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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提高市場調查的分析後的準確度，在實施合適的市場調查方案上就必須非常嚴謹

並審慎地考量。另外，在獲取龐大的資料後還得要謹慎地整理每一份可能取自不同來源

的問卷數據。隨著嚴謹且繁複的研究程序施作市場調查活動，常用的問卷調查法變得需

要耗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時間來做數據整理。因此，基於提高市場調查與統計分析的效

率，同時讓市場調查與統計分析能更容易實施，本研究建立一基於問卷調查的市場調查

與統計分析整合系統。 

本市場調查與統計分析系統包含問卷蒐集 App、問卷客製化設定檔、問卷資料庫以

及統計分析系統。本系統可提高資料蒐集及統計分析的效率，降低資料蒐集過程可能產

生的人為錯誤。並能在系統分析之後，給予研究人員即時的建議，以掌握目標客群的需

求。 

 

關鍵詞：市場調查、統計分析、Android App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arket Research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must 

to be very strict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ppropriate market 

research program. In addition, since questionnaire data may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the 

acquisition of huge information has to be carefully sort. With strict and complicated research 

program facilities for market research activities, it takes a lot of resources and time to do the 

data processing of the common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thus is to build a  

Therefore,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integrated system for market research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hich is questionnaire survey-based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research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Keywords: Market Investig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roid App 

                                                 
1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2金永豐珠寶業務專員 

 本研究獲南華大學 103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管理科學研究 Vol.11, No.1, 2017 

 

- 58 -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調查研究為社會科學領域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政府與民間也經常利用這種方法進

行資料收集與研究。調查研究法為透過抽樣設計來尋找事實，以探討社會現象諸多變數

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利用問卷、訪問或是觀察之技術，對所抽出之樣本蒐集所需資料，

以探求變項的現況或變項間關係。傳統的調查方法包含郵寄、傳真、電話、面訪等，目

前絕大部分的市場調查多以人工發放紙本問卷的方式來取得。而回收紙本問卷資料之後

並不代表就已經獲得能夠被統計分析的數據，其中還需要經過以人工方式篩選無效問卷

的步驟，再將紙本資料鍵入電腦系統，以利接下來的統計分析作業，其中包括基本的再

次篩選無效問卷和遺漏值驗證。由於科技的進步，使用 email、網路等方式也使資料取

得更為快速。隨著通訊成本逐漸降低，雲端運算逐漸成熟，多元型態的應用程式出現，

行動設備的普及使行動電話與平板電腦平台更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與通訊時間，因此

使資料的取得更能瞬間達成。 

Android 系統是目前在行動設備中最受歡迎、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平台之一，其應用

為各行各業帶來了新的機會與挑戰。雖然已有若干著名的範例如：常用入口網站服務

Microsoft MSN、辦公室軟體 Office Suite、網路通訊軟體 Skype、Yahoo Messenger 等陸

續移植到 Android 平台上，然而不同的使用者對這種新的應用模式仍各有不同的認知與

詮釋，從服務導向架構與實際應用等層面對科技與生活進行剖析，絢爛繽紛的 Android

平台依然是百家爭鳴的戰場。 

本研究目的在於建立起一套基於問卷調查法的市場調查與統計分析整合系統，此系

統包含容易使用的平板電腦問卷蒐集 App、問卷客製化設定檔、問卷資料庫以及統計分

析系統 App。使用該整合系統，能讓使用者從資料蒐集到資料分析，皆可手機或平板電

腦的 Android 平台完成。 

 

