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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全一詞就是保障民眾財物避免損失，並保護個人及組織的各項安全措施。臺灣經濟起飛，人們對於安全防

護需求不斷增高，國家警力已無法確保個別的社會安全需求，保全業因此蓬勃發展。 

隨著人事成本逐年增加，少子化導致人力招募不易，加上傳統保全服務模式已無法符合現今需求，讓保全公

司不得不轉變服務模式：，發展智慧保全服務。所謂智慧保全服務是將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帶入保全系統，發展出不

同以往的保全系統，透過主動式服務提升顧客滿度意與顧客黏著度。 

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的興起，讓保全服務更加多元，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法蒐集現今主要的智慧保全服務項目，

建立目標層級架構，與設計專家問卷，並運用分析層級程序法計算各目標層級的權重，分析家戶選擇智慧保全服務

之偏好。藉由分析結果，保全公司得以了解家戶於選擇保全時，所偏好的智慧保全服務項目，做為未來公司發展服

務項目重點 。 

關鍵字：保全系統、智慧保全服務、分析層級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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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保全就是保障民眾財物避免損失，並保護個人及組織的各項安全措施。而安全對人們是相當重要的，以馬斯

洛需求層級理論，安全屬於第二層級，意謂者保障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也是人們的基本需求。保護人民安全是國

家基本要求，但隨著政治、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轉變，原有警力已無法達到確保社會安和之目的。保全最主要是預防

犯罪，利用人力和保全設備，提供定點駐守與巡邏、門禁管制以及防盜防災等措施。換言之，保全在預防損失和風

險管理，透過風險的預期和評估，產生防護作為，用以消除風險與減少損失來發揮預防最大的功能（楊士隆，2005）。 

保全業即是因應現代社會發展下所產生的新興行業，而保全業是利潤導向的事業，透過提供專業人員、器材

與秩序維護，以避免客戶的生命財產有所損失。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對於安全防護需求越來越高，但因為國家警力

無法確保社會安全。因此，臺灣第一家保全公司於民國 66年成立。 

湯永郎（2013）表示臺灣保全業最早發展是由中興保全引進日本的保全系統，1980年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帶

動民間對保全服務產業之大量需求，加上保全業門檻限制不高，所以許多退休軍、警、情之人員投入此行業，1990

年臺灣大樓及大型建築興起，大集團公司因自身安全需求，且為了減少人事成本與風險管理，此時期陸續有多家公

司成立保全公司。經過 40年的發展，於民國 105年的工商普查，保全公司共有 661家與從業人員約有 8萬 7仟多

人。 

林建涵（2018）表示由於人力成本逐年提高，保全公司想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發展還有成長空間的家用市

場。過去家庭用戶佔公司業務量約 20%，因為很多家庭都認為要有一定能力，才會需要保全。所以要提高家用市場，

就不能跟原本的保全一樣。因此，2015年推出結合物聯網技術的中保無限＋，利用無線傳輸的方式，以各種感測器

提供居家安全與老年照護等服務。傳統保全設備需要拉線施工，故得派遣施工人員，以致這塊業務每年都虧損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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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新型的保全型態就不需另雇施工人員，因此 2016年業務不只損益打平，而是獲利成長 40%。 

物聯網就早是在 1990年代提出，直到近年因上網成為生活常態事務，以間接讓連網的需求也變大，加上資通資訊

技術的成熟，讓所有的物品，可透過感測技術，經過訊息的快速傳遞，進而產生連動控制（周滋靜，2015）。陳雅

琳（2018）報導指出保全服務是最早的物聯網應用，以雲端平台結合人員巡防，串連家戶標的感測器反應，達到安

全預防效果。 

保全業分為四類，人身保全、駐衛保全、系統保全，與運送保全。其中系統保全是各保全公司發展的主力，而

系統保全的發展，過往的服務都是單向服務，也就是家戶標的感測器發生異常時，會將異常保全訊號回傳保全公司

的管制中心，再由管制中心派員至前往處理勤務。資訊時代的演進，大數據、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的興盛，加上人力

成本不斷上升，因此傳統系統保全的服務方式已經無法符合家戶需求。與物聯網技術結合的系統保全，提供不同與

以往的智慧保全服務，將可提高客戶滿意程度。因此，朝向智慧化是保全公司發展課題。 

1.2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動機，本研究針對目前保全用戶說明保全服務創新內容，探討用戶所需要的服務內容，提出保全公

司發展智慧保全服務，必須重視的發展項目，以達到用戶需求。本研究具體目的首要是透過專家問卷所調查的結果，

了解用戶所重視智慧保全服務項目。並驗證各構面間的關係，以了解用戶偏好的主要關鍵服務，讓保全公司可朝用

戶需求發展。 

 

2.文獻探討 

2.1保全業演進 

保全一般係指私人警衛之意涵。文字意涵就是幫助防阻損失，也就是必須建立相對可預測的環境，以使人們

身家財產不會遭破壞或傷害。2015 年王振生於第二屆海峽兩岸保全業研討會中談及臺灣保全業的發展時程，說明

如下所述： 

第一階段—保全業草創初期（1978年至 1988年）： 

此階段是只有少數幾家保全公司成立，初期服務項目主要以系統保全和其相關器材買賣為主；系統設備與管

理方式深受日本保全業影響。因屬新興行業，且民眾接受程度低，導致保全服務推廣困難。 

第二階段—保全業蓬勃發展（1988年至 1998年）： 

保全業逐漸被民眾認可，並開始導入歐美保全經營模式和技術，服務項目也擴及人身保全、駐衛保全及運送

保全。此階段警政署於 1991年 12月 30日公布保全業法，並於 1992年公布保全業法施行細則，讓欲加入此行業的

公司有法遵循，使各類型保全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但多數為駐衛保全公司，雖然營業額大幅成長，保全人力需

