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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科技準備度探討會員藥局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之研究探討，

在研究中透過統計分析軟體 SPSS 23.0 及 AMOS 23.0 版本來進行本研究假說驗證。

研究方法方面採取便利抽樣法對 312 位藥局會員進行本研究問卷測量，問卷回收扣

除無效問卷得到 298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率達 95.5%。在以敘述性統計、獨

立樣本 t 檢定分析、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做探討。研究結果顯示：樂

觀性、創新性、不適應性及不安全性對使用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不同年齡、教育

程度、居住地、婚姻狀況及平均月消費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具有顯著差異。

期未來透過本研究所發現之結果，提給藥局在經營線上購物平台之參考佐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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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willingness to use online pharmacy platforms for pharmacies 

with membership system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readiness. SPSS 23 and AMOS 23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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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urvey 312 

members, and after excluding the invalid questionnaires, 29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with a return rate of 95.5%. Data of this study were discuss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ptimism, innovation, inadaptability, and insecurity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willingness to us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illingness to use online pharmacy shopping platforms in terms of different ages, 

educational levels, residential places, marital statuses, and average monthly consump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evidence for pharmacies 

to run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echnology readiness, online pharmacy platform, willingness to use. 

 

壹、緒論 

隨著全球商業發展逐漸進入到新零售時代，線上與線下透過虛實整合而創造出

不同以往的消費環境，另一方面，由於新冠疫情之影響，民生物資需求大增，民眾

在減少出門的同時提高了「宅經濟」需求，經濟部統計處 (2020 ) 的資料也呼應這

樣的趨勢，其指出隨網路購物平台蓬勃發展以及行動科技裝置的普遍，提供人們擁

有更快速、更便利的消費行為模式，帶動指尖經濟快速成長，2017 年我國零售業網

路銷售額 2,283 億元，2019 年成長至 2,873 億元，2020 年上半年更因 COVID-19 疫

情限縮國人經濟活動方式，促使消費管方式受到改變，人們利用網路銷售大幅上升，

零售業網路銷售額年增 17.5%。由上述經濟部統計處可知，在新零售時代下，消費

者購物不再受到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這樣的現象也驗證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2020) 

進行調查的「2020 台灣網路數據」，該資料顯示 2020 年中國人每月平均網購金額增

加了 556 元，增加幅度最高為 56 歲以上民眾，網購金額增加 973 元最多，其次為 

25-39 歲增加 892 元、12-24 歲增加 667 元及 40-55 歲增加 263 元。 

由於近年因科技行動無線網路的發展，使得許多業者紛紛利用網路購物平台拓

展線上版圖，且再加上疫情的肆虐使得藥粧零售業透過網路銷售的比重為 5.1%，較

2019 年提高 1.1 個百分點，網路銷售額 47 億元，較 2019 年提高 1.1 個百分點，且

同期大幅成長 27.2%，優於實體通路之年減 3.6%，亦高於整體零售業網路銷售額成

長率 17.5%，推升營運成長重要的動能。儘管消費者從線上購物平台得到更便利以

及更多元的消費體驗，然而，線上購物平台的糾紛也時有所聞，依據消費者文教基

金會 (2017) 的報告顯示，網購申訴案件共有 42%的消費者申訴收到瑕疵品、仿冒

品或與訂單不符等不良的商品，另外有 23%則遭遇退貨糾紛、25%被賣家拒絕退貨，

更有 29%的消費者在收到商品後找不到賣家。由上述資料可知，消費行為主動權發

生變化之後，正面與負面消費經驗隨之伴隨而來，由於不同消費者對於藥局線上購

物的觀點有所不同，因此，未來消費者是否會繼續接受藥局線上購物平台則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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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之處。Parasraman and Colby (2015) 進一步利用科技準備度指標將消費者依據採