2. 文獻探討 

2.1 資訊系統 

系統是由許多相關的要素與處理程序所組成的一種組織體，它是泛指各種應用系統，

例如交通捷運系統、辦公室電腦系統。資訊系統是指記載、保存各種活動的資料，並加

以整理、分析、計算，以產生有意義、有價值的資訊，以做為企業制訂各項決策與行動

的依據。Gartner公司調查報告指出(Whitney 2010)：2010年全球資訊科技投資將達到 3.4

萬億美元，電腦硬體支出方面佔 3310億美元，軟體支出則佔 2310億美元，同時全球資

訊科技支出與全球經濟整體局勢具有高度的連動關係。 

在實際應用上，Davis、Olson(1985)認為資訊系統一般的使用者概略可分為下列三

大類：(1)直接使用者(Direct User)，與資訊系統有直接互動關係者；(2)間接使用者(Indirect 

User)，有管理功能的主管，但他們與系統之間的互動是藉由部屬協助完成；(3)獨立使

用者(Autonomous User)，為擁有電腦技能而且能夠發展及自主使用資訊系統的使用者。 

資訊系統依使用對象層級可分為策略階層、管理階層、知識階層及操作階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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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系統主要的使用對象是作業現場第一線工作人員，它提供第一線工作人員組織基本

活動與交易的資訊，主要目的在於回答例行性常見問題，並記錄組織內的各項基本交換

資訊。此一層級的資訊系統主要目的在蒐集每天例行的資料，是企業內部基礎的系統。

知識階層所使用的資訊系統主要是給予組織內知識及資料工作人員支援，目的在協助企

業進行文件的管理、新舊知識的整合，此系統為企業中成長最快的一種應用系統。管理

階層系統的目的在於協助從事組織的決策與管理的中階主管，它提供企業的定期報表做

為決策的實行依據。策略階層系統則為協助高階主管處理策略性議題，同時因應公司未

來內部或外部變化，擬訂企業長期策略方向。 

學者 Hornik et al.(2003)在探討 IS 提供者的溝通技巧對資訊系統專案管理影響的研

究中，亦將相關成員區分為：一般使用者(IS Users)、資訊部門人員(IS Staff)、與資訊系

統管理者(IS Managers)，此共三類來進行研究分析。由上述文獻探討可得知，在傳統上

對於資訊系統的定位區隔是依據當事人在活動中所擔任的職務、工作的特性或扮演的角

色，以這種方式做的評估恐將過於主觀。同時不同層級或部門的使用者對滿足資訊系統

功能的認定上也有差異，也因此使得評估的工作往往因為不同的人或單位而產生迥異。

有鑑於此，系統開發人員須審慎評估與比較不同者用者的觀點及系統使用者的感受，因

其對於提升資訊系統品質和滿意度以及系統的實用性而言非常重要。同時由於資訊科技

的日新月異，各行各業均已經邁向資訊化作業，資訊化已經成為眾多企業之間經爭的最

基本門檻。但唯有資訊化，仍無法讓企業維持競爭力，尚需擁有精準符合企業需求的資

訊系統設計，方能確實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2.2 Android App 

Android 為目前智慧型行動裝置當中市占率最高的平台，且 Android 作業系統是完

全免費開放的，任何廠商都不須經過 Google 和開放手持設備聯盟的授權就能夠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並且可以自由地發揮出自己的創意打造出各式各樣的設備和應用程

式。全世界的 Android 應用程式開發人員還可以透過 Google官方的 Google Play來販售

作品，或提供自己的作品讓使用者免費下載，這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使用到自己所

開發的應用程式軟體。 

Android 系統架構由五個部份組成，包含應用程式(Applications)、應用程式架構

(Application Framework)、函式庫(Libraries)、Android 執行環境(Android Runtime)與 Linux

核心(Linux Kernel)。Android提供了一個方便與容易的開發環境，可以讓開發者盡情發

揮所有的創意。不論是想要開發一個自己使用的應用程式，或是想要上傳到 Google Play

分享給全世界廣大的使用者，對開發人員而言 Android 可以帶來完全不一樣的體驗與樂

趣。為了提供一個方便與容易的設計架構，Android 需要一個畫面時，僅需要撰寫一個

「Activity」元件，它也是 Android 應用程式最基本與常用的元件。在使用者啟動一個應

用程式以後，第一個出現的畫面就是一個 Activity 元件，此為應用程式的主元件(Lee, 

2012)。 

App 泛指相對輕量級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主要在移動式平台上運行，如 iPhone