求也大幅增加，以致競爭激烈，導致供需不平衡，使得保全人員素質每下愈況。 

第三階段—保全業多元發展（1998年 2008）： 

保全公司朝向專業化，轉由自行研發保全業務及相關設備，受到 1997年金融風暴影響，保全市場大幅萎縮，

造成各保全公司為了搶佔保全市佔率，展開價格割喉戰之亂象。 

第四階段—保全業轉型發展（2008年迄今）： 

此階段數位化興起，保全業開始轉型，發展不同服務與附加服務如人、車行動保全、健康照護，以及即時監

控影像等服務，近年來朝向與物聯網結合推出智慧家庭等產品，使得保全業由傳統人力服務，開始轉型成為科技服

務業。 

隨著保全業的發展，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5 年 1 月公布第 10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將保全業劃分為支援服

務，且依據中國民國統資訊網 105年調查資料，得知 90年有 358間保全公司，到了 105年共有 661間，近四年調

查共增加了 303間，共成長了 84.64%。而投身此產業的人員由 3萬 5千人，增加到 8萬 7千人左右，共增加 5萬

2 千人左右，雖然公司數與投入員逐年增加，但隨著產業間競爭及資訊設備進步，營運績效 100 年為 81.63%，到

105年降了 6.37%至 75.26%。正因如此，此行業電腦與網路普及率為 98.87%，較 100年增加了 4.12%。 

  

322



2.2保全業發展狀況 

袁延壽（2020）報導指出隨著人力成本上漲，傳統的保顀市場發展不易，所以保全業者朝向發展科技保全，

搶攻智慧城市產業與物聯網居家服務，中興保全更樂觀評估智能化服務的營收佔比，2021年將可增加五個百分比。 

中央社（2019）採訪怡盛集團事長黃平，指出物聯網快速發展及設備成本下降，讓系統保全與安全防護產品

與物聯網結合之可行性大幅提升，若能建立智能保全系統，將可提升保全服務與降低防護死角，也可以減少人力成

本。 

根據中興保全 108年年報資訊得知電子系統的收益高於 107年，而留駐警衛收入卻比 107年低，如表 2-1。由

新光保全 108 年年報得知，近二年度電子服務業務的銷售額是成長的，但常駐業務是下降的。保全不再只能是保

全，結合各項智能化服務，而是提供更多物聯網生活化服務，中興保全提供物聯網生活服務，客戶數每年皆以 2位

數成長，雖然營收沒有增加，但支出明顯減少許多，因此每年利潤是持續成長中，新光保全智慧生活服務業務，近

3年複合成長率也高高 126.7%，可見得物聯網生活服務需求日漸增加。 

2.3智慧保全服務項目 

在臺發展四十餘年的保全業，由過往的歷史中，了解其架構幾乎沒有變化，與高度仰賴人力駐點、巡邏，集

合式住宅需要駐衛保全 24小時待命守候，而系統保全，則由保全管制中心 24小時監看訊號或影像。直至中興保全

於 2015 年推出無線保全系統，才逐漸脫離傳統的保全框架。隨著智慧科技廣泛應用，監控、門禁、防盜等安全監

控產品成為智慧家發展的重點。林天送（2010）表示智慧家庭的概念是將家中的通訊設備，與家中的電器及安全監

控整合，透過智慧化系統進行遠端監控與處理家庭事務。隨著大數據、人工智慧與雲端運算的盛行，以及物聯網設

備普及，讓智慧家庭運用更加廣泛。因此，如何將傳統系統保全與智慧家庭結合，發展出智慧保全服務，為保全公

司一大課題。 

系統保全過往都是以單向服務模式，標的任何狀況透過主機回傳保全公司的管制中心，管制中心人員在依事

件狀況進行聯絡、派勤及請求警方協助。隨著保全公司導入智慧服務項目，原有的服務流程不再單向的服務，下列

將會列出不同之服務。 

2.3.1遠端操控保全系統 

傳統系統保全客戶若要設定或解除保全，僅能使用保全卡片或是去電保全公司，由管制中心於透過遠端操作

設定解除。以及客戶若要查詢標的保全的設解狀態或是操作紀錄，僅能由管制中心提供。 

保全公司建構 APP伺服器，家戶利用行動裝置即可接收標的即時設定與解除訊號，也可以調閱標的歷史訊號，

與客戶也可進行線上修改客戶資料。除上述外加上物聯網架構，客戶透過行動裝置，進行遠端設定或解除標的保全。 

目前傳統系統保全透過聯網功能，與建立物聯網架構，可提供的功能有(1)線上修改客戶資料，(2)線上查詢歷

史紀錄，(3)遠端設定或解除保全，(4)即時推播訊號。 

2.3.2影像保全 

 傳統的監視器，因受限於網路頻寬問題，不管是數位或類比，都以固定位置架設，並透過實體線路，才能將

大量影像回即時上傳給家戶，因此，家用監控視器主要是提供即時影像查看，部份可提供移動偵測功能。但在導入

機器學習後，智慧監控器具有辨識能力，可以辨識人、事、物。而且演算法導入居家中，可提供入侵偵測或是老人

跌倒等事故發出警報（林大衛，2018）。 

 經濟日報(2018)報導隨著 AI結合物聯網，使用保全公司持續進化，智慧攝影機利用大量影像，讓人工智慧學

習辨識異常警訊，並藉由監視器畫面發揮學習與分析，一旦發現異常事件，系統會立即通報管制中心，加速處理時

間。且經由大數據資料的累積與深度學習，影像保全能有效減少誤判機率，並可辦別不同的事物，例如火災、搶劫、

侵入民宅等複雜事件。 

 目前影像保全功能除原有的即時影像功能，與位移功能，隨著辨識功能可運用於(1)人員進出門禁系統，(2)電

子圍籬偵測異常狀況，(3)居家照護偵測是否有跌倒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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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環境監控 

