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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資訊與通訊科技快速地發展，並廣泛應用於到各行各

業，儘管各種產業的採用程度不一，農業資訊化的發展卻特別受到阻礙。農會做

為協助農民與輔導鄉村地區發展之多功能組織，在農業發展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但目前農業組織與業務資訊化程度及人力卻普遍不足，這種資訊與通訊科技

分佈不均勻的現象，可能將造成社會階層難以流動或不平等現象。而各鄉鎮市農

會的資訊化程度，反應了農會所能提供在地農民的資訊化服務，更可能表現出區

域間、以及城鄉之間潛在的數位落差現象。然而過去的研究在探討資訊與通訊科

技時，多以提高產業生產效率的科技觀點，而較缺少資訊化與人們的生活、感受

與空間相關的關注。因此本研究擬以地理空間的角度切入，援用民國 94 年度全國

農會組織資訊化調查、95 年臺灣區各級農會年報、以及 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的農

產業相關資料，探索臺灣基層農會的組織特性、所在地區特性對於農會組織資訊

化程度的影響。本研究使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空間分析，研究過程中由紀錄與探

索農產業資料於地理空間位置的分佈現象，並製作分佈地圖及空間迴歸模型來進

行分析，以瞭解研究變項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間分佈情形，同時檢驗各變項對於農

會資訊化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臺灣農會資訊化程度高低之地理分佈情形

確有空間自相關的聚集分佈情形，且受到農會組織特性的影響，但不會受到所在

地區農產業特性的影響。 

 

關鍵詞：農會資訊化、地理資訊系統、空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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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driven 

all industries to the digital era. Although the level of adaptation varies,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specific is relatively lacking in promptness and willingness toward 

informationization. To approach this problematic phenomenon, this study concentrates 

the attention on Farmers’ Association, for its role as the key agent to activate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Alternative from the previous 

studies which employs user data such a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s the major resources, 

this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spatial and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Farmers’ 

Associations. An exploratory spati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lo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neighborhood farmers’ associations will affect the institutional 

decision and adaption on information service. Census data from the several national 

surveys including “2005 Survey on NFA Informationization”, “2005 Yearbook of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s”, and “2005 Agricultural, Forestry, Fishery and 

Husbandry Census” were cited and used with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 in this present 

study.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n that geographical neighborhood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decision and level of 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while th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the local industry exert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is study further ma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f GIS i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Keyword：Informationization of Farmers’ Associations,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Spat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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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源起與動機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在農業

方面的生產過程中，也大量仰賴電腦控制技術以提昇自動化功效（岳修平， 

2000）。而臺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之後，如

何加強利用資訊科技整合農業資源，透過農業產銷資訊化來面對國外農展品的挑

戰，更是目前我國努力的方向。 

一般而言，企業資訊化（e-business）是藉由網路來提高企業內部作業效益、

實行電子商務（e-commerce），進而降低成本，可以讓國內產業在與國際競爭對手

正面交鋒時，具有一定的競爭力（陳茂盛、葉忠，2004）。可惜目前農業組織與業

務資訊化程度及人力尚普遍不足，使農業產銷資訊的發展受到極大阻礙（林貞，

2006）。岳修平（2000）的研究也發現，雖然各農會產銷班所擁有的電腦網路設備

比例逐年升高，但即使在評選出的全國績優產銷班中，具備電腦網路設備之總班

數比例依然偏低。而在設備不足的情況下，使用新傳播科技的效益自然不彰。 

另一方面，即使已擁有良好的設備，各產業在商業過程中運用奠基於網路的

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時，也會自然

形成一種經營管理的新模式。然而在管理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很容易因為新經營

策略的操作失當，而妨礙了企業資訊化的發展過程 (Barnes, Hinton, & 

Mieczkowska, 2004)，導致成效不符預期。儘管網路科技的廣泛傳播能力能促進經

濟及商業活動的快速進行與發展，但企業組織本身的投資與決策仍是影響收益變

化的主要關鍵。資訊化的投資可能只是漸漸降低營運所需的成本，例如：運用網

際網路通訊工具聯繫地理上分散於不同地區的公司員工，儘管這項優勢會隨著網

路費用的降低與組織發展而逐漸擴增(Forman, 2005)，並能加速組織裡各部門的反

應效率，但短期內卻可能較難看到效益。因此，企業資訊化不應被視為一劑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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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萬靈藥，需經由多方面評估才能瞭解它所帶來的影響(Ball, Albores, & Macbryde, 

2004)，故選用合適的評估指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在資訊與通訊科技擴散的過程中，無可避免會因為科技進入產業的時間點不

同，造成使用資訊設備及運用網際網路等之差異，而導致程度不一的「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s）」（簡文吟，2006）。在現今快速發展的資訊社會中，「知識」是個

決定性的生產要素，由於社經階層、地區及群體背景上的差異，造成網路普及廣

度與資訊科技應用深度的不平等現象，將會持續導致階層、地區及群體之間的社

經地位差距加大，政府應該額外提供資源與協助，避免數位落差持續增加（紀國

鐘，2003）。但就目前來看，亞太地區國家發生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s）的現象

卻相當明顯，例如：相較於亞洲地區其他國家來說，我國的資訊化程度表現還算

優秀，但產業界的數位落差已經相當明顯，一向是我國經濟成長最主要動力的「中

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SMEs）」在資訊與網路科技的運用上，卻明

顯是工商業中的弱勢族群（賴杉桂，2004）；而農業資訊化程度又較工商業更為落

後（張森富、陳昭芬、王峻禧，2003）。這樣的現象往往必須倚賴國家政策來調整

解決，避免數位落差逐漸擴大，造成社會階層越來越難以流動的惡性循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有鑑於我國農民團體數量眾多，但業務

規模普遍較小，對資訊應用能力明顯不足，更缺乏人力及財力開發相關資訊應用

軟體，卻又面臨農產貿易自由化、國際化的衝擊，必然需要運用資訊科技，提升

農業經營效率，降低經營成本，以強化競爭力。因此，過去幾年農委會推動以輔

導農漁會資訊化之目的成立了區域資訊中心，包括：北區農會電腦共用中心、農

漁會中區資訊中心、農漁會南區資訊中心及農漁會聯合資訊中心。此方法便是以

地區為主軸，提升農民團體對農民服務的效率及品質，增進農民的資訊應用能力，

來為臺灣農業注入新的動力。農委會自民國 90 年起針對在農會網路連線設施及農

會資訊系統使用狀況兩方面的 3 年補助計畫，即以建置提供各基層農會網路以及

管理軟體之使用為主要目標。此外，農委會亦於 94 年度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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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學系針對全國農漁會組織進行資訊化調查，由該資料來看，許多農漁會甚至能

夠自行開發更適合自己使用之資訊系統（岳修平、胡秋帆、陳姿伶，2008），可見

農漁會等組織對資訊化確實有其需求並已逐步導入各項資訊化工作。 

但目前政府的農業資訊化政策對於農會的基礎電腦建設與相關人員的訓練的

投入卻仍然不足。觀察農委會自 90 年之後在網站的農業政策重要施政項目所發佈

的每月重大措施來看，其中大多是：（一）重要法規辦法，如：各類農業辦法、規

定或政策會議等；（二）災害防疫相關措施，如：颱風過後災情處理，口蹄疫、禽

流感與紅火蟻等疫情處理；（三）各式展覽促銷活動，如：農產展覽、拍賣促銷或

農產品博覽會；（四）農產價格穩定措施，如：產量管控、緊急收購促銷或外銷；

（五）其他，如：外交訪談、考察、相關部門（農漁會、農田水利會）行政措施、

選舉結果等。其中與農業資訊科技相關的措施卻極少，好比在 90～94 年間僅公佈

了 12 項，為所有公佈措施的 1.57％，且內容都偏向電子商務（產品銷售網站）方

面之訊息。如此一來可能使得資訊化程度較差的地區因缺乏電腦硬體設備或教育

訓練的機會，而出現數位落差的現象，而有待協助與改進。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 

    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各種產業都無可避免企業資訊化的趨勢。

農業也不得不遭受挑戰，除目前已大量使用電腦控制技術自動化的生產過程外，

更應積極由組織面規劃發展整體經營的資訊化程度，以有效提高產業競爭力。然

而目前農業推廣單位與相關農民組織等所投入的人力與設備都尚嫌不足，而影響

到整體產業資訊化的成效。農會作為農民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在農業發展方

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各鄉鎮市農會更是與農民最接近的農民團體，其表現出來

的資訊化程度，將反應其能提供在地農民的資訊化服務。此外，做為一農民組織

且同時為協助農民輔導與鄉村地區及產業發展之多功能組織，農會組織的資訊化

程度也可能表現出區域及城鄉之間所具有的潛在數位落差現象。故本研究希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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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農會資訊化之資料為基礎，探討各基層農會的資訊化程度，並分析哪些因素

可能影響其資訊化程度，同時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來分析各因素與空間位置的

關係，進一步瞭解各項影響因素與農業資訊化的程度是否具有空間關係。由於過

去在農民組織的相關研究中，從未有納入空間分析或結合組織與空間資訊的研究

試驗，本研究嘗試進行農會組織資訊化之空間分析，希望以此創新研究做先期探

討，找出空間在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扮演的角色，建立新的研究模式，提供相關

領域參考。 

 

第三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農會資訊化程度的影響因素，並擬運用

探索式空間資料分析方法探究農會資訊化程度與其影響因素是否具有空間聚集現

象，及農會間的資訊化程度是否會互相影響。具體研究目的詳列如下： 

（一）探討農會資訊化程度的空間分佈型態 

（二）探討農會組織特性的空間分佈型態 

（三）探討農會所在地區產業特性的空間分佈型態 

（四）探討農會組織特性對農會資訊化程度的影響。 

（五）探討農會所在地區產業特性對農會資訊化程度的影響。 

（六）探討鄰近農會的資訊化程度對農會資訊化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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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農會組織資訊化情況 

