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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社群媒體的使用已經是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

而在眾多具社群網站特色的社群媒體中，臉書可謂是最廣為人知，且擁有最多使

用者的交流平台。然而，儘管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習於透過臉書接收資訊，卻

也可能因為資訊過多或感受到過多社交壓力等緣故，而選擇迴避臉書動態牆上的

資訊。對於有能力且有機會獲得的資訊，採取忽略、迴避的行動，此即資訊行為

相關研究中所提及之資訊迴避行為。 

由於目前國內仍鮮少針對社群媒體上的日常生活資訊之資訊迴避行為研究，

爰此，本研究乃透過網路問卷調查法，以臺灣地區之臉書使用者為研究對象，探

討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其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採取資訊迴避行為

的實際情形，並加以了解不同特質的使用者族群，其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

及採取資訊迴避行為上的差異；同時，本研究亦進一步分析資訊超載程度與社交

超載程度對資訊迴避行為的影響為何。本研究於 4月 8日至 4月 30日進行正式問

卷的發放，總計蒐集 1053份有效問卷，並於 5月上旬開始執行問卷資料的整備作

業，以及著手後續之量化分析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臉書使用者偶爾或經常會感到資訊超載，例如常感受到在臉

書上看到具有廣告意圖或內容不可信的文章，也較常認為某些貼文出現的重複性

高或內容文意不清，並且覺得瀏覽臉書資訊相當耗費時間。同時，使用者偶爾也

會感受到社交超載，例如覺得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對個人產生壓力感、因他人

的臉書動態而受到負面影響、對他人產生比較與羨慕之感等。此外，使用者亦常

會在瀏覽臉書動態時產生負面情緒，且不再對透過臉書獲得資訊抱持如以往的高

度熱忱，反而產生煩膩、倦怠的感受。至於使用者較常使用的資訊迴避策略，則

包括忽略、視而不見、減少使用臉書的時間與頻率等，較少使用者直接刪除臉書

帳號。 

本研究亦發現，女性使用者普遍較男性使用者較常感到資訊超載、社交超

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且較常採取被動回應與減少使用等資訊迴避策

略。而年齡對整體資訊超載、社交超載無顯著差異，年紀較長的使用者較無負面

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年紀較輕的使用者較常有資訊迴避情況。平均每日使用臉

書少於 5分鐘者較常感受到資訊超載、社群媒體倦怠，且較常具有資訊迴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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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使用時間多寡相似，每天使用臉書少於一次的使用者也有較高程度的資訊

超載、社群媒體倦怠，且較常有資訊迴避行為。至於好友人數的不同則對資訊超

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等方面無顯著差異，僅在社群媒體倦怠的平均分數達到

顯著水準。 

最後，本研究發現，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

迴避行為的整體迴歸模式達到顯著，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僅為低度相關關係，但

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分別會直接對資訊迴避行為產生正向影響，不僅如此，資訊

超載與社交超載亦會以負面情緒與社群媒體倦怠為中介變項，對資訊迴避行為產

生間接影響。 

根據前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相關之建議，包括：經常感受到資訊超載的

使用者，可採取適當之資訊迴避策略，尤其，以女性與 25-30歲族群為主，宜對

於個人的資訊超載或社交超載情況有所認識，並採取適當之資訊迴避策略。另一

方面，應用臉書平台提供服務者與臉書營運單位可加以關注使用者的資訊超載與

社交超載情況，以避免臉書使用者的黏著度降低。針對未來的相關研究，建議可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了解使用者較常迴避的資訊主題，或者將研究對象擴及至其他

社群媒體環境之使用者，並且進一步探究採取資訊迴避策略後，對當事者的後續

之正負面影響。 

 

 

關鍵字：資訊迴避行為；資訊超載；社交超載；社群媒體；負面情緒；社群媒體

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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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ost of the people in modern society,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media has been 

a part of their lives. Among various social media development in recent decadeds, 

Facebook is the most well-known and owns great number of user accounts. Despite that 

most people are acquainted with receiving information on Facebook, the possibility is 

that users might feel like to avoid some sort of information due to perceived information 

overload or social pressure. When an individual ignore or avoid information which are 

in fact available, it is the so-called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 on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Facebook,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take online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aiwanese 

Facebook users’ s related attitude and havior. The reseach scope includes information 

overload, social overload, negative emotion, social media fatigue and the causal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Besideds,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e differe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and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among user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r social media usage pattern. 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s 

out whether information overload, social overload, negative emotion, and social media 

fatigue would influence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females are more likely to feel information overload, 

social overload, negative emotion and social media fatigue than males. And they are 

more tend to take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as strategy to cope with unwanted 

information. Compared with younger users, the mid-aged users are less likely to feel 

negative emotion or social media fatigue when using Facebook, on the other hand, the 

younger user such as 19-24 or 25-30 years old users, are more likely to take information 

avoidance reaction when they encounter unwanted posts on Facebook. For user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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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less than 5 minutes per day to browse Facebook posts, their perceived information 

overload, social media fatigue, and the score of information avoidance are higher than 

other goups of users. The users who log in Facebook less than once per day share 

similar patterns. On the onterh h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umbers of Facebook 

friends only shows difference on social media fatigue.  

Less but not least, the research result discloses that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social 

overload would direct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users’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Besides, negative emotion and social media fatigue would serve as intervening variable 

for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social overload to indirectly influence user’s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ions in practice are provided for Facebook 

users or fanpage owners. In addition, several reseach advices are also noted for futural 

study on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in social media context. 

 

Keyword: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information overload, social overload, social 

media, negative emotion, social media fat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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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出現，為資訊分享與交流開拓新的途徑，也改變

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獲取資訊的習慣。對大部分的人而言，社群媒體已經與日常

生活緊密結合。社群媒體是一系列奠基於網路的應用服務，藉由 web2.0的理念與

技術基礎，實現使用者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創造與交換（Kaplan 

& Haenlein, 2010）。依照使用者自我展現與媒體豐富（media richness）程度，社

群媒體可分為不同類型，包括如維基之類的協作平台、痞客邦等個人網誌

（blog）、以影音圖片媒體為內容主體的社群如 Youtube或 Flickr等，以及整合

社交與資訊分享功能的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其中，社群網站如

Facebook、MySpace或 Google+等，不只能讓使用者以文字溝通，也可以互相分

享圖片影像或其他媒體形式的資訊，甚或與其他使用者進行即時的交流互動，可

說是功能相當多元的社交平台。 

以臺灣使用者的偏好觀之，臺灣地區常見的社群媒體有 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Plurk、微博等。而在眾多具社群網站特色的社群媒體中，

Facebook（以下皆以臉書稱之 ）可謂是最廣為人知，且擁有最多使用者的交流平

台。由營運單位的統計數字可知，自 2004年以來，全球臉書的使用者人數不斷

攀升，至 2012年即有超過十億個註冊的臉書帳號（Fowler, 2014）。儘管隨著其

他社群媒體的發展，部分使用者已轉而將重心移至 Twitter、Instagram等平台上，

截至 2017年 3月底的統計顯示，全世界仍有 19.4億人屬於臉書的每月活躍使用

者，且使用者人數每年亦維持 18%的穩定成長幅度（Noyes, 2017），由前述數據

可知，目前臉書依然是具有高度影響力的社群媒體。而根據相關單位的統計，臺

灣地區計有 1800萬個臉書帳戶，在臺灣的網路使用者中佔 76.9%（Internet World 

Stats, 2017），顯示臺灣的網路使用者普遍持有臉書帳戶。 

透過臉書，使用者可在動態牆上描述個人近況、分享照片與影音資料、提供

新聞連結，扮演資訊生產者或傳播者的角色，或者針對朋友張貼的動態資訊回覆

想法意見，達到交流與互動的目的。除了主動從事資訊生產行為之外，使用者亦

可被動地接收動態牆上快速更新的資訊內容，使用者不僅可瞭解臉書好友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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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也可從朋友轉貼的文章中獲得五花八門的資訊，內容涵括教育、娛樂、商業

活動、政治宣傳等方面的議題。除了個人使用之外，亦有越來越多企業團體了解

社群媒體的影響力，紛紛成立臉書專頁，希望藉此維繫或拓展客戶關係。在 2015

年，臉書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已有超過五千萬個粉絲專頁（Facebook business, 

2015），透過臉書這個平台，企業將行銷策略與客戶關係整合，除了建立品牌形

象，也透過社群媒體快速散播資訊的特性，期望提高品牌與商品的觸及率。 

同時，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使用者不再受限於個人電腦的限制，許多使用

者藉由零碎的時間透過手機查看臉書動態，以更加便利即時的方式接收臉書上的

動態資訊。根據統計資料，約有 11.5億的臉書使用者每天使用行動裝置查看臉書

資訊，成長幅度更達每年 23%（Noyes, 2017），顯示人們不僅在日常生活中依賴

社群媒體，且使用行動裝置連線至社群媒體乃是一大趨勢。臉書使用者習於透過

各種裝置連上網路，並獲取臉書動態牆上快速更新的資訊，人們對社群媒體的依

賴展現在其高度的使用頻率，有部分使用者甚至不斷在短時間內多次檢查是否有

更新的內容，若無法順利瀏覽動態牆，即可能產生焦慮感。 

針對前述現象，有專家學者提出臉書成癮等看法，並將之視為網路成癮的一

環。不過，使用者長時間流連於臉書等社交網站的主要原因，其實並非對資訊媒

體成癮，而主要是基於對人際互動的依賴，為了發展並維持線上與現實中的人際

關係（Hong et al, 2014）。換言之，臉書成癮原是使用者為了滿足在社交心理方

面的需求所導致。Hong等人（2014）針對臺灣大學生的臉書使用行為進行研究，

發現大學生平均每天花費超過 2小時瀏覽好友的動態牆與貼文，且有另外 1.5小

時乃是用於臉書的聊天功能；Hong等人認為，此顯示大學生使用臉書的動機，與

其說是追求娛樂，更主要是為了獲得社會支持。 

然而，與臉書成癮行為相反地，隨著臉書與其他社群網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

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有部分使用者卻反而開始對臉書資訊表現出抗拒的行為與感

受，甚至減少使用臉書的時間。例如，Koroleva、Krasnova、Guenther（2010）的

研究發現，受訪者會基於認知與情感方面的諸多原因，而選擇忽略臉書上的某些

資訊，藉以節省時間，或是避免情緒受到負面影響。除了以資訊特質為主的因素

之外，社群媒體對使用者帶來的社交壓力，也可能引發當事者內心的負面感受，

甚至進而迴避特定的資訊內容及減少使用頻率。事實上，儘管在社群媒體抒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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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緒能為當事者降低現實中的生活壓力，過多的負面訊息卻也可能讓其他使用

者退避三舍（Park et al., 2016）。在社群媒體上宣洩負面情緒者，往往會使接收

資訊的人感受到相應的負面情緒，而他人也會產生壓力感，覺得需要藉由「按

讚」或做出其他相應的行為，以表達對發文者的關切與支持；換言之，人們在社

群媒體上過多的自我揭露，可能會使他人承受社交壓力，使用者倘若長期面對這

種社群網絡上的社交壓力，可能導致社交超載（social overload）現象，令使用者

對臉書的滿意度降低、減少使用頻率，甚或決定不再使用臉書（Maier, Laumer, 

Eckhardt, & Weitzel, 2012）。 

另一方面，張貼旅遊休閒、娛樂活動或與個人成就感有關的事蹟等，乃是許

多使用者會在臉書上從事之行為，上述資訊雖然具有正面意涵，卻也可能使其他

使用者產生羨慕甚或嫉妒的情緒，從而因社群媒體中的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而產生負面感受，並降低對臉書的使用滿意度。為了避免現實中的

人際關係衝突，使用者可能不願輕易刪除社群網絡的好友，然而，此亦導致使用

者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以處理因觀看臉書好友的動態所產生的嫉妒情緒，例如

自己也開始張貼可用以炫耀的資訊。研究顯示，儘管前述方式可讓當事者維護自

身的心理平衡、建立成就感與自信，卻也可能產生嫉妒的螺旋（spiral），導致使

用者們在臉書上過度展現自我良好的現象加劇。另外，除了主動張貼資訊之外，

使用者也可能採取較為被動的策略，以迴避可能令自身產生嫉妒感受的動態資

訊，例如封鎖特定的動態、對該則動態視而不見等。 

由上述可知，儘管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習於透過臉書接收資訊，卻也會因

為資訊過多或不願承受情緒壓力等緣故，而選擇迴避臉書動態牆上的資訊。事實

上，全球臉書使用者每日停留在臉書頁面上的時間平均僅 20分鐘（Noyes, 

2017），對於動態牆上不斷更新的龐雜訊息，使用者勢必會依據自身對不同資訊

的偏好或需求程度進行淘選，使個人在有限的時間中獲取想要或需要的資訊。舉

例言之，探討社群媒體與公共議題傳播的相關研究發現，近年來，透過臉書等社

群媒體作為傳播資訊的新興媒體，人民可望主動扮演發表言論、分享政治觀點的

公民角色，不再僅是打破被動地接收主流媒體提供的資訊，但臉書使用者可能仍

會傾向於觀看與個人價值觀相符的資訊，並且預期在動態牆上接收到與個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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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不同的資訊時會產生心理不適的感受，因而選擇忽略不看、取消追蹤特定資

訊，甚至封鎖或刪除轉貼資訊的臉書好友(劉正山，2009）。 

Bakshy、Messing與 Adamic（2015）亦說明，社群媒體雖然讓使用者有更多

機會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觀點，同時也可以讓人們透過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losure）迴避與個人態度不符的意見，從而形成「迴聲室」（echo 

chambers），使人們漸漸只從與自身意見相似的人們那邊獲得資訊。由於網路資

訊的大量成長，選擇性暴露乃是使用者在面對資訊時不得不採取的行動。不過，

Garrett、Carnahan、Lynch（2013）進一步指出，面對網路上呈爆炸性成長的資訊

量，人們不只是基於個人喜好挑選想看的內容，同時也會透過主動或被動的行動

來迴避資訊，以此避免接觸不想要或不需要的資訊內容。 

事實上，有鑑於使用者對於淘選臉書資訊的需求，近年來臉書營運單位即已

陸續推出隱藏貼文、取消追蹤但維持好友關係、搶先看等功能，以利使用者對出

現在動態牆上的貼文進行偏好設定。除此之外，臉書更推出「Snooze」功能，讓

使用者能在進行設定後的三十天內免於看到特定好友、粉絲專頁或社團的貼文。

臉書營運單位指出，藉由此新增的功能，使用者可維持社交活動卻又不致使生活

被過度干擾，同時也可避免使用者直接刪除與自身意見不同的好友，使多元的言

論或立場能繼續維持在使用者的資訊網絡中，從而減少迴聲室的形成（Perez, 

2017）。 

綜整上述，儘管臉書是民眾傳播與交流資訊的管道，於此同時，使用者卻也

可能會覺得在臉書上接收到過多資訊，超出個人可處理的負荷，或者因為感受到

過多社交壓力並產生負面情緒，而選擇忽略或迴避臉書上的資訊。對於有能力且

有機會獲得的資訊，採取忽略、迴避的行動，此即資訊行為相關研究中所提及之

資訊迴避行為（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張雲屏（1981）在探討閱聽人

對癌症資訊的資訊尋求行為研究中，將民眾選擇忽略、迴避癌症資訊的行為稱為

資訊逃避；而葉乃靜（2003）則於一篇研究 SARS期間民眾對健康資訊的行為

中，將 information avoidance譯為資訊忽略。儘管大部分的研究者皆主張，資訊

迴避可能導致當事者未來在不得不面對問題時耗費更多成本，卻也有文獻指出，

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資訊迴避可讓當事者在事後獲得更多樂趣，例如父母暫時

避免得知即將出生的嬰兒之性別，以增加嬰兒出生時的驚喜感（Meln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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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由於迴避資訊所造成的影響對當事者而言未必是負面的（Barbour, 

Rintamaki, Ramsey, & Brashers, 2012; Case, 2012; Sweeny, Melnyk, Miller, & 

Shepperd, 2010），因此本研究取「資訊迴避」一詞，作為 information avoidance

之中譯，以避免對此行動表現賦予負面意涵。 

詳言之，資訊迴避意指當事者在有機會獲得資訊內容的情況下，刻意規避或

延遲接收個人所不願樂見之資訊，例如要求他人停止提供相關資訊、主動離開可

能獲得資訊的場域，或者停止會讓自身獲得資訊內容的動作（Sweeny et al., 

2010）。相關研究指出，任何人都可能產生資訊迴避行為，且個人的資訊迴避行

為乃是由多層面的因素所造成，當事者往往係為了達到多重目的，因而採取資訊

迴避策略（Howell & Shepperd, 2013; Sweeny et al., 2010）。使用者的個人特質、

資訊資源的差異，以及彼時的情境脈絡等，皆係可能影響當事者是否採取資訊迴

避策略的因素。不過，Sweeny等人（2010）綜整相關文獻後認為，當事者在迴避

資訊時，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為了避免產生不愉快的情緒。 

在過往的相關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者皆聚焦於健康資訊方面之議題 

（Barbour et al., 2012），僅有少部分學者探討日常生活中的資訊迴避行為

（Narayan, Case, & Edwards, 2011）。而儘管如臉書等大型社群媒體已然成為多數

人的主要資訊來源之一，以臉書作為研究場域之文獻亦族繁不及備載，但目前仍

鮮少聚焦於社群媒體使用者資訊迴避現象的研究。爰此，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

法，以臺灣地區之臉書使用者為研究對象，了解目前臺灣臉書使用者在面對日益

增長的臉書動態時，是否表現出資訊迴避行為，並探討其在使用社群媒體時的資

訊迴避行為之相關議題。期透過本研究，能讓社群媒體使用者對個人的資訊使用

狀況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解資訊迴避乃是日常生活中面對資訊時常見的資訊行

為。此外，透過臉書提供服務的相關機構，亦可參酌本研究結果，從而發展有效

的社群媒體經營策略。同時，本研究結果可厚實相關概念之理論基礎，並作為後

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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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外對資訊迴避行為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健康議題，較少探討日常生活

中的資訊迴避行為，而由於社群媒體乃是當代許多人每日皆會觸及的資訊管道，

研究者欲瞭解使用者是否曾在透過社群媒體獲取資訊的過程中，產生迴避特定資

訊的想法態度，或實際具有迴避資訊的行為，且隨著臉書已然營運十數年並累積

大量使用者，龐大的資訊量每日在臉書上不斷產生、流轉的現在，使用者的資訊

迴避行為普遍而言又達到了如何的程度。目前，由國外的相關質化研究可知，使

用者確實在瀏覽臉書資訊時會基於資訊本身的特性或因社交方面的原因而選擇忽

略某些資訊，然而，由於國內外使用者可能具有不同的使用習慣，本國使用者在

運用臉書的功能時也可能受到與國外使用者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所影響，研究者

希望能在臺灣地區執行量化的研究調查，透過大規模的隨機抽樣方法，以綜覽我

國使用者在臉書社群媒體的資訊迴避程度。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即

（1）了解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其是否會產生迴避特定資訊的想法感

受，或實際採取資訊迴避行為的情況為何。 

同時，由於目前國內外談及資訊迴避相關行為的社群媒體文獻中，較未以結

構化的方式整理出哪些因素會導致資訊超載，因此，研究者除了檢驗相關文獻提

出的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兩構面之外，亦希望能透過本研究探知是否有其他因素

會影響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且影響程度為何。換言之，本研究的目的亦包括

（2）區辨影響使用者資訊迴避行為的主要因素、彼等主要因素交互作用的方

向，且了解各項因素對資訊迴避行為具有何種程度的影響。 

另外，由於臉書使用者本身具有不同的人口統計特質，例如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社經地位等，亦有各自的使用習慣，例如不同的使用時間長度、使用頻

率，以及在臉書上建立的好友人數數量等，上述具有不同特質的使用者族群彼此

在臉書資訊迴避行為與影響因素方面，實可能具有程度上的差異。是故，研究者

亦希望（3 ）探究不同特質的使用者族群，其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採取

資訊迴避行為是否具有差異，若有差異，即進一步了解具有哪些特質的使用者較

可能產生資訊迴避的感受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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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基於相關文獻與研究目的，本研究將變數分為三個構面，包括：臉書使用者

感知之資訊超載程度、臉書使用者感知的社交超載程度、以及使用者的具體資訊

迴避行為。其中，臉書使用者之資訊超載程度，包括個人對資訊超載的認知評估

與主觀感受，而使用者的社交超載程度，則包含主觀的社交壓力、自覺的社會比

較行為、負面情緒反應，以及社群網路倦怠等部分，至於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

為，乃區分為主觀認知、具體迴避行為、不持續使用意向等方面探討之。另外，

由於本研究亦希望了解是否有其他因素會影響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因此保留

其他因素對資訊迴避行為的解釋空間。本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1-1 研究架構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首先，本研究的對象為個人臉書使用者，不包含因公務而須經營臉書者（例

如粉絲專頁的小編）或因工作需求而在臉書社團瀏覽並蒐集資訊者（如整理網友

意見之記者）。然而，個人使用者亦可能在臉書上發表與自身工作、身份有關之

貼文，藉此幫助職涯發展或作為個人形象的展現，或者長期針對特定議題發表討

論，因而在社群媒體平台具有公眾身分者，對於彼等在同時具有個人與公務意義

的臉書使用者，本研究於蒐集樣本時較無法區辨其在瀏覽臉書資訊時，是否仍係

以個人使用為主。 

 

其次，本研究探討之臉書使用者資訊迴避行為，乃是基於當事者個人意願而

主動或被動採取之行動，如若是當事者因時間不足而無法瀏覽資訊、或因技術問

資訊超載 

社交超載 

？？ 資訊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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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無法取得資訊（如缺乏網路連線、網路流量超過上限等），以及其他非出於使

用者個人意願，致使無法瀏覽臉書資訊的狀況，則並未涵蓋於本研究所探討之資

訊迴避行為。 

另外，儘管研究者於問卷蒐集階段有在一般公開網站或電子布告欄張貼問卷

連結，藉以邀集使用者參與問卷填答活動，但本研究問卷蒐集之樣本仍主要係透

過個人人脈，在臉書、Plurk等社群媒體以滾雪球方式所觸及的使用者，因此在使

用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甚或其他社會文化特質方面可能具有相似特性。同

時，由於自填式問卷之特色即需仰賴參與者主動願意填答問卷內容，因此問卷蒐

集結果未能反應不願填答問卷者的感受與實際行為。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資訊超載 

在搜尋資訊時，使用者往往只願意投注一定程度的心力與時間來獲取、吸收

資訊，倘若因資訊量過多，使當事者無法及時且準確地獲得想要的資訊，就會感

到超過負荷，此即資訊超載（Koroleva et al., 2010）。根據相關文獻（Koroleva et 

al., 2010），本研究將社群媒體之資訊超載，定義為「由於社群媒體上的資訊量

過多或無價值，令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時，感到難以選擇需要或與自身相關的

資訊。」具體言之，本研究用以量測社群媒體資訊超載現象的指標，乃是使用者

在瀏覽臉書動態時針對資訊所進行的主觀認知評估，如數量多寡、與自己是否相

關、是否可信、是否可理解資訊內容等，另外，亦包含使用臉書時產生的想法感

受，例如覺得臉書動態令人分心、數量過多使人產生被資訊淹沒的程度等。 

 

二、社交超載 

當個人接收過多的社會資訊，或當事者自覺必須涉入的人際互動程度，超過

個人溝通處理能力的範圍時，即可能產生社交超載（Dhir & Midha, 2014; 

Ljungberg & Sorensen, 1998）。相關研究主張，線上社群網站使用者往往會受社

交壓力或社會常規影響，覺得有責任管理維護個人的自我呈現、更新個人動態、

回應他人訊息、對他人表達關心、娛樂其他使用者，以及解決好友的問題或需求

等，並因此導致社交超載（Dhir & Midha, 2014）。在本研究中，主要係聚焦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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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自覺需要瀏覽朋友動態資訊的社交壓力程度，以及在瀏覽動態時因社會比較

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另外，因過多的社交負荷而產生的社群網站倦怠亦為本研究

量測社交超載之指標。 

 

三、資訊迴避 

資訊迴避意指當事者在有機會獲得資訊內容的情況下，刻意規避或延遲接收

個人所不願樂見之資訊，例如要求他人停止提供相關資訊、主動離開可能獲得資

訊的場域，或者停止會讓自身獲得資訊內容的動作（Sweeny et al., 2010）。在不

同的情境脈絡下，使用者會採取不同的方式迴避資訊。針對本研究所聚焦的臉書

此一社群媒體，使用者的資訊迴避包括不持續使用意向，以及具體的迴避行為如

忽略不看特定動態、取消追蹤特定資訊、取消或封鎖轉貼資訊的臉書好友、減少

使用臉書頻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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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日常生活資訊行為與社群媒體之運用 

