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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介紹 

新冠肺炎疫情於 2020 年時肆虐全球，各國政府為了抑止不斷上升的確診

數，紛紛採取封城或是停工等手段，限制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各地不斷爆發的

停工潮，讓全球經濟及供應鏈受到巨大的影響，不僅許多製造廠的產出受到影

響，民生經濟的也遭受到致命性的打擊。許多餐飲業及服務業也因為民眾們不

敢出門，造成業績雪崩式下降，店家只能依靠政府補助，或是選擇歇業。 

 

 
圖 1 疫情對民生業衝擊 

 

台灣於 2020 年 7 月中曾發放了振興三倍券，帶動了因疫情而衰退的民生經

濟，但在 2021 年 5 月時國內爆發新冠疫情，再次將好不容易復甦的國內經濟再

次打回原點。於是政府今年再次規劃發放振興五倍券來促進民眾的經濟活動。

各政府部門也紛紛推出加碼券，希望可以振興國內的各種產業發展。 

 

圖 2 政府發放五倍券振興經濟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623132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10b2dc42-ce72-41c8-99c2-8243b9f5ed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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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近年來在推行數位支付，許多加碼券也是由數位券的形式發放，卻因

只有部分店家支持數位支付，導致民眾在消費時，會搞不清楚店家相關資訊而

白跑一趟。現有的振興五倍券以及加碼券的官網並無整合，對於店家方面，如

果符合多種加碼券的使用資格，需要各自到相對的網站上去申請，而某些不符

合線上申請資格的店家，更是要跑實體流程，才可以申請加入加碼券的使用方

案。對於民眾方面，因為各個系統並無整合，網頁上關於店家資訊也不是即時

更新，在查詢時也造成許多不便。 

 

圖 3 加碼券不便使用     圖 4 網站與現實資訊不一 

 

因此我們設計此平台來整合店家、政府與民眾所擁有的資訊，使其具一致性，

並增加透明度。店家方面，可以免去奔破波各個政府機構的困擾，省去繁雜的

手續。政府方面，可以從後台審核店家申請，省去部門間不必要的公文傳遞。 

民眾方面，可以透過網站，輕易查詢到最即時的五倍券店家資訊。期望通過五

倍券的流程改善，達到資訊透明化與一致性，有效提升三方的使用者體驗。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0130142.aspx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09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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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程分析與改善 (DMAIC) 

 

1.  Define 

 問題定義 

有鑑於近日政府推出十倍券紓困振興方案，但申請成為十倍券合作店

家的傳統手續繁雜耗時，申請者需要到各政府部門奔波；另外，因民眾抱

怨十倍券的網站資訊分散不明確，造成困擾。 

因此我們希望設計此數位平台，透過線上申請系統來減少申請店家準備及

等待時間；透過後台審核，省去政府部門間不必要的公文傳遞，提升審查

效率；同時整合各方資訊，提供民眾簡單查詢資訊的管道，達到資訊透明

化與一致性，有效提升三方的使用者體驗。 

 

表 1  5W1H 

What  店家傳統申請流程過於繁雜耗時；十倍券資訊不統一。 

Why 減少申請準備及等待時間；增加資訊透明度及一致性。 

Where 店家、地方政府機構、經濟部、網站廠商。 

When 店家提交申請時；民眾查詢資料時。 

Who 店家、政府部門、民眾。 

How 採用線上申請系統；設計數位平台整合各方資訊。 

改善手法：VSM；Flow chart；DMAIC；PHP；FlexSim  

 

 Flexsim 模型假設 

ꟷ 模擬民眾從前往政府機構申請開始，到網路申請通過，更新網頁

之流程 

ꟷ 模擬產品：店家申請文件 

ꟷ 參與人員：申請店家、地方政府機構、經濟部、網頁製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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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asure 

根據目前政府在網路上發布的流程中，我們建立了 As-Is 模型，並以此作為

基礎，作為改善的依據，其中包括渠道流程圖、價值溪流圖與 Flexsim 模擬

現在店家申請流程，所收集的資料如下。 

As-Is 模型之分析： 

 渠道流程圖(As-Is) 

下圖 5 為申請流程的渠道流程圖(As-Is) ，目前的申請流程繁雜，需要

由多個機構間多次轉手，我們藉由渠道流程圖中得知各個部門間的合

作關係，了解文件的流通方向，藉此分析改善之處。 

ꟷ 店家為申請者，一開始須先到政府機構確認資格以及申請相關文

件後，在提出申請。並於資格審核通過後，將資料上傳到網路上

正式申請為活動店家。 

ꟷ 地方政府機構協助店家申請，並將店家的申請資料彙整交到經濟

部審核。 

ꟷ 經濟部負責紙本資格審核以及網站上店家審核。 

ꟷ 網頁廠商最後將店家資料更新到活動頁面上。 

 
圖 5 十倍券商家渠道流程圖(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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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溪流圖(As-Is) 