    根據臺灣區各級農會年報（2006），目前全臺灣共有 304 家農會，包含：臺灣

省農會、臺北市農會及高雄市農會 3 個主管機關、23 個縣市級農會、以及 278 個

鄉鎮級農會。總計擁有會員與贊助會員數超過 190 萬人，是體制完整且普遍深入

各鄉鎮市的農民團體。根據我國農會法（2008 年修正）第一條說明：農會以保障

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

發展農村經濟為宗旨。該法條明確闡釋農會作為農民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在

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及農民服務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具有政治性、教育

性、社會性及經濟性等多元目標（臺灣農家要覽，2005）。而農會法第二條則說明：

農會為財團法人。顯示農會雖然常需協助政府進行農業政策的推廣，但在組織架

構上直屬於農民代表大會，法律上既不屬於政府機關，也不屬於民間組織，而是

較類似非營利團體的組織，除了必須維護農會本身及其會員的權益之外，也必須

執行政府委託處理的農政事務。 

農會在臺灣的歷史已有百年，隨著農業的發展，也不斷經歷轉型；而農會在

轉型過程中，已逐漸往農企業組織的方向發展。以往的農會是臺灣農村發展的重

要推手，從政策研究（policy study）的角度而言，是政府的政策執行代理者（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t），並與政府間形成一獨特而有效的「治理機制（governance）」，

成功推動了農村的發展與現代化。然而現今正面臨著內部經營管理與外在經濟自

由化、金融自由化之嚴峻考驗。但這個百年老店若能經適當改革或組織變革，未

來應仍能在臺灣農業轉型與發展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廖坤榮，2004）。 

如前所述，臺灣一般基層農會之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會，並設有監事會與

理事會作為監察與策劃機關，而總幹事則為農會之執行首長管理基層農會之信用

部、推廣股、供銷部等部門（如圖 2.1 所示）。然而我國農業組織相較於一般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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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程度明顯落後，農會除了信用部門之外，臺灣基層農會組織中的其他重要

部門如：推廣、供銷、保險及會務等，其業務電腦化、網路化的腳步仍然緩慢。

尤其近年許多農會的營運狀態日趨困難，對資訊設備投資更顯躊躇；而農民則因

資訊知識相對不足，無法充分了解導入資訊科技所能獲得之效益，更突顯城鄉間

的數位落差，令農業資訊化推廣工作執行更加困難（潘國才，2001）。 

 

 

 

 

 

 

 

 

 

 

 

 

 

圖 2.1  臺灣基層農會組織系統圖（改繪自：陳永琦，2001） 

 

第二節  組織資訊化評估指標 

電腦、通信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的使用逐漸普及，對個人、產業與政府均產生

許多影響，當前世界各國無不致力於全面資訊化的推動，期待藉以提昇政府行政

效率並創造更多的經濟發展機會（朱斌妤、吳濟華、林國清、許翠谷，2001）。近

年來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展，不僅已逐漸降低網路基礎建設的成本，也同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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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業經營的成本，提高整體企業競爭力。世界各先進國家為了創造更具競爭力

的企業、吸引更多外資投資，多會致力建構更優質的通訊環境（簡仁德，2004），

由完善的資通訊基礎建設來營造良好的商務環境，幫助產業發展，使具備更佳的

國際競爭力。 

由英國經濟學人智慧資訊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與 IBM 商業價值研

究院（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針對各國之「國家資訊通訊科技現況」進行評

估，在能夠象徵國家企業資訊化程度的「電子化準備度（e-readiness）」採用了下

列指標：網際網路基礎建設、電腦基礎建設、電話服務的負擔費用、識字率、語

言能力、制度面的基礎建設（如：國家風險、經濟自由度、經濟透明度）、付款機

制的基礎建設等。於中可以看出 ICT 的發展程度、人力資本、社會經濟制度與其

他後勤支援建設等，都被視為影響各國企業資訊化相當重要的因素(Gengatharen & 

Standing, 2005)。表示企業資訊化不單指各種數據資料的數位化、標準化及相互傳

送，同時還反映了基礎建設、傳播設備等實際影響企業資訊化基礎設施的使用，

甚至是社會、文化與技術的影響等("E-business in the service sector: patterns of use in 

european countries," 2003)。 

2004 年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對於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

研究顯示，全球開發中國家對於網路的建設與使用都在快速增加中，然而其主要

的經濟推手：中小企業（SMEs）卻在使用自動化、整合商業過程的企業資訊化程

度相對較為落後，實際導入電子商務（e-commerce）應用、尤其在產品銷售部份

的中小企業更是稀少("Internet use rising among developing country firms, but 

e-business lags," 2005)。儘管亞太地區應用電子商務的比例仍在增長，但在全球環

境中仍然遠落後於已開發國家，這可能是因語言、教育、技術與基礎建設等原因

所造成的。 

根據一項針對亞太地區重要企業之資訊化評估調查(Javalgi, Wickramasinghe, 

Scherer, & Sharma, 2005)，包含電子通訊基礎建設、電子市集基礎建設、使用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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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設備與政策管理建設四個層面的評估，將「亞太地區」各國企業的資訊化程度

區分四個等級，詳列如下： 

（一）商業電子化領先者（e-business leader）：新加坡、香港 

（二）商業電子化競爭者（e-business contender）：日本、南韓、臺灣 

（三）商業電子化跟從者（e-business follower）：馬來西亞、菲律賓 

（四）商業電子化落後者（e-business laggard）：中國、印尼 

此評估結果顯示，臺灣在亞太地區已具有一定程度之競爭力，但仍必須更加

緊腳步才能躍升領先其他國家的地位。 

目前全球企業對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應用皆有越來越依賴的趨勢，從早期的作業流程自動化、支

援管理活動及決策活動，一直到目前支援各種企業策略的資訊系統。系統的複雜

化雖然為企業提高了效益，但同時也產生了資料、硬體、人員與設備方面的風險，

例如：資料備份、實體安全資訊安全標準等（葉桂珍、張榮庭，2006）。網際網路

（internet）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企業商業模式，即企業資訊化（e-business）；希

望運用資訊化所帶來的成本縮減與提高企業效能，增加自身在商場上的競爭力，

然而獲得實際成功的例子卻很少(Büyüközkan, 2004)。雖然能夠利用網際網路換取

競爭優勢的企業屈指可數，但是這些企業的成功，至少證明此目標是可以達成的

（譚伯群、林清河、施坤壽、張音，2000）。 

隨著整體資訊化環境的逐步成熟，國內一些傳統製造業也開始嘗試進行企業

資訊化，運用網際網路、結合企業整合的軟體，使得各地企業成員可有共享與協

同作業的環境，達到即時傳遞訊息、內部溝通協調與降低成本等目的（陳茂盛、

葉忠，2004）。因此，許多企業已將資訊化視為市場主流，而當企業宣告導入資訊

化時，資本市場多給於正面顯著反應，甚至在股票市場也出現異常提高的股價報

酬（高麗萍，2004）。然而如前所述，致力於資訊化的企業可能獲得極大的成功、

也可能完全失敗。導入資訊科技在本質上可視為組織創新（innovation）或組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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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change）的程序，需要考慮到組織員工、組織結構、技術引進與外部環境等層

面的影響（孫思源，1999）。但是對大多數的企業來說，通常只單純抱持對未來市

場持續投注資訊化資本的心態，而未經過縝密的考慮。Chuang 和 Shaw（2005）的

研究發現企業資訊化多經歷過四個階段：規劃（planning）、發展（developing）、

導入（implementing）與測試（testing）；而企業期待、預算、顧問的知識與供應商

的知識等因素則都會在各個階段中對企業資訊化的成敗造成影響。曹書銘與林我

聰（2005）則提出衡量企業資訊化的條件應包含以下項目： 

（一）實際建置的硬體，如：個人電腦的數目、網路基礎建設的建置、資訊科技

費用除以收入的百分比。 

（二）行為模式，如：辦公室電子化的程度。 

（三）內部行政流程及原有系統的電子化程度。 

（四）整個公司系統的整合程度。 

（五）電子化系統引進的數量與程度。 

（六）參與電子化的成員數量。 

而目前世界各國用於評估各企業體的資訊化指標，則包含了更多不同的目的

與方法，如：新加坡所使用的 e-SCM（e-Supply Chain Management）評估指標主要

用於觀測企業組織在計畫、採購、製造、運送與退貨等營運流程。英國所使用的

e-BAT（e-Business Assessment Tool）則專注於企業組織經營的能力，重視企業核

心能力與其專注業務、經營目標的連結，並且在指標尺度上設定了電腦使用程度

的深度概念。歐盟所使用的 e-Business w@tch，即產業資訊化觀測，此方法則把各

產業分離，並將資訊化指標區分為「ICT 基礎建設」以及「ICT 應用面」兩個構面

來評估企業使用資通訊科技的情形（經濟部工業局，2006）。企業 ICT 基礎建設包

含了員工使用電腦比例、連網率、有無建置網站等；ICT 應用面則包含有無使用線

上交易、線上銀行等功能，指標分數越高的產業表示對資訊化的接受程度與潛力

越好。而王振軒與趙忠傑（2006）則將企業的資訊化加以簡化，認為最基本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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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訊化即是要先建立硬體設備，包括建置充足的電腦硬體設備與網路建設；其

