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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國內外出現越來越多深具特色、顛覆傳統與主流的獨立書店，但隨著

數位化浪潮、閱讀型態改變、書價折扣戰、及疫情加速購書消費轉向電商等綜合

因素的影響，獨立書店的經營越趨困難。本研究參酌文獻資料、獨立書店經

營業者深度訪談，透過問題調查，歸納目前獨立書店面臨的困境，探討

獨立書店影響競爭力之因素，提出以虛擬聯盟為基之創新服務模式，並

以層級分析法分別建立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及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模

式影響成功因素之層級架構，透過 AHP 問卷之專家評估與意見彙整，找出關鍵

因素。在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中，整體權重以價值主張構面之特定

目標客群鎖定、企業社會責任賦予、及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三者為最重要的影響成

功因素；在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中，整體權重以成員組成面構面之相容性、

執行面構面之擴大市場、及成員組成面構面之互補性三者為最重要的影響創新因

素。科技的進步，實體書店終究要走向數位化，希冀獨立書店能順應數位化

浪潮，透過結盟合作之利基，驅動產業轉型與服務創新。 

 

關鍵字：獨立書店、商業模式、虛擬聯盟、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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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Cooper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uccessful Factor 

Evaluation of Independent Book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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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Thesis 

ABSTRACT 

Numerous independent bookstore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subvert 

conventional and mainstream expectations have emerged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However, changes in reading patterns, price discounts offered in the book industry,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have accelerated the trend of consumers using online channels 

to purchase books. Consequently, continuing to operat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independent bookstores. To assist independent bookstores in remaining 

viable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to promote reading and culture among the public, the 

current study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dependent bookstore market and 

interviewed several independent bookstore operators. It identified problems pertaining 

to the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bookstores, summarize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independent bookstores, and identifi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then proposed an innovative service operation model based on a virtual 

cooperation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bookstores. Throug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 hierarchical framework was design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ccess of the innovative model for establishing a virtual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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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tores, and expert opinion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n AHP questionnaire. A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value propositions were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uccess of the service model for independent bookstores;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value 

proposition, three major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namely, the targeting of specific 

customer groups, the assign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tinct products and services. Member composition wa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crucial innovative factor supporting the virtual alliance model for independent 

bookstores. Thus, independent bookstores should adapt to digitalization trends, 

incorporate technology through alliances, and engage in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ve and transform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business resilience. 

 

 

Keyword: independent bookstore, business model, virtual cooper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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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年來，國內外出現愈來愈多深具人文特色、顛覆傳統與主流價值的獨立書

店(Independent Bookstore; indie bookstores)，相較於連鎖書店制度化與標準化的管

理方式，獨立書店的品牌風格、場域營造、主題選書、特色活動等更具有彈性，

可依據經營者的理念而自由形塑(Luyt & Heok, 2015;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  

2019; Raffaelli, 2020; Laing, 2020; 羅惠瓊、李麗日，2015；張鐵志，2016）。 

目前在台灣，實體書店數量雖然不斷下降，但是獨立書店反而有增加的趨勢，

顯示仍不斷有人願意持續守護知識經濟的價值。獨立書店經營者大多長期關注社

會、環境保護、性別、弱勢、和教育等議題，舉辦講座、討論會、與讀書會，支

持販售獨立出版、文創、及友善土地等相關產品，讓獨立書店儼然成為社會參與

的行動基地（Raffaelli, 2020; 賴品瑀，2014 ；黃晟羽，2021；羅玫玲，2023）。 

文化部自 2012 年成立以來，歷任部長對於獨立書店的協力不遺餘力，除了

將獨立書店納入政策的關懷對象外，研議各種協助獨立書店發展的政策，透過政

府公部門相關資源的挹注，提升獨立書店的服務品質與競爭力，希冀獨立書店能

成為推廣閱讀的據點及社區微型文化中心。尤其為支持疫後閱讀市場的復甦，文

化部於 2023 年推出「獎勵實體書店串聯辦理創新書市活動」，盼藉由政府力量串

聯藝文工作者及獨立書店等團體共同行銷閱讀，帶動顧客回流（廖英良，2019；

文化部，2013；楊馥嘉，2021；文化部，2023）。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後，實體商店的生意大不如前，尤其獨立書店更面臨極大

挑戰，雖然政府為因應疫情衝擊，陸續推出藝文紓困、營所稅暫緩等配套措施，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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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受疫情影響之文化藝術事業，但依然是杯水車薪（詹正德，2019；羅玫玲，

2023）。 

臺灣獨立書店長期以來，在經營上面臨兩大生存困境。在外部環境上，由

於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的普及，造成閱讀型態改變，閱讀人口逐年減少，加上

電子書的問世，紙本書的閱讀需求不斷下降，以販售紙本書籍為主的獨立書店，

銷售業績因而受到衝擊（Baidis et al., 2019; Raffaelli, 2020; Luyt & Heok, 2015; 聯

合報系，2019；國家圖書館，2022）。 

內部環境則是網路零售業的發達造成出版產業供應鏈的不平等競爭，出版

經銷商不願讓利於獨立書店，以致消費者在網路購書的優惠價竟低於獨立書店的

進書價，於是消費者購書習慣轉向網路書店及電商通路，大型連鎖書店還能跟進，

祭出折扣戰，無議價能力的獨立書店，成為網路書店及連鎖書店折扣戰下的犧牲

者(Umenhofer, 2019; Baidis et al., 2019; 李令儀，2015；詹正德，2019；詹正德，

2021；羅玫玲，2023）。 

獨立書店的生存除受到大環境與產業結構的內外影響外，由於突如其來的疫

情衝擊造成全球性景氣低迷，但也同時加速數位化的進程（Alexa & Sapena, 2021; 

林正義，2021；張小玫，2021），有些獨立書店經營者認為既然數位化已經是未來

趨勢，不如藉助網路科技作為獨立書店的宣傳利器，透過建立網路書店、舉辦網

路讀書會、作家講座和線上簽名會等虛擬活動來維持其營運，向更多人傳達獨立

書店的特色，透過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力量主動觸及目標客群，將線上虛擬通路和

線下實體活動整合，增加獲利的機會(Raffaelli, 2020; Heuvel, 2020; 吳尚軒，2021；

顧瑩華，2022）。 

儘管目前獨立書店的網路販售模式依舊難與網路書店、電商平台競爭，但隨

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實體書店終究要走向數位化，獨立書店當然無法自

外於瞬息萬變的世界。本研究探討獨立書店面對僧多粥少的窘境，種種不利因素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1%AF%E5%90%88%E5%A0%B1%E7%B3%B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81%AF%E5%90%88%E5%A0%B1%E7%B3%BB/adv_author/1/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www.storm.mg/authors/60811/%E5%90%B3%E5%B0%9A%E8%BB%92?_ga=2.129317644.169805386.1673190213-1200821179.164976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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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如何透過創新，改善既有商業模式，讓科技引領獨立書店翻轉，借助數位

轉型及結盟的力量，解決目前經營的困境，找出未來發展的方向。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大環境的變化下，獨立書店單靠賣書的利潤已不足以支撐一家店的運作，獨

立書店的經營方式與獲利模式應隨著時代趨勢來調整應對。本研究藉由文獻資料

蒐集獨立書店的現況，再透過經營者深度訪談與問題調查，整理獨立書店的經營

困境，並參考國內外獨立書店成功經驗及相關資料，提出翻轉獨立書店經營的虛

擬聯盟創新服務模式，期能成為獨立書店業者經營發展之參考。 

基於上述，本研究希望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 瞭解獨立書店之產業環境與與獲利模式； 

二. 探討獨立書店影響競爭力關鍵因素； 

三. 設計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服務模式；及 

四. 評估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務模式影響創新因素。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可能遭遇問題及研究限制歸納如下： 

一.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務模式相關學術研究文獻較少，資料蒐集不易； 

二. AHP 問卷的受測者必須是該領域或相關領域的專家，尋覓適合專家的過程

需花較多時間； 

三. 本研究提出之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商業模式是藉由 AHP 專家問卷方式進行評

估，無實證的數據資料可供驗證其效益與市場可行性；及  

四. 部分受測專家不熟捻問卷設計之內容意涵，可能因個人經驗或主客觀因素而

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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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首先確立研究主題，找出研究動機與目的後，進而蒐集國內外相關資

料，透過文獻探究，瞭解當前獨立書店的市場發展趨勢，藉由獨立書店經營者的

深度訪談與問題調查，找出當前獨立書店經營困境，進一步研擬獨立書店服務模

式之影響競爭力因素，提出以虛擬聯盟為基之創新服務模式，並建構獨立書店服

務模式及虛擬聯盟創新服務模式的關鍵成功因素模型之層級架構，設計 AHP 問

卷，發予專家虛擬團隊進行評估，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分析處理，彙整專家意

見，確定影響因素的權重，藉以分析各項影響因素的相互關係與可行性，最後提

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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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獨立書店影響成功因素模型
及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模

型的AHP層級架構

獨立書店專家訪談與問題調查

蒐集相關文獻

研究動機與目的

AHP問卷發放與施測

設計AHP問卷

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問卷進行分析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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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產出 

本研究預期完成之產出，列舉如下： 

一、整理獨立書店目前的產業發展趨勢與困境； 

二、建構一「獨立書店商業模式影響成功因素模型」；及 

三、建構一「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務模式影響創新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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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獨立書店 

一、獨立書店的由來與定義 

獨立書店（independent bookstore; indie bookstore）的概念源於 1990 年代，

與當時美國傳統書店反對大型連鎖書店的壟斷風潮有關。自 1960 年代開始，美

國因消費習慣改變，紛紛建立大型連鎖書店，這些書店的折扣策略導致許多中小

型傳統書店因價格無法與之競爭而紛紛倒閉，僅存的書店只好結盟或轉型，這些

嶄新型態的書店不迷信暢銷書排行榜，透過選書方式，有系統地蒐羅特定主題的

相關書籍，並逐漸成為社區中連結情感與社群的重要場域，最後這場世紀之爭反

而造就許多具有特色又充滿人文氣息的書店，獨立書店的概念也開始成型（Luyt 

& Heok, 2015; Laties, 2011;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 2019; Raffaelli, 2020; 鍾

芳玲，2002；黃美珠，2017）。 

臺灣在解嚴的時代背景下，隨著世代交替與資源轉移，小眾與邊緣社群逐漸

影響政治與社會的權力結構，學運、社運、性別議題、臺灣主體意識等運動開始

發聲，倡導抵抗主流價值的獨立精神，開始影響文創產業與重塑書店的樣貌，台

灣的獨立書店也應運而生（張鐵志，2016；李清志，2016；廖伶潔，2016；賀秋

白等人，2010；黃晟羽，2021；羅玫玲，2022）。 

獨立書店在台灣約於 2006 年後開始出現，「獨立」指涉的是尊重多元文化價

值的精神與態度；獨立書店是指以展現經營者核心理念為主軸，積極參與社會公

共議題、經營特定主題及社群、不以市場為導向的非連鎖實體書店。獨立書店經

營者藉由獨特的選書品味來挑戰暢銷書排行榜，關注於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

多元議題上，重視書店能否融入社區生活，積極連結當地社群情感，並提供講座、

讀書會、文藝展演等閱讀之外的文化體驗，將書店成為在地文化與公共領域的實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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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場域（Laties, 2011; Raffaelli, 2020; 李昆憲，2019；簡瑞容，2016；呂慈芸，2020；

蘇至弘，2014；黃瀞緣，2020；謝平平，2021）。 

因此，相較於龐大資本的連鎖書店及低價傾銷的網路書店或電商，獨立書店

能夠保持其靈活性和創新性，提供顧客無法在線上購得的服務體驗，例如：現場

活動、獨特的商品選擇、及高品質的顧客服務等，藉由特色與理想串聯出新通路，

培養願意支持獨立書店價值理念的特定消費族群，同時透過與社區建立密切聯繫，

讓獨立書店獨立又多元的文化行動，得以擴展至其他空間(Laties, 2011;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 2019; Raffaelli, 2020; 譚綸，2017；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2014；羅玫玲，2022）。 

二、台灣獨立書店之現況 

根據文化內容策進院（2022）「臺灣獨立書店產業營運數據分析報告」指出

2022 年實體通路確有經營販售圖書活動之單一或二手獨立書店，扣除結束營業、

停歇業與解散撤銷等單位後，最終共 602 家獨立書店（文化內容策進院，2022）。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祕書長廖英良（2017）認為獨立書店作為對城市內涵

的供給、偏鄉資源的協助、在地社群的凝聚以及小眾精神的維繫，都有著非常重

要的存在價值與意義；尤其國內外數據皆顯示不景氣衝擊下，獨立書店開店數量

反而逆風成長，顯示經營獨立書店固然不容易，但仍有有志之士願意投入獨立書

店的經營行列之中（石橋毅史，2013；廖英良，2017；蔡明燁，2018；王巧文，

2023；張晸嘉等人，2023）。 

由於獨立書店多數為小資本經營，單靠賣書的利潤無法支撐書店的運作，因

此，目前獨立書店大多以「複合式」多角化經營的方式運營，以書店為平台，結

合多元的產品、服務、及行銷活動等增加顧客的參與感，滿足不同類型讀者的需

求，提升書店的空間利用價值，吸引願意駐足的目標客群，藉此提高書店的獲利

空間（羅惠瓊、李麗日，2015；楊富閔，2016；羅玫玲，2023）。以下為本研究整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9F%B3%E6%A9%8B%E6%AF%85%E5%8F%B2/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A5%8A%E5%AF%8C%E9%96%94/adv_author/1/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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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前獨立書店複合式經營方式與特色，如表 2-1。 

表 2-1 獨立書店複合式經營方式與特色 

營運方式 特色 參考來源 

專業選書 

依獨立書店經營者的喜好及專長推薦書單及特

定書籍種類，發揮讀者群聚效應，讓書店成為知

識交流的平台。 

Laties (2011) 

Luyt & Heok 

(2015)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2019) 

Raffaelli(2020) 

吳惠斐（2012） 

羅惠瓊、李麗日

（2015） 

汪世旭（2015） 

陳映融（2016） 

簡瑞容（2017） 

呂慈芸（2020） 

卡洛琳 H. 