一、日常生活資訊行為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為了能持續進行各種連續的行為與活動，需要不斷尋求

相關資訊，藉以促進對周遭事物的理解；而所謂的資訊需求，即是由於人們在遭

遇問題時，當下所擁有的內在知識不足以掌握外在情況，為了彌補已知與需知之

間的鴻溝，而產生搜尋相關資訊的需要（賴鼎銘、黃慕萱、吳美美、林珊如，

2001）。資訊不僅可提供當事者所需求的相關訊息，協助其做出決策，亦可對個

體的情感層面產生作用，例如舒緩不安或緊張情緒、使當事者能暫時逃避現實問

題等。為滿足資訊需求，人們會透過可觸及的管道接收、淘選有用的資訊，此即

資訊搜尋行為。 

資訊搜尋行為乃是圖書資訊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不過，早期的研究較著

重於人們為了應付工作相關的事物而進行的資訊搜尋行為，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如

購物、操持家務、追求興趣嗜好時常見的資訊搜尋議題。自九零年代以降，以

Savolainen為首，資訊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開始重視日常生活中的資訊搜尋行為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其中，Savolainen（1995）的研究聚

焦於人們如何搜尋資訊以維持日常生活中事物的秩序，將資訊搜尋視為當事者掌

握日常事物的一部分，認為日常生活資訊搜尋與個體為了解決工作問題而進行的

資訊搜尋相輔相成。Savolainen更進一步透過質化的訪談研究，蒐集整理人們在

從事與工作無關的資訊搜尋行為，從而提出 ELIS模型（Savolainen, 2006）。該

模型強調社會與文化因素在個人資訊搜尋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社會與文化

會影響人們對資訊的偏好與尋求資訊的管道。從九零年代伊始，日常生活中的資

訊行為遂成為資訊科學的主要研究範疇之一。 

同時，研究資訊行為的專家學者亦發現，有時人們並非出於特定的需求，或

為了解決某種任務而主動尋求資訊，相反地，人們往往是在並非刻意為之

（unintentional）的情況下接收到資訊。大部分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忽略那些資訊，

有時也可能因為對其產生興趣，而進一步與資訊資訊產生互動。在資訊科學領域

中，學者常以瀏覽（browsing）或掃描（scanning）描述此種偶遇資訊的現象

（Case, 2012）。其中，瀏覽可能是有意的、目標導向的動作，同時也可能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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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並非事先規劃的行為，但往往仍是出於當事者的某種目的；另一方面，掃

描則是大範圍、淺顯地觀看（林珊如，1997）。常見的瀏覽或掃描行為如在圖書

館隨意觀看架上的書名、走在街道上看到林立的廣告或招牌等。 

隨著網路與數位科技之快速發展，無論是為了滿足需求而搜尋相關訊息，或

是無意中獲得資訊內容，當代社會的人們處於得以透過各種管道即時獲取大量資

訊的環境，高度運用數位科技的資訊行為，已然與個體之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傳

統的資訊傳播媒介如報章雜誌、電視仍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資訊來源，然而，數位

科技對閱聽人的影響逐年增加，甚至已有超越傳統媒介之勢。如今，在入口網站

瀏覽新知、透過搜尋引擎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運用社交平台維護線上與線下的

人際關係，儼然是大部分當代人們所共有的日常生活圖像。 

 

二、運用社群媒體之日常資訊行為 

在各式各樣的數位科技中，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對於今日的數位生活族

群，則格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臺灣常見的社群媒體包括臉書、Youtube、

Wiki、Twitter、instagram等，為數位的資訊傳播、社交、休閒娛樂需求提供各式

各樣的服務。其中，根據天下雜誌於 2015的調查結果發現，臺灣民眾最常使用

的社群媒體為臉書，使用率高達 87.2%，且每月的活躍使用者有一千六百萬人

（羅之盈，2015），顯示多數臺灣民眾皆會透過臉書分享與接收資訊。在臉書

上，使用者除了經營個人頁面，亦可與線上或現實中的朋友建立人際網絡，例如

加入興趣群組、追蹤特定的粉絲專頁，以利於獲得即時且廣泛的資訊。 

詳言之，使用者註冊帳號並創建個人檔案專屬頁面後，即可透過個人電腦、

平板、手機等裝置，隨時隨地更新個人狀態或發布個人生活經歷。同時，亦可將

其他使用者設定為「好友」，當使用者於動態牆上發佈文字、圖片、影音等訊息

時，其他臉書好友可即時於動態牆上看見對方的貼文，並於發表的動態資訊中發

表回應。針對他人所發佈的動態，使用者可以按讚、評論與分享，藉此將該則動

態散播給其他的臉書使用者，從而產生資訊傳播的網絡。 

由於每位使用者在登入臉書平台後，首先看到的即是陳列個人與臉書好友們

所張貼的資訊之動態牆，因此動態牆上的訊息陳列順序，就成為影響使用者使用

經驗的要點。事實上，臉書動態的陳列順序除了依照發佈的時間先後外，營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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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過後端的演算法，優先列出與使用者互動較熱絡的好友們所張貼的動態。臉

書的營運單位認為，透過動態陳列順序的演算法，可為使用者過濾出個人較喜愛

的動態，藉此優化使用體驗，減少因為不感興趣的資訊過多而產生的負面感受。 

但相關文獻指出，個人的選擇仍是影響當事者是否觸及特定資訊的主因。例

如，Bakshy等人（2015）在一項針對 Facebook如何影響使用者政治意識型態的

研究中發現，相較於演算法所造成的限制，在 Facebook上遇到與自身立場相左的

政治論述時，對於是否願意繼續閱讀該動態的個人選擇，才是決定當事者有無獲

得資訊的主因。同樣的選擇行為亦展現於臺灣地區的臉書使用者身上，陳伯璿、

洪仲威、黃子芸（2015）的訪談研究即發現，在 2014年九合一選舉期間，有部

分使用者會選擇忽略 Facebook上與個人政治傾向相左的資訊。 

由上述可知，儘管數位科技改變了與資訊互動的具體方式，人們在網路數位

環境從事的搜尋、淘汰、選擇、運用等資訊活動，仍可視為是個體在現實生活中

的資訊行為之延伸，而數位環境中的資訊也會在認知與情感等不同的層面上對接

收者產生影響。不過，亦有研究者針對社群媒體的使用者行為，提出人們在應用

數位科技時產生的新興資訊搜尋行為模式。例如，Lampe等人（2006）將使用者

在臉書上的資訊搜尋行為分成兩種，一種是社交搜尋（social searching），另一種

則是社交瀏覽（social browsing），前者所指乃是在臉書搜尋現實中認識之人的特

定資訊，藉此對該對象有更深的認識；後者則並非是為了搜尋特定資訊，而是較

隨性地瀏覽朋友或陌生人上傳至社群網站的資訊。 

奠基於 Lampe等人的研究，Wise、Alhabash、Park（2010）將臉書使用者的

資訊行為歸類為四種，包括社交搜尋、社交瀏覽、形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以及溝通聯繫。在 Wise等人的研究中，社交搜尋是一種為了滿

足特定目的之目標導向行為，使用者會從一般頁面移動到特定使用者的頁面，藉

此蒐集與該使用者有關的資訊，例如基本資料、興趣嗜好、近況或其他個人動

態。形象管理則是指臉書使用者編輯個人資料或是張貼特定的動態，藉此建立在

其他使用者心中的形象。至於溝通聯繫，則泛指使用者運用臉書的相關功能，達

到與其他使用者直接或間接的互動，例如在對方的動態牆上留言、使用聊天室功

能發送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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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社交瀏覽方面，Wise等人（2010）認為，社交瀏覽與 Rubin（1994）

所提出的儀式化使用（ritualized use）媒體行為相仿，是一種被動的社交資訊搜集

策略。詳言之，社交瀏覽是指當事者在使用臉書時，並非刻意尋找關於特定人物

的資訊，相反地，是隨性地閱覽非特定的頁面，例如動態牆、活動頁面、其他使

用者的個人頁面，在許許多多涉及其他使用者且呈現方式不一的內容之間，非刻

意地觀看資訊。相關研究發現，在上述四種社群媒體資訊行為中，社交瀏覽乃是

使用者花費最多時間從事之活動（Krasnova, Wenninger, Widjaja, & Buxmann, 

2013）。儘管社群網絡中的社交瀏覽行為具有正面影響，例如，瞭解他人生活中

的細節可增進信賴感、拓展個人視野、建立與他人的聯繫感，或是增加人們對公

共議題的參與度；然而，若在社群網路中不主動發表動態，僅是一味地從他人的

動態中接收訊息，則可能產生孤獨感、消耗感、覺得煩躁易怒，甚至在情緒上感

到超載（Krasnova et al., 2013）。 

社群媒體在現代人們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儘管有部分研究者提出警

告，認為不當使用社群媒體，可能導致如注意力不集中、網路成癮等負面後果，

相關研究仍主要採正面肯定的態度，主張合理使用對個體具有正面效益。以下茲

綜整社群媒體使用對使用者之正負面影響。 

 

三、社群媒體對使用者之正負面效益 

臉書不僅可作為協助使用者獲取資訊，亦可作為使用者抒發情緒、維持關

係、拓展社交網路、進行娛樂與消遣活動的平臺（汪志堅、陳翔、江義平、江維

彬，2013）。從長遠的觀點視之，使用社群媒體具有拓展社會資本與維持社會聯

繫等益處（Lin & Utz, 2015）。劉熒潔、劉嘉珮、王筠雅（2013）從人際互動的

角度出發，透過問卷調查法，蒐集 200份年約 20至 25歲臉書使用者之資料，並

以社會支持理論探討臉書使用者的幸福感。該研究將臉書上的社會支持分為「工

具性」、「訊息性」與「情緒性」三類，繼而從填答者感知的身心健康、自我肯

定、生活滿意等面向了解其幸福感。研究發現，臉書上的工具性社會支持對使用

者的身心健康、自我肯定及生活滿意具有顯著影響，而訊息性的社會支持僅對生

活滿意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情緒性的社會支持則與前述幸福感指標無顯著關係。 



doi:10.6342/NTU201804019

14 

 

儘管臉書等社群媒體提供了社會支持以及與社會保持聯繫的功能，過度在網

路世界追求人際互動關係，則可能出現類似成癮的行為表現。Goldberg（2014）

指出，網路成癮的特徵包涵：希望增加上網時間以得到滿足感、停止或減少使用

網路會產生情緒焦慮不安症狀、上網時間及頻率容易超出預定、想停止上網卻無

法控制而花費更多時間於從事網路活動、因花太多時間在網路活動導致日常生活

的休閒及社交變少，以及察覺網路行為已造成心理、生活、家庭及人際問題，卻

仍停留在網路上（Goldberg, 2014）。有鑒於部分使用者在使用臉書時，表現出與

網路成癮相仿的負面行為，有專家學者據以提出臉書成癮之虞。 

在一項以國內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即發現，若受限於時間或環境因素，導致

使用者無法隨時查閱新的動態訊息，可能使當事者產生心情不悅、惱怒、不安或

焦慮等負面情緒，直到再次瀏覽臉書動態牆時才能撫平焦慮感，長期如此可能導

致更加沈迷於關注臉書動態，並影響現實生活中的情緒表達與專注力（鍾才元、

蔡展旭、陳明終、李曜安、楊政穎，2016）。 

相反地，則有使用者開始注意到資訊佔據生活的負面影響，並對快速更新的

動態資訊感到厭煩。例如，另一項國內研究顯示，臉書的資訊超載現象及使用者

的負面情感反應，對使用者的忽略動態資訊的行為意圖具有正向影響，且負面情

感亦會影響使用者隱藏、取消追蹤特定資訊來源（江佩芹，2014）。同時，在針

對社群媒體使用滿意度的研究中也發現，儘管多數研究認為社群媒體提供了社會

支持，倘若在觀看臉書動態時產生了過度的比較心態，亦有可能導致使用者在看

到朋友發佈的貼文時，產生不愉快或心情低落的感受（張如佩，2013）。相關研

究發現，觀看 Facebook社交網站上所引起的比較心態，與個人對不確定性的忍受

度、焦慮、憂鬱等情緒狀態有關（Lee, 2014）。另一方面，Chou＆Edge

（2012）、Wise等人（2010）則指出，在社群網路只是被動地接收資訊，可能會

增加孤單、羨慕他人的感受，從而降低生活中的滿意度。事實上，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AAP）發表了一項報告，指出孩童與青少年過度接收社群

媒體資訊，可能導致憂鬱 （O’Keeffe & Clarke-Pearson, 2011）。 

社群媒體對使用者的情緒究竟具有正面或負面影響，目前的研究仍莫衷一

是。部分研究發現，使用社群網絡可增加社會支持、建立與他人的聯繫，從而減

少在現實中的壓力，並得到心靈上的滿足。相反地，亦有部分研究指出，社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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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能會成為使用者的壓力來源，從而產生負面的使用經驗與情緒感受。

Feinstein等人（2013）認為，社群媒體的使用品質是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的關

鍵。而儘管使用者是出於個人意願在社群媒體上發布訊息，且主要是為了娛樂目

的，近期研究卻也發現人們會在使用社群媒體時感到壓力（Dhir & Midha, 2014; 

Gartner, 2011; Koroleva et al, 2010）。Dhir 與 Midha（2014）綜整相關研究指出，

社群媒體使用者感到壓力的原因，包括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科技超載

（Dhir & Midha, 2014）。 

綜整上述可知，社群媒體儼然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資訊來源之一，

但人們也會因為過多的資訊或社交壓力等原因，造成使用社群媒體時產生負面感

受，從而對資訊產生試圖忽略、迴避的想法。 

 

第二節 社群媒體使用者之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 

從主觀的角度言之，超載意指當事者評估、感知到特定事物的量超過了個人

所能處理的程度（Zhang, Zhao, Lu, & Yang, 2016）。當超載的現象發生時，當事

者會感受到喪失控制情況的能力，並且產生被淹沒（overwhelmed）的感覺（Dhir 

& Midha, 2014）。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們將超載的概念應用於各個研究主題，並

依據其特質描述個體在與不同事物互動時所產生的超載現象，例如科技超載

（techno overload）、資訊超載、社交超載、溝通超載（communication overload）

等。本研究聚焦於與社群媒體之資訊迴避行為較相關的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以

下茲分述此二者之意涵。 

 

一、資訊超載 

在日常用語中，資訊超載一詞常用於描述當事者接收過多資訊的情況，而在

學術研究中，無論是在資訊科學、資訊管理、組織科學、會計、行銷等領域，以

資訊超載為核心的研究則往往係探討個體在接收不同數量的資訊內容時，其資訊

決策的過程與情況之差異（Eppler & Mengis, 2004）。為了解資訊超載之意涵，

以下茲說明資訊超載的意涵與成因，並進一步綜整相關文獻中，以社群媒體環境

為主要背景脈絡之資訊超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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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超載之意涵與成因 

由過往文獻可知，各領域的資訊超載研究皆發現，在一定程度內，個體面對

資訊時的表現與當事者所接收之資訊數量呈現正面相關，亦即資訊量越多，個人

的資訊決策品質越高，然而，倘若資訊量超過某個程度，則當事者處理資訊的表

現品質就會大幅降低（Eppler & Mengis, 2004）。此際，繼續提供更多的資訊，

當事者亦無法根據後續接收的資訊進行決策，資訊超載的情況於焉而生。過多的

資訊負荷會導致當事者感到困惑、影響其決定事物優先順序的能力、使個人更難

以回想起之前所接收到的資訊內容，甚至可能讓當事者產生壓力感並感到焦慮。 

Eppler & Mengis (2004) 綜整資訊管理與企業組織管理等領域之相關文獻後指

出，資訊超載與使用者處理資訊的需求（information processing requirement, IPR）

與處理資訊的能力（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city, IPC）習習相關。其中，前者

與工作或資訊處理過程較為相關，後者則取決於使用者的個人特質。Eppler & 

Mengis (2004)亦進一步將資訊超載的成因分為五個影響 IPR與 IPC的構面，包括

公司的組織設計、資訊的本質、使用者的特質與經驗、工作內容與過程、資訊科

技特質等五個構面。首先，公司組織設計的改變或轉換至其它工作單位時，由於

需要與他人進行更密集的溝通合作，因此會導致當事者處理資訊的需求提升，相

反地，倘若組織成員間的協調合作是依循標準化的規章，則可降低個人處理資訊

的需求，同時正面影響期處理資訊的能力，並進而減少資訊超載的情況。 

其次，資訊的本質則有如資訊的數量、資訊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模糊

性（ambiguity）、新穎性（novelty）、複雜性（complexity）、強烈性

（intensity）、有用性（usefulness）等。此外，相較於缺乏組織且不明確的資

訊，當事者在使用具有一致性且易於理解的資訊時會更有效率，個人處理資訊的

能力亦可獲得改進。換言之，若能提升資訊的品質，則可降低資訊超載的可能。

而除了上述的資訊特質，在使用者個人特質方面，當事者的態度、運用資訊的技

巧、經驗程度、使用資訊的動機等，也會影響其處理資訊的能力，進而對資訊超

載具有顯著影響（Eppler & Mengis, 2004）。 

另一項影響資訊超載的重要因素則是欲運用資訊處理的工作內容與過程。越

複雜的工作內容，資訊負荷與時間壓力也越重，而此兩種因素會增加當事者處理

資訊的需求，並進一步導致資訊超載的現象發生。同時，倘若在執行工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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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地受到干擾，會對當事者的專注力產生負面影響，此種情形亦會提升資訊超

載的可能。最後一項資訊超載的主要成因，則是資訊科技的使用與誤用（Eppler 

& Mengis, 2004）。儘管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與運用，網路、電子郵件等通訊科技

有助於讓資訊觸及到特定的族群，卻也可能使個人接收到更多不需要的資訊，並

頻繁地使當事者在工作過程中分心，因此，上述資訊科技遂成為常見的資訊超載

來源。 

整體而言，過多的資訊負荷會對當事者的資訊表現造成負面影響。詳言之，

倘若資訊量超過個人處理資訊的能力，當事者就會感到難以辨識資訊的相關性、

開始大量地忽視資訊、難以確認資訊細節與整體之間的關聯性、需要更多時間進

行決策，甚至無法適當而準確地運用資訊做出決定。由於資訊超載的負面效應已

是普遍的共識，如何量測並提出對應策略，亦為相關研究所重視。Milford & 

Perry (1977)認為，瞭解當事者認知的超載程度，乃是量測資訊超載現象的合適方

法。除了認知與行為方面的量測項目之外，有部分學者指出，當事者的主觀經驗

（subjective experience）感受，例如壓力感、困惑感、焦慮程度等，亦可作為預

測資訊超載的指標(Eppler & Mengis, 2004)。 

 

（二）社群媒體環境之資訊超載 

有關資訊超載的研究，自 1970年以降即有許多相關討論。時至今日，資訊超

載的問題已較當年更為普遍，尤其在電腦輔助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的盛行之下，人們經由電子郵件、線上通訊系統、電子佈

告欄、個人網站與部落格、社群媒體等媒介大量地分享交流形形色色的資訊。其

中，又以快速發展的社群媒體，對使用者的資訊超載問題影響為劇。 

相較於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等，使用者可運用社群媒體創造與交換由使

用者自行產生的內容，每個使用者都能製造並進一步散播資訊。這也意味著巨量

的資訊在網路世界傳播，並導致社群網路空間充滿了大量的資訊。近年商業活動

察覺社群媒體的重要性，開始在臉書等平台投入廣告與經營粉絲團等宣傳活動，

更使得社群網路上的資訊量呈爆炸性地成長。然而，人們受限於自身處理資訊的

能力，在使用社群媒體時，倘若接收的資訊量多於個人所能處理的範圍，使用者

勢必會遺漏或捨棄部分的訊息內容，此即發生在社群媒體場域的資訊超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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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 Sun, 2014）。而一旦資訊超載的情況發生，使用者會感到難以找到自己所

需的資訊，並因此對當事者的資訊使用經驗產生負面影響，例如降低滿意度或不

繼續使用該社群媒體網站。而國內研究亦顯示，臉書的資訊超載及負面情感反

應，對使用者的忽略行為意圖具有顯著影響，且負面情感亦會導致使用者隱藏、

取消追蹤臉書上的特定資訊來源（江佩芹，2014）。 

至 2017年為止，統計結果顯示使用者的臉書平均好友人數已達 334位。

Koroleva等人（2010）指出，臉書上出現資訊超載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使用者

將過多好友加入個人的社群網絡，超越個人掌握、管理的能力。不斷成長的臉書

網絡，讓個人與其他臉書使用者之間所傳播的資訊量大幅增加，其中亦包含個人

較不感興趣的內容。事實上，某些活躍使用者短時間內大量發佈的文字、影音、

連結等動態內容，可能會導致其他臉書使用者覺得動態牆上充斥著與個人較不相

關、不需要的資訊（Shrivastav, Collins, Hiltz, & Dwyer., 2012）。Lee 、Son、

Kim(2016)認為，臉書中充滿了各種關於個人生活、新聞、專業知識、八卦、活

動等資訊，即使內容不一定與個人興趣相關，彼等資訊仍會在使用者在登入臉書

系統後吸引其注意力，倘若這些不感興趣的內容超過了使用者的資訊處理負荷，

就可能導致社群網站環境中的資訊超載。 

同時，Lee等人 (2016)指出，由於其他臉書使用者所張貼的動態內容，可能包

含許多種意涵，或者可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此種資訊的模糊性（equivocality）會

需要其他看到動態的使用者，付出更多的心力去解讀。社群媒體上的資訊模糊特

性，與過往探討資訊特質影響資訊超載現象的研究結果相符，顯示在社群媒體環

境中，資訊模糊性亦與資訊超載相關；換言之，倘若臉書使用者經常看到意義模

糊的動態貼文，當事者即可能會感知到較高程度的資訊超載負荷。 

為了解社群網路上的資訊超載現象，Shrivastav等人（2012）嘗以問卷調查法

蒐集資料，進而透過卡方檢定分析，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常在臉書上感到資訊超

載，且有更多比例的女性使用者認為在臉書上難以找到有興趣的資訊，此外，登

入頻率較高的使用者，比登入頻率低的使用者更常感到資訊超載。Shrivastav等人

指出，該研究的女性填答者使用臉書的資歷較長，可能因此建立了密度更高的人

際網路，並導致其感知的資訊超載程度較高。不過，該項研究在臉書使用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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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面的差異較不顯著，Shrivastav等人（2012）表示，有關使用時間長度與資訊

超載程度的部份，仍需透過進一步研究探討之。 

Koroleva等人（2010）運用紮根理論，針對 12位臉書使用者進行深度訪談，

並觀察受訪者操作臉書的實際行為；該研究發現，臉書資訊特質是造成使用者感

到資訊超載的主因之一，並進一步根據訪談內容，將臉書資訊特質分為數量、價

值、是否可以理解等三個構面。其中，數量包括臉書動態的發布頻率與是否含括

過多細節，而價值則可分為新穎性與個人是否感興趣，此與過往的資訊超載文獻

相符。至於可理解性的部分，亦與前人文獻中提及的模糊性概念相同。其後，

Koroleva等人（2010）根據訪談結果，將臉書上的資訊超載區分為認知

（cognitive）、情感（affective）、意動（conative）三個層面；認知係指使用者

對於臉書動態的數量與品質等方面的評估，情感則是如煩躁、惱怒、不喜歡等與

個人情緒有關的敘述，而意動是指受訪者在面對臉書資訊時產生的行為意圖，例

如在看見特定資訊時，內心產生「我不想知道這些事情」、「我想隱藏這則動

態」、「我想過濾掉這些資訊」等。在本研究中，意動層面可視為預測當事者資

訊迴避行為的指標之一。 

綜整上述相關文獻（Eppler & Mengis, 2004; Koroleva et al., 2010; Lee et al., 

2016; Shrivastav, et al., 2012）可知，資訊超載的因素可能包括使用者性別、使用

臉書頻率、使用時間長度、臉書好友人數等客觀事實，而用以量測臉書資訊超載

程度的項目，則包括認知與情感兩方面；前者乃是使用者對臉書資訊特質的認知

評估，含括動態數量、動態牆更新頻率、相關性或個人是否感興趣、模糊性或易

理解性、新穎性等項目，可經由使用者對資訊的主觀感受測量之。另一方面，當

事者的負面情緒感受亦可作為預測資訊超載之構面，例如煩躁、惱怒、不喜歡、

壓力感、困惑、焦慮等負面情緒程度等。 

 