次需要有適合組織使用的軟體，例如：基礎文書處理軟體、方案規劃或專案管理

軟體；再者，組織成員需要具備資訊應用的基礎知識，或至少在電腦忽然當機時，

組織應有基礎維修知識的應急維修員。 

依據上述各種評估資訊化的方式，可發現企業組織在資訊化的過程中所需要

考慮的層面需要既廣泛且深入，但評估資訊化成果的指標卻沒有絕對的標準，於

是在投資、發展的過程中，經理人在做任何決策時，都應該先對整體環境進行客

觀的評估，再以此結果作為對商業活動執行的策略、營業、發展、與電子市場機

會的決策參考，透過對各項指標與影響因素的討論來評估現況與未來發展(Perrott, 

2005) ，且評估機制也會隨著研究者需求的差異而有所變動。 

另一方面，網際網路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衝擊了企業組織與顧客

間的互動關係。許多人曾經上網購物、使用網路付費服務，企業也能夠以 e-mail

的方式主動接觸客戶，回應顧客的需求。顧客也會在網路上自行比價、並蒐集企

業資料、甚至與網友互相分享心得等（嚴秀茹、陳家祥、呂佩廷、許翠谷，2005）。

在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接觸資訊化的商業活動，網路已不再是新奇的事物的情況

下，企業資訊化的決策過程也應與舊有「離線（offline）」的商業活動相同，仰賴

組織的評估再導入，進而達到經營目標(Cotter, 2002)。而 Ng （2005）更曾針對澳

洲的農企業組織進行研究，發現農業企業組織在選擇「企業對企業間（business to 

business）」的企業資訊化模型時，經理人（managers）的決定尤其重要，若能有合

適的實施方針供作決策與審核的標準，並確定在過程選擇中需要考慮的必要因

素，如技術、基礎設施、基本知識和理解程度等，對落實企業資訊化的過程會相

當有幫助。 

本研究整理過去文獻，提出可以用來評估組織企業資訊化程度的指標項目，

包括下列各項：  

（一）電腦基礎建設：組織是否擁有電腦、擁有電腦的數目與員工的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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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組織是否有連上網路的設備、是否使用寬頻網路等； 

（三）制度面的基礎建設：組織所在國家、地區是否有資訊流通的法規制度等； 

（四）電話服務的費用：組織連上網路所需費用、可提供連線服務的廠商數目等； 

（五）使用者的能力：組織內部員工的基礎資訊能力、是否有資訊化的訓練等； 

（六）組織內部行政流程的資訊化程度：處理行政資料時，使用資訊化的業務量； 

（七）組織整體系統的整合程度：組織內不同資訊系統的資料流動性、通用性； 

（八）資訊化系統引進的數量與程度：組織使用資訊化系統的數量與應用程度等； 

（九）參與資訊化的成員數：會使用資訊化系統的員工數、參與訓練的員工數等； 

（十）對資訊化理解與接受的程度：組織內部是否瞭解資訊化的意義與帶來的效

益、是否能習慣資訊化的業務系統、組織是否能接受採用員工遠距課程訓

練等。 

 

第三節  組織資訊化程度之相關影響因素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定義，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s）為「在取用資訊與通訊

科技的機會與使用網際網路的過程中具有不平等現象」。此現象可能出現在個人、

家庭、商業活動、地理位置和國家之間，而相較於國家內的數位落差，國家之間

的落差可能會反映出更大的差距。除了國家、地區與城鄉差距等環境的因素可能

會出現數位落差的現象之外，個人的數位落差也與其人力資本之特性有關

(Labrianidis & Kalogeressis, 2006)。一般而言，個人對資訊科技的使用，可能受到

年齡、出生地、種族、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與空間因素影響而有不平等的現象。

教育程度與收入會影響電腦與網際網路的取得與使用，並與地理位置、種族和出

生地有所相關。Gibson（2003）認為國家應該以具體的政策實施對此進行干涉，避

免產生數位落差。例如國家可規定公立學校應設在電信規範的區域內，提供資源

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否則民眾在家裡使用網際網路的比例，在都會區與非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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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常有相當大的落差。前述落差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家戶與網際網路連接普及程度

的差別，或者是使用者的教育程度與收入造成的影響，而加強基礎建設和技術的

政策有助於減輕這種城鄉差距(Mills & Whitacre, 2003)，否則資源不均衡及對資訊

科技的瞭解與利用程度的差異，可能隨著時間延續，造成城鄉之間、族群之間、

企業或產業之間的數位落差愈形嚴重，不僅可能衍生社會問題，更將影響國家全

面的發展（林逢慶，2003）。因此，縮短數位落差是個動態而持續的概念，必須不

斷針對處於弱勢的群眾，設計更友善的內容與設備，減緩資訊設備間的不公平，

並推動整體企業 e 化並推動電子商務發展，以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葉俊榮，2006）。 

在企業組織層面，由於企業資訊化（e-business）的概念不但已包含了電子商

務（e-commerce），還包含組織全面電子化的意涵，而規模較大的公司通常專業人

員較多，資源較寬裕，因此較有能力實行企業電子化，故企業的規模大小會影響

企業採用資訊科技，且組織規模大小與資訊系統是否成功具有正向關係（蔡明田、

張淑昭、施佳玫，2004）。另一方面，企業資訊化的指標項目還包括了：電腦設備

佔總資本比例、電腦相關員工比例與電子相關員工比例等。且 Greenan 與 Mairesse

（2001）的研究資料顯示，資訊化指標與企業的生產力成長也具有正向關係。 

過去許多針對企業資訊化的研究，大多傾向僅把影響資訊與通訊科技的因素

定位於使用者差異與基礎設施的可用性上，卻忽略了實際商業活動與人的互動方

式等因素也可能有所影響。有些鄉村與都市的數位落差現象即非單純用城鄉差距

即可解釋的，例如某些偏遠、狹小的村落使用商業電子郵件的程度反而比起一些

中型的城鎮更接近大都市的型態。這是因為影響網際網路使用的因素除了基礎建

設、地理位置與人力資本之外，也與企業型態、當地經濟狀況與銷售產品等因素

有關(Howell, 2001)。 

過去地理學家常由四個層面探討資訊與通訊科技對距離與空間的關係，如

Adams 與 Ghose（2003）曾定義資訊通訊科技為：（一）一種具爭議的領域；（二）

一種知覺的方式；（三）一種具體的表現型式；（四）一種虛擬的地點或空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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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層面表示在探討資訊與通訊科技時，不應只以單純的科技來看待，它具有空

間性質、且與人們的感受相關。它不僅是一種能提高工業生產效率的科技，也是

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因此在探討人們運用 ICT 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社

會、經濟、文化與個人知識等因素的影響(Inkinen, 2006)。 

此外，資訊與通訊科技即使在同一個都市環境中也可能是不均勻的，它與人

們的生活方式有關，受到工作、鄰近地區、基本建設等因素的影響，每個人能接

觸 ICT 的可能性將有所差異，也會造成社會階層的不平等(Crang, Crosbie, & 

Graham, 2006)。例如 Kvasny 與 Keil（2006）的研究提出一個案例：為了消弭數

位落差，有兩個城市執行了不同的政策，其中一個城市建立一個社區資訊中心，

提供免費的教學與網際網路環境，供人們學習相關的知識；另一個城市則直接提

供免費設置家庭用網路的服務，將資訊直接連接到每個人的家中。結果發現雖然

這兩個方式都有其效果，並產生明顯的學習成果，然而人們對於下一步的行動卻

無所適從，不確定為何應額外購置電腦來使用。表示操作能力的訓練與基礎設施

對資訊化程度確實是必要且有效的，但若僅止於此，則仍不足以深入地方民眾的

生活。 

儘管地區性的電子化市場（regional electronic marketplaces，REMs）是中小企

業（SMEs）用以提昇地區經濟發展的一種合適方式，但僅僅提供電子系統並不足

夠，必須考慮到整體的社會、經濟、科技與系統等因素的可能影響(Gengatharen & 

Standing, 2005)。尤其對更小的企業組織來說，Martin 與 Halstead（2004）認為雖

然發展社區的微型企業（micro enterprises，即雇員少於 10 個人的小公司）將有助

於當地的地區經濟，並且創造就業機會。但對於微型企業來說，除了企業利潤之

外，ICT 的使用更應該是一個與家庭、朋友、社會互動的方式，也是終身學習的一

環，因此他們並未打算成為一個「企業家（entrepreneur）」，而是要在工作中學習、

並把家庭、生活與工作連結在一起。也就是說，儘管研究與實務案例皆證實商業

活動中若採用電子商務機制，能夠提供動力、改組企業經營方式與經濟地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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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部份地區仍可能落後於國家中的其他地區。意即儘管大部分地區的企業都在適

應這種新的商業媒介，卻不是每個地區都可以、或希望變成主要的電子商務中心

(Zook, 2002)。 

    整體而言，本研究分析歸納可能影響企業資訊化的因素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個

層次： 

（一）個人層面：年齡、出生地、種族、收入、教育程度與職業。 

（二）組織層面：組織規模、組織人員結構、商業活動型態。 

（三）地區層面：地理位置、城鄉差距、社會與空間因素。 

（四）國家層面：政策的施行，及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 

 

第四節  地理資訊系統於社會科學研究之應用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GIS）是一種以電腦為基礎，

對地理數據進行分析，並將空間形象化的分析工具。透過 GIS，研究者可以蒐集、

紀錄、探索與操作地理數據，發展或提出地理概念，並製作地圖以解釋分析結果，

進而對於地理問題提出解決的方式(Liu & Zhu, 2008)。同時 GIS 也能夠協助研究者

在空間中引用數據資料，並將統計分析後的數據產生在主題地圖上，使研究者更

容易「看見」複雜的空間關係與地理位置的影響，進而對分析結果做更為準確和

有效的決策(Mulvenon, Wang, Mckenzie, & Anderson, 2005-2006)。 

早期的地理資訊系統僅是將實體資料建立在空間索引上的數據資料庫，如紀

錄街道、地區、省份、郵遞區號等與空間對應的物理資料，使研究者能夠定位空

間位置；其中較特別的功能僅是其優秀的繪圖能力。這些功能儘管已相當有用，

但卻無法用來做更深入的分析，在社會科學領域之應用也相當有限。近年來 GIS

開始被作為社會現象的一種研究工具，並在政策決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Snellen, 

