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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的選舉次數之多舉世聞名，政治人物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得

候選人在媒體上無不使盡全力，以獲得選民支持。隨者 Web 2.0時代來臨，

政治人物開始架設個人網站及部落格，以吸引新生代選民的支持。 

    以這兩年快速成長的Plurk及Facebook來看，政治人物接二連三成立自

己的專屬網站，一方面拉近跟選民的距離，另一方面也可做為24小時的虛擬

服務處，利用最低成本達到最高的宣傳效果。 

    為了更進一步瞭解候選人在微網誌的運用上，會如何影響大學生的政治

參與，本研究將針對大學生使用微網誌對政治參與影響關聯性進行研究。本

研究針對台灣南部科技大學學生發出 150份問卷，成功回收 144份(96%)。

結果顯示，整體而言，身處於資訊網路媒體發達時代，社群傳播媒介對大學

生的政治參與度有影響。  

    政治參與所涉及的層面非常廣泛，除了實體參與之外，網路參與近幾年

發展迅速，儼然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本研究以大學生在微網誌使用情況做為

研究範圍，以微網誌來探討出大學生使用微網誌是否會提升其政治參與之意

願。結果顯示，微網誌使用行為中，動機構面及內容構面對實體政治參與有

影響；而且，微網誌使用行為中，行為構面、動機構面及內容構面對網路政

治參與有影響。 

 

關鍵詞：微網誌使用行為、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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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自從戒嚴解除後，國人開始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舉凡平面報紙、

電台廣播、電視新聞等媒體資訊傳播媒介，如雨後春筍般一一浮上檯面，許

多線上Call in節目、名嘴開講政論性節目，也在幾年之內迅速竄起。根據

Connell在1997年指出，網路是近幾年來，候選人接觸選民和影響輿論的新

興工具，並且逐漸在選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隨著Web2.0時代的來臨，微網誌的使用熱潮在國內相當流行，尤其噗浪

與Facebook更以倍數成長，Facebook至2009 年11月3 日截止統計，台灣地區

的使用人數已達到506萬人，佔全國總人數約22.09%(CheckFacebook，
2009)。根據Google Trends分析噗浪指出至2009 年11 月截止，使用量最高

的前三名國家分別為「台灣」、「菲律賓」、「印尼」，全球使用量最高城

市則以台北居冠，其次才分別為桃園及高雄，在前十名城市當中，台灣地區

就包辦前六個名額，可見台灣地區使用社群媒介之普遍。 

近年來資訊科技一日千里，政治人物無不透過個人的專屬媒介通路與個

性化媒介，表達複雜的政治訊息、介紹政治人物的特色及走向。相較於傳統

的大眾傳播媒介，網路社群更能隨心所欲的設計和使用，適當的運用多媒體

展現方式，對於政治人物朝明星化包裝也有助益(莊伯仲、鄭自隆，1996)。 

  本研究是以大學生平日使用微網誌的情況下，探討大學生的媒介使用、

政治興趣、政治參與、實際行動之關係。在媒介使用上主要採取 Web2.0 之

網路使用行為及實際參與做為研究基礎，然後以行為、動機、內容三大構面，

作為探討變項，研究出大學生在微網誌使用行為上，是否對政治實際參與有

正向影響。 

 

貳、文獻探討 

2.1 微網誌（Micro-blogging，Microlog） 

    根據維基百科所言，所謂微網誌（Micro-blogging，Microlog）是一種可

提供使用者及時的更新簡短文字（通常少於200 字）並且可以快速發布在部

落格上的一種訊息呈現方式。它通常允許來自四面八方的任何人，閱讀訊息

或者由使用者自己選擇感興趣的資訊來閱讀。隨著網際網路發展，網路資訊

已可以由許多方式來傳送，包括簡訊發布、即時線上溝通軟體、電子郵件信

箱、MP3或網頁等，皆可快速傳遞訊息(維基百科，2009)。 

2.2 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 

    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它是指一種公開或半公開的社群互

動系統。在此作業系統中，使用者可以連結其他相關的網路使用者，編制成

為一個廣大聯絡清單，並且可以觀看聯絡名單內的使用者，進行訊息的接收

及傳遞(Boyd & Ellison，2008)。 

「社群網站」，源自於電腦的媒介傳播所架構而成的一個虛擬互動空

間，是一種社會集合體(social aggregation)，當虛擬空間達到一定數量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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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群眾後，在透過網路平台進行一番討論，且用心投入情感，就可以發展出

