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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在現今數位科技的時代，行動裝置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隨身物品。新

科技的蓬勃發展，促使台灣漸漸邁向數位化，付款方式已從傳統以現金或

刷卡的模式演變成使用行動支付，也促使企業發現商機，不斷推出各種行

動支付軟體來迎合數位時代。因此，本研究以行動支付為例旨在探討知覺

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的影響，以知覺風險與便利性

為干擾變數。本研究使用便利抽樣調查表作為收集數據的調查方法。本研

究的研究對象為台灣民眾，共發放 320 份問卷，有效樣本為 310 份。本

研究使用迴歸驗證中介效果與干擾效果。研究結果顯示：(a) 知覺易用性、

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願、知覺風險與便利性之間有正向影響，

(b) 使用態度對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c) 使用態度對知

覺有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d) 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

不存在干擾效果，(e)便利性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不存在干擾效果。 

關鍵詞： 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願、知覺風險、

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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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digital era, mobile device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items for 

people to carry around.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has led 

Taiwan to move towards digitalization, and payment methods have evol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ash or credit card mode to mobile payment, this prompting 

companies to identif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launch various mobile 

payment software to meet the digital era.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attitude toward 

using mobile payment, with perceived risk and convenience as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 The target population of this study was Taiwanese people, and 32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310 were vali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was used to 

verify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and interference effec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a) There was a positive effect between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usefulness, attitude toward use, intention to use, perceived risk, and 

convenience, (b) Attitude toward use had a mediating effect on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intention to use, (c) Attitude toward use had a mediating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intention to use, (d) Convenience had no interfering 

effect on attitude toward use and intention to use, and (e) Perceived risk had no 

interfering effect on attitude toward use and intention to use. In this stud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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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ce sampl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as the survey method to collect 

data. 

Keywords: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Usefulness, Attitude, Usage 

Intention, Perceived Risk,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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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探討消費者在使用行動支付的意願。本節分為四個部分研究背

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流程和研究範圍與限制。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演進，行動裝置的發展日益漸進，人們的生活及消

費模式也開始進入新常態。在傳統的模式中，人們消費時都會使用傳統紙

幣（現金）付款，後來隨著時代進步，銀行衍生出金融卡與信用卡。而現

今進入 Z 世代，數位化已時必備之行銷之通路，因而促使市場上出現了

行動支付的消費模式。行動支付的出現為人們在生活上帶來了許多的便

利性，它可以讓消費者減少攜帶出門的現金和信用卡，甚至出門消費時，

不需要攜帶現金和信用卡，只需要行動裝置在身上即可消費。此外，行動

支付也可減輕消費者現金不足和信用卡遺失的風險。 

行動支付是指消費者使用智慧型裝置而非使用現金，與實體商店進

行付款交易（資策會，民 104）。現今，消費者除了可以在實體店面使用

行動支付，消費者想要在網路上購買產品或服務時，也可以在使用行動支

付交易，讓消費者不用出門就可以享受購物的樂趣。 

資策會(MIC)的報告指出，台灣顧客網購下單比率從 2019 年的 49.6%

增長至 2020 年的 52.9%。資策會 FIND 研究顯示，國內高於 12 歲使用行

動裝置：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者已達到 1600 萬人。2019 年聯合國國

際電信聯盟(ITU)的數據顯示手機數量已經超過全球 74 億的人口數。手

機可以說是現代人們不可缺少的產品之一。這幾年台灣的行動支付越來

越多人使用。根據金管會 2020 年最新統計，行動支付使用人數已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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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 萬人，年增 62.2%。根據資策會 MIC（民 110）調查消費者使用行

動支付的意願從 2019 年的 52.8%增加到 2020 年的 60.3%，截止至 2020

年台湾共有 28 家行動支付機構，其中使用街口行動支付的人數最多，使

用人數達 432.6 萬人，其次為 Linepay money 一卡通，使用人數達 341.4

萬人，第三順位為玉山銀行使用人數達 132.1 萬人。 

綜上所述，台灣行動支付使用人數每年都在增長，因此吸引很多商家

業者發掘推動生意的行銷通路，也推出自己的軟體吸引消費者。因此，探

討消費者對於使用行動支付的意願為本研究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節探討消費者使用行動裝置進行消費時，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

知覺風險、便利性、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之間的關係，並歸納整理研究目

的如下： 

1.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2. 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3. 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4. 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5. 知覺風險對使用意願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6. 便利性對使用意願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7. 使用態度對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願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8. 使用態度對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意願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9. 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是否具有干擾效果。 

10. 便利性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是否具有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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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步驟、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1. 題目確立： 依台灣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使用意願。 

2. 文獻探討： 研究題目與蒐集文獻資料，歸納並整理。 

3. 依據文獻探討設計研究假設與架構。 

4. 建構研究的方法。 

5. 問卷設計依據研究方法與架構並進行問卷發放及前測。 

6. 問卷的回收與整理。 

7. 進行資料分析。 

8. 分析結果整理成研究解釋與結果。 

9. 統計分析結果歸納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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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針對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知覺風險、便利

性、使用意願及各研究變項之間的研究進行深入探討。 

 

2.1 行動支付定義 

行動支付透過通信功能與無線網路特性有利形勢，給予手機或行動

產品設備等服務方式繳納與付款(Dahlberg, Mallat, Ondrus & Zmijewska，

2008；Dermish, Kneiding, Leishman & Ignacio，2012；David & Alexis，

2015 )。消費者利用手機進行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工具，是消費者金錢轉移

給店家以換取服務或產品的一種行為(Mallat, 2007; Ramezani, 2008)。國際

清算銀行（民 101）將行動支付定義為消費者可以透過行動通訊網路技術

來進行消費，不一定是傳統手機、平板或其他設備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民 105）指出行動支付是應用支付技術，將行動裝置變成錢包，消費

者可以透過申請，身份認證，設定交易卡片及密碼程序後，便可以使用行

動裝置進行消費。消費者使用無線通訊行動裝置和行動載具在店家和網

路上進行付款(Younas, Awan & Mecella,2015)。行動支付的兩種支付方式

分別為遠端支付和近端支付。 

2.1.1 近端支付 

消費者在店家消費時，以行動裝置取代信用卡和現金，使用行動裝置

靠近店家以離線或者連線的方式進行交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

105）。近端支付有很多種，主要分為 QR Code 技術和 NFC 技術。QR Code

是黑白點狀或條狀的圖形，消費者只要下載業者的 APP 註冊就可以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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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給店家掃描並完成交易（台灣金融研訓院，民 105）。而 NFC 技術

是近距離無線通訊，屬於一對一的消費模式。消費者在進行交易時，需要

出示已綁定金融卡或信用卡 NFC 功能的載具或行動裝置，當讀卡機上發

出交易完成的訊息聲代表消費者成功支付（台灣金融研訓院，民 105）。 

 

2.1.2 遠端支付 

遠端支付為消費者可以透過任何有關智慧型裝置在網路上進行交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 105），不需要將智慧型裝置靠近讀卡機或感

應器（台灣金融研訓院，民 105）。行動遠端支付可以使消費者不用顧慮

地點、時間和使用空間，可以隨心所欲進行支付交易。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行動支付定義為任何行動智慧型裝置取代現金和

卡片（信用卡或金融卡等）在任何店家或網路進行交易。消費者可以直接

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在生活中所需要的食衣住行進行交易。 

 

