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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在日常生活中，無論是在捷運車廂的

廣告內容，用來感應通過高鐵的驗票閘門，或是商

品型錄、雜誌包裝上，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的應用已愈來愈廣泛。本研究結合智慧型手

機與 QR Code 的特性之便利性，擴充至 Davis 的科

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 TAM)，
提出概念架構模式，以探討影響 QR Code 接受度

之因素以及 QR Code 之使用對消費者行動購買意

願之影響。本研究問卷採用便利抽樣方法，針對曾

使用過 QR Code 進行線上購物的消費者為對象，

共發放 233 份問卷樣本資料，回收並扣除無效問卷

後，實際可用之有效樣本為 219 份，有效回收率達

93.99% 。 並 且 採 用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假

設。結果顯示認知便利性及認知有用性是影響 QR 
Code 接受的前置因素。其中，認知便利性正向影

響認知有用性；認知便利性及認知有用性正向影響

朝向使用態度；認知有用性及朝向使用態度正向顯

著影響購買行為意圖。整體來說，本研究所提出之

研究模式對 QR Code 接受度之預測和解釋力良

好。 
 

關鍵詞：智慧型手機、QR Code、認知便利性、科

技接受模式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s of QR Code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smartphones with QR Code, this 
study extends perceived convenience to Davi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o discus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QR Code acceptance and the 
usage of QR Code to influence the on-line shopping 
intention.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ould 
be conducted for consumers used to on-line shopping 
through QR Code. There were 233 people replied it. 
After excluding incomplete questionnaires, 219 out 
of 233 were deemed valid samples-representing a 
response ratio of 93.99%. Through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our study’s hypotheses have all be support.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perceived convenienc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are the antecedents of QR 
Code acceptance. Specifically, perceived 
convenienc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positively 

influence attitude toward using;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attitude toward using positively affect behavior 
intention to purchase. Overall, this study’s findings 
showed fine predictive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QR 
Code acceptance. 
 
Keywords: Smartphones, QR Code, Perceived 
Convenienc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1. 緒論 
        條碼(Barcode)的使用幾乎在日常生活當中，

所有商品都印有零售標籤。從 60 年代末所出現只

有黑白的直線形線條的一維條碼，其儲存資訊容量

小，僅能用來記錄商品的編號卻無法描述商品，如

少了預先建立的資料庫，資訊就無法被存取；再者，

條碼如稍有損壞便無法準確辨認及讀取。因此，導

致一維條碼的應用層面受到了限制。幸好豐田集團

子公司 Denso Wave 於 1994 年研發出 QR Code 二

維條碼，作為優化自動機件的存貨追蹤，之後這種

資料儲存容量與一維條碼相較下多達 100 倍的二

維條碼便一直在全球被大量運用。 
    近年來，智慧型手機已成為人人出門必備的隨

身物品之一。隨著通訊科技不斷地創新與發展，智

慧型手機受到青睞的原因，除了基本的通訊及拍照

功能外，還附帶許多應用程式可以在智慧型手機上

執行，而這些應用程式不僅具有娛樂效果幫助人們

打發空閒時間，也讓人們上網購物變得十分便利。

也因為智慧型手機的流行，QR Code 將現實生活與

虛擬世界結合，讓 QR Code 成為智慧型手機流行

後的產物，無形助長行動商務的趨勢，讓消費者可

以在智慧型手機上完成購物前的準備工作，減少購

物的往返時間，也不用收集各家的宣傳單後才進行

比價的動作，不僅提高消費者的吸引力，更創造新

的行銷契機。 
    目前已有許許多多業者將其販售的商品在包

裝上使用 QR Code 二維條碼來儲存網站位址，讓

消費者在戶外或是宣傳海報上看到感興趣的商品，

不需要記住一長串的網址，只需要將裝有解碼軟體

的智慧型手機對準商品型錄上的 QR Code 條碼，

待程式讀取條碼成功後，就會自動轉換到相對應的

網址，自然會提高消費者瀏覽商品網站或是活動首

頁的意願。國外學者[24]在其研究中指出，掃描

QR Code 的動機在於「促銷訊息」的提供，例如：

折價券、抽獎或是產品樣本試用；同時亦可透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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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將流量導入網站，提高消費者註冊的意圖。國

