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之 

基本特質與收視行為差異分析 

壹、 研究背景 

OTT 服務(over-the-top)，泛指內容或服務建構在基礎電信服務之上，而

不需要網路業者額外的支援。歐盟會員國電子通訊規管機關 BEREC 將 

OTT 服務定義為「透過網際網路向終端使用者提供的內容、服務或應用」。 

早期 OTT 服務特指音訊和影片內容的分發，後來逐漸包含了各種基於

網際網路的內容和服務，目前主要服務型態包括通訊服務、電子商務、雲端

服務、遊戲、搜尋引擎、社群媒體、網路多媒體內容、APP 應用服務及影

音串流服務。 

根據 Digital TV Research 資料顯示，全球 2015 年影音 OTT 服務產值為

260 億美元，不過因產業發展迅速超乎原有預期，Digital TV Research 預測

至 2020 年時產值可能提升到 511 億美元，成長幅度達 96.5%。目前美國

為全球 OTT 產業的領頭羊，預測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間仍有約 166 億美元

的成長空間，預估至 2020 年時產值將上升至 191 億美元；而從發展速度來

看，目前則以中國發展最為迅速，預估至 2020 年時產值將達 28 億美元，

晉升為全球影音 OTT 產業排名第四名的國家。 

亞太地區影音 OTT 產業，其產值預計在 2020 年時達到 101.9 億美元，

相 較於 2013 年產值 26.8 億美元成長 280%。目前根據 2014 年亞洲有線

及衛星廣播協會（CASBAA）與市場研究公司 SNL Kagan 所提供之報告顯

示，針對亞太地區各國國內電視及電信產業的市場規模、終端通訊設備與服

務的普及程度、電信基礎建設完善程度、管制環境的開放程度、產製內容的

國際性與多樣性、國內既有廣電業者的競爭力以及國民消費力等條件進行

評比後，認為亞太地區目前具備 OTT 產業發展潛力的前五名國家分別為

南 韓、日本、中國、澳洲以及台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4%BF%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8%81%94%E7%BD%91


貳、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 OTT 影音串流服務方面，該產業在全球及臺灣快速崛起，成為次世

代網路產業核心、數位經濟的重要來源。台灣本土 OTT 線上影視業者大致

可分為 1.)電信、ISP 與有線電視營運商、2.)內容頻道或電視台業者(如壹電

視、VIDOL 等)，以及 3.)新創 OTT 線上影視服務(如 CATCHPLAY、LITV

等)三大類別。2016 年包含 Line TV、Netflix、Daily Motion 與愛奇藝台灣站

等跨國 OTT 影視業者積極加入，促使台灣 OTT 影音串流服務產業競爭激

烈。 

台灣目前以免費觀看線上串流影音之使用者為多，付費觀看線上串流

影音之使用者較少，本調查欲分析付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在基本

特質及收視行為的差異，藉此更深入瞭解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的想法與行

為，並做為外界在研析線上串流影音產業之參考。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範圍：106 年匯流發展調查樣本 

二、 研究標的：付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 

三、 統計方法：百分比分析法、無母數統計之獨立性檢定法及 Jackknife 多

重比較檢定法1。 

四、 研究限制：本會「匯流發展調查」，係第一次執行，並無過往調查的歷

史資料可資比較，故本報告僅能就 2017 年度調查所得資料忠實呈現；

希冀來年「匯流發展調查」繼續執行後，所得資料可供趨勢比對。 

  

                                                      
1 請參考：顏月珠著，無母數統計方法，1992/02。 



肆、 資料分析 

一、 付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行為差異分析之命題架構 

 

二、 付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行為差異分析之命題來源 

(一) 區分「付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族群」 

Q27_請問您家中或個人目前有沒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例如愛

奇藝、Netflix、KKTV、ChocoTV)服務： 

 付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69 人 

 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281 人 

(二) 付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基本特質」比較 

(1) S3_請問您現在的婚姻狀況？ 



(2) S4_請問家中同住家人的月收入(稅前) 

(3) S5_請問您的居住狀況？ 

(4) S7_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5) S10_請問您的平均每個月所有的(稅前)收入差不多有多少？ 

