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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是書還是科技產品呢？以退休族的觀點之初探性研究 
 

 
 

 
 

 
 

摘要 
國內有關消費者對電子書的接受

度或採用研究很多，但大多以年輕的

學生或上班族為樣本，退休族群鮮少

被當作研究樣本。本研究為探索性目

的，企圖瞭解大台北地區的退休族對

電子書的接受度和影響因素。研究工

具是設計一份初探性「退休族對電子

書接受程度與需求問卷」，包括對受訪

者的人口社經、使用科技產品經驗、

上網時間、閱讀時間等調查，以及發

展 60 題李克特 5點量表。在 99 年 11

月初到 12 月底，到退休族可能參加的

活動現場，實施便利抽樣。總共分發

約 24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219 份問

卷。經過 SPSS 統計分析的資料結果，

樣本退休前職業為軍公教和非軍公教

比例分別為44% 和56%;兩性人數差異

不大，年齡從 47 歲到 75 歲，平均年

齡 61 歲，可運用生活零用金在 3萬元

以下，佔一半比例以上，但也有 22%

比例生活零用金在 4萬元以上。教育

程度偏高,大學專科畢業的男性較女

性多，生活零用金也相對較多。 

經過因素分析，60 題 5 點量表簡

化成 28 題，萃取出五因素，總共解釋

65％的變異量，整體量表的效度

cronbachα= 0.85。命名 5大因素中

的阻力構面，分別為「對電子書的焦

慮」和「數位代溝的刻板印象」。其他

三項因素命名為「對電子書的預期效

用」，「電子書讀者的相對優勢」、以及

「被多媒體內容吸引的購買慾」，其平

均得分亦較阻力構面高。這五個構面

可呼應經典理論 David(1986)TAM 的

「知覺易用性」和「知覺有用性」、

Ajzen(1985)TPB 的「主觀規範」和

Rogers(1995)創新擴散理論的「相對

優勢」和「複雜性」（即多媒體）構面。 

以樣本的重要特徵，當成主效果

的獨立變項，對五構面量表得分做

MANOVA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唯有「買

科技產品的態度」會影響所有五個構

面的差異。人口社經背景無造成差

異，讀者的養成習慣「閱讀時間」取

代上網時間，對「多媒體內容吸引的

購買慾」造成顯著差異。而「使用科

技產品經驗」則對於阻力構面，包括

「對電子書的焦慮」和「數位代溝刻

板印象」有顯著的差異。「購買時間早

晚」對於「對電子書的預期效用」，「電

子書讀者的優勢」、以及「被多媒體內

容吸引的購買慾」正向構面造成非常

顯著的差異。 

另外，對樣本調查電子書需要提

供哪些主要功能，「查詢資訊」是電子

書最需要提供的功能，看上百本書和

可看影集次之。最後，本研究結果建

議─有閱讀習慣和喜歡買科技產品的

退休族群，將是未來電子書市場會吸

引到的中高齡消費者，但是對於電子

書的售價金額若能低於 6000 元，勢必

更容易吸引到他（她）們樂意購買使

用，且目前純粹靜態的電子紙式的閱

讀器如 Kindle 可能吸引不了國內退

休族的興趣。 

 

關鍵詞：電子書  退休  消費者區隔  
數位閱讀 創新科技 

  
1. 前言 

 
世界人口老化急速增加，退休人口增

加，大多數退休者渴望有充實的餘生，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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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投入志工或學習活動。也有人為了經濟