二、社交超載 

網路上的人際互動具有與現實中相似的性質，而以社交與資訊交流為主要目

的的社群網站，儼然即是一個虛擬的社會，人們在現實世界的人際互動行為，亦

可能以相似的形式存在於社群網站之中，社交超載即屬其中一例。以下茲分述社

交超載的意涵，以及在社群媒體環境的社交超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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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交超載之意涵 

社交超載乃是一社會心理學領域的概念，最早由 McCarthy與 Saegert

（1978）提出，用以描述人口擁擠（crowding）導致的負面效應。McCarthy與

Saegert二人主張，隨著居住環境人口密度增加，個體會被迫增加社會聯繫以及與

他人的互動，投注更多的時間與注意力以維繫社會關係，並因此致使個體的精神

與心理壓力，或進一步產生欲抽離社交生活的想法。透過訪談研究，McCarthy與

Saegert發現社交超載體現於當事者對居住環境的感知，例如，由於高樓層住戶有

較高的機會在公共區域遇到其他住戶並產生更多的社會接觸，因此較低樓層住戶

更容易產生社交超載情況，除了在感知上認為自己的居住環境擁擠，同時也會感

受到較少的掌握感、安全感，也覺得較無個人隱私。 

後續研究指出，並不是人口密度造成負面反應，而是過度的社會遭遇（social 

encounter）以及與對方產生關聯的壓力，超過個人能掌握的程度，因此造成當事

者的社交超載感受（Dhir & Midha, 2014）。根據 Ljungberg與 Sorensen

（1998），當個體必須涉入的人際互動程度，超過其個人溝通處理能力的範圍

時，即可能產生社交超載。研究顯示，在某些不愉快的脈絡下，個體會對情況感

到不滿意，並因此減少走出家門，藉此從原本所屬的社會生活中抽離，換言之，

即導致社會退縮（social withdraw）情況的發生（Dhir & Midha, 2014; Regoeczi, 

2003）。 

Evans等人（2000）指出，社會退縮會導致當事者處理社會資訊的改變，例如

較少注意到人際互動的線索或其他種類的社會資訊。為了解不同居住密度的受訪

者在社會退縮方面的差異，Evans等人（2000）透過實驗法進行研究，發現居住

密度高的受訪者無論是在擁擠或不擁擠的實驗空間中，都較可能無意識地過濾或

忽略有關他人的社會資訊；此外，若強制居住密度高的受訪者接收社會資訊，使

其無法運用社會退縮策略，則受訪者會感受到較多壓力，而居住密度低的受訪者

儘管不被允許運用社會退縮策略，卻也不會感受到壓力。換言之，社會退縮對於

居住密度高的受訪者而言，短期內是一項有效的資訊處理策略，當事者將自身從

社會互動中抽離，可減少過多的社會性刺激，並降低隨之而來的壓力。 

事實上，由於認知限制與花費在社交上的時間有限，人們所能維持的社交網

絡無法無止盡地擴大（Dunbar, 2016），一旦人們認為其他人要求過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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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使社交負荷增加，於此同時，當事者必然需要對過度發展的社交負荷作

出相應的策略。然而，儘管社會退縮可以協助人們從短期的壓力中復原，讓他們

有時間補充保存的能量，Evans與 Lepore在先前的研究（1993）亦指出，短期的

社會退縮對當事者而言雖然有效，長期下來卻可能需要付出龐大的代價，例如破

壞社會性支持的關係，並進而導致心理不適的問題。 

前述有關社交超載與社會退縮的文獻，皆係探討現實中的居住環境，或與其

他身處於相同實驗空間的他人的互動關係。然而，隨著科技的擴張，人們的社交

場域已擴張至虛擬的網路世界。針對網路上的人際互動關係，目前已有許多相關

領域的研究者提出各種論述。其中，Joinson（2011）嘗提出數位群眾理論

（digital crowding theory），用以描述網路上個人網路的擴張之下，過度的自我暴

露、社會化以及與他人的聯繫。在如線上社群網站等數位環境中，社交超載則可

從使用者虛擬互動的程度觀之，換言之，倘若個體需要涉入的程度超過當事者認

知上可控制的程度，使用者亦可能產生與現實中相同的社交超載感受。有關社群

媒體環境之社交超載現象，詳述如後。 

 

（二）社群媒體環境之社交超載 

根據 McCarthy與 Saegert（1978）的定義，當接收的社交資訊（social 

exposure）超過個人處理資訊的能力，使當事者無法以適當方式回應或繼續與對

方保持互動之時，即是所謂的社交超載。從社群網站環境的角度觀之，若使用者

接收到大量的社交互動訊息通知，且那些資訊與自身相關程度較低時，使個人感

覺需要花費心力處理實際上不感興趣的社交資訊時，亦可視為是一種網路虛擬世

界的社交超載。Dhir與 Midha（2014）認為，在使用線上社群網站時，個體會持

續地面對需要管理自我呈現的情況，例如更新個人狀態、發佈可能令他人感到有

趣的動態，或是回應他人的訊息、在他人的訊息「按讚」、回應他人的需求等，

上述情況與社會常規（social norm）或約束（bond）結合，使個體覺得有責任持

續關注自己的臉書朋友們，回應他們的問題，或是娛樂他們（Koroleva et al., 

2010），並因此導致社交超載。 

社交超載的感知與否與當事者的自我效能有關（Lee, 2014）。Laumer, Maier 

& Weinert （2013）的研究則指出，個人特質、社群媒體使用程度、溝通內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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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等，乃是影響使用者社交超載程度的因素；其中，個人特質包含性別、年齡

等，而社群媒體使用程度，則是指使用頻率、好友人數等。此外，溝通內容特

質，如個體是否對該訊息的內容感興趣、是否認為該資訊與自身相關，也會影響

社交超載程度。詳言之，個體會因為溝通對象特質、溝通的內容、情境脈絡等原

因，而在當下對溝通互動行為不感興趣（Laumer et al., 2013）。在 Laumer等人的

研究中，溝通對象特質意指臉書好友與當事者的親密程度，或是雙方在現實生活

中的物理距離。而溝通的內容則是指內容或主題是否重要，或者當事者是否對該

主題感興趣。至於在情境脈絡部分，Laumer等人表示，由於現今人們可以透過智

慧型手機登入社群網路，使用者經常會在等候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兩個既定行程

中間的空擋、以及醫院候診室等地方瀏覽社群媒體的資訊，而這些使用環境會影

響使用者在當下是否願意花費心力接收資訊。 

然而，不僅是如「我正在等公車」之類與當事者無關的訊息，會讓當事者感

覺接受到過多自身不感興趣的內容，並產生接收過多社交資訊的感覺。有些訊息

則是用來引起其他臉書使用者的同情心，藉此讓其他使用者覺得有義務「按

讚」，來表達他們對發表動態者的安慰，這些都會讓臉書使用者逐漸感受到社交

方面的壓力（Maier, Laumer, Eckhardt, & Weitzel, 2014）。換言之，虛擬空間的社

交超載可以被理解為使用者對於高度社交要求的感受，覺得有責任在臉書上透過

按讚或留言等方式表達對朋友的關心、協助朋友處理其在動態牆上描述的問題，

或是發佈有趣幽默的資訊以此娛樂朋友。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壓力，但在每天重

複出現的情況下，日積月累將形成一股龐大的阻礙，對當事者的生活造成負面影

響（Maier et al., 2014）。在一項使用習慣調查中發現，有越來越多使用者因此認

為臉書是壓力的來源，令人感到情緒耗竭，且對現況產生不滿（Gartner, 

2011），而此種源於社交互動的壓力，亦屬社交超載之一環。 

針對社交超載對當事者影響程度的研究指出，倘若社群網站使用者認為與其

他使用者之間的溝通互動負荷超過相當程度，或是因為過度的互動強度而感到困

難，可能會因此對持續使用社群網站平台感到倦怠，有部分研究遂以社群網站倦

怠（SNS-fatigue）稱呼這種使用社群網站時產生的疲累、厭倦、排拒等負面感

受。社群網站倦怠是一種主觀、自我評估的疲憊感受，會對社群網站的使用造成

負面影響，例如停止社群網站上的活動，或從使當事者感到壓力的環境中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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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2016; Ravindran et al., 2014）。另一方面，亦有相關研究（Maier et al., 

2014）從情緒負荷的角度切入，將個體因社群網站上的社交壓力而產生之心理消

耗、疲乏等負面感受稱為社群網站耗竭（SNS-exhaustion）。社群網站倦怠或耗

竭對使用者的不持續使用意向（discontinuous usage intention）具有正相關，使用

者對社群網站的滿意度開始降低時，首先可能產生不持續使用意向，而在減少負

面感受與迴避壓力環境的過程中，這種傾向逐漸轉變成具體明確的不持續使用行

為，例如減少使用頻率、不再登入社群網站等（Maier, et al., 2015）。 

除了因為高度社交要求而產生的壓力之外，相關研究顯示，當人們接觸到與

他人有關的資訊時，會不由自主將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並可能導致社交超載的

情況發生。詳言之，隨著社群網絡的盛行，使用者有越來越多機會在網路上獲得

別人的消息，也因此更有可能無時無刻與他人進行比較（Lee, 2014）。被動追蹤

（passive following）是指使用者本身並不發表資訊，而是瀏覽他人的動態資訊、

觀看好友的聊天過程、以及單純查看他人的個人資訊等的行為；在瀏覽他人動態

的過程中，當事者會產生各種正負向的情緒反應，如高興、興奮、失望、難過

等。其中，嫉妒可能是在社群網路追蹤他人消息最常見的負面影響之一（Chou & 

Edge, 2012; Krasnova, Wenninger, Widjaja, & Buxmann, 2013）。過度暴露於社群

網絡的社交資訊之中，可能使之產生羨慕或嫉妒的情緒，並因此明顯地影響當事

者的幸褔感受，甚至影響其對生活的滿意感（Krasnova et al., 2013）。 

在一項調查中（Krasnova et al., 2013），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使用者表示有時或

經常在臉書上感到煩躁或產生消耗感，而其中有將近三成的填答者認為，嫉妒是

產生煩躁的主要原因。Krasnova等人主張，由於填答者們往往較不願意承認自己

對其他臉書好友懷抱嫉妒的感受，因此實際上可能有更多的使用者在瀏覽他人動

態時感到嫉妒。該研究進一步發現，以旅遊與休閒活動為主題的動態是引發嫉妒

情緒的主要資訊類型，有超過半數的嫉妒情緒是由於臉書好友發表的旅遊與休閒

活動動態所引起。Krasnova等人（2013）指出，發佈有關旅遊與休閒活動的動態

乃是臉書上的常規，相較於直接炫耀擁有某些高價的物品，較不會讓觀看者認為

發佈動態的人具有炫耀意圖，但實際上仍然會使部分臉書使用者產生羨慕甚或嫉

妒的感受。換言之，嫉妒的負面效應確實普遍存在於社群網絡環境，且儘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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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亦有可能使觀看者內心感到羨慕，或在與他人比較

的過程中感到失落或不滿。 

為了降低嫉妒感受，臉書使用者可能採取的策略包括避免把會嫉妒的對象加

為好友、刪除好友、以更加炫耀自我的方式建立自信、隱藏令人嫉妒者的動態、

減少使用社群網站（Krasnova et al., 2013）。然而，由於文化慣習與社會常規，

或受限於現實中的人際壓力，使用者常感覺到難以拒絕他人的好友邀請，也可能

不願輕易地刪除臉書好友，以免造成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上的衝突。此種被迫持

續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無法透過社會退縮策略減少壓力來源的情境，與 Evans

等人（2000）探討社交超載與社會退縮的研究發現相仿，因此，本研究亦將臉書

上的社會比較納入社交超載的範疇。 

綜整上述相關文獻（Krasnova et al., 2013; Laumer et al.,2013 ; Maier et al., 

2014）可知，影響當事者產生社交超載感受的原因可能包括性別、年齡等個人特

質，以及使用頻率、好友人數等社群媒體使用程度方面的因素，而用以量測社交

超載程度的項目，則包括社交壓力與社會比較兩方面；前者是指使用者受到社交

壓力而認為持續關注他人臉書動態，並因此認為使用臉書已成為負擔的程度，後

者則是使用者自我察覺在臉書上與他人進行比較的行為，並包含比較後可能產生

的負面感受，如自我貶低、羨慕或嫉妒等，可藉由使用者自陳之主觀感受測量其

程度的差異。另外，社群網站倦怠如在使用臉書時感到疲憊、厭煩等感受亦為本

研究量測社交超載的指標之一。 

 

第三節 資訊迴避行為 

目前討論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的文獻，大部分是發現超載現象會導致使用者

減少滿意度，並因而減少使用頻率，較少討論在減少使用之前，是否有採取其他

方式來處理那些引發個人負面情緒與感受的資訊本身，例如透過忽略某些動態、

隱藏特定訊息等。因此，本研究嘗試從資訊迴避行為的角度切入，探討使用者在

臉書上感受到資訊超載或社交超載時，可能採取的行為策略。以下茲綜整文獻

中，資訊迴避行為之意涵、因素、動機，以及其行為之具體行為特徵，並探討在

社群媒體環境中的資訊迴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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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迴避之意涵 

儘管資訊與傳播領域的多數學者長久以來咸認為，個體在遇到問題時會主動

蒐集符合個人所需的相關資訊，或是在無意中獲得資訊時會產生興趣，反之，逃

避、忽略、抗拒資訊的傾向，則係屬人類非普遍（anomaly）的行為（Case, 

Andrews, Johnson, & Allard, 2005）。雖然越多資訊，越能幫助人們做出決策，資

訊本身卻也可能造成不想要的情緒，挑戰其原本所抱持的價值觀，或者強迫人們

採取不情願的行動（Sweeny et al., 2010）。事實上，一般大眾可能會因為心理社

會、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或者基於個人處理資訊的習慣，而不願接收某些類型

的資訊，無論這些資訊實際上對他們是否有益處或有用（Narayan, Case, Edwards, 

2011）。換言之，使用者在面對有機會獲得的資訊時，可能反而會產生「資訊迴

避」的行為（張雲屏，1981；Barbour et al., 2012; Howell, Crosier, & Shepperd, 

2014; Lamber, Loiselle, & Macdonald, 2009; Lu, 2010; Sairanen & Savolainen, 

2010）。 

Case（2013）綜整相關文獻指出，在心理學、資訊科訊、傳播學、健康照

護、管理學、政治科學、人文學科等領域，皆可見關於資訊迴避行為的研究。其

中，由於病患在遭遇重大疾病時，可能會將迴避健康資訊作為處理問題的方式，

並因此在日後付出更多的醫療成本，因而醫學與公共健康領域對患者面對重大疾

病時產生的資訊迴避現象格外重視，目前以資訊迴避為研究主題的文獻，亦多係

以醫療保健的角度探析之。不過，由於資訊迴避乃是人們資訊行為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份，因此資訊迴避議題亦為部份資訊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所討論。 

而學者專家們認為，在進行資訊逃避的研究之前，應先釐清與之相似的概

念，如被動的資訊搜尋（passive seeking of information）、選擇性接觸（selective 

exposure）、放棄資訊（knowledge dismissal）、推論逃避（inference avoidance）

等。首先，被動的資訊搜尋含括無意識的瀏覽行為，然而，此種行為卻未必涉及

對資訊的迴避，往往僅只是個人對於較不感興趣的資訊進行汰選（Sairanen & 

Savolainen, 2010）。 

而探討選擇性接觸的研究，主要是紮根於心理學的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認知失調理論主張人們會迴避可能與個人認知衝突的的資

訊，以避免造成認知的不協調 （Festinger, 1954）。針對選擇性接觸的相關研究



doi:10.6342/NTU201804019

26 

 

發現，人們普遍會傾向於尋找與個人信仰、態度、態度、決策一致的資訊（Case 

et al., 2005; Hart, 2009; Smith, Fabrigar, & Norris, 2008）。不過，選擇性接觸往往

出現在當事者對資訊內容已知的情況下，換言之，是指當事者在初步了解資訊內

容後，選擇較符合個人喜好的資訊，而非對資訊採取迴避的態度，因此與資訊迴

避行為略有出入。另一方面，所謂的放棄資訊，係指人們在主動搜尋特定資訊

後，由於當事者認定該資訊不正確或具有威脅性，因此於獲得資訊後產生抗拒

感，進而捨棄該項資訊（Jemmott, Ditto, & Croyle, 1986; Shepperd, 1993）。至於

推論逃避，其乃是導因於自我欺騙，使得人們儘管獲得了正確的資訊，卻並未根

據資訊內容推導出符合邏輯的結論（Howell et al., 2014）。 

Sweeny（2010）等人綜整相關文獻，將資訊迴避定義為任何刻意避免或延遲

獲得某些資訊的行為，且當事者所迴避的乃是其有能力卻不想獲得的資訊。根據

不同的情境脈絡，人們可能主動迴避特定資訊，例如主動要求說話者停止討論某

個議題、直接離開該資訊場域；另一方面，當事者亦可能消極地對特定資訊做出

迴避反應，例如，不採取任何行動，以避免因此進一步獲得資訊（Sweeny et al., 

2010）。資訊迴避行為所涉及的資訊內容，並不限於與當事者密切相關的議題，

有時亦可能是關於他人的事務，但由於獲得此消息仍會對個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響，因此當事者會選擇避免獲悉訊息內容（Yaniv, Benador, & Sagi, 2004）。

Melnyk（2009）認為，人們未必會永久性地拒絕獲得特定資訊，相反地，有時人

們僅是延後獲得該資訊的時機，因為過早獲悉某些事實可能會導致樂趣或期待感

減少，而這種延遲獲得資訊的行為亦屬資訊迴避的範疇。而 Barbour等人

（2009）則認為資訊迴避是管理不安的一種形式。人們可能會延遲接收資訊，直

到有能力或資源可以處理該項資訊，並以合適的方式回應(Loewenstein,  2007)。 

另一方面，Melnyk（2009）亦指出，倘若人們因為缺乏時間、精力，因而無

法獲得特定資訊，則在該情境脈絡下，不應視為當事者的資訊迴避行為，例如，

不想聽到關於正在發生的戰爭消息因此避免收看新聞，此乃資訊迴避的行為，而

因為上班快要遲到而沒時間收看新聞，此並非資訊迴避行為的範疇。綜合上述可

知，資訊迴避係指當事者刻意忽略、規避或延遲接收不欲獲取之資訊，其乃是在

溝通行為上，為了達到不同的目的，而對當事者可取得但可能不想要

（unwanted）之資訊所採取的回應方式；資訊迴避受到個人特質、資訊特質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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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影響，但並不一定會造成負面的後果（Barbour et al., 2012; Case, 2012; 

Sweeny et al., 2010）。 

 

二、資訊迴避之因素 

本研究綜整相關文獻，將資訊迴避之因素歸類為三個面向，分別為個人因

素、資訊因素，以及情境因素。以下分述之。 

 

（一）個人因素 

影響當事者採取資訊迴避策略之個人因素，包括其人口統計特質、心理特

質、對資訊效果的負面期待等三個面向（張雲屏，1981；Barbour et al., 2012; 

Lamber et al., 2009）。首先，在人口統計特質方面，包括當事者的年齡、性別、

婚姻狀態、有無子女、職業狀態、收入等（張雲屏，1981；Lamber et al., 

2009），皆係可能影響當事者資訊迴避行為之變項。 

其次，當事者的心理特質可分從幾個面向探討，例如個性為樂觀

（dispositional optimism）或悲觀（dispositional pessimist）、是否抱持宿命觀、自

我效能（self-efficiency）之高低、性格偏向不確定導向（uncertainty-orientation）

或確定導向（certainty-orientation）、自我複雜度（self-complexity）之高低，以

及其應對風格（coping style）係屬監控者（monitor）或遲鈍者（blunter）等。整

體而言，個性悲觀且具有宿命觀的人，會認為縱使獲得資訊仍無助益於改變現

況，甚至可能導致負面情緒的產生，因此可能產生資訊迴避行為。另一方面，自

我效能較低的人，則係由於自覺個人較無掌控或改變情況的能力，導致其迴避資

訊的可能性提升（Case et al., 2005）。此外，儘管該資訊有可能降低個人所感受

到的不確定性，確定導向的人們傾向於迴避能提供新資訊的情況，以維持安定的

現狀（Sorrentino & Hewitt, 1984），換言之，相較不確定導向的個體，確定導向

者較可能對特定資訊產生迴避行為（Brouwers & Sorrentino, 1993）。自我複雜度

意指個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是否具多元性；倘若個體的自我複雜度較高，一旦特

定資訊對當事者帶來負面結果，其影響較不會全面性地波及生活的其他領域範

疇，在此情況下，當事者會認為儘管面對資訊內容可能造成負面效應，亦可維持

日常之生活（Sweeny et al., 2010）。至於在應對風格方面，在遭遇到威脅時，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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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者的態度傾向於獲得愈少資訊愈好（Miller, 1987, 1995）；因此，倘若當事者

的性格較偏向遲鈍者，則較有可能採取資訊迴避策略。 

當人們考慮是否對未知資訊採取退縮、迴避態度時，當事者最有可能考量的

要素，即為該項資訊造成的正面結果或負面結果（Sweeny et al., 2010）。前人文

獻顯示，人們往往會傾向於搜尋可驗證個人態度、信任、決策的資訊，並且避免

獲得與上述相悖的資訊（Smith, et al., 2008）。Sweeny等人（2010）指出，人們

會迴避三種與個人所相信的事物衝突之資訊，例如會改變或挑戰其對自身的看

法、對他人的看法，以及對於世界的看法等的事物。此外，倘若人們預期某項資

訊會迫使個人採取某種不欲執行的作為、造成情緒方面的負面影響，或是減少未

來可能獲得的愉悅感，則當事者亦較可能迴避資訊。另外，由於不想增加無必要

的擔憂感受，當事者亦會避免聽聞與個人無關、且個人無法掌握的隨機資訊

（Barbour et al., 2012; Carroll, Sweeny, & Shepperd, 2006; Sweeny et al., 2010; 

Wilson, Centerbar, Kermer, & Gilbert, 2005）。 

換言之，預期並控制可能的負面感受，乃是當事者採取資訊迴避策略的主要

因素之一。相關文獻顯示，在面對資訊時，人們會採用多元的策略，藉以縮短或

降低負面情緒經驗，並延長或提升正向的情緒（Barbour et al., 2005; Carroll, 

Sweeny, & Shepperd, 2006; Wilson, Centerbar, Kermer, & Gilbert, 2005）。倘若當事

者相信該資訊無法應用於自身、個人無法做出相應的行動或缺乏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缺乏處理資訊的方法，或是無法避免資訊所揭露的負面事實，即會接

受個人的行動限制，並選擇迴避相關資訊的取得（Barbour et al., 2012; Sweeny et 

al., 2010）。另外，當傳播媒體不斷炒作特定議題時，個體亦可能對該資訊感到

厭煩或厭倦，進而產生資訊迴避行為（Barbour et al., 2005）。 

 

（二）資訊因素 

人們獲得資訊的管道主要為透過人際互動或傳播媒體，前者如與家人、朋

友、鄰居、社會性團體等對象之交流，後者則包含書籍、雜誌、網路、電視、廣

播等（張雲屏，1981）。當事者往往會根據個人的先驗經驗，對資訊的管道來源

與資訊內容本身進行評估，而評估的指標則包含資訊管道的可信度、易得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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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內容的正確度（張雲屏，1981；Afifi & Weiner, 2004; Barbour et al., 2012; 

Case et al., 2005; Johnson, 1997; Sweeny et al., 2010）。 

當事者會避免來源不明或較不具權威性的資訊，例如專業能力受到質疑的撰

文者，或者內容具有偏見、不客觀、不精確、曖昧不明、自相矛盾的資訊（Afifi 

& Weiner, 2004; Sweeny et al., 2010）。同時，Johnson（1997）在其專書指稱，資

訊搜尋模式包含個體評估特定資訊是否容易獲得的程度，倘若當事者判斷資訊不

易取得，人們亦有較高的可能性會延遲獲得或放棄有機會取得但較耗費心力的資

訊。事實上，Poulsen與 Roos（2010）二人曾提出「理性忽略」（rational 

ignorance）的概念，認為倘若處理資訊的成本大於忽略資訊的成本，即可視忽略

資訊為一種正面的行為。 

 

（三）情境脈絡因素 

相關文獻顯示，人們採取資訊逃避策略，可能係受到個人的先驗經驗、時機

與場合，以及當下情境的影響所致（Barbour et al., 2012; Sweeny et al., 2010; 