(6) S11_請問您和家中同住家人的成員數(包含受訪者與兒童)？ 

(7) S12_您和家中同住家人的 16 歲以下成員數？ 

(三) 觀看視訊節目「最常使用的設備」 

Q8_請問您最常使用以下哪一種設備觀看視訊節目？ 

(四) 「家中電視機」所收看電視節目之系統 

Q9_請問您用家中電視機所收看電視節目之系統？ 

(五) 觀看「線上串流影音之行為」表現 

(1) Q25_請問您觀賞的原因是什麼？ 

(2) Q26_請問您平均每周觀看線上串流影音時間大約是幾小時？ 

(3) Q30_請問您最近 7 天內有使用下列哪些功能？ 

(六) 對「網路廣告」的態度與作為 

(1) Q58_以下哪一種說法最符合您對網路廣告的想法？ 

(2) Q59_您曾採取下列步驟，來避免看到網路廣告嗎？ 

(七) 停止訂閱「傳統收看節目系統」之意向 

(1) Q15_未來 12 個月內您是否會考慮停止訂閱有線電視服務？ 

(2) Q21_未來 12 個月內您是否會考慮停止訂閱有 MOD 服務？ 

  



三、 分析方法及結果 

本研究以「付費/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為自變數、「使用者基本特

質」、「最常使用觀看視訊節目之設備」、「家中電視機收看節目之系統」、「觀

看線上串流影音之行為」、「對網路廣告的態度與作為」及「停止訂閱傳統收

看節目系統之意向」為依變數，進行自變數與依變數的獨立性檢定，探討付

費與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之基本特質與收視行為是否具有差異。 

透過「使用者基本特質」7 項、「最常使用觀看視訊節目之設備」及「家

中電視機收看節目之系統」各 1 項、「觀看線上串流影音之行為」3 項、「對

網路廣告的態度與作為」及「停止訂閱傳統收看節目系統之意向」各 2 項進

行獨立性檢定，發現在 95%的信心水準之下，「付費/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

者」與「使用者基本特質」檢定結果有關者計有 4 項、「付費/免費線上串流

影音使用者」與「最常使用觀看視訊節目之設備」檢定結果有關、「付費/免

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與「觀看線上串流影音之行為」及「對網路廣告的

態度與作為」檢定結果有關係者各計有 1 項，茲將檢定結果臚列於下表，並

就各別項目進行比較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付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69 人)/ 

免費線上串流影音使用者(281 人) 

檢定結果 

有關 無關 

使用者基本特質 

1.請問您現在的婚姻狀況 V  

2.請問家中同住家人的月收入(稅前)  V 

3.請問您的居住狀況？  V 

4.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V  

5.請問您的平均每個月所有的(稅前)收

入差不多有多少？… 
V  

6.請問您和家中同住家人的成員數(包

含受訪者與兒童)？ 
V  

7.您和家中同住家人的 16 歲以下成員

數？ 
 V 



最常使用觀看視訊節目之設備 

請問您最常使用以下哪一種設備觀看

視訊節目？ 
V  

家中電視機收看節目之系統 

請問您用家中電視機所收看電視節目 

之系統？  V 

觀看線上串流影音之行為 

1.請問您觀賞的原因是什麼？  V 

2.請問您平均每周觀看線上串流影音

時間大約是幾小時？  V 

3.請問您最近 7 天內有使用下列哪些

功能？ V  

對網路廣告的態度與作為 

1.以下哪一種說法最符合您對網路廣

告的想法？  V 

2.您曾採取下列步驟，來避免看到網路

廣告嗎？ V  

停止訂閱傳統收看節目系統之意向 

1.未來 12 個月內您是否會考慮停止訂

閱有線電視服務？  V 

2.未來 12 個月內您是否會考慮停止訂

閱有 MOD 服務？  V 

 

  



