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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陸生赴台就學，不僅面臨著其他外籍學生在環境、飲食、生活上的阻礙，

在兩岸相對特殊與敏感的政治環境下，兩岸社會制度的巨大分野，使身處其中

的陸生受到相當的衝擊，而社交媒體的使用在提供社會支持，幫助跨文化適應

上起到很大作用。	
本文以來台攻讀學位的大陸籍學生為研究對象，使用問卷調查法，發放

278 份問卷，從跨文化適應的角度，分析陸生微信、Facebook 使用與感知社會

支持、跨文化適應的關係。	

研究發現，陸生社交媒體使用與感知社會支持部分呈正相關，陸生感知社

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陸生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部分呈正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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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mainland students went to Taiwan to study, they not only faced difficulties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diet and daily life like any other foreign student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relatively special and sensitiv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mainland students also suffered a considerable Culture Shock 

caused by the huge separat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on both sides of the Staits. In this 

case,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plays a big role in providing social support and helping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n this paper, mainland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for a degree from Taiwan a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Using questionnaire methods, such 278 questionnaires 

are issu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WeChat and Facebook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art use of mainland social medi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ainland studen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he part use of mainland 

social medi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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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兩岸有著相似的文化傳統、相近的地理位置，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但從 17

世紀以來，台灣除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外，還因殖民因素受到了荷蘭、西班

牙、日本等其他文化的影響，而後，又受到當代歐美文化的影響。1949 年，兩

岸由於政治因素走上不同道路，台灣與大陸在意識型態、政治制度上產生了巨

大差異，持完全對立狀態。直至 1987 年，兩岸才重新開啟溝通對話的新時代，

從經濟、貿易交流，再到文化、政治層面的溝通，兩岸關係進入頻繁往來的階

段。	

高等教育交流領域則從 1987 年 11 月，台灣開放大陸傑出人士、海外學人

及留學生訪台開始。1991 年，兩岸教育交流政策規劃正式列入政府公共政策的

議程（吳榮鎮，2008），1992 年，公布《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兩岸高等教育雙向互動之門正式開啟，兩岸學者互動頻繁，包含教師交

換、互辦研討會、共同出版學術刊物、簽訂姊妹校合約等（張寶蓉，潘兆民，

2016）。1993	 年，台灣進一步開放大陸當地的專業人士和學生，以文化教育交

流的目的來臺訪問，人數超過數萬人。（University World News, 2011；周祝

瑛，2013）。	 	

1997	 年，在時任教育部部長吳京的大力推動下，台灣教育部正式公佈《大

陸學歷採認與核檢辦法》，計劃承認	 73	 所大陸高校學歷。然而，此項政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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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朝野的不斷爭議，也促使吳京下台。隨即，時任領導人的李登輝開始對大

陸轉而採取「戒急用忍」政策，陸生就學及大陸學歷採認政策被全面隨即擱置

（劉暉，湯曉蒙，2011）。此後，在民進黨執政的 8 年內，兩岸互信陷入危

機，陳水扁擔任領導人時，曾多次公開宣稱不開放台灣高校赴大陸招生，不承

認大陸高校學歷，陸生就學政策一度擱置（黃亞楠，2016）。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表示希望擴大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並實

現交流與合作正常化，表明國民黨當局對大陸的高等教育政策正逐漸朝鬆綁、

開放的方向推進（黃豔平，2011）。同年，馬英九上台執政後，馬政府針對開

放陸生來台就學籌組跨部會專案小組，擬定執行政策及相關措施。隨後，陸委

會將陸生就學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審查（黃亞楠，2016）。	 	

然而，此項政策再次引發台灣社會爭議。贊同方主要論點為「陸生來台就

學」可以增加台灣教育的競爭力以及國際化，除了吸引人才亦可增加教育商機

和彌補生源等效益；反對方則主要秉持著反對台灣內部資源的稀釋的論述，認

為陸生來台會使國內資源被瓜分，包括了受教權、工作權等，其中當然也存在

著國家安全層面的考量，故反對之（宋家瑋，2013）。	 	

教育部在綜合各方討論後，再出台「三限六不」政策。所謂「三限六不」

為:「限制採認的高等學校、	 限制來台陸生數量、限制醫事學歷採認、不加分

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校期間工作、不會有

在台就業問題、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劉慶中、林立生、羅栩淳，

2011）。「三限六不」的推出針對採認對岸之學校學歷、數量和名額做出限

制，以及入學後之工作和經濟相關問題作出規範，欲消弭對於「陸生來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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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反對聲浪。但此時另一波爭議再起，此階段之討論主軸從確立「三限六

不」原則轉向為「三限六不」是否應列入「陸生三法」。	

朝野雙方對於衝突過程中所產生的表決結果各說各話，最後在進行近兩個

月的談判及協調後，「陸生三法」	 於6月通過初審，最終結果為「一限一不一

國安」入法，也就是以下三點:「限制陸生不得報考國安機密相關系所、沒有中

華民國國籍不得參加國家考試，也不承認大陸醫事學歷」（劉慶中、林立生、

羅栩淳，2011）。「陸生三法」於2010年8月19日通過立院三讀，自此確立「陸

生來台就學」之法源，依「陸生三法」之規定制定出「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

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並於2011年1月6日發布並實施之，6月，首度招收大陸學

生來台就讀。	

因應台灣所提出的「三限六不」政策，大陸方面也推出如下限制，陸生來

臺就學限戶籍設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 6 省市，2013 年 3 月

再增加遼寧、湖北兩省（周欣怡，2015）。2013	 年	 3	 月，台灣雖然繼續維持

「三限六不」，但也開始鬆綁相關措施，擴大認可大陸「211	 工程」為主的	

111	 所祖國大陸高等院校學歷，並開放二技生赴臺就學（陳盛賢，林思騏，

2018）	

2011年，928位陸生來台就讀，被稱為「陸生元年」。根據陸生聯招會統

計，第一年核定招收	 2141	 名陸生來臺就讀，不過報名僅有	 1905	 人，錄取	

1265	 人，最後實際註冊僅剩	 928	 人，各學制（含博士班、碩士班及學士班）

的註冊人數比例皆不到50％（周欣怡，2015）。此後，隨著招生宣傳的推廣，

各項機制、因應措施的不斷完善以及兩岸關係的改善，赴台陸生不斷增加，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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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青年學子交流頻繁，開放陸生赴台的第八年之際，學位生已達9006人（教育

部統計處，2018）。	

八年中，2016 年卻成了兩岸青年交流的轉折點。2016 年，台灣經歷第三次

政黨輪替，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後，兩岸教育交流局勢也悄悄起了變化，整體

來看，陸生來台人數由盛轉衰。蔡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局勢緊張，	

大陸在開放陸生來台就讀學位上加以限制，2017 年，大陸對半砍陸生來台名額

（陳盛賢，林思騏，2018），從 2136 人減為 1000 人後，隨著兩岸關係的惡

化，2018 年，陸生赴台學士班名額再打八折，只剩 800 人（陸聯會，2018）。

2019 年，學士班陸生註冊人數僅 732 人，創下了歷史最低（陸聯會，2019）。

2020 年，大陸教育部發布消息，暫停 2020 年大陸各地各學歷層級畢業生赴台升

學（教育部，2020）。	

陸生來台就學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僅入學條件，陸生就受到了大陸與

台灣的雙限制。隨著兩岸關係的不斷改變，「三限六不」的限制，台灣社會對

大陸的反彈氛圍漸長，大陸方面也持續反應其對臺灣的不滿，並同樣以管制相

關政策來回應，雙方夾擊下，在台陸生在醫療、學習等方面受到諸多限制，影

響了陸生在台灣的適應狀況。	

雖然台灣和大陸文化同處一源，但兩岸分隔百餘年的歷史事實決定了兩岸

在文化觀念上或多或少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陸生不僅面臨著其他外籍學生在環

境、飲食、生活上的阻礙，在兩岸相對特殊與敏感的政治環境下，兩岸社會制

度的巨大分野，使身處其中的陸生受到相當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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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來台後，如何盡快融入當地生活，處理好人際關係，進行良好的社會

適應，達成學習和生活上的平衡，是每個陸生來台後都要面臨的課題。隨著兩

岸學子的頻繁交流，在台陸生的人際關係、學業壓力等適應情況成為值得探討

的議題。	

隨著新傳播科技的發展，社交媒體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們將自己的生活充分的和社交媒體融合在一起。社交媒體被認為是一個有用

的文化適應工具（Mao,	2015），社交媒體的使用在加速留學生的適應上起到了

關鍵作用。Facebook、Instagram、Line是台灣訪問人數較多的社群平台（創市

際，2019），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國家禁止訪問，例如中國大陸、伊朗、朝鮮

等。因此，大多數陸生在來台灣之前並沒有Facebook等軟體的賬號。雖然這些

軟體在中國大陸被禁止使用，其他社交平台也有類似的功能，例如微信、微博

等。雖然台灣與大陸的主流社交媒體有很多類似的功能，但這兩個社交媒體在

社交和文化上完全不同。為了兼顧台灣和大陸不同的資訊獲取及社交、娛樂等

需求，很多陸生不得不在兩岸社交媒體平台上來回切換和穿梭。	

鑒於以上所提及的社交媒體對留學生文化適應的好處及兩岸社交媒體文化

上的不同，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陸生社交媒體的使用將影響到他們如何融

入到台灣的學習生活。因此，了解陸生來台之後，社群媒體的使用如何對跨文

化適應產生影響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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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在適應新文化的過程中，個體需要獲得各種資源來應對自己所遭遇的挫折

及跨文化適應壓力。大型和多樣化的社交網路是增加留學生適應能力的理想選

擇（Yin,	2013）。留學生可以使用社交媒體與家鄉的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繫，也

可以與東道國的新朋友溝通，維護現有關係和發展新關係，也可以用來獲取資

訊，幫助外籍學生更快熟悉新環境（Ellison, Steinfield, Lampe, 2007）。	

社交媒體的使用不僅可以使得人們能使用一種全新的方式進行人際交往，

還可以獲得家人、朋友的支持。過去研究表示，社會支持在跨文化適應中起著

重要作用（Adelman, 1988）。	

過去跨文化適應的研究強調了旅居者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如，與東道國和

本國國民的互動、社會連結對旅居者能否成功適應的重要性（Sherry, Thomas, 

& Chui, 2010; Hendrickson, Rosen & Aune, 2011; Smith & Khawaja, 2011, 

Bierwiaczonek & Waldzus,	2016；黃葳威，2008）。近年來，社交媒體的運用也

引起了關注，研究主要關注社交媒體對旅居者適應過程（Rui & Wang, 2015）、

適應壓力（e.g. Park, Song, & Lee, 2014; Ye, 2006）及心理幸福感（e.g. Pang, 

2018）的影響，同時，一些學者也研究了現有跨文化理論模型是否可運用於留

學生和外籍人士（Bierwiaczonek & Waldzus, 2017; Smith & Khawaja, 2011) 。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加速了社會支持的傳遞（張惠蓉，何玫樺，黃倩茹，2008）。過去的研

究也指出，使用	 Facebook	 能夠提供使用者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又能起到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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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的作用（Nabi, Prestin, & So, 2013）。學者在研究過渡期時人們如何應對壓

力時發現，從親朋好友中獲得的社會支持是緩解壓力的一項有利因素（Cobb,	

1976;	Cohen	&	Wills,	1985）。壓力緩衝作用模型認為，社會支持可以緩衝壓力

事件對個體身心狀況的消極影響，保持與提高個體的身心健康水平，降低壓力

（張敏生，2008）。因此，社會支持也對跨文化適應壓力起著減弱的作用

（Han,	Kim,	Lee,	Pistulka,	&	Kim,	2007）。 

爬梳以往的研究發現，關於留學生社會支持與社交媒體使用的研究只有一

篇（Park & Noh, 2018），社會支持在陸生的社交媒體的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壓力

中起的作用尚未被檢驗。陸生在兩岸社交媒體平台上來回穿梭，由於兩岸社交

媒體不同的文化背景，所獲取的社會支持也不同。本研究的目的為檢驗陸生的

台灣和大陸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支持及跨文化適應三者的關係，和之前的研究

相比，本研究區分了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了解其如何影響跨文化適應壓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為以下問題找出答案：	

一、大陸與台灣的社交媒體使用分別與陸生的感知社會支持關係為何？	

二、大陸與台灣的感知社會支持與陸生的跨文化適應關係為何？	

三、大陸與台灣的社交媒體使用分別與陸生的跨文化適應關係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解釋 

本研究選定赴台攻讀學位的陸生（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為研究對象，

為考量受試者樣本取得及執行的方便性，故採用便利及滾雪球抽樣的方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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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灣陸生進行網路問卷發放。根據《2018台灣網路報告》（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2019）和《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19），facebook、微信為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故本

研究聚焦於這兩個平台。本研究使用的重要名詞界定與說明如下：	

陸生：指 2011 年以來，赴台攻讀學位之大陸學生，包含二年制、四年制學

士班、碩士班、博士班，這些學生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籍貫設於北京、

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及遼寧 8 省市，本研究所指陸生不包含

短期研習、交流的大陸學生。	

跨文化適應：本研究採用Berry（1970）所提出定義，跨文化適應指的是在

跨文化環境中，人們面臨著一系列生活事件的變化會產生心理上的反應，通常

這種反應伴隨著焦慮、沮喪、抑鬱。	

感知社會支持：感知社會支持包含情感、認知、以及實際可用的社會資

源，強調個人認為在社群網絡中所擁有以及可使用的社會資源（林日璇，

2017）。 

社交媒體：Kaplan & Haenlein將社群媒體定義為「透過	 Web	2.0	 觀念與技

術所形成的相關網路基礎應用，以提供	 UGC	 性質的內容進行創作與交換」。

透過此一定義，可以說明社群媒體是由一群網路使用者，透過	 Web	2.0	 相關網

路應用技術，所形成以興趣、創意性質內容為主的網路媒體平台（施伯燁，

2014），如Facebook、Instagram、微信、微博等。	 	

臉書：臉書是源於美國的社交網絡服務及社會化媒體網站，用戶註冊後，

可將其他使用者加為好友，除了展示個人姓名、學歷、興趣、動態等，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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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文字訊息、圖片、影片、文檔、貼圖給其他用戶（維基百科，2019），自