用新科技的情形分為五種類型，分別為探索者 (explorers)、先驅者 (pioneers)、懷疑

者 (skeptics)、偏執狂 (paranoids)、落後者 (laggards)，並將五種型態的族群做擴展

與詮釋。由此觀知，科技準備度用於探討藥局線上購物使用意願時，不僅可以了解

使用者對購物平台所持的態度，同時將消費者適當的分類也有助於藥局線上購物平

台經營者更精準了解消費者習性。 

吳劉軒 (2015) 則是利用科技界受度理論探討如何有效提升醫護人員在使用醫

療 App 後的持續使用意。在科技準備度對員工所認知的服務品質也會跟著顯著。由

上述相關文獻觀之，科技準備度適於探討病患對於醫療資訊科技輔助管理的接受程

度，同時也可以了解病患開始學習使用新科技後對於醫療的便利性、彈性與效率的

影響，至於對護理或是醫療相關從業人員而言，透過科技準備度有助於提升效率和

效能，甚至對組織有所助益。很可惜的，針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之相關研

究較為缺乏，然而，隨著各藥局陸續成立線上購物平台以及新醫藥電商平台的發展

逐漸成為藥局發展重要助力，了解消費者對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有其重要

性。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藥局會員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的人口統計變項分佈情形。 

二、探討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藥局會員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上是否具有差

異。 

三、探討科技準備度與使用意願之間的關係。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藥局線上購物平台為本研究範圍，並以藥局會員為本研究探討研究對

象，採取便利抽樣方法以 312 位藥局會員作為本研究參與之對象。問卷回收 312 份

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得到 298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率達 95.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以科技準備度探討藥局會員對藥局線上購物使用意願之問卷」為研

究工具。茲分述如下。  

(一)  基本資料 

本研究中使用所探討的人口統計變項則參酌於張莛弘 (2021 ) 、李朝枝 (2011 ) 

與廖祥榮 (2013) 之研究改編而成。本研究對象之基本資料共計六個題項，其為性別、

年齡、教育程度、居住地、婚姻狀況、平均月消費等。 
 
(二) 樂觀性量表 

本研究樂觀性量表主要參考Parasuraman (2000) 、王彥力  (2005) 及孫世鈞 
(2010 ) 之研究修編而成，量表共計五個題項，以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方式作答，

由受試者依感受強烈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和

「非常同意」，分別給予1、2、3、4、5的分數，得分越高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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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越低則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低。 
 
(三) 創新性量表 

本研究創新性量表主要參考Parasuraman (2000)、王彥力 (2005)  及孫世鈞 
(2010 ) 之研究修編而成，量表共計五個題項，以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方式作答，

由受試者依感受強烈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和「非

常同意」，分別給予1、2、3、4、5的分數，得分越高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高，得分

越低則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低。 
 

(四) 不適應性量表 
本研究不適應性量表主要參考Parasuraman (2000) 、王彥力 (2005) 及孫世鈞 

(2010 ) 之研究修編而成，量表共計五個題項，以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方式作答，

由受試者依感受強烈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和「非

常同意」，分別給予1、2、3、4、5的分數，得分越高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高，得分

越低則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低。 
 
(五) 不安全性量表 

本研究不安全性量表主要參考Parasuraman (2000) 、王彥力 (2005) 及孫世鈞 
(2010 ) 之研究修編而成，量表共計五個題項，以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方式作答，

由受試者依感受強烈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和「非

常同意」，分別給予1、2、3、4、5的分數，得分越高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高，得分

越低則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低。 
 

(六) 使用意願量表 
本研究使用意願量表主要參考Parasuraman (2000)、Bhattacherjee and Premkumar 

(2004)、吳韋宏 (2008) 及孫世鈞 (2010) 之研究修編而成，量表共計四個題項，以

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方式作答，由受試者依感受強烈程度分為「非常不同意」、「不

同意」、「普通」、「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別給予1、2、3、4、5的分數，得分越高

