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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現今台灣社會餐飲業及的盛行，各家餐飲業研發出各式各樣豐富

又精緻的食品，因此大多數人三餐以外食為主，外食種類繁多時，讓消費

者電話點餐時，你必須記得菜單上有多少項餐點及較難獲得店家資訊？台

灣獨特的排隊文化，許多店家充滿人潮導致等待時間過長，希望在購買時

能立即擁有，且越快越好！透過現今網際網路、智慧行動裝置不斷普及及

進步，利用 App 點餐系統提前預訂想要的餐點，並幫助消費者節省過多的

等待時間。 

本個案研究以沙拉船先生複合式餐飲來探討訂餐 App 幫助小型店家之

重點，透過與店家腦力激盪的方式找尋 1.店家營業額 2.店家來客數 3.取餐

時間 4.訂餐方便性的問題，設計出解決的 App 系統。 

我們將以 2018 年的 8、9、10 月為 App 系統執行階段，將其店家的營

業額及來客數進行統計並比較使用前 2018 年的 5、6、7 月三個月，協助店

家找到提升 1.店家營業額 2.店家來客數，降低 3.取餐時間，增加 4.訂餐方

便性。 

現今有些消費者無法容忍過長的等待餐點時間，因此透過使用 App 除

了能夠有效的幫助店家提升營業額及來客數，也幫助消費者省時並且不用

過於等待餐點，在未來透過現今最流行的外送，例如：foodpanda、Ubereat

等等外送商家，並配合我們的點餐系統達到最佳營運模式；未來也期望透

過 App 收集的數據配合數據分析，達到分析季度熱門餐點，精準掌握原料

進貨，減少原料存放等風險成本。 

 

關鍵字:餐飲業、外食、App 點餐系統、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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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網際網路及智慧行動裝置的不斷演進，使得近幾年來行動應用能

蓬勃發展，智慧型手機讓網路服務無所不在，加上餐廳型態和服務日新月

異，各種通路紛紛都搬到網路上來，隨著網路行銷迅速發展，餐飲業必須

透過和消費者的智慧型手機站在一起，才能創造商機。 

行政院主計處（2000）的研究發現餐飲業營運概況分析中，由 1999 年

整體餐飲業生產毛額達 1,483 億元，至年底已達 1,540 億元，且餐飲業家數

近 5 萬家。台北市政府主計處（2001）的研究發現且外食用餐比例增加，

如台北市平均每戶外食伙食費，佔所有支出比率，由 1996 年之 24.0%提高

到 2000 年之 27.2%，消費者外食比例亦有提高之趨勢。 

以上數據顯示，外食市場成長頗為可觀，且隨著行動裝置越方便利及

外食成長商機，便催生各種訂餐 App。其實這並不是創新，只是將現在有

資源做整合，將傳統店家網站資訊和電話訂購的模式整合到了智慧型手

機，但訂餐 App 的發展對於餐飲業者和消費者都有著其益處。餐飲業者

目前普遍使用 POS 工具，很多餐廳老闆不會使用電腦，唯一會操作就是

POS 機，而訂餐 App 軟體比業者現行使用 POS 工具投入成本更低，業者

只要自行準備智慧型裝置即可，而訂餐系統也是串連所有資源，達到管銷

及行銷上的利器，提升服務上的流程及效率。 

對於消費者而言，訂餐 App 解決了打電話訂餐的問題，例如查找電話、

沒人接、忙線中、不能預約，更提供了電話訂餐沒有的功能，例如提供菜

單、提供照片、提供價錢、可以慢慢點、線上結帳。 

1   請參考行政院主計處（2000）、台北市政府主計處（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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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現今社會大多數人三餐以外食為主，又因為台灣獨特的排隊文化，導

致許多消費者覺得在浪費時間及不願意等待餐點，導致店家有極大的營運

問題，因此本研究將傳統作法改成利用智慧行動裝置 App 進行點餐並與店

家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找尋營運問題，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訂餐 App 系統可

以幫助店家以下 4 個重點： 

一、 使用訂餐 App 後營業額增加 

二、 使用訂餐 App 後來客數增加 

三、 使用訂餐 App 節省點餐及取餐時間 

四、 使用訂餐 App 增加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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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餐飲業 

 