壓力而重返職場，再度就業，然而這群中

高齡退而不休族群，與社會再度互動連結

時，e時代的知識工具如電子書可成為吸取

新知的管道之一。電子書是台灣目前很熱

門的話題，產業也如火如荼的發展技術和

擴張市場。相對於年輕族群忙著研讀教科

書或準備考試，還有電玩、電腦、手機、

MP3 等多元電子產品吸睛，閱讀導向的電子

書黯然失色。反而，大都會區的中高齡族

群中的退休族，擁有可觀的存款或退休

金，休閒時間較多，喜歡追隨時代的腳步

而吸收新知，活到老學到老，所以，退休

族能成為電子書的忠誠使用者是很有機會

的，但目前很少人探索這一為數不少的族

群。若以退休族的觀點，在電子書尚不普

及的情況下，電子書是書呢？還是科技產

品呢？是不是會跟閱讀習慣有關呢？還是

跟使用科技產品經驗有關呢？加上，買電

子書要花錢，退休後的經濟預算會增加這

筆支出，想不想消費呢？閱讀電子書會不

會產生影響健康的焦慮，到底電子書會令

她們裹足不前，還是樂於購買電子書呢？  

 
2. 研究目的 

 
除了數位內容之外，早期電子書閱讀

機必須符合「書本」所應具備的特性。例

如以亞馬遜 Kindle 的設計為代表，它採用

E-Ink 的電子紙技術，模擬紙本書閱讀體

驗，電子書閱讀器就是要提供紙本書翻閱

和閱讀的顯示效果。但是，彩色又可看電

子書兼具娛樂的 iPad 上市後，卻更能夠吸

引消費者目光，因為使用者對於較嚴肅的

閱讀，多數興趣缺缺（香港印刷業商會, 

2010）。所以，國內電子書廠商更積極想突

顯產品的差異化，而想深入瞭解消費者在

哪裡和哪些是影響消費者願意採購電子書

的關鍵因素（陳賜賢，2008）。因此，本研

究的目的有四: 

 

（一）探討退休人對電子書的接受度為

何？ 

（二）探討退休人對電子書的需求為何

呢？ 

（三）探討不同性別、教育、年齡背景、

生活零用金等重要因素會不會影響

退休人會對電子書接受度的差異

呢？ 

（四）探討不同閱讀、上網習慣或使用、

購買科技產品經驗等重要因素會不

會影響對電子書接受度的差異呢？ 

 

3. 文獻探討 
Ajzen(1985)從注重「人」的社會心理

學出發，延伸 TRA，提出計劃行為理論

(TPB)。在 TPB 理論中的「行為意圖」是由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

制」三個因素所共同決定。接著，Davis  

(1986)依據理性行為理論修正而提出科技

接受模型(TAM)。目的在於用來解釋及預測

影響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的行為之因素。 

TAM 理論中的消費者有兩個變項測量：知

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兩者皆會影響消

費者態度。另一方面，從產品特徵方面，

提 出 創 新 擴 散 理 論 (DOI) 的 Rogers  

(1995)綜合摘要出創新產品具備的五個

「重要特徵」：分別為相對優勢、相容性、

複雜性、可試用性、可觀察性。Moore  和

Benbasat  (1991) 認為─TAM 與 DOI 兩

者之間有相似之處，DOI 的相對優勢相似於 

TAM 的知覺有用性，DOI 的複雜性是反向的 

TAM 的知覺易用性。Holak（1988）主張消

費者在評估新產品時必須同時考量產品屬

性與消費者特性，因為創新的特色和接受

程度是根據產品屬性；而要持續與維持採

用受到不同特性的消費者所決定，因此他

提出新產品採用模型是假設「知覺的產品

屬性」、「消費者特性」、「環境變數」等三

個分類變數分別會影響購買意願，再進一

步影響產品採用。從 Holak（1988）的理論

來看，他進一步整合影響消費者採用創新

產品意願的兩大關鍵變數：「消費者的特

性」和「知覺的產品屬性」。 

 

3.1 退休族群的特性  

 

根據學者陳榮春(2010)對退休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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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泛指─個體從全職的工作崗位撤退下