人際關係的網絡(Rheingold，1993)。社群網站的成員經由網路的媒介建立社

群，達到資訊的分享、人際關係穩定成長、忠誠與信守承諾相互溝通，最終

形成的一種新的社會現象(Romm & Plisjin，1997)。 

    「Facebook」是屬於一種社交網路服務網站，是哈佛大學的學生

MarkZuckerberg，於2004年2月4日創立。最初，Facebook網站註冊僅限於哈

佛學院的學生，在成立短短兩個月內，註冊範圍擴展到波士頓地區的其他學

校等名校。第二年，許多學校也透過網路相傳，被邀請加入進來。最終發展

到，凡在全球範圍內有一個大學的電子郵件信箱的人(如.edu, .ac 等)都可以

註冊，之後Facebook開始建立起其他公司的社會化網路。從2006年9月11日

起，全世界各角落，只要有網路連線，任何用戶輸入有效的電子郵件信箱即

可免費加入Facebook社群網站，與世界各國結交朋友傳遞訊息 (維基百科，

2009)。 

    本研究將微網誌定義為網際網路使用者，於網路上瀏覽各大互動社群網

站，例如Facebook、Plurk等知名社群網站之瀏覽情形、瀏覽次數、使用時間，

作為本研究之微網誌範圍界定。 

2.3政治參與 

    Kasse & Marsh（1979）指出，政治參與泛指為「一般民眾影響或試圖影

響政治運作與結果的行為」。Brady(1999)也指出，政治參與雖然有許多種

定義，但通常可由「市民」、「行為」、「影響」與「政治結果」分類，本

研究即由影響這一個觀點來看政治參與。 

    Bimber（1998）認為，透過網際網路可以方便網友進行更直接的另類政

治參與。在以往一般社會大眾參與政治活動時需要倚賴政黨組織或民意代表

才能達到有效的動員，而想獲取各種政治資訊也需倚賴新聞組織的運作發

送，才能吸收到最新資訊。網際網路近年普及後，雖然迅速減少了組織所扮

演的重要功能，相對的也增加了民眾無須透過組織媒體中介，即可直接參與

的可能性。根據Bimber（1998）的說法，當人民有更多機會直接與政府溝通

時，參與政治活動的可能性就非常高；另一方面，在大眾個人對於政治的影

響力也會因此明顯提升。政治人物進行傳播通常分為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與

大眾媒體等三種管道(Nimmo，1976)。 

2.4微網誌使用行為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 

    國內學者李德治&趙恒成(2010)曾以微網誌發布形式、互動方式、內容

特色等三項，作為探討依據。 

    本研究將由行為、動機與內容等三個構面，來探討微網誌的使用行為，

藉由實體政治參與與網路政治參與二構面來探討政治參與。 

根據Fishbein & Ajzen（1975）所下的定義為「個人想從事某一特定行

為的主觀機率（ Subjective probability ）」。邢逸玲（2002）則認為計

畫行為理論認為個人對該行為抱持愈喜愛的態度、主觀規範愈支持個人從事

該行為、對該行為的認知行為控制能力愈強，則從事該行為的意圖會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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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推論假設1&2如下所示： 

     H1：微網誌使用行為會正向影響實體政治參與 

     H2：微網誌使用行為會正向影響網路政治參與 

根據Davis於1999年的研究發現，有些美國人學習新事物時會優先使用

網際網路，也有些人利用網際網路社群平台與他人建立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網路也藉此擴充個人人際關係及增加個人的資訊廣度與知識

深度。 

在媒介使用與滿足的相關研究中，發現人們使用傳統媒介的動機大致上

可分為尋找資訊、個人認同、整合與社會之互動、娛 樂四大類（McQuail,1985, 
1987; Zillmann, 1985）。 

    一些政治學者近年來也關注到網路對於選民在政治資訊的蒐集以及參

與政治的影響頗高。雖然部份研究結果顯示網路並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

及行為（Bimber,2001），也有研究發現選民若時常收看網路選舉新聞，對

於其他形式的政治與及投票意願的確會顯著提高（Tolbert & McNeal, 2003）。 

所以，本研究推論假設3&4如下所示： 

     H3：微網誌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實體政治參與 

H4：微網誌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網路政治參與 

    目前政治人物發送訊息的管道，不再侷限於大眾新聞媒介，微網誌也成

為政治人物個人的專屬媒介通路，透過微網誌的使用時間、次數，使得大學

生藉由網際網路平台廣泛吸收政治資訊。 

    一些研究早已發現網際網路平台是年輕人獲得政治資訊的重要管道之

一。根據一項美國研究計畫結果顯示（Project Vote Smart, 1999），有70% 的

年輕人認為網路是提供政治相關議題知識的有效管道，其重要性更勝於電視

新聞、報紙、廣告、雜誌、人際溝通與直郵。 

    大學生使用微網誌的重要動機在於資料搜尋與獲取的方便性與即時

性。根據2004 年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公布的資料顯示，上網族群中有19.21% 

