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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經濟的蓬勃發展，促使大家對生活

品質的要求愈來愈高，這也進一步影響到

與文字有關諸如書籍與雜誌等產品。近年

來，更因為網路和 3C 產品等科技的進步，

進而發展出可攜型的電子書，這讓不少因

時間、地點等因素而不能享受閱讀的民

眾，多了一項新的選擇。雖然相較於上千

億已臻成熟的紙本書商機，數位書籍的市

場尚因為閱讀平台、數位格式、收費機制

和版權保護等問題而在辛勤努力開拓當

中。但是隨著技術的進步與成本的大幅降

低，電子書的市場預期將愈來愈見活絡。

有鑒於此，本研究擬從使用者涉入的角

度，以內容與技術價值等構面為基礎，並

藉由問卷調查法為工具，分析探討電子書

對平面書局所產生的衝擊和影響，進而提

出具體的建議，以供電子書與平面書局未

來發展之參考。 
關鍵詞：電子書、使用者涉入、平面書局。 
 
1. 緒論 

 
根據拓墣產業研究所柏德葳指出全球四大

主要電子紙技術供應商E Ink、SiPix、
Bridgestone與Fujitsu若能匯聚於台，將促使

台灣成為電子紙產業發展中心，甚至以電

子書裝置讓台灣業者躍上全球消費電子大

舞台(任珮云，2009)。而在電子書產品價格

方面，拓墣更進一步指出，以2009年6吋的

電子書裝置來看，上半年其硬體所需要的

材料成本(Bill of Materials cost, BOM Cost)
約180美元，而電子紙顯示器模組加上控制

IC的成本就超過總成本的1/3。隨著2010年

更多廠商的投入，電子閱讀器市場將開始

明顯成長，預估2011年在電子書內容市場

比重大幅增加之下，成長空間將更為明

朗，電子閱讀器的出貨量也將正式跨入

1,000萬台規模，而新加入電子書裝置戰

場，將包括IT品牌業者與電信商(魯袁淳，

2009)。 
由於網路的蓬勃發展、整合架構的完整與

3C產品的普及化，促使一般大眾對物質生

活與品質的要求越來越高。其中可攜帶型

電子書的發展，更使得許多因時間限制而

不能享受閱讀樂趣的民眾，多了一項新的

選擇，這也就是電子書為何崛起的原因。

隨著電子化社會的來臨，大量的文字與圖

像都易於進行數位內容的加值、轉制與傳

播(王中ㄧ，2009；李珣瑛，2010)。由此可

知，未來電子書的發展勢必對平面書局產

生一定程度的衝擊與影響。因此，本研究

擬深入探討電子書對平面書局所產生的衝

擊和影響，進而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供電

子書與平面書局未來發展和應變之參考。 
 
2. 文獻探討 

 
以下將依序針對電子書、資訊系統成功

因素、使用者涉入以及電子書與平面書局

作進一步的文獻探討。 
 

2.1 電子書 
 
電子書對數位資訊的歷程來說，是一個

新的里程碑，他不但保留了電子閱讀的好

處，更具有許多紙上文書的優點  (王東

澤，2006)。由於電腦網路的普及與行動閱

讀的需求，越來越多的電子書在網路上發

曾淑美 戴光勛 郭庭宇 杜貫綸 
義守大學資管系

副教授 
義守大學資管系

學生 
義守大學資管系

學生 
義守大學資管系

學生 
y97576@isu.edu.t

w 
johnson7839531
@yahoo.com.tw 

openyaya@yahoo
.com.tw 

gavin0930@gmai
l.com 



行。近年來，隨著出版電子書的數量越來

越多，電子書的展示與其銷售額持續地成

長 (Peek, 2005)。正如同宏碁創辦人施振榮

所言，電子書已經成為台灣電子業的下一

個熱門產品(曠文溱，2009)。電子書除了與

傳統的紙本書籍一樣，能夠透過閱讀來傳

遞資訊外，相較於紙本書籍，它更有許多

創新的優勢，像是減少儲存空間與降低出

版成本。另外，電子書更能夠有效地支援

學術研究，減少線上文獻收集的時間(Xia et 
al., 2004)。藉由電子書的普及，將可增加

知識的可獲取性，特別是遠程教育，它可

能會因為電子書而有卓越的成就。 
在電子書的使用率方面，電子書的總使

用率可以媲美紙本書籍的發行量(Slater, 
2009)。電子書的使用者通常只從書中印出

他們自己所需的資料(Nelson and O’Neil, 
2001)，這表示電子書特別適合那些有選擇