動獲取好友狀態，還可通過評論、讚等與好友互動。根據創市際（2018）調查

顯示，臉書為台灣訪客人數最多的社交媒體，每月擁有 1900 萬的活躍用戶數，

其中由以 15-24 歲使用率最高。所以，臉書為台灣學生族群使用率最高的社交

媒體，故本研究選取臉書為台灣社交媒體平台代表。	

微信：微信是中國大陸互聯網公司騰訊於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的即時通

訊軟體，使用者可以透過用戶端與好友分享文字、圖片以及貼圖，並支援分組

聊天和語音、視訊對講功能、廣播（一對多）訊息、相片/視訊共用、位置共

用、訊息交流聯絡、微信支付、遊戲等服務，用戶可拍攝相片和增加裝飾藝術

濾鏡、字幕，傳送到個人相片日誌，並行送至「朋友圈」，微信中還有訂閱

號、服務號、企業號等功能，可以供用戶訂閱他們喜歡的官方帳號，也提供了

一個良好的自媒體平台，每個人都可以申請個人訂閱號發布個人的文章等（維

基百科，2019）。根據第 43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

網絡信息中心，2019），微信是中國大陸民眾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月活躍數

達 10.8 億，滲透率達 97%（2018 微信數據報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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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跨文化適應 

一、跨文化適應定義、研究對象、理論模型 

跨文化適應的研究始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美國人類學家Redfield、Ralf	

Linton和Melville Herskovists最早提出了跨文化適應的概念，他們對此的定義

是：「文化適應指的是兩種不同文化的群體在接觸的過程中所導致的文化模式

的變化」（Redfied, Linton, Herskovits, 1936; Berry, 2005），根據這一定義，跨

文化適應強調的是一種變化，如今，學者們經常引用的定義來自於Kim

（1988）提出的：「隨著時間變化的一種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個體完成了在

一種文化中的社會化進程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陌生文化中，並不斷地、持續

地、直接接觸這種文化。」根據這一定義，跨文化適應主要著眼於變化，更準

確的說是一種過程，並且個體與新文化的接觸是主要的刺激。換句話說，個體

在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一邊形成東道國在價值觀、準則與行為方面的意識，一

邊保持著本族文化，並在這兩者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社會認同。Berry（2001）

指出，跨文化適應是「個體在與來自其他文化的個體或群體接觸、互動時，在

態度和行為層面所採用的社會互動與溝通（包括溝通能力與溝通舒適度）風

格。兩岸在地緣、文化上雖然同根同源，但由於兩岸不同軌道的發展，陸生來

到台灣後，仍受到了新環境的刺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76
11 

研究跨文化適應的學者認為該領域的研究對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長期

居留在某個社會文化中的非本文化群體中的個體，如移民和難民，他們長期居

住。另一類則是短期居留在某一個社會文化中的非本文化群體中的個體，被稱

之為「旅居者」（sojourner）。旅居者包括：商業人士、留學生、外交人員等

（陳慧，車宏生，朱敏，2003）。留學生雖然是一個群體，但是在跨文化適應

的研究領域中，沒有兩個個體的跨文化適應經驗是相同的，學者們往往會把性

別、年齡、東道國語言能力、居留時間、性格等人口因素納入考察個體差異

（Berry,	1997）。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赴台攻讀學位的大陸學生（簡稱陸生），目前對於來

台陸生適應性議議題的研究，往往有以下幾個研究取向：一部分研究者從教育

政策制定和教育落實評鑑的視角出發（韓宜娟。2011；徐子惁，2014；林家

伶，2014；宋思緯，2015），針對陸生來台留學動機、在台學習生活適應、以

及陸生就學政策效果等方面展開論述和分析，研究發現，因天氣、飲食不同的

而產生的不適陸生大多能克服，但由於政策和意識形態差異而產生的落差，兩

岸人民對彼此的刻板印象常導致陸生產生負面情緒。另一部分研究者則從跨文

化傳播的取向出發，關注陸生在文化適應歷程中所產生的心理變化，考察陸生

自我和群體認同歷經的轉變和群體歸屬問題（黃亞楠，2016）。	 胡紹嘉

（2011）認為，陸生的跨文化適應與認同歷程，依時序先後包括來台前夕、抵

台初期、「失諧和再確認」期、在台期間、與離台返國前五個階段。林顯明、

宋宥賢（2015）指出，大多數受訪陸生皆表示生活適應情形良好，基本上與中

國大陸的大學生活沒有太大的差別；另一方面，陸生認為陸生群體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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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來自不同省份、生長背景與家庭環境，那樣的差異還比陸生與台生的

差異要來得大。張寶蓉（2014）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指出：多數陸生認為兩岸

學校教育、文化差異較大、對台灣經濟生活的適應度高於預期、肯定台灣以社

會管理為基礎的軟實力，但兩岸的差異和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們的社會適

應造成了負面影響，比如：陸生對台灣的政治定位及其「國家認同」呈現多元

化；陸生心理上存在不安全感和自我保護意識。在社交媒體使用方面，徐宥嫻

（2015）指出，多數的文化衝擊，陸生都能透過自我調適或尋求人際管道、大

眾媒體調節自我，融入台灣社會，臉書對於陸生初入跨文化社會時，提供了一

個方便觀察與認識台灣的管道。黃亞楠（2016）指出，社交媒體能夠幫助與主

文化群體聯絡，了解主文化，但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特別是涉及到意識形態分

歧、文化價值差異的溝通，社交媒體是促進溝通和交流的工具，但未達到真正

的跨文化溝通效果。	 	

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學者們建立了跨文化適應的模型來分析和研究跨

文化傳播中的現象。在學界存在兩種較為典型的模型，一種是單維度跨文化適

應模型，另一種是雙維度跨文化適應模型，又被稱為跨文化適應策略。	

1921 年，帕克和米勒提出單維度模型描述跨文化適應的過程。1964 年，

Gordon 發展了這一理論模型（祝婕，2014）。在單維度跨文化適應模型中，本

族文化身份和東道國文化身份被視為一個連續統一體，即本族文化與東道國文

化處於兩個極點，基於這一單向的線性關係，在該模型中，文化適應中的個體

與東道國文化融入程度越高時，與本族文化的聯繫必然減少。因此，這一模型

主張個體在文化適應中的理想狀態是不斷縮小與當地居民的差異的同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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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脫離自己原有的文化屬性，最終達到完全的同化。著名的 U 型曲線、W 型曲

線、文化休克都是單維度文化適應模型的代表（王遜，2014）。但該模型的缺

點也十分明顯，姑且不去討論完全的同化是否為跨文化適應的理想狀態，其最

大的問題是忽略了文化適應中的個體與東道國主流社會之間的互動，僅僅強調

了東道國對個體單方面的影響，把東道國文化身份與本族文化身份的關係視為

單向的線性關係（祝婕，2014）。	

Berry（1997）認為，接受東道國文化並不代表要損失個人的本族文化身

份，相反，個人可以同時對本族與東道國文化產生認同，文化適應中的個體會

被母文化和東道國文化共同拉扯。具體而言，Berry（1991）認為，在跨文化適

應過程中，大部分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兩件事情：決定是否要保留自己

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徵，決定是否要建立和保持與東道國文化的社會主流

成員的良好關係。據此，Berry（1991）提出了雙維度的跨文化適應模型，雙維

度指的是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個體保留自己本族群的文化信仰和習俗的傾向度

（Cultural Maintenance），以及是否與新環境的其他群體建立關係的傾向度

（Host Country Participation）。從這兩個維度出發，Berry認為文化適應會產生

4種可能的策略及結果，即融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

（separation），和邊緣化（marginalization）。 

當文化適應中的個體既重視保持原有文化，也注意與其他群體進行日常的

交往時，他們所採用的策略就是「融合」；當個體不願意保持他們原來的文化

認同，卻與其他文化群體有經常性的日常交談時，他們所採用的策略就定義為

「同化」；當這些個體重視自己的原有文化，卻希望避免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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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出現了「分離」；最後，當這些個體覺得對保持原有文化和與其他群體

進行交流皆沒有很大可能性，也缺乏興趣時，這時的文化適應策略就是「邊緣

化」（余偉，鄭鋼，2005）。Berry（2001）認為，最理想的跨文化適應策略是

融合，很多研究表明邊緣化是個體選擇最少的策略，也是一種較為不良的適應

手段（Berry，2006）。在這四種方式中，同化和融合最需要跨文化適應的相關

訊息。研究指出，把保留本族文化和東道國文化參與相結合有更多的好處，如

較低的壓力，較高的幸福感（Scottham & Dias, 2010），更多的親社會行為

（Schwartz, Zamboanga, & Jarvis, 2007）。	

Ryder, Alden, and Pauhus（2000）認為，雙維度模型相比單維度模型更具有

綜合性，並在理解層面和操作層面更為有效。在跨文化研究的眾多研究視角

中，雙維度跨文化模型被廣泛運用於語言、互動、媒介、行為、認同、價值觀

等方面（Dere, Ryder, Kimayer, 2010）。 

二、跨文化適應壓力 

Berry（1970）最早提出跨文化適應壓力（acculturative stress）的概念，

Berry（1970）認為，在跨文化環境中，人們面臨著一系列生活事件的變化會產

生心理上的反應，通常這種反應伴隨著焦慮、沮喪、抑鬱，此為跨文化適應壓

力。	

Taft（1997）認為，跨文化適應壓力可能主要來自於六個面向：1、適應陌

生環境的壓力；2、失去朋友、社會地位、專業而產生的失落感；3、對新文化

成員的抗拒感，或是遭受新文化成員的排斥；4、在社會角色期望、價值觀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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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同感到混淆；5、因文化差異而產生驚訝、焦慮、厭惡或是憤怒；6、無法

應對新環境產生無力感。	 	

事實上，學界對留學生的適應壓力問題關注已久，如關注留學生在新文化

環境中的心理反應和社會整合，研究影響留學生適應的社會支持網絡、留學生

的社會交往等因素對文化適應的影響，研究個體在異文化適應中的心理反應和

變化過程等（楊軍紅，2005）。Smith	&	Khawaja（2011）回溯了以往對於留學

生文化適應相關實證研究，	 總結認為語言、學業、社會文化差異、社會歧視、

生活壓力是留學生在進入不熟悉的社會環境中最容易產生適應壓力的五個面

向。	 	

陸生的跨文化適應壓力來源，徐宥賢（2014）指出，飲食習慣上的差異，

人際關係與相處，生活習慣和社會規範的不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由於三限

六不政策而導致在學術發展上無法擔任研究助理等方面的差別待遇，繁重的學

業壓力，氣候與疾病，以及思鄉情緒這八個方面是陸生最可能遭遇的文化衝

擊。 施超（2017）指出，陸生不僅面臨著與海外留學生同樣的課業負擔、經濟

負擔，還承受著兩岸政治因素、台灣當局對陸生限制性政策的心理壓力，以及

在台學習的收益風險、就業風險等心理負擔。	 

第二節 社會支持 

Caplan（1974）最早提出「支持系統」（support	system）概念，認為社會

支持是指個體與他人或團體的互動過程中，所獲得的情緒、認知及物質上的回

饋，進而協助個體解決困難、克服壓力，	 並且能提升其幸福感與需求。另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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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提出社會支持的學者Cassel（1974）認為，社會支持在壓力的社會心理歷

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對個人而言，社會支持提供一項極重要的保護功能，在

個體心理壓力的歷程具有緩衝（buffering）或保護（cushioning）的作用。Cobb

（1976）表示，社會支持是透過訊息的傳遞或提供時，會使人相信與感受到自

己被關懷、有價值、受尊重，並且認為自己隸屬於相同的社會網絡中。由此可

知，社會支持係指個體經由與社會組織的互動歷程，從中所感受到被他人關

心、尊重及被愛的訊息，使個體得以處理壓力、促進身心健康，進而獲得較佳

的生活適應。	 	

不同學派雖對社會支持的內容各有主張，學界的定義呈多元化發展，例

如，House（1981）等學者認為，社會支持的類型可分為情緒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訊息性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實質性支持（tangible	

support）三類（Cohen	&	Wills,	1985;	Gottlieb,	1983;	House,	1981;	Turner,	1983;	

張惠蓉，何玫樺，黃倩茹，2008），簡述如下:	 	

1、情緒性支持	

係以心理層面為主，幫助個人壓力的緩衝及生活上的適應，如:給予愛、安

慰、關懷、同情、瞭解、被接受、歸屬感、安全感、信賴、尊重、鼓勵、	

關心、傾聽等協助。	

2、訊息性支持	

指幫助個人面對困難情境的各種建議及對其行為的回饋，如:溝通意	 見、

給予忠告、建議、指示、問題解決、知識訊息之分享、計畫安排等協助。	

3、實質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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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直接給予個人有形或無形的幫助，促使問題解決或改善環境，如提供金

錢、食物、衣服、房租、就業機會、交通工具、生病照護、日常生活照顧等協

助。	

隨著研究的深入，Barrera（1986）提出，社會支持可分為三類：社會嵌入

（soci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感知社會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表現型社會支持（enacted social support）。社會嵌入指的是個體在

他的社會環境中所擁有的和他人的聯繫（Barrera，1986）；感知社會支持包含

情感、認知、以及實際可用的社會資源，強調個人認為在社群網絡中所擁有以

及可使用的社會資源（Lin, 1986; Zimet, Dahlem, Zimet, & Farley, 1988）；表現

型社會支持指的是個體實際收到的支持，也就是個體在面臨壓力，周圍人實際

提供的幫助行為。感知社會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最為普遍使用的

面向，大部分研究採用此面向為操作社會支持的定義，此概念也更能反映個人

所擁有的社會支持（林日璇，2017）。因此，本研究採用感知社會支持為探討

的概念。	 	

第三節、社交媒體與社會支持、跨文化適應 

一、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支持	

對旅居者來說，技術的發展為社會互動增加了許多可能性。社交媒體的功

能（例如，狀態更新、聊天、照片分享等）使得個體更容易獲得支持

（Valenzuela, Halpern, & Katz, 2014）。隨著社交媒體在人們生活中重要性的提

高，許多研究皆顯示了在不同情境下，社交媒體在提供社會支持上的積極作用

（Liu & Larose, 2008; Mo & Coulson, 2012; Sarkadi & Bremberg, 2005; Wrigh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76
18 

2000），社交媒體用戶的線上支持感知高於非社交媒體用戶（Utz & Breuer, 

2017），使用社交媒體與社會支持呈正相關（Chung, Yang, & Chen, 2014;Zhang, 

2017）。 

研究顯示，留學生會利用許多渠道與祖國保持聯繫，並從線上關係中獲取

社會支持（Billedo, Kerkhof, Finkenauer, & Ganzeboom, 2019），其中，中國留

學生在社交媒體上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主要用於關係的維持和社交互動

（Cao et al., 2018）。在跨文化的背景下，社會支持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使用社

