重。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後，使用數值分析

中的特徵值(Eigenvalue)解法，找出特徵向

量，以求出各層級的要素權重。設𝑤為各

準則所形成之向量，即𝑤= 𝑊 , 𝑊 , … , 𝑊 ，

可得以下式(2)。 

由於𝑎 與𝑤 /𝑤 必定存在某些程度上

的差異，所以式(2)無法成立。故 Saaty 

(1980)建議以 A 比較矩陣中的最大特徵值

𝜆 來取代 n，便可得到式(3)，而式(3)所

得出的最大特徵向量即為各準則的權重

值。 

𝐴

𝑎   𝑎 ⋯ 𝑎
𝑎   𝑎 ⋯ 𝑎

⋮ ⋱ ⋮
𝑎   𝑎 ⋯ 𝑎

𝑤 /𝑤     𝑤 /𝑤 ⋯ 𝑤 /𝑤
𝑤 /𝑤     𝑤 /𝑤 ⋯ 𝑤 /𝑤

⋮ ⋱ ⋮
𝑤 /𝑤     𝑤 /𝑤 ⋯ 𝑤 /𝑤

              (1) 

𝐴𝑤 𝑛𝑤，𝑊 1,2...nji, ，          

1 1

1 





 


n

i

n

j
ij

n

j
ij

a

a

                            (2) 

𝐴 𝜆 𝐼 𝑤 0                                                    (3) 

 

5. 一致性檢定 

為檢測決策者於評估過程中的合理

性 ， 評 估 結 果 須 經 由 一 致 性 指 標

(Consistency Index, C.I)(式 4)與一致性比

率(Consistency ratio, C.R.)(式 5)來檢視成

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 

𝐶. 𝐼.                       (4) 

𝐶. 𝑅.
. .

. .
                         (5) 

   

其中 R.I. (Random Index)稱為隨機指

數，是隨機產生之矩陣的一致性指數，R.I.

值與矩陣的階數相關，可依據矩陣的階數

找出相對的 R.I.值(表 2)。 

C.I.值若等於 0，表示結果完全具有一

致性，反之若大於 0，表示評估結果不一

致，但 Saaty (1980)認為 C.I.值小於等於 0.1

的偏誤是可以容許的。另外，C.R.值若等

於 0，表示受測者是在極為明智的情況下

填寫問卷，一般可接受 C.R.值小於等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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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範圍內的評估矩陣具有相當程度的

可靠性。 

6. 整體及各層級權重 

各層級的權重計算得出後，再進行整

理層級的權重計算與一致性檢定。最後可

以依照各替代方案的權重來決定最後目

標的最適宜方案。若只有一位決策者，僅

需求取替代方案的綜合評點；若為群體決

策時，則須計算每一決策成員的替代方案

綜合評點，最後再利用加權平均法求取加

權綜合評點，即可決定替代方案的優先順

序。 

表 2 隨機指數表 

階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資料來源：Saaty (1980)。 

 

