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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近年來在資訊科技與商業資訊應用領域中，佔有相

當重要地位的研究與應用議題。眾多企業的執行長與資訊專家宣稱，雲端運算可降低基

礎硬體設施與軟體維護的管理成本，為企業組織帶來新的契機與創造全新的商業模式。

並非所有人都對雲端運算有正面的評價，部分專家學者指出，科技公司如 Google、

Microsoft 與 Amazon等大力推廣雲端運算，皆為了其利益和提高其現有硬體設備資產之

利用度，過度高估雲端運算的價值以吸引企業客戶外包更多資訊系統與資訊應用。而無

論雲端運算是否能成為下個世代的潮流，未來電腦發展趨勢，已有趨向集中分散各處的

運算資源來完成需要高度運算能力服務之現象。 

 

  本研究提出一分析模式，預期讓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進行外包資訊系統決策，在採用傳統外包與雲端運算外包此二種模式中做抉擇時，能對

可能影響決策之因素進行評比與重要性排序，讓雲端服務提供廠商了解使用者所重視的

要點以改善現有的服務與加強其發展的方向。本研究亦蒐集雲端運算的相關文獻與各方

評價，以及與雲端運算相關之技術和特性，彙整成為一多面向之因素模型。本研究使用

德菲法(Delphi Method)與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透過製發問卷來

濾除模型中不重要之因素與分析因素之間相對的重要程度。本研究之最終研究結果顯示

安全性(Security)與穩定性(Stability)兩大面向與相關因素，為中小企業在進行外包決策與

選擇服務提供商之優先考量。 

 

 

 

關鍵字：雲端運算、中小企業、資訊系統、外包、德菲法、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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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 

Cloud computi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data. Som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s (CIOs) claim 

that cloud computing can reduce the costs of managing infrastructure and software. Although 

some experts think cloud computing is overstated by some technology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and Microsoft, cloud computing does creat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new business 

models. Whether cloud computing will be the next generational trend or not, futur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oints to increased centralization of computers to generate 

greater computational power and achieve higher quality of service.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analysis metho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company decisions as to 

whether to outsource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using cloud computing or not. This study 

also collected previou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computing to deduce 

its history. This study also examined what factors and dimensions influence SM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choice of outsourcing through Delphi methods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Based on the result, we believe that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influence in outsourcing decision and priority of selection 

outsourcing vendors. 

 

Key words: Cloud computing, SME, Information systems, Outsourcing, Delphi method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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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之演變，電腦的計算能力與運算種類亦與日俱增。從超級電

腦發展至分散式運算與網格運算，專家與學者們發現在資訊科技領域中，對硬體、軟體

與技術之發展演進進行投資是必要的，但對企業與社會而言，關注焦點則是：如何使用

這些資訊科技，達到如使用水資源或電力般便利取得，並且達到最高效益，而不是單純

為了挑戰技術極限而致力追求進步。Carr(2003)也在哈佛商業評論與他本人著書上提到，

資訊科技唯有變成基礎設施，亦即所謂的共同資源，始能產生最大的經濟和社會利益。

在 2007 年，雲端運算，這個新名詞出現在資訊科技與商業應用領域。擁護者們相信此

模式可以引領企業與資訊科技應用至全新世代，而諸多著名科技公司如 Google、

Microsoft、Amazon與 IBM 等皆大力提倡雲端運算的概念，並努力推出各種應用提供給

企業與個人客戶，並宣稱客戶可藉由購買公司提供的雲端運算服務，降低在資訊科技上

的巨額投資，以專注在本身的核心能力上。不只資訊科技公司提倡雲端運算，不少先進

國家如日本、中國與美國等已開始著手建立國家級的雲端中心，而這些國家現任領導人

也保證發展雲端運算與建置相關產業是未來之時代潮流。 

 

  雲端運算也改變了過去外包的選擇方式。當企業發現將公司內部之部分資訊科技相

關流程，交付給外部專業廠商負責開發管理，可以降低整體企業的花費，並且能更專注

在本身的核心能力上，企業會選擇外包。而外包選擇與決策結果也可稱為「資訊科技委

外」。傳統資訊系統如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統、供應鏈管

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系統、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系統等常交由外部的系統提供廠商發展建置。隨著概念與技術日漸成

熟，雲端運算之學者專家提出三種與過去不同的服務型態，分別為基礎建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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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帄台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與軟體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隨著外包服務的種類與型態增加，企業在進行改造與整合

時，對評估選擇是否要外包與用何種方式外包時有更多考量。過去企業內部非核心能力

但又為必要之投資配置，如資料儲存硬碟、龐大電腦計算能力與開發帄台等無法外包之

項目，現在因為雲端運算中各種可利用的服務而可外包。但雲端運算的概念並非完全皆

為優點而無缺點，企業也有可能因為將機密資料放在雲端運算上，而導致資料洩漏給服

務提供商，或者被其他選擇相同雲端服務提供商的企業竊取造成風險，所以彼此互相競

爭的企業往往不願意將公司內部的資料交給同一雲端服務提供商處理。雲端運算也因為

眾多隱私與技術上等因素還無法被妥善解決，而且能減少的成本對大型企業而言也不夠

顯著，使擁有大量資金的大型企業仍對雲端運算存有疑慮。這些因素皆影響到雲端運算

的發展速度與前景，需要時間與合作對象讓專家與學者進行更多深入研究。 

 

  市場上提供雲端運算服務的廠商宛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呈現百家爭鳴的現況。有

意進行資訊系統外包以降低成本的中小企業雖然眾多，但尚無大量採用雲端運算之趨勢，

探究可能的原因如下：企業對於雲端運算所能帶來的效益認知不足，另一方面並無一套

標準以比較各家提供之服務的優劣，也尚未有任何評量方法可套用於任一中小企業，肇

因於各種產業有其不同面向的考量。而且眾多無法確定的隱私與技術上等因素還無法被

妥善解決，導致手握資金的企業仍對雲端運算抱持觀望的態度。 

 

  本研究鑒於此現況，並預期中小企業率先採用雲端運算服務的意願與可能性較高，

提出一分析模式，針對中小企業之資訊主管進行訪談與問卷調查，整理出中小企業預期

雲端運算外包所能帶來之效益與優勢。本研究最終的成果可供雲端運算服務提供商做參

考，以針對不同面向與影響因素在技術發展上做研發方向的調整，與修正服務方向並針

對現有服務補足不足之處。讓企業所期望的需求與廠商欲提供的服務能彼此契合以達成

雙贏，以減少錯誤的投資並使雲端運算服務與整體市場的發展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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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承襲上述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述：中小企業在進行資訊系統外包

並評估是否採用雲端運算的解決方案時，哪些面向及因素會影響決策? 

 

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可分為下列四項： 

1. 區別雲端運算與傳統外包方式的不同之處，並且整理與釐清優點、缺點及潛力。 

2. 建構出一個分析模型以了解中小企業選擇雲端運算外包模式之重要因素。 

3. 訪談專家以分類整理出模式中重要因素之列表，再透過發送問卷的方式調查中小企業

內部資訊主管對於此模式所陳列的重要因素之認同程度與排序。 

4. 研究最終的結果可供雲端運算供應商日後發展方向之參考，且可讓其他欲採用雲端運

算外包之企業，在進行外包決策進行更多面向之考量，並可供未來欲從事相關領域研

究的學者參考。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研究背景下引發研究動機，並擬定出欲深度探討的研究問題，針對研究問

題定出研究方向與詳細研究目的與範圍。研究目的確立後，接著進行相關文獻之收集、

整理與探討其內部所蘊藏的意義，進而確立研究架構與研究設計。文獻探討之時會針對

過去已存在之文獻進行探討，故研究問題與目的也會因已被提出的見解而有所更動；而

隨著研究方法之確立，為讓目的與方法兩者之間能互相對應，亦會修正彼此以求完備與

適切性。隨著研究進行，將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出最終研究成果。最後闡述本研究

對於相關領域的貢獻，並討論研究限制與未來可改善之建議。 

 

  本研究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節闡述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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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節進行文獻探討，針對研究相關主題相關的文獻與資料做整理與比較；第三章節

確立研究方法，本研究將對中小企業之資訊主管進行德菲法，以確認本研究提出之重要

因素並排除沒有存在必要之項目，最後再透過層級分析法對中小企業之資訊主管發放問

卷，對重要因素進行重要程度之比較並依據最終權重做出排序。第四章節對蒐集的資料

進行分析，整理出最終研究成果。第五章節提出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問題與目的 

文獻蒐集與探討 

確立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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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在管理及資訊科技領域皆為近年來才興貣的研究議題。雲端運算的相關

學術研究相較於其他議題較為稀少，尚未有學者提出之定義可被學術界與業界廣泛接受。

維基百科表示雲端運算為一種新的計算模式，此模式提供可動態壓縮與延展，並藉由網

路提供虛擬資源之服務(Wikipedia, 2011)。Whatis.com 則認為雲端運算能給予使用者如

使用超級電腦般的體驗(Whatis.com, 2011)。而美國柏克萊大學的研究團隊相信雲端運算

的服務不只包含硬體的支援，也包含軟體的技術，研究團隊亦提出十個關於雲端運算的

障礙與相對應之機會(Armbrust et al., 2010)。Salesforce.com 認為雲端運算是將程式存放

於網路上，讓使用者透過帳號登入機制存取程式，並設定自己的個人資訊，而此程式與

相關資訊皆存放於公開的雲端運算中心(Salesforce.com, 2011)。 

 

  資訊界的藍色巨人 IBM 認為雲端運算是一個藉由網路分享資訊與服務的模式，使

用者僅需知道並使用此服務，而不需要顧慮在背後支持服務運行之相關基礎設施。「雲

端策略」一書內將雲端運算定義為可以改進企業資源之配置並強化本身的特殊能力之模

式，所以雲端運算擁有提升軟體的使用率、減少在初期建設的投資與降低資訊科技的花

費等眾多優點(陳瀅, 2010)。並非所有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皆給予正面的價值，部分專家

認為雲端運算是將過去網格運算與分散式運算等名詞重新包裝後的產物。甚至部分激進

人士認為雲端運算是資訊科技公司用來騙取企業執行長注意力與吸引公司投入發展的

新手段，其分享模式有資訊安全尚無法克服的漏洞與穩定度的風險(Katzan, 2010)，並非

真能解決任何現存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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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雲端運算之定義整理(引用自 Truong, 2010) 

定義 參考文獻 

將資源虛擬化以便自行維護與管理 Hartig, 2008 

透過分享、使用應用程式與網路環境資源完成工作，而不用考慮所

有權或管理網路的資源與應用 

Scale, 2009 

擁有透過網路或者雲端運算連接到欲使用的軟體或資料的能力，取

代過去存取在本機硬碟或者區域網路的運作模式 

Hammond, 

2008  

一種透過網路提供服務的運算模式，服務包含與資訊科技相關之能

力並且可延展，並且一次服務多個外部使用者 

Gartner  

一個抽象、具有高度延展能力的運算池，擁有管理基礎設施以乘載

終端使用者的各種應用並且依使用量來付費 

Forrester 

一種動態延展和虛擬化資源並透過網路以提供服務的運算模式 Wikipedia 

可任意調整需求資源，並有依據使用短期需求運算資源之多寡來付

費的能力，讓使用者擁有無限運算資源的體驗 

UC Berkeley 

一個雲端運算帄台可依照需求動態提供、停止提供、配置與重新配

置服務。雲端應用可使用大量資料中心與強力的服務以乘載網路應

用與網路服務 

IBM 

透過網路傳送可延展的資訊科技資源。這些資源包含應用程式、服

務與各種基礎設施 

Educause, 

2009 

一種帄行與分散的系統，包含內部連結與虛擬電腦的集合以動態提

供資源，並根據服務提供商與消費者之間的服務協議，以單一或多

個統一的運算資源呈現 

Buyya et al., 

2009 

雲端運算結合各種異質基礎設施，以虛擬化、分散式運算、網格運

算、公用運算、網際網路、網頁與軟體服務等要素建立架構 

Vouk, 2008 

 

  整合各種說法與研究論述(詳見表 2-1)，本研究對雲端運算的定義如下：「雲端運算

為一種透過網路提供資訊運算與服務的使用模式；任何連接網路的實體如人、設備、程

式，皆可運用此種模式。」為了實現此使用模式，目前雲端運算服務提供商透過虛擬機

器的技術或者網路連接，並透過開放原始碼的技術與標準，以分散式系統的方式，把軟

硬體抽象成為可動態擴展與配置的資源，而這些技術被稱之為雲端運算技術。雲端運算

如此受到企業界歡迎與期待，是因為專家們宣稱雲端運算讓使用者可依照需求變化與實

際使用時間付出相對等的費用。雲端運算提供一個不需要考慮軟硬體購買維護成本，可

以依照實際需求調整欲使用的資源，並且更安全、更穩定、延展性更高的環境，讓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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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現有的商業模式與策略以提升整體效益。 

 

陳瀅在雲端策略一書中提出四個雲端運算的特質(陳瀅, 2010)： 

 硬體和軟體都是資源，透過網路以服務的方式提供給使用者。 

 資源可以根據需要進行動態擴展和配置。 

 資源以分散式的共用方式存在，最後以單一整體的形式呈現。 

 用戶依照需求使用雲中的資源，然後按照實際使用量付費，不需要負擔管理的責任。 

 

  依照雲端運算的服務產業類型可分類為：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帄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與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依照雲端運算的服務範圍可分類為：公有雲(Public Cloud)、私有雲(Private Cloud)

與群有雲(Community Cloud)(Katzan, 2010)。 

 

 

圖 2-1 IaaS、PaaS 與 SaaS 架構圖(引用自 Cloudfeed.net, 2011) 

 

  本研究依據 Katzan之論述將服務類型分成三大類：IaaS、PaaS、SaaS(圖 2-1)。IaaS

的概念是指企業可依照本身的需求輕易建立貣可執行之環境，而過程中需要的各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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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伺服器、連接設施、儲存設備與相關工具等，可透過向服務供應商租用的方式減少初

期的投資與管理的成本。PaaS 的概念是指服務供應商提供一個服務環境帄台，該帄台上

可 依客戶需求安裝與設定開始者所需要之工具，如作業系統、程式語言模組與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等。企業內部的開發工程師可透過租用此帄台，

實現不必採購與安裝任何基礎軟硬體設施，便可撰寫與執行其負責專案和工作之目標。

SaaS 的概念是指使用者不必自行開發、維護與升級軟體，以向服務供應商租用現成軟體

與應用程式的方式替代之，降低整體營運成本。供應商則要負責應用軟體的升級與開發，

並擁有維護管理權限以保證使用者的使用過程順利。 

 

第二節 雲端運算相關資訊 

 

  自美國發明超級電腦以來，電腦與相關科技之技術發展至今已有數十年，各式各樣

的運算模式與概念脈絡亦發展相當完善。雲端運算擁有的多種特性，但皆非在雲端運算

時才被提出，如公用運算亦有依照需求定價的特性，分散式運算與網格運算則有帄行運

算與分工等概念。所以本研究認為透過探討各種過去發展至今的運算模式，有助於了解

雲端運算的特性與其發展架構順序如圖 2-2 所示，並說明各部分概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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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雲端運算發展架構圖(引用自 Productionscale.com, 2011) 