內有研究學者利用 QR Code 設計行動電子商務平

台推薦商品，讓消費者可快速瞭解相關商品[2]以
及分析消費者個人偏好，建立個人化推薦機制，透

過手機的普遍性，建構個人化行動購物系統[5]。
然而，較少文獻研究運用智慧型手機的操作便利性，

整合 QR Code 二維條碼，培養消費者使用 QR Code
的習慣，探討消費者行動商務之行為態度與意願。

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包含： 
1. 以 Davis 的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為基礎[16]，結合智

慧型手機操作方便性與 TAM 易用性後，以認

知便利性為外部變數，提出本研究之概念架

構模式。 
2. 實施問卷設計與調查，經由量表收集消費者

使用智慧型手機讀取商品型錄上的 QR Code
條碼後的感受程度。 

3. 以 SPSS 19 統計軟體進行建構信度檢定，並

以 AMOS 19 軟體作為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之統計分

析工具，以實證認知便利性與 TAM 變數以及

TAM 變數之間的關係；並期望發現，商品型

錄上的 QR Code 二維條碼可以提高消費者購

買商品的意願。 
 
2. 文獻探討 
    誠如上述，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

探討消費者利用智慧型手機掃描 QR Code 二維條

碼進行行動購物之意圖；並實施問卷調查，藉以了

解智慧型手機的操作便利與 TAM 變數之關係，分

析與探討智慧型手機與 QR Code 之結合有正向影

響使用態度及購買行為意圖。因此，以下分別回顧

與探討(1)二維條碼；(2)科技接受模式；以及(3)認
知便利性。 

2. 1 二維條碼 (2D Bar Code) 
    近年來，使用條碼來儲存與呈現資訊內容的

應用需求與日俱增。而原先所使用的一維條碼，因

其資料儲存容量太小(約僅能儲存 15 個文數字)，
以致於一維條碼在交易資料的直接傳輸應用上受

到了限制[4,21]；且一維條碼也因為儲存容量小，

僅能作為物品標識，而不能描述物品。因此，一維

條碼通常被應用於儲存資料庫的關鍵索引值[26]；
它必須透過電腦網路和資料庫的連結以取得更多

的資訊。若無法與資料庫相配合，一維條碼即變得

毫無意義可言。因此，無法攜帶資料的缺點使得一

維條碼其應用範圍受到了極大的限制[8]。 
    為了解決儲存容量太少以及需要網路及資料

庫連結等缺點，於是乎促使了二維條碼的發展與成

熟。二維條碼是由一維條碼的概念所發展出來的，

而且是為了資料收集自動化的目的所衍生成的技

術，其優越性可完全取代一維條碼[6,7]。[9]曾針對

二維條碼與一維條碼之特性做一比較，如表 1 所

示。 

 
表 1 二維條碼與一維條碼之特性比較 

特性 二維條碼 一維條碼 

儲存性
1100個文數字(含中

文) 
15 文數字(不含

中文) 

安全性
可於編解碼時加上

密碼 
無，立刻可讀出

追蹤性
包含產品資訊，同

產品一起攜帶 
僅為關鍵字，須

連結資料庫 

抗損性
50%磨損者皆可讀

出 

無法順利讀出 

備援性
可立即支援讀出完

整資料 
無 

效益性
經傳真和影印後可

使用 
經傳真和影印後

無法使用 

 
    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是由日本

Denso wave 於 1994 年 9 月所發表出來，其屬於矩

陣類型的二維條碼。QR來自英文「Quick Response」
的縮寫，即快速反應的意思。因為發明者希望 QR 
Code 可讓其內容快速被解碼。它的形狀是正方形

