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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瞭解個人對於資訊科技的接受與使用行為一直是資訊系統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本研究採用 UTAUT 2

模式剖析國中生對於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進一步說明 UTAUT 2 模式是否適合解釋台灣地區

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之行為。研究工具採問卷設計，樣本為臺南市某國中學生，共回收有效樣

本 342 份。接著利用 Smart PLS 3 軟體進行結構模式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分析與檢定。結果發現：(1)行

為意圖會受到績效期望、享樂動機、使用習慣的正向影響；(2)使用行為則受到促進條件、使用習慣、行

為意圖正向的影響。(3)隨著經驗的增加會增強享樂動機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力。(4)國中女生會隨著使用習

慣的增加而比國中男生更加強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5)研究模型在行為意圖的解釋力高達

82.3%，對使用行為的解釋力亦有 44%。研究結果可作為相關單位進一步應用於教育與商業用途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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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acceptance and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stream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2 (UTAUT 2), is to explore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use behavior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garding 

smartphones and tablet PC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plored whether the UTAUT 2 mode is suitable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such a study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study samples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42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Smart PLS was 

used as the SEM analysis tool.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Performance expectancy, hedonic motivation, 

and habit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2)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habits, and behavior intention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use behavior; (3) Increased experiences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hedonic motivation 

to behavioral intention. (4) As their habits increase, girls tend to use smartphones and tablet PCs more frequently 

than boys do; and (5) This model explained about 82.3% of the variance in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smartphones 

and tablet PCs and about 44% of the variance in the use behavior. The relevant findings could be reference for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an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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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低頭族」已成為熱門話題，現在無論在大眾運輸、餐廳、候診區等公開場所，隨處可見低

頭滑手機/平板電腦的低頭族，「滑手機」甚至成為許多人主要的休閒活動。低頭族之所以成為常態，除了

連網速率及便利性的提升外，行動載具的普及與功能的提昇也是重要原因。根據資策會 FIND 2013 年調

查結果顯示，臺灣家戶連網率為 84.8%，而在 2004 年家戶連網率僅有 61%，十年間在連網速率及普及率

都有大幅的提升。另外，個人可申辦 3G、4G 行動上網，政府機關團體廣設無線 Wi-Fi 熱點，行動上網十

分便利。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持有方面，據調查 2014 年上半年臺灣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民眾

已高達 1,330 萬人，占 12 歲以上人口約六成的比例。另外，超過兩成比例同時持有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

腦(資策會 FIND，2014)。最後，近年來因各式 App 不斷發展，結合社群網站、電子商務及物聯網，使得

人們在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愈來愈離不開平板電腦/智慧手機。 

瞭解個人對於資訊科技的接受與使用行為一直是資訊系統研究(IS research)的重要議題(Venkatesh et 

al., 2012)。隨著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愈趨普及，相關組織開始正視行動載具對於青少年身心所

造成的影響。然而，過去探討學生族群對行動載具使用意圖的文獻大多以大學生族群為對象(鄭景蓮等，

2014；陳靜怡等，2014；張瀞今等，2013)，近期雖有相關文獻針對高中職族群進行調查(呂傑華等，2013；

許龍池等，2013)，但以國中生或國小生為對象的研究則相對少見。有鑑於此，故本研究選定以國中生為

研究對象，剖析影響其使用行動載具之因素。 

至今，研究使用者資訊科技行為之理論模型，大致從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來解釋資訊科技接受和使

用行為，例如「理性行為理論」(Fishbein & Ajzen, 1975)、「計劃行為理論」(Ajzen, 1985)、「科技接受模式」

(Davis, 1989)等，每個理論所採用的構面與變數不盡相同，Venkatesh et al. (2003)統整八個科技接受相關理

論模式，建立「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TAUT)」。各種研究以運用科技接受模式（TAM）為基礎者最多，

如探討馬來西亞青少使用智慧手機(Lazim & Sasitharan, 2013)；也有許多研究以 UTAUT 為理論基礎，如

研究影響老年人使用智慧手機進行電子健康服務(Boontarig et al., 2012)；或在原科技接受模式中加入其他

變項，如探討心理模型對技術接受模型中變量的影響(Jung & Yim, 2015)、探討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

用戶對智慧手機在安全及隱私的看法(Mekić & Özlen, 2014；或結合不同的科技接受模式，如結合 TAM 與

UTAUT 兩種模式探討影響韓國民眾使用智慧手機的因素（Kim, 2014）、結合了 TAM 與 TPB 兩種模式探

討人格特質對智慧手機的安全性接受因素(Uffen et al., 2013)、結合了 TAM、TRA、TPB、UTAUT 四種模

式探討學生對應用平板學習接受度(El-Gayar & Moran, 2011)，足見長期以來，眾多的研究者皆致力於尋找

一個更完整而有效的模式，用以解釋消費者採用新科技產品或服務的模式。 

研究發現， UTAUT 在對科技使用意圖及行為的解釋力雖高達 70%。然而，此模式所採用構面較適

用職場員工，未考量一般消費者使用新科技設備需要自行負擔購買設備的費用；抑或消費者可能因為娛

樂需求或使用習慣而影響其對於新科技產品的使用意圖。再者，消費者決定是否使用某新科技產品，大多

出於自願，較不像在職場可能是基於組織的要求。有鑑於此，Venkatesh et al. (2012)以 UTAUT 為基礎發

展 UTAUT 2 模式，加入「享樂動機」、「價值衡量」與「使用習慣」以解釋一般消費者對科技產品的使用

行為，並刪除「自願性」這項外部干擾變數。 

 UTAUT 2 在 2012 年提出至今不過短短 3 年，世界各地已有許多學者應用 UTAUT 2 來驗證創新科

技產品服務的使用意圖及行為。比如：消費者使用行動上網的意圖與行為(Venkatesh et al., 2012)、影響消

費者採用行動支付意圖的因素(Slade et al., 2013)、銀行客戶採用自助服務技術如網路銀行、ATM 等的意

圖(Alwan et al., 2013)、大學生採用行動學習的意圖(Yang, 2013)、影響消費者使用線上音樂服務意圖與行

為的因素(Martins, 2013)、使用手機 App 與兒童使用手機 App 商店服務之意圖(Kit et al., 2014; Cassidy et 

al., 2013)、Moodle 學習平台採用的意圖與行為(Raman et al., 2013)、影響消費者線上購物的意願(張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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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4)與影響旅客使用觀光飯店網路訂房服務意圖(黃秀卿，2014)等，都有良好的解釋力。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將採用 UTAUT 2 模式來探討國中生對於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意圖與行

