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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主題 

 

  

 

查閱文獻 製作表單 

問卷分析 

報告產出 
 

 

 

撰寫正文 

問卷分析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來，大街小巷上穿梭來去的外送員屢見不鮮，在網際網路的普及下，這樣的「宅經濟」

消費模式，似乎已經悄悄深植我們的生活，這股熱潮，就像火種被丟進草原裡，風一吹，便

延燒整座山頭。尤其在五月中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嚴峻，而發布了防疫三級警戒之後，餐飲業

無法讓消費者在店內用餐，只見用餐的巔峰時間，各大小飲食場所外，滿是等待餐點的外送

員，餐點到手後立刻馬不停蹄飛奔目的地，坐在爸媽車內的我們，看著一旁鑽來竄去的外送

機車，不禁替這些外送員的安全捏了把冷汗……。這如雨後春筍般大肆崛起的外送員職業，

讓我們感到好奇，暴露在風吹日晒雨淋的工作環境下，看似悲慘又悲情的行業，如何能有更

舒適又安全的工作環境？消費者又如何能夠更安心的取得餐點？各種關於外送職業的相關問

題探討，讓我們藉此機會進行更深入的探索與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外送工作的現況 

（二）探究外送員的工作困境 

（三）了解零接觸取餐現狀 

（四）探究影響外送餐點品質的原因 

（五）探究外送一職的社會責任 (環保及交通安全) 

 

三、研究流程 

 

 

 

 

 

 

 

 

 

 

     （一）確定主題：進行思考、討論並確認研究主題。 

     （二）查閱文獻：透過電腦網路、圖書館系統及書籍蒐集相關資料。 

     （三）製作表單：查詢資料進行組內討論，而後訂定題目，找尋數名外送員和消費者進

行填答。 

     （四）問卷分析：將回答整理對照，寫出大概狀況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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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撰寫正文：將研究結果分成不同項撰寫成正文。 

     （六）報告產出：完成書面及口頭報告。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      外送的定義：餐飲外送原為餐飲業者收到客戶到店或電話訂單後，將餐飲送至指定地

點的服務模式 (李秋香, 2016)。隨著網路科技的普及，開啟個別店家結合網路，以訂

餐網站或業者專屬應用程式的方式，提供更多元的餐飲及外送服務模式。常見的外送

食品有披薩、速食、便當、飲料等。依據1111人力銀行指出，外送人員的職務定義：

依訂單到店家收取貨物，並進行運送，將貨物安全送至客戶手中，請客戶簽收。本研

究的「外送」，所指為餐飲服務的外送。 

      

     (二)外送的沿革 ：歷史上的外送起源，普遍被認定為最早的記錄是《清明上河圖》中，北

宋末年的首都汴京（今開封），畫中便有客棧酒店夥計提供外賣服務的畫面。 在現

代，外送則是由餐飲業者逐漸發展出的商業模式，消費者透過電話、 網路等各項管

道，向餐飲業者訂購餐點，並由餐飲業者將餐點送至指定地點。 近年來則出現了由

第三方提供服務的外送模式，一般稱作「外送平台」，透過平台整合，將各式各樣的

店家、餐飲業的商品上架，並由指派與平台簽 

定相關契約的外送人員，將消費者訂購的商品送達

指定地點。 其中，兩間外送平台業者foodpanda與Ub

er eats，分別在西元2012、2016年引進台灣。但最早

在1991年，線上外送平台就已在臺灣開始發展，而

第一家餐廳推出線上點餐、外送服務的就是Pizza H

ut必勝客披薩，隨後，另一些披薩餐廳也開始了線

上外送平台，而這都還只是2002、2003年的事。

「外送」已經在台發展了將近30年，但是在近幾年

才開始有更大的躍進。全球外送服務的風潮除了形

塑龐大產業經濟，深刻影響人們日常，不但掀起了

熱潮和聲浪，也掀起不少議題，如時薪待遇、外送

安全、服務平台、美食品項等。 

 

     (三)外送的興起：賀春樺(2008)在網路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目前這個世代的資訊十分發達，

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當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因。有部分的人幾乎成天使用電腦

