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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謝誌的開頭到底該如何下筆以及該使用何種口吻敘述，實在讓我傷透腦

筋（我沒唬爛，謝誌真的還蠻難寫的！），我既不想以一句「品味」與「深度」

兼具的電影台詞或藝術／文學家的話作為開場白，來突顯個人的文化資本（因為

我不夠文藝，也沒啥文化品味且我自認自己就是個通俗的尋常百姓），也不想一

開頭就引個知名大師的「至理名言」來為自己的學識涵養加分（因為我認識的知

名大師可能不多，硬要我講，我搞不好會引出「荒謬大師」沈玉琳的「水清無魚，

嘴賤無敵」來開場，所以想想還是算了），更不想再套用萬年老梗批判一下「資

本主義」，並正正經經、語帶沉重地講述一堆讓人覺得深奧難懂的「社會文化理

論」語言，數落這個不公不義又充滿各種宰制、規訓、偏見及歧視的現實社會（因

為現在的我，想省點口水），所以最後想來想去似乎還是用「我手寫我口」的方

式及「閒聊瞎扯」的口吻，直接地寫出我想說的話，比較爽／痛快些，說實話，

這也跟「真實的我」比較貼近（請不要追問我，什麼叫做「真實」，因為這種問

題絕對是沒完沒了，再來我也懶得／無法回應）。 

一本論文的完成，實在需要太多人的協助了（其中包含善心人士、同修大德、

同學友人、長輩前輩、家人親人及老師們），因此我得感謝的人很多（抱歉，就

讓我先挪用一下其它謝誌的梗，因為就謝誌的文化常規來說，這些話似乎是一定

要講的），謝不完（或漏謝的），請別怪我，當然也可事後來函／電通知（起初

我是很想仿效國中課本裡的陳之藩，謝個天就了事！）。 

首先我要感謝美苓老師不留一手地傾力傳授做研究「真功夫」給我，如果沒

有美苓老師對論文品質的把關與耐心指導，我恐怕很難完成一本勘具學術水準且

嚴謹的量化研究論文（除了我本來就很頭痛的APA格式與相關統計分析技術外，

更重要的是那股專注且認真的「治學態度」與求知若渴的「研究精神」）。其次，

我得感謝的是兩位口試委員，一位是在研究所進階傳播研究課程給予我論文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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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與建議的念萱老師，另一位則是在大學時代啟蒙我走向傳播研究領域的美華

老師，透過兩位老師對我論文所提出的思考方向與問題，讓我能從更多元的角度

來剖析研究結果，使一篇原本只是充滿冰冷數字的量化研究論文，更具人文反思

精神〔在此簡單說明一下，念萱老師一直要（脅）我寫的 methodological note 之

後續發展，礙於這畢業前夕實在有太多事情擠在一起，只好在謝誌中跟念萱老師

說聲抱歉啦！往後有機會一定寫，或者畢業後，我再抽空回老師的課堂上與未來

學弟妹們面對面討論也行〕。 

另外，我得感謝陳儒修老師當初讓我加入他的「台灣電影中的日本性研究計

畫」團隊〔別誤會，這個「日本性」（我想我潛意識中大概也是因為「這個誤會」

才加入的…），並不是去研究電影中的日本「性文化」，而是去探討電影中的「日

本文化特質／性」，當然我內心比較想研究的其實是「前者」〕，使我能從中學

習到許多關於電影方面的知識與文本分析的寫作技巧，同時也要謝謝待人親切的

師大台文所莊佳穎老師勇於突破教育界對 AV 文化（研究）的「成見」，邀請我

（這種小咖）到台師大的教育殿堂上演說日本色情片工業並分享日本 AV 男／女

優的種種。再來，我得大力感謝的是幫助我完成研究的大恩人「AV 達人」一劍

浣春秋（劍學長）、從中協助聯絡事宜的（新聞所 99 級的）H（黃）同學（這

還需要匿名嗎？…宇 X 同學、X 萱同學）以及每一位願意抽空填寫問卷的受訪

者。 

除此，我也想謝謝政大傳播學院及交大客家學院每一位啟發過、教過我的老

師，政大傳院的方孝謙、王石番、王其敏、柯裕棻、孫式文、郭力昕、馮建三、

劉昌德、劉慧雯、鍾蔚文；交大傳科系的林崇偉、林慧斐、許峻誠、郭良文、曾

吉賢（成大台文）、黃靜蓉、魏玓；人社系的王冠生、呂欣怡、李悅端、李翹宏、

林秀幸、林淑芬、林欽榮、柯朝欽、段馨君、莊英章、莊雅仲、許維德、連瑞枝、

黃紹恆、潘美玲、簡美玲、羅烈師等老師（以上按筆畫順排列），一列出來才驚

覺原來我修過這麼多大師級人物的課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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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姐姐及姐夫，沒有家人在

背後的支持與陪伴，我可能什麼也做不來，說真的，寫論文的期間，家人對我來

說實在太重要了（必須每天窩在電腦前寸步不離的我，要是沒有我爸媽的照顧，

我大概就死在路邊了）。 

接著，不免俗地，我得逐一感謝所有幫助或鼓勵過我的親朋好友、同學們及

學弟妹／長姐們（沒提到的千萬別怪我…我已經絞盡腦汁盡力回想了）：廣電所

98 級的宥緯學長（一路陪我探討各類 AV 議題與關心 AV 時事的重要夥伴！）、

其崇學姐、廣電所 99 級的彥荏（由於酷似蠟筆小新他爹，又稱廣志，說好的貓

空纜車呢？…電動趴呢？還有我的 PS2 記憶卡！）、孟婷（很感謝孟婷在我第

一次口試時的熱情協助！）、婉青（廣電的動漫女王）、亭逸（一位努力、善良，

但神經卻很大條的台灣女孩）、育南（未來的大導演）、宜軒（他很「純潔」但

卻聽得懂相關術語）、智謙、曼汝、蔚延、素琳、文傑、莉雅、何綺、林昱、予

安、玉招、加安、廣電 100 級的子豪學弟（前測時，幫了我很多忙的學弟）、于

齊學弟、辣媽綺珊（三不五時跟綺珊辣媽討論「人生歪理」，是我後段寫作日子

的重要樂趣之一）、新聞博班的耕輔學長、新聞所 98 級的佳弘學長（跟我很有

話聊的新聞所學長兼同事）、筱芸學姐（接近畢業才認識的新聞所學姐）、新聞

所 99 級的雅晴、雅璇、依潔、伊蕙、育志、育萍、鈞彥、芮琪、蓓如、何臻、

睿愷、新聞所 100 級的雅茜學妹、院辦的正華助教（幫助我完成所有繁雜行政程

序的重要推手）、系辦的友芳助教、交大雞排團的督翰（綽號阿宅，在正式施測

時幫了我不少忙，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讓我與「劍大」結下不解之緣）、建陞

（宋杯，與我一起成長的交大夥伴，也是時常耐心聽我胡言亂語的聽眾之一）、

子翔（為台灣文化與本土意識打拚的好友與同學）、焦佳弘（又名焦阿巴，交大

傳奇人物）、繕譯（大寶，大學時代搞瞎鬧廣告創作的好夥伴）以及所有在大學

與研究所曾跟我一起上過課／共事過的同學與學弟妹／長姐們，謝謝各位讓我學

生時代的生活充滿各式各樣的色彩，也謝謝你／妳們豐富我從大學到研究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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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回憶，在此也要特別感謝曾幫我個人寫過特色報導的新聞系學妹孟琦、交

