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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知識社群使用者以探討知識

貢獻者為居多，但網路潛水者在知識社群

中佔有多數，是不可否認與被忽視的議題。

國內外專門探討潛水者的研究較少，因此

本研究相當具有研究創新性。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應用Triandis Model

意圖模式建構知識社群使用者網路潛水行

為的研究架構，運用質性研究法以個案深

度訪談的方式蒐集8位受訪者在知識社群

的潛水經驗及看法，透過分析個案訪談內

容驗證本研究理論架構之適切性，並分析

當網路潛水者面對感興趣或有用的資訊時

會進行何種瀏覽行為，讓網路潛水者可帶

給社群管理者過濾有用文章和網頁設計者

設計社群時參考依據。 

研究結果顯示：(1)在知識社群中網路

潛水行為是因長時間執行潛水行為產生潛

水習慣所致；(2)網路潛水行為是因對潛水

有正向看法與認知發表文章後擔弖受到攻

擊、隱私被揭露等風險所致；(3)社群意識

高其網路潛水行為也會相對減少；(4)網路

潛水者會因為認知能力不足產生自私不願

付出的高度利己主義，導致認為網路潛水

是自在、好主意的想法，快速找尋知識才

是最重要的；(5)網路潛水者當認知能力不

足時，會產生不發表言論來誤導知識社群

上其他成員的利他主義，但還是覺得發表

文章對知識社群才是真正有利的，雖沒有

直接影響潛水態度，但卻成為自我效能對

潛水態度的干擾變數，間接影響潛水態

度。 

本研究在學術方面之貢獻，以Triandis 

Model做為理論基礎，結合其他意圖模式構

念及外生變數：自我效能、利己主義、利

他主義等變數探討潛水因素，經研究發現

修改原先之研究架構模型，適切地應用此

理論來研究知識社群中的網路潛水者行為，

過去鮮少有學者運用相關模式來研究網路

潛水者行為，顯示本研究之原創性極高；

在管理實務上之貢獻，相信未來網路潛水

者可以給予的不只是廣告、人氣、少量發

言的價值，還有過濾與挑選有用頁面的價

值。 

關鍵字：意圖行為、Triandis Model、網路

潛水者、瀏覽行為、知識社群 

1.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目前已介入人

們的生活中，而以網際網路(Internet)在人們

的生活中幾乎成了不可或缺的訊息來源管

道，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時代裡，大量的

資料在網路上流動傳遞著，並且使人們容

易獲尋和閱讀龐大的資訊。截至2007年1月

全世界上網人口已近7億5,000萬，比2006

年1月成長了10％(資策會, 2007)。 

在二十一世紀裡「知識」乃是人類最



重要的資產，個人與組織必須有效率地進

行知識管理，因在知識經濟中，知識與快

速學習是個人與組織長遠成功的重要因素，

並促使成為知識導向型的社會。Duffy曾指

出，就社會而言，我們正處於由資訊可以

獲得利益的時期，轉向一個依賴知識的時

期(Duffy, 1999)，知識是一種可行動資產

(actionable asset)，也是一種其他組織無法

複製模仿的競爭優勢。較競爭對手更為快

速的學習已是目前成功的關鍵所在，所以

學習如何學習與管理自身的學習成了重要

的課題，使得諸如「虛擬社群」等以分享

自我知識與尋求自我學習為主的管道漸漸

產生。 

虛擬社群又稱為論壇(Forum)或非同

步討論區(discussion board)，也是網際網路

使用者可以針對疑問或發表意見和言論的

地方(游康婷, 2002)，透過網路所進行的討

論，不但可以促進訊息的交流更能進一步

加強自我認知以及增進個人和專業層次的

能力(Thomson, 1996)。 

    在知識分享的過程中，相關文獻

研究觀察到雖然成員們多肯定分享知識所

帶來的延伸價值，但多數的成員卻鮮少並

且被動扮演著「知識貢獻者的角色」(夏侯

欣鵬, 1990; 蔣佩真, 2002)。相關的研究也

發現雖然有很好的環境但參與投入的力量

確實有限，蔣佩真 (2002)以建置思摩特網

為主的虛擬社群環境探討以知識分享的認

知與行為之間的關係發現，認知有意願實

行知識分享的成員偏多，但實際產生行為

的情況卻較少，即表示有一群學習者多半

是靜默的存在 (silent learners)，只潛在水面

下觀看 (lurking)，而較少展現明顯的參與

性行為（發言、回應），即學術上通稱之為

「網路潛水者(network lurker)」。 

「網路潛水者」一般是存在於網路社

群溝通分享知識平台上，通常較少發表甚

至從未發表文章進而未將知識以傳播、分

享或交流的方式展現出來的參與者

(Nonnecke & Preece, 2000)。近年來，如同

網路潛水者的藏匿行為漸漸變成了一種習

慣而形成特有的網路文化，但弔詭的是，

在靜默、藏匿的行為中卻都是以學習為主

要思考模式且一直持續進行著，原因是與

虛擬社群類似的知識分享平台上有著龐大

的資訊與知識(江嘉軒, 2004)，可供使用者

將他人運用文字、圖表、影片表現出來的

外顯知識轉換成個人的內隱知識，但卻沒

有再次將個人的內隱知識運用公開的方式

外顯成知識分享給其他使用者，純粹僅止

於自行換化成「個人」的知識管理。 

專門探討潛水者的研究至目前為止有

限，主要分為探測何者為網路潛水者與運

用質性研究的方式探討網路潛水者潛水原

因 (Nonnecke, 2000; Nonnecke & Preece, 