2000)。GIS 使研究者可以將各式各樣的研究、分析與地理環境結合，因此能將地

理訊息嵌入社會行為的研究中，幫助理解社會地理、空間資訊的結構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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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erges, Jankowski, & Drew, 2002)。過去 GIS 相關研究的應用面已經很廣(Donk, 

B.H.J., & Taylor, 2000)，包括應用在：基本人口資料（出生率、死亡率）、社經資料

（住家、收入、稅賦、職業、教育程度）、環境資料（植物、土壤類型、野生生物

棲息地、空氣和水質污染、殺蟲劑和肥料應用）或法政資料（投票行為、政治偏

好、犯罪統計）等。隨著資料庫技術與資通訊科技的發展，地理資訊系統（GIS）

的資料還可以快速流通，協助國家政府對土地與公共政策進行評估決策。 

在相關社會科學的 GIS 應用研究方面，目前偏向廣義的社會學研究。如葉秀

炳（2006）的研究利用熱點（hot spot）的概念來描述某一個地點犯罪行為次數與

嚴重程度，並進一步使用地理資訊系統來探討青少年犯罪行為與空間的關係，不

但可以得知哪些地點發生犯罪行為的頻率較多，還可以經由不同熱點的特徵比對

這些地點的共通性，分析出青少年較可能犯罪的地點與原因為何，使政府、社區

與警方得以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有效避免犯罪行為發生。胡立諄（2007）則是

利用空間聚集分析與空間迴歸分析來探討臺灣的癌症分佈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研

究者先利用全域空間自相關指標 Moran’s I 分析，以及區域空間自相關指標 LISA

（Local Moran）來檢定臺灣癌症分佈是否具有空間聚集的現象，再利用多元迴歸

分析與空間迴歸分析兩種方法，來分析哪種分析模型較適合用來解釋臺灣癌症的

分佈情況。此外，在萬敏婉（2006）探討臺灣地區大陸與外籍配偶空間分佈的研

究中，首先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找出影響兩種婚配移民的主要變項，再利用全域空

間自相關與區域空間自相關指標分析其影響變項是否受到空間因素的影響。這些

研究皆結合了社會人口的變項與空間指標來進行社會現象的相關研究，也是本研

究擬採用的研究取徑。 

 

第五節  空間探索分析 

空間探索研究常使用空間自相關分析（spatial autocorrelation）來描述某個變數

是否具有空間聚集現象。其中較常用以衡量空間自相關程度的指標是 Moran’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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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標的意義與一般統計中的相關係數相近，但在計算過程中加入了空間矩陣，

用以描述不同區域之間的相鄰關係。如果相鄰的地區為規則型態（regular），則以

某個地區為中心，其與周遭相鄰區域的關係可大致分成 Rook’s contiguity、Bishop’s 

contiguity 與 Queen’s contiguity 三種。Rook’s contiguity 指的是設定某一區域與正

東方、正南方、正西方、正北方四個地區具有相鄰關係，如西洋棋中的「城堡（rook）」

行走的方式；Bishop’s contiguity 指的是設定某一區域與東北方、東南方、西北方、

西南方四個地區具有相鄰關係，如西洋棋中的「主教（bishop）」行走的方式；Queen’s 

contiguity 則是設定某一區域與周遭八個方位的地區皆具有相鄰關係，如西洋棋中

的「皇后（queen）」行走的方式。如圖 2.2 所示。 

 

           

           

           

           

Rook’s contiguity  Bishop’s contiguity  Queen’s contiguity 

 

圖 2.2  規則型態空間相鄰關係（黃聖峰，2004） 

 

但一般社會研究的對象常是自然環境、國家或行政區，並不一定是規則化排

列，且多半會是不規則型態（irregular），此時區域之間的相鄰關係便無法以上面

所示的方式描述。因此需以不同方法處理，如建立空間矩陣，有三種方法，說明

如下。 

（一）以空間的距離長短作為地區之間是否相鄰的依據：先設定某一距離長

度作為門檻值，當兩個區域間的距離小於此長度時，兩地便具有相鄰關係：反之，

倘若兩區域的距離大於此門檻長度，則兩地之間不具有相鄰關係。此作法在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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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積大小相近、彼此距離相差不遠時較為適用。若各區域的面積相差過大，可

能出現門檻距離太短，未能超出某些地區的面積半徑，而幾乎沒有相鄰地區，因

此無法進行分析。如下圖 2.3 的 A 地區，因設定較短的門檻長度，以此距離為半

徑畫圓，而只有三個相鄰空間。 

 

 

 

 

 

 

圖 2.3  相鄰關係門檻距離過短（本研究自行繪製） 

 

反之若是門檻距離太長，而讓大部分的區域都具有相鄰關係，則會忽略鄰近

地區的差異性，也不適用於此分析。如下圖 2.4 的 B 地區，雖然區域分佈與 A 地

區完全相同，但因為設定較長的門檻長度，以此距離為半徑畫圓，而具有七個相

鄰空間。 

 

 

 

 

 

 

 

圖 2.4  相鄰關係門檻距離過長（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設定「區位相鄰矩陣（locational proximity matrix）」：由於前述分析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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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距離為相鄰關係的方式，在設定門檻長度時難以設定較合適的標準，所以實

際研究中還有另一種較常用的方式：即設定區位相鄰矩陣，用以描述所要研究的

所有區域間是否具有相鄰關係。例如：某 A～I 九個區域分佈情形如下圖 2.5 所示，

若將相鄰的區域彼此關係設定為 1，不相鄰的區域其關係為 0，則圖中的區位相鄰

矩陣即可以數字表示，如下表 2.1 所示。 

 

 

  

 

 

 

圖 2.5  A～I 九個不規則區域（本研究自行繪製） 

表 2.1  區位相鄰矩陣 

 A B C D E F G H I 

A 0 1 0 1 1 0 0 0 0 

B 1 0 1 0 1 0 0 0 0 

C 0 1 0 0 1 1 0 0 0 

D 1 1 0 0 1 0 1 0 0 

E 1 1 1 1 0 1 1 1 1 

F 0 1 1 0 1 0 0 0 1 

G 0 0 0 1 1 0 0 1 0 

H 0 0 0 0 1 0 1 0 1 

I 0 0 0 0 1 1 0 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設定了區位相鄰矩陣之後，接著便可以用數字表示不同區域之間的關係，並

A 

D 

H G I 

B 

F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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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更進一步的統計分析。而常用來探討空間關係的統計分析方法亦有兩種，分

別是：全域空間自相關（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與區域空間自相關（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分析。全域空間自相關分析是利用 Moran’s I 係數來表示某

一變項在空間中是否為隨機分佈，能夠簡潔表示此變項在空間中是否出現聚集的

現象，但無法得知其區域內地理現象的空間組織為何。而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則

是利用 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的研究方法，偵測區域內是

否有空間自相關數值相對顯著的特例，來找出空間聚集點（spatial hot spot），進而

探討這些熱點是否具有相同的地理現象（朱健銘，1999）。 

 

    Moran’s I 係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上面公式中： 

：表示空間單位 i 中，研究欲觀察的變項 x。 

Wij：表示空間單位 i 與 j 的區位相鄰係數，當 與 x 相鄰時 Wij 值為 1， 

反之其值為 0。 

n：表示空間單位的個數。 

 

    當計算 Moran’s I 值時，將介於 −1 ～ ＋1 之間，當 Moran’s I 為負值時，表

示區域內各空間彼此的關係為負相關，是為平均分佈；當 Moran’s I 接近 0 時，表

示區域內各空間彼此的關係不具相關性，是為隨機分佈；而當 Moran’s I 為正值時，

表示區域內各空間彼此的關係為正相關，是為聚集分佈，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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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 ≡ -1 

（負相關） 

 Moran’s I ≡ 0 

（無相關） 

 Moran’s I ≡ +1 

（正相關） 

 

圖 2.6  以 Moran’s I 值表示空間單位之間的相鄰關係 

(改繪自 Gimpel & Schuknecht, 2002) 

 

（三）依地區距離遠近設定相鄰關係：有時地區之間並沒有相接的邊境（例如：

地區之間有海洋相隔）、各地區的分佈也相當零散，不適合設定地區之間的絕對間

隔距離為相鄰與否的門檻，此時同樣可以利用地區間的距離長短作為彼此是否相

鄰的依據，但必須利用間隔距離的相對差距，設定選取間隔距離較短的 n 個地區

（n 可自訂）作為相鄰區域。如下圖 2.7 中央的 C 地區，若設定與 C 距離較短的 5

個地區為 C 的相鄰地區，此時地區 1~地區 5 由於與 C 間隔距離較短，可視為 C 的

相鄰地區；若設定與 C 距離較短的 7 個區域為 C 的相鄰地區，則地區 6 與地區 7

則會入選。 

    此方式的優點在於可以避免「方法（一）」因設定相鄰距離門檻而導致各地

相鄰地區數量差距過大的情形，也可以處理「方法（二）」無法直接處理地區間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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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邊界相接的狀況，然而缺點是各地的相鄰地區數量皆相同，可能稀釋了各地區

因相鄰地區數量多寡而產生的影響，且無法直接解釋空間距離遠近的關係。 

 

 

 

 

 

 

 

 

 

 

圖 2.7  相鄰地區數目設定示意圖（本研究自行繪製） 

 