大傳科系學妹人瑋、替傳院來蒐集「異常」學生資料的新聞所學妹佳珍、曾特地

抽空親筆幫我撰寫研究所入學推薦函的李泰臨總經理，以及曾為我解惑且為人和

善的旅日作家劉黎兒表姐。 

還有，我得向日本所有拍攝成人影片的 AV 男／女優及相關工作者致上我個

人最高的敬意與感恩，二十多年來，若沒有這些人的專業演出，是要叫我怎麼活

下去（我想全台灣／亞洲應該有一半以上的人會在心裡偷偷地認同我吧）！當然，

我更期待未來台灣社會能以更多元的視角來描述或看待從事相關成人影視產業

的工作者與色情／情色議題。 

值得再提的是，以上沒有被我直接點到名的同學與學弟妹／長姐與親朋好友，

乃至老師們，請你／妳們千萬別難過（還是說，其實以上有些被我點到名的，反

而比較難過？…沒關係，想移除的亦可來函／電告知），我不是忘記你／妳們，

主要是若全數列出，可能幾百頁都不夠我寫，所以要是你／妳真的會為此感到有

點傷心，只要你／妳願意來函／電通知，我會另外為你／妳撰寫一封感謝函（想

移除的則是道歉函）並親送到府，這也是我事後唯一能做的補償。 

最後，我想就用這首我最喜歡的日本樂團之知名單曲【感謝】（生物股長，

2010）的第一句歌詞，獻給所有我想感謝及認識的人： 

 

「好想告訴你我的感謝（ありがとうって伝えたくて）」 

 

 

 

陳韋賓 

西元 2013 年 1 月 

於台北大稻埕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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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網路社群媒體為例，重新審視網路傳播環境中的色情第三人效

果，並探討網路色情社群使用者的網路互動情形與網站涉入程度對網路色情訊息

評價、第三人效果認知及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的影響。自 Davison（1983）

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說迄今已 30 年，在此之間媒介科技、閱聽人訊息獲取的管道、

資訊傳播及行為模式，均有一定程度的轉變，這些轉變是否足以影響色情第三人

效果及後續的規範行為意願，即為本研究的關注焦點。綜觀過去有關網路色情的

第三人效果研究，多半是延續單向傳播觀點將人們視為被動的受眾，忽略網路傳

播的諸多互動特性，更少有研究會意識到來自網路使用者本身之因素對網路色情

傳播的影響，故本研究轉以網路使用的角度切入，將以往研究可能未曾考量的變

因納入分析，檢視其對色情第三人效果相關模式所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調查法針對台灣地區之網路色情社群使用者進行調查，共

獲得 747 份有效問卷。在第三人效果認知方面，研究結果顯示整體使用者會對網

路色情內容產生自己較不易接受，但他人（其他使用者）較易接受的第三人效果

認知，且女性比男性更認為他人較自己易接受網路色情內容。本研究證實資訊分

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頻率的增加，會加深使用者的網站涉入程度並提高使用

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進而提升使用者自己的網路色情內容接受度，但

對使用者認為他人的網路色情內容接受度，僅資訊分享、意見交流、網站涉入程

度及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符合研究假設對其產生正向影響力，媒介互動則沒

有影響。本研究雖證實使用者會因媒介互動頻率的增加與網站涉入程度的加深，

降低其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並減弱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但資訊

分享的影響力卻與本研究假設不符，亦即資訊分享頻率愈高，高頻率接觸網路色

情的負面評價也愈高，且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無顯著影響，而意見交流對高頻率接

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均無顯著預測力。 

在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方面，本研究發現整體使用者的支持管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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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普遍偏低，並指出媒介互動頻率愈高、網站涉入程度愈深，對網路色情整體的

正面評價愈高及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低的使用者，愈傾向不支持管

制網路色情媒介。然資訊分享卻以相反方向影響支持管制意願，亦即當資訊分享

的頻率愈高，支持管制意願會略微提高，而意見交流對支持管制意願則無顯著影

響。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性別在支持管制意願上無顯著差異，與過去的相關研究

有所出入。 

本研究主要貢獻是，證實影響支持管制網路色情與否的關鍵為網路色情訊息

評價（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並說明預

測媒體內容的影響力（使用者自己的網路色情內容接受度、認為他人的網路色情

內容接受度）及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支持管制行為意願之間不必然有因果

關係。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與限制進行檢討，給予欲從事相關研究者建議，

並對網路規範的宣導策略提出幾個須關注的重點。 

 

關鍵字：色情媒介、第三人效果、網站涉入感、網路互動性、網路管制、認知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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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二十一世紀「色情媒介」的發展與進化，人們接觸「色情」1較以往快

速、便利，管道與方式也更加多樣化，通常是不需花費太多時間與金錢就可以取

得大量色情資訊（Cooper, 1998; Lo, Wei, & Wu., 2010; Thornburgh & Lin, 2002）；

色情本身也因為媒介科技的演進出現了嶄新的面貌，並興起許多個人化的色情活

動與生產，進而影響當代人們的色情價值觀（甯應斌，2008）。回顧近年幾起熱

門的新聞事件便可窺知當代許多情慾資訊的流動均是仰賴「網路媒介」，2012 年

8 月 24 日有網友在「卡提諾論壇」公然散布李宗瑞案的性愛照和影片，引起檢

警關注（蘇文彬，2012 年 8 月 27 日）；同年 9 月更有 11 名網友因使用 P2P 軟體

傳輸李宗瑞性愛照和影片遭到警方逮捕（王朝鈺、劉建邦，2012 年 9 月 7 日）。 

另一起在台灣社會吵得沸沸揚揚的是，2012 年 2 月所發生的台鐵性愛派對

「小雨案」，網友們更是直接以網路媒介作為聯繫與辦理色情活動的傳播平台（即

花魁異色館）；2此一事件隨即引來兒福團體、婦女團體、政府單位以及一般社會

                                                      
1
 首先本研究須聲明，研究者在此並無意陷入何謂「色情」或「情色」等價值立場的爭論，原則

上本研究使用「色情」一詞是便於與歷史或過去文獻對話，並無特別反對色情或貶抑研究對象之

意，而在「研究問項設計」使用「情色／成人情色」等詞或描述研究對象時以「網路情色使用者」

稱呼「使用者」，則是考量研究者本身與受（共）訪者之間的對等關係，以示研究者對受（共）

訪者的知識、態度、經驗與感受之尊重，不代表本研究要頌揚色情本身或情色的價值，因此在後

續的文獻探討、研究設計、分析描述及討論中，本研究是視研究脈絡與需求，彈性調整所用詞彙。  

 
2
 「花魁藝色館」本為 BBS 站 KKCITY 底下的一個限制級看板，當 KKCITY 全盛時期達 8,000

人同時在線時，「花魁」就佔了 5,000 人。後來隨著 KKCITY 關閉，「花魁」獨立出來另闢天地，

雖然已被 PTT 的西斯板（SEX）取代，可是仍有 1,000 多人使用；而在老網友的眼裡，「花魁」

更符合「SEX」之名。「花魁」不只是個單一看板，從以前就藉由「群組」設定，讓各式愛好者

在這裡討論專門性事，包括同性戀、多 P、偷窺等；他們也曾在臉書及其他論壇發動募款，宣稱

捐獻者能參加「私人派對」，先前就在西門町紅樓附近餐廳舉辦過裸體趴。這次台鐵小雨案「1

女戰 18 男」淫趴也是由「花魁」網友籌備。（〈「花魁藝色館」台鐵開淫趴：曾是老網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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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等對當代「色情問題」的關切，同時也引發各大新聞電視台、談話節目探討