進行虛擬活動，甚少踏出家門，或參與網際網路虛擬社交以外的正常交際活動。大家

通稱這類型態的人為「宅男、女」或「網路宅族／御宅族」。網際網路針對這類群體

產生龐大的吸引群聚力，因此讓外送這個職業一下子變得興盛。 

 

兩大外送平台比較一覽表 

資料來源:《洞察報告》數位化餐飲消費

模式兩大外送平台聲量剖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AB%E8%96%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9F%E9%A3%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BF%E7%9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B2%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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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勝蒝(2019)的研究中也提到，因應手持式行動通訊設備以及網際網路日漸發達，

美食外送平台訂購餐點的訂餐模式順而產生；台灣的餐飲外送市場上，消費者使用美

食外送平台的人數及使用頻率猛爆性提升，形成對台灣餐飲外送市場上，一股不容忽

視的龐大力量。外送平台的崛起，都是靠著科技進步，網際網路的發達，讓店家能用

電腦接單、外送員能使用手機導航、顧客能運用線上外送平台點餐，因而帶動了外送

近幾年的迅速發展。近年來，外送產業在全世界快速發展，臺灣也不例外，隨著 2012 

年外送平台 Foodpanda 以及 2016 年 Uber Eats 正式登台，外商外送平台紛紛進入臺 灣

市場，再加上本土新創平台的湧入，以及其他電商平台、專業第三方物流、不動產服

務等異業跨足，逐漸創造出現今的豐富生態。 

 

       本研究以 foodpanda、ubereats兩大美食外送平台的外送員為探討對象。假設你生活

在都市裡，也許早已熟悉各大外送App品牌在車河中穿梭的物流士身影， 而這種生活

文化，彷彿形成了一道嶄新的城市風景，而且正在全球各個角落持續擴大中。對於消

費者來說，今天可能是在 UberEats 瀏覽消費，但明天或許是 foodpanda 點餐，選擇哪

一家外送 App，每個人考量的因素或許不同，舉凡價格、餐飲選項以及 App 操作的流

暢度，甚至是品牌形象都是關鍵的因素。 

 

 從去年至今，因為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居家防疫更加速美食外送成長，美食外

送已成為台灣人三餐的另一種選擇。以目前台灣美食外送平台的前兩大品牌，使用率

最高的是foodpanda，使用者跨越各年齡層和性別，其次為Uber Eats，前 2 大品牌的用

戶重疊率已超過五成。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1.結構式訪談法：針對8位外送員及17位消費者，分別製作兩份Google表單問卷進行訪

談。 

          2.次級資料分析法：訪談未能呈現之資訊，藉由現有的資料、文獻、報導……等，將

已有的資料加以收集、歸納，而後進行整理。 

      (二)研究對象：本研究訪談8位外送員及17位消費者，並將訪談回收資料進行分析。 

      (三)研究限制：所選取的外送員及消者者研究樣本數可能無法代表全部研究母體。 

 

三、 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 了解外送工作現況 

 

1. 外送員申請條件有四點：年滿 18 歲、有機車與機車駕照、有可連網的智慧型手機，

並且是有身分證的台灣公民，皆可從事外送工作。除了機車外送，外送系統平台也

在去年底推出「腳踏車外送」或「步行外送」的新選擇，提供給沒有車但想賺外快

的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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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外送人員的工作內容包括：到特定店家領取餐點→盤點數量後進行餐點配送→運送

時保護餐點完整無損→將餐點送到客戶手中，並請客戶進行簽收。 

 

3.五月三級防疫警戒前跟五月三級防疫警戒後，每天接單量差異不明顯。37.5％差異

都在3單以下，因為50％外送員的外送是兼差或副業。 

 

4.每日工作時數和每周工作日數依照兼職、全職而有差異。有些人把外送當副業，只

送3~10小時，有些人甚至送10~15個小時。而送餐的天數也是因為有些人只是副業，

所以只會工作兩天，正職的則是七天。 

 

5.通常外送的餐點種類多樣化。可以外送的餐點林林總總，在外面吃得到的幾乎都有。 

 

 

 

 

 