鄭世陽（2001）的研究發現餐飲換句話說便是包括各種餐點、食品及

飲料；而廣義之餐飲業又稱為「外食產業」（food service industry），其定

義為「在家庭以外，提供膳食及其附帶服務的專門機構」。 

林水金（2011）的研究發現近年來餐廳經營模式出現許多不同類型，

尤其是美國連鎖速食餐廳麥當勞引進台灣後，台灣餐飲業從此步入新的紀

元。乾凈、衛生、快速、服務已成為台灣餐飲業成立的基本條件且是經營

成功不可或缺的元素。隨著台灣經濟的轉好，各式餐飲業也如雨後春筍般

的出現。餐飲業大型化的時代來臨，主題餐廳、豪華餐廳、休閒式餐廳等，

提供新設備，強調服務品質並以企業化方式經營餐廳。餐飲業不斷的演進，

各階段有不同特色與飲食文化代表性。 

謝智宇（2016）的研究發現讓消費者在用餐時能感受到有別於台式料

理的用餐體驗，這類學習掌握顧客需求並建立自家餐廳特色都是未來餐飲

業者經營所需面對的課題。 

台灣餐飲業發展現況可從清朝統治至二戰後光復台灣分為五大階段： 

清末民初~1945年 

許多生產設備以及技術大躍進，台灣也經歷清朝與日本政府的統治，西方

餐飲服務概念未引入台灣，此時台灣美食多是廟口的平民小吃。 

政府自中國撤遷來台初期（1946年〜1955年） 

剛結束二戰的時期，社會上有關民生經濟的生產及建築皆遭到戰爭破壞，

被稱為「艱苦期」，加上兩岸政治局勢緊張，國民政府把台灣列為經濟發

展的重心。此時的餐飲業開始萌芽發展，管理模式延續日本統治時期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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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加上中國大量的軍眷移民台灣，使中國的地方菜系引入台灣，例如閩

南菜系的福州菜，也誕生「酒家菜」這類公共食堂的經營模式。 

經濟發展萌芽與農工轉型時期（1956年〜1978年）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及觀光業跟著起步、引入觀光客，台灣出口外匯

年年增多、所得收入日漸充實，使餐飲業也朝向多元化的發展。 

台灣錢淹腳目時期（1979年〜1989年） 

國際觀光旅館進駐台灣，台灣餐飲發展和旅館作結合，使餐飲不只注重料

理、還注重服務與裝潢設備等高消費發展趨勢。 

餐飲業獨大與連鎖化時期（1990年迄今） 

經歷國際化的影響，這時期陸續有國際連鎖餐飲登台拓展據點，造成我國

餐飲業經營的衝擊，許多餐飲業的中小企業也面臨艱鉅的挑戰。 

第二節 外食 

 

國內一些學者（林惠珊，2014；周信利、李敏蕙、李世昌，2012）的研

究外食的定義為以製備餐點的地點為主，而非食用的地方，即在家庭以外

的場所進行餐食之消費，因此凡舉餐廳的餐點、便利商店或外帶可立即食

用之食品，以滿足現代人簡便省時的需求皆屬之。 

潘文涵、吳幸娟、葉志嶸、莊紹源、張新儀、葉乃華、謝耀德（2009）

的研究指出隨著社會型態變遷及餐飲業的盛行，國人飲食行為改變，外食

人口比例逐年增加，我國2008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詢問國人在外

進食頻率，指出19-30歲的外食比例最高，平均每天有1.6次的外食，65歲以

上老年人最低，平均每天有0.4次的外食，超過一半的國人每天至少有一餐

以上為外食，可見國人外食情況普及。分地區來看，北一層（台北市和新

北市）及南部層（嘉義及以南、澎湖）的居民外食人口比例最高，山地區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認定的山地鄉）最低，比較性別差異，發現男性外



5 

食頻率顯著大於女性。 

行政院主計處（2009）的研究發現，家戶每年平均外食花費在1991年

為20,698元，佔總食物花費的17.6%，全國家庭外食消費總金額為1,068億元；

2008年家戶每年平均外食花費增加至56,351元，佔總食物花費的34.8%，全

國家庭外食消費總金額也增加至4,246億元，17年間家庭外食消費支出增加

了近3倍，經濟部統計處（2018）的研究發現，我國2017年的餐飲業營業額

為4,523億元，與十年前營業額相比增加39%，可見國人外食頻率增加趨勢。 

Several studies（Lin, Elizabeth & Joanne，1999;Multu & Gracia，2006）

的研究主張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型態也隨之改變，由農業社會大家庭餐飲的

方式，逐漸改變成工商社會簡便速食的方式，外食的演變是由於社會的變

遷、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婦女就業人口增加，工作繁忙使得外食的需求

增加，傳統花費時間親自下廚準備食物的生活逐漸由外食取代，葉淑婉

（2011）的研究發現而飲食的環境會影響飲食的行為，像是生活中食物的

可獲得性、地點、價格、促銷、營養標示皆是，近年來全國便利超商開店

家數已達9480家，密度居世界之冠，其中人口稠密的五都之店數占全國

62.37%，提供了更多元的飲食選擇與用餐場地。 

第三節 App 點餐系統 

 