色情議題與網路色情的媒體熱潮。 

當時，國民黨立委王育敏更直接點名地指出，如果今天不是「網路」，台鐵

性愛派對將很難促成。由於擔憂網路媒介色情會持續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王育

敏嚴正呼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以下簡

稱 NCC）應再加強管制網路媒介，並要求檢察官要依法開罰，樹立懲戒網路色

情之判例典範，以杜絕往後此類事件的再發生。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也認為

NCC 應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4 條，3直接對不妥的或有違法的

網路平台業者開罰（林思宇，2012 年 3 月 1 日）。NCC 傳播內容處處長何吉森當

時也針對此承諾 2012 年 5 月將聯合相關部門召開高峰會並盡快向外界公佈開會

結果（〈網路色情如何管？NCC：將開會商討〉，2012 年 3 月 5 日）。 

然而這種呼籲管制網路媒介的聲音，很快便引起一些網路使用者的不滿，如

號稱「宅神」的朱學恆便對此表示不以為然，並公開批評將整起事件肇因全部推

給「網路媒介」的王育敏立委： 

 

朱學恆說：「我就知道保守派代表王育敏又要趁機出來控管網路了！我

擔心了幾天果然這事件就被兒福聯盟的這傢伙利用來加強網路控制。你嘛幫

幫忙，花魁異色館是架在國外的網站，你趁機拿這個東西借題發揮幹什麼？

國外網站還有放吃大便影片咧，你要不要看完之後，藉機要求國內網站加強

管制？如果他用電話約砲你要不要管制電話？用信件約砲你要不要管制郵

政？」（謝文華、顏若瑾、曾韋禎，2012 年 3 月 1 日） 

 

                                                                                                                                                        
夜情聖地〉，2012 年 2 月 25 日） 

 
3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4 條：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未

為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除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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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來一往的隔空交火中，再次掀起各方單位對於政府是否應該介入管

制網路色情媒介的論戰，支持與反對雙方各執一詞，互不退讓。「色情為何物？」

向來就是個在政治、法律、道德、科學、文化等面向上爭論不休的議題（Linz & 

Malamuth, 1993; Malamuth, Addison, & Koss, 2000）。關於色情的定義，總是眾說

紛紜，實難找到一個客觀標準可供參考（林芳玫，2006；劉達臨，2006）。人們

對於色情的看法或認知，往往反映的是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的預存價值（林芳玫，

2006；Malamuth et al., 2000）。 

源自於古希臘時期的「色情」（ponorgraphy）一詞，最早是用來描繪娼妓的

詞語，指的是對社會底層之女性性工作者的描述（Dworkin, 1989），當然對於今

日社會而言，色情一詞與其原始意涵已相去甚遠（羅文輝、吳筱玫、向倩儀、劉

蕙苓，2008）。在過去相關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對於色情所下的定義是多樣、歧

異的，因為不同的色情定義，反映著不同的研究結果與價值立場。雖然如此，大

部分的色情研究或多或少會說明「情色」（erotica）與「色情」兩者之間的差異

（Malamuth et al., 2000）；在近代的分類上，前者指不涵蓋暴力的性題材，而後

者則代表涵蓋暴力的性題材（林芳玫，2006；Longino, 1980; Steinem, 1980, 

1995）。 

色情的歷史悠久，不論是哪個領域，大概都會同意自有人類以來「色情」現

象就已經存在，以圖文對性活動進行露骨的描繪，在人類文明中由來已久（林芳

玫，2006）。然而當前所謂的「色情」概念，卻是到十八、十九世紀左右才逐漸

形成（Hunt, 1993; Kendrick, 1996）。在當時，色情因工業革命的關係變得愈來

愈普及，這使得一些保守人士開始擔憂色情會對社會大眾產生不良影響，使社會

向下沉淪，於是諸多有志之士便展開相關的文化淨化活動，更試圖以政策法令來

約束色情（何春蕤、張家銘，2006）。進一步從色情管制歷史上來看，直至今日，

人們認為色情媒介會對普羅大眾帶來負面影響，以及欲透過立法管制色情媒介的

想法始終沒有消失（劉達臨，2006）。何春蕤（2006）便認為近年來台灣進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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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空前的緊縮與監控，政府單位、有關人士、民間團體等，連網站都想以新的分

級制度來進行控管，限制色情的言論自由。 

隨著色情媒介日益革新，色情資訊是有增無減，至今其內容種類與形式可說

是花樣百出，從過去以文字描述的色情，讓人充滿想像空間的色情小說；火柴盒、

檳榔盒或打火機上，撩人的火辣美女圖；街道旁廣告看板上吸睛的清涼女體；路

邊雜誌攤、漫畫店、書店架上的脫衣女星寫真書、成人色情雜誌；小電影、電視

新聞、深夜綜藝節目、第四台鎖碼頻道；錄影帶出租店、情色 VCD、DVD 專賣

店、情趣用品店、電腦週邊賣場，到現今的網路色情世界，日常生活中幾乎隨處

可見色情事物的存在（林芳玫，2006）。Paul（2005）指出當代社會已進入一個

「色情化社會」，廣義的色情資訊幾乎是無所不在。近十多年，色情迅速地從傳

統媒介轉換至電腦網路、行動網路等媒介上發展，內容與形式更是變幻莫測。從

傳播的角度觀之，可以說當代幾乎所有與色情相關的事物，都與「媒介」脫離不

了關係，這是因為「色情」須倚賴媒介作為其載體而存在。 

回顧過去相關研究可知，從 1970 年代以來，傳播學與心理學在色情議題的

研究上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羅文輝等，2008；Allen, Alessio, & Brezgel, 

1995; Hornsby, 1995; Linz, 1985; Malamuth, & Check, 1981; Russell, 1988; Stigum , 

2006; Thompson, 1990; Wilson & Abelson, 1973）。在觀察一系列過往傳統色情媒

介到近期新色情媒介的效果研究後，不難看出此類研究多半是出自研究者本身對

他人的擔心，以色情可能對社會大眾造成負面影響為前提進行相關研究。對於色

情，多數研究者仍是抱持著比較負面或至少非正面的態度。在近代研究中，亦有

不少站在管制色情立場的效果研究者，試圖根據媒介效果或心理實驗結果，建議

政府單位應設法管理或者提出管制色情媒介之辦法（例如羅文輝等，2008；

Hornsby, 1995; Russell, 1988）。 

從前述報導、色情媒介的演變及近代傳播研究中，可推知不論是一般人、民

意代表、政府單位或學者，均普遍認為「色情媒介」對社會大眾可能會帶來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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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故自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的文化淨化活動開始後，呼籲管制「色情媒介」