的，在 3 個角落，印有像「回」字的正方形圖案，

這 3 個正方形圖案可幫助解碼軟件定位，使用者無

論以任何角度掃描，資料仍可正確被讀取。因此，

QR Code 是一個被發展成能夠高速讀取、高速處理

及快速回應的二維符號條碼[1]，如圖 1 所示。QR 
Code 除以上主要特性外，進而考慮到能夠編碼中

文、日文、韓文字元的能力，其應用將會有龐大的

亞洲市場潛力。同時 QR Code 能容錯，且有錯誤

修正能力，即使被弄髒或是受潮，還是能夠被讀取。

二維條碼對於行動商務市場有很大的幫助，所以行

動上網聯盟(Open Mobile Internet Alliance, OMIA)
於 2007 年提出的行動條碼應用共通規範可分為 4 
類：(1)自動化文字傳輸；(2)數位內容下載；(3)網
址快速連；(4)身分鑑別與商務交易[13]。 

 
圖 1 QR Code 圖樣 

 
    近年來，由於智慧型手機已廣泛地被持用，尤

其配合高像素相機功能整合於手機中，QR Code
已逐漸且明顯地可透過手機掃描及讀取使用[2]。
QR Code 最明顯的優點在於取代冗長網址或大量

資料的輸入動作。使用者可以輕易地使用智慧型手

機掃描讀取 QR Code，立即使用或儲存資料[14]。
本研究基於二維條碼自動連結網站、容錯和錯誤修

正等能力，讓使用者利用智慧型手機判讀商品型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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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QR Code 二維條碼，快速連結到商品網站，

完成商品購買，以探討 QR Code 之接受度。 
 
2.2 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科技接受模式(TAM)是 Davis 於 1989 年以理

