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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帶給人們便利的生活，但也因不同的社經

背景程度，造成民眾接近網路機會不一致的情況，此乃所謂數位落差。早期研究

數位落差之議題，主要著重在民眾資訊通信科技相關設備的擁有與使用情況的瞭

解。但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數位落差的探討，亦應包括使用者資訊應用能力之

差異。 

  本研究利用 2006 年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問卷資料，以

Heckman 提出之兩階段估計法，建立一家戶連網與資訊應用行為之兩階段估計模

型。實證結果顯示，家戶所得越高、戶長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口數越多、年齡

層越低，家戶選擇連網的機會就越高，同時居住地區別、職位別也會影響連網與

否的決定。在資訊應用行為之人口特徵分析部份，研究結果發現具有下面四項特

色。（1）個人所得越高、教育程度越高、男性、年齡層越低，上網時數越長。（2）

在個人最常使用的寬頻上網功能，其中包含了瀏覽資訊與網頁、網路購物、電子

郵件、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網路遊戲、下載軟體資料、下載影音檔以及搜尋

資訊功能，實證結果顯示，所得與教育變數對電子郵件功能具顯著影響；性別方

面，女性重視網路購物、電子郵件及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功能，男性則注重網

路遊戲、下載軟體及影音檔之功能；資訊近用程度越低的地區，對於搜尋資訊功

能的使用相對提高。（3）在寬頻付費服務之使用，其中包含了網路金融、線上學

習與遠距教學、網路電影電視、網路音樂、線上遊戲及網路電話服務，實證結果

顯示，所得對網路音樂和網路電話有顯著影響；教育對網路金融、網路音樂、線

上遊戲有顯著影響；男性重視網路電影電視、線上遊戲及網路電話的服務；年齡

層中以 26~35 歲者對網路金融和網路電話的使用率較高。資訊近用程度越低的地

區對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網路電視電影和網路電話具正且顯著影響。（4）利用

ordered probit model 分析民眾未來使用寬頻付費服務之意願，研究結果顯示，所

得、教育、性別、年齡、地區別變數對民眾未來是否選擇使用寬頻付費服務具顯

著影響。 

 

 

關鍵字：Heckman 兩階段估計、連網服務、資訊應用行為、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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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s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greatly benefited people’s lives.  Prior research in digital divide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et access.  As more literature highlights 

the fact the digital devide in internet connection is declining, the research has shifted 

its focus to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et use. 

Using data from a detailed survey of broadband usage conducted by TWNIC in 

2006, we model the home adoption and internet usage decision as a two-stage process 

and estimate it with a Heckman’s two-stage estimation procedure.  We find that there 

exist regional and occupational disparities in internet adoption and those with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er household income, higher educated 

household head, large number of household members, and younger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ternet adoption.  In addition, conditional on adoption,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several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on internet use. We find that (1) 

high-income, high-educated, younger male spent more time online; (2) Both income 

and educa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email , the female is more likely to use 

information applications, such as online-shopping, email, and online-chatting, the 

male is more likely to use online-game, downloading; the area with lower internet 

adoption rate is more likely to use the information-searching; (3) Educa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aid web-finance, web-music and online-game, the 

male is more likely to pay for the web-movie, online-game, and web-phone, adopters 

with the age between 26 and 35 are more likely to use web-finance and web-phone; (4) 

Income, education, gender, age and reg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adopters’ 

willingness to use paid servic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Heckman two-stage estimation, Internet adoption,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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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十一世紀正值資訊革命的時代，電腦的快速發展與網際網路的全面興起，

不斷衝擊社會的各層面，深刻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與習性，從全球勞動市場的結

構改變、經濟的生產方式、人際溝通、生活模式等各部份的全面性轉變，資訊科

技所扮演的角色已超脫使用工具的性質，而成為個人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由於

網際網路及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帶給人類生活、學習與工作的便利性，網路功能

與設備的普遍使用伴隨而來的是電腦硬體設備價格的滑落、寬頻費率的調降、連

網速度的提升，以至於民眾接近使用資訊的門檻逐漸降低，但是資訊接近使用的

權利是否隨著個人傳統社會階級與貧富差距的情況一一複製在網路世界中？使

高所得與高教育的民眾在通往網路世界時具有優勢地位？而未來如何利用網路

平台將資訊傳遞給社會大眾，成為資訊社會不得不側重的問題。 

  雖然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對於人類生活有所助益，但也因不同的

社經程度造成民眾接近網路機會不一致的情況，此乃數位落差之現象。早期研究

數位落差之議題，主要著重在民眾資訊通信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相關設備的擁有與使用情況的瞭解，但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

近年來更擴充納入網路近用之議題（Bucy, 2000; Loges and Jung, 2001; Jung et al., 

2001）1

  除了以資訊近用角度剖析數位落差外，Attewell (2001) 與Hargittai (2002) 指

出數位落差的探討應同時包含使用者資訊應用能力差異之第二層次數位落差 

(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強調數位落差除了是網路使用的不均等，亦應包括

個人網路資訊搜尋能力的區別變化層次；亦即，未來評量數位落差必須從資訊設

備存取的差異，擴大到資訊技能素養間的不同

。 

2

                                                 
1 此乃所謂之資訊近用 (information access)，包含了資訊設備近用以及資訊網路近用（行政院研

考會，2005）。 

。曾淑芬（2002）與項靖（2003）

亦指出，數位落差議題的主要內涵不僅包括資訊近用之「量能」上差異，同時也

應考量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與資訊應用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等

2 第二層次數位落差又稱水平落差 (horizontal divide)。相對於此落差，用於衡量資訊近用落差稱

為第一層次數位落差 (first-level digital divide) 或垂直落差 (vertical divide)。 



 

2 
 

「質能」上所可能產生的差距3

由於各國社經發展的差異，對於資訊通信科技的發展狀況也有所不同。因

此，在不同發展階段對於數位落差的觀點也有所差異，並非所有國家同時都採取

類似的觀點。例如，開發中國家以及資訊科技較為不足的國家，就會偏重提升電

腦設備擁有率以及網路接取率；已開發國家及資訊科技發展完備的國家，則重視

緩和族群間在資訊素養與資訊使用能力上的差異，而台灣則屬於後者。 

。其原因在於若要能讓數位資訊得以轉換成知識

而發揮其功能與價值，除資訊近用的公平性外，更需使用者自身擁有足夠的素養

和技能方能達成。因此，必須同時兼顧「量能」與「質能」觀點，亦即應用資訊

通信科技設備能力的廣度與深度，方能完備地釐清數位落差的全貌。 

  是故，歸納前述相關概念與定義，數位落差議題依其所欲檢視角度之不同可

區分為（1）使用數位資訊設備與否之「資訊近用數位落差」，（2）使用數位資訊

設備的認知、經驗與能力差異之「資訊素養數位落差」與（3）使用數位科技相

關內容與服務差異之「資訊應用數位落差」。據此，本研究將兼顧資訊近用的「量

能」與資訊應用的「質能」角度，以求通盤性評量我國數位落差現況。 

  目前，台灣在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以及網路的普及程度都已逐漸成熟，現階

段台灣與世界各國之網路整備度比較，如表 1 所示。根據 2006~2011 年世界經濟

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公布之網路整備度評比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NRI) 結果得知，台灣於全球 130 多個國家中，有關網路產業發

展及ICT應用的評分，與其它已開發國家相較之下不分軒輊，且有逐年進步的情

況4

                                                 
3 資訊素養是分析民眾使用電腦完成工作的能力。資訊應用是檢視個人資訊技術的應用能力與知

識，還有個人對網路資源價值及運作規範的理解。 

，以 2011 年公布之最新報告指出，台灣排名第 6，為歷年最佳成績。顯示近

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網路相關產業發展及ICT應用，有效強化了企業創新能力以及

運用ICT發展新服務與新產業，並提升民眾近用資訊科技之能力。 

4 WEF 有鑒於今日社會 ICT 的應用對提升一國競爭力具有關鍵影響力，故自 2001 年開始發表全

球 ICT 報告，即定期用 NRI 來評比排名主要國家與地區，引起世界各國重視，被評比的國家數

一年一年增加，評比細項指標也會依 ICT 技術演進而調整。WEF 網路整備評比指標共分為三大

構面：環境（國家或社會所提供的網路環境）、整備（社會中的相關利益人：個人、企業、政府

的網路整備度）、使用（相關利益人的網路利用度）。每個構面下又有三大類指標：「市場環境」、

「政治法規環境」、「基礎建設環境」，「個人整備」、「企業整備」、「政府整備」，「個人使用」、「企

業使用」、「政府使用」。各項指標項下，又細分成運用 ICT 之能力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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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EF 全球網路整備度評比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名次 國家 分數 國家 分數 國家 分數 國家 分數 國家 分數 

1 丹麥 5.71 丹麥 5.78 丹麥 5.85 瑞典 5.65 瑞典 5.60 

2 瑞典 5.66 瑞典 5.72 瑞典 5.84 新加坡 5.64 新加坡 5.59 

3 新加坡 5.60 瑞士 5.53 美國 5.68 丹麥 5.54 芬蘭 5.43 

4 芬蘭 5.59 美國 5.49 新加坡 5.67 瑞士 5.48 瑞士 5.33 

5 瑞士 5.58 新加坡 5.49 瑞士 5.58 美國 5.46 美國 5.33 

6 荷蘭 5.54 芬蘭 5.47 芬蘭 5.53 芬蘭 5.44 台灣 5.30 

7 美國 5.54 荷蘭 5.44 冰島 5.50 加拿大 5.36 丹麥 5.29 

8 冰島 5.50 冰島 5.44 挪威 5.49 香港 5.33 加拿大 5.21 

9 英國 5.45 韓國 5.43 荷蘭 5.48 荷蘭 5.32 挪威 5.21 

10 挪威 5.42 挪威 5.38 加拿大 5.41 挪威 5.22 韓國 5.19 

11 加拿大 5.35 香港 5.31 韓國 5.37 台灣 5.20 荷蘭 5.19 

12 香港 5.35 英國 5.30 香港 5.30 冰島 5.20 香港 5.19 

13 台灣 5.28 加拿大 5.30 台灣 5.30 英國 5.17 德國 5.14 

14 日本 5.27 澳洲 5.28 澳洲 5.29 德國 5.16 盧森堡 5.14 

15 澳洲 5.24 奧地利 5.22 英國 5.27 韓國 5.14 英國 5.12 

16 德國 5.22 德國 5.19 奧地利 5.22 澳洲 5.06 冰島 5.07 

17 奧地利 5.17 台灣 5.18 日本 5.19 盧森堡 5.02 澳洲 5.06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擷取自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