（2021） 

羅玫玲（2023） 

文化內容策進院

（2022） 

台灣獨立書店文

化協會網站 

（2022） 

多角經營 

因應經營者理念、空間場域、或參與者等因素，

舉辦講座、讀書會、課程等活動，為增加營運收

入及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提供餐飲服務、文創商

品、在地物產、課程、及圖書借閱等服務，讓書

店空間應用更多元。  

展演空間 

提供創作者展覽表演空間，舉辦實驗性影展、藝

術家駐店創作等活動，結合周邊商品與書籍販

售和聯合策展。 

志工參與 

跳脫傳統的經營模式，邀請志工參與書店經營、

打工換宿、或協助活動推廣等，體驗獨立書店日

常營運，不僅節省人事成本，更能使社會大眾加

入關注獨立書店的行列。 

公共參與 
結合在地組織共同舉辦公共議題講座，讓書店

成為公民發聲與倡議的平台。 

社會關懷 

以聯合倡議、共學或獨立出版等方式，支持環

保、性別、政治、種族等多元議題持續發聲，將

書店轉化為關懷社會弱勢與推動社會運動理念

的基地。 

文化保存 
進行古蹟修復、老屋、及導覽等傳統文化保存活

動教育民眾，傳承與保存歷史文化之重要性。 

地方創生 

結合地方創生，銷售在地特產、文創工藝等產

品，增進社區共生、共榮、及技藝傳承，促進偏

鄉產業和老舊社區的工作機會。 

2020 年初，新冠疫情衝擊下，獨立書店面對顧客與收入驟減，如何讓無法前

來實體門市的消費者能夠利用網路購書，門市數位化的計畫開始有迫切的需求，

疫情的出現的確加速了獨立書店數位化的腳步，同時也讓獨立書店開始去思考如

何利用數位通路，滿足消費者對於數位閱讀的需求，讓消費者有更多元的選擇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 2019; 卡洛琳 H.，2021；潘千菱、蔡惠芯，2021；

王力行，2022）。因此，獨立書店能否在後疫情時代順應數位化浪潮，發揮其獨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DxGZUJA/search?q=auc%3D%22%E7%B0%A1%E7%91%9E%E5%AE%B9%22.&searchmode=basic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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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優勢，整合線上與線下銷售模式，提供不同於大型連鎖書店與網路書店的創

新服務模式，提高銷售量和知名度，是數位化時代獨立書店必須面臨的挑戰與未

來趨勢。 

第二節 商業模式 

一、商業模式定義 

由於企業組織型態眾多，加上各產業競爭環境不同，使得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的內涵與要素因此相當多元（Magretta, 2002; Amit & Zott, 2001; Mansfield & 

Fourie, 2004; Teece, 2010; Osterwalder et al., 2005; Osterwalder et al., 2015; Johnson 

et al., 2008; Achtenhagen et al., 2013; 劉常勇，2004；陳隆輝等人，2018；洪震宇，

2021；根來龍之等人，2021），本研究整理學者專家對於商業模式之重要研究與

定義說明，如表 2-2。 

表 2-2 商業模式相關定義 

定義 參考來源 

商業模式是一種描述，描述企業創造、傳遞、及獲

取價值的邏輯，解釋如何以適當的成本傳遞價值給

顧客，並為企業獲取盈利。 

Magretta（2002） 

Osterwalder et al. 

(2005) 

商業模式需要清楚說明顧客定位與服務價值，強調有

效的資源部署與價值創造，形成具有獨特核心競爭

力、相互依賴的系統，利於創造競爭優勢，以達成持

續獲利目標的整體解決方案。 

Amit & Zott（2001 ） 

洪震宇（2021） 

陳隆輝等人（2018） 

商業模式是事業結構的設計模式，具差異化及有效率

的商業模式才能為企業創造更好的經營績效。 

Mansfield & Fourie

（2004） 

Teece（2010） 

劉常勇（2004） 

提出商業模式受四大構面及九大相互影響因素，發展

為商業模式畫布（Business Model Canvas），又稱商業

模式九宮格，以九個方塊系統化呈現企業商業模式的

視覺化工具，用以解釋企業的獲利邏輯。 

Osterwalder et al. 

（2005）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A0%B9%E4%BE%86%E9%BE%8D%E4%B9%8B/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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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商業模式相關定義（續 1） 

定義 參考來源 

商業模式包含四項要素，即顧客價值主張、創造利

潤途徑、關鍵資源、及關鍵流程，形成完整而具高效

率的核心競爭系統，實現企業運行價值之最大化。 

Johnson et al. 

（2008） 

Morris et al.(2005) 

不斷創新的商業模式是企業長期成功之關鍵與推動

力量，透過創新或改善既有商業模式，以尋找出最合

適可行的運行模式。 

Achtenhagen et al.

（2013 ） 

Osterwalder et al.

（2015） 

以商業策略、商業組織及資訊系統為發展永續運作的

商業模式之三角支點，成功的商業模式需同時評估外

在環境的競爭力、法規環境、社會環境、消費需求、

及科技變遷等。 

Osterwalder et al.

（2015） 

根來龍之等人

（2021） 

二、台灣獨立書店商業模式 

實體書店的起落更迭與數位科技的潮流環環相扣，已然是全球性的現象。目

前台灣的獨立書店除連鎖書店與網路書店的價格衝擊外，數位化浪潮改變消費者

的閱讀模式與閱讀習慣，販售紙本書籍為主的獨立書店如要獲利，就必須檢視在

分眾化市場的區隔下，目前的商業模式能否找到足夠吸引目標客群的核心價值，

獨立書店才能永續經營（Morris et al., 2005;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 2019 ; 

Raffaelli, 2020; 陳隆昊，2014；蔡明燁，2018）。 

以下為本研究依據 Osterwalder 等人（2005）所提出之商業模式畫布來建立

獨立書店的商業模式，用以描述獨立書店的經營銷售方式，如圖 2-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A0%B9%E4%BE%86%E9%BE%8D%E4%B9%8B/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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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夥伴 

 員工 

 出版經銷
商 

 作家 

 媒體 

 學校 

 志工 

 社區 

 文史工作
者 

 

關鍵活動 

 選書 

 採購 

 進貨 

 商品服務設
計 

 促銷推廣 

 定價 

 客戶服務 

 異業合作 

 網路行銷 

 庫存管理 

 員工培訓 

 財務管理 

價值主張 

 販售優良圖
書 

 支持獨立出

版/文創/在地
產品 

 推廣閱讀 

 文化交流 

 社區互動 

 社會參與 

 多元議題倡
議 

 關懷弱勢 

顧客關係 

 會員制度 

 顧客滿意度 

 顧客黏著度 

 顧客關係維
繫 

 顧客價值認
同 

目標客群 

 閱讀愛好
者 

 對多元議

題有興趣
者 

 社區居民 

 政府機構 

 學校團體 

 社團 

 遊客 

關鍵資源 

 人力資源 

 資金 

 資訊資產 

 實體資產 

 

通路 

 實體門市 

 網路 

 市集 

 裝置 App 

 社群媒體 

 自媒體 

 簡訊 

 口碑 

成本結構 

 進貨 

 租金 

 人事費用 

 設備裝修和維護 

 庫存 

 關鍵活動所需支出 

 雜項開支(物流、倉儲)  

 時間成本 

收益流 

 營業收入  

 信譽 

 周邊效益 

 社會影響力 

圖 2-1 獨立書店商業模式圖 

第三節 虛擬聯盟 

一、虛擬聯盟定義 

虛擬原本是指電腦的虛擬技術，後來被應用到企業管理的概念中，強調利用

企業既有的資源優勢，通過虛擬網路技術組織動態聯盟，快速響應市場變化，減

少資源重覆投入，整合內、外部資源，以達到內部效果最佳的模式（Wei, 2007;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7%AE%A1%E7%90%8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F%AB%E9%80%9F%E5%93%8D%E5%BA%94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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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ck & Leyh, 2016; Alabady et al., 2020; 林錫金，2000；施光訓等人，2005；唐

震，2007；李昭嫻，2022）。 

隨著全球化競爭趨勢的加劇，為避免資源浪費與重疊，單一企業或組織的形

態已經無法滿足需求，為解決資源有限的困境，聯盟模式因具有優異的環境、適

應能力、和合作彈性等優點，因而成為企業或組織為維持與創造產業優勢的重要

策略；除了能獲取更多利於市場開發機會，降低外部環境的威脅外，透過聯盟能

夠獲得多元的關鍵資源，並與聯盟夥伴形成規模經濟，以降低成本、提高獲利，

提升企業競爭優勢（de la Sierra, 1995; Rangan & Yoshino, 1996; Kale et al., 2000; 

吳忠衛，2000；鄭怡世、紀惠容，2002；宋雪芳，2014；謝建達，2022）。 

基於上述，虛擬聯盟（virtual cooperation）可視為一種基於虛擬網路技術的

策略聯盟形式，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規模和專長各異的獨立企業、組織、機構

或個人，不涉及所有權，以法律作為約束力，訂立正式契約與聯盟目標，基於互利條

件而交換資源，自願性組成之合作關係；通過虛擬網路技術的溝通形式以達成聯盟

商業合作的目標，通過合作協議、團體協作、共享資源、共享技術、及共同承擔風

險的合作模式，完成市場開拓或行銷的共同目的，相較於傳統的策略聯盟，更具

有靈活性和開放性(Kale et al., 2000; 陳振成，2008；柳憶柔，2016；陳思婷，2021）。 

通過虛擬聯盟的整合，聯盟成員間的合作更加密切，不同區域的成員之間可

以更容易地協同工作，減少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加強整體效率，因此，虛擬聯盟

需要創建團隊合作的文化氛圍，擁有共同目標和願景，能夠互信和溝通，以確保

合作的最大價值；此外，由於虛擬聯盟需要使用適當的虛擬技術工具和平台，包

括電子郵件、網路會議、即時通訊、和共享文件等，因此，聯盟成員應具備相關

的資訊技能和知識，才能確保虛擬聯盟的有效運行(Wei, 2007; Lück & Leyh, 2016; 

Alabady et al., 2020; 施光訓等人，2005；陳振成，2008；陳宗義等人，2011；李

昭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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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獨立書店之聯盟形式 

獨立書店產業因經營壓力，為改善小書店的生存困境，不得不尋求各種可能

的機會，虛擬聯盟不啻為獨立書店產業轉型的可行途徑之一。近年來，獨立書店

間開始集結，擺脫同行相忌的競爭模式，透過結盟的合作策略，希望能改變出版

產業供應鏈的生態，讓獨立書店不再單打獨鬥，透過資源共享、共好的的方式，

串聯為行銷網絡，使書店成為人、社群、及生活之間緊密豐富的鏈結（盧明正，

2020；呂慈芸，2020；李昭嫻，2022）。以下為本研究就獨立書店結盟及聯盟之

概況，整理如表 2-3。 

表 2-3 台灣獨立書店結盟及聯盟之概況 

性
質 

聯盟 

(成立) 
成立概況 參考來源 

全

國
性
結
盟 

台灣獨立
文化協會
（2013） 

 由獨立書店經營者與認同者共同發起之非

營利組織，致力於小眾文化發展，串聯社區

以提升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向政府提

出批判、反思與倡議。 

 記錄獨立書店之發展，透過獨立出版、工作

坊等方式，協助獨立書店能夠存在於民眾的

社區生活當中。 

 積極參與國際書展，行銷台灣獨立書店。 

 經營獨立書店整合協助資源網，協助獨立書

店取得政府資源的資訊交流平台。 

台灣獨立文
化協會網站 

（2023） 

全
國
性
結
盟 

有限責任
台灣友善
書業供給
合作社
（2014） 

 從友善開始，讓書業重生，用集體方式向出

版社批價進書，再分寄給各地的書店。 

 藉由後臺系統開發建構商品資料庫，串聯圖

書出版業供輸、媒合，扮演後勤支援獨立書

店的的角色。  

 以社會企業概念，合作解決書業困境，推動

出版產業的良性競爭，打破現有圖書經銷區

域不均衡發展的現況。 

林昕璿等人
（2021）  

張晸嘉等人
（2023） 

地
方

性
結
盟 

溫羅汀 

文化行動 

聯盟
（2005） 

 台北市文化局與溫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路

間高密度的大學城書店群，組成行動聯盟。 

 透過串聯行動，喚起獨立自由、批判的文化

精神，聯合彼此力量影響政策。 

 透過市場合作，共同訴求小眾精神，孕育多

元文化、性別友善的城市空間。 

賀秋白 

等人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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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台灣獨立書店結盟及聯盟之概況（續 1） 

性
質 

聯盟 

(成立) 
成立概況 參考來源 

地
方
性
結
盟 

嘉義書式
生活

（2017） 

 串聯嘉義縣市獨立書店與藝術團體的力量，
共同突破經營困境，將閱讀帶入地方民眾的
日常生活。 

 藉由書式成員對於在地生活的關注，產生公
共參與的力量，以聯合策展的形式，參加草
草戲劇節生活市集、自辦戶外書展，致力於
閱讀文化的推廣。 

呂慈芸
（2020) 

地
方
性
結
盟 

苑裡掀海
風 

（2017） 

 透過募資及自籌經費，結合獨立音樂、友善
小農、傳統手工藝、公共議題等元素，策劃
「海風季」活動。 

 2018 年，成立獨立書店「掀冊店」。 

 推廣產業和深度走讀小旅行，爭取政府各部
門計畫經費，協助整合民間與官方的資源，
協助社區營造工作和地方產業發展。 

 參與社會運動抗爭，深耕在地文化和教育，
致力於青年返鄉與進鄉經驗交流。 

李志銘
（2022） 

地
方

性
結
盟 

微冊角落

（2017） 

 地方政府主動邀請獨立書店、餐廳、小農、
文化館舍等特色店家，加入閱讀推廣的行
列，建立媒合網絡，串聯多元文化閱讀品牌。 

 2020 年，取得商標專利權。 

 首創進駐便利商店，以一個書櫃、一個角落，
結合縣內特色店家和產業，透過選書傳達職
人專業與人文關懷。 

雲林縣政府
文化觀光處

網站 

（2023） 

地
方
性
結
盟 

我家旁邊
的書店
（2022） 

 高雄市立圖書館串聯大高雄在地獨立書店
聯合策展，透過閱讀沙龍、音樂、文學、影
像、美食、講座等同步閱讀，全面啟動跨域
的對談。 

 為旅人創造城市中美好的閱讀體驗，帶領讀
者走讀高雄的在地生活，展現城市力量的文
化底蘊。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網站 

（2023） 

地
方
性
結
盟 

辻間創生
聚落

（2023） 

 教育是最永續的地方創生，開創以教育體驗
為核心的創生推動，招募地方創生團隊，結
合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打造全齡的體驗教
育空間。 

 扶植青農品牌、複合藝術實驗教育、編輯教
學、獨立書店、微型創業等在地青創團隊，
促進產業創新、建立共學平台，培植文化人
力。 

 透過市府資源挹注及鼓勵措施，協助青年返
鄉發展，推動地方產業創新與轉型，喚起地
方活力與特色亮點。 

台南市政府
經發局網站 

（2023）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tag/%E7%8D%A8%E7%AB%8B%E9%9F%B3%E6%A8%82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tag/%E7%8D%A8%E7%AB%8B%E9%9F%B3%E6%A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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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為 Saaty (1971) 所發展出來

的一種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應用於評估多準則決策的複雜議題上，將複雜的問題

分解為多個層級架構，透過專家團隊的評比，綜合評估議題的總體優先順序，以

作為選取最佳方案的依據，或解決複雜問題的決策參考（Saaty, 1980; Panchal & 

Shrivastava, 2022; Yu et al., 2021; 鄧振源、曾國雄，1989ab；榮泰生，2018）。 

層級分析法利用科學方法協助管理者更有效率地進行評估，並作成決策，理

論簡單又具實用性，近年來，被廣泛運用於政治、經濟、企業管理、工程規劃、

環境評估等領域，以釐清決定優先順序、產生交替方案、選擇最佳方案、決定需

求、資源分配、結果預測與風險評估、績效衡量、系統設計、確保系統穩定、最

佳化、規劃與衝突解決等問題（Saaty, 1980; Saaty, 2008; 朱炫璉、鄭珍如，2007；

榮泰生，2018；陳耀茂，2022）。 

層級分析法可以幫助決策者進行系統性分析，以便做出更明智的決策，但在

實際應用中，也容易產生對專家意見的依賴性、判斷標準的主觀性、及計算過程

中的數據不確定性等問題；因此，在使用層級分析法進行決策時，需要謹慎分析

和評估，並考慮到其局限性 (Dos et al., 2019; Lyu et al., 2020; Panchal & 

Shrivastava ,2022; 陳耀茂，2022)。 

層級分析法應用步驟是透過問題描述，找出各議題的相關影響因素，建立層

級關係，採用 1 到 9 之評估尺度執行要素間的成對比較，根據各層級準則與因素

間之相對重要性，依此建立成對比較矩陣，並計算出特徵向量及最大特徵值，評

估決策者對於兩兩比較基準之判斷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整體一致性比率是否達

到一定水準，再經過權重計算，進行排序和評估，以做為決策時的參考指標（Saaty, 

1980; Saaty, 2008; 鄧振源，2005；榮泰生，2018；陳耀茂，2022）。以下為層級

分析法之操作步驟說明，如表 2-4；及層級分析法評估尺度之說明，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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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層級分析法之操作步驟說明 

