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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參與與社會包容: 過去與未來 

 

曾淑芬*、吳齊殷** 

 

摘要 

各類資通訊科技已然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並廣泛地被運用在經濟、

政治、教育、文化等社會各個層面，能否近用資通訊科技及具備應用這些科技的

能力，決定了人們在資訊社會中運用資源、參與社會運作及獲取優勢的機會。本

篇論文利用歷年行政院研考會執行的數位落差及數位機會調查之長期資料，探討

主題包括：從數位落差調查資料檢視我國縮減台灣數位落差之成效、分析個人社

經背景與數位融入行為之間的關連，並探討數位關懷計畫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 

數位落差的議題關注的是，個人會不會因為人口特質的不同及社會經濟地位的差

距而產生近用機會上的不平等。研考會的長期調查資料顯示，各不同社經背景群

體，近年來在資訊近用的程度上有逐漸提升的趨勢。但是社會中較高齡、低教育、

低收入等弱勢群體在上網機會與其他群體間卻依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距。在網

路使用行為上，民眾在各類資料搜尋、社群網站互動、電子商務及公民參與等資

訊融入行為近年呈現增長的情形，但個人社會經濟背景的不同卻也的確造成這些

數位融入及參與行為上的差距。當資訊近用變成經濟活動及各項社會參與的重要

工具、數位融入行為成了個人賦能取得社會資源的重要利器時，我們就必須積極

處理不同社會群體的數位機會的議題，提升弱勢者的數位參與機會，藉此縮減各

階層的社會不平等。從視覺化的對應分析結果得知，解決最弱勢群體的數位落差

問題，以及促進年輕資訊消費群體深化資訊使用及應用能力，是現階段提升數位

機會相當重要的課題。 

展望我國未來數位關懷發展的新趨勢，我們建議可以從三個面向切入：(一)從縮減

數位落差到均衡數位機會。捨棄「縮減數位落差政策」的社會「平等器」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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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採「發展數位機會政策」的個人「解放器」策略，方是推行「資訊社會」特有

之「數位關懷」政策的關鍵所在。(二)從網際網路社會到網絡公民社會。資訊社會

的發展悠關社會結構、社會秩序與社會行動者三者間關係重新洗牌與定位。網路

社會運作的管理，落在每個網路社會行動參與者身上。網路社會行動者，透過身

體力行，共構資訊社會中多元溝通的場域，透過如此的互動，台灣社會才有可能

走向資訊全面流通檢驗的公民社會。(三)從強調過程正義到注重後果公平。「數位

關懷」政策的落實，即在網際網路廣闊的世界裡，每位使用者都可以多元地、自

由地享受知識共享的果實，讓整體社會更貼近民主的公民社會本質。「網路公民社

會」的實踐，才是新一代「數位關懷」政策的終極關懷，此終極關懷不僅只是追

求「過程正義」，更講究「後果公平」的重要性。 

 

 

 

 

 

 

 

 

 

 

 

 

──────────── 

 *曾淑芬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與大數據數位匯流創新中心副教授 gssftseng@saturn.yzu.edu.tw 

**吳齊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sss1ciw@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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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機會公平政策的現況與未來 

 

須文蔚* 

 

摘  要 

台灣自 2002年通過「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方案」開始，迄今推動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以及創造公平數位機會的政策，歷時 12年，本文旨在分別檢視：強化資訊基礎建

設、增加民眾資訊近用、提昇民眾資訊素養以及多元資訊應用服務等層面上，政

策實施的成效、現況及其侷限。受限於城鄉差距、社經地位等社會條件不易拉近，

加上資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特別是行動通訊的發達，我國在數位機會公平政策成

效上，浮現了若干的限制，諸如電子化政府創新與普及力不足，多元資訊應用服

務的推廣有限。因此，本研究試著從：數位機會中心設置的模式的功能反思、因

應科技變遷的資訊課程規劃力待強化、強化資訊與公共政策參與的能力、健康資

訊管理能力待加強以及以遠距教學與「數位學伴」嘉惠偏鄉等角度，描述下一階

段數位機會公平政策尚待強化的方向。 

 

