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家庭的風光與經營危機

第三個實務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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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



詹宏志是南投縣草屯鎮人，具有深厚文人風格：

從台大經濟系畢業後，他先是加入聯合報系、中
國時報系工作，之後更參與眾多台灣電影的監製、
策畫，像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悲情城市
》等經典作品，甚至曾任滾石唱片總經理，在台灣
藝文領域參與相當深入。

他也是台灣最重要的出版人，策劃編輯的書籍千
餘種，讓解嚴時代後的台灣讀者有了更開闊的視
野。1980年代中期與侯孝賢、楊德昌等新導演往
來，起草〈台灣新電影宣言〉

詹宏志的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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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創辦《PChome電腦雜誌》，更影響了一
個時代對於科技的全新想像。

現任的PChome投資長兼策略長周磊就曾說過，
「PChome是我小時候看的第一個電腦相關的雜
誌，我對這個品牌是很有感覺的。」這也成為了
周磊加入PChome的重要原因。

同一年，詹宏志成立了電腦家庭網站，並且陸續經
營電子報與入口網站業務，到了2000年才成立線上
購物部門，正式跨足電子商務。

詹宏志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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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元旦前夕，雄獅旅遊董事長王文傑先生
邀謝金河參加他的生日壽宴。

在餐會結束前，王文傑他邀請我跟趙少康及詹
宏志上台合唱「明天會更好」。

謝一邊唱著卅年前的老歌，心中正想著台灣明
天會不會更好？

此刻，政黨輪替幾乎已成共識，台灣下一個領
導人，如何帶領台灣走出困局，這是十分艱鉅
的任務，關鍵在領導人如何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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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河推薦詹宏志



明天會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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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
謝金河
王文傑
趙少康



當天餐敘，詹宏志先生正好坐在謝旁邊，謝跟
他說最適合出任下一任的經濟部長。為什麼?

歷任經濟部長都是來自貿易體系，或是水利，
鋼鐵等舊經濟時代，未來是新經濟的對決，台
灣需要一位全新新經濟思維的人來領導，詹宏
志先生正是新經濟的啓蒙先驅。

推薦詹宏志出任經濟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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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那幾年，為了第三方支付，詹宏志卯上
了金管會，台灣在P2P或Fin Tec的發展遠遠落後
。台灣是金融網路化，大陸是網路金融，關鍵
就在舊經濟思維，未來若想邁開大歩，必須有
全新新經濟思維的人來帶路。

詹先生已為網路家庭帶出新路，若能為台灣打
拼，應是台灣之福！我邊唱「明天會更好」，
心中正想著未來領導人若能說服詹宏志當經濟
部長，應該大家都會覺得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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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詹宏志出任經濟部長



網路家庭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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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七月排名(網路家庭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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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底，蝦皮正式進軍台灣，短短兩
年間，搖身一變成為電商新霸主，不但擁有逾
千萬名會員，每月成交訂單更高達8百萬筆。
蝦皮的出現，可以說是徹底劃破了台灣電商的
安寧，面對強敵來襲，本土電商PChome、
Momo、Yahoo紛紛出擊應戰，力保市場地位
。究竟蝦皮有什麼過人之處，可以讓台灣消費
者乖乖買單？以下將透過３大攻略，徹底剖析
蝦皮電商戰術。

2015年蝦皮攻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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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一》主打免運費，補貼換會員

祭出免運費、補貼運費優惠，蝦皮不只解決買
賣雙方痛點，更有效增加用戶黏著，徹底攻佔
台灣市場。

2015年進軍台灣，蝦皮靠著免運費策略，在短
短一年半間迅速招攬一千萬名會員，隨著會員
們相互宣傳，優惠資訊如病毒般在市場擴散開
來，除了帶動業績成長，也讓台灣電商
PChome不得不跟進。

三大策略強勢攻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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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二》App購物，創造最佳體驗

免運固然吸睛，卻非長久之計，善用App優化
購物體驗是致勝關鍵。

蝦皮與傳統電商最大的不同在於，更早預見行
動購物商機，大打補貼戰之際，團隊亦馬不停
蹄優化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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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策略強勢攻佔



蝦皮台灣行銷總監楊晨欣表示，成功賣出
商品的用戶，比起未曾完成交易的賣家，
使用 App的頻率高出 60%

此外，忠誠度較高的用戶，平均一周內會
開啟4到5次App，原因很簡單，關鍵在於
方便、友善的操作介面以及跳脫單向購物
的互動式賣家功能。

《攻略二》App購物，創造最佳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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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pp進行買賣，流程簡潔且快速。藉由簡
易的上架流程，蝦皮的賣家大多也是買家，這
在過往的拍賣平台並不常見