在常見的安全災害如一氧化碳中毒、瓦斯中毒、火警等，通常是毫無預警，使得人員根本無法反應，進而危

害到家人生命安全。而傳統的感應器材是利用具備簡易執行設施迴路阻斷，產生異常訊號，往往都要事件發生後，

人員才能察覺及進一步處理，原因為傳統的感應器材多為獨立運作，彼此間是無法交換訊息，導致無法整合所有設

施，以達到智慧化安全處置（溫海熙，2018）。 

傳統的保全感測器，需要等到異常時才會警報，而物聯網的感測器是即時監控，快達異常值即會發出警訊，

例如溫度感測試會即回傳現場溫度，二氧化碳感測器會回傳目前濃度，當濃度達設定值時，即會回傳訊號通知保全

公司進行處理。不像以往必須等到事件發生後，異常訊號才會回傳到保全公司，進行處理。 

目前有運用的設備，分別為(1)溫濕度感測器，(2)CO或 PM2.5等氣體偵測，(3)水位偵測，(4)火災偵測。 

2.3.4情境控制 

智慧家庭系統架構在發展初期,主要是將彼此獨立的智慧家電集合而成，利用智慧家本身的情境感知，並透過

網路連線，將互不相連的智慧家電做連結，家戶使用對應的程式進行操控（許巍譽，2018）。 

高啟洲與楊孟洵(2019)表示遠端控制家中的智慧家電，當家中無人時，透過控制家中燈光，型塑有人在家之假象，

可防止宵小覬覦。也可達到節能環保，其中包含：(1)關閉未使用的設備電源、(2)換用能源效率高的家電、(3)因應

天候及溫度改變，適時調整家中電器設備。 

情境控制目前主要運用於(1)智慧家電，(2)遠端操控鐵捲門。 

2.3.5健康照護 

江育民與翁瑞宏（2017）表示現今智慧健康照護是運用雲端運算與物聯網等技術，藉以支援銀髮族照顧與生

活需求，而居家照護更為重要，因為它是停留時間最長的地方。故以物聯網為基底，整合出智慧健康照護模式，其

中包括下列所述：(一) 健康偵測：透過行動裝置量測生理資訊直接與智慧型手機/手錶等連結，利用網路傳送資料

至雲端健康照護平台。(二) 提醒功能：搭配雲端健康照護平台及行動裝置結合，設定時間提醒，如運動、量血糖、

血壓、服藥、飲食等。(三) 緊急求救：根據物聯網裝置、生理裝置長期量測資訊，及使用者行為分析，提供異常通

報、緊急救援、危險預防、行為模式判讀等服務。 

保全公司目前所提供的健康照護功能，主要有(1)用藥提醒，(2)緊急按鈕救護，(3)健康偵測。 

 

3.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蒐集相關文獻資料，針對現有保全系統服務，與物聯網可與保全系統結合之服務，將二者制訂層級架

構，依此層級架構設計專家問卷，並請保全用戶進行填答，待問卷回收後以分析層級程序法計算各項評估因素之權

重，再進行結果分析確認顧客使用偏好。 

 

圖 3-1研究架構 

  

應用AHP探討家戶
選擇智慧保全服務
之關鍵因素

文獻探討 確認層級架構
以AHP計算各評估
因素之間的相對權

重

分析了解家戶對智
慧保全服務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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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

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蒐集

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

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

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描述、分類及詮釋（朱柔若譯，2000）。 

因此，本研究透過蒐集、鑑別、整理相關文獻，以了解保全業的發展歷程，及智慧保全服務項目，並分析各大

保全公司目前已發展的智慧保全系統，資料經由整理後歸納出適合家戶使用智慧保全服務項目。 

3.3分析層級程序法 

此研究方法為 1971年 Saaty教授提出的多屬性評估方法，通稱為 AHP。當一個多屬性決策問題需要考量很多

決策元素，包含目標、當一個需要考慮很多因素的決策元素，而且決策元素具有複雜的關係時，此研究方法的目的

就是利用一個層級的結構將問題系統化，並將決策元素區分不同維度，與將問題加以層級分解和架構，使複雜的問

題分解為許多小的子問題，然後依據 AHP的步驟分別比較評做後再整理，如此使複雜的問題變得容易故決策。AHP

另一特色為藉由評估屬性間的成對比較建立成對比較矩陣，用以反應決策者的主觀偏好，並以特徵向量來確定各準

則間的權重。（簡禎富，2005） 

3.3.1AHP基本假設 

AHP的基本假設，包含下列九點：（鄧振源與曾國雄，1989） 

1. 一個系統可以被分解成多個成分或種類，並形成網路層級結構。 

2. 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之要素皆假設具獨立性。 

3. 每一層級內評估因素，可運用上一層級內部份或全部因素進行評估。 

4. 比較評估準則時，可將比例尺度替代絕對數值尺度。 

5. 成對比較後，利用正倒值矩陣處理。 

6. 應滿足偏好關係遞移性。不僅優劣關係滿足遞移性（A優於 B，B優於 C，則 A優於 C），以及強度大小關係

也須滿足遞移性（A優於 B三倍，B優於 C四倍，則 A優於 C十二倍）。 

7. 不易具完全遞移性，故容許具不完全遞移性的存在，但需測試其一致性程度。 

8. 可經由加權法則而求得要素的優劣程度。 

9. 只要出現在階層架構中的因素，無論其優劣強度是如何小，皆被認為與整個評估架構有關，並非檢核階層架

構的獨立性。 

3.3.2AHP評估尺度 

AHP評估尺度分為五級，包括：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頗重要、極重要與絶對重要，並以比率尺度 1、3、5、