性閱讀的書籍，像是百科全書、技術手冊

與指南等(Sottong, 2001)。Langston (2003)
亦認為電子書使用率最高的領域是在電腦

科學、科技與工程方面。雖然目前的電腦

圖書仍以紙本為主要的出版型式，但是未

來電腦圖書數位化之可行性頗高。而現階

段電腦圖書出版可行性方式為紙本與電子

書同步進行，數位化部份則可運用隨需印

刷機制(Print on demand, POD)及網路線上

即時出版。如此一來，既可達到節省紙張

及印刷成本的目的，使內文之修訂、勘誤

及改版的工作更為迅速，同時，更可落實

環保概念，達成電腦圖書出版零庫存之理

想。此外，電子書亦可作為 E-learning 教材

及數位化網路連結之基礎，以提升未來電

腦軟體學習之同步與非同步的數位教學效

益（蔡秀娟與何慧宜，2008）。 
 

2.2 資訊系統成功因素 
 

DeLone 與  Mclean (1992) 綜合相關

文獻提出了資訊系統模式，並歸納出影響

資訊系統成功的六個因子，分別為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使用、使用滿意、個人影

響及組織影響等，如圖 1 所示。隨著網際

網路與電子商務的發展， DeLone 與 

McLean (2003)進一步將原本的資訊系統成

功模式更新，如圖 2 所示。在新的資訊系

統模式中除了增加服務品質外，更將使用

區分為使用行為與使用意圖。Yen 等人

(2008)則將此資訊系統更新模型加以修

正，並進一步指出影響資訊系統成功的因

素為系統品質、資訊品質與個人影響。而

Petter 與 Ephraim (2009) 則以資訊系統更

新模型來探討資訊系統成功因素間彼此的

相關程度，他們的研究發現使用滿意度與

使用意圖間的相關性最大，而系統品質與

使用意圖間的相關性最小。 
 

 
圖 1 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資料來源：DeLone and Mclean (1992)  

 
 

 
圖 2 資訊系統成功更新模型 

資料來源：DeLone and McLean (2003) 

 
Liu 與 Amett (2000)指出影響電子商務

網站成功的因素分別為資訊與服務品質、

系統操作性、娛樂性與系統設計。而 Liu 與
Lu ( 2000) 認為網站外觀如網站的資訊品

質、回應時問、系統易用性等對使用者的

接受程度會有所影響。同時，他們發現資

訊品質與系統品質對網友的忠誠度亦有顯

著的影響。近年來，由於網路功能的不斷

創新與進化如 Web 2.0 的出現，大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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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理程序，其中部落格的發展更興起

一股互動式的知識分享潮流。因此，Helen
與 Wagner (2006)以內容、技術及社會價值

為衡量變數，探討部落格受歡迎的原因，

茲將各變數定義說明如下(黃教勝，2009)： 
 

 內容價值 (Content value)： 
部落客 (Blogger)在他們的部落格所發

布的資訊類型，會決定他們所吸引的讀者

群。因此，他們以資訊類型 (Type of 
information) 、發表數量與次數 (Posting 
volume and frequency)、陳述性(Presentation)
與組織性(Organization)等四個因子來衡量

部落格的內容價值，其中資訊類型係指部

落格所提供的資訊類型如影音、圖片、文

字等；發表數量與次數係指部落格所貼出

(Po 文)的篇數與頻率；而陳述性係指部落

格內容寫作的敘述的方式；組織性則係指

部落格的整體架構呈現、資料位置、排放

方式…等。     
 技術價值 (Technology value)： 

部落格的技術能力會直接影響部落格

資訊內容的呈現與組織性、部落格與部落

格間的連結性以及部落客間的互動性。因

此，他們以工具特性(Tool characteristics)、
可用性與社交性（Usability & sociability）
等兩個因子來衡量部落格的技術價值。其

