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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吳玫瑩 中華大學資管系 

 

摘要 

本研究著重在探討無線射頻辨識技術(RFID)各項衍生問題，對其供應鏈導入

是否有所影響，以調適性結構化理論為基礎模型架構，利用問卷發放方式並搭配

結構方程模式方法，期望能找出更為完整的構面間交互影響之數據，並提供正在

規劃及未來預期導入 RFID 技術的企業在未來實施上之參考依據。本研究結果顯

示 RFID 技術特性、RFID 技術倡導者與 RFID 技術群體合作系統等對供應鏈運作

結構有顯著影響，並間接影響 RFID 導入決策。供應鏈運作結構對 RFID 產業環

境標準、RFID 技術的衍生問題與 RFID 導入決策結果有顯著影響。RFID 技術的

衍生問題對供應鏈運作結構無顯著關係，且 RFID 產業環境標準對供應鏈運作結

構為負向顯著關係。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部份 RFID 影響因素對 RFID 技術導

入供應鏈有所幫助，而良好的供應鏈運作結構對 RFID 技術導入有所幫助。 

關鍵字：無線射頻辨識、供應鏈、調適性結構化理論、結構方程模式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s derived from the RFID technology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RFID into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a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to collect research dat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s adopt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planning or preparing for RFID introduc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FID technology features, RFID promoter, and RFID group cooperation 

system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upply chain operation structure and will indirectly 

influence factors of RFID introduction. Supply chain operation structure also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RFID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standard, issues derived from 

RFID and the factors of RFID introduction.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it can be 

discovered that some factors of RFID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ntroduction of RFID 

into supply chain, and a good supply chain operation structure also has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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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RFID.  

Keywords: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 Supply Chain,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一、緒論 

由 2003 年來，RFID 技術開始受到重視且應用，國內外各項研發如火如荼的

展開，各項數據均顯示有著美好的將來，然而未看到爆發性的成長與應用。目前

台灣對於 RFID 的相關研究著較重在研發、醫療應用與物流零售追蹤上，而大多

使用個案研究或科技接受模式(TAM model)來探討企業使用者是否能接受 RFID

技術，較少著重於探討影響組織導入之關鍵因素。然而，RFID 技術為一項先進

的資訊科技(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IT)，可協助組織更精確得到夥伴

資訊，並整合成有用的資訊來輔助高階主管制定決策，故本研究希望探討 RFID

技術導入供應鏈體系時，所產生的上下游相互影響與互動。而此觀點與 DeSanctis 

and Poole(1994)的調適性結構化理論(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AST)所提出

之社會互動的特質有相似之處。因此，本研究主要以調適性結構化理論模式為基

礎，利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作分析，藉由研究結

果了解 RFID 導入供應鏈之現況。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供應鏈體系如製造、物流、

倉儲、零售、銷售服務等上游到下游業者等上市上櫃公司等為主要對象。研究主

要探討 RFID 技術之各項因素，對公司導入供應鏈體系之影響程度，期望能將結

果提供正在規劃及未來預期導入 RFID 技術的企業在實施上之參考依據。 

 

二、文獻探討 

RFID 技術的出現是試圖將現今條碼技術取而代之的無線辨識高科技，至今

已受到人們注目與應用，因其可透過無線讀取方式及大量讀取多樣資料，且靠此

建立一套輕鬆讀取物品所在地與其屬性資訊系統。 

本研究以 DeSanctis and Poole(1994)提出調適性結構行動理論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AST)進行討論。其主要描述組織導入群體決策支援系統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GDSS)時，資訊科技、任務、組織環境與使用者

之間的互動過程。作者認為許多學者或企業對於先進資訊科技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IT)的成效難以具體評估，原因在於組織使用先進科技先

進資訊科技的過程不同所致。AST 由社會結構的觀點出發，認為在群體中的社

會性結構與互動，包括引用新科技時組織成員的互動、新觀念的產生、衝突管理

或是與其他團隊的決策活動等，會影響其成員對於資訊科技的適用，而適用的結

果會與群體過程互動，成為資訊科技對於任務結果影響的中介變數。根據 AST

理論的觀點可知，影響任務績效的並非科技本身，而是群體互動的社會化過程所

形成對該科技的適用。因此，解釋相同科技應用於不同組織卻產生不同結果的現

象，意即要了解什麼才是影響任務績效的原因，必頇先將科技中的社會結構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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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中的社會結構加以分析區別，再去考量這兩種結構之間的互相影響。 