為，一方面乃基於以往採用 UTAUT 2 模式文獻所呈現的良好解釋力，再則想探究 UTAUT 2 模式是否適

用於臺灣地區國中生資訊科技使用行為，以供未來研究者從事相關研究之參考。研究問題如下： 

1.瞭解影響國中生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使用意圖與行為的要素？及各要素之重要程度？ 

2.UTAUT 2 是否適合用來驗證國中生對「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的使用意圖及使用行為？ 

貳、文獻探討與假說推論 

一、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功能愈來愈多，新興科技的趨勢是將多種功能整合在一個硬體(Biddle et al., 

2010)，且兩者功能重疊性也愈高。最早出現的平板電腦的螢幕尺寸較大，約有 10 吋左右，但現今市面上

也風行 7 吋小尺寸平板電腦，與目前大尺寸的智慧手機(6-7 吋)大小相去不遠，有些平板電腦也支援手機

語言通話功能，兩者的差異愈趨縮小，可見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功能幾近相同，因此本研究將智慧手機

與平板電腦合併探討。 

(一)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定義與發展 

Muto (2012) 將智慧型手機定義為：智慧型手機是建立在一個行動平台，而且聯繫能力、計算能力都

比普通手機強大，而且比起傳統手機，智慧型手機擁有更多功能，同時具有以下特徵：(1)行動操作系統 

(Mobile Operating System)；(2)行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lication, App)。如果智慧型手機是以具備「觸控

螢幕」、「撥打電話之外的功能」而言，那 1992 年 11 月由 IBM 所推出的 IBM Simon，可稱為史上第一

支智慧手機。接下來的一、二十年間，各家廠商陸續推出各式 PDA 型的智慧通話手機，但主要用戶一直

限於商業用戶與科技玩家之間，智慧手機真正開始普及於一般民眾是從 2007 年 Apple 推出第一代 iPhone 

智慧型手機，到了 2008 年以 Android 為作業系統的平價智慧手機問世後，智慧手機更加普及。 

根據經濟部工業產品分類(2011)的定義，平板電腦(Tablet PC)為面板尺寸介於 7 吋與 12 吋間，具有

觸控螢幕，並有搭載無線通訊能力，產品型態為平板式，且無搭載實體鍵盤，產品內部搭載作業系統或是

軟體應用。GRiDPad 於 1989 年推出第一款商用平板電腦，但因售價十分昂貴而笨重，並不受到一般消費

者青睞，平板電腦自從 2002 年秋季因為微軟公司大力推廣 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而漸漸變得流行

起來(維基百科)，但仍有售價昂貴、笨重且電池續航力不足等問題，一直到了 2010 年以後，蘋果公司推

出的「iPad」迅速熱銷，同時市場開始多用「Pad」來稱呼平板電腦。 

綜合上述：(1)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逐漸普及分別是由 2007 iPhone 及 2010 iPad 的問世開始，而且

到了 2008 年平價的 Android 智慧手機問世後，更增加智慧手機的普及率； (2)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逐

漸受到消費者青睞，與價格低廉、功能增強、體積與重量減少，電池續航力的改善等因素有關。 

(二)臺灣青少年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 

在 2014 年資策會 FIND 結合 Mobile First 的調查發現，2014 年臺灣 12 歲(含)以上民眾，已有 1,432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智慧型行動裝置普及率近 7 成(69.1%)；在過去半年，整體成長了 101

萬使用者，其中智慧手機普及率達 65.4%，比上半年的 58.7%成長了近 7%，平板電腦普及率為 29.2%，

也比上半多了近 4%。在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人口中，有 13%為 12-19 歲的青少年，若以職業區

分，則有 16.4%為學生。換算持有智慧手機持有人數 1355 萬人中的 13%，與持有平板電腦人數 604 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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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3%，可得知 2014 年國中及高中學生中持有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人數分別有 176.15 及 78.52 萬人。 

而國內青少年手機的持有率，根據兒盟 2005 到 2013 年間針對國內 5-8 年級學生(國小 5 年級到國中

2 年級)的調查報告顯示，學童手機的持有率由 2005 年的 45%，到 2011 年的 67%，再到 2013 年的七成，

以上調查結果顯示，學童手機持有率有逐年攀升的趨勢。再依國中國小的年段區分，在 2008 年台灣電磁

輻射公害防治協會的調查報告中顯示，國小學生的持有率為 34.4%，國中生是 67%，高中生高達 89.6%，

到了 2011 年兒福聯盟的調查指出，國小學生手機持有率達五成以上，而國中學生更達七成以上，綜合上

述兩份調查報告，可以看出學童手機持有率不僅逐年攀升，國中學生的手機持有率更明顯高於國小學生。 

觀察 2011 年到 2014 年各個單位的調查結果，雖然調查的對象不盡相同，但若由持有手機的學生人

數中分析持有的是智慧型手機的人數，可以發現，2011 年僅有 27.3%，到了 2013 年智慧手機持有率攀升

到 38.7%，到了 2014 年更是直線上升到 7 成，可見智慧手機持有率不僅逐年成長，成長的幅度更是一年

高過一年。 

2014 年 2 月 Google 與兒盟調查報告中顯示：國內兒童、青少年使用手機、平板電腦上網的比例已達

到 56%，超越桌上型電腦或筆電的 48.4%，足見行動上網成為兒少新興上網方式。報告中也顯示兒少的上

網行為以社交網路最高，比例高達 55%，其次為玩遊戲，比例也有五成之多，然後是看影片、聽音樂、聊

天交友而查資料寫作業比例最低。 

綜合上述：(1)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普及率持不僅逐年成長，成長的幅度更是一年高過一年，(2)智

慧手機的普及率遠高於平板電腦，(3)高中生的手機持有率高於國中學生，國中學生的手機持有率又高於

國小學生，(4)利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已取代電腦或筆電成為兒少新興上網方式。 

二、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 UTAUT )與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 2 ( UTAUT 2 ) 

探討科技接受相關議題的研究者面臨了研究模式挑選與建構上的困難，常常得在眾多理論中選擇一

個適用的理論，而被迫捨棄其他理論中可能有用的構念與變數，因此有學者統整「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 TPB)」、「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結合計畫行為理論與科技接受模式(Combined-TAM-TPB,C-TAM-TPB)」、「個

人電腦使用模型(Model of PC Utilization, MPCU)」、「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動

機模型(Motivation Model, MM)」與「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等，建立 UTAUT。