中，工具特性係指部落格需提供部落客有

效的連接與互動功能。因此，部落格必須

具備資訊傳播與管理的技術能力，以支援

動態與靜態網頁資料的更新、修改與傳

播。對線上社群而言，技術支援線上環境

的可用性及社交性，對部落格的成功而言

是很重要的。因此，部落格要能提供線上

社群友善的創造與存取內容，以促進線上

的社交活動。    
 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部落格的社會價值係指部落格現存或

潛在的社會化資源，例如附屬會員、現有

社群、較常瀏覽的訪客或評論者。同時，

讀者通常期待能有更多人來部落格瀏覽或

進行評論，或與其他知名度較高的部落格

間建立連結，以增進彼此的交流。因此，

他們以訪客或評論者 (Visitors/commentator
s)、部落格串聯(Blogroll)與主要隸屬團體

(Host affiliation)等三個因子來衡量部落格

的社會價值。其中，訪客或評論者係指瀏

覽部落格的訪客或評論者；部落格串聯係

指一個能連結到相關網站的連結清單；主

要隸屬團體則係指隸屬於該部落格的團體

或群體。 
 
Tseng 與 Huang (2011)進一步以內容、

技術與社會價值等三個構面為基礎(Helen 
and Wagner, 2006)，並藉由文獻探討與問卷

調查法為工具，深入探討維基百科對知識

分享行為與工作績效的影響。其研究結果

發現，維基百科對知識分享行為與工作績

效均有顯著影響，因此，建議企業應善用

維基百科來增進知識工作者知識分享的意

願，進而提升其工作績效與企業未來人力

資源的發展。 
 

2.3 使用者涉入 
 
Sherif 與 Cantril (1947)指出涉入為個

人對任何刺激或情境感受到與其自身相關

的程度。涉入為對事件的關注，它是個人

對他人反應或意見的關心程度，或是個人

認為特定議題對自身生活產生影響的預期

程度(Zimbardo, 1960)。Robertson (1976)指
出涉入為個人感覺特定產品及品牌與其理

念契合的程度。它是個人認知該產品與其

內在需要、興趣和價值觀的攸關程度，當

消費者認知到該產品有助於達成其心目中

的理想形象時，自然對該產品的涉入程度

會增加(Zaichkowsky, 1985)。由此可知，涉

入是個人在特定時間及特定情境下，關心

事物或活動的心理動機狀態以及對事物或

活動與其自身攸關性的感受程度(Celsi and 
Olson, 1988；Mittal, 1989)。 

Krugman(1965)進一步將涉入應用在消

費者行為問題的探討中。隨後涉入理論開

始普遍的受到學者的重視。Zaichkowsky 
(1986)以個人在處理涉入對象時的行為表

現將涉入分為產品涉入、廣告涉入及購買

決策涉入等三種不同型態。其中，產品涉



入係指消費者認知該產品與其內在需求、

興趣和價值觀的攸關程度；廣告涉入則指

消費者對於廣告訊息的關心程度；而購買

決策涉入係指消費者認為購買決策與其自

身的攸關程度。他們更進一步指出購買決

策涉入與情境涉入、產品涉入有很大的關

係，這意味著產品因素和情境因素會影響

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因此，涉入理論所探

討的主要是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它可以合

理地解釋為何消費者並非總是依據理性決

策模式來進行充分的資訊搜集、篩選、評

估再作購買決策(楊喨智，2006)。 
當消費者認知到產品和自己有高度的

相關性時，即是處於高涉入狀態，而高涉

入狀態會驅使消費者主動且積極的搜尋產

品相關訊息，認真地思考並比較品牌間的

差異，以求能夠做出最符合需要的決策。

反之，低涉入者在訊息搜尋上則顯得消極

而被動。Robertson 等人(1984) 則從資訊收

集、認知反應、資訊處理、態度改變、品

牌偏好、認知失調、同儕影響與廣告反應

等八個構面來加以比較研究涉入程度的高

低與消費者行為之間的關係，茲將比較結

果整理如表 1 所示。 
 

表 1 涉入程度與消費者行為關係表 

行為

構面 高涉入過程 低涉入過程 

資訊

收集 
積極主動收集與產品

或品牌有關的資訊。 
只收集有用產品或品

牌資訊。 
認知

反應 
抗拒那些和原來認知

不同的資訊。 
消極接受那些和自身

經驗有差異的資訊。

資訊

處理 

採層級式順序處理資

訊，決策過程複雜且伴

隨購買前方案評估。 

採嘗試使用決策順序

處理資訊，容易產生

衝動性購物。 
態度

改變 
不太容易也不常發生。 經常改變態度。 

品牌

偏好 
經常有品牌偏好，忠誠

度較高。 
可能重覆購買產品。

但非高忠誠度者。 
認知

失調 
容易產生購後認知失

調。 
認知失調不易發生。

同儕

影響 
外控傾向者較易受人

影響。 
較不注意他人行為。

廣告

反應 
易受廣告吸引且資訊

內容比重覆次數重要。 
資訊重覆次數對態度

影響較大。 

資料來源：Robertson et al., (1984)；陳國龍，2007 

 
 