Savolainen, 2013）。以健康資訊而言，倘若當事者曾經歷嚴重的疾病，即可能為

避免回憶起當時的不確定感，而避免接收相關資訊。然而，具備先驗經驗之個

體，亦有可能因有了心理準備且具有初步的認識，因而較不會逃避特定資訊

（Melnyk, 2009）。 

無論是否具有相關經驗，人們皆可能會延遲獲得資訊，藉此等待適當的時機

或場合，並且延長作出決策的期限，以便能獲取可供個人因應特定資訊的資源，

進而得以採用較適當的方式處理該項資訊所帶來的影響（Melnyk, 2009）。另一

方面，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資訊可能會成為禁忌（taboo），並影響當事者產生

逃避該項資訊的行為（Barbour et al., 2012）。Barbour等人（2012）的研究結果

指出，倘若時機（moment）與場合（place）不適當，當事者即可能迴避對於與個

人或他人隱私高度相關的資訊。 

 

三、資訊迴避之動機 

心理學家認為，當事者的資訊搜尋行為會受到壓力與個人的因應機制所影

響，例如壓抑（repression）、遲鈍（blunting）、拒絕（rejecting）等，並以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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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自願的方式避開特定的資訊場域，並減少接觸資訊獲取途徑的機會。不過，

正如 Melnyk（2009）所指出，當事者亦有可能是為了維持希望感或愉悅感，而刻

意避免獲得特定的資訊，例如在生產前避免獲知腹中胎兒的性別，或是為了增加

閱讀的樂趣，而避免得知小說的結局。 

儘管資訊迴避可能是基於正向的動機，大部分的研究仍發現當事者是因為避

免情緒或生活方式受到負面影響，因此以迴避資訊的方式忽略或拒絕與自身相關

的資訊。例如，Barbour等人（2012）即在研究中發現，倘若當事者預期資訊會

迫使個人改變目前的生活習慣，即可能會因為不願改變現況而迴避之。在

Barbour等人的研究中，有部分喜愛日光浴活動的受訪者，不希望被告知有關皮

膚癌的資訊，以避免被迫減少戶外活動的頻率，或者因為不願意放棄喜愛的運動

而逃避就醫。另外，在 Lamber等人（2009）的研究中，則有部分受訪者表示，

儘管有關癌症的資訊對於個人的疾病現況具有重要性，其仍只希望獲得少量的資

訊內容，甚至完全不獲得資訊，而原因在於受訪者希望能維持一如往常的生活。 

事實上，在維繫個人生活或活動的同時，即意謂著當事者一定程度上地已對

資訊產生抗拒心理或防衛機制。Barbour等人（2012）的研究顯示，為了保持心

中的希望感，或出於否認現實的心理，當事者會避免獲悉自身因從事性行為而感

染疾病的檢測結果，或是任何與個人身體健康有關的負面消息。針對個體拒絕接

收資訊藉以逃避現實壓力的行為，Freyd（2004）曾提出「盲視」（blind）的概

念，認為當事者會對顯而易見的跡象視而不見，以避免安穩的現況崩解。 

另一方面，當事者可能會因為個人已經接收過多關於特定議題的相關資訊，

因此產生疲乏感，進而產生迴避資訊的想法（Barbour et al., 2012）。隨著資訊科

技的普及，儘管當事者接收到的資訊內容類型不一，仍可能因為數量過多或頻率

過高而產生欲迴避資訊的想法。例如，Koroleva等人（2010）的研究即發現，如

果受訪者認為社群媒體資訊的發布頻率過高、文章內容包含過多不重要的細節，

或是個人覺得資訊內容不夠新穎，就可能產生資訊超載的感受，並為了降低超載

的負面影響而迴避網路上的資訊。另外，倘若當事者判斷該資訊管道並不具權威

性，亦會採取迴避資訊的策略，以避免獲得可能是錯誤的資訊內容（Barbour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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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動機之外，當事者亦有可能是為了維持人際界線或保護他人隱私，

而迴避或拒絕接收特定的資訊。例如，Barbour 等人（2012）在研究中發現，當

資訊內容涉及他人隱私時，受訪者寧可為保護他人隱私而避免獲得相關資訊，例

如某人的就醫紀錄。同時，與資訊迴避相關的研究亦曾在線上社群網站觀察到，

使用者為了維持人際界線而降低接收之社交資訊的行為。透過 Laumer等人

（2013）的研究可發現，倘若使用者覺得在社群網站中需要處理的社交資訊過

多，超過了個人可妥善溝通處理的能力，即可能從當下的資訊互動模式中抽離，

以減少為了交流而付出的心力，並維持原本的社交界線。 

綜整前述文獻（Barbour et al., 2012; Lamber et al., 2009; Laumer et al., 2013; 

Melnyk, 2009）可知，人們迴避特定類型資訊的動機，並不僅限於降低資訊對個

人造成的負面影響，例如為了保持原本的生活方式，或基於抗拒心理與防衛機

制，亦有可能是出於對當事而言有正面意義的動機，例如維持希望感或愉悅感、

避免資訊超載、管理錯誤資訊，以及維持人際界線或保護他人隱私等。 

 

四、資訊迴避之具體行為與意向 

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中，當事者可能會有迴異的資訊迴避行為。不過，根據相

關之實徵研究文獻，當事者具體之資訊迴避策略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包括移除

或忽略刺激（removing or ignoring stimuli）、控制對話（control the 

conversation），以及轉移注意力（Barbour et al., 2012; Lamber et al., 2009）。其

中，移除或忽略刺激意指避免與可能提供資訊的管道或對象接觸，或是選擇性地

接觸資訊來源，抑或直接離開現場（Barbour et al., 2012）。而控制對話則係透過

策略性地改變談話主題、中斷談話、直接表示個人態度、保留或隱瞞事實等方式

（Barbour et al., 2012）。在轉移注意力的部分，則可能包含旅行、從事園藝活

動、看電視等，藉由參與上述的行動，當事者可改變個人注意力的焦點，並離開

可能接收相關資訊的環境，從而避免意外獲得個人所不欲接收的資訊（Lamber et 

al., 2009）。 

而在社群網路環境中，使用者主要是透過移除或忽略刺激的方式迴避相關資

訊，例如忽略某些動態、隱藏或封鎖特定訊息、刪除好友、減少登入與使用頻

率，以及更進一步地停止使用該社群網路、直接刪除帳號等。另一方面，在訴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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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資訊迴避行為之前，當事者可能會先重新思考個人的使用頻率、態度或相

關之資訊行為，並減少壓力或不舒服的感受，而產生減少使用特定資訊科技系統

的想法，此即不持續使用意向（discontinuous usage intention），而不持續使用意

向可能會促使當事者採取實際的不持續使用行為，例如上述之降低使用頻率、不

再使用該媒體平台等。 

Narayan等人（2011）為了解網路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在 2008至 2009年

間，邀請 34位受訪者填寫日誌，紀錄日常生活中在網路與線下的資訊行為，包

括所有個人與資訊行為相關的活動或想法。該研究發現，如果受訪者認為付出心

力在特定資訊上會導致情緒不適、認知不協調、增加不安感，或是認為該資訊對

自己無用，就會傾向於迴避資訊。在判斷的過程中，受訪者係根據先前的經驗，

預想特定的資訊可能會影響想法或決定，為了維持現況，因此迴避資訊。而在此

項研究中，受訪者曾迴避的資訊主題包含個人健康、財務狀況、宗教議題、人際

關係、政治議題等，通常是會對當事者產生負面影響的資訊。例如，一位填答者

之所以主動迴避任何種類的壞消息，是因為預期壞消息會令其感到悲傷與憂鬱；

而另一位受訪者會刻意迴避與宗教有關的資訊，以免自己不得不質疑長久以來的

信仰。有 2位填答者則是不願意面段醫療診斷結果，因為他們認為了解自身的病

情後，目前的生活現況即會產生劇變。另外，有 5位參與者會避免有機會與特定

人士交流溝通，原因在於受訪者認為獲得資訊會傷害或造成他人痛苦。在

Narayan等人的研究中，受訪者迴避的不只是與自身有關的議題，也可能是公共

議題，例如有些參與者會刻意迴避主流的公共媒體，因為預期相關資訊會造成心

中的憂鬱感。 

Narayan等人（2011）亦從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的參與者對個人的資訊迴避行

為具有高度意識，清楚知道自己不想知道哪些資訊。Narayan等人指出，資訊迴

避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消極的資訊迴避是一種長期

的、習慣的行為，人們長期地在認知上避免處理資訊，以至於變成消極、非主動

的行為，通常與宗教、政治信仰、世界觀有關，人們有意識到個人想法與資訊內

容間的差距，但不認為有需要減少這個認知上的差距。積極的資訊迴避是短期的

行為，通常與個人的健康、財務議題有關，這類壞消息會觸發當事者的情感機

制，而管理負面情緒的方式是有意識地迴避進一步獲得資訊的機會，因為繼續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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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資訊會帶來痛苦。由此可知，當事者往往是在實際接收到資訊前，即在心中認

為已知道問題的答案，或者因為不希望某個猜測因為獲得了資訊而被證實，因而

訴諸於資訊迴避行為。 

 

五、小結 

綜整上述文獻可知，資訊迴避意指當事者刻意避免或延遲接收到實際上有機

會獲得的資訊，且可以透過主動或被動的方法來達到迴避資訊的目的。當事者採

取資訊迴避行動與否，除了當下的情境脈絡因素之外，主要係依個人特質與資訊

特質而有所不同。其中，個人特質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基本差異，同時

也會因性格、習慣、心理特質、因應風格、先驗經驗、處理資訊的能力與資源等

而有所差異。至於資訊的特質，則包括可信度、易得性、資訊內容的正確度、權

威性、公正性、模糊程度、數量與頻率等項目。 

整體而言，當事者所迴避的資訊未必具有涉及自身的內容，亦可能是與公共

事務有關之議題，一旦當事者在實際接觸資訊前，認為在獲得特定資訊後會無法

維持希望感或愉悅感、維繫個人生活或活動，即有可能在面對資訊時採取迴避的

策略；另外，基於個人對預期內容的抗拒心理或防衛機制、避免資訊超載、管理

錯誤資訊，以及維持人際界線及保護隱私等，亦為常見的資訊迴避原因。大致言

之，資訊迴避可能是基於積極正向的動機，例如為了節省心力或維護原本的社交

模式，同時也可能是被動地避免情緒或生活方式受到負面影響。 

而在社群媒體環境的資訊情境中，不同性別、年齡、使用頻率、社交規模的

使用者，可能會因為動態的數量過多、動態牆更新頻率高、對資訊內容不感興

趣、認為資訊過於模糊性或不易理解、覺得內容已不夠新穎等資訊本身的特質，

而在使用社群媒體時產生資訊超載的感受，並衍生煩躁、惱怒、厭惡、困惑、焦

慮等負面情緒，並進而採取資訊迴避行為。同時，亦有可能是因為社群媒體平台

的社交資訊對當事者造成人際互動方面的壓力，例如覺得被迫持續關心他人動

態，或因為不自覺地與其他使用者進行比較而產生負面感受等，導致使用者藉由

在某種程度上迴避社交資訊，以維護原本的社交模式，或降低需要付出的心力。

具體言之，在社群媒體環境中，使用者可能訴諸的資訊迴避方法包括忽略特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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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文章、隱藏或封鎖特定訊息、隱藏或刪除好友、減少登入與使用頻率等，更有

甚者，可能會進一步地停止使用該社群網路、直接刪除帳號等。 

基於上述文獻探討結果與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提出以下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使用者是否會因個人特質或使用習慣的不同，而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

以及採取資訊迴避行為的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1：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其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採取資訊

迴避行為的實際情形，因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其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採取資訊

迴避行為的實際情形，因年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1-3：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其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採取資訊

迴避行為的實際情形，因每日使用時間長短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1-4：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其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採取資訊

迴避行為的實際情形，因每日使用頻率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1-5：使用者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其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採取資訊

迴避行為的實際情形，因個人社群網絡密度（好友人數）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二）除了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程度，是否有其他變數會對其資訊迴避

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其影響力的程度為何？ 

假設 2-1：除了資訊超載、社交超載程度之外，有其他變數會對資訊迴避行為產

生顯著影響。 

 

（三）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程度，是否對其資訊迴避行為具有顯著影

響，其影響力與交互作用的程度為何？ 

假設 3-1：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假設 3-2：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會直接受到其資訊超載程度的不同所影響。

假設 3-3：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會直接受到其社交超載程度的不同所影響。 

假設 3-4：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會受到除了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之外的其他

中介變數所影響，且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會透過中介變數，對資訊迴避行為具有

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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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地區使用臉書社群媒體之民眾，其人口變數與臉書使用

習慣等個人差異是否與資訊迴避行為有關、使用者之資訊超載程度為何、使用者

之社交超載程度為何，並探討個人差異、資訊超載程度、社交超載程度與當事者

的資訊迴避行為之交互作用關係。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研究實施與研究過程，以及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量化研究方法，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以及

資訊迴避行為之相關與交互作用程度。為達本研究之目的，且為使本研究探討之

內容更符合臺灣地區臉書使用者的實際情形，研究者根據前述文獻回顧結果與研

究目的設計一份訪談大綱，並針對 6位臉書使用者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藉此

初步了解受訪者的使用習慣以及平常迴避社群媒體資訊的情況。 

之後，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並綜整上述的訪談結果，據以發展後續進行量化

調查時所使用之問卷。問卷調查法的優點在於可提供較廣的調查範圍，藉由蒐集

更多、更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提升調查的有效性，並對變項之間的交互關係進行

驗證（邱皓政，2006）。 

研究問卷之實施，乃是採網路問卷調查方式，將問卷上傳至提供相關服務的

網站後，由受訪者自行進入程式頁面進行填答。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議題與網路

使用者的資訊行為息息相關，透過網路問卷調查法可更有效且廣泛地觸及目標族

群，不同受訪者亦可同時進行問卷填答，可突破搜集資料的空間與時間限制。在

資料蒐集結束後，本研究使用 SPSS 22整備調查資料，並進行後續分析。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臺灣地區之臉書使用者進行調查，藉此了解社群媒體使用者的

資訊迴避行為。在研究對象的徵集方面，由於研究者本身即為臉書使用者，且臉

書作為一個在台灣地區相當成熟的社群網路平台，已具備涵蓋範圍廣大而綿密的

使用者網絡，可從不同的使用者節點觸及同質性不一的其他使用者，因此研究者

首先透過個人在臉書上的社群網絡進行問卷之發送。詳言之，研究者於個人的動

態牆上發佈網路問卷的連結，邀集臉書好友參與填答研究問卷，並主動邀請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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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協助轉發本研究之問卷連結，使此線上問卷能接觸到更多不同的使用者族

群。 

同時，為進一步徴集臺灣地區的臉書使用者參與問卷調查，研究者於電子佈

告欄「批踢踢實業坊」（talent://ptt.cc）的問卷板（Q_ary）張貼公告，徵求具有

臉書使用經驗者填答問卷。批踢踢實業坊係由臺灣大學資訊社於 1995年創立之

電子布告欄系統，初期之註冊使用者主要為臺大師生，但經過二十年之營運與維

護後，已吸引並累積來自臺灣各地的使用者，且主要皆為長期接觸網路科技之民

眾，在使用電子佈告欄的同時也往往有註冊並經營個人的臉書頁面，因此適合做

為徵集填答者的管道。 

此外，臺灣地區常見的社群媒體亦包含 Instagram、Twitter、Plurk、微博等，

且研究發現使用者具有多棲的傾向，即同時經營、瀏覽不同社群媒體的資訊，使

用其他社群媒體的民眾往往也具有臉書使用者的身份，因此本研究亦根據問卷填

答的狀況，透過個人人脈在其他社群媒體投放線上問卷的連結，邀集更廣泛的臉

書使用者進行填答。為提高填答率，研究者隨機抽選 10名問卷填答者，提供面

額 200元之便利商店禮券。 

 

第三節  問卷設計 

 

在設計問卷之前，受訪者先透過半結構式訪談，了解臉書使用者的實際使用

經驗與行為特徵。在受訪者的徵集方式部分，有 2位乃是研究者所熟識之友人，

其餘 4位則是訪談結束後由受訪者介紹，以滾雪球方式觸及之臉書使用者，徵集

條件則是近期在使用臉書時，曾刻意忽略、隱藏特定貼文，或減少使用臉書頻率

者。6位受訪者中有 2位男性、4位女性，年齡分佈從 19歲至 45歲，包括大學

生、待業者，以及全職工作者。在使用習慣方面，則包括每日累積三小時以上之

重度使用者、每日使用約 30分鐘至一小時不等之普通使用者，以及已減少至每

週僅登入二至三次的輕度使用者。透過此訪談，研究初步了解使用者經常略過或

迴避哪些主題的臉書資訊、呈現資訊的媒體形式是否會影響其迴避資訊的意向，

以及在迴避資訊時的情緒感受與具體行為策略等。 

詳言之，受訪者曾提及，其在瀏覽臉書時常會看到其他臉友刻意將意涵寫得

模糊不清楚的動態內容，或是已經看過的消息因他人留言而不斷再次出現於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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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同時，多數受訪者皆曾提到在動態牆上常會看到業配文，甚至偽裝成一般

文章的廣告，因此會質疑該文章的可信度，而受訪者們在看到前述類型的動態訊

息時常會忽略或略過不看。另外，覺得每天瀏覽臉書動態很花時間、因臉書上的

負面訊息而感到心情受到影響等，也是受訪者在使用臉書時常有的感受。 

除此之外，受訪者也針對在臉書上與其他臉友的互動情況表示看法，例如，

由於臉書上有許多在現實生活中並不熟絡的朋友，在臉書上看到對方的私人動態

時會因為避免得知過於隱私的內容而忽略內容。或是相反地，因為覺得為臉友的

動態按讚方能表現出對朋友的關心，因此認為儘管只是某些動態只是描述瑣事，

也會因社交壓力的影響而按讚，並對此產生想減少使用臉書的想法。在想法態度

上，有幾位受訪者在訪談中表示常會覺得不想得知特定類型的資訊內容，例如偏

激的政治與宗教言論、過於隱私的伴侶親密內容、具有動物受傷照片的動態等，

以避免心情受到負面影響。為了迴避不願得知的臉書動態，受訪者會透過視而不

見、滑動頁面以快速略過內容、不點擊「繼續閱讀」、手動隱藏某些動態貼文、取消

追蹤常會發表偏激言論的朋友，或取消訂閱常張貼業配文的粉絲頁。 

研究者綜整受訪者表達的看法與意見，將之歸納為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資訊迴避

行為等類型，並參考文獻回顧結果設計問卷。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問卷，共可分成四

部分。第一部分為填答者的人口背景變項與臉書使用特質，第二部分是使用者自

覺在臉書上的資訊超載程度量表，第三部分則是使用者的臉書社交超載量表，至

於第四部份即使用者臉書資訊迴避行為量表。關於量表刻度的適切性，過往研究

普遍認為，五點或七點尺度既可測量填答者態度的差異，亦可避免尺度超過填答

者可直覺判斷的程度而導致精準度下降的問題；而儘管部分研究認為選擇五點或

七點尺度對量表的平均數及信度差異不顯著，仍有部分研究主張七刻度量尺對於

填答者的自身相關議題，如自我認知或網路功能等方面具有更佳的效用（陳妙

華，2009），因此本研究除第一部分為名義與順序尺度之外，其餘皆採 Likert七

點式量表，藉以調查填答者對各資訊與社交超載程度以及資訊迴避行為的態度。 

以下茲分述問卷各部分的題項設計與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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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背景與使用特質 

首先，在人口背景變項的部分，本研究綜整相關文獻（張雲屏，1981；

Krasnova et al., 2015;  Lee et al., 2016; Maier et al., 2015），發現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等個人特質，以及每日平均使用臉書之累積時數、臉書使用頻率、臉書好友

人數等變項與當事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資訊迴避行為息息相關。另外，使

用其他社群媒體的多寡與使用者的涉入程度有關，而本研究在進行半結構式深度

訪談時發現涉入程度亦可能與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資訊迴避行為正向或負向相

關，因此本研究亦將使用其他社群媒體的數量納入第一部分的問卷題項中。詳細

的人口背景資料與臉書使用特質之衡量題項與選項如下表所示。 

表 3-1 人口背景與使用特質 

個

個

人

資

料 

構面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性別 1.男 

2.女 

Lee et al. (2016),  

Maier et al (2015),  

年齡 開放題，由填答者自行填入出生之西元年  

教育程度 1.國中以下 

2.高中或高職 

3.大學 

4.研究所以上 

張雲屏（1981） 

臉

書

使

用

特

質 

平均每日使

用臉書時間 

1.少於 5分鐘 

2. 5分鐘到 30分鐘 

3.30分鐘到 1小時 

4.1-2小時 

5.2-3小時 

6.超過 3小時 

Lee et al. (2016) 

Krasnova et al. (2015) 

平均每日使

用臉書頻率 

1.少於一次 

2.1-2次 

3.3-5次 

4.5-10次 

5.多於 10次 

Lee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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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人口背景與使用特質 

個

個

人

資

料 

構面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是否使用其

他社群網站 

1.無 

2.Instagram 

3.Twitter 

4.Plurk 

5.Pinterest 

6.Tumblr 

7.Google+ 

8.其他 

Lee et al. (2016) 

臉書好友人

數 

1. 0-50人 

2. 51-100人 

3. 101-300人 

4.301-500人 

5.501-1000人 

6.1001-1500人 

7.超過 1500人 

Maier et al (2015),  

 

 

二、資訊超載量表 

本研究之第二部分，則係根據進行問卷設計前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結果，以

及 Chen、Shang與 Kao(2009)、Karr-Wisniewski與 Lu (2010)、Koroleva等人

（2010）、Lee等人(2016)，以及 Zhang 等人(2016)之研究，編製使用者對臉書資

訊超載的態度量表。此題組根據陳述的內容，將題目區分為使用者對資訊特質的

認知與評估，以及使用者在接觸資訊時的主觀感受兩部分，總計 18題。前者包

括資訊的相關性、模糊性、數量與內容量、新穎性、可信度、頻率。至於在主觀

感受部分，由於前人文獻主張，當事者主要是為了減少負面影響或負面情緒而採

取資訊迴避策略，因此本研究主要係探討使用者對負面影響與負面情緒的認知；

其中，負面影響包括覺得使用臉書很花時間、令人分心等，而負面情緒則有如難

過、無能為力、煩躁、憤怒等。 

此部分之量表採 Likert七點式自陳量表，將填答者的意見分為「從未如

此」、「幾乎不曾」、「很少如此」、「無意見」、「偶爾如此」、「經常如

此」、「總是如此」，並給予 1至 7分的計分。詳細的問卷題項與參考來源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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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資訊超載題目 

 構

面 

變項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認 

 

 

 

 

 

 

 

任

認

知

評

估 

相

關

性 

需要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只有很少一部份資訊是我所需要的 
Chen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6) 

感興趣 這陣子我對臉書上的資訊變得沒那麼感興趣了 
Koroleva et al. (2010), 

Lee et al. (2016) 

模

糊

性 

意義不明 我看到某些臉書動態，會覺得內容意涵不是很清楚 
Lee et al. (2016) 

隱晦 
某些臉友會把貼文寫得很隱諱，以致於我看不懂它想

表達什麼 
本研究訪談 

數

量/

內

容

量 

數量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的訊息超過了我能吸收的數量 
Lee et al. (2016) 

篇幅 在使用臉書時，我會覺得某些動態的篇幅太長了 
Koroleva et al. (2010) 

 

新

穎

性 

重複性 
最近我覺得同一篇臉書貼文會一直重複出現在我的動

態牆上 
本研究訪談 

已知內容 
我發現只要看標題或前面幾行，就可以判斷這篇臉書

動態的內容是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本研究訪談 

可

信

度 

商業意圖 
我覺得最近臉書上有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意圖的廣告或

業配文 
本研究訪談 

權威性 最近我會不由得質疑臉書上的資訊是否可信 本研究訪談 

頻

率 

動態牆更

新 
最近我覺得臉書資訊更新太快，讓我感到煩累 

Koroleva et al. (2010) 

發佈頻率 我覺得最近臉友或粉絲團張貼新動態的頻率太高了 Koroleva et al. (2010) 

主 

 

 

 

 

 

 

主

觀

感

受 

負

面

影

響 

分心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有太多資訊會使我分心 

Karr-Wisniewski & Lu 

(2010),  

Chen et al (2009), Lee 

et al. (2016) 

消耗時間 最近我覺得逐一瀏覽臉書貼文很花時間 
Koroleva et al. (2010),  

本研究訪談 

負

面

情

難過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覺得難過 本研究訪談 

無力感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感到無能為力 
Koroleva et al. (2010) ,  

本研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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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資訊超載題目 

 構

面 

變項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緒 煩躁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煩躁 Koroleva et al. (2010) 

憤怒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憤怒 
Koroleva et al. (2010),  

本研究訪談 

 

三、社交超載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第三部分主要係用以量測社群媒體使用者的社交超載

程度。除了綜整本研究的質化訪談結果，研究者亦參考 Ahsberg (1998, 2000)、

Chou與 Edge (2012)、Krasnova等人(2015)、Koroleva等人（2010）、Lee 

(2014)、Maier等人(2012, 2014)，以及 Zhang等人(2016)之研究發現，進一步將研

究構面分為使用者在臉書上主觀認知的社交壓力、自覺的社會比較行為與負面情

緒反應，以及使用者的社群網路倦怠程度，總計 18題。 

與第二部分的資訊超載量表相似，此部分之量表亦採 Likert七點式自陳量

表，將填答者的意見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無

意見」、「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並給予 1至 7分的計分。各

分構面與詳細題目如表 3-3所示。 

表 3-3 社交超載題目 

 構

面 

變項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主

觀

認

知

的

社

交

壓

力 

壓

力 

壓力感 最近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讓我開始覺得有壓力 
Koroleva et al. (2010) 

過度涉入 最近我覺得我的人際關係已經被臉書過度影響了 
Maier et al (2012, 

2014),  

消

耗

感 

耗費心力 最近我覺得瀏覽臉友的動態耗費我許多心力 
Maier et al (2012, 

2014), Zhang et al 

(2016) 

情緒渲染 
我發現臉友用來宣洩負面情緒的文章也會使我的心情

受到影響 
本研究訪談 

義 瑣事 
就算只是關於生活瑣事的動態我也覺得自己有義務去

按讚或留言 

Koroleva et al. 