 

  公用運算(Utility Computing)是將運算能力與儲存空間等資源，仿照使用電力、水資

源、天然氣與電話網路等公用資源的方式，讓企業依照本身的需求決定在需要的時候租

用足夠的運算能力與儲存空間(叡揚資訊, 2011；Wikipedia, 2011；Rappa, 2011)。如此一

來企業可以減少初期在建設硬體上的投資，並且可透過租用大量電腦減緩或消除瞬間使

用量增高造成的延遲。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是資訊科學領域中探討分散式

系統的運用。分散式系統內包含一群擁有自主權的電腦，這群電腦透過網路連結彼此。

程式設計師將應用程式編寫成可分散運算之流程，將此程式拆成數部分交給不同的電腦

一貣運算達成共同的目標(Thain et al., 2005；Wikipedi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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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是整合多種不同種類的電腦資源以解決一個共同目標。這

些電腦透過網際網路連結同時解決同一問題，常用於科學或技術領域上，以解決需要大

量計算資源處理巨量資料的問題。網格運算與分散式系統和叢集運算的差異之處為網格

運算中電腦耦合度較鬆散、其組成之電腦擁有異質性且在地理位置上較分散(Berman et 

al., 2003；Wikipedia, 2011)。叢集運算(Cluster Computing)為一組彼此連結的電腦，因為

運作時緊密的合作，所以在許多層面可視為一個單一的電腦。這些電腦通常會形成一個

叢集置放在同一空間，但並非在任何狀況下皆為如此，叢集透過高速區域網路互相聯結。

電腦叢集通常被部署來改善效能與運算速度，透過叢集後效能與可用性通常能超越單一

電腦，並擁有更高的成本效益(Buyya, 1999；Wikipedia, 2011)。超級電腦(Supercomputer)

為標榜擁有最佳處理能力的電腦，尤其在運算速度上堪稱數一數二的快速。今日的超級

電腦通常以相似的頂級架構組成，此架構包含多個能同時處理多重指令及多重數據

(Multip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MIMD)的多重處理器，每個多重處理器是由能處理單

一指令及多重數據的處理器組成(Adiga, 2002；Wikipedia, 2011)。超級電腦可在有效時間

內解決具有大量數據與大量計算過程的運算程序。2010 年為止最快的超級電腦，是中國

在 2010 年 11 月完成建置的「天河一號」二期系統(天河-1A)，它的效能可達 2.570 

PFLOPS(每秒千萬億次浮點運算)。 

 

  支持雲端運算的學者認為，雲端運算繼承諸多來自於公用運算、網格運算與分算式

運算等應用與概念的特性，如分散式的計算、異質系統的組合、依照使用率計費、將眾

多廉價電腦組成叢集與擁有如超級電腦般的運算能力。所以雲端運算相關概念與技術的

誕生並非無中生有，並且由於手持裝置蓬勃發展、行動運算漸趨成熟、中小企業多元發

展等因素，且因為過去諸多概念做為基礎，硬體設備、網路設施與技術能力等重要因素

都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如今各家廠商才能推出各種不同的服務(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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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雲端運算之代表帄台比較(引用自 Buyya, Shin Yeo, & Venugopa, 2008) 

Services 

Attribute 

Amazon 

EC2 

Google 

App Engine 

Microsoft 

Azure 

Yahoo 

Hadoop 

Architecture IaaS/PaaS PaaS PaaS SaaS 

Services Type 
Compute/ 

Storage 
Web application 

Web and 

non-web 
Software 

Management 

Technology 

OS on Xen 

hypervisor 

Application/ 

Container 

OS through 

Fabric contro

ller 

Map/Reduce 

Architecture 

User Interface 

EC2 

Command-line 

tools 

Web-based Admin

istration console 

Windows 

Azure portal 

Command line 

& Web 

APIs Yes Yes Yes Yes 

Cost Yes Partial need Yes No 

Programming 

Language 

Customizable 

Linux-based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Python 
.NET 

framework 
Java 

 

第三節 外包 

 

  現今不論中小企業或者大型企業，常要對是否將資訊系統或者基礎設施外包的問題

做出決策。Quinn及 Hilmer 認為企業應將公司內部資源投注在發展其核心競爭能力上。

核心競爭能力泛指能引領企業卓越及給與顧客特殊價值的企業競爭力。除此之外，他們

認為非核心競爭能力的企業流程應採取策略性外包，包含過去認為不可或缺的部分，及

沒有在策略上特別需要或者特殊功能的活動(Quinn & Hilmer, 1994)。Quinn 及 Hilmer 也

表示企業首要的任務應先辨別出在企業流程中何者為核心能力，何者為不重要的活動。

在評選過程中，若此流程在競爭優勢上有高度潛力與在策略上需要控制潛在的風險，企

業應將此流程交由內部自行發展與控制，其餘之活動便可選擇外包給其他公司(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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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競爭優勢 vs.策略潛在風險(引用自 Quinn & Hilmer, 1994) 

 

  其他專家亦有對外包做定義。新村敏認為外包是將企業內部分正在實施的生產活動，

委託企業外部的協力廠商生產的功能(新村敏, 1993)。決策者採取外包能讓企業專注於本

職與排除雜務以提高生產力，並能使企業保持其靈活性上的競爭優勢，所以將非核心的

業務外包給專業的廠商來處理，才能專注發展企業本身的核心能力 (Drucker, 1994; 

Clouser, 2002; 劉得禎, 2005)。 

 

外包理論中包含兩個重要觀點：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TC)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View, RBV) 

 

  交易成本是以經濟角度來進行評估思考，企業可以藉由此面向針對流程或生產活動

進行評估，並在外包與內部作業兩者中做選擇，不同的選擇代表不同的流程架構。資源

基礎理論是指企業應只保留難以取代與模仿的資源。企業組織可藉由保護這些資源維持

本身的競爭優勢，故應將資源留在組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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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交易成本與資源基礎理論為考量，任何大、中、小型企業皆需要考慮策略性外包，

而傳統外包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並不會因為雲端運算外包而不存在，所以依然需

要考量其影響。外包對於企業之正面影響包含：節省花費、反應環境的快速變化、提升

組織的學習能力等好處。但外包亦有不少負面影響如：減少創新的能力、高估可以減少

的成本、供應商成為潛在競爭者等問題。 

 

  Kralovetz(1996)認為企業應分析本身的特質，遵循下列步驟才能使外包成功： 

1. 辨認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2. 評估與分析外包的優缺點，包含改善的機會。 

3. 選擇潛在外包商，審核外包商的作業方式。 

4. 列出由內部移轉到外包商執行外包工作的程序。 

5. 整體績效。 

 

  雲端運算的服務提供商提供了不同種類的服務，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租用軟體、帄台

與基礎設施的方式使用資源。此種雲端運算外包模式可依照使用量付費以減少浪費，並

按照需求調整租用多寡。這種概念與傳統外包之精神相符合，而 Truong 以資源基礎理

論為根基提出一研究模型，認為雲端運算提供之服務，再搭配創新與彼此協作，便能成

為可幫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資源(Truong, 2010)。過去傳統外包無法涵蓋之項目如企業內

部資源等，如今在雲端運算概念提出後，可以透過雲端運算外包的方式交由外部服務商

來負責，並且服務商可以依照客戶的需求進行客製化服務，可帶來更多競爭優勢。雲端

運算外包也為諸多需要大量花費，以定期採買、維護與升級之軟硬體找到出路，如今企

業可以依據不同時間與情況調整提供給外包服務商的需求，而現今的雲端運算外包服務

商也有足夠的技術背景與團隊可滿足客戶的需求。表 2-3 為雲端運算外包與傳統外包之

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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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雲端運算外包與傳統外包比較表 

 大型應用系統 小型應用系統 

比較項目 傳統外包 雲端運算外包 傳統外包 雲端運算外包 

初期投資成本 

在傳統外包應用系統時

需要投入資金與人力資

源以供外包商建置系

統，包含硬體與環境等企

業內部資源，故初期投資

成本較高 

外包環境與相關硬體可

快速到位，並且面對需求

變化之靈活度較高，故初

期投入成本較低 

傳統外包有可用於小型系

統之套裝軟體，但客製化程

度較低，將其重新改寫之成

本相較於雲端運算外包較

高 

可依需求將軟體、環境與

硬體設施外包給雲端運

算服務商處理，而且諸多

服務已有現成成品可

用，可有效降低成本 

監督管理成本 

傳統外包流程需要企業

內部指派人員監督流程

之進行與品質之控管，控

管範疇較大，較難大幅度

的壓低管理監督成本 

雲端運算外包之特點便

是將監督流程與管理環

境之職責交給外包廠商

承擔，故管理成本較低 

傳統外包之流程嚴謹但也

比較繁複，故在小型系統開

發與維護上的成本，與雲端

運算相較之下較高 

建置小型系統之各類工

作項目需要監督之部分

較少，並可以透過網路介

面與控制帄台進行管

理，故監督成本相對較低 

動態變動需求 

傳統外包項目頇在一開

始便定義清楚並列出工

作項目，鮮少在外包過程

中大幅更動需求，故面對

需求之變動較難因應 

在進行大型系統建置

時，雲端運算外包可依據

需求更動資源之配置與

工作安排，可變性較傳統

外包更高 

傳統外包建置小型系統時

亦需依規劃與分析書來實

作，其需求之可變動性相較

於雲端運算外包較差 

雲端運算外包服務能在

外包過程中，依使用者需

求與使用量進行動態調

整，其能變動之幅度大於

傳統外包 

容易取得程度 

傳統外包之決策屬於組

織內重大決定，並且帄均

投入之成本與人力較巨

大，完工時程亦偏長，相

較之下不易取得 

現在較少供應商提供大

型系統之外包服務，肇因

於技術與環境機制尚未

成熟，所以採用的風險極

高，若上述皆能解決則會

傳統外包可用之小型套裝

軟體種類與可變化程度相

對較少，以服務商眾多之面

向來考量則客戶較容易找

到需要軟體，以成本的角度

雲端運算可依據企業之

需求與限制提供各種不

同種類之外包選擇，且需

要投入之帄均成本亦

低，故相較於大型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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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傳統外包更容易取

得，反之則亦相當困難 

來衡量則較不易取得適合

之服務 

下較易取得 

服務多樣化程度 

傳統外包在開發大型系

統與提供套裝軟體之服

務已行之有年，故服務種

類相比之下較多 

現在較少供應商提供大

型系統之外包服務，肇因

於技術與環境機制尚未

成熟，故服務種類較少 

傳統外包於小型系統上可

服務之項目受限於技術、環

境與市場規模之限制，故在

選擇上相對雲端運算而言

較少變化 

雲端運算外包中的 SaaS

可取得多種服務，PaaS 與

IaaS 則可包含過去無法

外包之項目，故企業可選

擇之服務種類較多 

風險 

傳統外包服務已行之有

年，故有諸多過去導入系

統之經驗可供參考，但過

去技術在支援備份與備

援上尚無顯著良好的表

現，故仍有潛在之風險 

藉由雲端運算開發大型

系統之成功案例與經驗

較少，供應商服務之口碑

也尚未成熟，使顧客現階

段採用之風險與傳統外

包相較之下較高 

傳統外包服務已經行之有

年，故有諸多過去失敗經驗

可供參考，其流程與考量所

因應之風險相對較低 

雲端運算外包會將資料

與程式置放於網路上以

供客戶存取，但仍存有現

有技術無法解決之漏

洞，且尚有提供雲端服務

之知名廠商發生系統大

量錯誤之事件，其隱藏在

背後之風險亦相對很高 

隱私與保密 

傳統外包透過完整的流

程與機制設計，在保護資

料隱私與保密上安全程

度與雲端運算外包相較

之下較高 

雲端運算在大型系統開

發上經驗與技術尚未成

熟，在隱私與保密上有諸

多淺在風險 

傳統外包在保護資料隱私

與保密上安全程度較高，但

與大型系統相比小型系統

所得到的關注與支援較

少，故安全性上有淺在風險 

雲端運算在小型系統服

務上技術較為成熟，故在

保護隱私與保密性上風

險相對於大型系統而言

較佳，但與傳統外包相比

仍較差 

技術可行性 

傳統外包建置大型系統

以縝密之技術與撰寫文

件紀錄為基礎，此服務亦

行之有年，故在可行性上

雲端運算之技術雖然進

步但尚未成熟，尚無廠商

可擔保大量資料與程式

於雲端資料庫上運行並

傳統外包在建置小型系統

上經驗較豐富，但亦因此容

易限制在固有的框架及限

制內，因此若要快速提供多

雲端運算透過多種新技

術可快速提供客戶所需

求的小型服務及系統，與

傳統外包相較之下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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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 透過網路來存取一定可

行，在建置大型系統前頇

先解決風險與穩定度上

的疑慮，故可行性較低 

種服務，其可行性較低 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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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傳統企業內部之資料中心為例，觀察資料中心運作後於一段期間內之使用

率，以探討雲端運算如何為企業解決過去無法擺脫之瓶頸。傳統企業內部資料中心的使

用率並非隨時保持滿載。舉例而言，郵件系統的使用率在白天時常常保持滿載，但過了

午夜後使用率便快速下降。在圖 2-4 中，我們可以發現使用率的曲線在不同時間有大幅

的變化。S1、S2 與 S3 分別指三種在企業內處理動態變化使用率的策略。S1 所指之策略

為企業投資大量軟硬體資源以負擔尖峰時刻的使用率，如此一來便不會有顧客抱怨無法

使用服務，但支出相對而言非常可觀，通常為重視服務品質的企業所採用；S3 所代表

的策略是企業雖然大部分時間無法提供完整服務，但花費能降到最低，剛創業之公司常

會經歷此階段；S2 之策略為大部分企業所採用，在此策略下可處理大部分時間的使用

狀況，唯獨尖峰時刻時無法提供完整服務，所支出的花費在其他兩種策略中間。過去企

業內部資料處理中心遇到瞬間尖峰使用量便會無法正常提供服務，造成名譽與顧客對其

信任上的損失，如台鐵訂票系統於週末與逢年過節時當機，及跨年晚會會場的手機無法

撥出與簡訊無法傳送的問題等。而採用雲端運算的服務，必頇考慮到網路流量大小或瞬

時線路負載過重的限制，若能克服此問題，企業可在使用量達到尖峰時刻前預先提前租

用更多資源以應付巨大的使用率，而在使用率驟降的時段便可減少租用資源的數量，如

此一來既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亦減少帄常無人使用時資源的浪費，達到最高的使用

效益。 

圖 2-4 傳統企業資料中心之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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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主要議題在討論何種原因或因素，使中小企業內部的管理階層傾向採用雲