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

礎，發展出解釋和預測使用者接受資訊系統的模

式。TAM 假定認知易用(perceived ease of use)和認

知有用(perceived usefulness)兩個內在信念，和電

腦系統的接受行為有關。認知有用是使用者預期

使用特定的應用系統，可以提升工作效率的程度；

認知易用是使用者預期使用特定的系統，心智免

於努力的程度。TAM 假設電腦系統的實際使用是

由使用的為意願決定；而使用的行為意願由使用

者使用系統的態度和認知有用共同決定；使用者

使用系統的態度則由認知有用和認知易用共同決

定；認知易用影響認知有用，而且認知有用中介

認知易用對使用意願的影響[16]。此外，TAM 假

設某些外部變數會影響認知有用和認知易用，而

且認知有用和認知易用中介外部變數對系統使用

意願的影響。因此，TAM 可提供外部變數、內在

信念、態度、使用意願和實際使用之間關係的基

礎[16,22]。Davis 的科技接受模式，如圖 2 所示。 

 
圖 2 Davis 的科技接受模式 

 
2.3 認知便利性 (Perceived Convenience) 
    對消費者而言，便利可分為商品及服務的便

利。而評估便利的方式包含時間和努力[11]。當商

品及服務可以節省消費者的時間愈多，則商品及

服務的便利性愈高；當商品及服務可以減輕消費

者在身體、認知或情感上的能量花費或努力，則

商品及服務的便利性愈高。[12]以時間、地點、取

得、使用和執行五個面向來衡量商品及服務的便

利性。而[29]基於[12]所提出的便利性，去除取得

及使用兩個面向，只以時間、地點及執行三個面

向評估無線區域網路之便利性；並將認知便利定

義為使用無線區域網路完成任務時，認知在時間、

地點及執行過程中便利之程度[3]。 
    本研究參考[3,29]之先前研究，在商品型錄上

利用 QR Code 二維條碼的研究中，將認知便利定

義為消費者知覺使用智慧型手機進行二維條碼掃

描而完成行動購物時，在時間、地點及執行過程

中便利的程度。其中，時間的便利是每次使用智

慧型手機進行二維條碼掃描而完成行動購物程序

時，消費者對使用時間便利程度的感知。換言之，

如果在任何時間都能使用智慧型手機完成行動購

物時，消費者感知使用時間的便利程度最大；地

點的便利是使用智慧型手機進行二維條碼掃描而

完成行動購物程序時，消費者對使用地點便利程

度的感知。亦即，如果在任何地點都能使用智慧

型手機完成行動購物的任務，則消費者感知使用

地點的便利程度最佳；執行的便利是指消費者使

用智慧型手機進行二維條碼掃描而完成行動購物

程序時，感知完成商品購買過程的便利程度。 
    [28]在其研究中發現，便利性的評價是影響網

購的功利動機，而且功利動機是影響消費者網購

意願的決定因素。而且在 RFID 行動科技產品[19]，
以及線上購物服務的研究中[18]，均發現認知便利

是影響使用者對行動科技產品或系統服務使用意

願的前置因素。 
 
3. 研究模式與假設 
    由於操作方便性是智慧型手機的特性之一，

在手機操作與容易上手之本質上，與 TAM 模式的

易用性變數相近，亦都是指消費者操作智慧型手

機可以容易掃描二維條碼，完成行動購物之能力。

因此，本研究將兩者結合為認知便利性構面，當

作科技接受模式之外部變數；再者，以朝向使用

態度及購買行為意圖作為科技接受之指標，提出

一個擴充的科技接受模式；進而在商品型錄採用

QR Code 二維條碼的脈絡下，探討認知便利性、

認知有用性、朝向使用態度及購買行為意圖之間

的關係。本研究以文獻探討的相關理論及相關研

究為基礎[12]，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模式，如圖 3 所

示。 

 
 

圖 3. 擴充的科技接受模式 

 
3.1 認知便利性和科技接受模式變數之間關

係的假設 
    [29]在無線區域網路的接受模式中發現，認知

便利性正向影響認知有用性。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 1。 
假設 1：認知便利性正向影響認知有用性。 
    [3]在行動英語學習的研究中發現，認知便利

性正向影響朝向使用態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設 2。 
假設 2：認知便利性正向影響朝向使用態度。 

3.2 科技接受模式變數之間關係的假設 
    依據 Davis 的 TAM 研究架構模式，[12,25,29]
的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有用性、朝向使用態度及

使用意願的關係如下：認知有用性正向影響朝向

使用態度；認知有用性和朝向使用態度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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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意願。因此，本研究在消費者持用智慧型手

機直接掃描商品型錄上的 QR Code，進行行動購

物的脈絡下，假設認知有用性、朝向使用態度及

購買行為意圖的關係如下： 
假設 3：認知有用性正向影響朝向使用態度。 
假設 4：認知有用性正向影響購買行為意圖。 
假設 5：朝向使用態度正向影響購買行為意圖。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樣本與資料蒐集 

本研究問卷採用便利抽樣方法，於2013年6月
共計發出233份問卷，回收並扣除無效問卷後，實

際可用之有效樣本為219份，有效回收率達93.99%。
本研究樣本資料分析，受測對象女生103人(47%)，
男生116人(53%)；在年齡上，以20至29歲佔38.8%
居多；教育程度為大學高達69.4%；職業類別以學

生42%居多；曾接觸二維條碼年資以半年佔65.3%
居多；每月線上購物金額以1000至1999元佔25.1%
居多，所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樣本分析 

 排序 人數 ％ 

性別 男 116 53 
 女 103 47 

年齡 19以下 25 11.4 
 20~29 85 38.8 
 30~39 60 27.4 
 40~49 32 14.6 
 50~59 17 7.8 

教育程度 高中職以下 13 5.9 
 專科 25 11.4 
 大學 152 69.4 
 研究所以上 29 13.2 

職業 學生 92 42 
 農林漁牧業 2 0.9 
 製造業 5 2.3 
 資訊產業 15 6.8 
 工商服務業 5 2.3 
 大眾傳播業 15 6.8 
 軍公教 14 6.4 
 法律服務業 3 1.4 
 醫療服務業 12 5.5 
 金融保險服務業 16 7.3 
 運輸通信業 2 0.9 
 社會服務業 27 12.3 
 其他 11 5.0 