(2010)，本研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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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社交超載題目 

 構

面 

變項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務

感 
親密度 看到現實中不熟的臉友動態會讓我覺得不自在 

Koroleva et al. 

(2010)，本研究訪談 

自

覺

的

社

會

比

較

行

為 

社

會

比

較 

比較行為 
最近當我瀏覽臉友的臉書貼文跟照片時，會不由自主

把自己拿來跟他們比較 

Lee (2014) 

心理壓力 最近臉友的新動態會讓我覺得自己不夠好 
本研究訪談 

負

面

認

知 

低成就感 
最近瀏覽臉友的動態跟照片時，我覺得自己的成就不

如人 

Lee (2014)，本研究

訪談 

低幸福感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我覺得許多臉友都過得比我開心 
Chou & Edge (2012) 

負

面

情

緒

反

應 

羨

慕

他

人 

羨慕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

感到羨慕 

Krasnova et al. (2015) 

嫉妒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

感到嫉妒 

Krasnova et al. (2015) 

自

覺

不

足 

寂寞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

感到寂寞 

Lee et al. (2016) 

焦慮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

感到焦慮 

Koroleva et al. (2010) 

社

群

網

路

倦

怠 

精

神

消

耗 

緊繃感 最近我覺得，看了臉書反而更難放鬆身心 Lee et al. (2016) 

耗盡感 
我覺得在使用臉書後，我需要耗費更多力氣才能專心

在其他事物上 

Lee et al. (2016) 

倦

怠

感 

不感興趣 最近我變得不是很關心臉友們的近況或新消息 
Ahsberg (1998, 2000), 

Zhang et al (2016) 

煩膩 最近我覺得臉書已經讓我感到煩膩 
Ahsberg (1998, 2000),  

Zhang et al (2016) 

 

四、資訊迴避行為量表 

本研究問卷的第四部分，乃是探討臉書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此部分之題

目設計亦主要係根據本研究於日前已完成的質化訪談結果，以及資訊迴避之相關

文獻（劉正山，2009；Koroleva et al., 2010; Maier et al (2014); Ravindran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6）。Koroleva等人（2010）之研究雖係針對臉書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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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載情況，但其在研究結果中提出之使用者意動（conative）部分，與本研究定義

的社群媒體資訊迴避行為相符，例如，該研究之受訪者曾表示「我不想知道」（I 

don’t want to know）、「我該把這個隱藏起來」（I should hide this）等，因此，

本研究亦參考 Koroleva等人（2010）整理歸納之部分研究結果，用以設計本研究

問卷之資訊迴避方面的題目。而題目陳述的內容，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可分為

主觀認知、不持續使用意向，以及具體之迴避行為。 

此部分採 Likert七點式自陳量表，由填答者根據個人使用臉書時之印象或經

驗，勾選「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無意見」、「有點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並給予 1至 7分的計分。詳細題目如表 3-4

所示。 

 

 

表 3-4 資訊迴避行為題目 

 構

面 

變項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主

觀

認

知 

獲

得

資

訊

的

意

願 

接收資訊 我最近會很不想得知某些臉書動態 
Koroleva et al. 

(2010)，本研究訪談 

花費心力 我最近不想花太多時間與心力在某些動態上 
Koroleva et al. 

(2010)，本研究訪談 

價值判斷 我最近覺得，知道了某些臉書內容反而對我不好 
Koroleva et al. 

(2010)，本研究訪談 

具

體

迴

避

行

為 

瀏

覽

行

為 

視而不見 我最近經常對某些臉書動態視而不見 
劉正山（2009），本

研究訪談 

略過 
最近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我會略過或刻意不看某些

文章 

劉正山（2009），本

研究訪談 

完整性 最近對於某些臉書動態，我傾向不點擊「繼續閱讀」 本研究訪談 

 

 

系

統

設

定 

隱藏貼文 最近我經常會手動隱藏特定的動態貼文 
本研究訪談 

取消追蹤 
最近我經常取消追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但不刪

除臉友或退出粉絲專頁、社團） 

劉正山（2009），本

研究訪談 

刪除好友 我最近開始會刪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 
Koroleva et al. 

(2010)，本研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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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資訊迴避行為題目 

 構

面 

變項 問卷題目 參考來源 

不

持

續

使

用

意

向 

減

少

使

用

頻

率 

使用時間 最近我有考慮縮短使用臉書的時間 

Maier et al (2014), 

Ravindran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6) 

使用頻率 最近我打算減少使用臉書的頻率 

Maier et al (2014), 

Ravindran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6) 

暫停使用 
最近我打算暫停使用臉書，等過一段時間後再考慮是

否重新使用 

Maier et al (2014), 

Ravindran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6) 

不

再

使

用

意

向 

使用其他

社群媒體 

我最近想減少使用臉書，改用其他的社群媒體或社交

網站 

Maier et al (2014), 

Ravindran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6) 

停止使用 我最近想停止使用臉書，但還是會保留帳號 

Maier et al (2014), 

Ravindran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6) 

刪除帳號 我最近考慮刪除臉書帳號 Koroleva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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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實施與後續之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與訪談結果，於 2018年 1月上旬訂定初步之問卷後，旋

即於 Surveycake免費問卷平台建立測試用的問卷連結。而為了確保該問卷題目的

效度，研究者並透過個人人脈關係，邀請 5位長期使用臉書且了解問卷設計方法

者進行問卷填答，繼而根據填答者的意見修改問卷。修改部分包括刪除或合併意

思相近的問題、調整意義模糊的字句、增加問卷題目中的提示文字等。另外，由

於填答者表示本研究有部分題目係詢問使用者的負面情緒、迴避行為等具有負面

意涵的使用經驗，反向概念題目可能會造成在填答者在理解文句時的負擔，因此

研究者亦刪減原本的反向計分題目，藉以促進本研究問卷的易理解性，從而提升

問卷整體的內容效度。 

透過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設立的樣本數計算網站 Sample Size Calculator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 2012），本研究在 95％信心水準且抽樣誤差在正負 5

個百分點以內時，必須抽取至少 384位臉書使用者為樣本。而本研究於 4月 8日

至 4月 30日進行正式問卷的發放，總計蒐集 1053份有效問卷，並於 5月上旬開

始執行問卷資料的整備作業，以利後續之量化分析研究。 

研究者將填答資料整理為 SPSS 22.0版可操作之格式後，即採用敘述性統計

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與信度分析（reliability）、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多元迴歸分

析（multiple regression）進行統計結果分析。茲將上述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統計分析乃是幫助研究者整理、描述、解釋資料結構的一套方法與統

計技術。透過敘述性統計，可測量並加以了解觀察值的集中情形，常用之集中量

數包含平均數、中位數、眾數等，同時，亦可透過全距、四分差、離均差、標準

差等變異量數測量觀察值的分散狀況。另外，百分等級與百分位數等相對量數則

可用以描述個別觀察值在團體中的所在相對位置（邱皓政，2006）。本研究透過

加總、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等計算，針對有效樣本進行結構分析，以此了解

樣本的性別、年齡、學歷等人口背景資料、平均每日使用臉書時間與頻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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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他社群網站、好友人數等臉書使用特質，以及樣本在臉書資訊超載、社交

超載、資訊迴避行為等方面的基本特性。 

  詳言之，本研究共回收 1053個有效樣本，計有男性 232位，女性 821位，分

別佔填答者中的 22%與 78%。將受訪者的年齡分組後，13-18歲的填答者計有 92

位（8.7%），19-24歲 427位（40.6%），25-30歲 328位（31.1%），31-40歲

111位（10.5%），41歲以上 95位（9%），整體平均為 27.5歲。 

  根據填答者平均每日使用臉書時間分組，共可分為六組，使用時間最短的組

別為平均每日使用少於 5分鐘，共有 135位填答者，佔本研究填答者中的

12.8%，其後依序是 5分鐘到 30分鐘的使用者 332位（31.5%）、30分鐘到 1小

時的使用者 246位（23.4%）、1-2小時的使用者 194位（18.4%）、2-3小時的使

用者 82位（7.8%），以及每日平均超過 3小時的使用者 64位（6.1%）。 

  另外，依照填答者平均每日使用臉書頻率分組，則可分為五組，從頻率最低

到最高分別為少於一次的使用者 132位（12.5%）、1-2次的使用者 263位

（25%）、3-5次的使用者 314位（29.8%）、5-10次的使用者 188位

（17.9%），以及多於 10次的使用者 156位（14.8%）。 

  由填答者自陳的臉書好友人數可劃分為六組不同的使用者族群，其中，好友

人數最少者為 0-50人，共有 97位填答者屬於此類型，但僅佔本研究樣本的

9.2%，其他則分別為好友人數介於 51-100人的使用者 191位（18.1%）、好友人

數介於 101-300人的使用者 388位（36.8%）、好友人數介於 301-500人的使用者

214位（20.3%）、好友人數介於 501-1000人的使用者 135位（12.8%），以及好

友人數超過 1000人的使用者 28位（2.7%）。 

  此外，本研究亦透過問卷了解填答者使用其他社群網站的情況，經觀察有

961位填答者（91.3%）除了臉書以外還有使用一個以上的社群網站，其餘則有

92位填答者是除了臉書之外並無使用其他社群網站的族群，僅佔本研究樣本的

8.7%。若從學歷分布觀之，最高學歷為國中以下僅有 5位（0.5%），高中或高職

者則有 102位（9.7%），教育程度達大學的填答者最多，計有 681位，佔

64.7%，研究所以上的人數次之，計為 265人，佔 25.2%。將填答者的學歷與年齡

做對照可知，學歷為高中或高職者多數為 18歲以下的族群，可知其學歷乃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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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填答者的年齡所致。是故，在後續統計分析中，本研究僅針對年齡進行統計

分析，而不另行討論學歷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資訊迴避行為的差異。 

填答者的人口統計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 3-5填答者的人口統計資料     

項目 樣本數 % 

性別   

 男 232 22 

 女 821 78 

年齡   

 13-18歲 92 8.7 

 19-24歲 427 40.6 

 25-30歲 328 31.1 

 31-40歲 111 10.5 

 41歲以上 95 9.0 

平均每日使用臉書時間   

 少於 5分鐘 135 12.8 

 5分鐘到 30分鐘  332 31.5 

 30分鐘到 1小時  246 23.4 

 1-2小時 194 18.4 

 2-3小時 82 7.8 

 超過 3小時 64 6.1 

平均每日使用臉書頻率   

 少於一次 132 12.5 

 1-2次 263 25.0 

 3-5次 314 29.8 

 5-10次 188 17.9 

 多於 10次 156 14.8 

臉書好友人數   

 0-50人 97 9.2 

 51-100人 191 18.1 

 101-300人 388 36.8 

 301-500人 214 20.3 

 501-1000人 135 12.8 

 超過 1000人 28 2.7 

有無使用其他社群網站   

 有 961 91.3 

 沒有 9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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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5 0.5 

 高中或高職 102 9.7 

 大學 681 64.7 

 研究所以上 265 25.2 

 

 

  整體而言，填答者仍以較年輕的族群為主，尤其以大學生、研究生及 30歲

以下族群為眾。有三成使用者每天約花費 5分鐘到 30分鐘瀏覽臉書資訊，超過半

數的臉書使用者每天使用時間介於 5分鐘到一小時。在使用頻率方面，則有較多

是每天平均使用 3-5次者，約佔填答者中的三成，另有四分之一是每日使用 1-2

次的受訪者。由使用時間與頻率的分布可知，多數臉書使用者每天會多次登入臉

書動態牆，並且是運用短暫的時間快速瀏覽出現在臉書上的資訊，此與研究者個

人的使用經驗相符。 

  另外，從好友人數的分布可知，儘管相關研究認為個人能維持的社交人數約

為百人（Dunbar, 2016），仍有超過七成的填答者在臉書上與超過百位的其他使

用者建立連結，進行深淺程度不一的資訊交流。同時，除了使用臉書之外，有超

過九成的填答者也會使用其他社群網站，顯示大部分臉書使用者在網路世界的社

交平台有多棲現象，鮮少網路使用者會只限於在單一網站活動。推測其原因，可

能是各社群網站具有各自獨特的功能或特色，另如 Instagram是以照片影像為主

要的資訊格式，可吸引重視視覺感受的使用者；而 Plurk噗浪的橫向卷軸則可讓

使用者以發佈資訊的時間基準，觀看他人所發佈的資訊。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因素分析最初為 Spearman、Thomson和 Burt等心理學家所發展出的一種統計

方法，經過多年的發展，因素分析包含許多縮減維度的技術，其主要目的在以較

少的維數（number of dimensions）來表示原先的資料結構，換言之，因素分析的

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變數的數目，但仍能或以更佳的方式解釋樣本之間的變異情

形，並確認資料的基本結構及尺度。因素分析會在變數之間尋找某些特定的型式

（pattern），以便將若干個變數集結成一個因素，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因素分析中運用得最為廣泛的分析方式。在進行探索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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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之前，研究者對於變數的因素結構並沒有預設立場，而藉由 SPSS進行因

素分析之後，以因素負荷量來萃取因素，並對因素加以命名，這種因素分析帶有

「探索」的意味，因此稱為探索性因素分析（榮泰生，2007）。為能有效縮減本

研究從文獻與訪談中整理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資訊迴避行為之變數，研究者

運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並根據重新集結後的因素特徵加以命名，以利進行後續之

統計分析。另外，為確保萃取出來的主要因素具有信度，研究者使用 Cronbach’s 

α作為測試信度的標準。Cronbach’s α值 ≧ 0.70時屬於高信度，0.35≦Cronbach’s 

α≦0.70時屬於尚可，Cronbach’s α值≦0.35時為低信度（榮泰生，2007）。為確

保本研究的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共 36項題目之因素結構符合研究目的，研究者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重新將問卷題目縮減為數項主要因素並加以命名。詳細分

析步驟如下。 

首先，為確定問卷之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研究者計算「KMO取樣適當性

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資訊超載與社交超

載共 36項題目之 KMO值為.926，且 Bartlett’s球形考驗（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001達到顯著，表示樣本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其後，研究者經由因素分析之主成分分析法（method of principal），

從 36個問項中萃取出 7個主要因素，分別命名為「資訊疲勞」、「資訊重複不可

信」、「資訊模糊」、「社會比較」、「社交壓力」、「社群媒體倦怠」，合計

可解釋 63.9%的變異量。 

其中，資訊疲勞包括「最近我覺得臉書上的訊息超過了我能吸收的數量」、

「最近我覺得臉書資訊更新太快，讓我感到煩累」、「最近我覺得臉書上有太多

資訊會使我分心」、「我覺得最近臉友或粉絲團張貼新動態的頻率太高了」、

「最近我覺得逐一瀏覽臉書貼文很花時間」、「在使用臉書時，我會覺得某些動

態的篇幅太長了」等 6個題目。進一步採用信度分析，資訊疲勞之 Cronbach α值

為.83，顯示具有高度信度。 

資訊重複不可信涵括「我發現只要看標題或前面幾行，就可以判斷這篇臉書

動態的內容是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我覺得最近臉書上有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意

圖的廣告或業配文」、「最近我覺得同一篇臉書貼文會一直重複出現在我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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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最近我會不由得質疑臉書上的資訊是否可信」等 4個題目。進行信度

分析後可知，資訊重複不可信此主要因素的 Cronbach α值為.70，亦具有高信度。 

資訊模糊僅包括兩個題目，分別為「某些臉友會把貼文寫得很隱諱，以致於

我看不懂它想表達什麼」與「我看到某些臉書動態，會覺得內容意涵不是很清

楚」。進一步進行信度分析，資訊模糊的 Cronbach α值為.66，雖非高度信度但仍

具有適當的內部一致性。 

至於社會比較則有如「最近瀏覽臉友的動態跟照片時，我覺得自己的成就不

如人」、「最近臉友的新動態會讓我覺得自己不夠好」、「最近在瀏覽臉書時，

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嫉妒」、「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

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羨慕」、「最近在瀏覽臉書時，我覺得許多臉友都過得

比我開心」、「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焦

慮」、「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寂寞」、「最

近當我瀏覽臉友的臉書貼文跟照片時，會不由自主把自己拿來跟他們比較」、

「最近我覺得，看了臉書反而更難放鬆身心」等 9個題目，Cronbach α值為.94，

顯示因素分析後的社會比較題目具有高度信度。 

社交壓力的題目包含「最近我覺得我的人際關係已經被臉書過度影響了」、

「最近我覺得瀏覽臉友的動態耗費我許多心力」、「最近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

讓我開始覺得有壓力」、「就算只是關於生活瑣事的動態我也覺得自己有義務去

按讚或留言」、「我發現臉友用來宣洩負面情緒的文章也會使我的心情受到影

響」、「看到現實中不熟的臉友動態會讓我覺得不自在」、「我覺得在使用臉書

後，我需要耗費更多力氣才能專心在其他事物上」等 7個題目，進行因素分析後

可知 Cronbach α值為.80，亦具有高度信度。 

負面情緒則包括「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感到無能為力」、「最

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憤怒」、「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

我覺得難過」、「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煩躁」等 4個題目。負

面情緒的 Cronbach α值為.87，顯示上述題目具有高度信度。 

最後，社群媒體倦怠包含「最近我覺得臉書已經讓我感到煩膩」、「最近我

變得不是很關心臉友們的近況或新消息」、「這陣子我對臉書上的資訊變得沒那

麼感興趣了」、「最近我覺得臉書上只有很少一部份資訊是我所需要的」等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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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進行信度分析後可知，社群媒體倦怠的 Cronbach α值為.82，亦具有高度信

度。 

另外，由題目的意涵觀之，「資訊疲勞」、「資訊重複不可信」、「資訊模

糊」與使用者在社群媒體環境的資訊使用特質較為相關，為有利於後續之分析研

究，本研究將上述三個主要因素合併為「資訊超載」，共包含 12個題目，

Cronbach α值為.84，顯示資訊超載題目具有高度信度。同時，「社會比較」與

「社交壓力」則屬使用者的社交行為特質，研究者進一步歸納並命名為「社交超

載」，經信度分析後得知 Cronbach α值為.92，顯示社交超載的 16項題目具有高

度的內部一致性。 

各問項的因素負荷量如表 3-6所示。 

 

表 3-6資訊超載之因素負荷量    

項目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 α 

主要因素一：資訊超載  .84 

資訊疲勞  .83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的訊息超過了我能吸收的數量 .754  

最近我覺得臉書資訊更新太快，讓我感到煩累 .723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有太多資訊會使我分心 .722  

我覺得最近臉友或粉絲團張貼新動態的頻率太高了 .659  

最近我覺得逐一瀏覽臉書貼文很花時間 .633  

在使用臉書時，我會覺得某些動態的篇幅太長了 .496  

資訊重複不可信  .70 

我發現只要看標題或前面幾行，就可以判斷這篇臉書動態的內容是

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764 

 

我覺得最近臉書上有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意圖的廣告或業配文 .712  

最近我覺得同一篇臉書貼文會一直重複出現在我的動態牆上 .664  

最近我會不由得質疑臉書上的資訊是否可信 .552  

資訊模糊  .66 

某些臉友會把貼文寫得很隱諱，以致於我看不懂它想表達什麼 .736  

我看到某些臉書動態，會覺得內容意涵不是很清楚 .633  

主要因素二：社交超載  .92 

社會比較  .94 

最近瀏覽臉友的動態跟照片時，我覺得自己的成就不如人 .884  

最近臉友的新動態會讓我覺得自己不夠好 .869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嫉妒 .848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羨慕 .829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我覺得許多臉友都過得比我開心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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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焦慮 .809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寂寞 .798  

最近當我瀏覽臉友的臉書貼文跟照片時，會不由自主把自己拿來跟

他們比較 .788 

 

最近我覺得，看了臉書反而更難放鬆身心 .520  

社交壓力  .80 

最近我覺得我的人際關係已經被臉書過度影響了 .766  

最近我覺得瀏覽臉友的動態耗費我許多心力 .670  

最近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讓我開始覺得有壓力 .618  

就算只是關於生活瑣事的動態我也覺得自己有義務去按讚或留言 .583  

我發現臉友用來宣洩負面情緒的文章也會使我的心情受到影響 .472  

看到現實中不熟的臉友動態會讓我覺得不自在 .425  

我覺得在使用臉書後，我需要耗費更多力氣才能專心在其他事物上 .420  

主要因素三：負面情緒  .87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感到無能為力 .821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憤怒 .797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覺得難過 .774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煩躁 .673  

主要因素四：社群媒體倦怠  .82 

最近我覺得臉書已經讓我感到煩膩 .804  

最近我變得不是很關心臉友們的近況或新消息 .747  

這陣子我對臉書上的資訊變得沒那麼感興趣了 .710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只有很少一部份資訊是我所需要的 .613  

 

  其後，本研究亦針對資訊迴避行為的 15個問項進行因素分析。經計算後得

知，KMO值為.893，且 Bartlett’s球形考驗（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001達

到顯著，表示樣本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其後，研

究者經由因素分析之主成分分析法，從 15個資訊迴避行為問項中萃取出三個主

要因素，分別命名為「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動迴避」，合計可解釋

68.1%的變異量。 

其中，被動回應包含「最近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我會略過或刻意不看某些

文章」、「我最近經常對某些臉書動態視而不見」、「我最近不想花太多時間與

心力在某些動態上」、「我最近會很不想得知某些臉書動態」、「我最近覺得，

知道了某些臉書內容反而對我不好」、「最近對於某些臉書動態，我傾向不點擊

『繼續閱讀』」等 6個題目。研究者進一步採用信度分析，經計算後，被動回應

的 Cronbach α值為.90，顯示上述題目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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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減少使用則包括「最近我打算暫停使用臉書，等過一段時間後再考慮是

否重新使用」、「我最近想停止使用臉書，但還是會保留帳號」、「我最近想減

少使用臉書，改用其他的社群媒體或社交網站」、「最近我打算減少使用臉書的

頻率」、「最近我有考慮縮短使用臉書的時間」、「我最近考慮刪除臉書帳號」

等 6個題目，Cronbach α值為.89，顯示亦具有高度信度。 

最後，主動迴避含括「最近我經常取消追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但不刪

除臉友或退出粉絲專頁、社團）」、「我最近開始會刪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

團」，以及「最近我經常會手動隱藏特定的動態貼文」等 3個題目。進一步計算

Cronbach α值為.80，亦屬高信度。經過因素分析後的三個資訊迴避主要因素皆具

有適當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可進行後續之其他分析研究。資訊迴避行為的各問項

之因素負荷量如表 3-7所示。 

 

 

表 3-7資訊迴避行為之因素負荷量    

項目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 α 

主要因素一：被動回應  .90 

最近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我會略過或刻意不看某些文章 .835  

我最近經常對某些臉書動態視而不見 .831  

我最近不想花太多時間與心力在某些動態上 .802  

我最近會很不想得知某些臉書動態 .779  

我最近覺得，知道了某些臉書內容反而對我不好 .686  

最近對於某些臉書動態，我傾向不點擊「繼續閱讀」 .649  

主要因素二：減少使用  .89 

最近我打算暫停使用臉書，等過一段時間後再考慮是否重新使用 .822  

我最近想停止使用臉書，但還是會保留帳號 .822  

我最近想減少使用臉書，改用其他的社群媒體或社交網站 .787  

最近我打算減少使用臉書的頻率 .768  

最近我有考慮縮短使用臉書的時間 .73  

我最近考慮刪除臉書帳號 .636  

主要因素三：主動迴避  .80 

最近我經常取消追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但不刪除臉友或退出

粉絲專頁、社團） 
.819 

 