步驟 說明 

步驟一：確認問題 
透過文獻的蒐集以及專家學者意見，釐清問題，列出問

題中可能互相影響之因素。 

步驟二：建構層級架

構 

 

研究者可以採用德菲法、腦力激盪法，或文獻蒐集等方式

來建立層級架構的構面與因素，每一層級的要素建議不超

過7個。 

步驟三：問卷設計與

調查 

 

問卷設計是以每一層級的下一層級因素做為此一層級

因素評估的依據，使決策者或問卷受訪專家可以專注於

比較兩兩因素間之相對重要性，採用「同等重要」至「絕

對重要」等九個評估尺度方式進行，當層級內有n個因素

時，需要進行 n（n-1）/2 個成對比較。。 

步驟四：建立成對比

較矩陣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步驟五：計算特徵向

量與特徵值 
將取得之成對比較矩陣，計算出特徵向量及特徵值。 

步驟六：一致性檢定 

 

※評估結果須通過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C.I. )

之檢定。 

1.C.I.=0，表示決策者前後判斷完全具一致性。 

2.C.I.≦0.1，表示決策者前後判斷的一致性程度在可

接受的範圍。 

※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 C.R. )為一致性指標

值與隨機指標(Random Index, R.I. )的比率，用 以衡量

相同層級矩陣一致性是否達到一定的水準。 

1. C.R.= C.I./ R.I.。 

2.若 C.R.< 0.1，表示矩陣的一致性程度令人滿意。 

※層級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tario hierarchy, C.R.H）因

每個層級的重要性皆不相同，需再檢驗整個層級架構

是否具一致性。 

1. 𝐶. 𝐼. 𝐻. = Σ（每層級優先向量）× （每層級 Ｃ.I.值） 

2. 𝑅. 𝐼. 𝐻. = Σ（每層級優先向量）× （每層級 R.I.值） 

3.𝐶. 𝑅. 𝐻.= 
C.I.H
R.I.H.

 

4. 若  C.R.H.< 0.1，表示整體層級的一致性可以被接

受，則可求取整體權重的計算，並依權重的結果比較

出各層級的重要性。 

步驟七：權重計算與重要性排序 

步驟八：最後方案或建議 

資料來源：榮泰生（2018）；陳耀茂（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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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層級分析法評估尺度說明 

評估尺度 定 義 說 明 

1 
同等重要 

（Equal Importance） 

兩 比 較 因 子 影 響 程 度 或兩比較

方案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 

3 
稍重要 

（Weak Importance） 

經 驗 與 判 斷 稍 微 傾 向 某一因子

或某一方案。 

5 
頗重要 

（Essential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強烈傾向某一因子或某

一計畫。 

7 
很重要 

（Very Strong Importance） 

實 際 顯 示 非 常 強 烈 傾 向某一因

子或某一方案。 

9 
絕對重要 

（Absolute） 

有 足 夠 證 據 肯 定 絕 對 喜好某一

因子或某一方案。 

2,4,6,8 
相鄰尺度之中間值 

（Intermediate Values） 
需要折衷值時。 

資料來源：Saaty (2008); 鄧振源（2005）；榮泰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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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問題調查 

本研究主旨在瞭解與評估獨立書店服務模式之影響成功因素及獨立書店虛

擬聯盟之創新因素，以台灣的獨立書店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架構以層級分析法

為主要研究方法，依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及深度訪談獨立書店經營業者之內容，

進行獨立書店問題調查，建立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模型，及提出以虛

擬聯盟為基之服務模式，建構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模型，進一步研擬層級

架構及各項評點因素，以 AHP 專家問卷調查方式確定影響因子之權重，最後提

出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從學術文獻資料及媒體相關報導之次級資料得知，數位化浪潮、閱讀型態改

變、書價折扣戰、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等綜合因素，獨立書店目前正面臨極大的

經營挑戰。本研究參酌上述文獻資料，設計獨立書店經營者訪談大綱，以立意抽

樣方式，挑選三家同時參與全國性及地方性聯盟、具代表性之獨立書店經營者進

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透過與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與問題調查方式，瞭解其創店

理念、營運狀況、及參與聯盟之相關經驗，瞭解獨立書店產業的經營模式與困境，

用以建構獨立書店關鍵成功因素模型，同時，參考當前國內外獨立書店結盟方式

及產業趨勢創新內涵，提出以虛擬聯盟為基之服務模式，進一步研擬獨立書店虛

擬聯盟創新因素模型。 

依據前述關鍵成功因素模型之層級架構，設計 AHP 專家問卷，邀請具備相

關領域專長之獨立書店經營者、政府官員、學者、文史工作者等專家，組成 15 人

之虛擬團隊，進行問卷調查；將 AHP 問卷回收後，進行一致性檢定，並確定影

響因素之權重，呈現關鍵因素的排序，評估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及虛

擬聯盟創新關鍵因素的重要程度，分析專家評估結果後，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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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調查與訪談結果 

本研究針對獨立書店經營者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談對象之基本資料

整理如表 3-1。 

表 3-1 獨立書店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經營者 A 經營者 B 經營者 C 

訪談
時間 

2022/10/13 

16:30~21:30 

2022/10/14 

16:30~17:30 

2022/10/24 

16:30~17:30 

訪談
地點 

連鎖速食店 B 獨立書店二樓 C 獨立書店 

性別 女 女 女 

年齡 51 39 41 

學歷 大學 大學 大學 

店址 嘉義市 嘉義縣 嘉義市 

成立
時間 

5 年(歇業中) 40 年 8 年 

選書
類別 

童書/繪本/文學 

繪本/文學/社會/自然
探索/社區/文化資產/

土地/環境友善/飲食 

繪本/文學/社會/自然
探索/社區 /性別/多元
文化 /兒童人權 /環境

友善/獨立出版刊物 

社群
媒體 

Meta(Facebook) 
Instagram/Youtube/ 

Meta(Facebook) 

Youtube/Meta(Faceboo

k) 

活動
內容 

讀書會/新書發表會 /

市集/講座/課程/走讀 

讀書會 /市集 /社區活
動/講座/走讀 

讀書會/新書發表會/市
集/社區活動/講座/走
讀 

參與
之聯
盟 

嘉義書式生活/台灣獨
立書店文化協會/友善
書業供給合作社 

嘉義書式生活/台灣獨
立書店文化協會/友善
書業供給合作社 

嘉義書式生活/台灣獨
立書店文化協會/友善
書業供給合作社 

經營
項目 

書籍/場地租借/ 

說故事活動 

書籍/文具/學用品/文
創手作 

書籍/餐飲/文創手作/

小農/雜貨/場地租借 

異業
聯盟 

無 重構大學路活動 在地領路人計畫 

補助 無 文化部實體書店補助 文化部實體書店補助 

書店
背景

描述 

 在明朗的窗下，為
孩子朗讀，提供兒
童友善閱讀空間。 

 結合兒童寫作教
學，讓閱讀與寫作
相輔相成。 

 開業 40 年傳統書店
第二代轉型，自詡
為「書店界的柑仔

店」。 

 期望慢慢改變嘉義
的人文閱讀風氣。 

  用豆腐親近土地，
用閱讀貼近邊緣。 

 回應島嶼的呼喚，

以不同觀察視角，
帶動公共議題討論
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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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獨立書店經營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內容摘要整理如下。 

問題一：獨立書店的主理人是自己書店的策展人，必須有能力對重要議題

做出回應，並能與讀者及社會互動，激盪出更多反思及再創作。請問貴店

的經營策略(例如：專業選書、場域風格營造、提案力、行銷、特色活動、志工參

與、多角經營、資源整合、社會參與…等)為何？ 

經營者 A：成立書店有沒有一些理想？其實是誤打誤撞，那時候兒子升上小三，

整個閱讀量完全下降，就發現閱讀的能力與落差出來了，那時候我想，這個時間

成立一個書店，可以告訴父母閱讀這件事情，在黃金的幾年真的非常重要。我先

開書店，後來在國小當志工，一直持續協助學校做閱讀推展的規劃活動，希望告

訴父母親子共讀真的非常重要，因為在體制內唸書，能夠分配給閱讀的時間真的

很少，要很有意識去 hold 住閱讀這件事情，有時真的是無法對抗，雖然學校閱

讀課都進來、圖書館的圖書和設備一直在更新升級，但課業壓力也是一直往上的，

即使意識到閱讀這件事情，但是成效不夠，可以主動閱讀的孩子畢竟是很少數。 

開始經營書店時，我構想書店的空間應該要做什麼？到底是一個書店？一個

閱讀空間？還是一個活動場地呢？因此，我的書店比較像是一個可辦活動的空間，

不是一般書店的概念，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要辦說故事、親子共讀及手作課程等活

動，我有一個寫作課在這邊上課，因此桌子、書櫃都可以機動性移動。  

經營者 B：以現在的定義來講，我們家不會被放在獨立書店，比較是屬於傳統書

店、實體書店。目前我們書店有參加重構大學路計畫，是中正大學的老師主動來

找我們，想說撇開經濟效益不談，是不是有一些合作，我覺得這蠻好的，因為我

本來也想做這件事，所以就跟老師他們合作兩、三年了。 

經營者 C：其實我們比較希望讓大家透過書店空間，去接觸到生活裡面很少去接

觸到的人、事、物，所以我們有一個 slogan，透過豆腐來親近土地，用閱讀來貼

近邊緣，這是我們想要傳達的事情。我們的產品 99%都是使用台灣本土友善種植

的黃豆，就是希望讓消費者看見我們可以給耕種的生產者更多的支持，支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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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是跟他們進行消費。 

閱讀的歷程對我來講，就是幫助我看見社會很多不同的事情，其他人在經歷

什麼樣的事情？這些開拓了我自己很多的視野，當時開書店的想法，我們很希望

透過書籍的陳列，讓你知道這個社會、離你距離很遙遠的地方正在發生什麼事。 

怎麼樣讓書店這個空間是每一個人進來都覺得舒服的狀態？我覺得是沒有

太多的拘束感，其實我們並沒有美學經驗與美感去創造所謂的風格，一開始，就

是生活裡面有怎麼樣的東西，就直接去做一些陳列，這家店最大的特色應該是這

棟房子，就是台灣木造房子的歷史、結構和它曾經在這個地方有生活過的樣子，

整體上，我們並沒有做太多的改裝，就是原本的樣子去做呈現，希望每一個空間

都能讓進來的人，自己找到一個舒服的地方。 

問題二：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是全臺唯一由獨立書店共創，成立目的是希望

打造圖書出版業供輸、媒合、推廣、協力串聯的平臺，以解決經銷通路的障礙。

請問貴店使用該平台的經驗及遇到什麼問題？ 

經營者 A：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的平臺做得很好，解決了獨立書店訂書的難題，

但是書籍的內容介紹比較簡單，有時還是必須上博客來網站互相參照。 

經營者 B：因為我們書店是傳統實體書店，我們有自己的經銷商，跟這些在地的

經銷商也合作很久，所以比較少跟友善書業訂書，有時是客人堅持一定要買的書，

就會讓友善書業這邊維持一點活絡。 

友善書業的平台做得非常的好，但有一個訂書的問題，就是必須要集書到一

個數量，如果客人急著要的話，就不太可能跟友善書業合作社訂書，我們合作的

經銷商能夠馬上幫我們拿過來，所以我們的書店可以給客人大概八五折到八折的

折扣。除了要集書之外，有時候也會比較慢收到書，加上現在一般書的價錢都很

死，買的人又少，所以如果再去降書價，就又賺更少了，但太貴也沒有人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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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成書價越來越貴，目前基本上就是分眾，這些都是整體書業的問題，並不是

合作社的問題。 

但是有些獨立出版的賣品或者是政府的出版品，反而必須要透過友善書業才

能夠拿到折數，因為這些賣品，對經銷商來講，太小的量他不願意供應，而一般

的書店也覺得這些賣品沒什麼利潤，不願意進貨，剛好獨立書店的客人就是會買

這些東西，我認為這是友善書業最大的優勢，也是獨立書店很大的賣點。 

經營者 C：我們是在友善書業合作社成立之後才加入的社員，以前我曾經也有過

開書店的想法，但是覺得開書店有點麻煩，因為不知道怎麼樣訂書、怎麼找經銷

商、怎麼跟他們拿書、拿書的過程怎麼處理，因此，開書店這件事情其實沒有那

麼的單純，可能在不同的城市，就必須要找不同的經銷商，出版社也不太一樣，

稍微複雜一點點。 

合作社就是一個整合所有出版跟經銷的資源，只要透過系統就可以看到出版

社出版的書籍有哪些，直接透過合作社提供的系統，把書選取下來、下訂，然後

出版商會寄書到合作社，合作社再出貨給我們，跟以前比起來，現在進書變得比

較方便，書店這邊不需要有很多經銷合作的對象，只要跟合作社這邊訂書，大部

分想要的書籍就可以取得，所以對一些不是市區的書店，比如說最近在很多山區

或者是離島也都可以開店，就是因為有這樣便利的系統，不用再擔心我們的城市

有沒有經銷商，只要是合作社的社員，都可以透過合作社訂到你想要的書，雖然

我們還是有跟其他的經銷商合作，但是可以發現合作社可以幫你省掉很多的力氣，

更快得到訂書的資訊跟資源。 

因為現在獨立書店的數量還是偏少，相較於博客來和讀冊，我們下訂的量還

是遠遠比不過他們，大部分的出版社在第一時間，會把他們的書給這些網路書店，

所以我們有時候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取得想要的書，可能比他們晚個一個禮拜或

3 到 5 天，才能讓客人拿到書，很多時候也會拿不到獨家贈品、簽名版書籍，在

這樣的情況下，就算我們訂書很方便，事實上，我們的競爭力還是比不上網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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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這些對某些書店來說，可能會是合作社的一個困難或缺點，但是這些是合作

社目前的現況，我覺得也不能說是合作社的問題 因為就算我們自己訂書也會遇

到這些問題，獨立書店就是沒有辦法吃下這麼多的量，出版社當然沒有辦法給你

更多優惠。 

但因為我也不急著一定要拿到新書或是什麼時間一定要拿到，這些問題對我

來說影響不大，而且相較於要自己去找經銷商，我覺得合作社已經提供很多便利

的過程，那個利是大過於缺點的，而且我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來解決訂書

這件事情，所以這就是現況，就算台灣目前有 200 多家合作社社員，我們的量就

是比不上，所以不是合作社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賣不出去！ 

問題三：請問貴店曾經與目前參與的聯盟有哪些？您認為結盟在提升獨立書店

集體與個別的能見度或競爭力上，有何助益或有何困境？ 

經營者 A：我覺得是機緣讓我們走出了嘉義書式生活這一條路，在沒有疫情前，

因為有嘉義書式生活，我覺得自己可以打破一些書店的框架。 

經營者 B：跟獨立書店文化協會這邊的聯繫，主要是在「書店學」分享自己的經

驗，以及協會幫我們拍了介紹獨立書店的影片。 

如果以生意人的角度來看，會覺得辦書式生活好像也沒賣幾本書，但是，以

認識人的角度來看，就覺得那是跟其他人的連結。因為我們家書店不是靠網路讓

大家知道的，所以書式生活舉辦的活動，反而我受益比較多的是我可以學到一些

新的東西，讓大家透過書式生活看到書店其他的東西，可能有些客人會說，你們

家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嗎？怎麼還需要出來擺攤呢？或是說，你們家不是都在賣文

具嗎？怎麼會有書呢？所以有時候會顛覆客人的想像，帶給客人其他的東西，比

如說陳澄波走讀，我們就用陳澄波密碼去設計這條路的路程，希望大家可以用走

讀的方式認識陳澄波。 

書式生活活動的前置工作要討論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有時候就是要先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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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我們辦這個活動的目的，當初會成立書式，也是因為覺得自己一個人做太累了，

