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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今年商管群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參賽作品件數共104
件，比去年(84件)大幅增加。
感謝主辦單位的大力推廣，與指導老師及同學踴
躍報名。

擔任評審的同仁們辛苦了！
雖然作品的質與量都大幅增加，但還是看到一些小
問題，特別提出來，與大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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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競賽常見的五大類問題

格式問題
學術倫理問題
研究方法問題
分析模型與架構問題
邏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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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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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於審查作品時，首要考量格式問題。
一篇好的作品，應該要格式完整。
摘要、緒論，往往是讀者於閱讀整篇論文時首先
會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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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摘要與緒論

摘要：
研究背景、動機、目的、方法、結論，應該要清
楚揭露。
有些作品，看完題目還有摘要之後，讀者其實還
很困惑，這篇文章到底想表達什麼，甚至題目跟
之後所做的分析完全不同，比較可惜。

至於緒論，除了前面所各點之外，論文的結構應該
要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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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文獻回顧普遍薄弱

至於文獻回顧，依據這幾年的
觀察，往往是大部份作品最薄
弱的一環。
有的作品居然不回顧文獻！

同學們的作品，實際上，已經
涵蓋非常多較新的理論架構與
管理議題。
但是，這些理論架構的起源
、定義、發展歷程、與近年
來衍生之研究，似乎少有同
學能夠完整探討，其實是比
較可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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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jqfLtiVkWiQ35hsa8



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文獻回顧普遍薄弱

甚至，部份同學引用的文獻，發表時間在二、三十
年之前。
事實上，管理理論於近二十年來，有大幅進展，
而各類衍生研究，更多如牛毛，使用 Google 
Scholar 就可以發現。

同學們於回顧文獻時，可以多加參考，並引用近五
年的文獻
否則，回顧非常老舊的文獻，只是聊備一格，對
整體論文並沒有太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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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此外，有些分析架構，其實國內
外學者早就用過，
例如，IPA+SWOT，典型範例如
Phadermrod 等人於 2019 年的
作品。
中文用類似方法的論文也有一
些，

指導老師或同學如果先做文獻回
顧，應該可以避免很多第五類所
提到的邏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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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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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另外，有少數作品，篇幅大概是一般作品的二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如果主題不是太特別，也沒有特別的貢獻，往往
在第一輪評審過程中，會被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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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最後，近幾年來，於審查作
品時，有時候，會發現文不
對題的小論文。

也就是，題目所說的，跟小
論文所做的，是兩回事。這
類作品，往往也會造成困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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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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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問題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於
學術倫理的重視程度日
益增加，審查委員也越
來越重視參賽作品的相
關問題。

甚至，開始用 Turnitin
等相關網站檢視同學們
作品的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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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當然，絕大部份的同學都非常
認真，自行撰寫論文。

但回想過去幾年的作品，其實
，曾經發現有極少數作品，與
其他論文或著作的重複程度非
常高。
這類的作品，如果爭議性非常
大，審查委員討論之後，會優
先汰除。

今年雖然沒有看到類似案例，
但還是需要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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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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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另外，雖然實施計畫中已經清
楚說明：
「內文及封面不得出現學校校
名、校長、指導教師、學生之
姓名」。

有部份作品無意中揭露個人資
料或者學校的名稱，也往往是
某些優秀作品一開始就被淘汰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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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ZQX56PmhyD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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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出現個資或者校名的地方有時候
同學們可能也很難想像：
作品附錄中的問卷、
各類相片、
 Youtube 影片中的某些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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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全文架構問題 (續)

這些資料的揭露，可能會影響評
審們的判斷。
近年來，主辦單位也於比賽辦
法中特別強調，相關資訊應該
要由作者先行刪除。

因此，如果於評審過程中發現這
類作品，通常審查委員於討論之
後，也會優先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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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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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相關問題

關於研究方法，大部份研究
，都會使用。從敘述統計到
多變量分析都有。

因為參賽的同學還就讀於高
中職，通常，評審期待看到
的，是這個階段學生應該會
使用的方法。
因此，使用太過深奧的統
計或數學，並沒有加分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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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8rGwWAK6D7Rcm7H47



研究方法相關問題 (續)

關於敘述統計，最常見的
問題，是抽樣不平均。
例如，樣本過度集中於
20歲以下的受測者，或
者某一年齡層 (如 40-
50 歲)，對於很多分析
標的或專題而言，其實
都不適合。

Prepared by Dr. Chi-Yo 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21

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yHztjKQEp7UoJrEK7



研究方法，越難越好?