來，並以退休金或社會福利金作為退休部

分收入來源，是個人生命歷程中重要的轉

捩點。而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對退休

者下的定義為「面對一個嶄新且活力的生

活層面，充滿新鮮的機會、擴大興趣範圍、

新朋友，以及內心深處的滿足」。基於台灣

國民平均壽命已提高至 76 歲,國內勞動基

準法於 2008 年強制延後退休條件為年滿

65 歲者。公務人員退休法則以 65 歲為奉命

退休年齡，但早於 65 歲退休卻是很普遍，

尤其是對具有專業背景的中高齡人力而

言，50 歲以上中高齡退休者的比率遠高於

鄰近的亞洲國家(成之約, 2007)。因為台

灣的退休族最考慮的是經濟問題，詹維玲

(2007)發現─從 1976-2006 年「家庭收支

調查」資料顯示，當戶長退休後，只有食

品和與工作有關的非耐久財消費會驟降，

其他的消費還是會持久，表示國內退休族

積蓄和退休金能力尚可應付退休後的歲

月。另一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5)

國人健康之調查，高齡者自覺健康狀況良

好及普通者 62.26%，顯示高齡者身體狀況

優於前一世代。根據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NRI)在 2005 

年的調查指出，其年齡 60 歲以上之老人對

於生活的期待，有三個核心價值:「追求自

我人生」、「繼續工作賺錢，養活自己」、「擔

任志工，回饋社會」(引自謝佳宇，2007)。

加上，公教人員退休時間早，她們跟書籍

或閱讀活動較不陌生。學者黃富順(2009)

指出在歐美地區，與大學連結的退休社

區，提供大學的生活與學習資源給退休族

運用。 

Cohen(2006) 主張人類生命的後半段

(指中年以後)的心理發展與熟年大腦所發

展的「內在推力(inner push)」有關，他

提出這時期的四個認知發展階段: 

1. 中年重估階段：在 40 初到近 60 歲

時面對生命終結束的事實，大腦的

變化會激發發展智商。 

2. 解放階段：發生在 60 到 70 歲出頭

時，意識到此時不做待何時的覺醒

而渴望新奇經驗，有時間去體驗新

的經驗。 

3. 總結階段：在 70 到 80 歲出頭時，

希望分享自己的智慧，左右腦的海

馬迴同時運用（海馬迴管理情境記

憶）。 

4. 安可階段：80 歲以上者，重新詮釋

和肯定人生，杏仁核引發正面的情

緒與活力（杏仁核則是情緒中心）。 

Park, Lautenschlager, Davidson & 

Smith（2002) 指出，大部份的認知能力與

人的年齡負相關，例如工作記憶短期記憶

長期記憶以及訊息處理速度，都與年齡呈

負相關，唯有語文認知能力，不因年齡增

長而減退，有時表現比年輕人更佳。可見，

閱讀理解或語文的能力不受到老化而影

響。台北市立圖書館(2010)指出 61 歲以上

的銀髮族群借閱量，以 9.21%的成長率超越

31-60 歲的青壯年、壯年、中年等族群，顯

示都會區銀髮族的閱讀潛力不可小覷。台

灣60歲以上的老人調查學習需求與內涵之

研究發現(黃國彥，1991)，教育程度愈高

的老人，參與學習動機偏向「增進新知」；

相反地教育程度較低的老人，參與動機偏

向「結交朋友」。由此推知，台灣的退休族

是長期被電子書產業或市場忽視的一群消

費者。 

 

3.2 電子書是書非書的屬性 

經濟部、教育部及新聞局共同擬訂電

子書產業行動方案，研議優先從教科書和

圖書館電子化著手，希望電子書產值到

2013 年達千億元。在 Web 2.0 概念下，圖

書館領域開始提出 Library 2.0 一詞，邱

炯友(2000)認為「電子書是一種以內容為

導向的稱呼，即為書籍內容的數位化文

件，置於光碟、網路、磁片或其他可能的

載體上」。電子書是數位化的書，「點選翻

閱」是互動特色。且可透過網路進入網路

書店購書、閱讀、藏書，建立個人化的「雲

端書櫃」。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2006)在其《創

新者的修練》書中區分出破壞式創新與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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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創新兩者的差別。連續性創新又稱漸