2000; Jenny Preece, Nonnecke, & Andrew, 

2004; 張紳震, 2000; 陳斐卿, 2005)，顯示

這是一個網路學習環境中尚未被放大分析

的議題，且台灣顯少有研究者詳細研究，

但網路潛水者在社群裡佔了絕大多數也是

需要正視的問題。更何況在知識社群中，

每個角色都是知識社群的資產，大部份使

用知識社群的使用者通常對知識都是有需

求，尋求知識、增進知識等，或許也可以

在學習的背後探討出一些網路潛水者存在

的價值。因此，以學習為主的網路潛水者

於知識社群中的相關探討是相當具研究價

值的主題。 

1.2 研究目的 

Katz (1998)以 (1)誰是潛水者？；(2)

為什麼潛水？；(3)群體中的價值？等三個

研究問題引發日後學者的相關討論。而以

「誰是潛水者」為主要探討方向，其次是

「潛水因素」，本研究也欲以這三個問題當

作本研究所要探討潛水現象的方向。對於

「誰是潛水者」的問題，因先前學者已有

充份研究指出在社群裡有90%為網路潛水

者，故本研究以文獻整理方式訂定潛水者

的定義，當作深度訪談對象認定為潛水者

的依據。 

為什麼潛水？其先前學者已採用質性

研究的方式來探討為何會想要採取潛水行

為，之後學者還未使用意圖行為模式進行

相關的探討驗證，故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

分析多種意圖模式(如，TRA、TBP、TAM)



探討影響行為可能產生的變數，結合先前

研究所發現的結果，最後以Triandis Model

較符合研究潛水行為的意圖模式，再進行

相關變數的修正形成最適合本研究的研究

模型。 

本研究朝著另一個角度思考，大部份

的網路潛水者潛藏在底下當遇到感興趣或

有用資訊時會產生那些行為進行自我知識

管理與學習？作為探討網路潛水者潛水的

價值，如此便可透過分析結果幫助社群管

理者過濾文章。 

故本研究主要以在知識社群中長期執

行潛水行為的使用者，即網路潛水者的「潛

水因素」當做研究問題，其中將會整理探

討相關學者定義網路潛水者在社群中的認

定方式，並分析網路潛水者除了帶給知識

社群廣告利益、人氣、少量發表的價值外，

還可以為社群帶來何種利益，是本研究欲

探討的問題。  

依據研究問題產生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整理相關文獻了解影響網路潛

水者潛水行為的相關因素，分析各因素之

間的關係。 

 (二)  應用Triandis (1975)的Trindis 

Model意圖模式作為本研究探討知識社群

網路潛水者潛水行為的研究架構之依據，

並透過文獻探討與個案深度訪談資料交叉

分析驗證本研究架構，並依分析結果調整

研究架構，並建構研究命題。 

 (三)  整理網路瀏覽行為的文獻，進

行分析當網路潛水者面對感興趣或有用的

資訊時會進行何種瀏覽行為，讓網路潛水

者可帶給社群管理者過濾有用文章和網頁

設計者參考依據。 

2.理論背景與研究模式 

2.1 網路潛水者 

若將網際空間(cyberspace)比擬為一片

大海，而眾多的網路使用者(Network user)

比擬為一座冰山，從目前研究網路現象中

觀察到的使用者行為都只是冰山一角。而

真正支撐冰山基礎的卻是在水面下龐大冰

山結構，在網路空間稱此一群人為「網路

潛水者(Lurker)」(Parks & Kory Floyd, 1996; 

張紳震, 2000)。Jargon Dictionary認為網路

潛水者絕大部份在社群中大多是沈默，他

們偶爾會發表文章或者從未發表文章，但

卻規律地去讀取社群中他人所發表的文章

(Dictionary, 2006)。 

早期也將潛水者定義為「喜愛搭便車

(free-riders)」，潛水者通常有一些人的確不

愛交際或者自私弖態，但是有一些還是有

利他主義基礎的，並非全然都是自私的(C. 

Abras, 2003; C. Abras, Ozok, & Preece, 2003; 

Maloney-Krichmar, 2003; Nonnecke, 2000; 

Nonnecke & Preece, 2000)。Kollock 與 

Smith 也認為潛水者是搭便車且沒有貢獻

的，只想取得資源而不喜愛付出的，也存

在自私弖態，因為他們只有在社群對他們

有要求時才會勉強貼一篇或甚至不貼，而

這樣的行為對於社群中其他貢獻者的努力

是不公平且有害的，也會減少訊息的交流

量，因此他們對社群而言是使社群無法長

久維持的因素之一 (Kollock & Smith., 

1996)。 

2.2Triandis model 理論基礎與延伸 

有各種預測行為因素的理論基礎，以

使用意圖為基礎模式是衡量預測使用者行

為意圖的其中一個決定因素，行為意圖

(Behavior Intention)意指一個人會從事某種

行為的意圖強度，此變數常被用來預測或

解釋實際行為的表現，所以要預測一個人

是否會執行某一行為，就必須了解他對該

行為的意圖。由於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間

有非常強的直接因果關係，因此從事某種

實際行為的行為意圖越強，從事該行為機

率越高，稱之為「意圖模式」（Intention  

Models）（Fishbein & Ajzen, 1975），例如

TRA、TPB、TAM、IDT和Triandis model

是基於意圖模式的例子。 

本研究以偏向社會弖理學結合多位學

者對於TRA、TPB、TAM和Triandis model

影響行為因素並交互比較 (Ajzen, 1991; 