Venkatesh et al. (2003)實證歸納出四個主要構念：績效期望、易用期望、社會影響、促進條件，另有四個

影響顯著的干擾變數：性別、年齡、經驗、自願性。Venkatesh、Thong 與 Xu 更於 2012 年在 UTAUT 模

式中加入三個構念「享樂動機」、「價值衡量」與「使用習慣」，並刪除了「自願性」干擾變數，提出 UTAUT2

模式，與 UTAUT 相比，UTAUT2 顯著提高消費者使用意願與使用行為兩方面的預測能力(紀佳佑，2013)。 

績效期望彙整於 TAM 的知覺有用性、MM 的外在動機、IDT 的相對優勢、SCT 的表現結果預期及

MPCU 的工作適合度，這些構面在原有的模式中，已被許多學者證實對行為意圖有正向的顯著影響。當

使用者相信採用新資訊系統有助於增進工作績效時，則採用系統的態度及意圖愈正向 (Davis, 1989; 

Thompson et al., 1991)，國內也有學者採用 TAM 驗證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性均對智慧手機的購買、App 使

用與行動上網有正向的影響(方慧諒等，2015；吳錫惠、吳賜聲，2012；何苔麗等，2012)。Venkatesh 等人

(2000)採用 TAM2 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在探討「績效期望(知覺有用性)」對「行為意圖」的影響時，會受

到「性別」與「年齡」兩個干擾變數的影響，若單獨考量「性別」時，男性比女性顯著，若同時考量「性

別」與「年齡」時，年輕的男性顯著地較積極地追求績效(王政欽，2007)。考慮到本研究的樣本為國中在

學學生，年齡差距非常小，所以本研究並不探討「年齡」這項干擾變數，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1：「績效期望」對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H1a：「性別」會干擾「績效期望」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男性比女性顯著。 

易用期望彙整於 TAM 的知覺易用性、MPCU 的複雜度與 IDT 的易用性，且研究也證實當使用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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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系統愈容易學習，則採用系統的意圖愈正向(Davis, 1989; Taylor & Todd, 1995; Venkatesh et al., 2003)，

Venkatesh et al. (2000)採用 TAM2 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在探討「易用期望(知覺易用性)」對「行為意圖」的

影響時，會受到「性別」的干擾，女性顯著於男性；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降低易用性對行為意圖的影響(Yi 

et al., 2006)；在探討「易用期望」對「行為意圖」的影響時，會受到「性別」、「年齡」與「經驗」三個干

擾變數的影響，對女性及年長者影響較為顯著，但會隨著經驗的增加而降低其影響(Venkatesh et al., 2012)。

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2：「易用期望」對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H2a：「性別」會干擾「易用期望」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女性比男性顯著。 

H2b：「經驗」會干擾「易用期望」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降低其影響力。 

社會影響彙整於 TRA/TPB/TAM2/C-TAM-TPB 的主觀規範、MPCU 的社會因素、IDT 的形象，研究

證實個人會受工作場所同儕、上司影響而積極採用新科技或系統(Moore et al., 1991; Thompson et al., 1991; 

Venkatesh et al., 2000；Venkatesh et al., 2003)，Venkatesh et al. (2000)採用 TPB 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在探討

「社會影響(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的影響時，會受到「性別」與「經驗」的干擾，女性顯著於男性，

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降低其影響。利用 UTAUT 在職場上探討「社會影響」對「行為意圖」的影響時，會

受到「性別」、「年齡」、「經驗」與「自願性」四個干擾變數的影響，尤其對非自願使用的年長女性有特別

顯著的影響，但會隨著使用經驗的增加而降低其影響(Venkatesh et al., 2003)。在職場上，員工採用新科技

有可能出於自願或非自願，但對消費者來說，「自願性」這項變數並不適用，故在 UTAUT 2 中，刪除「自

願性」這項干擾變數。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3：「社會影響」對國中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H3a：「性別」會干擾「社會影響」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女性比男性顯著。  

H3b：「經驗」會干擾「社會影響」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降低其影響力。 

促進條件彙整於 TPB/C-TAM-TPB 的知覺行為控制、MPCU 的促進條件、IDT 的相容性，當個體在使

用新的應用程式遇到瓶頸時，促進條件(例如使用指南、技術說明等)則變得相對重要(Thompson et al., 1991)。

在 UTAUT 模式中，「促進條件」只對「使用行為」直接影響是基於在職場中「促進條件」如教育培訓或

組織提供的支援是免費且公平地提供給員工。對消費者來說，促進條件卻各有不同，例如使用手機上網的

速度不同，可能會影響消費者使用手機上網的意願，此外也會受到「性別」、「年齡」、「經驗」等三個變數

的影響，且年長者消費者與女性消費者往往需要更足夠「促進條件」支持(Hall & Mansfield, 1975; Henning 

& Jardim, 1977; Rotter & Portugal, 1969; Venkatesh & Morris, 2000)，但更多的經驗可以減少使用者對「促

進條件」的依賴(Alba & Hutchinson, 1987)，不過在 Venkatesh 等人於 2012 年發表的論文顯示，只有「性

別」、「年齡」這兩個變數達到顯著的結果，「經驗」並不顯著，但本研究基於 Alba 等人的研究結果，建立

假說如下： 

H4：「促進條件」對國中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H4a：「性別」會干擾「促進條件」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女性比男性顯著。 

H4b：「經驗」會干擾「促進條件」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降低其影響力。 

UTAUT 2 模式中新增的享樂動機被視為影響消費者接受資訊科技的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紀佳佑，2013)，

而年輕的男性往往便傾向於追求新奇與享樂，但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逐漸著重在務實面而降低其影響力

(Chau & Hui, 1998; Lee et al., 2010)。而過往研究也證實享樂動機對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Venkatesh et al., 

2012; Raman et al., 2013; Yang, 2013)。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5：「享樂動機」對國中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H5a：「性別」會干擾「享樂動機」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男性比女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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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b：「經驗」會干擾「享樂動機」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降低其影響力。 

在職場中，員工並不需要考慮價格因素，而消費者往往要自行負擔使用新科技產品或服務的費用，所

以在 UTAUT 2 模式中加入了「價值衡量」的構面，而且年長的女性對價值衡量更為關注(Deaux & Lewis, 

1984)，過往研究也證實價值衡量對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Venkatesh et al., 2012; Raman et al., 2013; Yang, 

2013；張巧真等，2014) ，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6：「價值衡量」對國中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H6a：「性別」會干擾「價值衡量」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女性比男性顯著。 

「經驗」與「習慣」一般是相同的，但在 UTAUT 2 中，經驗定義為「個人因為學習而展現的行為自

動化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經驗」是使用資訊科技經歷的時間，而「習慣」是使用資訊科技