3. 電子書與平面書局 
 

3.1  平面書局經營趨勢 
 
台灣的圖書行銷通路大致可區分為店

銷、直銷、學校、郵購及網路書店等四部

分(工研院機械所，2001)。其中，店銷是指

擁有實體銷售門市的書店；直銷是指由業

務人員或推銷人員將書直接或郵寄給消費

者；學校則指透過學校或直接由出版社業

務人員進行銷售；郵購及網路書店則指透

過網路或郵購的方式銷售圖書。而這四種

行銷通路中又以店銷所佔之市場規模最

大。因此，本研究所指之平面書局係指透

過店銷來行銷書籍的通路。 
店銷的經營型態一開始乃採單一店面

經營，這時的特徵是書店家數眾多，但經

營規模介於中小型，彼此的競爭性有限。

再者，為了滿足現代人對各種知識的需

求，1983 年國內第一家連鎖書局－金石堂

正式成立。早期的傳統書局，店面約二、

三十坪，陳列的書約三千種；而連鎖經營

的大型書局，店面約兩百坪，陳列的書達

四萬種(王思訊，1995)。此外，連鎖書局除

了擁有寬闊的賣場、豐富齊全的書籍種類

外，並具有舒適的空間設計、快速的書籍

流通以及較低的進書成本等優勢。因此，

金石堂成立短短一年，其營業額即成長十

倍，這使得其他大型的傳統書局紛紛追隨

其後，亦改採連鎖經營。而這些新型的連

鎖書局大都自許為「書香文化播種者」或

是「文化商人」。這表示連鎖書局已經超

脫傳統單純的商業行為，除了兼顧利潤與

生存的考量下，更肩負著文化傳播的使

命。近年來，連鎖書局漸漸再轉型為大型

複合式書店，它不僅在軟體與硬體設備上

不斷提升，更在行銷策略上不斷創新。有

此可見，平面書局服務層面的深度、廣度

及同業間的競爭態勢已不可與過去的傳統

書店同日而語。 
 

3.1.1 電子書與平面書局的比較 
 
電子報或是電子閱讀媒介的興起，改變

了許多人的閱讀習慣，大家無須等待早晨



報紙的送達，或是準時收視電視的整點新

聞，只要上網，隨時都能掌握最新的消息。

換言之，透過資訊系統和網路傳輸的輔助

下，使用者可不受時間地點的限制，直接

在線上存取資源，進而在有系統性的吸收

知識及重複性的加強記憶下，提升資料搜

尋及閱讀之效率。而近年來，讀者也漸漸

改變資料檢索的方式，例如：學習利用電

腦來尋找他們所需的資訊  (鄒雅韻，

2009)、透過電子閱讀器有脈絡的知識推薦

機制，以選出適合的參考資源(魏福祥，

2007) ，或採用 Hypertext ( 超文件 ) 與
Hyperlink (超連結)的功能，選取他們特別

感興趣的段落。林淑玲(2010)更進一步指出

電子閱讀器的功能與優點為： 
 

 具有行動網路功能，使知識學習與獲

取更方便。 
 相較於傳統的文字圖書，除了擁有單

純的文字圖片、影音動畫外，還能夠

配合讀者意向，進行動態化的跳躍選

取文字或圖片。 
 具有網路功能，使讀者可與人交流討

論問題，並分享心得。 
 具有遠距教學、數位學習功能，可大

幅改變傳統的教學型態，進而提升教

學品質。 
 具有輕、薄、省電、耐衝擊、字體較

大、易於閱讀等優點。 
 
另外，一台電子書閱讀器據稱可以儲存

200 本以上的書籍，且每充一次電則可以連

續閱讀數十個小時。若能以閱讀器的電子

紙（electronicpaper, e-Paper）替代部分傳統

紙張，預估將可省下可觀的紙張用量，節

省有限的地球資源，進而達到節能減碳的

目的。 
 
4.  研究方法 

 
以下將依序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

究假說、研究變數與問項的設計。 
 

4.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擬從使用者涉入的角度，探討電