7、9做為代表：另有四相對重要水準介於五級之間，故以相鄰衡量水準的中間值，分別為 2、4、6、8來代表。表

3-1為 Saaty所定對尺度表（Saaty,1986）。 

表 3-1相對重要性尺度表 

相對重要性程度 相對重要準的定義 說明 

1 同等重要 兩指標的重要性一樣 

3 稍微重要 從經驗與判斷上來看，某一指標稍微重要 

5 頗重要 從經驗與判斷上來看，某一指標頗微重要 

7 極重要 實際上顯示某一指標極為重要 

9 絶對重要 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某一指標絶對重要 

2、4、6、8 相鄰衡量的中間值 需要折衷時 

資料來源：Saaty,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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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AHP模式與步驟 

簡禎富（2005）表示利用 AHP建立層級結構和決策模式時，要解決二大問題，一為如何建立決策元素的層級

關係，再者為如何評估各層級的元素相對值。而 AHP的層級結構是由兩個以上決策層級組成，每一層級的元素與

上下之間逐級聯接。 

AHP方法主要步驟有四步（ Saaty & Vargas, 1980）： 

1.將複雜決策問的評估結構化、系統化，列舉相關因子，並建立層級結構。 

2.建立評屬性和各屬性下不同方案的成對比較矩陣。 

3.計算各屬性之相對權重和各方案的相對評估值。 

4.檢定一玫性。 

本研究以專家問卷方式進行，蒐集使用保全系統專家意見，內容主要為客戶所重視的智慧保全服務項目，將

文獻與資料整理成層級架構，見表 3-2 並製成各屬性的成對比較問卷。再請保全用戶進行填答。問卷將採取 Saaty 

(1980)所提出之 AHP評估尺度進行計算各構面及因素之相對權重值。 

表 3-2研究層級架構 

目

標 

影響

構面 

構面屬性 

（衡量指標） 
屬性定義 

智

慧

保

全

服

務 

系統

保全 

遠端設定解除 客戶透過行動裝置 APP遠端設定或解除標的保全。 

訊息推播/查詢 當標的保全有設定或解除時，訊號會推播客戶的行動裝置；客戶亦查詢相關訊號。 

客戶資料修改 客戶透過保全公司網頁修改人員資料。 

定時設解功能 客戶在電腦端或行動裝置設定時間，由系統定時為標的設定或解除。 

影像

保全 

即時影像 客戶於行動裝置 APP可查看標的即時影像。 

異常偵測 透過機械學習的影像，當標的偵測到異常影像時，訊號會回傳至管制中心處理。 

門禁人臉辨識 門禁系統建立客戶的資料，客戶即可透過人臉辦識來設定或解除標的保全。 

環境

監控 

溫濕度顯示 
客戶透過行動裝置 APP查看標的溫濕度狀況，並可設定異常值，當標的溫濕度達

異常時，系統會推播訊息給客戶，並回傳管制中心處理。 

氣體偵測 
客戶透過行動裝置 APP可查看氣體指標，如 PM2.5或一氧化碳等，並可設定異常

值，當標的溫濕度達異常時，系統會推播訊息給客戶，並回傳管制中心處理。 

水位偵測 
標的安裝水位偵測器或是影像偵測，當偵測達一定高度，系統會產生異常訊息推

播給客戶，並回傳管制中心處理。 

火災警示 
標的安裝偵煙或瓦斯偵測器材，發生異常時會產生異常訊號，推播給客戶，並回

傳管制中心處理。 

情境

控制 

遠端開關鐵捲

門 

結合標的現場影像，客戶透過行動裝置 APP查看影像確認正常，即可遠端開啟或

關閉鐵捲門，並且推播訊息通知客戶。 

智慧家電控制 結合智慧家電，客戶透過行動裝置 APP遠端操控家電各項功能。 

健康

照護 

用藥提醒 
客戶設定長者的用藥時間，於用藥時間，標的會有提示聲用藥，並推播訊息給家

人協助留意。 

健康偵測 
透過連網的醫療設備，如血糖機、血壓機與智慧手環等裝置，若有異常時，系統

會主動提示。 

緊急求救 標的設定緊急按鈕，當異常按壓時，訊號推播給家人，並回傳管制中心派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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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研究範圍 