圖 6 為改善前申請流程之價值溪流圖，由目前的申請流程去估算，人

員以及文件往來所需要的執行時間以及等待時間。分析每一個申請資

料於流程中所產生的增值時間與浪費時間 

ꟷ 非增值時間：1 天 23 分鐘 

ꟷ 增值時間：2 小時 10 分鐘 

 

圖 6 十倍券單次申請流程價值溪流圖(As-Is) 

 

 Flexsim 模型(As-Is) 

 
圖 7 FlexSim 模型(As-Is) 

 

ꟷ 假設：此模型(To-Be)的 source 為有意上網申請的店家數，固定每日有 160

個店家提出申請，並依照時段作數量上的增減。總共跑 5 天的模擬，與先

前模型(As-Is)比較最終完成率是否有顯著改善 



 

10 
 

 

ꟷ Processor 主要有 7 個：左半部分三個平行的政府部門是想要展現多工的感

覺，政府部門的執行時間設為 20 分鐘；經濟部審核時間設為 5 分鐘，網站

上審核時間設為 10 分鐘，且同時有 2 人進行審核；店家上網註冊時間為

40 分鐘，廠商製作網頁的時間為 20 分鐘最大容量都為 2，最後是重新申請

的時間為 10 分鐘。 

ꟷ 政府人員是有固定上班時間，所以除了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的上班時間會

運行以外，其餘時間皆是停機狀態。 

ꟷ 當資料從地方政府移交經濟部審核時，設定批量 100 時才會送出文件。 

ꟷ 店家申請時間分佈： 

 
圖 8 店家申請時間分佈(As-Is) 

 

ꟷ 機台相關資訊： 

 

 
 

   政府部門詢問資訊設定                 政府部門繳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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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繳交設定               經濟部初步審核繳交設定 

  
上網註冊設定                   政府最終審核設定 

 

  

重新申請設定                  廠商製作網站時間設定 

 

圖 9 機台相關資訊(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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ꟷ 停機時間： 

 

圖 10 停機設定(As-Is) 

 

3. Analyze 

 我們利用魚骨圖對整個流程做要因分析，點出幾個關鍵問題點並以此做延

伸，來建構出改善後的十倍券申請流程。 

 

 魚骨圖 

從店家提交申請至最後店家資訊被放在網頁上，中間我們發現了三個

主要問題點，分別是紙本資料申請、地方政府中轉、網頁設計方面： 

 

圖 11 十倍券申請流程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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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方案 

ꟷ 重點一：資料申請與繳交線上化 

 紙本資料的繳交導致申請店家需來回奔波。因此可設計一個

網頁平台，讓店家的審核資料無論是提交或修改都能隨時隨

地進行 

ꟷ 重點二：地方政府無須再做中轉服務 

 改善前地方政府須統整各地方的申請資料，並統一寄回經濟

部讓他們做審核。若設計網頁平台供經濟部人員做線上審

核，地方政府人員也就無需進行改善前的工作，讓人才利用

更能適得其所 

ꟷ 重點三：即時化顯示申請成功店家資訊 

 改善前的網頁廠商需要等經濟部審核完以後，才能拿到店家

資訊並對網頁進行更新。因此若在網頁平台上設計一個功

能，讓經濟部審核通過後，店家資訊就會自動更新到網頁

上。不僅減少網頁廠商的負擔，也能讓民眾可以更快得知新

店家的訊息 

 

4. Improve  

    將原本需要店家親自到政府部門遞交申請，以及公部門之間會有繁雜資

料傳遞的原方案，改善成店家只需要上網提交申請，並由經濟部人員做最終

審核，即可成為十倍券可用店家。依此而建立的 To-Be 模型，可明顯看出所

需時間以及便利性改善了許多。除了架設申請網站與 APP 輔助外，會由渠

道流程圖、價值溪流圖與 FlexSim 模擬來進行流程改善效益的評估。下列為

To-Be 模型之分析： 

 

 渠道流程圖(To-Be) 