的上網動機是為了即時傳送訊息及呼叫對方，收發電子郵件更佔了50.63%。

在台灣，網路人際互動顯然已成為另一項重要的使用動機。 

    除了獲取資訊與人際互動外，大學生上網使用微網誌之另一主要動機，

在於追求遊戲娛樂帶來的刺激與短暫的逃避現實（Shah, Kwak, & Holbert, 
2001），包括使用線上遊戲或造訪影音娛樂網站等。 

    隨著網路發達，網站介面不再像以往那麼單調呆板，一個具有設計感的

社群介面，具備成功吸引大學生使用的特質。另一方面則是使用的簡易程

度，介面簡單明瞭且人性化的設計，讓使用者在使用的時間上增加許多，一

個微網誌社群網站是否深受大眾所喜愛，介面設計是否人性化佔了非常重要

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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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推論假設5&6如下所示： 

H5：微網誌內容會正向影響實體政治參與 

     H6：微網誌內容會正向影響網路政治參與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大學生微網誌的使用，來探討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其中包含

研究架構、變數定義、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本研究架構 

二、資料蒐集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南部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微網誌使用行為對政治參

與的影響。採用便利抽樣法，共發出 150份問卷，實得有效樣本為 144份，

有效回收率為 96%。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編製的量表，共分為五個構面，其中微網誌使用行為共有：行

為、動機、內容等三構面；而政治參與則有實體及網路等二構面。為了確保

工具之內容效度、適用度及一致性，皆使用繁體中文為問卷主要內容呈現。

除了個人基本資料之外，所有量表均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量表，從 1非常不

同意到 5非常同意做區分。各工具內容介紹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料 

    共包括性別、就讀學校、學校所在地區、就讀之系所及每日上網時數等。 

行為構面 

 

動機構面 

內容構面 

實體構面 

網路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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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網誌使用行為量表 

         量表基本上採用自張卿卿(2006)的量表，並依研究目的加以修正，茲分   

     述如下所示： 

1.行為構面 

    本研究所指行為構面，是指網路使用者，每日花費於瀏覽各微網誌、社

群平台的時間，上網點閱的次數，以及所停留的時間長久。本研究所設計的

量表，衡量內容共計3個問項，例題為「只要有空我就上政治人物(政黨)微

網誌」等。 

2.動機構面 

    網際網路具備有何種特性，讓使用者產生上網搜尋的動力，以及各種媒

介對於訊息的傳遞，所能達到的效果以及便利性，來做一翻探討。本研究所

設計的量表，衡量內容共計6個問項，例題為「我使用政治人物(政黨)微網

誌是為了增加人際關係」等。 

3.內容構面 

    本研究內容構面主要針對微網誌、各大社群平台的介面設計，是否對於

網路使用者在使用上有所吸引，也藉此探討一個社群平台，是介面簡單明

瞭、具人性化設計即可，或是一定要有特殊的強烈設計感，才能成功吸引網

路使用者。本研究所設計的量表，衡量內容共計3個問項，例題為「.我現在

最常使用的政治人物(政黨)微網誌，其介面設計是簡單明瞭的」等。  

(三)政治參與量表 

量表基本上採用自李德治&趙恒成(2010)的量表，並依研究目的加以修 

     正，茲分述如下所示： 

1.實體構面 

    各種實體傳播媒介，例如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新聞等，局限於特定

時間、地點之媒介，以及各種活動、遊行之訊息傳遞實體媒介。本研究所設

計的量表，衡量內容共計3個問項，例題為「我會投書報紙或雜誌表達我對

政治議題的看法」等。 

2.網路構面 

    受惠於網際網路發展迅速，使用者在任何時間、地點，皆可透過網際網

路虛擬社群平台，及時瀏覽吸收最新資訊，聊天或是PO文等，不必受到許多

限制。本研究所設計的量表，衡量內容共計3個問項，例題為「我喜歡經由

網路隨時隨地收發新訊息」等。 

(四)控制變項 

    相關研究指出年齡、教育程度、性別會對大學生微網誌使用行為，在政

治參與產生影響，並將之列為控制變項。但是因為在問卷訪問時，已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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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年齡及教育程度之大學生，所以本研究將性別做為控制變項。 