 

三、研究架構與假說 

  本研究主要以 DeSanctis and Poole(1994)所提出的調適性結構化理論(AST)為

基礎，探討 RFID 技術與台灣供應鏈上下游之間互動所產生的各項問題，並加以

研究與分析。 

 

1. 研究構面與變數定義 

  DeSanctis and Poole(1994)提出的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共有七個構

面，本研究運用此七個構面加以探討 RFID 技術運用在供應鏈產生的問題，並建

立本研究各構面及變數定義，分述如下： 

(1) 先進資訊科技的結構(structur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本研究中

的先進資訊科技即為 RFID 科技，對應到 AST 理論之先進資訊科技的結構，

本研究將此構面定義為 ―RFID 技術特性‖。 

(2) 其他結構來源(other sources of structure): 根據本研究中的 RFID 技術倡導者

對 RFID 技術環境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力，對應到 AST 理論之其他結構來

源，本研究將此構面定義為―RFID 技術倡導者‖。 

(3) 浮現的結構來源(emergent sources of structure): 以 RFID 技術來說，新的技術

會產生新標準，而標準制定是否統一，為供應鏈導入 RFID 成功與否的重要

一環與影響到企業導入 RFID 科技的成敗，對應到 AST 理論之浮現的結構來

源，本研究將此構面定義為―RFID 產業環境標準‖。 

(4) 新的社會結構(new social structures): RFID 技術導入後勢必會改變現有條碼

系統的作業流程，可能會受影響並改變組織結構，根據本研究對應到 AST 理

論之新的社會結構，將此構面定義為―RFID 技術帶來的衍生問題‖。  

(5) 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 本研究以 RFID 技術導入供應鏈時所產生之互動

結構，對其引用與導入決策過程均有影響與涵蓋，對應到 AST 理論之社會互

動，本研究將此構面定義為―供應鏈運作結構‖。  

(6) 團隊的內部系統(group‘s internal system): 根據本研究之觀念對應到AST理論

之團隊的內部系統，本研究將此構面定義為―RFID 技術群體合作系統‖。 

(7) 決策結果(decision outcomes): 根據企業在採用 RFID 技術於供應鏈應用時，

不同企業的夥伴關係型態所產生的價值觀，會對 RFID 導入的決策有所影

響，對應到 AST 理論之決策結果，本研究將此構面定義為―RFID 導入決策結

果‖。 

 

2. 研究假設及模型架構 

  本研究將 DeSanctis and Poole(1994)提出的調適性結構化理論修正成本研究

模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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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模型 

 

四、資料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問卷設計主要參考 DeSanctis and Poole(1994) and 林孟郁(2005)等學者

之相關文獻，並請專家分析確認後形成正式問卷。研究對象為商業周刊 500 大製

造產業與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網站登記之會員及其他於經濟部商業司登記為製

造、物流、零售等上市上櫃公司，並以郵寄和 E-mail 等發放方式。由於本研究

主題同時涉及 RIFD 資訊科技、供應鏈及 RFID 技術專業知識與能力，故選擇各

企業之資訊、物流、製造、銷售等部門，對 RFID 有基本了解之人員為調查樣本。

本研究使用 SPSS 12.0 與 LISREL8.72 作為統計分析工具，透過結構方程模式來

驗證本研究的模型各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 

 

1.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共發放 1020 份，回收量為 259 份，有效問卷為 188 份，有效回

收率為 18%。本研究整體信度為 0.9473，故為可信度高的問卷內容。此外，本研

究之主題與各研究構面，根據各相關文獻與專家問卷訪談作為問卷設計參考依

據，經過嚴謹、反覆確認的程序，編制問卷初稿並與相關專家研討進行修正而產

生最終問卷。因此，本研究問卷具有一定程度的內部效度。 

 

2.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本研究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來進行模式的各項評鑑，而有關研究模式適配