我最近開始會刪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 .807  

最近我經常會手動隱藏特定的動態貼文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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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上述，本研究依據因素負荷量將臉書使用者的使用經驗分為 4項主要因

素，並依據變數的共同特徵分別命名為「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其中，在資訊超載部分可進一步細分為「資訊疲

勞」、「資訊重複不可信」、「資訊模糊」；而在社交超載部分，則可細分為

「社會比較」與「社交壓力」。至於在資訊迴避行為部分，則將題目縮減維度為

3項主要因素，並分別命名為「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動迴避」。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依自變項的不同，可分為不同類

型，如單因子、二因子（two-way）、多因子（factorial）等。而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是比較平均數（compare means）的一種方法， 是用來確認從母群抽取的兩個

或多個獨立隨機樣本的平均數是否相等。通常依變項是尺度變項，也就是以等距

或比率衡量的量化變項。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虛無假設是母群的平均數都相等，

換句話說，各群樣本有相同的平均數。拒絕虛無假設意指母群至少有一個平均數

不相等，而計算拒絕或接受虛無假設的依據是 F統計量，若 F值小於或等於 0.05

就要棄卻虛無假設。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效果大小是以 eta squared來衡量，eta 

squared的值介於 0與 1之間，值愈高表示依變項的變項有很高比例是來自自變

項，或是指以自變項來解釋依變項的變異有很大的解釋能力。當其值為 0.01時效

果可解釋為弱，其值為 0.06時效果可解釋為中等，其值為 0.14時效果可解釋為

強。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探究不同性別、年齡、臉書使用時間、

臉書使用頻率、臉書好友人數的使用者族群，其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以及採取資訊迴避行為上的差異。詳細的分析結果於第四章

陳述。 

 

四、多元迴歸分析與路徑分析 

根據自變數數目的多寡，迴歸分析可分為簡單直線迴歸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

兩種；當自變數有一個以上時，依變數就變成多個自變數的函數，這個情形就是

多元迴歸。多元迴歸通常用來描述若干個自變數與一個依變數的線性關係，換言

之，多元迴歸的目的即是了解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影響方向及程度（榮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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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007）。多元迴歸乃是根據多元 R平方（R2）來說明自變項可預測依變項的

程度，其值介於 0到 1之間；而解釋的變異量是否劇統計顯著性則是倚賴 F統計

量（F statistic）的檢定結果。若 F檢定結果顯著，則表示由母群抽取的樣本中，

由加權組合的自變項所解釋的依變項變異並非巧合。本研究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

主要因素後，乃進一步藉由多元迴歸方法，探究使用者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

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與資訊迴避行為的關係及其解釋力。另外，本研究進一步

使用路徑分析，以計算並呈現變數間的因果關係與影響力。分析結果臚列於第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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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首先透過敘述統計了解填答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等經驗與行為特徵，統計結果臚列於本章第一節。

其後，研究者即透過單因子變異數方法探討使用者的性別、年齡、平均使用臉書

時間、平均使用臉書頻率、臉書好友人數，在上述構面的差異，ANOVA分析結

果呈現於本章第二節。最後，本研究亦使用多元迴歸方法與路徑分析，探討使用

者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行為的解釋力，研

究結果敘述於本章第三節。茲將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第一節 社群媒體使用經驗與行為特徵 

  本研究根據過往文獻、訪談臉書使用者並輔以個人使用經驗，設計出 36項

與臉書使用經驗或行為特徵相關之題目，並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分為資訊超載、

社交超載、負面情緒以及社群媒體倦怠等四個主要因素。本部分題目皆採 Likert

七點式自陳量表，分別將填答者的答案「從未如此」、「幾乎不曾」、「很少如

此」、「無意見」、「偶爾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給予 1到 7分

的分數，並計算每位填答者的總分。以下茲臚列本研究填答者在資訊超載、社交

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為的分數之散佈情況。 

一、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之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現況 

歸類於資訊超載之題目總計有 12題，平均值為 5.15，顯示填答者在使用臉書

時偶爾或經常會感到資訊超載。以各題的得分觀之，本研究填答者在資訊超載的

平均值皆達 4分以上，其中，以「我覺得最近臉書上有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意圖的

廣告或業配文」的分數最高（M=6.16，SD=1.151），其次則分別為「最近我會不

由得質疑臉書上的資訊是否可信」（M=5.96，SD=1.104）、「最近我覺得同一篇

臉書貼文會一直重複出現在我的動態牆上」（M=5.48，SD=1.424）、「最近我覺

得逐一瀏覽臉書貼文很花時間」（M=5.48，SD=1.541）、「我看到某些臉書動

態，會覺得內容意涵不是很清楚」（M=5.33，SD=1.328）、「我發現只要看標題

或前面幾行，就可以判斷這篇臉書動態的內容是我已經知道的事情」（M=5.28，

SD=1.302），平均得分皆達 5分以上，顯示使用者在瀏覽臉書資訊時較常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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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廣告跟業配文、會質疑臉書資訊是否可信、覺得臉書貼文會重複出現、會認為

瀏覽某些臉書貼文很花時間，或是覺得某些臉書資訊模糊不清。 

與資訊超載相較，本研究填答者在社交超載的程度較低，平均值為 3.65，各

問項的得分主要介於 3至 4分，顯示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雖然偶爾會感到社交超

載，但整體而言並非經常有此情況。不過，平均分數達到 4分以上的題目，分別

是「最近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讓我開始覺得有壓力」（M=4.19，SD= 

1.671）、「我發現臉友用來宣洩負面情緒的文章也會使我的心情受到影響」

（M=4.04，SD= 1.637）、「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

我感到羨慕」（M=4.01，SD= 1.653）以及「最近我覺得，看了臉書反而更難放

鬆身心」（M=4.00，SD=1.709），顯示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偶有感到壓力或羨

慕，若看到具有負面意涵的動態可能會受到影響，且在使用臉書後偶有更難以放

鬆身心的情況。 

另一方面，本研究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感受到的負面情緒程度略高，平均值

為 4.60，各問項的平均得分皆達 4分但不及 5分，顯示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偶爾

會感受到負面情緒。負面情緒各題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下：「最近看到臉書上

的某些訊息會讓我感到無能為力」（M=4.59，SD= 1.420）、「最近看到臉書上

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憤怒」（M=4.52，SD= 1.494）、「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

些訊息會讓我覺得難過」（M=4.43，SD= 1.424）以及「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

訊息會令我感到煩躁」（M=4.86，SD=1.487）。顯示煩躁、無能為力、憤怒、難

過都是填答者在瀏覽臉書動態時偶爾會感受到的負面情緒。 

至於在社群媒體倦怠方面，本研究填答者在此構面的平均值達 5.29，各問項

的平均得分皆達 5分以上，顯示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經常感受到社群媒體倦怠。

各題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分別為：「最近我覺得臉書已經讓我感到煩膩」

（M=5.10，SD= 1.588）、「最近我變得不是很關心臉友們的近況或新消息」

（M=5.01，SD= 1.627）、「這陣子我對臉書上的資訊變得沒那麼感興趣了」

（M=5.61，SD= 1.251）以及「最近我覺得臉書上只有很少一部份資訊是我所需

要的」（M=5.43，SD=1.202）。由此可知，填答者雖然目前仍在使用臉書，卻已

對臉書上的資訊產生興趣減少、資訊非個人所需，甚至對臉書感到厭煩倦怠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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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填答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以及社群媒體倦怠之平均數

與標準差如表 4-1所示。 

 

表 4-1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主要因素一：資訊超載 5.15 10.405 

資訊疲勞 4.80 6.930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的訊息超過了我能吸收的數量 4.74 1.698 

最近我覺得臉書資訊更新太快，讓我感到煩累 4.77 1.534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有太多資訊會使我分心 4.81 1.587 

我覺得最近臉友或粉絲團張貼新動態的頻率太高了 4.51 1.518 

最近我覺得逐一瀏覽臉書貼文很花時間 5.48 1.541 

在使用臉書時，我會覺得某些動態的篇幅太長了 4.44 1.493 

資訊重複不可信 5.72 3.63 

我發現只要看標題或前面幾行，就可以判斷這篇臉書動態的內容是

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5.28 1.302 

我覺得最近臉書上有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意圖的廣告或業配文 6.16 1.151 

最近我覺得同一篇臉書貼文會一直重複出現在我的動態牆上 5.48 1.424 

最近我會不由得質疑臉書上的資訊是否可信 5.96 1.104 

資訊模糊 5.07 2.39 

某些臉友會把貼文寫得很隱諱，以致於我看不懂它想表達什麼 4.81 1.441 

我看到某些臉書動態，會覺得內容意涵不是很清楚 5.33 1.328 

主要因素二：社交超載 3.65 18.670 

社會比較 3.64 12.883 

最近瀏覽臉友的動態跟照片時，我覺得自己的成就不如人 3.68 1.843 

最近臉友的新動態會讓我覺得自己不夠好 3.55 1.792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嫉妒 3.29 1.619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羨慕 4.01 1.653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我覺得許多臉友都過得比我開心 3.82 1.779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焦慮 3.27 1.658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寂寞 3.52 1.738 

最近當我瀏覽臉友的臉書貼文跟照片時，會不由自主把自己拿來跟

他們比較 3.65 1.773 

最近我覺得，看了臉書反而更難放鬆身心 4.00 1.709 

社交壓力 3.65 7.856 

最近我覺得我的人際關係已經被臉書過度影響了 3.32 1.577 

最近我覺得瀏覽臉友的動態耗費我許多心力 3.88 1.681 

最近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讓我開始覺得有壓力 4.19 1.671 

就算只是關於生活瑣事的動態我也覺得自己有義務去按讚或留言 2.77 1.668 

我發現臉友用來宣洩負面情緒的文章也會使我的心情受到影響 4.04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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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現實中不熟的臉友動態會讓我覺得不自在 3.65 1.684 

我覺得在使用臉書後，我需要耗費更多力氣才能專心在其他事物上 3.72 1.768 

主要因素三：負面情緒 4.60 4.929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感到無能為力 4.59 1.42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憤怒 4.52 1.494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覺得難過 4.43 1.424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煩躁 4.86 1.487 

主要因素四：社群媒體倦怠 5.29 4.591 

最近我覺得臉書已經讓我感到煩膩 5.10 1.588 

最近我變得不是很關心臉友們的近況或新消息 5.01 1.627 

這陣子我對臉書上的資訊變得沒那麼感興趣了 5.61 1.251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只有很少一部份資訊是我所需要的 5.43 1.202 

 

二、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之資訊迴避行為現況 

  另一方面，為了解臉書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本研究綜整相關文獻，並透

過訪談與研究者個人使用經驗，設計 15項與資訊迴避行為相關的題目，藉此了

解填答者的資訊迴避現況。本部分題目亦採 Likert七點式自陳量表，分別將填答

者的答案「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無意見」、「有點同

意」、「同意」、「非常同意」給予 1到 7分的分數，並計算每位填答者的總

分，藉此了解其資訊迴避情況。 

  研究結果發現，填答者在資訊迴避的平均數為 4.63，顯示填答者在使用臉書

時偶爾會有資訊迴避行為。而本研究經因素分析後，將資訊迴避歸納為三項主要

因素，分別為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動迴避。其中，被動回應的平均數為

5.18，組內平均分數高於 5分的題目包括「最近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我會略過

或刻意不看某些文章」（M=5.44，SD=1.378）、「我最近經常對某些臉書動態視

而不見」（M=5.38，SD=1.44）、「我最近不想花太多時間與心力在某些動態

上」（M=5.29，SD=1.408）、「最近對於某些臉書動態，我傾向不點擊『繼續閱

讀』」（M=5.25，SD=1.488）等 4題。而減少使用的平均數則為 4.35，其中，有

2題的平均值高於 5分，分別為「最近我有考慮縮短使用臉書的時間」

（M=5.17，SD=1.537），以及「最近我打算減少使用臉書的頻率」（M=5.14，

SD=1.559）。 

相較於被動回應與減少使用，本研究填答者在主動迴避的分數則較低，平均

值為 4.09，平均值高於 4分的題目包括「最近我經常會手動隱藏特定的動態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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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4.33，SD=1.865）與「最近我經常取消追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但

不刪除臉友或退出粉絲專頁、社團）」（M=4.12，SD=1.827）。值得注意的是，

在資訊迴避的所有變數中，得分最低的題項為減少使用構面中的「我最近考慮刪

除臉書帳號」（M=2.84，SD=1.691）。由此可知，儘管多數使用者會忽略、對某

些臉書上的資訊視而不見，或者減少使用臉書的時間與頻率，但較不傾向採取直

接刪除臉書帳號的方式。 

  本研究填答者的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以及主動迴避等資訊迴避行為各題項

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2所示。 

 

表 4-2臉書資訊迴避行為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被動回應 5.18 7.189 

最近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我會略過或刻意不看某些文章 5.44 1.698 

我最近經常對某些臉書動態視而不見 5.38 1.534 

我最近不想花太多時間與心力在某些動態上 5.29 1.587 

我最近會很不想得知某些臉書動態 4.94 1.518 

我最近覺得，知道了某些臉書內容反而對我不好 4.76 1.541 

最近對於某些臉書動態，我傾向不點擊「繼續閱讀」 5.25 1.493 

減少使用 4.35 8.328 

最近我打算暫停使用臉書，等過一段時間後再考慮是否重新使用 3.97 1.763 

我最近想停止使用臉書，但還是會保留帳號 4.19 1.936 

我最近想減少使用臉書，改用其他的社群媒體或社交網站 4.78 1.829 

最近我打算減少使用臉書的頻率 5.14 1.559 

最近我有考慮縮短使用臉書的時間 5.17 1.537 

我最近考慮刪除臉書帳號 2.84 1.691 

主動迴避 4.09 4.626 

最近我經常取消追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但不刪除臉友或退

出粉絲專頁、社團） 4.12 1.827 

我最近開始會刪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 3.81 1.784 

最近我經常會手動隱藏特定的動態貼文 4.33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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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使用者特徵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

體倦怠與資訊迴避行為之差異 
 

  為了解使用者的性別、年齡、平均使用臉書時間、平均使用臉書頻率、臉書

好友人數，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以及採取資訊迴

避行為上的差異，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方法 ANOVA進行分析。茲將分析結

果臚列如下。 

 

一、性別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與資訊迴避行為之差

異 

首先，為了解性別在資訊超載的差異，研究者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

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F=2.325，p= .128），即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分

析檢定不同性別對資訊超載分數的效果，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1,1051)= 2.325，

p <.05，Eta square=.018，顯示女性使用者（M= 62.51，SD= 10.1116）相較於男性

使用者（M= 59.15，SD= 11.012）有較高的資訊超載程度。另外，研究者分析不

同性別填答者在社交超載的差異，Levene檢定結果顯示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

假定（F=1.005，p= .316），而以獨立樣本 T檢定檢定結果亦達到顯著，

F(1,1051)= 1.005，p <.05，Eta square=.006，顯示女性使用者（M= 59.16，SD= 

18.502）相較於男性使用者（M= 55.64，SD= 19.037）有較高的社交超載程度。 

至於在不同性別填答者的負面情緒方面，Levene同質性檢定結果亦顯示樣本

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F=.178，p= .673），獨立樣本 T檢定結果為顯著

F(1,1051)= .178，p <.05，Eta square=.053，亦即女性使用者（M= 19.02，SD= 

4.789）相較於男性使用者（M= 16.28，SD= 4.832）有較高的負面情緒程度。在

社群媒體倦怠的部分，研究者同樣先採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

性的假定（F=.759，p= .384），復運用獨立樣本 T檢定了解男性與女性填答者的

分數差異，檢定結果達顯著，F(1,1051)= .759，p <.05，Eta square=.061，顯示女

性使用者（M= 21.76，SD= 4.361）相較於男性使用者（M= 19.03，SD= 4.758）

亦有較高的社群媒體倦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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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為了解性別在資訊迴避行為的差異，研究者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

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F=.245，p=.621），接續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探

究不同性別對資訊迴避分數的效果，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1,1051)= .245，

p<.001，Eta square=.048，顯示女性使用者（M= 71.32，SD= 16.073）相較於男性

使用者（M= 62.63，SD= 16.143）有較高程度的資訊迴避行為。本研究進一步分

析性別在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動迴避等三個子構面的差異。首先，在被動回

應方面，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F=.007，

p=.935），接續透過獨立樣本 T檢定檢測不同性別對被動回應的效果，檢定結果

達到顯著，F(1,1051)= 75.232，p<.001，Eta square=.067，顯示女性使用者（M= 

32.041，SD= 0.242）相較於男性使用者（M= 27.56，SD= 0.456）較常在使用臉書

時有被動回應之資訊迴避行為。其後，在減少使用方面，研究者經由 Levene檢定

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F=.541，p=.462），接續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了解不同性別對減少使用的效果，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1,1051)= 35.01，

p<.001，Eta square=.032，顯示女性使用者（M= 26.882，SD= 0.286）相較於男性

使用者（M=23.276，SD= 0.538）亦有較高的減少使用程度。最後，在主動迴避

方面，研究者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F=.092，

p=.762），接續經由獨立樣本 T檢定探究不同性別對主動迴避的效果，然而檢定

結果未達到顯著，F(1,1051)= 3.06，p=.08，顯示男性與女性使用者在主動迴避資

訊方面並不具顯著差異。 

性別對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以及資訊迴避行為的

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詳如下表所示。 

表 4-3 性別對各主要因素影響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Levene同質性檢定 F p Eta square 

資訊超載 .128 19.22 .000** .018 

社交超載 .316 6.49 .011* .006 

負面情緒 .673 58.98 .000** .053 

社群媒體倦怠 .384 67.98 .000** .061 

資訊迴避行為 .621 52.76 .000** .048 

 被動回應 .935 75.23 .000** .067 

 減少使用 .462 35.01 .000** .032 

 主動迴避 .762 3.06 .080 - 

** p<.001，* p<.05，未達顯著之項目毋須報導 Eta squar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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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女性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等方面皆

較男性使用者有較高的平均分數。而在整體資訊迴避行為方面，不同性別之間雖

然有所差異，但細究不同的資訊迴避行為可知，女性僅在被動回應與減少使用兩

方面顯著高於男性，在主動迴避方面則男女雙方並無顯著差異。 

 

二、年齡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與資訊迴避行為之差

異 

  其後，為了解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使用經驗與行為特徵方面的差

異，本研究將填答者分為 13-18歲、19-24歲、25-30歲、31-40歲、41歲以上等

五個年齡層，並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探討各年齡層在臉書資訊超載、

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迴避行為的分數是否有所不同。其中，資

訊超載包括資訊疲勞、資訊重複不可信、資訊模糊等 3個構面，社交超載包括社

會比較與社交壓力 2個構面，至於迴避行為則包括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動迴

避等三個構面。茲分述如下。 

  為了解不同年齡在資訊超載程度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

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 .735），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檢定不同年齡層對資訊超載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 

2.886，p<.05，Eta square= .011，但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年齡對資

訊超載不具顯著效果。 

研究者進一步了解年齡在資訊疲勞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

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618），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

對資訊疲勞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2.507，p<.05，

Eta square=.009，但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亦顯示年齡對資訊疲勞不具顯

著效果。至於在資訊重複不可信此一構面，Levene檢定顯示組內樣本具有同質性

（p= .457），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資訊重複不可信分數的效

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 2.886，p<.05，Eta square= .011，但

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年齡對資訊重複不可信亦未達顯著效果。另

外，針對不同年齡在資訊模糊的差異，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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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假定（p=.573），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資訊模糊分數

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4.372，p<.05，Eta square=.016，

而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19-24歲填答者的資訊模糊程度（M= 

10.37，SD= 2.486）顯著高於 41歲以上族群。由上述可知，雖然整體而言不同年

齡對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程度未達顯著差異，倘若就詳細的構面觀之，則 19-24歲

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的資訊模糊程度較高，且與 41歲以上使用者族群有顯著差

異。 

在社交超載方面，研究者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

性的假定（p= .733），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社交超載分

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 4.074，p<.05，Eta 

square= .015，但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年齡對社交超載不具顯著效

果。為進一步了解不同年齡使用者在社會比較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亦透過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 .467），繼而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社會比較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

著，F(4,1048)= 7.035，p<.001，Eta square= .026，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

顯示，25-30歲（M= 35.00，SD= 12.850）填答者在社會比較的分數顯著高於 13-

18歲（M= 29.73，SD= 12.670）或 41歲以上（M= 28.47，SD= 13.120）族群。另

外，在社交壓力的部分，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

（p= .505），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社交壓力分數的效果，

ANOVA檢定結果未達顯著，F(4,1048)= 1.432，p=.221，顯示不同年齡層的臉書

使用者在社交壓力方面並無顯著差異。 

另一方面，為了解年齡在負面情緒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

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703），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

對負面情緒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7.77，p<.001，

Eta square=.029，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25-30歲（M= 19.34，SD= 

4.758）填答者在負面情緒的分數顯著高於 13-18歲（M=17.04，SD=4.762）、31-

40歲（M=17.42，SD= 5.263）或 41歲以上（M= 17.08，SD= 4.751）族群。 

至於在社群媒體倦怠方面，研究者先透過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

數同質性的假定（p=.976），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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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倦怠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16.509，p<.001，

Eta square=.059，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19-24歲（M= 22.27，SD= 

4.457）填答者在社群媒體倦怠的分數顯著高於 25-30歲（M=20.91，

SD=4.419）、31-40歲（M=19.86，SD= 4.536）或 41歲以上（M= 18.68，SD= 

4.506）族群。反之，41歲以上填答者在社群媒體倦怠的分數不僅顯著低於 19-24

歲族群，亦顯著低於 13-18歲（M= 21.02，SD= 4.489）或 25-30歲族群。 

其後，本研究欲探究不同年齡在資訊迴避行為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482），繼而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資訊迴避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

著，F(4,1048)=7.54，p<.001，Eta square=.028，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

示，19-24歲（M= 71.92，SD= 15.893）填答者在資訊迴避的分數顯著高於 31-40

歲（M=65.04，SD= 16.916）或 41歲以上（M= 63.78，SD= 15.524）族群。 

研究者進一步細究年齡在資訊迴避的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動迴避等不同

構面之差異。首先，為了解年齡在被動回應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

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530），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

齡層對被動回應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 6.644，

p<.001，Eta square= .025，顯示不同年齡層在採取被動回應方面具顯著效果。事

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顯示，19-24歲族群在被動回應的分數最高（M= 

31.974，SD=0.344），且相較於 31-40歲（M= 29.333，SD= 0.675）、41歲以上

（M=28.474，SD=0.73）族群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另一方面，25-30歲

（M= 31.265，SD= 0.393）族群在被動回應的分數亦顯著高於 41歲以上族群。 

另外，為了解年齡在減少使用的差異，透過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

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212），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層對減

少使用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 12.428，p<.001，Eta 

square= .045，顯示不同年齡層在採取減少使用方面具顯著效果。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顯示，13-18歲族群在減少使用的分數最高（M= 27.793，

SD=0.85），且相較於 31-40歲（M= 23.505，SD= 0.774）、41歲以上

（M=22.779，SD=0.836）族群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同時，19-24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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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81，SD= 0.395）族群在減少使用的分數亦顯著高於 25-30歲（M= 25.366，

SD= 0.45）、31-40歲、41歲以上族群。 

最後，研究者為了解年齡在主動迴避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

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621），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年齡

層對主動迴避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4,1048)= .249，p=.91，

顯示不同年齡層在採取主動迴避方面並未有顯著差異。由此可知，雖然不同年齡

層填答者的資訊迴避行為具有顯著差異，若細究其構面，則僅在被動回應或減少

使用方面具有顯著效果，在主動迴避行為方面的差異則未達顯著水準。 

填答者年齡對其在使用臉書時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

倦怠、資訊迴避行為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如下表所示。 

 

表 4-4年齡對各主要因素影響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Levene同質性檢定 F p Eta square 

資訊超載 .735 2.886 .022* .011 

 資訊疲勞 .618 2.507 .041* .009 

 資訊重複不可信 .457 2.886 .006* .011 

 資訊模糊 .573 4.372 .002* .016 

社交超載 .733 4.074 .003* .015 

 社會比較 .467 7.035 .000** .026 

 社交壓力 .505 1.432 .221 - 

負面情緒 .703 7.770 .000** .029 

社群媒體倦怠 .976 16.509 .000** .059 

資訊迴避行為 .482 7.540 .000** .028 

 被動回應 .530 6.644 .000** .025 

 減少使用 .212 12.428 .000** .045 

 主動迴避 .621 .249 .910 - 

** p<.001，* p<.05，未達顯著之項目毋須報導 Eta square值 

 