 

 。 

再者，根據資策會對台灣經常上網人口之歷年調查資料，圖 1 顯示台灣經

常上網人口的成長情況已出現緩和的現象，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為止，我國經常

上網人口數已達 1,079 萬人5

                                                 
5 本調查之「經常上網人口」定義為每季末於網際網路服務業者處有登錄網路帳號且仍在使用中

之用戶。 

。由此可知，上網人口數的提升不再是政府擬定數位

落差計畫的唯一目標，上網普及率的目標達成後，應該進一步瞭解用戶的資訊應

用行為，以便提供政府在研擬相關推動政策之參考依據。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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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策會，擷取自 http://www.find.org.tw/find/home.aspx?page=many&cal=上網

人口&p=1。 

   

關於民眾資訊應用行為之狀況，根據本文所使用的 2006 年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TWNIC）的問卷調查資料與 2009 年資策會(FIND)提供之資料，彙整如表 2

所示6

  當今研究網際網路使用情況，只著重在人口特徵對網路近用的影響已經不足

了。目前家戶申裝網路的成本佔家戶所得的比例其實並不高，家用電話的連絡功

能與電視媒體的娛樂功能，也逐漸能由網際網路所提供的某些服務所取代，所以

。關於個人使用寬頻上網經常使用之功能由TWNIC所調查之結果包含了瀏

覽資訊與網頁、電子郵件、網路即時傳呼與聊天室、搜尋資訊、網路遊戲、下載

軟體資料、下載影音檔及網路購物。由FIND兩個年度所調查之結果則分別為瀏

覽資訊、收發電子郵件、傳送即時短訊、上傳與下載檔案及網路遊戲。該兩份調

查資料顯示，雖然各項資訊應用行為之使用率逐年提升，但是在眾多資訊應用內

容中，民眾選擇的網路活動仍以資訊類與溝通類為主。 

                                                 
6 自 1996 年網際網路開始在台灣萌芽，經濟部即委託資策會之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定期進行

有關網際網路之應用基礎指標、跨國政策及產業發展的研究與調查，以協助產官學研各界清楚瞭

解國內外網際網路相關的基礎建設及應用內涵。 其 FIND 中心初期成立之宗旨即為 Focus On 

Internet's News & Data，主要聚焦於國內外網際網路相關應用、資訊通信科技及寬頻無線應用等

各項指標之彙整、研究與分析。另外，有關 TWNIC 之說明，請詳見第三章之第二節。 

http://www.find.org.tw/find/home.aspx?page=many&cal=上網人口&p=1�
http://www.find.org.tw/find/home.aspx?page=many&cal=上網人口&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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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瞭解連網族群的資訊應用行為更是重要。 

 

表 2 個人最常使用寬頻上網之功能 

類別 各項網路活動 
TWNIC 

 
2006 年(%) 

FIND 
 

2008 年(%) 

FIND 
 

2009 年(%) 

資訊 瀏覽資訊 73.68 83.3 91.2 

溝通 電子郵件(e-mail) 53.96 67.2 73.5 

溝通 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 32.06   

溝通 傳送即時短訊  47.5 58.3 

溝通 到聊天室  12.4 13.5 

資訊 搜尋資訊 29.57   

娛樂 網路遊戲 21.27 33.7 40.6 

資訊 下載軟體資料 18.16   

資訊 下載影音檔案 15.41   

資訊 上傳、下載檔案  46.9 60.7 

金融交易 網路購物 12.64 16.7 23.7 

溝通 使用網路電話 5.12 14.9 17.4 

金融交易 利用轉帳或信用卡刷卡繳交帳單 4.17 10.0 16.9 

學習 付費線上學習 3.37 4.7 3.4 

娛樂 從事線上影音視訊活動 2.16 21.8 37.6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自資策會 (FIND) 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之資料。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用臺灣網路資訊中心之「臺灣寬頻資訊應用」問卷調查資料，分

析網路用戶者之資訊應用行為。探討的內容包括：家戶連網選擇是否會因社會人

口統計變數之差異，諸如經濟條件、教育程度、城鄉差距、年齡等而受影響？網

路近用程度愈高的族群，是否與他們的資訊應用情況成正比？還是會因為他們具

有其它更多的休閒選擇，反而導致資訊應用的情況不如那些較沒能力接觸到網路

使用權的民眾？ 

本文的資料雖然屬於 2006 年的問卷調查結果，但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瞭解

當時台灣家庭對網際網路近用與資訊應用的需求狀況。問卷中不但提供了用戶當

時的資訊應用行為，也提供受訪者未來是否願意使用寬頻付費服務的資訊，所以



 

6 
 

具有預測價值。本文的研究結果亦可對照近年來之數位發展趨勢，作為相關產業

投入此市場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是進行臺灣網際網路用戶的資訊應用行為分析，但家

戶連網與資訊應用行為存在一個兩階段的關係，即連網與否決定資訊應用行為是

否可以被觀察到；換言之，資訊應用行為可以被觀察到時，只有在連網行為成立。

所以，資訊應用行為的樣本屬於 censored data，故本文採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方

法來做為實證分析的模型基礎。第一階段，我們用 probit model 估計連網與否的

機率值，並計算出 inverse Mills ratio。第二階段，在連網成立的條件下，進一步

對資訊應用行為進行估計。 

  本文實證研究的資料來源為問卷調查的方式，問卷內容包含受訪者的家戶與

個人基本資料、上網時間、資訊應用行為等資料。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共分為五章，其內容說明如下。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

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以及論文架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第三章為理論模型介

紹與實證模型建立，及對解釋變數的設定。第四章為實證結果與分析。第五章為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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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資訊通信科技之快速發展，探討資訊近用與資訊應用等相關議題的文獻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資訊近用議題，即社會經濟地

位之差異，將會造成民眾接觸網路的機會不均等。但隨著網路科技的成熟與普遍

使用，資訊近用議題的探討已不足以解釋數位落差現象，因為在擁有網路近用權

力的同時，隨著個人能力的差異，亦會有不同的資訊使用情形。而這些也都是形

成數位落差問題的因素，故關於網際網路的近用機會與應用能力的議題應一併檢

視。 

  NTIA (1999) 對美國國內資訊貧富不均情況所作的調查報告即指出，資訊取

用的範圍應包含電話服務的擁有、電腦的擁有、網際網路服務的擁有與使用、使

用網路的用途、使用網路服務的地點，不同人文背景變項的影響，諸如，家庭類

型、收入、種族背景、教育程度、年齡、居住地區7

  另有一部份的文獻，主要研究社會人口統計變數對電腦擁有與網路連網的影

響為何。項靖（2003）調查 台灣個人與家庭使用電腦與網路之情況，以家庭收入、

教育、種族、性別、省籍背景、年齡、職業及居住地區的人文背景等變項，探討

不同族群在電腦的擁有與使用和網際網路使用程度的差異。李孟壕與曾淑芬

（2005）則根據「台閩地區 91年數位落差調查報告」，進行統計分析並指出，年

齡越低、教育程度越高、以及收入越高，網路接取機會越高，個人社經地位的差

異的確會影響網路接取以及數位落差現象。Abdelfattah et. al. (2010) 研究多國間

民眾的資訊近用情形，發現影響民眾近用網路的人口特徵主要為教育、年齡、近

12 個月是否參與進修課程和所得等變數。 

。其中，Goolsbee and Klenow 

(2002) 一文主要在瞭解美國家戶電腦擁有率的情形。作者以網路外部性理論解

釋說明族群間網路外溢效果和互相學習，對家用電腦的擁有率有提高的作用。該

研究指出，當家計單位居住於電腦使用比率很高的地區，或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中

大部份的人都擁有電腦時，將會提高其購買第一部家用電腦的可能性。 

  隨著電腦設備擁有率的提高與連網普及率的提升，各國對數位落差議題的定

義範圍更加擴大，許多研究開始探討影響民眾資訊應用行為的主要人口特徵為

                                                 
7美國商務部國家通信及資訊委員會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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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劉文文（2000）以 Becker 的時間分配模型為基礎，利用國科會委託中央研

究院所進行的社會變遷調查報告之資料，採用 probit 與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計量模型進行估計，探討造成數位落差的主要原因。研究結果發現，數位落差現

象確實存在，並與所得與教育程度有密切關係。另外，在社會人口屬性對上網時

數的影響中發現，男性的上網時間多於女性，但是該結果並不顯著；未婚者、年

齡愈低者、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所得越高，上網的時數越長，且上網時數也會受

到職位別的差異而有所影響。 

  Goldfarb and Prince (2008) 探討網路近用與網路各項功能使用模式差異所隱

含的數位落差概念。作者使用美國在 2001 年 12 月所調查的 18,439 份問卷，以

Heckman 提出之兩階段估計法，檢視家庭申裝網路機率及使用者之資訊應用行

為。研究結果發現，高所得、高教育程度者比較可能進行連網；然而在具連網的

條件下，低所得、低教育程度者卻反而花更多的時間在資訊應用行為上，作者認

為造成此現象的理由，在於休閒時間的機會成本不同。另外，該文亦提及所得、

教育、婚姻狀況、種族、年齡、性別、居住地區、家中小孩人數等各變數對資訊

近用與資訊應用行為皆有影響。 

  Lera-López et. al. (2009) 利用二元與多元機率模型及Heckman兩階段估計模

型，探討影響西班牙民眾對網路使用決策和使用頻率的影響因素為何。實證結果

發現，影響民眾是否使用網路的變數有教育、年齡、職業、受僱於服務業、國籍、

都市地區和各地區的 GDP。而與使用網路頻率成正相關的變數則為寬頻網路的

連網、教育、使用網路的技能、使用網路技能的養成方式、性別、人口規模。 

  同時，Abdelfattah et. al. (2010) 也利用 logistic model 估計得知，擁有資訊近

用權的民眾之中，以教育程度較高、年齡層較低、家庭所得較高、近 12 個月曾

參與進修課程、有宗教信仰者和經常接受資訊的媒介（電視、收音機、報紙）的

民眾，其使用網路的頻率較高。 

  Terry and Gomez (2011) 研究多國間民眾在公共入口使用電腦的情形，發現

開發中國家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再度出現在數位發展階段，因此特別

強調性別對數位落差的影響。作者指出，開發中國家女性由於教育程度較低，工

作內容以家務工作為主，社會地位不如男性，導致近用網路的機會不均等，對各

項資訊應用行為的接觸明顯低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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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過去文獻研究成果，各項人口統計變數與資訊應用行為的關係具有下列

特色。教育和所得與連網頻率與時間成正比，如劉文文（2000）、Lera-López et. al. 

