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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討補教業者在自創品牌的過程中有哪些關鍵因素，本研究首先經由蒐集相關國內外文獻及前測訪談歸納出三項主要研究

構面，及十三項相關評估指標，採用AHP層級分析法為基礎架構發放產官學界專家問卷，並運用Expert Choice 2000決策軟

體進行分析。

經由實證調查結果得出經營補教業自創品牌的關鍵因素，從各界綜合角度來評估，研究發現三個構面中以品牌規劃之權

重(0.378)較受重視，其次為品牌建構(0.359)，最後則是品牌管理(0.263)。架構第三層部份的十三項評估指標，以財務預算規

劃(0.140)之權重為最高，其次為師資與教材(0.132)等，希冀藉此研究關鍵因素分析結果能作為相關經營者提升競爭優勢之

參考。

關鍵詞 : 自創品牌、補教業、AHP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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