Ajzen & Fishbein, 1980; Chang & Cheung, 



2001; Cho, 2006; Pavlou, 2003; Sathye, 1999; 

Triandis, 1979)，選擇出較適合研究探討影

響網路潛水者潛水行為意圖的相關因素，

形成本研究的主要模型。 

本研究以Triandis Model為主，再配合

多種模式的變數轉變成較適合本研究的模

型如圖1所示，  

圖 1 Triandis 修改延伸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2.3 網頁瀏覽資訊行為 

(一) 網頁瀏覽預期行為 

本研究主要以潛水者常處於瀏覽狀態

下將搜尋到的滿意資訊於頁面中預期可能

產生的隱性行為分為：頁面停留行為、頁

面點擊行為、頁面複製行為、頁面介面互

動行為，以下將詳細定義並解釋，而為什

麼以頁面為主要探測的重點呢?是因為使

用者觀看的資訊並不是以搜尋到的標題而

是標題下他人回覆或分享的內容為主，故

在頁面下的行為當成指標較具有意義。 

表 1 是本研究欲透過潛水者對於頁面

中認知有用資訊的瀏覽行為來幫助社群管

理員過濾有用、有價值的頁面或文字，讓

潛水者給予社群附加價值，藉由以上四種

預測行為的量化研究也可讓以後的網頁設

計師也朝著此方向設計。 

 

 

 

 

 

 

表 1 認知有用資訊預期瀏覽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研究模式發展 

3.1 研究架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主要有兩大方向：(1)採用

意圖行為理論模型探討知識社群中網路潛

水者的潛水因素；(2)探討在知識社群中以

瀏覽為主要行為的網路潛水者，當需求產

生至發現可用資訊時是使用何者瀏覽行為，

以期探討網路潛水者如何帶給知識社群價

值。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探討，進行相關

意圖模式(TRA、TBP、TAM 與 Triandis 

Model)與先前學者研究出的潛水行為原因

交互比較，最終以 Triandis (1979) 發展出

的Triandis Model較符合本研究理論架構，

瀏覽行為 詳加敘述 

頁面停留行

為 

瀏覽者對於認知有用的文

章會以閱讀的方式吸收資

訊成知識的行為，主要以停

留時間當作觀測指標。 

頁面點擊行

為 

瀏覽者在瀏覽頁面期間會

對認知有用的超連結進行

點擊行為，主要以點擊網

址、點擊圖片和點擊檔案當

作觀測指標。 

頁面複製行

為 

瀏覽者在瀏覽頁面時會對

認知有用的文章進行反白

選取複製的行為，主要以複

製文字、複製網址當作觀測

指標。 

頁面介面互

動行為 

瀏覽者在瀏覽頁面後若覺

得內容為本身所需將會進

行瀏覽器介面互動行為，主

要以頁面列印、將頁面加入

我的最愛當作觀測指標。 

實際行為
(Behavior)

習慣
(Habit)

意圖
(Intention)

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s)

知覺風險
(Perceived risk)

態度
(Attitude)

外生變數
(Extraneous)



行為 
( Behavior ) 

習慣 
( Habit ) 

意圖 
( Intention ) 

社群意識 
( Sense of community ) 

知覺風險 
( Perceived   risk ) 

態度 
( Attitude ) 

利他主義 
( Altruis

m 

) 

利己主義 

( Egois

m 

) 

自我效能 
( Self - Efficacy ) 

 

此理論研究領域主要運用在社會弖理學、

資訊科技(IT)、網路(Internet)、WWW 與 PC

等相關使用意圖行為預測(Cho, 2006)，如

研究使用網際網路工作意圖行為、使用線

上系統意圖行為等都有一定的預測能力。

本研究架構圖如圖 2。 
 

 

 

 

 

 

 

 

 

 

圖 2 研究架構 

(二)變數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建構九個研究構

面，分別為：潛水行為、潛水習慣、潛水

意圖、知覺風險、社群意識、潛水態度、

利己主義、利他主義和自我效能，各變數

操作型定義，彙整說明如表 2。 

為探討網路潛水者在知識社群中能帶

給知識社群何者價值，不應該只有廣告利

益、人氣和少量發言而已，本研究在文獻

中首先探討了知識轉換理論，認為知識在

轉換的過程中分為社會化、外部化、結合

和內部化四階段(Nonaka, 1990, , 1991, , 

1994; Nonaka & Takeuchi, 1995)。而資訊尋

求行為包含搜尋至滿足需求，使用者會對

資訊頁面進行檢視內容是否與本身需求相

關，此行為對於知識社群來說是網路潛水

者絕大部份留下的痕跡，故本研究設想網

路潛水者在對於正確、認知有用、感興趣

的頁面時可能產生的動作給予分析，使得

知識社群可透過網路潛水者過濾一些有用

的資訊，得知大眾是對何者資訊產生較大

的興趣，以進行未來經營知識社群時參考

依據。 

 

 

 

 