第六節  小結 

    本研究欲探討影響農會資訊化程度的相關因素，並採空間分析方式進行探

究。由本章第二節之分析歸納結果可知，要瞭解組織資訊化程度，可由（一）電

腦基礎建設；（二）網際網路基礎建設；（三）制度面的基礎建設；（四）電話服務

的費用；（五）使用者的能力；（六）組織內部行政流程的資訊化程度；（七）組織

整體系統的整合程度；（八）資訊化系統引進的數量與程度；（九）參與資訊化的

成員數；（十）對資訊化理解與接受的程度等面向進行探討。另由本章第三節可知，

組織的資訊化程度可能受到四個層次的影響：（一）個人層次：年齡、出生地、種

族、收入、教育程度與職業。（二）組織層次：組織規模、組織人員結構、商業活

動型態。（三）地區層次：地理位置、城鄉差距、社會與空間因素。（四）國家層

次：政策的施行，及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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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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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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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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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選擇適合研究主題與目的的組織變項與資訊化指標，並加入空間與地

區特性變項，據以設計研究架構。同時使用 GIS 軟體針對農會資訊化程度、組織

特性與地區產業特性執行全域空間自相關分析並進行空間探索，探討各因素各自

的空間分佈情形是否具有空間聚集性，並使用空間迴歸分析來探討組織特性、地

區產業特性與鄰近農會的資訊化程度是否會影響農會的資訊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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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農會組織特性、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與鄰近農會資訊化程度

對農會資訊化程度之影響。將先以探索式空間資料分析將上述各變項繪製成地

圖，探討各變項的空間分佈情形，以瞭解農會資訊化程度與其他研究變項本身是

否具有空間聚集性，其次，再以農會資訊化程度為依變項，利用空間迴歸分析來

探討組織、地區產業因素及鄰近農會是否會影響農會的資訊化程度。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先探討農會資訊化程度、及其可能影響因素之空間分佈情形，並探

討各變項本身是否具有空間聚集性，其次將運用空間迴歸分析探討可能影響農會

資訊化程度的因素。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農會資訊化程度與其可能影響因素之空間迴歸分析研究架構 

農會組織特性 

(1) 農會固定資產 

(2) 農會員工數目 

(3) 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 

(4) 農會正會員比例 

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 

(1) 從農比例 

(2) 農戶專兼業結構 

(3) 農戶主要農作物 

(4) 農戶主要經營型態 

農會所在地區地理特性 

農會之空間分佈位置 

農會資訊化程度 

(2) 人員電腦操作能力  

(1) 農會人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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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為依變項，農會組織特性、所在地區農產業特

性為自變項，其中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本研究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主要變項 操作型定義 

依變項 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 

農會電腦/員工比例（人機比）

指在農會組織中，能夠提供作組織人員使用的電腦設

備，即農會組織資訊化基礎建設指標。 

依變項 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 

人員電腦熟練程度 

指在農會組織中，組織人員對於電腦功能的操作熟練

情形，即農會組織成員資訊化程度指標。 

自變項 農會組織特性 

農會固定資產 

指農會組織固定保有之資產額，為農會組織經濟基

礎，為農會組織特性之經濟規模。 

自變項 農會組織特性 

農會員工數目 

指農會組織所有成員人數，農會組織之員工為農會組

織特性之組織規模。 

自變項 農會組織特性 

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目 

指農會組織資訊部門成員人數，資訊部門之員工為農

會組織可投入資訊化之主要人力。 

自變項 農會組織特性 

農會正會員比例 

指農會組織會員中以農業為主要生計來源之數目佔所

有會員中的比例，為農會組織之都市化程度指標。 

自變項 農產業特性： 

農戶比例 

指農會組織區域中從事農業活動之家戶比例（從農比

例），為農產業廣泛程度之指標。 

自變項 農產業特性： 

專業農戶比例 

指農會組織區域中以農業為主要生計來源之家戶比

例，為農產業深入程度之指標。 

自變項 農產業特性： 

主要農作物數 

指農會組織區域中生產農作物、畜產等農產品之農戶

數高於 30%的農產品數（高於 30%者皆為農作物）。 

自變項 農產業特性： 

主要農戶類型數 

指農會組織區域中以自給、販賣等生產類型之農戶數

高於 30%的農戶類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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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地理分佈特性 指分佈距離最接近之五個農會具有相鄰關係。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首先探討本研究各研究變項的空間分佈情形，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的空間分佈情形； 

（二）探討「農會組織特性」的空間分佈情形； 

（三）探討「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的空間分佈情形； 

（四）探討「農會組織特性」對「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的影響； 

（五）探討「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對「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的影響； 

（六）探討「鄰近農會之組織資訊化程度」對「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的影響。 

 

而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假設羅列如下： 

1、研究變項空間分佈情形 

假設 1-1：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之空間分佈情形為聚集分佈 

假設 1-2：農會組織特性之空間分佈情形為聚集分佈 

假設 1-3：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之空間分佈情形為聚集分佈 

 

2、農會組織特性部份 

假設 2-1：農會固定資產越多，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假設 2-2：農會員工數目越多，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假設 2-3：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目越多，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假設 2-4：農會正會員比例越高，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3、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部份 

假設 3-1：農會所在地區從農比例越高，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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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2：農會所在地區農戶專業比例越高，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假設 3-3：農會所在地區農戶主要農作物越複雜，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假設 3-4：農會所在地區農戶主要經營型態越複雜，則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4、鄰近農會影響力部份 

假設 4-1：農會相鄰之各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其本身資訊化程度越高。 

 

第三節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4 年度曾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針對全國農漁

會組織進行資訊化程度之調查，其調查資料庫包含了：農會各部門電腦設備、各

部門電腦使用頻率與用途、共用資訊系統使用情形、非農委會補助開發農漁會共

用系統使用情形等資料；其中詳細紀錄了各農會資訊化的人員與設備資料，且調

查回收樣本數農會部份達 289 份資料，涵蓋全國 95%的農會。該調查與本研究之

研究主題相符，故選用其中部份題目作為研究主題，並援用臺灣區各級農會年報

（臺灣省農會，2006）、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行政院主計處，2005）的資料加以

描述 94 年度農會與農產業的結構。由於本研究欲探討可能影響農會資訊化程度的

因素為根據第二章第三節所提出之可能影響層面，因此以農會組織為研究單位，

不考慮個人層面與國家層面之差異，僅探討組織層面及地區層面的影響。 

 

一、農會組織特性部份 

農會組織特性的資料取自於臺灣區各級農會年報（臺灣省農會，2006），用以

描述農會組織的基本結構，其中以（一）農會之固定資產（組織資源規模）及（二）

農會員工數目（組織專業人員數目）來描述組織規模大小；（三）農會資訊部門員

工數（電腦相關員工數）描述能投注於資訊部門的人力；以及（四）農會的正會

員比例（商業活動型態）表示農會偏向鄉村型（正會員多於贊助會員）或都市型



 
 

27 
 

（贊助會員多於正會員）。 

 

二、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部份 

地區農產業特性的資料取自於 94 年農林漁牧普查（行政院主計處，2005），

主要用以描述農會組織服務區域的農產業特質，包含：（一）農戶占總戶數比例（從

農比例）用以描述農產業在各地區的重要程度、及不同農業類型的農戶比例。其

中農戶是指從事農作物栽培、家畜禽飼養等生產事業、或以農業生產設備、場所

提供民眾休閒遊樂等農業活動事業之家戶；（二）農戶專兼業結構。專業農戶是指

該戶成員，只專門從事自家農牧業（含提供農牧業觀光休閒）工作、或雖有從事

自家農牧業以外工作，但每人全年從事該項工作天數未滿 30 日，且收入未達 2 萬

元之家戶；（三）農戶主要農作物種類。農戶之農產品可分為：稻作、雜糧、特用

作物、蔬菜、果樹、食用菇菌、甘蔗、花卉、牛、豬、雞與鴨等，但由於農作物

之比例較高，符合本研究定義之主要產物皆為農作物；（四）農戶主要經營型態。

農戶以其經營方式可分為：自給型，栽培農作物或飼養家畜禽，不以生產銷售為

目的，主要作為自食、自用或分贈親友，包括自願性休耕種植綠肥或任其生長之

果（菜）園。販賣型：有提供觀光休閒服務、自家農畜產品加工、或其生產目的

為生產銷售者。未經營：指擁有農業資源卻未從事農牧業生產，亦無提供任何農

牧業休閒活動者。 

 

三、農會所在地區地理特性部份 

本研究所要研究的部份包含：（一）農會分佈情形，本研究中農會的地理位置

資料取自軟體 Google earth 4.2 版。（二）農會鄰近關係，鄰近農會的相鄰關係則依

據第二章第四節所提出之空間概念，選擇依地區距離遠近設定相鄰關係的方法設

定鄰近關係，以避免設定相鄰距離門檻而導致各地相鄰地區數量差距過大、或無

法直接處理地區間沒有邊界相接的情形。本研究採用臺灣本島的地形圖及鄉鎮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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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圖做為基礎（即不包含澎湖、金門與馬祖等），依照各農會所負責服務之組織區

域重新劃分，先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Geoda 0.9.5 分別設定了以 4~7 個周遭相隔

距離最接近農會具有鄰近關係，在檢驗敏感性分析的結果之後，發現對於研究結

果幾乎沒有影響，故本研究折衷以距離最接近的 5 個農會設定為具有鄰近關係的

農會，以描述各農會所在區域之地理位置與其分佈關係。 

 