2.2 科技接受模型 

2.2.1 理性行為理論 

理性行為理論來自社會心理學，主要預測及了解人的行為。理性行為

理論為想要知道某人是否願意進行某項行為，必定要知道其主觀規範及

行為態度影響行為的意圖(Mathieson,1991; Fishbein & Ajzen, 1975/1980; 

Taylor & Todd, 1995)。行為態度為個人在進行某種反面或正面行為的想

法，個人在進行某種行為所感受到源自社會的壓力為主觀規範。 

理性假設為是人的基本本能，在行為決策時利用資訊並考慮自己的

意義與發生的結果。人是可以掌控自己的方法，理性行為理論只可以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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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志可預測控制的一種行為。行為若不能自己控制或者必須要有資源

與技能，此行為沒辦法使用理性行為理論來預測，預測理論能力會降低。

（于丹、董大海、劉瑞明、原永丹，民 97） 

2.2.2 科技接受模型 

模型的出現提供完整的理論測量方法及具體的架構，可以測量使用

者是否可以接受科技的水準。科技接受模型可解釋為讓使用者接受使用

電腦程度的決定因素，可超越族群界限以解釋使用者的行為(Davis, 

Warshaw & Bagozzi, 1989)。 Davis (1986) 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提出科

技接受模式，其中主要以六個構面構成：外部變數 、知覺易用性、知覺

有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願及實際行為 (Davis, 1989) 。 

1.  外部變數 

使用者影響的潛在因素，對外在環境的變數，例如：筆電介面、方便

性、組織與團體的支援和相容性等，還有使用者對內在特質的變數，例如：

個人因素、自我效能和風格的學習等會使使用者受到認知信念的影響，還

會使使用者對科技使用意願的影響。 

2. 知覺易用性 

指使用者對於科技的使用容易上手，當使用系統越輕鬆越簡單時，使

用者的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會有信心，對系統也會有信心。使用者接受和

使用產品或服務的意願就會越高。 

3. 知覺有用性 

使用者認為使用的系統帶來的效能高時，會讓使用者感知有用性增

加，並提高使用效率。此外，當使用者認為使用的系統會增加學習表現或

工作效率時，使用者的知覺感受會越高，進而促使使用者使用系統的意願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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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態度 

使用者使用服務或產品時的態度也會受到有用性以及易用性所影響

且會產生正負面的想法。當使用者對易用性以及有用性的喜好越高時，對

使用系統的態度也會呈正向；相反，則會呈負向。 

5. 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為使用者對進行某種行為的意願。使用意願會直接影響使

用態度，而有用性和易用性會透過使用態度間接對使用意願有影響。 

6. 實際行為 

使用者實際進行某種行為時，其行為意願越強，使用者的使用意願越

高。 

2.2.3 知覺易用性定義 

Davis (1989) 認為是使用者在學習某種資訊科技的操作時，使用程度

容易，並且讓使用者在表現方面更有自信心。若是在技術上如果操作過於

複雜或操作過於繁瑣，導致使用者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這樣除了

會對使用者產生負面的情緒與負擔，也會導致使用者的效率降低。科技使

用程度越簡單會讓使用者更有信心，其對於使用新科技也會越正面（楊雅

婷，民 107）。知覺易用性在科技接受模型的定義為使用者消費使用行動

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時，從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中，感知到有幫助及使用

的簡易程度所形成的。 

本研究將知覺易用性定義為使用者在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

時，對行動支付的使用知覺，及瞭解容易程度的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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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知覺有用性定義 

Venkatesh and Davis (2000) 指出知覺有用性為消費者使用某項新科

技，評估出工作績效增加的知覺程度。知覺有用性在科技接受模型的定義

為使用者在消費時使用行動支付購買服務或產品過程中，從中感覺有用

及有幫助的感受。 

本研究將知覺有用性定義為消費者在通過行動支付進行購買服務與

產品時，體驗到行動支付對於消費者之有用及幫助的整體評估。 

2.2.5 使用態度定義 

Taylor and Todd (1995) 表示使用態度是消費者使用新科技產品之後，

使用者所產生「好」或「不好」的主觀感受。當使用者在使用新科技時感

受到有用性越高，接受新科技的態度將有所提升。Allport (1935) 的研究

認為態度是經驗所形成的神經與心理的反應，會造成個人間接或直接對

事物與所有相關事情的影響。 

在理性行為理論中指出外部變數會影響使用態度，外部變數是個人對

於某種行為的評價與想法，並形成信念(Fishbein & Ajzen,1975)。Davis 

(1989) 認為使用態度是個人對於使用新科技時，負面或正面的感受。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認為態度是以往的個人成果或學習經驗，而產

生對某一種對象的討厭或偏好行為，是個人對於對象的理念之整體評估。

Izquierdo, Olarte and Reinares (2015) 指出使用者的態度會對行動廣告之

意願產生正面的影響。科技接受模型對使用態度的定義為使用者在使用

行動支付消費購買產品或服務時，從行動支付所感受到的有用及易用所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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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使用態度定義為使用者在使用行動支付消費購買產品或服

務時，對行動支付整體功能效用之收穫與付出的整體評估。 

2.2.6 使用意願定義 

使用意願為使用者對未來新科技的接受意願程度，表示使用者主觀意

識可能接受新科技(Taylor & Todd,1995)。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01) 

指出心理層面上的決策是使用意願的過程，在消費者的需求之下，消費者

根據自己的外在體驗經歷，搜尋對自己有利的資訊，當資源讓消費者滿意

之後會進行評估與思考，經過判斷與比較後，消費者會決定使用某一產品

來滿足自身需求。周秀蓉、孫乙甯、何佳蓉與郭珮甄（民 108）指出當使

用者了解使用平台的網路交易模式之後，其個人感受會影響使用意願。使

用意願在科技接受模型的定義為消費者在使用行動支付支付產品或服務

時，使用行動支付中感受到的有用性及易用性等程度形成的。 

本研究將使用意願定義為使用者在消費時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

服務時，對使用行動支付的整體功效的收穫與付出的整體表現評估之後，

主觀的預測消費者本身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頻率與可能性。 

 

2.3 知覺風險 

消費者在購買時，途中所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最後的結果令消費者

不滿意，這種情況視為風險負擔的一種和其中所損失的風險(Bauer,1960; 

Cox & Rich, 1964; Roselius, 1971)。知覺風險是主觀預期損失，指可以預

知風險的存在，但無法知道購買產品或服務後產生心理上的不安或不利

的有害結果(Dowling & Staelin, 1994)。 

知覺風險可分為兩個部分(Bauer,1960 ;Taylor, 1974)：(1)決定結果的不



 
 
 
 
 
 
 
 
 
 
 
 

 