研究對象範圍以家中有安裝保全系統之保全家戶為對象，進行專家家意見蒐集，訪談內容為家戶選擇智慧保

全服務的偏好之層級架構之評估構及準則。 

智慧保全服務項目的建構分為兩階段進行：首先，透過蒐集智慧保全服務相關文獻以分析確認層級架構，然後運用

分析層級程序法分析專家問卷，確認層級架構內各層級屬性兩兩成對比較 

之問卷，以計算相對權重。 

4.研究結果 

4.1專家問卷回收狀況 

本研究採用分析層級程序法，探討家戶選擇智慧保全服務之偏好，研究對象以住家有使用保全系統，並有使

用保全公司所提供 APP 做為專家，透過評選構面與準則的權重，得到了解家戶選擇智慧保全服務之偏好權重。本

研究共發出 20份問卷，回收 20份問卷，回收率 100%。有效問卷 20份，有效回收率為 100%。 

4.2基本資料分析 

受測者資料分析，性別分佈狀況為男性 15位(75%)、女性 5位(25%)；教育程度分佈狀況為高中/職 1位(5%)、

專科 2位(10%)、大學 11位(55%)、研究所以上 6位(30%)；年齡分佈狀況為 40歲以下共 3位(15%)、41~50(含)歲

共 8位(40%)、51~60(含)歲共 7位(35%)、61歲以上共 2位(10%)；使用保全時間分佈狀況為 5年以下共 4位(20%)、

6~10 (含)年共 5位(25%)、11~20(含)年共 9位(45%)、21年以上共 2位(10%)。依本研究之議題，受測者均有使用保

全系統及保全 APP，足以做為本研究之專家。 

4.3 專家權重分析 

本研究之智慧保全服務項目共分為四個主要構面，分別為系統保全、影像保全、環境監控、情境控制、健康

照護。經專家問卷，由專家進行兩兩比較，並利用決策分析工具 Power Choice 2.5計算後，C.R值均小於 0.1表示

符合一玫性要求。以下將依Ａ組、Ｂ組及整體專家分析結果。 

由表 4-1 得知，本研究「家戶智慧保全服務之偏好分析」之衡量構面，A 組專家的權重依序為：系統保全

(0.39674)>影像保全(0.25841)>環境監控(0.146912)>健康照護(0.123016)>情境控制(0.074921)。此構面之一玫性 C.I值

=0.009203與 C.R值=0.008217，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智慧保全服務構面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A組） 

項次 構面 整體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系統保全 0.39674 1 

2 影像保全 0.25841 2 

3 環境監控 0.146912 3 

4 情境控制 0.074921 5 

5 健康照護 0.123016 4 

λmax=5.036813 C.I=0.009203 C.R=0.008217 

由表 4-2得知，在「系統保全」下的偏好分析，A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訊息推播查詢(0.453148)>遠端設定解

除(0.40334)>客戶資料修改(0.143512)。分析結果顯示系統保全中，A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訊息推播查詢，本層一

玫性為 C.I值=0.001625與 C.R值=0.002803，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2系統保全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Ａ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遠端設定解除 0.40334 2 

2 訊息推播查詢 0.453148 1 

3 客戶資料修改 0.143512 3 

λmax=3.003251 C.I=0.001625 C.R=0.0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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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得知，在「影像保全」下的偏好分析，A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即時影像(0.402188)>異常偵測(0.389929)>

門禁人臉辨識(0.207883)。分析結果顯示影像保全中，A 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即時影像，本層一玫性為 C.I 值

=0.000229與 C.R值=0.000394，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3影像保全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Ａ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即時影像 0.402188 1 

2 異常偵測 0.389929 2 

3 門禁人臉辨識 0.207883 3 

λmax=3.000457 C.I=0.000229 C.R=0.000394 

由表 4-4 得知，在「環境監控」下的偏好分析，A 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火災警示(0.327325)>溫濕度顯示

(0.313434)>氣體偵測(0.248865) >水位偵測(0.110376)。分析結果顯示環境監控中，A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即時影

像，本層一玫性為 C.I值=0.007202與 C.R值=0.008002，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4環境監控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A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溫濕度顯示 0.313434 2 

2 氣體偵測 0.248865 3 

3 水位偵測 0.110376 4 

4 火災警示 0.327325 1 

λmax=4.021607 C.I=0.007202 C.R=0.008002 

由表 4-5得知，在「情境控制」下的偏好分析，A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智慧家電控制(0.565315)>遠端開闗鐵

捲門(0.434685)。分析結果顯示情境控制中，A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智慧家電控制，本層一玫性為 C.I值=0與 C.R

值=0，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5情境控制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Ａ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遠端開關鐵捲門 0.434685 2 

2 智慧家電控制 0.565315 1 

λmax=2 C.I=0 C.R=0 

由表 4-6 得知，在「健康照護」下的偏好分析，A 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用藥提醒(0.471228)> 健康偵測

(0.280226)>緊急求救(0.248545)。分析結果顯示健康照護中，A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用藥提醒，本層一玫性為 C.I

值=0.000229與 C.R值=0.000394，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6健康照護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Ａ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用藥提醒 0.471228 1 

2 健康偵測 0.280226 2 

3 緊急求救 0.248545 3 

λmax=3.005383 C.I=0.002691 C.R=0.00464 

表 4-7 服務項目整體權重分析結果，得知於本研究架構十五項服務項目中，A 組專家偏好首選為訊息推播查

詢，其次為遠端設定解除，再者為即時影像。此外，在十五項服務項目中，偏好程度低的有水位偵測、緊急求救、

遠端開關鐵捲門等三項，表示 A組專家在選擇智慧保全服務時，較不會考慮此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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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智慧保全服務項目之偏好權重及重要性排序（A組） 