交媒體來發起互動將會使線上社會支持增加，從而增加社會參與（Ye, 

2006）。留學生使用CMC工具與原文化環境交流會正向影響社會支持

（Cemalcilar, 2008; Billedo et al., 2019）。Park 與	 Noh的研究也發現，本族社

交媒體的使用強度與感知社會支持正相關（Park & Noh, 2018）。	 Li	 和	 Chen

認為，留學生在國外的環境下，需要與國內的原有社交網路保持聯繫，這有助

於為個體提供社會支持、特定資源和歸屬感（Li, Chen, 2014）。趙希婧對陸生

學業壓力的研究發現，越常使用「微信朋友圈」進行「學業吐槽」，並且願意

回應微信好友對此的留言評論，	 越能獲得心理上的支持感，達到減緩跨文化學

業壓力的目的（趙希婧，2016）。 

文化環境不同，使用平台不同，社會支持感知也不同，所以，在研究陸生

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支持時，應該將不同平台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區分開來。因

此，本研究預測：	

H1：陸生使用大陸社交媒體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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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顯示，留學生可使用東道國社交媒體來尋求與交流資訊，尋找情

感支持與建立社區（Cao & Zhang, 2012）。安然和陳文超（2017）發現，社交

媒體的使用可以獲取社會支持，其對來華留學生的微信使用調查表明，社會支

持主要體現在信息支持與情感支持兩個方面。Nabi，Prestin，&	So（2013）的

研究顯示，Facebook 好友數量越多，社會支持的感知就越多，進而起到緩解壓

力，提升幸福感的作用。Rui＆Wang（2015）的研究表示，留學生若願意使用

留學國的社群媒體，不僅將有助於國際學生和留學國當地學生進行互動與溝

通、亦可進一步地協助國際學生拓展在留學國中的人際關係網絡，並據此獲取

社會支持。Pang（2018）的研究也顯示，新文化環境下的社交媒體是中國留學

生獲取社會支持的有效工具。徐宥賢（2015）指出，陸生到台灣之後，使用臉

書可補充人際的不足，獲得生活資訊與疑惑解答，亦可尋求到安慰與支持。黃

玉蘭（2017）的研究認為，臉書能夠為馬來西亞僑生在台灣的跨文化生活提供

情感支持的助益，臉書是馬來西亞僑生在台灣社會中凝聚與跨越雙邊文化網路

的管道。所以，本研究提出：	

H2：陸生使用台灣社交媒體與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二、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壓力	

	 	 	 	 對留學生來說，社會支持在幫助他們應對壓力、解決困難上起到很大作

用。許多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在減輕移民群體或留學生的文化適應壓力、促進

心理健康方面具有顯著影響（Geeraert & Demoulin, 2013; Han et al., 2007; Min,	

Moon,	&	Lubb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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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社會支持或多或少與個體的社會網絡有關。社會支持研究將支持

視作一種個人社會網絡（如：朋友）所提供的資源，這種資源需透過人際關係

所形成的網絡進行傳遞，從而幫助個體解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或度過危

機（岳改玲，2010）。鑒於留學生的社會網路主要由本國社會網路和東道國社

會網路構成（Bochner, McLeod, & Lin, 1977），所以他們的社會支持也將從這

兩個網路獲得。由於社會支持與社會關係結構有著內在的聯繫（岳改玲，

2010），且陸生在台灣社會及大陸社交網路功能不同，因此將獲取社會支持的

來源分開是很重要的。過去研究顯示，與當地社會接觸可幫助留學生瞭解當地

社會的文化，減少與文化適應過程中的焦慮，從而促進文化適應的過程（Searle 

& Ward, 1990），與祖國的家人和朋友聯繫則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保持民族認

同（Park et al., 2014）。Golding	 和	 Burnam（1990）提出，來自東道國人們的

訊息支持以及與他們的良好社會交往可以很大程度的減輕旅居者的跨文化適應

難度。	

因此，本研究認為，台灣和大陸是陸生獲取社會支持的兩種不同來源，它

們分別會對文化適應壓力的減輕起積極作用。	

H3：來自大陸的感知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H4：來自台灣的感知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三、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	

早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就注意到了媒介使用對跨文化適應的影響，

根據媒介依賴理論（Ball-Rokeach	&	DeFleur，1976;	 張少科，2018），離散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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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文化休克困境中，他們的媒體接觸、選擇與使用情況，不但會被他們的強烈

的文化適應需求所驅動，而且也反過來影響著他們的文化適應結果。	  

網際網路無國界的特性，網路內容可以涵蓋各地人文風土民情，使得不同

地域的上網使用者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多元的內容，而形成跨文化傳播的效果

（黃葳葳、簡南山，1999）。網路科技成為移動者維寄原文化連結和開拓主文

化關係的通道（張玉佩，寸得杏，2012）。 

社交媒體產生的連結特性，得以讓遍佈世界的使用者實現資訊交流和溝

通，從而增進對不同文化和社會的瞭解。旅居者，特別是留學生群體開始流行

在學習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社交媒體與宗主國及本國的朋友或家庭成員間的傳播

與交流，透過社交媒體獲取資訊和娛樂（Chen, Bennett & Maton, 2008; Trebbe, 

2007; Ye, 2006）。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國學生進入新的環境中後出現了兩種現

象，首先是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適應過程，其次，很多中國學生在不同的文

化背景下同時使用 Facebook 和微信等兩種以上社交媒體時，會發現新環境和原

文化環境在社交媒體的異同（Chen & Hanasono, 2016），這些異同對中國學生

產生衝擊。郁瑋（2009）的研究發現，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的個人感知從校內

網獲得的社會幫助與校內網使用黏度之間具有正相關性，並且個人感知從校內

獲得的社會幫助越多，心理適應程度越高。社交媒體也被視為可以了解當地社

會議題的場域，Mao（2015）指出，Facebook 被認為是旅居者瞭解所在國熱門

社會話題的一個有用的文化適應工具。不少文獻顯示留學生可以通過社交媒體

建立社會資本。比如，在一項美國中西部地區大學展開的針對留學生的研究發

現，Facebook 的使用與社會適應和在線建立社會資本有著積極的聯繫（Li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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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1）；Li 和 Chen（2014）對美國一所大型公立大學的中國學生進行調查

發現，Facebook 和人人網的使用與社會資本的建立存在正相關。張少科

（2018）在中國留學生使用美國社交媒體的研究中發現，在認知、情感或意願

層面對美國文化的認同會使得留學生使用美國社交媒體。 	

但是，也有文獻討論了社交媒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社交媒體直白、

輕便的內容對移居者帶來的 4 種負面作用，如：線上社交的重複性和機械性消

耗了不必要的精力、過度依賴社交媒體從而忽視傳統的面對面交流（楊婷、趙

奕然，2016）。任雁（2015）認為，留學生群體對於同時使用東道國媒體與本

族媒體，可能會造成自我形象塑造的「分裂」，對社交媒體的癡迷，會弱化現

實交往的能力和效力。根據筆者的觀察，陸生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上，確實存在

內容分享、發布上不同的情況。此外，在社交媒體上，任何人都可以比較隨

意、自由地發布一些圖片、影片和評論，而關於兩國民眾之間的爭吵、衝突的

影片和圖片，很可能會造成雙方民眾之間的心理創傷。	

（一）、原文化環境下社交媒體的使用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除去來到台灣後新增的台灣主流社交媒體的使用，陸

生仍主要使用大陸社交媒體。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本族媒體的使用會阻礙跨文

化適應，過度依賴本族媒體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融入新社會的過程（Kim,	

2011），但還是有學者認為，本族媒體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融入新社會的

進程，但總體來說仍然對跨文化適應存在促進作用（Subervi-Velez,	1986;	 丁

璐，2017）。Shi（2005）通過研究愛荷華城的中國留學生和教授發現，他們在

跨文化的情境下，保有主動使用本族媒體的習慣，同時，本族媒體的使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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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他們進行文化資本積累。Ye（2006）發現，本族媒體（home	media）的使

用可以遠距離地從在國內的家人和朋友之中獲得社會幫助，緩解跨文化適應壓

力，降低焦慮情緒，有助於心理層面的適應，同時也成為赴美留學生與在美同

鄉建立關係，彼此分享資訊的工具。Mikal＆Grace	 （2012）研究發現，國際學

生在其留學生活中越常使用社群媒體和母國之親朋好友聯繫者，其在留學國之

生活適應情形也越好。其原因即在於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與母國親友保持密集

的聯繫和互動，將可有效地協助留學生和母國之親友在網路和線上空間中建立

起線上共感（online togetherness）的效果，這樣的效果可以提供當留學生面臨

適應問題時的情感依附。 

所以，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5：大陸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二）、 新文化環境下社交媒體的使用 

「東道國媒體」（ethnic media）指的是個體來到新環境後所接觸的各類媒

介渠道，包括廣播、電視、報紙、雜誌、電影等，為旅居者提供各種文化元

素，幫助他們理解新文化的歷史和熱點，從而使他們瞭解東道國文化的意識形

態或價值觀（Raman	&	Harwood,	2016），文化適應中的個體可藉助這些媒體瞭

解更廣大的社會環境（Kim, 2001）。媒介作為旅居者融入新社會的紐帶，學者

們基本認為媒介使用能夠促進跨文化適應。	

社交媒體的特性使得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與遍佈全球的人們進行資訊交流

與溝通。除了使用社交媒體與原文化環境的朋友保持聯繫外，旅居者還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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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交媒體在新環境建立新的聯繫。Bierwiaczonek	 和	 Waldzus的研究發現，當

一個人離開原有環境，他們在新環境中所發生的社會互動可以正向影響他們的

生活滿意度及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上取得的成就感（Bierwiaczonek & Waldzus, 

2016）。早期的研究顯示，社交媒體在增進線下友誼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建

立新的社交關係上，社交媒體的使用可以增強主動性（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Sheldon, Rauschnabel, Antony, & Car, 2017; Zhang & Leung, 

2015），旅居者利用社交媒體來與東道國朋友建立聯繫，這些關係的形成創造

了一種歸屬感和融入新文化的感覺，社交媒體促進了這種發展（Sawyer, Chen, 

2012）。在新文化環境下建立的關係有助於減輕心理壓力，為旅居者提供訊息

及支持。與擁有較少東道國朋友相比，擁有更多東道國朋友對東道國文化更滿

意，有更多的社交連結，也能更積極的適應東道國文化（Chiu et al., 2009; 

Hendrickson et al., 2011; Kim, 2005; Ye, 2006; Zhang & Goodson, 2011）。Chen

（2010）對新加坡移民華人的互聯網使用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在東道國居

住的時間越長，他們瀏覽本國網站的可能性就越小，通過網路與當地人交流的

可能性就越大。在對留學生的研究中，社交媒體使用有利於幫助留學生找到有

共同興趣的群體，增強社會連結，減少跨文化適應壓力（Hendrickson & Rosen, 

2017）。Lee	 和	 Tse（1994）發現，東道國媒體的使用與移民對於主流社會準

則的適應水平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Hwang	 和	 Zhou（1999）發現，經常使用

英語媒介的中國移民比依賴中文媒介的中國移民顯示出更高的跨文化水平。 

但對留學生來說，社交媒體的使用並不單一。在美國的一項調查中，只有

36%的留學生將Facebook作為他們的主要社交媒體（Lin et al., 2012）。另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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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所做的研究也顯示，中國留學生常常使用與Facebook相似的人人網來獲

取資訊（Saw, Abbott, Donaghey, & McDonald, 2013）。隨著中國大陸社交媒體

平台的快速發展，微信、QQ、微博等已深入地捲入到民眾的生活中。在跨文化

的環境下，自然，陸生也需要在兩岸社交媒體平台上來回穿梭。使用平台不

同，對跨文化適應壓力的影響也不同，所以，在研究陸生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

化適應壓力時，應該將不同平台區分開來。Park（2014）的研究發現，在韓國

留學生和中國留學生中，較多使用Facebook平台的學生展現出最低的跨文化適

應壓力和最高的幸福感，使用社交媒體與當地人交流正向影響不確定性的減

少，從而加快跨文化適應（Rui & Wang, 2015）。所以，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6：台灣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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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文依據上述文獻之探討，整理出的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1：研究架構圖 

圖 3-1：研究架構圖 

圖 3-1：研究架構圖	

 	

	

跨文化適應	

	

大陸社會支持 

	

台灣社會支持 

H1	

H2	

H3	

H4	

H5	

微信使用	

微信使用時間	

微信好友數量	

微信使用強度	

微信使用動機 

Facebook 使用	

Facebook 使用時間	

Facebook 好友數量	

Facebook 使用強度	

Facebook 使用動機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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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選取學位時赴台灣大專院校（含公立大學、私立大學、科技大學）

攻讀學位的陸籍學生為研究對象（含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目前可招收陸

生的大專院校有 86 所，正式修讀學位的陸生人數為 9006 人（教育部統計署，

2018），其中，北台灣（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新竹

市、新竹縣）陸生有 5565 人（教育部統計署，2018），佔全部人數的 61.7%，

因無法取得母體名單，為考量受試者樣本取得及執行的方便性，故以北台灣陸

生為樣本，採用便利及滾雪球抽樣，進行網路問卷發放。為方便陸生的資訊傳

達、活動組織，盡快適應台灣生活，各個學校皆會為每一屆陸生設立微信、

facebook 群組，研究者主動找到各個學校的一個陸生，由其在微信、facebook

上的群組上進行問卷發放，問卷進行前測作業，問卷填答完畢後，研究者將回

收問卷，並確定有效問卷數量，使用 SPSS	26.0 進行統計分析。	

根據《2018 台灣網路報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8）和《中國互聯網

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9），Facebook、微信為

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故本研究聚焦於這兩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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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因本研究將研究平台聚焦在大陸社交媒體微信和台灣社交媒體 Facebook

上，故研究假設如下表所呈現：	

表 3-1：研究假設表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H1	 微信使用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2	 Facebook 使用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3	 大陸感知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H4	 台灣感知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H5	 微信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H6	 Facebook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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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項測量 

一、人口變項	

包含受測者的性別、就讀學校、教育程度、赴台時間、籍貫。	

二、跨文化適應量表	

此變項測量採用 Huang（1992）根據 Fong（1964）和 Subervi-Velez’s

（1984）所編製的跨文化適應量表中文版（黃葳威，1999），再根據陸生的實

際情況進行修改。該量表包含 14 個項目，用來評估被試者在文化適應過程中適

應能力，採用 1～6 級評分法，1=非常不同意，2=比較不同意，3=不同意，4=

同意，5=比較同意，6=非常同意，分數越高，適應能力越強，詳細問卷見附

錄。	

三、社會支持量表	

社會支持感知測量採用姜乾金（2001）根據 Zimet 所編制的感知社會支持

量表，此量表在中國大陸被廣泛使用。嚴標賓、鄭雪（2006）將其改變為適用

於大學生的版本，將先前問卷中的「上級、親戚、同事」轉變為「老師、同

學、親戚」。該量表共有 12 個題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老

師、同學、親戚）三個分量表組成，每個分量表含 4 個條目。量表採用 1～6 級

評分法，社會支持總分由三個指標的分數相加而成，分數越高,	 得到的總的社

會支持程度越高。該問卷在統計學上具有較高的信度，內部一致性高達 0.90

（嚴標賓，鄭雪，2006）。問卷具體內容見附錄。	

四、社交媒體使用行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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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量表詢問了陸生使用 Facebook、微信的主要溝通對象，同時，包含使用