林敏雄（2014）的研究發現現今人們社交所選擇的空間，多半離不開

飲食。如何選擇好吃、便利又快速的餐點正是外食族群重要生活議題。當

今，無線通訊技術發展成熟，讓使用者只要透過智慧型手機，就能便利的

連接網際網路，獲取訊息、傳遞及時訊息等功能。 

余采蓉（2014）的研究發現現今多數中小型的餐飲業大部分尚未進入

電子商務市場，仍只採用臨櫃點餐或電話點餐之傳統服務模式，以致在用

餐尖峰時段容易造成店內顧客等候，導致影響店家之服務品質，店家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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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掌握更有效之行銷及餐點與人力之有效運用。 

張祐維（2015）的研究發現本個案研究將傳統的做法改成利用智慧行

動裝置App程式來進行點餐管理，當持有智慧行動裝置的顧客到店面消費時，

在DM上有QR Code可以快速下載餐廳的App程式。 

依據王明杰（2006）的研究發現所提出兩大點餐系統流程差異性進行

比較。 

一、 傳統化餐飲服務流程：到現場寫完想點的食物菜單，將菜單 

交給服務生就行。 

(一) 優點：速度快，節省送菜單時間。 

(二) 缺點：容易漏單而造成顧客抱怨和無法管控物料消耗，亦造成浪 

費。 

二、 行動化餐飲服務流程：顧客點餐時直接將點餐內容輸入App 

系統，系統透過無線傳輸將點菜訊息傳送至電腦主機位置，再由電 

腦主機發送訊息至廚房印表機進行菜單明細列印，此時App系統將 

顧客點餐內容經由行動印表機直接印出消費單，置於顧客桌面。 

(一) 優點：快速有效率和可以節省電腦化服務流程來回走動拿取電腦消 

費單的時間。對於營業面積愈大的餐廳，其所提昇的效率更為明顯。 

節省點餐耗材等相關重複性成本。 

(二) 缺點：在點餐過程中，可能傳輸的過程會比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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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外送 

 

李宜萍（2008）的研究發現「最後一哩」原為電信用語，指的是電信

網路拉到終端用戶的那條線；另一解釋是指完成長途跋涉的最後一段里程，

被引申為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最後的步驟。在物流、快遞業競爭激烈之下，

每家業者都努力使出渾 身解數，物流業者更是想出絕招，讓貨車司機轉騎

機車，深入每一條巷道內，將貨物送到顧客手中，完成他們“最後一哩路”

的服務。本個案研究所指之最後一哩即是此服務，也就是將商品送到顧客

手中。 

徐仁全（2007）的研究發現於遠見雜誌「吃出競爭力」一文中提到，

23年前外食消費金額只占家庭總支出的一成；1994年增加至二成三，大約

新台幣1725億產值。最近調查顯示，2006年每個家庭在外伙食費平均5萬多

元，占了家庭食品總支出的1/3，全台在外伙食費高達3600餘億元之多，如

此可觀的消費金額也支撐著台灣的餐飲產業。國人外食比例己超過七成，

達70.2%。天天外食人口也高達330萬，餐餐外食人口比例達19.3%，顯示近

1/5的外食族天天在外用餐，經交叉分析資料發現，餐餐外食人口約有170

萬，而且正持續增加中。 

徐仁全（2007）的研究發現另外，調查也顯示，午餐的外食比例將近

八成，達78.7%，早餐外食比例 也有 66.8%，晚餐則有51%，而此調查更

詢問了外食族在外用餐（包括外帶、叫外送）的原因，其中以節省時間方

便為主，占56.2%，其次為家中沒準備／開伙不方便，占42.1%，這兩項原

因就已充份反映出外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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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個案研究流程（如圖 3-1 所示）為確認主題後，分析店家營運狀況，