接觸二維 
條碼年資 

半年以內 143 65.3 

 一年 55 25.1 
 二年 17 7.8 
 三年 2 0.9 
 四年以上 2 0.9 

每月購物 
平均金額 

900元以下 129 58.9 

 1000~1999元 55 25.1 
 2000~2999元 22 10.0 
 3000~3999元 7 3.2 
 4000~4999元 2 0.9 
 5000元以上 4 1.8 

 

 
4.2 問卷設計與資料分析 
    本研究問卷之內容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係有

關衡量變項方面；經由研究文獻探討與整理，本研

究選擇之潛在變數為：認知便利性 (Perceived 
Convenience, PC) 、 認 知 有 用 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PU)、朝向態度(Attitude Toward Using, 
ATU) 、 購 買 行 為 意 圖 (Behavior Intention to 
Purchase, BITP)等四項。第二部分為填答者之基本

資料，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接觸二

維條碼年資、每月購物平均金額等。本研究以結構

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行

資料分析，目的在探討變數間之因果關係並以驗證

所提理論[20,23]。採AMOS 19進行資料分析工作，

並以內定之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L)估計參數，而模式鑑定度屬過度鑑定值(Over 
identified)，是不會引起參數估計問題 [15,27]。第

一階段以信度與效度分析來檢驗研究架構中的每

一變數；第二階段以模型檢定來分析研究模型的配

適度(Model Fitness)與估計參數顯著性；第三階段

係作假設檢定，估計結構模式中研究變數與研究變

數之間的路徑，決定其顯著性以及模式的預測能

力。 
 
5. 研究結果 
5.1 信度與效度 
    本研究的信度與效度包括觀察變數間的信度、

潛在變數的組成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收斂效度及區別效度。本研究每一潛在變數之觀察

變數間Cronbach’s alpha係數均大於0.8，表示觀察

變數間具有高度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觀察變數的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均在0.6以上、各潛在變數的CR
值均在0.6標準以上，符合學者建議值[17]、以及各

潛在變數的平均變異抽取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在0.5標準值上，也符合標準值須

大於0.5的建議值。因此，本研究模式中的潛在變

數具有高度的信度與收斂效度，如表3所示。表4
為相關係數矩陣，其對角線上之數值是各變數之平

均變異抽取量的平方根，而在相關係數矩陣中，非

對角線上之數值為各不同變數間的相關係數。由表

4得知，雖認知便利性和認知有用性之間的相關係

數(0.753)略大於認知有用性之平均變異抽取量的

平方根(0.749)，但認知有用性和朝向態度與認知有

用性和購買行為意圖之間的相關係數分別為0.579
與0.659，均未大於認知有用性之平均變異抽取量

的平方根。因此，認知有用性與朝向態度及購買行

為意圖兩潛在變數之間具有區別效度。除此之外，

其餘的每一變數的平均變異抽取量的平方根均大

於此變數與其他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因此，可以

判定本研究具有相當之區別效度。綜合以上信度與

效度之分析得知，整體而言，本研究所有衡量均具

有相當良好的測量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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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變數的信度及收斂效度 

潛在變數 
題項 

編號 

因素負

荷量 

Cronbach’s 
alpha CR AVE

認知 

便利性 

PC1 0.682 

0.857 0.859 0.605
PC2 0.809 

PC3 0.797 

PC4 0.816 

認知 

有用性 

PU1 0.827 

0.824 0.834 0.561
PU2 0.671 

PU3 0.849 

PU4 0.622 

朝向態度 

ATU1 0.800 

0.886 0.887 0.663
ATU2 0.803 

ATU3 0.859 

ATU4 0.793 

購買行為

意圖 

BITP1 0.836 

0.824 0.84 0.639BITP2 0.887 

BITP3 0.657 

 