表 2 變數操作型定義 

變數

名稱 
操作型定義 參考文獻 

潛水

行為 

在知識社群中從

事潛水行為的頻

率 

Fishbein & 

Ajzen(1975) 

潛水

意圖 

在知識社群中從

事網路潛水行為

的可能性與傾向 

Fishbein & 

Ajzen(1975) 

潛水

態度 

在知識社群中從

事網路潛水行為

的喜好程度 

Fishbein & 

Ajzen(1975) 

潛水

習慣 

在知識社群中經

常從事網路潛水

行為的程度 

Fishbein & 

Ajzen(1975) 

Gillian & Hope 

(1995) 

知覺

風險 

在知識社群中認

知發表言論後的

社會風險程度 

Jacoby & Kaplan 

(1972) 

社群

意識 

在知識社群中認

定會員關係、個

人影響力、整合

與滿足需求和分

享情感的程度 

Fishbein & 

Ajzen(1975) 

Triandis (1979) 

McMillan & 

Chavis (1986) 

利己

主義 

在知識社群裡網

路潛水行為主要

是基於增進個人

利益的利己動機 

林雅莉 (1998) 

王石番 (1998) 

利他

主義 

在知識社群裡網

路潛水行為主要

是基於增進社群

利益的利他動機 

Krebs (1970) 

