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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向網際網路社會中人們的線上生活滿意度

摘要

行動科技與無線上網的普及使得人們可以隨時隨地上網，這種隨時隨地可以上線

的行為模式已經對人們的生活型態帶來全面性的轉變。然而，這種逐漸形成在生活中

離不開網路的生活型態到底對人們整體的生活滿意度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整體社會發

展的重要課題。網際網路是否對整體社會帶來更正面的影響(Bright Internet)是資訊

系統學會(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在 2015 年發起的主要計畫，主要目

的在避免網際網路對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為了呼應 Bright Internet 的計畫，本

研究的目的在了解網際網路（含行動上網）是否真正能提升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及幸福

感。本研究使用隱喻誘引技術(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ZMET)訪談網路

的重度使用者，建構網路重度使用者的心智地圖及共識的地圖來分析人們的線上生活

滿意度。本研究主要的發現有二：第一、藉由訪談網路重度涉入者線上的想法和感

受，建構與分析出涉入者更深層的生活滿意度；第二、透過萃取概念方法探究網路對

人們的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提供對網際網路在主觀幸福感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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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duals’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Bright Internet
Society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technology and wireles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llows people

to stay online at all time. This type of behavior module has resulted in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n the life styles of peop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s’
online behavior on their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applies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 method to explore how the online behavior influences users’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ZMET, we extract the important constructs of users’
perceptions of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with the online behavior. We will establish the mind map
and consensus map of users’ overall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There are two major findings in
this study: First, we construct and analyze a deeper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involved through interviewing Internet heavy users on their ideas and feelings; Second, we
extract concepts to explore Internet ’s influence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its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Mobile Internet, Bright Internet, Subjective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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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時隨地上網的線上生活型態改變了人們傳統互動模式，不再需要面對面即可進

行溝通互動，從線上也可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回饋。資訊通訊科技是否對整體社會帶

來更正面的影響(Bright ICT-enabled Society)是資訊系統學會(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在 2014 年發起的主要計畫(Lee 2015)，此計畫的主要目的在避免資訊通訊科技

對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或者至少減緩資訊通訊科技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更具體而

言是希望網際網路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正向(Bright Internet)，避免或者減少網路犯罪與網

路的黑暗面(Lee 2016)。人們花在網際網路的時間越來越長，使用網路（含行動上網）

是否真正能提升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及幸福感，成為現今生活中人們關心重視的重要課

題。近年來許多學者也針對幸福感做了各類的研究探討，以不同角度及內外在因素來

加以探討幸福感，個人幸福感感受高低往往取決於主觀感受，進而影響了對生活整體

的滿意度。過去研究中指出人們在線上的時間越長，感受到的社會支持也就越多(Shaw
& Gant 2002)。

行動科技與無線上網的普及使得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的保持連線狀態，例如透過行

動上網存取各種資訊、透過文字或語音方式與朋友在線上互動、透過電腦或手機玩遊

戲與購物等，也產生了許多網路重度使用者。本研究所定義的網路重度使用者為使用

者經常透過網路(包含行動上網)進行各種活動，在涉入量表中為高度涉入者。根據創

市際雙周刊(2017)所發佈的最新統計數據，2016 年全球 PC 網路使用概況平均每月不重

覆網路人口超過 19 億人，全球網友平均單月貢獻的網路總使用時間為 2.6 兆分鐘，顯

示隨時隨地上網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這種隨時隨地可以上線的行為模式已經對人們的

生活型態帶來全面性的轉變。然而，這種逐漸形成在生活中離不開網路的生活型態到

底對網路重度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這種隨時隨地可上線的行為模式對使用者的整體生活滿意度

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針對行動上網的重度使用者以隱喻誘引技術(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ZMET)的研究方法，探討使用者的線上行為對其整體生活滿意度

的影響。透過此研究方法，我們預期能萃取線上行為影響整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構面，

並建構線上行為對使用者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心智地圖與共識地圖。本研究的學術貢獻在

於期望提供資訊科技使用對生活滿意度的洞見。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探討影響使用者的線上行為對其整體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因素為何？

2. 探討在生活中離不開網路的生活型態到底對人們整體的生活滿意度產生什麼

樣的影響?
3. 分析使用者的線上行為對其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認知和想法，建構線上行為對

