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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青族群對網路資訊態度分析 

綜合規劃處 107年 7月 

 

壹、 前言 

依據本會 106 年度通訊傳播產業匯流發展趨勢與調查委託研究之寬

頻使用調查結果，我國民眾利用網路從事的活動前三名依序為瀏覽網

頁/查詢(75.1%)、使用社群網路(60.7%)及看影音短片(50.1%)；而在社

群媒體網站或 App 所從事的活動，則主要是瀏覽他人分享文章動態

(63.8%)、在他人發布動態上按讚(63.1%)及發表自己的評論或動態

(41.7%)。可見一般大眾上網時，最常做的就是瀏覽或查詢檢視網頁的

各種資訊，以及使用社群網路或 App時的資訊互通或傳遞。 

 

國際數據資訊（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預計，全球資料

量將急速攀升，從 2013年(4.4ZB)至 2020年(44ZB)將成長 10倍的資

料量，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資料量是由個人所產生。值此網路資訊爆炸

的時代，民眾對網站或社群媒體所呈現的資訊內容，是抱持照單全收

還是適度懷疑的態度?又此態度是否因年齡而有所差異，是本報告探

討分析的重點所在。 

 

貳、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範圍：106年寬頻使用調查樣本 

二、 研究標的：分齡(老中青)族群對網路資訊態度 

三、 統計方法：無母數統計法之獨立性檢定及 Jackknife多重比較

檢定  

 

參、 資料分析： 

本會 106年寬頻使用調查之總樣本數為 1,131個，其中年齡部分計分

為 5群(16-24、25-34、35-44、45-54及 55歲以上)，本報告為探討分

析老中青族群對網路資訊態度，茲將年齡層區分(定義)為 16-34歲(青

年族群)、35-54歲(中年族群)及 55歲以上(老年族群)等 3個族群，各

族群樣本數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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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 16-34歲 (青年族群) 35-54歲 (中年族群) 55歲以上(老年族群) 

樣本數 341 423 367 

 

並就分齡(老中青)族群對網路資訊態度相關題項進行交叉分析及獨立

性檢定，如答項超過 10項再以 Jackknife多重比較檢定法，區分出分

齡族群之高度相關項目，俾進行檢視與比較。以下就各題項檢定結果

詳細說明(獨立性檢定結果摘要如下表)： 

 

老中青族群對網路資訊態度 

獨立性檢定結果 

年齡與該題

項可能有關 

年齡與該題

項可能無關 

一、對於使用網路有沒有顧慮? 

 
v  

二、您的顧慮是什麼? 

 
v  

三、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文章連結嗎? 

 
v  

四、曾尚未閱讀完全文即分享連結? 

 
 v 

五、傾向相信所讀到或看到的社群媒體發布

內容? 
v  

六、是否同意必須保護網路使用者不會看到

不適當或令人反感的內容? 
 v 

七、每當您在網路上找到資訊時，您曾透過那

些方式確認其真實性? 
v  

八、當您使用搜尋引擎尋找資訊，您對於搜尋

結果的描述，哪一個最接近您的意見? 
v  

 

一、 對於使用網路有沒有顧慮?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不同年齡族群對於使用

網路有無顧慮達顯著差異，表示「年齡」與「對於使用網路有沒有

顧慮」可能有關。本項調查數據顯示老、中年族群半數以上對於使



3 
 

用網路沒有顧慮，且以老年族群達 65.7%為最高，中年族群則為

55.9%；僅青年族群對使用網路有顧慮者(50.5%)占比約略高於沒有

顧慮者(49.5%)。 

 

 

 

 
 

二、 對於使用網路的顧慮是什麼? 

經獨立性檢定結果，在 95%的信心水準下，不同年齡族群對於使用

網路的顧慮因素達顯著差異，表示「年齡」與「對於使用網路的顧

慮是什麼」可能有關。惟顧慮因素多達 35項，於是再以 Jackknife多

重比較檢定法，區分出老中青族群之高度顧慮項目，俾進行檢視與

比較。由 Jackknife多重比較檢定顯示，中、青年族群高度顧慮前 5

大項目依序均為：1-個資外洩、2-詐騙、3-別人可取得我的個人資料、

4-病毒木馬程式或間諜程式軟體置入、5-受到病毒攻擊致使軟硬體

更新時的資料或檔案遺失；而老年族群高度顧慮前 5 大項目雖同於

中、青年族群，但 3-別人可取得我的個人資料，排序較後而為第 5

名。 

各年齡層族群間其他較明顯的差異在於：青年族群將網路隱私的一

般考量納為高度顧慮項目、中年族群將不適宜兒童觀看的內容納為

高度顧慮項目，而老年族群高度顧慮項目則少於青、中年族群，亦

未含上述 2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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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文章連結嗎?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不同年齡族群曾否在社

群媒體上分享文章連結達顯著差異，表示「年齡」與「曾在社群媒

體上分享文章連結嗎」可能有關。本項調查數據顯示青年族群有高

達近 9成比例，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文章連結，而相對老、中年族

群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文章連結者，均未達 7成，較諸青年族群少

了 22%左右。 

 

 

 

 
 

四、 曾尚未閱讀完全文即分享連結? 