自我

效能 

認知本身具有解

決他人問題的能

力程度 

Sveiby（19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在文獻中參考多位學者對於記

錄瀏覽行為的方法依據，結合成與本研究



相符的可能預期瀏覽行為，瀏覽者對於認

知有用資訊時可能產生的行為區分為：頁

面停留行為、頁面點擊行為、頁面複製行

為、頁面介面互動行為，下圖 3 並有詳細

敘述實際可能行為。 

圖 3 行為架構圖 

3.2 研究方法 

為了解網路潛水者的潛水行為因素之

間的關聯性及帶給知識社群的具體貢獻，

依據本研究架構所建構的九個研究構面設

計訪談問卷，深入研究網路潛水者的潛水

經驗及具體描述。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

並以樣版分析法推論與分析網路潛水者的

潛水經驗，及處於知識社群中的價值，以

深度訪談法為主，並輔以相關文獻的蒐集，

實現跨個案分析的複雜邏輯概念的實證研

究，並且據以探討研究理論架構的適切

性。 

3.3 分析單位 

Yin（1994）提出分析單位的設計，取

決於研究中所欲探討的問題，可以分為「個

人」、「一般部門」、「資訊單位」或是「整

個企業」，然而研究中所要陳述的結果則有

不同的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策略，單一個

案研究方法，主要適用於研究初期的探索，

或是研究後期使用否定理論時採用；多重

個案研究方面，則是使用在個案比較分析，

用以衍生或延伸理論時使用。 

3.4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一) 資料蒐集 

Yin（1994）認為一個好的個案研究應

該儘量採用多種資料來源，並建議資料蒐

集應該遵循下列的三項原則： 

1.多重證據來源：相同事實或發現，應該

從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來源取得證據。 

2.建立個案資料庫：將蒐集到的個案資料

正式的組合起來。 

3.連接相關的證據：將研究的問題，蒐集

的資料與取得的資料連結在一起。 

本研究主要是要了解知識社群長期執

行潛水行為的使用者，即網路潛水者的潛

水經驗，平均訪談時間大約是 45 分鐘至 1

個小時，並將錄音內容以逐字稿方式呈現。

完成訪談逐字稿的整理後，另依據所提出

的研究架構與文獻探討的結果，進一步開

始資料分析及整理。 

(二) 資料整理與驗證分析 

1.資料整理 

訪談資料整理過程如下： 

(1) 在訪談後，將錄音檔內容繕打整理

成逐字稿。 

(2) 反覆仔細閱讀每篇逐字稿，在閱讀

的過程中將不同受訪者重複提到

的類似的話題或言言都劃記出來，

以做為整理歸納相關概念的重

點。 

(3) 根據文獻的探究及逐字稿將劃記

部份之概略內涵，找出做為該段文

字或受訪者表達內容的主要概念，

定義出其概念的面向。 

(4) 就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做為軸線，

建構相關概念。 

(5) 接著經由資料之間的不斷比較後

為之命名，成為此概念的類屬。 

2.資料分析與驗證 

而本研究的分析以樣版式分析法為主，

此外研究者亦經常於文本與文獻資料交互

的思索過程中產生的洞察和領悟，並融入

詮釋分析中，形成本研究資料之分析。本

研究進行個案研究是以 Yin（1994/2001）

頁面停留行為

‧ 停留時間

頁面點擊行為

‧ 點擊網址
‧ 點擊圖片
‧ 點擊檔案

頁面複製行為

‧ 複製文字
‧ 複製網址

頁面介面互動
行為

‧ 列印
‧ 加入我的最愛

認知有用資訊



提 出 的 三 角 檢 定 法（ Triangulation of 

evidence）；使用多重證據來源蒐集個案受

訪者之資訊，並且由多重證據來驗證相同

的事實或現象，以提高資料的可信度，且

依據 Yin 所說此檢定方法亦提供對相同現

象做不同的測量，且可用來處理潛在的構

念效度問題。 

4.個案綜合分析與研究發現 

4.1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多重個案共8人，男性與女性

的比例為1：1，其中20-30歲的受訪者有5

位、31-40歲的受訪者有3位，接觸網路的

時間都超過7年以上，參加知識社群的時間

都超過3年，每週平均在知識社群發表或回

覆文章的篇數都低於1篇，且在知識社群中

經常執行潛水行為，顯示使用網路時間愈

久其潛水行為愈明顯，因為長時間在知識

社群進行潛水，所以個案認為自己對知識

社群僅存增加瀏覽人氣的貢獻。訪談個案

基本資料如表3。 

表 3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 

問項 
A B C D E F G H 

性別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齡 23 20 23 35 22 28 36 40 

教育程度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研究所 研究所 研究所 

職業 學生 學生 學生 公 學生 上班族 上班族 公 

上網年資 8 10 10 10 7-8 10 13 11 

加入知識 

社群年資 
7 6 4 3 4 5 13 7 

平均「每週」

在知識社群上

發表或回覆文

章的篇數 

幾乎 

沒有 

不到 

1 篇 
沒有 沒有 

不到 

1 篇 
0 

從來沒

有發表

過 

沒有 

在知識社群中

潛水頻率 
常常 常常 常常 

一直都

是這樣 
常常 常常 

從來沒

上岸吐

氣過 

常常 

未來潛水意願 
還是 

很高 

維持 

現狀 
看情況 還是會 

還是 

很高 

還是 

很高 

還是 

很高 

維持 

現狀 

對社群的貢獻 
增加 

人氣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增加 

人氣 

增加 

人氣 

增加 

人氣 

4.2 個案綜合分析 

4.2.1 潛水行為方面 

(一) 潛水習慣與潛水行為 

本研究顯示，在知識社群中會有潛水

行為跟習慣有明顯相關，認為不發言比較

自在，且在先前使用知識社群時就經常執

行網路潛水行為，常常執行潛水行為變成

習慣後，不自覺成為習慣性下意識動作，

認為網路潛水行為是常規且不容易改變的，

導致每次進入知識社群時便產生潛水行為，

並不是有非常強烈的潛水意圖而產生潛水



行為。 

(二) 潛水意圖與潛水行為 

經綜合分析結果得知，網路潛水者的

潛水習慣會影響潛水行為；對喜歡的討論

主題會增加網路潛水者的潛水態度進而加

深其潛水意圖，促使潛水行為的發生。研

究結果顯示，潛水意圖與潛水行為呈正向

關係、潛水習慣與潛水行為亦呈正向關係，

其結果與 Ajzen 和  Fishbein (1980) 與

Trianis (1979)所提出的理論模式間的關係

是相符合的。因此，本研究導出如下之命

題，並將個案 A~H 潛水意圖、潛水態度、

潛水習慣等研究構面與潛水行為之關係及

命題彙整如表 4： 

命題 P1：在知識社群裡對潛水意

圖愈高，其實際潛水行為愈正向。  

命題 P2：在知識社群裡對潛水態

度愈正向，其潛水意圖愈高。  

命題 P3：在知識社群裡潛水習慣

愈高，其實際潛水行為愈正向。  

表 4 潛水意圖、潛水態度、潛水習慣與潛水行為之關係及命題彙整 

研究

構面 
潛水行為 

個案 

 

構面 

A B C D E F G H 

實際

訪談

結果 

相關

研究

結果 

比對

結果 
命題 

潛水

意圖 
+ + + + + + + + + 

+ 

註 1 
一致 P1 

潛水

習慣 
+ + + + + + n.s + + 

+ 

註 3 
一致 P3 

 潛水意圖 

個案 

 

構面 

A B C D E F G H 

實際

訪談

結果 

相關

研究

結果 

比對

結果 
命題 

潛水

態度 
+ + + + + + + + + 

+ 

註 2 
一致 P2 

 

備註：正相關（＋）、負相關（－）、不顯著（n.s） 

註 1. Ajzen（1986）、 Ajzen ＆ Fishbein (1980)、Trianis (1979) 

註 2. Ajzen（1986） 

註 3. Ajzen ＆ Fishbein (19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 潛水意圖方面 

(一) 知覺風險與潛水意圖 

個案 A、G、D 擔弖隱私權或 IP 被揭

露，甚至引起法律糾紛，所以不願發言。 

在知識社群中若發表文章後產生的相

關風險愈高而有較高的潛水意圖，此可能

與網路潛水者本身擁有較高的自我保護弖

態或者害怕受到弖理傷害等弖理人格有關。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在知識社群中

網路潛水者對於潛水意圖會受到潛水態度

與認知發表文章後的風險有直接正向關

係。 

(二) 社群意識與潛水意圖 

依據本研究個案綜合分析發現，個案

A~H 表示因為擔弖隱私權、IP 揭露、不適



切的言論而被攻擊或謾罵、觸法、文不對

題等知覺風險皆會增加潛水意圖；社群意

識與潛水意圖的問項中，除了個案 D、G

表示潛水純粹是為了要獲取知識不會因為

社群意識而影響潛水意圖外；其餘個案皆

認為社識意識愈高會相對降低其潛水意圖。

研究結果顯示，知覺風險與潛水意圖呈正

向關係、社群意識與潛水意圖皆呈反向關

係，結果與 Ajzen 和  Fishbein (1980)、

Trianis (1979)、Guan (2006)、Preece 等人

(2004)、(盧希鵬, 葉乃菁, & 許晉龍, 2002)