單打獨鬥，如果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五、六個人一起來幫忙，會更豐富，或者

是原來這件事情我沒有想到，就會覺得自己變得比較寬容，比較理解別人。 

經營者 C：獨立書店文化協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讓更多人認識獨立書店，也談獨

立書店所遇到的困境，所以協會就是做倡議、教育的工作，像每年都會辦書店學

堂，就是讓有心想要從事獨立書店產業的人，或正在這個產業的人可以有更多進

修的機會，對獨立書店多一點認識跟了解。協會所扮演的就是對外的角色，幫助

書店能夠有更多對外的面向，在每年的國際書展都會有自己的攤位，讓更多人有

機會認識獨立書店。但除非你自己想去參加協會的活動，或是對於書店倡議有興

趣的話，才會跟協會有比較多的密切接觸。 

參與嘉義書式生活，我覺得是大家能夠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一起增加曝光的

機會，這些都會比單打獨鬥的效果來得好，可是因為聯盟牽扯到的就是人跟人之

間的互動，所以是不是每個地方的聯盟都可以發展得像書式生活這麼好，很難說，

而且每間獨立書店階段性要發展的事情都不一樣，是否每次都能夠有很好的互動，

有共同的想法一起去推進，這些都很難講，當然我覺得以現在書業的狀況來說，

集體的合作永遠都比單打獨鬥更有力氣，因為我們面對的不是我自己的營業好不

好，其實是整個大產業底下，最微小的那個人要怎麼樣讓別人看見一些現況，或

者是書店在做些什麼樣的事情，其實這反而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需要

有同樣想法的人一起來討論。 

所以，不論合作社也好、書式生活也好或是獨立書店文化協會也好，需要每

一個人共同來參與、討論跟分享，才有辦法達到群策群力的效果，只要有人覺得

說，沒關係，有其他人來做這件事情就好，那這個群策群力就不會出現，結盟的

存在其實就只是在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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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針對連鎖書店、網路書店、閱讀型態的轉變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請問

貴店因應方法為何？您認為後疫情時代獨立書店的機會或困境有哪些？ 

經營者 A：其實我想，如果我有過五年這個門檻(歇業)，應該就會再繼續經營下

去，很多人說開獨立書店，三年是一個門檻，我開三年時，剛好遇到新冠肺炎疫

情，我覺得疫情期間也許做一下沉澱，休息一下，但影響時間真的太久了，對開

實體書店的人而言，加上我們是繪本書店，需要家長帶孩子過來，不只是書店本

身，連我們辦的活動或開的課程都逐漸被影響，有一年剛好到最高峰，連課都不

能上，房東的房租也沒有因應疫情做一些調整，那時候，我就痛下決心，好吧，

收起來好了！ 

經營者 B：我覺得網路書店對實體書店的影響最大，但是這個影響也不是這一、

兩年的事情了，大概 20 年前就是這樣子，在博客來出現之前，書籍其實沒什麼

折扣，以前的書價沒有這麼高，現在大概都要 4、500 塊，所以我們書店因應的

方法就是跟博客來一樣的價錢，我回來之後，店裡有了比較多的選書，有些當地

人，可能來書店，看到這些書就買了，慢慢會有一些客人會回來，因為我們也有

打折，所以客人覺得喜歡就買，也不一定要等，雖然博客來的運費很低，但是網

路書店要自己選好書，可能也要幾天後才能拿到書，所以有時候還是要取決於客

人本身。  

我們家書局基本上還有文具等賣品支撐著，但現在有一個普遍的狀況，就是

獨立書店都會互相要求說大家都不要打折，可是就我們自己是一個消費者的角度

來看，你對別的東西會一樣如此要求嗎？會故意去買貴的東西嗎？後來我自己再

去反向思考，對於不打折的這件事情，反而沒有那麼的執著了。 

閱讀有時候就是時代的潮流，加上目前書的品質沒有以前那麼好，出版社有

一種狀況就是會以書養書，認為總有一本會打到吧？當然現在好書還是很多，但

是我覺得那個量跟質的比例都變差了，有時候買一本書踩到雷，就會想說花了兩、

三百塊，到底要不要繼續看，這也會變成一種不想買書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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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我們書店也受到一些衝擊，因為學生都停課，小孩沒辦法出來，

那時候賣最好的就是 123、ㄅㄆㄇ之類的讀本，可以讓孩子在家自己做的。所以，

後疫情期間，獨立書店會有機會嗎？如果以現在這個時間點，我覺得是一個轉機，

還是有空間，因為之前大家壓抑太久，所以書式生活的活動大家都還願意出來，

我反而覺得這些機會很珍貴。 

經營者 C：在疫情之前，我們的營業時間非常的長，每天下午 2 點到晚上 9 點，

週一到週日，沒有固定的公休日，可能半年會排一個比較長的假期，兩個禮拜左

右，真的是沒有在休息的一家店。疫情期間，我們全部的營業都停止，沒有開店，

就開始思考到底還能怎麼生存，不能沒有任何收入，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做外送豆

腐和豆漿，送到斗六、虎尾或是嘉義市區，有時候客人想要看書，也會挑一些書

幫忙送去，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其實開發了一個新的市場，有一些固定外送的

客人，對於雲林的人來講，他們想要吃我們的豆腐比較困難，就可以運用外送的

方式，所以疫情結束之後，我們的營業時間少了很多，每周可能就是三、四天，

其他的時間就在做外送或在忙自己的事情。 

其實外送只是一個補充性，最重要的還是希望能夠把這一個空間經營起來，

疫情這兩年，來的客人少了非常的多，疫情期間大家都不會出門，也不會出門吃

東西，更不會來書店，辦活動的人變少，參加的人也變少，現在雖然看起來有比

較復甦，但是反而因為景氣復甦，大家可能會想要去做其他的事，因為有更多更

吸引他們的事情，所以就會感受到我們在疫情前辦活動的模式、開店的模式，好

像因為疫情需要去做一些調整跟思考，重新去想這樣的空間，你想要帶給大家的

是什麼，到底應該做什麼樣的一些調整。 

問題五：貴店是否有應用虛擬社群媒體於數位行銷或閱讀推廣…等的經驗？施

行時有什麼成效或困境？ 

經營者 A：沒怎麼經營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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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 B：社群媒體，大部分就是 fb ，當然也有一些獨立書店有在經營。 

經營者 C：粉絲專頁好花時間，其實有蠻多書店都很認真在寫。  

問題六：行政院宣示民國 108 年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將地方創生納入國家發

展的重要政策，針對地方振興與社區發展的重要議題，國發會提出「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劃。請問政府公部門是否提供獨立書店關於地方創生相關配套措施？

貴店是否有連結當地文化及風土特色的經驗，曾經遭遇什麼困境？ 

經營者 A：主要是辦活動的過程，讓我覺得辦活動或講座的專業還稍微容易養成

一點，但是要做很大事情的專業好像很不足，當然無論多大多小，要辦一個市集，

20 攤跟 100 攤要做的程序，沒有一個可以漏掉，過程中其實也檢視我們到底有

沒有策劃這個文化活動的能力，當然如果辦活動卻沒有什麼收入來支撐的話，也

表示我們要去調整，可能是我們的觀念需要調整，或是活動舉辦的形式、收費的

方式、及各種考量的調整，常常要試過很多的面向之後才會知道。 

經營者 B：目前參與嘉義書式生活、草草戲劇節和重構大學路等活動，重構大學

路的成份更重些，就是希望可以慢慢的把我們這一家店變成社區的店，大家來這

裡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的不同，我覺得書店本來就是通往其他店的窗口，跟其他商

店的特質不一樣，我們目前跟重構大學路的協會這邊的連結比較多，像之前老鷹

之手的蓮藕粉，本來也想要幫他們，但是又很怕把東西放過期就沒幫忙賣，但以

後如果我們店有轉型的話，就可以賣更多其他的東西。 

其實書店不是要賺很多的錢，但不能不賺錢，尤其這五、六年來開店這件事

情，我覺得大家都會把很多的事情想得太美好，覺得說反正我只要有理想，大家

一定都會來支持，我自己以前也這麼覺得，但你要夠好玩，人家才會來。 

經營者 C：因為我們自己能夠發展的能量有限，而且關注的東西不完全在社區跟

地方上面，所以我不會說我們在做地方創生，但假設是以地方創生大方向的概念

來說，我們的確是在做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談的、展現的，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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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在一個城市生存下去，我們想要住在怎樣的地方，書店有一條很長的對外

線，每一場活動都是我們想要對社會去做的對話，或是想要對一般民眾說的事情，

因此，我們當然也是在做地方創生，只是投入的程度不一樣，比如說像苗栗縣苑

裡「掀海風」，他們就真的是把自己投入地方創生之中，那就是我們沒有做到的

部分，但這是每一間店的老闆，生命當中所牽涉到的不同重心，以及自己想要去

發展的部分。我們書店早期的發展也是因為有一群夥伴，的確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在社會的議題上，現在比較沒有，因為很多大家關注的事情都比較不一樣了。 

第三節 獨立書店影響成功關鍵因素 

綜合前節訪談結果之問題調查及參考文獻資料，本研究對於台灣獨立書店目

前所面臨之困境，整理如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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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獨立書店目前面臨之困境整理 

困境 原因 資料來源 

A.數位化浪
潮影響 

 

A1 

閱讀型態改變，網路造成滑世代閱讀模式多
元，紙本書閱讀人口下降，影響主要販售紙本
書籍的獨立書店。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 (2019); 鄭富
春（2017）；王美珍
（2014）；羅玫玲
（2022）；經營者A、
B、C 

A2 
購買習慣轉向網路書店及電商平台，獨立書店
難以抗衡價格競爭。 

A3 
出版業漸漸轉向數位出版，壓縮紙本書籍生存
空間。  

B.閱讀人口
下降 

B1 
消費者閱讀習慣的轉變，滑世代紙本書閱讀率低
落。 

Raffaelli (2020); 詹正德
（2020）；羅玫玲
（2022）；黃晟羽
（2021）；經營者 A、
B、C 

B2 
少子化的衝擊、偏鄉青壯年人口流失，導致購買力
下降。 

C.惡性削價
競爭 

C1 
連鎖書店與網路書店等大通路展開的削價競爭與
折扣戰的促銷優惠，造成圖書利潤太低。 

Luyt & Heok (2015); 

Baidis et al. (2019); 小
小書房（2008）；詹正
德（2020）；羅玫玲
（2022）；經營者B 

C2 
折扣戰持續下殺以致書籍哄抬售價後再打折，
造成書價不斷上揚及圖書利潤低之惡性循環。 

D.人力不足 D1 
獨立書店多為小本經營，人力不足影響店務推動
與社群媒體經營。 

程紀韶、項澤洋
（2018）；經營者B 

E.社群關係
不易建立 

E1 
獨立書店所在的地理範圍內沒有足夠的社群基
礎或社區參與者支持獨立書店的存續。 

Umenhofer (2019); 羅惠
瓊、李麗日（2015）  

；經營者A、B、C 

F.消費者價
值認同不足 

F1 
經營者透過專業選書與消費者對話，有時容
易流於曲高和寡。 

Laties (2011); Chiu et al. 

(2012); 詹正德
（2020）；朱家安
（2010）；經營者A、
B、C 

F2 

消費者對獨立書店認知不足，不了解或不能苟
同獨立書店推廣之理念或經營模式，不願花
錢買書以支持獨立書店。 

G.數位轉型
能力不足 

G1 
社群媒體與數位工具的應用經驗較為不足，難
以掌握目標客群輪廓與消費行為。 

Raffaelli (2020); 簡逸君
（2012）；詹正德
（2021）；經營者B、
C G2 

受限於經費，無法建置合宜的網路聯合銷售平
台。 

H.新冠疫情
衝擊 

H1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實體書店，獨立書店經營困
難，導致歇業或轉變經營型態。 

Squires (2022); Heuvel  

(2020); 鄭綺元
（2021）；詹正德
（2021）；經營者 A、
B、C 

H2 
疫情期間消費者選擇網路書店及電商平台購買
書籍，導致獨立書店客源減少而倒閉或歇業。 

I.政府政策
不明 

I1 
政府目前尚無相關的配套措施或罰則來推動合

理保障獨立書店獲利空間的新書售價規範。 
傅朝文（2017）；吳尚
軒（2021）；廖英良
（2017）；黃于珊
（2019）；經營者 B、C 

I2 

獨立書店兼具營利事業與文化事業特質，但登
記為「營利事業」單位，可申領相關補助與挹注
受限。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https://www.storm.mg/authors/60811/%E5%90%B3%E5%B0%9A%E8%BB%92?_ga=2.129317644.169805386.1673190213-1200821179.1649763704
https://www.storm.mg/authors/60811/%E5%90%B3%E5%B0%9A%E8%BB%92?_ga=2.129317644.169805386.1673190213-1200821179.164976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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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獨立書店目前面臨之困境整理（續 1） 

困境 原因 資料來源 

J.經費不足 

J1 
獨立書店多為小本經營，資金成本有限，限制
擴展的機會。 

Heuvel (2020); 詹正德
（2021）；程紀韶、項
澤洋（2018）；文化內
容策進院（2022）；經
營者 A、B、C 

J2 
經營者為彌補書店財務缺口，大多需多角複合式
經營或兼差。 

J3 
受限於經費，無法建置合宜的網路聯合銷售平
台，多出的人事及運送成本亦無法負荷。 

K.公共資源
排擠 

K1 
民眾借閱在地公共圖書館、圖書室、兒童館的書
籍，造成資源排擠。 

施佳旻（2020）；經營
者 A 

L.現有聯盟
外溢效應不

大 

L1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雖設立「書店學」課程
為想開獨立書店的人提供開店經驗分享，但因
為各家書店特色及優劣勢的差異，成功經
驗難以複製。  Chiu et al. (2012); 台灣

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網站
（2022）；文化內容策
進院（2022）；賀秋白
等人（2010）；呂慈芸
（2020）；經營者A、
B、C 

L2 

友善書業合作社的成立雖然解決獨立書店大部
分供貨來源問題，但消費者須花較長時間拿到
書，合作社整體購書數量至今仍無法與大型通
路相比，經銷商無法提供更多優惠或隨書贈品
等。  

L3 

獨立書店結盟效果不明顯，雖能達到獨立書店

的宣傳效益，但無法產生外溢效應，帶動書籍
等商品買氣，對於獨立書店獲利的實質幫助仍
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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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獨立書店在後疫情時代更具競爭力，參考獨立書店、商業模式相關文獻及經營

業者的深度訪談資料，本研究依據 Saaty (1970) 所提出之層級分析法建構「獨立書店服

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層級架構」，如圖 3-1，共分為「價值主張」、「營銷策略」、「財務管

理」、「基礎建設」等四個構面及十二項因素，各構面與影響成功因素之定義、參考依據

及對照之獨立書店困境，整理如表 3-3、表 3-4。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
 

財務管理
 

營銷策略
 

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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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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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層級架構 