四、農會資訊化程度 

農會資訊化程度之變項資料來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4 年度委託臺灣大學農

業推廣學系針對全國農漁會組織所進行之調查，旨在瞭解農漁會資訊化的情形，

並評估農漁會共用資訊系統之使用情形。此調查之研究問卷內容分為農漁會擁有

的電腦設備、農委會委託開發之共用系統使用情形、非農委會委託開發之資訊系

統使用情形以及人員資訊素養與教育訓練之情形等。採用線上調查的方式蒐集資

料，請農漁會總幹事指派一名負責人統一蒐集組織內資訊化的相關資料後，上網

完成問卷填寫。 

由於調查資料本身問卷題目之限制，本研究依據第二章第二節所提出可用以

評估組織資訊化程度的層面，採用王振軒與趙忠傑（2006）的說法，利用最基本

的資訊化指標：充足的電腦硬體設備及組織成員所具備資訊應用的基礎知識，並

仿照歐盟 e-Business w@tch（產業資訊化觀測）將資訊化指標區分為「ICT 基礎建

設」及「ICT 應用面」兩個層次的區分方式，挑選出兩個題目：（一）「各部門電腦

數量與人員的比例」來描述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基礎建設）及（二）「各單位整體

員工之電腦操作能力」來描述組織人員電腦操作能力（使用者的能力）兩個變項

作為農會資訊化程度之指標變項，並以此來評估農會資訊化程度的高低。使用資

料索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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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的指標面向與使用題項表 

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指標面向 使用資料之題目 使用資料題項索引 

1、電腦基礎建設  各部門電腦數量  二 － 1 － (1) ～ (11) 

2、使用者的能力  貴單位整體員工之 

電腦操作能力 

 六 － 2 － a ～ g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 ArcGIS 9.2 與 Geoda 0.9.5 作為主要分析資料之工具，ArcGIS 在本

研究主要用作空間資料探索的工具，因為 ArcGIS 在地圖繪製與地圖資料顯示方面

具有優異的功能，較適合用來呈現地圖所隱含的數據資料。而 Geoda 軟體則作為

空間資料分析之工具，許多空間分析的研究者選擇使用 Geoda 這個地理資訊系統

免費軟體作為研究工具，因為它允許使用者能夠操作圖表與空間分析，處理基本

的地圖映像，並進行數據分析，例如執行：空間自相關及空間迴歸（spatial 

regression）等空間分析。Geoda 的關鍵特徵是能夠把統計圖形與地圖結合起來、

並且交互呈現，可以被廣泛應用在公共衛生、經濟發展、房地產分析與犯罪學等

方面(Anselin, Syabri, & Kho, 2006)。本研究將用 Geoda 繪製地圖，並執行全域空間

自相關、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針對各地區農會資訊化程度、組織層次影響因素、

地區層次影響因素分別做空間探索分析，並探討各因素的空間聚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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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臺灣農會組織分佈 

    本研究為探討臺灣農會的資訊化程度與其可能影響因素是否與其所在分佈位

置有關，因此以基層農會為研究對象，分別對農會的「組織特性、所在地區農產

業特性、所在地區地理特性及資訊化程度」逐一進行探討，並分析各變項在臺灣

農會組織區域圖上的分佈情形。 

圖 4.1 為臺灣農會與其組織區域之分佈圖，圖上圓點為農會位置，各農會組織

區域則以灰色邊界線相隔，各農會主要以其所在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冠以該

區域之名稱，但部份農會經過整併之後組織區域會有所修改。本研究依照 94 年資

料繪製的臺灣農會與其組織區域分佈圖加以選擇，其中組織區域為白色的地區表

示當地農會資料並不完整 1，因此不在本研究討論之範圍；而組織區域為灰色的地

區則表示當地農會資料完整，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在民國 94 年之 304 間農會中，

本研究扣除臺灣省農會、臺北市農會及高雄市農會 3 個主管機關、離島地區與縣

級農會，剩餘 284 個涵蓋臺灣本島所有鄉鎮的基層農會，再刪除 28 個資料闕漏的

農會之後，僅保留 256 個基層農會 2。圖 4.2 為全臺灣基層農會分佈地勢圖，以顏

色深淺表示地形高低起伏，顏色較深部份表示海拔高度較低、顏色較淺部份表示

海拔高度較高，而圖中圓點則是農會位置，由此圖可以看出大部份農會避開地勢

高聳的山區，選擇設立在較平緩的地形，因此農會分佈分別在東西兩地聚集，且

多數農會分佈在地勢較為平緩的組織區域邊緣，高山區域與東部地區的農會所負

責組織區域則明顯大於其他農會，可以看出各農會與其所屬組織區域的特性會與

鄰近農會大多較為相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此部份農會少數是因為在 94 年農會資訊化調查未回傳資料，大多是因為 94 年農林漁牧普查資料或各級農會

年報中資料有所闕漏。 
2民國 94 年時全國的基層農會共有 284 個，包含 5 間省轄市以及 278 間鄉鎮市農會，加上當時因財務問題被

省農會接收改名的中壢辦事處，直接負責全臺灣 368 個基層行政區域（226 鄉、61 鎮、32 縣轄市及 49 個市

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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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臺灣農會與其組織區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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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臺灣農會與地形高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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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農會組織特性之分佈情形 

 

一、農會固定資產額 

圖 4.3 與圖 4.4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固定資產額的分佈情形。由圖 4.3 可知，大

部分農會的固定資產介於 0~60 億元間，但有 30 多間農會的資產額則在 100 億元

以上。由圖 4.4 可知臺灣農會的固定資產額都在億元以上，其中臺北、臺中與高雄

三大都會區的農會固定資產尤其雄厚，相對來說其他地區的農會資產就顯得較為

薄弱。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1319 （p < 0.05）表示農會的

固定資產額並非隨機分佈，而且具有顯著的空間聚集現象，但鄰近農會彼此影響

的相關程度並不高，表示農會所擁有的固定資產差異與其分佈位置雖然有相關

性，但僅為低度正相關。 

 

 

 

圖 4.3 農會固定資產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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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農會固定資產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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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會員工數目 

圖 4.5 與圖 4.6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員工數目的分佈情形。圖 4.5 可知，幾乎所

有農會的員工數目都在 100 人以下，僅有少數農會能聘用較多的員工，可見基層

農會組織規模並不大，大致相當於中小企業的規模。而從圖 4.6 可以看出臺北都會

區有幾個員工數較多的農會聚集。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3286 

（p < 0.05）表示農會的員工數目並非隨機分佈，而且具有顯著的空間聚集現象，

表示儘管各地農會的員工數目都不多，但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農會將會受到鄰近

農會的影響，聘用數目接近的員工，具有中度正相關性。 

 

 

 

圖 4.5 農會員工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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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農會員工數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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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目 

圖 4.7 與圖 4.8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目的分佈情形。由圖 4.7 可

知，所有農會的資訊部門員工數目大多在六人以下，甚至大多數農會並沒有設立

資訊部門，即使設立也僅有相當少數的員工，可見基層農會組織分配於資訊方面

的專人並不多。另由圖 4.8 也可以看出資訊部門員工較多的農會多聚集在臺北、臺

中與高雄三大都會區，可見各農會能夠提撥給資訊部門的資源並不平均，且受到

地理位置的影響。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2213（p < 0.001）

表示農會資訊部門的員工數目並非隨機分佈，而且具有顯著的空間聚集現象，儘

管各地農會對資訊部門投注的人力相當少，但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農會將會受到

鄰近農會的影響，而對資訊方面較為投入，但僅為低度正相關。 

 

 

 

圖 4.7 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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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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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會正會員比例 

圖 4.9 與圖 4.10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正會員比例的分佈情形。正會員比例較高

的農會表示其主要服務對象仍是農民居多，偏向「鄉村型農會」，正會員比例較低

的農會服務對象則會有較多贊助會員，因此偏向「都市型農會」。由圖 4.9 可知，

多數農會的正會員比例在 60%以上，表示大多數農會仍是以務農為主的農民為主

要服務對象，轉型為都市型農會者較少。由圖 4.10 則可以看出儘管有部份偏向都

市型的農會集中在臺北、臺中與高雄都會區，但也只佔較少部份的比例，表示在

都市地區也仍然有農民需要農會提供服務。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4466（p < 0.05）表示農會正會員的比例並非隨機分佈，而且具有顯著的空

間聚集現象，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農會將會受到鄰近農會的影響，因地理位置的

不同而偏向鄉村型或都市型農會，且具有中度正相關性。 

 

 

 

圖 4.9 農會正會員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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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農會正會員比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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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 

 

一、農戶佔總家戶數比例（從農比例） 

圖 4.11 與圖 4.12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之組織區域內農戶佔總戶數比例的分佈情

形，農戶佔總戶數比例較高的地區表示其農業家庭較多，是仍以農業為主要產業

的地區。由圖 4.11 可知，多數地區的農戶比例其實都不高，仍以農業為主的區域

農戶比例則落在 20~50%範圍內，且分佈範圍較為集中。由圖 4.12 則可以看出臺

北、臺中與高雄三大都會區的農戶比例多已低於 10%，大部分農戶是分佈在中南

部與山地區域。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 5839（p < 0.05）表示

臺灣各地的農戶比例並非隨機分佈，而且具有顯著的空間聚集現象，地理位置較

為接近的農會組織區域將會受到鄰近區域的影響，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

距，且空間自相關係數達 0.5839，為中度正相關。 

 

 

圖 4.11 農戶佔總家戶數比例（從農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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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農戶佔總家戶數比例（從農比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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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農戶比例 

圖 4.13 與圖 4.14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之組織區域內專業農戶比例的分佈情形，

專業農戶佔總戶數比例較高的地區表示其農業家庭是以務農為主要生計，存在較

少的兼業現象。由圖 4.13 可知，臺灣各地的專業農戶比例都不高，僅有少數地區

高於 40%，大多地區介於 10~40%之間，表示大多農民並非僅靠務農維生，多仍另

外兼職其他副業。而從圖 4.14 則可以看出目前在中南部地區還是有較多的專業農

民，表示農業在中南部仍是相當重要的產業。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 5300（p < 0.05）表示臺灣各地的專業農戶比例並非隨機分佈，而且具有顯

