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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行動商務的蓬勃，企業界也開始注意到要如何應用行動商務的便利性來增加產品的銷售與服務，在日本行之有年，且

應用廣泛的行動QR碼(QR code)，正是成功應用科技技術的行動商務。 本研究探討流行商品的鞋業導入行動QR碼技術的

可行性，並以平衡計分卡多構面績效評估的觀點，應用層級分析法(AHP)建立層級架構、計算權重，嘗試著建立一個可行

性的評估模式。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與Lawshe’s approach法做第一次專家問卷調查並結合內容效度指數篩選出在平衡計

分卡構面下之關鍵評估準則，共得出22個關鍵的評估準則，接續應用多準則決策工具AHP法，進行第二次專家問卷調查，

同時檢視與修正專家意見之不一致性，最後計算構面及評估準則的相對權重值，得出最佳的可行性方案「立即導入」3.001

＞「不建議導入」0.801。 本研究以平衡計分卡(BSC)整合層級分析法(AHP)的可行性評估模式，應用於鞋業導入行動QR碼

技術的可行性評估；該模式亦可作為相關企業導入相關技術時的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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