使用者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心智地圖與共識地圖。

本研究論述內容主要編排如下：第二章回顧網路使用行為相關研究、生活滿意度、

主觀幸福感等理論基礎；第三章說明研究方法、研究設計、研究對象及研究流程；第四

章說明透過隱喻誘引技術研究流程如何針對使用者的線上行為對其整體生活滿意度影

響的感覺和想法進行分析，建構線上行為對使用者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心智地圖與共識地

圖；第五章為討論與結論，說明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研究限制與實務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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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章回顧網路使用行為、主觀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等相關研究觀點作為本研究理論

基礎，探討影響使用者線上行為對其整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一、網路使用行為(Internet Using Behavior)
網際網路對人類生活帶來全面性的轉變，即時上網已是多數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

慣，其重要性與意義已不可同日而語。網路使用也改變了人們通訊方式，多數人習慣透

過文字及影像為主要溝通方式。本研究所定義的網路重度使用者為使用者經常透過網路

(包含行動上網)進行各種活動，在涉入量表中為高度涉入者。根據創市際雙周刊(2017)
所發佈的最新統計數據，2016 年全球 PC 網路使用概況平均每月不重覆網路人口超過 19
億人，全球網友平均單月貢獻的網路總使用時間為 2.6 兆分鐘，顯示隨時隨地上網已經

成為一種趨勢。而根據創市際於 2016 年底進行的台灣網路使用者最多造訪的前十大網

站類別依序為入口網站、網路服務、社交媒體、搜尋/導航、娛樂、新聞資訊、零售、科

技、工商名錄/資源、生活風格。由此可知入口網站對多數網路使用者而言依舊扮演十分

重要的媒介，透過提供各類不同的服務豐富人們的網路使用行為。

二、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主觀幸福感是個人感知和經驗的正面與負面的情感回應，以及對生活滿意度的整體

與特定領域的評估。它被定義為「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評估」(Diener
et al., 2002)。主觀幸福感被定義為內心的體驗並從個人自身角度來量測的(如:自我陳述)，

從臨床心理學領域區別特性(Diener et al., 1997)。
Diener(2000)將主觀幸福感定義為「人們對生活的認知和情感評估」，是廣泛的正面

情緒構成。它包括全球生活滿意度(GLS)、對重要生活領域的滿意度(DLS)、正面影響(PA)
和低負面影響(NA) (Xu & Roberts, 2010)。幸福感是指最佳心理功能和體驗。在心理幸福

調查基本上已可分為兩主要定位：（a）主觀幸福感：其重點是享樂主義觀點，如正面影

響(快樂)、缺少負面影響和生活滿意度。（b）心理幸福感：強調真幸福觀點，如個人成

長、意義和生活目的(Ryan & Deci, 2001; Chiua et al., 2013)。主觀幸福感的三個分離構成

要素已被定義為：正面情感、負面情感和生活滿意度（Andrews ＆ Withey，1976）。前

兩者構成要素是指感情及情感方面的構建；後者為認知判斷方面(Diener et al., 1985)。生

活滿意度是幸福感的關鍵指標。作為一個認知組成部分，人們認為生活滿意是補充幸福，

越多正向情感(e.g., Andrews & McKennell, 1980; Andrews & Withey, 1976; Bryant & Veroff,
1982; Campbell, Converse, & Rodgers, 1976; Ryff & Keyes, 1995)。幸福感與生活滿足感之

間的差異反映了幸福感與判斷力和情感方面的共識。在 Diener（1994）的權威性陳述中，

“主觀幸福感（SWB）包括人們的長期愉悅的影響，缺乏不愉快的影響和生活滿意

度”(Diener et al., 2010)。
網路生活的主觀幸福感在此研究中定義為個人對透過網路所進行的各項活動所產

生的情感和認知上的評估。線上社群網站正在迅速改變人們生活互動的方式。臉書為全

球最大的線上社群網站，有超過十億人歸屬於臉書，其中超過半數的人每天都會進行登

錄。臉書好友數、主觀幸福感和社會支持被定義為同輩從事相互陪伴友誼、支持和熟悉

親密，朋友是情感及實際支持的重要的源頭，因此被認為經過深思熟慮的幸福的重要基

本部份。臉書使用和生活滿意度有正相關(Kim & Lee, 2011)。Diener & Chan (2011)的研

究將主觀幸福感泛指為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評價，可以是生活滿意度的判斷、情緒的評估，