(2009) 和 Abdelfattah et. al. (2010) 皆指出，教育程度越高及所得越高，使用網路

的頻率越高，時間也越長。然而，Goldfarb and Prince (2008) 的研究指出，在具

連網的條件下，因為存在時間機會成本的問題，所得越高及教育程度越高者，使

用網路的時間反而減少。 

年齡與連網頻率成負相關，如劉文文（2000）、Lera-López et. al. (2009) 和

Abdelfattah et. al. (2010) 皆證實，年齡越低使用網路的頻率越高。性別對資訊應

用行為的影響並不明確， Lera-López et. al. (2009)、Abdelfattah et. al. (2010) 和

Terry and Gomez (2011) 的研究指出性別會影響用戶使用網路的時間與頻率，男

性的使用率高於女性；不過，劉文文（2000）、Goldfarb and Prince (2008) 卻指出

性別對於民眾上網時數不具顯著影響。 

另外，個人職位別的差異也會影響民眾的資訊應用行為，劉文文（2000）

實證結果指出，管理、專業、半專業人士和學生上網時間多於工人、銷售員、小

販、農人、漁夫，顯示工作型態較需要用到電腦和網路者，對上網的需求越高。

居住地區亦會影響民眾的資訊應用行為，Goldfarb and Prince (2008) 指出，家戶

居住地在都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區，選擇連網的機率越高，不過對於上網時數的影

響不具顯著效果；但 Lera-López et. al. (2009) 卻指出民眾居住在都市化程度越高

的地區，使用網路的頻率也越高。最後，將過去文獻之研究內容和結果，整理成

表 3 陳列之。 

 

表 3 文獻比較 

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與調查對象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劉文文 2000 資料來源為「台灣社會變遷

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四

次，對象為台灣地區 18-75

歲的人口，樣本數 1921 人。 

上網地點 

上網時間 

上網地點因人口特徵之

差異而有所不同；上網時

數因教育程度、家庭所、

職業、年齡之差異具顯著

影響，性別則不顯著 

項靖 2003 18 歲以上民眾，樣本數

2162 人 

家庭/個人擁有電

腦和使用網路的

程度、使用電腦和

年齡、教育程度、省籍、

個人就業別、家戶收入、

居住地區對資訊取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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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與調查對象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網路的地點、重要

性認知 

有程度之差異 

李孟壕、 

曾淑芬 

2005 資料來源為「台閩地區 91

年數位落差調查報告」，對

象為台灣地區 15 歲以上的

個人，樣本數 2720 人。 

資訊近用 

網路素養 

資訊技術 

工作溝通性 

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皆

是影響數位落差之因素 

NTIA 1999 資料來源為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樣本數 為48000

家計單位 

電話服務的擁

有、電腦的擁有、

網際網路服務的

擁有與使用、使用

網路的用途、使用

網路服務的地點 

家庭類型、收入、種族、

教育程度、年齡、居住區

域之差異會影響資訊近

用程度 

 

Goolsbee 

and Klenow 

2003 資料來源為 1997 年由

Forrester Research 市調中

心所提供之數據，樣本數為

110000 家計單位 

家庭擁有電腦、使

用網路 

討論不同人口特徵族群

間的網路外溢效果與學

習效果 

Goldfarb 

and Prince 

2008 資料來源為 2001 年由

Forrester Research 市調中

心所提供之數據，樣本數為

18439 家計單位 

個人/家庭使用網

路、資訊應用行為 

所得、教育、年齡會影響

連網之決定；低所得、低

教育程度者使用網路的

時間較長 

Lera-López, 

Billon, and 

Gil 

2009 資料來源為西班牙民眾網

路使用之情形 

個人使用網路的

意願與頻率 

影響民眾是否使用網路

的變數是教育、年齡、職

業、受僱於服務業、國

籍、居住在都市地區和各

地區的 GDP；影響使用網

路頻率的變數是寬頻網

路的申裝、教育、使用網

路的技能、使用網路技能

的養成方式、性別、人口

規模 

Abdelfattah, 

Bagchi , 

Udo , and 

Kirs 

2010 資料來源為 2006 年由

「European Social Survey」

所調查之數據，樣本國家為

挪威、愛爾蘭、波蘭及斯洛

比較開發中與已

開發國家數位落

差之議題 

影響人民近用網路的人

口特徵主要為教育、年

齡、近 12 個月是否參與

進修課程和所得，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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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資料來源與調查對象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伐克四個國家之民眾 並不顯著。影響用戶經常

使用網路的人口特徵主

要是教育、年齡、近 12

個月是否參與進修課程

和接受資訊的媒介（電

視、收音機、報紙）、性

別。 

 

Terry and 

Gomez 

2011 資料來源為「Landscape of 

public access to ICT」，調查

對象為開發中國家的民眾 

研究開發中國

家，性別因素對網

路使用和資訊應

用行為的影響 

探討開發中國家造成性

別間數位落差的原因，證

實開發中國家存在男女

不平等之現象，並複製在

網路近用與應用行為中 

 

  相較於前述文獻，本文之研究資料來源為問卷調查資料，擁有個人與家戶連

網決策、各項資訊應用行為的使用與各人口特徵變數資料，資訊更齊全，能提供

過去文獻因某些條件限制下所無法進行的分析。本文資訊應用行為內容，除過去

文獻所常見的上網時數外，亦將進行多項連網內容與付費服務的使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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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欲探討台灣民眾在網際網路上之資訊運用行為。研究分成兩部

分：第一部份，以 Heckman 提出之兩階段估計法（Heckman two-stage estimation），

檢視家庭申裝網路機率及使用者之資訊應用行為；第二部分，以 ordered probit 

model 分析受訪者之人口特徵與未來是否願意參與各種寬頻付費服務之關係。 

 

第一節 理論模型架構 

一、Heckman 兩階段估計法 

  本文模型之設立乃參考 Goldfarb 和 Prince（2008）一文對家戶連網與資訊

應用行為分析所設立之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模型。在第一階段，家戶單位決定

是否申裝網際網路服務；第二階段，是為申裝用戶其資訊應用行為之決策。我們

將全部受訪者資料區分為連網用戶與未連網用戶，先觀察全部受訪者之人口特徵

與對家戶連網意願之影響。然後，再進一步分析連網用戶之資訊應用行為，其中

資訊應用行為的內容包含：上網時間的長短、上網時使用之功能與網站類型。 

根據上述兩階段之架構，在第二階段，連網用戶解決以下的問題： 

 

( )    and  ..  ,  ,   2
 , ,

SpMTILtsMLIuMax
MLI

≤+≤+ 　　　 。   （1） 

 

其中， ( )2u 為來自於資訊應用行為的效用，該效用隨著上網時間 I 、其它休閒

時間 L、和可支用所得 M ，的增加而提高。T 為總休閒時間， p 為家中每月

寬頻上網的費用， S 為所得。準此，式（1）可改寫成： 

 

( )pSITIuMax
I

−−   ,  ,   2 。         （2） 

   

令 *I 為式（2）的最適解，因此， *I 不僅為T 、 S 、 p 的函數，亦為其它影響效

用函數之人口特徵的函數。 

  回至第一階段，家戶單位願意選擇連網服務的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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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iiiiii STUpSITIU   ,  ,0       ,  , 11 ≥−− ∗∗ ，      （3） 

 

其中， ( )1U 為連網的效用。是故，在此效用架構下，我們得以運用 Tobit regression

估計式（2）和式（3）。假設個體 i  選擇連網服務之行為可以底下方程式表示

之： 

 

( ) ( ) ( ) 0,,0,, 111111 ≥+−+=−−− ∗∗
iiiiiiiiiii pSXSTUpSITIU εγβ 。（4） 

 

在隨機干擾項 ( )1,0~1 Niε 之假設下， 

 

( ) ( )[ ]
( )[ ]iii

iiiii
pSX
PSXadopt

−+Φ=
≥+−+=

111

1111
                 

0PrPr
γβ

εγβ
。      （5） 

 

其中， 1iX 為控制個人層級特徵的向量。 

由於只有申請網際網路服務的家戶單位我們才得以觀察其資訊應用行為，

因此，第二階段之用戶資訊應用行為之迴歸估計式設定如下： 

 

( ) ( ) i
i

i
iiiiii pSXSTXI 22222

*
ˆ

,, ε
φ

λγβ +
Φ

+−+= 。     （6） 

 

其中， 2iX 為 iX 1 的子向量， 2iε 為 ( )σ,0N 之隨機干擾項，
i

i
Φ
φ̂

為在第一階段估計

中所獲得之 inverse Mills ratio 的估計值，亦稱赫克曼修正（Heckman correction），

最後假設 ( ) ρεε =iicorr 21 , 。 

是故，在選擇的工具變數具有和連網行為有關但和資訊應用行為無關的條

件下，Heckman correction 能解決選擇性偏誤的問題。 

利用上述類似的模型，我們可進一步檢驗民眾上網時經常使用之功能與網

站類型與其人口特徵間之關係。例如，在第一階段，以 probit 模型估計個人是

否有上網經驗。第二階段，再以 probit 模型估計個人上網時是否常從事某些功

能（如：電子郵件、網路購物等）。如同式（6），在第二階段估計中，會有一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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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曼修正項出現在迴歸方程式中。間斷性選擇模式的校估方法，本文採用充分資

訊最大概似校估法(full inf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二、Ordered probit model 

  本研究亦欲探究台灣民眾未來對於各項寬頻付費服務之使用意願，該調查欲

了解民眾未來之消費意願，未具有連網經驗的民眾仍具有選擇使用之意願，故此

處未考慮樣本選擇性偏誤之問題。由於問卷調查消費者面對付費服務之接受度區

分為願意、沒意見、不願意，該資料具有排序效果，故改採 Ordered probit model

進行估計，以分析受訪者之人口特徵與未來是否願意參與各種寬頻付費服務之關

係。模型定義如下： 

 

( ) iiXY 333
*

3 εβ += ，          （7） 

 

其中， ( )*
3Y 為受訪者對未來是否願意使用寬頻付費服務問卷中所做的選擇而可

獲致的效用； iX 3 為控制個人層級特徵的向量； i3ε 為隨機干擾項。 ( )*
3Y 無法觀

察得知，但我們可以觀察得到的是： 

 

13 =Y ，若 1
*

3 µ≤Y （不願意）；        （8） 

 

23 =Y ，若 2
*

31 µµ ≤< Y （沒意見）；      （9） 

 

33 =Y ，若 2
*

3 µ>Y （願意）。        （10） 

 