並主要以店家內部的行銷手法深入探討。首先，至店家實地訪察，並與經

營者做深入訪談，了解店家行銷模式，進而針對問題提出改善方法。 

 

 

 

 

 

 

 

 

 

 

 

 

圖 3-1 研究流程 

第二節 研究步驟 

一、 商家個案研究 

(一) 商家簡介 

 

營業有 10 個年頭了，原先老闆是補習班老師，因對輕食感興趣，特別

到基隆向麵包店師傅學習基隆營養沙拉船的麵皮作法，並加以調整改良，

實地訪察 

 

找出營運問題 

提出解決方法 

討論主題 

結論與建議 

商
家
個
案
研
究 

1.商家簡介 2.商家營業資訊 

1.來店來客數 2.來店營業額 

3.取餐時間   4.便利性 

1.來客數過少    2 .營業額過少 

3.取餐時間過長  4.便利性 

設
計 

App 1.App 架構圖  2 .App 畫面說明 

3.訂購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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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出適合消費者的口味使得店內特製的營養沙拉船不僅外型細長迷人，

入口也十分清甜，吃完不會滿嘴油。除了讓消費者眼睛為之一亮的沙拉船，

老闆也結合茶飲，並秉持著無添加防腐劑和純手工搖製的精神，跳脫出以

往連鎖餐廳的思維。 

 店家位於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71 巷 28 號（市政府捷運站 4

號出口） 

 店家訂購專線（02）2764-7859 

(二) 商家營業資訊 

 

專案店家沙拉船先生成立將近 10 年之久，由於店長是自行創業，而不

是專業經理人或是相關資歷的人，因此無法清楚了解到經營店家相關的知

識及面臨營業額及來客數的不足、消費者等待時間過於長、無便利性的點

餐方法等等問題。 

1. 來店來客數 

 

本個案研究以三個月為週期，探討店家來店取餐的來客數，我們將利

用 2018 年的 5、6 及 7 月的營業額除以店家平均價格來觀察來客數(如圖 3-2

所示)。 

 

 

 

 

 

 

 

 

圖 3-2 來店來客數 i 

 

 

1873

1871

1998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來店來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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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來店營業額 

 

將店家還未使用 App 的 5、6、7 月營業額扣除食材成本、店租、薪資

及水電計算出每個月結餘，可以發現在前兩個月裡結餘都為虧損，尤其在 6

月份的結餘虧損的更為嚴重(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店家損益初估 

月份 5 6 7 

營業額 $149,860 $149,728 $159,886 

食材成本 $13,598 $30,765 $20,188 

店租 $5 萬/月 $5 萬/月 $5 萬/月 

薪資 
(2 萬*3 位) 

$6 萬 

(2 萬*3 位) 

$6 萬 

(2 萬*3 位) 

$6 萬 

水電 0.8 萬/月 0.8 萬/月 0.8 萬/月 

結餘 $18,262 $963 $21,698 

3. 取餐時間 

 

店家提供取餐方式的點餐時間，如下： 

(1) 電話取餐：時間為 0 分鐘 

 

雖電話取餐時間為 0 分鐘，但餐點、價格及店家資訊不容易記得，諸

多不便。 

(2) 到店取餐：時間約為 5-8 分鐘 

 

到店取餐必須在現場等待，並且在現場才知道餐點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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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便利性 

店家提供以下兩種取餐方式(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兩種取餐比例 

(1) 電話點餐 

 

雖電話取餐時間為 0 分鐘，但餐點、價格及店家資訊不容易記得，諸

多不便。 

(2) 到店取餐 

 

到店取餐必須在現場等待，並且在現場才知道餐點及價格。 

二、 App 設計 

(一) App 架構圖 

 

本個案研究的 App 架構圖(如圖 3-4 所示)，主要介面有關於我們、店家

Facebook、商品訂購、位置地圖、行事曆、寄信留言，關於我們介紹店家

緣起、發展理念、未來發展及店家資訊，Facebook 則直接鑲入連結至原本

店家經營 Facebook，商品訂購進入後可選擇商品種類並透過關鍵字搜尋，

選購完即可直接至購物車送單，加速訂購到取餐整個流程速度，為信義商

圈逛街節奏和愉悅興致沒有一刻受打擾，位置地圖能顯示店家在信義商圈

云云巷弄美食位置保證不迷路，行事曆則直覺地將店家活動展示在消費者

電話點餐

現場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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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若消費者有任何寶貴建議非常歡迎透過寄信留言和店家互動溝通。 