項次 構面 服務項目 整體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系統保全 

遠端設定解除 0.160021 2 

2 訊息推播查詢 0.179782 1 

3 客戶資料修改 0.056937 6 

4 

影像保全 

即時影像 0.103929 3 

5 異常偵測 0.100762 4 

6 門禁人臉辨識 0.053719 7 

7 

環境監控 

溫濕度顯示 0.046047 9 

8 氣體偵測 0.036561 11 

9 水位偵測 0.016216 15 

10 火災警示 0.048088 8 

11 
情境控制 

遠端開關鐵捲門 0.032567 13 

12 智慧家電控制 0.042354 10 

13 

健康照護 

用藥提醒 0.057969 5 

14 健康偵測 0.034472 12 

15 緊急求救 0.030575 14 

由表 4-8 得知，本研究「家戶智慧保全服務之偏好分析」之衡量構面，B 組專家的權重依序為：系統保全

(0.301006)>影像保全(0.264417) >健康照護(0.205982)>環境監控(0.143099) >情境控制(0.085496)。此構面之一玫性C.I

值=0.023439與 C.R值=0.020927，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8智慧保全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B組） 

項次 構面 整體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系統保全 0.301006 1 

2 影像保全 0.264417 2 

3 環境監控 0.143099 4 

4 情境控制 0.085496 5 

5 健康照護 0.205982 3 

λmax=5.093755 C.I=0.023439 C.R=0.020927 

接序針對 B組專家的構面間智慧保全服務項目進行衡量分析。 

由表 4-9得知，在「系統保全」下的偏好分析，B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遠端設定解除(0.541261)>訊息推播查

詢(0.331037)>客戶資料修改(0.127702)。分析結果顯示系統保全中，B 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遠端設定解除，本層

一玫性為 C.I值=0.001104與 C.R值=0.001904，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9系統保全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B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遠端設定解除 0.541261 1 

2 訊息推播查詢 0.331037 2 

3 客戶資料修改 0.127702 3 

λmax=3.002208 C.I=0.001104 C.R=0.001904 

由表 4-10 得知，在「影像保全」下的偏好分析，B 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即時影像(0.461231)>異常偵測

(0.276702)>門禁人臉辨識(0.262067)。分析結果顯示影像保全中，B 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即時影像，本層一玫性

為 C.I值=0.015608與 C.R值=0.026911，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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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影像保全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B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即時影像 0.461231 1 

2 異常偵測 0.276702 2 

3 門禁人臉辨識 0.262067 3 

λmax=3.031217 C.I=0.015608 C.R=0.026911 

由表 4-11 得知，在「環境監控」下的偏好分析，B 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溫濕度顯示(0.314799)>氣體偵測

(0.301877)>火災警示(0.263118)>水位偵測(0.120205)。分析結果顯示環境監控中，B 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即時影

像，本層一玫性為 C.I值=0.002726與 C.R值=0.003029，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1環境監控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B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溫濕度顯示 0.314799 1 

2 氣體偵測 0.301877 2 

3 水位偵測 0.120205 4 

4 火災警示 0.263118 3 

λmax=4.008178 C.I=0.002726 C.R=0.003029 

由表 4-12得知，在「情境控制」下的偏好分析，B組專家偏好依序為：遠端開闗鐵捲門(0.66798)>智慧家電控

制(0.33202)。分析結果顯示情境控制中，B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遠端開闗鐵捲門，本層一玫性為 C.I值=0與 C.R

值=0，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2情境控制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B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遠端開關鐵捲門 0.66798 1 

2 智慧家電控制 0.33202 2 

λmax=2 C.I=0 C.R=0 

由表 4-13 得知，在「健康照護」下的偏好分析，B 組專家的偏好依序為：用藥提醒(0.499009)> 健康偵測

(0.269388)>緊急求救(0.231603)。分析結果顯示健康照護中，B組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用藥提醒，本層一玫性為 C.I

值=0.003289與 C.R值=0.005671，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3健康照護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Ｂ組）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用藥提醒 0.499009 1 

2 健康偵測 0.269388 2 

3 緊急求救 0.231603 3 

λmax=3.006579 C.I=0.003289 C.R=0.005671 

表 4-14服務項目整體權重分析結果，得知於本研究架構十五項服務項目中，B組專家偏好首選為遠端設定解

除，其次為即時影像，再者為用藥提醒。此外，在十五項服務項目中，偏好程度低的有水位偵測、智慧家電控制、

火災警示等三項，表示 B組專家在選擇智慧保全服務時，較不會考慮此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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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智慧保全服務項目之偏好權重及重要性排序（B組） 

項次 構面 服務項目 整體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系統保全 

遠端設定解除 0.162923 1 

2 訊息推播查詢 0.099644 4 

3 客戶資料修改 0.038439 12 

4 

影像保全 

即時影像 0.121957 2 

5 異常偵測 0.073165 5 

6 門禁人臉辨識 0.069295 6 

7 

環境監控 

溫濕度顯示 0.045047 10 

8 氣體偵測 0.043198 11 

9 水位偵測 0.017201 15 

10 火災警示 0.037652 13 

11 
情境控制 

遠端開關鐵捲門 0.05711 7 

12 智慧家電控制 0.028386 14 

13 

健康照護 

用藥提醒 0.102787 3 

14 健康偵測 0.055489 8 

15 緊急求救 0.047706 9 

由表 4-17 得知，本研究「家戶智慧保全服務之偏好分析」之衡量構面，整體專家的權重依序為：系統保全

(0.354266)>影像保全(0.263453) >健康照護(0.156183)>環境監控(146121)>情境控制(0.079977)。此構面之一玫性 C.I

值=0.011026與 C.R值=0.009845，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7智慧保全服務構面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構面 整體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系統保全 0.354266 1 