著的空間聚集現象，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農會組織區域將會受到鄰近區域的影

響，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距，且空間自相關係數達 0.5300，具有中度正相

關性。 

 

 

圖 4.13 專業農戶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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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專業農戶數比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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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戶主要經營型態數 

圖 4.15 與圖 4.16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之組織區域內農戶主要經營型態數分佈情

形。目前臺灣農戶主要經營型態可分為：販賣型、自給型及未經營三種類型。本

研究先計算出各經營型態在各地區所佔家數之比例，若高於 30%便設定此經營型

態為當地主要經營方式之一，因此各地區可能會出現 1~3 種主要經營型態。但整

理之後發現，各地區的主要經營型態只有「1 種和 2 種」兩類。由圖 4.15 可以看

出：有 1 種主要經營型態的地區佔 12%、有 2 種主要經營型態的地區則佔 88%，

而沒有出現其他的情形。由圖 4.16 則可以發現北部地區出現 2 種主要經營型態的

機會較高，可能與當地經濟條件有關。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2475（p<.001）表示臺灣各地的主要經營型態並非隨機分佈，具有空間聚集現象，

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農會組織區域會受到鄰近區域的影響，但僅為低度相關。 

 

 
圖 4.15 農戶主要經營型態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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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農戶主要經營型態數分佈圖 

 

 

 

農戶主要 
經營型態數 

1 種 
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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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戶主要農產物種類數 

圖 4.17 與圖 4.18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之組織區域內農戶的主要農產物種類分佈

情形。本研究先計算出各種農產物在各地區所佔家數之比例，若高於 30%便設定

此經營種類為當地主要農產物之一，因此各地區可能會出現 0~3 種主要農產物。

但整理之後發現，各地區的主要農產物多為「1 種和 2 種」兩類。由圖 4.17 可以

看出：僅有一種主要農產物的地區佔 87%、兩種主要農產物的地區則佔 13%，而

沒有出現無主要農產物或 3 種主要農產物的情形。由圖 4.18 則可以發現中南部地

區出現 2 種主要農產物種類的機會較高，可能與氣候較溫暖或地勢平坦有關。此

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0240（p > 0.05）表示臺灣各地的主要農

產物種類接近隨機分佈，不具有空間聚集現象，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農會組織區

域並不受到鄰近區域的影響，不具有空間相關性。 

 

 
圖 4.17 主要農產物種類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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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主要作物種類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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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農會資訊化程度 

農委會自民國 90 年起，於 3 年內補助完成全省 344 個各級農漁會網路基礎建

設，並建立連結網際網路機制、開發共用軟體，便於網際網路的運用與電子商務

的推動（廖耀宗，2004），因此絕大部分農會已具有基本網路設備與共用軟體系統。

但依據王振軒與趙忠傑（2006）的研究，認為最基本的資訊化應討論是否有充足

的電腦設備與網路，其次是否有適合組織使用的軟體，以及組織成員是否具備資

訊應用基礎知識。因此本研究在此以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及農會人員電腦

操作能力為探討農會資訊化程度之主要研究變項。 

 

本研究首先對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及農會人員電腦熟練程度進行相關

分析，結果如表 3.2 所示：兩變項之相關性達顯著水準（p < .05），然而相關係數

為 0.15775，僅為低度正相關，但表示此兩變項所表現出的資訊化程度是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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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 

圖 4.19 與圖 4.20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的分佈情形。人機

比例較高的農會表示其基本硬體資訊設備較充足、資訊化程度較高。但由圖 4.19

可知，臺灣各農會的人機比例多在 0.6 以下，表示基層農會中大約每兩位員工才分

配到使用一台電腦。而從圖 4.20 則可以看出，人機比超過 0.6 的農會多出現在臺

北、臺中與高雄都會區，但即使在都會區中也不是多數，表示臺灣農會在電腦資

訊設備的準備普遍不多。而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值為 0. 1914（p < 

0.05）表示農會人機比例並非隨機分佈，且具有顯著的空間聚集現象，同時地理位

置較為接近的農會將會受到鄰近農會的影響，購置數量相當的資訊設備，但空間

自相關係數為 0.1914，僅為低度正相關。 

 

 

 

圖 4.19 農會人機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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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農會人機比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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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 

圖 4.21 與圖 4.22 表示臺灣基層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在熟練以上的農會人員

百分比分佈情形，人員電腦操作能力較高的農會表示其整體人員在資訊應用能力

較為熟練、資訊化程度較高。由圖 4.21 可知，目前臺灣各農會組織人員在電腦操

作能力上達熟練者比例大多在 50%以上，表示臺灣農會人員大多對於電腦操作熟

練度尚可，不至於在電腦設備發生問題時沒人能處理。而圖 4.22 可以看出熟練電

腦操作者較多的農會並沒有特別的聚集分佈情形，而此變項之空間自相關指數：

Moran’s I 值為 0. 0508（p > 0.05），則表示農會整體的電腦操作能力並不因為農會

地理位置的差異而受到影響，沒有顯著的空間聚集現象，反而偏向隨機分佈的狀

態。  

 

 

 

圖 4.21 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達熟練者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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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達熟練者比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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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影響農會資訊化程度因素之空間迴歸模型 

 

基於本章前面章節的探討，可以發現依變項具有共變情形。因此本研究進一

步由「農會人機（電腦/員工）比例」以及「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兩個方面分

析農會的資訊化程度。農會人機（電腦/員工）比例表示農會所具備的基本資訊化

設備，而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則表示農會對於資訊設備的應用能力。在空間迴

歸模型中將採用 8 個自變項：農會固定資產、農會員工數目、農會資訊部門員工

數目、農會正會員比例、農戶數比例、專業農戶比例、農戶主要農產物類型、農

戶主要經營型態；以及 2 個依變項：農會電腦/員工比例（人機比）、人員電腦熟練

程度。分析順序為： 

(1) 先以一般迴歸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模型）進行解釋預測。 

(2) 評估 OLS 模型之適配度。指標係數為：R2（以最小平方法估計）、Akaike info  

criterion、Schwarz criterion、F 值與 p 值。 

(3) 檢視模型殘差(Residual) 的 Moran’s I 的空間聚集現象。 

(4) 再以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 模型）進行解釋預測。 

(5) 評估 SLM 模型之適配度。指標係數為：R2（以最大概似法估計，故僅作為參 

考用）、Akaike info criterion、Schwarz criterion。 

(6) 檢視模型殘差(Residual) 的 Moran’s I 的空間聚集現象。 

(7) 再以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 模型）進行解釋預測。 

(8) 評估 SEM 模型之適配度。指標係數為：R2（以最大概似法估計，故僅作為參

考用）、Akaike info criterion、Schwarz criterion。 

(9) 檢視模型殘差(Residual) 的 Moran’s I 的空間聚集現象。 

(10) 判斷以何種模型進行解釋較為合適，並解釋結果。 

依照此分析順序進行分析之結果如表 4.1 與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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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之迴歸模型 

依變項（Y）：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 

研究變項 OLS  SLM  SEM  

X1：農會資產（億） 0.0001  0.0002* 0.0002* 

X2：農會員工數（人） -0.0043** -0.0040** -0.0040**

X3：資訊部門員工數（人） 0.0267** 0.0254** 0.0259** 

X4：農會正會員％ -0.0913  -0.0788  -0.0826  

X5：農戶佔總家戶數％ 0.0001  0.0004  0.0005  

X6：專業型農戶％ -0.0002  -0.0004  -0.0006  

X7：地區主要農產物種類數 -0.0033  0.0007  -0.0023  

X8：地區主要經營型態數 0.0006  0.0050  -0.0059  

R2 0.3351  0.3685  0.3571  

ρ 0.2232**

λ 0.2060* 

F 15.5577  

P 1.68947e-018  

N 256  256  256  

Moran’s I (Residual) 0.0965* 0.0081  0.0273  

Akaike info criterion -194.385  -199.623  -200.697  

Schwarz criterion -162.478  -153.536  -168.790  

** p<.01   * p<.05 

 

    本研究在探討影響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之因素時，首先應用一般迴歸

模型（OLS）進行分析，發現其解釋力（R2）達 33.51%，Akaike info criterion 與 

Schwarz criterion 分別為 -194.385 與 -162.478，F 值為 15.5577（p < 0.05）表示此

模型可用以解釋農會人機比例（電腦/員工），並且有 2 個研究變項達到顯著水準，

分別是：農會員工數與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若使用此模型解釋農會人機比例（空

間自相關係數 Moran’s I=0.1914）之變化，其殘差值分佈之空間自相關係數 Moran’s 

I 將只殘留 0.0965（p < 0.05），還未達到隨機分佈，表示此 OLS 迴歸模型可解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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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的變化情形，但仍未能完全解釋農會人機比例之空間聚集現象。 

若再進一步使用空間延遲模型（SLM）進行空間迴歸分析，SLM 模型的解釋

力（R2）可提昇到36.85%，Akaike info criterion 與 Schwarz criterion分別為 -199.623 

與 -153.536，模型適配度優於 OLS 模型，且發現有 3 個研究變項達顯著水準，分

別是：農會資產、農會員工數與資訊部門員工數。使用此模型解釋農會人機比例

（空間自相關係數 Moran’s I=0.1914）之變化時，其殘差值分佈之空間自相關係數

Moran’s I 將只殘留 0.0081（p > 0.05），並且達到隨機的分佈情形，表示將依變項

（農會人機比例）的自相關現象加入迴歸式的 SLM 模型會比 OLS 模型更適合用

來解釋農會人機比例的變化情形，也代表各農會的人機比例會受到鄰近農會的影

響，購置與人員數較一致的電腦數量。 

本研究進一步考慮解釋模型中具有研究中未能找到空間影響因素，即運用空

間誤差模型（SEM）來進行空間迴歸分析，SEM 模型的解釋力卻（R2）下降為

35.71%，但 Akaike info criterion 與 Schwarz criterion 分別為-200.697 與 

-168.790，模型適配度優於 OLS 與 SLM 模型，在模型中達到顯著水準的研究變項

仍然為 3 個，分別是：農會資產、農會員工數與資訊部門員工數。此模型殘差值

分佈的空間自相關係數雖增加為 0.0273，但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在解釋農會的