(一) 婚姻狀況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請問您現在的

婚姻狀況？ 

未婚 42 63.4% 144 55.5% 

已婚 15 22.6% 108 41.7% 

同居 8 11.7% 1 0.6% 

已離婚/分居 0 0.0% 6 2.2% 

配偶去世 1 2.2% 0 0.0% 

總計 66 100.0% 259 100.0%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婚姻狀況達顯著差異，表示兩者可能有關。 

受測者中，婚姻狀況為未婚者，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

務的比例高於沒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分別為 63.4%及

55.5%；而婚姻狀況為已婚者，則是家中或個人沒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

服務的比例高於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分別為 41.7%及

22.6%。此外，未婚婚族群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

例差距為 7.9%，已婚族群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差距為

19.1%，顯示已婚族群在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方面差異性更為明

顯。 

再以婚姻狀況為同居或分居來看，同居者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

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高於沒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分別為

11.7%及 0.6%；分居者則是家中或個人沒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

比例高於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比例，分別為 2.2%及 0%。 



 

(二) 教育程度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請問您的教育

程度是？ 

自修 1 1.1% 0 0.0% 

小學 0 0.0% 3 1.1% 

國中或初中 4 6.3% 12 4.6% 

高中職 

（含五專前三年） 
17 25.9% 59 22.9% 

專科 6 8.6% 45 17.7% 

大學 25 37.3% 120 46.5% 

碩士以上 14 20.7% 19 7.2% 

總計 66 100.0% 257 100.0%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表示兩者可能有關。 

 

63.4%

22.6%

11.7%

0.0% 2.2%

55.5%

41.7%

0.6% 2.2%
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未婚 已婚 同居 已離婚/分居 配偶去世

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婚姻狀況

有 沒有



在教育程度方面，碩士以上、高中職，及國中或初中 3 學歷，家中或個

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均高於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比例；而大學及專科 2 學歷則是家中或個人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比例均高於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 

值得觀察是碩士以上學歷是各學歷中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方面差異性最為明顯的，差距為 13.5%；其次是大學學歷，差距為 9.2%；

與專科學歷相近，差距為 9.1%。 

 

(三) 個人平均每月稅前收入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請問您個人平

均每個月所有

的(稅前)收入

差不多有多

少？ 

無收入 7 11.9% 44 19.3% 

未滿 1 萬元 1 1.6% 5 2.0% 

1 萬-未滿 2 萬元 3 5.3% 24 10.4% 

2 萬-未滿 3 萬元 10 16.2% 38 16.4% 

3 萬-未滿 4 萬元 21 33.5% 66 28.8% 

4 萬-未滿 5 萬元 7 12.0% 26 11.2% 

5 萬-未滿 6 萬元 3 4.6% 7 2.9% 

6 萬-未滿 7 萬元 0 0.0% 10 4.4% 

7 萬-未滿 8 萬元 4 6.0% 2 1.0% 

8 萬-未滿 9 萬元 1 2.1%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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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請問您個人平

均每個月所有

的(稅前)收入

差不多有多

少？ 

9 萬-未滿 10 萬元 0 0.0% 3 1.2% 

10 萬-未滿 11 萬元 3 5.2% 0 0.0% 

14 萬-未滿 15 萬元 0 0.0% 1 0.4% 

16 萬-未滿 17 萬元 1 1.6% 0 0.0% 

20 萬-未滿 21 萬元 0 0.0% 2 0.7% 

總計 61 100.0% 228 100.0%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信心水準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

上串流影音服務與個人平均每月稅前收入有顯著差異，表示兩者可能有關。 

在進行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個人平均每月稅

前收入分析前，先對個人平均每月稅前收入進行 Jackknife 多重比較檢定，

檢定結果將個人平均每月稅前收入分成低稅前收入(未滿 3 萬元)、中稅前收

入(3 萬至未滿 6 萬元)，及高稅前收入(6 萬元以上)三個類別。 

個人平均每月稅前收入 -- Jackknife 多重比較檢定 

 

Test Conclusion： 

分類 低稅前收入 中稅前收入 高稅前收入 

稅前收入 未滿 3 萬元 3 萬至未滿 6萬元 6 萬元以上 

人數 131 129 30 

 