10 

確定性，例如：要如何確保在超市購買的雞蛋中沒有腐壞。(2)錯誤決定

所產生的嚴重性，例如：家人因使用其中一顆已腐壞的雞蛋而生病。Cox 

(1967)將知覺風險分為兩種因素：(1)使用者在消費時使用服務或產品前，

所可能感受到結果的不利。(2)消費者在使用產品和服務後主觀上所知覺

到的損失程度大小。Cunningham (1967)根據 Cox (1967)提出的因素加以

改進，把兩種因素整合解釋為(1)不確定因素：使用者在消費時對某件發

生的事情產生的主觀可能性；(2)結果因素：事情發生後產生的危險性。 

根據以上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知覺風險定義為使用者在使用行動支

付消費購買服務或產品的途中，消費者心里所產生的不確定感。 

知覺風險可分為多種概念 (Jacoby & Kaplan, 1972)。Cox (1967)認為

使用者在消費時的知覺消費的結果與其財務和社會心理風險有關。

Roselius (1971)提出時間風險，即使用者在消費時購買服務或產品時，可

能會產生時間損失的風險。隱私風險也是現今社會考慮的知覺風險之一

（ Mooney,2000 ； Featherman & Pavlou,2003 ； Ueltschy, Krampf & 

Yannopoulos 2004；柯維琳，民 94； 楊惠琴，民 95；賴彥廷，民 105）。

知覺風險最常提及的衡量構面為功能風險（績效風險）、財務風險、心理

風險、社會風險、時間風險（Jacoby & Kaplan, 1972; Brooke, 1984; Garner, 

1986; Stone & Gronhaung, 1993; Schiffman & Kanuk, 1994; Tan, 1999; 

Featherman & Pavlou, 2003; 柯維琳，民 94; 楊惠琴，民 95; 賴彥廷，民

105）。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知覺風險定義為使用者在消費時使用行動支付支

付服務或產品時，所預期到的不確定感和各種因素，分別有財務風險和隱

私風險。財務風險是使用行動支付服務時，所產生的財務損失及財產虧

損；隱私風險是消費者在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所產生的個人資料機密洩

漏，造成本身隱私權侵犯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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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便利性定義 

Brown (1989) 認為便利性是消費者在進行交易時所消耗的精力與時

間，並不屬於商品的特性或者屬性。Dai, Salam and King (2008) 認為便利

性是消費者在進行交易時所消耗較少的精力與時間。Darian and Cohen 

(1995) 認為時間因素是指消費者覺得可以在便利時使用時間或節省消費

時所花費的時間。Brown (1989) 指出提供者的產品和服務可以加入更多

的便利性，會提高消費者對於產品和服務的使用意願。Hornik (1984) 認

為便利性是消費者受到舒適度、時間與簡易程度的感知影響所構成的。

Yoon and Kim (2007) 認為消費者在使用行動無線網路完成任務時對時

間，地點和執行的便利程度。 

Brown (1989) 提出了五個構面：(1)時間：消費者認為提供者所提供

的服務時間是便利的；(2)地點：消費者認為提供者的服務地點對消費者

來說是便利的；(3)獲取：企業所提供的財務與其他管道對於消費者購買

產品或服務是便利的；(4)使用：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能夠讓消費者在使

用服務時感到便利；(5)執行：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或者由其他人代勞的

便利。 

Berry, Seiders, and Grewal (2002) 認為便利性可以節省精力與時間，

可分成五種類型：(1)決策便利性：消費者在消耗精力與時間後，所獲取

得服務；(2)取得便利性：消費者知覺到的精力與時間的支出是開始與服

務接觸時產生的；(3)交易便利性：消費者知覺到的精力與時間的支出是

進行交易時所產生的；(4)利益便利性：消費者知覺到的精力與時間的支

出是體驗服務之核心利益時所產生的；(5)後續利益便利性：公司將非貨

幣成本視為消費者的便利性，是消費者在享受服務之後與公司再次接觸

時產生的精力與時間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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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便利性定義為消費者在使用行動支付消費購買服務或產品

時，因便利而所付出較少的時間與精力。而付出較少的時間與精力，也可

促使增加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2.5 變項之關係 

2.5.1 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之關係 

李奕葳（民 107）研究結果為使用者在消費時對於行動支付付款方式

感覺容易操作，會讓使用者認為使用行動支付的付款方式是有用的。過去

的研究說明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關係的影響。（危芷燕，民 98；

石正瑋，民 98；林靜儀、劉昌佑，民 102；周君倚、陸洛，民 104；徐吉

男，民 106；蔡詩郁，民 107；Isaac, Osama & Abdullah, Zaini & Ramayah 

& Mutahar, Ahmed, Alrajawy & Ibrahim, 2016）。 

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使用者在消費時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

越高，知覺有用性也越高。表示當消費者覺得行動支付付款的方式容易上

手，其對行動支付付款的方式整體評估有用性會提高。據此，本研究提出：  

H1：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影響。 

2.5.2 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之關係 

陳逸軒（民 109）的研究結果使用者在消費時對行動支付的付款方式

感到容易上手，讓使用者覺得是有幫助的，使用者在消費時使用行動支付

的使用態度會是積極、正向的。林靜儀與劉昌佑（民 102）研究結果顯示

若智慧型手機使用操作容易且讓消費者覺得是有用的，會提高消費者對

智慧型手機的正面態度。根據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

度有正向的影響（Davis et al.,1989；Lee,2009；危芷燕，民 98；周君倚、

陸洛，民 104；張瑞琇、江睿盈，民 106），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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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Riemenschneider, Harrison & Mykytyn , 2003；危芷燕，民 98；周

君倚、陸洛，民 104；張瑞琇、江睿盈，民 106）。 

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

用性越高，其使用態度也越高。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的使用方式感到容易操

作，會使消費者覺得行動支付是有帶來生活上的幫助，消費者的使用行動

支付的態度會是正向的。據此，本研究提出： 

H2：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H3：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2.5.3 便利性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之關係 

周君倚與陸洛（民 104）的研究結果為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两者之間

具有正向關係，提升數位系統讓使用者覺得容易使用其使用態度正向使

用意願越高。使用態度被認為是行動支付服務使用意願的關鍵決定因素。

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有正向的影響。（Schierz, 

Schilke & Wirtz, 2010; 張瑞琇、江睿盈，民 106；陳逸軒，民 109） 

根據過去研究顯示，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的使用態度越高，使用行動支

付的意願也會越高。消費者在購買產品與服務時，行動支付的便利性越

高，消費者的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越高。據此，本研究提出： 

H4：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影響。 

H6：便利性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影響。 

 

Teo, Tan, Ooi, Hew and Yew (2015) 對於行動支付的研究結果發現，預

期成就和便利條件被發現會顯著影響使用意願。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便

利性與使用意願有正向的影響。（Taylor &Todd,1995；Limayem, Khalifa & 

Chin,2004；Kim & Gupta,2007；Hossain & Prybutok,2008；林士祥，民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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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吉男，民 106）。因此，本研究提出干擾效果驗證，當便利性與使用態

度交付作用下是否影響使用意願。據此，本研究提出： 

H10：便利性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具有干擾效果。 

2.5.4 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之關係 

消費者在購買服務或產品的時候，出現兩者之間的不確定風險因素

會使消費者的使用意願降低(Liebermann & Stashevsky, 2002; 王占魁，民 

98) 。Ring, Shriber and Horton (1980) 認為使用者在消費或使用某一服務

或產品的決策途中，是其中一個風險影響的感受因素。根據過去研究顯

示，當使用者意識到支付某服務或產品時，當中存在的知覺風險越多時，

消費者對其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會產生改變與影響。據此，本研究提出： 

H5：知覺風險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影響。 

 