「自動」的程度(紀佳佑，2013)，也就是說「習慣」是個人會自然而然地運用某件產品去執行某件行為，

例如要拍照，有的人可能會立即想到要用相機，而有的人可能立即想到要用手機，「習慣」會同時影響「行

為意圖」與「使用行為」，且對年長的男性有更為顯著的影響，隨著經驗的增加影響更加顯著(Darley & Smith, 

1995)。而過往研究也證實使用習慣對行為意圖與使用行為均有正向的影響(Venkatesh et al., 2012；張巧真

等，2014) ，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7：「使用習慣」對國中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H7a：「性別」會干擾「使用習慣」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男性比女性顯著。 

H7b：「經驗」會干擾「使用習慣」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提升其影響力。 

H8：「使用習慣」對國中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使用行為」有正向的影響。  

H8a：「性別」會干擾「使用習慣」對「使用行為」的影響，且男性比女性顯著。 

H8b：「經驗」會干擾「使用習慣」對「使用行為」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提升其影響力。 

在 UTAUT 模式中，已證實「促進條件」會對「使用行為」的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且會受到「年齡」

及「經驗」兩個干擾變數的影響，特別是年長者有顯著的影響，此影響也會隨著使用經驗的增加而更加強

影響效果(Venkatesh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9：「促進條件」對國中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的「使用行為」有正向的影響。  

H9a：「經驗」會干擾「促進條件」對「使用行為」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提升其影響力。 

許多科技接受模式理論如 TRA、TPB、TAM 及 C-TAM-TPB、UTAUT、UTAUT 2 等都驗證了行為意

圖對使用行為有正向的影響，且研究心理學發現，經驗可以緩和行為意圖對使用行為的影響(Verplanken et 

al., 1998)。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H10：「行為意圖」對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有正向的影響。 

H10a：「經驗」會干擾「行為意圖」對「使用行為」的影響，且隨著經驗的增加會降低其影響力。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驗證研究模式的正確性，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並進行模式假說之檢定。以下分別就研

究架構、研究假說、變數定義與操作化及研究對象等詳細說明。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Venkatesh et al. (2012)所提出之 UTAUT 2 為基礎，探討績效期望、易用期望、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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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促進條件、享樂動機、價值衡量及使用習慣是否會影響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行為意圖及使

用行為，考量本研究樣本的族群為國中在學學生，年齡差距甚微，所以只加入了性別及經驗等兩項調節變

項，研究架構如 1 所示。 

二、變數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構面包括績效期望、易用期望、社會影響、促進條件、享樂動機、價值衡量、使用習慣及行為意圖

與使用行為等，以下分別對各變數的操作性定義與衡量作說明： 

(一) 績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 

指學生個人認為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能提升日常生活或工作績效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

本變數計三個問項(PE1 至 PE3)，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以「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高，表示填寫者知覺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提升績效程度愈高；分數愈低，代表

知覺提升績效程度愈低。 

(二) 易用期望(Effort Expectancy) 

指學生個人認為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容易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本變數計四個問項(EE1

至 EE4)，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以「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

高，表示填寫者預期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容易使用的程度愈高；分數愈低，代表容易使用的程度愈低。 

(三) 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 

指學生知覺重要他人認為自己應該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本變數計

三個問項(SI1 至 SI3)，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以「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

量。分數愈高，表示填寫者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受其重要他人的影響愈大；分數愈低，代表影響程度

H9(+) 

H10(+) 

H1a、
H5a 

H2a、
H6a 

H3a、

H4(+) 

H3(+) 

H5(+) 

 
H6(+) 

 

H7(+) 

H8(+) 

 

H2(+) 

H1(+) 

促進條件 
FC 

經驗 Exp 

績效期望 
PE 

易用期望 
EE 

 
行為 
意圖 

BI 

使用 
行為 
UB 

社會影響 
SI 

享樂動機 
HM 

價值衡量 
PV 

使用習慣 
H 

性別 Gen 

H2b、H7b 

H3b、H8b 

H4b、H9a 

H5b、
H10a 



 
 
 
 
 
 
 
 
 
 
 
 
 
 
 
 
 
 
 
 
 
 
 
 
 
 
 
 
 
 
 
 
 
 
 
 
 
 
 
 
 

 

70                    汪美香等／南臺學報 第 40 卷 第 4 期 2015 年 12 月 63—84 

愈小。 

(四) 促進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 

指學生在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時知覺到其所得到的資源及支援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本

變數計四個問項(FC1 至 FC4)，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以「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高，表示填寫者認為其所得到的資源及受到支援的程度愈高；分數愈低，代表其所

得到的資源及受到支援的程度愈低。 

(五) 享樂動機(Hedonic Motivation) 

指學生在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時能感到樂趣或快感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 Brown & 

Venkatesh, 2005)。本變數計三個問項(HM1 至 HM3)，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以「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高，表示填寫者認為其所感到樂趣或快感的程度愈高；分數愈

低，代表其感到樂趣或快感的程度愈低。 

(六) 價值衡量(Price Value) 

指學生衡量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所付出的金額與其所能獲得的利益成正比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 Dodds et al. 1991)。本變數計三個問項(PV1 至 PV3)，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以「非常不

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高，表示填寫者認為其所衡量到成正比的程度愈高；

分數愈低，代表其所衡量到成正比的程度愈低。 

(七) 使用習慣 (Habit) 

指學生因為學習而自然而然展現的行為的程度，亦即因學習而產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行為自

動化的程度(Venkatesh et al., 2012; Limayem et al., 2007)。本變數計三個問項(H1 至 H3)，採用李克特(Likert)

五點尺度，以「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高，表示填寫者行為自動化的

程度愈高；分數愈低，代表自動化的程度愈低。 

(八) 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 

指學生對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時所呈現的意願程度(Fishbein et al., 1975)。本變數計三個問項(BI1

至 BI3)，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以「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

高，表示填寫者使用的意願愈高；分數愈低，代表使用意願愈低。 

(九) 使用行為(Use Behavior) 

指學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行為。根據文獻探討及預試結果，選擇國中學生常用的功能共六

項，依其每日使用的頻率來加以衡量(Venkatesh et al., 2012)。本變數計六個問項(UB1 至 UB6)，採用李克

特(Likert)五點尺度，以「幾乎不用」(1 分)到「非常頻繁使用」(5 分)方式衡量。分數愈高，表示填寫者使

用的行為愈高；分數愈低，代表使用行為愈低。表 1 對各變數的操作性定義與衡量進行整理。 

三、研究對象 

為檢驗研究工具之有效性，在正式施測之前進行預試，隨機抽取國中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各一班，每