另外，少數研究會使用多變量分析
的方法，例如，探索性因素分析，
並且引用結構方程式(AMOS)書籍，
代表老師非常認真指導。

其實，多變量分析的理論與困難度
應該遠超出同學們可勝任的程度，
也超出課本範圍。
因此，使用太過困難的研究方法
，通常也是評審們會加以討論，
作品是否適合進入決審的關鍵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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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LdgE

vLHL45my3EZTA



分析模型與架構問題

Prepared by Dr. Chi-Yo 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23



關於分析模型的問題

同學們在撰寫小論文的時候，常常會使用分析模型
，例如，SWOT、STP、PEST等。

正確使用前述架構與模型，是定義各種策略的基礎
。但如果使用不當，反而畫蛇添足，甚至，會產生
第五點所歸納的邏輯問題。

因此，同學們使用分析模型，必須要注意理論與模
型的原始定義，並且注意其邏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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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 SWOT?

首先，最常見的，就是
SWOT模型的不當使用。
過去幾年，每一年都可
以看到某些硬塞 SWOT 
的例子，今年也不例外
。
例如，分析遠距教學
所面臨的挑戰與困難
，其實，可以不用
SWOT，也可以有很好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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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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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之後呢?

更進一步探討，其實SWOT是
定義策略的基礎，同學們導
入SWOT之後，如果沒有後續
策略訂定的過程，閱讀這類
的論文之後，往往心中會有
很大的疑問，
然後呢? 

其實，這也是不當使用
SWOT所造成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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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HSq1SaK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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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之後呢?

另外，導入 SWOT 之後
，應該要定義策略，然
後，才會有後續的作為
。
例如，APP的開發。而
且，後續的作為，應
該要能利用個案的強
處(S)、機會(O)，並
且能強化弱點(W)、克
服威脅(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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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82N4xZ88BChtB8de7



SWOT 之後呢? (續)

 SWOT 之後，應該說明導入何種策略，然後再採取某
些戰術 (或者具體作為)，可以利用公司目前的強處
與機會，或者提昇弱點，克服威脅，例如
開發應用程式 (APP)
設計 Logo、
識別標誌、
玩偶等。

Prepared by Dr. Chi-Yo 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28



沒有分析模型的作品，無招勝有招?

最後，有少數作品，沒有任何
分析模型，也可以稍微探討。
僅僅分析公司的現狀，與財
務報表或者股票的表現，然
後做出簡單分析或建議

財務報表分析
基本上，這類作品，比較沒有
特色，其實在諸多優秀作品的
比較之下，不容易被評審看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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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images.app.goo.gl/Vn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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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模型的組合，也有很多問題 … 

關於使用分析模型，或者
利用分析模型，組合成研
究架構，過去幾年來，最
常見的，就是邏輯問題。
這類的問題樣態非常多
，今年，也不少，因此
，特別於下一節歸納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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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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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問題

於使用理論架構的時候，其實邏輯性非常重要。
如果邏輯不正確，就算題目非常好，往往會造成負
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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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問題 (續)
今年在作品中看到的邏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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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析4P (或者4P/4C) 策略，再做SWOT分析

SWOT 加上問卷調查消費者偏好?

在五力分析之前做SWOT與4P+4C

先做 4P，再做 PEST與五力分析

先做SWOT與4P 之後才分析 STP

SWOT加上 APP 或小飾物設計



邏輯問題 (續)
今年在作品中看到的邏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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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 之後，直接跳網路行銷、搜尋引擎優化

先SWOT分析，再做IPA分析，然後提出建議

先發展APP，再做4P與SWOT

同一個作品中，目標市場不一樣?