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高，得分越低則代表參與者的影響越低。 
 
(七)  收斂效度之驗證 

本研究針對樂觀性、創新性、不適應性、不安全性及使用意願等構面進行收斂

效度檢定，其檢測結果表示，本研究所有構面的因素負荷量介於.53~.88 之間，組成

信度介於.85~.92 之間，平均變異抽取量介於.54~.69 之間，表示科技準備度探討會員

藥局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之研究具有收斂效度。詳如表 1、表 2、表 3、表

4 及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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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樂觀性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 

模型參數估計值  收斂效度 

潛

在

變

項 

觀察變

項 

非標準化

因素負荷 

標準

誤 
C.R p 

因素負

荷量 
SMC 

組成

信度 

平均

變異

抽取

量 

樂

觀

性 

樂觀 1 1.00    .70 .49 .85 .54 

樂觀 2 1.15 0.09 12.66 *** .83 .68   

樂觀 3 1.13 0.09 12.09 *** .81 .65   

樂觀 4 1.00 0.09 11.46 *** .76 .57   

樂觀 5 0.73 0.08 8.69 *** .54 .29   

***p<.01 
  

表2 創新性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 

模型參數估計值  收斂效度 

潛

在

變

項 

觀察變

項 

非標準化

因素負荷 

標準

誤 
C.R p 

因素負

荷量 
SMC 

組成

信度 

平均

變異

抽取

量 

創

新

性 

創新 1 1.00    .73 .53 .89 .63 

創新 2 1.01 0.08 12.91 *** .76 .57   

創新 3 1.13 0.08 13.65 *** .85 .72   

創新 4 1.18 0.09 13.71 *** .84 .70   

創新 5 0.98 0.08 12.40 *** .77 .59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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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不適應性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 

模型參數估計值  收斂效度 

潛

在

變

項 

觀察變

項 

非標準化

因素負荷 

標準

誤 
C.R p 

因素負荷

量 
SMC 

組成

信度 

平均

變異

抽取

量 

不

適

應

性 

不適應 1 1.00    .74 .54 .92 .69 

不適應 2 1.12 0.07 15.58 *** .88 .77   

不適應 3 1.00 0.07 14.67 *** .85 .72   

不適應 4 1.09 0.07 15.34 *** .88 .77   

不適應 5 1.00 0.07 13.59 *** .79 .62   

***p<.01 

 
表4不安全性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 

模型參數估計值  收斂效度 

潛

在

變

項 

觀 察

變項 

非標準化

因素負荷 

標準

誤 
C.R p 

因素負

荷量 
SMC 

組成

信度 

平均

變異

抽取

量 

不

安

全

性 

不安全 1 1.00    .68 .46 .86 .55 

不安全 2 1.31 0.10 12.98 *** .86 .74   

不安全 3 1.25 0.10 12.16 *** .83 .68   

不安全 4 1.06 0.10 11.09 *** .75 .56   

不安全 5 0.91 0.11 8.17 *** .53 .28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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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使用意願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 

模型參數估計值  收斂效度 

潛

在

變

項 

觀 察

變項 

非標準化因

素負荷 

標

準

誤

  C.R p 
因素負

荷量 
SMC 

組成

信度 

平均

變異

抽取

量 

使

用

意

願 

使用意願 1 1.00    .82 .67 .86 .60 

使用意願 2 1.00 0.07 14.23 *** .81 .65   

使用意願 3 0.84 0.06 13.03 *** .73 .53   

使用意願 4 0.84 0.07 12.94 *** .74 .54   

***p<.01 
 

(八)  配配度之驗證 

本研究是參考 Bagozzi and Yi (1988)及 Hairs,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 

之意見，分別以χ2 (卡方值) 檢定、卡方值/自由度 (χ2/df)、配適度指標、調整後的

配適度指標、平方均值估計殘差根、比較配適度指標等指標進行本研究整體模式之

配適度指標。本研究配適度指標χ2 與χ2/df 為 1.96、GFI 為.90、AGFI 為.90、RMSEA

為.06、CFI 為.94，符合 Schumacker and Lomax (2004)及 Doll, Xia, and Torkzadeh (1994)