時間、朋友數量、使用強度、使用動機四個構面，其中，使用強度量表參照

Ellison、Steinfield 與 Lampe（2007）所設計的 Facebook 使用強度量表進行修

改，使用動機量表參照 Joinson（2008）發展的 Facebook 使用動機量表進行修

改，再根據陸生的具體情況進行修改。在這四個構面上，微信和臉書在使用和

功能上基本一致，故也將其用於微信使用的測量上。具體內容如下：	

表 3-2：Facebook、微信使用時間測量 

 使用時間測量 選項 

 您一天大概花多少時間在 Facebook 上/

微信上？ 

1、30分鐘以下	 	 2、31分鐘-1小時 

3、1小時以上-2小時	

4、2小時以上-3小時	

5、3小時以上-4小時	

5、4小時以上-5小時	

6、5小時以上 

 

表 3-3：Facebook、微信好友數量測量 

	 好友數量測量	 選項	

	您的 Facebook	 （微信）台灣（大陸）

好友數量約為多少？	

1、50個以下	 2、51-100個	

3、101-250個	 	 	 	 4、251-500個	

5、500 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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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Facebook／微信使用強度測量 

使用強度測量	 選項	

1、Facebook／微信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我會很驕傲的告訴别人我正在使用Facebook／微信。	

3、使用Facebook／微信已經是我每日固定活動。	

4、一天沒用Facebook／微信，我就感覺與人失去聯繫。	

5、我覺得我是Facebook／微信社群的一份子。	

6、一旦Facebook／微信關了，我會覺得難過。	

1=非常不同意	

2=比較不同意	

3=不同意	

4=同意	

5=比較同意	

6=非常同意	

資料來源：參照 Ellison、Steinfield 與 Lampe（2007）量表進行修改	

表 3-5：Facebook、微信使用動機測量 

使用動機 1：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 選項 

1、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2、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聯絡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3、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找到很久不見的朋友。	

4、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與失去聯絡的人聯絡。	

5、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與不常見的人保持關係。	

 

1=非常不同意	

2=比較不同意	

3=不同意	

4=同意	

5=比較同意	

6=非常同意 

使用動機 2：共享特性 

6、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規劃活動或是加入活動。 

7、我會加入 Facebook／微信上的各種社團／群組。 

8、我會在 Facebook 上與想法相似的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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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動機 3：照片分享 

9、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觀看照片。 

10、我會被好友標記（tag）在照片或者狀態上。 

11、我會在照片或者狀態上標記好友名字。	  

12、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張貼照片。	  

使用動機 4：內容使用	

13、我會使用 Facebook／微信上的應用程序。	

14、我會玩 Facebook／微信上的小遊戲。	  

15、我會因為朋友都在使用某個程序（式）而使用該程序

（式）。	

 

16、我會使用 Facebook／微信了解新聞資訊。	  

使用動機 5：社交網路瀏覽（Social	network	surfing）	

17、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觀看其他不認識或不熟悉使用

者的個人檔案／朋友圈。	

18、我會在 Facebok／微信群組上觀看其他使用者的朋友。	  

19、我會在 Facebook／微信（群組上）上瀏覽朋友的朋友。	

使用動機 6：狀態更新（Status	updates）	

20、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更新個人狀態。	

21、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觀看即時動態欄。	  

22、我會在 Facebook／微信上觀看其他使用者更新了哪些狀

態。	

 

資料來源：參照 Joinson（2008）量表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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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問卷前測 

一、項目分析	

問卷在 2020 年 4 月 13 日-4 月 20 日進行問卷前測，以網路問卷的形式進

行，採用便利抽樣的方法，使用 SurveyCake 進行問卷發放及回收，其中男生 15

人，女生 35 人，受試者皆為在台 1 年以上的大陸學位生（不含交換生）。回收

結果以 SPSS	26.0 進行項目分析、信度分析，邱皓政（2010）認為在 T 檢定

時，CR≥3 時，表示具有良好鑑別度，Nunnally（1978）建議，	 Cronbach’s α 係

數大於 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問卷前測對 Facebook 及微信的使用強度、使用動機、大陸社會支持、台灣

社會支持、跨文化適應壓力進行項目分析，分別使用極端組檢驗法和量表總分

相關值來檢驗，意在找出不具鑑別度的題目後刪除。	

結果顯示，Facebook 使用動機量表「共享特性」構面中，第 3 題「我會在

Facebook 上與想法相似的人溝通」相關係數<0.3，且 P>0.05，未達顯著水準，

故予以刪除，「社交網路瀏覽」構面中，第 3 題「我會在 Facebook 上瀏覽朋友

的朋友」CR 值為 1.584，未達到 3 的標準，故予以刪除。因 Facebook 使用動機

與微信使用動機計分相同，所以對應刪除微信使用動機量表中的題目。微信使

用動機量表中，第 19 題「我會在微信上瀏覽朋友的朋友。」CR 值為 2.736，未

達到 3 的標準，故予以刪除。「微信使用強度量表中，第 2 題「我會很驕傲的

告訴別人我正在使用微信」CR 值為 2.471，未達到 3 的標準，故予以刪除。因

Facebook 使用強度與微信使用強度計分相同，所以對應刪除 Facebook 使用強度

量表中的題目。在跨文化適應量表中，第 10 題「我使用信用卡而不是現金，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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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日常生活用品。」CR 值為 2.087（P=0.066），CR 值未達 3 的標準，P 值大於

0.05，未達顯著水準，故予以刪除，刪除題目如表 3-6 所示，其他題目項目分析

表如 3-7 至 3-11 所示。	

表 3-6：項目分析後刪除題項	

刪除題目	

所屬量表 

刪除題目 項目總分相關 極端組檢定	

（CR 值） 

Facebook	

使用動機量表 

8、我會在 Facebook 上與想法

相似的人溝通。 

.277（<0.3） 4.103*** 

Facebook	

使用動機量表 

19、我會在 Facebook 上瀏覽

朋友的朋友。 

.300** 1.584（<3） 

微信	

使用動機量表 

8、我會在微信上與想法相似

的人溝通。 

.831**	

（對應刪除） 

5.355***	

（對應刪除） 

微信	

使用動機量表 

19、我會在微信上瀏覽朋友的

朋友。 

.866** 2.736*（<3） 

微信	

使用強度量表 

2、我會很驕傲的告訴別人我

正在使用微信。 

.480** 2.471*（<3） 

Facebook	

使用強度量表 

2、我會很驕傲的告訴别人我

正在使用 Facebook。 

.821**	

（對應刪除） 

5.908***	

（對應刪除） 

跨文化適應	

量表 

10、我使用信用卡而不是現

金，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447** 2.087*（<3） 

註：*	<	0.05，**<0.01，***<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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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Facebook 使用強度、使用動機項目分析表 

題目	

項目總分	

相關	

極端組檢定

（CR值）	

Facebook 使用強度	 	 	

1、Facebook 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779*	 3.465**	

2、我會很驕傲的告訴別人我正在使用 Facebook。	 .821**	 5.908***	

3、使用Facebook已經是我每日固定活動。	 .807**	 5.440***	

4、一天沒用 Facebook，我就感覺與人失去聯繫。	 .654**	 3.934**	

5、我覺得我是Facebook社群的一份子。	 .818**	 7.647***	

6、一旦Facebook關了，我會覺得難過。	 .798**	 5.065***	

Facebook 使用動機量表	 	 	

社會連結	 	 	

1、我會在Facebook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604**	 3.078**	

2、我會在Facebook上聯絡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750**	 6.394***	

3、我會在Facebook上找到很久不見的朋友。	 .629**	 4.506***	

4、我會在Facebook上與失去聯絡的人聯絡。	 .803**	 8.616***	

5、我會在Facebook上與不常見的人保持關係。	 .708**	 5.913***	

共享特性	 	 	

6、我會在 Facebook 上規劃活動或是加入活動。	 .677**	 5.324***	

7、我會在加入Facebook上的各種社團／群組。	 .601**	 4.347***	

8、我會在 Facebook 上與想法相似的人溝通。	 .277	 4.103***	

照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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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照片。	 .658**	 6.114***	

10、我會被好友標記（tag）在照片或者狀態上。	 .693**	 4.118***	

11、我會在照片或者狀態上標記好友名字。	 .749**	 7.097***	

12、我會在 Facebook 上張貼照片。	 .694**	 6.303***	

內容使用	 	 	

13、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應用程序。	 .859**	 9.348***	

14、我會玩 Facebook 上的小遊戲。	 .864**	 8.456***	

15、我會因為朋友都在使用某個程序而使用該程序。	 	 	 .909**	 11.675***	

16、我會使用 Facebook 了解新聞資訊。	 .826**	 7.926***	

社交網路瀏覽	 	 	

17、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不認識或不熟悉使用

者的個人檔案。	

.446**	 3.331**	

18、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使用者的朋友。	 .436**	 3.277**	

19、我會在 Facebook 上瀏覽朋友的朋友。	 .300**	 1.584	

狀態更新	 	 	

20、我會在 Facebook 上更新個人狀態。	 .537**	 3.852**	

21、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即時動態欄。	 .575**	 3.301**	

22、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使用者更新了哪些狀

態。	

.410**	 8.407***	

註：*	<	0.05，**<0.01，***<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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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微信使用強度、使用動機項目分析表 

題目	
項目總分	

相關	

極端組檢定

（CR值）	

微信使用強度	 	

1、微信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945**	 4.519***	

2、我會很驕傲的告訴别人我正在使用微信。	 	 	 	 	 	 	 	 .480**	 2.471*	

3、使用微信已經是我每日固定活動。	 	 	 	 	 	 	 	 	 	 	 	 	 	 .920**	 5.323***	

4、一天沒用微信，我就感覺與人失去聯繫。	 	 	 	 	 	 	 	 .899**	 9.073***	

5、我覺得我是微信社群的一份子。	 	 	 	 	 	 	 	 	 	 	 	 	 	 	 	 .889**	 5.352***	

6、一旦微信關了，我會覺得難過。	 	 	 	 	 	 	 	 	 	 	 	 	 	 	 	 .866**	 4.519***	

微信使用動機	 	

社會連結	 	

1、我會在微信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602**	 5.746***	

2、我會在微信上聯絡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627**	 8.584***	

3、我會在微信上找到很久不見的朋友。	 	 	 	 	 	 	 	 	 	 	 	 .584**	 8.873***	

4、我會在微信上與失去聯絡的人聯絡。	 	 	 	 	 	 	 	 	 	 	 	 .500**	 3.186**	

5、我會在微信上與不常見的人保持關係。	 	 	 	 	 	 	 	 	 	 .743**	 5.212***	

共享特性	 	

6、我會在微信上規劃活動或是加入活動。	 	 	 	 	 	 	 	 	 	 .743**	 5.208***	

7、我會在加入微信上的各種社團／群組。	 	 	 	 	 	 	 	 	 	 .743**	 8.787***	

8、我會在微信上與想法相似的人溝通。	 	 	 	 	 	 	 	 	 	 	 	 .831**	 5.355***	

照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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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會在微信上觀看照片。	 	 	 	 	 	 	 	 	 	 	 	 	 	 	 	 	 	 	 	 	 	 .784**	 4.926***	

10、我會被好友標記（tag）在照片或者狀態上。	 	 	 	 .769**	 4.566***	

11、我會在照片或者狀態上標記好友名字。	 	 	 	 	 	 	 	 	 .882**	 6.708***	

12、我會在微信上張貼照片。	 	 	 	 	 	 	 	 	 	 	 	 	 	 	 	 	 	 	 	 	 .882**	 3.440**	

內容使用	 	

13、我會使用微信上的應用程序。	 	 	 	 	 	 	 	 	 	 	 	 	 	 	 	 	 .848**	 4.025**	

14、我會玩微信上的小遊戲。	 	 	 	 	 	 	 	 	 	 	 	 	 	 	 	 	 	 	 	 	 .807**	 3.376**	

15、我會因為朋友都在使用某個程序而使用該程序。	 .845**	 3.259**	

16、我會使用微信了解新聞資訊	 	 	 	 	 	 	 	 	 	 	 	 	 	 	 	 	 	 	 .755**	 4.967**	

社交網路瀏覽	 	

17、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不認識或不熟悉	 	 	 	 	 	 	 	 	 .752**	

使用者的朋友圈	 	

3.889***	

18、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使用者的朋友。	 	 	 	 	 	 	 	 	 .781**	 3.316***	

19、我會在微信上瀏覽朋友的朋友。	 	 	 	 	 	 	 	 	 	 	 	 	 	 	 .866**	 2.736*	

狀態更新	 	

20、我會在微信上更新個人狀態。	 	 	 	 	 	 	 	 	 	 	 	 	 	 	 	 	 .890**	 3.445**	

21、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即時動態欄。	 	 	 	 	 	 	 	 	 	 	 	 	 	 	 .890**	 4.095***	

22、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使用者更新	 	 	 	 	 	 	 	 	 	 	 	 	 .851**	

了哪些狀態。	

4.483***	

註：*	<	0.05，**<0.01，***<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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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跨文化適應項目分析表 

題目	
項目總分	

相關	

極端組檢定

（CR值）	

跨文化適應	 	

1、現代人必須藉由社交媒體獲知世界動態。	 	 	 	 	 	 	 	 .739**	 12.000***	

2、社交媒體有益於社會大多數層面。	 	 	 	 	 	 	 	 	 	 	 	 	 	 .573**	 4.482***	

3、我有興趣學習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	 	 	 	 	 	 	 	 	 	 	 	 .582**	 3.966**	

4、我比較喜歡在台灣的家（宿舍）中吃大	 	 	 	 	 	 	 	 	 	 .695**	

陸口味的食物而不是台灣口味的食物。	

4.300***	

5、我比較喜歡花錢而不是存錢。	 	 	 	 	 	 	 	 	 	 	 	 	 	 	 	 	 	 .690**	 6.096***	

6、我週末多與台灣友人而不是大陸友人來往。	 	 	 	 	 	 .724**	 5.893***	

7、我比較喜歡在社交媒體上訂閱台灣的資訊內容，	 	 .707**	

而不是大陸的資訊內容。	 	

9.156***	

8、在社交媒體上，即使有大陸的資訊內容，	 	 	 	 	 	 	 	 .469**	

我仍然願意觀看台灣的資訊內容。	

3.236**	

9、當我邀請台灣友人來我家午餐或者晚餐，	 	 	 	 	 	 	 	 .637**	

我請他們吃台灣口味食物而不是大陸口味食物。	

6.869***	

10、我使用信用卡而不是現金，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447**	 2.087*	