肆、研究結果 

4.1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針對

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發放專家問卷，截至民

國 108 年 4 月 19 日共回收 13 份，經一致

性檢定後，有效問卷為 13 份。在問卷填答

者基本統計資料部分，產業年資以 21 年

以上為最多，有 6 位(占 46.17%)，其次為

16-20 年，有 4 位(占 30.76%)，而一位未

滿 5 年的受訪者則是任職於國際貨運承攬

業之關係企業所設之電商公司。職稱部分

以副總經理以上人數最多，有 6 位(占

46.17%)，其次為經理/副理，有 3 位(占

23.07%)，其中有兩位辦事員，一位在國際

貨運承攬業的年資有 21 年以上，另一位

則是任職於國際貨運承攬業之關係企業

所設之電商公司。故由填答者之產業年資

與職稱可知，本研究問卷填答者大多為 16

年以上年資且為中高階主管，對國際貨運

承攬業之運作有充分的認識與瞭解，符合

專家之特質，因此本研究所回收之專家問

卷具有一定之信度。 

在公司基本資料部份，首先為公司成

立時間，以 11-20 年及 31 年以上為多數，

各有 4 間(分別占 30.76%)，其次為 5 年以

內(占 23.07%)。所有權型態則以臺灣公司

為最多，有 11 間(占 84.62%)，外國分公司

及臺灣與外國公司則各有 1 間(分別占

7.69%)。員工數則以 101-300 人為最多，

有 4 間(30.76%)，其次則為 50 人以下，有

3 間(占 23.07%)。 

關於跨境電商問項部份，13 位填答者

皆聽過跨境電商，其中有 7 間填答者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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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經營跨境電商(占 53.83%)，雖有 6

位填答者所屬公司尚未經營跨境電商，但

可發現在跨境電商發展的業務中，13 間公

司皆有國際運送業務，其中 7 間公司更提

供海外倉儲服務。目前 13 位填答者雖無

發展自建平台服務，仍可列為之後業務發

展之考量。 

4.2 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

電商物流之關鍵因素 

為瞭解影響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

跨境電商物流之因素，本研究將問卷回收

後利用 Expert Choice 11.5 軟體進行 AHP

分析，以求取各構面及評估準則之權重值

並分別予以排序，詳細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4.2.1 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

物流構面權重分析 

在第一層級有關國際貨運承攬業經

營跨境電商物流方面，表3顯示填答者認

為「C能力(0.390)」為影響國際貨運承攬業

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最主要之構面，其次為

「R資源(0.364)」，最後為「O外部因素

(0.246)」。 

表 3 第一層級構面之權重值 

構面 權重值 排序 

R 資源 0.364 2 

C 能力 0.390 1 

O 外部因素 0.246 3 

由於國際貨運承攬業主要是透過其

獨特能力為貨主安排出貨，如Grant (1991) 

提出資源是企業能力的來源，而能力是競

爭優勢的基礎，因此填答者認為能力是影

響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業務

最重要之影響構面，其次則為資源構面；

相較而言，外部因素之影響性則較少。 

4.2.2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

流評估準則權重分析 

在第二層級評估準則部份，以下將分

別針對資源、能力及外部因素等三個構面

進行權重求取與排序。 

首先為資源構面，表4顯示填答者認

為「R2員工專業知識(0.244)」是影響國際

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業務最

主要之資源評估準則，依序為「R3資訊科

技系統(0.243)」、「R4資金財務(0.207)」、

「R1海外分公司或代理數(0.165)」及「R5

公司形象與聲譽(0.141)」。 

國際貨運承攬業在進行貨物運送時，

涉及了各國法規、國際貿易條款、運輸工

具的安排等，皆影響貨物運送的時效及安

全，尤其跨境電商更涉及多國間的貨物往

來運送，員工若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除可

妥善為客戶安排貨物運送，也可即時回答

客戶問題及處理異常，所以員工專業知識

為最重要之資源。隨著科技的演變，傳統

的紙本單據往來逐漸被電子數據交換

(EDI)所取代，而國際貨運承攬業涉及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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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位的信息傳遞，如貨主、報關行、海

關等行業，同時EDI系統也是跨境電子商

務的起源，故具備完善的資訊科技系統除

可有效的交換訊息外，也可提供客戶第一

時間貨物的相關運送訊息。故員工專業知

識及資訊科技系統並無太大差距，在資源

構面下排序為第二重要之資源項目。 

表 4 第二層級資源構面之權重值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值 排序 

R 資源 

R1 海外分公司或代理數 0.165 4 

R2 員工專業知識 0.244 1 

R3 資訊科技系統 0.243 2 

R4 資金財務 0.207 3 

R5 公司形象與聲譽 0.141 5 

 

