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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會急速變遷，在這個凡事講求效率的時代，每個人都在擔心自己的知識缺乏，能力不足而落後競爭者，為更具競爭力，

一股學習的熱潮應蘊而生。『終身學習』不再是一句口號而已，而是現代國人所積極追求的生活指標。但對於需求者來說

，如此繁雜無系統的教育資源，他們無法快速有效的得到資訊且全盤瞭解的加以比較，選擇真正符合自身需求的進修教育

機構。而網站的經營策略及競爭優勢是影響網站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在未來更是提高廠商合作意願之誘因，而如何利用

網路優勢發展行銷策略，吸引各類不同的進修教育機構相互合作，並從整體利益來評估其效能，則成為網站與傳統進修教

育機構間合作關係的一項重要議題。 本研究將以進修教育機構業者為主要行銷研究對象，藉由實際的問卷分析，比較現有

教育資源搜尋網站之競爭優勢，並以行銷的觀點探討網站經營模式與廠商之合作關係，以研擬出進修教育資源搜尋網最適

切之經營模式。 關鍵字：電子商務、虛擬社群、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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