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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與建議 

到便利商店繳費、提款、購買冰品飲料、便當甚至預購名產、

年菜，逐漸成為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隨著便利商店業者的不

斷創新求變，民眾對便利商店的依賴度也逐漸提高，但在業者專業服

務提供能力逐漸提高之後，不但令傳統雜貨店生存備感威脅，就連無

法投入資金建置全新服務系統的區域性連鎖便利商店業者，都正面臨

被主流通路品牌邊緣化的困境。 

壹、民生消費習慣改變 

隨著都市化及服務產業之發展，產生了消費者 24 小時隨時消費

之需求，連鎖便利商店藉由其全年無休、每天 24 小時之營業期間，

隨時提供消費者對民生用品及各項服務需求之功能，已成為國民生活

中的一環。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統計資料，連鎖便利商店業最近五年度

銷售金額佔我國綜合零售業銷售金額，其比例逐年提高，顯示國人於

連鎖式便利商店消費之情形日益普遍，未來隨著外食人口的增加及消

費性、服務性商品需求提高及該行業與異業聯盟、引進更多商品及服

務而發展多元化之服務後，將使消費者到連鎖便利商店消費之行為更

加穩固而帶動該行業之成長。 

貳、通路主導市場權 

由於新產品不斷問世且同質性過高造成消費者品牌忠誠度下

降，品牌競爭力在民生消費商品市場上有逐步降低情形，商品賣場之

陳列位置及擺設地點已將直接影響該商品之銷售。連鎖便利商店藉由

其門市普及深入社區之特性，直接面對消費者進行商品交易互動，加

上其對所銷售商品之嚴密品質控管、不斷提昇銷售商品品質，消費者

已逐步建立對連鎖便利商店所提供商品及服務之信賴與認同，並習慣

於到便利商店消費之行為模式。未來製造商在面對品牌競爭力下降及

有限通路賣場競爭之情形下，將更有賴於通路成員來協助其產品銷

售，而連鎖便利商店業為行銷通路之末端成員，直接面對消費者且具

備龐大集客能力，於行銷通路體系中之重要性將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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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異業結合創造商機 

連鎖便利商店每天 24 小時營運之模式及綿密佈點的特性，為接

觸消費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近年來其他行業和客戶之互動有越來越

依賴連鎖便利商店來完成之情形，而隨著各項服務功能的增加，連鎖

便利商店所能提供之生活機能益加完備，並緊密結合及改變民眾以往

之消費習慣。未來除了無實體通路之網路購物外，將會有更多其他行

業和連鎖便利商店建立異業聯盟之關係，以借助連鎖便利商店之綿密

銷售通路、深入社區、郊區及物流管理經驗等優勢，而藉由異業聯盟

所開創之新服務領域，將可使連鎖便利商店發展更多元化服務而帶動

該行業之成長。 

 

未來便利商店業者將持續擴張商品與服務的內容，將競爭對象由

同業，放大到與金融機構、專門店等異業相互競爭，透過立地的優勢

與店數的規模，擴大便利商店的營業範圍。即使我國便利商店的密度

增高將分散既有單店的來客數，但只要客單價持續成長，或是透過其

他營業項目增加商店營收，便利商店前景仍將大有可為。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就便利商店虛擬化經營方面做部份的闡述，仍有不足，

對於未來的研究者建議可就以下三方面更廣泛探討，提供後續研究者

參考。 

壹、就產品的擴展方面 

虛擬遊戲點數卡及電信通訊卡外，是否還有更多的產品能納入

（例如：票券販賣、快遞宅配取件通知） 

貳、就提供的服務方面 

服務性商品除了目前所提供的金融ATM、代收服務、電子商務…
等，雖然仍有成長但已逐漸趨緩，未來是否能有新的服務性商品持續

來加入服務範圍，或者是從既有的項目內再擴大市場（例如：逾期單

的代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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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支付工具的使用方面 

塑膠貨幣未來勢必逐漸盛行，便利商店未來不論是小額支付的電

子錢包，或是金額較大的使用信用卡來支付消費，預期都將陸續實

施，但都可能在不久的未來 

 

以連鎖便利商店密集的實體通路配合既有的物流支援，結合完善

的系統作業平台，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以期能引發更多的回響，帶

來無限的商機以滿足消費者多變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