之研究標準，因此科技準備度探討會員藥局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之研究整

體配適度可被接受。 

 

三、資料處理 

本研究將科技準備度探討會員藥局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之研究的樣本

回收後刪除無效問卷後，針對有效樣本敘述性統計分析來瞭解背景資料之情形。以

敘述性統計分析以科技準備度探討會員藥局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之研究之

樣本分佈現況，再以獨立樣本ｔ檢定分析及單因數變異數分析來瞭解不同性別、年

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居住地及平均月消費來探討是否會對藥局會員的使用意

願造成不同的影響，最後，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來探究樂觀性、創新性、不適應

性、不安全性及使用意願之因果關係。 

叁、結果與討論 

一、藥局會員於不同性別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經由獨立樣本ｔ檢定分析顯示p值為.04，其檢定結果為顯著，代表不同性別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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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會員在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其探究可能原因為在科技發達且便利購物的情況

下，在性別讓女性礙於要化妝或者在網路上購買比較便宜之下，而在藥局線上購物

平台使用意願上具有顯著差異之存在，此結果與Ameen, Tarhini, Shah, and Madichie 

(2020)、Gratian, Bandi, Cukier, Dykstra, and Ginther (2018) 研究結果一致，其內容詳

如表6所示。 

 

表 6 藥局會員於不同性別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 
F 值 p 值 

男性 (N=146 )  女性 (N=152) 
4.19 4.14 3.93* .04 

*p＜.05 

 

二、藥局會員於不同年齡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經由單因數變異數分析顯示p值為.00，其檢定結果顯著代表不同年齡的藥局會

員在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研究而經Scheffe法檢驗結果顯示，在會員年齡上20歲

(含) 以下對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的影響上比31-40歲還要來的大，而31-40

歲又比41-50歲在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上影響來的大，其探究可能原因為隨著年齡的增

加，顧客對於行動上的自由或透過網路的購物下可以獲得益處下，而會對於線上購

物平台使用意願有較大的影響存在，此結果與盧怡心 (2012 ) 、Charness and Gneezy 

(2012)及Morris, Venkatesh, and Ackerman (2005) 研究結果一致，其內容詳如表7所示。 

 

表 7 藥局會員於不同年齡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平均數  F 值 p 值

20 歲以下

(N=26) 
21-30 歲

(N=99 )  
31-40 歲 
(N=93 ) 

41-50 歲 
(N=46 ) 

51-60 歲 
(N=24 ) 

61 歲以上 
(N=10 )  

3.82 3.96 4.33 4.35 4.28 4.50 5.89* 0.00

*p＜.05 

 

三、藥局會員於不同教育程度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經由單因數變異數分析顯示p值為.03，其檢定結果顯著，代表不同教育程度的藥

局會員在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研究而經Scheffe法檢驗結果顯示，在會員教育程

度上高中職 (含以下) 對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的影響上比大學 (專科) 還

要來的小，其探究可能原因為顧客會因為在所受的教育程度的影響下，對於線上購

物產品的認知、受服務的感受或者對於企業整體形象越高時，而在線上購物平台使

用意願上存在顯著差異，此結果與鄭秀玲 (2008) 、胡月玉 (2016) 的研究結果一致，

其內容詳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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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藥局會員於不同教育程度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平均數 
F 值 p 值 高中職(含以下) 

(N=104) 
大學(專科) 
(N=157 )  

研究所(含以上)   
 (N=37 )  

4.29 4.07 4.22 3.36* 0.03 

*p＜.05 

 

四、藥局會員於不同居住地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經由單因數變異數分析顯示p值為.00，其檢定結果顯著，代表不同居住地的藥局

會員在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研究而經Scheffe法檢驗結果顯示，在會員居住地對

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的影響上，北部的顧客大於東部的顧客，其探究可能

原因為受到城鄉差異的影響下，顧客會有不同的消費模式存在，而這現象在網路上

的購物也存在著顯著差異，此結果與胡月玉 (2016) 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內容詳如表