班 25 名學生共 50 名，利用 Google 表單進行線上問卷填答，剔除無效問卷兩份，共回收 48 份問卷。利

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預試結果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係數介於 0.839 至 0.932 之間。因素分析結

果，各變數的因素負荷量也都在 0.8 以上，因此信效度均屬合理。在使用行為問項上，除參考文獻對青少

年所做的調查外，亦與參與預試學生進行訪談，刪除學生在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時很少使用到的功

能及某些用詞無法理解的問項，加以調整與補充說明，成為正式問卷。施測對象為臺南市某國中之全體學

生。於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20 日安排每班輪流至電腦教室進行網路問卷施測，扣除進行預試之兩班學

生，共有一年級 4 班、二年級 5 班、三年級 5 班，合計 14 個班級學生受測，共獲問卷 356 份。 

file:///E:/980621碩專二下/書報討論/研究報告/量表/問卷5-佳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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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數的操作性定義與問卷衡量彙整表 

變數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參考文獻 

績效期望 

(PE) 

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能提升日常生活或

工作績效的程度。 
3 題 

Venkatesh et al. (2012) 

易用期望 

(EE) 
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容易的程度。 4 題 

社會影響 

(SI) 

重要他人認為自己應該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

電腦的程度。 
3 題 

促進條件 

(FC) 

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時知覺到所得到的

資源及支援的程度。 
4 題 

享樂動機 

(HM) 

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時能感到樂趣或快

感的程度。 
3 題 

Venkatesh et al.(2012); 

Brown et al. (2005) 

價值衡量 

(PV) 

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所付出的金額與其

所能獲得的利益成正比的程度。 
3 題 

Venkatesh et al.(2012); 

Dodds et al. (1991) 

使用習慣 

(H) 

個人因學習而產生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

行為自動化的程度。 
3 題 

Venkatesh et al.(2012); 

Limayem et al.(2007) 

行為意圖 

(BI) 

對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時所呈現的意願

程度。 
3 題 

Venkatesh et al.(2012); 

Davis (1986) 

使用行為 

(UB) 

依學生每日使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主要功

能的頻率來加以衡量。 
6 題 

Venkatesh et al. 

(2012) 

肆、研究結果 

一、人口統計變項分析 

本研究共回收 356 份資料，首先進行資料檢視工作，剔除未曾使用過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問卷 14

份，共獲有效問卷 342 份，有效回收率為 96%，本研究回收資料樣本特性如表 2。 

表 2 本研究樣本特性分析(N=342) 

樣本特性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57 45.9% 

女 185 54.1% 

年級 

一年級 100 29.2% 

二年級 113 33.0% 

三年級 129 37.7% 

使用經驗 

6 個月以內 78 22.8% 

6-12 個月 37 10.8% 

1-2 年 73 21.3% 

2 年以上 154 45.0% 

持有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 
是 290 84.8% 

無 52 15.2% 

上網便利性 
便利 282 82.5% 

不便利 60 17.5% 

每週使用頻率 
幾乎沒有 25 7.3% 

1-2 天 30 8.8%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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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特性 樣本數 百分比 

每週使用頻率 

3-4 天 47 13.7% 

5-6 天 49 14.3% 

每天 191 55.8% 

每週使用時間 

2 小時以內 88 25.7% 

2-5 小時 80 23.4% 

5-10 小時 49 14.3% 

10-20 小時 62 18.1% 

20 小時以上 63 18.4% 

本校處於臺南市之邊陲地區，合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家庭共佔全校學生數之

17.7%，申請營養午餐補助學生數更高達 33%，與其他地區相較，本校學生家長經濟狀況與社經地位相對

弱勢。但調查結果持有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者有 84.8%，便於上網的比率也有 82.5%，持有率比起以往研

究者所調查的 7 成左右更高，且學生在校期間被校方規範不得使用手機，因此合理推測回答上網便利者

應是有申辦行動網路或家中可供無線上網，足見行動載具及網路的遍及率不但比以往更為提升，且有些

經濟弱勢的家庭也將這些行動載具視之為生活必需品。在使用經驗與使用頻率上，2 年以上及每天使用佔

最多數，分別達 45%與 55.8%，每週使用時間差異不大。 

二、信度效度分析 

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前，針對正式問卷先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以期後續分析統計能更順利。本

研究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值均大於 0.86；各變數之因素負荷量均在 0.65 以上，兩者皆高於 Hair et 

al.(2006)所建議 Cronbach’ α須大於 0.7，因素負荷量應該都在 0.5 以上，顯示本研究具有良好的信度。 

效度方面，本研究問卷量表參考自國外相關文獻研究，具有理論依據，並經過預試再以修正，使得本

研究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至於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Hair et al.（2006）建議 CR 值需大於 0.7，Fornell and Larcker (1981)建議，AVE 值大於

0.5，表示具有收斂效度，本研究潛在變項之 CR 值均在 0.90 以上，均大於建議值 0.7，且 AVE 值介於 0.61

到 0.86 之間，皆大於建議值 0.5，表示本研究的效度是在合理範圍，相關資料請參閱表 3、表 4。 

表 3 潛在變項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研究構面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負荷量 Cronbach’s α CR AVE 

績效期望 

PE 

PE1 3.99 0.91 0.92 

0.92 0.95 0.86 PE2 3.94 0.93 0.93 

PE3 3.75 0.97 0.93 

易用期望 

EE 

EE1 4.14 0.9 0.89 

0.93 0.95 0.83 
EE2 4.08 0.87 0.93 

EE3 4.16 0.84 0.93 

EE4 3.9 0.94 0.90 

社會影響 

SI 

SI1 3.36 1.01 0.91 

0.90 0.94 0.83 SI2 3.3 0.99 0.93 

SI3 3.29 0.99 0.90 

促進條件 

FC 

FC1 3.77 1.05 0.75 

0.92 0.95 0.86 
FC2 3.87 0.89 0.85 

FC3 3.85 0.91 0.90 

FC4 4.04 0.84 0.85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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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構面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負荷量 Cronbach’s α CR AVE 