2 影像保全 0.263453 2 

3 環境監控 0.146121 4 

4 情境控制 0.079977 5 

5 健康照護 0.156183 3 

λmax=5.044105 C.I=0.011026 C.R=0.009845 

接序針對整體專家的構面間智慧保全服務項目進行衡量分析。 

由表 4-16得知，在「系統保全」下的偏好分析，整體專家的偏好依序為：遠端設定解除(0.465132)>訊息推播

查詢(0.39742)>客戶資料修改(0.137448)。分析結果顯示系統保全中，整體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遠端設定解除，本層

一玫性為 C.I值=0.000050與 C.R值=0.000090，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6系統保全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遠端設定解除 0.465132 1 

2 訊息推播查詢 0.39742 2 

3 客戶資料修改 0.137448 3 

λmax=3.000104 C.I=0.000050 C.R=0.000090 

由表 4-17得知，在「影像保全」下的偏好分析，整體專家的偏好依序為：即時影像(0.43144)>異常偵測(0.336296)>

門禁人臉辨識(0.232264)。分析結果顯示影像保全中，整體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即時影像，本層一玫性為 C.I 值

=0.002287與 C.R值=0.003943，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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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影像保全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即時影像 0.43144 1 

2 異常偵測 0.336296 2 

3 門禁人臉辨識 0.232264 3 

λmax=3.004574 C.I=0.002287 C.R=0.003943 

由表 4-18 得知，在「環境監控」下的偏好分析，整體專家的偏好依序為：溫濕度顯示(0.315168)>火災警示

(0.297895)>氣體偵測(0.27203)>水位偵測(0.114908)。分析結果顯示環境監控中，整體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即時影像，

本層一玫性為 C.I值=0.003514與 C.R值=0.003905，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8環境監控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溫濕度顯示 0.315168 1 

2 氣體偵測 0.27203 3 

3 水位偵測 0.114908 4 

4 火災警示 0.297895 2 

λmax=4.010543 C.I=0.003514 C.R=0.003905 

由表 4-19得知，在「情境控制」下的偏好分析，整體專家的偏好依序為：遠端開闗鐵捲門(0.542413)>智慧家

電控制(0.457587)。分析結果顯示情境控制中，整體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遠端開闗鐵捲門，本層一玫性為 C.I 值=0

與 C.R值=0，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19情境控制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遠端開關鐵捲門 0.542413 1 

2 智慧家電控制 0.457587 2 

λmax=2 C.I=0 C.R=0 

由表 4-20 得知，在「健康照護」下的偏好分析，整體專家的偏好依序為：用藥提醒(0.483729)> 健康偵測

(0.275404)>緊急求救(0.240867)。分析結果顯示健康照護中，整體專家偏好服務項目為用藥提醒，本層一玫性為 C.I

值=0.002953與 C.R值=0.005091，兩者皆小於 0.1，表示符合一玫性程度要求。 

表 4-20健康照護服務項目之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服務項目 局部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用藥提醒 0.483729 1 

2 健康偵測 0.275404 2 

3 緊急求救 0.240867 3 

λmax=3.005906 C.I=0.002953 C.R=0.005091 

表 4-21服務項目整體權重分析結果，得知於本研究架構十五項服務項目中，整體專家偏好首選為遠端設定解

除，其次為訊息推播查詢，再者為即時影像。此外，在十五項服務項目中，偏好程度低的有水位偵測、智慧家電控

制、緊急求救等三項，表示整體專家在選擇智慧保全服務時，較不會考慮此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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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智慧保全服務項目之偏好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構面 服務項目 整體權重 重要性排序 

1 

系統保全 

遠端設定解除 0.164781 1 

2 訊息推播查詢 0.140793 2 

3 客戶資料修改 0.048693 7 

4 

影像保全 

即時影像 0.113664 3 

5 異常偵測 0.088598 4 

6 門禁人臉辨識 0.061191 6 

7 

環境監控 

溫濕度顯示 0.046053 8 

8 氣體偵測 0.039749 12 

9 水位偵測 0.01679 15 

10 火災警示 0.043529 9 

11 
情境控制 

遠端開關鐵捲門 0.04338 10 

12 智慧家電控制 0.036596 14 

13 

健康照護 

用藥提醒 0.075551 5 

14 健康偵測 0.043013 11 

15 緊急求救 0.037619 13 

4.4智慧保全服務分群權重分析比較 

本研究之智慧保全服務共分為四個主要構面，其中包括系統保全、影像保全、環境監控、情境控制、健康照

護等，以下分別就Ａ組、Ｂ組、整體專家的構面權重及排序彙整如表 4-22。 

表 4-22智慧保全服務構面 

項次 構面 
Ａ組 Ｂ組 整體專家 

整體權重 排序 整體權重 排序 整體權重 排序 

1 系統保全 0.396740 1 0.301006 1 0.354266 1 

2 影像保全 0.258410 2 0.264417 2 0.263453 2 

3 環境監控 0.146912 3 0.143099 4 0.146121 4 

4 情境控制 0.074921 5 0.085496 5 0.079977 5 

5 健康照護 0.123016 4 0.205982 3 0.156183 3 

由上表分析結果得知，Ａ組、Ｂ組、整體專家三方觀點有差異。三方皆所偏好的構面首先為系統保全，影像

保全次之，最後為情境控制。但第三及第四有差異，Ａ組專家所偏好構面第三為環境控制與第四健康照護，Ｂ組專

家及整體專家偏好構面第三為健康照護與第四為環境控制。 

由表 4-23智慧保全服務項目權重分析結果，得知不同群組所偏好的服務項目略有不同。Ａ組專家偏好前五名

排序為：訊息推播查詢、遠端設定解除、即時影像、異常偵測、用藥提醒；Ｂ組專家偏好前五名排序為：遠端設定

解除、即時影像、用藥提醒、訊息推播查詢、異常偵測；整體專家偏好前五名排序為：遠端設定解除訊息、推播查

詢、即時影像、異常偵測、用藥提醒。 

分析結果偏好前五名皆是遠端設定解除訊息、推播查詢、即時影像、異常偵測、用藥提醒。但在不同群組中，

偏好程度排名卻有所不同。而三方一致認為水位偵測的偏好程度是最低的智慧保全服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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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智慧保全服務項目之偏好權重及重要性排序 