國際貨運承攬業在進行貨物運送時，

涉及了各國法規、國際貿易條款、運輸工

具的安排等，皆影響貨物運送的時效及安

全，尤其跨境電商更涉及多國間的貨物往

來運送，員工若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除可

妥善為客戶安排貨物運送，也可即時回答

客戶問題及處理異常，所以員工專業知識

為最重要之資源。隨著科技的演變，傳統

的紙本單據往來逐漸被電子數據交換

(EDI)所取代，而國際貨運承攬業涉及了多

個單位的信息傳遞，如貨主、報關行、海

關等行業，同時EDI系統也是跨境電子商

務的起源，故具備完善的資訊科技系統除

可有效的交換訊息外，也可提供客戶第一

時間貨物的相關運送訊息。故員工專業知

識及資訊科技系統並無太大差距，在資源

構面下排序為第二重要之資源項目。 

國際貨運承攬業為了提供更方便之

服務予客戶，運費之收取可依客戶之需求

而有月結甚至季結，但對於船公司、報關

行、運輸公司等大多依當次運輸而收取費

用，故具有一定的資金財務相當重要，使

其成為在資源構面下第三重要之資源項

目。而增設海外分公司或代理可拓展服務

範圍，使國際貨運承攬業者更能有效運送

貨物、掌握貨物資訊及各國法規之更動，

因此海外分公司或代理數為資源構面下

第四重要之資源項目。本研究所回收之填

答者所屬公司大多為國際貨運承攬業知

名之公司，使公司形象與聲譽相較其他資

源較不重要，在資源構面下為第五重要之

資源項目。 

在能力構面方面，由表5顯示，填答者

認為「C3物流整合能力(0.376)」是影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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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業務最主

要之能力評估準則，依序為「C2客戶服務

能力(0.265)」、「C1資訊整合能力(0.215)」

及「C4金流處理能力(0.145)」。 

表 5 第二層級能力構面之權重值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值 排序 

C 能力 

C1 資訊整合能力 0.215 3 

C2 客戶服務能力 0.265 2 

C3 物流整合能力 0.376 1 

C4 金流處理能力 0.145 4 

 

隨著託運人對運送需求的提升，提供

整合型物流或一條龍之運送已是國際貨

運承攬業不可或缺的服務，其中有效結合

運輸、倉儲、裝卸、報關等能力相當重要，

尤其跨境電商之貨物涉及多國複合往來

運送。故物流整合能力為能力構面下最重

要之能力。對屬於服務業之國際貨運承攬

業而言，達成客戶之需求為首要之目標，

而能與客戶維持長期的合作關係更是重

要，若能使客戶產生忠誠度則可使公司維

持長期的競爭優勢，所以客戶服務能力為

能力構面下第二重要之能力。國際貨運承

攬業所運送之貨物如前所述，涉及了不同

單位間的合作，其中國際貨運承攬業者扮

演著中間人的角色，若能將各單位間的資

訊有效整合，同時使客戶隨時掌握貨物資

訊，達到資訊即時且正確傳遞相當重要，

因此資訊整合能力為能力構面下第三重

要之能力，最後由於國際貨運承攬業提供

客戶代墊運費已成為常態服務，故具備有

效管理、調度資金的金流處理能力相較其

他能力則較不重要，在能力構面下排行為

第四重要之能力。 

在外部因素構面方面，表6顯示填答

者認為若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

商業務最主要之外部因素評估準則為「O1

因應市場發展趨勢」，依序為「O4因應客

戶需求 (0.248)」、「O3增加競爭優勢

(0.228)」、「O5增加服務範疇(0.172)」及

「O2分散風險(0.096)」。 

外部環境具有動能特性，會因為政治、

經濟、產業等轉變形成不同的發展趨勢，

而客戶也會隨市場趨勢發展有不同的需

求，國際貨運承攬業既屬服務業，若能及

時因應市場發展趨勢並配合客戶需求發

展相關業務，便可使公司增加競爭優勢，

故因應市場發展趨勢、因應客戶需求與增

加競爭優勢分別為外部因素構面下的最

重要的前三名，相較下增加服務範疇主要

還是為了提供客戶更多選擇及增加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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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因此重要性程度較前三者低，在外