 

 

 

 

 

 

 

 

 

 

 

────────────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系教授‧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主任 wwhsiu@mail.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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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位機會調查看 

近 10年臺灣網路行為變遷及發展趨勢 

 

楊雅惠*、彭佳玲** 

 

摘 要 

本文以行政院研考會 10幾年來所累積的大規模民眾數位使用行為調查成果為基礎，

分析近 10 年來臺灣民眾網路行為的變遷狀況，以及群體間數位落差(機會)變化情

形，並以曲線估計之方法建立迴歸預測模型，預測未來臺灣民眾電腦使用率、上

網率、行動上網率、手機上網率的發展趨勢，以及重要數位應用的使用情形。除

此之外，本研究亦以數位近用指標的標準差作為不同群體間數位落差程度的衡量

指標，以評估縮減數位落差的成效及趨勢，並確認數位牆之所在。 

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各項數位近用率已高，且未來仍將平穩提升，預估 106 年寬

頻連網家戶數突破 720 萬戶、個人上網率接近八成一。交叉分析發現，我國家戶

縣市數位落差已不明顯，50-60歲數位牆已有破除跡象，從世代可看到最大個人數

位落差。此外，隨著上網載具、行動寬頻網路不斷推陳出新，我國行動上網率、

手機上網率也快速攀升，預估 106 年將有超過 1 千 6 百萬人手機上網，但行動網

路可能衍伸新的數位落差。 

 

關鍵字：數位落差、曲線估計、行動上網、數位牆。 

 

──────────── 

 *楊雅惠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 特聘研究員兼總經理 emma@statinc.com..tw 

**彭佳玲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研究員兼經理 carly@statin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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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客數位機會及其變遷之探討 

 

張維安*、彭佳玲** 

 

摘 要 

長時期以來，資訊社會中相關資訊的獲得與應用能力之相關議題，深受到政府與

學界的重視。資訊科技及其衍生的相關技術應用逐漸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由於並非人人生而平等，不同社會背景的人群或個人接觸資訊科技的機會不同，

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與技藝不同，數位落差或數位機會的議題，乃成為資訊社會

中的核心議題。本文以民國 94年至 102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所進行的數位機會（落

差）資料為基礎，探究臺灣不同族群於數位科技賦能、融入兩個層面的距離，尤

其是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為對象，分析其數位機會的賦能、融入兩個層面的議題。

除前言外，分成以下幾部分，1.討論族群與數位機會的問題意識，並說明以族群作

為分析單位的意義；2.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主要的依據是《102年個人/家戶數位

機會調查報告》；3.原住民與客家的族群身分與數位機會：分別從數位機會之賦能

與融入來分析；4.原住民與客家的族群區域與數位機會，討論原住民鄉鎮市區（山

地原住民、都市原住民）、客家鄉鎮市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或占 50％以上客家

人口的客家鄉鎮）的數位機會賦能與融入；5.最後兩節則是分別從原住民與客家的

族群身分、族群區域的角度分析數位機會之賦權、融入的變遷。 

關鍵字：資訊社會、數位機會、原住民、客家族群 

 

 

──────────── 

＊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wachang@nctu.edu.tw 

＊＊彭佳玲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研究員 carly@statin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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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高齡族群數位機會： 

台灣高齡人口上網行為與行動上網方式之分析 

 

黃東益*、曾憲立** 

 

摘要 

數位機會的內涵會隨資通訊科技進步而有所修正，近年因行動上網的普及，除了

改變民眾上網方式與習慣，也帶動部分高齡上網人口的增加，過去研究多著墨於

高齡上網人口的近用障礙與數位落差問題，較少討論 50~65歲的中高齡者以及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位機會的提供。我國逐漸邁入高齡社會，為了深化政府對高齡