紀信光、賴彥廷（民 107）研究結果顯示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使用

意願具有干擾效果，消費者對第三方支付服務看法正面，願意使用第三方

支付服務在知道其風險之後進而影響消費者的使用意願。Ahmed, 

Rahman, Rizwan, Rafiq, Nawaz and Mumtaz (2013) 在探討知覺風險與創新

性在網路上購物的態度與意願的研究結果顯示，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

使用意願具有干擾效果，當消費者在網路上購物感受到風險時，會減弱消

費者的使用態度與意願。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使用者在消費時使用行動

支付所預期的不確定感與風險的因素，會影響消費者使用態度的正負面

與使用意願的高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干擾效果驗證，當知覺風險與使用

態度交付作用下是否影響使用意願。據此，本研究提出： 

H9：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具有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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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之關係 

Kasuma, Liyana, Razak, Omar, Sulaiman, Naim, Sarpinah, Naimullah 年

and Caisar Darma (2020) 在使用移動商務的意願研究中指出，使用移動商

務的消費者在易用與有用的感知上，兩者是正向影響，表示消費者的使用

態度表現的越正面，使用的意願會越高。危芷燕（民 98）研究結果為使

用者的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呈現正向影響，並且透過使

用態度間接影響使用意願，電子帳單支付服務容易使用且消費者覺得可

以幫助解決問題，其使用態度越高，使用意願越高。過去的研究中，許多

研究者以網路虛擬、電子商務與網路銀行為例，研究結果指出消費者對於

新科技網路的使用意願越高，消費者的使用態度就越高，反之使用意願越

低，使用態度越低。 

根據過去研究者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使用意願的研究中，知覺易用

性與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響消費者的使用態度(林靜儀、劉昌佑，民 102; 

Riemenschneider, Harrison & Mykytyn, Jr., 2003; Lee, 2009；Bugembe, 

2010)。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是正向的影響(葉人瑋，民 93; Karahanna, 

Straub & Chervany, 1999; Liebermann & Stashevsky, 2002)。 

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消費者的使用態度是由一件服務或產品的易

用與有用的感受產生的，一件服務或產品的易用與有用的認知會影響不

同服務或產品的使用態度之高低，進階對使用意願有影響。據此，本研究

提出： 

H7：使用態度對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H8：使用態度對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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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和文獻綜述，本研究建構出圖 3.1 的研究結構。本

研究提出了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知覺風險、便利性、使用態度與使

用意願之間關係的研究框架。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為基礎，提出假設如下: 

H1：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影響。 

H2：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H3：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H4：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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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知覺風險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影響。 

H6：便利性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影響。 

H7：使用態度對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H8：使用態度對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H9：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具有干擾效果。 

H10：便利性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具有干擾效果。 

3.3 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以過去研究者的文獻為基礎來設計問卷，共分為兩個部分，第

一個部分採用李克特七點尺度量表設計問卷，從「非常同意」至「非常不

同意」七個構面。第二個部分是受訪者之性別、年齡和職業作為受訪者的

基本資料統計。 

(1)知覺易用性 

本研究參考（Davis,1989; Venkatesh & Davis,2000; Taylor &Todd,1995;

廖明慧，民 109；葉佳欣，民 108；賴彥廷，民 105）等研究者的問卷為

依據基礎，並依本研究需求進行修改而延伸出的問卷題項。如表 3.1。 

表 3.1 知覺易用性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題項 

操作型定義 題項 
消費者對於在使用
行動支付消費時，
所知覺方便及容易
使用的程度。 

A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是容易的。 
A2. 我覺得行動支付的操作方式容易上手。 
A3. 我覺得行動支付的方式是清楚可瞭解的。 
A4. 我覺得行動支付提供交易的方式簡便易用。 
A5. 我覺得行動支付對所有的顧客都是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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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覺有用性 

本研究參考（Venkatesh & Davis,2000；廖明慧，民 109；蘇家弘，民

109；葉佳欣，民 108）等研究者的問卷為依據基礎，並依本研究需求進

行修改而延伸出的問卷題項。如表 3.2。 

表 3.2 知覺有用性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題項 

操作型定義 題項 
指消費者使用
行動支付消費
時，會提升消
費者的生活便
利或節省付款
時間。 

B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可以提高時間效率。 
B2.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的系統對生活方便性是有幫

助的。 
B3.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是便利的。 
B4.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配合的店家多。 
B5.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可以快速完成付款目的。 
B6.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是一個方便的付款工具。 

(3)使用態度 

本研究使用態度主要參考（Davis,1989; Hsu & Lin,2008; Lee,2009; 

Cheng, Lam & Yeung,2006; 洪偉倩，民 100；賴彥廷，民 105；廖明慧，

民 109；葉佳欣，民 108）等研究者的問卷為依據基礎，並依本研究需求

進行修改而延伸出的問卷題項。如表 3.3。 

表 3.3 使用態度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題項 

操作型定義 題項 
消費者使用行
動支付消費時
整體功能效用
的付出與收獲
之評估。 

C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是明智的決定。 
C2.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不需要隨時攜帶現
金。 
C3.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讓我覺得有趣。 
C4.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符合我的需求。 
C5. 我給予行動支付的評價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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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意願 

本研究使用態度主要參考（Davis,1989; 洪偉倩，民 100；賴彥廷，民

105；廖明慧，民 109；葉佳欣，民 108）等研究者的問卷為依據基礎，並

依本研究需求進行修改而延伸出的問卷題項。如表 3.4。 

表 3.4 使用意願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題項 

操作型定義 題項 
消費者使用行
動支付的可能
性及意願。 

D1. 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代替現金支付。 
D2. 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進行付款。 
D3. 我願意推薦他人使用行動支付。 
D4. 整體而言，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的意願相當高。 

 

(5)知覺風險 

知覺風險主要參考賴彥廷（民 105）的研究量表，消費者在使用行動

支付服務時最容易遇到的兩個風險，分別為財務風險和隱私風險。過去知

覺風險子變項都有這兩個個風險的研究者有（Mooney,2000; Featherman & 

Pavlou,2003; Ueltschy, Krampf & Yannopoulos, 2004；柯維琳，民 94；楊惠

琴，民 95） ，並依兩種知覺風險類型設計修改延伸出題項。如表 3.5。 

表 3.5 知覺風險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題項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在使用行動
支 付 服 務
時，所產生
的財務損失
及資料被盜
用造成財產
虧損。 

E1.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產生的金錢損失。 
E2.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造成的財務資訊外

流。 
E3.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造成的帳款資料被

盜用。 
E4.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因為退換貨的手

續費造成的金錢損失。 
E5.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進行網路消費時，會因為收

不到商品造成的金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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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知覺風險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題項(續) 

操作型定義 題項 
隱私風險係
指消費者在
使用行動支
付消費時，
產生之個人
資料外洩，
所造成個人
隱私權傷害
之風險。 

F1.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洩漏我的個人交
易資訊。 

F2.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洩漏我的個人隱
私資訊。 

F3.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無法對我的信用卡/
金融卡資訊保密。 

F4.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無法確保我的付費
資訊。 

F5.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個人資訊可能會被
盜用。 

(6)便利性 

本研究使用態度主要參考（Berry, Seiders & Grewal,2002; Dai, Salam 

& King, 2008; 林士祥，民 103）等研究者的問卷設計，並依本研究所需修

改所延伸出的問卷題項。如表 3.6。 

表 3.6 便利性之操作型定義及問卷題項 

操作型定義 題項 
便利性指消
費者使用行
動支付時，
對時間與精
力付出的認
知。 

G1. 我覺得行動支付帶來生活上的方便。 
G2. 我覺得到處都可以使用行動支付。 
G3. 我覺得行動支付可以簡化付款流程。 
G4. 我覺得行動支付能夠讓結賬速度變快及便利。 
G5. 我覺得行動支付能夠免去攜帶現金或信用卡的不