圖 3-4 App 系統架構圖 

 

 

 

 

 

 

消費者進入 App 主畫面 

Facebook 關於我們 商品訂購 位置地圖 行事曆 寄信留言 

連結店家 連結店家 連結店家 依手機 進入 

選擇訂購 

購物車 

填寫 

訂單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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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 畫面說明 

 

   

螢幕主畫面 鑲入連接店家 Facebook 鑲入連接店家 google 日曆 

   

進入關於我們 鑲入連接店家 google 地圖 依消費者習慣選擇信箱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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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購流程說明 

 

   

螢幕主畫面 鑲入連接店家 Facebook 鑲入連接店家 google 日曆 

   

進入關於我們 鑲入連接店家 google 地圖 依消費者習慣選擇信箱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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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p 使用推廣與黏滯性 

(1) 個案研究的店家 Facebook 推廣： 

 

由於店家原本就有 Facebook 的使用，透過在個案研究的店家 Facebook

上發布 App 使用推文和 QRcode 連結，將過往客群導入 App 的使用。 

(2) 個案研究的店家 DM 推廣： 

 

由於個案研究的店家位於市政府捷運站旁，人流量極為可觀，在店家

DM 上放上 QRcode，於捷運站附近發放，吸引新的客源導入 App 的使用。 

(3) 消費者口碑行銷： 

 

由於店家的訂單中除了來來往往的逛街散客外，也常有著信義區公司

的下午茶訂單，這種訂單數少但消費金額大，且公司內員工也是隱藏客群，

所以將 App 資訊放在個案研究的店家門面外，大型訂單的 App 宣導也是重

點，從逛街散客到公司員工個體朋友圈，都能達到口碑行銷。 

(4) 關鍵字行銷： 

 

由於市政府捷運站附近除了市府員工外，大量的人群是逛街人潮，這

些人群常習慣上網找評價且逛街需要單手可拿邊逛邊吃的食物，所以針對

輕食、點心…這些關鍵字做 SEO 關鍵字行銷。 

(5) 社群行銷： 

 

針對消費者我們會對於在店內打卡上社群，如:Facebook、Instagram…

等，並附上 App 的 QRcode，提供餐點優惠和加倍消費集點，鼓勵社群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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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pp 訂餐獎勵： 

 

為鼓勵消費者使用App訂餐，會提供App訂餐者享有折扣及消費點數，

透過優惠獎勵變相降低傳統訂餐方式。 

(7) App 消費集點： 

 

透過 App 消費，會依照消費金額提供消費點數，消費點數可以用於餐

點稅換和餐點折扣，利用消費者心理增加消費客群黏滯性。 

(8) App 上不定期舉辦會員日消息： 

 

由於在 App 上活動的推廣及參與，都便捷於傳統的行銷方式，用不定

期的會員日活動，來帶動 App 使用外也讓消費者有黏滯性。 

以上這些方式除了要推廣 App 及增加消費者黏滯性外，主要原因就是

喚起消費者的注意力，因為即使規模大到可口可樂這種國際品牌也需打廣

告，另外透過會員日的消費和消費集點相互配合來刺激消費者消費，增加

短期營業額也希望達到循環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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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個案研究將利用 2018 年 8、9 及 10 月來做 App 測試，我們將利用前

後對比的方式來進行探討，透過 FB、宣傳單以及 QRcode 宣傳本系統，使

用 App 做輔助行銷，目的是提升來客數、營業額、減少取餐時間以及增加

便利性(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傳統點餐、電話點餐、線上點餐特色之比較 

         模式 

特色 
傳統現場點餐 電話點餐 App 線上點餐 

等候時間 5min~8min 0min 0min 

餐點內容掌握度 

1.消費者需至現場 

才可瞭解 

2.流程中因錯認侍 

者字跡導致出單 

錯誤機率 

1.消費者不需至現場才 

可瞭解 

2.減少顧客在前台點菜 

等候時間 

3.消費者藉由其他顧客 

推薦或菜單瞭解 

4.流程中因錯認侍者字 

跡導致出單錯誤機率 

1.消費者不需至現場就可瞭 

解 

2.顧客藉由其他顧客推薦或 

菜單瞭解 

3.消費者可邊瀏覽介面邊下 

單不必等待服務人員點 

餐，加速顧客點餐時間 

4.流程中不會因錯認侍者字 

跡導致出單錯誤機率 

行銷方式 

1.顧客口碑宣傳 

2.DM 宣傳 

3.部落客行銷 

1.顧客口碑宣傳 

2.DM 宣傳 

3.部落客行銷 

4.社群行銷 

1.顧客口碑宣傳 

2.DM 宣傳 

3.部落客行銷 

4.社群行銷 

5.關鍵字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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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DM 