所提出的理論模式間的關係是相符合。因

此，本研究導出以下之命題，並將個案 A~H

知覺風險、社群意識與潛水意圖之關係及

命題彙整如表 5： 

 

命題 P4：在知識社群裡知覺發文

風險愈高，其潛水意圖愈高。 

命題 P5：在知識社群裡社群意識

愈低，其潛水意圖愈高。 

表 5 知覺風險、社群意識與潛水意圖之關係及命題彙整 

研究

構面 
潛水意圖 

個案 

 

構面 

A B C D E F G H 

實際

訪談

結果 

相關

研究

結果 

比對

結果 
命題 

知覺

風險 
+ + + + + + + + + 

+ 

註 1 
一致 P4 

社群

意識 
－ － － n.s － － n.s － － 

－ 

註 1 
一致 P5 

 

備註：正相關（＋）、負相關（－）、不顯著（n.s） 

註 1. Ajzen ＆ Fishbein (1980)、Trianis (1979)、Guan (2006)、 

Preece 等人(2004)、(盧希鵬, 葉乃菁, & 許晉龍, 2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3 潛水態度方面 

在計劃行為理論中，行為的態度、主

觀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決定於人口變數、

人格特質、對事物的信念、對事物的態度、

工作特性與情境等外生因素，所以外生變

數將會影響其態度。本研究以個人特質中

的自我效能、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為外生

變數，其將影響潛水行為的態度。 

(一)  利己主義與潛水態度 

在知識社群中網路潛水者對於潛水態

度受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二個因素所影響，

利己主義與潛水態度有正向關係，顯示網

路潛水者在知識社群有自利為己的人格特

質，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考量類似於搭便

車，並且一昧自私的認為在知識社群中不

需要去發表文章。 

(二)  利他主義與潛水態度 

本研究將利他主義定義為網路潛水者

在知識社群中網路潛水行為主要是基於增

進社群利益的利他動機，即網路潛水者認

為潛水行為本身是對社群有幫助。 

本研究發現，在自我效能與潛水態度

方面，除了個案 D、G、H 表示，在知識社

群中具有解決問題能力與否都不會改變其

潛水態度外，其餘個案皆認為，在知識社

群中認知無解決問題的能力時，會以瀏覽

觀看等潛水方式處於社群當中，顯示自我

效能愈高，潛水態度愈正向；在利己主義

與潛水態度方面，除了個案 E 表示其熱愛

在知識社群中潛水與增進自我利益無關外，

其餘個案皆認為，會以潛水姿態出現在知

識社群中是為了獲取知識，以增進自我利



益為目的，所以利己主義會正向影響潛水

態度；在利他主義與潛水態度方面，個案

A~H 皆認為自身的網路潛水行為對知識社

群並沒有貢獻，所以網路潛水對知識社群

並不是有利的，發表文章才是增進知識社

群的利益，所以利他主義並不會影響潛水

態度。由此可知，利己主義及自我效能對

於潛水態度有正面影響，結果與 Preece 等

人(2004)、Guan (2006)、張紳震 (2000)研

究結果相符合，但是利他主義並不影響潛

水態度，結果與 Jenny Preece 等人(Jenny 

Preece, Nonnecke, & Andrew, 2004; 陳斐卿, 

2005)研究結果不符。因此，本研究導出如

下之命題，並將個案 A~H 利己主義、利他

主義、自我效能與潛水態度之關係及命題

彙整如表 6： 

命題 P6：在知識社群裡利己主義

愈高，其潛水態度愈正向。 

命題 P7：在知識社群裡自我效能

認知愈高，其潛水態度愈正向。 

 

表 6 利己主義、利他主義、自我效能與潛水態度之關係及命題彙整 

研究

構面 
潛水態度 

個案 

 

構面 

A B C D E F G H 

實際

訪談

結果 

相關

研究

結果 

比對

結果 
命題 

利己

主義 
+ + + + － + + + + 

+ 

註 1 
一致 P6 

利他

主義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註 1 
N/A 無 

自我

效能 
－ － － － － － － － － 

－ 

註 2 
一致 P7 

備註：正相關（＋）、負相關（－）、不顯著（n.s） 

註 1. Preece 等人(2004)、Guan (2006)  

註 2.張紳震 (2000) 

4.2.4 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方面 

本研究以個人特質中的自我效能、利

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為外生變數，將會影響

其潛水行為的態度，亦即在知識社群中網

路潛水者影響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的因素

方面，兩者皆受到認知自我效能的影響。 
(一)  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 

當網路潛水者認為知識社群提供個人

在認知自我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後，一個

尋求知識解答的空間，從知識社群中能夠

尋找符合本身需求的資訊，以及問題的最

佳解答，所以容易形成自私的弖理，只想

要快速找尋所需知識導致使用者認為網路

潛水是個好主意、不受拘束，進而有了潛

水意圖產生潛水行為，個案 A~H 自我效能

與利他主義訪談彙整資料詳如表 7。 

 

 

 

 

 

 