其中， 1µ 和 2µ 為臨界值，是有待和 β 一起估計的未知參數。假設 )1,0(~3 Niε ，

則可得到底下概似函數： 

 

( ) ( )ii XXYprob 33133 |1 βµ −Φ== ；       （11） 

 

( ) ( ) ( )iii XXXYprob 33133233 |2 βµβµ −Φ−−Φ==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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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i XXYprob 33233 1|3 βµ −Φ−== 。      （13） 

 

第二節 資料來源及變數定義 

一、資料來源 

 本論文使用之資料係採自「臺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委託輔仁大學

針對『臺灣寬頻網路使用狀況』每半年歷次（2002 年 9 月－2007 年 1 月）的問

卷調查結果，此研究的調查時間為 2006 年 7 月，有效樣本 3192 份，調查對象為

居住在家中，年滿 12 足歲以上之民眾，抽樣方法使用分層隨機抽樣，以臺灣地

區 23 縣市為分層依據，各層內採比例配置樣本數，並於抽出之家戶中採用戶中

隨機抽樣法。 

TWNIC 隸屬於中華民國交通部電信總局的國家及網路資訊中心，掌管台灣

「.tw」的網域名稱、域名解析、台灣 IP 發放管理，並在每一季公佈台灣網際網

路發展報告。本文利用 2006 年的問卷調查資料作為實證數據，之所以選擇此抽

樣資料，乃因該問卷內容較為詳盡且深入，更能反映當時家戶的近用與應用情況

之差異，使本文能夠深入探討且參考價值較高。 

  本文所採用的調查內容包括：受訪者個人與家庭的基本資料，個人方面包含

個人每月月收入、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家庭方面包含家庭每月平均月收入、

經濟戶長之教育程度、家庭人數、居住地區及經濟戶長的職位別。受訪者之網路

使用情形方面包含家戶每個月所支付的連網費用、平日與假日的上網時數、經常

使用的網路功能、寬頻付費服務的使用、未來寬頻付費服務使用的意願，是否曾

使用無線上網與行動上網的功能。 

二、變數設立  

（一）資訊近用與資訊應用行為 

  家戶連網機會：本文觀察家戶是否選擇資訊近用之行為以家中是否可以上網

為依據，變數名稱以 hadopt 代表，變數的處理方式以原始問卷中回答是=1；否

=0。其中家戶未連網者有 767 位。 

  個人連網機會：本文觀察民眾資訊近用行為以個人是否曾使用過網路為依

據，變數名稱以 padopt 代表，變數的處理方式以原始問卷中回答是=1；否=0。

其中個人未曾使用過網路有 90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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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時數：在各種資訊應用行為的使用中，此變數便於衡量連網行為帶給用

戶的效用，時間越長代表連網效用越高。變數名稱以 hour 代表，上網時數的計

算方式，取原始問卷選項中個人平日與假日平均一天寬頻上網時數的均值，問卷

中回答未滿半小時以 0.25 小時取代，半小時以上未滿 1 小時以 0.75 小時取代，1

小時以上未滿 2 小時以 1.5 小時取代，以下時間皆以 1 小時為間隔故依此類推，

15 小時以上未滿 16 小時以 15.5 小時取代，16 小時以上以 16.5 小時取代。其中

平日回答不一定者有 271 位，以平日之加權平均值 3.72 小時取代之，假日回答

不一定者有 393 位，以假日之加權平均值 3.77 小時取代之。依此數據推算一週

平均寬頻上網時數，上網時數的有效樣本 2120 位。 

  上網功能：為了解民眾資訊應用行為，本文選用寬頻上網時使用率較高的功

能衡量。變數名稱以 jfun 代表，原始問卷所調查的網路功能包括：瀏覽資訊與

網頁（surf the net）、電子郵件（e-mail）、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chat）、網路

遊戲（on line games）、網路購物（shopping）、搜尋資訊（search information），

該題提供複選選項，變數的處理方式為用戶時常使用該功能 1=jfun ；不常使用

0=jfun 。 

  寬頻付費服務：為進一步了解民眾資訊應用行為，本文觀察個人是否願意以

付費的方式使用寬頻服務。變數名稱以 jfun 代表，原始問卷內容為個人近半年

來是否有使用過寬頻付費服務，其內容包括網路金融（webfinance）、線上學習與

遠距教學（elearn）、網路電視電影（webmovie）、網路音樂（webmusic）、線上遊

戲（webgame）、網路電話（webphone），變數的處理方式為是=1；否=0。 

  未來寬頻付費服務的使用：為預測民眾未來的資訊應用行為，本文觀察個人

未來是否願意以付費的方式使用寬頻服務。變數名稱以 jffun 代表，原始問卷內

容為個人未來會使用寬頻付費服務，其內容包括網路金融（f_webfinance）、線上

學習與遠距教學（ f_elearn ）、網路電視電影（ f_webmovie）、網路音樂

（f_webmusic）、線上遊戲（f_webgame）、網路電話（f_webphone），變數的處理

方式為不願意=1；沒意見=2；願意=3。 

（二）家戶與個人人口特徵 

  家戶所得：過去文獻中指出所得與家戶連網機率成正相關，變數名稱以

hincome 代表，家戶所得的計算方式，取原始問卷選項中所得的均值，問卷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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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沒有收入以 0 元取代，2 萬元以下以 1.5 萬元取代，2 萬到 4 萬元以 3 萬元取

代，以下所得的間距皆以 2 萬元為單位依此類推，10 萬到 15 萬元以 12.5 萬元取

代之，15 萬到 20 萬元以 17.5 萬元取代之，20 萬以上以 22.5 萬元取代，回答收

入不穩定、不一定、不知道或拒答者有 1084 位，以有回答個人平均月收入者取

代之，其中有 758 位。 

  戶長教育程度：在過去文獻中指出教育程度與家戶連網機率成正相關，在家

戶連網的決定中戶長為家中最了解連網或具連網申裝權的人，因此以戶長的教育

程度作為解釋變數，變數名稱以 heducation 代表。教育年限的計算方式，以原始

問卷回答的教育程度推估受教育年數，問卷中回答小學及以下者以 6 年取代，國

中以 9 年取代，高中以 12 年取代，專科以 14 年取代，大學以 16 年取代，研究

所及以上以 18 年取代。 

  家戶人口數：理論上家戶考慮是否連網時與家中人口數成正相關，變數名稱

以 family 代表，家戶人口數計算方式以原始問卷回覆的實際人口數為依據，問卷

中回答 5~7 位以 6 位取代之，8 位以上以 8 位取代。 

  家戶居住地8

iDarea

：本文認為家戶居住地的不同將會分別影響家戶是否連網和民

眾資訊應用行為，變數名稱以 代表，本文設虛擬變數表示家戶居住地，利

用各縣市家戶未連網的比例來進行區分，將樣本家戶區分為五區，分別為未連網

率低於 10％的新竹市，未連網率於 11％~20％的基隆市、臺北市、台中市、台南

市、高雄市，未連網率於 21％~30％的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台東

縣，未連網率於 31％~40％的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台南

縣、高雄縣、花蓮縣、澎湖縣，未連網率於 41％~50％的南投縣、雲林縣、屏東

縣。本文將未連網率低於 10%的新竹市設為控制組，設立四個家戶居住地的虛擬

變數進行估計。 

  職位別：過去文獻指出職位別的差異將會影響家戶是否連網的決定，因此本

文以家戶中最了解連網或具連網申裝權之經濟戶長職位別為代表，變數名稱以

iDnhocc 代表，本文設虛擬變數表示戶長的職位別，，利用家戶未連網的比例來

進行區分，將樣本區分成六組，分別為未連網率低於 12%的行政及主管人員與其

他職位者，未連網率低於 15%的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職位者，未連網率低

                                                 
8 本文以 2006 年之縣市別為區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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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的監督及佐理人員、買賣工作人員、服務工作人員、拒答者，未連網率低

於 35%的生產及有關工人、運輸設備操作工、不知道者，未連網率低於 50%的

無職位者，未連網率低於 60%的農林漁牧、狩獵工作人員、體力工。本文將未連

網率最低的行政及主管人員與其他職位者設為控制組，設立五個職位別的虛擬變

數進行估計。 

  價格：在經濟意涵上每月支付的連網費用與家戶連網機率成負相關，變數名

稱以 price 代表，價格的計算方式取原始問卷中家中每月寬頻上網費用的均值，

問卷中回答免費以 0 元取代，1~250 元以 125 元取代，251~500 元以 375 取代，

以下價格間距皆以 250 元為單位依此類推，2000 元以上者以 2125 元取代，回答

其他與不知道者有 547 位以加權平均值 878 元取代之。 

  個人所得：過去文獻指出所得與民眾的資訊應用行為成正相關，在了解所得

對資訊應用行為使用情況之了解以個人所得做為解釋變數較為合理，變數名稱以

pincome 代表，個人所得的計算方式，取原始問卷選項中所得的均值，問卷中回

答沒有收入以 0 元取代，1 萬元以下以 5 千元取代，1 萬到 2 萬元以 1.5 萬元取

代，以下所得的間距皆以 1 萬元為單位依此類推，10 萬元以上以 11 萬元取代，

其中回答收入不穩定、不一定、不知道或拒答者有 316 位。為了看出所得變數對

資訊應用行為所產生的邊際效果本文對該變數取自然對數。 

  個人教育程度：過去文獻指出教育與民眾的資訊應用行為成正相關，在了解

教育程度對資訊應用行為使用情況之了解以個人的教育程度做為解釋變數較為

合理，變數名稱以 peducation 代表，教育年限的計算方式與戶長教育程度相同。 

  性別：過去文獻指出性別對連網與否不具顯著影響效果，本文欲近一步探討

性別對資訊應用行為的影響，變數名稱以 Dsex代表，設性別之虛擬變數，女性

=0；男性=1。女性為控制組，得以觀察男性的連網機會與資訊應用行為。 

  年齡：過去文獻中指出年齡將會分別影響家戶是否連網和民眾資訊應用行

為，預期效果將是負相關，變數名稱以 iDpage 代表，本文設虛擬變數表示各年

齡層之區別，原始問卷的樣本分成七組，分別為 12 歲~15 歲、16 歲~20 歲、21

歲~25 歲、26 歲~35 歲、36 歲~45 歲、46 歲~55 歲、56 歲以上。本文設立六組

虛擬變數，其中 46 歲以上的兩組年齡層對於資訊近用與應用行為的使用率皆

低，故將其樣本合併。本文將使用率最低的 46 歲以上人口設為控制組，設立五

個年齡層的虛擬變數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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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連網方式：本文加入無線上網以及行動上網的連網方式作為工具變數，

