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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名 稱 O2O健康飲食 APP-O2carrOt 

活 動 時 間 111年 01月 01日-12月 31日 

執 行 單 位 資訊管理系 

活動內容 

本研究經由個案探討和諸位專家訪談以及查詢並實際使用過許多飲食相關的 APP

相互比較後，發現市面上許多 APP 的客群大多都是給改善自身體態的人們做使用，他

們基本的飲食紀錄相關功能大部分已經完善，但是他們紀錄的主軸仍然是熱量和六大

類食物，微量營養素經常被忽略，而且市面上許多功能表面上看似新奇實質上還存有

部分問題。因此，本研究參考部分功能，並以 O2O 加入社群媒體為基礎來開發健康飲

食管理 APP，運用社群行銷的概念能夠讓 O2O商業模式更加緊密，APP以健康飲食管理

為主軸，除了計算基本的巨量營養素之外，加上重要的微量營養素形成每日的飲食建

議，輔助使用者試著滿足身體所需的營養素，使得身體狀態越來越健康。 

本系統架構圖如圖 2所示，系統有四個主要特色主軸，分別為:「注重健康飲食的

使用者」、「帶來正確知識及自由交流的社群媒體」、「提供優良食品的平台」、「維護系

統的管理人員」等四個主要特色主軸。當然，本系統期許以人為本的基礎做為開發 APP

功能的主軸及整合所有健康數據進行資料庫數據分析，不僅建立一套系統所需的基本

架構及要素，同時並且結合上述四個主要特色主軸；更由於疫後對健康的重視及消費

習慣的改變，期盼能達到本系統能夠提供用戶在健檢後執行健康飲食的同時能有效地



整合個人健康資訊之輔助。 

 

圖 2、系統架構圖 

因本系統嘗試從健康飲食、社群媒體和網路商店三大領域建構出一套具有跨領域特

色的健康飲食 APP，本系統三大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1. 健康飲食：對於營養素的攝取是否足量，APP 有圖像辨識和手動輸入的方式，

二種方式皆能計算食物是否有達到衛福部公布之飲食準則內建議每日所需營

養素攝取的量，本系統之計算方式首要會先抓取衛福部之食品資料庫做為基

礎，隨後根據辨識的食物份量做調整，對於營養素之攝取狀況是採用衛福部公

布之國人膳食營養素第八版為依據，本研究的健康飲食方面會用到二個飲食計

算參考資料和使用者之健檢資料、自身檢核身體狀況的資料，並將這些資料整

合在一起使之成為可以建議使用者的內容。 

2. 網路商店：有了飲食建議後，為給予使用者虛實整合的體驗，APP 內設有整合

線上線下所設立的商店，商店均為經過有機認證的農場、店家及經過衛福部認



證的健康食品，讓使用者從建議到購買都能體驗到一整套連貫性的服務。 

3. 社群媒體：裡面有正確健康飲食的文章給予使用者正確的觀念，以及其他使用

者對於飲食各式烹調方法的交流，給予使用者一個平台作為互相督促與相互陪

伴的機會，以人為本，讓健康飲食帶來的身心愉悅外還能享受味蕾的驚艷。 

由於大部分企業皆從「數位獲客」、「數位科技」及「數位轉型」等三階段來進行數

位轉型如圖 3所示，並以本 APP功能說明如下: 

1. 數位獲客：發布貼文和貼文留言。 

2. 數位科技：文字辨識、自身檢核、紀錄飲食、飲食分析的資訊。 

3. 數位轉型：整合線下使用者個人的健康數據、線上的給予飲食建議與網路商

店、社群用戶之間的相互交流以及導流回線下進行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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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系統特色圖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是嘗試結合疫後線上的消費區勢，以及對飲食健康的意識抬