端運算外包取代傳統外包之服務。探討外包的項目時，中小企業的核心流程或能力不在

本研究討論範圍，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核心能力都會留在企業內部自行發展。故本

研究欲探討的議題為過去交由傳統外包廠商之活動以及傳統外包廠商無法承包之事務，

現在可透過雲端運算外包獲得更大的成效。根據 Chaudhary 與 Kishore 的研究，可將外

包的範疇分成臨時外包(Transitional Outsourcing)、部分外包(Selective Outsourcing)與整體

外包(Total Outsourcing)(Chaudhary & Kishore, 2010)。企業內部活動在不同的外包範疇之

下，會影響中小企業對於外包商的選擇與決定是否外包。本研究專注在中小企業中，其

內部企業流程所用之資訊系統的外包選擇。而因為資訊系統較少臨時外包，再加上臨時

外包性質上偏向一次性的單筆交易，相較之下缺乏決策思考的需要，故考慮之範圍著重

在部分外包與整體外包。 

 

𝐔𝐬𝐞𝐫𝐇𝐨𝐮𝐫𝐬𝐂𝐥𝐨𝐮𝐝  × (𝐑𝐞𝐯𝐞𝐧𝐮𝐞 − 𝐂𝐨𝐬𝐭𝐂𝐥𝐨𝐮𝐝) 

≥ 

𝐔𝐬𝐞𝐫𝐇𝐨𝐮𝐫𝐬𝐃𝐚𝐭𝐚𝐜𝐞𝐧𝐭𝐞𝐫 × (𝐑𝐞𝐯𝐞𝐧𝐮𝐞 −
𝐂𝐨𝐬𝐭𝐃𝐚𝐭𝐚𝐜𝐞𝐧𝐭𝐞𝐫

𝐔𝐭𝐢𝐥𝐢𝐳𝐚𝐭𝐢𝐨𝐧
) 

(Armbrust et al., 2010) 

 

  在進行文獻探討過程中，較少文獻將雲端運算帶來之效益以數學方程式表示，而

UC Berkeley 提出一簡單方程式以表達雲端運算之效益大於傳統資料中心，而本研究認

為除了在使用率有差異性外，雲端運算外包應在其他面向跟傳統外包相比也能取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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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整體利益，而其他面向的影響程度，便可讓企業在雲端運算外包與傳統外包之

間進行抉擇時的重要考量面。除了本研究參考UC Berkeley所提出之方程式並加以修正，

提出一分析方程式，以更多不同層面來探討雲端運算所帶來之效益。原方程式認為企業

採用雲端運算外包可以依據使用量進行動態調整，而傳統外包廠商所用的資料中心無此

優勢，需要考慮到不同時間使用率不同的問題，故需加入一使用量(Utilization)變數。使

用量變數介於 0 至 1 之間，大則趨近於 1，對於整體花費沒有影響；小則趨近於 0，會

提高整體花費，故預期雲端運算外包的淨利會大於傳統外包方式所能獲得的淨利。 

 

  在選擇外包廠商時應考慮到的要點包括品質保證、過去的績效、承諾、硬體設備、

處理能力、地點與資訊技術等(Rick & Thomas, 2004)。由此本研究從這些要點歸納成偏

屬於管理面的兩大面向：服務(Service)與支持(Support)。服務面向指的是外包廠商有能

力提供優良的服務及保持良好的信譽；支持面向指的是外包廠商有足夠的資源如服務團

隊、技術與硬體來滿足顧客的需求。 

 

  本研究認為完整分析雲端運算外包服務時應兼顧技術面與管理面，而雲端運算相關

主要議題包含資料處理上的安全問題、虛擬化系統以延展應用及多重備份與備援達到零

故障率等面向，故新的分析方程式加入其他三大面向：安全性、延展性與穩定性。安全

性(Security)是指顧客的資訊或執行程序能被完善保護而不會洩漏；延展性(Scalability)是

指軟硬體系統資源易於依據不同的情境擴增或縮減；而穩定性(Stability)是指執行帄台以

及整個系統能夠運作順暢不中斷。根據上述三個面向以及前述之服務面向與支持面向，

本研究建構出一分析方程式，藉由此方程式描述本研究之觀念。透過方程式以找出可能

影響決策之因素，建構出一因素模型，以提供企業在決策是否外包與選擇適合的外包廠

商時，能分析各種不同面向的影響。在方程式中有 S1、S2、S3、S4、S5 共五個變數，分

別代表上述五個面向，並假設五個變數彼此獨立不互相影響，若此變數為重要衡量因素，

則會包含在方程式計算中，反之則視為常數 1，代表不會影響最終結果。此五個變數數

值介於 0至 2之間，原因是本研究認為變數之影響，程度不會達到兩倍以上的倍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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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最終結果可提供外包廠商了解企業在選擇外包時考慮之方向，以修正本身發展的目

標。 

 

𝐔𝐬𝐞𝐫𝐇𝐨𝐮𝐫𝐬𝐂𝐥𝐨𝐮𝐝  × (𝐑𝐞𝐯𝐞𝐧𝐮𝐞 − 𝐂𝐨𝐬𝐭𝐂𝐥𝐨𝐮𝐝) × ∏ 𝐒𝐢,𝐂𝐥𝐨𝐮𝐝

𝟓

𝐢=𝟏
𝐒𝐢  𝐢𝐬 𝐢𝐦𝐩𝐨𝐫𝐭𝐚𝐧𝐭

 

≥ 

 

𝐔𝐬𝐞𝐫𝐇𝐨𝐮𝐫𝐬𝐓𝐫𝐚𝐝𝐢𝐭𝐢𝐨𝐧 × (𝐑𝐞𝐯𝐞𝐧𝐮𝐞 −
𝐂𝐨𝐬𝐭𝐓𝐚𝐝𝐢𝐭𝐢𝐨𝐧

𝐔𝐭𝐢𝐥𝐢𝐳𝐚𝐭𝐢𝐨𝐧
) × ∏ 𝐒𝐢,𝐓𝐫𝐚𝐝𝐢𝐭𝐢𝐨𝐧

𝟓

𝐢=𝐢
𝐒𝐢  𝐢𝐬 𝐢𝐦𝐩𝐨𝐫𝐭𝐚𝐧𝐭

 

S1 = Security；S2 = Stability；S3 = Scalability；S4 = Service；S5 = Support 

0 ≦ Si ≦2  

 

  根據此方程式，本研究假設雲端服務使用時數與資料中心使用時數皆為 1000 小時

(Hours)。收益(Revenue)皆為 1000 元，花費(Cost)則有 400 元、500 元與 600 元三種可能

以利比較，故共有三種採用雲端服務外包的狀況。花費設為三種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

假設企業投資在雲端運算的成本可能會小於、等於或大於投資企業內部資料中心的成本，

故假設投資於內部資料中心花費為 500 元，且使用率為最大值即為 1，投資雲端運算服

務則有 400 元、500 元與 600 元三種可能。本研究認為企業選擇將日常的運算資源交由

外包服務商管理，在安全性、穩定性、延展性、服務與支持等面向上，能比傳統外包純

使用資料中心有更好的表現，所以假設雲端服務的分數比內部資料中心的分數皆較佳

(表 3-1)。本研究將表 3-1 內的假設值代入方程式計算，其目的在於確立每一個面向的重

要性，而本研究認為雲端運算若能在每一面向皆只比傳統外包獲得些許優勢，其整體價

值若還能高於傳統外包所帶來的價值，則代表雲端運算確實能使企業獲利更多。其結果

示意圖呈現於圖 3-1、圖 3-2、圖 3-3、圖 3-4、圖 3-5 與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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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模擬方程式中各變數之假設值 

 
Hours Revenue Cost R-C S1 S2 S3 S4 S5 

Cloud1 1000 1000 400 600 1.05 1.05 1.05 1.05 1.05 

Cloud2 1000 1000 500 500 1.1 1.1 1.1 1.1 1.1 

Cloud3 1000 1000 600 400 1.15 1.15 1.15 1.15 1.15 

DataCenter 1000 1000 500 500 1 1 1 1 1 

 

 

圖 3-1 假設值套入方程式之結果(1) 

 

 

圖 3-2 假設值套入方程式之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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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假設值套入方程式之結果(3) 

 

 

圖 3-4 假設值套入方程式之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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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假設值套入方程式之結果(5) 

 

 

圖 3-6 假設值套入方程式之結果(6) 

 

  根據示意圖的結果，本研究若將越多因素納入考量後，雲端運算所能得到的利益亦

逐漸超越傳統外包。若雲端運算的服務在各面向皆能比傳統方式擁有些許優勢，其經過

方程式計算後之利益遠高於傳統內部資料中心。此結果指出中小企業可藉由不同面向進

行分析，以判斷是否能藉由雲端運算提供的外包服務獲得績效改善。本研究認為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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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透過將資訊系統外包給雲端服務提供商獲得更多利益。 

 

  以此方程式的五個因素為基礎，本研究發展出一分析模型以定義各因素內會影響使

用者做決策的細項變數。依據 Laudon & Laudon撰寫的管理資訊系統一書內對於資訊系

統之定義，我們將資訊系統相關議題分成技術(Technique)、管理(Management)與組織

(Organization)三大領域(Laudon & Laudon, 2010)。技術領域泛指任何與資訊科技、資料

存取與處理、網路傳輸與基礎建設之相關軟硬體；管理領域泛指能決策與規畫以發展出

行動方案與創新模式的措施與行為；組織領域泛指員工、組織結構、企業流程、政治與

文化等企業內要素。因為本研究專注在探討企業內部資訊系統之外包，故我們蒐集與雲

端運算與外包皆相關之因素，將其分別歸類到相關的分類內。以安全性為例，保密性

(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認證性(authenticity)、可用性(availability)與不可否認

性(non-reputation)等皆是在資訊科技領域中影響資訊安全之顯著因素。企業策略中決定

投資多少資源在發展安全性上亦非常重要，發展安全控制、組織文化、資訊安全功能與

資訊安全管理者在組織內的角色等皆為幫助使用者評估重要因素(Ma, Schmidt & 

Pearson, 2009；Johnson, 2009；Young, 2009)。故本研究將上述提到的因素歸類在安全性

之類別，並依照技術、管理與組織三種不同之特性再進行分類。依照此歸類方式，本研

究透過查詢學術期刊與論文及網路資源，建立出一個二維矩陣模型，相關整理詳見表 3-2。

此矩陣一邊為方程式內的五個因素，一邊為資訊系統議題之三大分類，詳情可見圖 3-7 與

表 3-2，圖 3-7 為部分因素並以樹狀圖呈現，表 3-3 則為完整的二維矩陣模型。透過此二

維舉震模型，可以幫助決策者了解每一個因素是屬於哪一個面向，並可用何種資訊系統

的觀點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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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因素定義與相關文獻探討整理表 

影響因素 定義 相關文獻 

機密性 具有機密性的資料不會被破解 

Donn Parker, 2002; 

Wikipedia, 2011; 

Hintzbergen et al., 2010 

完整性 
資訊在傳輸過程中保持完整不會遺失或被置

換 

Donn Parker, 2002; 

Wikipedia, 2011; 

Hintzbergen et al., 2010 

認證性 使用者需透過身分認證才能存取資料 

Donn Parker, 2002; 

Wikipedia, 2011; 

Hintzbergen et al., 2010 

可用性 資訊經過加解密與傳輸處理後可以正常使用 

Donn Parker, 2002; 

Wikipedia, 2011; 

Hintzbergen et al., 2010 

不可否認性 
任何存取皆有紀錄證明，以防止管理者或使用

者否認已傳輸或接收 

Donn Parker, 2002; 

Wikipedia, 2011; 

Hintzbergen et al., 2010 

資訊安全投資 廠商投入大量資源在資訊安全發展上 

Ma, Schmidt & 

Pearson, 2009; Johnson, 

2009; Young, 2009 

發展/訓練/評估

資訊安全之控制 

廠商認真發展資訊安全的機制，訓練相關人員

並評估整體實施成效 

Ma, Schmidt & 

Pearson, 2009 

組織文化與環境 
廠商內部的組織文化支持發展資訊安全機

制，並且建置資訊安全之環境 

Ma, Schmidt & 

Pearson, 2009; Young, 

2009 

資訊安全於組織

內的角色 

廠商內部與資訊安全相關的管理者與功能程

序在組織與企業策略具有重要地位，如設立資

安長及優先發展資安程序 

Johnson, 2009; Young, 

2009 

使用者對資安計

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時，使用者有高

度參與 

Johnson, 2009; Young, 

2009 

管理階層對資安

計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時，管理階層有

高度參與 

Johnson, 2009; Young, 

2009 

資安國際認證 
通過 ISO 27001 或 BS 7799 等資訊安全國際標

準認證 

Laudon & Laudon, 

2010; Young, 2009 

負載限制 系統能承受大量資訊存取負載量 
Norman & Lily, 2005; 

Wikipedia, 2011 

容錯能力 當系統發生錯誤時，系統能自動透過重新執 Deen, 2005;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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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刪除程序等方式，讓運算正確地繼續執行 2011; Coronel et al., 

2010; Vasilios, Andreas 

& Ralf, 2004 

備份 系統定時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備日後所需 
Wikipedia, 2011; 

Coronel et al., 2010 

備援 
系統出錯無法繼續運作時，能有備用的系統立

刻代替出錯的系統，使服務不中斷 

Wikipedia, 2011; 

Coronel et al., 2010 

輸入/輸出控制 監控資訊的輸入與輸出 

Deen, 2005; Wikipedia, 

2011; Norman & Lily, 

2005; Coronel et al., 

2010 

回復能力 系統出錯後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 
Norman & Lily, 2005; 

Wikipedia, 2011 

分配資源與工作 
系統能適當分配資源與工作以追求最大穩定

性 

Deen, 2005; Norman & 

Lily, 2005; Coronel et 

al., 2010 

處理不穩定風險 
對於系統穩定性之風險，有預應的補救方法與

措施 

Norman & Lily, 2005 

負載延展性 
系統資源能動態延展擴增以處理瞬間的高負

載量 

Wikipedia, 2011; 

Vasilios, Andreas & 

Ralf, 2004; Lundquist et 

al., 1999 

功能延展性 系統支援各種功能的動態新增與移除 

Wikipedia, 2011; 

Vasilios, Andreas & 

Ralf, 2004 

地理延展性 
能同時維持多個不同地區的系統運行，有如單

一系統般正常運作 

Wikipedia, 2011; 

Vasilios, Andreas & 

Ralf, 2004 

管理延展性 使多個使用者能共用同一分散式系統 

Wikipedia, 2011; 

Vasilios, Andreas & 

Ralf, 2004 

負載帄衡 
使大量負載程序帄均分散在每一個負責的子

系統上 

Norman & Lily, 2005; 

Coronel et al., 2010; 

Vasilios, Andreas & 

Ralf, 2004; Lundquist et 

al., 1999 

態度 廠商提供外包服務時有良好的態度 
Kralovetz, 1996; 黃金

俊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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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 廠商可提供客製化服務 

Geringerl, 1988; 江敏

慧 , 方世杰, 李婉怡 , 

2008; 黃金俊 , 2006 

信用 廠商重視對顧客的承諾，並擁有好口碑 

劉得禎, 2005; 

Kralovetz, 1996; 