各年齡層族群曾否尚未閱讀完全文即分享連結，經獨立性檢定結果，

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差異不顯著，表示「年齡」與「曾尚未閱讀

完全文即分享連結」可能無關，即無足夠證據顯示不同年齡層在尚

未閱讀完全文即分享連結間有重大差異。而由調查數據觀之，同意

(加總非常同意及還算同意)曾尚未閱讀完全文即分享連結，其占比

情形為青年族群(45.1%) =>中年族群(39.2%) =>老年族群(33.3%)，即

青年族群較多曾尚未閱讀完全文即分享連結，且依年齡遞增，同意

此陳述的占比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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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傾向相信所讀到或看到的社群媒體發布內容?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不同年齡族群於拜訪社

群媒體或 App 時，傾向相信所讀到或看到的同意程度達顯著差異，

表示「年齡」與「傾向相信所讀到或看到的社群媒體發布內容」可

能有關。由本項調查數據顯示，傾向相信所讀到或看到的社群媒體

發布內容，各年齡層同意(加總非常同意及還算同意)此陳述的比例

均高於不同意者，青年族群及老年族群各有約 60%比例持同意態度，

中年族群則有近 7成表示同意-傾向相信所讀到或看到的社群媒體或

App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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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是否同意必須保護網路使用者不會看到不適當或令人反感的

內容? 

各年齡層族群是否同意必須保護網路使用者不會看到不適當或令人

反感的內容，經獨立性檢定結果，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差異不顯

著，表示「年齡」與「是否同意必須保護網路使用者不會看到不適

當或令人反感的內容」可能無關，即無足夠證據顯示不同年齡層是

否同意必須保護網路使用者不會看到不適當或令人反感的內容有重

大差異。而由調查數據觀之，同意(加總非常同意及還算同意) 必須

保護網路使用者不會看到不適當或令人反感的內容，各年齡層族群

皆為一面倒的多數支持，其占比情形為青年族群(90.9%)、中年族群

(92.6%)、老年族群(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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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網路上找到資訊時，您曾透過哪些方式確認其真實性?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不同年齡族群在網路上

找到資訊時，曾透過哪些方式確認其真實性達顯著差異，表示「年

齡」與「在網路上找到資訊時曾透過哪些方式確認其真實性」可能

有關。本題項計有 9 個選項，謹就各年齡層勾選百分比最高者提出

比較：青年族群(27%)及中年族群(25%)在網路上找到資訊時，曾透

過「找其他網站的資訊比對」方式以確認資訊真實性；而老年族群

則以「不曾確認」占比最高(32.6%)。再檢視各年齡層「不曾確認」

之占比情形，則是與年齡呈正比，亦即年齡愈大者在網路上找到資

訊時，愈多「不曾確認」資訊真實性，其比例為老年族群(32.6%) =>

中年族群(16.6%) =>青年族群(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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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當您使用搜尋引擎尋找資訊，您對於搜尋結果的描述，哪一

個最接近您的意見?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不同年齡族群使用搜尋

引擎尋找資訊，對於搜尋結果的描述意見達顯著差異，表示「年齡」

與「對於搜尋結果的描述最接近您的意見」可能有關。對於搜尋所

得資訊，抱持適度懷疑態度，認為部分資訊正確部分不正確者，以

青年族群占比最高(73.1%)，並依年齡遞增占比遞減，中年族群

(60.8%)，老年族群僅 5成左右認為部分資訊正確部分不正確。相對

地，對於搜尋所得資訊，認為既然被列出，資訊應該是正確，以及

從未想過正不正確 2 選項之占比情形，與年齡呈正比，即年齡愈大

者對於搜尋所得資訊，較多認為既然被列出，資訊應該是正確，以

及從未想過正不正確之問題。該二選項加總百分比為老年族群

(49.4%) =>中年族群(39.3%) =>青年族群(26.9%)。 

 

 

 

 
 

肆、 結論 

一、 青年族群對網路資訊與安全較具敏銳度 

青年族群對使用網路有顧慮者超過 5成，而老、中年族群半數

以上對於使用網路沒有顧慮，且以老年族群的 65.7%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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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族群將網路隱私的一般考量納為高度顧慮項目，此於中、

老年族群均未納入。青年族群在網路上找到資訊時，較多透過

各種方式確認其真實性，且對搜尋所獲得資料多適度存疑。 

 

二、 中年育兒族將兒童保護議題列為使用網路高度顧慮因素 

中年族群將使用網路時，網路出現不適宜兒童觀看的內容納為

高度顧慮項目，此於青、老年族群均未納入考量。 

 

三、 青年族群更勤於在社群媒體分享與互動 

青年族群有高達近 9成比例，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文章連結，

而相對老、中年族群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文章連結者，均未達

7成。 

 

四、 民眾對社群媒體內容的信任度相對較高 

當臉書迎合我們喜好傳送內容，我們只看見與自己觀點相同的

文章，不感興趣的貼文逐漸減少，最終形成一個個過濾氣泡(或

稱同溫層)。調查顯示在拜訪社群媒體網站或 App時，傾向相

信所讀到或看到的內容，青年族群及老年族群各有約 60%比例

持同意態度，中年族群更有近 7成傾向相信所讀到或看到的社

群媒體或 App上的資訊，雖然臉書提供人們工具，分享新聞與

資訊，但值得警覺的是，比起確認新聞或資訊的真實性，人們

似乎更相信分享文章的朋友。 

 

五、 老年族群對網路資訊鑑別力似有待提升 

各年齡族群認為上網搜尋所得資訊既然被列出，資訊應該是正

確，以及從未想過正不正確之問題，二選項之加總占比情形，

與年齡呈正比，即年齡愈大者對於搜尋所得資訊，較多認為既

然被列出，資訊應該是正確，以及從未想過正不正確之問題。

二選項加總百分比為老年族群近 5 成 (49.4%) =>中年族群

(39.3%) =>青年族群(26.9%)。 

另針對不同年齡族群在網路上找到資訊時，曾透過哪些方式確

認其真實性比較，老年族群有 32.6%「不曾確認」，且占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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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年齡呈正比，即年齡愈大者在網路上找到資訊時，愈多「不

曾確認」資訊真實性，其比例為老年族群(32.6%) =>中年族群

(16.6%) =>青年族群(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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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獨立性檢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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