 

傳單利用店家的招牌頭像來做參考，將海盜背景融合宣傳單(如圖 4-1

所示)，讓消費者看到宣傳單就能夠馬上聯想到店家，並且在宣傳單上放置

QRcode，讓消費者利用簡單的步驟就能夠輕鬆的下訂單。 

圖 4-1 宣傳單 

第二節 系統實作與結果 

 

本章將敘述實驗環境與 App 實作的結果呈現，將 App 進行測試，並對

其硬體設備與 App 中的功能進行詳細的敘述。本章節中為 App 實作出的結

果，依 App 中各主要功能分為小節來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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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作結果 

 

本個案研究於 Android 系統中開發應用程式，以提供使用者能夠隨時

隨地的將該應用程式安裝於 Android 系統的智慧型移動裝置上，來達到最

初行動商務上的需求。我們在本章中以使用者的角度來分別來介紹 App 實

際完成時的功能與運作方式。 

(一) 主畫面 

 

為了使用者能直覺地快速使用本 App，主畫面採 2*3 棋格式排列，讓

使用者能直接進入所需要功能內(如圖 4-2 所示)。 

 

圖 4-2 主畫面 

(二) 關於我們 

 

為了使用者有好的使用體驗，關於店家資料頁面我們採用下滑式設計，

而不採單點換頁式，讓使用者不間斷的順暢觀看(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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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關於我們 

(三) Facebook 

 

考量店家活動以及顧客關係經營過往都在 Facebook 進行，我們在 App

中採用鑲入式 Facebook，方便使用者即時互動不須跳轉出本 App(如圖 4-4

所示)。 

 

圖 4-4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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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品訂購 

 

在商品訂購功能採用條列式清單，因為商品品項單純，由沙拉船和飲

品組成，所以這種版面設計可以很直覺的訂購(如圖 4-5 所示)，當往下點進

入子項目後即可依自己需求訂購所要餐點，點擊右側購物車按鈕即可放入

右上角的購物車中等待結帳(如圖 4-6 所示)，當確認要訂購的商品品項、數

量和金額後即可點擊下方的確定訂購(如圖 4-7 所示)，當填寫完基本資料後

即可送出訂單完成這次交易，當然我們保留了最下面的附註欄位，讓消費

者提出客製化需求(如圖 4-8 所示)。 

 

圖 4-5 訂購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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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結帳畫面        圖 4-7 確定訂購畫面 

 

圖 4-8 完成交易畫面 

(五) 位置地圖 

 

店家實體店面位於台北捷運藍線市政府站 4 號出口處，但由於位於巷

子內一小段距離，所以在 App 內鑲入 google map 方便消費者找到店家位置

(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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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位置地圖 

(六) 行事曆 

 

為了讓店家的活動、店休或特殊事項能一目了然的傳達給消費者，我

們在 App 中鑲入了行事曆，連動到店家的 google 帳戶，依照店長的使用習

慣方便在手機上直接進行新增、刪除事程，不必再額外進入其他 App(如圖

4-10 所示)。 

 

圖 4-10 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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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寄信留言 

 

為了讓消費者寶貴的建議能送達店家，讓店家能夠依照這些寶貴的建

議進行營運上的修正和成長，我們設定了留言功能，但有鑑於現在消費者

是很忙碌的且為了讓消費者能重視自己的發言，我們不設定匿名留言區而

採用消費者手機內的 App，一來現在消費者 App 過多，採用消費者平時慣

用的通訊軟體，能讓訊息集中在慣用的 App 上，二來這些 App 是消費者慣

用的帳戶，對於留言會能比較謹慎，也防止惡意攻擊性留言地出現(如圖4-11

所示)。 

 

圖 4-11 留言 

第三節 商家使用結果 

一、 來店平均來客數 

 

