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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雲端運算是近幾年熱門討論的話題，虛擬化技術是雲端運算應用的關鍵技術，已經成為 IT 產業未來的趨勢，

隨著虛擬化技術的進化，邁入相對成熟境界，因此從 2012 年以後，企業基於建置 IT 總體持有成本的撙節支出考量，

勢必會將虛擬化實作範圍進一步擴散到機房以外的構面，此時桌面虛擬化的導入價值，就因而浮出檯面。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為基礎架構探討其影響因素之研究模式及研究假

說，調查對象之母體範圍以本論文研究者任職之資訊公司大型有效客戶內部的資訊人員或資訊主管為研究樣本。問

卷方式採用線上填寫進行研究，以探討企業對桌面虛擬化的知覺與採用意向之影響因素。依相關文獻探討影響構面

分為「環境因素」、「組織因素」、「資訊科技創新特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及「採用意圖」等六個構

念，並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來驗證本研究之研究假說。本研究最後將會針對研究

發現說明其對實務界所帶來之意涵，這些意涵與研究發現可提供做為企業導入桌面虛擬化採用策略之重要參考。 

 

關鍵字: 虛擬化、虛擬桌面架構、科技接受模式、結構方程模式 
Key words: Virtualization,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壹、緒論 

一、 背景與動機 

企業內部員工作業電腦的管理一直是 IT 人員相當困擾的問題，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增，企業員工的行動性劇增，

如果沒有有效的管理，這些工作電腦安裝的軟體數量越來越多，並衍生出檔案系統混亂與病毒等問題，甚至企業機

密資料也會因為電腦管理不善而散布出去，對企業將造成重大的損失。  

企業為了提升及保持其競爭優勢，願意引進資訊科技進行企業改造，採用資訊科技幫助企業創造競爭優勢

(Harrison et al.,1997)，在資訊管理領域相關文獻一直受到廣泛的重視。 

2011 年持續受到歐債風暴影響，全球經濟復甦速度緩慢，企業 IT 預算支出趨於保守，在無法添購新資產的狀

況下，IT 部門勢必需要思考如何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及節能，以解決現階段用戶端管理的問題。由於虛擬化技術日

漸普及，於是，推動企業重新評估他們的桌面虛擬化策略。希望藉由桌面虛擬化的導入來統一使用者的電腦環境，

以提高資訊系統管理能力、強化效能管理並提升資訊安全。  

 2011 年 9 月 Dimension Data 委託 Forrester Consulting 進行的桌面虛擬化市場研究所得出的一項重要調查結

果。546 家受訪公司中的過半數公司將桌面虛擬化與應用程式虛擬化作為未來 12 至 18 個月的關鍵或主要計畫。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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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未來二年，部署水準預計將從 27%增至 46%，各公司中虛擬桌面的數量將從數百增至數萬。另外根據根據

市場調查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的調查數據，到 2015 年企業投入虛擬桌面和相關技術的支出將

達到 150 億美元，商機龐大，資訊軟體大廠將更熱絡於推動雲端建置服務，也將會帶動企業採用行動裝置的意向。 

本研究將以 Davis(1989)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為理論基礎，並彙總過去

的相關文獻研究，藉由桌面虛擬化技術，探討企業採用資訊科技的重要構面因素之整合模式，期望研究結果能提供

日後企業主管在考慮實施桌面虛擬化建置相關資訊系統時思考其採用決策準則，及對其企業資訊效能增進策略的思

考架構參考，確保資訊系統的實施成功。 

 
二、 目的 

企業若採用虛擬化技術，有效利用創新資訊產品科技，如機房節能管理、虛擬化設備整併、將資訊系統雲端化、

伺服器集中化等方式，達到企業最終所欲的節流目標，發展完善企業系統架構，企業運作效能最佳化，促進企業營

運體質健全，讓企業得以提升彈性應變能力、彙整控管能力，對企業永續發展可產生正向效益。 

針對前述研究動機，本論文之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討影響企業採用桌面虛擬化的導入因素為例，將「環境因素」、

「組織因素」、「資訊科技創新特性」代入外生變項 (External Variables)，以「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代入內

生變項，再以「採用意圖」代入情感變項，進行下列研究主題: 

一、了解企業目前採用桌面虛擬化技術的情形。 

二、探討「環境因素」、「組織因素」、「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有用性」是否有影響。 

三、探討「環境因素」、「組織因素」、「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易用性」是否有影響。 

四、探討「環境因素」、「組織因素」、「資訊科技創新特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企業「採用桌面

虛擬化意圖」的影響因素。 

 
貳、參考文獻 

一、 雲端運算 

關於雲端運算的定義，是指用戶端使用具備網際網路連線能力的電腦終端裝置，利用網際網路服務的方式，無

所不在的使用資料與服務。它是一種共享式 IT 基礎架構，將眾多電腦系統連結成為大型資源庫，經由網際網路進

行電腦運算，再利用這些龐大資源庫的集體能力來處理來自無數用戶端的任何需求，這樣的模式即是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的佈署模式是依據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的所屬關係來區分，主要分為下列四個類型:(圖 1) 

1.公有雲(Public cloud) :經由大型公共雲服務供應商，如 Amazon.com，提供使用者依據本身實際需求，經由網

際網路取得雲中的服務及資源使用 

2.私有雲(Private cloud): 這一層的服務是由企業本身獨立建構及使用的雲端運算環境，依據本身既有及未

來發展的環境條件，來建構符合自己的私有雲，使組織運行能高度管制及應用。 

3.混合雲(Hybrid cloud): 是公有雲與私有雲的混合服務，IT能力是由服務供應商提供，企業可將對安全性

及可靠性相對要求較低的應用經由類似傳統的託管或外包模式。使得資訊應用架構更具靈活性。 

4.社群雲(Community cloud) : 是獨家使用由特定的供應商，經由社群軟件系統軟件託管平台網站運營工具提

供服務模式，幾個組織之間共享基礎設施，無論是內部管理，或交由第三方託管。其成本比公有雲更低，適用於一

些論壇或者消費者共同關心的問題組織社區。 

雲端運算其服務類型分為以下三類： 

1.基礎架構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  

2.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3.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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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雲端佈署模式類型 

資料來源: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CSA) (2009.12). 
二、 虛擬化技術 

虛擬化技術是雲端運算應用的關鍵技術，已經成為 IT 產業未來的趨勢，維基百科對虛擬化技術的定義: 「虛

擬技術是一種通過組合或分割現有的計算機資源（CPU、記憶體、磁碟空間等），使得這些資源表現為一個或多個

操作環境，從而提供優於原有資源配置的訪問方式的技術。」 

虛擬化技術是經由軟體工具將環境建立成多個虛擬環境，用戶端可以多個同時在此環境進行存取系統資源，讓

硬體資源可以獲得最有效的利用。在虛擬化資源應用的技術中，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桌面虛擬化技術應用。 