人機比例時，SEM 模型較為適合。 

    

 

 

 

 

 

 

 



 
 

57 
 

表 4.2 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之迴歸模型 

依變項（Y）：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 

研究變項 OLS  SLM  SEM  

X1：農會資產（億） 0.0036  0.0033  0.0035  

X2：農會員工數（人） -0.1252** -0.1228** -0.1184**

X3：資訊部門員工數（人） 1.6664** 1.6338** 1.5485**

X4：農會正會員％ -8.8720  -8.8390  -8.4981  

X5：農戶佔總家戶數％ -0.0036  -0.0143  -0.0107  

X6：專業型農戶％ -0.0592  -0.0546  -0.0434  

X7：地區主要作物種類數 -4.0989  -4.0670  -4.0607  

X8：地區主要經營型態數 1.1487  1.0155  0.8783  

R2 0.0455  0.0537  0.0499  

ρ -0.1095  

λ -0.0818  

F 1.4721  

P 0.1679  

N 256  256  256  

Moran’s I (Residual) 0.0349  0.0003  0.0097  

Akaike info criterion 2281.15  2281.54  2280.29  

Schwarz criterion 2313.06  2316.99  2312.19  

** p<.01   * p<.05 

 

另一方面，本研究同樣依循前述方式探討影響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的因

素，首先分析農會人員的電腦操作能力，投入 OLS 模型之後卻發現其解釋力其解

釋力（R2）僅有 4.55 %，Akaike info criterion 與 Schwarz criterion 分別為 2281.15 

與 2313.06，但此模型之 F 值僅有 1.4721，表示此模型在解釋農會人員的電腦操作

能力的效果不佳，儘管仍有 2 個變項：農會員工數、資訊部門員工數達到顯著水

準，仍不適合用來解釋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之變化。 

若再進一步使用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 模型）進行空間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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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SLM 模型的解釋力（R2）則可些微提昇到 5.37%，Akaike info criterion 與 

Schwarz criterion 分別為 2281.54 與 2316.99，模型適配度較 OLS 模型為差，但亦

有 2 個研究變項達顯著水準，分別是：農會員工數與資訊部門員工數，但模型適

配度、解釋力皆太低，不適合進行推論。 

假如更進一步考慮解釋模型中具有本研究未能找到空間影響因素，即運用空

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 模型）來進行空間迴歸分析，SEM 模型的

解釋力卻下降至 4.99%，Akaike info criterion 與 Schwarz criterion 分別為 2280.29 

與 2312.19，略為下降，表示 SEM 模型的適配度較 OLS 與 SLM 為優，而在模型

中達到顯著水準的研究變項仍然為 2 個，分別是：農會員工數與資訊部門員工數。

但模型適配度、解釋力皆仍太低，同樣不適合進行推論。 

 

第六節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整理 

    本研究嘗試以空間探索分析方式探討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農會組織特性與

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的空間分佈情形，及此三個研究變項與鄰近農會對農會

組織資訊化程度的影響，茲將研究實證結果詳列整理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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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1、研究變項空間分佈情形  

假設 1-1：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之空間分佈情形為聚集分佈 部份成立（農會人員電腦

操作能力為隨機分佈）

假設 1-2：農會組織特性之空間分佈情形為聚集分佈 成立 

假設 1-3：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之空間分佈情形為聚集分佈 部份成立（農戶主要農作

物種類數為隨機分佈）

2、農會組織特性部份  

假設 2-1：農會固定資產越多，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部份成立（農會人機比）

假設 2-2：農會員工數目越多，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成立 

假設 2-3：農會資訊部門員工數目越多，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成立 

假設 2-4：農會正會員比例越高，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不成立 

3、農會所在地區農產業特性部份  

假設 3-1：農會所在地區從農比例越高，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不成立 

假設 3-2：農會所在地區農戶專業比例越高，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 不成立 

假設 3-3：農會所在地區農戶主要農作物越複雜，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

越高。 

不成立 

假設 3-4：農會所在地區農戶主要經營型態越複雜，農會組織資訊化程

度越高。 

不成立 

4、鄰近農會影響力部份  

假設 4-1：農會相鄰之各農會組織資訊化程度越高，其本身資訊化程度

越高。 

部份成立（農會人機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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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嘗試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發掘影響農會組織資訊化的因素，並探究農會

的空間分佈位置對研究變項可能造成之影響，結果發現，對於「農會人機比例」

來說，農會組織特性中的「農會資產、農會員工數與資訊部門員工數」這三個因

素會對其造成影響，而農會所在區域的產業特性方面則無影響，但鄰近農會的資

訊化程度則會對各農會的資訊化程度造成影響，且可能仍有其他具有空間聚集現

象的影響因素未被發掘，故使用 SEM 模型（考慮農會人機比例本身的空間自相關

現象）會得到較合適的結果。 

在農會組織特性的影響因素方面，農會固定資產代表著農會組織本身保有之

經濟基礎，研究結果發現資產額越高的農會，將會設置較多的電腦設備，對於農

會的資訊化程度具有正面的影響。而資訊部門員工數則反映農會能夠投注於資訊

方面的人力與財力，當農會能夠提供越多的資源來建設資訊部門，其基礎電腦設

備自然會較多，因此對於資訊化程度當然有正面的影響。此二變項說明組織所擁

有的資源與其資訊化程度確實有正向關係，符合過去相關研究的論點（如：蔡明

田、張淑昭、施佳玫，2004；Greenan & Mairesse, 2001）。然而，員工人數通常代

表組織結構的大小與複雜度，因此員工人數越多，相對就會有更多人分享電腦設

備的使用權，所以對於農會的資訊化程度來說反而有負面的影響。由此可見，組

織規模大小雖然與組織資訊化程度有正向關係，但在農會系統中，要提供足夠的

電腦設備給所有員工是困難的，因此員工數量越多，資訊化程度卻未能相對提高。

此外，由空間迴歸分析發現，鄰近農會之間的電腦設備數量會相互影響，可能是

鄰近農會彼此較緊密的資訊交流互動，使得相鄰農會在資訊化程度特性方面相互

學習或模仿，因此得到較為接近的結果。因此，所以在探討農會的特性時，建議

應該要額外考慮可能具有空間關係的特別現象。 

    另一方面，在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的分析方面，本研究則發現了組織成員

的資訊能力並不會受到所在空間位置的影響，而是與組織本身的特質較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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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例如農會的員工數目越多，則農會人員的電腦操作能力會下降，可能因為難

以使每個員工都接受電腦的相關訓練。另一方面，當資訊部門員工數較多的時候，

農會人員的電腦操作能力則會上升，這可能因為有資訊部門的農會便有較多資訊

專才可以提供電腦操作訓練，隨時給予及時指導，或表示這些農會對於資訊化投

注較多心血，因此資訊化程度較高。 

此外，本研究的結果亦可看出農會的基本資訊化情況與政府願意重視的程度

息息相關，農委會自民國 90 年起的 3 年補助計畫，確實使各基層農會在網路以及

管理軟體方面不虞匱乏；但就農委會自 90 年之後的農業資訊化政策偏向電子商務

（產品銷售網站）方面，卻忽略了最基礎的資訊科技硬體設備建設與相關人員的

訓練，目前農會人機（電腦/員工）比例及農會人員電腦操作能力兩方面則出現不

夠充足的情況，需要政府與農會組織本身多加重視。 

    綜合而言，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大抵能夠了解農會組織特性、當地農產

業特性與地理空間位置對於農會資訊化程度之影響關係，更可以看出農會在資訊

化設備與人力方面的不足，也呼應過去研究曾提出：政府應協助企業組織投資資

訊與通訊科技設備，並更重視資訊通訊人員的訓練與培養，在大力鼓吹業界投資

自動化、資訊化設備之時，也應協助訓練相關人員（王小惠，1999）。而本研究或

許可以充作政府主管單位或農會本身在進行資訊相關經費挹注或訓練投資之參

考，進而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昇農會資訊化程度，有效地利用資訊與網路科技，

使農會能提供農民更佳且更有效率的服務。 

    在研究限制方面，礙於本研究使用二手資料與許多政府統計資料，在部份農

會與組織區域資料上有闕漏或無法完全對應的現象，因此在資訊化程度指標方面

未能做更深入的探討與分析，尤其是對農會的資訊化程度僅能處理電腦設備、軟

體設備、網路設備、網站建置與人員操作能力等最基本的資訊化指標。此外，由

於目前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暫時無法考慮離島的影響，地理區域面僅涵蓋臺灣本島

的部份，因此能夠解釋的範圍與變化程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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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研究方面，本研究提供了農業組織研究方面一個較新的取徑，當運用

地理資訊系統俯瞰整個區域的變項分佈，可以將視角拉遠離組織內部的微觀思

考，進而運用較宏觀的空間整體分佈情形作研究。另外也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自

行建立較深入的資訊化指標，或針對組織做深入訪談與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

比對目前既有研究的結果，統合完整後再建置較完善的獨立問卷與調查研究，應

能獲得更適於農會組織資訊化研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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