該工具變數具有和連網行為有關但和用戶資訊應用行為無關的條件，故加入原始

問卷中提供的個人近半年來是否曾使用無線上網以及行動上網，變數名稱分別

是：無線上網以 Dwilessacc 代表，行動上網以 Dmobileacc代表，問卷中回答是

=1；否=0。 

表 4 變數定義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hadopt 家戶連網（是=1；否=0） 

padopt 個人連網（是=1；否=0） 

hour 上網時數（計算方式以問卷者回答個人平日與假日平均一天寬頻上網

時數換算成一週平均寬頻上網時數，平日與假日寬頻上網時數回答不

一定者以其上網時數的加權平均值 3.72 與 3.77 小時取代之） 

jfun  1. 上網功能（瀏覽資訊與網頁、電子郵件、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

網路遊戲、網路購物、搜尋資訊。使用=1；未使用=0） 

2. 寬頻付費服務（網路金融、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網路電視電影、

網路音樂、線上遊戲、網路電話。是=1；否=0） 

jffun  未來寬頻付費服務（不願意=1；沒意見=2；願意=3） 

pincome 個人所得（以個人平均月收入代表，取其回答樣本的均值） 

hincome 家戶所得（以家庭平均月收入代表，取其回答樣本的均值，樣本中回

答收入不穩定、不一定或拒答者以有回答個人平均月收入之資料取代

之。） 

peducation 個人教育程度（以個人教育程度換算成受教育之年限） 

heducation 家中經濟戶長的教育程度（以戶長教育程度換算成受教育之年限） 

family 家中人口數（以問卷回答者回答其家戶中有多少人口代表） 

price 家中每月寬頻上網費用（價格的計算方式取其回答者樣本的均值，回

答其他與不知道者則以加權平均值 878 元取代之） 

Dsex 性別，設虛擬變數（男性＝1，女性=0） 

iDpage  年齡，設虛擬變數（12 歲~15 歲為 i=1，16 歲~20 歲為 i=2、21 歲~25

歲為 i=3、26 歲~35 歲為 i=4、36 歲~45 歲為 i=5、46 歲以上 i=6） 

iDarea  家戶居住地，設虛擬變數(控制組是未連網率低於 10％的新竹市。未連

網率於 11％~20％的基隆市、臺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i=1，

未連網率於 21％~30％的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台東縣

i=2，未連網率於 31％~40％的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嘉義市、嘉

義縣、台南縣、高雄縣、花蓮縣、澎湖縣 i=3，未連網率於 41％~50％



 

20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的南投縣、雲林縣、屏東縣 i=4，未連網率低於 10％的新竹市 i=5） 

iDnhocc  家中經濟戶長的職位別，設虛擬變數(控制組是未連網率低於 12%的行

政及主管人員與其他職位者。未連網率低於 15%的專門性、技術性及

有關人員職位者 i=1，未連網率低於 12%的行政及主管人員與其他職位

者 i=2，未連網率低於 20%的監督及佐理人員、買賣工作人員、服務工

作人員、拒答者 i=3，未連網率低於 60%的農林漁牧、狩獵工作人員、

體力工 i=4，未連網率低於 35%的生產及有關工人、運輸設備操作工、

不知道者 i=5，未連網率低於 50%的無職位者 i=6)  

Dmobileacc  個人近半年是否曾使用行動上網（是=1；否=0） 

Dwilessacc  個人近半年來曾使用過無線上網（是=1；否=0） 

 

第三節 實證模型設立 

  本文分成兩個部份進行實證分析：一、家戶連網與用戶上網時數的關係及個

人連網與用戶資訊應用行為關係，以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法進行估計。二、用

戶未來使用資訊應用行為的意願以 ordered probit model 進行估計。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法的檢驗步驟以圖 2 表示。 

 
第一階段估計：probit model 

（連網與否之人口特徵） 

 

第二階段估計：用戶資訊應用行為函數之估計與調整 

（資訊應用行為之人口特徵） 

 

圖 2 兩階段估計示意圖 

 

一、家戶連網與用戶上網時數 

  做上網時數的迴歸時，若只考慮到連網用戶的上網時數而忽略掉未連網者的

樣本，將可能產生樣本選擇偏誤（sample selection bias）的問題，因此本文將利

用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法來修正樣本選擇偏誤的問題。 

  第一階段利用 probit model 針對連網與未連網的全部樣本檢視家戶特徵對於

家用連網的機率的影響，此模型迴歸式可以式（1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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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hadopt 為家戶連網， 0=hadopt 表示家戶未連網，被解釋變數 ( )hadoptiPr

代表家戶連網的機率，家戶連網的決定主要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者，故解釋變

數包含戶長的可支用所得、戶長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數、性別、年齡、居住地、

戶長職位別、行動上網及無線上網。 

  利用第一階段家戶連網的迴歸方程式估計出每一個樣本所對應的 inverse 

Mill’s ratio 估計值，再將 inverse Mill’s ratio 帶入第二階段上網時數的函數中調整

估計用戶的上網時數函數，迴歸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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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hour 為第 i 位用戶的上網時數，用戶上網時數的多寡主要受個人特徵之影

響，故解釋變數包含個人所得、個人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居住地以及 inverse 

Mills ratio， i2ε 為呈常態分配之隨機干擾項。 

二、個人連網與用戶資訊應用行為 

  同理，應用於用戶資訊應用行為的模型中，迴歸式表達如(16)、(17)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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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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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padopt 為個人連網， 0=padopt 表示個人未連網，被解釋變數

( )padoptiPr 代表個人連網的機率，解釋變數包含個人所得、個人教育程度、性別、

年齡、居住地、行動上網、無線上網。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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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ji funPr 為第 i 位用戶選擇 j 項資訊應用行為的機率，解釋變數包含個人

所得、個人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居住地。 

三、用戶未來是否願意使用資訊應用行為 

  家戶申裝者的資訊應用行為是本文欲討論的重要問題，因此我們將以

ordered probit model 來觀察不同類型的個人特徵對於未來寬頻付費的資訊應用行

為的使用。迴歸式的解釋變數包括了個人所得、個人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地

區別。Ordered probit model 可用下式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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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ji ffunPr 為第 i 位用戶選擇 j 項未來使用寬頻付費服務的機率，解釋變數

包含個人所得、個人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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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實證數據資料敘述統計 

  本問卷全部有效樣本為 3192 筆。樣本篩選的過程為，在分析家戶連網與上

網時數的人口特徵的關係中，由於問卷中資訊應用行為的資料以個人連網用戶回

答內容為主，由於主要欲了解家戶連網決策，故個人曾使用過網路而家戶無法連

網的用戶仍有資訊應用行為的回答，該樣本不宜採用，所以將予以刪除，共 193

筆；問卷中有不少樣本屬於家戶能連網而個人未曾使用過網路，本文預測這些樣

本的受訪者可能是對網路不熟悉者，不過該資料仍具保留價值。其中回答沒有所

得的資料多是家中較不申裝決定權的年幼與年長者，所以將予以刪除 624 筆；個

人與家戶所得都回答不穩定、不一定、不知道或拒答的資料也不予採用刪除 253

筆；最後個人回答不穩定、不一定、不知道或拒答者的資料仍有 43 筆一併予以

刪除，最終家戶連網選取的有效樣本為 2,079 筆。另外分析個人連網與寬頻上網

時常使用之功能的人口特徵的關係保留全部樣本，樣本數有 3,192 筆。 

  敘述統計中，家戶連網的決定乃利用問卷回答者有回覆家戶是否可以連網之

樣本進行人口特徵之估計，上網時數乃利用問卷回答者有回答的上網時數換算成

每週連網時間，回答不一定者使用前述之平均時數取代之。個人連網的決定利用

問卷回答者有回覆個人是否曾連網之樣本，個人資訊應用行為的內容以問卷中提

供的選項為代表，數據敘述統計見表 5。 

 

表 5 敘述統計 

變數名稱 觀察數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戶人口統計變數 

heducation 3192 11.755 4.134 0 18 

hincome 2079 69810 51952.26 5000 225000 

family 3192 4.878 2.534 1 8 

price 3192 599.159 495.007 0 2125 

1Darea  3192 0.239 0.426 0 1 

2Darea  3192 0.289 0.453 0 1 

3Darea  3192 0.337 0.473 0 1 

4Darea  3192 0.101 0.30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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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名稱 觀察數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5Darea  3192 0.034 0.182 0 1 

1Dnhocc  2079 0.253 0.435 0 1 

2Dnhocc  2079 0.281 0.450 0 1 

3Dnhocc  2079 0.180 0.384 0 1 

4Dnhocc  2079 0.096 0.294 0 1 

5Dnhocc  2079 0.058 0.233 0 1 

6Dnhocc  2079 0.132 0.338 0 1 

個人人口統計變數 

peducation 3192 12.061 3.474 0 18 

pincome 2876 21411.68 25647.57 0 110000 

Dsex 3192 0.488 0.500 0 1 

1Dpage  3192 0.089 0.284 0 1 

2Dpage  3192 0.125 0.330 0 1 

3Dpage  3192 0.086 0.280 0 1 

4Dpage  3192 0.214 0.410 0 1 

5Dpage  3192 0.200 0.400 0 1 

6Dpage  3192 0.287 0.452 0 1 

資訊應用行為 

hour 1761 22.719 23.503 0 115.5 

hadopt 3192 0.760 0.427 0 1 

padopt 3192 0.717 0.450 0 1 

瀏覽資訊與網頁 3192 0.463 0.499 0 1 

電子郵件 3192 0.316 0.465 0 1 

網路及時傳呼或聊天

室 

3192 0.188 0.391 0 1 

網路遊戲 3192 0.166 0.372 0 1 

網路購物 3192 0.066 0.249 0 1 

搜尋資訊 3192 0.230 0.421 0 1 

網路金融 3192 0.082 0.275 0 1 

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 3192 0.051 0.220 0 1 

網路電視電影 3192 0.057 0.232 0 1 

網路音樂 3192 0.188 0.39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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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名稱 觀察數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線上遊戲 3192 0.189 0.391 0 1 

網路電話 3192 0.094 0.291 0 1 

f_webfinance 1857 1.009 0.612 1 3 

f_elearn 1957 1.738 0.861 1 3 

f_webmovie 1938 1.663 0.866 1 3 

f_webmusic 1521 1.643 0.863 1 3 

f_webgame 1517 1.291 0.653 1 3 

f_webphone 1821 1.739 0.899 1 3 

工具變數      

Dmobileacc 3192 0.100 0.300 0 1 

Dwilessacc 3192 0.185 0.388 0 1 

 