操作上，賣家僅需拍下想賣的物件並上傳至頁
面，商品即可上架，貼心的是，賣家還能夠透
過即時溝通功能「聊聊」，隨時與買家互動、
保持密切聯繫。由此可見，除了強攻折扣戰，
蝦皮仍不忘與用戶建立雙向連結，透過有如社
群互動般的服務，強戶用戶歸屬感，實際提升
用戶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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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二》App購物，創造最佳體驗



「蝦皮拍賣」到「蝦皮購物」，不單純是
名稱更換，同時意味著營運模式將自C2C

（拍賣）走向B2B2C（商城），進一步擴
大台灣電商版圖，為消費者打造一站式的
行動購物體驗。

《攻略三》C2C到B2B2C

，電商版圖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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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於龐大的用戶基礎，來台不滿三年，蝦皮
即推出「蝦皮商城」，從C2C行動拍賣市場進
攻B2B2C網路開店平台。

正所謂「顧客在哪、商人就在哪」，蝦皮龐大
的用戶對企業將產生龐大吸引力，同時，當越
來越多賣家受到吸引進入平台開店，消費者也
將隨之湧入，帶動正向循環，如此一來，無論
是用戶數、訂單數皆能正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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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三》C2C到B2B2C

，電商版圖再擴大



• 1.蝦皮購物｜68M.

• 2. momo購物｜39.7M.

• 3. PChome 24h購物｜29M.

• 4. 露天拍賣｜18.8M.

• 5. 台灣樂天購物｜4.7M.

• 6. 東森購物｜3.4M.

• 7. 松果購物｜2.5M＆ 8. 生活市集｜2.1M.

• 9. 奇摩購物中心

台灣網路店商排名(2022)

2023/4/29

18



MIC調查也顯示，92%消費者有行動購物習
慣，最大宗消費者愛用的網購平台App是

◼蝦皮購物（64%）

◼其次依序是momo購物（40%）

◼PChome24h購物（27%）

◼Yahoo購物中心（14%）與

◼PChome商店街（11%）。

行動購物App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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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幾大電商平台2018年的成績單營收大
致都有10％~30％的增長，且當中有多家公
司再次改寫了歷史新高紀錄，顯示整體電商
市場的成長動能仍強；但以獲利來說，就完
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回顧2018年電商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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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7家有公開財務資訊的電商平台中，
momo延續2017年的強勁表現，在2018年仍
然是幾大電商平台整體表現最突出的公司
，營收達到420億元的新高，即便毛利率和
營業利益率都有下滑，稅後淨利仍成長14
％達14.5億元，是7家有公開財務資訊的電
商公司中，唯一獲利超過10億元的，EPS則
是10.35元。

2018年Momo獲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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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5150042/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3/post/201809130044/


在momo之後，排名第二賺錢的電商平台是表
現一直很穩定的統一集團旗下博客來，其去年
獲利為4.22億元，和2017年大致持平，僅小幅
下滑300萬元，繼續大賺兩個股本。

另創業家兄弟的獲利規模雖然無法和前兩者相
比，卻毫無疑問是2018年最佳進步獎的不二人
選。根據財報，其2018年營收為49.59億元，
年增幅度超過三成；獲利4730萬元則是較
2017年大幅增加了150％。

2018其他業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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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另外四家電商平台在2018年都
是以赤字收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還勉強守住獲利的PChome（網路家庭
），去年營收雖然成長17.6％衝上345.94
億元的新高，稅後卻由盈轉虧，且虧損規
模高達9.95億元。

2018年網路家庭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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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七家電商的獲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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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商店街成績大衰退 PChome集團還
陷入困境

◼另外同為PChome集團的露天和商店街也沒
能在2018年翻轉虧損，而是又進一步擴大
了赤字。其中露天的虧損金額從5458萬元
，放大了不只十倍至-6.36億元；還有商店
街去年與蝦皮的補貼大戰雖已逐步收斂，營
收方面也有小幅增長，虧損規模卻翻了一番
至-20.32億元。

2018年網家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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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家虧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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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街的鉅額虧損，是拖累集團公司PChome
和露天的一大主因，但卻也不是全部。

以PChome來說，在市場競爭以及本身產品組
合是以高價低毛利3C產品為大宗的情況下，去
年毛利率12.43％，較2017年顯著減少了2.6個
百分點。另去年PChome舉辦大型活動和幾波
大規模宣傳等，也都反映在拉升的行銷費用上
。