部因素構面下排行第四。最後，分散風險

相較其他外部因素重要性程度最低，主要

可能因跨境電商本身即是一複雜產業，其

所涉及之相關業務非國際貨運承攬業核

心服務，且發展跨境電商相關業務時，需

額外投入人力與成本可能產生新的風險，

因此填答者認為分散風險之重要權重值

較低。 
 

表 6 第二層級外部因素構面之權重值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值 排序 

O 外部因素 

O1 因應市場發展趨勢 0.256 1 

O2 分散風險 0.096 5 

O3 增加競爭優勢 0.228 3 

O4 因應客戶需求 0.248 2 

O5 增加服務範疇 0.172 4 

 

4.2.3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

流整體權重分析 

本小節主要針對前述兩小節所得之

第一層級與第二層級權重值進行加權，以

得出整體權重值並進行排序，結果如表 7

所示，填答者認為國際貨運承攬業發展跨

境電商物流最重要之前五項評估準則為

「C3 物流整合能力(0.147)」、「C2 客戶

服務能力(0.103)」、「R2 員工專業知識

(0.089)」、「R3 資訊科技系統(0.088」及

「C1 資訊整合能力(0.084)」。 

如 4.2.1 與 4.2.2 節所述，國際貨運承

攬業最主要之服務為提供貨物運輸，近年

來隨著物流活動的轉變，整合型物流服務

之需求也日益增加，不管是國際貨物之運

送還是整合型之物流皆牽涉到許多的組

織及單位，國際貨運承攬業做為當中的中

間人，具備良好的物流整合能力是最重要

的。而國際貨運承攬業做為服務業的一種，

不管是提供客製化的物流服務、配合客戶

的付款需求、與客戶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等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客戶服務能力在

整體的重要性排序上是第二。為了達到更

完善的物流整合能力及客戶服務能力，有

良好的資源也是不可或缺的。員工具備相

關的物流、稅務、法規等知識，便是公司

最大的無形資源，可以迅速有效的處理客

戶之訂單，也可即時解決客戶之問題，滿

足客戶之需求，使公司能與客戶建立長期

合作關係。除無形資源外，在現今科技化

的時代，網路傳輸資料已取代傳統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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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為使公司更具備效率，資訊科技系統

也是相當重要的；除了內部可有效的共享

資料，對外除使上下游合作夥伴能更迅速

的將貨物資訊交換與整合，更使客戶能隨

時掌握貨物動向，故資訊科技系統與資訊

整合能力為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

商第四及五重要之準則。

表 7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整體權重值與排序 

構面 
評估 

權重 評估準則 權重 排序 
整體 
權重 

整體

排序

R 資源 0.364 

R1 海外分公司或代理數 0.165 4 0.060 9 

R2 員工專業知識 0.244 1 0.089 3 

R3 資訊科技系統 0.243 2 0.088 4 

R4 資金財務 0.207 3 0.075 6 

R5 公司形象與聲譽 0.141 5 0.051 12 

C 能力 0.390 

C1 資訊整合能力 0.215 3 0.084 5 

C2 客戶服務能力 0.265 2 0.103 2 

C3 物流整合能力 0.376 1 0.147 1 

C4 金流處理能力 0.145 4 0.057 10 

O 外部

因素 
0.246 

O1 因應市場發展趨勢 0.256 1 0.063 7 

O2 分散風險 0.096 5 0.024 14 

O3 增加競爭優勢 0.228 3 0.056 11 

O4 因應客戶需求 0.248 2 0.061 8 

O5 增加服務範疇 0.172 4 0.042 13 

4.3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

商物流模式評選 

為評選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

商物流的最佳模式，本研究採用李克特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國際貨運承攬業在

「國際運送夥伴」、「海外倉儲」、「自

建系統平台」三種不同模式下，對各資源

與能力的滿意度，以及對外部環境之認同

度進行評比(如表 8 所示)。 

在經營模式評選方面，本研究將三種

模式在所有 14 項準則考量下所獲得之平

均值，分別與 4.2 節所求取之影響國際貨

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因素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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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值進行加權加總計算，可得出在國際

運送夥伴模式下，得到的平均值為 4.140；

海外倉儲模式之加權總分為 4.029；自建

平台系統模式的加權總分為 3.894，可知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際運送夥伴是國際貨

