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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連鎖店系統已發展成為零售業中最重要的一環，而根據統計民國78年底， 臺灣地區連鎖便利商店僅816店，至83年1月底激

增為 2,296店，成長了 2.8倍；且其展店方式由早期的直營轉向加盟，因此，尋找足以激勵加盟 主之因素對通路管理極為重

要。 Herzberg(1959)基於員工的態度會影響 其工作績效的信念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影響工作滿足和不滿足的因素並不 相同

，而提出激勵─保健二因子理論(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本 研究即是採用Herzberg激勵理論的概念，以國內連鎖便利

商店為研究對象 ，採用配額抽樣，共獲有效樣本 287家，藉以驗證二因子理論在通路管理 中，連鎖加盟總部對加盟店激勵

的應用性。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為頻 次分析、卡方檢定、比率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逐

步迴歸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 1.在連鎖加盟型態中，不論是自願 加盟或特許加盟，激勵因子與保健因子很難截然劃分，

對主要管理措施傾 向於『兼具激勵保健因子』，然經進一步分析，仍可發現在自願加盟與特 許加盟中，較偏『保健因子

』及較偏『激勵因子』的管理措施。 2.原本 為較偏『激勵因子』的管理措施會隨時間經過而逐漸失去其激勵性，進而 轉

為較偏『保健因子』的管理措施。 3.自願加盟店加盟前的經驗會影響 其對激勵保健因子的看法，至於特許加盟店則無顯著

差異。 4.激勵保健 因子會因所加入的連鎖加盟體系規模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5.不同連鎖 加盟型態下，管理措施實施情

形對通路績效的影響各有不同。 6.不論是 自願或特許加盟店，對連鎖加盟總部所提供的管理措施之態度如屬『激勵 因子

』及『兼具激勵保健因子』，則配合此項管理措施的實施情形會同時 影響通路績效，且對通路績效具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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