包括情緒和情感。是一個廣泛的類別，包括生活滿意度、正面影響和低負面影響等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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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的現象，如不經常的悲傷、憤怒和恐懼。也表明高度的主觀幸福感（如生活滿意度、

缺乏負面情緒、樂觀情緒和正面情緒）導致更好的健康和長壽。

三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生活滿意度是指認知 判斷的過程，Shin 和 Johnspn(1978)將生活滿意度定義為「個

人根據自己的選擇標準對生活品質所做的全面性評估」(Diener et al., 1985)。其判斷的因

素可能包含年齡、教育、收入、社會互動和參與、婚姻狀況及就業狀況(Shichman & Cooper,
1984)。George(1981)將生活滿意度定義為對生活中期望的目標與實際生活結果之間的契

合的認知評估。在這種觀點中隱含的是，生活滿意度是對涵蓋整個人生過程的目標和結

果的總結評估的概念。大量文獻已經確定了影響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包括健康、社會經

濟地位和社會關係(George ＆ Clipp, 1991; Krause, 2004)。而現今人類早已將網路視為生

活及人際關係的延伸，藉以取得與他人的互動和相關資訊，進而影響人們的情緒。

過去探討生活滿意度的相關研究如下，像探討社會支持被接受在線上和離線情境下

對社會支持滿意度與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發現，在情感或工具支持方面比離線情境更

差，只有在離線環境中處理的社交支持才能有助於整體生活滿意度(Trepte et al., 2015)；
像探討線上社群網站是否增進生活滿意度的研究發現，使用者在社群網站所感受到的正

向影響會與認知友誼的支持、評估支持與生活滿意度有關係，在這三方面的支持中又以

認知友誼支持是直接預測生活滿意度的唯一因素，而認知評價和推崇支持是透過對增進

社群的意識來間接影響生活滿意度(Oh et al., 2014)。

參、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如何使用隱喻誘引技術流程進行訪談與資料分析步

驟等。

一 ZMET 隱喻誘引技術

隱喻誘引技術（ZMET）為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的縮寫。ZMET 發

源於 1990 年，當時哈佛商學院教授 Gerald Zaitman 在尼泊爾郊區採訪，他把相機借給

了當地人民使用，並請人們告訴他對他們而言那照片代表什麼意思。發現在大多數的照

片中，人們會刻意不去拍攝腳的部分想要隱藏自己的赤腳，因為赤腳是貧窮的徵象

(Gwendolyn, 2000)。從照片中發現的隱含意義讓 Zaitman 研究新的銷售方式並擷取了超

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則，發現我們看到的每樣事物都隱藏了一些我們沒有想到看到的事物。

隱喻、圖片分析及敘述是 ZMET 中使用的關鍵概念。根據 Zaitman 的說法，隱喻是另一

個事物的定義，它們可以用來表達默認 隱含和不言而喻的想法。ZMET 用來描述那些

會影響思考和行為且互相關聯的思考架構。Zaitman 描述 ZMET 是為允許人們更徹底地

瞭解他們自己的想法並分享這想法給研究者的一種專利研究工具。ZMET 理論源於「人

類的原始思考是以圖像形式而非文字形式」，是一種結合非文字語言（圖片）與文字語

言（深度訪談）的研究技術(Coulter & Zaltman, 1994；Zaltman & Coulter, 1995)。

二 隱喻誘引技術設計流程

本研究設計流程如下圖 3 所示，第一、使用 Zaichkowsky(1994)發展的個人涉入量表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PII)來篩選受訪者。請受測者填寫涉入量表，篩選出高涉

入行為的網路重度使用者。第二、確定受測者願意接受訪談後，於正式訪談前 7-10 天，

請受訪者先認真思考本研究主題，找出 8-12 張能夠代表研究主題想法的圖片，則開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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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對一訪談。第三、於訪談結束後透過逐字稿彙整建構出受訪者的心智地圖與受訪者