的聲音就從未消失，近年在台灣甚至有逐漸日增的趨勢（何春蕤，2006；何春蕤、

張家銘，2006）；大多數的政府、民間教育單位皆希望能透過法令規章來限制色

情資訊的在大眾媒介上流竄。而這種呼籲有一種可能，是來自於一般人們心中對

其他社會大眾抵抗媒介訊息能力的「不放心」，擔心「其他人」無法真正認識色

情所帶來的影響，而容易受到左右，產生後續種種令人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但

在通常情形之下，人們在認知上卻可能不認為自己本身會受到色情媒介影響，人

們所認識的「自己」，是較有能力去抵抗色情媒介的影響。這種傾向高估媒介訊

息對他人影響，但低估對自己影響的心理認知，即為近代傳播效果研究上的「第

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以下第二節將從第三人效果理論觀點探討色

情媒介的相關議題，並進一步闡釋「當代色情媒介」與第三人效果之間的關係，

藉以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三人效果是由美國學者 W. Philips Davison（1983）所提出，此假說認為傳

播的最大效果不會發生在「你」、「我」之間，而是在「他們」身上，即非關你我

的「第三人」。第三人效果認為人們對一般社會大眾會存在著一種不盡然符合真

實的認知；然而人們卻會依據這個認知，對他人的認知進行想像，評斷媒介訊息

對他人的影響會比自己大。換言之，第三人效果假設了人們傾向認為由「媒介」

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自己是比較有能力抵抗的，想像中的他人則不見得能應

付（林素真，2009a, 2009b, 2010；彭文正，2007；羅文輝，2000a, 2011；Davison, 

1983; Gunther, l995; Lo
4
 et al., 2010）。 

在 Davison 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說後，相關研究便大量湧現，這個假設吸引了

                                                      
4
 此處及之後多次出現的 Lo，即羅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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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研究者的注目，並針對各類不同的主題進行理論檢測如暴力影片、歧視女

性的饒舌樂、電視節目、話題司法新聞、總統大選、色情訊息、政治新聞、減肥

廣告、Y2K 等（林素真，2009a, 2009b, 2010；Li, 2008），而這當中大部分研究也

都證實了此假說的預設。的確，多數的研究結果均指出一般狀態下人們會認為具

備社會不需要性（undesirable）的負面訊息，對他人造成的影響會比對自己來得

大，而且人們還會進一步根據這樣的認知，傾向支持限制不良訊息的相關作為（彭

文正，2007；Li, 2008; McLeod & Eveland, 1997; Salwen, 1998）。 

由上述假說特性可知，當今普遍認定會對社會大眾帶來負面影響且難以管制

的「色情媒介」，自然也成為第三人效果研究者經常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1990

年代開始，就陸續有學者進行第三人效果與色情媒介的相關研究（例如羅文輝，

1999；Gunther, 1995; Lee & Yang, 1996; Rojas, 1996）。整體而言，以第三人效果

探討色情媒介的研究，多數均是支持著第三人效果假設的存在，說明色情訊息會

使人產生影響他人較大，影響自己較小的認知，並進一步指出人們會基於第三人

效果的關係，產生後續管制色情媒介的想法或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多年來隨著科技媒介的進展，色情訊息也逐漸從原本的

宣傳單、報紙、雜誌、電視、電影等傳統承載媒介，大幅度轉移至電腦網路、行

動網路科技等新媒介上發展。由於新、舊媒介存在著諸多差異與革命性的轉變，

有學者便指出以往在傳統色情媒介上的第三人效果之研究思維，不盡然能適用在

新媒介環境脈絡之中（鄭素俠，2008；Li, 2008）；另，也有學者強調若欲將過

往的由傳統媒介所推導出來的傳播效果理論5應用到當代的網路媒介，就必須考

量到網路媒介不同於傳統媒介的諸多特性（Ruggiero, 2000）。故從上述觀點可

推知，若今日欲以第三人效果檢測網路科技等新媒介，則須重新檢視假說本身在

應用時的合宜性問題。 

回顧早期的色情媒介與第三人效果研究，有學者指出大多數的第三人效果檢

                                                      
5
 例如使用與滿足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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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案例仍是以傳統媒介的使用為主，較少來自網路媒介（Peiser & Peter, 2000）；

儘管在 2000 年左右開始，陸續有研究者將第三人效果應用到網路等新色情媒介

（例如羅文輝，1999, 2000a; Hwang, Pan, & Sun, 2006; Lee & Tamborini, 2005；Lo 

et al., 2010; Lo & Wei, 2002; Paul & Shim, 2006; Spirek & Bridges, 2006；

Tewksbury, 2002; Wu & Koo, 2001; Zhao & Cai, 2004, 2008），但仔細審視後，可

發現這些研究所認知的媒介概念，仍有相當程度侷限在傳統的「單向傳播」觀點

上，即閱聽人被視為不具主動性的「受眾」（Li, 2008），這種研究思維與當代

科技媒介實際的使用情況並不相符。因為當代網路色情的媒體形態是綜合性的，

其傳播行為亦是個人化、多樣化、雙向互動的，故閱聽人在使用新媒介時往往不

會只是單純被動接收訊息，很多時候是會視個人使用習慣生產訊息或行動；然過

去研究，卻多半聚焦於探討某一媒介項目在網路上的接收行為（Li, 2008）。 

再者，以「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形式為基礎的科技網路空間，絕大部

分是由一群志趣相投的「主動使用者」（active users）凝聚而成；是故，過去人

們在使用傳統媒介時所認知的「大眾」概念，轉換至新媒介脈絡後逐漸轉變為「分

眾」概念（Gillmor, 2004），這也很可能會衝擊人們原本對於色情的價值判斷；

申言之，過往相關研究中所想像「大眾」對「色情」認知的社會需要性與價值取

向，在今日網路媒介環境中，可能須重新衡量。 

自 1983 年 Davison 提出第三人效果後，迄今已 30 年，媒介科技的結構、閱

聽人的媒介使用習性與認知訊息的模式，早已產生重大轉變（彭文正，2007），

這些改變是否會讓當代閱聽人評估訊息價值的思考模式產生變化，使得閱聽人在

衡量他人與自己之間的認知，與以往在評估傳統媒介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到第三

人效果以及其後續行為效應？即成為本研究的關注焦點，雖然近年開始陸續有研

究者將第三人效果與新科技媒介進行結合，也都發現於新媒介當中閱聽人仍會產

生第三人效果；然就如前述，這些新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經常只是檢視網路平

台上某一項訊息的「接收行為」，並未特別針對網路傳播特性來審視第三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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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新媒介科技是一個複合型態的傳播媒體。 

根據過去研究發現，通常在閱聽人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6後，會傾向支持限制承載爭議性內容之媒介（如色情內容；Chia, Lu, 

& McLeod, 2004; Gunther, 1995; Gunther & Hwa, 1996; Lo & Wei, 2002; Wu & 

Koo, 2001; Xu & Gonzenbach, 2008）；然而，由於新媒介科技的種種特性與傳統

媒介著實有顯著差別，這當然也很可能使得網路社群成員對網路色情訊息的認知

與以往有別（Perloff, 2008; Tal-Or, Tsfati, & Gunther, 2009），以致於影響到過去

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假設與後續支持限制問題媒介的意願。 

因此在考量上述問題後，本研究嘗試從網路社群媒體的互動視角出發，以當

代網路情色使用族群為研究對象，重新審視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並探討使用者

的網路色情互動情形與色情網站涉入程度是如何影響其對網路色情訊息的價值

評估、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以及後續支持管制網路色情意願。 

 

 

 

 

 

 

 

 

