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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部工業局在2003 年時統計，目前國內電子交易市集共約二十多家，每年交易金額約一千兩百億元，營收約四十億元，

預計2005 年時，業者將達七十家，年交易額達四千五百億元，營收約一百五十億元。 再者由於買賣雙方的資訊不對稱，

使得我國房仲業的托售率與英、美國等國家相比，明顯的遜色不少，若房仲業可以進入電子交易市集的話，可使得資訊透

明化，進而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願意與房仲業者進行交易。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的研究策略，再藉由採用非標準型訪問法其

中的談話式訪問法，以結構化的方式，由訪問員事先擬定大概要問的主題，再由受訪者作答，並以訪談的結果進行可行性

分析，藉此釐清房仲業業者進入電子交易市集時所考量的因素，進而提出建議。 經由分析得知就技術面而言，房仲業已具

有足夠的基礎跨入電子交易市集的領域，且接受訪者皆表示有進入電子交易市集的必要性，但以實務面而言，由於不信任

成立電子交易市集之集團，故至現今還未有市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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