論文的建議與分析結果沒有連結或者連結薄弱

不做競爭分析



先分析4P (或者4P/4C) 策略
再做SWOT分析

4P

4C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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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析4P (或者4P/4C) 策略
再做SWOT分析

使用 SWOT之後，再定義策略，其實是非常直觀的，
因此，使用 SWOT 之後，再定義 4P 策略，非常直
接且完整。

同學們如果要試著分析公司的產品、定價、通路、
促銷(策略) 4P現況，或者再分析客戶（Consumer）
、成本（Cost）、便利（Convenience）、溝通（
Communication），最後再做SWOT分析，定義策略，
也無不可。

但是如果做完4P (或者4P/4C) 分析，再做SWOT分析
，之後就沒有後續策略的定義，其實並不是完整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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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加上問卷調查消費者偏好?

SWOT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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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加上問卷調查消費者偏好?

如同以上分析，使用 SWOT，主要為了瞭解公司內部
與外部經營環境的狀況，事實上，已經是總結內、
外營運狀況的工具了。

任何調查，包括消費者偏好，其實在 SWOT 之前應
該要先分析完畢，而非在 SWOT 之後，再加做問卷
。如果在 SWOT 之後，發展新產品，而針對新產品
或者新服務設計問卷，調查消費者的滿意程度，並
無不可，但請記得可以加做改善方案，符合 PDCA 
的精神，會讓作品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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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力分析之前做SWOT與4P+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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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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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力分析之前做SWOT與4P+4C

首先，同學們在導入五力分析之前，必須清楚瞭解
五力分析分析的是哪些標的。包括同業競爭、供應
商的議價能力、客戶的議價能力、潛在進入者、與
可能替代商品。

基本上，分析的是公司外部的狀況，因此，五力分
析必須在 SWOT 分析之前就做完了，並且，應該將
五力分析的結果，整合到 SWOT 分析中的機會與威
脅構面中，而非先做 SWOT，再做五力分析。

至於 SWOT 與 4P+4C 的相關邏輯，於第1點已經探
討過了，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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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 4P，再做 PEST與五力分析

4P PEST
5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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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 4P，再做 PEST與五力分析

今年有一件作品，先使用 4P，再使用政治（
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
與科技（Technological）(PEST) 與五力分析。

基本上，如果只是分析經營環境與目前公司的行銷
策略，似乎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邏輯問題，但題目是
某產業的轉變，就比較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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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 4P，再做 PEST與五力分析

因為，如果要分析產業的轉變，變化前、後，到底
各種分析構面如何變化，應該要比較。

此外，做完 SWOT 與 4P 分析之後，再分析 PEST 
與五力，基本上的邏輯問題，與第3點是一樣的。

同學們必須要先分析外部環境，並將結果整合進
SWOT中的機會與威脅，比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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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SWOT與4P 之後才分析 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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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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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SWOT與4P 之後才分析 STP

今年另一種分型模型的組合，是先做SWOT與4P，之
後再做STP。

基本上，在訂定行銷策略的時候，應該要先定義市
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打造公司或產品的定位之
後，才會有4P與品牌策略。

同學先分析SWOT，再分析或定義4P 策略，最後才分
析STP，無論如何，先後順序或者分析邏輯是有問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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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加上 APP 或小飾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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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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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加上 APP 或小飾物設計

有部份同學喜歡做APP或者小飾物，基本上，可以反
映同學們的用心，但是，如果與SWOT整合，有時候
，APP或者小飾物可能會有畫蛇添足的效果。

怎麼說呢? 除非 SWOT 分析之後，有充份理由，發
展行銷公關策略或者品牌策略，發展製作小飾物，
否則，其實不一定會有加分作用。

Prepared by Dr. Chi-Yo 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47



SWOT加上 APP 或小飾物設計

另外，有些具有資訊背景的同學，喜歡製作APP。
基本上，除非有非常充份的理由，於SWOT分析之
後，發現APP可以強化市場的滲透，或者強化消費
者購物的便利性，否則，其實除了證明同學們很
努力之外，APP到底想傳達什麼訊息，有時候比較
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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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 後直接跳網路行銷、搜尋引擎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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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 後直接跳網路行銷、搜尋引擎優化