子書的內容價值與技術價值對平面書局的

衝擊與影響，其研究架構如圖 3 所示。其

中在使用者涉入部分，本研究擬以

Robertson 等人(1984)所提資訊收集、認知

反應、資訊處理、態度改變、品牌偏好、

認知失調、同儕影響與廣告反應等八個子

構面來加以比較區隔出使用者涉入的高低

程度，在電子書部分，本研究則擬以 Helen
與 Wagner (2006) 所提出的部落格成功因

素模式中之內容價值與技術價值，來探討

使用者涉入的高低程度如何調節電子書對

平面書局的影響。 

 
4.2  研究假說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假設說明如下： 
假說 H1：電子書對平面書局的影響。 

11−Η ：電子書的內容價值對平面書局的影

響。 

21−Η ：電子書的技術價值對平面書局的影

響。 
 

假說 H2：使用者的涉入程度對電子書

與平面書局之間的調節作用。 

12−Η ：使用者的高涉入程度對電子書與平

面書局之間的調節作用具有正向的

影響。 

22−Η ：使用者的低涉入程度對電子書與平

面書局之間的調節作用具有負向的

影響。 
 



4.3  研究變數的定義 
 
茲將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變數定義說

明如下： 
1. 內容價值：由於電子書可呈現許多的資

料類型如文字、圖片、聲音與影片等供

使用者閱覽，而電子書所能儲存的書籍

數量與書籍內容的呈現方式都將影響

使用者使用電子書的意願，因此本研究

擬針對電子書的資料類型、書籍數量與

整體組織性來設計衡量問項。 
2. 技術價值：由於如何使用電子書來下載

書籍以及電子書的閱讀的形式與它本

身所具備的資料連結等特性，都會影響

使用者使用電子書的意願，而這些特性

又與技術發展有密切的關係。因此，本

研究擬將針對電子書之工具特性、可用

性與社交性來設計衡量問項。 
3. 涉入變數:由於使用者涉入的高低程度

會調節影響使用者使用電子書的意

願，進而影響電子書對平面書籍的影

響。因此，本研究擬針對資訊收集、認

知反應、資訊處理、態度改變、品牌偏

好、認知失調、同儕影響與廣告反應等

八個構面來加以設計衡量問項。 
 
4.4 問項的設計 

問卷的設計共包含四個部分，以下將分

別說明問卷設計的每一部份。 
 第一部份為電子書，主要分為 2 個構

面，9 個問項，如表 2 所示。 
表 2  電子書 

研究

構面 
子構

面 
編

號 問項 

電子

書 

內容 

A1 
您認為電子書首頁的資料呈現方式有

助於您快速的導覽 

A2 
您認為電子書資料的組織陳述方式能

方便您搜尋所需的資料。 
A3 您認為電子書的多樣性資料類型如文

字、圖片、聲音與影片等會增加您使

用電子書的意願。 
A4 您認為電子書下載書籍的出處數量會

影響您使用電子書的意願。 
A5 您認為電子書的書籍更新速度會影響

您使用電子書的意願。 

技術 

A6 您認為電子書的介面易於操作會增加

您使用電子書的意願。 
A7 您認為電子書的下載速度會影響您使

用電子書的意願。 

A8 您認為電子書的設計輕巧方便攜帶會

增加您使用電子書的意願。 
A9 您認為電子書增加社群功能會增加您

使用電子書的意願。 
 
 

 第二部份為涉入程度。主要有 8 個問

項，如表 3 所示。 

表 3  涉入程度 

研究

構面
編號 問項 

涉入

程度

B1 
您會積極主動收集與資訊產品有關的資訊

嗎? 