表 3-3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各構面定義 

構面 定義 

價值主張 指獨立書店在提供產品或服務時，所要傳遞的訴求與主張。 

營銷策略 指獨立書店為達到獲利的目的所制定的計劃和方法。 

財務管理 
指獨立書店安排與分配財務等資源，以求最低成本與最大效益之

目標。 

基礎建設 指經營獨立書店應具備之軟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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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定義、參考依據及對照之獨立書店困境 

目
標 

構
面 

因素 定義 參考依據 對照之獨立書店困境 

獨

立

書

店

服

務

模

式

影

響

成

功

因

素 

價

值

主

張 

特定目
標客群
鎖定 

獨立書店透過分眾和市場區隔所提供的銷售
服務，以滿足注重閱讀品質、重視社會文化、
追求特色等因素之特定消費族群。 

Osterwalder et al. (2015); 

Baidis et al. (2019); 林宛萱
(2019)；經營者A、B、C 

B.閱讀人口下降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特色商
品及服
務設計 

獨立書店根據專業選書、特色活動規劃、場域
營造、文化體驗等活動，提供具多元性及差異
化的商品與服務，吸引目標客群消費。 

Osterwalder et al. (2005); 根
來龍之等人（2021）；經營
者 A、B、C 

B.閱讀人口下降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H.新冠疫情衝擊 

企業社

會責任
賦予 

獨立書店常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其經營的核

心價值，並且透過實踐理念的過程，提高社會
影響力。關注的領域包括：推廣閱讀、社會公
益、環保意識、公平貿易、多元文化等。 

Baron (2001); 李秀英等人
（2011）；經營者 B、C 

B.閱讀人口下降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I.政府政策不明  

營

銷

策

略 

利害關
係人網
絡建立
與維繫 

獨立書店需瞭解出版商、經銷商、顧客、學校
團體、社區機構及政府相關部門等利害關係人
之期望和利益關注點，建立互惠與信任關係。 

Amit & Zott (2001); Chiu et 

al. (2012); 吳仁和
（2018）；經營者A、B、C 

B.閱讀人口下降 

C.惡性削價競爭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關鍵活
動與流
程優化 

獨立書店根據市場需求來優化選書策略、採
購、銷售等關鍵活動和流程，以提升效能與服
務品質。 

Osterwalder et al. (2015); 陳
映融（2016）；黃晟羽
（2021）；經營者A、B、C 

D.人力不足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銷售 

通路 

獨立書店結合實體門市、網路商店、社群媒體、

自媒體、簡訊、裝置 App、市集、口碑等不同
的銷售渠道，擴大書店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提
高營運效益。 

Osterwalder et al. (2015); 

Achtenhagen et al. (2013); 

汪世旭（2015）；經營者
A、B、C 

G.數位轉型能力不足 

H.新冠疫情衝擊 

J.經費不足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財
務
管
理 

定價策
略制訂 

獨立書店衡量顧客需求、服務特性及市場行
情，依據成本結構制訂合理計價方式，確保
服務品質和營運效益的平衡。 

Raffaelli (2020); Heuvel 

(2020); 文化內容策進院
（2022）；洪震宇（2021）；
經營者 A、B 

C.惡性削價競爭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H.新冠疫情衝擊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0%B3%E4%BB%81%E5%92%8C/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0%B3%E4%BB%81%E5%92%8C/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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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營
收維持 

獨立書店透過商品販賣、餐飲、體驗活動等經
營品項及多元化經營方式，持續獲取實體營收
利潤，以支持獨立書店的長期發展。 

Mansfield & Fourie (2004);  

Teece (2010); Chiu et al. 

(2012); 經營者 A、B、C 

A.數位化浪潮影響 

B.閱讀人口下降 

C.惡性削價競爭 

H.新冠疫情衝擊 

J.經費不足 

潛在獲
利增加 

獨立書店透過與社區、學校機構、文化藝術機
構等單位合作，滿足其發展過程所需之文化底
蘊和知識需求，建立口碑信譽，並帶動周邊效
益，吸引更多的潛在顧客，提高潛在獲利。 

Baidis et al. (2019); 吳仁和
（2018）；經營者A、B、C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I.政府政策不明  

K.公共資源排擠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基
礎
建
設 

網路資

訊設備 

獨立書店依據業務流程和現有資源建置適當

的軟硬體基礎設備，並培養進貨、庫存管理、
網路行銷等相關資訊應用能力。 

Umenhofer (2019); Raffaelli 

(2020); Heuvel (2020); 卡洛

琳 H.（2021）；周維忠
（2020）；經營者 A、B、C 

D.人力不足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G.數位轉型能力不足 

J.經費不足 

經營者
特質 

獨立書店經營者所具備經營獨立書店的專業
能力和個人魅力，包括：推動議題、社交技能
等。 

Johnson et al. (2008); 詹依
萍（2016）；張瑋欣
（2009）；黃瀞緣（2020） 

經營者A、B、C 

D.人力不足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場域氛
圍營造 

獨立書店透過空間佈置、音樂選擇和商品陳列
以營造獨特的文化氛圍和知識體驗空間，提供
餐飲、藝文活動等附加價值服務，增加顧客停
留時間和互動機會。 

Luyt & Heok (2015); 

Raffaelli (2020); 經營者A、
B、C 

D.人力不足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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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模式設計 

一、 當前獨立書店環境與關鍵趨勢議題 

面對大環境的不確定性，獨立書店不能再孤軍奮戰，透過虛擬聯盟的結盟與

運作，尋求同業合作、異業結盟等模式以取得新市場、銷售網路、或服務能力等

資源，透過資源與能力的交換，讓聯盟成員達到資源互補、互相學習的目的（Wei, 

2007; Lück & Leyh, 2016; Alabady et al., 2020; 林錫金，2000；施光訓等人，2005；

陳振成，2008；屠淑敏等人，2015；周維忠，2020；李昭嫻，2022）。本研究參考

相關文獻，整理當前台灣獨立書店環境與關鍵趨勢的相關議題，如表 3-5 所示。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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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當前台灣獨立書店關鍵趨勢議題與產業環境 

領域 要素 議題 

獨
立
書
店
產
業
關
鍵
趨
勢 

政策法規 

趨勢 

經濟部「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推動中小企業

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文化部「推動實體書店發展補

助」、「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青年

村落文化行動計畫」、各縣市政府提供之常態補助、文化

交流補助、藝文空間修繕補助等。 

社會文化 

趨勢 
國際化、在地化、多元化、性別平等、環保意識等。 

社會經濟 

趨勢 
全球化、數位化、跨界合作、多元化閱讀體驗等。 

技術趨勢 
網路化、線上服務、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大數據分析與

應用、物聯網、AI 人工智慧等。 

當
前
獨
立
書
店
產
業
環
境 

競爭對手 
大型連鎖書店、網路書店、電商平台、傳統書店、現有獨

立書店及其類型。 

新加入者 
新增之大型連鎖書店、網路書店、電商平台、傳統書店、

新增獨立書店及其類型。 

替代產品 

與服務 
公共圖書館、私人圖書館、圖書室、兒童館等。 

市場議題 
實體書店行業衰退、競爭對手增加、閱讀人口下滑、數位

出版、及網路書店興起等。 

市場區隔 
重視多元化文化表達、喜愛特定文學類型、深度探索議

題、和支持在地產業的消費者。 

市場需求 
高品質且價格合理的圖書、優質的閱讀體驗、便捷的閱

讀服務、融入在地文化、個性化書單、人性化服務等。  

轉換成本 
口碑、信譽、知名度、品牌形象、集體記憶、距離、產品

品質、產品種類、服務、和價格等。 

發展之困境 

數位化浪潮、閱讀人口下降、惡性削價競爭、人力不足、

社群關係不易建立、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數位轉型能力

不足、新冠疫情衝擊、政府政策不明、經費不足、公

共資源排擠、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等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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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模式設計 

綜查相關文獻資料與問題歸納，瞭解獨立書店面臨之經營困境、當前政策的

規範與限制，以及獨立書店發展關鍵趨勢之後，本研究提出以虛擬聯盟為基之「獨

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模式」，擬因應數位化浪潮、閱讀人口下降等衝擊，打破產

業彼此競爭惡相，整合獨立書店現有的聯盟，擴大聯盟的外溢效應，強化獨立書

店生存優勢的創新模式(Laties, 2011; Baidis et al., 2019; Umenhofer, 2019; Heuvel, 

2020; 蘇麗媚&盧諭緯，2017；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2014；柳軍亞，2018；

周維忠，2020；洪宇萱，2021，李昭嫻，2022）。以下為本研究針對獨立書店虛

擬聯盟之成員組成，及可提供之資源與貢獻，整理如表 3-6。 

表 3-6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可能成員之組成 

虛擬聯盟 

可能成員 
可提供之資源與貢獻 

獨立書店 
聯盟的核心成員，共享資源、經驗和想法，並且通過聯盟來

推廣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 

文創產業 
為聯盟提供獨特的文化元素，例如設計師、插畫家、藝術家

等，可以為獨立書店提供獨特的商品和設計。 

文學社群 

為聯盟提供更多的文學活動和讀書俱樂部等活動，增加獨

立書店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促進當地文學創作的發

展。 

出版業 
聯盟可以邀請出版商、編輯和作家等人士參與，共同探討如

何提供更好的書籍選擇和內容創作。 

社區組織 
為聯盟提供更多的社區資源和聯繫，並為當地社區帶來更

多的文化活動和交流 

環保組織 

為聯盟提供可持續性和環保意識的支持，例如推廣綠色印

刷、回收利用等措施，進一步提升獨立書店的企業社會責任

和形象。 

地方創生 

組織 

為聯盟提供地方創生計畫等相關的資源和支持，幫助獨立

書店融入在地產業的發展與在地資源連結。 

公益團體 
為聯盟提供社會責任和公益方面的支持，例如：推廣閱讀、

教育資源等，提高獨立書店對社會的貢獻和形象。 

教育機構 
為聯盟提供教育資源和人才培養，例如舉辦讀書會、講座、

課程、共學等，提升獨立書店的知識交流和文化價值。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38 

 

同時參酌上述虛擬聯盟成員組成特質，依據 Osterwalder 等人（2005）所提

出之商業模式畫布，設計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務模式圖，用以描述此創新服務模

式之樣貌，如圖 3-2。 

關鍵夥伴 

 獨立書店 

 出版經銷商 

 作家協會 

 傳媒機構 

 獨立音樂 

 獨立製片 

 閱讀推廣協
會 

 文創產業 

 地方創生組
織 

 環保組織 

 學校 

 公益團體 

 政府機構 

 圖書館 

 物流公司 

 科技公司 

 文史工作者 

關鍵活動 

 聯合採購 

 聯合促銷 

 社群媒體行
銷 

 精準行銷 

 智慧閱讀 

 庫存/物流 

 人力調度 

 教育宣傳 

 數位銷售 

 聯合倡議 

 異業結盟 

 地方創生 

價值主張 

 網絡效應 

 降低成本 

 增加獲利 

 擴大市場 

 整合資源 

 共享資訊 

 促進創新 

 分擔風險 

 提升競爭

力 

 

顧客關係 

 實體/線上
會議 

 團體協作 

 聯盟學習 

 人才培訓 

 經驗交流 

 專家諮詢 

目標客群 

 一般民眾 

 閱讀愛好
者 

 對多元議
題有興趣
者 

 社區居民 

 學校 

 政府機構 

 社團 

 遊客 

關鍵資源 

 人力資源 

 資訊資產 

 財務資源 

 實體資產 

 品牌聲譽 

 

通路 

 門市 

 網路 

 電子郵件 

 社群媒體 

 簡訊 

 國際書展 

 裝置 App 

 自媒體 

 口碑 

成本結構 

 非營利組織 

 人力資源成本 

 物流成本 

 IT 系統維護成本 

 促銷費用(廣告/市場宣傳)  

 時間成本 

收益流 

 聯盟成員會費 

 聯合購買之佣金 

 聯合行銷推廣之收益 

 政府資源挹注 

 網絡效應 

 

圖 3-2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務模式圖 

本研究依據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模式，以層級分析法建立「獨立書店虛擬

聯盟創新因素層級架構」，如圖 3-3 所示，共分為「組織結構面」、「功能技術面」、

「財務策略面」等三個構面及九項因素，各構面與創新因素之參考依據與定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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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解決之獨立書店困境，如表 3-7、及表 3-8 所示；並依據表 3-8 轉為 AHP 問卷，

以供專家團隊評估。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
 

功能技術面
 

執行面
 

成員組成面
 

互
補
性

 

配
合
度

 

相
容
性

 

共
享
資
源

 

聯
盟
學
習

 

聯
合
倡
議

 

擴
大
市
場

 

建
置
聯
合
銷
售
平
台

 

降
低
成
本

 

 

圖 3-3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層級架構 

表 3-7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各構面定義 

構面 定義 

成員組成面 指虛擬聯盟組成的成員選擇考量因素。 

功能技術面 指虛擬聯盟提高獨立書店等成員競爭力的技術和方法。 

執行面 
指虛擬聯盟為實踐集體獲利的共同目標，進行的相關行動和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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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定義、參考依據及欲解決之獨立書店困境 

目

標 

構

面 

因

素 
定義 參考依據 欲解決之獨立書店困境 

獨

立

書

店

虛

擬

聯

盟

創

新 

因 

素 

成
員
組
成
面 

相
容
性 

虛擬聯盟成員抱持平等和開放的態度，尊重與欣賞彼

此不同的價值觀、文化背景和產業經驗，建立互信機

制，促進合作默契。 

de la Sierra (1995);.Abuzaid 

(2014); 黃琡珺（2006）；經

營者 A、B、C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互
補
性 

虛擬聯盟成員皆能提供彼此在技術、市場、人力等方面

的資源，確保每個成員都能夠有所貢獻，各取所需並互

補其短，透過互惠關係來串接市場商機。 

Hitt et al. (1997); Emden et 

al. (2006); 高孔廉、鍾東仁

（2004）；經營者 A、B、C 

D.人力不足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J.資金不足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配
合
度 

虛擬聯盟成員能夠積極參與和配合聯盟所推動的合作

促銷、形象宣傳等活動，表現出對聯盟共同目標和價值

理念的支持。 

Hitt et al. (2000); 李昭嫻

（2022）；經營者 A、B、C 

D.人力不足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功
能
技
術
面 

聯
合
倡
議 

虛擬聯盟藉由宣傳、教育、游說等聯合倡議行動，呼籲

政府與社會大眾對獨立書店的發展價值持續關注和支

持，並促成相關的政策、立法或社會行動。 

 

Wei (2007); 陳振成

（2008）；杜鵬等人

(2017)；陳思婷（2021）；

經營者 A、B、C 

B.閱讀人口下降 

C.惡性削價競爭 

F.消費者價值認同不足 

I.政府政策不明 

共
享
資
源 

虛擬聯盟整合與管理聯盟成員現有之人力、財務、技

術、資料庫等方面資源，避免資源重疊浪費，以確保資

源的合理利用。 

Lück & Leyh (2016); 蘇信瑋

（2022）；吳仁和（2018）；

經營者 A、B、C 

D.人力不足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J.資金不足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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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盟
學
習 