項次 構面 服務項目 

Ａ組專家 Ｂ組專家 整體專家 

整體權重 排序 整體權重 排序 整體權重 排序 

1 

系統保全 

遠端設定解除 0.160021 2 0.162923 1 0.164781 1 

2 訊息推播查詢 0.179782 1 0.099644 4 0.140793 2 

3 客戶資料修改 0.056937 6 0.038439 12 0.113664 7 

4 

影像保全 

即時影像 0.103929 3 0.121957 2 0.088598 3 

5 異常偵測 0.100762 4 0.073165 5 0.075551 4 

6 門禁人臉辨識 0.053719 7 0.069295 6 0.061191 6 

7 

環境監控 

溫濕度顯示 0.046047 9 0.045047 10 0.048693 8 

8 氣體偵測 0.036561 11 0.043198 11 0.046053 12 

9 水位偵測 0.016216 15 0.017201 15 0.043529 15 

10 火災警示 0.048088 8 0.037652 13 0.043380 9 

11 

情境控制 

遠端開關鐵捲門 0.032567 13 0.057110 7 0.043013 10 

12 智慧家電控制 0.042354 10 0.028386 14 0.039749 14 

13 

健康照護 

用藥提醒 0.057969 5 0.102787 3 0.037619 5 

14 健康偵測 0.034472 12 0.055489 8 0.036596 11 

15 緊急求救 0.030575 14 0.047706 9 0.016790 13 

 

5.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以往傳統的保全公司，多是人力密集或是有線的保全設備，其服務成本對保全公司是一大負擔。隨著物聯網

興起與 5G時代來臨，保全設備已不是被動，而是主動發現異常的警報設備，讓保全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提升至智慧

保全服務。 

本研究蒐集國內保全公司目前所提供的智慧保全服務之相關文獻，並歸納出五大構面及十五項準則，分別為

系統保全、影像保全、環境控制、情境控制、健康照護等構面，與遠端設定解除、訊息推播查詢、客戶資料修改、

定時設解功能、即時影像、異常偵測、門禁人臉辨識、溫濕度顯示、氣體偵測、水位偵測、火災警示、遠端開關鐵

捲門、智慧家電控制、用藥提醒、健康偵測、緊急求救等準則，並發展出專家問卷。將專家所回覆之內容利用 AHP

分析構面與準則間相對重要性程度，藉以了解家戶對於智慧保全服務之偏好，以及整體權重與偏好排序。 

依專家問卷計算之結果與分析，以下為本研究成果 ： 

1. 50歲以下的專家、超過 50歲的專家、整體專家三方對於智慧保全服務之構面，皆認為系統保全為最重要，影

像保全為次之；三方對情境控制偏好度為最低。此外，50歲以下與超過 50歲的專家雙方對環境監控與健康照

護兩構面有偏好差異。50歲以下的專家偏好環境監控的程度高於健康照護，而超過 50歲的專家則反之。 

2. 50歲以下的專家、超過 50歲的專家、整體專家三方對智慧保全服務準則之偏好也有差異。50歲以下的專家偏

好前五名之準則，依重要性排序為訊息推播查詢、遠端設定解除、即時影像、異常偵測、用藥提醒；超過 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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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偏好前五名之準則，依重要性排序為遠端設定解除、即時影像、用藥提醒、訊息推播查詢、異常偵測；

整體專家偏好前五名之準則，依重要性排序為遠端設定解除、訊息推播查詢、即時影像、異常偵測、用藥提醒。

50歲以下的專家、Ｂ組專家、整體專家三方偏好程度最低的準則皆是水位偵測。 

5.2管理意涵 

1. 本研究結果顯示保全公司所提供的智慧保全服務中，家戶偏好程度最高的二構面為系統保全及影像保全，亦表

示家戶最重視的保全服務仍是防盜安全功能。 

2. 超過 50歲的專家對於健康照護比環境監控偏好程度較高，與 50歲以下的專家專家相反。意謂者高齡化社會，

年長者相當重視健康照護這一構面。 

3. 50歲以下的專家、超過 50歲的專家、整體專家三方對水位偵測偏好程度最低，可能臺灣並非經常淹水之地方，

導致水位偵測被忽略。但不代表水位偵測是不重要的智慧保全服務。 

5.3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蒐集國內主要保全公司所提供的智慧保全服務，並透過訪談家中使用保全系統之專家，以了解家戶對

於智慧保全服務之偏好，但礙於研究者本身學識、研究時間及人服等條件限制下，使研究結果仍有不完善之處。因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作為後續研究者未來從事相關研究之參。 

1. 本研究利用文獻回顧回導出智慧保全服務構面與準則，並未透過德菲法、因素分析法或明示結構等方法，未來

研究者可先採用相關方法來確認構面及準則。 

2. 本研究未考慮構面與準則之間可能存在相依性問題，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利用網絡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dure, ANP)，使研究計算結果更具可信度。 

3. 本研究專家為使用保全系統之家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將研究專家擴及各行各業，讓研究結果更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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