和 Android 手機(Mandel, 2012)。Android 內已提供了一些日常使用的核心應用程式，例

如瀏覽器、日曆、連絡人等，所有的應用程式都是使用 Java程式語言所開發。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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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發者能夠使用核心應用程式所使用的 APIs，如此一來便能實行程式碼的重覆使用，

提高開發效率。以 Java程式語言來說，這代表著系統已提供了許多實作好的類別(Class)，

我們只要去宣告一個類別物件，並呼叫適當的方法，即可利用類別所提供的功能，此一

設計的應用程式架構大幅降低了開發者在開發應用程式時所需要的時間。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時，可使用 Google 所提供免費而且跨平台的軟體開發套件 Android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來協助。另外，還需要整合開發環境 IDE，例如 Google

自身開發的 Android Studio，或者多數開發者較為熟悉的 Eclipse。然而，這些軟體都可

免費在網路上取得，因此也使得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的門檻大幅地降低。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系統開發內容包含平板電腦問卷蒐集 App、問卷客製化設定檔、問卷資料庫

以及統計分析整合系統，系統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系統架構圖 

 

3.2 開發環境與平台 

本研究的系統開發主要方式是以 Java程式語言，撰寫一問卷調查的市場調查與統計

分析整合系統之 Android App。並採用 Oracle 公司的 Java SE Development Kit 8,以及

Google公司的 Android Studio 1.1.0, 和 Android SDK r24.1.2 版本作為統計分析整合系統

的建構工具，開發基於 Android 系統版本 4.4.4 以上的統計分析整合系統 App。Java 技

術是一種高階的物件導向的編程語言，同時也是一個平台。Java 程式語言兼具解釋型

(Interpreted)與編譯型(Compiled)的特性。解釋在每次運行程式時都會進行，而編譯只進

行一次。編譯後的程式碼碼採用一種針對 JVM 優化過的機器碼形式展現；直譯器為 JVM

的實現。 

整合系
統 

平板電腦問卷 

蒐集App 

問卷客製化 

設定檔 
問卷資料庫 

整合系統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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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是一種以 Linux 為基礎之作業系統平台，Android SDK 提供必要的應用程

式開發工具，用以使用 Java語言在 Android平台上開發應用軟體。Google為了能讓 Linux

在行動裝置上良好的運作，因此擴充 Android 執行作業環境和應用程式開發平台，並將

其軟體架構採用分層設計概念，可減少每一層之間的相依性，便於獨立開發及除錯問題

等。Android Studio 為 Google I/O開發者公布之開發工具，其開發速度快、更具生產力，

Android Studio 提供了其他開發工具沒有的「初次安裝嚮導」，用以為開發者更方便的安

裝 Android SDK、設置環境、建立模擬器，還提供開發範本與開發指南。Google並引進

IntelliJ IDEA 的智慧程式編輯技術，可實現自動程式完成、重構、程式分析等功能。另

外還提供可讓所有 App 使用的字串編輯器，該編輯器可以將任意專案裡面程式碼的字串

提取出來並進行分析。本研究所建立之系統即使用 Android Studio 開發，其開發介面如

圖 2所示。 

 

 
圖 2 系統開發介面 

 

4. 系統開發 

4.1 問卷蒐集App 

市場調查研究的第一個步驟為資料的蒐集，本研究因強調所有過程在 Android 平台

完成，因此本系統開發後的第一個操作階段即為使用 App蒐集問卷。本階段將紙本問卷

以人工方式發放調查，並在發放後手動輸入電腦的流程簡化，同時提升類比問卷轉換成

數位資料的效率，也將人為錯誤產生的機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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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系統改善流程圖 

 

問卷輸入介面、操作流程簡單易懂，亦容易輸入。問卷的設計考量到填答者可能發

生遺漏值的問題，因此設計彈性設定該題項若是為必答而未答，則會彈出示意視窗。相

關畫面如圖 4所示。 

 