進式，指原有產品的發展下，產品不斷改

善或採用新技術，但破壞性創新會造成產

業或市場發生整體的大變化。那麼，若電

子書被視為破壞性創新，那電子書應具備

有兩大特色：(1) 吸引了某些非目標的顧

客(即可能是未開發的顧客或目標外的顧

客)； (2) 比原有產品便宜、讓使用者更

容易和便利使用。 

然而資策會 MIC(2011a)的調查發現，

年齡越大，閱讀電子書時間越久，而男性

比例高於女性。學生族與單身族群數位閱

讀時間低於 1 小時，尚未養成數位閱讀的

習慣。而在閱讀的消費金額方面，整體來

看，以 100-1499 元的比例最高, 而閱讀金

額在 5000 元以上，男性與 35 歲以上之族

群比例較高(資策會 MIC,2011b)。同時的調

查亦發現，年輕的學生和單身貴族在閱讀

同時，最常進行的行為是聽音樂，因此消

費者希望電子書閱讀器不只是閱讀功能，

須包括更多附加功能（資策會 MIC,2011c)。 

林珊如（2010）指出數位環境的閱讀

和紙本閱讀是不同的。雖同樣的數位編

碼，可以表現為數字、文字、聲音與影像

等多媒體，更合適於不同偏好的閱聽對

象。Liu  (2006）指出，網路閱讀以非線

性、互動性、及時性、匿名性、和匯集性

為特性來吸引網路瀏覽者。但讀者的肢體

行為，如閱讀時的姿態與翻閱、畫線等動

作，與腦部閱讀認知活動有關（Hillesund, 

2010），以致於專家學者在網路上閱讀大

量文件還是無法長時間地專心，超過三頁

以上，會列印出來。Readitlater (2011)

公司調查，在電腦上閱讀、手機閱讀和 ipad

三種閱讀的習慣，發現消費者使用 iPad 的

習慣，不同於電腦和手機(即一天內常使

用)，iPad 使用者卻會留下一段較長的時

間，用來閱讀，例如睡前和吃早餐的時間。

綜合上述的發現，難以判斷到底電子書是

連續性創新？還是破壞性的創新呢？它是

數位化的書，還是新款科技產品呢？這答

案有賴於消費者的本身認知了。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方法是發展一份「退休族對

電子書接受程度與需求」問卷作為研究工

具，問卷用來蒐集退休族對電子書的回

應。樣本是對大台北地區退休人員的便利

抽樣。等到問卷回收之後，利用統計分析

驗證我們的研究假設。因這是屬於初探性

的研究，問卷題目設計題數較多，在資料

分析的階段，才去蕪存菁。 

 

4.1 研究工具 

4.1.1 問卷封面的設計「什麼是電子書」：為

了讓受訪者對「電子書」有一個具體的產

品輪廓，提供「電子書」的相片兩張及簡

單的文字加以敘述，使受訪者先對電子書

有點基本的認知，才開始回答問卷 (見圖

1)。 

4.1.2 問卷回應設計：因考量填答者皆為中

高齡者，除年齡須填寫外，其餘皆為勾選

題型，並以臉部表情來示意。例如： 表

（同意）、 表（很不同意）、 表(沒意

見) 等。 

 
            圖1：問卷封面設計 

              

4.1.3. 區分問卷來源對象：分為四區含─ 

(A)區─北市全國老人運動會活動會場； 

(B)區─空中大學98年度全國畢業典禮；

上；(C)區─舉辦各類志工培訓課程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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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區─國中家長志工班、三重及蘆洲社區

家政班、中華電信退休員工電腦研習班。 

 

5. 研究資料結果分析 
 

本研究共計發放250份「退休族對電子

書接受程度與需求」問卷，回收問卷共計

230份，去除遺漏未填過多的份數5份，年

齡不在46歲到75歲之中的份數6份，最後有

效性問卷有219份，有效值達87％。 

 

5.1 樣本之人口社經特徵分析 
由於採用便利抽樣，在大台北地區的

一些活動現場分發問卷，台北地區人口向

來以軍公教較多，退休女性比較積極參與

活動。所幸樣本中的軍公教和非軍公教以

及男女性別比例差異不太大。樣本所呈現

的教育背景頗高，專科大學以上學歷者便

佔了67%。在生活零用金方面，此指每個月

可運用的生活零用金，而月退俸。樣本有

低於3萬元以下生活零用金者，約佔60％。

但每月有4萬元以上生活零用金者，人數高

達約20%（見表1）。 

表1：人口社經背景分析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職業 

軍公教 97 44.3 44.3

  