表 7 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訪談彙整資料 

受訪者 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訪談內容 

A 

個案認為高自我效能的人通常比低自我效能的成員更樂意在知識社群中

主動發言與其他社群成員分享知識，但分享的動機大多不是為了自己，

所以在知識社群的能見度高，也愈受社群成員的肯定；相對低自我效能

的成員是為了尋找有用的資訊，而以潛水方式存在於知識社群。 

B 

個案認為在知識社群具有高自我效能比較願意主動分享知識，還能在社

群中獲得較好的人際關係及知名度，但自己參與社群就是因為知覺自我

效能低，才會從潛水中尋找社群資源。 

C 
個案認為知覺自我效能不足，所以以潛水方式觀看社群成員的討論內容

以獲取需要的資訊。 

D 
個案認為在知識社群解決問題能力的認定因人而益，並不認為自我效能

的程度與在知識社群潛水而增進自己的利益相關。 

E 
個案認為知覺具高自我效能，則更願意主動在知識社群分享知識，而不

會為了增進對自己的利益而潛水。 

F 
個案認為就是因為知識能力不足，所以才會以潛水方式在知識社群中尋

找需要的資訊。 

G 
個案認為就是因為知識能力不足，所以才會以潛水方式在知識社群中尋

找需要的資訊。 

H 
個案認為就是知覺自我效能的不足，所以才會以潛水方式在知識社群中

尋找需要的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自我效能與利他主義 

本研究發現，在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

方面，個案 D 表示在知識社群潛水與增進

自我利益無關、個案 E 表示認知自我效能

高時，不會認為潛水能增進自我利益，除

此之外，其餘個案皆認為當認知自我沒有

解決問題的能力後，會認為網路潛水是有

利於社群的；在我自效能與利他主義方面，

個案 A～H 皆認為因本身能力不足而不想

發表不適切的言論來誤導在知識社群內其

他的成員，但又矛盾於認為發表文章才是

增進知識社群利益的方式，本研究結果顯

示，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利他主義皆呈

反向關係，其結果與 Preece 等人(2004)、

Guan (2006)研究結果相符合。但本研究也

發現，雖然利他主義並不影響潛水態度，

但當自我效能愈低時受利他主義的影響程

度愈高，會進而產生潛水行為，顯示利他

主義為自我效能對潛水態度的干擾變數。

因此，本研究導出如下之命題，並將個案

A~H 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自我效能與利

他主義之關係及命題彙整如表 8： 

命題 P8：在知識社群裡自我

效能愈低，其利己主義愈高。 

命題 P9：在知識社群裡自我

效能愈低，受利他主義影響的程

度愈高，會進而正向影響潛水態

度。  

 

 

 

 

 



表 8 自我效能與利己主義、自我效能與利他主義之關係及命題彙整 

研究

構面 
自我效能 

個案 

 

構面 

A B C D E F G H 

實際

訪談

結果 

相關

研究

結果 

比對

結果 
命題 

利己

主義 
－ － － n.s n.s － － － － 

－ 

註 1 
一致 P8 

利他

主義 
－ － － － － － － － － 

－ 

註 1 

註 2 

一致 P9 

 

備註：正相關（＋）、負相關（－）、不顯著（n.s） 

註 1. Preece 等人(2004)、Guan (2006)  

註 2.本研究發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5 潛水後瀏覽行為 

(一) 知識轉換 

「事實上我在網路上所得到的一些知

識或是一些…一些問題的相關的一

些回覆的一些內容的話，我還是會

一樣，經過我自己本身的一個投筆

性的判斷之後，然後才會去跟一些

相關一些人士做一些說明，甚至說

對自己想要獲得的一些解答，做一

個有效的判斷。」（個案 H） 

 