運承攬業者現階段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業

務的最佳營運模式。 

由於貨運承攬業本身即為無資產型的物

流中間商，本身專長在協助貨主進行國

際貨物運輸安排、內陸運輸、倉儲、報

關以及簡易加值等服務，面對快速發展

的跨境電商業務，在無足夠客源及貨源

情況下，業者現階段並沒有投入太多資

本的考量，因此仍會以單純提供國際運

輸及物流服務為主；隨著跨境電商物流

業務之增長，待業者有足夠貨量且具有

規模經濟，才會思索自行蓋倉儲營運，

作為海外倉模式，或是進一步自建平台

系統模式。 

表 8 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模式評選 

準則 權重 國際運送夥伴 海外倉儲 自建平台系統 

海外分公司或代理數 0.060 4.077 3.615 3.769 

員工專業知識 0.089 4.385 3.846 3.769 

資訊科技系統 0.088 3.534 3.385 3.462 

資金財務 0.075 4.461 4.000 4.000 

公司形象與聲譽 0.051 4.308 4.000 4.077 

資訊整合能力 0.084 3.769 4.534 3.154 

客戶服務能力 0.103 4.385 4.077 3.846 

物流整合能力 0.147 4.077 4.231 4.000 

金流處理能力 0.057 4.231 4.000 3.846 

因應市場發展趨勢 0.063 4.154 4.077 4.231 

分散風險 0.024 3.615 3.615 3.692 

增加競爭優勢 0.056 4.385 4.154 4.462 

因應客戶需求 0.061 4.154 4.308 4.308 

增加服務範疇 0.042 4.385 4.231 4.385 

加權總分 1.000 4.140 4.029 3.894 

排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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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國際貿易中有 80%以海運運送貨運，

而臺灣以海洋立國，國內的航運業相當興

盛，其中國際貨運承攬業也在其中扮演了

相當重要的角色，但近年來航運市場低迷，

同行的競爭者日益增加，該如何在其中維

持競爭優勢是國際貨運承攬業者需要仔

細思考的。隨著科技的進度以及近期全球

受新冠肺炎疫(COVID-19)情影響，消費者

的購物習慣大幅改變，使得跨境電商快速

崛起並帶動了物流的龐大商機，國際貨運

承攬業者本為物流業界中的翹楚，如能迎

上此波商機必能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

跨境電商物流之關鍵因素，並評選出最佳

模式，以期提供國際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

境電商物流策略之參考，本研究主要結論

彙整如下： 

1. 本研究並透過文獻整理及專家訪談，以

多角化理論為基礎，針對企業內、外部

層面彙整出影響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

跨境電商物流的構面及因素，其中國際

貨運承攬業之資源構面包括五項準則

分別為：公司形象與聲譽、員工專業知

識、資訊科技系統、資金財務及海外分

公司或代理數；國際貨運承攬業之能力

構面則包括四項準則分別為：資訊整合

能力、客戶服務能力、物流整合能力及

金流處理能力。 

2. 本研究利用AHP分析法，進行影響國際

貨運承攬業者經營跨境電商物流關鍵

因素之萃取，相關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1) 在第一層級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填答

者認為「能力」為國際貨運承攬業者

經營跨境電商最重要之構面，依序為

「資源」構面及「外部因素」構面。 

(2) 在第二層級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員

工專業知識」為填答者認為在資源構

面中最重要之資源項目；「物流整合

能力」為填答者認為在能力構面中最

重要之能力項目；「因應市場發展趨

勢」為填答者任為在外部因素構面中

最重要之外部因素項目。 

(3) 最後在加權兩個層級之權重值後得

出整體權重，在 14 個國際貨運承攬

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之準則下，研究

結果顯示填答者認為國際貨運承攬

業發展跨境電商物流最重要之前五

項評估準則為「物流整合能力」、「客

戶服務能力」、「員工專業知識」、

「資訊科技系統」及「資訊整合能力」。 

3.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整理出國際貨運

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的主要模式

可分為國際運送夥伴、海外倉儲及自建

平台系統等三種模式，經由分析結果得

出，國際貨運承攬業經營跨境電商物流

業務的最佳模式是國際運送夥伴，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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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外倉儲以及自建平台系統。 