們的共識地圖，找出網路重度使用者生活滿意度的主要想法與認知(何淑君等，2015)。

圖 3：研究設計流程圖

本研究的樣本來自十位網路高度涉入者，樣本為五位女性及五位男性受訪者，其年

齡範圍分別為 35 歲至 48 歲，受訪者基本資料如下表 3 所示。訪談步驟為：(1)說故事、

(2)遺漏的圖像、(3)分類整理、(4)概念抽取、(5)最具代表性圖片、(6)相反影像、(7)感官

影像、(8)心智地圖、(9)小短文與總結影像、(10)共識地圖。以下本研究將分別針對前九

類之分析彙整結果進行說明。

表 3：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受測對象 年齡 性別 學歷 上網時間 涉入分數

A001 電腦工程師 35 男 碩士 10 小時以上 66

A002 講師 41 男 碩士 6-7 小時 66

A003 專案管理工程師 38 女 學士 10 小時以上 65

A004 專案技術長 37 男 碩士 10 小時以上 64

A005 護理師 38 女 學士 9-10 小時 61

A006 講師 36 女 碩士 2-3 小時 56

A007 助理教授 44 男 博士 8-9 小時 57

A008 助理導播 39 女 學士 7-8 小時 56

A009 高級職能治療師 48 男 碩士 3-4 小時 55

A010 專科講師 44 女 碩士 7-8 小時 62

肆、研究分析結果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以說故事方式陳述每張圖片並說明針對「線上所有活動(含行

動上網)的生活滿意度」的感覺和想法，研究者於訪談結束進行逐字稿整理後並回寄給

受訪者確認，接著進行構念萃取，萃取出本研究主題的關鍵構念，並以最後取得的構念

建構出每位受訪者的心智地圖及所有受訪者的共識地圖。隱喻誘引技術步驟與訪談結果

說明如下：

（一）說故事與概念抽取

受訪者

心智地圖
受訪者們

共識地圖

質性研究

ZMET 深度訪談

PII 量表

測量涉入程度

找出網路重度使用

者主要想法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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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會先請受訪者針對研究主題先行蒐集 8-12 張照片並思考問題，步驟一在訪

談開始時，請受訪者以說故事方式描述每張圖片如何代表對線上所有活動(含行動上網)
的生活滿意度關聯性之感覺與想法。透過逐字稿的整理及構念抽取，找出影響此現象的

重要關鍵要素。表 4.1 列出部分受訪者所描述的說故事過程內容。

表 4.1：受訪者描述圖片之相關構念

受訪者 圖片 圖片描述 構念抽取

A005

這張圖給我的感覺就是它是很透明化，

就像在網路上其實很多東西它都是透明

化的，只是說我們有沒有去注意到，所謂

的透明化就是有些人他不是會在網路上

把他的一舉一動都公佈給大家知道，不

只他的朋友有可能傳來傳去就是會連很

多不認識的人都看得到你的一舉一動，

所以其實它沒有什麼隱私，它完全就是

公開在網路的，所以它是屬於那種透明

化。我就不喜歡這種透明化的感覺，因為

隱私暴露太多，讓我覺得沒安全感

網路透明

化

隱私暴露

太多

沒安全感

A006

這張圖片是太魯閣號，第一次坐太魯閣

號的照片，然後嗯那個時候坐得時候覺

得很新鮮，因為第一次坐那個速度比較

快然後裡面的設備也比較豪華像高鐵一

樣的火車，然後跟網路的聯結就是後來

也覺得現在科技這麼進步阿就是ㄜ便利

性的話像火車也有進步了，然後就像網

路一樣我們可能很遠距離的人可是可以

短時間就可以碰到面。

很新鮮

快速

便利性

縮短距離

A007

這張照片的主題是 7-11，那這張照片讓

我看到了或是我照這張照片當時的情景

就是一個便利性，那這個便利性呢讓我

跟網路連結在一起的時候會想到網路給

我的也是一個便利性，7-11 給人是一個

24 小時不休息的一個服務模式然後在網

路上呢你也可以有一個 24 小時沒有間斷

地就是你可以隨時隨地在網路上找到任

何你要的東西或是你可以隨時隨地上網

或是你可以隨時隨地要在網路上取得所

有的資訊什麼什麼的 ok 所以第一個我想

到的就是便利性那種感覺就很像 7-11 一

樣的感覺。

便利性

隨時隨地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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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漏的影像

步驟二是描述沒有辦法找到的圖片，請受訪者描述想要表達其想法卻找不到代表的

圖片，並說明該圖片對研究主題的意義和想法。例如，受訪者 A004 表示「跟線上所有

活動行動上網的生活滿意度的幸福感有關係的話，我認為大部分的素材其實是在一些科

幻片裡面有很多都是可以直接連結的啦，因為他們已經有讓它聚限化了變成一部電影，

那我就是直接截那個電影的圖是最快的了，但是不可能嘛，所以只能就身邊的素材去慢

慢的摸索出來那感覺」，無法找到的圖片為表達「科幻片」概念的圖像。受訪者 A008 表

示「無法找到跟寶可夢裡面的一個虛擬的一隻老鼠合照」，想要表達使用網路其實滿恐

怖的，透過網路玩線上遊戲會牽扯到個資問題，網路使用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受訪者