展望2019年，蝦皮與PChome集團之間的補
貼戰爭雖已熄火，但整體來說，不只國內
外電商平台之間的競爭本來就相當激烈

台灣幾家實力堅強的連鎖實體零售通路如
家樂福、全聯、全家、屈臣氏等，也愈來
愈積極鞏固既有線下城池，同時向線上銷
售展開進攻，再加上目前大環境景氣沒有
太多樂觀消息，對幾大電商平台仍是相當
大的考驗。

電商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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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0日國內電商雙強momo富邦媒
、PChome網路家庭今公布1月營收兩樣情
。網家1月合併營收35.56億元，較去年同期
大減16.76%；

momo富邦媒則大搶春節商機，1月營運續
創歷史同期新高，單月合併營收約為87.5億
元，年增約4%，其中momo網路購物1月亦
改寫歷史同期最佳紀錄，業績佔全公司營
業額的95.5%。

網路家庭的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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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6月，PChome網路家庭的股東會
上，面對PChome業務長期不如預期，董事
長詹宏志大膽承諾，「如果今年獲利仍無
法改善，我會把我的薪資變成零。」

不到一年，這項承諾也兌現了。詹宏志在
2028年發出內部信指出，由於2022年全年
的營運表現不如預期，因此 PChome將不發
放該年度績效獎金，而且他也已經由今年1
月開始，不再領取PChome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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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的最新消息



◼近年來台灣電商龍頭PChome在蝦皮購物、momo購
物網這些競爭對手的追趕之下，儘管銷售額因疫
情有所提升，但是PChome的成長率、獲利能力都
不見起色。

◼2022年7月初前任執行長蔡凱文的閃電離職，更是
重重一擊。

◼如今，PChome的頹勢已經不僅是電商事業的銷售
額、市占率被競爭對手追過那麼簡單。

◼市場都在關注，在新任執行長接手之後，PChome
能有什麼樣的改變？短時間內，她必須要完成以
下3大任務。

網路家庭的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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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認為平台戰就是要打資源戰，了解資本市
場的玩法，角度從「Come to terms with your 
enemy.」擬定策略並且對投資者說好故事，旗下
的平台更有發展性，並不會輸給新加坡商SEA集團
所操作的蝦皮，因為P家的優勢在於可從台灣立基
，帶動台灣成功經驗出發前往東南亞，主動的出
擊掌握市場，方向在未來的營運策略將從日本新
增1000萬個物件、4000萬個美國物件，再加上原
有的台灣物件5000萬，全部上架到東南亞的P家平
台，讓其擁有1億個外來物件，成為最大的交易通
路，更因為如此，有更好的合作彈性和投資誘因
。

PChome商店街下櫃風光不再



網路家庭的一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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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出現什麼危機?

網路家高階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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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PChome網路家庭通
過任命張瑜珊出任
集團執行長暨總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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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8日



張瑜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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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愛的親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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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愛的親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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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加入PChome網路家庭後積極帶領團
隊專注四大目標：

目標一、公司營收成長和獲利

目標二、成為有競爭力的電商平台

目標三、成為長久有競爭力的公司

目標四、提升營運效率

張珊瑜的四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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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許同仁能創造更多優良的企業文化行為
準則，包括：

準則一、用戶為先 User First

準則二、誠信正直 Integrity

準則三、簡單專注 Focus

準則四、當責不讓 Accountability

建立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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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網頁版（Web）購物介面一直讓許多
消費者不滿意、認為沒有與時俱進，跟2000
年左右剛上線時的介面沒有太大差別。要贏
回消費者青睞，這也是張瑜珊迫切需要解決
的問題。

◼事實上，PChome在2021年底就有宣示過要開
始執行改版計劃，但是至今也沒有太大幅度
的改善

任務1：具備Google工程師背景助力
從內部營運改善網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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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瑜珊上任之後，Google工程師出身的她，或許
能提供更多專業見解來解決技術問題。不過，除
了要能立定改革的方向之外，她還需要更多大破
大立的勇氣以及跨部門溝通的能力。

◼「我覺得介面問題，不單純只是UI、UX。」電商
女裝龍頭美而快總經理王志仁舉例，像是如今在
PChome站內搜尋，時常會出現許多顯示為「缺貨
」的購物頁面，這樣的問題不僅與技術團隊有關
，同時也關乎業務團隊。