虛擬聯盟提供教育訓練、線上共同協作、成功經驗分

享、邀請外部專家分享最新市場趨勢等活動，以獨立書

店為知識交換平台，支持聯盟成員持續性且創新的團隊

學習。 

Collinson et al. (2006); 吳明

烈（2008）；陳宗義等人

（2011）；方世榮等人

(2012)；經營者 A、B、C 

B.閱讀人口下降 

C.惡性削價競爭 

E.社群關係不易建立 

G.數位轉型能力不足 

執
行
面 

降
低
成
本 

虛擬聯盟成員透過聯合採購、協調運輸路線、共享庫存

管理系統、善用人力調度等方式降低不必要的人事和

時間成本，提高獲利空間。 

Johnson et al. (2008); 周維

忠（2020）；謝曉霞

（2020）；經營者 A、B、C 

A.數位化浪潮影響 

C.惡性削價競爭 

D.人力不足 

J.資金不足 

擴
大
市
場 

虛擬聯盟成員透過合作推廣與發揮網絡效應來擴大市

場範圍。例如：元宇宙沉浸式閱讀體驗、共同開發結合

在地產業文化的自有品牌商品或書籍專刊等，吸引特

定目標客群或遊客等潛在客群。 

Kale et al. (2000); Heuvel 

(2020); 吳仁和（2018）； 

王力行（2022）；柳軍亞 

（2018）；李昭嫻（2022） 

A.數位化浪潮影響 

B.閱讀人口下降 

J.資金不足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大 

建
置
聯
合
銷
售
平
台 

虛擬聯盟建置線上聯合銷售平台，整合聯盟成員相關

產品，以獨立書店為據點，結合線上策展、線上講座、

線上訂購及物流整合等服務，同時利用大數據分析、人

工智慧等工具蒐集銷售相關數據，進行精準行銷和策

略調整。 

Yang et al. (2009); 黃照貴、

張海青（2000）；鄭燦堂

（2016）；周維忠

（2020）；經營者A、B、C 

A.數位化浪潮影響 

C.惡性削價競爭 

D.人力不足 

J.資金不足 

L.現有聯盟外溢效應不
大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Author.aspx?Id=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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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鍵因素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問卷調查 

運用層級分析法進行評估時，專家人數不宜太多，建議以 5 至 15 位為佳（鄧

振源，2005）。本研究發出 16 份專家問卷，共回收 15 份有效問卷；AHP 問卷發

放對象，分為產、官、學三個領域專家，產業領域選定為獨立書店經營業者 6 人，

政府相關單位選定與獨立書店性質相關之縣市局處長 3 人、地方創生業務承辦人

員 1 人，共 4 人，以及學術領域選定為學者專家 4 人、文史工作者 1 人，共 5

人，全部合計共 15 位專家。 

問卷之進行，依問卷受訪對象不同，採取親自拜訪與電子郵件寄送方式進行

調查，在填答問卷之前，請問卷受訪專家先閱讀論文研究主題與主要內容、AHP

問卷說明、及問卷填寫方式等；填寫過程中，研究者並視問卷受訪者狀況，輔以

問卷內容解說。AHP 問卷填寫時間為民國 112 年 4 月 1 日至 112 年 4 月 13 日，

問卷受訪專家之背景資料，詳見表 4-1。 

表 4-1 問卷受訪專家背景資料 

編
號 

類別 性別 年齡 

書店所在地 

(成立年) 

/服務單位 

(職稱) 

最高學歷 
書店特色 

/專長領域 

1 
獨立書店

經營者 
女 59 

雲林縣 

(3年) 

公共行政系 

學士 

1.媒體識讀 

2.公民素養 

3.公民記者 

2 
獨立書店

經營者 
女 40 

嘉義縣 

(42年) 

中文系 

學士 

1.傳統書店轉型 

2.社區營造 

3.嘉義書式生活成員 

3 
獨立書店

經營者 
男 40 

台南市 

(3年) 

國際企業管
理系學士 

1.地方誌編輯出版 

2.地方創生課程 

3.地方創生聚落團隊 

4 
獨立書店

經營者 
女 29 

嘉義市 

(2年) 

歷史系 

學士 

1.文青風格  

2.支持在地及浪浪文創 

3.嘉義書式生活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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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問卷受訪專家背景資料（續 1） 

編

號 
類別 性別 年齡 

書店所在地 

(成立年) 

/服務單位 

(職稱) 

最高學歷 
書店特色 

/專長領域 

5 
獨立書店

經營者 
男 42 

高雄市 

(10年) 

歷史系 

學士 

1. 人文閱讀結合生活創
意與藝術表演 

2. 在地專家選書推薦 

3. 經營閱讀社群 

6 
獨立書店

經營者 
女 58 

高雄市 

(15年) 
高職 

1. 書籍行銷採購  

2. 書單規畫 

3. 閱讀推廣 

7 
政府單位

專家 
男 57 

社會處 

(處長) 

政大政治所 

博士 

1.社會企業 
2.政治 
3.法律 

8 
政府單位

專家 
男 57 

教育局 

(局長) 

台師大科技 

教育所碩士 

1.推動走讀校外教學 
2.建置閱讀教育網 

9 
政府單位

專家 
女 50 

文化觀光處 

(處長) 

政治大學高
階管理碩士 

1.百大MVP經理人 
2.節目製作人 
3.品牌創意總監 
4. 資策會創業輔導顧
問 

10 
政府單位

專家 
女 44 

文化觀光處 

(承辦人員) 

觀光餐飲系 

學士 

1.地方創生業務負責人 
2.勞動部職訓局外聘講
師 

11 學者專家 男 60 
大專 

(助理教授) 

中正成人及
繼續教育所

博士 

1.前教育處長 
2.社區大學終身教育 
3.社區總體營造 

12 學者專家 男 61 
大學 

(助理教授) 

成大都市計
劃所博士 

1.前六都都市計劃局長 
2.都市城鄉開發計劃 
3. 空間規劃設計 

13 學者專家 男 57 
大學 

(教授) 

中正資訊管
理所博士 

1.企業E化 
2.資料資訊 
3.前科技學院院長 

14 學者專家 男 59 
大學 

(教授) 

德州理工大
學財務管理

博士 

1.財務管理 
2.產業趨勢分析 

15 
文史工作

者 
男 47 

國民中學 

(教師) 

南華大學旅
遊管理所 

碩士 

1.獨立書店資深志工 
2.小旅行作家 
3.史蹟導覽 

*獨立書店成立年限計算至 112 年 3 月 31 日止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3%87%E7%AD%96%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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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合併與計算 

問卷回收後，依問卷結果建立成對比較矩陣，求取其特徵值與特徵向量，同時

須檢定矩陣之一致性，以檢視決策者的前後判斷是否一致，檢定一致性可使用Excel、

Expert Choice 等工具進行分析，其中若有部分題目未通過一致性檢定的問卷，由

研究者向受訪專家再次確認意向，並做修正以通過一致性檢定（Panchal & 

Shrivastava, 2022; Yu et al., 2021; 榮泰生，2018；陳宗義等人，2020）。 

確認每份問卷內容皆通過一致性檢定後，以幾何平均數的計算方式，將問卷

之成對比較矩陣進行合併。合併後的成對比較矩陣資料輸入 Excel 2016 矩陣計

算公式，進行一致性檢定與各因素間之權重值，以進行影響因素之排序比較

（Saaty, 2008; Dos et al., 2019; Lyu et al., 2020; Panchal & Shrivastava, 2022; 褚志

鵬，2009；榮泰生，2018）。問卷分析步驟如下： 

一、問卷一致性檢定 

本研究問卷之一致性指標（C.I.）及一致性比率（C.R.）均低於 0.1，表示一

致性高，各構面與各影響因素的判斷具有一致性，專家決策過程合乎理性；其次

檢定整體層級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Tario Hierarchy; C.R.H）均小於 0.1，顯示

整體層級的一致性可以被接受，可求取整體權重的計算，並依權重的結果比較出

各層級的重要性。。 

二、問卷合併 

本研究問卷採用事先合併方式，以幾何平均數方法進行計算，經計算後之成

偶對比矩陣仍為正倒值矩陣，符合層級分析法之要求。 

三、計算權重值 

經計算後之各項指標權重值，應依循所有準則的權重和為 1、各要素的權重

和為 1，以及整體權重和為 1 之原則，並依權重的結果比較出各層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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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AHP 問卷分析 

本研究運用 Excel 2016 軟體計算出合併後問卷，進行一致性檢定，各層級的

成對比較矩陣皆通過一致性檢定，各層級合併後的成對比較矩陣、一致性檢定數

值、權重值以及排序說明，詳如下列所示： 

一、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 

（一）第二層級相關構面比較矩陣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的層級架構中，第二層級構面的成對比較矩

陣，比較「價值主張」、「營銷策略」、「財務管理」、「基礎建設」四個構面之重要

性。合併後的矩陣值如表 4-2，其計算所得出的權重值如表 4-3。在「獨立書店服

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中，「價值主張」權重 0.420 >「財務管理」權重 0.234 >

「營銷策略」權重 0.215 >「基礎建設」權重 0.131。「價值主張」的構面被認為是

最重要的。此結果可顯示價值主張是獨立書店經營的最大特色，獨立書店必須將

價值主張包裝在其產品或服務之中，讓顧客感受到產品或服務有物超所值的感受，

並透過價值主張的特點，加以區隔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差異，以達到吸引目標客群、

建立品牌形象、口碑、和忠誠度等目的（Osterwalder et al., 2015; 羅玫玲,2022）。 

表 4-2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第二層級相關構面比較矩陣 

 價值主張 營銷策略 財務管理 基礎建設 

價值主張 1 2.055 1.600 3.425 

營銷策略 0.487 1 0.988 1.613 

財務管理 0.625 1.012 1 1.709 

基礎建設 0.292 0.620 0.585 1 

λmax=4.0069，C.I=0.0023，C.R =0.0026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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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第二層級相關構面權重 

 權 重 排 序 

價值主張 0.420 1 

營銷策略 0.215 3 

財務管理 0.234 2 

基礎建設 0.131 4 

（二）第三層級相關構面與因素比較矩陣 

在此層級比較的項目當中，分為四個部份。 

1. 在價值主張構面下，比較「特定目標客群鎖定」、「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

「企業社會責任賦予」之重要性；合併後的矩陣值，如表 4-4，計算所得出的

權重值，如表 4-5。在價值主張構面，「特定目標客群鎖定」權重 0.437 >

「企業社會責任賦予」權重 0.284 >「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權重 0.279；

「特定目標客群鎖定」的因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此結果顯示獨立書店必

須將經營的方針與推廣重點放在特定的目標客群上，鎖定最有可能對產

品或服務感興趣的客群，才能進行相應的營銷策略和服務創新（根來龍之

等人，2021）。 

表 4-4 第三層級價值主張各因素比較矩陣 

λmax = 3.0001，C.I= 0.0000，C.R = 0.0001 

 
特定目標客群 

鎖定 

特色商品及服務 

設計 

企業社會責任 

賦予 

特定目標客群鎖定 1 1.579 1.521 

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 0.633 1 0.992 

企業社會責任賦予 0.658 1.008 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A0%B9%E4%BE%86%E9%BE%8D%E4%B9%8B/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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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第三層級價值主張各因素權重 

 權重 排序 

特定目標客群鎖定 0.437 1 

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 0.279 3 

企業社會責任賦予 0.284 2 

2. 在營銷策略構面下，比較「利害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關鍵活動與流程

優化」、「銷售通路」之重要性；合併後的矩陣值如表 4-6，計算所得出的權

重值如表 4-7。在營銷策略構面，「利害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權重 0.399 

>「銷售通路」權重 0.353 >「關鍵活動與流程優化」權重 0.248；「利害關

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的因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可說明利害關係人網絡

的建立與維繫對獨立書店的成功和發展至關重要，獨立書店除了需要不

斷拓展新的利害關係人網絡外，更應維繫與原來顧客、供應商、地方社區，

及學校機構等利益相關者的良好關係，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機會，才能實

現長期的發展目標（吳仁和，2018）。 

表 4-6 第三層級營銷策略各因素比較矩陣 

 
利害關係人網絡 

建立與維繫 

關鍵活動與 

流程優化 
銷售通路 

利害關係人網絡 

建立與維繫 
1 1.672 1.084 

關鍵活動與 

流程優化 
0.598 1 0.730 

銷售通路 0.923 1.370 1 

λmax = 3.0016，C.I= 0.0008，C.R = 0.0014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0%B3%E4%BB%81%E5%92%8C/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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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第三層級營銷策略各因素權重 

 權重 排序 

利害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 0.399 1 

關鍵活動與流程優化 0.248 3 

銷售通路 0.353 2 

3. 在財務管理構面下，比較「定價策略制訂」、「實體營收維持」、「潛在獲利

增加」之重要性；合併後的矩陣值如表 4-8，計算所得出的權重值如表 4-

9。在品質構面，「實體營收維持」權重 0.365 >「潛在獲利增加」權重 

0.331 >「定價策略制訂」權重 0.305；「實體營收維持」的因素被認為是

最重要的，可見實際的營業與收入攸關獨立書店的生死存亡，實體營收的

維持影響獨立書店生存和長期發展，為增加收入來源，獨立書店常需要通

過零售銷售、服務業務、課程活動、獨特商品、租賃等多種途徑來獲得實

體營收支持，減少對單一收入來源的依賴（Teece, 2010; 經營者A、C）。 

表 4-8 第三層級財務管理各因素比較矩陣 

 定價策略制訂 實體營收維持 潛在獲利增加 

定價策略制訂 1 0.854 0.904 

實體營收維持 1.171 1 1.126 

潛在獲利增加 1.107 0.888 1 

λmax = 3.0004，C.I= 0.0002，C.R =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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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第三層級財務管理各因素權重 

 權重 排序 

定價策略制訂 0.305 3 

實體營收維持 0.365 1 

潛在獲利增加 0.331 2 

4. 在基礎建設構面下，比較「網路資訊設備」、「經營者特質」、「場域氛圍營

造」之重要性；合併後的矩陣值如表 4-10，計算所得出的權重值如表 4-

11。在基礎建設構面，「場域氛圍營造」權重 0.572 >「經營者特質」0.278 

>「網路資訊設備」0.150；「場域氛圍營造」的因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

場域氛圍是吸引目標客群前來的最主要誘因，獨立書店的場域氛圍營造

需要結合各店的特點和價值主張，創造一個有吸引力、溫馨或有趣的環境，

讓顧客感到舒適，覺得在這個獨特空間被接納與啟發，願意一來再來，從

而提高消費的意願，場域氛圍的營造過程常需要經過不斷的嘗試與驗證

（Raffaelli, 2020; 羅玫玲，2022）。 

表 4-10 第三層級基礎建設各因素比較矩陣 

λmax = 3.0004，C.I= 0.0002，C.R = 0.0003 

 網路資訊設備 經營者特質 場域氛圍營造 

網路資訊設備 1 0.528 0.267 

經營者特質 1.893 1 0.476 

場域氛圍營造 3.749 2.102 1 

https://www.openbook.org.tw/reviewer/6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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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第三層級基礎建設各因素權重 

（三）整體層級權重排序 

茲將第三層級中所有因素的權重乘以因素所屬的第二層級之構面權重，且整

體層級的權重總合為 1，即可得出該因素在第三層級中所佔的權重比例，最後加

以排序出各因素的權重順序，其計算之結果，如表 4-12 及圖 4-1。 

表 4-12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之整體層級權重比較 

各個構面

W2 
因 素 

局部權重 

W3 

第三層整體權重 

W2*W3 
排序 

價值主張 

0.420 

特定目標客群鎖定 0.437 0.183 1 

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 0.279 0.117 3 

企業社會責任賦予 0.284 0.119 2 

營銷策略 

0.215 

利害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 0.399 0.086 4 

關鍵活動與流程優化 0.248 0.053 10 

銷售通路 0.353 0.076 7 

財務管理 

0.234 

定價策略制訂 0.305 0.071 9 

實體營收維持 0.365 0.085 5 

潛在獲利增加 0.331 0.077 6 

基礎建設 

0.131 

網路資訊設備 0.150 0.020 12 

經營者特質 0.278 0.036 11 

場域氛圍營造 0.572 0.075 8 

 權重 排序 

網路資訊設備 0.150 3 

經營者特質 0.278 2 

場域氛圍營造 0.57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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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之整體層級權重比較圖 