享樂動機 

HM 

HM1 3.89 0.89 0.94 

0.92 0.95 0.86 HM2 3.89 0.9 0.96 

HM3 4.06 0.91 0.88 

價值衡量 

PV 

PV1 3.47 1.02 0.85 

0.87 0.92 0.79 PV2 3.53 0.96 0.90 

PV3 3.38 1.02 0.91 

使用習慣 

H 

H1 3.68 1.03 0.88 

0.87 0.92 0.79 H2 3.18 1.08 0.87 

H3 3.39 1.06 0.91 

行為意圖 

BI 

BI1 3.9 0.94 0.90 

0.90 0.94 0.84 BI2 3.74 1 0.93 

BI3 3.61 0.97 0.92 

使用行為 

UB 

UB1 3.23 1.38 0.86 

0.87 0.90 0.61 

UB2 3.4 1.33 0.87 

UB3 2.96 1.42 0.65 

UB4 3.51 1.26 0.80 

UB5 2.95 1.29 0.82 

UB6 2.76 1.24 0.65 

表 4 各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平方根與潛在變項之間相關係數矩陣 

 PE EE SI FC HM PV H BI UB 

PE 0.93         

EE 0.71 0.91        

SI 0.55 0.52 0.91       

FC 0.73 0.83 0.61 0.84      

HM 0.71 0.76 0.59 0.78 0.93     

PV 0.60 0.58 0.62 0.65 0.66 0.89    

          H 0.59 0.59 0.65 0.65 0.67 0.65 0.89   

BI 0.68 0.69 0.60 0.73 0.80 0.66 0.83 0.92  

UB 0.36 0.44 0.37 0.45 0.38 0.32 0.50 0.51 0.78 

註：1. PE(績效期望)、EE(易用期望)、SI(社會影響)、FC(促進條件)、HM(享樂動機)、PV(價值衡量)、H(使用習慣)、BI(行為意

圖)、UB(使用行為)  

2.對角線粗體數值為各潛在變項之平均變異抽取量平方根  

3.非對角線數值為潛在變項之間相關係數 

在區別效度方面，若一個測量模型具有區別效度，其潛在變項間的關係程度必需小於潛在變項內的

關係程度，因此利用變項間的相關矩陣來加以檢定，Hair et al. (2006)建議準則為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

量之開根號值需大其他不同變項間的相關係數。觀察下表 4 發現本研究各變項對角線粗體數值為各潛在

變項之平均變異抽取量平方根，皆大於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值，顯示本研究各潛在變項為明顯不同，具

有良好的區別效度。經過上述信、效度之分析證實本研究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可以進一步進行假設考

驗與模式解釋力的推估。 

三、研究假說檢定 

接著進行結構模式的分析，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一種融合了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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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路徑分析的多元統計技術，是在已有的因果理論基礎上，用與之相應的線性方程系統表該因果理論的

一種統計分析技術，目的在於探索事物間因果關係並將這種關係用因果模式、路徑圖等表述(Kline, 1998)。

PLS 是目前可以提供 SEM 分析的一種軟體，結合主成份和多元迴歸分析的技術，可以同時檢驗測量模型，

以及各構面所組成之結構模型。 

本研究利用 Smart PLS 3 軟體進行結構模式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分析與檢定，由於 PLS 不提供路

徑係數之顯著性檢定的 p 值，因此以反覆抽樣法(bootstrap resampling method)，反覆抽取 500 樣本做為參

數計算與推論(Chin, 1998)，並以 R2 判斷研究模型的解釋能力，資料分析結果如圖 2、圖 3 所示，並將路

徑係數及假說檢驗結果彙整於表 5、表 6。  

行為意圖的 R²為 0.81、使用行為的 R²為 0.30，代表此一研究架構之外生變數對於內生變數解釋變異

量達一定標準。 

 

圖 2 不加入調節變數結構模式分析結果 

表 5 不加入調節變數路徑係數及假說檢驗結果 

假設 路徑 路徑係數 t 值 VIF 值 假說檢驗 

H1 PEBI 0.10  2.05  2.57 成立 

H2 EEBI 0.04  1.01  3.61 不成立 

H3 SIBI -0.04  1.24  2.07 不成立 

H4 FCBI 0.05  1.16  4.37 不成立 

H5 HMBI 0.32  5.78  3.43 成立 

H6 PVBI 0.02  0.76  2.26 不成立 

H7 HBI 0.52  12.00  2.35 成立 

H8 HUB 0.21  14.00  4.00 成立 

H9 FCUB 0.14  2.00  2.20 成立 

H10 BIUB 0.24  2.74  3.21 成立 

註：PE(績效期望)、EE(易用期望)、SI(社會影響)、FC(促進條件)、HM(享樂動機)、PV(價值衡量)、H(使用習慣)、BI(行為意圖)、

UB(使用行為) 

0.05 

0.32*** 

0.02 

0.10* 

0.52*** 

0.21** 

註：1. * : p<0.05; **: p<0.01；***: p<0.001。  2.實線表示顯著，虛線表示不顯著 

0.24** 

促進條件FC 

績效期望PE 易用期望EE 

使用行為UB 

R2=0.30 

社會影響SI 

享樂動機HM 

價值衡量PV 
使用習慣H 

0.04 -0.04 

0.14* 

行為意圖BI 

R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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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加入「性別」及「經驗」兩項干擾變數時結構模式分析結果 

由表6可知，假說H1、H5、H7、H8、H9、H10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國中生在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

腦的行為意圖會受到績效期望、享樂動機、使用習慣等要素正向地影響，而使用行為則受到促進條件、使

用習慣、行為意圖正向地影響。至於假說H2、3、4、6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易用期望、社會影響、促進條

件、價值衡量對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行為意圖沒有直接關係。而在共線性診斷方面，依據

Hair et al.（2006）建議，若VIF值大於10，則具有高度共線性問題，本研究的VIF值均在4以下，應可忽略

共線性的問題。 

表 6  加入「性別」及「經驗」兩項干擾變數路徑係數及假說檢驗結果 

假設 路徑 路徑係數 t 值 假說檢驗 

H1 PEBI 0.08 1.74 不成立 

H1a Gen*PEBI -0.05 1.24 不成立 

H2 EEBI 0.01 0.32 不成立 

H2a Gen*EEBI 0.04 1.01 不成立 

H2b Exp*EEBI 0.04 0.90 不成立 

H3 SIBI -0.02 0.76 不成立 

H3a Gen*SIBI 0.06 1.70 不成立 

H3b Exp*SIBI -0.07 1.83 不成立 

H4 FCBI 0.07 1.30 不成立 

H4a Gen*FCBI 0.03 0.70 不成立 

H4b Exp*FCBI 0.11 1.93 不成立 

H5 HMBI 0.33 5.90 成立 

H5a Gen*HMBI -0.07 1.49 不成立 

H5b Exp*HMBI -0.14 2.64 成立 

H6 PVBI 0.01 0.35 不成立 

(下頁續) 

0.06 

0.33*** 

0.01 

0.08 

0.52*** 

0.13 

註：1. * : p<0.05; **: p<0.01；***: p<0.001。  

2.粗實線表示干擾效果達顯著，干擾效果未畫出之部份表示干擾效果不顯著。  
3.藍色虛線表在未加入干擾變數時，該線段原達顯著效果。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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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為UB 