        「接單、取餐、送餐」是每一個外送員必須做好的三件事。而外送員最在意的三

件事就是時間、報酬及彈性自由。事實上，比起其他的工作，外送員的門檻相對不高，

雖然看似誘人，但沒有升遷、福利、退休金等制度，此外，外送員是需要長時間使用

「鐵包肉」的機車做為工作工具，相較其他工作，工作風險較高。至於大家瘋傳的外

送員薪資優渥一說，具研究者訪談及搜尋相關報導，以台灣兩大外送系統平台之其一

為例，2020年台中市正職外送員的平均月收入，大約七成以上低於六萬元，僅大約15

％左右的外送員能夠達到七萬至十萬的薪資水準，其中還需扣除來回運送餐點的油錢、

機車維修費及個人加購保險等額外支出。 

 

(二)了解外送員的工作困境 

 

1. 用餐時間剛好來單，約50%外送員選擇接單，延後自己用餐；50%外送員則選擇在

系統內標註休息、不接單。 

 

2. 在工作時間內遇到用餐時間，外送員62.5％選擇在自家用餐，或者不在工作時間內

用餐。 

 

3. 等餐的時間長短不一，長者甚至可能超過60分鐘。 

 

4. 候餐時通常以滑手機打發時間，其次是發呆或聊天。 

 
候餐時打發時間的活動 

外送餐點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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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時通常穿著熊貓發配的工作服裝，也可以穿便服，公司有規定不要穿無袖上衣

或太過隨便的服裝。 

 

6.取餐及送餐距離較遠時，工資會稍有增加。根據兩大外平台業者之一的規範，取餐

及送餐的範圍為距離1.5公里，里程大於1.5公里，每公里平均加$10，以此類推、沒

有上限。部分外送員並不喜歡這1公里增加$10的收入，反倒較希望這段時間可以多

接一單。 

 

           7.多數外送員認為外送工作的CP值蠻高的，時間也很彈性。 

 

8.在工作時間內，自己的用餐時間大約是5~10分

鐘內解決，也有25％外送員選擇工作時間內不

用餐。 

 

9.多數外送員覺得外送是正當職業，也不曾被異樣

眼光看待，只有極少數外送員曾覺得被消費者歧

視過。 

 

外送員工作危險性高、沒保障、無法升遷等，是外送員現有的職業困境。如果

政府能夠擬定相關政策，而公司願意負擔一些保險，也許就能夠提供外送員更優質

的工作環境。問卷資料分析後，在五月疫情高峰期時，有75%的外送員接單量有明

顯增加，可知大家因為處於疫情時期基本上是不太出門吃飯的，而是利用外送平台

來解決。其各個外送員每周、每天的工作天數、時數都因人而異。有62.5%的外送員

在工作期間都是回家用餐，用餐的時間有62.5%的人都低於20分鐘，可見每位外送員

都是非常繁忙的，其中用餐時接單與不接單各占50%，所以外送員會不會在吃飯時

工作是一半一半的。但是在特殊天氣時工作，有62.5%的外送員是沒有加薪的。如果

能夠優化外送員的工作權益，增加保障和福利，諸如：機車修繕、加油補助或用餐

折扣等，當外送員的工作環境優化，外送員的穩定度也會提升，逐漸打破外送工作

「危險、做不久」的迷思，也或許更能鼓舞外送員的士氣，提振工作效能！ 

 

(三)  了解零接觸取餐現狀 

 

1. 零接觸取餐的相關配套措施，需要準備酒精、手套等防疫用品。 

 

2.對於零接觸取餐準備什麼器具可讓防疫做得更徹底:  

 

 

外送員的用餐時間(單位：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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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接觸取餐防疫備品                            酒精示意圖 

3.消費者無法當面接餐，又未指定放餐地點時，87.5％的外送員將餐點放置鞋櫃，其

次是掛門把和放紙箱。而疫情期間，有較多消費者要求將餐點在門口。 

 

 

 

 

 

 

                          消費者無法當面取餐的餐點放置處                                   疫情期間每日酒精用量 

4.疫情期間一天的酒精用量大約在介於30~150毫升之間。 

 