B2 
您對電子書等相關的資訊產品具有相當豐富

的專業知識。 
B3 您在購買資訊類產品前，會蒐集相關資訊並

評估後，才下購買決策嗎 
B4 您使用資訊類產品的態度是具有高度的一致

性嗎 
B5 您會對某一資訊類產品的品牌具有高度的忠

誠度嗎? 
B6 您在購買資訊類產品後，常會覺得該產品並

不如你預期來的好嗎 
B7 您在購買資訊類產品時會容易受同儕所影響

嗎? 
B8 您在購買資訊類產品時會容易受廣告所影響

嗎? 
 
 

 第三部份為平面書局。主要有 6 個問

項，如表 4 所示。 
表 4  平面書局 

研究

構面
編號 問項 

平面

書局

C1 您認為電子書的普及會減少你逛平面書局的

意願嗎? 
C2 您認為電子書的普及會減少你逛平面書局的

次數嗎?  
C3 您認為電子書的普及會減少你到平面書局購

買書籍的意願嗎? 
C4 您認為電子書的普及會減少你到平面書局消

費的金額嗎? 
C5 您認為用電子書來搜尋書籍會比到平面書局

找書要方便嗎? 
 C6 您認為下載一本電子書的成本要比購買實體

書籍的成本低嗎? 

 
 

 第四部份為個人資料，主要包括是否使

用過電子書、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接觸電子書的時間、每週使用時間、職

業、職位與年資等 9 個問項。 
 

5. 資料分析 
 

5.1 研究對象與資料收集 



 
在研究對象部分，本研究主要是以使用

過電子書之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在資料的

蒐集部分，本研究採兩個方式進行，第一

個方式為藉由 Facebook 或 e-mail 的方式利

用超連結連結至問卷網站來填寫問卷，第

二個方式則是發放紙本問卷，發放的對象

則多以學生或上班族為主，而問卷的發放

時間為 100 年 1 月 8 日至 100 年 1 月 22 日，

總計共回收 142 份問卷，其中 69 份問卷的

使用者表示未曾使用過電子書而予以剔

除。由此可知，目前電子書在台灣的使用

率並不高。 
 

5.2 敘述統計分析 
茲將樣本的人口統計資料整理如表 5

所示: 
表 5 研究樣本之基本資料(n = 73) 

基本資料 次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39 53.4

女 34 46.6

年齡 

22 歲(含)以下 44 60.3

23~27 歲 24 32.8

28~32 歲 1 1.4

33 歲(含)以上 4 5.5

教育程

度 

高中職(含) 以下 3 4.1

大學 62 84.9

研究所以上 8 11.0

接觸時

間 

1 年(含)以下 41 56.2

2-3 年 23 31.5

4-5 年 7 9.6

6 年(含以上) 2 2.7

每周使 
用時間 

3 小時(含)以下 55 75.3

4-6 小時 11 15.1

7-9 小時 4 5.5

10-12 小時 2 2.7

13(含)小時以上 1 1.4

職業 

在學學生 65 89.0

製造業 3 4.1

非製造業 1 1.4

公營事業 1 1.4

金融服務業 1 1.4

其他 2 2.7

職位 
在學學生 63 86.3

基層人員 6 8.2

主管人員 4 5.5

年資

1年(含)以下 46 63.0

 2-5 年 21 28.8

28~32 歲 2 2.7

33~37 歲 1 1.4

38~42 歲 1 1.4

43 歲(含)以上 2 2.7

 
 