11、我對自己與台灣友人的溝通能力很滿意。	 	 	 	 	 	 	 .633**	 6.107***	

12、我比較喜歡與台灣友人而不是大陸友人共度週	 	 	 .654**	

末。	

4.884***	

13、即使可以收看大陸節目，我也不會看大陸節目。	 .346**	 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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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以付費方式訂閱台灣的內容資訊服務。	 	 	 	 	 	 	 .564**	 6.823***	

註：*	<	0.05，**<0.01，***<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10 台灣社會支持項目分析表 

題目	
項目總分	

相關	

極端組檢定

（CR值）	

台灣社會支持	 	

1、當我在台灣時，我遇到問題時，有些台灣的	 	 	 	 	 	 .701**	

老師、同學、朋友會出現在 Facebook 上。	

5.899**	

2、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台灣的老師、同學、朋	 	 	 	 .558**	

友在 Facebook 上共享快樂和憂傷。	

4.451***	

3、當我在台灣有困難時，在 Facebook 上，有些台	 	 	 .740**	

灣的老師、同學、朋友是安慰我的真正源泉。	

6.743***	

4、在我的生活中，有些台灣的老師、同學、朋友在	 	 .691**	 	

Facebook 上關心著我的感情。	

5.360***	

5、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夠切實具體	 	 	 	 .645**	

地透過 Facebook 給我幫助。	

4.552***	

6、當我在台灣有需要時，我能夠在 Facebook 上從	 	 	 .592**	

大陸的家人中獲得感情上的幫助與支持。	

3.498***	

7、我能在 Facebook 上與自己在大陸的家人談論	 	 	 	 	 .671**	

我的難題。	

3.405**	

8、當我在台灣時，我大陸的家人能在 Facebook 上	 	 	 .538**	 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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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甘情願協助我做出各種決定。	

9、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台灣朋友能在 Facebook 上	 	 	 .684**	

真正地幫助我。	

3.464**	

10、當我在台灣發生困難時，我可以在 Facebook 上	 	 .406**	

依靠我的台灣朋友們。	

3.912**	

11、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台灣朋友們能夠在	 	 	 	 	 	 	 	 	 .431**	

Facebook 上與我分享快樂和憂傷。	

.431**	

12、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台灣朋友們討論自己的	 	 	 .667**	

難題。	

4.669***	

註：*	<	0.05，**<0.01，***<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11 大陸社會支持項目分析表 

題目	
項目總分	

相關	

極端組檢	

定（CR 值）	

大陸社會支持	 	

1、當我在台灣遇到問題時，有些大陸的老師、同學	 	 	 .692**	

、親戚會出現在在微信上。	

8.458***	

2、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大陸的老師、同學、親戚	 	 	 .750**	 	 	 	 	

在微信上共享快樂和憂傷。	

7.580***	

3、當我在台灣有困難時，在微信上，有些大陸的老	 	 	 .737*	

師、同學、親戚是安慰我的真正源泉。	

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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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我的生活中，有些大陸的老師、同學、親戚能	 	 .795**	 	

在微信上關心著我的感情。	

8.500***	

5、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夠切實具體	 	 	 	 .688**	 	

地在微信上給我幫助。	

4.725***	

6、當我在台灣有需要時，我能夠在微信上從大陸	 	 	 	 .730**	 	

的家人獲得感情上的幫助與支持。	

7.897***	

7、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在大陸的家人在微信上	 	 	 	 .730	

談論我的難題。	

4.958***	

8、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在微信上心	 	 	 	 .602**	 	

甘情願協助我做出各種決定。	

5.480***	

9、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大陸朋友能在微信上真	 	 	 	 	 	 .763**	

正地幫助我。	

8.476***	

10、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大陸朋友們在微信上討論	 .692**	

自己的難題。	

5.868***	

11、當我在台灣發生困難時，我可以在微信上依	 	 	 	 	 .707**	 	

靠我的大陸朋友們。	

7.897***	

12、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大陸朋友們能夠在微信上	 	 	 .345**	

與我分享快樂和憂傷。	

3.425*	

註：*	<	0.05，**<0.01，***<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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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度分析	

在刪除以上題項後，為檢測受試者回答的可靠性，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檢驗。根據Nunnally（1978）的建議，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0.7，表

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數值越高，代表內部一致性越高。結果顯示，各量表係

屬皆大於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表 3-12 信度分析表 

量表	 題數	 Cronbach’s	Alpha 值	

微信使用強度	 5	 0.860	

微信使用動機	 22	 0.857	

Facebook 使用強度	 5	 0.872	

Facebook 使用動機	 22	 0.894	

跨文化適應	 11	 0.849	

台灣社會支持	 12	 0.825	

大陸社會支持	 12	 0.8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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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樣本輪廓分析 

本研究於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7 日在問卷星（https://www.wjx.cn/）發放

網路問卷，7 天共收集問卷 305 份，扣除問卷第一題、第二題未曾使用

Facebook、微信平台者，及根據問卷中檢測題所剔除的無效問卷，實際收集有

效問卷 278 份。	

根據這 278 份有效問卷進行樣本分析，受試者男性為 151 人，女性 127

人，分別占比 54.3%及 45.65%，男女比例相當，如表 4-1-1 所示。	

就讀之學位別方面，受試者赴台就讀於大學部占 141 人（50.7%），就讀研

究所 131 人（47.1%），就讀博士班 6 人（2.1%），如表 4-1-2 所示。	

赴台時間上，以赴台 1 年-2 年的陸生最多，占比 24.8%（66 人），其次為

3 年-4 年的陸生，共 61 人（占比 21.9%），接著為赴台時間 2 年-3 年與 5 年-6

年的陸生，分別占比 19%（53 人）和 16.9%（47 人），如表 4-1-3 所示。	

樣本省份來源上，來自福建和浙江的陸生較多，分別占比 24.8%（69 人）

和 23%（64 人），其次為廣東和江蘇，分別占比 14.4（40 人）%和 10.8%（30

人），樣本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如表 4-1-4 所示。	

如表 4-1-5，受試者來自北區 39 所學校，據陸生聯招會（2019）可招收陸生

的學校名單顯示，北區可招收陸生有 43 所，因此，在本研究中，有 4 所學校未

找到陸生代表。樣本來自政大最多，其次是台大、淡江、銘傳、輔仁、文大，6

所學校陸生占樣本總人數的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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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樣本之性別統計表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51	 54.3%	

	 女	 127	 45.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2 樣本之就讀學位別統計表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就讀之學位別	 大學部	 141	 50.7%	

	 研究所	 131	 47.1%	

	 博士班	 6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3 樣本之赴台時間統計表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赴台時間	 半年及以下	 0	 0%	

	 半年-1 年	 0	 0%	

	 1 年-2 年	 66	 24.8%	

	 2 年-3 年	 53	 19%	

	 3 年-4 年	 61	 21.9%	

	 4 年-5 年	 20	 7.1%	

	 5 年-6 年	 47	 16.9%	

	 6 年-7 年	 26	 9.3%	

	 7 年以上	 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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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4 樣本之省份統計表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省份	 福建	 69	 24.8%	

	 浙江	 64	 23%	

	 廣東	 40	 14.4%	

	 江蘇	 30	 10.8%	

	 北京	 23	 8.3%	

	 遼寧	 20	 7.2%	

	 湖北	 19	 6.8%	

	 上海	 13	 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5 樣本之就讀學校統計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	 31	 11.2%	

	 國立台灣大學	 25	 9%	

	 私立淡江大學	 24	 8.7%	

	 私立銘傳大學	 24	 8.7%	

	 私立輔仁大學	 22	 7.9%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19	 6.9%	

	 私立世新大學	 17	 6.1%	

	 私立中原大學	 1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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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東吳大學	 12	 4.3%	

	 國立清華大學	 10	 3.6%	

	 私立實踐大學	 10	 3.6%	

	 國立交通大學	 9	 3.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8	 2.9%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7	 2.5%	

	 私立元智大學	 7	 2.5%	

	 國立中央大學	 5	 1.4%	

	 國立台北大學	 3	 0.8%	

	 龍華科技大學	 2	 0.7%	

	 私立長庚大學	 2	 0.7%	

	 私立玄奘大學	 2	 0.7%	

	 私立大同大學	 2	 0.7%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2	 0.7%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2	 0.7%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2	 0.7%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2	 0.7%	

	 私立中國科技大學	 2	 0.7%	

	 私立醒吾科技大學	 2	 0.7%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	 0.7%	

	 私立景文科技大學	 1	 0.4%	

	 私立華夏科技大學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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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	 1	 0.4%	

	 國立宜蘭大學	 1	 0.4%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1	 0.4%	

	 國立台北醫學大學	 1	 0.4%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	 0.4%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1	 0.4%	

	 私立佛光大學	 1	 0.4%	

	 國立體育大學	 1	 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Facebook、微信使用分析	

在本文中，使用行為包含使用時間、好友數量、使用強度、使用動機四個

部分。問卷結果顯示，使用微信的主要溝通對象 100%為大陸老師、同學、朋

友（詳見表 4-2-1），陸生使用 Facebook 的主要溝通對象 100%為台灣老師、同

學、朋友（詳見表 4-2-2）。微信使用時間上，近一半（45.7%）的受試者表示

一天大概會花 1-2 小時在微信上，27%的受試者表示每天大概使用微信時間在 2-

3 小時之間，15.1%的受試者每天使用微信時間在 30 分鐘-1 小時之間，使用 3-4

小時的受試者佔比為 9%，每天使用不超過 30 分鐘和使用在 4-5 小時、5 小時以

上的受試者分別皆佔比 1.1%（詳見表 4-2-3）。Facebook 使用時間上（詳見表

4-2-4），每天使用 30 分鐘以下的陸生最多，占 44.6%，30 分鐘-1 小時的陸生占

33.8%，使用 1-2 小時的陸生占 15.8%，2-3 小時和 3-4 小時的較少，分別佔比

5.4%和 0.4%，而使用 Facebook 時間在 4-5 小時和 5 小時以上的陸生為 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76
49 

表 4-2-1 微信主要溝通對象統計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微信主要溝通對象	 台灣老師、同學、朋友、親戚	 0	 0%	

	 大陸老師、同學、朋友、親戚	 278	 100%	

	 其他地區老師、同學、朋友、親戚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2 Facebook 主要溝通對象統計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Facebook 主要溝通對象	 台灣老師、同學、朋友、親戚	 278	 110%	

	 大陸老師、同學、朋友、親戚	 0%	 0%	

	 其他地區老師、同學、朋友、親戚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3 微信使用時間統計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微信使用時間	 30 分鐘以下	 3	 1.1%	

	 30 分鐘-1 小時	 42	 15.1%	

	 1-2 小時	 127	 45.7%	

	 2-3 小時	 75	 27.0%	

	 3-4 小時	 25	 9.0%	

	 4-5 小時	 3	 1.1%	

	 5 小時以上	 3	 1.1%	

	 總計	 2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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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4 Facebook 使用時間統計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Facebook 使用時間	 30 分鐘以下	 124	 44.6%	

	 30 分鐘-1 小時	 94	 33.8%	

	 1-2 小時	 44	 15.8%	

	 2-3 小時	 15	 5.4%	

	 3-4 小時	 1	 0.4%	

	 4-5 小時	 0	 0%	

	 5 小時以上	 0	 0%	

	 總計	 278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微信上，超過一半（56.5%）以上的陸生表示自己的微信好友數量為 251-

500 個，25.5%的陸生擁有 500 個以上的微信好友，16.2%的陸生的微信好友數

量在 101-250 個之間，僅有 1.8%的陸生微信好友數量在 51-100 個之間，沒有受

試者的微信好友數量在 50 個以下（詳見表 4-2-5）。受試者的 Facebook 好友數

量集中在 251-500 個的區間內，35.3%的陸生表示自己擁有 251-500 個以內的

Facebook 好友，其次為 101-250 個，佔比 25.5%，有 19.1%的陸生表示自己的

Facebook 好友數量為 51-100 個，Facebook 好友數量不足 50 人和 500 個以上的

分別占 11.5%和 8.6%（詳見表 4-2-6）。	

表 4-2-5 微信好友數量統計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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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好友數量	 50 個以下	 0	 0%	

	 51-100 個	 5	 1.8%	

	 101-250 個	 45	 16.2%	

	 251-500 個	 157	 56.5%	

	 500 個以上	 71	 25.5%	

	 總計	 278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6 Facebook 好友數量統計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Facebook 好友數量	 50 個以下	 32	 11.5%	

	 51-100 個	 53	 19.1%	

	 101-250 個	 71	 25.5%	

	 251-500 個	 98	 35.3%	

	 500 個以上	 24	 8.6%	

	 總計	 278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問卷效度與信度分析 

一、微信使用動機、使用強度	

為了瞭解問卷量表的適當性，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本研究對人口變項

除外的題目進行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出主要因素，根據Ka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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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KMO統計量達到0.80以上為可信任的，因素負荷量達到0.55以上判斷

狀況為好（Tabachniaca，Fidell，2007）。	

微信使用動機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微信使用動機量表的 KMO 值為

0.842（>0.8），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2548.231，自由度為 231，顯著性為 0.000（<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後發現，微信使用動機量表的 20 個題

項可萃取出 6 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累積解釋了 68.526%的變異量，各個題

目因素負荷值均高於 0.55 的標準值，且不存在交叉負荷的情況，故不需刪減題

目（聚合情況如表 4-3-1 所示）。檢視分析結果發現，經因素分析後所萃取出的

六個公因素及所屬測量問項，與原始量表結構一致，顯示微信使用動機量表效

度良好，無須進行題目刪減。爾後再進行信度分析，微信使用動機量表

Cronbach’s α 為 0.857，根據 Nunnally（1978）的建議，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

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表 4-3-1	 微信使用動機因素負荷量統計  

因素 微信使用動機 因素負荷量 

社會連結 1、我會在微信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735 

社會連結 2、我會在微信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815 

社會連結 3、我會在微信上找到很久不見的朋友。 .763 

社會連結 4、我會在微信上與失去聯絡的人聯絡。 .775 

社會連結 5、我會在微信上與不常見的人保持關係。 .824 

共享特性 6、我會在微信上規劃活動或是加入活動。 .800 

共享特性	 7、我會在加入微信上的各種社團／群組。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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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分享	 8、我會在微信上觀看照片。	 .810	