透過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個人平均每月稅前

收入進行分析，個人平均每月稅前收入屬中高者，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

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較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高，中稅前收入

(3 萬至未滿 6 萬元) 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為 50.0%，高稅前收入(6

萬元以上) 為 15.0%。 

 

(四) 家庭成員數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請問您和家中

同住家人的成

員數？（包含

受訪者本人與

兒童都算） 

1 人 7 9.8% 21 8.0% 

2 人 9 12.6% 30 11.9% 

3 人 5 6.8% 63 24.6% 

4 人 23 34.1% 87 34.1% 

5 人以上 25 36.7% 55 21.4% 

總計 68 100.0% 25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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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家中成員數有顯著差異，表示兩者可能有關。 

受測者中，家中成員數為 1 人、2 人及 5 人以上，均是家中或個人有訂

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高於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其

中又以家中成員數達 5 人以上者，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

務的狀況最為明顯，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為 36.7%，無訂閱付

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為 21.4%；而家中成員數為 3 人時，家中或個人無

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反而高於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分別為 24.6%及 6.8%。有此可推論，當家中成員數較少(1 至 2 人)或較多(5

人以上)，家中或個人較有可能會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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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觀看視訊節目所使用的設備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請問您最常使

用以下哪一種

設備觀看視訊

節目(包括任

何類型的節目

或影片)?(單

選) 

一般電視(非連網) 5 7.1% 49 18.7% 

可連網智慧型電視 2 3.2% 10 4.0% 

數位有線電視(機上盒) 8 11.0% 30 11.4% 

MOD 機上盒 6 8.9% 18 7.1% 

桌上型電腦 2 3.6% 31 12.0% 

筆記型電腦 5 7.8% 25 9.8% 

平板電腦 8 11.0% 15 5.8% 

智慧型手機 32 45.5% 81 31.0% 

串流多媒體播放器(如

AppleTV,Chromecast, 

AmazonFireTV 等) 

1 1.9% 1 0.4% 

總計 69 100.0% 260 100.0%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觀看視訊節目所使用的設備有顯著差異，表示兩者可

能有關。 

受測者在觀看視訊節目所使用的設備方面，無論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

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均以透過智慧型手機觀看視訊節目最多，分別為

45.5%及 31.0%；接著以觀看視訊節目所使用的第二順位設備來看，家中或

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係以數位有線電視及平板電腦(11.0%)

來觀看視訊節目為第二順位，而家中或個人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者則以一般電視(18.7%)為第二順位。 



此外，透過智慧型手機觀看視訊節目者，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

流影音服務比例高於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且明顯差距 14.5%；

以一般電視觀看視訊節目者，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則高於有

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差距為 11.6%；以桌上型電腦觀看視訊節

目者，亦是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則高於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

影音服務比例，差距為 8.4%；然而以平板電腦觀看視訊節目者，則是有訂

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高於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差

距為 5.2%。由上述可推論，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偏向

以可攜式設備來觀看視訊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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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觀看視訊節目所使用的設備



(六) 觀看串流影音所使用的功能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請問您最近

7 天內有使

用下列哪些

功能?(複選) 

重(隨)看電視節目服務

(例如公視+7) 
14 13.9% 29 11.5% 

額外計次付費的線上節

目或電影 
5 5.2% 5 2.1% 

包月的線上節目或影音

頻道 
22 21.3% 11 4.3% 

免費的電視節目或線上

影音頻道 
35 33.5% 172 67.6% 

多螢觀看(如使用手機或

平板等不同裝置觀看影

音內容) 

15 14.5% 17 6.6% 

跨螢續看(如使用手機接

續播放中斷於平板的影

音內容) 

3 2.8% 4 1.5% 

下載離線觀看 9 8.8% 16 6.4% 

總計   104 100.0% 255 100.0% 

 

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觀看線上串流影音所使用的功能有顯著差異，表示兩

者可能有關。 

家中或個人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觀看串流影音使用免費

電視節目或線上影音頻道比例最高為 67.6%，其次為重(隨)看電視節目服務

33.5%；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觀看串流影音同以使

用免費電視節目或線上影音頻道比例最高 33.5%，然使用包月線上節目或影

音頻道比例次之 21.3%。此外，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

比較會有多螢觀看的使用行為占 14.5%。 



 