便。 
 

3.4 預測問卷 

本研究在發放正式問卷之前先發放預測，預測問卷於 2020 年 12 月發

放，為期 1 個月，主要針對使用行動支付的消費者為預測問卷發放對象，

並利用 Google 問卷發放調查，有效問卷回收 50 份。根據 Cronbach(1951)

提出 Cronbach’s α 高於 0.7 代表問卷量表具有高信度。知覺有用性題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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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的相關係數為 0.246 其 Cronbach’s α 為 0.839，刪掉題項 B4 後知覺有

用性的 Cronbach’s α 為 0.910。預測問卷的信度分析如表 3.7 所示： 

 

表 3.7 預試信度表 

衡量構面  題數 Cronbachα 

知覺易用性  5 0.894 

知覺有用性  5 0.910 

使用態度  5 0.863 

使用意願  4 0.937 

知覺風險 
財務風險 5 0.918 

隱私風險 5 0.956 

便利性  5 0.8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5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0 版本進行問卷統計與分析。主要利用

以下資料分析方法，從蒐集得到資料分析結果。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敘述性統計主要以利用行動支付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進行

基本資料（年齡、性別、職業）之敘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受測者之背景

之分布情形與特性。 



 
 
 
 
 
 
 
 
 
 
 
 

 

22 

二、 因素分析 

以因素分析方法針對本研究六個變項進行分析。根據 Kaiser 提出的

觀點，KMO 值大於 0.8 表示很好，KMO 值大於 0.7 表示中等，KMO 值

大於 0.6 表示普通，KMO 值小於 0.5 表示不能接受。本研究主要萃取 0.5

以上之題項，以最大變異法轉軸後進行因素萃取並命名。 

 

三、 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信度分析檢測問卷之穩定性以及一致性，主要以

Cronbach(1951)提出的 Cronbach’s α 大於或等於 0.7 具有高信度。

Cronbach’s α 大於或等於 0.7 代表問卷具有高信度。 

 

四、 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測兩種不同群體（性別）之間的差異性，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者以上不同群體（年齡、職業）之間的差異性。 

 

五、 相關分析 

檢測各變項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本研究利用 Pearson 相關分析法來

檢測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願、知覺風險和便利性

之間方向與強度。 

 

六、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利用線性迴歸來解釋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

用態度、使用意願、知覺風險和便利性是否具有影響關係，利用複迴歸分

析驗證中介效果與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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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透過 Google 表單網路發放 320 份正式問卷，為期 3 個月，正

式問卷回收 320 份問卷，扣除 10 分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310 份。本研

究利用 SPSS20 軟體進行研究假設結果是否成立。本章節分別敘述因素分

析、信度分析、敘述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

歸分析、及 Pearson 相關分析。 

4.1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方法針對本研究六個變項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1。 

表 4.1 因素分析之彙整表 

衡量變項 KMO
值 

Bartlett 檢定 累積解釋
變異量 近似卡方分配 df P 值 

知覺易用性 0.881 1158.050 10 0.000 74.396 
知覺有用性 0.89 1359.918 10 0.000 80.575 
使用態度 0.875 915.474 10 0.000 69.670 
使用意願 0.863 1306.355 6 0.000 87.655 

知覺風險(財務) 0.824 994.821 10 0.000 71.430 
知覺風險(隱私) 0.880 1838.832 10 0.000 85.624 

便利性 0.852 815.666 10 0.000 67.3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知覺易用性特徵值為 3.720，解釋變異量為 74.396%，經過分析結果

如表 4.2 所示。 

表 4.2 知覺易用性量表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 
A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是容易的。 0.901 
A2 我覺得行動支付的操作方式容易上手。 0.925 
A3 我覺得行動支付的方式是清楚可瞭解的。 0.909 
A4 我覺得行動支付提供交易的方式簡便易用。 0.863 
A5 我覺得行動支付對所有的顧客都是方便的。 0.6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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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有用性特徵值為 4.029，解釋變異量為 80.575%，經過分析結果

如表 4.3 所示。 

表 4.3 知覺有用性量表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 
B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可以提高時間效率。 0.883 
B2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的系統對生活方便性是有幫助

的。 
0.909 

B3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是便利的。 0.918 
B5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可以快速完成付款目的。 0.882 
B6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是一個方便的付款工具。 0.8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使用態度特徵值為 3.484，解釋變異量為 69.670%，經過分析結果如

表 4.4 所示。 

表 4.4 使用態度量表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 
C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是明智的決定。 0.882 
C2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不需要隨時攜帶現金。 0.663 
C3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讓我覺得有趣。 0.828 
C4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符合我的需求。  0.888 
C5 我給予行動支付的評價是正面的。 0.8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使用意願特徵值為 3.506，解釋變異量為 87.655%，經過分析結果如

表 4.5 所示。 

表 4.5 使用意願量表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 
D1 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代替現金支付。 0.919 
D2 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進行付款。 0.950 
D3 我願意推薦他人使用行動支付。 0.930 
D4 整體而言，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的意願相當高。 0.9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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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風險(財務)特徵值為 3.572，解釋變異量為 71.430%，經過分析

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知覺風險(財務風險)量表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 
E1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產生的金錢損失。 0.794 
E2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造成的財務資訊外

流。 
0.877 

E3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造成的帳款資料被
盜用。 

0.857 

E4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因為退換貨的手
續費造成的金錢損失。 

0.858 

E5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進行網路消費時，會因為收
不到商品造成的金錢損失。 

0.8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知覺風險(隱私)特徵值為 4.281，解釋變異量為 85.624%，經過分析

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知覺風險(隱私風險)量表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 
F1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洩漏我的個人交

易資訊。 
0.937 

F2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洩漏我的個人隱
私資訊。 

0.942 

F3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無法對我的信用卡
/金融卡資訊保密。 

0.935 

F4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無法確保我的付費
資訊。 

0.877 

F5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個人資訊可能會被
盜用。 

0.9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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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特徵值為 3.369，解釋變異量為 67.386%，經過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便利性量表因素負荷量 

題項 因素負荷量 
G1 我覺得行動支付帶來生活上的方便。 0.874 
G2 我覺得到處都可以使用行動支付。 0.690 
G3 我覺得行動支付可以簡化付款流程。 0.818 
G4 我覺得行動支付能夠讓結賬速度變快及便利。 0.890 
G5 我覺得行動支付能夠免去攜帶現金或信用卡的不

便。 
0.8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信度分析 

根據表 4.9 量表信度分析顯示在各個量表的整體分量表的信度係數

在知覺有用性到便利性之間的量表在 0.865 到 0.957 之間，符合文獻對於

信度的標準，顯示受試者在作答時，能發揮相當不錯的作答一致性。整體

信度達到 0.924，達到標準；此分析結果表示本研究編制之量表皆有可接

受的內部一致性。 

表 4.9 量表信度分析 

量表名稱  Cronbachα N 

知覺易用性  0.896 5 
知覺有用性  0.939 5 
使用態度  0.881 5 
使用意願  0.953 4 

知覺風險 
財務風險 0.898 5 
隱私風險 0.957 5 

便利性  0.865 5 
總量表  0.924 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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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係以研究樣本分佈的次數分配之百分比方法，分析個人基本