R2=0.44 

社會影響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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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路徑 路徑係數 t 值 假說檢驗 

H6a Gen*PVBI 0.00 0.05 不成立 

H7 HBI 0.52 11.24 成立 

H7a Gen*HBI 0.00 0.60 不成立 

H7b Exp*HBI 0.08 1.95 不成立 

H8 HUB 0.13 1.89 不成立 

H8a Gen*HUB 0.16 3.46 成立 

H8b Exp*HUB 0.02 0.51 不成立 

H9 FCUB 0.14 2.24 成立 

H9a Exp*FCUB 0.03 0.57 不成立 

H10 BIUB 0.24 2.85 成立 

H10a Exp*BIUB -0.03 0.66 不成立 

由表 6 可知，假說 H5、H7、H9、H10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國中生在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行為

意圖會受到享樂動機與使用習慣兩項要素正向地影響，而使用行為則受到促進條件與行為意圖正向地影

響。而在干擾效果方面，H5b 及 H8a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經驗對享樂動機及行為意圖間有顯著的干擾效

果，性別對使用習慣與使用行為間有顯著的干擾效果，為了進一步瞭解經驗對享樂動機與行為意圖及性

別對使用習慣與使用行為間的干擾效果，將透過繪圖來進行說明。 

先將經驗與享樂動機依平均數拆成「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組，計算四組在結果變項(行

為意圖)上的平均數，描繪出經驗對享樂動機與行為意圖之間的產生的干擾效果，結果如圖 4。根據圖 4，

在享樂動機高的情況下，使用經驗高的學生比使用經驗低的學生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有更高的行為意

圖；在享樂動機低的情況下，使用經驗高的學生也比使用經驗低的學生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有更高的

行為意圖，顯示高度使用經驗的學生，享樂動機對行為意圖有更強的影響。 

依據圖 4 相同的作法，圖 5 描繪出性別對使用習慣與使用行為之間的產生的干擾效果。從圖 5 可看

出在使用習慣高的情況下，國中女生(3.74)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高於國中男生(3.61)；在使用

習慣低的情況下，國中女生(2.61)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低於國中男生(2.94)，顯示國中女生會

隨著使用習慣的增加而比國中男生更加強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 

 

圖 4 經驗對享樂動機及行為意圖間的干擾效果分析 

享樂動機低 享樂動機高

使用經驗低 2.93 4.09

使用經驗高 3.09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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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性別對使用習慣及使用行為間的干擾效果分析 

伍、結果與建議 

在低頭族已成為常態的今日，手機與平板已成為普及而又慣用的工具與媒介。多數家長或師長也憂

心學童過度使用手機與平板電腦，所造成身心各方面的不良影響。本研究應用 UTAUT 2 模式為基礎，探

討績效期望、易用期望、社會影響、促進條件、享樂動機、價值衡量及使用習慣等構面針對國中生對於智

慧手機或平板電腦的使用意圖與使用行為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性別及經驗兩項變數對整體模型的干擾

效果。藉以瞭解影響使用者使用手機與平板的之因素，歸納分析結果並提出若干建議，供未來研究者從事

相關研究及相關單位進一步應用於教育與商業用途或作為規範學童使用科技產品之參考。 

一、研究結論 

首先，本研究結果顯示行為意圖、促進條件與使用習慣會影響使用行為，且具備一定程度的解釋力，

在加入性別及經驗兩項干擾變數後，明顯提昇了模型的解釋力，由原本的 30%大幅提升到 44%，同時也

降低了使用習慣的影響力，再進一步分析性別對使用習慣與使用行為之間的產生的干擾效果，發現國中

女生會隨著使用習慣的增加而比國中男生更加強對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 

其次績效期望、享樂動機與使用習慣會對行為意圖造成正向的顯著影響，且具備高度的解釋力(81.7%)，

在加入性別及經驗兩項干擾變數後，僅微幅提昇了模型的解釋力(82.3%)，同時也降低了績效期望對行為

意圖的影響力，而且經驗對享樂動機與行為意圖之間的產生的明顯的干擾效果，再進一步分析發現隨著

經驗的增加會增強享樂動機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力。 

研究結果雖與 Venkatesh et al. (2012)的研究相呼應，但易用期望、社會影響、促進條件、與價值衡量

等四個構面並未對行為意圖造成影響，甚至社會影響會對行為意圖的路徑係數是負值。推論其原因，(1)

在「易用期望」方面，可能是因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在設計開發時本就強調直覺性的操作介面，且現在的

國中生從國小三年級起就有接受資訊教育課程，至少經過四年以上的教育歷程，對資訊素養本來就有相

當水平，由表 3 可知問項 EE1-EE3 的平均數均在 4 以上，為所有問項中最高的三項，可見對國中生來說，

操作手機與平板是非常容易的事。(2)在「社會影響」方面，對國中生重要的人、對其行為有影響力的人，

非常有可能就是父母、師長與同學朋友，而學生可能將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運用在娛樂用途，師長可能會

以影響正常作息、課業、視力與健康等理由，不希望學生使用，因此造成社會影響對行為意圖影響並不顯

著，且路徑係數呈現負值的現象。此外，根據 Venkatesh et al. (2003)研究指出，當使用資訊科技是出於自

願的情況下，社會影響對於行為意圖不會有顯著的影響，而國中學生使用手機與平板多數出於自願，也可

能因為此緣故而造成社會影響對於行為意圖的影響呈現不顯著的結果。(3)在「促進條件」方面，在問項

FC1 手機平板的容易取用上，因學校有校規規範，在學校上課期間，除教師教學用途使用外，學生不得使

使用習慣低 使用習慣高

男 2.94 3.61

女 2.61 3.7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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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機與平板。至於在家中，有些家長也會規範學生手機與平板的使用，可能因此造成促進條件對行為意

圖影響不顯著。(4)在「價值衡量」方面，Venkatesh 等人在 UTAUT 2 加入價值衡量構面本是基於消費者

要自行負擔購買的成本，但國中生所使用的手機與平板多數為家長親友贈予，也有人用的是家人換下來

的舊手機或是搭門號優惠的平價手機。據瞭解，很多學生並不了解手機或平板的價格，其可能是造成價值

衡量對行為意圖影響不顯著的原因。 

在干擾效果的 16 項假說中，僅 H5b 與 H8a 兩項成立，此項結論與林清壽等人(2012)的結果大多相

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所根據建立假說文獻之施測對象多數為職場員工或是一般使用者，其年齡