桌面虛擬化又稱終端電腦虛擬化，即提供了桌面的概念，最終用戶的應用程式和數據運算集中至後端的機房，

當用戶端需要使用電腦時，再將應用程式或數據運算透過網路傳給用戶端。虛擬桌面基礎架構（VDI）是經由伺服

器計算模式使桌面虛擬化，涵蓋了硬件和支持所需的軟件系統虛擬化環境。 

目前實現桌面虛擬化的技術，根據主要桌面虛擬化供應商所推出的解決方案作法分為 4 種，包括應用程式虛擬

化、虛擬桌面架構、刀鋒與工作站架構，以及串流服務，不同作法採用的系統架構也不同，因此適用的環境也不同，

茲將桌面虛擬化的技術應用實現方式整理如下(表 2-1): 

              表 2-1 桌面虛擬化技術實現 

作法 運作方式 

應用程式虛擬化 

(Application Virtualization） 

伺服器安裝伺服器作業系統後，再安裝桌面軟體，透過桌面軟體

的多用戶連線功能，來分配給多位使用者同時連線操作。   

虛擬桌面架構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IT 部門針對不同的終端作業環境，制定虛擬機器的樣板，使用

者透過終端設備登入帳密後，AD 認證主機會依據該名使用者的

權限，以特定樣板的虛擬機器為基礎，搭配個人桌面環境，提供

給使用者操作。 

刀鋒／工作站架構 

（Blade PC/Workstation） 

將用戶端的個人電腦轉變為機房內的刀鋒或工作站，連結終端週

邊設備的方式從類比訊號改為 IP 網路。 

串流服務 

（Streaming Services） 

伺服器將作業系統與軟體打包成桌面環境的影像檔，派送到沒有

硬碟的終端設備上，使用者必須在連線狀態下，才能利用終端設

備的處理器與記憶體資源操作桌面環境。 

http://zh.wikipedia.org/wiki/CPU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5%AD%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7%9B%98%E7%A9%BA%E9%97%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3%8D%E4%BD%9C%E7%8E%AF%E5%A2%8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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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iThome 整理，2012) 

 
桌面虛擬化導入的利益:桌面虛擬化的導入協助企業降低企業總體成本，提高舊有資訊設備的再使用率，大幅

縮短軟體導入時間，可降低每年維護費用與工時；此外降低企業營運風險，強化機密文件安全控管，避免資訊安全

漏洞，並可較傳統桌上型設備架構節省約 75%的能源。 

整理上述文獻，本研究歸納出企業對於桌面虛擬化技術常見並且重要的議題有：相容性、效能、設備維護、標

準化、可用性、易用性、成本等等攸關議題，並希望找出企業對桌面虛擬化導入的採用意願與考量因素。 

 
三、 資訊科技的接受使用理論及行為分析 

資訊科技的使用為人們帶來便利性，相對也提升了工作績效，但當使用者接觸到一項新科技時，常因本身的認

知與情感因素進而改變對此新科技的認知態度與使用意願，為了解使用者是經由哪些因素改變對此新科技的認知態

度與使用意願，根據文獻提出下列理論: 

1.科技接受模式 

為 Davis(1989)於 1989 年提出。主要依據 Fishbein 和 Ajzen(1975)所提出的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TRA)」為基礎所發展出來。其目的在於簡化理性行為理論，廣泛性的探討使用者接受新資訊的行為模式及接受程

度，經由使用者認知、使用態度、意圖及外部變數間的關係，進而有效解釋並預測使用者的科技使用行為。 

從TAM的相關研究文獻，Davis(1989)提出知覺易用與知覺有用有正向的影響關係；使用態度與實際系統使用

有正向的影響關係。Taylor and Todd (1995)認為從使用者對電算資源中心的採用程度研究結果驗證行為態度與行為

意圖具正向相關性。Moon and Kim (2001)在網際網路全球資訊網使用中證明知覺有用和使用態度及行為意願呈正向

的影響;行為意願會影響實際系統使用。基於此模型的實證研究(Davis et al.,1989) ，有下列三點發現： 

(1). 可從行為意願合理的推測採用新資訊科技的態度。 

(2). 知覺有用性是使用新資訊科技的行為意圖主要的決定因素。 

(3). 知覺易用性則是使用新資訊科技的行為意圖次要的決定因素。 

2. 創新擴散理論 

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 IDT)是由 Rogers (1983)年提出的，被用來預測和解釋擴散行為

(Agarwal and Prasad, 1998)。Rogers 將創新決策過程定義為「一個新觀念從創新或創造的來源，散播到最終採用者

或使用者的過程。」新資訊科技擴散的過程，該理論適用探討一般對新產品的採用過程。在這過程中伴隨著各種的

行動與決策，Rogers 將此過程分為五個階段:1.知識 (Knowledge);  2.說服(Persuasion);  3.決策(Decision);  4.執行

(Implementation);  5.確認(Confirmation)。而影響人們決定是否採用該新產品的創新擴散特質亦有五點:1.相對優勢

(Relative Advantage);  2.相容性(Compatibility);  3.複雜性(Complexity);  4.可試驗性(Trialability);  5.可觀察性

(Observability)。 

 創新擴散研究以及過程理論研究，一般而言，都需要該事物已經在市場或組織中推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再進行

研究會比較適合。桌面虛擬化的應用，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資訊科技，對大多數的使用者或企業來說，是一項創新的

科技，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階段就是組織處在議題設定階段與考慮導入階段時會採取的行為，也就是前置作業階段，

探討的是組織接受新事物與否的決策階段，而非組織決策階層如何在組織內擴散新事物，或是新事物在組織中擴散

的過程。  

從創新擴散研究的相關研究文獻，Slkye et al.,(2002)提出從使用者對於社群軟體的使用意願的研究結果相對優

勢、相容性、複雜性皆會對使用者使用社群軟體的行為意願有正向的影響。Agarwal and Prasad (1998)在全球資訊網

使用意 願影響因素研究中證實: 相容性與可試驗性有正向的影響；與自願性有負向的影響關係；相對利益和結果

展示與使用意願有正向的影響關係。Karahanna et al., (1999) 對資訊科技對於消費者使用態度的影響因素中顯示主



5 
 

觀規範會影響行為意願，而使用態度會影響繼續使用。 

 
四、 企業採用新資訊科技的關鍵因素 

根據 Kwon and Zmud(1987)對資訊科技「採用」的定義為：「為能夠符合變革需要，作成資源投資的決策」，由

於在此一階段必須決定軟、硬體的設備投資，及聘任系統人員，因此若未能詳細考慮影響採用階段的重要因素有那

些，冒然投入巨額資金，則引進資訊科技很容易導致失敗的結果，浪費企業的資源(林東清,孫思源,1999)。 

Harrison(1997)在其所提的資訊科技採用模型中認為新資訊科技的採用投資，受到「採用意願」及「新資訊科

技實際控制程度」 的影響，而「採用意願」會受到「新 IT 的態度」、「新 IT 的主觀價值」、「新 IT 控制程度」及

「外部變數」等因素的影響。Grover & Goslar(1993)研究美國企業採用創新通訊科技的影響因素，以「企業環境

特性」、「組織特性」、「資訊系統成熟度」等三個構面，來探討企業組織創新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影響因素。Chau 