非軍公教 
122 55.7 55.7

Total 219 100.0 100.0

性別 

男 103 47.0 47.0

  

女 
116 53.0 53.0

Total 219 100.0 100.0

每個月可運用的生活零用金 

2萬元以下 68 31.1 31.5

2-3萬之間 60 27.4 27.8

3-4萬元之間 41 18.7 19.0

4-5萬元之間 16 7.3 7.4

5萬元以上 31 14.2 14.4

Total 216 98.6 100.0

遺失值 3 1.4 

Total 219 100.0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3 5.9 5.9

高中高職師專 60 27.4 27.4

專科大學以上 146 66.7 66.7

Total 219 100.0 100.0

年齡方面，樣本均為退休族，但有些樣

本年齡不在46~75歲之間，則視為偏異常，

不予採計。從年齡的分佈圖可看出樣本呈

現常態分配，範圍分散較廣，平均年齡為

61歲；最年輕47歲，有3人；最年長75歲，

有2人；而60歲的人佔了13% (29人），為

最大比例。以性別來看，大多數女性退休

族不是軍公教人員退休，這也跟早期女性

退休族的教育程度有關，普遍低於男性，

較難進入公務員體系中工作(見表2)。因此

推測，退休金多少影響兩性在支用生活零

用金的多寡。女性可支用的零用金額度普

遍比男性少，但在2-3萬元這一族群，兩性

比例相同（見表3）。除了性別之外，教育

程度也是重大的區別。教育程度較高的族

群，有較多的生活零用金的比例較高。 
  

表2：職業、教育程度 * 性別的交叉表 

性別 

  男 女 Total

軍公教 57 40 97

  58.8% 41.2% 100%

非軍公教 46 76 122

退

休

前

職

業
 

37.7% 62.3% 100%

Total 103 116 219

國中以下 2 11 13

  
15.4% 84.6% 

100.0

%

高中高職 23 37 60

  38.3% 61.7% 100%

教

育

程

度

 

專科大學 78 68 146

 53.4% 46.6% 100%

Total 103 116 219

 

表3：  每月可運用的生活零用金 * 性別 交叉表 
性別 

   男 女 Total

<2萬元 25 43 68

  36.8% 63.2% 100.0%

2-3萬元 30 30 60

  50.0% 50.0% 100.0%

3-4萬元 23 18 41

  56.1% 43.9% 100.0%

4-5萬元 7 9 16

生

活

零

用

金 

  

  

    43.8% 56.3% 100.0%

  >5萬元 17 14 31

    54.8% 45.2% 100.0%

Total 102 11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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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樣本的閱讀、上網、使用科技產品

經驗特徵 
閱讀時間代表一個讀者的習慣，上網

時間可代表電腦瀏覽資訊的習慣，加上，

以往對科技產品使用經驗都可列為把電子

書視為「易用性」的觀點有關。以性別和

教育程度來對閱讀時間的交叉分析，發現

每週「閱讀時間」在60分鐘以內，女性退

休族較多比例，而男性退休族閱讀時間較

久，超過1小時以上。若以性別和教育程度

來對「上網時間」的交叉分析，也可以發

現每週上網時間在60分鐘以內，女性退休

族有比較高比例，而男性退休族上網時間

多超過1小時以上（見表4）。教育程度較高

的退休族，花在閱讀的時間和上網的時間

似乎也較多。退休族不上網的比例，佔全

部的9%左右，兩性比例差不多。 

事實上，若將閱讀時間和上網時間作

交叉分析，可發現上網時間較多，閱讀時

間也較多。閱讀時間和上網時間每週超過2

小時的人，共有49位，佔全體樣本的22%。

以過去使用科技產品的經驗來看，擁有中

等感覺者經驗值比例最高，稍微負面反

應，如感到不順手之比例，比起順手的比

例較多。女性感到不順手比例比男性多。 

 
表4：性別、教育程度 * 上網時間交叉分析 

 