三、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與資訊

迴避行為之差異 

為了解不同平均每日使用時間的使用者在臉書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以及迴避行為的差異，本研究將填答者分為使用時間少於 5分

鐘、5分鐘到 30分鐘、30分鐘到 1小時、1-2小時、2-3小時、超過 3小時等六個

族群，並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探討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臉書資訊超



doi:10.6342/NTU201804019

67 

 

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迴避行為的分數是否有所不同。茲分

述如下。 

  為了解不同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資訊超載程度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首先經

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 .655），接續採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訊超載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

到顯著，F(5,1047)=7.223，p<.001，Eta square=.033，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

結果顯示，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者（M= 66.47，SD= 11.115）的資訊超載分數顯

著高於 5分鐘到 30分鐘（M= 61.60，SD= 10.041）、30分鐘到 1小時

（M=60.49，SD= 10.136）、1-2小時（M= 60.58，SD= 9.973）、2-3小時（M= 

60.74，SD= 10.687）的填答者。 

研究者進一步了解不同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資訊疲勞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

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713），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訊疲勞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

F(5,1047)=6.155，p<.001，Eta square=.029，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

示，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者（M= 31.71，SD= 7.104）的資訊疲勞分數顯著高於 5

分鐘到 30分鐘（M= 28.57，SD= 7.008）、30分鐘到 1小時（M= 28.02，SD= 

6.555）、1-2小時（M= 28.06，SD= 6.788）、2-3小時（M= 28.26，SD= 6.995）

的填答者。 

至於在資訊重複不可信此一構面，Levene檢定顯示組內樣本具有同質性

（p= .843），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訊重複不可信分數的效

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5,1047)= 2.064，p=.068。另外，針對不同

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資訊模糊的差異，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

性的假定（p=.292），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訊模糊分

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5,1047)=7.794，p<.001，Eta 

square=.036，而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者

（M= 11.16，SD= 2.384）的資訊模糊分數顯著高於 5分鐘到 30分鐘（M= 

10.19，SD= 2.273）、30分鐘到 1小時（M= 10.02，SD= 2.425）、1-2小時（M= 

9.76，SD= 2.225）、2-3小時（M= 9.40，SD= 2.739）的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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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超載方面，研究者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發現樣本違反變異數同質性

的假定（p= .000），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社交超載分

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5,1047)= 1.11，p=.353。為進一步了

解不同使用時間在社會比較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亦透過 Levene檢定，了解

樣本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 .000），且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

時間對社會比較分數的效果，得知 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

F(5,1047)= .402，p= .847。另外，在社交壓力的部分，Levene檢定顯示樣本違反

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 .015），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社

交壓力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具有顯著效果，F(5,1047)= 3.036，p<.05，

Eta square=.011，由於樣本變異數不同質，事後多重比較改採 Dunnett T3，檢定結

果顯示，平均每日使用臉書超過 3小時（M= 28.45，SD= 7.711）者，其在社交壓

力的分數顯著高於 5分鐘到 30分鐘（M= 24.98，SD= 7.699）或 30分鐘到 1小時

（M= 25.02，SD= 7.604）的使用者。由此可知，使用臉書時間較長者，亦有可能

是屬於在社群媒體上感受到較多社交壓力的使用者。 

另一方面，為了解不同使用時間在負面情緒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

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878），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

同使用時間對負面情緒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

F(5,1047)=3.392，p<.05，Eta square=.016，但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

示，不同使用時間的填答者在負面情緒之分數未具有顯著差異。 

至於在社群媒體倦怠方面，研究者先採用 Levene檢定，發現樣本違反變異數

同質性的假定（p=.000），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社群

媒體倦怠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5,1047)=44.558，p<.001，

Eta square=.175，事後多重比較 Dunnett T3檢定結果顯示，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

者（M= 25.31，SD= 3.016）的社群媒體倦怠分數顯著高於 5分鐘到 30分鐘（M= 

21.98，SD=4.116）、30分鐘到 1小時（M= 20.30，SD= 4.345）、1-2小時（M= 

19.45，SD=4.159）、2-3小時（M= 19.26，SD= 4.626）以及超過 3小時

（M=19.02，SD= 5.284）的填答者。同時，平均每日使用時間介於 30分鐘到 1

小時的填答者，其在社群媒體倦怠的分數亦顯著高於其他使用時間較長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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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此可知，平均使用時間較短的填答者，可能係因為已對臉書產生倦怠感，

因而僅願意付出較短的時間瀏覽臉書上的動態。 

其後，本研究欲探究不同使用時間在資訊迴避行為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322），繼而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訊迴避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

著，F(5,1047)=14.59，p<.001，Eta square=.065，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

顯示，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者（M= 79.63，SD= 16.760）的資訊迴避分數顯著高

於 5分鐘到 30分鐘（M= 69.84，SD=16.112）、30分鐘到 1小時（M= 67.57，

SD= 16.21）、1-2小時（M= 65.62，SD=14.754）、2-3小時（M= 66.67，

SD=15.913）以及超過 3小時（M=67.56，SD= 16.239）的填答者。 

研究者進一步細究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資訊迴避的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

動迴避等不同構面之差異。首先，為了解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被動回應的差異，

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794），接續採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使用時間多寡對被動回應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

著，F(5,1047)= 11.015，p <.001，Eta square=.050，顯示不同的平均每日使用時間

在被動回應具顯著效果。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顯示，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少

於 5分鐘者在被動回應的分數最高（M= 34.978，SD=0.605），且相較於使用時

間為 5分鐘到 30分鐘（M= 31.036，SD= 0.385）、30分鐘到 1小時

（M=30.598，SD=0.448）、1-2小時（M=29.464，SD=0.504）、2-3小時

（M=29.988，SD=0.776）、超過 3小時（M=30.813，SD=0.878）的族群皆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其次，為了解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減少使用的差異，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

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092），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

定使用時間多寡對減少使用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5,1047)= 

24.627，p <.001，Eta square=.105，顯示不同的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減少使用具顯

著效果。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顯示，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者在減

少使用的分數最高（M= 32.481，SD=0.68），且相較於使用時間為 5分鐘到 30

分鐘（M= 26.648，SD= 0.433）、30分鐘到 1小時（M=24.931，SD=0.503）、1-

2小時（M=23.866，SD=0.567）、2-3小時（M=23.646，SD=0.872）、超過 3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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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M=24，SD=0.987）的族群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另外，使用時間為 5

分鐘到 30分鐘者在減少使用的分數也顯著高於 1-2小時的使用者。 

最後，為了解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主動迴避的差異，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

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609），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

定使用時間多寡對主動迴避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顯著，

F(5,1047)= .772，p =.57，顯示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在減主動迴避不具顯著效果。 

填答者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對其在使用臉書時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為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如表 4-5所示。 

 

表 4-5平均每日使用時間對各主要因素影響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Levene同質性檢定 F p Eta square 

資訊超載 .655 7.223 .000** .033 

 資訊疲勞 .713 6.155 .000** .029 

 資訊重複不可信 .843 2.064 .068 - 

 資訊模糊 .292 7.794 .000** .036 

社交超載 .000** 1.11 .353 - 

 社會比較 .000** .402 .847 - 

 社交壓力 .015* 3.036 .010* .011 

負面情緒 .878 3.392 .005* .016 

社群媒體倦怠 .000** 44.558 .000** .175 

資訊迴避行為 .322 14.59 .000** .065 

 被動回應 .794 11.015 .000** .050 

 減少使用 .092 24.627 .000** .105 

 主動迴避 .609 .772 .570 - 

** p<.001，* p<.05，未達顯著之項目毋須報導 Eta square值 

 

四、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與資訊

迴避行為之差異 

為了解不同平均每日使用頻率的使用者在臉書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迴避行

為的差異，本研究將填答者使用頻率分為少於一次、1-2次、3-5次、6-10次、多

於 10次等五個族群，並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進行分析研究。茲分述

如下。 

  為了解不同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資訊超載程度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首先經

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506），接續採用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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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頻率對資訊超載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

顯著，F(4,1048)=7.242，p<.001，Eta square=.027，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

果顯示，每日使用臉書少於一次者（M= 66.07，SD=10.719）的資訊超載分數顯

著高於 1-2次（M= 61.99，SD= 9.788）、3-5次（M= 60.65，SD= 10.471）、6-10

次（M=60.85，SD=10.066）、多於 10次（M=61.14，SD= 10.602）的填答者。 

研究者進一步了解不同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資訊疲勞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

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850），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檢定不同頻率對資訊疲勞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

F(4,1048)=6.987，p<.001，Eta square=.026，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

示，每日使用臉書少於一次者（M= 31.52，SD= 6.923）的資訊疲勞分數顯著高於

1-2次（M= 29.02，SD= 6.705）、3-5次（M= 28.05，SD= 6.905）、6-10次（M= 

28.04，SD= 6.971）、多於 10次（M= 28.28，SD= 6.785）的填答者。 

至於在資訊重複不可信此一構面，Levene檢定顯示組內樣本具有同質性

（p= .843），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對資訊重複不可信

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4,1048)= 1.393，p= .234。另外，

針對不同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資訊模糊的差異，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

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429），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

訊模糊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8.148，p<.001，Eta 

square=.030，而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每日使用臉書少於一次者

（M=11.13，SD= 2.180）的資訊模糊分數顯著高於 1-2次（M= 10.27，SD= 

2.341）、3-5次（M= 9.96，SD= 2.343）、6-10次（M= 9.80，SD= 2.349）、多於

10次（M= 9.81，SD= 2.580）的填答者。 

在社交超載方面，研究者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發現樣本違反變異數同質性

的假定（p=.013），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社交超載分

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4,1048)= 2.283，p=.059。為進一步

了解不同使用頻率在社會比較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亦透過 Levene檢定，了

解樣本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004），且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

用頻率對社會比較分數的效果，得知 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

F(4,1048)=1.275，p= .278。另外，在社交壓力的部分，Levene檢定顯示樣本未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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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145），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頻率對

社交壓力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具有顯著效果，F(4,1048)= 3.041，

p<.05，Eta square=.011，事後多重比較採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每日使用臉書少

於一次者（27.11，SD= 8.689）的社交壓力分數顯著高於 1-2次（M= 24.47，SD= 

8.043）。 

另一方面，為了解不同使用頻率在負面情緒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

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820），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

同使用頻率對負面情緒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

F(4,1048)=2.051，p=.085。 

至於在社群媒體倦怠方面，研究者先採用 Levene檢定，發現樣本違反變異數

同質性的假定（p=.000），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頻率對社群

媒體倦怠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46.185，p<.001，

Eta square=.150，事後多重比較 Dunnett T3檢定結果顯示，每日使用臉書少於一

次者（M=25.10，SD= 3.283）的社群媒體倦怠分數顯著高於 1-2次（M= 22.01，

SD= 4.360）、3-5次（M= 20.47，SD= 4.123）、6-10次（M= 20.18，SD= 

4.362）、多於 10次（M= 18.96，SD=4.804）的填答者。 

其後，本研究欲探究不同使用頻率在資訊迴避行為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052），繼而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訊迴避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具有顯著

差異，F(4,1048)=18.176，p<.001，Eta square=.065，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

果顯示，每日使用臉書少於一次者（M= 78.95，SD= 17.668）的社群媒體倦怠分

數顯著高於 1-2次（M= 71.52，SD= 16.165）、3-5次（M= 66.92，SD= 

15.105）、6-10次（M= 67.20，SD= 14.636）、多於 10次（M= 65.42，SD= 

17.287）的填答者。 

研究者進一步細究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資訊迴避的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

動迴避等不同構面之差異。首先，為了解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被動回應的差異，

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018），接續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使用頻率對被動回應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

F(4,1048)= 10.838，P<.001，Eta square= .040，顯示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被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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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顯著效果。因樣本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事後多重比較採 Dunnett 

T3檢定，檢定結果指出，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少於一次者在被動回應的分數最高

（M= 34.523，SD= 0.614），且相較於 1-2次（M= 31.441，SD=0.435）、3-5次

（M= 30.229，SD= 0.398）、6-10次（M= 30.548，SD= 0.515）、多於 10次

（M= 29.737，SD=0.565）的族群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其次，為了解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減少使用的差異，透過 Levene檢定了解樣

本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277），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使用

頻率對減少使用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4,1048)= 35.086，p 

<.001，Eta square=.118，顯示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減少使用方面具有顯著效果。

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顯示，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少於一次者在減少使用的分

數最高（M= 32.083，SD= 0.682），且相較於 1-2次（M= 28.053，SD= 0.483）、

3-5次（M= 24.697，SD= 0.442）、6-10次（M= 23.851，SD= 0.571）、多於 10

次（M= 23.192，SD= 0.627）的族群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同時，每日使用

臉書 1-2次者在減少使用傾向也顯著多於 3-5次、6-10次、多於 10次的使用者。 

最後，為了解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主動迴避的差異，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

解樣本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178），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

使用頻率對主動迴避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4,1048)= 1.168，p 

=.323，顯示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在主動迴避方面並未具有顯著效果。 

填答者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對其在使用臉書時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為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如表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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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平均每日使用頻率對各主要因素影響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Levene同質性檢定 F p Eta square 

資訊超載 .506 7.242 .000** .027 

 資訊疲勞 .850 6.987 .000** .026 

 資訊重複不可信 .843 1.393 .234 - 

 資訊模糊 .429 8.148 .000** .030 

社交超載 .013 2.283 .059 - 

 社會比較 .004* 1.275 .278 - 

 社交壓力 .145 3.041 .017* .011 

負面情緒 .820 2.051 .085  - 

社群媒體倦怠 .000** 46.185 .000** .150 

資訊迴避行為 .052 18.176 .000** .065 

 被動回應 .018 10.838 .000** .040 

 減少使用 .277 35.086 .000** .118 

 主動迴避 .178 1.168 .323 - 

** p<.001，* p<.05，未達顯著之項目毋須報導 Eta square值 

 

五、臉書好友人數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與資訊迴避

行為之差異 

研究者將填答者根據好友人數，區分為介於 0-50人、51-100人、101-300

人、301-500人、501-1000人、超過 1000人等六個族群，並進一步分析其在資訊

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為的差異。茲分述如

下。 

  首先，為了解不同好友人數在資訊超載程度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 .405），接續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使用時間對資訊超載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

顯著，F(5,1047)= 1.021，p= .404。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臉書好友人數在資訊疲勞

的差異，研究者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

（p=.448），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好友人數對資訊疲勞分數的效

果，ANOVA檢定結果亦未達到顯著，F(5,1047)=.622，p=.683。 

至於在資訊重複不可信此一構面，Levene檢定顯示組內樣本具有同質性

（p=.497），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好友人數對資訊重複不可信分數的效

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5,1047)= 1.032，p=.397。另外，針對不同

好友人數在資訊模糊的差異，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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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97），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好友人數對資訊模糊分數的效

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5,1047)=2.551，p<.05，Eta square=.012，然則

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組內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在社交超載方面，研究者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未違反變異數同質

性的假定（p=.575），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臉書好友人數對社交

超載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F(5,1047)= 1.155，p=.330。為

進一步了解不同好友人數在社會比較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研究者亦透過 Levene檢

定，了解樣本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573），且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

定不同好友人數對社會比較分數的效果，得知 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

F(5,1047)= 1.761，p=.118。另外，在社交壓力的部分，Levene檢定顯示樣本違反

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576），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好友人數對社

交壓力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並不具有顯著效果，F(5,1047)= .785，

p=.561。 

另一方面，為了解不同好友人數在負面情緒的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

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350），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

同使用時間對負面情緒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

F(5,1047)=.547，p=.741。 

至於在社群媒體倦怠方面，研究者先採用 Levene檢定，發現樣本未違反變異

數同質性的假定（p=.938），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臉書好友人數

對社群媒體倦怠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5,1047)=3.549，

p<.05，Eta square=.017，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顯示，臉書好友人數介於

51-100人的填答者（M= 21.78，SD=4.570）社群媒體倦怠分數顯著高於好友人數

為 501-1000人（M= 20.03，SD=4.505）的填答者。 

其後，本研究欲探究不同好友人數在資訊迴避行為方面是否具有差異。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088），繼而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好友人數對資訊迴避分數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

著，F(5,1047)=2.843，p<.05，Eta square=.013，但事後多重比較 Scheffe檢定結果

顯示，不同好友人數的組間差異不具有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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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進一步細究不同臉書好友人數在資訊迴避的被動回應、減少使用、主

動迴避等不同構面之差異。為了解臉書好友人數在被動回應的差異，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134），接續採用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檢定好友人數對被動回應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到顯著，

F(5,1047)= 1.977，p =.080，顯示臉書好友人數在被動回應方面不具有顯著效果。 

其次，為了解臉書好友人數在減少使用的差異，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

本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231），接續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好友

人數對減少使用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達到顯著，F(5,1047)= 3.311，p <.05，

Eta square=.016，顯示臉書好友人數在減少使用方面具有顯著效果。事後多重比

較 Scheffe檢定顯示，臉書好友人數為 51-100人的使用者在減少使用的分數最高

（M= 27.634，SD= .599），與臉書好友人數為 301-500人的使用者（M= 24.79，

SD= .566）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最後，為了解臉書好友人數在主動迴避的差

異，首先經由 Levene檢定了解樣本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定（p=.300），接續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好友人數對主動迴避的效果，ANOVA檢定結果未達

到顯著，F(5,1047)= 1.267，p =.276，顯示臉書好友人數在主動迴避方面並未具有

顯著效果。臉書好友人數對本研究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

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為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如表 4-7

所示。 

  



doi:10.6342/NTU201804019

77 

 

 

表 4-7臉書好友人數對各主要因素影響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Levene同質性檢定 F p Eta square 

資訊超載 .405 1.021 .404 - 

 資訊疲勞 .448 .622 .683 - 

 資訊重複不可信 .497 1.032 .397 - 

 資訊模糊 .897 2.551 .026* .012 

社交超載 .575 1.155 .330 - 

 社會比較 .573 1.761 .118 - 

 社交壓力 .576 .785 .561 - 

負面情緒 .350 .547 .741 - 

社群媒體倦怠 .938 3.549 .003* .017 

資訊迴避行為 .088 2.843 .015* .013 

 被動回應 .134 1.977 .080 - 

 減少使用 .231 3.311 .006* .016 

 主動迴避 300 1.267 .276 - 

** p<.001，* p<.05，未達顯著之項目毋須報導 Eta squar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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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

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方法，探究使用者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與資訊迴避行為的關係及其解釋力。茲將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行為之迴歸方程

式 

研究者採用多元迴歸方法進行分析，藉以了解本研究填答者的資訊超載、社

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行為的影響力。分析結果顯示，所

有自變項對依變項的整體解釋力為 56%，且所有變項兩兩間簡單相關並達顯著水

準，如表 4-8所示，表中同時列出每個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以資訊超載、社

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預測資訊迴避的迴歸方程式為：資訊迴避= -

2.289+.338資訊超載+.095社交超載+.569負面情緒+1.646社群媒體倦怠。R2=.557

（調整後的 R2=.555），相關顯著，F(4,1048)=329.33，p<.001，預估的標準誤

=10.99。換言之，臉書使用者的資訊迴避行為有 56%可以用資訊超載、社交超

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來解釋。而整體迴歸模式達到顯著，表示前述的

56%解釋力具有統計意義。同時，所以自變項對資訊迴避的獨有變異（unique 

variance）皆達顯著水準，所有自變項的 γ值、beta值與顯著檢定結果列於表 4-

9。 

 

表 4-8 各變項對資訊迴避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資訊迴避 資訊超載 社交超載 負面情緒 社群媒體倦怠 

資訊超載 .586**     

社交超載 .383** .356**    

負面情緒 .504** .536** .439**   

社群媒體倦怠 .665** .532** .273** .376**  

平均值 69.40 61.77 58.39 18.41 21.16 

標準差 16.48 10.41 18.67 4.93 4.5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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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多元迴歸分析之自變項 γ值、beta分配、顯著檢定結果 

  γ值 beta分配 t(1048) 顯著性 

資訊超載 .162 .213 7.88 .000 

社交超載 .095 .107 4.62 .000 

負面情緒 .136 .170 6.61 .000 

社群媒體倦怠 .384 .459 18.69 .000 

 

 

二、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行為之路徑分析 

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又可稱為徑路分析、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s, SEM）。使用路徑分析的目的，是因為假設或懷疑多重變項間具

有因果關係。在路徑分析中，變項必須是連續變數；兩兩變數間的徑路係數

（path coefficient）即為迴歸分析中的標準化迴歸係數，而此二變數間的效果則稱

為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如果自變數對依變數產生影響時有透過其他中介變

數（mediated variable），則稱為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直接效果加間接效

果為總效果。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採用路徑分析方法，加以驗證 ：（1）資訊超載與社交

超載具有相關關係，（2） 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會影響負面情緒，（3）資訊超

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會影響社群媒體倦怠，（4）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

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會影響資訊迴避程度。茲將路徑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首先，透過迴歸分析結果可知，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的 Pearson相關係數

為.36，p<.001，顯示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僅為低度相關。其後，研究者以多元迴

歸分析了解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對負面情緒之影響，分析結果顯示資訊超載與社

交超載對負面情緒均有直接效果，路徑分數分別為.44（p<.001）與.28

（p<.001）。 

至於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對社群媒體倦怠的影響方面，經由迴

歸分析結果指出，此三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皆具有直接效果，其中，資訊超載對社

群媒體倦怠的直接路徑分數為.45（p<.001），社交超載為.07（p<.05），負面情

緒為.10（p<.05）。由上述可知，資訊超載對社群媒體倦怠的影響，除了具有直

接效果之外，尚具有一個由負面情緒中介的間接效果，此間接效果的強度為兩個

直接效果的乘積，因此為.45*.10=.05，資訊超載對社群媒體倦怠的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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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5+.05=.50。同時，社交超載亦透過負面情緒作為中介變項，對社群媒體倦怠

產生影響，此間接效果為.07*.10=.01，社交超載對社群媒體倦怠的總效果

為.07+.01=.08。 

最後，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的影響

方面，經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此四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皆具有直接效果。資訊超

載對資訊迴避的直接路徑分數為.21（p<.001），社交超載對資訊迴避的直接路徑

分數為.11（p<.001），負面情緒對資訊迴避的直接路徑分數為.17（p<.001），社

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的直接路徑分數為.46（p<.001）。進一步考慮中介變項的

影響，則資訊超載以社群媒體倦怠為中介變項，對資訊迴避的間接路徑分數

為.21*.46=.10，負面情緒以社群媒體倦怠為中介變項，對資訊迴避的間接路徑分

數為.17*.46=.08，社交超載以社群媒體倦怠為中介變項，對資訊迴避的間接路徑

分數為.11*.46=.05。 

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效果如下圖所示。 

 

圖 4-1 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之路徑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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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臉書使用者在使用社群媒體時之經驗感受與行為特徵，並探

究不同特質的使用者族群，其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資訊迴避行為等上的差

異，以及了解臉書使用者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程度對

於其所採取的資訊迴避行為是否具有影響力。以下茲臚列本研究之結論，並提出

相關之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臉書使用者之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

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為情況，總計分析 1053份有效樣本，具體之研究結論分

述如下。 

 

一、臉書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

為之實際情形 

茲根據研究調查發現，將臉書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資訊迴避行為

現況歸納為以下幾點結論。 

 

（一）臉書使用者偶爾或經常會感到資訊超載 

本研究填答者在使用臉書時偶爾或經常會感到資訊超載，其中，「我覺得最

近臉書上有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意圖的廣告或業配文」、「最近我會不由得質疑臉

書上的資訊是否可信」、「最近我覺得同一篇臉書貼文會一直重複出現在我的動

態牆上」、「最近我覺得逐一瀏覽臉書貼文很花時間」、「我看到某些臉書動

態，會覺得內容意涵不是很清楚」、「我發現只要看標題或前面幾行，就可以判

斷這篇臉書動態的內容是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是平均分數較高的項目，顯示使用

者經常會覺得在臉書上看到具有廣告意圖或內容不可信的文章，也較常會對臉書

上的貼文感到懷疑，認為臉書資訊不具可信度或權威性。另外，使用者也認為某

些貼文出現的重複性高或內容文意不清，並且自覺閱讀臉書動態是耗費時間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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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臉書使用者偶爾會感到社交超載 