& Tam(1997)研究企業採用開放性資訊系統的因素時，由「外部環境」、「組織層面」、「創新科技特性」等三個

構面來探討。 

根據以上文獻，本研究將企業採用新資訊科技的關鍵因素分成「環境」、「組織」、「資訊科技創新特性」等

三個構面來探討其影響。 

 

叁、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回顧，建立本研究之架構，本研究方法以應用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為基礎，來進行研究模式之驗證，提出十二項研究假說，再加以驗證。本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說。 

1.本研究架構如圖 2：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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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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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假說如表 3-1： 

表 3-1 本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 預期結果 

H1: 『環境因素』變數對於『認知有用性』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2: 『環境因素』變數對於『認知易用性』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3: 『組織因素』變數對於「認知有用性」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4: 『組織因素』變數對於「認知易用性』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5: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變數對於「認知有用性」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6: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變數對於「認知易用性』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7: 『環境因素』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8: 『組織因素』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9: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10: 『認知有用性』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11: 『認知易用性』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H12: 『認知易用性』變數，對『認知有用性』具有顯著正相關 成立 

 

二、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之衡量變數主要有「環境」、「組織」、「資訊科技創新特性」，量表均採用 Likert Scale 七點計分，

若分數越高表示對此問項的同意度越高。就各變項的實際操作內容分述如下，詳如表 3-1 所示： 

 表 3-2 研究變數及操作型定義 

 
因素 操作型定義 衡量問項 參考文獻 

變數一：環境 

環境不確

定性 

企業面對環境的更動和資訊科技

快速變遷，愈容易促使企業對桌面

虛擬化科技採用需求。 

1.貴公司所處產業中生產技術更新的速度很快 

Grover & 

Goslar(1993) 

Gatignon & 

Roberson(1989) 

James(1999) 

2.貴公司所處產業之顧客需求與顧客喜好的不確

定性高。 

產業競爭

強度 

產業競爭環境是指企業本身認為

其所處產業環境的競爭程度。 

3.貴公司所處產業之產品服務品質或產品創新競

爭激烈。 

4.貴公司有利用新資訊科技領先同業的想法。 

同業採用

壓力 

同業是否採用是指目前企業中，同

業有無採用桌面虛擬化的技術。 

5.貴公司感受到同業已採用或即將採用桌面虛擬

化技術進行資訊管理的壓力。 

6.貴公司若未利用桌面虛擬化技術進行資訊系統

管理，將感受到失去競爭優勢的壓力。 

廠商推力 

當廠商大力推行行銷推廣，提供應

用軟體授權優惠或技術建置上的

服務=。 

7.桌面虛擬化的供應商在導入過程中能提供貴公

司專業服務與規劃建議。 

8.桌面虛擬化的供應商有提供軟體授權的優惠促

銷方案。 

32.目前，我們公司對桌面虛擬化的採用相當積極

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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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變數及操作型定義(續) 

因素 操作型定義 衡量問項 參考文獻 

變數二：組織 

組織規模 
組織大小，影響企業採用桌面虛

擬化的評估。 

9.貴公司在同業中是比較具有規模的。 

Grover & 

Goslar(1993) 

Gatignon & 

Roberson(1989) 

James(1999) 

10.貴公司資訊科技預算相較其他算是比較寬裕的。 

集權程度 是指作決定的集中程度。 
11.貴公司行政作業須依規定程序辦理。 

12.貴公司引進新資訊科技有一定處理程序。 

高階主管支

持與知覺 

高階主管的支持是指企業內部

高階主管對於企業採用桌面虛

擬化管理之看法 

13.貴公司高階主管很支持新資訊科技的應用。 

14.貴公司高階主管參與資訊系統建置專案的決策程

度很高。 

15.貴公司高階主管有桌面虛擬化相關資訊科技的知

識。 

資訊科技基

礎架構 

指目前企業資訊系統的基礎架

構規模愈大，擁有較多的資源 

16.貴公司電腦使用很普及。 

17.貴公司擁有專門資訊系統管理維護人員。 

18.貴公司大多數的員工具有使用公司資訊系統能

力。 

變數三：資訊科技創新特性 

相容性 
是指虛擬化系統和現有的系統

的相容程度 

19.桌面虛擬化可以與貴公司目前資訊系統相容。 
 

Grover & 

Goslar(1993) 

黃炳錫，1994； 

林東清（1997） 

Premkumar , 

Ramamurthy & 

Crum(1997) 

林明瑩，1999 

20.桌面虛擬化的架構設計符合貴公司目前的工作流

程。 

成本負擔 
企業認為採用桌面虛擬化建置

所需投入的成本負擔。 

21.桌面虛擬化維護運作管理成本比較低。 

22.桌面虛擬化的採用能降低人力編制成本。 

相對效益 
企業採用桌面虛擬化建置所創

造的價值。 

23.桌面虛擬化建置的電腦設備維護很容易。 

24.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可以縮短資訊系統維護時程。 

資訊系統發

展成熟度 

企業認為採用桌面虛擬化的應

用環境成熟度，及導入的安全知

覺風險。 

25.桌面虛擬化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 

26.桌面虛擬化應用已經越來越普及。 

變數四：知覺有用性 

相容性 

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桌面虛擬

化技術可加強其工作效率的程

度 

27.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可提升我的工作效能。 
Davis 

(1989) 28.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 

變數五：知覺易用性 

相容性 
使用者主觀認為桌面虛擬化技

術容易使用的程度 

29.桌面虛擬化的採用能使我的工作更容易。 Davis 

(1989) 30.我認為桌面虛擬化的軟體是容易使用的。 

變數六：採用意圖 

採用意向 
是指企業願意導入桌面虛擬化

建置的意願 

31.整體而言，我們公司採用桌面虛擬化的意願相當

高。 

Davi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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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對象與問卷設計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台灣地區的大型企業，本研究以本論文研究者任職之資訊公司大型有效客戶為母體範

圍，隨機抽取 500 家作為研究樣本。研究主題同時涉及到資訊科技、及相當的專業能力與專業知識，故選擇企業

之資訊部門主管或資訊人員為問卷調查對象。 

(二) 問卷設計 

問卷初稿設計完成並進行部分詞句的修改後，交由資管領域的專家檢視。隨後進行問卷前測，本研究安排五位

資訊部門主管進行問卷前測，以瞭解問題是否能確切表達題意，以及問卷之語意是否明白易於接受。前測後再以檢

視問卷之信度，對部分題項進行調整後才進行問卷郵寄調查。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資料分析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運用統計軟體 SPSS 12.0 及 AMOS 5.0 作為統計工具，進行資料分析與檢定。包含：敘述性統計