頭，以便開發本系統所需要的「O2O 電商模式+健康飲食」之 O2O 健康飲食 App；本系

統主要以使用者端為主的行動 App，其主要功能圖如圖 4所示。 

1. 使用者端的行動 App主要功能分為三大項，包括健康飲食、社群分享、線上商

店。 

(1). 健康飲食： 

 剛加入本系統時，須先建構自身的身體狀況及健檢報告以作為飲食建議的

依據，當在輸入健檢報告時系統利用文字辨識可以省去使用者大量逐項手動輸

入的時間，有了健檢報告作為評斷依據，給出客製化適合個人營養素攝取的飲

食建議表，並要求使用者記錄每日三餐，讓系統計算是否有達標每日營養的攝

取；在紀錄飲食時系統會提供圖像辨識，方便使用者能快速的掌握飲食狀況及

各項營養素的攝取量，以便日後幫使用者調整飲食。另外我們也提供 Google 

map的支援，為了讓使用者要去健檢時，能直接在 App上搜尋附近的健檢中心。 

(2). 社群分享： 

用戶們自由地分享健康飲食、烹調方式、飲食心得等，就像一般的社群一

樣，使得用戶們能有個媒介去促使自己執行並完成目標，並在平台上相互鼓

勵、陪伴，將健康吃、健康買成為各用戶的健康風氣。系統也將會定時提供健

康方面為主題的文章，提升用戶們有關健康的正確知識。 

(3). 網路商店： 



在疫情期間，人們在家中烹煮的頻率提高，而且在網路上停留的時間越

多，在日常採購方面可以利用系統內的商店，經由系統管理者精選適合上架的

商品，商店將打造成均為有機認證的產品與審核通過的優質營養保健食品等，

方便使用者進行購買，藉此商店來進行整合線上與線下，達到 O2O的商業模式。  

2. 管理者介面以網頁形式，方便管理者進行產品上下架、維護社群媒體內的貼文

和健康文章的正確性，以及對資料庫維護相關的工作。 

圖 4、 系統功能圖 

當我們查詢並使用過許多飲食相關的 App 後，發現市面上許多 App 都是給健身或

減脂的族群使用，他們的飲食紀錄相關功能大部分已經完善，但是他們紀錄的主軸仍

然是熱量和六大類食物，其餘營養素經常被忽略的。發現當人們做完健康檢查後，看

到數據鮮少有異常後通常都不以為意，但實際上身體可能已經出現一些不舒服的症



狀，因此本研究嘗試開發此 App以便讓使用者隨時掌握其身體狀況，故期待藉由此 App

上所呈現的各項數據分析來提供客製化的飲食建議，進而幫助使用者改善一些症狀，

並給出需要補充哪些營養素的建議。本系統的平台建置示意圖如圖 5所示。 

圖 5、平台建置示意圖 

本系統藉由虛實整合及微量營養素的計算達到整合優化的體驗，其中整合飲食紀

錄及計算、健檢分析、自我檢核資訊，能夠使客觀和主觀的資訊結合在一起，使之成

為後續虛實整合 O2O 的結果，再利用 App 的便利性、即時性，能夠持續地和使用者達

成緊密的溝通互動，進而促進人與人之間健康資訊的交流，成為虛實整合的重要橋梁，

最終藉由 APP 完成由電子商務結合個人身體健康整合性數據的數位轉型預期成果如

下： 

1、 歸納整理出合適健康產業數位轉型時，開發健康飲食 APP經歷的「數位獲客」、

「數位科技」以及「數位轉型」三階段切入點。 

2、 依據健康檢查報告數據及健康飲食為基礎，利用數位科技開發 App功能，能夠

輔助用戶在健檢後執行健康飲食時，更佳的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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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 O2O的方式帶動從健康檢查、到健康飲食、再到購買健康食品的整個健康相

關產業，最終達到數位轉型。 

 

目前市面上的健康產業所提供線上化的服務都還很零碎，但隨著消費趨勢的改變

勢必整個產業也須做出服務上的調整與數位轉型上的實行。故本研究首先藉由廣泛的

文獻回顧，歸納出在銷售端進行數位轉型有三階段: 數位獲客、運用數位科技、以及

數位文化。當然，本研究期盼藉由開發一套結合健康飲食與網路商店兩大功能的「健

康飲食服務創新 App」應用軟體，以便可在行動裝置上提供給使用者來使用「健康飲

食服務創新 App」。本研究以互惠的方式向使用者提供容易操作的「健康飲食服務創新

App」平台，並結合 Google Maps提供的 API功能來根據使用者所在地推薦適合使用者

的飲食健康清單，讓使用者更快速且更正確的攝取身體所需的營養，進而增加使用者

的用餐時間，及透過功能較佳的改良版「健康飲食服務創新 App」上傳飲食。最後，

期待本研究提出研究結論與管理意涵，以做為健康飲食 App 平台服務業者之管理者未

來經營方向及策略之參考。 

 

 

 

 

 

 

 

 



活動照片 

  

系統登入 飲食建議圖 

  

巨量營養素紀錄圖 微量營養素紀錄圖 



  

飲食紀錄圖 健檢報告輸入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