5.根據報導，外送員最怕送「容易變形」的餐點，例如：冰淇淋、鬆餅、蛋糕等，

因為必須保持完好將餐點送到消費者手中、較有難度。而外送員最怕送餐的地點，

則是「百貨商圈」，因為需要花費相對花較多的時間找停車位。 

 

疫情期間使用外送平台的人大幅增加，但在取餐時也使許多消費者擔憂，因為

外送員一整天去過哪些地方？與哪些人接觸？對消費者而言都是未知，所以許多顧

客在訂餐時，都會指定要求零接觸取餐。零接觸取餐顧名思義就是不與他人接觸拿

取餐點，當消費者指定要零接觸取餐時，外送員會將餐點放置在消費者所留地址的

某個地方，並通知消費者餐點已經放置在門口，前一陣子因為疫情升溫，某些外送

平台業者也陸續推出一些相關的防疫措施，像是採取線上支付方式，或只放紙箱或

掛在客人的機車上，然後提醒客人拿取。而酒精是不可或缺的防疫用品。很多外送

員甚至一天會用上100ml的酒精。有些消費者不能當面接餐，大部分的外送員會將餐

點放置門外某處，筆者認為在疫情下，零接觸取餐看似是防疫安全的機制，但餐點

數量及放置地點，都可能使餐點品質下降，如何能使零接觸取餐，達到外送員及消

費者雙方都安心，的確是一大考驗！ 

 

(四) 影響外送餐食品質的原因探討 

 

1. 為了讓餐點保持原味，外送員會盡力縮短送餐

時間，盡速將餐點送達消費者手中，以確保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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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溫度及新鮮度。受訪的消費者中，對於外送

餐點最大的擔憂，是食物新鮮度的問題，若能

保持餐點的新鮮度，有90%的消費者願意增加

使用外送。 

 

2.若於外送途中打翻餐點，37.5％外送員會告知系統

派單人員，聽從後續指示，25％外送員會選擇自行賠償。根據報導指出，消費者的

交易評分紀錄，會依送單量按比例統計，如果太多人投訴，每一單的分潤將會縮水，

外送平台業者也會定期審核，淘汰不適任的外送員。 

 

3.部份消費者抱怨餐點經由外送途中導致溢出或混雜，

針對完好無缺地將餐點送達目的地，研究者建議可使

用固定夾或增加置物夾層，增加固定度，運送過程中

需要放慢速度以避免過度搖晃使餐點溢出。外送員認

為最不容易打翻的容器是塑膠盒及加封口的紙杯。 

 

4.本研究受訪外送員幾乎都曾有獲得消費者給與小費

的經驗。根據媒體報導，在疫情高峰期間，民眾對於

外送的需求增加，一名網友在PTT(臺灣電子布告欄)

上發文，表示在Line上看到調查「有人叫外送會額外

給外送員小費嗎？」結果發現，有超過五成的民眾都

填會給小費；當然也有部分消費者認為外送員送餐有

外送費，沒有額外服務，不需要給小費。                                              

 

無論是何種消費者類型，都希望透過外送平台訂餐，能夠品嘗到優質的餐點，

但因為外送員有時候趕著送下一單，消費者會收到灑漏、變形、品項不完整的餐點。

因此，外送員必須注意運送過程中的餐點狀況，如：披薩需平放、飲料需妥善固定

等。夏天時，有許多顧客會點冰品，但外送員騎車在外，冰品難免會有融化或不冰

等現象，所以外送員可以將冰品和熱食分開並放置保溫袋裡；餐點放置袋內可準備

夾子加以固定、減少搖晃；飲料杯要封口朝上、放置在固定杯架中，多一分謹慎，

便能夠減少餐點在運送途中發生飛濺、翻灑或溢漏的情形。 

 

(五) 關於外送的環保與交通安全社會責任 (環保、交通安全) 

 

1. 八位受訪外送員皆表示，目前沒有遇過使用環保餐

具盛裝餐點的店家。近年餐飲外送平台興起，免洗

餐具使用量大，為從源頭減少免洗餐具使用，降低 

消費者對外送餐點的疑慮原因 

外送餐點盛裝容器穩定度 

外送員曾得到小費的經驗 

 