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及效度分析、相關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等。 

1. 問卷前測結果 

本研究之前測共發出問卷 35 份問卷，回收問卷總計 35 份，經扣除漏答或重複勾選之無效問卷後，有效

問卷總計 30 份。預試結果彙整如表 3-2，經資料分析信度檢測，整體而言，「環境」、「組織」、「資訊科技創

新特性」三個變項的 Cronbach’s α 係數均高於 0.7，此顯示量表在高信度範圍內，表示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內部

一致性，整理如表 3-2： 

表 3-2  前測整體問項之信度分析 

 
項目 

環境 組織 
資訊科技創新

特性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採用意圖 

Cronbach's α 0.81 0.841 0.93 0.89 0.835 0.933 

 

肆、資料分析結果 

一、 問卷回收與樣本結構分析 

整理問卷回收的統計結果，問卷隨機抽取500家郵寄給本論文研究者任職之資訊公司大型有效客戶中資訊部門

主管或資訊人員。總共回收了220 份問卷，刪除掉6 份無效問卷後，回收的有效問卷為214 份樣本資料，有效回收

率為42.8%，樣本受訪者「基本資料」針對受訪者的產業別、公司員工總人數、公司年營業額、資訊部門成立年數、

資訊部門人數以及該公司是否已採用桌面虛擬化等統計變項，進行樣本結構分析，以了解樣本之特徵。統計分配與

母體分配的情況比較如表4-1 所示。由下表4-1可發現，本研究受訪者以產業別而言，以製造業佔全部樣本的46.3%

為最高，其次為資訊電腦行業佔21.0%；在員工總人數方面，比例最高的是總員工人數為1000人以上，佔全部樣本

數的33.6%；在年營業額方面，以年營收十億以上為最多，佔全部樣本數的47.7%。 

 

而在受訪者資訊部門成立年數方面，則以十六年以上的最多，佔全部樣本數的40.7%；其次為六到十年，佔全

部樣本數的23.8%；在資訊部門的人數方面，則以資訊人員31人以上為最多，佔全部樣本數的26.2%；此次受訪者的

職務類型則是以工程師/技術人員為最多，佔全部樣本數的53.3%。 

 

另外，在受訪者公司是否已採用桌面虛擬化則是以尚未採用為最多，在214份問卷中有160家尚未採用，佔全部

樣本數的74.7%。 

 

 

表 4-1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n=214) 



9 
 

 
類別 項目  樣本數 樣本百分比 類別 項目  樣本數 樣本百分比 

一.產業別 政府機關 6 2.8% 

四.資訊部門成立

年數 

3 年(含)以下 20 9.3% 

  公營事業 1 0.5%  4-5 年 12 5.6% 

  學術教育 2 0.9% 6-10 年 51 23.8% 

  金融保險 15 7.0% 11-15 年 44 20.6% 

  交通運輸 2 0.9% 16 年以上 87 40.7% 

一.產業別 

電信通訊 9 4.2% 

五.資訊部門人數 

3 人(含)以下 40 18.7% 

資訊電腦 45 21.0% 4-10 人 55 25.7% 

製造業 99 46.3% 11-20 人 38 17.8% 

服務業 11 5.1%  21-30 人 25 11.7% 

醫療衛生 6 2.8% 31 人以上 56 26.2% 

工程建築 1 0.5% 

六.職務類型 

業務銷售相關 23 10.7% 

貿易銷售 9 4.2% 採購人員、主管 7 3.3% 

百貨超商 1 0.5% 工程師/技術人員 114 53.3% 

其他 7 3.3% MIS 主管 46 21.5% 

二.公司員工

總人數 

20 人(含)以下 30 14.0% 行政人員 11 5.1% 

21-50 人 11 5.1% 
高階主管/資訊負

責人 
7 3.3% 

51-100 人 15 7.0% 其他 6 2.8% 

101-300 人 34 15.9% 七.貴公司是否已

採用桌面虛擬化? 

尚未採用 160 74.7% 

301-1000 人 52 24.3% 已採用 54 25.3% 

1001 人以上 72 33.6% 
    

三.公司年營

業額 

 1 千萬(含)元

以下 
17 7.9% 

    

1 千萬- 5 千萬 12 5.6% 
    

5 千萬-1 億 20 9.3% 
    

1 億-10 億 63 29.4% 
    

10 億以上 102 47.7% 
    

 

二、 研究變項之敘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環境因素」、「組織因素」、「資訊科技創新特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及「採用

意圖」六個變項，以下茲針對本研究有效樣本對各構面衡量題項的看法進行探討，其中平均數越高表示該衡

量題項較被受測者所重視，標準差越小，則表示受測者對該衡量題項有較一致的看法，其回收樣本在各變項

之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如表 4-2~4-6，分述如下： 

如表4-2所示，平均數為4.12 分至5.59 分，標準差為1.24至1.58，各問項的分配情況全部高於中數 4，其中

資管人員對環境量表得分較高的前二名的題項依序為: 貴公司所處產業之產品服務品質或產品創新競爭激烈(平均

數為5.59); 貴公司有利用新資訊科技領先同業的想法(平均數為5.12)。由此可知，資管人員對環境方面產品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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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及資訊科技領先同業的想法是較重視。 

 

表 4-2  研究變項-環境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量表 代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環境 

a01 1.貴公司所處產業中生產技術更新的速度很快 4.80 1.58 4 

a02 2.貴公司所處產業之顧客需求與顧客喜好的不確定性高。 4.58 1.57 5 

a03 3.貴公司所處產業之產品服務品質或產品創新競爭激烈。 5.59 1.24 1 

a04 4.貴公司有利用新資訊科技領先同業的想法。 5.12 1.49 2 

a05 
5.貴公司感受到同業已採用或即將採用桌面虛擬化技術進行資訊

管理的壓力。 
4.29 1.53 7 

a06 
6.貴公司若未利用桌面虛擬化技術進行資訊系統管理，將感受到失

去競爭優勢的壓力。 
4.12 1.55 8 

a07 
7.桌面虛擬化的供應商在導入過程中能提供貴公司專業服務與規

劃建議。 
5.11 1.34 3 

a08 8.桌面虛擬化的供應商有提供軟體授權的優惠促銷方案。 4.68 1.43 6 

 