除了性別之外，教育程度也是重大的

區別。教育程度較高的族群，有較多的生

活零用金的比例較高。 
 

5.3 樣本購買電子書意圖特徵 

     在未來購買科技產品的態度方面，男

女性別比例差異不大，除了適中態度最多

之外，偏向不想買的比例，比想買的負面

態度較多（34.2% vs. 6.4%）。在電子書

預算方面，男性的預算額度比女性要多。

至於購買電子書的預算，樣本呈現不分男

女，半數只願花費3000元以下購買電子

書。這和目前台灣市場電子書產品的定價

有頗大的差距。在購買時間長度上，超過

半數的人會在1-3年內購買。由此推論，多

數人願意接受或期待電子書的產品，但把

電子書當作「書」的話，相較紙本書籍的

成本概念，電子書的售價金額若超過3000

元以上較無法被接受。還好，在購買的態

度上，若把電子書當作科技產品的話，樣

本呈現適中和「很想買」的比例是超過60%

（見圖2）。 

 

 

 

 

 

 

 

 

 

 

 
 
 

圖2：購買電子書的預算 

 

5.4 初探性「退休族對電子書接受程度與

需求問卷」因素分析與建構效度 

為了建立初探性的量表，六十題的5點

量表的問卷題目，經過轉軸的最大變異量

因素分析之後，選取因素負荷量超過0.50

的題數，簡化成28題，總共解釋65%的總變

異量，萃取出5組因素（見表5）。 

根據組成因素的題目文意，分別命名

上網時間 

 無 <30分 

30-60

分 1-2時 >2時

Tota

l 

男 11 11 15 33 33 103

 % 
10.7 10.7 14.6 

32.

0 

32.

0

100

.

女 10 17 24 14 49 114

性 

別  

 % 
8.8 14.9 21.1 

12.

3 

43.

0

100

.

Total 21 28 39 47 82 217

國中 

以下 
6 3 3 0 1 13

   % 
46.2 23.1 23.1 .0 7.7

100

.

高中 

高職 
6 10 16 6 22 60

   % 
10.0 16.7 26.7 

10.

0 

36.

7

100

.

教 

育 

程 

度 

  

專科 

大學 
9 15 20 41 59 144

 % 
6.3 10.4 13.9 

28.

5 

41.

0

100

.

Total 21 28 39 47 82 217

 

< $3000 $4000-6000 $7000-9000 >$10000

120

100 

80

60 

4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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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1 為「對電子書的焦慮」構面；因

素 2 命名為「對電子書的預期效用」構

面；因素 3 命名為「電子書讀者的優勢」

構面；因素 4 命名為「數位代溝刻板印象」

構面；因素 5 命名為「被多媒體吸引的購

買意圖」構面（見表5）。至於整體28題的

量表的效度，Cronbach'sα為0.85，效度

頗優。五組因素面向的效度，從因素1到因

素 5,分別為：0.87, 0.88, 0.86,0.85 和

0.83 皆表示五構面的效度頗佳。 
 
表5：轉軸後的因素特徵值和變異量 

 