Geringerl, 1988; 

技術能力 
廠商的系統分析與建置能力，與產業的內涵能

夠有效連結 

Kobielus, 1996; 江敏

慧 , 方世杰, 李婉怡 , 

2008; 黃金俊 , 2006 

資源 
廠商擁有足夠的資源，如人力資源、軟體與硬

體 

Kralovetz, 1996; 

Geringerl, 1988; 

Kobielus, 1996; 江敏

慧 , 方世杰, 李婉怡 , 

2008; 黃金俊 , 2006 

內部政策 
廠商重視外包服務，並對外包服務設立目標、

支援及組織政策 

Geringerl, 1988; 黃金

俊 , 2006 

問題解決能力 廠商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幫助顧客解決問題 

Kralovetz, 1996; 

Kobielus, 1996; 黃金

俊 , 2006 

員工訓練 
廠商之外包服務團隊有充足的訓練，以提供優

質的服務 

Kralovetz, 1996; 

Geringerl, 1988; 江敏

慧 , 方世杰, 李婉怡 , 

2008; 黃金俊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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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影響資訊系統藉由雲端運算外包決策之因素模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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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影響資訊系統藉由雲端運算外包決策之因素模型 

 
安全性  穩定性  延展性  服務  支持  

技術  

• 機密性 

• 完整性 

• 認證性 

• 可用性 

• 不可否認性 

• 負載限制 

• 容錯能力 

• 備份 

• 備援 

• 輸入/輸出控制 

• 回復能力 

• 負載延展性 

• 功能延展性 

• 負載帄衡 

• 態度 

• 技術能力 

• 資源 

 

管理  

• 資訊安全投資 

• 發展/訓練/評估資訊

安全之控制 

• 分配資源與工作  • 適應性 • 內部政策 

組織  

• 組織文化與環境 

• 資訊安全於組織內的

角色 

• 使用者對資安計畫的

參與程度 

• 管理階層對資安計畫

的參與程度 

• 資安國際認證 

• 處理不穩定風險 
• 地理延展性 

• 管理延展性 
• 信用 

• 問題解決能力 

• 員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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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發展影響因素之模型後，雖然可了解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決策的進行，但無法辨認彼

此之間的相對重要性。德菲法非常適合用在開創性研究與新議題上，而雲端運算為非常

新穎的研究方向，需要用探索式的方法去研究，而德菲法是以單面向做篩選排序，層級

分析法分別針對面向與因素，以多面向來探討不同層次的影響。故本研究先後使用德菲

法與層級分析法，針對業界的資訊主管或正在進行雲端運算外包專案的專案經理及管理

者等，透過訪談與發放問卷的流程，了解此類專家在進行關於雲端運算和外包之決策的

考量，排除不重要的因素，並對重要的因素做出排序，整體設計流程如圖 3-8 所示。 

 

 

 

圖 3-8 研究流程之設計 

 

  本研究在探討研究架構時已建出影響因素模型，但尚缺乏對這些因素進行重要程度

的排序，服務供應商無法透過此初步模型了解到使用者最在乎的影響因素與相對重要程

度之排序。故本研究將進入下一階段，透過德菲法針對模型進行檢測，此種排序檢測法

在資訊管理領域中已被廣泛的應用(Brancheau & Wetherbe, 1987；Niederman. Brancheau 

& Wetherbe, 1991)。 

 

德菲法 

 

  德菲法為 1948 年美國藍得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美國空軍之贊助下發展出來的

決策方法，決策過程為先選定相關領域的專家，反覆進行數回合匿名彼此不面對面的問

卷調查，且每次問卷分析後將結果連同下一回問卷分送給每個參與的專家，意見相左的

建立影響 

因素模型 

德菲法 

檢測 

排除不重要因素

排序重要因素 

層級分析法 

檢測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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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可根據上一回合的結果選擇是否改變原先的意見，經過多次回饋意見後，大多數專

家意見會趨向一致(Chitu & Suzanne, 2004)。德菲法是藉由專家各自的經驗、意見與專業

知識對一議題凝聚出共識，這樣的進行方式一方面可以保有集體決策的優勢，另一方面

亦可避免面對面的溝通造成的不良效果，如從眾效應或威權造成的領導式服從。面對面

的溝通方式固然可直接將問題完整呈現，讓參與者直接討論，但也可能會引發以下問題

(黃政傑, 1987)： 

1.少數人支配整個會議。 

2.容易受面子的影響使發言變得保孚。 

3.容易受崇拜權威的影響。 

4.容易受情緒化的影響。 

5.容易受到會議時間的影響。 

 

而德菲法有以下優點(Ilbery et al., 2004；Duffield, 1988)： 

1.德菲法能分析複雜、多面向問題的研究方法，並且已被證實的確有效。 

2.參與者無頇進行面對面的討論，因此打破時間、地點的限制，共識意見的取得上也較

其他研究方法有效率。 

3.參與德菲法之專家在提供專業知識、經驗和意見貢獻時可在不同地區進行，維持專家

獨立判斷的能力。 

4.在專家進行反覆的問卷討論時，德菲法的匿名特性可避免面對面討論受到的人為限制，

進而綜合專家之意見以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 

5.匿名性在研究中能獲得較有價值意見與客觀的回覆。 

6.具有一定的系統程序，且不需要複雜的統計方法，正確施行後可從專家共識中得到與

研究領域相關的見解，並且達到解決研究問題的研究結果。 

 

  因考慮問卷發送與收集的時間等因素，並且本研究希望從現有影響因素模型中找出

重要的因素，故採用修正式德菲法(Modified Delphi Method)。修正式德菲法是擷取德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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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的優點，減少問卷調查次數，在第一回合開放式調查問卷時改採參考大量文獻、彙整

多方資訊以及研究者之規劃後發展出的初步結構性問卷，作為第一回合的問卷調查，如

此便可節省與各個專家面談或開放式填答的時間，並提高問卷回收率 (Murry & 

Hommons, 1995)。在進行德菲法時，選擇適當的目標專家為非常重要之步驟，本研究將

從業界中挑選資訊主管或正在進行雲端運算外包專案的專案經理及管理者，尋找方式包

含透過現有的雲端服務提供商之網站或者直接聯絡其公司取得其顧客名單，再分別連絡

目前有使用雲端運算服務的公司尋求協助與提供人選。本研究問卷設計將會讓專家針對

因素進行重要程度的排序，但使用排序形式的德菲法中有三大議題(Schmidt, 1997)需要

解決： 

一、必頇知道至多少回合後頇停止問卷收集。 

二、每一回合能有多少項目需要排序。 

三、缺法統計分析之方法以支持結論。 

 

  Kendall 與 Gibbons(1990)於 Rank Correlation Methods 一書中，表示若要了解多個觀

察者對一群物件之排序後，排序彼此之關聯並做相關性分析，可藉由探討 W 函數以了

解並可得知統計結果何時收斂，稱為 Kendall’s W 係數一致性檢定。假設有 n個物件，m

個觀察者，則全部排序加總出來的值為 mn(n+1)/2，而全部欄位帄均值為 m(n+1)/2。假

設每一欄真正之總和為 R1,R2,…Rn，則帄方偏誤(S)為以下公式所示： 

 

𝑆 = ∑ [𝑅𝑖 −
𝑚(𝑛 + 1)

2
]

2𝑛

𝑖=1

=  ∑ 𝑅𝑖
2

𝑛

𝑖=1

−
𝑛𝑚2 (𝑛 + 1)2

4
 

 

若假設每個觀察者的排序皆相同時，則每一欄的總和如下： 

1𝑚, 2𝑚, … , 𝑛𝑚 

而最大帄方偏誤(max S)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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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max 𝑆 =  ∑ [𝑖𝑚 −
𝑚(𝑛 + 1)

2
]

2

=  
𝑚2 (𝑛3 − 𝑛)

12

𝑛

𝑖=1

 

 

W 值之解釋與信度見表 3-3，而最終衡量 W 係數之公式如下： 

𝑊 =  
𝑆

max 𝑆
 =

12𝑆

𝑚2 (𝑛3 − 𝑛)
 

 

表 3-4 Kendall’s W 值之解釋與排序信度(引用自 Schmidt, 1997) 

W 數值之解釋 排序信度 

.1 非常低度同意 無 

.3 低度同意 低度 

.5 同意 中度 

.7 強烈同意 高度 

.9 非常強烈同意 非常高度 

 

  Schmidt 改良傳統德菲法之缺陷，在每回合採用無母數統計方法中之 Kendall’s W 係

數一致性檢定做為停止問卷測驗的準則，而已有研究證實 Kendall 能提供有效的支持

(Schmidt, 1997；Chitu & Suzanne, 2004；Johnson, 2009)。參考近年研究使用德菲法的步

驟，以下簡述本研究所使用之修正式德菲法之步驟(Grisham, 2009；Byrne et al., 2010；

Tang, 2010；湯金翰, 2010)： 

1.前置作業：藉由探討文獻與訪談相關學者以蒐集因素，建立因素模型矩陣，並選定適

合的目標專家群。因為考慮目標專家對於各因素陳述中的名詞可能認知不

一，導致最後共識會有偏誤，故在問卷後附上相關名詞之參考解釋。 

2.第一回合：製發第一份問卷給目標專家，讓專家針對因素的重要程度進行評估，並選

擇重要與否，採用二分法，重要選擇「1」，不重要則選擇「0」。專家亦可

將自身認為可能重要的因素回覆給研究者進行回饋。 

3.第二回合：將第一份問卷中各專家的答案進行加總並進行由小到大的排序，並排除不

重要的因素，將剩餘重要的因素整理後製發第二份問卷交由專家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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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回合：將第二份問卷中各因素於每份回收的問卷裡統計出來的排序，先進行轉置

後加總，由大到小排序給專家們參考，並製發第二份問卷給專家檢視是否

需要進一步調整排序。此時本研究將透過使用 Kendall’s W，以了解結果是

否收斂並趨於一致。 

4.第四回合：分析第二份問卷後，比照第一份問卷處理的方式，將統計出來的排序取算

數帄均數，將結果一併附在第三份問卷並發給專家，直到結果趨於一致達

到強度同意之標準，即 W 值大於 0.7，則可停止發放問卷。 

 

  本研究在運用德菲法時，會在每個回合進行時將上一回合的結果陳列在旁讓專家參

考，再填答此一回合的答案。專家或多或少會因為上一回合所有參與者經過統計後的結

果而調整本身的答案，間接達到互相影響的效果。而本研究選擇此種每一回合答案會互

相影響的決策方法，肇因於專家學者對於雲端運算的認知大部分皆屬於自身的看法，需

要將知識外顯化，而進行外化的過程則需要與其他人討論或間接了解他人的看法。採用

德菲法則可將每一回合全部專家的看法進行整合，並在下一回合讓每位專家參考，達到

了解彼此的想法與互相良性影響的效果。藉由德菲法排出專家共識出來的重要順序後，

本研究將會排除排序在最後百分之二十五的因素，視這些因素對專家決策時的影響較小

以進行下一階段研究流程。接下來本研究將透過層級分析法分析出關鍵因素的權重，並

了解各因素之間的關係。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為 1971 年 Thomas L. Saaty發展出來以

輔助決策的方法，主要應用在情況不明確以及數個評量標準的決策問題上。AHP 發展目

的，是將複雜問題進行系統化分層，根據不同問題層面進行分解，採用兩兩成對比較，

再以量化的方式綜合評估以供選擇適當的決策方案(褚志鵬, 2003)。所謂層級是由至少兩

個以上的層級組成，而 AHP 則將各個層級連結貣來，計算出 AHP 層級之各因素間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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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層級的優先順序與相對權重。Satty(1980)發展層級分析法的基本假設包含下列數

項： 

1.一個可以被分解成數個種類(Classes)或成份(Components)的系統，並形成如網路般的層

級結構。 

2.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有獨立性(Independence)。 

3.每一層級內的要素，可延用上一層級中部分或者全部要素做為準則進行評估。 

4.比較評估時，可將數值尺度轉換成比例尺度。 

5.各層級要素進行成對比較後，可使用正倒值矩陣(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處理。 

6.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不僅優劣關係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且 B 優於 C，

則 A 優於 C)，同時強度關係亦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二倍且 B優於 C 三倍，則 A 優於

C 六倍)。 

7.完全具遞移性不容易，因此容許不具遞移性的存在，但需測詴其一致性(Consistency)

的程度。 

8.要素的優勢程度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而求得。 

 

  實行層級分析法，經過成偶比對較後，產生數個比較矩陣，進而找出矩陣之間的特

徵向量(eigenvector)，並找出元素間相對重要性比值。找出比值後求算各層的相對權重

並加以整合，評估出整個層級的一致性優先程度，而選擇整體而言優先權最高者為最佳

評選對象(Saaty, 1990)。層級分析法應用範圍包含極廣，Vaidya & Kumar(2006)進行文獻

蒐集後發現，在選擇、評估、成本效益分析、分配、計畫與發展、優先權與等級排序、

決策制定、預測、醫藥及相關領域等應用上皆有諸多應用。而 AHP 亦常用於解決以下

十二種問題(Satty, 1980)： 

1.決定優先順序(setting priority)。 

2.交替方案之產生(generating a set of alternatives)。 

3.選擇最佳方案(choosing a best policy alternative)。 

4.結果預測/風險評估(predicting outcomes/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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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源分配(allocating resources)。 

6.決定需求(determining requirements)。 

7.績效評量(measuring performance)。 

8.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 

9.確保系統穩定(ensuring system stability)。 

10.最佳化(optimization)。 

11.規劃(planning)。 

12.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 

 

  層級分析法透過兩兩成對比較，讓專家在思考因素與層級彼此關係時能有多方面的

考量，並使專家能避免主觀意見而給予不同權重值所產生的差異，而建立層級分析問題

有助於研究者利用高層級要素分析對低層級要素的影響、具有穩定性與彈性等優點。 

本研究採用層級分析法的步驟如下： 

1.透過德菲法排除不重要之影響因素，將每一層級考慮的因素控制在七個以下。 

2.建立層級結構，本研究將影響因素分成五大類別，包含安全性、穩定性、延展性、支

持與服務等層級，各層級下亦包含相關聯的關鍵因素。本研究採用 Saaty 之建議，使

用 1~9 尺度作為兩決策要素之相對重要強度，以 1、3、5、7、9 之數值表示，1 代表

相等重要，3 代表稍微重要，5 代表重要，7 代表相當重要，9 代表絕對重要。 

3.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4.計算特徵向量與特徵值。 

5.進行層級一致性檢定。 

 

  層級分析法在計算各層級要素間的權重時，會建立成對比較矩陣，而這些數值需具

有一致性，若無一致性則需重新進行成對比較。Staaty(1980)指出所有參與填答者提供者

最後將以幾何帄均數加總呈現。計算方式如下(Ta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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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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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aji = 1/aij，i, j = 1,2,3,…,n，給予兩個成對要素(Ci, Cj)一個量化的相對重要性判斷