度指標的分析，Bagozzi and Yi(1988)認為一個完整的分析應包含以下三類：基本

適配指標、內部適配指標及整體適配指標。 

a. 基本適配指標(preliminary fit criteria) 

本研究基本配適度檢定如表 1。其結果可得知本研究適合進行整體模式適配

標準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表 1. 基本配適度檢定表 

外衍變數 X 內衍變數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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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T 值 
因素 
負荷量 

測量誤差 參數 T 值 
因素 
負荷量 

測量誤差 

標準 >1.96 0.5~0.9 頇無負值 標準 >1.96 0.5~0.9 頇無負值 
A1 9.22 0.64 0.59 D1 - 0.64 0.59 
A2 9.85 0.67 0.55 D2 8.55 0.79 0.38 
A3 10.13 0.68 0.54 D3 5.46 0.50 0.75 
A4 11.32 0.73 0.46 D4 8.34 0.80 0.36 
A5 12.62 0.79 0.37 E1 - 0.56 0.69 
A6 11.39 0.74 0.45 E2 6.98 0.67 0.56 
A7 9.84 0.65 0.58 E3 8.24 0.74 0.46 
A8 7.27 0.51 0.74 E4 7.17 0.69 0.53 
B1 8.71 0.62 0.62 E5 7.08 0.67 0.55 
B2 9.51 0.67 0.55 F1 - 0.71 0.50 
B3 11.01 0.74 0.45 F2 9.60 0.81 0.34 
B4 10.89 0.74 0.46 F3 9.12 0.75 0.43 
C1 12.01 0.76 0.42 G1 - 0.85 0.28 
C2 10.97 0.72 0.48 G2 10.61 0.71 0.51 
C3 11.75 0.75 0.44 G3 11.27 0.81 0.35 
C4 12.83 0.80 0.36 G4 11.21 0.73 0.46 
C5 12.55 0.78 0.38  

註: A= RFID 技術特性, B= RFID 技術倡導者, C= RFID 技術群體合作系統, D= RFID 技術帶來的 衍生問題, E= 供應鏈運

作結構, F= RFID 產業環境標準, G= RFID 導入決策結果. 

 

b. 整體模式適配標準(overall model fit criteria) 

由表 2 可知，本研究之整體模式適配標準契合度佳。 

表 2. 整體模式適配度 

 

 

c.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 criteria) 

在基本適配指標與整體配適指標都達符合標準後，進行模式內部配適指標，

主要在進行個別信度(Individual Reliability, IR)，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與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ies, DV)等的檢定。經由結果顯示，以上之指標本研究大多符

合標準。 

 

3. 假說檢驗 

    本研究經由 LISREL 檢定研究理論所提出的 8 項假設結果如圖 2 所示。 

 

評鑑指標 判定標準 本研究結果 
χ

2
 test P>0.05 0.45 

χ
2
/df(429) <2 1.026 
GFI >0.90 0.88 

AGFI >0.90 0.84 
PGFI >0.50 0.67 
NFI >0.90 0.97 

NNFI >0.90 1.00 
CFI >0.95 1.00 

RMSEA <0.05 0.006 
RMR <0.05 0.027 

SRMR <0.8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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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技術特性

RFID技術倡導者

RFID技術群體
合作系統

供應鏈運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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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產業環境

標準

RFID導入

決策結果

H1:成立

H2:成立

H3:成立

H4:不成立H5:成立

H7:成立 H6:不成立

H8:成立

0.55

(3.16**)

0.36

(2.40*)

0.90

(3.47***)

0.90

(3.16***)

-0.33

(-1.14)

0.84

(6.13***)
-0.50

(-2.21*)

0.90

(7.66***)

 

註:圖中數值為相關係數，()內為 t 值，*表示 t 值大於 1.96，p<0.05;**表示 t 值大於 2.58，P<0.01;***表示 t 值大於 3.29，

p<0.001。 

圖 2. 本研究各路徑係數及關係圖 

 