在五組因素構面之中，「對電子書的焦

慮」和「數位代溝的刻板印象」是兩個較

負面的面向，而對「電子書的預期效用」、

「電子書的讀者優勢」、「被多媒體吸引購

買意圖」三個構面是較為正面的。第一個

構面「對電子書的焦慮」，由7題問題組成, 

使用上的焦慮，例如題號B5（隨時有親友
可求助或詢問，我才會開始用電子書),B24, 

B28；以及心理上的焦慮，出現在題號B23

（我擔心電子書會使自己不想出門而變成
宅男或宅女）和B27。有關經濟能力的B17

（恐怕買不起電子書）也是焦慮來源之

一。第二個構面是對電子書的期望效益，

類似TAM的「知覺有用性」，認為電子書對

文化品味、休閒、生活便利性，閱讀有幫

助。尤其，有助於「文化品味」有兩題入

選。第三個因素構面著重在電子書是比紙

本書的相對優勢(電子書比紙本書可看的
數量會很多)，類似DOI的「相對優勢」。比

照TPB的「主觀規範」，「數位代溝的刻板印

象」便出現在構面四，表示年老世代比起

年輕世代是受限的，如「我這歲數的人不
會做…」的題數有3題。最後一個因素構面

是針對被多媒體內容吸引的購買慾（如果
電子書內容有動畫，我會想買）才會吸引

退休族而產生的購買慾。這方面比起紙本

書的特性是較複雜，可類比DOI的「複雜

性」。 
表6：5因素構面的描述統計 

因素面向 N Min Max Mean Std. D

電子書的焦慮 210 1.00 5 2.59 0.72

電子書的預期效用 213 1.83 5 3.74 0.62

電子書的讀者優勢 217 2.17 5 3.72 0.47

數位代溝刻板印象 212 1.00 5 2.75 0.82

被多媒體內容吸引

的購買慾 
216 2.00 5 3.71 0.62

 

5.5 考驗不同主變項效果造成五構面

的差異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的前提乃

需通過同質性考驗 Box’M test(各組間的

組內變異數，即共變異數矩陣應該都是相

等)。若符合同質性，才能進行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然後，先檢定主效果整體效果的

Wilk’s Lambda的值，若有達到顯著水準，

才能繼續觀察依變項的分項考驗。至於，

每一個達到顯著水準（α=.05）的依變項，

可利用Scheffe的事後比較，才能夠發現哪

些分群之間的差異是否有顯著。在此，依

變項為量表上的5構面平均得分。 

職業（軍公教/非軍公教）、性別、生

活零用金、年齡、教育程度，當作單因子

的獨立變項。只有「生活零用金」變項，

通過Box’s M同質性檢定，但未達到整體效

果的顯著水準。 

上網時間未通過同質性檢定，「閱讀時

間」的整體效果有達到顯著，尤其在「被

多媒體設計吸引的購買意圖」構面方面。

另外，「使用科技產品經驗」，對「電子書

的焦慮」和「數位代溝刻板印象」帶來非

常顯著性的影響（見表7）。 

雖然購買電子書預算未通過同質性檢

定，但「買科技產品的態度」對五項構面

都造成差異，唯「電子書讀者的優勢」差

異較不明顯。「多久會買電子書」因素也會

影響「電子書的預期效用」、「電子書讀者

的優勢」和「被多媒體內容吸引的購買意

圖」三個較正面的構面分數之差異。 

 

 
 

 Total 變異量% 累積% 

因素 1 8.77 31.30 31.30 

因素 2 5.61 20.02 51.33 

因素 3 1.58 5.65 56.97 

因素 4 1.15 4.10 61.08 

因素 5 1.10 3.93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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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有顯著的主效果變項 

 

 

5.6 對電子書需求功能的分析 

在問卷的第28題，由受訪者從八項功

能中挑選最需要、有需要、需要三等級的

電子書功能（見表8）。為了經過分析之後，

結果顯示─最需要的功能為（A）有查詢資

訊的功能。次之，有需要的功能是「（乙）

有數位電視或影集可看」，最後末要「需要

的功能」是（丙）有上百份報紙或雜誌可

看。若以最多被挑選的次數來看，（A）的

查詢資訊功能勝過（丙）有上百本圖書可

看，勇奪第一高票。（乙）有數位電視或影

集可看和（丙）有上百本圖書可看，略居

第二高票。這個結果可看出，退休族對電

子書的需求，不像一般的紙本書的閱覽而

已，而是希望擁有上網查詢資料和多媒體

內容的特性。 

 
表8：需求功能列表供挑選 

 

 

 

 