(七) 避免看到網路廣告所採取的作為 

  
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免付費串流影音消費者 

個數 % 個數 % 

您曾採取下列

步驟，來避免

看到網路廣告

嗎？(複選) 

勾選不觀看或不允許傳

送該資訊 
30 39.1% 142 53.7% 

使用免費廣告過濾軟體 17 22.6% 39 14.6% 

使用付費廣告過濾軟體 4 4.8% 2 0.8% 

只觀看無廣告網站 7 9.1% 18 6.9% 

不會採取任何措施防止

網路廣告 
19 24.4% 63 23.7% 

其他 0 0.0% 1 0.3% 

總計 76 100.0% 2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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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獨立性檢定顯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與避免看到網路廣告所採取的作為有顯著差異，表示兩

者可能有關。 

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在避免看到網路廣告

所採取的作為皆以勾選不觀看或不允許傳送該資訊為主，分別為 39.1%及

53.7%；其次為不會採取任何措施防止網路廣告，分別為 24.4%及 23.7%；

接續為使用免費廣告過濾軟體，分別占 22.6%及 14.6%。若以避免看到網路

廣告所採取的作為之比例差距來看，以勾選不觀看或不允許傳送該資訊來

避免看到網路廣告，家中或個人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高於有

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而使用免費廣告過濾軟體，家中或個人有訂閱

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高於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較無訂閱付費

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傾向使用付費廣告過濾軟體來避免看到網路廣告，分

別占 4.8%及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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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的避免看到網路廣告的採取作為



伍、 綜合結論與展望 

一、 綜合結論 

本調查案所有受測者中，家中或個人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占

了 7 成，而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僅占 2 成，顯示我國家中或個人

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比例偏低，國人仍傾向使用免付費的線上串

流影音服務。 

對受訪者基本特質加以分析，其結果為婚姻狀況為未婚者，家中或個人

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可能性較高；教育程度在碩士以上者，家中或

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可能性較高；個人每月平均稅前收入在 3

萬元以上者，家中或個人較有可能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至於家庭成

員數為 5 人以上，家中或個人亦較有可能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寬頻網路的普及及國人普遍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情境下，在觀看視訊節

目方面多以智慧型手機來觀看，透過一般電視來觀看視訊節目的比例已顯

得相對較低。更值得注意的是，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

較傾向透過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可攜式裝置來觀看視訊節目。 

在觀看線上串流影音所使用的功能來看，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

上串流影音服務者均以免費電視節目或線上影音頻道的功能為最多人使用；

而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在包月線上節目或影音頻道

的功能使用排序第二，且較可能出現多螢觀看的行為。對於避免看到網路廣

告所採去的作為，家中或個人有無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均多採取

勾選不觀看或不允許傳送該資訊，及不會採取任何措施來防止看到網路廣

告；而家中或個人有訂閱付費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者除了上述兩種方式，亦有

較多人會使用免費廣告過濾軟體。由上述顯示，國人在線上串流影音服務方

面，仍多傾向使用免費觀看及免費使用的功能。 

 



二、 未來展望 

目前國人大多傾向觀看免費的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而「數位通訊傳播法」

仍為草案階段；但根據亞洲影視產業協會(the Asia Video Industry Association, 

AVIA，前身為 CASBAA) 2017 影音市場研究報告預估，未來五年台灣 OTT

付費用戶將跳躍性成長一倍，此外 2017 年底國內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平台業

者分別成立「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及「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

（NMEA）」，「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由 LiTV 及 KKTV 共同發起，集結

13 家線上串流影音服務平台業者，目的是導入支持正版及使用者付費的觀

念，進而能將金錢運用於內容產製端，形成正向的產業循環；「新媒體暨影

視音發展協會（NMEA）」則著重於發展在地原創內容，以優良的影劇吸引

觀眾及培養在地影視人才，並藉由協會成員間的跨界合作，扭轉台灣電視內

容多以引進國外影視為主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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