                                                      
6
 第三人效果假說研究（在預測後續行為時）包含三個主要概念「第一人效果」（first-person effect）、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及「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第一人效

果」指人們認為傳播媒介對於自己的影響，「第三人效果」指人們認為傳播媒介對於他人的影響，

「第三人效果認知」則是指第三人效果與第一人效果的認知差距（羅文輝，牛隆光，2003）。值

得注意的是，「第三人效果」、「第三人效果認知」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為易混淆名詞（不

同文獻所下的操作型定義略有差異），本研究統一採用羅文輝與牛隆光（2003）所下的操作型定

義。故於本研究中的「第三人效果」是指「對他人的影響」，「第一人效果」是指「對自己的影響」；

「第三人效果認知」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均是指「對他人的影響」減掉「對自己的影響」

之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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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檢視新媒介脈絡下的色情第三人效果假說，並探討網路互動性、

網站涉入感，對於網路色情訊息本身的評價、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支持管

制意願之影響。本章分為三節說明本研究焦點，並依序提出相關研究問題與假設。

章節安排分別為：色情意涵、色情媒介演進與管制、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

以及再思新媒介時代中色情的第三人效果。 

 

第一節 色情意涵、色情媒介演進與管制 

壹、色情意涵與定義 

過去許多人曾很努力想去定義色情，但結果卻不盡然能令所有人滿意

（Malamuth et al., 2000）。若以近代人們看待色情的價值立場而言，可將之分為

兩大類，一類是偏向「反色情」，如傳統道德學派、激進派女性主義；另一類則

是偏向「反反色情」，如自由主義學派、性解放學派（林芳玫，2006）。 

顧名思義，在偏向「反色情」的陣營中，會以較負面的態度來談論色情，例

如傳統道德學派，傾向將色情視為使社會沉淪的不潔之物，認為任何有關性的事

物都應該受到管制與規範，也不應在公共場合被公開表示；激進派女性主義則從

性別歧視的角度來批判色情，認為色情的根本為男性宰制的社會真實，是一種性

別不平等的歷史產物，會使女性整體形象受損，造成女性在真實生活中沒有發聲

表達的空間。相較之下，色情對「反反色情」陣營的人來說，是比較中立或正面

的，如自由主義學派會基於其政治信念，以言論自由是民主自由的政治基礎支持

色情的存在，因此反對管制色情，以免多元的言論發展受到阻礙；性解放學派更

直接肯定色情所帶來的正面貢獻，主張色情可以有效解除性壓抑，讓社會能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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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性態度享受色情的多元價值（林芳玫，2006）。 

就「色情」（pornography）一詞而言，最早源自於古希臘，這個詞還可再拆

解成兩個部分來理解。前面的 “porno” 指的就是「性交易」，即俗稱「賣淫」

（prostitution）或「女性俘虜」（female captives）；而 “graphos” 則是「描繪」

或「書寫」（writing about），把兩個字合在一起，色情原初的意義是「描繪妓

女的作品」（劉達臨，2006；Steinem, 1980, 1995），且通常是用來描繪社會最

底層的妓女或性奴隸（Dworkin, 1989）。另，《牛津英語字典》中對於色情一詞

的定義是「在文學藝術中對淫穢題材的處理」；《大英百科全書》中對色情的闡

釋則是「在書籍、圖畫、電影等東西裡描述性愛之行為，藉以挑起性刺激」。一

般而言，人們普遍所認知的色情是指那些能夠引起性慾的情慾材料，只要是能使

人們在閱讀或欣賞時有怦然心動或慾火中燒之感，均屬色情的範疇，故所謂的色

情不必然指描繪性交，也可以是描繪人體與性有關的部分，例如直接暴露女性的

胸部、陰部（劉達臨，2006）。 

然上述通則卻難以放諸四海而皆準地適用在所有情狀。能喚起某甲情慾之事

物，不見得能同等喚起某乙的情慾，例如女人的內衣褲，或許對一些戀物癖者會

產生性刺激作用，但對於經常接觸女人內衣褲的男性內衣銷售員來說，就可能一

點作用也沒有。或者如女人裸露的酥胸，對許多男人也許有很大的性吸引力，但

對於一些南美洲、非洲原住民的男性來說，可能一點刺激的感覺也沒有，因為在

這些地方部落中的女子從小到大都是光著上半身，對當地人來說觀看女人裸露胸

部，或許早已習以為常（劉達臨，2006）。另外，有些（反色情）女性主義學者

認為色情不單純只是一種挑起情慾的描述，現代所謂的色情，其核心內涵經常是

以男性宰制、貶抑女性價值為主（Longino, 1980; Steinem, 1980, 1995）。 

值得一提的是，一個與「色情」在某種程度上意思相近，但可能有必要稍做

區分的概念，那就是「情色」。1980 年代，反色情女性主義學派的 Steinem（1980）

便指出色情是一種不公平的性，也是造成社會上性別差異與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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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則是平等伴侶之間的性。Longino（1980）對此則進一步加以延伸，認為色

情是反映或描述一些傷害女性或使其身分地位降低的性行為，換言之，從反色情

學者的立場來看，色情是比較「負面」的性描述，情色則是比較「正面」的性描

述（邱愷欣，2008）。 

不過，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常常很模糊且在辨別時有相當爭議，不好釐清。因

此有的學者為求概念上清楚，則嘗試以含暴力（指色情）或未含暴力（指情色）

的性題材來區分兩者間的差異（林芳玫，2006）。類似的看法，如 Check（1985），

他們是將含有暴力或貶抑女性的性內容定義為色情，而沒有明顯暴力或貶抑女性

的性內容則為情色。 

一般來說，在探討「色情」的書籍中為方便作者談論或讀者理解，會將色情

媒介形式，大致上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是指具備色情內容的報章書刊、照

片、繪畫雕刻、電影、電視劇、電視節目、廣播、色情電話、網路視訊、網路下

載或實體的色情用品；廣義則是指除了上述狹義的理解外，還可以加上真人的色

情表演、援助交際、娼妓賣淫、酒店小姐、檳榔西施等（劉達臨，2006）。另外，

林芳玫（2006）也曾以再現觀點中的狹義、廣義之分，來說明色情的內涵，狹義

的色情大致上是指那些展示性器官，具體描述性交場景或行為的媒體再現；廣義

的色情則是指任何以女性身體為中心，且是從男性觀看視角出發的再現形式。換

言之，在反色情女性主義觀點下廣義的色情即是男性對女性的貶抑；但解放派可

能就不完全認同此看法，如何春蕤便認為在色情之中女性不必然是處於被動狀態，

更何況就多元性別角度而言，同性戀、雙性戀、戀獸、戀物及跨性別者也需要生

產色情，故「色情」不應只侷限在男對女（何春蕤、張家銘，2006）。 

過去許多研究者或組織為進一步釐清不同性素材的內涵，曾嘗試以不同層級、

類型的分類學來區分其中差異，然不同的研究者，亦常因為研究目的與關注焦點

的不同，而導致分類方式不盡相同，例如威廉委員會（Williams Committee, 1979）

便將色情定義分成：明顯的、外露的性素材（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以及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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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性慾的性素材（sexual arousal in viewers）；美國的密斯委員會（The Meese 