5.7 綜合討論 

 
從資料的統計分析有5項重大成果： 

1. 建構效度高的「退休族對電子書接受

度」量表：經過因素分析，萃取五組因素，

取因素負荷量在.50以上，共28題。整體的

效度和五組因素構面效度也頗高。五構面

分別命名為「對電子書的焦慮」，「對電子

書的預期效用」，「電子書讀者的優勢」，「數

位代溝刻板印象」和「被多媒體吸引的購

買意圖」，總共解釋了65％的變異量。這五

個構面可對應於TAM、TPB和DOI理論的重要

變項，如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主觀

規範、相對優勢和複雜性。 

 

2. 人口社經變項未造成差異：因未通過同

質性檢定或整體效果的考驗。 

 

3.「閱讀時間」和「對科技產品使用經驗」

造成顯著差異：「閱讀時間」代表讀者的養

成，影響「被多媒體內容吸引的購買慾」。

這表示讀者比較看重電子書內容的樣式而

想購買。「使用科技產品經驗」則對於負面

構面，包括「對電子書的焦慮」和「數位

代溝刻板印象」有顯著的差異。這似乎將

電子書看做一種「科技產品」。 

 

4.「購買電子書時間長度」造成顯著差異：

即多久會買電子書這一變項對於「對電子

書的預期效用」，「電子書讀者的優勢」、以

及「被多媒體設計吸引的購買意圖」正向

構面會造成非常顯著的差異。這表示越想

早點買科技產品的人，抱持好處多多的想

法。類似 DOI 的「先驅者」樂於擁抱創新。 

 

5. 「買科技產品的態度」顯著影響五個所

有構面的差異：這裡似乎暗示，退休族群

中也有所謂的「愛買族」 和「省錢族」。 

 

6. 「查詢資訊」是電子書最需要提供的功

能，看上百本書和有影集可看次之： 

這裡，以退休族的觀點，似乎將電子

書視為一種多媒體和可查詢的「科技產

品」，而非靜態數位化書本而已。 

主效果 
Lamdba 

值 

 

F 值 

顯著因素 

整體效果

顯著 

電子書焦

慮 

電子書

預期效

用 

電子書讀

者優勢 

數位代

溝刻板

印象 

多媒體內

容吸引的

購買慾 

閱讀時間 .87
*
 1.09 2.56 2.00 1.38 6.10

***
 

使用科技

產品經驗 

.87
*
 9.20

***
 2.63 .80 7.69

***
 

2.88 

買科技產

品態度 

.80
***
 7.20

***
 10.5

1
***
 

3.56
*
 11.3

8
***
 

11.72
**

*
 

多久買電

子書 

.79
***
 1.38 17.6

1
***
 

16.51
*

**
 

2.43 13.72
**

*
 

代號 需求功能 

丙 有上百本圖書可看 

B 有個人化選擇功能可用 (例：自動朗讀可

選男聲或女聲) 

甲 有上百張照片圖像可看 

C 有活化腦力功能可用(例接龍、數獨等互動

遊戲) 

  D 有手機功能可用 

乙 有數位電視或影集可看 

A 有查詢資訊的功能可用 

丁 有上百份報紙或雜誌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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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與結論  
 

電子書是書？還是科技產品？可能是

目前大台北地區退休族對電子書感到模糊

的認知。因為擁有電子書的人口數並不

多，眾人對電子書仍保有不同的了解程度

與預期，因此產生一些焦慮，例如不好用、

不敢攜帶外出、數位代溝之類的感覺。可

是，若以科技產品來看，退休族使用或購

買的科技產品，帶給大家的「查詢」、「無

限量」空間和「多媒體」內容是獲得正面

的價值。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02 年提出活

躍的老化 (active aging) ，退休族是有

經濟能力和權利繼續學習成長，假設台灣

公部門能將老人福利政策內容中增加納入

電子書產品給予實際輔助，將更能達到共

享網路資源及協助中高齡者成功老化。最

後，本研究結果似乎可指出─有閱讀習慣

和喜歡買科技產品的退休族群，將是未來

電子書市場會吸引到的中高齡消費者，但

是對於電子書的售價金額若能低於 6000

元，勢必更容易吸引到他（她）們樂意購

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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