表4 相關係數矩陣與區別效度 

變項 認知便 

利性 

認知有 

用性 
朝向態度 購買行為

意圖 

認知 

便利性 
0.778     

認知 

有用性 
0.753  0.749    

朝向態度 0.581  0.579  0.814   

購買行為

意圖 
0.575  0.659  0.746  0.799 

註：對角線之值為此一潛在變數之平均變異抽取量的平方根。 

 
5.2 模型檢定 
    模型檢定包含研究模型的配適度分析(Model 
Fitness) 與 估 計 參 數 顯 著 性 。 由 表 5 所 示 ，

p=0.000<0.05，整體模型檢定是顯著的，表示模型

與樣本資料並不一致。然因，SEM在大樣本分析下，

p值就容易顯著。[10]建議改採用實務上的顯著性，

佐以模型配適度指標作為參考。表5呈現模型檢定

配適度指標及理想的標準值，包含χ2、χ2/df、GFI、
AGFI、RMSEA、TLI、IFI、CFI等，所有配適度

指標均符合一般學者建議的經驗法則標準，故本研

究模型可以達到配適度標準。 
 

表5 研究模型的配適度指標 
配適指標 理想要求標準 研究模型 

χ2 (Chi-square) 愈小愈好 196.828 (p=0.000)
χ2/df 1~3 2.316 

(degree of freedom) 
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 

>0.8 可接受 
>0.9 配適良好 

0.893 

A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0.8 可接受 
>0.9 配適良好 

0.849 

RMSE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0.08 0.078 

TLI (NNFI) 
(Non-normed Fit        
Index) 

>0.9 0.928 

I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0.9 0.942 

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0.9 0.942 

 
5.3 假設檢定 
    本研究之路徑係數 (path coefficients)與預測

能力(predictive ability)方面，如圖4所示。在路徑係

數的顯著性部分，由t值來判別，五條路徑均達到

顯著水準(p<0.01)。因此，本研究之所有假設均獲

得支持成立。在分析結果中，認知有用性之R2值為

0.57，表示認知有用性受到認知便利性(β= 0.75)潛
在變數之影響，可解釋57%的結果，具有相當的影

響性。朝向態度之R2值為0.38，表示朝向態度受到

認知便利性(β= 0.33)與認知有用性(β= 0.33)二項潛

在變數之影響，可解釋38%的結果，解釋力將近

40%，具有相當的影響性。購買行為意圖之R2值為

0.63，表示購買行為意圖受到認知有用性(β= 0.34)
與朝向態度(β= 0.55)二項潛在變項的影響，可解釋

63%的結果，也具有相當的影響性。由上述得知，

本研究具有良好的預測能力。 

 
圖4 結構模式分析結果 

 

6. 結論 
    本研究以Davis 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利用智

慧型手機的容易操作特性，結合QR Code之優點，

加入認知便利性至TAM模式中，提出本研究概念

架構模式，經過實證分析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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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提的研究模式的驗證性因

素分析配適度良好，經轉換為結構模式後，其

整體模式配適度GFI、AGFI、RMSEA、TLI、
IFI、CFI分別為0.893、0.849、0.078、0.928、
0.942、0.942。χ2與自由度的比值為2.316，本

研究模式是一個可接受的模式。 
(二) 研究結果顯示便利性是智慧型手機與QR 

Code結合下，可帶動行動商務線上消費的特性

之一。認知便利性正向影響認知有用性；認知

便利性正向影響朝向態度；認知有用性正向影

響朝向態度；認知有用性與朝向態度正向影響

購買行為意圖。 

(三) 因此，在智慧型手機與QR Code結合下，認知

便利性與認知有用性是影響朝向態度及購買

行為意圖的前置因素。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模

式，可以解釋消費者朝向利用智慧型手機掃描

QR Code的態度63%之變異，以及解釋進行線

上購物的行為意圖38%之變異。整體而言，本

研究的模式預測和解釋消費者對QR Code接受

度的能力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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