5.2 建議 

1. 本研究建議國際貨運承攬業者在規劃

跨境電商物流相關業務時，可從內部的

資源與能力或從外部因素的效益來衡

量自身適合的經營模式。若從內部因素

的角度來看，必需妥善分析及利用自身

的資源與能力，尤其可將重心放在物流

整合能力、客戶服務能力、員工專業知

識、資訊科技系統及資訊整合能力等方

面。為提升物流整合能力建議可加強與

報關行、卡車行、船公司及國外代理等

上下游廠商之溝通，使公司能在整合上

更為流暢；為提升客戶服務能力建議可

定期提供相關運費及船期資訊，並提供

客製化彈性的運送服務或滿足客戶需

求之服務；為提升員工專業知識，建議

可定期舉辦航運講座及定期安排員工

課程訓練，並隨時留意最新航運法規關

稅等資訊更新予員工；為提升資訊科技

系統及資訊整合能力，建議首先確保現

有系統能穩定運作，並可使用與上下游

廠商相同或能相容之系統，除可使資訊

能有效且迅速整合並能使客戶僅透過

資訊科技系統即能輕易掌握貨況。 

2. 在外部考量因素方面，經營跨境電商主

要可為業者增加競爭優勢以及增加服

務範疇，其次依序為因應客戶需求、因

應市場發展趨勢以及分散風險，建議若

業者在面臨激烈競爭之環境下，為持續

維持競爭優勢以及增加服務範疇，應該

規劃跨境電商相關業務。 

3. 在經營模式方面，考量國際貨運承攬業

本身為無資產型的物流中間商，且核心

能力為協助貨主進行國際貨物運輸安

排、內陸運輸、倉儲、報關以及簡易加

值等運輸物流服務，面對新型跨境電商

業務，尚無法完全了解其運作流程，因

此，面對快速發展的跨境電商物流業務，

業者在既無相關營運經驗又無足夠客

源及貨源情況下，不應該投入太多資本

經營此業務，故，建議採國際運送夥伴

模式，單純以提供國際運輸及物流服務

為主，待營運上有相當經驗、貨量及規

模後，始建議業者投入資本建置倉儲，

作為海外倉模式，最後才是自建平台系

統，提供供應鏈整合服務。 

5.3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後續從事跨境電商相關

之研究有幾項建議： 

1. 有關多角化理論眾多，本文僅利用企業

內、外部因素來探討國際貨運承攬業經

營跨境電商之因素，建議後續研究可使

用代理理論或企業成長理論來就此課

題進行探討；此外，產業之發展仍需政

府相關政策與法規輔助與支持，本文在

外部因素上並未探討此課題，建議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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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從政府政策觀點，探討輔助與支

持跨境電商發展之相關政策法規。 

2. 本文僅以層級程序分析法，透過專家問

卷回饋，藉以萃取出影響國際貨運承攬

業經營跨境電商之關鍵因素與權重值，

由於層級分析法係假設準則間彼此獨

立，因此後續建議可以採 DANP 方法

考量準則間之關聯性。 

3. 此外，本文並未涉及經營意願關係之研

究，建議後續學者可使用迴歸分析或是

結構方程模式，探討企業內外部考慮因

素與經營跨境電商意願間之因果關係。

依據資源基礎理論，資源與能力屬不同

階層，建議後續可探討資源、能力與進

入意願等變數間之因果關係。 

4. 國際貨運承攬業屬於無資產特性的物

流中介服務商，在全球供應鏈管理時代，

提供一條龍式服務為其核心，由於跨入

電商領域可能涉及額外資本支出，因此

本研究得出維持扮演國際運送夥伴是

最佳模式。然伴隨新冠疫情所造成消費

型態之改變，建議後續研究可特別針對

自建海外倉儲模式，加以探討影響業者

自建倉儲之意願與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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