9所示。 

 

表9藥局會員於不同居住地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平均數 
F 值 p 值 北部 

(N=65) 
中部

(N=126 )  
  南部 
 (N=97 )  

東部 
(N=65) 

4.31 4.09 4.22 3.62 4.04* 0.00 

*p＜.05 

 

五、藥局會員於不同婚姻狀況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經由單因數變異數分析顯示p值為.00，其檢定結果顯著，代表不同婚姻狀況的藥

局會員在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研究而經Scheffe法檢驗結果顯示，在會員婚姻狀

況上未婚對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的影響上比已婚還要來的大，其探究可能

原因為顧客會因為在所不同婚姻狀況的影響下，對於線上購物產品的看法也就不同，

礙於網路購物已漸普遍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對於是否利用網路購物來節省時間顯

得特別重要，但又礙於這可能會減少婚姻關係上的互動下，本研究在不同婚姻狀況

藥局會員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上存在顯著差異，此結果與王淑怡 (2015) 

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內容詳如表10所示。 

 

表 10 藥局會員於不同婚姻狀況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平均數 
F 值 p 值 

未婚(N=134) 已婚(N=139 )   離婚(N=25) 
4.33 4.08 3.80 9.20* 0.0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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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藥局會員於不同平均月消費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經由單因數變異數分析顯示p值為.00，其檢定結果顯著，代表不同平均月消費

的藥局會員在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異，研究而經Scheffe法檢驗結果顯示，在會員平

均月消費上10000-20000元對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的影響上比1000元以下

還要來的大，其探究可能原因在網路購物越來越普及與科技線上購物的突破給人們

便利性與樂觀性下，使得人們越來越願意在網路進行購物消費，且在網路消費上顧

客很願意花費較多的金額來換取屬於自己想要的生活步調，本研究在不同平均月消

費藥局會員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上存在顯著差異，此結果與阮春玉銀 

(2022) 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內容詳如表11所示。 

 

表11藥局會員於不同平均月消費在使用意願差異比較 

平均數 

F 值 p 值 
1000 元以

下(N=35) 
1000-4999
元(N=105) 

5000-9999
(N=980 

10000-20000
元(N=39) 

20000 元以上

(N=21) 

4.02 3.96 4.34 4.35 4.26 5.49* 0.00 

*p＜.05 

 

七、科技準備度探討會員藥局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之因果關係 

由表12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顯示，假設一樂觀性對使用意願的路徑值為.53 

(p=.00)，假設一成立，可能原因為藥局會員對線上購物的使用意願會因為可以讓自

我在生活上變得更便利的情況下，而去透過網際網路的功能來進行消費。假設二創

新性對使用意願的路徑值為.13 (p=.00)，假設二成立，可能原因為藥局會員對線上購

物的使用意願會因為可以藉由線上平台來增進對該產品的深入了解，而使得自我生

活周遭的親朋好友對於我所提供的知識加以肯定，進而提升在親朋友好心中的地位

時下而去使用藥局線上購物平台。假設三不適應性對使用意願的路徑值為.27 (p=.00)，

假設三成立，可能原因為藥局會員對線上購物的使用意願會因為使用介面上無法淺

顯易懂，且該平台所提供的專業知識對我是否提供有效的幫助下，而去影響對於該

藥局線上購物平台的使用意願。假設四不安全性對使用意願的路徑值為.10 (p=.00)，

假設四成立，可能原因為藥局會員對線上購物的使用意願會因為對該平台認為藥局

線上購物平台輸入的資訊是不安全的，且所傳送出去的交易資訊可能會被他人看到

甚至加以不當利用的情況下¬，而去影響該藥局線上購物平台的使用意願。其如圖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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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驗證結果模式圖 