如表4-3所示，平均數為4.26 分至6.29 分，標準差為0.95至1.55，各問項的分配情況全部高於中數 4，其中

資管人員對組織量表得分較高的前二名的題項依序為: 公司電腦使用很普及(平均數為6.29); 貴公司擁有專門資

訊系統管理維護人員(平均數為6.09)。由此可知，本問卷所調查的對象公司組織在電腦使用的普及和擁有專門資訊

系統管理維護人員是普及的。相對的資管人員在貴公司資訊科技預算相較其他算是比較寬裕的(平均數為4.26)此題

項的認同度為最低，表示企業可能因為某些因素造成目前對IT的投入預算不是很高，才會造成此調查結果。 

表 4-3  研究變項-組織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量表 代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組織 

b09 9.貴公司在同業中是比較具有規模的。 5.39  1.40  6 

b10 10.貴公司資訊科技預算相較其他算是比較寬裕的。 4.26  1.55  10 

b11 11.貴公司行政作業須依規定程序辦理。 5.92  1.12  3 

b12 12.貴公司引進新資訊科技有一定處理程序。 5.64  1.18  5 

b13 13.貴公司高階主管很支持新資訊科技的應用。 5.30  1.28  8 

b14 14.貴公司高階主管參與資訊系統建置專案的決策程度很高。 5.33  1.34  7 

b15 15.貴公司高階主管有桌面虛擬化相關資訊科技的知識。 4.39  1.67  9 

b16 16.貴公司電腦使用很普及。 6.29  0.95  1 

b17 17.貴公司擁有專門資訊系統管理維護人員。 6.09  1.23  2 

b18 18.貴公司大多數的員工具有使用公司資訊系統能力。 5.66  1.14  4 

 

如表 4-4所示，各問項的分配情況全部高於中數 4，資管人員對資訊科技創新特性量表得分較高的前二名的題

項依序為: 桌面虛擬化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平均數為 5.45); 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可以縮短資訊系統維護時程(平

均數為 5.22)。由此可看出，資管人員對桌面虛擬化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和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可以縮短資訊系統維

護時程是較重視的;另外在桌面虛擬化的採用能降低人力編制成本(平均數為 4.64)此題向的認同度為最低，有可能

是因為目前桌面虛擬化導入的企業並不是很多，或者是企業才剛導入，沒有實際的績效數據經驗，所以造成大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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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否會降低人力的編制成本抱持懷疑的態度。 

 

表 4-4  研究變項-資訊科技創新特性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量表 代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資訊科

技創新

特性 

c19 19.桌面虛擬化可以與貴公司目前資訊系統相容。 5.09 1.29 4 

c20 20.桌面虛擬化的架構設計符合貴公司目前的工作流程。 4.65 1.29 7 

c21 21.桌面虛擬化維護運作管理成本比較低。 4.90 1.40 6 

c22 22.桌面虛擬化的採用能降低人力編制成本。 4.64 1.41 8 

c23 23.桌面虛擬化建置的電腦設備維護很容易。 5.01 1.31 5 

c24 24.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可以縮短資訊系統維護時程。 5.22 1.28 2 

c25 25.桌面虛擬化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 5.45 1.20 1 

c26 26.桌面虛擬化應用已經越來越普及。 5.17 1.27 3 

如表4-5所示，實證結果發現知覺有用量表、知覺易用量表這二個量表中得分較高的前二名的題項依序為: 我

認為桌面虛擬化的軟體是容易使用的(平均數為4.97); 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平均數為4.94)。由

此可看出，資管人員對桌面虛擬化軟體容易使用及對工作有幫助是較重視的。 

表 4-5  研究變項-知覺有用、知覺易用量表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量表 代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知覺 

有用 

d01 27.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可提升我的工作效能。 4.88  1.29  3 

d02 28.桌面虛擬化的採用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 4.94  1.33  2 

知覺 

易用 

d03 29.桌面虛擬化的採用能使我的工作更容易。 4.85  1.36  4 

d04 30.我認為桌面虛擬化的軟體是容易使用的。 4.97  1.29  1 

如表4-6所示，整體而言，受訪者對採用桌面虛擬化的意願相當高的平均數有4.53，高於中數 4，表示資管人

員對於桌面虛擬化的採用意願較重視。 

 

表 4-6  研究變項-知覺有用、知覺易用量表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量表 代號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採用 

意圖 

d05 31.整體而言，我們公司採用桌面虛擬化的意願相當高。 4.53  1.50  1 

d06 32.目前，我們公司對桌面虛擬化的採用相當積極地評估。 4.47  1.58  2 

 
三、 因素分析及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因素分析，是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以及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二種，其中以Spss 12.0進行預測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共同因素，

取特徵值大於等於1的主成份來作為初始因素，另外，以結構方程模式 (LISREL) 所使用的一階SEM驗證因素分析來

考驗本研究所提出的因素結構的適切性。 

1.區別效度分析 

將「環境因素」、「組織因素」及「資訊科技創新特性」等三個變數，與其所有成對因素進行區別效度分析，分

析結果整理如下表4-7 顯示Δχ2
 皆大於χ2 

1,0.05＝3.84，顯示本研究各因素之間皆有所區別。如下表4-7所示: 

 

 



12 
 

 

 

表 4-7  各構面的區別效度分析表 

構念 成對構面 
未受限模式 受限模式 

Δχ
2
 

χ2值 DF χ2值 DF 

環境 外部環境推力 產業競爭變動 117.278 19 184.857 20 67.579 

組織 
高階主管支持 

組織正式化程度 108.804 13 194.46 14 85.656 

資訊科技基礎架構 13.324 8 89.931 9 76.607 

組織正式化程度 資訊科技基礎架構 78.011 13 125.428 14 47.417 

資訊科技

創新特性 

成本負擔 
相容性 1.656 4 55.497 5 53.841 

擴展性 48.451 8 62.901 9 14.45 

擴展性 相容性 8.862 4 66.815 5 57.953 

 

2.收斂效度分析 

如表4-8，觀察各構面之組合信度皆大於0.7，且各構面之平均萃取變異數皆大於0.5均符合收斂效度之要求。 

表4-8  各構念的收斂效度分析表 

     構念 構面 題項 CR值 AVE 

環境 
外部環境推力 3 0.741 0.503 

產業競爭變動 2 0.733 0.6 

組織 

高階主管支持 3 0.783 0.548 

組織正式化程度 2 0.773 0.543 

資訊科技基礎架構 3 0.733 0.483 

資訊科技創

新特性 

成本負擔 3 0.782 0.546 

擴展性 3 0.76 0.515 

相容性 2 0.767 0.622 

知覺有用性 知覺有用 2 0.964 0.964 

知覺易用性 知覺易用 2 0.908 0.908 

採用意圖 採用意圖 2 0.964 0.964 

透過信效度分析，其分別採用卡方檢定與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了區別效度與收斂效度。由上述所實證分析之結

果，其結果顯示：本研究問卷之區別效度、收斂效度、信度皆達到標準水準以內。 

 

四、 結構方程式 

1.理論模式架構 

 

 

 

 

 