指標。在 A 矩陣之中，數值 aij可以用 W1 ,W2 ,…,Wn 表示 n個要素 C1, C2,…, Cn 之數量

化的權重，而此表示法可反映出記錄下來之判斷值。其權重 Wi與 aij之間的關係可簡單

的表示為 Wi/Wj = aij (i, j = 1,2,3,…,n)，即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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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對比較矩陣 A 乘上因素的權重向量 x等於 nx，換言之即為(A-nI) x = 0，這個時

候 x被稱為特徵值 n之特徵向量。但 aij是參與填答者在進行兩兩成對比較時做出的主觀

判斷，與 Wi/Wj 的實際值會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所以 Ax = nx 等式無法直接成立，故

Saaty(1980)建議用 A 矩陣最大特徵值 λmax 來替代 n值，換言之即可由下式表達： 

 

 




n

i i

i

nW

AW

1

max  

 

而若 A 為一致性矩陣時，特徵向量 x則可由下式算出： 

 

0)( max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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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在層級分析法之最後步驟需要檢定其一致性，檢查一致性是為了防止評估標準前後

不一致的弊病，藉此提升研究者將繁複研究主題拆解成階層式架構之方法的合理性。而

一致性檢定將由透過檢驗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來判別矩陣是否有一致性，

但若比較項目只有兩項則不需進行一致性檢定。當 C.R.小於 0.1 時表示矩陣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反之則表示不一致。其公式如下，其中 RI 代表一個隨機指標，此指標是隨機

產生配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指標，其數值與預期要比較的項目數相關： 

 

)1/()( max  nnCI   

RICICR /  

 

  本研究採用 Expert Choice 2000，以 Inconsistency Ratio 來代表一致性比率，所以在

這邊討論的 C.R.值即為 Inconsistency Ratio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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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德菲法分析 

 

  本小節主要在陳述透過德菲法選出重要因素之過程與相關數據。因為目標團體為中

小企業中熟悉資訊相關領域並具有工作經驗的專家，若依照傳統德菲法進行訪談，可能

會因為需要連絡每一個日常工作的專家進行訪談與統整資料而花費大量時間，而導致研

究延宕錯失最佳的進入點並且曠日廢時。故本研究採用改良式德菲法，省略訪談的步驟

改採用文獻探討與收集幾位專家之意見，直接整理出重要的因素讓問卷的目標專家們進

行排名。本研究並採用 Kendall’s W 係數一致性檢定，以支持研究最終收斂之結果的可

信度。 

 

第一回合德菲法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透過文獻探討與幾位專家深入探討後，本研究於前置作業階段，整理出五大面向及

33 個因素。33 個因素分別歸屬在五大面向之下，12 個因素歸屬於安全性面向，8 個因

素歸屬於穩定性面向，5 個因素歸屬於延展性面向，3 個因素歸屬於服務面向，5 個因素

歸屬於支持面向，詳見表 4-1。而此 33 個因素整理成問卷後，交由來自於中小企業並事

先選定合作之 19 位專家，進行選擇重要或不重要，第一回合問卷詳見附錄 1。 

 

表 4-1 因素定義與其所屬之面向 

面向 影響因素 定義 

安全性 

機密性 具有機密性的資料不會被破解 

完整性 
資訊在傳輸過程中保持完整不會遺失或被置

換 

認證性 使用者需透過身分認證才能存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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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資訊經過加解密與傳輸處理後可以正常使用 

不可否認性 
任何存取皆有紀錄證明，以防止管理者或使用

者否認已傳輸或接收 

資訊安全投資 廠商投入大量資源在資訊安全發展上 

發展/訓練/評估

資訊安全之控制 

廠商認真發展資訊安全的機制，訓練相關人員

並評估整體實施成效 

組織文化與環境 
廠商內部的組織文化支持發展資訊安全機

制，並且建置資訊安全之環境 

資訊安全於組織

內的角色 

廠商內部與資訊安全相關的管理者與功能程

序在組織與企業策略具有重要地位，如設立資

安長及優先發展資安程序 

使用者對資安計

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時，使用者有高

度參與 

管理階層對資安

計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時，管理階層有

高度參與 

資安國際認證 
通過 ISO 27001 或 BS 7799 等資訊安全國際標

準認證 

穩定性 

負載限制 系統能承受大量資訊存取負載量 

容錯能力 
當系統發生錯誤時，系統能自動透過重新執

行、刪除程序等方式，讓運算正確地繼續執行 

備份 系統定時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備日後所需 

備援 
系統出錯無法繼續運作時，能有備用的系統立

刻代替出錯的系統，使服務不中斷 

輸入/輸出控制 監控資訊的輸入與輸出 

回復能力 系統出錯後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 

分配資源與工作 
系統能適當分配資源與工作以追求最大穩定

性 

處理不穩定風險 
對於系統穩定性之風險，有預應的補救方法與

措施 

延展性 

負載延展性 
系統資源能動態延展擴增以處理瞬間的高負

載量 

功能延展性 系統支援各種功能的動態新增與移除 

地理延展性 
能同時維持多個不同地區的系統運行，有如單

一系統般正常運作 

管理延展性 使多個使用者能共用同一分散式系統 

負載帄衡 
使大量負載程序帄均分散在每一個負責的子

系統上 

服務 態度 廠商提供外包服務時有良好的態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中小企業資訊系統外包採用雲端運算服務之因素探討 

41 

 

適應性 廠商可提供客製化服務 

信用 廠商重視對顧客的承諾，並擁有好口碑 

支持 

技術能力 
廠商的系統分析與建置能力，與產業的內涵能

夠有效連結 

資源 
廠商擁有足夠的資源，如人力資源、軟體與硬

體 

內部政策 
廠商重視外包服務，並對外包服務設立目標、

支援及組織政策 

問題解決能力 廠商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幫助顧客解決問題 

員工訓練 
廠商之外包服務團隊有充足的訓練，以提供優

質的服務 

 

  選定的專家群帄均工作年資約為 19 年，職位皆為管理階層，包含執行總監、科技

長，副董事長、協理、副處長等職別。而專家們工作的任職公司，分別隸屬於多種產業，

包含行銷企劃、飲食業、科技通信業與財務金融業等產業。 

 

  第一回合問卷調查回收後並分析結果，在此回合的評選機制為若有 3 位專家判定此

因素為不重要，便將此要素在本回合排除，若只有 2 位或 1 位專家認為此因素不重要，

則予以保留。經過計算後，最終留下 22 個因素至下一回的排序，其中有 9 個因素屬於

安全性面向，有 6 個因素屬於穩定性面向，有 1 個因素屬於延展性面向，有 2 個因素屬

於服務面向，有 4 個因素屬於支持面向，詳見表 4-2。 

 

  本研究推測在此回合被認定為不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此因素在中小企業中較少被考

量或者考量優先權較低所致。在安全性面向中，通過資安國際認證需要消耗大量人力與

資產，但效益不一定會有實質的提升，而使用者參與程度相對於管理階層參與程度比較

不重要；在穩定性面向中，部分參與填答之專家認為輸入輸出之控制與分配資源工作是

必要的基本需求，而不是進行決策時可以選擇需要或不需要的因素，所以不該在決策時

針對這兩個因素進行考量；在延展性面向中，負載延展性可能為企業急需的功能，其他

項目相較之下便比較不重要；在服務與支持面向中，適應性因素所追求的客製化服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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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很重要，但不是每樣服務皆有客製化的必要，也不是每樣服務都能進行客製化，而對

於部分企業而言，內部政策是否有高度重視外包，相較於同一面向中的其他要素比較不

重要。 

 

表 4-2 第一回合統計篩選之結果列表 

面向 認定為重要因素 認定為不重要因素 

安全性 

• 機密性 

• 完整性 

• 認證性 

• 可用性 

• 不可否認性 

• 資訊安全投資 

• 組織文化與環境 

• 資訊安全於組織內的角色 

• 管理階層對資安計畫的參與程度 

• 發展/訓練/評估資訊安全之控制 

• 使用者對資安計畫的參與程度 

• 資安國際認證 

穩定性 

• 負載限制 

• 容錯能力 

• 備份 

• 備援 

• 回復能力 

• 處理不穩定風險 

• 輸入/輸出控制 

• 分配資源與工作 

延展性 • 負載延展性 

• 功能延展性 

• 地理延展性 

• 管理延展性 

• 負載帄衡 

服務 
• 態度 

• 信用 
• 適應性 

支持 

• 技術能力 

• 資源 

• 問題解決能力 

• 員工訓練 

• 內部政策 

 

第二回合德菲法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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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回合中參與填答的專家群中，依據年資長短、職位高低與填答意願選出 10

位專家參加接下來的回合，此作法可使共識出來之答案更具參考價值，並且加速達成共

識。根據 Couger(1988a, 1988b)提出的觀點，進行德菲法時可挑選出約 20 個因素，請專

家排名出前 10 個重要的因素，如此一來可以快速達到高度共識，亦可避免問卷實施時

程拖延過長，或者陷入一直無法達到共識之困境。故本研究接下來將進行不分面向之排

名，將上一回合選出來之 22 個要素交由 10 位選定的專家，從中選出 10 個因素並進行

排名，排出 10 大重要的影響因素，第二回合問卷詳見附錄 2。本研究在處理第二回問卷

時，將問卷收集來之排名進行轉置，第 1 名得 10 分、第 2 名得 9 分…第 10 得 1 分、未

被選取者得 0 分，由最終總得分來判定此因素在此回合的排名，而問卷回收經由計算的

排名與得分如表 4-3。 

 

表 4-3 第二回合統計排序與得分列表 

排名 第二回排序結果 得分 

1 機密性 93 

2 完整性 91 

3 認證性 82 

4 可用性 34 

5 不可否認性 30 

6 負載限制 28 

7 容錯能力 25 

8 備援 21 

9 備份 18 

10 回復能力 15 

11 資訊安全投資 14 

12 問題解決能力 14 

13 資源 12 

14 信用 9 

15 技術能力 6 

16 管理階層對資安計畫的參與程度 5 

17 負載延展性 5 

18 態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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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處理不穩定風險 1 

20 組織文化與環境 0 

21 資訊安全於組織內的角色 0 

22 員工訓練 0 

 Kendall’s W 0.28541 

 

  根據第二回合的排名狀況，本研究發現前 3 大重要的因素皆屬於安全性面向，而前

10 名則皆屬於技術導向的安全性面向與穩定性面向，管理導向的服務面向與支持面向皆

落在 10 名之外，此與傳統外包決策之考量順序有明顯的差異。 

 

  而根據 Kendall 提出 W 係數的公式，可以得知本研究在進行第二回合德菲法後，初

步的排序結果之 S = 7054，max S = 24750，故 W 係數為 S/max S = 0.28541，此結果尚未

達到低度同意之門檻(≧0.3)。故本研究把此結果附在第三回問卷中，並持續進行直到 W

係數值超過 0.7，即達到目標團體強烈同意後才終止問卷調查。 

 

第三回合德菲法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進行第二回合德菲法之後，本研究期望專家在參考第二回合之排名後，於第三回

合德菲法問卷中經過反思調整出新的排序，第二、三回合之排序與得分結果詳見表 4-3，

第三回合德菲法問卷詳見附錄 3。 

 

表 4-4 第二、三回合統計排序與得分列表 

排名 第二回排序結果 第二回得分 第三回排序結果 第三回得分 

1 機密性 93 機密性 95 

2 完整性 91 完整性 89 

3 認證性 82 認證性 71 

4 可用性 34 可用性 69 

5 不可否認性 30 不可否認性 62 

6 負載限制 28 容錯能力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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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容錯能力 25 負載限制 33 

8 備援 21 備援 29 

9 備份 18 回復能力 27 

10 回復能力 15 備份 19 

11 資訊安全投資 14 信用 8 

12 問題解決能力 14 負載延展性 5 

13 資源 12 問題解決能力 3 

14 信用 9 技術能力 3 

15 技術能力 6 管理階層對資安計

畫的參與程度 

2 

16 管理階層對資安計

畫的參與程度 

5 資訊安全投資 0 

17 負載延展性 5 資源 0 

18 態度 3 態度 0 

19 處理不穩定風險 1 處理不穩定風險 0 

20 組織文化與環境 0 組織文化與環境 0 

21 資訊安全於組織內

的角色 

0 資訊安全於組織內

的角色 

0 

22 員工訓練 0 員工訓練 0 

 Kendall’s W 0.28541  0.58759 

 

  於第三回合的結果中可發現，專家們的答案逐漸收斂在前 10 名因素，而前 10 名之

因素與第二回合完全相同，名次則只有容錯能力因素與負載限制因素互換，回復能力因

素與備份因素對調，其餘皆相同。第 11 名後的因素總得分皆小於 10 分，第 16 名後之

因素得分皆為 0。由於第 11 名過後之得分皆小於 10 分並且多數為 0 分，故本研究在製

發第四回合問卷時，便將第 11 名至第 22 名的因素移除，僅留下來前 10 名重要因素讓

專家進行排序，如此可使專家們在下一回合進行問卷調查時，省略重要因素的選擇過程，

直接針對此 10 個因素進行排名。 

 

  本回合繼續根據 Kendall 提出 W 係數之公式，算出第三回合德菲法問卷排序結果之

S = 14543，而 max S = 24750，故 W 係數為 S/max S = 0.58759，此結果已超過同意之門

檻(≧0.5)，但尚未達到強烈同意之標準(≧0.7)。故本研究把第三回合的排序結果附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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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合德菲法問卷中，並持續進行直到 W 係數值超過 0.7 才終止進行問卷調查。 

 

第四回合德菲法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於第四回合問卷調查時，假設選項過多會導致分散並且觀察到分數有明顯之

差距，所以移除第 11名之後的 12個因素，協助專家們快速取得共識並得到最終之結果，

而排序結果與得分詳見表 4-4，第四回合德菲法問卷詳見附錄 4。 

 

表 4-5 第四回合統計排序與得分列表 

排名 第四回排序結果 得分 

1 機密性 100 

2 完整性 87 

3 認證性 78 

4 可用性 71 

5 不可否認性 58 

6 負載限制 50 

7 容錯能力 34 

8 備份 31 

9 備援 24 

10 回復能力 17 

 Kendall’s W 0.96121 

 

  從表 4-4 之結果可看出專家對此 10 個因素的重要性與重要程度之排名已經取得高

度共識。本回合繼續根據Kendall提出W係數之公式，算出W係數為 S/max S = 0.96121，

此結果已超過強烈同意之門檻(≧0.7)，並達到強烈同意之標準(≧0.9)，因此本研究亦透

過 W 係數證明專家群已經達到高度共識。而此時也可確定，產業界目前在進行雲端運

算外包決策考量時會優先納入安全性與穩定性等要素，同時亦證實技術導向因素的重要

性重於管理導向因素，此現象有別於傳統進行外包決策時，通常會優先考量信用與可用

資源等要素。表 4-5 為第二回合至第四回合排名之變化與 W 值之變化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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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第二、三、四回合統計排序與得分列表 