藍色直條圖為顧客還沒開始使用 App 系統點餐，紅色直條圖為使用

App 系統，我們以 8、9、10 月為測試階段，能夠在直條圖上看出店家在前

三個月的來客數有增有減，使用 App 之後，8 月份還沒有過於明顯的增加，

但到了後期的 9、10 月跟前期比較就有明顯的增加(如圖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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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來店平均來客數 ii 

二、 來店營業額 

 

將店家使用 App 的 8、9、10 月營業額扣除食材成本、店租、薪資及水

電計算出每個月結餘(如表 4-2 所示)並比較未使用 App 的 5、6、7 月的營業

額(如圖 4-13 所示)，可以發現在 5 月和 8 月的營業額相差的比例還不算太

多但到了 6 月和 9 月及 7 月和 10 月的營業額明顯相差的比例增加，再比較

5、6、7 月及 8、9、10 月的結餘(如圖 4-14 所示)，能夠發現 8、9、10 月的

測試階段內的結餘為盈餘，幫助店家將盈餘提升。 

表 4-2 結餘計算 

月份 8 9 10 

營業額 $160,115 $173,946 $208,414 

食材成本 $11,085 $13,470 $17,262 

店租 $5 萬/月 $5 萬/月 $5 萬/月 

薪資 
(2 萬*3 位) 

$6 萬 

(2 萬*3 位) 

$6 萬 

(2 萬*3 位) 

$6 萬 

水電 0.8 萬/月 0.8 萬/月 0.8 萬/月 

結餘 $31,030  $42,476 $73,152 

5月 6月 7月 1873 1871 1998

8月 9月 10月 2001 2174 260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來店平均來客數

5 月 8 月 6 月 9 月 7 月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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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營業額 

圖 4-13 營業額比較 

圖 4-14 結餘比較 

三、 取餐時間 

 

店家原先提供兩項取餐時間，我們提供店家另外一種取餐時間： 

(一) 電話取餐：時間為 0 分鐘 

 

電話取餐時間為 0 分鐘，但餐點、價格及店家資訊不容易記得，諸多

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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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到店取餐：時約為 5-8 分鐘 

 

到店取餐必須在現場等待，並且在現場才知道餐點及價格。 

(三) App 取餐時間：時間為 0 分鐘 

 

店家資訊、餐點、價格及優惠等等都在 App 系統上、簡單快速點餐，

並且無須等待，App 取餐時間效益遠遠高於店家提供另外兩項的效益。 

四、 便利性 

 

店家原先只有兩個方式點餐及取餐，我們提供店家另一種方式點餐及

取餐： 

(一) 電話點餐及取餐 

 

雖然電話取餐時間為 0 分鐘，但餐點、價格及店家資訊不容易記得，

諸多不便。 

(二) 電話點餐，到店取餐 

 

到店取餐必須在現場等待，並且在現場才知道餐點及價格。 

(三) App 點餐，到店取餐 

 

店家資訊、餐點、價格及優惠等等都在 App 系統上、簡單快速點餐，

並且無須等待，App 便利性遠高於店家提供另外兩項方法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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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個案研究以沙拉船先生作為個案研究之對象，應用手機 App 建置點

餐系統，主要目的是結合我們日常生活中息息相關的飲食服務，與隨身攜

帶的智慧型手機，整合出便利的點餐系統。 

本系統的特色如下: 

1.透過 App 系統，消費者使用簡單的方式輕鬆點餐，增加店家的營業額。 

2.透過 App 系統，消費者使用簡單的方式輕鬆點餐，增加店家的來客數。 

3.透過 App 系統，消費者能夠決定點餐及取餐時間，使消費者節省時間。 

4.透過 App 系統，消費者能夠輕鬆、簡單及便利的透過系統進行點餐。 

本個案研究開發之 App 點餐系統，可達成快速點餐之便利性，並提供

餐廳即時資訊與優惠活動，以及使用者可清楚了解餐點內容，更節省顧客

與店家的寶貴時間。 

我們也透過計算營業額及來客數來對照使用前及使用後，可以發現相

較於使用 App 後，發現店家兩者的比例有明顯增加，使用 App 的人數也明

顯增加。 

由於開啟外送的大門，現今全台幾乎都有外送，利用現今的趨勢，加

入外送服務，可以幫助店家提升營業額，並且可以幫助店家知名度提升，

也幫助店家人手不足的現象，也期望透過 App 收集的數據配合數據分析，

達到分析季度熱門餐點，精準掌握原料進貨，減少原料存放等風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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