5.3 信度與效度檢定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與分項對總項

的相關係數(Item-to-total Correlations）作為

衡量信度與效度的標準。在進行樣本資料

分析前，本研究首先進行因素分析前資料

的檢視，以判斷本研究所蒐集的樣本資料

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其中，分析結果

顯示在 Bartlett 的球型檢定部分，電子書之

相 關 係 數 檢 定 結 果 P 值 小 於 0.05 
(p=0.000)，顯示各變項間的相關係數呈顯

著 相 關 ， 而 電 子 書 之 KMO 
(Kaiser-Meyer-Olkin) 值 大 於 0.7 
(KMO=0.716)，顯示本研究所回收之樣本

資料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其次，根據選擇

因素之標準(吳萬益，2008)將分項對總項之

相關係數未大於 0.3 之題項 A3, A8 與 B7
予以刪除，最後將修正後的信效度分析結

果，整理如表 6 所示。由表 3 可知，本研

究各構面皆已具有相當不錯的信效度。 
 

表 6 修改後各構面之信效度值 

構面 
編

號

分項對總項

之相關係數 
Cronbachs’s α

電

子

書

內容 
A1 .564 

.737 

.695

A2 .602 
A9 .478 

技術 

A4 .572 

.784 A5 .631 
A6 .600 
A7 .565 

使用者 

涉入 

B1 .470 

.729

B2 .601 
B3 .301 
B4 .598 
B5 .452 
B6 .301 
B8 .383 

平面書局 
C1 .829 

.869C2 .826 
C3 .812 



C4 .693 
C5 .515 
C6 .412 

 

 

5.4 使用者涉入之調節效果檢測 
 
一般而言，要滿足調節變數的先決條件

為該變數與依變數間不具有相關性(Lee, 
2001)。由表 7 之第二列可知，使用者涉入

與電子書之內容價值、技術價值以及電子

書等構面間無顯著相關。因此，使用者涉

入構面之值不會隨著電子書各構面之值的

增加而增加或減少。 
由表 8 之第一列可知，除了電子書之內

容價值與平面書局間具有顯著相關外，其

他構面間皆無顯著相關。因此，本研究進

一步檢測使用者涉入程度對電子書之內容

價值與平面書局間的調節效果，當電子書

與使用者涉入之間的交互作用對電子書內

容價值與與平面書局間的關係具顯著影響

時，那麼使用者涉入對電子書之內容價值

與平面書局間的關係即存在調節效果。分

析結果如表 5 所示，其中表 5 第一列為不

包括交互作用之迴歸分析結果；第二列則

為包括交互作用之迴歸分析結果。由表 5
可知，使用者涉入確實會增加電子書之內

容價值對平面書局影響的解釋力，因此，

使用者涉入對電子書之內容價值與平面書

局間的影響具有調節的作用。 
 

表 7 各構面之相關分析 

 電子書之

內容價值 

電子書之

技術價值 

電子書 

平面書局 .257*  .043 .187
使用者涉

入 
.138 -.029 .062

* P < 0.05  
 

表 8 使用者涉入之調節效果檢測結果 

 係數 
(交互作用)

顯著性 
(交互作用) 

R2 R2

(差異)
電子書之內

容價值 
- - .053

電子書之內

容價值+使用

者涉入+交互

作用 

.514 .001 .156 .103

 

 
6.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使用者涉入程度，探討電

子書對平面書局的影響，而研究結果顯示

使用者涉入程度的高低確實會影響電子書

之內容價值對平面書局影響的解釋力，因

此，使用者涉入對電子書之內容價值與平

面書局間的影響具有調節的作用。由於電

子書是一個新的資訊科技產品，它不僅能

夠下載到電腦上，亦可下載至 PDA、智慧

型手機、甚至是手持全球定位系統上，使

資訊的獲得與閱讀更加方便(Weisburg and 
Toor, 2005)。雖然目前電子書尚未普及，原

因包括內容的版稅、頁面排版、翻頁技術

和價格等問題都還需要克服。但以亞馬遜

電子書熱賣的狀況來看，已經反映出趨勢

所在，這也是科技大廠所不能輕忽的市

場，如果電子書會演變成類似筆記型電腦

般的「必備品」，則宏碁鎖定電子書市場，

也是相當合理（李珣瑛，2009）。由於紙本

書與電子書的最大差異在於，前者購買實

物，後者購買服務。所以電子書成敗的關

鍵或許不在於保護技術與破解技術之間的

矛盾之争，而在於數位版權管理是否能與

企業的商業策略緊密結合。因此，數位版

權管理才是解决這問題的核心（周暐達，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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