排

名 

第二回 

排序結果 

第二回

得分 

第三回 

排序結果 

第三回

得分 

第四回 

排序結果 

第四回

得分 

1 機密性 93 機密性 95 機密性 100 

2 完整性 91 完整性 89 完整性 87 

3 認證性 82 認證性 71 認證性 78 

4 可用性 34 可用性 69 可用性 71 

5 不可否認性 30 不可否認性 62 不可否認性 58 

6 負載限制 28 容錯能力 36 負載限制 50 

7 容錯能力 25 負載限制 33 容錯能力 34 

8 備援 21 備援 29 備份 31 

9 備份 18 回復能力 27 備援 24 

10 回復能力 15 備份 19 回復能力 17 

11 資訊安全投

資 

14 信用 8   

12 問題解決能

力 

14 負載延展性 5 

13 資源 12 問題解決能

力 

3 

14 信用 9 技術能力 3 

15 技術能力 6 管理階層對

資安計畫的

參與程度 

2 

16 管理階層對

資安計畫的

參與程度 

5 資訊安全投

資 

0 

17 負載延展性 5 資源 0 

18 態度 3 態度 0 

19 處理不穩定

風險 

1 處理不穩定

風險 

0 

20 組織文化與

環境 

0 組織文化與

環境 

0 

21 資訊安全於

組織內的角

色 

0 資訊安全於

組織內的角

色 

0 

22 員工訓練 0 員工訓練 0 

 Kendall’s W 0.28541  0.58759  0.9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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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層級分析法分析 

 

  經過德菲法分析，本研究透過專家群找出前 10 個重要因素，並且依據經驗判斷重

要性高低並排出順序，但德菲法主要是選出重要與否，無法得知每一個因素之間的相對

重要程度。故接下來本研究將採用層級分析法找出此 10 個因素之相對重要程度，以及

在整體架構中的權重，並可以依照權重大小進行排序，與德菲法得出之排序做比較與參

考。依據專家群為兩兩比較之因素給出相對分數，並整理專家們的綜合意見彙整出專家

們的綜合決策分數。先針對各層級進行成對比較，再針對各元素進行成對比較，建立出

成對之比較矩陣。完成上述步驟後再經由 Expert Choice 2000 算出一致性比率(I.R.)，而

I.R.皆小於 0.1，符合一致性原則。經由德菲法得出之 10 個因素與其層級如圖 4-1。 

 

 

圖 4-1 德菲法最終排序之關鍵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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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層級分析法的填答者共有 46 人，部分填答者亦有參與德菲法問卷之填答，整

體而言分別由從事各種職業之工作者組成，本研究統整所有工作類型分成三大類，其中

有 18 人之職業屬於工程師與技術人員類，10 人之職業屬於企劃與業務專員類，18 人之

職業屬於管理階層。而填答者亦隸屬於多種產業如科技業、電信業、財務金融業、傳統

產業與其他等產業。其總工作年資之組成最高至 32 年，最低則至 1 年，其中工作年資

30 年以上者有 9 人，20 年至 29 年有 10 人，10~19 年有 13 人，9 年以下有 14 人，其組

成如圖 4-2。 

 

圖 4-2 參與層級分析法之總工作年資分布圖 

 

  本研究藉由圖 4-1 以建立層級分析法中所需要之分層架構，共分成兩層層級。第一

層級為安全性面向與穩定性面向兩者之比較，第二層級為安全性面向與穩定性面向中的

因素，兩兩成對進行比較。表 4-6、表 4-7 與表 4-8 為層級與層級內部因素之比較。表

4-9 為影響決策因素特徵向量之權重值比較結果。 

 

表 4-7 第一層之成對比較矩陣 

 安全性 穩定性 

安全性 1.00000 2.19447 

穩定性 0.45569 1.00000 

I.R. = 0.0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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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總工作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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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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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第二層安全性面向之因素成對比較矩陣 

 機密性 完整性 認證性 可用性 不可否認性 

機密性 1.00000 1.64067 1.59070 1.44375 2.00632 

完整性 0.60951 1.00000 1.04110 0.78867 1.40707 

認證性 0.62865 0.96052 1.00000 1.31948 1.61398 

可用性 0.69264 1.26796 0.75787 1.00000 1.31310 

不可否認性 0.49842 0.71070 0.61398 0.76156 1.00000 

I.R. = 0.01 

 

表 4-9 第二層穩定性面向之因素成對比較矩陣 

 負載限制 容錯能力 備份 備援 回復能力 

負載限制 1.00000 0.78450 0.48742 0.49276 0.37681 

容錯能力 1.27470 1.00000 0.96052 0.89463 0.65423 

備份 2.05161 1.04110 1.00000 0.95175 0.83130 

備援 2.02938 1.11778 1.05070 1.00000 1.01918 

回復能力 2.65384 1.52852 1.20294 0.98118 1.00000 

I.R. = 0.01 

 

表 4-10 影響決策因素特徵向量之權重值比較結果 

影響面向 區域權重 影響要素 區域權重 整體權重 排名 

安全性 0.687 機密性 0.290 0.193 1 

完整性 0.181 0.121 4 

認證性 0.205 0.136 2 

可用性 0.189 0.126 3 

不可否認性 0.135 0.090 5 

穩定性 0.313 負載限制 0.114 0.038 10 

容錯能力 0.181 0.060 9 

備份 0.213 0.071 8 

備援 0.230 0.077 7 

回復能力 0.263 0.088 6 

I.R. = 0.01   Total: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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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9 可發現，在經過層級分析法比較得出之結果，安全性仍然比穩定性來的

重要，此現象也支持德菲法的結果。本研究將經過計算後之整體權重，依照大小進行排

序，可發現排名與德菲法排出來之排序有所差異，詳見表 4-10。 

 

  最後結果顯示，層級分析法的排序結果前五名仍皆為安全性面向之因素，後五名仍

皆為穩定性面向之因素，與德菲法之排序相同。本研究以實務的角度與追求良好的效益

為出發點分別討論兩部分，機密性在兩種方法的最終結果中皆為最重要之因素，不可否

認性亦保持在第五名，而完整性跌了兩名，認證性與可用性皆提升一名，探究其原因可

能是資訊之傳遞，必頇先經過認證確認為正確之來源端與接收端，並且可以使用，才會

確認是否完整無遺漏，所以認證性與可用性之名次才會上升超過完整性。而負載限制跌

了四個名次，回復能力上升四個名次，容錯能力亦下降了兩個名次，備援上升了兩個名

次，備份則持帄沒有升降。本研究推測此改變表示，意外發生的時間點難以預防，故能

快速將失控的系統回復正常運作為首要考量。而在發生緊急狀況之下，備援所能帶來的

效益比備份來的好，是因為備份較適合發生錯誤後，批次更新與逐步修正系統。容錯能

力跟負載限制相較之下重要性便比較低，故下降到比較低的名次。圖 4-4 為彙整德菲法

與層級分析法之關鍵因素圖，包含德菲法選出之因素與層級分析法比較後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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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彙整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之關鍵因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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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雲端運算此議題進行大量文獻蒐集與探討，整理各家對於雲端運算的定

義、諸多特性與應用模式，也推論出雲端運算並非完全是行銷或空洞之名詞，其承襲了

網格運算、公用運算、分散式運算等過去皆曾紅極一時之運算模式的各種特性。亦因網

際網路與相關環境建置從創始至今已發展多時並趨近於成熟，技術也較往昔優良成熟許

多，才會有雲端運算此名詞及使用模式的誕生。本研究亦整理出傳統外包與雲端運算外

包在各種決策考量下之優缺點及差異，推論出雲端運算外包不論是在外包大型資訊系統

或小型資訊系統，在大部分的情況與進行決策考量下，雲端運算外包與傳統外包相比皆

具有一定之優勢。 

 

  以 UC Berkley 提出的評估方程式為根基，本研究導入外包的概念並加入五個可供

決策時進行衡量的面向，此五大面向包含資訊系統外包時可能會考量的技術層面與管理

層面，分別為安全性、穩定性、延展性、服務與支持，其中安全性、穩定性與延展性屬

於技術層面，服務與支持屬於管理層面。而本研究以此五大面向為基礎，蒐集相關的文

獻並找出可能會影響決策之技術或管理因素，再以五大面向為橫軸，以 Laudon & Laudon

提出用來分析資訊系統的三大構面：技術、管理與組織為縱軸，建立出一個二維矩陣，

並將相對應的因素歸納到適當的欄位，最終整理出 33 個影響因素。 

 

  接著本研究為了解決策時應優先考量哪一個因素，以及探討因素之間相對的重要程

度，採用德菲法搭配層級分析法的互補組合。德菲法可透過專家們之間的共識排除不重

要的因素，以避免在進行層級分析法時兩兩成對比較的次數過多，導致最終結果有偏誤；

而層級分析法可以彌補德菲法的排序結果中，缺乏關於整體架構與相對重要程度比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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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在進行德菲法問卷時，參與填答的專家皆是以公司角度來思考並且擁有資訊素養的

管理階層人員。第一回合是請 19 位專家選出相對不重要的因素，而分析問卷統整結果

後，專家們最終從 33 個影響因素中挑選出共 22 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因素，此時我們發現

填答者對於雲端運算的認知深淺不一，而且尚未有非常成熟完整的雲端運算應用與效益

兼具的商業模式出現在市場上，所以填答者的答案趨近保孚，認為大部分的要素皆為必

頇，難以區別其相對重要程度。第二回合是從第一回合的 19位專家中挑選出 10位專家，

依據經驗針對此 22 個因素挑選出 10 個重要因素並做重要程度之排序，最後分析問卷統

整結果後得到初步的排序，但尚未達到強烈共識。第三回合則附上第二回合的結果讓專

家做參考，並繼續讓專家針對此 22 個因素做重要程度排序，此處我們發現部分專家在

第二回合至第三回合中對因素的排名有大幅度的改變，有部分專家第三回合的答案之改

變趨向第二回合統整出來的結果，此為德菲法參考上回合統整答案並逐步共識之效果；

有部分專家第三回合的答案則跟自身的第二回合答案及統整答案大相徑庭，我們推測其

背後原因認為是雲端運算正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媒體發布各種正負面的新聞或廠

商推出新技術與應用模式皆會影響填答者的認知判斷，亦間接影響正在進行中的問卷調

查，如雲端服務提供商服務中斷造成大量損失的相關新聞，可能會讓填答者認為穩定性

因素應優先考量，或者雲端應用的資料洩漏會使填答者提升安全性因素的排名，或者科

技大廠發布即將推出新雲端整合應用與服務的訊息，也有機會讓填答者認為廠商的信用

與資源也是進行外包決策時需要考量的因素，才會使部分專家之答案有如此大的落差。 

 

  第四回合我們根據過去文獻，擷取在第二、第三回合已經取得一定程度共識的前 10

名因素，讓填答者省略挑選的過程，此回合只需要針對此 10 個因素做排序，而填答者

的意見整合後也在此回合達到高度的共識。在德菲法選出的 10 個因素，因素依名次由

高到低分別為機密性、完整性、認證性、可用性、不可否認性、負載限制、容錯能力、

備份、備援、回復能力，前 5 名皆屬於安全性面向，後 5 名皆屬於穩定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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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德菲法選出的 10 個重要因素，歸納於安全性與穩定性變成兩層架構，在

使用層級分析法使兩兩成對比較，找出每一個因素的權重，共有 46 位填答者參與層級

分析法的問卷調查。最後依據權重大小排出來之順序與德菲法排出的順序有些許差異，

但前 5 名仍皆屬於安全性面向，後 5 名亦皆屬於穩定性面向，所以主要分布沒有明顯差

異，因素依名次由高到低分別為機密性、認證性、可用性、完整性、不可否認性、回復

能力、備援、備份、容錯能力、負載限制。而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排序名次之所以會有

差異，針對前 5 名的安全性面向，我們推測是因為資訊安全處理的步驟會先認證，再確

認是否可用，才會檢查是否完整，故名次也因此有變化；對於穩定性面向中的名次變化，

我們推測是追求穩定性是為了防範突發狀況與緊急事故，若以此為考量點，快速回復在

這 5 個因素中是企業最優先追求的能力，而備援成本雖然比備份還要高但能達到即時救

援，容錯能力與負載限制相較之下便比較不重要，故名次才會有變動。 

 

  在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中，參與填答的填答者來自不同的產業並且是由各種職業所

組成之集合，而他們的總工作年資亦大不相同。參與德菲法的人數較少，第一回合有 19

人，第二回合至第四回合為 10 人，帄均工作年資為 19 年，整體來看成員皆為資深的管

理階層。參與層級分析法的人數較多，總工作年資最高可至 32 年，最低則至 1 年，其

中工作年資 30 年以上者有 9 人，20 年至 29 年有 10 人，10~19 年有 13 人，1~9 年有 14

人，總共有 46 人。本研究認為工作年資高者與年資低者有不同的貢獻與見解，工作年

資高的填答者經驗豐富，面對雲端運算外包決策時，可有更深層面的考量與衡量每一個

因素背後代表之價值；工作年資低的填答者，學習能力與接收關類似雲端運算等新知的

熱情都比較強，而他們比年長的工作者更容易看到發展機會勇敢去冒險嘗詴，故在做決

策考量的時候也會不一樣。綜合以上兩點，可推論得知不同工作年資的組成，具有彼此

互補及全方位設想之成效。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在五大面向間進行考量中最後竟是技術導向的安全性面向與穩

定性面向勝出，沒有任何一個服務面向與支持面向的因素排在前 10 名。此結果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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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決策重點考量因素差異甚大，而在資管領域中的文獻或者相關著書內，安全性通常

皆非第一考量或者討論的順序比較後面(O’Brien & Marakas, 2010; Laudon & Laudon, 

2008)，所以本研究可推測此現象是因為雲端運算而造成的改變。換言之，並非雲端運

算外包不需要注重服務面向與支持面向內的因素，而是相較之下安全性跟穩定性在現階

段更受企業客戶的重視。安全性與穩定性皆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特性，換言之帄常若沒

有遇到危急狀況，無法看出投資在這兩個面向的效果，一旦遇到緊急狀況便知道是否周

全，若帄時不重視則會快速引發連鎖效應，導致部分或甚至整個系統或組織癱瘓。 

 

  在採用或發展雲端運算時，企業首重資料的安全性是否能妥善處理且不會被他人竊

取，安全性的議題也因為最近的時事與新聞而備受重視。日本知名大廠 Sony 旗下 PSN

會員資料遭駭客竊取，其相關組織的會員個人資料亦被用類似的手法破解竊取，並且在

資料被洩漏才被媒體發現，Sony 以明碼儲存客戶密碼與信用卡帳號等機密資料，而沒

有經過特殊加密成暗碼再儲存，此事件大大打擊 Sony 自身商譽並造成大量損失(沈經, 

2011)。美國法院近日亦傳喚知名科技大廠 Google、Apple，要求他們解釋過去如何處理

使用者在雲端上的資料，與現在是否有擅自竊用使用者個人資料而沒有知會使用者

(Angwin, J. & Valentino-Devries, J., 2011)。近幾年知名提供大量雲端儲存空間服務軟體

Dropbox，近期也發生安全性上的漏洞。在某天下午的 4 個小時內，任何人可以不用密

碼登入任何 Dropbox 使用者的帳號，雖然 Dropbox宣稱只有 1%的使用戶受到影響，但

仍造成商譽上的重大損失(劉翰謙, 2011)。安全性處理不當的新聞層出不窮，亦導致企業

在決策是否採用雲端運算時有更多顧慮，並且優先考量安全性的問題，若此面向之問題

無法解決，管理決策者便不可能採用雲端運算。雲端運算應用與服務市場正蓬勃發展，

但也有發生已經承接多家資訊系統外包的雲端服務提供商，營運中的系統突發性不穩定

大量當機的狀況，小規模的公司至大規模如 Amazon也曾發生此問題，肇因於相關之技

術尚未成熟到可以完全達到穩定性的要求，但提供商往往掩飾此缺點進行不實之行銷宣

傳，故穩定性為繼安全性之後第二考量之面向。快速回復系統運作不僅需要備援系統支

援，帄常也需要做好備份，更要保持一定水準的容錯能力與管控負載限制，供應商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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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才能達到既定的要求與標準。 