根據改善方案，得到下圖 19 十倍券商家渠道流程圖(To-Be)。 

ꟷ 店家何時何地皆可上網提交申請資料。若審核未通過，也只需重

新上繳相關文件，而不必特地跑到地方政府部門或是經濟部提交 

ꟷ 地方政府機構則不會有工作，無須再扮演店家與經濟部間的中轉 

ꟷ 經濟部由審核紙本資料改成審核線上文件，並通知店家審核結

果。若審核通過，會同時通知網頁廠商請他們對新店家進行推廣 

ꟷ 網頁廠商除了按照經濟部要求架設網站外，在有新的店家通過

後，也會在網站上提供相關消息進行推廣 

與渠道流程圖(As-Is)相比，改善後的方案最大差別在於整個審核流程的

電子化。不再會有大量的時間浪費在將紙本資料寄給經濟部的等待上。

而新網站的架設，也讓店家在上傳資料與經濟部人員審核上方便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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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十倍券商家渠道流程圖(To-Be) 

 

 價值溪流圖(To-Be) 

圖 20 為十倍券單次改善流程的價值溪流圖(To-Be)，分析改善後申請流

程的增值時間與非增值時間 

ꟷ 非增值時間：41 分 

ꟷ 增值時間：1 小時 10 分 

與價值溪流圖(As-Is)相比，改善後的單次申請流程將紙本化文件的申請

與傳遞轉為電子化，也無須經由地方政府之手，因此非增值時間的降低

非常顯著；且由於流程更加簡化，增值時間也因此相對減少。 

 

 

 

 

 

 

 

 

 

 

 

 

圖 13 十倍券單次申請流程價值溪流圖(T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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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Sim 模型(To-Be) 

 

圖 14  FlexSim 模型(To-Be) 

 

ꟷ 假設：此模型(To-Be)的 source 為有意上網申請的店家數，固定每日有 160

個店家提出申請，並依照時段作數量上的增減。總共跑 5 天的模擬，與先

前模型(As-Is)比較最終完成率是否有顯著改善 

ꟷ Processor 總共有 5 個：店家閱讀申請相關規章並上傳資料設為 40 分鐘；

經濟部審核時間設為 10 分鐘，且同時有 2 人進行審核；等待店家收到審核

結果的通知一律設為 20 分鐘；最後若未通過店家要修改資料則設為 10 分

鐘 

ꟷ 店家隨時隨地都能上網提出申請與修改資料，因此相關機台會設為 24 小時

不停機；至於經濟部審核人員是有固定上班時間，所以除了早上 9 點至下

午 5 點的上班時間會運行以外，其餘時間皆是停機狀態 

ꟷ 店家申請時間分佈： 

 
圖 15 店家申請時間分佈(T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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ꟷ 機台相關資訊： 

  
店家填寫機台設定                  經濟部審核機台設定 

 

  
店家確認機台設定                  店家修改資料機台設定 

 

圖 16 機台相關資訊(To-Be) 

 

ꟷ 停機時間： 

 

圖 17 停機設定(T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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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trol 

 本次 Project 的 Flexsim 模擬假設經濟部人員的一周上班時間，從星期一 

早上 9 點上班至星期五下午 5 點下班(374400 秒)。因改善後的模型可以在網站

上提交申請，因此中間幾天的非辦公時間都會運行；且模擬期間總計會有 800

位店家提交申請，平均一天 160 位。藉由四種參數指標：店家提交申請總花費

時間、申請資料自提出至經濟部收到平均所需時間、廠商更新店家資訊總花費

時間、申請通過數量，來比較改善前後的表現。 

 

 店家提交申請總花費時間 

ꟷ 改善前：100分鐘 

ꟷ 改善後：40分鐘 

ꟷ 改善率：60% 

 

 申請資料自提出至經濟部收到平均所需時間 

ꟷ 改善前：1日 8小時 24分 57秒 

ꟷ 改善後：3小時 57分 52秒 

ꟷ 改善率：87.77% 

  

           改善前平均所需時間           改善後平均所需時間 

 

圖 18 申請資料提出至經濟部收到改善前後平均所需時間 

 

 廠商更新店家資訊總花費時間 

ꟷ 改善前：20分鐘 

ꟷ 改善後：無。經濟部審核一通過，網站即更新店家資料 

ꟷ 改善率：100% 

 

 申請通過數量 

ꟷ 改善前：258家/800家(32.25%) 

ꟷ 改善後：765家/800家(95.63%) 

ꟷ 改善率：196.51% 

  
            改善前申請通過數量         改善後申請通過數量 

 

圖 19 改善前後申請通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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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頁服務設計與建置 

 

1. 網頁介紹 

 Web 架構圖 

 

圖 20 網站架構圖 

  

網站架構分為三個部分：網頁介面、會員功能及管理員功能。 

網頁介面包括網站之基本介紹、最新消息、服務項目、團隊成員介紹、聯

絡我們及查詢合作店家等，一般民眾不需註冊即可查看。 

店家功能方面，可以通過「註冊會員」來提交資料申請成為合作夥伴；成

功申請會員帳號後可以使用會員功能中的「查詢審核結果」來確認是否成功通

過審查；若申請不通過可使用「查詢/修改資料」功能修改及補件，亦可隨時

「刪除會員資料」以退出成為合作夥伴。 

 管理員功能方面，登入後可以在會員功能中檢視待審核清單及已審核清

單，並可在網頁上直接審核是否通過申請，通過後在「查詢店家」頁面即時顯

示出最新加入店家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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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 