    

圖 4 問卷蒐集 App操作畫面 

 

4.2 問卷客製化設定檔 

本系統建立問卷蒐集 App之問卷客製化設定檔，以及完備的問卷設定檔規範與標籤

識別系統。此問卷客製化設定檔為一通用純文字文件，用以設定問卷標題、問卷說明、

基本資料問項、問卷蒐集 App 各構面及問項，並可在問卷調查所使用的平板電腦中，隨

時編輯此設定檔更改平板電腦問卷蒐集 App中的設定，或隨時增修問項。 

設計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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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紅色虛線為本研究改善一般問卷調查法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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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問項數量的增減為問卷蒐集 App自動偵測，不用擔心空白問項造成獲取的數

據資料產生偏誤。相關檔案路徑，與問卷內容編輯畫面如圖 5所示。 

 

 
圖 5 問卷客製化設定檔儲存路徑 

 

  
圖 6 問卷客製化設定檔與導入問項後畫面 

 

4.3 問卷資料庫 

問卷資料庫將平板電腦問卷蒐集 App所得到的問卷數據，以矩陣方式儲存在平板電

腦記憶體中，並轉換為符合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匯入規範，以及 SPSS 匯入規範的檔

案，用以在後續執行進一步統計分析時，能夠直接匯入平板電腦問卷蒐集 App所獲取的

問卷數據進行分析。系統設定在問卷完成按下結束的同時，問卷結果便立即儲存於資料

庫，然而每一次新增問卷都會依照填答的排序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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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問卷資料庫內容 

 

4.4 統計分析整合系統App 

為了讓問卷調查人員能夠在不使用電腦統計軟體的情況之下，可立即就現下情況所

獲取的即時問卷數據進行初步分析，本研究包含了統計分析整合系統 App。 

統計分析整合系統 App 能即時運算獲取的數據資料，並將分析結果以淺顯易懂的數

據表、數據圖等方式展現。可提升市場調查之效率，協助策略人員更快速做決策，或者

針對現有決策做修正。本系統之設計包含次數分配表、比例圖、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

參數。並將所有運算結果以美觀易讀之圖形呈現數據表、數據圖，相關結果輸出畫面如

下圖所示: 

    

圖 8 統計分析整合系統 App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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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本系統能使得資料蒐集過程以及統計分析的效能有效提高，並降低資料蒐集過程可

能產生的人為錯誤。同時本系統可以在平板電腦問卷蒐集 App取得問卷數據之後，立即

於平板電腦中的統計分析整合系統做初步的市場調查分析，使決策者能迅速獲得掌握目

標客群需求的方向，同時進一步滿足客戶真實需求。 

由於系統開發時，使用通用純文字文件作為問卷客製化設定檔的存檔格式，因此若

要進行針對每一不同問卷調查研究的客製化設定，或者在調查過程之中需要對問項內容

作即時修改，都非常容易直接在平板電腦或者智慧手機上實行。此一做法能顯著的降低

在做問卷調查過程中對於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等大型電子設備的需求，能顯著提升

方市場調查分析的便利性與效率。 

此外系統的開發符合 MVC 模式(Model-View-Controller)規範，因此本系統可以更容

易進行程式原始碼的除錯與維護，或者經由小幅度修改程式原始碼即能增加更多不同類

型的豐富功能。除此之外，還能藉此更容易符合各種不同需求的問卷調查法使用，此一

開發方式讓系統能在後續新功能的擴展以及舊有功能的維護上均有更優良的延續性。 

由於目前以網路即時傳輸、交換資料已經是各種系統開發必要的趨勢，同時也是各

行各業為了在這迅速運作的競爭場上保持優勢的必備元素。如在未來的研究之中能夠對

本系統增加網路即時傳輸、交換資料的模組，相信對於讓管理者及時下達決策反應市場

動態的精準度能夠有效提升，藉此達到迅速分析、快速反應與提升企業決策之效能的理

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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