環保署建議外送回收餐具示意圖 

https://www.ptt.cc/bbs/WomenTalk/M.1626586357.A.A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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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洗餐具製造時的資源消耗，行政院環保署開始著手辦理「環保外送活動」，以可

重複清洗餐盒或環保杯盛裝外送餐飲，減輕免洗餐具回收處理之負擔及環境負荷。 

 

環保署與外送平台及循環容器供應者三方共同合作，在台南市初試啼聲，設

置十處自助歸還站點，消費者於訂餐時，可選擇以循環容器盛裝餐飲，消費者用餐

後清除廚餘並簡單沖洗餐具後，3~30日內歸還至56處歸還點，後續循環容器將經過

專業洗淨及消毒，再次循環使用，乾淨衛生又環保。應疫情期間，循環容器之清潔

除了符合「餐具清洗良好作業指引」，同時更加強餐具消毒作業，原有的85度高溫

蒸氣殺菌後，再增加道「遠紅外線消毒櫃」消毒流程，加強消毒，絕對是安心又環

保！ 

 

2. 受訪外送員指出平均一單的點餐，

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量雖然不超過十

件，但疫情期間，外送量大增，相

對也累積許多不環保的一次性餐具。

受訪外送員也表示，送過最不環保

的主食類餐點是麵與飯，尤其是湯

麵，消費者可能因為要求湯、麵分

開盛裝而增加一次性餐具使用量，  

西式甜點類同時也有過度包裝的問

題。 

 

             3.本研究的受訪外送員中，有12.5%曾在外送工作中違反交通規則。根據審計部調查發

現，去年臺灣兩大外送平台，就有近三成外送員有交通違規紀錄。2020年重大交通

違規資料，共有30.683輛車、29,378位登錄外送員（占登錄外送員28.8%)，違規項目

高達50,841件。主要違規項目為闖紅燈(占總數39.1%)、超速20公里以內(占總數24.3

%)、超速20~40公里(占總數17.8%)、紅燈右轉(占總數14.7%)，顯示危險駕駛比率偏高。 

 

現代人習慣於便利的生活、追求物質成長與抱持相信科技將會解決一切的觀念，

使得環境問題始終無法獲得有效的解決。疫情期間，由於無法到餐廳用餐，使用外

送平台的民眾增加，導致一次性餐具垃圾量暴增。研究資料顯示，紙盒的使用量最

多，我們可以使用可回收的紙盒，用餐完畢後將可回收的紙盒沖洗乾淨，下一次購

買外帶的餐點就可重複使用。今年5月起COVID-19疫情升溫，台灣進入三級警戒，

餐廳只允許外帶服務，使用外送平台更是成了民眾防疫日常。然而在「防疫優先」

的前提下，仍有消費者希望能兼顧環保。研究者認為外送使用環保餐具可以採取

「鼓勵性質」，點餐時選用環保餐具可集點並累積點數轉換成優惠，因為外送員或

消費者會因為步驟麻煩而不願自發選用環保餐具，若政府能給予鼓勵，當可收不小

之成效。 

平均每單一次性餐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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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外送工作的職業風險不小，許多外送員會因時間壓力而闖紅燈或穿越平交

道，導致許多的交通事故發生。研究者認為在要求落實交通法規外，也要鼓勵消費

者和商家合作夥伴，能善用app系統功能、減少催促，降低給予外送合作夥伴的外在

壓力，共同努力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為外送員建立一個安全的職場環境。 

 

參●結論 

 

當我們到餐廳吃飯，可以與人群互動、與店家交流情感，看著賞心悅目的擺盤，享用

著熱騰騰的餐點，有時還能夠親眼目賭專業的烹調過程，這會使消費者感到安心，這些是外

送所無法取代的。相對於傳統消費行為的現場挑選、銀貨兩訖，外送的優點是不用出門即可

以享用到美味餐點，將懶人經濟發揮到極致。 

 

因為這次的新冠疫情，街上突然多了很多外送員，我們於是突發奇想，想深入研究

「外送」這主題，透過這次的探討，讓我們更加地了解外送這行業，它雖然方便，但卻仍隱

藏些許問題，像是一次性餐具的環保議題、交通安全問題、餐點品質問題或外送工作不

佳......等，這些都是我們想要理解和探究的。 

 