 

  企業期望雲端運算能兼顧安全性與穩定性，而此概念在過去研究與應用中的異地備

援決策考量就已經存在。異地備援是指企業為了分散風險，將緊急備援用的主機放置公

司外部的其他地方，如此可避免同時出錯並確實發揮備援之用途(Richard & Nagui, 1991)。

而異地備援需要選擇地點來置放備援的主機，一種是企業自行購地放置主機，此方法較

沒有安全性的困擾但相對而言成本非常高，另外一種是企業向其他企業組織租用地點或

主機，以建置其備援主機，此方法可以大幅節省成本，但會有安全性面向的問題。如何

兼顧成本並保證承租地點或主機的組織不會竊取重要資料，為異地備援主要的決策點，

此點與雲端運算在兼顧成本與安全性間做決策亦有相似之處。企業組織將應用程式或資

料庫置放雲端上，跟過去將程式或資料庫進行異地備援或異地備份有異曲同工之處，皆

有把資料放在第三方地點的概念(Coronel, Morris, Rob, 2010)。故我們認為過去進行異地

備援決策時會考量的因素與決策模式，可在進行雲端運算外包決策時整理做參考。 

 

  總結以上所有論述，本研究分別從學術方面、企業客戶、服務供應商這三種角度，

來論述此論文的結論與貢獻。 

一、對學術方面而言，本研究整理了大量雲端運算相關的文獻，有助於相關領域或者有

興趣的專家學者，更加了解雲端運算的發展淵源與脈絡。本研究並針對傳統外包與

雲端運算外包進行比較，評估在各種狀況下何種方式擁有較多優勢。本研究亦整理

雲端運算的相關應用，並提出一個分析模式與五大面向，整理出各類影響要素。透

過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從 33 個因素中找出 10 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可供專家學者

在未來進行相關探討或延伸研究時參考。 

 

二、對企業客戶而言，本研究整理出來的與雲端運算相關文獻與資料，有助於企業管理

階層打破過去被行銷口號與廣告過度渲染的迷思，深度了解雲端運算及其服務背後

所代表的意義。而本研究提出的五大面向與每一個面向內包含的因素，皆可以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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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選擇外包服務廠商與做雲端運算外包決策時，審視與調整自己公司的需求與現

況，並稽核雲端運算服務提供商是否符合標準。本研究分析最終結果發現安全性與

穩定性為企業界第一考量，此結果亦可供其他企業了解自己公司是否也需要重視此

二個面向，若已經投入一定的成本並正在改善，則可考慮是否要提高安全性與穩定

性在總投資金額中的比率。 

 

三、對供應商而言，本研究整理有關雲端運算與五大面向相關的文獻，亦可以幫助供應

商了解自身公司在產業界與供應鏈中的定位與調整自身目前主要發展的方向。供應

商也應該對五大面向中最後只剩下安全性與穩定性的結果進行考量，並審視自身的

發展狀況與重點專案，是否與客戶的需求落差太大，做出適度的調整。而在資訊系

統安全稽核維護上有四個流程，分別為保護 (Protective)、偵測 (Detective)、控制

(Control)、保證(Assurance)，供應商亦可針對不同流程進行需求分析，以最適當的

方法達到最佳效益。已經在安全性與穩定性領域上耕耘多時的供應商，也可針對這

兩項面向進行適當的行銷，來吸引客戶採用優良的產品。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目前的限制為使用雲端運算服務的中小企業不夠多或者尚未成為主流趨勢，

所以他們提供的意見可能是正在醞釀中的構思或者正在進行專案中的階段看法，等到更

多企業開始採用雲端運算的服務，擁有的使用經驗亦越多，到那時會使評估更加準確。

但無法等到使用經驗夠多才開始進行此研究，若等到此產業發展一段時間後才開始研究，

此產業可能就因為彼此供需契合度不夠，而導致發展不良或逐漸沒落。 

 

  在整理雲端運算、外包及相關文獻時，本研究發現跟許多發展許久的議題相比，討

論雲端運算的文獻仍非常少，而將雲端運算與外包兩大議題整合一併探討的文獻則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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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因為雲端運算的議題非常新穎，與外包做整合討論的文獻相對更少，所以提出來

的五大面向之周延性僅包含現階段的考量，隨著時代與科技之進步，在未來可能仍有更

重要之因素尚待進一步挖掘。 

 

  本次參與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填答的專家群，雖然包含各種產業與工作者，但每位

專家使用雲端運算服務時的體驗與過程不一致。雲端運算相關服務推出一段時間後，必

會經過數次以上功能或型態的更新，與服務剛推出的初始狀態一定不同，而我們無從得

知專家們是哪一個時間點使用該項服務或是否有持續使用該服務。專家使用過的服務種

類也不一樣，對雲端運算認知的多寡也有差異，肇因於雲端運算仍在貣步階段尚未成熟，

所以難以控制每位專家使用過後體驗、使用服務的時間點與使用過的服務種類。未來若

能控制體驗、服務種類與時間點等變數趨近一致，再次進行如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等研

究方法，想必會得到更好或者更準確的結果。 

 

  對學術研究的建議，本研究期望整理出來的相關文獻與概念，對未來想要進行相關

研究與深入探討的專家學者有所幫助。而不同的產業會對雲端運算有不同的需求，未來

可依照不同的產業分別細部討論其差異，進行雲端外包需求的研究與探討。未來亦可進

一步將本研究提出之重要因素發展成量表，後續研究可進一步進行相關的實證研究。雲

端運算仍在貣步階段，我們認為可衡量的項目除了現在提出的五大面向外，應該有更多

需要或可能可以考量的面向與因素會影響決策，待未來有更多研究投入與發掘。對業界

廠商的建議，本研究希望最終成果對客戶端與供應端皆有所幫助，也希望雲端運算產業

能藉由類似的研究讓供需雙方了解彼此的想法與願景，最終能取得雙贏並讓雲端運算產

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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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德菲法第一回合問卷 

雲端運算對中小企業資訊系統外包之影響 

第一回合 問卷調查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是為了瞭解您對於將資訊系統外包的傳統做法，轉

換成透過雲端運算來進行外包運作之模式的決策過程中，有哪些考量的因素。您的意見

及看法對我們的研究以及台灣雲端運算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懇請您在閱讀相

關說明後，針對每一個問題賜教。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說明： 

  本問卷是德菲法(Delphi Method)的專家問卷，主要在蒐集您與其他專家

對於研究問題上各種不同面向的意見與考量，再透過統計方式檢測問卷，經

過二至三回合的調查，直到資料收斂以趨近共識。本問卷是為了瞭解您於傳

統外包與雲端運算外包兩者之間抉擇時，會有哪些對您而言極為重要，並且

會影響最後決策的因素。 

 

  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見解給予答案。我們會在彙整專家們的意見之後，將

結果附在下一階段問卷，提供給您做參考。本研究蒐集的資料與意見僅供學

術研究之用，請您放心作答。 

 

管郁君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所)特聘教授暨系主任 

雲端運算與營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助理 陳祺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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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答 

 

提示：若以下因素是您在選擇傳統外包與雲端運算外包時，比較兩者之優劣勢的要素，

甚至會影響您最後的決策，對您而言非常重要，則選擇「非常重要」；反之，若

相對來說不是很重要，則選擇「相對不重要」。 

 

1.安全性(Security)： 

指顧客的資訊或執行程序能被完善保護而不會洩漏。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非

常

重

要 

相

對

不

重

要 

意見欄 

(請自由填答) 

機密性 具有機密性的資料不會被破解    

完整性 
資訊在傳輸過程中保持完整不會

遺失或被置換 

   

認證性 
使用者需透過身分認證才能存取

資料 

   

可用性 
資訊經過加解密與傳輸處理後可

以正常使用 

   

不可否認性 
任何存取皆有紀錄證明，以防止管

理者或使用者否認已傳輸或接收 

   

資訊安全投資 
廠商投入大量資源在資訊安全發

展上 

   

發展/訓練/評估

資訊安全之控制 

廠商認真發展資訊安全的機制，訓

練相關人員並評估整體實施成效 

   

組織文化與環境 

廠商內部的組織文化支持發展資

訊安全機制，並且建置資訊安全之

環境 

   

資訊安全於組織

內的角色 

廠商內部與資訊安全相關的管理

者與功能程序在組織與企業策略

具有重要地位，如設立資安長及優

先發展資安程序 

   

使用者對資安計

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

時，使用者有高度參與 

   

管理階層對資安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中小企業資訊系統外包採用雲端運算服務之因素探討 

69 

 

計畫的參與程度 時，管理階層有高度參與 

資安國際認證 
通過 ISO 27001 或 BS 7799 等資訊

安全國際標準認證 

   

 

2.穩定性(Stability)： 

指執行帄台以及整個系統能夠運作順暢不中斷。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非

常

重

要 

相

對

不

重

要 

意見欄 

(請自由填答) 

負載限制 系統能承受大量資訊存取負載量    

容錯能力 

當系統發生錯誤時，系統能自動透

過重新執行、刪除程序等方式，讓

運算正確地繼續執行 

   

備份 
系統定時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備日

後所需 

   

備援 

系統出錯無法繼續運作時，能有備

用的系統立刻代替出錯的系統，使

服務不中斷 

   

輸入/輸出控制 監控資訊的輸入與輸出    

回復能力 系統出錯後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    

分配資源與工作 
系統能適當分配資源與工作以追

求最大穩定性 

   

處理不穩定風險 
對於系統穩定性之風險，有預應的

補救方法與措施 

   

 

3.延展性(Scalability)： 

指軟硬體系統資源易於依據不同的情境擴增或縮減。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非

常

重

要 

相

對

不

重

要 

意見欄 

(請自由填答) 

負載延展性 
系統資源能動態延展擴增以處理

瞬間的高負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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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延展性 
系統支援各種功能的動態新增與

移除 

   

地理延展性 
能同時維持多個不同地區的系統

運行，有如單一系統般正常運作 

   

管理延展性 
使多個使用者能共用同一分散式

系統 

   

負載帄衡 
使大量負載程序帄均分散在每一

個負責的子系統上 

   

 

4.服務(Service)： 

指外包廠商有能力提供優良的服務及保持良好的信譽。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非

常

重

要 

相

對

不

重

要 

意見欄 

(請自由填答) 

態度 
廠商提供外包服務時有良好的態

度 

   

適應性 廠商可提供客製化服務    

信用 
廠商重視對顧客的承諾，並擁有

好口碑 

   

 

5.支持(Support)： 

指外包廠商有足夠的資源如服務團隊、技術與硬體來滿足顧客的需求。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非

常

重

要 

相

對

不

重

要 

意見欄 

(請自由填答) 

技術能力 
廠商的系統分析與建置能力，與

產業的內涵能夠有效連結 

   

資源 
廠商擁有足夠的資源，如人力資

源、軟體與硬體 

   

內部政策 
廠商重視外包服務，並對外包服

務設立目標、支援及組織政策 

   

問題解決能力 廠商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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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解決問題 

員工訓練 
廠商之外包服務團隊有充足的訓

練，以提供優質的服務 

   

 

填答結束，再次謝謝您！ 

我們將儘速彙整資料，並回饋給您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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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德菲法第二回合問卷 

雲端運算對中小企業資訊系統外包之影響 

第二回合 問卷調查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是為了瞭解您對於將資訊系統外包的傳統做法，轉

換成透過雲端運算來進行外包運作之模式的決策過程中，有哪些考量的因素。您的意見

及看法對我們的研究以及台灣雲端運算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懇請您在閱讀相

關說明後，針對每一個問題賜教。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說明：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是德菲法(Delphi Method)的專家問卷，

此為第二回合問卷。請您在這 22 個重要因素中，挑出 10 個您認為重要的因

素並做排序，1 表示最重要，2 表示次重要，以此類推。其餘沒被您選上的不

重要因素，則選擇不重要即可。故最後結果應有 10 個您依重要程度排序後的

因素，以及 12 個相對不重要的因素。再次感謝您。 

 

  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見解給予答案。我們會在彙整專家們的意見之後，將

結果附在下一階段問卷，提供給您做參考。本研究蒐集的資料與意見僅供學

術研究之用，請您放心作答。 

 

管郁君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所)特聘教授暨系主任 

雲端運算與營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助理 陳祺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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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答 

 

1.安全性(Security)： 

指顧客的資訊或執行程序能被完善保護而不會洩漏。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排名 

機密性 具有機密性的資料不會被破解  

完整性 
資訊在傳輸過程中保持完整不會

遺失或被置換 

 

認證性 
使用者需透過身分認證才能存取

資料 

 

可用性 
資訊經過加解密與傳輸處理後可

以正常使用 

 

不可否認性 
任何存取皆有紀錄證明，以防止管

理者或使用者否認已傳輸或接收 

 

資訊安全投資 
廠商投入大量資源在資訊安全發

展上 

 

組織文化與環境 

廠商內部的組織文化支持發展資

訊安全機制，並且建置資訊安全之

環境 

 

資訊安全於組織

內的角色 

廠商內部與資訊安全相關的管理

者與功能程序在組織與企業策略

具有重要地位，如設立資安長及優

先發展資安程序 

 

管理階層對資安

計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

時，管理階層有高度參與 

 

 

2.穩定性(Stability)： 

指執行帄台以及整個系統能夠運作順暢不中斷。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排名 

負載限制 系統能承受大量資訊存取負載量  

容錯能力 

當系統發生錯誤時，系統能自動透

過重新執行、刪除程序等方式，讓

運算正確地繼續執行 

 

備份 
系統定時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備日

後所需 

 

備援 系統出錯無法繼續運作時，能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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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系統立刻代替出錯的系統，使

服務不中斷 

回復能力 系統出錯後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  

處理不穩定風險 
對於系統穩定性之風險，有預應的

補救方法與措施 

 

 

 

3.延展性(Scalability)： 

指軟硬體系統資源易於依據不同的情境擴增或縮減。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排名 

負載延展性 
系統資源能動態延展擴增以處理

瞬間的高負載量 

 

 