從表 4-12 中可發現，在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的整體權重排序中，

以「價值主張」構面中的「特定目標客群鎖定」最為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賦予」

次之，「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是第三個重要影響因素，三者皆為「價值主張」構

面下的影響因素。由此可知獨立書店主要透過鎖定目標客群，將企業社會責任融

入產品與服務的特色中，藉由滿足特定目標客群需求的方式，傳遞其價值主張，

並以價值換取價格，以支持獨立書店的發展（Umenhofer, 2019）。 

二、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 

（一）第二層級相關構面比較矩陣 

本研究之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的 AHP 層級架構中，第二層級構面的

成對比較矩陣，比較「成員組成面」、「功能技術面」、「執行面」之重要性。合併

後的矩陣值，如表 4-13，計算所得出的權重值，如表 4-14。在「獨立書店虛擬

聯盟創新因素」第二層級相關構面中，「成員組成面」權重 0.422 >「執行面」權

重 0.339 >「功能技術面」權重 0.197，因此「成員組成面」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構

面，即專家團隊認為成員的組成是虛擬聯盟的重要關鍵，聯盟的成功與否取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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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實力、影響力、利益、和目標等綜合實力，如果成員的

目標相同，就會更容易合作和協調，影響力就越大，因此成員組成面確實是獨立

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中最重要的構面（Lück & Leyh, 2016; 陳振成，2008） 

表 4-13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第二層級相關構面比較矩陣 

 成員組成面 功能技術面 執行面 

成員組成面 1 1.684 1.300 

功能技術面 0.594 1 0.675 

執行面 0.769 1.481 1 

λmax = 3.0020，C.I= 0.0010，C.R = 0.0017 

表 4-14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第二層級相關構面權重 

 權 重 排 序 

成員組成面 0.422 1 

功能技術面 0.239 3 

執行面 0.339 2 

（二）第三層級相關構面與因素比較矩陣 

在此層級比較的項目當中，分為三個部份： 

1. 在成員組成面下，比較「相容性」、「互補性」、「配合度」之重要性；

合併後的各因素比較矩陣，如表 4-15，計算所得出的權重值，如表 4-16。

在成員組成面的構面下，「相容性」權重 0.392 >「互補性」權重 0.308 

>「配合度」權重 0.300 ；「相容性」的因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可說明

虛擬聯盟成員的組成，如果價值觀、產業文化等方面的相容程度越高，成

員間越容易達成協議，合作就越順利，越容易實現聯盟的目標；因此，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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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成員的選擇，應評估其相容性，使成員的差異性越小，才能夠確保建立

一個穩健的聯盟（吳怡靜，2012）。 

表 4-15 第三層級成員組成面各因素比較矩陣 

λmax= 3.0041，C.I= 0.0020，C.R = 0.0035 

表 4-16 第三層級成員組成面各因素權重 

 權重 排序 

相容性 0.392 1 

互補性 0.308 2 

配合度 0.300 3 

2. 在功能技術面下，比較「聯合倡議」、「共享資源」、「聯盟學習」之重

要性；合併後的各因素比較矩陣，如表 4-17，計算所得出的權重值，如

表 4-18。在功能技術面，「聯盟學習」權重 0.382 >「共享資源」權重0.348 

>「聯合倡議」權重0.270；「聯盟學習」的因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此

可知聯盟成員在合作過程中，彼此觀摩學習是參與虛擬聯盟的重要誘因，

透過聯盟的協作與共學過程可以促進聯盟成員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刺激，

提高合作效率（吳明烈，2008）。 

  

 相容性 互補性 配合度 

相容性 1.000 1.359 1.227 

互補性 0.736 1.000 1.093 

配合度 0.815 0.9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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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第三層級功能技術面各因素比較矩陣 

 聯合倡議 共享資源 聯盟學習 

聯合倡議 1 0.819 0.669 

共享資源 1.221 1 0.962 

聯盟學習 1.496 1.040 1 

λmax = 3.0030，C.I= 0.0015，C.R = 0.0026 

表 4-18 第三層級功能技術面各因素權重 

 權重 排序 

聯合倡議 0.270 3 

共享資源 0.348 2 

聯盟學習 0.382 1 

3. 在執行面下，比較「降低成本」、「擴大市場」、「建置聯合銷售平台」

之重要性，合併後的各因素比較矩陣，如表 4-19，計算所得出的權重值，

如表 4-20。在執行面，「擴大市場」權重 0.404 >「建置聯合銷售平台」

權重 0.312 >「降低成本」權重 0.285；「擴大市場」的因素被認為是最

重要的，可知擴大市場是虛擬聯盟模式合作的最重要目標，藉由虛擬聯盟

合作方式以實現資源整合、品牌形象提升、風險共擔以及共同發展等多方

面的優勢，提高聯盟成員的市場競爭力和市場佔有率，創造更多的商業價

值與市場機會（Alabady et al., 2020; 黃照貴、張海青，2000）。 

表 4-19 第三層級執行面各因素比較矩陣 

 降低成本 擴大市場 建置聯合銷售平台 

降低成本 1 0.746 0.864 

擴大市場 1.341 1 1.370 

建置聯合銷售平台 1.158 0.730 1 

λmax = 3.0031，C.I= 0.0016，C.R = 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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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第三層級執行面各因素權重 

（三）整體層級權重排序 

茲將第三層級中所有因素的權重乘以因素所屬的第二層級之構面權重，且整

體層級的權重總合為 1，可得出該因素在第三層級中所佔的權重比例，其後加以

排序出各因素的權重順序，其計算結果，如表 4-21 及圖 4-2。 

表 4-21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之整體層級權重比較 

各個構面W2 因 素 局部權重W3 
第三層整體權重 

W2*W3 
排序 

成員組成面 

0.422 

相容性 0.392 0.165 1 

互補性 0.308 0.130 3 

配合度 0.300 0.126 4 

功能技術面 

0.239 

聯合倡議 0.270 0.065 9 

共享資源 0.348 0.083 8 

聯盟學習 0.382 0.092 7 

執行面 

0.339 

降低成本 0.285 0.097 6 

擴大市場 0.404 0.137 2 

建置聯合銷售平台 0.312 0.106 5 

 權重 排序 

降低成本 0.285 3 

擴大市場 0.404 1 

建置聯合銷售平台 0.3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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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之整體層級權重比較圖 

從表 4-21 及圖 4-2 可發現，在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的整體權重排序中，

以「成員組成面」構面中的「相容性」最為重要，「執行面」構面中的「擴大市場」

次之，「成員組成面」的「互補性」是排序第三重要之影響因素。「相容性」是整

體權重排序中最重要的因素，表示專家團隊在評估虛擬聯盟服務模式時，認為虛

擬聯盟成員間的相容性是最關鍵的因素，因為組成成員間的相容性很可能會影響

到團隊的合作氣氛和溝通方式，甚至影響整個團隊的效能和生產力；其次，「擴

大市場」是第二個重要的關鍵因素，說明擴大市場的確可以為參與虛擬聯盟的獨

立書店，帶來更多的機會和利潤，因此在評估虛擬聯盟的執行能力時，能否擴大

市場與整體聯盟成員的競爭力，是聯盟長期發展的重要關鍵；最後，「成員組成

面」中的「互補性」是第三個重要的關鍵因素，這說明具有互補性的聯盟成員可

以通過協同工作，互補長短，提高團隊合作與規模經濟效能，帶來更多的商機和

成長機會（Hitt et al., 1997; 高孔廉、鍾東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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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發達，網路消費、社群網站、與手機遊戲等數位化浪潮的

衝擊，已經大大改變當代實體書店的經營樣貌，沒有財團與大型資本奧援的獨立

書店面對種種不利的因素下，該如何因應或蛻變，同時思考以書為策展的核心，

實驗書店經營的各種可能成為經營的最大課題。進入數位化時代，科技引領企業

翻轉，各行各業都必須面臨數位轉型的問題（蘇孟宗，2020），尤其面對未來世

代是從小就生長在充斥各式數位產品的環境中，透過網路吸收所有資訊與知識的

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獨立書店應開始規劃如何讓自己具備充分的資訊量

能，同時整合公私部門資源，藉由虛擬聯盟合作模式的優勢，共同精準行銷獨立

書店的品牌形象，以成為能夠接軌下一世代的新型態書店。 

本研究主旨在進行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及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

務模式影響創新因素之評估，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AHP問卷專家團隊意見回饋 

(一) 獨立書店對於資源有限的偏鄉，存在的意義大於營利。 

(二) 政府制定之新書售價規範應落實，因為書籍不只是商品，關乎著創作自由與

多元文化的體現，希望能有更健全的制度來保障出版業者、創作者、及實體

書店的利潤，使書業的市場更多元，利潤分配更合理。 

(三) 獨立書店可先藉由小區域的聯合行銷活動開始合作，例如：互相調書、一起

舉辦閱讀市集、講座活動等，若能夠有跨區域性的合作，對於推廣閱讀或推

動多元議題會更有幫助。 

(四) 虛擬聯盟需要有好用又直觀的資訊系統與相關的支持機制，方能順利執行。 

(五) 虛擬聯盟的創新趨勢，須視各家獨立書店的條件，才有共同合作的機會，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3C_(%E5%95%86%E5%93%81%E4%BB%A3%E7%A8%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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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文化及共同願景是合作的最基本條件。 

(六) 目前有些地區已有類似虛擬聯盟的概念正在嘗試中，或許可持續觀察成效。 

(七) 部分獨立書店經營業者認為每家獨立書店都有各自想要發展的方向與進程，

虛擬聯盟服務模式恐有整合不易之疑慮。 

二、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分析 

(一)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之第二層級中，專家團隊認為「價值主張」是最

重要的構面。價值主張是獨立書店的靈魂與精髓，經營者透過價值主張傳達

其價值觀、信念、及社會責任等，吸引更多願意支持的客群，對於文化多樣

性的保護、社區凝聚功能和分眾化的服務體驗，有別於大型連鎖書店或網路

書店，因此，價值主張的確是獨立書店的核心競爭力，也是市場定位和品牌

魅力之所在。 

(二)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第三層級之結論，共分為四個部份： 

1. 在價值主張構面下，專家團隊認為「特定目標客群鎖定」是最重要的關鍵

成功因素。獨立書店要鎖定特定的目標客群，如果只依賴經營者個人理念，

有時容易流於曲高和寡，需要深入瞭解目標客群的偏好，提供獨特的產品

和調整服務體驗，同時加強社區互動和宣傳，藉由提供個別化的服務和選

書推薦，才能吸引目標客群的關注和支持。 

2. 在營銷策略構面下，專家團隊認為「利害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是最重

要的影響成功因素。利害關係人網絡的建立與維繫的確攸關獨立書店的

發展，獨立書店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與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互相回饋彼

此的需求，才能更瞭解利害關係人的利益關注點，甚至必要時，必須適時

讓利於利害關係人，才能維繫與利害關係人的良好關係和信任感。 

3. 在財務管理構面下，專家團隊認為「實體營收維持」是最重要的因素。實

體營收是獨立書店能否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不僅有助於舉辦更多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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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和促銷，提高獨立書店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外，更能確保獨立書店有足夠

的資金可供運用，以利支持日常營運和未來發展。 

4. 在基礎建設構面下，專家團隊認為「場域氛圍營造」是最重要的影響成功

因素。由此可知，消費者願意選擇獨立書店，大多是醉心於獨立書店所提

供的閱讀空間體驗，獨立書店需要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和空間魅

力，才能使藝文書香結合場域空間，營造知性氛圍和文化底蘊，也讓消費

者願意一試成主顧。 

（三）在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之整體層級權重的排序中，專家團隊認

為「特定目標客群鎖定」、「企業社會責任賦予」、及「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

是最重要的三個影響因素，三者皆為「價值主張」構面下的影響因素。由

此可知，價值主張是獨立書店不可或缺的魅力所在，能夠幫助獨立書店建

立其獨特的競爭優勢與定位，尤其獨立書店的資源有限，要在書業蕭條的

現實環境中另闢蹊徑，更需要精準地行銷願意認同其價值主張之目標客群，

同時獨立書店經營者，大多懷抱著對社會和環境有所貢獻的理想，試圖將

多元議題融入獨立書店的特色商品、活動、或服務設計之中，以滿足消費

者對其社會責任的要求，並增加目標客群對獨立書店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三、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分析 

(一)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第二層級中，專家團隊認為「成員組成面」是最

重要構面。虛擬聯盟能否成功運作的關鍵，來自於聯盟成員的組成結構，當

彼此的影響力、知名度和聲望等都得到最佳的相互作用與激盪時，聯盟運作

就能達到到有效率的平衡和運作，才能夠發揮虛擬聯盟的最大合作效益和影

響力。 

(二)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第三層級之結論，分為三個部份： 

1. 在成員組成面下，專家團隊認為「相容性」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虛擬聯

盟成員之間通常需要共享資源、資訊、和技術等資源，因此，當聯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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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相容性和集體共識越高，越能有效率地進行溝通，提高協作效能，

增強虛擬聯盟的總體競爭力，使其能夠應對市場變化和競爭，虛擬聯盟的

合作模式成功機率自然就會增加。 

2. 在功能技術面下，專家團隊認為「聯盟學習」是最重要的因素。透過聯盟

學習，虛擬聯盟成員可以組成一個有效率的學習型組織，從彼此的經驗中

互相學習，避免重複錯誤，提高合作效率和效益，增進相互信任和理解，

激發彼此創新及創造力，擴大虛擬聯盟的發展空間，促進長期合作。 

3. 在執行面下，專家團隊認為「擴大市場」是最重要的因素，擴大市場是虛

擬聯盟模式組成的初衷與目標，成員透過群策群力、彼此貢獻資源等方式，

共同開發創新的產品或服務，來擴大市場規模和整體影響力，特別是對於

小本經營的獨立書店而言，透過聯盟合作的共同開發模式的確能夠獲得

更多的新市場和新資源。 

(三) 在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的整體權重排序中，專家團隊認為「相容性」、

「擴大市場」、「互補性」是最重要的三個影響因素。當聯盟成員的相容性與

互補性高時，通常能夠更有效地擴大市場規模，因為相容性高的成員更容易

達成共識，提升服務的品質、創新性和市場競爭力，有助於滿足聯盟成員需

求，同時互補性高的成員組成可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互相滿足彼此的不足，

匯聚優勢，提升聯盟整體影響力，因此，當虛擬聯盟成員的互補性和相容性

越高，越能夠擴大市場的多元性，發揮規模經濟的最大效能。 

第二節 未來發展與建議 

基於本研究之限制，在此提出幾項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 目前獨立書店已有類似虛擬聯盟的概念正在嘗試整合，後續研究者可持續觀

察獨立書店能否藉由虛擬聯盟模式來調整獨立書店數位轉型與聯合行銷之

成效，並且能夠以雲端運算、行動應用、社群媒體、人工智慧、巨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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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等新興數位技術串聯整合，塑造獨立書店營運模式之創新。 

二、 近年來，文化部致力於書籍能回歸合理的新書售價規範，讓強勢通路之外的

出版社、獨立書店、及創作者等都能獲得合理利潤分配，促進良性的競爭，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此發展趨勢及政府政策之執行程度，蒐集相關數據資