同學在做完STP分析之後，直接跳到網路行銷與搜尋
引擎優化，其實有點跳躍思考，邏輯上，也有缺陷
。

基本上，在訂定行銷策略之前先做STP與SWOT，是合
理的。

因此，光做STP，不做 SWOT，是比較特別的狀況。
與第(四)大類所稱，硬塞SWOT，是兩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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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 後直接跳網路行銷、搜尋引擎優化

另外，為何要做網路行銷，甚至於搜尋引擎優化，
其實應該要分析針目標市場消費者特性與SWOT之後
，進一步決定，目前的行銷策略，是否有所不足，
而非直接導入網路行銷，並且優化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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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SWOT分析，再做IPA分析，然後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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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SWOT分析，再做IPA分析，然後提出建議

基本上，同學們應該還記得，SWOT分析之後，應該
要做出策略建議。

而重要-表現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是用來分析消費者對公司的商品或
服務表現主觀感受的工具。

事實上，分析完消費者的感受之後，應該要把結果
整合進公司的強處與弱點之中，也就是SWOT分析中
的SW。

因此，先做SWOT，再做IPA，邏輯上有其缺陷。
另外，近年來，有些學者做過類似的研究，如果
仔細回顧相關論文，應該不難發現，其他學者於
導入IPA與SWOT時，分析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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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展APP，再做4P與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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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展APP，再做4P與SWOT

首先，看了前面各種邏輯有待強化的分析模式之後
，對於一個直接發展APP的研究，再作4P與SWOT分析
的作品，同學們應該與評審老師的感覺差不多吧? 
一個研究，沒有任何理由，直接開發APP，首先，評
審會思考的，是開發APP的動機到底為何? 如果沒有
充分的理由，為什麼要發展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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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展APP，再做4P與SWOT (續)

另外，做完APP之後，為什麼要做 4P 與 SWOT，其
實，也需要思考清楚。

基本上，如果做完 APP，需要進一步透過分析公司
內、外部的狀況，再進一步打造新的行銷策略，修
正APP，或許還有其合理性。
如果不是如此，邏輯性就需要再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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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作品中，目標市場不一樣?

今年有少數作品，在同一份作品中，前後的目標市
場年齡層不同，猜想應該是同學們的無心之過，但
這一類的問題，確實應該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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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的建議與分析結果沒有連結或者連結薄弱

有部份作品，同學努力做了分析，但是，最後的結
論與建議，與分析結果關聯極低。
換句話說，就算不用分析架構，其實，同學也可
以做出相同的結論與建議，基本上，這類作品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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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競爭分析

在訂定策略之前，完整的競爭分析，應該是SWOT的
基礎，看了許多小論文，似乎少有作品針對競爭者
做較完整的分析。

如此，同學們怎麼知道自己分析的標的有何長處或
缺點? 因此，建議應該要做競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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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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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好作品?

基本上，一篇小論文如果能夠避免以上所述，五大
類問題：
格式
學術倫理
研究方法
理論模型運用
邏輯
再加上主題有趣，具有地方特色，或者能夠結合新
科技，應該比較容易被挑選，進入口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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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好作品?

今年大概每五件作品中，有一件可以被挑選，進入
第二階段的口頭報告。
實際上，能夠完全避免上述問題的作品並不多。
甚至，最後評審們挑選出十多件作品之後，還為
了如何從七、八件比較一般的作品中，挑選出較
佳者，進入下一階段審查，費了一番功夫討論。

因此，只要能夠練好基本功，把事情做對、做好，
避免上述問題，其實要進入決審，甚至於名列前茅
，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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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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