照片分享	 9、我會被好友標記（tag）在照片或者狀態上。	 .768	

照片分享	 10、我會在照片或者狀態上標記好友名字。	 .762	

照片分享	 11、我會在微信上張貼照片。	 .789	

內容使用	 12、我會使用微信上的應用程序	 .782	

內容使用	 13、我會玩微信上的小遊戲。	 .821	

內容使用	 14、我會因為朋友都在使用某個程序而使用該程序。	 .736	

內容使用	 15、我會使用微信了解新聞資訊	 .786	

社交網路瀏覽	 16、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不認識或不熟悉使用者的

朋友圈。	

.753	

社交網路瀏覽	 17、我會在微信群組上觀看其他使用者的朋友。	 .790	

狀態更新	 18、我會在微信上更新個人狀態。	 .798	

狀態更新	 19、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即時動態欄。	 .824	

狀態更新	 20、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使用者更新了哪些狀態。	 .844	

	 KMO 值：0.842	 自由度：231	 近似卡方：

2548.231	

	

	 顯著性：0.000	 	

	 累積解釋變異量：68.526%	 	

	 Cronbach’s α = 0.8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微信使用強度量表的KMO值為0.900（>0.8），近似卡方分配值為762.884，

自由度15，顯著性0.000（<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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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使用強度量表的5個題項只萃取出1個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累積解釋了

62.826%的變異量，各個題目因素負荷值均高於0.55的標準值，顯示這5個題項的

共同結構明確，與原始量表結構一致，（聚合情況如表4-3-2所示），微信使用

強度量表效度良好，無須進行題目刪減。爾後再進行信度分析，微信使用強度

量表Cronbach’s α為0.878，根據Nunnally（1978）的建議，Cronbach’s α係數大

於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表 4-3-2	 微信使用強度因素負荷量統計  

因素 微信使用強度測量 因素負荷量 

微信使用強度 1、微信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757 

微信使用強度 2、使用微信已經是我每日固定活動。 0.829 

微信使用強度 3、一天沒用微信，我就感覺與人失去聯繫。 0.804 

微信使用強度 4、我覺得我是微信社群的一份子。 0.826 

微信使用強度 5、一旦微信關了，我會覺得難過。 0.761 

 KMO 值：0.900	 自由度：15	 近似卡方：762.884  

 累積解釋變異量：62.826%  

 顯著性：0.000  

 Cronbach’s α = 0.87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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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acebook使用動機、使用強度	

Facebook使用動機量表的KMO值為0.921（>0.8），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3061.588，自由度為231，顯著值0.000（<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

分析後發現，Facebook使用動機量表的20個題項可萃取出6個特徵值大於1的因

素，累積解釋了69.437%的變異量，各個題目因素負荷值均高於0.55的標準值，

且不存在交叉負荷的情況，故不需刪減題目（聚合情況如表4-3-3所示）。檢視

分析結果發現，經因素分析後所萃取出的六個公因素及所屬測量問項，與原始

量表結構一致，顯示Facebook使用動機量表效度良好，無須進行題目刪減。爾

後再進行信度分析，Facebook使用動機量表Cronbach’s α為0.921，根據Nunnally

（1978）的建議，Cronbach’s α係數大於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表 4-3-3	Facebook 使用動機因素負荷量統計	  

因素 Facebook 使用動機測量 因素負荷量 

社會連結 1、我會在 Facebook 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627 

社會連結 2、我會在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649 

社會連結 3、我會在 Facebook 上找到很久不見的朋友。 .581 

社會連結 4、我會在 Facebook 上與失去聯絡的人聯絡。 .663 

社會連結 5、我會在 Facebook 上與不常見的人保持關係。 .589 

共享特性 6、我會在 Facebook 上規劃活動或是加入活動。 .826 

共享特性 7、我會加入 Facebook 上的各種社團／群組。 .743 

照片分享 8、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照片。 .612 

照片分享 9、我會被好友標記（tag）在照片或者狀態上。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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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分享 10、我會在照片或者狀態上標記好友名字。 .762 

照片分享 11、我會在 Facebook 上張貼照片。 .752 

內容使用 12、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應用程序 .803 

內容使用 13、我會玩 Facebook 上的小遊戲。 .811 

內容使用 14、我會因為朋友都在使用某個程序而使用該程序。 .759	

內容使用 15、我會使用 Facebook 了解新聞資訊。 .791	

社交網路瀏覽 16、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不認識或不熟悉使用

者的朋友圈。 

.752	

社交網路瀏覽	 17、我會在 Facebook 群組上觀看其他使用者的朋友。	 .781	

狀態更新	 18、我會在 Facebook 上更新個人狀態。	 .755	

狀態更新	 19、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即時動態欄。	 .774	

狀態更新	 20、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使用者更新了哪些狀

態。	

.801	

	 KMO 值：0.921	 自由度：231	 近似卡方：3061.588	 	

	 累積解釋變異量：69.437%	 	

	 顯著性：0.000	 	

	 Cronbach’s α = 0.9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Facebook使用強度量表的KMO值為0.884（>0.8），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838.432，自由度15，顯著性0.000（<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

後發現，Facebook使用強度量表的5個題項只萃取出1個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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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解釋了64.003%的變異量，各個題目因素負荷值均高於0.55的標準值，顯示這5

個題項的共同結構明確，與原始量表結構一致，（聚合情況如表4-3-4所示），

Facebook使用強度量表效度良好，無須進行題目刪減。爾後再進行信度分析，

Facebook使用強度量表Cronbach’s α為0.884，根據Nunnally（1978）的建議，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表 4-3-4	Facebook 使用強度因素負荷量統計	 	

因素	 Facebook 使用強度	 因素負荷量	

Facebook使用強度	 1、Facebook 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817	

Facebook使用強度	 2、使用 Facebook 已經是我每日固定活動。	 .866	

Facebook使用強度	 3、一天沒用 Facebook，我就感覺與人失去聯

繫。	

.746	

Facebook使用強度	 4、我覺得我是 Facebook 社群的一份子。	 .808	

Facebook使用強度	 5、一旦 Facebook 關了，我會覺得難過。	 .799	

	 KMO 值：.884	 自由度：15	 近似卡方：838.432	 	

	 顯著性：0.000	 	

	 累積解釋變異量：64.003%	 	

	 Cronbach’s	α	=	0.8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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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社會支持、大陸社會支持感知	

台灣社會支持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台灣社會支持量表的 KMO 值為

0.889（>0.8），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1480.946，自由度為 66，顯著值 0.000（<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後發現，台灣社會支持量表量表的 12

個題項只萃取出 1 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累積解釋了 59.670%的變異量。其

中，第 9 題「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台灣朋友能在 Facebook 上真正地幫助我。」

因素負荷量為 0.490，小於 0.55，故決定刪除該題項（聚合情況如表 4-3-5 所

示）。爾後再進行信度分析，台灣社會支持量表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0.55 的題

項後的 Cronbach’s α 為 0.865，根據 Nunnally（1978）的建議，Cronbach’s α 係

數大於 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表 4-3-5	 台灣社會支持因素負荷量統計  

因素 台灣社會支持 因素負荷量 

台灣社會支持 1、當我在台灣時，我遇到問題時，有些台灣的老師、同

學、朋友會出現在 Facebook 上。 

.580 

台灣社會支持 2、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台灣的老師、同學、朋友在

Facebook 上共享快樂和憂傷。	

.611 

台灣社會支持 3、當我在台灣有困難時，在 Facebook 上，有些台灣的

老師、同學、朋友是安慰我的真正源泉。 

.640 

台灣社會支持 4、在我的生活中，有些台灣的老師、同學、朋友在	 	 	 	 	 	

Facebook 上關心著我的感情。 

.686 

台灣社會支持 5、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夠切實具體地透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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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Facebook 給我幫助。 

台灣社會支持 6、當我在台灣有需要時，我能夠在 Facebook 上從大陸

的家人中獲得感情上的幫助與支持。 

.845 

台灣社會支持 7、我能在 Facebook 上與自己在大陸的家人談論我的難

題。 

.883 

台灣社會支持 8、當我在台灣時，我大陸的家人能在 Facebook 上心甘

情願協助我做出各種決定。 

.806 

台灣社會支持 9、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台灣朋友能在 Facebook 上真正

地幫助我。 

.490 

台灣社會支持 10、當我在台灣發生困難時，我可以在 Facebook 上依靠

我的台灣朋友們。 

.748 

台灣社會支持 11、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台灣朋友們能夠在 Facebook 上

與我分享快樂和憂傷。 

.742 

台灣社會支持 12、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台灣朋友們在 Facebook 上討

論自己的難題。 

.666 

 KMO 值：0.889	 自由度：66	 近似卡方：1480.946  

 累積解釋變異量：59.670%	  

 顯著性：0.000	  

 Cronbach’s α = 0.8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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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大陸社會支持量表的 KMO 值為 0.955（>0.8），近似卡方分配

值為 1401.359，自由度為 66，顯著值 0.000（<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

因素分析後發現，大陸社會支持量表量表的 12 個題項只萃取出 1 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累積解釋了 49.765%的變異量，各個題目因素負荷值均高於 0.55 的標

準值，顯示這 6 個題項的共同結構明確，與原始量表結構一致，（聚合情況如

表 4-3-6 所示），顯示大陸社會支持量表效度良好。但因台灣社會支持量表和大

陸社會支持量表應計分一致，為與台灣社會支持量表相吻合，故刪除第 9 題

「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大陸朋友能在微信上真正地幫助我。」爾後再進行信度

分析，大陸社會支持量表 Cronbach’s α 為 0.901，根據 Nunnally（1978）的建

議，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 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	

 表 4-3-6	 大陸社會支持因素負荷量統計	  

因素 大陸社會支持 因素負荷量 

大陸社會支持 1、當我在台灣遇到問題時，有些大陸的老師、同

學、親戚會出現在在微信上。 

.715 

大陸社會支持 2、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大陸的老師、同學、朋友

在微信上共享快樂和憂傷。	

.713 

大陸社會支持 3、當我在台灣有困難時，在微信上，有些大陸的老

師、同學、朋友是安慰我的真正源泉。 

.743 

大陸社會支持 4、在我的生活中，有些大陸的老師、同學、朋友在	 	 	 	 	 	

微信上關心著我的感情。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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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社會支持 5、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夠切實具體地

透過微信給我幫助。	

.757 

大陸社會支持 6、當我在台灣有需要時，我能夠在微信上從大陸的

家人中獲得感情上的幫助與支持。 

.741 

大陸社會支持	 7、我能在微信上與自己在大陸的家人談論我的難

題。 

.672 

大陸社會支持	 8、當我在台灣時，我大陸的家人能在微信上心甘情

願協助我做出各種決定。 

.692 

大陸社會支持	 9、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大陸朋友能在微信上真正地

幫助我。 

.761 

大陸社會支持	 10、當我在台灣發生困難時，我可以在微信上依靠

我的大陸朋友們。	

.748	

大陸社會支持	 11、當我在大陸時，我的大陸朋友們能夠在微信上

與我分享快樂和憂傷。	

.729	

大陸社會支持	 12、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大陸朋友們在微信上討

論自己的難題。	

.753	

	 KMO 值：.955	 自由度：66	 近似卡方：1401.359	 	

	 累積解釋變異量：49.765%	 	

	 顯著性：0.000	 	

	 Cronbach’s α = 0.9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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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文化適應量表	

跨文化適應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跨文化適應量表的 KMO 值為 0.943

（>0.8），近似卡方分配值為 1510.445，自由度為 91，顯著值 0.000（<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後發現，跨文化適應量表一的 13 個題

項只萃取出 1 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累積解釋了 44.479%的變異量，其中，

第 3 題「我有興趣學習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因素負荷量為 0.518，第 9 題「當

我邀請台灣友人來我家午餐或者晚餐，我請他們吃台灣口味食物而不是大陸口

味食物。」因素負荷量為 0.521，兩題因素負荷量皆<0.55，故決定刪除這兩題

題。爾後再進行信度分析，跨文化適應量表一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0.55 的題項

後的 Cronbach’s α 為 0.891，根據 Nunnally（1978）的建議，Cronbach’s α 係數

大於 0.7，表示量表信度可被接受，聚合情況如表 4-3-7 所示。	

 表 4-3-7	 跨文化適應因素負荷量統計	  

因素 跨文化適應 因素負荷量 

跨文化適應 1、現代人必須藉由社交媒體獲知世界動態。 .806 

跨文化適應 2、社交媒體有益於社會大多數層面。 .672 

跨文化適應 3、我有興趣學習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	 	  .518 

跨文化適應 4、我比較喜歡在台灣的家（宿舍）中吃大陸口味

的食物而不是台灣口味的食物。 

.730 

跨文化適應 5、我比較喜歡花錢而不是存錢。 .757 

跨文化適應 6、我週末多與台灣友人而不是大陸友人來往。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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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適應 7、我比較喜歡在社交媒體上訂閱台灣的資訊內

容，而不是大陸的資訊內容。 

.755 

跨文化適應 8、在社交媒體上，即使有大陸的資訊內容，我仍

然願意觀看台灣的資訊內容。 

.581 

跨文化適應 9、當我邀請台灣友人來我家午餐或者晚餐，我請

他們吃台灣口味食物而不是大陸口味食物。 

.521 

跨文化適應 10、我對自己與台灣友人的溝通能力很滿意。 .729 

跨文化適應 11、我比較喜歡與台灣友人而不是大陸友人共度週

末。 

.698 

跨文化適應 12、即使可以收看大陸節目，我也不會看大陸節

目。 

.592 

跨文化適應 13、我以付費方式訂閱台灣的內容資訊服務。 .648 

	 KMO 值：.943	 自由度：91	 近似卡方：

1510.445	

	

	 累積解釋變異量：44.479%	 	

	 顯著性：0.000	 	

	 Cronbach’s α = 0.8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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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設驗證 

H1：陸生大陸社交媒體使用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2：陸生台灣社交媒體使用與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為瞭解陸生大陸與台灣的社交媒體使用與陸生大陸與台灣的感知社會支持

相關性，本研究分別以陸生大陸與台灣的社交媒體使用行為作為預測變項，以

大陸與台灣的感知社會支持作為依變項，進行回歸分析。	

微信使用行為包括使用時間、好友數量、使用強度、使用動機四個部分，

檢定結果發現，微信使用時間、微信好友數量、微信使用強度、微信社會連結

使用動機、微信共享特性使用動機、微信照片分享使用動機、微信內容使用使

用動機、微信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微信狀態更新使用動機可以解釋大陸社

會支持53.9%的變異量。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微信使用時間、微信好友數量、微

信社會連結使用動機、微信共享特性使用動機、微信照片分享使用動機、微信

內容使用使用動機、微信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微信狀態更新使用動機正向

影響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微信使用強度負向影響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假設一部