資料：性別、年齡、職業，藉由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驗證是否具有差

異性。 

4.3.1 背景變項現況分析 

根據表 4.10 顯示： 

(1) 性別：男性方面共計 101 人（占 32.6%），女性共計 209 人（67.4%），

此研究顯示女性受訪者居多。 

(2) 年齡：20 歲（含）以下共計 33 位（占 10.6%），21-30 歲共計 236 位

（占 76.1%），31-40 歲共計 22 位（占 7.1%），41-50 歲共計 17 位（占

5.5%），51 歲以上共計 2 位（占 0.6%），此研究顯示以 21-30 歲之受訪者

居多。 

(3) 職業：學生共計 141 位（占 45.5%），上班族共計 149 位（占 48.1%），

軍工教共計 8 位（占 2.6%），其他共計 12 位（占 3.9%），此研究顯示職

業以上班族為居多，其次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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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背景變項描述統計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01 32.6 

女 209 67.4 

年級 
20 歲（含）以下 33 10.6 

21-30 歲 236 76.1 
31-40 歲 22 7.1 

 41-50 歲 17 5.5 
 51 歲以上 2 0.6 

職業 學生 141 45.5 
 上班族 149 48.1 
 軍公教 8 2.6 
 其他 12 3.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獨立樣本 t 檢定 

4.4.1 性別對各變項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驗證性別在六個變項中的差異性。t 檢定用

於比較男性與女性受訪者在本研究中六個變項的看法。根據表 4.11 結果

顯示性別在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願與便利性等變

項，P>0.05，沒有顯著差異。而知覺風險及其中的財務與隱私構面，P<0.05，

有顯著差異。女生在知覺風險及其中的財務與隱私高於男生，表示女生可

能較重視自己的財務管理與保護自己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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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性別對各變項之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變項名稱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知覺易用性 
男 101 5.6515 1.05893 

0.872 0.659 
女 209 5.5359 1.11126 

知覺有用性 
男 101 6.0792 0.94956 

1.116 0.476 
女 209 5.9455 1.00742 

使用態度 
男 101 5.3386 1.18650 

-0.234 0.963 
女 209 5.3722 1.18541 

使用意願 
男 101 5.5520 1.31829 

0.282 0.298 
女 209 5.5048 1.41229 

知覺風險 
男 101 5.1426 1.46767 

-2.456 0.018* 
女 209 5.5565 1.21567 

知覺風險 
（財務風險） 

男 101 5.0218 1.53360 
-2.022 0.034* 

女 209 5.3761 1.24453 
知覺風險 

（隱私風險） 
男 101 5.2634 1.58213 

-2.610 0.022* 
女 209 5.7368 1.30334 

便利性 
男 101 5.7287 1.09200 

0.976 0.815 
女 209 5.6057 1.01298 

註：*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4.5.1 年齡對各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4.12 齡在在變異數分析表中顯示不同年齡在各量表中 P 值都大

於 0.05，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層在量表中和變項之間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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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年齡在各量表變異數差異性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知覺易用性 

20 歲以下 5.2788 1.01111 

1.495 0.204 
21~30 歲 5.5975 1.09210 
31~40 歲 5.9364 1.04085 
41~50 歲 5.3176 1.22894 
51 歲以上 5.8000 1.69706 

知覺有用性 

20 歲以下 5.7212 0.89154 

2.345 0.055 
21~30 歲 6.0356 0.98763 
31~40 歲 6.2364 0.91680 
41~50 歲 5.6941 1.14481 
51 歲以上 4.7000 0.42426 

使用態度 

20 歲以下 5.0121 1.24292 

1.237 0.295 
21~30 歲 5.3881 1.18711 
31~40 歲 5.6636 1.09089 
41~50 歲 5.2235 1.05329 
51 歲以上 5.8000 1.69706 

使用意願 

20 歲以下 5.3636 1.10590 

1.120 0.347 
21~30 歲 5.5297 1.38175 
31~40 歲 5.9091 1.31282 
41~50 歲 5.3529 1.57634 
51 歲以上 4.1250 4.06586 

知覺風險 

20 歲以下 5.6061 1.33509 

0.834 0.504 
21~30 歲 5.3805 1.32904 
31~40 歲 5.3500 1.29090 
41~50 歲 5.5647 1.15863 
51 以上 6.8000 0.28284 

知覺風險 
（財務風險） 

20 歲以下 5.4667 1.30831 

1.074 0.369 
21~30 歲 5.2390 1.36840 
31~40 歲 4.9364 1.34148 
41~50 歲 5.4235 1.25276 
51 歲以上 6.6000 0.5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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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年齡在各量表變異數差異性分析摘要表（續） 

知覺風險 
（隱私風險） 

20 歲以下 5.7455 1.42239 

0.839 0.501 
21~30 歲 5.5220 1.43287 
31~40 歲 5.7636 1.46273 
41~50 歲 5.7059 1.11830 
51 歲以上 7.0000 0.00000 

便利性 

20 歲以下 5.4788 1.10673 

1.357 0.249 
21~30 歲 5.6424 1.01591 
31~40 歲 5.8727 0.99436 
41~50 歲 5.5647 1.25943 
51 歲以上 7.0000 0.0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2 職業對各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4.13顯示不同職業在知覺易用性的變項中整體分析F值為3.073，

P 值為 0.028，小於 0.05，說明不同職業在知覺易用性具有顯著差異，需

要進行事後檢定。藉由 Scheffe 法事後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職業在知

覺易用性，P>0.05，沒有顯著差異，如表 4.14。 

 

表 4.13 職業在各量表變異數差異性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職業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知覺易用性 

學生 5.4043 1.01432 

3.073 0.028* 
上班族 5.7128 1.12257 
軍公教 5.2250 1.72523 
其他 6.0667 0.83702 

知覺有用性 

學生 5.8865 0.97726 

1.048 0.372 
上班族 6.0591 1.01169 
軍公教 6.1250 1.03060 
其他 6.2333 0.7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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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職業在各量表變異數差異性分析摘要表(續) 

使用態度 

學生 5.2624 1.17647 

1.238 0.296 
上班族 5.4295 1.18854 
軍公教 5.1250 1.48107 
其他 5.8333 0.94131 

使用意願 

學生 5.4557 1.34439 

1.636 0.181 
上班族 5.6393 1.33728 
軍公教 4.6250 2.04416 
其他 5.3958 1.72039 

知覺風險 

學生 5.4936 1.25021 

1.587 0.193 
上班族 5.4275 1.28383 
軍公教 4.5500 2.06190 
其他 5.0833 1.75180 

知覺風險 
（財務風險） 

學生 5.3518 1.29127 

2.005 0.113 
上班族 5.2631 1.32095 
軍公教 4.3250 1.83906 
其他 4.7833 1.89824 

知覺風險 
（隱私風險） 

學生 5.6355 1.30587 

1.016 0.386 
上班族 5.5913 1.42295 
軍公教 4.7750 2.36507 
其他 5.3833 1.78979 

便利性 

學生 5.5319 1.03643 

1.507 0.213 
上班族 5.7074 1.06022 
軍公教 6.0750 0.84134 
其他 5.9333 0.80604 

註：*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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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職業在知覺易用性變異數差異性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職業 平均數 P 值 