Commission）的研究報告中，將現今所謂的色情分成五類：（一）描繪強暴及其

它在性情境中使人身體受到傷害的性暴力素材；（二）描繪貶抑、宰制、附屬、

羞辱等性活動的非暴力素材，並把女性描繪成「被虐待、奉承、並男性的興趣過

分反應」；（三）非暴力或非貶抑素材，通常描繪男女在沒有暴力或未受強迫情形

下的性交或口交活動；（四）展示人體，但無明顯性行為或性意圖的裸體圖像；

以及（五）與兒童相關的色情素材（Fin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1986）。 

Donnerstein、Linz 與 Penrod（1987；轉引自羅文輝，2000a，頁 3）以心理

學實驗時常使用的性素材定義來界定色情意涵，將性素材以「明確與否」、「貶抑

程度」、「暴力與否」加以區分為以下六種：（一）非暴力、低眨抑的明確性刺激

（nonviolent, low-degradation explicit stimuli）；（二） 非暴力、高眨抑的明確性刺

激（nonviolent, high-degradation explicit stimuli）；（三）暴力色情（violent 

pornography）；（四）對女性的不明確的性侵略（nonexplicit sexual aggression against 

women）；（五）對女性明確的性暴力（sexualized explici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以及（六）造成負面結果之強暴描繪（negative-outcome rape depictions）；Zillmann

（1986, p. 25）則曾在其研究報告中，將色情內容分成三大範疇：（一）一般非暴

力色情；（二）暴力色情；以及（三）性理想化的色情（sex-idealizing pornography）。 

由於上述分類相當繁雜，有的分類方式甚至有些重疊，故林芳玫（2006，頁

51-52）綜合了以往國內外學者對於「色情」的定義，將現今色情的定義大致上

歸類為以下數種： 

（一）情色（Erotica）：通常是不包含暴力、貶抑、貶低女性的情慾材料。

比較有故事性，內容中除了會呈現男女性交畫面外，也強調男女之間

的情感面向，重視性行為的過程為男女雙方帶來的愉悅感受，屬於比

較具備正面價值意涵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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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含暴力也不貶抑的色情（Non-violent, non-degrading pornography）：

內容類似情色，但較無故事性，單純是沒有暴力，也沒有貶抑女性的

情慾材料。不會特別強調男女之間的情感面向，主要是以性交、裸體、

暴露等行動為主。在價值意涵上比較偏向中性。 

（三）不含暴力，但有貶抑女性的色情（Non-violent, degrading pornography）：

內容並未呈現暴力行為，但會矮化女性角色，如要求女人下跪、綑綁

女人、下藥或利用權勢使女人屈服，或者將女人再現為淫蕩、花癡等

形象。相較於前述兩項，此定義較偏向負面的價值意涵。 

（四）含暴力且貶抑女性的色情（Violent, degrading pornography）：內容具

備強暴、毆打、性虐待，並貶低女性價值，將女性再現為一種樂於被

強暴、毆打的族群，或者大量呈現女性受性虐後，痛苦、不舒服、噁

心的畫面。亦屬於偏向負面價值的定義。 

（五）其他類：如限制級性暴力影片（R-rated slasher film）一種以暴力為重

點且具性暗示意味，但明顯無性交或暴露的色情內容。或者如暴力性

情色（Violent erotic）一種具備男對女的暴力畫面，但又強調男對女

擁有真情真愛的內容。 

從以上國、內外文獻來看，色情意涵確實相當紛歧，其判定標準亦會因個別

研究者或組織的不同而異，唯一可能的共通點就是上述定義都包含了與性或情慾

相關的素材，因此本研究為使定義具備較大的涵蓋範圍，將採概括式的色情意涵

（羅文輝等，2008）；換言之，無論暴力、貶抑與否，只要媒介內容包含了關於

性或情慾的描述或素材（Malamuth et al., 2000），就可以納入本研究所認定的「色

情」範疇。鑑於過去第三人效果研究經常是研究者自行以自己的價值觀去評估訊

息價值，鮮少注意到閱聽人本身對於訊息價值的評估（彭文正，2007；Paul et al., 

2000），同時也經常忽略訊息本身價值可能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改變而有所差異，

故在此本研究欲將其價值意涵（正、負面）之認定，交由網路情色使用者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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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知自行判定，以下將繼續介紹色情媒介的演進。 

 

貳、色情媒介的演進 

人們透過圖畫、文字、雕刻直接對性行為或性相關事物的描繪與書寫在人類

的性活動歷史上存在已久，對於原始初民來說，性活動早已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點從世界各國的遠古壁畫、岩畫中即可看出，一般除了狩獵、舞蹈外，就是大

量有關性交內容的文字或圖畫。例如聞名世界的古希臘神話就是以眾神的性活動

故事與令人眩目的性關係開展而來，再來如義大利的古羅馬存在著許多由寶石或

玉製成的性交雕刻品，在南美的印第安人遺跡中也留下了大量的性交圖畫，除描

繪一般的男女性交外，尚有肛交、口交、人獸交、同性性交的畫像（劉達臨，2006），

而在中國商朝的甲骨文中也有二百多字的造字原理與男女性交的事物有關（劉達

臨，2004）。 

在西方社會中，近代所謂的「色情」概念，大約是在十八世紀左右才逐漸明

朗化（Kendrick, 1996），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工業革命帶來先進的印刷複製技術，

並且開始大量生產色情，人們對於色情出版品的需求量隨之增加（Hunt, 1993），

如在 1830 年代至 1860 年代的英國，平價的性愛話集、色情雜誌、插畫書籍的交

易活動就頗為興盛。到了十九世紀，色情業者很快地就將此照相技術應用到色情

印刷產業，大量拍攝光著身子的女性身體或男女性交的照片（劉達臨，2006）。

工業革命大量製造的結果，一方面使得很多生活用品、商品不再需要家裡或鄰近

社區自行手工地微量生產，因此人們多出許多閒暇時間，娛樂的需求也日漸增加，

在電視、電影尚未出現之前，觀賞通俗印刷品是普遍的休閒娛樂。另一方面，工

業革命也使識字教育得以普及，十九世紀歐洲的識字運動即是政府為了進行大眾

教育，嘗試以某種全民共享的文化品味來讓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與緊張關係可以

稍趨和緩，所以當時的政府大舉推動各類的文化同化運動（assimilation），提高

人民的教育與文化水準，以便日後建立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品味的標準（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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蕤、張家銘，2006）。 

隨著公民文化水準的提升，「色情」漸漸在十九世紀成為西方社會所關注之

事物，因此在情慾材料逐漸普及的十九世紀，隨處可得的色情出版品引起了政府

單位與有識之士的文化焦慮，促成了各種呼籲掃蕩色情淨化社會的道德信念，如

十九世紀後半葉，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就曾立法制裁色情出版，西歐與北美也都

曾發生過政府查禁與焚毀色情照片的事件。大概從這個時候開始，「色情」才正

式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範疇（何春蕤、張家銘，2006）。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平面媒體《花花公子》（Playboy）的問世，色情