層分佈較為廣泛。本研究樣本僅為在學階段的國中生，年齡差距相對較小。雖然本研究並未探討年齡這項

干擾變數，但有可能因相近年齡層研究樣本造成性別與經驗兩項干擾變數不顯著。再者，智慧手機與平板

電腦的普及至今約六年(國中生年齡 12-15)，在設定經驗變項組距時，可能差異過小，而造成干擾效果不

顯著。最後，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並非難以親近的科技新品，許多學生將其視為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這也可能是造成性別與經驗兩項干擾變數大多不顯著的原因。 

二、研究貢獻 

(一)學術方面 

探究使用者對於新科技產品或服務的接受與使用一直是許多研究者感興趣的議題，長期以來一直有

許多專家學者試圖運用各種關於科技接受的模式或理論來剖析使用者的行為意圖或使用行為，但各種理

論採用的觀點或角度各有不同，因此 UTAUT(Venkatesh et al., 2003)特地統整了八種主要科技接受理論的

各構面與干擾變數，並透過實證研究，以期建立一個更有效的模式來解釋使用者對新科技的接受與採用

模式，UTAUT 2 更進一步擴展 UTAUT 模式，使之更適用於一般消費者。 

本研究採用 UTAUT 2 模式，剖析影響國中生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使用意圖與使用行為之要素，

雖UTAUT 2經由實證研究證實是一種研究構面較完整、解釋力良好且適用於一般消費者的科技接受模式，

但 UTAUT 2 模式被提出尚不到三年，採用此模式進行的研究相對稀少，遑論是應用於解釋國中生對於科

技產品的使用意圖與行為，故本研究在學術方面的具體貢獻為：(1)證實 UTAUT 2 確實可以應用來驗證國

中生在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意圖與行為，且具有良好的模型解釋力。(2)研究顯示績效期望、促進

條件、享樂動機、使用習慣與行為意圖會對使用行為產生正向影響，且性別與經驗具有干擾效果，研究結

果可供未來研究者從事相關研究之參考。唯易用期望、社會影響、促進條件、與價值衡量等四個構面並未

對行為意圖造成影響；且在干擾因素方面，性別僅干擾了使用習慣對使用行為的影響，經驗僅干擾了享樂

動機對行為意圖的影響，未來從事相關研究時，可能需要針對這四個構面及干擾變項進行調整。(3)研究

結果發現國生持有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比率已達八成以上，對照歷年學者及相關單位所做的調查發現，

持有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二)實務方面 

首先，本研究發現：使用習慣是影響行為意圖最重要的因素，路徑係數高達 0.52；其對使用行為也有

顯著的影響，路徑係數為 0.20，且國中女生會隨著使用習慣的增加而比國中男生更加強對智慧手機與平

板電腦的使用行為。習慣是由經驗演變而來，未來無論要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教育或商業用途，都應該讓學

生因多次使用而養成習慣。例如增加誘因令使用者增加使用的次數或是以每天使用可以獲得獎勵的方式，

導致使用者因使用習慣的增加而提昇使用行為進而正向影響學生的使用意願與實際使用行為，若推出的

App 或服務主要客群是國中女生，更應該致力以提昇其使用習慣，以期收事半功倍之效。而製造銷售智慧

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業者可以進一步深入調查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加強消費者慣用的功能，以提升消費者

的購買意願。若從家長想規範子女使用手機與平板的角度來看，就要從避免子女對手機與平板的使用養

成習慣著手，也就是避免子女因使用經驗的增加而養成習慣，避免子女太小就接觸手機與平板，或避免子

女隨時隨地的使用手機與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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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享樂動機是影響行為意圖次要的因素，路徑係數也高達 0.30，而且使用經驗高的學生，享樂動

機對行為意圖有更顯著的影響。未來教育單位若能提出寓教於樂的 App，例如提供同儕競賽、闖關遊戲或

具有視聽娛樂效果的學習軟體，或廠商能提供讓學生感受使用上充滿樂趣的商業服務，使學生覺得使用

手機平板進行學習或其他商業服務是有樂趣的，再加強學生的使用經驗，兩項效果的影響力將能相輔相

成。而製造銷售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業者可以加強手機與平板在視聽娛樂上的功能，例如提升畫質與

音效或是上網的速度與功能，進而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若是家長想規範子女減少使用手機與平板，若

不能降低子女對使用手機與平板的樂趣，可能就要想辦法讓子女覺得進行其他的活動比起使用手機平板

更為有趣，例如培養子女其他的興趣如運動、音樂、閱讀等，或多增加親子活動如旅遊、聊天等，讓子女

覺得其他的活動也很有趣而減少手機平板的使用。 

另外，績效期望是影響行為意圖的第三個次要因素，其路徑係數為 0.10。如果能讓學生感受到利用手

機或平板進行學習或其他服務是對自己有幫助的，必能提高使用與購買的意願。而父母若想減少子女使

用手機與平板，就要反其道而行，想辦法降低手機與平板對生活上的助益，例如使用傳統鬧鐘、數位相機

等，不要用手機與平板取代這些功能。 

最後，促進條件雖然沒有對行為意圖造成影響，卻對實際使用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應該在學生使

用手機或平板時提供足夠的支援，例如客服、使用手冊等，以增進學生的使用行為。若想減少子女使用手

機與平板，可以規範子女使用上的便利性，例如限制使用或上網的時間與目的。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雖參考國內外學者之重要研究結果為研究架構，且過程力求謹慎客觀，唯樣本僅限於單一學

校的國中學生，其研究結果若要推論到其他學校或地區的國中生甚或是其他族群，證據稍嫌薄弱；其次，

本研究受限樣本年紀過於接近，無法探究原 UTAUT 2 模式中的年齡這項干擾變數；再者，本研究問卷是

在同一時間點以自陳式量表來施測，可能出現共同方法變異(CMV)的問題。雖然採用 Harman 單一因素測

試進行事後偵測來衡量問卷是否具有共同方法變異的現象，將所有題項以最大變異法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來檢測未旋轉的因素分析的結果，計抽取 4 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累積解釋變異量為 68.78%，第

一個因素的釋變異量為 50.11%，雖然超過 50%一些，大致而言樣本資料應該沒有嚴重的共同方法變異情

形。建議後續研究，在設計受測的資料時，量表可以採用多元的配對式量表，設計自評與他評的變項。除

了主要樣本的施測外，可加上受試者的同僚、長官進行問卷的填答。抑或在受測時間上將自變項與依變項

分開施測，用時間區隔的方式以降低 CMV 的情形發生。對於未來的研究方向建議如下：(1)研究樣本可以

擴大，例如擴及整個臺南地區、或是全臺灣地區，(2)研究的對象可以由國小到大學階段，(3)採用縱斷性

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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