社會與高齡人口在行動上網應用以及學習模式的建立，本研究以國發會 2013年「50

歲以上數位機會調查」資料為藍本，對網路使用與非網路使用民眾在「資訊近用

情形」、「行動上網經驗」、「網路學習誘因」、「近用障礙」以及人口變項等項目加

以分析，結果發現：高齡上網人口最常上網的原因為獲取生活相關資訊，例如新

聞與氣象；使用動機受到「工作需要」和「跟上時代/好奇」影響；行動上網方面，

較可能造成差異的影響的人口變項為年齡與學歷。和 65歲以上人口相較，除健康

因素外，中高齡者有較佳的科技接受度、較高的學歷，因而影響上網與網路學習

意願。對於非網路使用者而言，提供家庭凝聚的誘因及適當的上網協助，是未來

數位機會中重要的課題。 

 
關鍵字：數位機會、行動上網、老年人口 

 

 

──────────── 

 *黃東益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政大公行系教授 tyhuang@nccu.edu.tw 

**曾憲立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博士 nova1219@gmail.com 

mailto:nova1219@gmail.com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網際網路與友誼網絡：取代、擴大、或強化 

 

陶振超* 

 

摘要 

網際網路的出現影響了友誼網絡。有三種不同論點：取代論主張網路上認識的新

朋友，會取代真實世界的既存朋友；擴大論主張網路上認識的新朋友，會使人們

有更多朋友；強化論主張網際網路影響的是朋友間的品質、不是數量，使得人們

的親密朋友更多。本文以 2012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全台代表性樣本進行分析，發

現網際網路並沒有減少與既存朋友的互動，反而是擴大，使得朋友間的品質提升、

親密朋友增加。強化論獲得支持。 

 

關鍵詞：社交媒體，交朋友，網絡規模，網絡異質性 

 

 

 

 

 

 

 

 

──────────── 

＊陶振超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taoc@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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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癮」了嗎？網路成癮的世代差異＃ 

郭良文*、諸葛俊**、劉念夏***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灣民眾的網路成癮比例，以及民眾的網路成癮程度是否會因

為其成長在不同世代而呈現差異。本研究使用行政院研考會（國發會）所主持的

「102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資料庫發現，台灣 12歲以上民眾約有七成六係

屬於經常有上網的網路族群；這些網路族群中又有五成八比例完全不會因為無法

上網而感到憂慮，三成七係一周之內如果無法上網就會感到憂慮，另有百分之四

係一周以上無法上網才會感到憂慮。 

另外，如果根據學者 Prensky (2001)的概念分類，將 40歲以下的網路族定義為「數

位原生」世代，40 歲以上定義為「數位移民」世代，則網路原生世代的網路成癮

程度顯然高於網路移民世代；即使在考量了網路族的人口背景對於網路成癮的可

能影響後，此種網路成癮的世代差異現象，仍然相當明顯。 

研究結果也發現，資訊素養（在本研究中係指涉電腦網路設備的擁有與近用）程

度愈高的網路族，其網路成癮的程度也愈高。然而，不同年齡層在網路成癮的世

代差異，並不會因為網路族本身所具備的資訊素養高低而有所不同，兩者之間並

無顯著的交互作用。總而言之，本研究發現，不管是在「高度」資訊素養或「中/

低度」資訊素養族群，「數位原生」世代的網路成癮程度都會比「數位移民」世代

要來的嚴重，即使是加入受訪者人口背景變項的影響後，「數位原生」世代比「數

位移民」世代「更會上癮」的此一差異關係模式，大致上未有太大改變。 

關鍵詞：網路成癮、世代差異、數位原生、數位移民、資訊素養 

                                                      
＃本研究感謝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以及典通股份有限公司慨允提供「102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

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惟本研究所採用之觀點、結論，以及任何疏漏之處，皆由作者自負文責，

與資料提供機構無關。 

*郭良文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lwkuo@mail.nctu.edu.tw 

**諸葛俊 玄奘大學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richerck67@hcu.edu.tw 

***劉念夏 玄奘大學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副教授 simonfair@hcu.edu.tw 

mailto:lwkuo@mail.nctu.edu.tw
mailto:richerck67@hcu.edu.tw
mailto:simonfair@h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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