 
表12 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分析表 

假設 路徑關係 路徑值 是否成立 
假設一 樂觀性→使用意願 .53* 是 
假設二 創新性→使用意願 .13* 是 
假設三 不適應性→使用意願 .27* 是 
假設四 不安全性→使用意願 .10* 是 

*p＜.05 

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連鎖藥局會員樂觀性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連鎖藥局會員

創新性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連鎖藥局會員不適應性對藥局線

上購物平台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連鎖藥局會員不安全性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使用

意願有顯著影響。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藥局線上購物平台管理者 

本研究結果顯示「樂觀性」對「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因此建議藥局線上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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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平台管理者對於網站消費的可靠度能進一步提升，例如開發藥局專用 App，透過

App 的使用，消費者不僅能在安全登錄個人資料後進行更安全的線上購物，同時藥

局 App 更能結合衛教資訊、預約領藥、生理健康數據管理、用藥查詢、健康報表等

功能，讓消費者可以更容易去掌握自己的健康狀況，甚至結合智慧型手機進行血壓、

血糖、體溫相關數據的紀錄，透過 App 的這些功能，提升消費者對於藥局 App 相關

科技的正向觀感，意即透過手機軟體或是網站設計等科技應用來讓消費者對於健康

管理和醫療資訊的應用能夠加以提升，進一步對於線上購物平台有更高的使用意願。

本研究結果顯示「創新性」對「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換言之，藥局線上購物平

台管理者對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必須利用最新的介面或是網路科技來提升消費者對

於要藥局線上購物平台的黏著度，例如藥局線上購物平台設計需要符合平板電腦、

桌上電腦以及智慧型手機用戶外，盡可能將購物流程簡化，例如研發不必填寫會員

資料即可完成藥局線上購物的簡便流程，讓消費者能夠安心結帳，並且在完成訂購

後將購買通知寄給消費者，甚至可以將商品頁面改變為一頁式網頁讓消費者更容易

瀏覽，同時搭配網路社群媒體進的經營進一步提升消費者對於藥局線上購物平台的

使用意願。甚至在當今新冠肺炎疫情下，連鎖藥局更能提供創新的服務來吸引消費

者使用線上購物平台。 

(二)  針對藥局會員   

本研究呈現「不適應性」對「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由於藥局會員年齡層涵

蓋廣泛，年輕族群對於藥局線上購物操作熟悉度往往比年紀稍長的消費者來的高，

年長的消費者對於線上購物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也亟欲尋求解決方式，例如第三方支

付的功能往往是透過網路平台提供服務，將雙方交易安全性和可信賴性與以提升，

然而，如何綁訂或是設定相關的付款細節對年長的消費者而言可能不是這麼習慣，

因此，建議年長或是對於線上支付操作上有疑慮的會員可以到實體店面尋求藥師或

是店員給予相關的協助。此外，建議藥局會員對於相關交易條款能仔細閱讀，尤其

交易的各項費用、貨物遞送或送達的時間、產品的保證及保固以及退換貨的方式等，

這些細節都詳載於藥局線上購物網站或是藥局購物 App 中，透過對於交易條款的了

解亦有助於降低對於使用線上購物的不是硬性，進一步提升藥局線上購物的意願。 

(三)  針對未來研究 

從相關文獻可知，針對藥局線上購物平台進行口碑行銷相關的研究較為闕如，

然而，以消費者為核心，並透過消費者建立的評價和口碑傳遞，則有可能將藥局線

上購物的產品口碑傳遞到其他潛在消費者身上，因此，未來研究上建議可針對藥局

線上購物購後滿意度高低的不同對消費者散播口碑意願進行研究，透過相關研究將

有助於了解當今網路購物環境下，連鎖藥局線上購物平台可以採取的行銷策略。此

外，藥局線上購物的消費者對於藥局產品的評價有可能是很主觀的，例如對某保健

食品的效用，亦即其評論意見並不適合其他消費者，因此，未來研究上建議可以針

對「評論適用性」來進行探究，透過此變項的探討將有助於了解藥局線上消費者對

於購買產品時的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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