A002 表示無法找到悲傷 失望絕望的照片，因為使用網路時不會讓自己想到這一方面

的感覺。

（三）分類整理與概念抽取

步驟三是請受訪者將所蒐集的所有圖片進行分類，將認為有相關意義的圖片放在同

一類別，並定義每一類別的名稱及其所代表的意義，以幫助主題相關聯之構念建立。例

如，受訪者 A006 所提出的分類為「人物情感」、「景物」、「時間」、「便利」四類，

如表 4.2 所示。

表 4.2：受訪者 A006 之圖片分類

分類圖片 分類說明

分類名稱：人物情感

分類說明：這類主要就是有關人物照的部

份，然後它其實就是代表當我們看到這些

人物照的時候會想起當時跟這些人物

ㄜ…相處的情形跟當時的回憶，嗯…因為

這些照片很多是由網路上留存下來或是

網路上流傳得，就是朋友傳給我或是親人

傳給我的，那所以就是ㄜ…可以感受到就

是現在網路的話，我們可以隨時複習這些

當下跟親友的回憶。

分類名稱：景物

分類說明：這兩個都是沒有人物的照片，

可是看到這一張照片的時候就會想起當

時ㄜ…可能跟你對話的就是其他的人沒

有在照片裡面的人可是它暗藏在裡面的

回憶這樣，那跟網路上面的連結就是

嗯……就是網路就像這東西一樣，有時候

我們看到A的時候其實不一定是直接想起

A 或其實會想起當下跟 A 有相關的人事物

分類名稱：時間

分類說明：主要這兩個其實都是ㄟ…若不

同人來看到這個照片可能會有不同的想

法的，可是ㄜ...經過不同的時間過後，可

能想法又會不太一樣的照片，那跟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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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連結就是…ㄟ網路上的東西有時候

也是你第一次看得時候的想法跟第二次

看得時候的想法可能也會不太一樣

分類名稱：便利

分類說明：主要就是這兩張照片都令我想

到就是嗯…現在的科技很進步，然後我們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到達我們想去

的地方，然後跟網路上面的連結就是網路

上現在其實也很便利阿隨時我們可以今

天可以從台灣訂東西明天ㄜ…可能幾天

之後就從國外收到包裹了(…笑)

（四）最具代表性圖片

步驟四請受訪者從訪談圖片中，挑選一張最具代表性且最能表達研究主題感覺或想

法的圖片。表 4.3 列出部分受訪者認為與本研究主題最具代表性的圖片。

表 4.3：受訪者最具代表性圖片

受訪者 最具代表性圖片 圖片描述 構念抽取

A001

就是開心，上網給我感覺就是開心。 開心

A003

挑選高鐵是因為它很快，它所代表的意

義就是快速，那行動上網給我的感覺它

就是快速，那快速有很多種層面，快速

的我可以快速的搜尋到我想要的資訊，

我可以快速的搜尋到我想要買的東西，

我可以快速地買到東西，我可以快速地

抵達到ㄜ…我可以快速的找到我要的

資料。

快速

行動上網

搜尋

滿足生活需求

A007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開跟關 on & off，所

以既然網路可以給我們一些給我滿意

度，那它斷線的時候就沒有滿意度了，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你要能夠連線嘛，那

連線速度要夠快，那我才會有後續的這

些滿意度出來，所以我會選這一張。

連線速度快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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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8

我覺得網路帶給我有滿大的…應該是

便利性吧，嗯…它就像這個背包跟行李

箱，可以跟著我四處走我要去哪…我不

管到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網路都…網

路都會跟著我還是我跟著網路。因為就

是有網路，你到世界各地…你可以打卡

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嗯…雖然…怎麼講，

因為現在有打卡這個東西，然後雖然以

前沒有但是以前我們會比如出國會拍

照那你就看著照片…喔我去過這些地

方，可是現在有打卡每次把那個臉書那

個你去過的足跡的那個地圖打開，然後

你就會跳出來有很多…哇塞原來我去

過哪裡哪裡喔原來我一直去亞洲跟歐

洲，美洲跟澳洲什麼我都還沒去過，我

覺得這一點就是讓我覺得非常好(…

笑)