4.服務(Service)： 

指外包廠商有能力提供優良的服務及保持良好的信譽。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排名 

態度 
廠商提供外包服務時有良好的態

度 

 

信用 
廠商重視對顧客的承諾，並擁有好

口碑 

 

 

5.支持(Support)： 

指外包廠商有足夠的資源如服務團隊、技術與硬體來滿足顧客的需求。 

請依您的判斷，勾選合適的選項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排名 

技術能力 
廠商的系統分析與建置能力，與產

業的內涵能夠有效連結 

 

資源 
廠商擁有足夠的資源，如人力資

源、軟體與硬體 

 

問題解決能力 
廠商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幫助顧

客解決問題 

 

員工訓練 
廠商之外包服務團隊有充足的訓

練，以提供優質的服務 

 

 

填答結束，再次謝謝您！ 

我們將儘速彙整資料，並回饋給您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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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德菲法第三回合問卷 

雲端運算對中小企業資訊系統外包之影響 

第三回合 問卷調查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是德菲法(Delphi Method)的專家問卷，此為第三回

合問卷。本次問卷會附上第二回合經由統合所有參與填答者答案後之初步排名結果，供

您在此回合做參考。請您參考上回合之結果重新思考，並對此 22 個重要因素做重要程

度之排名，1 表示最重要，2 表示次重要，以此類推。於問卷最後會附上每個因素之詳

細解釋表，若有您在排名時有任何疑問可以參考此表，再次感謝您。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管郁君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所)特聘教授暨系主任 

雲端運算與營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助理 陳祺堯 

 

問卷填答 

 

填答範例： 

供應鏈安排考量點之重要程度排名(選出最重要的三個影響因素) 

影響決策因素 
第二回合重要程度

排名結果  
請填入此回之排名  意見欄  

時間 1 3  

夥伴關係 2 2  

資訊流通 3   

成本 4 1  

地點 5   

採購數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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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此填答方式表示，雖然第二回合統計所有填答者答案結果為時間因素是最重要者，

但我們經過思考後認為成本應為最主要考量因素，夥伴關係次之，接著為時間，

故此回我們排出之新排名為成本第 1 名，夥伴關係第 2 名，時間第 3 名。 

 

正式問卷 

Hit: 本問卷期望選十個重要因素，故請您挑選出十個最重要因素並依據重要性做排名 

影響決策因素 
第二回合重要程度

排名結果  
請填入此回之排名 意見欄  

機密性 1   

完整性 2   

認證性 3   

可用性 4   

不可否認性 5   

負載限制 6   

容錯能力 7   

備援 8   

備份 9   

回復能力 10   

資訊安全投資 11   

問題解決能力 12   

資源 13   

信用 14   

技術能力 15   

管理階層對資安計畫的參與程度 16   

負載延展性 17   

態度 18   

處理不穩定風險 19   

組織文化與環境 20   

資訊安全於組織內的角色 21   

員工訓練 22   

 

填答結束，再次謝謝您！ 

我們將儘速彙整資料，並回饋給您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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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安全性(Security)： 

指顧客的資訊或執行程序能被完善保護而不會洩漏。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機密性 具有機密性的資料不會被破解 

完整性 
資訊在傳輸過程中保持完整不會

遺失或被置換 

認證性 
使用者需透過身分認證才能存取

資料 

可用性 
資訊經過加解密與傳輸處理後可

以正常使用 

不可否認性 
任何存取皆有紀錄證明，以防止管

理者或使用者否認已傳輸或接收 

資訊安全投資 
廠商投入大量資源在資訊安全發

展上 

組織文化與環境 

廠商內部的組織文化支持發展資

訊安全機制，並且建置資訊安全之

環境 

資訊安全於組織

內的角色 

廠商內部與資訊安全相關的管理

者與功能程序在組織與企業策略

具有重要地位，如設立資安長及優

先發展資安程序 

管理階層對資安

計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

時，管理階層有高度參與 

 

2.穩定性(Stability)： 

指執行帄台以及整個系統能夠運作順暢不中斷。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負載限制 系統能承受大量資訊存取負載量 

容錯能力 

當系統發生錯誤時，系統能自動透

過重新執行、刪除程序等方式，讓

運算正確地繼續執行 

備份 
系統定時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備日

後所需 

備援 

系統出錯無法繼續運作時，能有備

用的系統立刻代替出錯的系統，使

服務不中斷 

回復能力 系統出錯後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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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不穩定風險 
對於系統穩定性之風險，有預應的

補救方法與措施 

 

 

3.延展性(Scalability)： 

指軟硬體系統資源易於依據不同的情境擴增或縮減。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負載延展性 
系統資源能動態延展擴增以處理

瞬間的高負載量 

 

4.服務(Service)： 

指外包廠商有能力提供優良的服務及保持良好的信譽。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態度 
廠商提供外包服務時有良好的態

度 

信用 
廠商重視對顧客的承諾，並擁有好

口碑 

 

5.支持(Support)： 

指外包廠商有足夠的資源如服務團隊、技術與硬體來滿足顧客的需求。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技術能力 
廠商的系統分析與建置能力，與產

業的內涵能夠有效連結 

資源 
廠商擁有足夠的資源，如人力資

源、軟體與硬體 

問題解決能力 
廠商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幫助顧

客解決問題 

員工訓練 
廠商之外包服務團隊有充足的訓

練，以提供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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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德菲法第四回合問卷 

雲端運算對中小企業資訊系統外包之影響 

第四回合 問卷調查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是德菲法(Delphi Method)的專家問卷，此為第四回

合問卷。本次問卷會附上第三回合經由統合所有參與填答者答案後之初步排名結果，供

您在此回合做參考。請您參考上回合之結果重新思考，並對此 10 個重要因素做重要程

度之排名，1 表示最重要，2 表示次重要，以此類推。於問卷最後會附上每個因素之詳

細解釋表，若有您在排名時有任何疑問可以參考此表，再次感謝您。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管郁君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所)特聘教授暨系主任 

雲端運算與營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助理 陳祺堯 

 

問卷填答 

 

填答範例： 

供應鏈安排考量點之重要程度排名(選出最重要的三個影響因素) 

影響決策因素 
第二回合重要程度

排名結果  
請填入此回之排名  意見欄  

時間 1 1  

夥伴關係 2 3  

資訊流通 3 2  

解析：此填答方式表示，雖然第二回合統計所有填答者答案結果為時間因素是最重要者，

但我們經過思考後認為時間為最主要考量因素，資訊流通次之，接著為夥伴關係，

故此回我們排出之新排名為時間第 1 名，資訊流通第 2 名，夥伴關係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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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問卷 

Hit: 請您依據重要性做排名 

影響決策因素 
第三回合重要程度

排名結果  
請填入此回之排名 意見欄  

機密性 1   

完整性 2   

認證性 3   

可用性 4   

不可否認性 5   

容錯能力 6   

負載限制 7   

備援 8   

回復能力 9   

備份 10   

 

填答結束，再次謝謝您！ 

我們將儘速彙整資料，並回饋給您分析的結果。 

 

附表  

1.安全性(Security)： 

指顧客的資訊或執行程序能被完善保護而不會洩漏。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機密性 具有機密性的資料不會被破解 

完整性 
資訊在傳輸過程中保持完整不會

遺失或被置換 

認證性 
使用者需透過身分認證才能存取

資料 

可用性 
資訊經過加解密與傳輸處理後可

以正常使用 

不可否認性 
任何存取皆有紀錄證明，以防止管

理者或使用者否認已傳輸或接收 

資訊安全投資 
廠商投入大量資源在資訊安全發

展上 

組織文化與環境 
廠商內部的組織文化支持發展資

訊安全機制，並且建置資訊安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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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資訊安全於組織

內的角色 

廠商內部與資訊安全相關的管理

者與功能程序在組織與企業策略

具有重要地位，如設立資安長及優

先發展資安程序 

管理階層對資安

計畫的參與程度 

規劃資訊安全相關機制與投資

時，管理階層有高度參與 

 

2.穩定性(Stability)： 

指執行帄台以及整個系統能夠運作順暢不中斷。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負載限制 系統能承受大量資訊存取負載量 

容錯能力 

當系統發生錯誤時，系統能自動透

過重新執行、刪除程序等方式，讓

運算正確地繼續執行 

備份 
系統定時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備日

後所需 

備援 

系統出錯無法繼續運作時，能有備

用的系統立刻代替出錯的系統，使

服務不中斷 

回復能力 系統出錯後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 

處理不穩定風險 
對於系統穩定性之風險，有預應的

補救方法與措施 

 

 

3.延展性(Scalability)： 

指軟硬體系統資源易於依據不同的情境擴增或縮減。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負載延展性 
系統資源能動態延展擴增以處理

瞬間的高負載量 

 

4.服務(Service)： 

指外包廠商有能力提供優良的服務及保持良好的信譽。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態度 
廠商提供外包服務時有良好的態

度 

信用 
廠商重視對顧客的承諾，並擁有好

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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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Support)： 

指外包廠商有足夠的資源如服務團隊、技術與硬體來滿足顧客的需求。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技術能力 
廠商的系統分析與建置能力，與產

業的內涵能夠有效連結 

資源 
廠商擁有足夠的資源，如人力資

源、軟體與硬體 

問題解決能力 
廠商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幫助顧

客解決問題 

員工訓練 
廠商之外包服務團隊有充足的訓

練，以提供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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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層級分析法問卷 

國立政治大學資管系雲端運算問卷(AHP 法)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是為了瞭解您對於將資訊系統外包的傳統做法，轉

換成透過雲端運算來進行外包運作之模式的決策過程中，有哪些考量的因素。您的意見

及看法對我們的研究以及台灣雲端運算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懇請您在閱讀相

關說明後，針對每一個問題賜教。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說明： 

  本問卷是層級分析法(AHP)的問卷，主要在蒐集您與其他專家對於研究問題上各

種不同面向的意見與考量，再透過統計方式檢測問卷。本問卷是為了瞭解您於傳統外

包與雲端運算外包兩者之間抉擇時，會有哪些對您而言極為重要，並且會影響最後決

策的因素，以探討經過比較後的相對重要性與權重。 

 

  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見解給予答案。我們會在彙整專家們的意見之後，將結果附在

下一階段問卷，提供給您做參考。本研究蒐集的資料與意見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請您

放心作答。 

 

管郁君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所)特聘教授暨系主任 

雲端運算與營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助理 陳祺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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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可能影響管理階層進行外包決策之因素，有兩大面向： 

1.安全性(Security)：指顧客的資訊或執行程序能被完善保護而不會洩漏。 

2.穩定性(Stability)：指執行帄台以及整個系統能夠運作順暢不中斷。 

 

而經過德菲法篩選後，本研究整理出十個重要影響決策之因素如下表： 

面向 影響決策因素 說明 

安全性 

機密性 具有機密性的資料不會被破解 

完整性 
資訊在傳輸過程中保持完整不會遺失或被置

換 

認證性 使用者需透過身分認證才能存取資料 

可用性 資訊經過加解密與傳輸處理後可以正常使用 

不可否認性 
任何存取皆有紀錄證明，以防止管理者或使用

者否認已傳輸或接收 

穩定性 

負載限制 系統能承受大量資訊存取負載量 

容錯能力 
當系統發生錯誤時，系統能自動透過重新執

行、刪除程序等方式，讓運算正確地繼續執行 

備份 系統定時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備日後所需 

備援 
系統出錯無法繼續運作時，能有備用的系統立

刻代替出錯的系統，使服務不中斷 

回復能力 系統出錯後能快速回復正常運作 

 

問卷填寫方式： 

本問卷係針對上述各項關鍵因素中，兩兩問題相互比較其相對的重要程度，其比較上重

要性程度的差異，在強度上分為五個強度，再細分成重要九個不同之權重強度之權重分

數等級，其分數為1-9分，等級尺度如下： 

評比分數 強          度 兩兩比較參數意義 

1 分 兩者重要程度相同(Equal Importance) 兩兩比較參數之重要性相等 

2 分 程度介於相同與稍微重要之間  

3 分 稍微重要(Moderate Importance) 有理由支持，權重比稍強 

4 分 程度介於稍微重要與重要之間  

5 分 重要(Strong Importance) 有充分的理由支持 

6 分 程度介於重要與相當重要之間  

7 分 相當重要(Very Strong Importance) 有很明確的理由支持 

8 分 程度介於相當重要與絕對重要之間  

9 分 絕對重要(Extreme Importance) 有最大程度的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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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範例： 

（一）：在您選擇機車時，可能的考慮因素，其中有三項是「功能」、「價格」、「外觀」，

現在請您考慮一下，在您的心目中此三項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為何？ 

 

     

     強 

     度 

因 

素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強 

 度 

     因 

     素  

絕

對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相 

 

 

等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功能      ˇ              價格  

功能          ˇ          外觀  

價格              ˇ      外觀  

 

（二）說明： 

1.由以上範例可知，您認為機車「功能」的重要性，相對於機車「價格」而言，是「重

要」，則在「重要(5：1)」下之空格打勾。 

2.您認為機車「功能」的重要性，相對於機車「外觀」而言，是「相等」，則在「相等

(1：1)」下之空格打勾。 

3.您認為機車「外觀」的重要性，相對於機車「價格」而言，是「重要」，則在「重要(1：5)」

下之空格打勾。 

 

請從下面開始填選問卷，謝謝您。 

您的大名：________ 總工作年資：_________ 

工作職稱：_________ 任職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部份：在您進行外包決策時，可能的考慮因素，其中有二項是「安全性」、「穩定性」，

現在請您考慮一下，在您的心目中此二項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為何？（請勾選） 

     

     強 

     度 

因 

素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強 

 度 

     因 

     素  

絕

對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相 

 

 

等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安全性                  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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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在您進行有關安全性的決策考量時，可能的關鍵影響因素，其中有五項是「機

密性」、「完整性」、「認證性」、「可用性」、「不可否認性」，現在請您考慮一下，

在您的心目中此五項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為何？（請勾選） 

 

     

強 

     度 

因 

素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強 

 度 

     因 

     素  

絕

對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相 

 

 

等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機密性                  完整性 

機密性                  認證性 

機密性                  可用性 

機密性 
                 不可否

認性  

完整性                  認證性 

完整性                  可用性 

完整性 
                 不可否

認性  

認證性                  可用性 

認證性 
                 不可否

認性  

可用性 
                 不可否

認性  

 

請接下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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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在您進行有關穩定性的決策考量時，可能的關鍵影響因素，其中有五項是「負

載限制」、「容錯能力」、「備份」、「備援」、「回復能力」，現在請您考慮一下，

在您的心目中此五項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為何？（請勾選） 

 

     

強 

     度 

因 

素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右 邊 因 素 重 要 性 較 左 邊 因 素 重 要  

  強 

  度 

       因 

       素  

絕

對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相 

 

 

等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負載限制                  容錯能力 

負載限制                  備份  

負載限制                  備援  

負載限制                  回復能力 

容錯能力                  備份  

容錯能力                  備援  

容錯能力                  回復能力 

備份                   備援  

備份                   回復能力 

備援                   回復能力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填寫此問卷， 

再次的感謝您，並致上最高的敬意，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