第二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 

  估計民眾上網時數時，如果只對連網用戶進行估計，而沒有把未連網用戶的

樣本包括在內，則參數估計值將不具統計上的一致性，這樣的現象稱「樣本選擇

偏誤」，通常利用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法進行修正。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法分成兩個步驟：第一步驟利用 probit 模型估計用戶連

網的決定，並且依據此模型所推算的估計值求 inverse Mills ratio；其次將 inverse 

Mills ratio當作新的解釋變數，放入民眾上網時數方程式中利用最小平方法，對

用戶進行迴歸分析，則所推算的參數估計值將據統計上的一致性，最後，利用所

估得的民眾上網時數的方程式設算所有樣本的上網時數。 

一、家戶連網與上網時數的人口特徵 

  這部份的實證研究是採用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方法來估計，第一階段為家

戶是否連網，第二階段為個人上網時數。估計結果見表 6，本模型的控制組為女

性、46 歲以上、新竹市、職位別為行政及主管人員與其他，實證結果說明如下： 

（一）家戶連網服務與家戶特徵間的關係 

  家戶可支用所得越高預期越有能力負擔連網費用，因此家戶所得越高家戶連

網的機率就越高。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利用網路搜尋資訊，因此戶長的教

育程度越高家戶連網的機率就越高。家中人數越多，連網的電腦越多，需要使用

網路的家庭成員越多，對於連網的需求越高，因此家中人數越多家戶連網機率就

越高。性別的差異並不顯著，與過去文獻所提的相符。各年齡層對家戶連網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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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都呈正相關且顯著的影響，表示年齡越低家戶連網的機率就越高。控制其他家

戶特徵後，不同居住地區也會影響家戶連網的機率。戶長的職位別的不同也會影

響家戶連網的機率。 

（二）上網時數與人口特徵間的關係 

  所得為一連續變數，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在其他

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所得越高上網的時間也就越多，這樣的結果說明了上網這種

消費活動上，需要負擔連網成本，所以所得越高者代表消費能力也較高，上網的

軟硬體設備也較為齊全，因此其使用網路的時間越長。 

  教育年限為一連續變數，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在

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教育程度越高上網的時數也就越多，教育程度高者因為

學習成本較低且對於掌握資訊的需求越高，網路資源能提供最方便且即時的資

訊，因此教育程度越高其使用網路的時間越長。 

  性別設虛擬變數，估計值是正的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男性的

上網時間多於女性，也就是說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男性使用網路的時間確實

多於女性，該結果顯示網路近用機會其實已達兩性平衡，不過男性對於上網活動

的偏好顯然高於女性。 

  年齡設了五個虛擬變數，估計值皆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年齡

層越低上網的時數越長，以學生族群中的 16~20 歲與 21~25 歲，學校的作業多半

需要利用電腦完成且課餘時間利用網路進行休閒活動的時間也頗多，故使用網路

的時間較長。上網時數隨著年齡層的增加而遞減，表示年齡越大學習新事物所需

花費的時間成本越高，所以對上網的需求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少。 

  居住地區設了四個虛擬變數，只有未連網率低於 11~20%之縣市估計值為正

且在 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其餘皆不顯著，顯示城鄉差距問題並不影響民眾

使用網路的需求。 

  inverse Mills ratio 的估計值為負值且顯著，表示若忽略樣本選擇偏誤問題，

將造成上網時間有高估的現象。   

 

 

 

 



 

27 
 

表 6 Heckman 估計結果（上網時數） 

變數名稱 迴歸方程式 

（個人上網時數） 

選擇方程式 

（家戶連網） 

constant -5.825(3.584)* -5.161(0.861)*** 

ln(pincome) 0.370(0.132)***  

ln(hincome-price)  0.535(0.078)*** 

peducation 1.062(0.234)***  

heducation  0.096(0.014)*** 

family  0.085(0.020)*** 

Dsex 4.658(1.064)*** -0.044(0.094) 

1Dpage  11.961(2.097)*** 7.639(0.186)*** 

2Dpage  19.482(2.040)*** 2.169(0.369)*** 

3Dpage  17.791(2.033)*** 1.794(0.388)*** 

4Dpage  12.395(1.528)*** 0.359(0.124)*** 

5Dpage  4.835(1.315)*** 0.268(0.116)** 

1Darea  3.879(2.306)* -0.840(0.302)*** 

2Darea  0.450(2.291) -1.261(0.293)*** 

3Darea  -0.711(2.290) -1.351(0.286)** 

4Darea  -0.529(2.859) -1.519(0.308)*** 

1Dnhocc   -0.073(0.164) 

3Dnhocc   -0.127(0.171) 

4Dnhocc   -0677(0.175)*** 

5Dnhocc   -0.550(0.193)*** 

6Dnhocc   -0.572(0.162)*** 

Dmobileacc   6.452(0.284)*** 

Dwilessacc   6.700(0.161)*** 

ρ   -0.397(0.075)*** 

σ   21.632(0.669)*** 

λ   -8.588(1.643)*** 

observation 3192 2079 

註：括弧數字為估計參數的標準誤。*表示 10%的顯著水準、**表示 5%的顯著水準、***表示 1%

的顯著水準。控制組為女性、46 歲以上、新竹市、職位別為行政及主管人員與其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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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戶資訊應用行為 

  這部份的實證研究是仍採用 Heckman 兩階段估計方法來估計，第一階段為

個人是否連網，估計結果見附錄 1，第二階段為個人資訊應用行為，估計的結果

見表 7，本模型的控制組為女性、年齡 46 歲以上、新竹市，實證結果說明如下： 

（一）人口特徵對於上網功能的影響 

  使用瀏覽資訊與網頁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年齡層 12~15 歲估計值為負且

且在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使用網路購物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性別的估計值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

準之下顯著，表示女性對於線上購物功能的使用率高於男性；年齡層中 12~15

歲和 16~20 歲，估計值為負值分別在 1%與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使用電子郵件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所得與教育估計值都為正且在 1%的

顯著水準之下顯著；性別的估計值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女性

對電子郵件的使用率高於男性；年齡則不具顯著影響。  

  使用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性別的估計值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女性對該功能的使用率高於男性；年齡的估計值

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使用網路遊戲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教育估計值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準

之下顯著；性別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男性使用率高於

女性；年齡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下載軟體資料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性別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

之下顯著，表示男性使用率高於女性；年齡層只有 36~45 歲估計值為負且在 10%

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其餘年齡層皆不顯著；居住地皆不具顯著影響。 

  下載影音檔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性別估計值為正且在 5%的顯著水準之

下顯著，表示男性使用率高於女性；年齡層 21~25 歲估計值為正，而 36~45 歲估

計值為負，皆在 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使用搜尋資訊功能的人口特徵分析中，教育程度估計值為正且在 5%的顯著

水準之下顯著；年齡層中 36~45 歲估計值為正且在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其

餘年齡層皆不顯著；居住地未連網低於 11~20%、21~30%估計值為負且在 5%的

顯著水準之下顯著、31~40%估計值為負且 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Inverse Mills ration 的估計值為負且具有顯著影響，表示若忽略樣本選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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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問題，將造成資訊應用行為有高估現象。 

  歸納上面結果得知，所得變數只對電子郵件功能具正且顯著影響，教育變數

對電子郵件及搜尋資訊功能具正且顯著影響，對網路遊戲具負且顯著影響，表示

所得與教育越高的人越常利用網路傳遞與接受訊息，而教育程度越低者越進行網

路遊戲機率越高。性別方面女性對於網路購物、收發電子郵件、網路即時傳呼或

聊天室功能的使用率高於男性；男性在網路遊戲和下載功能的使用率高於女性，

表示女性重視網路資訊蒐集與社群聯繫之功能；男性則比較注重網路休閒娛樂之

功能。年齡層越低者對於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網路遊戲使用率越高，表示新

世代年輕人以網路進行聯繫與溝通的方式相當頻繁；而年齡層較低者對於網路購

物功能的使用率較低。居住地區別中，家戶未連網率越高的地區利用網路搜尋資

訊的使用率越低，表示區域間連網率的高低將影響民眾利用網路搜尋資訊的機

會。 

（二）人口特徵對於寬頻付費服務的影響 

  第一階段估計結果見附錄 2，第二階段估計結果列於表 8，本模型的控制組

為女性、年齡 46歲以上、新竹市，實證結果說明如下： 

  所得：所得對於網路音樂的估計值為正，對於網路電話的估計值為負，皆在

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教育程度：教育對於網路金融服務的估計值為正且在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

著；教育對於網路音樂和線上遊戲服務的估計值皆為負值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

下顯著。 

  性別：性別對於網路電視電影、線上遊戲與網路電話服務為正且分別在 5%、

1%、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男性使用率高於女性；性別對於網路音樂

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女性使用率高於男性。 

  年齡：年齡層 12~15 歲和 16~20 歲、21~25 歲對網路金融估計值為負且在 1%

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12~15 歲對於網路音樂估計值為負且在 5%的顯著水準之

下顯著；16~20 歲、21~25 歲、26~35 歲對於線上遊戲的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

著水準之下顯著；12~15 歲和 16~20 歲對於網路電話估計值為負且分別在 5%和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居住地區：控制其他人口特徵下，未連網率低於 21~30%和 31~40%的地區

對於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的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未連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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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11~20%和 41~50%的地區對於網路電視電影的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

準之下顯著；未連網率低於 11~20%、31~40%、41~50%的地區對於網路音樂的

估計值為負且分別在 1%和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未連網率低於 11~20%和

21~30%的地區對於線上遊戲的估計值為負且分別在 1%和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

著；未連網率低於 11~20%、21~30%和 31~40%的地區對於網路電話的估計值為

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未連網率低於 41~50%對於網路電話的估計值

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inverse Mills ratio 的估計值為負且顯著，表示若忽略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將

造成資訊應用行為有高估的現象。 

三、用戶對未來寬頻付費服務的使用意願 

  這部份的實證研究具序列相關故採用 ordered probit 來估計迴歸模型，估計

的結果列於表 9，本模型的控制組為女性、年齡 45 歲以上、新竹市，實證結果

說明如下： 

  所得：所得對於未來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和線上遊戲的估計值為負且在 10%

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教育：教育程度對於未來網路金融、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網路電話服務的

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對於未來線上遊戲服務估計值為負且

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其餘皆是不顯著的結果。 

  性別：性別對於未來網路金融服務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

著，表示男性較願意使用該功能；對於未來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網路音樂服務

估計值為負且分別在 5%和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表示女性較願使用該功能。 

  年齡：年齡 12~15 歲、16~20 歲和 21~25 歲、26~35 歲對於未來網路金融服

務的估計值為正且分別在在 1%和 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年齡 26~35 歲對於