分成立，如表4-4-1所示。	

表 4-4-1 微信使用行為對大陸社會支持回歸分析結果 

（常數）	

非標準化係數	

顯著性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B 標準誤	 Beta t 容差	 VIF 

1.043	 .268	 	 .275	  -1.094	 	 	

微信使用時間	 .050	 .021	 	 .016	 .110	 2.416	 	 	 .835	 1.198	

微信好友數量	 .147	 .028	 	 .000	 .230	 5.165	 	 	 .868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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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使用強度	 -.178	 .035	 	 .000	 -.261	 5.122	 .660	 1.516	

微信使用動機	

社會連結	

共享特性	

照片分享	

內容使用	

社交網路瀏覽	

狀態更新	

	

.113	

.110	

.145	

.140	

.094	

.098	

	

.041	

.038	

.037	

.035	

.030	

.035	

	 	

.007	

.004	

.000	

.000	

.002	

.005	

	

.147	

.146	

.189	

.193	

.150	

.128	

	

2.736	

2.909	

3.876	

4.033	

3.150	

2.827	

	

.596	

.683	

.723	

.754	

.759	

.845	

	

1.678	

1.464	

1.382	

1.327	

1.317	

1.184	

a.	 依變數：大陸社會支持 

△ R2
=.539，F=34.856***	

註：*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Facebook使用行為包括使用時間、好友數量、使用強度、使用動機四個部

分，檢定結果發現，Facebook使用時間、Facebook好友數量、Facebook使用強

度、Facebook社會連結使用動機、Facebook共享特性使用動機、Facebook照片分

享使用動機、Facebook內容使用使用動機、Facebook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

Facebook狀態更新使用動機可以解釋台灣社會支持64.6%的變異量。回歸分析結

果顯示，Facebook使用時間負向影響台灣社會支持，Facebook內容使用使用動

機負向影響台灣社會支持，Facebook好友數量、Facebook使用強度、社會連結

使用動機、共享特性使用動機、照片分享使用動機、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

狀態更新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台灣社會支持，假設二部分成立，如表4-4-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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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Facebook 使用行為對台灣社會支持回歸分析結果	

（常數）	

非標準化係數	

顯著性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B	 標準誤	 Beta	 t	 容差	 VIF	

1.534	 .342	 	 .000	 	 -3.027	 	 	

Facebook 使用時間	 -.122	 .029	 	 .000	 -.190	 -4.251	 	 	 .661	 1.514	

Facebook 好友數量	 .186	 .031	 	 .000	 .369	 6.053	 	 	 .357	 2.805	

Facebook 使用強度	 .149	 .046	 	 .001	 .222	 3.218	 .279	 3.585	

Facebook 使用動機	 	 	 	 	 	 	 	

社會連結	 .152	 .047	 .001	 .208	 3.215	 .315	 3.172	

共享特性	 .140	 .030	 .000	 .187	 4.674	 .827	 1.210	

照片分享	 .098	 .044	 .025	 .137	 2.251	 .358	 2.794	

內容使用	 -.119	 .033	 .000	 -.228	 3.605	 .332	 3.014	

社交網路瀏覽	 .127	 .033	 .000	 .156	 3.827	 .812	 1.231	

狀態更新	 .090	 .030	 .003	 .132	 3.028	 .693	 1.444	

a.	 依變數：台灣社會支持	

△ R2
=.646，F=54.244*** 

註：*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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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大陸感知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正相關。	

H4：台灣感知社會支持與文化適應正相關。	

為瞭解陸生大陸與感知台灣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的相關性，本研究分別

以陸生大陸感知社會支持與台灣社會支持感知作為預測變項，以跨文化適應作

為依變項，進行回歸分析。	 	

檢定結果發現，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可以解释陸生跨文化適應42.8%的變異

量。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大陸感知社會支持正向影響跨文化適應，假設三成

立，如表4-4-3所示。	

表 4-4-3  大陸社會支持對跨文化適應回歸分析結果 

（常數）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 標準誤	 顯著性 Beta t 

.959	 .174	 	 .000	 	 5.502	 	

大陸社會支持	 .922	 .064	 	 .000	 .654	 14.371	 	

a.	 依變數：跨文化適應 

△ R2
=.428，F=206.529***	

註：*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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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結果發現，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可以解释陸生跨文化適應36.4%的變異

量。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台灣感知社會支持正向影響跨文化適應，假設四成

立，如表4-4-4所示。	

表 4-4-4  台灣社會支持對跨文化適應回歸分析結果 

（常數）	 非標準化係數	 顯著性	 標準化係數	  

 

B 標準誤	  Beta t 

1.110	 .187	 .000	 	 5.935	 	

台灣社會支持	 .648	 .052	 .000	 .603	 12.559	 	

a.	 依變數：跨文化適應 

△ R2
=.364，F=157.721***	

註：*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5：大陸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H6：台灣社交媒體的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為瞭解陸生大陸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的相關性，本研究分別以大陸

社交媒體使用作為預測變項，以跨文化適應作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	 	

檢定結果發現，微信使用可以解釋陸生跨文化適應64.1%的變異量。回歸分

析結果顯示，微信使用時間、微信好友數量、微信社會連結使用動機、微信照

片分享使用動機、微信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微信狀態更新使用動機會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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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跨文化適應，微信使用強度負向影響跨文化適應，微信共享特性使用動

機、微信內容使用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不存在相關關係，假設五部分成立，

如表4-4-5所示。	

表 4-4-5  微信使用行為對跨文化適應回歸分析結果 

	

（常數）	

	

非標準化係數	

顯著性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B 標準誤	 Beta t 容差	 VIF 

2.278	 .334	 	 .000	  -3.565	 	 	

微信使用時間	 .163	 .026	 	 .000	 .256	 6.394	 	 	 .835	 1.198	

微信好友數量	 .157	 .035	 	 .000	 .175	 4.441	 	 	 .868	 1.152	

微信使用強度	 -.441	 .043	 	 .000	 -.461	 -10.228	 .660	 1.516	

微信使用動機	 	 	 	 	 	 	 	

社會連結	 .155	 .051	 .003	 .143	 3.022	 .596	 1.678	

共享特性	 	 .044	 .047	 .346	 .042	 .945	 .683	 1.464	

照片分享	

內容使用	

社交網路瀏覽	

狀態更新	

.175	

.046	

.173	

.236	

.046	

.043	

.037	

.043	

.000	

.284	

.000	

.000	

.162	

.045	

.195	

.217	

3.763	

1.073	

4.631	

5.439	

.723	

.754	

.759	

.845	

1.382	

1.327	

1.317	

1.184	

	

a.	 依變數：跨文化適應 

△ R2
=.641，F=53.090***	

註：*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檢定結果發現，Facebook 使用可以解釋陸生跨文化適應 37.9%的變異量。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Facebook 使用時間、Facebook 好友數量、Facebook 使用強

度、Facebook 共享特性使用動機、Facebook 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Facebook

狀態更新使用動機會正向影響跨文化適應，Facebook 內容使用使用動機負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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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跨文化適應，Facebook 社會連結使用動機、、Facebook 照片分享使用動機與

跨文化適應不相關，假設六成立，如表 4-4-6 所示。	

	

表 4-4-6  Facebook 使用行為對跨文化適應回歸分析結果 

	

（常數）	

	

非標準化係數	

顯著性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B 標準誤	 Beta t 容差	 VIF 

1.568	 .486	 	 .001	  3.226	 	 	

Facebook	

使用時間	

.150	 .041	 	 .000	 .217	 3.665	 	 	 .661	 1.514	

Facebook	

好友數量	

.136	 .044	 	 .002	 .251	 3.113	 	 	 .357	 2.805	

Facebook	

使用強度	

.138	 .066	 	 .037	 .	192	 2.102	 .279	 3.585	

Facebook	

使用動機	

	 	 	 	 	 	 	

社會連結	 .087	 .067	 .196	 .111	 1.297	 .315	 3.172	

共享特性	 .087	 .043	 .042	 .108	 2.041	 .827	 1.210	

照片分享	

內容使用	

社交網路瀏覽	

狀態更新	

.092	

-.162	

.136	

.087	

.062	

.047	

.047	

.042	

.140	

.001	

.004	

.041	

.119	

-.289	

.195	

.217	

1.482	

-3.464	

2.911	

2.057	

.358	

.332	

.812	

.693	

2.794	

3.014	

1.231	

1.444	

	

a.	 依變數：跨文化適應 

△ R2
=.379，F=18.179***	

註：*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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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假設驗證整理 

根據上述分析，本節將各研究假設結果彙整如表4-5-1所示：	

表 4-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驗證結果	

H1	 	 	 	 	 	 	 	 微信使用與大陸社會支持感知正相關。	 部分成立	

H1-1	 陸生微信使用時間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1-2	 陸生微信好友數量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1-3	 陸生微信使用強度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負相關。	 	

H1-4	 陸生微信社會連結使用動機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1-5	 陸生微信共享特性使用動機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1-6	 陸生微信照片分享使用動機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1-7	 陸生微信內容使用使用動機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1-8	 陸生微信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1-9	 陸生微信狀態更新使用動機與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H2	 陸生 Facebook 使用與台灣社會支持感知呈正相關。	 部分成立	

H2-1	

H2-2	

H2-3	

H2-4	

H2-5	

H2-6	

陸生 Facebook 使用時間與台灣社會支持感知呈負相關。	

陸生 Facebook 好友數量與台灣社會支持感知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使用強度與台灣社會支持感知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社會連結使用動機與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共享特性使用動機與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照片分享使用動機與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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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7	

H2-8	

H2-9	

陸生 Facebook 內容使用使用動機與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呈負相關。	

陸生 Facebook 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與台灣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狀態更新使用動機與台灣社會感知支持呈正相關。	

H3	 大陸感知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成立	

H4	 台灣感知社會支持感知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成立	

H5	 陸生微信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部分成立	

H5-1	 陸生微信使用時間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H5-2	

H5-3	

H5-4	

H5-4	

H5-6	

H5-7	

H5-8	

H5-9	

陸生微信好友數量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微信使用強度與跨文化適應持負相關。	

陸生微信社會連結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微信共享特性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不相關。	

陸生微信照片分享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微信內容使用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不相關。	

陸生微信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微信狀態更新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H6	 陸生 Facebook 使用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部分成立	

H6-1	

H6-2	

H6-3	

H6-4	

H6-5	

陸生 Facebook 使用時間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好友數量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使用強度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社會連結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不相關。	

陸生 Facebook 共享特性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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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6	

H6-7	

H6-8	

H6-9	

陸生 Facebook 照片分享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不相關。	

陸生 Facebook 內容使用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負相關。	

陸生 Facebook 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 Facebook 狀態更新使用動機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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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欲瞭解陸生社群網站使用行為、社會支持感知與跨文化適應之關

係。	 透過文獻探討瞭解留學生社群網站使用、社會支持與跨文化適應的基本概

念及相關研究，作為本研究架構的基礎依據。本研究以北區陸生為研究對象，

採用便利抽樣選出發放對象進行問卷調查，7 天共回收	 305	 份問卷，有效問卷

278	 份，接著以	 SPSS	26.0	 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假設驗證結果如圖 5-1 所示。	 	

本章根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與討論；第

二節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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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假設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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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一、陸生社交媒體使用與感知社會支持部分呈正相關	

在調查中顯示，陸生大陸社交媒體的使用部分會正向影響其大陸感知社會

支持，陸生台灣社交媒體的使用部分會正向影響其台灣感知社會支持。其中，

微信好友數量、微信使用時間、微信社交連結使用動機、微信共享特性使用動

機、微信照片分享使用動機、微信內容使用使用動機、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

機、狀態更新使用動機均正向影響大陸感知社會支持。也就是說，當陸生在台

灣求學時，若使用花在微信上的時間長、好友數量多、陸生所能感受到的大陸

感知社會支持就會較多。當陸生使用微信的動機為社交連結、共享特性、照片

分享、內容使用、社交網路瀏覽時，其所能獲得的大陸社會支持也會增加，也

就是說，若陸生能夠使用微信與大陸的朋友，或是很久不見的人保持關係，尋

找線上連結，分享自己的生活，更新自己台灣生活裡的動態、心情，利用微信

來加入大陸的線上活動，其能獲得的大陸社會支持感知就越多。	

然而，陸生微信使用強度卻對社會支持及跨文化適應呈負相關。這也印證

了 Ye（2006）、Cemalcilar（2008）等學者描繪的，留學生若過度使用原文化

環境的新傳播科技，使用強度過高，易阻礙留學生對新環境的社會支持感知。	

雖陸生 Facebook 使用強度、好友數量、Facebook 社交連結使用動機、共享

特性使用動機、照片分享使用動機、社交網路瀏覽使用動機、狀態更新使用動

機正向影響台灣感知社會支持。陸生在異鄉求學時，若能充分利用好臉書管

道，增加自己與台灣的連結，分享自己的心情，主動增強自己對台灣的認識，

較能獲得更多的台灣社會支持感知。但 Facebook 使用時間卻與台灣感知社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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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呈負相關，也就是說，當陸生花在臉書上的時間越長，其能感受到的台灣社

會支持就會降低。此外，內容使用使用動機也與感知社會支持呈負相關。根據

筆者的使用經驗，可能的原因在於，內容使用動機中的台灣新聞資訊接觸，尤

其綠營媒體對大陸的負面報導及網民的評論，使陸生受到了衝擊，如周祝瑛、

魯嬪文（2016）所談，對大陸年輕人而言，綠營媒體再三的不當用詞，刺痛了

大陸民眾的感情；而大陸官媒對臺灣形象的「唱衰」，也加速了「寶島」美好

形象的垮台，未來可針對這一部分做進一步的研究。  

二、陸生社會支持感知與跨文化適應呈正相關。	

陸生大陸與台灣的社會支持感知顯著影響著陸生的跨文化適應。當陸生獲

得越多的大陸感知社會支持和越多的台灣社會支持時，其在台灣的跨文化適應

性也就越強，也代表著陸生若能善用兩岸社交媒體，從兩岸社交媒體中獲得情

感上的幫助、實質上的支持，使其在台灣求學時，能夠有充足的能量去面對跨

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壓力、困難，陸生的跨文化適應能力也會增強，這也證實了

Li	&	Peng（2019）所說，原文化環境和新文化環境的社會支持感知能夠有效減

緩跨文化適應壓力。	

三、陸生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部分呈正相關。	

無論是微信還是在 Facebook，陸生在兩岸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好友數量

均正向影響陸生的跨文化適應。微信和 Facebook 既能幫助陸生維持原有的社會

連結，參與大陸與台灣的活動，分享自己在台灣的生活狀態，也能幫助陸生在

台灣開啟新的社會連結，更多參與台灣生活，學習新文化，從而增強自己在台

灣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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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微信使用強度卻與跨文化適應呈負相關，Facebook 內容使用動機也