知覺易用性 

學生 
上班族 0.30850 0.120 
軍公教 0.17926 0.976 
其他 0.66241 0.249 

上班族 
學生 0.30850 0.120 
上班族 0.48775 0.674 
其他 0.35391 0.757 

軍公教 
學生 0.17926 0.976 
上班族 0.48775 0.674 
其他 0.84167 0.409 

其他 
學生 0.66241 0.249 
上班族 0.35391 0.757 
軍公教 0.84167 0.4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6 Pearson 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探討各變項之間的強度，結果如表 4.15

顯示。分析結果顯示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願與

便利性呈顯著正相關，知覺風險呈顯著負相關。 

表 4.15 相關分析 

 知覺 
有用性 

知覺 
易用性 

使用 
態度 

使用 
意願 

知覺 
風險 

便利
性 

知覺有用性 1 
     

知覺易用性 0.734*** 1 
    

使用態度 0.698*** 0.77*** 1 
   

使用意願 0.744*** 0.746*** 0.84*** 1 
  

知覺風險 -0.091 -0.18*** -
0.192*** 

-
0.215*** 

1 
 

便利性 0.722*** 0.736*** 0.77*** 0.74*** 0.133* 1 
註：*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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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迴歸分析 

本研究從相關分析結果得出各變項都呈正相關，利用迴歸分析對各

變項進行分析驗證 H1 至 H6 是否成立，結果如表 4.16。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β 係數標準化迴歸為 0.734，t=18.952，

P=0.000，假設 1 成立。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β 係數標準化迴歸為 0.770，

t=21.172，P=0.000，假設 2 成立。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β 係數標準化

迴歸為 0.698，t=17.120，P=0.000，假設 3 成立。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 

β 係數標準化迴歸為 0.840，t=27.210，P=0.000，假設 4 成立。知覺風險

對使用意願， β 係數標準化迴歸為-0.215，t=-3.864，P=0.000，假設 5 成

立。便利性對使用意願， β 係數標準化迴歸為 0.740，t=19.333，P=0.000，

假設 6 成立。 

表 4.16 迴歸分析統計表(n=310) 

變項 β R2 Adj.R2 t 值 F 值 P 值 
知覺易用性對 
知覺有用性 0.734 0.538 0.537 18.952 359.176 0.000 

知覺易用性對 
使用態度 0.770 0.593 0.591 21.172 448.233 0.000 

知覺有用性對 
使用態度 0.698 0.488 0.486 17.120 293.078 0.000 

使用態度對 
使用意願 0.840 0.706 0.705 27.210 740.370 0.000 

知覺風險對 
使用意願 -0.215 0.046 0.043 -3.864 14.927 0.000 

便利性對 
使用意願 0.740 0.548 0.547 19.333 373.774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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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介分析 

本研究利用層級迴歸驗證假設 H8。根據分析結果，模式 1：知覺易

用性對使用態度的 β 值為 0.770，t=21.172，P<0.001 代表有顯著的影響，

滿足第一要素的條件。模式 2：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願的 β 值為 0.746，

t=19.680，P 值<0.001 代表有顯著的影響，滿足第二要素的條件。模式 3：

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的 β 值為 0.840，t=27.210，P 值<0.001 代表有顯著

的影響，滿足第三要素的條件。模式 4：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為自變項

對使用意願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的 β 值從原先的 0.746 降

到 0.244，而使用態度的 β 值為 0.653，代表使用態度對知覺易用性與使

用意願呈部分中介效果，如表 4.17。 

 
表 4.17 使用態度中介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願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使用態度 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 

知覺易用性 0.770***   0.746***  0.244***  
使用態度    0.840***  0.653***  

R 0.770 0.746  0.840 0.855 
R2  0.593 0.557  0.706 0.730 

Adj-R2  0.591 0.556  0.705 0.729 
F-value  448.233 387.311  740.370 415.9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的中介變數是依據 Baron and Kenny (1986)研究檢驗中介效

果。結果分析，模式 1：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的 β 值為 0.698，t=17.120，

P 值<0.001 代表有顯著的影響，滿足第一要素的條件。模式 2：知覺有用

性對使用意願的 β 值為 0.744，t=19.532，P 值<0.001 代表有顯著的影響，

滿足第二要素的條件。模式 3：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的 β 值為 0.840，

t=27.210，P 值<0.001 代表有顯著的影響，滿足第三要素的條件。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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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為自變項對使用意願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知

覺有用性的 β 值從原先的 0.744 降到 0.306，而使用態度的 β 值為 0.626，

代表使用態度對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願呈部分中介效果，如表 4.18 顯示。 

表 4.18 使用態度中介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願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使用態度 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 

知覺有用性 0.698***  0.744***    0.306***  
使用態度     0.840***   0.626***  

R 0.698 0.744 0.840 0.869 
R2  0.488 0.553 0.706 0.754 

Adj-R2  0.486 0.552 0.705 0.753 
F-value  293.078 381.494 740.370 471.3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9 干擾分析 

本研究干擾效果的定義是根據 Baron and Kenny (1986)研究檢驗干

擾效果。表 4.19 結果顯示模式 1：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 β 值為 0.840，

t=27.210，P 值<0.001 有顯著效果，顯示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

模式 2：干擾變數知覺風險對使用意願的 β 值為-0.215，t=-3.864，P<0.001

有顯著效果，顯示干擾變數知覺風險對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模式 3：使

用態度的 β 值為 0.830，P<0.001 有顯著效果，而知覺風險 β 值為-0.055，

P>0.05 不達顯著效果。模式 4：使用態度與知覺風險交互作用下，對使用

意願的迴歸係數 β 值為 0.061，P>0.05，沒有顯著效果，表示知覺風險對

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之間，不存在干擾效果，因此，假設 9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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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使用態度、使用意願及知覺風險干擾分析表 

自變數 依變數(使用意願)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使用態度 0.840***  0.830*** 0.819*** 
知覺風險  -0.215*** -0.055 -0.074* 
使用態度 

* 知覺風險 
   0.061 

R 0.840 0.215 0.842 0.844 
𝑅𝑅2 0.706 0.046 0.709 0.713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𝑅𝑅2 0.705 0.043 0.707 0.710 
F 740.370 14.927 374.282 252.8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將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的交互作用，利用層級迴歸分析，探

討便利性對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的干擾效果結果如表 4.20 所示。模式 1：

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 β 值為 0.840，t=27.210，P<0.001 有顯著效果，顯示

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模式 2：干擾變數便利性對使用意願的

β 值為 0.740，t=19.333，P <0.001，有顯著效果，顯示干擾變數便利性對

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模式 3：使用態度的迴歸係數 β 值為 0.664 ，

P<0.001，有顯著效果而便利性 β 值為 0.229，P>0.05，未達顯著效果。模

式 4：使用態度與便利性交互作用下，對使用意願的迴歸係數 β 值為-

0.052，P>0.05，沒有顯著效果，表示便利性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之間，

不存在干擾效果，因此，假設 10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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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使用態度、使用意願及便利性干擾分析表 

自變數 依變數(使用意願)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使用態度 0.840***  0.664*** 0.665*** 
便利性  0.740*** 0.229*** 0.207*** 
使用態度 
* 便利性 