便利性

打卡

分享

（五）相反影像

步驟五請受訪者描述與研究主題相反感受的圖片，藉由反向主題的探索以達到構念

的準確性。表 4.4 為受訪者所描述與本研究主題相反之影像整理列表。

表 4.4：受訪者之概念相反影像

受訪者 圖片意涵 構念抽取

A001 沉重的照片，對於整個上網感受反面心情應該就是這個。 沉重

A002 完全睡醒然後什麼事都不用做，可以發呆的感覺。 發呆

A003
黑色電子零件，給我的感覺是空間狹小且不透明，與上網的感

受不同，上網是個沒有空間限制且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透明的。

空間狹小

不透明

A004

一面落地的全身鏡，但是鏡面因為外力造成破裂(規則裂痕，裂

痕與裂痕間很密集、規律)，使面對鏡子的人沒辦法完整看到自

己的全貌。線上所有活動(含行動上網)如果沒有了像是一個完

整正常的環境破碎後失去所有連結。

失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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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圖片意涵 構念抽取

A005

潘朵拉的盒子，網路生活就是利用了人類的好奇心驅使人去嘗

鮮新事物，剛開始接觸感覺確實很美好，總覺得看一切事物都

是美而稀奇的。時間久了，網路生活令人上癮了，不自覺地沉迷

其中，總覺得它的重要性已凌駕了所有你生活中的事物，變得

不可或缺，達到百分之百的重要了。這種過度沉迷依賴，則使人

不知不覺荒廢掉某些生活功能，例如：人與人之間可利用行為

傳達溫暖的舉動，當忽然驚覺那些生活中的改變時，已失去太

多，往往使人有從天堂掉落的感覺。

好奇心

美而稀奇

沉迷依賴

迷失感

A006
想像跟現實會有落差的那種照片，有時候網路上也會讓我們會

有一些跟現實的落差。

跟現實有

落差

A007
清澈見底的水面，因為我不見得可以很透徹地在網路上看透每

件事，每一件事情不一定都會被清楚看到，網路上也是可以用

多數人的言論把真實蓋過去。

透徹

真實

A008

禁聲、比噓的照片，網路科技實在太方便了，應該從小教育孩子

辨別網路上的是是非非，常常有些新聞突然爆發後網路新聞媒

體也跟著亂然後民眾也跟著罵，事後發現原來事實不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言多必失要保持沉默。

言多必失

方便性

缺乏判斷

保持沉默

A009
速度，就是說如果網路的速度慢的話，真的就會…就會什麼事

情都很難做。
速度慢

A010
一些網路在販賣東西的圖片或者是一些色情暴力的影片，就是

會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時間

（六）感官影像

步驟六請受訪者以各種感官概念來描述研究主題感覺最像什麼以及感覺最不像什

麼，包含味覺、觸覺、嗅覺、聽覺、顏色和情緒感受。藉由受訪者的感官思考，掌握更

明確的構念。表 4.5 為彙整受訪者所共同感受到的感官影像。

表 4.5：受訪者所共同感受到的感官影像

感官 最符合/人數 最不符合/人數

味覺 糖果/2；蛋糕/2；火鍋/2；麵/2 苦瓜/2；辣的/2

觸覺 輕飄飄、軟綿綿/4；空氣/2 石頭/3；牆壁/2

嗅覺 大自然的味道/3；花香/2 垃圾/2；臭的/4

聽覺 古典音樂/4 吵雜、浮躁/6

顏色 鮮豔的彩色/2；彩虹/2 灰色/3；白色/3；黑色/4

感覺 便利性/3；好的/2 老舊簡陋、淘汰、死氣沉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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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智地圖

步驟七由研究者回顧所有構念，並與受訪者再次確認詢問是否有傳達了想要表達的

想法或者有遺漏的構念。確認後，即可繪製受訪者對於研究主題所呈現的個人心智地圖，

心智地圖即是每位受訪者以 ZMET 技術來呈現內心所呈現的想法。圖 4.1 為受訪者 A005
之心智地圖。

圖 4.1：受訪者 A005 之心智地圖

（八）總結影像與小短文

步驟八請受訪者利用所蒐集的圖片拼湊出一張屬於自己感受最重要的總結影像，透

過總結影像所傳達的資訊可提供研究者對受訪者針對研究主題所傳達的概念，並寫出一

段小短文來幫助溝通與主題有關的重要構念。圖 4.2 為受訪者 A007 的總結影像。受訪

者 A007 提到：「其實這個網路的世界需要愛，它可以把你的愛的能量散發出去，它可

以讓你感受在上面的愛，你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很快的方法，關心到或照顧到你想要關

