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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人在談到提升商店營業額時，多半會把焦點放在各式各樣的促銷計劃 上，而忽略了基本陳列所提供的價值。因賣場陳

列的好壞攸關產品銷售業 績，如何創造出消費者易看、易選、易買的賣場及防止店頭的缺貨情形發 生，實有賴於完善的

貨架空位分配與優秀的商品陳列技巧。零售店內的商 品具有多樣與豐富的特性，但是賣場內的貨架空位（資源）卻是有限

的。 如果分類或陳列方式不當，造成消費者難以買到，即便賣場內提供成千上 萬的商品也是枉然。因此，在充份利用賣

場空間的條件下，如何將所選定 的商品群與貨架陳列空間作一妥善分配，將直接關係經營績效的良寙。本 研究先探討賣

場內影響商品群貨架空位分配之相關消費者行為、設施設備 、成本結構等因素，並從中定義出貨架空位分配模式裡所需之

決策目標、 決定變數、主要影響因素與相關限制式，進而構建出一個最佳化數學模式 ；並透過適當的程序與解法，求得

商品群貨架空位分配的實質資料。為了 確認模式的正確性與實用性，以實務界的資料為基礎，進行驗證的工作； 另外透

過敏感度分析，分析影響貨架空位分配模式的因素以及其影響程度 。最後，冀望本研究所建立之最佳化模式與求解方法等

成果，能夠真正提 供業者於進行商品群貨架空位分配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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