任務2：持母嬰垂直領域經驗，打通
PChome每個「小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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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現出跨部門溝通需要整合，也可以看出整
體公司的商務策略無法一以貫之。

像這樣跨部門整合溝通的工作，也必然將由新
任執行長來完成。

在張瑜珊上任之後，除了要改善先前的缺失，
也勢必要找出電商事業的新方向，才能突破僵
局。王志仁認為，這時候必須先在小戰場取勝
，再影響大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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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過去幾年，PChome廣泛收購、投資各種公司
事業，旗下轉投資與關係企業就有37間之多。

2.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延伸業務觸角，確實是
PChome過去一段時間突圍的重要策略。

3. PChome也在2020年設立了「投資長」職務，不
單純以財務報酬為主軸，而是要以PChome集團
利益為核心，來選擇投資標的。

任務3：
大膽砍掉無法整合、失敗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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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投資長周磊就曾在接受《數位時代》
專訪時以保險產品為例：

「去理解這些保險有多困難，這就要叫專業
的來做。」在未來集團的各種服務之間也能
彼此串連、合作。「像是在我們這邊買狗食
的（消費者）應該會有寵物險的需求。

任務3：
大膽砍掉無法整合、失敗的業務

2023/4/29

44



網路電商的收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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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80% 消費者常用的網購平台數量集
中在前 3 個之內，反映出平台黏著度的重要性

針對綜合型電商，消費者常用前五大 B2C 平台，依
序為(1)蝦皮24h（61%）(2) momo（59%）、
(3)PChome 24h購物（43%）

(4) Yahoo 購物中心（23%）與(5)東森購物（12%）

發現 1：平台黏著度高的前三個平台

2023/4/29

46



根據資策會 MIC 調查，92% 消費者有行動購物
習慣，最大宗消費者愛用的網購平台 App 為

(1)蝦皮購物（64%）(2)其次依序為momo購物
（40%）

(3)PChome 24h購物（27%）

(4) Yahoo 購物中心（14%）

(5) 與 PChome 商店街（11%），

發現 2：蝦皮 App 普及度最高

2023/4/29

47



而全年齡皆最常使用蝦皮購物 App，特別
是18~25歲族群高達八成，26~55歲也有近
七成的比例。

針對第二常用 App，除了 18~25 歲族群，
其他年齡層皆為 momo 購物，而 18~25 
歲使用 momo 比例較其他年齡層低一成以
上。另外，可觀察到 Yahoo 購物中心、
Yahoo 奇摩拍賣的使用偏好與年齡呈正相
關。

普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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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女性使用蝦皮購物 App 比
例（70%）明顯超越男性（59%），
而男性較女性更常用 PChome 24h 購
物、Yahoo 奇摩購物中心，以及露天
拍賣。

女性偏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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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產業分析師陳冠文表示，未來電商勝出關
鍵除了掌握不同族群使用偏好，仍得回歸六大原
則：

1) 品牌品項獨家性

2) 良好逛店體驗(如介面設計與搜尋精準度)

3) 便利快速的結帳流程

4) 符合消費者預期的物流配送穩定度

5) 商品庫存充足度

6) 有感的促銷手法

發現3：掌握原則，才能在紅海中
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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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 MIC 表示，2021 年前五名依序為淘寶
／天貓（19%）、日本樂天（8.4%）、美國
Amazon（6.6%）、日本Amazon（5.9%）
與美國iHerb（4.9%）。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名淘寶／天貓的比例未
達二成，其他境外平台更未達一成。

產業分析師陳冠文表示，除了疫情對於海空運
的影響，此結果也反映出多數消費者已能在國
內平台購買需要的國外商品，或有其他海外代
購管道，不一定需要使用境外平台。

發現4：地球愈來愈平？跨境電商優勢
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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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 MIC 調查有助於網購的 10 大數位科技
服務/功能，有兩者比例明顯更高，為「電子支
付（53%）、跨平台比價系統（47%）」，其
次依序為「產品 3D 瀏覽（28%）、以圖搜圖
（27%）、個人化推薦系統（27%）、即時客
服 Chatbot（26%）、影音形式商品說明（
17%）、互動式遊戲（14%）、虛擬空間逛店
體驗（9.4%）、平台/社群直播（8.7%）」

發現 5：結帳方便、價格是消費決策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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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的經營窘境可以了解沒有永遠
成功的電商或企業

必須與時俱進，成功一定是你作對什麼
失敗則不一定是你做錯什麼? 有時候該
做沒做就是很大的錯誤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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