也正是外送點單率提高，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量也就逐漸增加。根據民調顯示，根本就

沒遇過有店家會使用環保餐具的，雖然數據顯示，一單外送大部分只有5件以下的一次性餐

具，但最近訂單暴增，讓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量高居不下，尤其是西式餐點，店家因為擔心餐

點的味道混雜而使用多個一次性餐具，關於這部份，筆者認為可以選用具有隔層的可回餐盒

取代之，而外送使用環保餐具，也可以採取鼓勵性質的做法，點餐時選用環保餐具，可以累

積集點並轉換成優惠，讓外送員和消費者增加使用意願。 

 

5月三級防疫警戒前後的外送接單量增加，部份外送員的薪資是有增加的，多數外送員

將外送當作副業或兼職，工作時數較少；若是正職外送員，每日甚至可以工作12~13個小時，

由此可知，外送這職業對於工作時間的彈性相當大。此外，工作時間和用餐時間都可以自行

決定。當然這職業也有辛苦之處，大部分的外送員若在用餐時間有訂單，是必須接單的，自

己的用餐就只能延後或快速吃完。資料也顯示，外送這行業的CP值其實不低，因為工作時間

彈性，筆者認為因為犧牲用餐賺取所得，相形之下用餐問題就不再如此嚴重，新聞媒體中報

導「外送員抱怨只能蹲在路邊偷偷吃飯」，其實只要項系統平台拉休(登錄為休息狀態)即可

解決。 

 

疫情升溫下，外送員要求顧客必須「零接觸取餐」，消費者配合度也高，酒精是必備

的防疫用品，當消費者無法當面接餐時，外送員也只得將餐點放置鞋櫃或掛門把等不太妥適

的地方，而後拍照存證。筆者認為即使零接觸取餐，外送員仍應待消費者清點完餐點後再行

離開，以保障外送與顧客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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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的資料顯示，多數外送員不喜歡送含有湯水的餐點，因為會有灑落或溢出的

問題，另一方面也能保持餐點溫度。但「人有失足，馬有失蹄」，總會有送餐不慎打翻或拿

錯餐的時候，此時多數外送員會選擇自行吸收損失。外送員有時候會為了顧客催促、想趕快

結束這一單而違反交通規則，包刮闖紅燈、雙黃線迴轉、超速等交通規則，或者雨天路滑導

致很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因此，筆者覺得在要求落實交通規則之外，也需要鼓勵顧客與店家

減少催促，降低給予外送員的工作壓力。在待遇方面，全職外送員的平均時薪大約有$250，

若是兼差則大約有$150，關鍵仍在的接單的數量。筆者認為外送系統平台業者應該提供外送

員足夠的裝備，例如：杯架、固定夾等，一方面能穩定外送餐點的品質，另一方面也能提高

該公司的企業形象與評價。 

 

「外送」帶給講求時效的現代社會極大的便利，待在家拿起手機、動動手指就能品嘗到

店家的美味餐點，在餐點品質方面，雖然可能無法與在店內用餐一樣。在交通安全方面，期

望店家、消費者及外送員三方能達成共識，給予充分備餐與送餐的時間、減少催促，讓外送

員降低工作壓力，除了避免為了搶快而造成交通事故之外，也減少外送在尖峰時刻造成交通

壅塞、道路安全的社會成本。 

 

當外送物流已經逐漸取代人流的時刻，外送已成為不可逆的興新趨勢，政府單位需要

正視此一發展，制定能夠保障店家、消費者、外送三方權益的規範(如稅負、勞工保障等)，

展望未來外送平台的發展，若能採用差異化或多角化的經營策略，例如：開發獨家店、特殊

消費者族群、個性化混搭、半成品外送、食材外送等。另一方面回到餐飲業的根本，顧客的

需求是簡單、輕鬆、便利的品嘗附近的美食，更重視的是食物的美味，一旦外送餐點的品質

不佳，都會直接影響到顧客繼續使用的意願，因此，餐飲業者在利用外送平台的同時，最終

仍要花心思去研究如何史外送餐點與店內享用一樣新鮮美味，甚至別於其他業者，才是維繫

外送市場的長遠生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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