五、結論 

 ―RFID 技術特性‖對 ―供應鏈運作結構‖有正面影響並間接影響 ―RFID 導

入決策結果‖。顯示 RFID 技術其各項特色有助於供應鏈的運作並在企業預期導

入時，成為採用意願因素之一，此結果亦表示企業對於 ―RFID 技術特性‖ 能否

取代現有條碼功能表示認同，不論在產品追蹤或一次讀取多樣產品功能都有高於

條碼系統的優勢，以先進資訊系統角色來說，RFID 技術可以取代舊有系統條碼

的能力，更能進一步方便資訊的傳遞。 

―RFID 技術倡導者‖對 ―供應鏈運作結構‖有正面影響並間接影響 ―RFID 導

入決策結果‖。顯示 ―RFID 技術倡導者‖其影響力、推動計畫完整性、輔助經費、

執行力等對供應鏈的運作有正面的影響，並對企業是否導入RFID技術有所影響。 

―RFID 技術群體合作系統‖ 對 ―供應鏈運作結構‖有正面影響並間接影響 

―RFID 導入決策結果‖。表示企業夥伴間建置 RFID 資訊交換平台與資訊分享等

對供應鏈運作有正面的影響，並對企業是否導入 RFID 技術有所影響。―RFID 技

術特性‖ 雖然能即時掌握商品資訊，加快企業了解上下游的供需變動，但每個企

業都有其獨特的作業需求，因此企業採用 RFID 系統時，不但要了解 RFID 系統

之具體功能，還需結合企業本身的實際情況，仔細分析企業需求，以了解員工中

誰需使用 RFID 系統、如何使用與訓練。經過評估與分析後，在不同類型的 RFID 

tag、reader 與中介軟體等企業中，選擇適合企業本身的夥伴定必能利於 RFID 技

術的導入。 

―供應鏈運作結構‖對 ―RFID 產業環境標準‖, ―RFID 技術帶來的衍生問題‖, 

and ―RFID 導入決策結果‖有正面的影響。顯示―供應運作結構‖其完整性有助於

―RFID 產業環境標準‖ 的制定，且能解決―RFID 技術帶來的衍生問題‖, 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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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導入之意願，而並非僅靠 ―RFID 技術特性‖來影響導入。企業若能加強供

應鏈管理其生產流程、庫存管理、配送、追蹤與銷售等規劃，會使得 RFID 技術

更容易導入並符合企業需求；RFID 技術與供應鏈管理配合使用才能使企業抱持

正面態度來採用，進而真正去運用此技術。 

―RFID 技術帶來的衍生問題‖ 對 ―供應鏈運作結構‖ 並無顯著影響且間接

負向影響 ―RFID 導入決策結果‖。表示企業流程改變、縮短流程、系統相容與是

否建置中介系統，並無顯著影響其 ―供應鏈運作結構‖。根據本研究訪談之專家

認為，衍生問題也可能因為目前 RFID 技術尚未成熟，且讀取率未達百分百，這

些問題都會影響到企業不願導入，而無助於供稱鏈績效之成長。台灣京元電子

RFID 專案副理認為，流程上不會因為導入 RFID 技術而輕易改變，最多僅對於

倉庫存放與員工作業位置上有些許改變，而系統部份，最大問題則因各企業間資

料格式不同，相容問題易使導入意願降低。 

―RFID 產業環境標準‖ 對 ―供應鏈運作結構‖ 有負面的影響且間接負向影

響 ―RFID 導入決策結果‖。表示若 RFID Tag、頻率與 Bar-Code 並行等標準統一，

對―供應鏈運作結構‖有負面的影響，易使得企業不願導入。根據台灣京元電子

RFID 專案副理認為標準太高會有問題，經該公司測試 Tag 頻率太近，會因廠房

設備或其他因素衝突而影響讀取良率，甚至影響到生產行為，所以頻率過於統一

也會有問題存在，並不一定會讓 RFID 導入意願增加。 

本研究期望能將以上結論提供正在規劃及未來預期導入RFID技術的國內外

企業在實施上之參考依據。目前 RFID 技術在台灣發展也開始進入導入階段，伴

隨而來的是企業對於 RFID 實際接觸的開始，其中勢必會有其他問題浮現。因此，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延伸此議題，找出其他影響 RFID 之關鍵因素，使 RFID 在

未來導入供應鏈時能更加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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