與資訊超載相較，臉書使用者感受到的社交超載的程度較低，顯示使用者雖

然偶爾會感到資訊超載，但整體而言並非經常有此情況。在社交超載的各變項

中，平均分數較高的項目包括「最近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讓我開始覺得有壓

力」、「我發現臉友用來宣洩負面情緒的文章也會使我的心情受到影響」、「最

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到羨慕」以及「最近我覺

得，看了臉書反而更難放鬆身心」，顯示本研究填答者偶爾在使用臉書時會因為

臉友的動態內容，而對自身產生壓力感或對他人的生活感到羨慕，若看到具有負

面意涵的動態可能會受到影響；同時，儘管一般使用者常是為了休閒娛樂或與他

人建立交流等目的而使用臉書，本研究填答者卻在使用臉書後，偶爾會因社交方

面的因素而感到難以放鬆身心。 

 

（三）使用者偶爾或經常在使用臉書時感受到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 

相較於社交超載程度，本研究填答者的負面情緒程度略高，在使用臉書時偶

爾會因為瀏覽動態內容，而產生煩躁、無能為力、憤怒或難過等負面情緒。另一

方面，填答者目前雖然仍是臉書使用者，卻已然經常在使用臉書時對社群媒體感

到倦怠，例如對臉書使用產生煩膩感、對他人描述的近況不再感興趣、覺得臉書

上僅少部分資訊內容為個人所需等。 

 

（四）使用者偶爾或經常採取忽略、視而不見、減少使用臉書的時間與頻率的方

式迴避臉書資訊，但較少直接刪除帳號 

在本研究的 15項資訊迴避行為題目中，平均分數較高的題目包括「最近在瀏

覽臉書動態牆時，我會略過或刻意不看某些文章」、「我最近經常對某些臉書動

態視而不見」、「我最近不想花太多時間與心力在某些動態上」、「最近對於某

些臉書動態，我傾向不點擊『繼續閱讀』」、「最近我有考慮縮短使用臉書的時

間」、「最近我打算減少使用臉書的頻率」。相反的，較少人同意「我最近考慮

刪除臉書帳號」，顯示多數臉書使用者雖然會忽略、對某些臉書上的資訊視而不

見，或者減少使用臉書的時間與頻率，但較不傾向採取直接刪除臉書帳號的方式

來斷絕此日常生活中的資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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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特質的使用者族群的差異 

茲根據獨立樣本 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將不同性別、年齡、平均

使用時間、平均使用頻率、好友人數的臉書使用者在社群媒體平台的使用經驗與

行為特徵之差異歸納如下。 

 

（一）女性使用者普遍較男性使用者較常感到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

社群媒體倦怠，且較常採取被動回應與減少使用等資訊迴避策略 

本研究中，女性臉書使用者在各主要因素的平均分數皆顯著高於男性使用

者，顯示女性在使用臉書時較常感受到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以及社

群媒體倦怠。整體而言，女性亦較男性更常具有資訊迴避行為。不過，在三種主

要的資訊迴避行為中，男女僅在被動回應與減少使用兩方面具有顯著差異，而在

主動迴避方面則女性使用者的分數並未顯著高於男性使用者。 

 

（二）年齡對整體資訊超載、社交超載無顯著差異，年紀較長的使用者較無負面

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年紀較輕的使用者較常有資訊迴避情況 

整體而言，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在使用臉書時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並無顯

著差異，不過，就細部的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構面來看，19-24歲填答者在使用

臉書時的資訊模糊程度顯著高於 41歲以上的使用者族群，而 25-30歲填答者則較

13-18歲或 41歲以上族群在社會比較的分數上有顯著較高的平均分數。在負面情

緒感受方面，25-30歲在負面情緒的分數顯著高於 13-18歲、31-40歲或 41歲以上

族群。另一方面，19-24歲填答者在社群媒體倦怠的分數顯著高於 25-30歲、31-

40歲或 41歲以上族群。相反的，本研究年紀較長的填答者普遍對臉書較未感到

倦怠， 41歲以上填答者在社群媒體倦怠的分數不僅顯著低於 19-24歲族群，亦顯

著低於 13-18歲或 25-30歲族群。 

整體而言，19-24歲填答者較 31-40歲、41歲以上族群更常在使用臉書時產生

資訊迴避的情況。其中，相較於 31-40歲、41歲以上的使用者，19-24歲族群在

被動回應的分數顯著較高，13-18歲族群在減少使用部分則有顯著較高的分數，

不過，不同年齡層使用者在主動迴避行為上較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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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均每日使用臉書少於 5分鐘者較常感受到資訊超載、社群媒體倦怠，且

較常具有資訊迴避行為 

在本研究中，每日平均臉書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者在資訊超載程度方面顯著

高於其他使用者族群，且無論是在資訊疲勞、資訊重複不可信、資訊模糊等主要

因素的平均分數，皆較使用時間較長的其他使用者來得高。整體而言，每日平均

使用時間長短在社交超載、負面情緒部分並未有顯著差異，雖然如此，就細部構

面觀之，卻可發現使用臉書時間較長者，亦屬在社群媒體上感受到較多社交壓力

的使用者。至於在社群媒體倦怠方面，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者的平均分數較高，

且顯著高於其他族群。最後，在迴避行為方面，使用臉書時間少於 5分鐘者的整

體平均分數較其他使用者族群高，就細部的主要行為觀之，使用時間少於 5分鐘

者較其他使用者更常具有被動回應與減少使用行為，但使用時間多寡在主動迴避

方面則無顯著差異。 

 

（四）每天使用臉書少於一次的使用者有較高程度的資訊超載、社群媒體倦怠，

且較常有資訊迴避行為 

每天使用臉書少於一次的使用者具有較高程度的資訊超載程度，且以細部構

面而論，其在資訊疲勞、資訊模糊等主要因素的分數較高，唯在資訊重複不可信

方面則使用頻率多寡並無顯著差異。整體而言，不同的臉書使用頻率並未在使用

者間具有顯著差異，但在社交壓力部分，每天使用臉書少於一次的使用者則顯著

高於每日使用 1-2次者。在負面情緒方面，不同的臉書使用頻率之間較無顯著差

異。至於在社群媒體倦怠的部分，每日使用臉書少於一次者，則較其他使用者更

常對臉書產生社群媒體倦怠的感受。整體而言，使用臉書少於一次者較其他使用

者族群較常有資訊迴避的情況，不過僅在被動回應與減少使用方面達到顯著差

異，不同使用頻率在使用者的主動迴避行為方面並未有顯著差異。 

 

（五）好友人數不同僅在社群媒體倦怠具有顯著差異 

臉書好友人數多寡在整體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的平均分數並無顯

著差異，但在社群媒體倦怠的部分，則臉書好友人數介於 51-100人的填答者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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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媒體倦怠的分數較高，與好友人數為 501-1000人的使用者族群達到顯著差異。

另外，雖然整體而言臉書好友人數在資訊迴避方面未達顯著，以細部構面觀之，

則好友人數為 51-100人的使用者在減少使用的分數顯著高於好友人數介於 301-

500人的族群。 

 

三、資訊超載、社交超載對資訊迴避行為之影響程度 

本研究採多元迴歸方式，探究臉書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程度、社交超載程度、

負面情緒程度、社群媒體倦怠程度對於其所採取的資訊迴避行為是否具有影響

力。茲將研究結論臚列如下。 

（一）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行為的整體迴

歸模式達到顯著 

根據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臉書使用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

群媒體倦怠皆與資訊迴避顯著相關，且會影響資訊迴避行為，自變項對資訊迴避

行為的整體解釋力為 56%。以自變項預測資訊迴避的迴歸方程式為：資訊迴避= -

2.289+.338資訊超載+.095社交超載+.569負面情緒+1.646社群媒體倦怠。 

 

（二）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會直接或透過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影響資訊迴避 

透過路徑分析結果可知，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僅為低度相關，而資訊超載與

社交超載分別對負面情緒有顯著影響。另外，資訊超載、社交超載會分別直接影

響社群媒體倦怠，亦會透過中介變項負面情緒對社群媒體倦怠產生間接影響。至

於在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對資訊迴避的影響方面，經

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此四個自變項對資訊迴避行為皆具有直接效果。資訊超載

與社交超載除了對資訊迴避有直接影響，亦會透過負面情緒與社群媒體倦怠對資

訊迴避產生間接影響。而做為中介變項的負面情緒與社群媒體倦怠，除了做為資

訊超載與社交超載的依變項，在結構方程式中亦可視為自變項對資訊迴避產生顯

著的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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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綜整前述統計結果與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數點對使用者與經營者的實

務建議，以及未來研究建議。 

 

一、 對使用者與臉書經營者之建議 

（一）經常感受到資訊超載的使用者，可採取適當之資訊迴避策略 

本研究之臉書使用者經常會覺得在臉書上看到具有廣告意圖或內容不可信的

文章、認為某些貼文出現的重複性高或內容文意不清，抑或者覺得瀏覽臉書資訊

相當花費時間。同時，臉書使用者普遍會採取忽略、視而不見，或藉由減少使用

時間與頻率的方式來迴避相關資訊。由此可知，在臉書上感受到資訊超並進而採

取相關之資訊迴避策略，乃是普遍且許多使用者皆曾有過的經驗。事實上，臉書

營運單位除了強化相關之演算法之外，亦提供使用者自行過濾或淘選臉書資訊內

容的功能，例如在不退出或不刪除好友的情況下取消追蹤動態、針對各個動態內

容設定隱藏內容、手動設定推播內容等，但本研究之臉書使用者在主動運用相關

功能設定方面的分數較低。基此，研究者建議經常感受到資訊超載的使用者，可

加以了解臉書所提供的相關功能，主動設定與挑選個人所需的動態與文章，藉此

降低在臉書上感受到的資訊超載程度。 

另一方面，儘管本研究之臉書使用者的社交超載程度較不及資訊超載程度，

仍有部分使用者感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比較、社交壓力等情況，且整體而言，臉

書使用者已有較高頻率會覺得臉書令其感到煩膩，或者變得較不關心臉友們的近

況或新消息。於此同時，臉書好友人數超過百人的比例仍佔七成以上。因此，本

研究建議，對於經常感受到前述社交超載情況的使用者，除了被動地忽略或對某

些動態視而不見、減少使用時間與頻率之外，亦可重新考慮個人使用臉書所欲達

到的社交目的，適度地主動取消或刪除追蹤的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將社群網

站上的人際網絡大小縮減至個人較可掌握的範疇，以降低個人在使用臉書時感受

到的社交超載程度。 

 

（二）女性與 25-30歲族群宜對於個人的資訊超載或社交超載情況有所認識，並

採取適當之資訊迴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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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女性使用者族群較男性更常遇到資訊超載情況，在使用臉書時

也較常感受到社交壓力、負面情緒，甚或社群媒體倦怠，且從統計結果可知，女

性使用者較男性使用者更常採取被動回應、減少使用的方式來迴避臉書上的資訊

內容。由此可知，儘管社群媒體的介面設計與功能發展並未因使用者性別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但不同性別的使用者在運用社群媒體的資訊、社交功能時，卻可能

因使用目的或個人在使用時的情境脈絡不同而產生程度不一的資訊超載或社交超

載現象，並進而導致使用者採取相應之資訊迴避行為。爰此，本研究建議女性臉

書使用者可嘗試自我覺察個人在使用臉書時是否經常感受到資訊疲乏、認為資訊

反覆出現或內容不可信、資訊內容模糊等情況，以及是否經常在瀏覽臉書資訊時

產生社會比較、社交壓力，並進而出現負面情緒或對社群媒體產生煩膩的感受。

在審視個人使用經驗後，宜了解到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乃是社群媒體中確實存在

的資訊現象，從而判斷哪些類型的動態內容易使個人產生負面情緒，並進而在直

接採取被動回應、減少使用等迴避策略之外，亦考慮透過臉書功能設定或其他主

動選擇資訊的方法，對個人獲取資訊的管道進行把關，以此減少日後於臉書上感

受到的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程度。 

另外，在本研究中， 25-30歲之青年族群較常在瀏覽臉書動態時產生社會比

較，並進而衍生負面情緒感，此顯示 25-30歲等初踏入社會的年輕族群雖然經常

會透過社群媒體獲得資訊或與朋友交流互動，卻也可能因此產生與他人比較的心

態，並因此感覺到壓力。因此，研究者亦建議 25-30歲之年輕族群可自我覺察個

人欲與他人比較的行為或心情，了解個人在看見哪些主題類型的資訊時較產生壓

力感，並了解適度地比較人我之間的差異可增進個人成長，但不宜過度放大他人

的優勢。若有需要，亦建議使用者可加以區辨亦造成社會比較的資訊為何，並主

動透過功能設定的方式，針對前述臉書資訊加以控管，以減少因此衍生負面情緒

的情況。另外，對於較可能在臉書上感受到疲乏的 19-24歲使用者，則可考慮將

與他人交流互動的方式部份轉移至現實生活中的活動或其他通訊軟體，如此一

來，在採取減少使用策略的情況下，則仍可與生活周遭的他人維持適當之人際互

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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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臉書平台提供服務者與臉書營運單位可加以關注使用者的資訊超載與

社交超載情況 

在本研究中，使用者的資訊超載與社交超載情況，會顯著影響其感受到的負

面情緒，進而使其產生社群媒體倦怠，並進一步訴諸資訊迴避策略，如透過被動

回應或減少使用的行為來避免獲得資訊。然而，無論使用者忽略資訊、對資訊內

容視而不見，或是不點擊「繼續閱讀」，彼等行為皆是提供服務者欲藉由臉書此

一資訊平台發佈、散播資訊內容時所不樂見的。因此，運用臉書平台提供相關服

務者，例如各類型圖書館、個人品牌經營者、網路商店賣家等，可妥善思考並加

以調整在臉書上發佈之資訊內容，提供文意清楚、新穎、篇幅不致於過長的動態

文章，或者調整適當的互動頻率，在提升追蹤者黏著度的同時避免造成其在社交

方面感受到壓力，同時，亦可輔以使用者行為研究，了解追蹤臉書帳號或粉絲專

頁者所感興趣的內容為何，並進一步針對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提供相應之資訊內

容。 

另一方面，儘管目前臉書已推出數種幫助使用者過濾動態與推播資訊的功

能，由本研究結果可知，仍有許多使用者較常採取被動回應、減少使用等方式來

迴避資訊，而減少使用意即使用者黏著度降低，此乃是臉書營運單位亟欲避免的

情況。因此，本研究建議臉書營運單位宜優化相關功能的設定流程，讓使用者能

以更直覺簡便的方式控制個人欲獲得的資訊，並加強資訊過濾功能的教學與宣

傳，使目前仍不熟悉彼等功能的使用者能嘗試並學習操作方式，協助臉書使用者

成為個人的資訊守門人，以減少因資訊超載情況而減少使用的情況發生。 

 

二、未來研究建議 

茲將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分述如下。 

 

（一）可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了解使用者較常迴避的資訊主題 

本研究乃是透過量化研究方法，了解填答者的資訊超載、社交超載、負面情

緒、社群媒體倦怠、資訊迴避行為的程度與交互作用關係，但並未對填答者動態

牆上的資訊內容進行分析。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進一步透過質性的訪談研究或田

野觀察研究，深入了解社群媒體使用者在偶遇哪些主題類型或媒體形式的資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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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時，易產生較高程度的資訊超載、資訊迴避行為、負面情緒、社群媒體倦怠感

受，並進而導致當事者感到欲迴避該資訊的想法或付諸實際的資訊迴避行為，從

而針對彼等主題類型或媒體形式的資訊內容加以分類，藉以深化社群媒體資訊迴

避行為之研究。 

 

（二）研究對象可觸及其他社群媒體環境之使用者 

此外，本研究僅聚焦於臉書社群平台的相關資訊行為進行研究，而隨著近年

來其他社群媒體使用者人數日漸增加，建議未來之相關研究亦可針對 Instagram、

Twitter或其他常見之社群媒體環境的使用者進行研究，以探討使用者在運用具有

不同功能、特色、使用介面的社群媒體，其資訊迴避行為之異同。 

 

（三）未來之相關研究宜加以探究資訊迴避對當事者的後續影響 

同時，本研究乃是探究影響臉書資訊迴避行為的主要因素為何，並未涉及填

答者採取資訊迴避策略後，對其個人是否有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此，亦建議未

來研究可進一步追蹤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採取資訊迴避策略後，該行為對當事者

的正負面影響為何，藉以擴增資訊迴避行為在社群媒體環境所涉及的理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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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臉書使用行為研究 研究問卷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的林紫晴，目前正在執行一項與

臉書（Facebook）資訊行為有關的研究，誠摯地邀請您填答本研究的線上問卷。 

問卷填寫時間約 10到 15分鐘，答案沒有對或錯，請根據您平常使用臉書的

印象或經驗填答即可。為感謝參與者的熱心填答，我們準備了面額 100元的全家

便利商店禮物卡 10份，將從有效問卷中隨機抽取 10位填答者贈送，如果您願意

參加抽獎活動，請於問卷的最後留下您的姓名與聯絡方式。 

本研究所搜集之資料僅供學術使用，姓名與聯絡方式亦僅限於抽獎時使用，

絕不會外流，敬請安心填答。如有任何疑慮或相關問題，敬請與我聯繫。再次感

謝您的參與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林紫晴 敬上 

E-mail: r02126028@ntu.edu.tw 

---------------------------------問卷開始--------------------------- 

◎ 臉書資訊特質  

此部分題組是希望了解您在臉書接收之資訊具有何種特質，答案沒有對與

錯，請根據您平常在使用臉書時的印象或經驗，針對每一個敘述，選擇最符合您

的答案。 

題

號 

題目 總

是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無

意

見 

很

少

如

此 

幾

乎

不

曾 

從

未

如

此 

1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只有很少一部份資訊是我所需要的 7 6 5 4 3 2 1 

2 這陣子我對臉書上的資訊變得沒那麼感興趣了 7 6 5 4 3 2 1 

3 我看到某些臉書動態，會覺得內容意涵不是很清楚 7 6 5 4 3 2 1 

4 某些臉友會把貼文寫得很隱諱，以致於我看不懂它想表

達什麼 

7 6 5 4 3 2 1 

5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的訊息超過了我能吸收的數量 7 6 5 4 3 2 1 

6 在使用臉書時，我會覺得某些動態的篇幅太長了 7 6 5 4 3 2 1 

7 最近我覺得同一篇臉書貼文會一直重複出現在我的動態

牆上 

7 6 5 4 3 2 1 

8 我發現只要看標題或前面幾行，就可以判斷這篇臉書動

態的內容是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7 6 5 4 3 2 1 

9 我覺得最近臉書上有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意圖的廣告或業

配文 

7 6 5 4 3 2 1 

10 最近我會不由得質疑臉書上的資訊是否可信 7 6 5 4 3 2 1 

11 最近我覺得臉書資訊更新太快，讓我感到煩累 7 6 5 4 3 2 1 

12 我覺得最近臉友或粉絲團張貼新動態的頻率太高了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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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近我覺得臉書上有太多資訊會使我分心 7 6 5 4 3 2 1 

14 最近我覺得逐一瀏覽臉書貼文很花時間 7 6 5 4 3 2 1 

15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覺得難過 7 6 5 4 3 2 1 

16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讓我感到無能為力 7 6 5 4 3 2 1 

17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煩躁 7 6 5 4 3 2 1 

18 最近看到臉書上的某些訊息會令我感到憤怒 7 6 5 4 3 2 1 

 

◎ 臉書社交行為特質  

此部分題組是希望了解您在臉書上的社交習慣，答案沒有對與錯，請根據您

平常使用臉書時的印象或經驗，針對每一個敘述，選擇最符合您的答案。 

題

號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最近在臉書上維持社交生活讓我開始覺得有壓力 7 6 5 4 3 2 1 

2 最近我覺得我的人際關係已經被臉書過度影響了 7 6 5 4 3 2 1 

3 最近我覺得瀏覽臉友的動態耗費我許多心力 7 6 5 4 3 2 1 

4 我發現臉友用來宣洩負面情緒的文章也會使我的心情受

到影響 

7 6 5 4 3 2 1 

5 就算只是關於生活瑣事的動態我也覺得自己有義務去按

讚或留言 

7 6 5 4 3 2 1 

6 看到現實中不熟的臉友動態會讓我覺得不自在 7 6 5 4 3 2 1 

7 最近當我瀏覽臉友的臉書貼文跟照片時，會不由自主把

自己拿來跟他們比較 

7 6 5 4 3 2 1 

8 最近臉友的新動態會讓我覺得自己不夠好 7 6 5 4 3 2 1 

9 最近瀏覽臉友的動態跟照片時，我覺得自己的成就不如

人 

7 6 5 4 3 2 1 

10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我覺得許多臉友都過得比我開心 7 6 5 4 3 2 1 

11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

到羨慕 

7 6 5 4 3 2 1 

12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

到嫉妒 

7 6 5 4 3 2 1 

13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

到寂寞 

7 6 5 4 3 2 1 

14 最近在瀏覽臉書時，看到臉友的新動態或照片會讓我感

到焦慮 

7 6 5 4 3 2 1 

15 最近我覺得，看了臉書反而更難放鬆身心 7 6 5 4 3 2 1 

16 我覺得在使用臉書後，我需要耗費更多力氣才能專心在

其他事物上 

7 6 5 4 3 2 1 

17 最近我變得不是很關心臉友們的近況或新消息 7 6 5 4 3 2 1 

18 最近我覺得臉書已經讓我感到煩膩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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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迴避行為  

此部分題組是希望了解您在臉書上迴避或忽略特定動態的行為與策略，答案

沒有對與錯，請根據您平常使用臉書時的印象與經驗，針對每一個敘述，選擇最

符合您的答案。 

題

號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最近會很不想得知某些臉書動態 7 6 5 4 3 2 1 

2 我最近不想花太多時間與心力在某些動態上 7 6 5 4 3 2 1 

3 我最近覺得，知道了某些臉書內容反而對我不好 7 6 5 4 3 2 1 

4 我最近經常對某些臉書動態視而不見 7 6 5 4 3 2 1 

5 最近在瀏覽臉書動態牆時，我會略過或刻意不看某些文

章 

7 6 5 4 3 2 1 

6 最近對於某些臉書動態，我傾向不點擊「繼續閱讀」 7 6 5 4 3 2 1 

7 最近我經常會手動隱藏特定的動態貼文 7 6 5 4 3 2 1 

8 最近我經常取消追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但不刪除

臉友或退出粉絲專頁、社團） 

7 6 5 4 3 2 1 

9 我最近開始會刪除臉友、粉絲專頁或社團 7 6 5 4 3 2 1 

10 最近我有考慮縮短使用臉書的時間 7 6 5 4 3 2 1 

11 最近我打算減少使用臉書的頻率 7 6 5 4 3 2 1 

12 最近我打算暫停使用臉書，等過一段時間後再考慮是否

重新使用 

7 6 5 4 3 2 1 

13 我最近想減少使用臉書，改用其他的社群媒體或社交網

站 

7 6 5 4 3 2 1 

14 我最近想停止使用臉書，但還是會保留帳號 7 6 5 4 3 2 1 

15 我最近考慮刪除臉書帳號 7 6 5 4 3 2 1 

 

 

◎ 個人資料  

 

＊性別 

編碼 選項 

1 男 

2 女 

 

＊年齡 

請填入您西元的出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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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學歷 

編碼 選項 

1 國中以下 

2 高中或高職 

3 大學 

4 研究所以上 

 

◎ 臉書使用習慣 

 

此部分題組是希望了解您平常使用臉書的習慣，請依據您對個人使用臉書的認

知，針對每一個問題，選擇最適合的答案。 

 

＊平均每日使用臉書時間 

編碼 選項 

1 少於 5分鐘 

2 5分鐘到 30分鐘 

3 30分鐘到 1小時 

4 1-2小時 

5 2-3小時 

6 超過 3小時 

 

＊平均每日使用臉書頻率 

編碼 選項 

1 少於一次 

2 1-2次 

3 3-5次 

4 5-10次 

5 多於 10次 

 

＊使用的其他社群網站 

編碼 選項 

1 無 

2 Instagram 

3 Twitter 

4 Plurk 

5 Tumblr 

6 Google+ 

7 新浪微博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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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好友人數 

編碼 選項 

1 0-50人 

2 51-100人 

3 101-300人 

4 301-500人 

5 501-1000人 

6 1001-1500人 

7 超過 1500人 

 

◎ 聯絡方式 

 

為感謝您的填答，本研究準備了面額 100元的全家便利商店禮物卡 10份，若您欲

參與抽獎，敬請留下您的姓名與聯絡方式。若不願意參加抽獎，請直接結束問

卷。 

 

＊姓名 

 

 

 

＊電子信箱 

 

 

 

 

 

 

 

 

 

 

 

 

 

 

 

 

 

 

 

---------------------------------問卷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