與跨文化適應呈負相關。這印證了 Lee, Lee, & Jang（2011）、Phua & Jin

（2011）所說的，原文化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可能會導致陸生過度依賴大陸文

化環境，從而影響陸生與台灣文化的融合，減緩跨文化適應。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樣本局限於台灣北區陸生，僅對北區 39 所學校的陸生進行抽樣調

查，未能以全台灣陸生進行抽樣。樣本主要來自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台灣大

學、淡江大學、銘傳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等幾所陸生較

為集中的大專院校，未能代表整個陸生群體。再者，樣本主要來自福建、浙

江、廣東的陸生多達 173 人，占有效樣本數的 62.2%，樣本結構不均勻。此

外，樣本中攻讀博士生的僅占 2.1%，攻讀學位的不同也會帶來差異。因人口變

項的差異，本研究結果缺乏代表性，研究結果未能推及到全台灣的陸生群體。	

未來研究可將陸生擴展至更多省份及台灣中南部的學校，使得樣本結構均

勻，研究結論更具代表性，推斷性。	

本研究的研究平台侷限於微信與 Facebook，其他社群平台未納入考慮，陸

生在其他社群平台的使用行為有所差異，未來研究可從其他平台入手（如微

博、Instagram、Line）。此外，社群媒體使用具有多樣性，未來研究可對陸生

社媒體題使用行為的細節對社會支持感知、跨文化適應的影響進行分析，如陸

生社群媒體上不同形式的發文內容、不同類型的好友（如強連結、弱連結）對

不同社會支持感知與跨文化適應的影響差異，也可以對社會支持類型進行劃

分，研究陸生不同的社交媒體使用形式、動機等對不同類型社會支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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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方法，僅用問卷調查法進行，未來可納入質化研究方

法進行調查，如：深入訪談法、日記法等，對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行為、社會

支持感知、跨文化適應進行更深入的挖掘，也可對陸生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發布

的內容進行紀錄、文本分析，獲取陸生真實的回應。另外，也可對使用敘事分

析法，對在台陸生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轉變，做長時間的觀察紀錄。	

	 	 	 研究發現，兩岸社交媒體的使用可以使在台陸生獲得社會支持以調適生活

和增強跨文化適應。建議陸生可利用好臉書這一工具，主動增強自己與台灣的

連結，促進溝通和交流，避免噤聲逃離的心態，主動了解、適應新環境。在面

對意識型態、國族認同等深層次敏感問題時，也可嘗試面對面的溝通與交流，

放下成見，敞開心扉，坦然面對，以包容的心態面對差異。此外，無論是大陸

社交媒體還是台灣社交媒體，陸生在遇到困難和需要情緒疏導時，可主動、及

時地在社交媒體上尋求紓解和幫助，學校師長、行政人員、同學朋友也可獲得

資訊，主動提供幫助。唯有主動了解、主動溝通、主動適應，陸生才能在兩岸

文化間游刃有餘的穿梭，成為兩岸關係的另一種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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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一、跨文化適應壓力	

 	

親愛的受訪者：	

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三年級的劉杰瑜，目前在研究陸生跨文化適應

議題，誠摯地請您撥一些時間填寫這份問卷，您的填答對我的研究將有很大的幫

助。我保證，本次問卷全程匿名，您所填答資料僅提供學術研究之用，不會有任何

不當的引用和洩漏。	 	

再次感謝您花費寶貴的時間完成這份問卷。本次問卷會在受訪者當中，隨機抽

取 5 位幸運兒，分別贈與人民幣	 500、300、200、100、50 元。	 	

聯繫方式：106464070@nccu.edu.tw	 	

	

敬祝	 	

萬事如意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	

指導教授:	 黃葳威	 博士	

	 研究生:	 劉杰瑜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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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1.性別	

¡ 男	

¡ 女	 	

2.	 您就讀的學校是?________	

3.	 就學之學位別	

¡ 大學	

¡ 研究生	 	

¡ 博士生	

4.	 赴台時間	

¡ 半年及以下	

¡ 1 年～2 年	

¡ 2 年～3 年	

¡ 3 年～4 年	

¡ 4 年～5 年	

¡ 5 年～6 年	

¡ 6 年～7 年	

¡ 7 年以上	

5.	 您來自中國大陸哪個省份？________	

6.	 您是否使用微信？	

¡ 是	

¡ 否	

7.您是否使用 Facebook？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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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天⼤概花多少時間在Facebook上？	 1、30分鐘以下	 	 2、30分鐘-1小時	

3、1-2小時	 	 	 4、2-3小時	

5、3-4小時	 	 	 5、4-5小時	

6、5小時以上	

2	 您的Facebook	 好友數量約為多少？	 1、50個以下	 2、51-100個	

3、101-250個	 	 	 	 4、251-500個	

5、500個以上	

	

	

題目內容	

	

	

非	

常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比	

較	

不	

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Facebook是我⽇常⽣活的⼀部分。	 □  □ □  □  □	 	□	

3	 使⽤Facebook已經是我每⽇固定活動.	 □  □ □  □  □	 	□ 

4	 ⼀天沒⽤Facebook，我就感覺與⼈失去聯繫。 □  □ □  □  □	 	□ 

5	 我覺得我是Facebook社群的⼀份⼦。 □  □ □  □  □	 	□ 

第二部分	 台灣社交媒體使用——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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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旦Facebook關了，我會覺得難過。	 □  □ □  □  □	 	□ 

	

	

題目內容	

	

	

非	

常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比	

較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Facebook 使用動機量	

1	 我會在Facebook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  □ □  □  □	 	□	

2	 我會在Facebook上聯絡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  □ □  □  □	 	□ 

3	 我會在Facebook上找到很久不見的朋友。 □  □ □  □  □	 	□ 

4	 我覺得我是Facebook社群的⼀份⼦。 □  □ □  □  □	 	□ 

5	 我會在Facebook上與失去聯絡的人聯絡。	 □  □ □  □  □	 	□ 

6	 我會在Facebook上規劃活動或是加入活動。	 □  □ □  □  □	 	□ 

7	 	我會在加入Facebook上的各種社團／群組。	 □  □ □  □  □	 	□ 

9	 我會在Facebook上觀看照片。	 □  □ □  □  □	 	□ 

10	 我會被好友標記（tag）在照片或者狀態上。	 □  □ □  □  □	 	□ 

11	 我會在照片或者狀態上標記好友名字。	 	 	 □  □ □  □  □	 	□ 

12	 我會在Facebook上張貼照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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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會使用Facebook上的應用程序。	 □  □ □  □  □	 	□ 

14	 我會玩Facebook上的小遊戲。	 □  □ □  □  □	 	□ 

15	 我會因為朋友都在使用某個程序而使用該程

序。	

□  □ □  □  □	 	□ 

16	 我會使用Facebook了解新聞資訊。	 □  □ □  □  □	 	□ 

17	 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不認識或不熟悉	

使用者的個人檔案。	

□  □ □  □  □	 	□ 

18	 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使用者的朋友。	 □  □ □  □  □	 	□ 

19	 我會在 Facebook 上更新個人狀態。	 □  □ □  □  □	 	□ 

20	 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即時動態欄。	 □  □ □  □  □	 	□ 

21	 我會在 Facebook 上觀看其他使用者更新	 	 	 	 	

了哪些狀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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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天⼤概花多少時間在微信上？	 1、30分鐘以下	 	 2、30分鐘-1小時	

3、1-2小時	 	 	 4、2-3小時	

5、3-4小時	 	 	 5、4-5小時	

6、5小時以上	

2	 您的微信好友數量約為多少？	 1、50個以下	 2、51-100個	

3、101-250個	 	 	 	 4、251-500個	

5、500個以上	

	

	

	

	

非	

常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比

較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微信是我⽇常⽣活的⼀部分。	 □  □  □ □  □ □	

3	 使⽤微信已經是我每⽇固定活動.	 □  □  □ □  □ □	

4	 ⼀天沒⽤微信，我就感覺與⼈失去聯繫。 □  □  □ □  □ □ 

第二部分	 大陸社交媒體使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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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覺得我是微信社群的⼀份⼦。 □  □  □ □  □ □ 

6	 ⼀旦微信關了，我會覺得難過。	 □  □  □ □  □ □ 

	

	

題目內容	

	

	

非	

常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比	

較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微信使用動機量表	

1	 我會在微信上了解舊朋友的近況。	 □  □ □  □  □	 	□	

2	 我會在微信上聯絡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  □ □  □  □	 	□ 

3	 我會在微信上找到很久不見的朋友。 □  □ □  □  □	 	□ 

4	 我覺得我是微信社群的⼀份⼦。 □  □ □  □  □	 	□ 

5	 我會在微信上與失去聯絡的人聯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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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會在微信上規劃活動或是加入活動。	 □  □ □  □  □	 	□ 

7	 	我會在加入微信上的各種社團／群組。	 □  □ □  □  □	 	□ 

9	 我會在微信上觀看照片。	 □  □ □  □  □	 	□ 

10	 我會被好友標記（tag）在照片或者狀態上。	 □  □ □  □  □	 	□ 

11	 我會在照片或者狀態上標記好友名字。	 	 	 □  □ □  □  □	 	□ 

12	 我會在微信上張貼照片。	 □  □ □  □  □	 	□ 

13	 我會使用微信的應用程序。	 □  □ □  □  □	 	□ 

14	 我會玩微信上的小遊戲。	 □  □ □  □  □	 	□ 

15	 我會因為朋友都在使用某個程序而使用該程

序。	

□  □ □  □  □	 	□ 

16	 我會使用微信了解新聞資訊	 □  □ □  □  □	 	□ 

17	 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不認識或不熟悉使用者

的個人檔案。	

□  □ □  □  □	 	□ 

18	 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使用者的朋友。	 □  □ □  □  □	 	□ 

19	 我會在微信上更新個人狀態。	 □  □ □  □  □	 	□ 

20	 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即時動態欄。	 □  □ □  □  □	 	□ 

21	 我會在微信上觀看其他使用者更新了哪些狀

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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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現代人必須藉由社交媒體獲知世界動態。	 □  □  □ □  □ □ 

2	 社交媒體有益於社會大多數層面。	 □  □  □ □  □ □ 

3	 我有興趣學習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	 □  □  □ □  □ □ 

4	 我比較喜歡在台灣的家（宿舍）中吃大陸口味

的食物而不是台灣口味的食物。	

□  □  □ □  □ □ 

5	 我比較喜歡花錢而不是存錢。	 □  □  □ □  □ □ 

6	 我週末多與台灣友人而不是大陸友人來往。	 □  □  □ □  □ □ 

7	 我比較喜歡在社交媒體上訂閱台灣的資訊內

容，而不是大陸的資訊內容。	

□  □  □ □  □ □ 

8	 在社交媒體上，即使有大陸節目，我仍然願意

觀看台灣節目。	

□  □  □ □  □ □ 

9	 當我邀請台灣友人來我家午餐或者晚餐，我請

他們吃台灣口味食物而不是大陸口味食物。	

□  □  □ □  □ □ 

第三部分	 跨文化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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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對自己與台灣友人的溝通能力很滿意。	 □  □  □ □  □ □ 

11	 我比較喜歡與台灣友人而不是大陸友人共度週

末。	

□  □  □ □  □ □ 

12	 即使可以收看大陸節目，我也不會看大陸節

目。	

□  □  □ □  □ □ 

13	 我以付費方式訂閱台灣的內容資訊服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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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比

較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當我在台灣遇到問題時，有些大陸的老師、同

學、親戚會出現在在微信上。	

□  □  □ □  □ □ 

2	 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大陸的老師、同學、親

戚在微信上共享快樂和憂傷。	

□  □  □ □  □ □ 

3	 當我在台灣有困難時，在微信上，有些大陸的

老師、同學、親戚是安慰我的真正源泉。	

□  □  □ □  □ □ 

4	 在我的生活中，有些大陸的老師、同學、親戚

能在微信上關心著我的感情。	

□  □  □ □  □ □ 

5	 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夠切實具體

地在微信上給我幫助。	

□  □  □ □  □ □ 

6	 當我在台灣有需要時，我能夠在微信上從大陸

的家人獲得感情上的幫助與支持。	

□  □  □ □  □ □ 

7	 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在大陸的家人在微信上

談論我的難題。	

□  □  □ □  □ □ 

第四部分	 感知社會支持—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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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在微信上心

甘情願協助我做出各種決定。	

□  □  □ □  □ □ 

9	 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大陸朋友能在微信上真正

地幫助我。	

□  □  □ □  □ □ 

10	 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大陸朋友們在微信上討

論自己的難題。	

□  □  □ □  □ □ 

11	 當我在台灣發生困難時，我可以在微信上依靠

我的大陸朋友們。	

□  □  □ □  □ □ 

12	 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大陸朋友們能夠在微信上

與我分享快樂和憂傷。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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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內容	

	

	

非	

常	

同	

意	

比

較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比

較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當我在台灣時，我遇到問題時，有些台灣的老

師、同學、朋友會出現在 Facebook 上。	

□  □  □ □  □ □ 

2	 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台灣的老師、同學、朋

友在 Facebook 上共享快樂和憂傷。	

□  □  □ □  □ □ 

3	 當我在台灣有困難時，在 Facebook 上，有些

台灣的老師、同學、朋友是安慰我的真正源

泉。	

□  □  □ □  □ □ 

4	 在我的生活中，有些台灣的老師、同學、朋友

在 Facebook 上關心著我的感情。	

□  □  □ □  □ □ 

5	 當我在台灣時，我在大陸的家人能夠切實具體

地透過 Facebook 給我幫助。	

□  □  □ □  □ □ 

6	 當我在台灣有需要時，我能夠在 Facebook 上

從大陸的家人中獲得感情上的幫助與支持。	

□  □  □ □  □ □ 

7	 我能在 Facebook 上與自己在大陸的家人談論

我的難題。	

□  □  □ □  □ □ 

第四部分	 感知社會支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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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我在台灣時，我大陸的家人能在Facebook上

心甘情願協助我做出各種決定。	

□  □  □ □  □ □ 

9	 當我在台灣發生困難時，我可以在 Facebook

上依靠我的台灣朋友們。	

□  □  □ □  □ □ 

10	 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台灣朋友們能夠在

Facebook 上與我分享快樂和憂傷。	

□  □  □ □  □ □ 

11	 當我在台灣時，我能與台灣朋友們討論自己的

難題。	

□  □  □ □  □ □ 

12	 當我在台灣時，我的台灣朋友能在Facebook上

真正地幫助我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