未來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服務的估計值為正且在 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年齡

12~15 歲和 16~20 歲對於未來網路電視電影的估計值為正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

下顯著；年齡 12~15 歲、16~20 歲和 26~35 歲對於未來網路音樂服務的估計值為

正且分別在 1%和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各年齡層對於未來線上遊戲服務估

計值皆為正且分別在 1%和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年齡 36~45 歲對於未來網

路電話服務估計值為正且在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居住地區：各居住地區對於未來網路金融服務估計值皆為正且在 1%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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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之下顯著；未連網率低於 41~50%的地區對於未來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服務

估計值為正且在 10%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各居住地區對於未來網路電視電影服

務估計值皆為負且分別在 1%和 5%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各居住地區對於未來

網路音樂服務估計值皆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各居住地區對於未來

網路電話服務估計值皆為負且在 1%的顯著水準之下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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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Heckman 第二階段估計結果（資訊應用行為的網路功能） 

變數名稱 瀏覽資訊與網頁 網路購物 電子郵件 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 網路遊戲 下載軟體資料 下載影音檔 搜尋資訊 

constant 0.450(0.321) -1.049(0.479)** -0.856(0.330)*** -1.209(0.376)*** -0.686(0.366)* -1.199(0.458) -1.532(0.503)*** -0.724(0.352)** 

pincome 0.000(0.008) 0.013(0.011) 0.023(0.008)*** -0.002(0.009) 0.011(0.010) -0.012(0.010) 0.002(0.011) 0.003(0.008) 

peducation 0.014(0.016) -0.009(0.023) 0.060(0.017)*** 0.002(0.018) -0.096(0.018)*** 0.003(0.022) 0.009(0.024) 0.038(0.018)** 

Dsex -0.071(0.058) -0.417(0.081)*** -0.262(0.057)*** -0.153(0.063)*** 0.714(0.069)*** 0.282(0.077)*** 0.193(0.079)** -0.048(0.058) 

1Dpage  -0.445(0.193)** -0.996(0.326)*** 0.218(0.198) 0.735(0.242)*** 1.031(0.235)*** -0.331(0.277) -0.079(0.313) 0.039(0.218) 

2Dpage  -0.214(0.151) -0.495(0.238)** 0.103(0.153) 1.164(0.196)*** 1.236(0.199)*** -0.296(0.213) 0.196(0.238) 0.064(0.168) 

3Dpage  -0.065(0.135) 0.087(0.181) 0.092(0.132) 0.907(0.171)*** 1.112(0.183)*** 0.121(0.173) 0.361(0.192)* -0.075(0.144) 

4Dpage  0.066(0.114) 0.147(0.153) 0.135(0.111) 0.544(0.150)*** 0.534(0.169)*** -0.049(0.148) 0.057(0.167) 0.144(0.120) 

5Dpage  0.015(0.113) 0.051(0.153) -0.113(0.110) 0.099(0.153) 0.147(0.176) -0.270(0.151)* -0.320(0.176)* 0.27490.118)** 

1Darea  -0.067(0.149) 0.121(00.205) -0.069(0.141) 0.205(0.153) -0.006(0.165) 0.115(0.186) -0.050(0.189) -0.312(0.142)** 

2Darea  -0.112(0.148) 0.157(0.205) -0.117(0.140) 0.071(0.153) 0.006(0.162) 0.136(0.186) 0.066(0.188) -0.332(0.142)** 

3Darea  -0.156(0.148) 0.098(0.209) -0.148(0.141) 0.046(0.154) 0.054(0.162) -0.047(0.190) -0.091(0.193) -0.237(0.143)* 

4Darea  -0.052(0.174) -0.050(0.248) -0.004(0.167) 0.094(0.181) 0.052(0.192) 0.035(0.227) 0.039(0.224) -0.213(0.169) 

ρ  -0.311(0.120) -0.484(0.139) -0.439(0.116) -0.463(0.117) -0.073(0.124) -0.406(0.147) -0.317(0.187) -0.174(0.145) 

Wald chi2 5.90 8.45 10.68 11.32 0.34 6.02 2.50 1.37 

Log pseudolikelihood -2038.902 -1289.809 -2065.15 -1795.304 -1631.248 -1382.689 -1316.028 -2006.735 

Observation 2876 2876 2876 2876 2876 2876 2876 2876 

註：*表示 10%的顯著水準、**表示 5%的顯著水準、***表示 1%的顯著水準。控制組為女性、46 歲以上、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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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Heckman 第二階段估計結果（寬頻付費服務） 

變數名稱 網路金融 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 網路電影電視 網路音樂 線上遊戲 網路電話 

constant -1.503(0.337)*** -1.809(0.526)*** -1.105(0.316)*** 0.243(0.202) -0.131(0.324) -1.467(0.331)*** 

pincome 0.011(0.014) 0.001(0.016) 0.009(0.010) 0.014(0.008)* -0.002(0.010) -0.012(0.007)* 

peducation 0.046(0.023)** 0.017(0.029) -0.020(0.016) -0.051(0.013)*** -0.075(0.019)*** 0.028(0.020) 

Dsex -0.006(0.088) 0.037(0.071) 0.178(0.083)** -0.130(0.052)*** 0.519(0.084)*** 0.129(0.076)* 

1Dpage  -0.599(0.184)*** -0.151(0.338) -0.134(0.300) -0.290(0.135)** 0.307(0.231) -0.540(0.236)** 

2Dpage  -0.859(0.190)*** -0.066(0.209) -0.105(0.227) 0.192(0.133) 0.733(0.177)*** -0.364(0.145)*** 

3Dpage  -0.653(0.127)*** -0.172(0.193) -0.076(0.167) 0.164(0.120) 0.788(0.166)*** -0.209(0.168) 

4Dpage  -0.018(0.106) 0.051(0.164) -0.102(0.140) 0.106(0.103) 0.458(0.174)*** 0.128(0.108) 

5Dpage  -0.063(0.130) 0.047(0.141) -0.164(0.144) -0.071(0.113) 0.182(0.163) 0.003(0.103) 

1Darea  0.019(0.046) 0.119(0.097) 0.114(0.047)*** -0.180(0.052)*** -0.235(0.037)*** 0.280(0.037)*** 

2Darea  0.00890.032) 0.219(0.071)*** 0.099(0.063) -0.021(0.017) -0.119(0.050)** 0.148(0.044)*** 

3Darea  -0.026(0.063) 0.246(0.051)*** -0.077(0.080) -0..122(0.015)*** -0.077(0.066) 0.151(0.051)*** 

4Darea  -0.203(0.143) 0.259(0.234) 0.175(0.050)*** -0.159(0.082)** -0.111(0.116) -0.290(0.114)*** 

ρ  -0.684(0.081) -0.466(0.121) -0.588(0.098) -0.828(0.035) -0.567(0.089) -0.432(0.101) 

Wald chi2 30.39 10.64 20.42 111.92 24.12 14.02 

Log pseudolikelihood -1278.254 -1142.052 -1200.421 -1763.919 -1699.386 -1385.91 

observation 2876 2876 2876 2876 2876 2876 

註：*表示 10%的顯著水準、**表示 5%的顯著水準、***表示 1%的顯著水準。控制組為女性、46 歲以上、新竹市。



34 
 

表 9 Order probit model 未來會使用各種寬頻付費服務 

變數名稱 網路金融 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 網路電視電影 網路音樂 線上遊戲 網路電話 

pincome -0.005(0.009) -0.013(0.008)* 0.005(0.008) 0.003(0.008) -0.013(0.008)* 0.004(0.007) 

peducation 0.036(0.013)*** 0.042(0.015)*** 0.014(0.018) -0.002(0.014) -0.062(0.017)*** 0.045(0.015)*** 

Dsex 0.121(0.044)*** -0.121(0.063)** 0.034(0.061) -0.223(0.058)*** 0.115(0.085) 0.009(0.068) 

1Dpage  0.498(0.175)*** 0.212(0.201) 0.521(0.175)*** 0.536(0.207)*** 0.352(0.169)** 0.155(0.172) 

2Dpage  0.404(0.129)*** 0.006(0.163) 0.419(0.143)*** 0.416(0.174)** 0.551(0.155)*** -0.056(0.120) 

3Dpage  0.288(0.153)* 0.096(0.129) 0.073(0.162) 0.128(0.196) 0.368(0.189)** -0.137(0.134) 

4Dpage  0.164(0.101)* 0.176(0.095)* 0.097(0.114) 0.368(0.176)** 0.480(0.146)*** 0.129(0.100) 

5Dpage  0.011(0.114) 0.199(0.130) 0.012(0.136) 0.262(0.167) 0.379(0.122)*** 0.190(0.089)** 

1Darea  0.237(0.034)*** -0.062(0.092) -0.240(0.043)*** -0.261(0.076)*** 0.012(0.047) -0.297(0.066)*** 

2Darea  0.284(0.054)*** -0.059(0.062) -0.162(0.083)** -0.297(0.089)*** -0.015(0.079) -0.265(0.049)*** 

3Darea  0.316(0.053)*** 0.078(0.055) -0.164(0.051)*** -0.200(0.063)*** -0.032(0.059) -0.343(0.054)*** 

4Darea  0.263(0.038)*** 0.123(0.066)* -0.187(0.047)*** -0.339(0.084)*** 0.067(0.078) -0.495(0.035)*** 

/cut1 1.300(0.230) 0.604(0.252) 0.490(0.250) 0.198(0.228) 0.429(0.263) 0.537(0.265) 

/cut2 1.902(0.235) 1.114(0.262) 0.863(0.256) 0.552(0.228) 0.732(0.260) 0.865(0.271) 

Log pseudolikelihood -1569.018 -1808.822 -1634.430 -1265.414 -800.429 -1561.921 

observation 1712 1803 1776 1393 1384 1680 

註：*表示 10%的顯著水準、**表示 5%的顯著水準、***表示 1%的顯著水準。控制組為女性、46 歲以上、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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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促使人類生活愈之便利，利用網路科技工具的資訊傳

輸也愈加普及，但繼之而來對社會所帶來的衝擊，乃成為學者們關心研究的議

題。在連網普及率極高的台灣，所得、教育、年齡、職位別、地區別皆是影響資

訊近用能力與接收訊息機會之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試圖探討影響家戶連網與其

資訊應用行為的主要人口特徵為何，盼研究結果可作為廠商資訊應用軟體開發之

依據以及政府部門訂立縮減數位落差計劃政策之參考。 

  本文利用 2006 年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問卷資料，以

Heckman 提出之兩階段估計法，建立一家戶連網與資訊應用行為之兩階段估計模

型，實證結果得到底下結論。 

 

