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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藉由軍事財物、勞務採購的個案，探討影響採購決標 方式之異質性因子，就財物或勞務個案中之技術、品質、功能

、 效益、特性或商業條款等項目異質因子關連程度探討分析。 研究採用文獻探討及以評估準則量化分析法－層級分析

法(AHP) 進行，針對在軍中從事採購工作的軍職人員，就專業領域、實務 經驗及工作認知等，進行專家意見徵詢設計調查

問卷，並依結果 分析求得各因子的權重優先順序，提出適宜決標方式。 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1.經評估項目組成因子中，

順序為「 效益」、「特性與商業條款」、「品質」、「技術」時，決標方 式宜採最低標。2.經評估項目組成因子中，順序

為「技術」、「 品質」、「效益」及「特性與商業條款」時，宜採採最有利標評 選方式選擇優勝廠商。3.在異質項目組成

因子中，其中規格技術 複雜程度、產品品質、技術及履差異程度等所佔權重低時，決標 方式宜採最低標。4.在異質項目組

成因子中，所有評估準則之整 體權重順序如表4-14，依此異質性因子權重順序之評估準則，宜 採的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

理。5.經由「分析層級程序法」 (AHP) 以比較的方式來分析，對於四項要素的權數比重，得知實務上異 質性強弱、大小所

著重的因素為何，以提供計畫需求單位及採購 人員決定採取適當之決標方式。6.依據問卷結果，針對兩個模組 ，探討結果

顯示，需求之異質性會是影響決標之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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