γ1：知覺有用性←環境 

γ2：知覺易用性←環境 

γ3：知覺有用性←組織 

γ4：知覺易用性←組織 

γ5：知覺有用性←資訊

科技創新特性 

γ6：知覺易用性←資訊

科技創新特性 

γ7：採用意圖←環境 

γ8：採用意圖←組織 

γ9：採用意圖←資訊科

技創新特性 
 

φ21：組織←→環境 

φ31：資訊科技創新特

性←→環境 

φ32：資訊科技創新特

性←→組織 

β1：知覺有用性←知覺

易用性 

β2：採用意圖←知覺有

用性 

β2：採用意圖←知覺易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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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理論模式架構 

依據研究假設建構之模型進行估算，所得到的模型整體配適度指標，詳細如表 4-9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

知，整體模型χ2=119.111，χ2/df=6.617 高於 3，本研究的初始模式未達標準，故表示此模式有需要進一步

加以修正顯示。然而，有關本模式配適度指標之改善，將藉由本模式之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MI）檢

視所有參數對於改善模式配適情形。 

表 4-9  初始模

式之整 體配適

度 

 

 

 

 

 

 

 

 

 

 

 

為提高初始模式配適指標，將 MI 值進行修正，而其結果顯示於表 4-10 及圖 4-2。 

表 4-10  修正模式之整體配適度 
評鑑項目 標準值 數值/結果 評估 

一、基本配適標準：檢測模式之細列誤差、辨識問題或輸入有誤等 

(一)有沒有負的誤差變異 — 無 佳 

(二)誤差變異是否都達顯著水準 — 是 佳 

(三)參數間相關之絕對值是否沒有太接近 — 是 佳 

(四)因素負荷量是否介於 0.5~0.95之間 — 是 佳 

(五)是否沒有很大的標準誤 — 是 佳 

二、整體模式配適度：評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配適程度 

(一)χ
2
 (Chi-square) 值的顯著水準： χ

2
越小越好 17.37 佳 

(二) p 值 > 0.05 0.43 佳 

(三)χ2 /df(卡方值與其自由度的比值) < 3 1.022 佳 

(四)殘差均方根(RMR) < 0.05 0.046 佳 

(五)配適度指標(GFI) > 0.9 0.983 佳 

(六)調整後的配適度指標(AGFI) > 0.9 0.954 佳 

(七)基準配適度指標 (NFI) > 0.9 0.987 佳 

(八)比較配適度指標 (CFI) > 0.9 1 佳 

三、模式內在結構配適度：評量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程度、各指標及潛在變項的信度 

二、整體模式配適度：評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配適程度 

(一)χ
2
 (Chi-square) 值的顯著水準： χ

2
越小越好 119.111 差 

(二) p 值 > 0.05 0.000  差 

(三)χ2 /df(卡方值與其自由度的比值) < 3 6.617 差 

(四)殘差均方根(RMR) < 0.05 0.131 差 

(五)配適度指標(GFI) > 0.9 0.921 佳 

(六)調整後的配適度指標(AGFI) > 0.9 0.802 可接受 

(七)基準配適度指標 (NFI) > 0.9 0.91 佳 

(八)比較配適度指標 (CFI) > 0.9 0.921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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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別項目的信度(信度分析) > 0.5 － 佳 

(二)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 CR(測量模式) > 0.6 － 佳 

(三)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測量模式) > 0.5 － 佳 

 

 

 

 

 

 

 

 

 

 

 

 

 

   圖 4-2 修正後標準化路徑分析圖 
五、 各變項關係之假說驗證 

由表4-11 得知本研究之路徑係數檢定結果，由 P 值所示得知，「環境對知覺有用性，「環境」對「知覺易用

性」;「組織」對「知覺有用性」;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有用性」，「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易用

性」; 「環境」對「採用意圖」，「組織」對「採用意圖」，「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採用意圖」以及「知覺有

用性」對「採用意圖」，上述皆符合統計顯著性。由研究結果整理說明如下: 

【假設 H1】：「環境因素」變數對於「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環境」對「知覺有用性」其路徑係數為γ1=0.497、CR為 3.165 ， 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表示資訊人員認

為在使用桌面虛擬化的技術會受到外部環境推力及產業競爭變動的正面影響。 

【假設 H2】：「環境因素」變數對於「知覺易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環境」對「知覺易用性」其路徑係數為γ2=0.313、CR為 2.203，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表示資訊人員認為

如果桌面虛擬化的技術在導入的過程中，如果供應商有提供技術支援或同業之間的應用資訊，會使得桌面虛擬化的

技術更容易使用。 

【假設 H3】：「組織因素」變數對於「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組織」對「知覺有用性」其路徑係數為γ3=-0.291、CR為-2.449， 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此結果和依據各

文獻的推論不同，這部份將會在下一章研究結果論述。 

【假設 H4】：「組織因素」變數對於「知覺易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組織」對「知覺易用性」其路徑係數為γ3=-0.198、CR為-1.674，未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由於高階主管或

者資訊管理者對於桌面虛擬化的技術的導入使用比例不高，所以對於是否會正向影響知覺易用性，沒有獲得支持。 

【假設 H5】：「資訊科技創新特性」變數對於「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有用性」其路徑係數分別為γ5=0.675、CR為 5.301，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由

此可知資訊管理人認為桌面虛擬化技術的使用能降低其管理成本及縮短維護的時程，這些馬上可以看出其效益的構

面，會正面影響到桌面虛擬化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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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H6】：「資訊科技創新特性」變數對於「知覺易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易用性」其路徑係數分別為γ6=0.728、CR為 5.874，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由

此可知資訊管理人認為桌面虛擬化技術若和企業原有系統的相容性以及符合企業目前的工作流程，會正面影響資訊

管理人對桌面虛擬化技術是容易使用的看法。 

【假設 H7】：「環境因素』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環境」對「採用意圖」其路徑係數為γ7=0.426、CR為 2.203，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表示資訊人員認為企

業會因為產業中同業的競爭壓力及希望藉由資訊管理的優勢領先同業，進而有採用桌面虛擬化技術的想法。 

【假設 H8】：「組織因素』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組織」對「採用意圖」其路徑係數為γ8=0.344、CR為2.894，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因為在前面各構面的量

表統計結果發現資管人員對組織量表得分較高的前二名的題項依序為: 公司電腦使用很普及(平均數為6.29); 貴

公司擁有專門資訊系統管理維護人員(平均數為6.09)，由此可知本研究的受訪企業其資訊電腦的普及率很高，並且

有專門維護的管理人員，為了達到有效管理這些工作電腦，所以資訊管理人員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會比較積極的評

估。 

【假設 H9】：「資訊科技創新特性」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採用意圖」其路徑係數分別為γ9=0.331、CR為 2.437，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由此

可知，整體而言，若是桌面虛擬化的技術越來越成熟，而且能達到人力管理上成本的降低，是會導致資訊人員對桌

面虛擬化採用意圖有正面的看法。 

【假設 H10】：「知覺易用性」變數，對「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其路徑係數分別為β1=0.019、CR為 2.396，未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知覺易