一、家戶連網的人口特徵 

  家戶所得越高、戶長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口數越多、年齡層越低，家戶選

擇連網的機會就越高；同時居住地區別、職位別也會影響家戶選擇連網的決定。

此結果顯示，在 2006 年，台灣仍然存在社會經濟地位之差異與都市化程度之高

低所造成的網路近用能力問題。社會上處於社經劣勢地位的族群會有網路近用的

阻礙，因此政府針對低收入戶得以利用補貼方式鼓勵其購買網路設備，或透過優

惠政策的制定，結合公、私部門及非營利組織的力量，鼓勵企業捐贈電腦，提升

家戶寬頻的使用率。針對年齡層較高的民眾，得以提供網路課程、廣設公共上網

地點，提供更友善的管道及內容，強化這些族群資訊近用的誘因。區域發展間的

差異所導致的數位落差現象，需仰賴中央政府由上而下之規劃，依據區域的需求

及特性因地制宜，規劃不同的縮減數位落差政策，針對各縣人口組成情況作適宜

之規劃，提高數位接取機會。 

 

二、資訊應用行為之人口特徵分析 

（一）在上網時數的研究結果中發現，個人所得越高、教育程度越高的民眾，其

使用網路的時間越長。家戶連網的人口特徵分析顯示，連網用戶主要集中

在高社經地位的家庭，而用戶上網時間方面也同樣地集中在高社經階級的

民眾上。故政府補助低收入戶購買電腦的政策，藉此提高低社經地位的家

庭使用電腦的比率與連網機會有其政策之意義。男性的上網時間高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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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顯示男性對於網路活動的興趣與接觸機會高於女性。年齡層越低者上

網的時數越長，可能代表年紀越輕者學習新事物的能力較強，學習的時間

機會成本較低，隱含數位落差的弭平計畫可從教育階段著手。 

（二）在個人最常使用的寬頻上網功能，其中包含了瀏覽資訊與網頁、網物購

物、電子郵件、網路即時傳呼或聊天室、網路遊戲、下載軟體資料、下載

影音檔以及搜尋資訊功能，實證結果顯示：所得對電子郵件功能具顯著正

向影響；教育對電子郵件和搜尋資訊功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網路遊

戲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性別方面，女性重視網路購物、電子郵件及網路即

時傳呼或聊天室功能；男性則注重網路遊戲、下載軟體及影音檔之功能；

年齡層越低者，對於各項資訊應用能力較佳；資訊近用程度越低的地區，

對於搜尋資訊功能的使用度相對愈高。 

（三）寬頻付費服務之使用包含了網路金融、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網路電影電

視、網路音樂、線上遊戲及網路電話服務。實證結果歸納如下：所得越高

對網路音樂的使用率越高，但對網路電話的使用率卻越低；教育程度越高

對網路金融的使用率越高，但對網路音樂、線上遊戲的使用率越低；男性

重視網路電影電視、線上遊戲及網路電話，而女性則較重視網路音樂；年

齡方面，26~35 歲年齡層對於網路金融與網路電話的使用率最高，但一般

而言，年齡層較低對於網路金融與網路電話的使用率亦較低，此外，年齡

層越低對於線上遊戲的使用率越高；資訊近用程度較高的地區對於網路音

樂和線上遊戲的使用率較高，但對於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網路電影電視

和網路電話的使用率則較低。 

（四）利用 ordered probit model 分析民眾未來使用寬頻付費服務之意願，研究結

果顯示：所得越高對未來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和線上遊戲的使用意願越

低；教育程度越高對未來網路金融、線上學習與遠距教學和網路電話的使

用意願越高，但是對未來線上遊戲的使用意願卻越低；男性對於未來網路

金融的使用意願較高，女性對於未來線上學習與遠距學和網路音樂的使用

意願較高；年齡方面，年齡層越低對於未來各項寬頻付費服務的使用率皆

較高；地區方面，資訊近用程度較高的地區對於未來網路電視電影、網路

音樂和網路電話的使用率較高，但是對於網路金融的使用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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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變數名稱 瀏覽資訊與網頁 網路購物 電子郵件 網路即時傳呼或 
聊天室 

網路遊戲 下載軟體資料 下載影音檔 搜尋資訊 

constant -2.769(0.288)*** -2.727(0.294)*** -2.733(0.305)*** -2.816(0.294)*** -2.788(0.298)*** -2.723(0.301)*** -2.740(0.302)*** -2.775(0.300)*** 

pincome 0.044(0.009)*** 0.044(0.009)*** -0043(0.009)*** 0.044(0.009)*** 0.044(0.009)*** 0.044(0.009)*** 0.044(0.009)*** 0.044(0.009)*** 

peducation 0.249(0.015)*** 0.247(0.016)*** 0.247(0.015)*** 0.247(0.015)*** 0.251(0.015)*** 0.250(0.015)*** 0.249(0.015)*** 0.249(0.015)*** 

Dsex -0.180(0.083)** -0.169(0.082)** -0.157(0.082)* -0.149(0.083)* -0.167(0.084)** -0.167(0.083)** -0.160(0.083)** -0.156(0.083)* 

1Dpage  3.827(0.242)*** 3.843(0.240)*** 3.814(0.238)*** 3.824(0.239)*** 3.856(0.243)*** 3.842(0.242)*** 3.835(0.241)*** 3.862(0.243)*** 

2Dpage  2.683(0.221)*** 2.700(0.220)*** 2.718(0.221)*** 2.706(0.220)*** 2.703(0.221)*** 2.690(0.219)*** 2.689(0.221)*** 2.711(0.222)*** 

3Dpage  1.553(0.214)*** 1.575(0.219)*** 1.528(0.216)*** 1.525(0.212)*** 1.580(0.222)*** 1.558(0.217)*** 1.543(0.219)*** 1.570(0.220)*** 

4Dpage  0.822(0.104)*** 0.834(0.104)*** 0.835(0.104)*** 0.818(0.103)*** 0.835(0.105)*** 0.833(0.104)*** 0.835(0.105)*** 0.846(0.106)*** 

5Dpage  0.677(0.094)*** 0.681(0.094)*** 0.689(0.094)*** 0.703(0.095)*** 0.680(0.094)*** 0.672(0.094)*** 0.683(0.094)*** 0.687(0.094)*** 

1Darea  -0.500(0.239)** -0.507(0.245)** -0.514(0.260)** -0.426(0.245)* -0.498(0.249)** -0.563(0.258)** -0.541(0.256)** -0.496(0.252)** 

2Darea  -0.742(0.236)*** -0.772(0.242)*** -0.764(0.257)*** -0.696(0.241)*** -0.747(0.246)*** -0.797(0.254)*** -0.780(0.251)*** -0.744(0.249)*** 

3Darea  -0.903(0.233)*** -0.944(0.240)*** -0.930(0.255)*** -0.855(0.239)*** -0.912(0.243)*** -0.975(0.251)*** -0.951(0.249)*** -0.913(0.246)*** 

4Darea  -1.093(0.253)*** -1.132(0.258)*** -1.082(0.273)*** -1.045(0.257)*** -1.110(0.262)*** -1.156(0.267)*** -1.142(0.268)*** -1.099(0.264)*** 

Dmobileacc 7.974(0.150)*** 8.286(0.220)*** 8.274(0.218)*** 6.283(0.398)*** 9.072(0.196)*** 6.603(0.412)*** 8.828 18.241 

Dwilessacc 7.752(0.191)*** 6.578(0.408)*** 6.993(0.170)*** 21.303 12.238 8.053(0.198)*** 8.820(0.405)*** 713.898 

註：*表示 10%的顯著水準、**表示 5%的顯著水準、***表示 1%的顯著水準。控制組為女性、46 歲以上、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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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變數名稱 網路金融 線上學習與遠距教

學 
網路電影電視 網路音樂 線上遊戲 網路電話 

constant -3.125(0.158)*** -3.235(0.148)*** -3.171(0.294)*** -3.152(0.174)*** -3.244(0.151)*** -3.164(0.165)*** 

pincome 0.036(0.008)*** 0.035(0.009)*** 0.035(0.010)*** 0.034(0.008)*** 0.036(0.009)*** 0.034(0.009)*** 

peducation 0.228(0.015)*** 0.238(0.014)*** 0.233(0.016)*** 0.224(0.015)*** 0.231(0.014)*** 0.232(0.015)*** 

Dsex -0.141(0.061)** -0.115(0.059)** -0.130(0.088) -0.088(0.053)* -0.155(0.059)*** -0.118(0.057)** 

price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1Dpage  3.687(0.255)*** 3.784(0.256)*** 3.682(0.241)*** 3.613(0.250)*** 3.661(0.256)*** 3.757(0.266)*** 

2Dpage  2.527(0.186)*** 2.609(0.214)*** 2.618(0.252)*** 2.528(0.184)*** 2.500(0.191)*** 2.645(0.198)*** 

3Dpage  1.394(0.169)*** 1.440(0.178)*** 1.372(0.220)*** 1.341(0.167)*** 1.399(0.181)*** 1.409(0.180)*** 

4Dpage  0.778(0.122)*** 0.865(0.122)*** 0.841(0.110)*** 0.762(0.108)*** 0.844(0.119)*** 0.839(0.116)*** 

5Dpage  0.686(0.080)*** 0.709(0.082)*** 0.701(0.098)*** 0.702(0.083)*** 0.689(0.081)*** 0.706(0.081)*** 

1Darea  -0.424(0.117)*** -0.465(0.108)*** -0.466(0.231)** -0.392(0.107)*** -0.386(0.110)*** -0.469(0.111)*** 

2Darea  -0.618(0.059)*** -0.644(0.060)*** -0.661(0.226)*** -0.604(0.055)*** -0.572(0.070)*** -0.643(0.056)*** 

3Darea  -0.739(0.078)*** -0.760(0.081)*** -0.755(0.225)*** -0.686(0.063)*** -0.678(0.086)*** -0.764(0.076)*** 

4Darea  -0.847(0.093)*** -0.910(0.093)*** -0.897(0.246)*** -0.775(0.068)*** -0.804(0.095)*** -0.880(0.091)*** 

Dmobileacc 5.162(0.271)*** 5.910(0.260)*** 8.319(0.331)*** 206.721 9.189 24.481 

Dwilesscc 5.736(0.124)*** 10.129 5.968(0.225)*** 20.424 9.086 5.896(0.227)*** 

註：*表示 10%的顯著水準、**表示 5%的顯著水準、***表示 1%的顯著水準。控制組為女性、46 歲以上、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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