 

 

 

 

 

 

 

 

 

 

 

 

 

 

圖 21 E-R Model 

 

 網站功能 

 

參考連結: 

http://140.114.54.94/IIE_2021/group2/IIE%20Project1/Website2/index.html 

 

 （一）網頁介面 

圖 22 首頁 

http://140.114.54.94/IIE_2021/group2/IIE%20Project1/Website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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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關於我們頁面 

 

圖 24 最新消息頁面 

 

圖 25 服務項目頁面 

 

圖 26 統計數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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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團隊成員頁面 

 

圖 28 聯絡我們頁面 

 

圖 29 查詢店家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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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員功能 

圖 30 使用者登入頁面 （店家/管理員） 

 

圖 31 會員申請頁面（店家） 

  

    店家功能          管理員功能 

圖 32 會員功能（店家/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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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查詢/修改會員資料頁面 （店家） 

 

圖 34 查詢審核結果頁面（店家） 

 

 

 
圖 35 管理員審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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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 介紹 

為了讓店家無地點限制申請及民眾任何時候查詢店家位置，獲得即時資訊，因

此我們亦設計了手機 APP 讓店家或民眾都能隨時隨地使用此網站。 

 

 

圖 36  APP 頁面 

 

3.  ChatBot 介紹 

    本網站提供民眾和店家聊天機器人的服務，讓民眾和店家可以快速查詢所

需資訊，本專案運用 Tidio 於網頁建置聊天機器人之功能架設。圖 37 為聊天機

器人聊天之情境框架。 

 

圖 37  聊天機器人聊天之情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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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機器人面向對象主要分為「民眾」與「店家」兩大情境： 

 

 

 

 

 

 

 

 

 

 

 

 

圖 38 面向對象 

 

  (1) 民眾 

         若來訪者點擊「民眾」選項，我們提供了四個可能的問題選項：「近   

     期活動」、「推薦店家」、「最新合作」、「查詢合作店家」 

 

                                               

 

 

 

 

 

 

 

 

 

 

 

 

 

     剛進入 ChatBot        選擇「民眾」身分         選擇「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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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推薦店家」        選擇「最新合作」      選擇「查詢合作店家」 

 

圖 39 「民眾」選項流程圖 

 

  (2) 店家 

若來訪者點擊「民眾」選項，我們提供了七個可能的問題選項：「了解

申請流程」、「需要準備什麼」、「查詢審查結果」、「申請時長多久」、「審核

是否難過」、「資料上傳錯誤」、「如何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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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進入 ChatBot         選擇「店家」身分       選擇「了解申請流程」 

 

 

 

 

 

 

 

 

 

 

 

 

 

 

 選擇「需要準備什麼」   選擇「查詢審查結果」     選擇「申請時長多久」 

 

 

 

 

 

 

 

 

 

 

 

 

 

 

 

 選擇「審核是否難過」    選擇「資料上傳錯誤」    選擇「如何連絡我們」 

 

圖 40 「店家」選項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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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1. 改善成果與限制 

成果改善： 

網站結合資料庫系統，使申請過程變得更加簡便，申請不受到時間以及地

點的限制，也省去了現場排隊以及奔走的過程。店家資料直接儲存在資料

庫中，不用紙本傳遞，從模擬數據中可以看出，不僅是申請花費時間、審

核時間以及一周能夠達成的通過數量，都有巨大的改善。並配合網頁上的

資訊即時更新，不需要耗費過多的人力於網站資料更新上，讓店家的資訊

能夠正確且快速地到達消費者手中。增加店家促銷活動的推廣速度，讓消

費者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購買商品。 

 

限制： 

3C 產品的使用上具有世代之間的差異，如果將所有資訊都電子化，要增加

對於老年人對於此系統的熟悉度，或是另外推出其他解決方案來維護不擅

於使用網路的人群權益。另外還得保證系統運行穩定度以及備份，多人同

時使用時也不崩潰。 

 

 

 

 

2.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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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Business Model 

3. 未來發展 

網站上可以結合人工智慧蒐集用戶喜好及資訊、透過大數據分析製作一個推薦

系統，使用者可以填入個人喜好及資訊，透過資料分析以及比對商家資訊，推

薦使用者可能會有興趣的店家以及促銷活動，不僅可以推廣在地商家也提供消

費者更多元的選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