歷史來到了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這類雜誌將以往散亂販售的色情照片或圖像以各

式各類主題集結成冊，讓色情文化得以遍布整個西方社會（Ross, 1990）；而後

1960 年代末期的《閣樓》（Penhouse）雜誌更將色情圖像的暴露指數提高，並

在 1990 年代後開始提供其他多元性別的色情主題，如同性戀、雙性戀、戀物癖

等等。在二十世紀另一項重點突破是電影（媒介）的發明，色情電影也隨之應運

而生，最早的色情電影是一部描寫異性性交的合法影片，在歐洲妓院中色情影片

是服務項目之一。在美國，色情電影具備龐大商業利益，1960 年代之後，色情

電影幾乎席捲整個歐洲社會，有趣的是，丹麥和德國大量製作的八毫米色情影片，

更曾一度佔領美國家庭影片市場。而亞洲的色情電影工業發展大致上是在 1970

年代左右，從日本製作粉紅電影（ピック映画）開始（王向華，2008；湯禎兆，

2005），這是一種以裸露軀體以及臀部為主的電影，由於受到相關法令限制，在

當時只能夠在燈光不明的成人電影院觀看。而在 1980 年代後，由於錄放影機的

普及，色情錄影帶（adult video）7成為亞洲色情影片市場的主流，台灣在這部分，

大致上是追隨著日本的腳步。 

當然，在二十世紀後半，一項極為重要的科技革命就是個人電腦的出現與普

及，這項新通訊設備吸引了很多的注意，並且當它連上網際網路後個人電腦便成

                                                      
7
 即今日俗稱的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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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媒介史上，結合大多數功能的整合性媒介之一（Levinson, 2004）。1990 年代

後，數位網路媒體更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成長，其所呈現的媒介形式已是多功能、

綜合的，它可以是文字、圖像、照片、影音的整合，網路科技的新媒介特性，更

提供了色情一個良好的發育空間，因此在不久之後，色情幾乎是轉移至網路平台

上發展，近十年網路色情更是以飛快的速度大幅度增加，直到今日日漸普及的智

慧型手機（如 iPhone）、行動電子助理（如 PDA、iPad）、掌上型遊樂器（如

PSP、PSV），更可以輕輕鬆鬆隨時隨地連上網路，現代人要透過新科技媒介近

用色情可謂易如反掌（Peter & Valkenburg, 2006）。 

美國科技部落格 Business Insider 就曾公布相關數據說明，目前的色情網站佔

全世界網站總數的 12%，每秒鐘約近三萬人8正在瀏覽色情網站，女性約占三分

之一，9一般人平均約從 11 歲開始就會上色情網站，並表示傳統色情（如有線電

視、付費電影）即將走入歷史，當前主要的色情傳輸媒介就是「網路」（Gobry & 

Saint, 2011, August 5）。另，Google 旗下的廣告服務商 Doubleclick 的數據也顯示

在前 500 名的網站中，有幾十個網站都是成人網站。色情網站的流量相當大，曾

有人估計當前色情網站的數據傳送量可能佔全世界網路傳輸的 30%（〈憂思！色

情網站流量竟超過全球網絡的 1/3〉，2012 年 6 月 9 日）。Paul（2005）便以美國

網路色情發展的調查資料佐證，認為網路科技無疑是當今色情訊息擴散的主要驅

動力。 

由上述回顧可知，隨著科技型態的轉變與革新，承載色情的媒介形式，從最

初的文字、圖像、照片、影像演變至今日的網際網路、可攜式多媒體電子通訊設

備，其媒介的本質已有了非常大的變革，這似乎也預示著新科技媒介的到來，為

二十一世紀的色情媒介傳播研究，帶來許多值得再思考的新課題。 

 

                                                      
8
 原報導數據為 28,258 人左右。 

 
9
 原報導為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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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對色情媒介的管制 

性學專家劉達臨（2006）認為在人類史上，性的發展進程大致可從性生理、

性心理與性社會三個面向來討論。人的性生理發展基本上可以說在上百萬年前就

已經完成，現代人的性生理狀況和上百萬年前的原始人類並無太大的不同，比如

人類性交時所採的面對面姿勢；性心理的發展就比較複雜，例如人們會如何看待

性的本質，是神聖或汙穢還是自然的？又如人們會如何看待性的功能，是追求快

樂、健康發展或是生育？這些性心理的發展，除了個別差異，也會隨著國家、社

會、民族、時代、歷史條件等而異；性的社會發展主要是指社會控管人們性行為

的方式以及控管的程度，換言之，社會文明的發展決定了一個社會對性相關事物

要加以控制的原因，若一個社會將性視為管制項目，對色情物品同樣也會加以控

制，因為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人們經常會擔憂情慾的橫流會帶來許多難以預料的

嚴重後果。Freud（1930/1989）曾指出人類文明對性的控制，其實就是對性生活

的限制，起先是從禁止亂倫開始，這是因為遠古社會擔憂亂倫可能會對人類性生

活造成很大的殘害，接著則是以形形種種的宗教禁忌、法律、文化以及風俗習慣

限制性的過度發展；另外，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也因為經濟因素而對性有更

進一步的管控。 

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對性的控制由來已久，幾乎與人類歷史一樣

長。人是社會化的動物，人的一切行為都須遵照一定的規範在社會中運行，因此

人們對於性行為也會訂定某種規範，使其成員交配及繁衍後代有一定的規則可循，

而後代子孫也都必須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來穩定此一社會規範，如果人類的

性行為違反社會達成目的，那麼社會就會設法干預社會中成員的性活動（劉達臨，

2006）。甯應斌（1998）便從性解放思想史的角度說明，在整個人類歷史與各種

文化中，始終都存在著對性的壓迫、抑制以及歧視。 

性的解放與保守就如同鐘擺般反覆地一來一往，無論是東方（中國）社會或

西方（歐美）社會，幾千年來的性發展，原則上都是在兩者之間徘徊迴盪。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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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會來說，古希臘、羅馬時期，雖也有基於政治、宗教因素，設立對性的審核

制度，但當時人們普遍崇尚性自由，性放縱，包括健康自由的性、也包含放縱敗

壞的性。然而自基督教文明興起後，社會開始嚴格地實施性禁錮，最嚴厲的時候，

其封閉程度與中國的封建禮教相當。十五世紀後文藝復興運動所尊崇的人本精神、

重視性自由，對基督教文明的性禁錮，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而後的清教徒

運動和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性禁錮再次捲土重來，使得性又回到了保守的極

端。但是物極必反，在 1980 年代左右，西方社會又興起了性解放的浪潮，再度

否定性禁錮的保守觀點；在 2000 年代後，性保守思潮似乎又有再度回籠的趨勢，

在當代形成解放與保守兩大勢力相互較量的局面，不遑多讓（劉達臨，2006）。

甯應斌（1998）則強調性在宰制與反抗的過程牽涉面向過於廣泛，其中還有非常

複雜的關聯，性的反抗論述更會隨著各時期的批判宰制聲浪流行與趨勢之不同而

有所差異，故若要將性思想解放的抗爭過程闡釋清楚或書寫其歷史，並不是件簡

單的事。 

一如前述，現代西方所認知的「色情」，一直要到十八、十九世紀後才逐漸

成為一個需要被正視與管制的文化範疇，此與當時印刷工業大量製造後所構成的

媒介文化息息相關（Hunt, 1993; Kendrick, 1996）。對於一個以「進步」為宗旨

的現代文明社會來說，社會成員往往會擔憂日漸普及的情慾材料會造成社會的沉

淪，因此文化人士產生將情慾材料所構成的媒介文化確立清楚的念頭，以便日後

對它訂定管制的標準與規範（何春蕤、張家銘，2006，頁 174-178）。如美國大

概是到 1821 年後，許多州才開始以比較清楚的文字界定色情（淫穢）作品的概

念，其概念為「明顯地傾向於導致青年人道德墮落」；英國則將「有挑逗性」之

物定義為色情（淫穢）品，在十九世紀更定出明確的法律規範來管制相關出版品

（劉達臨，2006）。而台灣方面，關於「色情物品」或「猥褻」的概念，大致是

以「勾起色慾」作為判別基準（林東茂，2003 年 1 月），並實施相關內容的分

級制度以及法令保護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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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關於是否該管制色情媒介的問題，即便至今全世界都還在探索，尤其在