四、信、效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以 Cronbach’s 係數衡量構念之內在一致性。表 3-1

顯示各量表之信度介於.78~.91 之間，遠大於學者 Fornell 與 Larcker(1981)
所建議之.60 與 Nunnally(1978)建議之.70 的標準，並且符合以往研究之信

度水準。本研究量表皆引用國內外文獻，符合一般內容效度與專家效度原則。 

表 3-1：各量表分析結果 

統計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A1 A2 A3 A4 A5 

A1行
為構
面 

2.19 .844 .783 .805*** .436*** .544*** .558*** 

A2動
機構
面 

1.79 .826 .805*** .913 .506*** .644*** .585*** 

A3內
容構
面 

2.69 .891 .436*** .506*** .908 .429*** .517*** 

A4實
體構
面 

2.14 .731 .544*** .644*** .429*** .783 .672*** 

A5網
路構
面 

2.60 .794 .558*** .585*** .517*** .672*** .857 

註 1：預測變項的影響以電腦中各個分析最後步驟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呈現 

    註 2：***p<.001, **p<.01, *p<.05, +p<.1 

 

肆、研究結果 

本章節將就各項統計分析之結果加以說明及討論。 

4.1 各構面之間的相關分析 

    各變項之敘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如表 3-2，由表中可看出，各構面間均

具有顯著之正相關。 

4.2 實體及網路二構面對大學生微網誌使用的影響 

    本研究以複迴歸分析探討實體與網路二大構面，對大學生微網誌使用行

為的影響。表 3-2模式二顯示在控制了性別因素之後，行為構面、動機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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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構面，對實體政治參與的 β值分別為.62、.526、.137，但動機及內容二

構面對實體政治參與有顯著影響。 

    而行為構面、動機構面及內容構面，表 3-2 模式四顯示對網路政治參與

的 β值分別為.266、.255、287，且均呈現顯著影響。 

表 3-2：微網誌使用行為對政治參與的複迴歸分析 

統計變項 實體構面 網路構面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性別 -.168* .011 -070 .117* 

行為構面  .062  .266* 

動機構面  .526***  .255* 

內容構面  .137*  .287*** 

R2 .028 .430 .028 .430 

ΔR2 .021* .414*** .021* .414*** 

    註 1：預測變項的影響以電腦中各個分析最後步驟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呈現 

    註 2：***p<.001, **p<.01, *p<.05, +p<.1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為網誌使用行為(行為構面、動機構面及內容構面)，對政

治參與(實體政治參與與網路政治參與)的影響。其結果如下所述： 

1. 微網誌使用行為中，動機構面及內容構面對實體政治參與有影響。 

2. 微網誌使用行為中，行為構面、動機構面及內面構面對網路政治參與有

有影響。 

    由此可見，在實體及網路政治參與中，大學生在參與動機及內容上，均

產生正向相關影響，唯獨在行為參與上有所不同，在網路使用上因為垂手可

得，所以瀏覽情形熱絡；反之在實際參與活動上，明顯降低且行動意願低落，

這顯示即使在網路政治參與頻繁度高，卻不代表大學生實際外出參與政治活

動就熱絡。 

5.1實務建議 

    政治人物為了迎合時下年輕世代，開始架設個人宣傳部落格，其反應也

相當熱烈，從本研究結果可見，大學生在使用政治人物微網誌行為上，或許

是因為便與吸收及瀏覽資訊，所以在虛擬網路平台參與接受度非常高，一旦

離開了網路，願意投入時間實際參與政治活動的大學生則明顯偏低，表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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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必須採取多元化策略，例如打廣告或是其他宣導方案，以吸引大學生

參與活動。 

5.2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為在研究初期即鎖定訪問對象為國內之大學生，由表 3-1之結

果即可顯示出大學生普遍參與意願偏低，一方面此年齡對於政治難以產生興

趣，另一方面有部分學生還不能進行投票之行為，所以產生此結果。建議對

此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可在訪問年齡層上多做思考，在研究過程所獲得的

資訊也會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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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using behavior 
of micro-blog towar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samples. We us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ing behavior of 
micro-blog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Moreover, use motivation and content preference of micro-blog wil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physical participation 
and virtual particip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very significant to candidates. To young generation, the 
candidates must develop specific campaign strategies to enhan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oung voters. The micro-blog is the key one to affect the 
willingness to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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