料、深入探究此議題。 

三、 可增加專家訪談之面向：本研究僅針對獨立書店經營者進行深度訪談，後續

研究者可輔以消費者、學者專家、公部門相關業務執行者進行深度訪談，對

獨立書店或虛擬聯盟等相關議題能有更全面性之掌握。 

四、 研究範圍可擴大並進行實證研究：獨立書店的商業模式型態多元，建議後續

研究者將研究範圍擴大，建構更多不同類別的獨立書店模型，或針對不同的

個案進行實證研究，增加此議題之豐富性。 

五、 本研究運用之層級分析法在結構方面具有嚴謹性，解決問題方面具有簡潔性，

但有些受測者反映其 1 到 9 的評估尺度過於細瑣、標準化、以及判斷的感覺

較模糊等質疑（鄧振源、曾國雄，1989b），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用模糊層級

分析法 ( Fuzzy AHP ) 來改善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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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大綱 

訪談同意書 

您好，我是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目前正

在進行如何提升獨立書店競爭力的研究，希望藉此探討獨立書店如何

透過翻轉經營模式，以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並協助獨立書店業者在後

疫情時代能夠找到自身的價值與競爭優勢。 

本研究訪談內容主要是有關您對獨立書店經營的策略與經驗，

訪談時間約需 1-2 小時，希望透過您的專業，協助本研究提升研究之

客觀性與專業性。為確保您的隱私和權益，以及研究過程的嚴謹性，

希望您仔細閱讀下列事宜。 

1. 本訪談純屬學術性的研究，所得資料僅供論文分析使用，不作其

他用途或公開使用，研究的結果將以論文發表。 

2. 訪談對象願意接受至少一次的面對面訪談，必要時，願意進行第

二次的追蹤訪談，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和正確性。 

3. 訪談對象願意接受訪談過程錄音。 

4. 若訪談對象對本研究有任何意見與疑問，歡迎與研究者聯繫或反映。 

5. 誠摯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本研究因有您的參與而豐富。若您同

意參與本研究， 請您於下欄空白處簽名。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宗義 博士 

                                  研究生：李秀桂 敬上 

Email:11069504@nhu.edu.tw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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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20 以下 □20-29 □30-39 □40-49 □50-59 □60 以上 

3. 學歷：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博士 

4. 居住地：□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離島地區 

第二部分 獨立書店基本資料 

1. 書店成立的時間（民國111年為準）：□2年以下 □2-5年 □5-10年 □10-

20年 □20年以上 □其他                    

2. 書籍販售類型：（可複選） □新書 □二手書 □書籍出借制 □會員制   

  □其他                 

3. 專業選書類別：（可複選） □童書/繪本 □漫畫 □文學 □社會人文  

□自然探索 □藝術/設計 □社區/文化資產 □性別/多元文化  

□人權/動物平權 □海洋/土地/環境友善 □心靈/宗教 □旅遊/飲食 

□獨立出版品/自創刊物   □其他                     

4.目前使用的虛擬社群媒體和網路平台於行銷或服務推廣： □無   

□YouTube直播 □LINE  □Instagram  □Meta(Facebook)  □TikTok 

□Podcast  □其他                    

5.曾經舉辦過的活動：（可複選）□無 □讀書會 □新書發表會 □市集 

□社區活動  □講座（公共議題等）  □課程  □走讀  □線上活動 

□其他                       

6.目前參與的獨立書店平台或聯盟：（可複選） □無  □嘉義，書是生活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 □溫羅汀獨立書店

文化圈 □東北角書店聯盟 □其他                          

7.目前複合式經營的項目：（可複選） □無 □餐飲 □文創/手作  

□旅宿  □小農/地方特色小物/雜貨  □場地租借 □其他               

8.目前是否參與異業聯盟：□否  □是，                              

9.是否申請政府相關部門補助：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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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1. 獨立書店的主理人是自己書店的策展人，必須有能力對重要議

題做出回應，並能與讀者及社會互動，激盪出更多反思及再創

作。請問貴店的經營策略(例如：專業選書、場域風格營造、提案

力、行銷、特色活動、志工參與、多角經營、資源整合、社會參與…

等)為何？ 

2. 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是全臺唯一由獨立書店共創，成立目的是希

望打造圖書出版業供輸、媒合、推廣、協力串連的平臺，以解決經

銷通路的障礙。請問貴店使用該平台的經驗及遇到什麼問題？ 

3. 請問貴店曾經與目前參與的聯盟有哪些？您認為結盟在提升獨立

書店集體與個別的能見度或競爭力上，有何助益或有何困境？ 

4. 針對連鎖書店、網路書店、閱讀型態的轉變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請問貴店因應方法為何？您認為後疫情時代獨立書店的機會或困

境有哪些？ 

5. 貴店是否有應用虛擬社群媒體於數位行銷或閱讀推廣…等的經驗？

施行時有什麼成效或困境？ 

6. 行政院宣示民國 108 年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將地方創生納入國家

發展的重要政策，針對地方振興與社區發展的重要議題，國發會提

出「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劃。請問政府公部門是否提供獨立書

店關於地方創生相關配套措施？貴店是否有連結當地文化及風土

特色的經驗，曾經遭遇什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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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問卷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務模式創新及成功因素評估 AHP 問卷 

基本資料： 

性別：□男性  □女性 

年齡：         歲 

最高學歷：                        （含科系） 

獨立書店經營業者： 

□是，書店成立             年 

      書店所在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否，服務機構：                                  

      擔任職務：                                  

專長領域：                                  

研究主題與主要內容： 

本研究「獨立書店虛擬聯盟服務模式創新及成功因素評估」，主旨在瞭解獨

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及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以目前台灣的獨立

書店為主要研究對象。獨立書店對於城市內涵的供給、偏鄉資源的凝聚以及小眾

精神的維繫，有著非常重要的存在價值與意義。由於數位化浪潮、連鎖書店、網

路書店折扣戰、閱讀紙本書籍人口下降、新冠疫情衝擊等綜合因素，獨立書店的

經營面臨重重困境；科技的進步，實體書店終究要走向數位化，獨立書店能

否順應數位化浪潮，透過結盟之利基，以虛擬聯盟模式來驅動產業轉型與服務

創新，是數位化時代獨立書店必須面臨的挑戰與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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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 問卷說明 

1. 第一部分為「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 AHP 問卷」：用以評估獨立書店

商業模式影響競爭力的各項因素。 

2. 為因應獨立書店面對的不確定性環境，本研究提出「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模

式」，以結盟與數位聯合行銷的方式，透過同業合作、異業結盟方式取得資源、

資訊與能力的交換，讓虛擬聯盟成員達到資源互補、互相學習的目的，以 突破

經營困境、政策法規限制與產業競爭惡相，強化獨立書店的生存優勢。 

3. 第二部分為「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 AHP 問卷」：用以評估本研究所設計

之虛擬聯盟模式創新的各項因素。 

AHP 問卷填寫方式 

1. 每一個題目會有 3～4 因素比較之間的重要性。 

2. 每個因素會兩兩互相比較之間的重要性。 

3. 答題前可先思考每個因素的重要性順序。 

4. 左右兩兩因素比較區間只可填寫一個區塊。 

範例題目：關於影響購買商品的因素，請比較「價格」、「實用」、「喜好」。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價格               V   實用 

價格           V       喜好 

實用     V             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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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獨立書店服務模式影響成功因素 AHP 問卷 

一、 價值主張：指獨立書店在提供產品或服務時，所要傳遞的訴求與主張。例

如：特定目標客群鎖定、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企業社會責任賦予。 

二、營銷策略：指獨立書店為達到獲利的目的所制定的計劃和方法。例如：利害

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關鍵活動與流程優化、銷售通路。 

三、財務管理：指獨立書店安排與分配財務等資源，以求最低成本與最大效益之

目標。例如：定價策略制訂、實體營收維持、潛在獲利增加。 

四、基礎建設：指經營獨立書店應具備之軟硬體設施。例如：網路資訊設備、經

營者特質、場域氛圍營造。 

問題一：請比較「價值主張」、「營銷策略」、「財務管理」、「基礎建設」四個構面

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價值主張                  營銷策略 

價值主張                  財務管理 

價值主張                  基礎建設 

營銷策略                  財務管理 

營銷策略                  基礎建設 

財務管理                  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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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價值主張構面 

1.特定目標客群鎖定：獨立書店透過分眾和市場區隔所提供的銷售服務，以滿足

注重閱讀品質、重視社會文化、追求特色等因素之特定消費族群。 

2.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獨立書店根據專業選書、特色活動規劃、場域營造、文

化體驗等活動，提供具多元性及差異化的商品與服務，吸引目標客群消費。 

3.企業社會責任賦予：獨立書店常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其經營的核心價值，並且

透過實踐理念的過程，提高社會影響力。關注的領域包括：推廣閱讀、社會公

益、環保意識、公平貿易、多元文化等。 

問題二：請比較「特定目標客群鎖定」、「特色商品及服務設計」、「企業社會責任

賦予」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特定目標客

群鎖定 

                 特色商品及

服務設計 

特定目標客

群鎖定 

                 企業社會責

任賦予 

特色商品及

服務設計 

                 企業社會責

任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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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銷策略構面 

1.利害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獨立書店需瞭解出版商、經銷商、顧客、學校團

體、社區機構及政府相關部門等利害關係人之期望和利益關注點，建立互惠

與信任關係。 

2.關鍵活動與流程優化： 獨立書店根據市場需求來優化選書策略、採購、銷售

等關鍵活動和流程，以提升效能與服務品質。 

3.銷售通路：獨立書店結合實體門市、網路商店、社群媒體、自媒體、簡訊、裝

置 App、市集、口碑等不同的銷售渠道，擴大書店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提高

營運效益。 

問題三、請比較「利害關係人網絡建立與維繫」、「關鍵活動與流程優化」、「銷售

通路」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利害關係

人網絡建

立與維繫 

                 關鍵活動

與 

流程優化 

利害關係

人網絡建

立與維繫 

                 銷售通路 

關鍵活動

與 

流程優化 

                 銷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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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管理構面 

1.定價策略制訂：獨立書店衡量顧客需求、服務特性及市場行情，依據成本結構

制訂合理計價方式，確保服務品質和營運效益的平衡。 

2.實體營收維持：獨立書店透過商品販賣、餐飲、體驗活動等經營品項及多元化

經營方式，持續獲取實體營收利潤，以支持獨立書店的長期發展。 

3.潛在獲利增加：獨立書店透過與社區、學校機構、文化藝術機構等單位合作，

滿足其發展過程所需之文化底蘊和知識需求，建立口碑信譽，並帶動周邊效益，

吸引更多的潛在顧客，提高潛在獲利。 

問題四：請比較「定價策略制訂」、「實體營收維持」、「潛在獲利增加」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定價策略 

制訂 
                 

實體營收 

維持 

定價策略 

制訂 
                 

潛在獲利 

增加 

實體營收 

維持 
                 

潛在獲利 

增加 

 

  



 
 
 
 
 
 
 
 
 
 
 
 

 

 

82 

 

四、 基礎建設構面 

1.網路資訊設備：獨立書店依據業務流程和現有資源建置適當的軟硬體基礎設

備，並培養進貨、庫存管理、網路行銷等相關資訊應用能力。 

2.經營者特質：獨立書店經營者所具備經營獨立書店的專業能力和個人魅力，包

括：推動議題、社交技能等。 

3.場域氛圍營造：獨立書店透過空間佈置、音樂選擇和商品陳列以營造獨特的文

化氛圍和知識體驗空間，提供餐飲、藝文活動等附加價值服務，增加顧客停

留時間和互動機會。 

問題五：請比較「網路資訊設備」、「經營者特質」、「場域氛圍營造」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網路資訊 

設備 
                 經營者特質 

網路資訊 

設備 
                 

場域氛圍 

營造 

經營者特質                  
場域氛圍 

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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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獨立書店虛擬聯盟創新因素 AHP 問卷 

一、 成員組成面：指虛擬聯盟組成的成員選擇考量因素。例如：相容性、互補

性、配合度。 

二、 功能技術面：指虛擬聯盟提高獨立書店等成員競爭力的技術和方法。例

如：聯合倡議、共享資源、聯盟學習。 

三、 執行面：指虛擬聯盟為實踐集體獲利的共同目標，進行的相關行動和策

略。例如：降低成本、擴大市場、建置聯合銷售平台。 

問題六：請比較「成員組成面」、「功能技術面」、「執行面」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成員組成

面 
                 

功能技術

面 

成員組成

面 
                 執行面 

功能技術

面 
                 執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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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員組成面 

1.相容性：虛擬聯盟成員抱持平等和開放的態度，尊重與欣賞彼此不同的價值觀、

文化背景和產業經驗，建立互信機制，促進合作默契。 

2.互補性：虛擬聯盟成員皆能提供彼此在技術、市場、人力等方面的資源，確保

每個成員都能夠有所貢獻，各取所需並互補其短，透過互惠關係來串接市場商

機。 

3.配合度：虛擬聯盟成員能夠積極參與和配合聯盟所推動的合作促銷、形象宣傳

等活動，表現出對聯盟共同目標和價值理念的支持。 

問題七：請比較「相容性」、「互補性」、「配合度」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相容性                  互補性 

相容性                  配合度 

互補性                  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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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技術面 

1.聯合倡議：虛擬聯盟藉由宣傳、教育、游說等聯合倡議行動，呼籲政府與社會

大眾對獨立書店的發展價值持續關注和支持，並促成相關的政策、立法或社

會行動。 

2.共享資源：虛擬聯盟整合與管理聯盟成員現有之人力、財務、技術、資料庫等

方面資源，避免資源重疊浪費，以確保資源的合理利用。 

3.聯盟學習：虛擬聯盟提供教育訓練、線上共同協作、成功經驗分享、邀請外部

專家分享最新市場趨勢等活動，以獨立書店為知識交換平台，支持聯盟成員

持續性且創新的團隊學習。 

問題八：請比較「聯合倡議」、「共享資源」、「聯盟學習」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聯合倡議                  共享資源 

聯合倡議                  聯盟學習 

共享資源                  聯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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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面 

1.降低成本：虛擬聯盟成員透過聯合採購、協調運輸路線、共享庫存管理系統、

善用人力調度等方式降低不必要的人事和時間成本，提高獲利空間。 

2.擴大市場：虛擬聯盟成員透過合作推廣與發揮網絡效應來擴大市場範圍。例如：

元宇宙沉浸式閱讀體驗、共同開發結合在地產業文化的自有品牌商品或書籍專

刊等，吸引特定目標客群或遊客等潛在客群。 

3.建置聯合銷售平台：虛擬聯盟建置線上聯合銷售平台，整合聯盟成員相關產品，

以獨立書店為據點，結合線上策展、線上講座、線上訂購及物流整合等服務，

同時利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工具蒐集銷售相關數據，進行精準行銷和策

略調整。 

問題九：請比較「降低成本」、「擴大市場」、「建置聯合銷售平台」之重要性。 

評估指標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極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評估指標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降低成本                  擴大市場 

降低成本                  
建置聯合

銷售平台 

擴大市場                  
建置聯合

銷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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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於如何運用虛擬聯盟創新模式提升獨立書店競爭力，如有其他寶貴意見或

創新想法，敬請寫於下欄中： 

                                                                            

                                                                      

                                                                           

                                                                      

 

本問卷至此全部結束，請您檢查是否有漏答題項，感謝您撥冗填答本問卷！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陳宗義 博士 

                                        研究生：李秀桂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