用對知覺有用有正向的相關，但卻沒有正向的影響，所以這表示資訊管理人對於桌面虛擬化的易用並不會影響對桌

面虛擬化的使用。所以此項假設不獲支持。 

【假設 H11】：「知覺有用性」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有用性」對「採用意圖」的其路徑係數為β2=0.419、CR為2.421，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結果證實

資訊管理人員對於桌面虛擬化的使用態度，會影響桌面虛擬化技術的採用。 

【假設 H12】：「知覺易用性」變數，對於「桌面虛擬化採用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易用性」對「採用意圖」的其路徑係數為β3=-0.02、CR為-0.112，呈現不顯著的負向影響。研究結果

看出資訊管理人員對於桌面虛擬化的容易使用態度，並不會影響桌面虛擬化技術的採用。推論造成此結果的可能原

因是通常在建置此類此桌面虛擬化的環境時，企業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因此企業會比較著重導入的有用性比易用

性來得重要，所以此項假設未獲得支持。 

表 4-11 本研究之路徑係數檢定結果 
假設 路徑 路徑係數 測量誤差 CR P值 檢定結果 

H1 γ1：知覺有用性←環境 0.497 0.157 3.165 0.002** 支持 

H2 γ2：知覺易用性←環境 0.313 0.155 2.023 0.043* 支持 

H3 γ3：知覺有用性←組織 -0.291 0.119 -2.45 0.014* 不支持 

H4 γ4：知覺易用性←組織 -0.198 0.118 -1.67 0.094 不支持 

H5 γ5：知覺有用性←資訊科技創新特性 0.675 0.127 5.301 *** 支持 

H6 γ6：知覺易用性←資訊科技創新特性 0.728 0.124 5.874 *** 支持 

H7 γ7：採用意圖←環境 0.426 0.16 2.657 0.008** 支持 

H8 γ8：採用意圖←組織 0.344 0.119 2.894 0.00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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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 γ9：採用意圖←資訊科技創新特性 0.331 0.136 2.437 0.015* 支持 

H10 β1：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 0.019 0.048 0.396 0.692 不支持 

H11 β2：採用意圖←知覺有用性 0.419 0.173 2.421 0.015* 支持 

H12 β3：採用意圖←知覺易用性 -0.02 0.182 -0.11 0.911 不支持 

 

(一) 各變項之路徑分析結果 

下表4-12 是各外因變量對各內因變量影響的效果值分析表，依據路徑分析模型可看出: 

直接效果分析: 

1.「環境」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採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 「組織」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3. 「組織」對「知覺易用性」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 

4. 「組織」對「採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5. 「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採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6. 「認知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 

7. 「知覺有用性」對「採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8. 「知覺易用性」對「採用意圖」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 

間接效果分析: 

1. 經由「知覺有用性」→「環境」→「採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 經由「知覺有用性」→「組織」→「採用意圖」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3. 經由「知覺有用性」→「資訊科技創新特性」→「採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4-12 是各外因變量對各內因變量影響的效果值分析表 
路徑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γ1：知覺有用性←環境 0.29 0.003 0.293 

γ2：知覺易用性←環境 0.188 0 0.188 

γ3：知覺有用性←組織 -0.191 -0.002 -0.194 

γ4：知覺易用性←組織 -0.135 0 -0.135 

γ5：知覺有用性←資訊科技創新特性 0.472 0.01 0.481 

γ6：知覺易用性←資訊科技創新特性 0.526 0 0.526 

γ7：採用意圖←環境 0.213 0.103 0.316 

γ8：採用意圖←組織 0.195 -0.068 0.127 

γ9：採用意圖←資訊科技創新特性 0.199 0.165 0.364 

β1：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 0.018 0 0.018 

β2：採用意圖←知覺有用性 0.361 0 0.361 

β2：採用意圖←知覺易用性 -0.017 0.007 -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透過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及Harrison(1997)資訊科技採用

模型為基礎架構下探討影響企業採用桌面虛擬化其影響因素之研究模式及研究假說，並以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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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析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如何影響其採用行為。 

(一)影響知覺有用性之外部因素: 

從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變數中「環境」、「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有用性」均有正向的影響力。 

1.經由路徑分析可知，「資訊科技創新特性」是外部變數中對「知覺有用性」具有最大影響力的因素。本研究

中「資訊科技創新特性」的構面包含：「成本負擔」、「擴展性」、「相容性」，從構面的定義可以看出資訊管理

人員對於桌面虛擬化的使用是否能有效減少企業的電腦維護成本、降低人力編制成本;以及縮短資訊系統維護的時

程等因素，是影響「知覺有用性」的首要考量因素。此一研究發現與2010年IDC and Gartner針對資訊營運長進行

調查發現不謀而合，企業在導入新的資訊科技時，節省成本所帶來的效益考量是最重要因素。 

2. 「環境」對「知覺有用性」也有正面的影響，在本研究的「環境」構面中包含了「外部環境推力」及「產

業競爭變動」，也就是說當一個企業處在的產業中是屬於生產技術更新速度很快，重視生產服務品質及創新的環境，

企業對於桌面虛擬化的使用就有其迫切性，希望藉由新資訊技術的使用，增加企業的競爭力。 

(二)影響知覺易用性之外部因素: 

從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變數中「環境」、「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易用性」均有正向的影響力。 

1.和「知覺有用性」變數一樣，「資訊科技創新特性」是外部變數中對「知覺有用性」具有最大影響力的因素。

在「知覺易用性」中從構面的定義可以看出資訊管理人員對於導入新系統時，其系統相容性是否和目前企業的系統

相容，以及資訊基礎的架構是否能符合公司目前既有的流程，另外此項技術的成熟度及應用普及，都會影響資訊人

員對於桌面虛擬化技術的使用考量的重點。 

2. 「環境」對「知覺易用性」資訊管理人員考量因素則是對於廠商是否能提供專業的建置規畫以及教育訓練

等因素，可以協助企業規劃出符合需求的資訊系統，讓企業更容易使用，發揮最大的效益。 

(三)影響採用意圖因素: 

在變數中「環境」、「組織」、「資訊科技創新特性」、「知覺有用性」對「採用意圖」均有正向的影響力。 

從上述結論「環境」、「資訊科技創新特性」對「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中已分別闡述資訊人員對於

桌面虛擬化因素的考量，因此可發現這些因素亦是直接會影響企業「採用意圖」的重要因素;另外組織構面在「採

用意圖」具有正向的影響，依據推論認為具有資訊管理部門系統的大規模組織，當桌面虛擬化的技術應用已經是未

來的資訊管理架構時重要的趨勢，企業的管理人員對於桌面虛擬化的「採用意圖」就會積極正面的去了解評估導入

的可行性。 

(四)分析研究結果和預期結果不符的原因 

1. 「組織」對「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研究結果呈現負面不顯著。 

根據Grover and Goslar (1993)實證結果顯示：組織的集權化程度會影響組織採用通信技術呈負相關。Williams 

(1998) 針對美國企業導入 EDI (電子資料交換) 系統的意願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果也指出雖然最後的數據中得