心的人，那你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很快的方法，可以瞭解你所關心你所愛的人他們所遭

遇的問題，那你也可以用這些方法，把你的好的能量影響出去，讓更多人可以獲得到這

種感受，所以我覺得它的出發點就是一個用愛的出發點的話那會更好會更滿意」。網路

感覺就是非常的便利，裡面的訊息非常的豐富非常便利，可以讓我們的生活因為有了它

而變不一樣。

圖 4.2：受訪者 A007 之總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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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共識地圖

步驟九為集合大多數受訪者所提到的構念進行彙整分析。建構共識地圖主要根據兩

準則，一為受訪者所提及構念次數；二為受訪者所提及構念間關聯性的次數。在共識地

圖中的起始構念必須為受訪者總數的三分之一提到的構念，而構念與構念間的關係必須

有受訪者總數的四分之一所提及構念才會被納入共識地圖(Zaltman & Coulter, 1995
Zaltman, 2003)。構念提及人數統計整理如下表 4.5 所示。

表 4.5：受訪者構念抽取統計資料

編號 構念 提及人數 編號 構念 提及人數

01 資訊性 8 14 一體兩面 4

02 便利性 7 15 即時性 3

03 分享 7 16 愉悅性 3

04 溝通 7 17 網路購物 3

05 記錄生活 6 18 網路行銷 3

06 快速 6 19 驚喜 3

07 回顧過往 5 20 網路無國界 3

08 連結性 5 21 路徑搜尋 3

09 隨時隨地上網 5 22 拉近人與人距離 3

10 重要性 4 23 存取資料 3

11 眼見為憑 4 24 緊密性 3

12 行動上網 4 25 虛實落差 3

13 數位學習 4

共識地圖為彙整所有受訪者所提及構念所繪製，構念的種類分為：一、起始構念

(originator construct)，代表最初的思考開端，依據受訪者人數達三分之一所提及的構念

為起始構念。二、連結構念(connector construct)，超過四分之一受訪者提及構念關聯性，

將構念與構念間作串聯的構念。三、終結構念(destination construct)，來自受訪者訪談過

程的構念抽取及透過推理過程至終結構念(Zaltman & Coulter, 1995)。起始構念包含「便

利性」、「資訊性」、「分享」、「溝通」、「快速」、「記錄生活」、「回顧過往」、

「連結性」、「隨時隨地上網」 「重要性」、「眼見為憑」等，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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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共識地圖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透過 ZMET 隱喻誘引技術進行分析，跟一般量化方法比較起來，更能清楚

描繪出使用者針對使用手機上網對生活滿意度的真實想法和感受，並探討出哪些因素

會影響使用者使用手機上網的生活滿意度。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第一，主要影響使

用者手機上網生活滿意度為「情感價值」構念，從上網過程中得到的愉悅感、透過瀏

覽搜尋得到自己所熱衷人事物的追求渴望及充實自我所得到的滿足感等各種情緒，都

會影響使用者在上網時的整體生活滿意度。第二，在「社會連結」所連結的構念中，

手機上網提供了便利性，除了能隨時隨地上網、購物及查詢資料外，也能隨時隨地透

過社群與朋友互動、連結感情，進行即時性心情分享與溝通。第三，「功能價值」構

念顯示沉浸於網路世界中能讓使用者放鬆紓解生活壓力，豐富多樣的數位遊戲也增加

了生活休閒娛樂性。

研究限制如下：第一，本研究針對高涉入上網使用者進行 ZMET 深入訪談，因此同

時具有使用網路習慣與高涉入的使用者較不易尋找。第二，訪談所需時間過於冗長，容

易造成受訪者疲勞，加上多數人生活步調忙碌緊湊，受訪者往往參與訪談意願不高。第

三，訪談過程中須適時提醒受訪者聚焦於研究主題，避免想法陳述過於發散，無法呈現

出心中真正概念，因而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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