「不發言也是可以獲得到利益阿，因

為資訊的整合，就是來自各方面，

有正確的、有不正確的，然後還要

經過自己的一個判斷，綜合判斷，

經過消化才會有一個答案。」（個

案 H） 

由此可知，網路潛水者最常執行的動

作是觀看、瀏覽，對網頁有瀏覽行為時通

常是因為使用者對知識有所需求，想藉由

知識社群尋找出符合本身需求的資訊，透

過在知識社群中獲得的資訊再進行結合與

內部化的知識轉換過程。 

(二) 瀏覽行為 

個案對於感興趣或有用資訊，其停留

觀看是最常執行的行為，其次是點擊行為，

第三為複製行為，最後為介面互動行為，

如加入我的最愛、書籤或列印。 

5.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由以上分析得知，當網路潛水者看到

有用的資訊頁面時，平均會花 1 小時左右

的時間觀看，當使用者在知識社群有瀏覽

行為時通常是因為對知識有所需求，想藉

由知識社群尋找出符合本身需求的資訊，

透過在知識社群中獲得的資訊再進行結合

與內部化的知識轉換過程，顯示知識社群

成員潛水後瀏覽行為仍以頁面停留為主，

依序分別為頁面點擊行為、頁面複製行為、

頁面互動行為。 



經以上個案綜合分析研究發現，當知識

社群成員有強烈潛水意圖則越容易有潛水

行為，潛水習慣較高越容易有潛水行為，

潛水態度正向致產生較高的潛水意圖進而

潛水，社群意識低其潛水意圖越強烈，對

於知覺發表文章後認為會產生相關風險而

會有潛水行為，所以自我效能低也會正向

直接影響潛水態度，也會影響利他主義，

但自我效能主要還是影響利己主義進而影

響態度，當網路潛水者認知自我沒有解決

問題的能力後，會認為網路潛水是有利於

社群的，但因本身能力不足而不想發表不

適切的言論來誤導在知識社群內其他的成

員，卻又矛盾於認為發表文章才是增進知

識社群利益的方式，所以，當自我效能低

時，受利他主義影響的程度愈高，進而影

響潛水態度，所以，利他主義成為自我效

能對潛水態度的干擾變數。基於此研究發

現，本研究架構調整如圖 4，命題彙整如表

9： 

表 9 命題一覽表 

命題題項 命題內容 

P1 在知識社群裡潛水意圖愈高，其實際潛水行為愈正向 

P2 在知識社群裡對潛水態度愈正向，其潛水意圖愈高 

P3 在知識社群裡潛水習慣愈高，其實際潛水行為愈正向 

P4 在知識社群裡知覺發文風險愈高，其潛水意圖愈高 

P5 在知識社群裡社群意識愈低，其潛水意圖愈高 

P6 在知識社群裡利己主義愈高，其潛水態度愈正向 

P7 在知識社群裡自我效能愈低，其潛水態度愈正向 

P8 在知識社群裡自我效能愈低，其利己主義愈正向 

P9 
在知識社群裡自我效能愈低，受利他主義影響的程度愈高，會正向

影響潛水態度 

 

 

 

 

 

 

 

 

 

 

 

 

圖 9 知識社群使用者潛水因素命題關係圖 

 

台灣在近幾年網路蓬勃發展使得知識

社群也如雨後春筍般產生，其知識社群中

此網路潛水現象一直存在卻未被放大，本

研究藉由 Triandis Model 提出之理論探討

知識社群中符合網路潛水者潛水意圖行為

模式架構，透過個案深度訪談資料綜合分

P9(－) 

P6(＋) P8(－) 

P7(－) P2(＋) P1(＋) 

P3(＋) P4(＋) 

P5(－) 

利己主義 

(Egoism) 

利他主義 

(Alturism)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態度 

(Attitude) 

知覺風險 

(Perceived risk) 

意圖 

(Intention) 

社群意識 

(Sense of community) 

習慣 

(Habit) 

行為 

(Behavior) 



析、整理，說明本研究知識社群使用者的

潛水因素，及潛水後瀏覽行為給予全盤的

討論。 

(一)  網路潛水行為 

本研究結果顯示潛水習慣與潛水意圖

皆會直接影響網路潛水行為的因素，而以

潛水習慣影響大於潛水意圖，由此可知在

知識社群中使用者的網路潛水行為是因長

時間重覆此行為所致，網路潛水行為會因

不同使用網路經驗與不同接觸知識社群時

間而有顯著影響，故本研究認為網路潛水

習慣是導致網路潛水行為最關鍵的因素，

會因長使間進行網路潛水行為或與先前經

驗讓網路潛水行為成為另一種網路文化。 

(二)  網路潛水意圖 

研究結果顯示潛水態度、知覺風險、

社群意識會直接影響潛水意圖。網路潛水

者會喜歡潛水，並認為網路潛水是好主意、

自在的、聰明的、愉快的，顯示喜好因子

會與網路潛水意圖有明顯相關，因為態度

正向而有意圖進而直接去做某一行為，實

證了 Ajzen 和 Fishbein (1980)的結果。 

(三)  網路潛水態度 

潛水態度會受到利己主義與認知自我

效能的直接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知識社群

使用者的網路潛水行為，係因為了解本身

對於知識的需求、認知知識的短少而使用

知識社群充實學習知識、尋求解答，故產

生務實弖理只想要快速找尋知識不願付出，

潛水行為可讓網路潛水者感到自在無拘無

束，若真的必須發言也會用無意義的灌水

應付了事，一昧自私的認為不需要發表文

章其知識社群依然可持續運行。 

(四)  知識轉換與網路潛水後瀏覽行為 

研究顯示網路潛水者對於感興趣或有

用資訊，其停留行為是最常執行的行為；

其次是點擊行為，會點擊相關超連結、圖

片、檔案；第三為複製行為，會複製有用

文字或網址。以上結果得知網路潛水者進

行瀏覽之餘並不喜歡有多餘的動作，著重

於直接觀看內文吸收知識，若是有相關連

結時會因內文的吸引力強度才會去觸發，

緊接著若是有強烈需求和須深入了解的知

識才會複製文字。 

5.2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5.2.1 影響因素的選擇  

本研究以「利己主義」、「利他主義」

和「自我效能」三個變數作探討，對網路

潛水態度的解釋有限，建議未來研究者可

增加其他影響因子進行探討。 

5.2.2 研究者主觀詮釋的偏誤與量化分析的

建議 

在詮釋過程中，難免會以研究者本身

主觀意識的認定，而此種主觀意識認知的

偏誤對研究結果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建議

未來研究者可以以本研究最後的研究架構

進行量化分析探討，以驗證本研究結果。 

5.2.3 樣本缺乏代表性與擴大樣本範圍的建

議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選擇不同類型的知

識社群平台，如 Blog、企業知識管理平台，

或區分比較不同的知識社群，針對不同類

型網站做更廣泛的探討，或許不同類型的

網站平台的成員在網路潛水行為上會呈現

不同的影響結果。 

5.2.4 瀏覽行為深入研究 

本研究雖然將網路潛水者進行網路潛

水後當遇到有用資訊或知識時會執行的瀏

覽行為做出整理分析，但僅僅只有做排行

而已，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在技術實務上進

行研究設計，並可細部區分整理相關瀏覽

行為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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