到之顯著性不如其他的組織變項因素，但是組織中的權力集中化程度越高，那麼企業採用EDI 系統的意願的確越

低，由此可見組織的權力結構過於集中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會降低企業創新的意願強度及能力。很多企業的高階主管

或者資訊管理人員對於桌面虛擬化的技術還是一知半解，所以對於桌面虛擬化的技術是否能增進企業資訊效能產生

正面有用性產生懷疑，目前大都採評估的態度。從研究結果看來，應該是基層的資訊管理人員對於環境及資訊科技

創新特性這二個構面都有確切面臨的狀況，所以能感同身受對「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有較正向的看法，

但是長久以來，傳統的資訊管理人的角色一直是幫前端用戶解決問題，所以在導入新的資訊技術時，他們的思考角

度會著重於效能的改善，對於行政及財務上面的考量比較沒有概念，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企業因為組織集權的程度高

採購作業時間長;以及高階主管現階段對於桌面虛擬化的需求並沒有迫切性，這些都會造成資訊管理人員對於「知

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呈現負面想法。 

2. 「認知易用性」對於「認知有用性」，「採用意向」並沒有正向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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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Davis(1989)認為所提出「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會直接影響「行為意向」，「知覺易用性」也

會經由「知覺有用性」間接影響「行為意向」。 

本研究由路徑分析結果顯示「認知有用性」會直接影響「採用意向」，然而「認知易用性」對於「認知有用性」，

「採用意向」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力，此一發現與Chau(1996)的研究結果頗為類似，Chau(1996)的研究結果顯示認知

易用性僅對短期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關係，而知覺易用性對採用意向的關係則不顯著，因此本研究推論發現可能理

由為，通常企業在建置新資訊系統時必須同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企業是否採用的考量重點會落在，資訊

系研究結果看出資訊管理人員對於桌面虛擬化的容易使用態度，並不會影響桌面虛擬化技術的採用。 

(五) 企業目前採用桌面虛擬化技術的情形: 

台灣IDC企業應用研究部市場分析師吳乃沛預測，2012年將成為桌面虛擬化技術從先期採用階段邁向普遍採用

的元年。 

根據本次問卷統計結果，目前已經採用桌面擬技術的企業有54 家，佔總數的25.3%，尚未採用的有160家，佔

總數的 74.7%，已導入的產業以高科技的製造業，以及資訊電腦產業比例為最高。 

由上述問卷可以驗證，因為重度倚賴資訊架構的高科技製造業以及訊息更新快速的電腦資訊業，更希望藉由桌

面虛擬化創新的技術，讓公司的內部資源集中化，以便讓IT資源能獲得充分運用，降低資訊系統的管理費用。所以

企業願意採用的接受度較高。 

 
二、 研究建議 

基於桌面虛擬化技術企業評估的實務趨勢以及相關的研究的相關文獻，藉由研究結果提供下列幾點建議，提供

日後企業主管在考慮實施桌面虛擬化建置相關資訊系統時考量: 

(一)、對企業的建議 

企業面臨著虛擬時代所帶來的獨特的全新挑戰和前所未有的機會，這一時代已加速了我們持續發展動態資料中

心環境和雲端計算架構。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已成為企業提升電腦管理績效的利器，本研究發現，企業的「環境」

構念、「資訊科技創新特性」構念，「認知有用性」，進一步影響「採用意向」。因此，建議企業應積極強化組織資訊

科技基礎架構的完整性，特別是增加網路的頻寬及前端作業終端機的建置，以及組織內各功能領域資訊系統的整

合，並且投入心力關注部門間的協調與連繫，積極推動建立資訊管理工作透明化與標準化，達到上行下效的效果，

塑造有利於資訊系統導入的條件。 

(二)、對高階主管的建議 

研究發現高階主管的態度對於資訊系統的認知有用性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建議高階主管應對資訊科技採取開放

的態度，多吸收、了解相關的知識，以發揮正面的影響力，強化整體企業的認知與信心。最後，建議企業在導入資

訊系統前應清楚定義需求，審慎評估，才能選擇確實對企業有用，契合所需的資訊系統解決方案。成功的高階主管

不能只從單一角度來思考問題，而要站在企業未來成長的觀點綜觀全局，讓 IT不只解決公司現有的問題，還要為

公司帶來新的能力。資訊部門的管理人員必須瞭解公司未來發展的方向，才能夠協助企業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脫穎

而出。 

(三)、對資訊管理人的建議 

資訊管理人員的角色正在改變，本研究發現，新的技術的導入是否可以成功，資管人員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資管人員除了例行的用戶端維運控管，藉由桌面虛擬化架構導入，IT架構集中化，可以將全公司的桌面系統應用整

合成為一套系統，資管人員可以直接於機房內集中管理維護，當IT部門掌握了全公司的桌面應用環境，就可以在伺

服器端做更有效的資源配置及管理。資管人員若要創造自我的工作價值，要做到無縫隙的安全控管，應用服務不僅

要能做到系統功能面的整合，提升工作流程的效率，還要有能力去分析既有的資訊，主動創造利於管理與決策的資

訊，提供予企業。所以資訊管理人員的角色不再只是系統維運的支援者，而是一個應用系統的管理者或企業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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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協助公司精簡不必要或看不見的成本耗費。進而使IT部門成為企業營運的要角。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架構擬定、問卷設計以及資料收集各方面均力求客觀完整，然而限於時間、人力，研究過程難免

有不盡完備之處，以下列出三點研究限制以： 

(一)、 研究樣本數之限制 

由於本研究模式所提出的結構模式需估計的參數相當多，受限於相對樣本數不足，因此僅能對結構模式加以縮

減，作為假說檢定的依據，因此模式的估計值以及穩定度可能會有些許較差的效果。 

(二)、衡量工具之限制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係參考國外問卷翻譯而成，並從樣本中請幾位資訊部門主管實際填答，針對不清楚或不合適

之處進行修正，以期能達到原文問卷所表達的精神，但修改後問卷的信度、效度難免會受影響。 

(三)、 單一問卷填答者可能產生的偏差 

本研究的問卷是由各公司的資訊部門管理人員於線上填答，其優點在於資訊管理人員對資訊系統技術層面的問

題較瞭解，同時對於資訊系統的認知與採用意見有指標性的意義，較具代表性。然而，單一問卷回答者能否代表企

業整體的認知，以及回答者是否用心填答，都有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偏差。 

  
四、 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只針對企業評估桌面虛擬化這項創新科技的導入因素進行研究，礙於目前採用虛擬化的企業戶並不多，

所以無法針對企業導入桌面虛擬化之後對其企業資訊管理的績效進行研究，期望未來學術研究者能朝企業績效方向

繼續研究，以做為尚未導入桌面虛擬化之企業未來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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