   -0.052 

R 0.840 0.740 0.853 0.854 
𝑅𝑅2 0.706 0.548 0.728 0.730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𝑅𝑅2 0.705 0.547 0.726 0.727 
F 740.370 373.774 409.901 275.4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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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現今行動裝置已經普及化，成為了消費者的必備物品。消費模式的改

變也促使了行動支付的興起，進而引起各類型行動支付軟體的產生。此

外，企業為迎合趨勢便利消費者，發明自己的行動支付軟體以供消費者選

擇。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根據第四章統計分析的結果驗證研究假設,結果如表 5.1 顯示。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整理表 

研究假設 檢定結果 
H1：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2：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4：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5：知覺風險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6：便利性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7：使用態度對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H8：使用態度對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願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H9：知覺風險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會具有干擾效果。 不成立 
H10：便利性對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會具有干擾效果。 不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態度和使用意願 

結果顯示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知覺易用性與知

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有正向顯著

影響。消費者在對於使用行動支付的易用性與有用性會直接影響使用態

度，消費者的使用態度是否正向會直接影響使用意願，這兩個因素對於消

費者是否願意使用行動支付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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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中介效果驗證使用態度對知覺易用性和使用意願有部分

中介效果。知覺易用性透過使用態度影響使用意願。使用態度對知覺有用

性和使用意願部分中介效果。知覺有用性透過使用態度影響使用意願。消

費者在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是正向

的，消費者對於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態度正向，會影響消

費者對於是否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意願。 

 

2. 知覺風險、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 

結果顯示知覺風險對使用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

有正向顯著影響。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風險程度會直

接影響使用態度， 同時消費者的使用態度正向也會直接影響使用意願。

這兩個因素對於消費者是否願意使用行動支付有關聯。 

本研究根據干擾效果驗證知覺風險、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三個變項，

得出結果顯示不存在干擾效果，說明知覺風險的干擾並不會影響消費者

對於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雖然現在時

代不斷進步，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的風險知識還是不足所以知覺風險不

會影響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意願。 

 

3. 便利性、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 

結果顯示便利性對使用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有

正向顯著影響。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便利性會直接影

響使用態度， 同時消費者的使用態度正向也會直接影響使用意願。這兩

個因素對於消費者是否願意使用行動支付有關聯。 

本研究根據干擾效果驗證便利性、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三個變項，得

出結果顯示不存在干擾效果，說明便利性的干擾並不會影響消費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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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動支付購買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現在科技的進步

顯示使用行動支付會較便利，商家會推出自己的行動支付軟體以及不同

店家可以使用行動支付的軟體不同，因此，便利性不會影響消費者使用行

動支付的意願。 

 

5.2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樣本主要以上班族居多，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對象

讓長輩以及國中以下的學生填答問卷，讓問卷的結果更加完整性。在填

問卷可能受周圍環境影響導致問卷結果有偏差，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使

用質性研究，利用訪談一對一了解使用行動支付的意願讓研究結果可以

完整性與客觀性。未來研究者可以增加敘述性統計分析的選項讓問卷更

加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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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第一部分 
行動支付為應用支付技術，將任何智慧型行動裝置變成錢包，消費者可

以透過申請、身份認證、設定交易卡片及密碼程序等，便可以使用智慧

型行動裝置進行消費。 

【填答方法說明】 

請您依照您對每一題的認同程度勾選答案，若對該題完全認同時，請勾

選「非常同意」；若大致認同時，請勾選「同意」；若有些許認同時，

請勾選「稍微同意」；若完全不認同時，請勾選「非常不同意」；若大

致不認同時，請勾選「不同意」；若有些許不認同時，請勾選「稍微不

同意」。 
 

敬愛的先生/小姐 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此問卷，在此致上十二萬分

的感謝。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旨在探討消費者的知覺易用

性、知覺有用性、知覺風險、便利性與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之影響—
—以行動支付為例，敬請詳閱後，請依據您的實際感受填寫，並請留

意不要遺漏任何題項。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填答，僅作學術探討研究分析之用，絕不對

外公開個別資料，請您安心表達意見及看法。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在此衷心表示感謝。 
 
敬祝萬事順心健康愉快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科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紀信光 博士 
研究生： 蘇鈿軒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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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可以提

高時間效率。 
□ □ □ □ □ □ □ 

2.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的系統對生活

方便性是有幫助的。 
□ □ □ □ □ □ □ 

3.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是便利

的。 
□ □ □ □ □ □ □ 

4.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可以快速完成

付款目的。 
□ □ □ □ □ □ □ 

5.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是一個方便的

付款工具。 
□ □ □ □ □ □ □ 

6.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是容易的。 □ □ □ □ □ □ □ 
7.  我覺得行動支付的操作方式容易上

手。 
□ □ □ □ □ □ □ 

8.  我覺得行動支付的方式是清楚可瞭

解的。 
□ □ □ □ □ □ □ 

9.  我覺得行動支付提供交易的方式簡

便易用。 
□ □ □ □ □ □ □ 

10.  我覺得行動支付對所有的顧客都是

方便的。 
□ □ □ □ □ □ □ 

11.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是明智的

決定。 
□ □ □ □ □ □ □ 

12.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不需要

隨時攜帶現金。 
□ □ □ □ □ □ □ 

13.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消費讓我覺得

有趣。 
□ □ □ □ □ □ □ 

14.  我覺得使用行動支付符合我的需

求。 
□ □ □ □ □ □ □ 

15.  我給予行動支付的評價是正面的。 □ □ □ □ □ □ □ 
16.  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代替現金支

付。 
□ □ □ □ □ □ □ 

17.  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進行付款。 □ □ □ □ □ □ □ 
18.  我願意推薦他人使用行動支付。 □ □ □ □ □ □ □ 
19.  整體而言，我願意使用行動支付的

意願相當高。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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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0.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產

生的金錢損失。 
□ □ □ □ □ □ □ 

21.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造

成的財務資訊外流。 
□ □ □ □ □ □ □ 

22.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造

成的帳款資料被盜用。 
□ □ □ □ □ □ □ 

23.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

因為退換貨的手續費造成的金錢損

失。 
□ □ □ □ □ □ □ 

24.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進行網路消

費時，會因為收不到商品造成的金

錢損失。 
□ □ □ □ □ □ □ 

25.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

洩漏我的個人交易資訊。 
□ □ □ □ □ □ □ 

26.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會

洩漏我的個人隱私資訊。 
□ □ □ □ □ □ □ 

27.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無

法對我的信用卡/金融卡資訊保密。 
□ □ □ □ □ □ □ 

28.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無

法確保我的付費資訊。 
□ □ □ □ □ □ □ 

29.  我會擔心使用行動支付消費時，個

人資訊可能會被盜用。 
□ □ □ □ □ □ □ 

30.  我覺得行動支付帶來生活上的方

便。 
□ □ □ □ □ □ □ 

31.  我覺得到處都可以使用行動支付。 □ □ □ □ □ □ □ 
32.  我覺得行動支付可以簡化付款流

程。 
□ □ □ □ □ □ □ 

33.  我覺得行動支付能夠讓結賬速度變

快及便利。 
□ □ □ □ □ □ □ 

34.  我覺得行動支付能夠免去攜帶現金

或信用卡的不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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