網路媒介發達普及的今日，因網路而以倍數成長的色情資訊，更突顯了這個問題

重要性與爭議性。由前述可知，在主流文明的歷史上，人類欲透過法律或其它控

制各類性相關事物的情形始終存在，並以不同標準在各個時代、地方運作著；當

然，反抗的聲音也不是完全沒有。上述兩種想法會因年代、地方、族群、個人的

差異等略有消長。總之，從色情資訊的接收（使用）端、生產端、研究端到政府

端，各有各的立場與價值想法，以致於究竟是否該查禁管制色情媒介，在當代成

為一個極度矛盾又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 

由此可知，色情定義與意涵複雜多元，人們對於色情的認知與價值判斷往往

因許多因素或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對色情的價值觀也在歷史進程中反覆擺盪。

近代所認識的色情概念，主要是因工業革命後，承載資訊的媒介形式有了相當大

的突破，色情藉由媒介變革得以大量產製，但這也同時引來當時文明社會的焦慮

心理，擔心色情氾濫會為整個社會帶來難以預估的負面影響，從此色情成為一個

急須被定義清楚的文化範疇，以便進行控管，這或許是人們基於某種社會心理因

素，一種憂慮他人比較容易受到色情影響的想法，而使得大部分的人們會傾向認

為管制色情的擴散對社會大眾比較好。然而正常狀況下，人們內心所認識的「自

己」，卻是較有能力去抵抗色情的影響，這種自認為他人受到較大的影響，自己

卻較不受影響的心理認知，即是近代傳播研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心理認知效果，

名之為「第三人效果」（Davison, 1983）。以下第二節將進一步闡釋其理論架構

並探討色情媒介與相關議題。 

 

第二節 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 

壹、第三人效果認知的起源 

第三人效果的發現，源於美國社會學者 W. Phillips Davison 與其研究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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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 Jeter Isely 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段戰爭史的討論。在 1950 年左右，任

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 Isely 在閱讀二戰相關的戰爭史時發現，一支由黑人軍人與

白人軍官所組成的美軍部隊駐紮在一個太平洋小島上期間，日本軍隊某日以心理

戰術向這支部隊投下呼籲黑人軍人退出戰場無需為白人犧牲的宣傳單，勸黑人軍

人可以趕緊逃亡或投降。有趣的是，傳單投下的第二天，美軍竟然就撤離此島。

但比較值得思考的是，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是黑人軍人受到傳單內容影響，

反而被影響的似乎是那些白人軍官（林素真，2009a, 2009b, 2010；胡幼偉，1998；

彭文正，2007；Davison, 1983）。剛開始 Davison 也不清楚美軍為何會有這樣的

行動，不久後，Davison 嘗試這麼解釋：日軍宣傳人員或許知道，這份傳單不一

定能影響黑人軍人的士氣，但卻成功地讓白人軍官認為黑人軍人很可能會受到傳

單上所寫內容的影響，因此決定撤隊離開陣地。 

還有一件與第三人效果相關的事件是 Davison 在西德做研究時，他邀請波昂

當地的某家報社記者們評估報紙社論的影響力，在經過幾次個別詢問後，他發現

報社記者經常會認為報紙社論對自己沒有什麼影響力，但對於一般讀者影響力卻

很大，這現象也再次地讓 Davison 思考到他人與自我之間認知的差異性。再來，

一次選舉助選的經驗，令 Davison 有更深刻的體會，並更加確信第三人效果存在

的事實，此事件發生在投票的前兩天，Davison 在自己的信箱當中看到敵對陣營

的候選人文宣品，由於擔心這份文宣真的會對選舉結果造成影響，他趕緊採取補

救措施，急忙地印製反制文宣，挨家挨戶地發送這份新的文宣，心想這麼做應該

能幫到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Davison, 1983）。 

從 Davison 的第一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似乎並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能證明黑

人軍人會受到傳單內容影響，於是 Davison 開始思考為何白人軍官會認為部隊中

的黑人軍人會受到日軍傳單的族群挑撥影響？在第二個案例中同樣沒有證據顯

示社論會對一般民眾影響很大，記者與學者就比較不會受影響？最後在第三個案

例中，Davison 更是感到好奇，為何自己會擔心起一般選民會受到敵對陣營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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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的文宣影響，進而讓自己有後續的反制行動（林素真，2009a, 2009b, 2010；胡

幼偉，1998；彭文正，2007）？從透過上述三例的系列觀察與推論，Davison 發

現人類心理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當面對傳播訊息時，人們會預設傳播的最大效果

並不會發生在「你」、「我」身上，而是那些被你我認定為「大眾」的「第三人」

（Davison, 1983）。 

不久後，Davison 便將此研究發現命名為「傳播的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並正式於 1983 年所發行的第 47 期《民

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發表，說明一般人經常會高估大眾傳播媒

介訊息對他人在態度與行為上的影響，但卻會低估這些媒介訊息對自己的影響。

此後，相關研究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研究者，例如傳播學、

心理學、社會學，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問卷調查法、網路調查法、電話調

查法、實驗法，將第三人效果用來檢視各式各樣的媒介類型，議題內容包羅萬象，

研究案例更是不勝枚舉。就媒介部分，有宣傳單與報章雜誌、10廣播與電視、11網

路、12電玩或線上遊戲、13部落格、14微網誌 Facebook 社交媒體15等；議題內容部

分則涉及貶抑女性的音樂、政治新聞、廣告化新聞、犯罪新聞、性醜聞新聞、環

境健康新聞、消費廣告、公益廣告、競選廣告、瘦身廣告、賭博廣告、禁菸廣告、

                                                      
10

 相關研究見：Cohen, Mutz, Price, Gunther, 1988; Davison, 1983; Gunther, 1991; Gunther, Mundy, 

1993; Rocinski & Salmon, 1990。 

 
11

 相關研究見：Chapin, 2002; Diefenbach & West, 2007; Gunther & Hwa, 1996; Hoffner & Buchanan, 

2002; Hoffner, Plotkin, Buchanan, Anderson, Kanigaki, Hubbs, Kowalczyk, Silberg, & Pastorek, 2001; 

Lambe & McLeod, 2005; McLeod, Lambe, & Paek, 2005; Rojas, Shah, & Faber, 1996; Salwen & 

Dupagne, 1999; Scharrer, 2002; Willnat, He, Takeshita, & Lopez-escobar, 2002。 

 
12

 相關研究見：Hwang, Pan, & Sun, 2006 ; Lee & Tamborini, 2005; Lo & Wei, 2002; Lo et al., 2010; 

Paul & Shim, 2006; Rojas, Shah, & Faber, 1996; Spirek & Bridges, 2006; Tewksbury, 2002; Wu & 

Koo, 2001。 

 
13

 相關研究見：Gilkins, 2007; Ivory & Kalyanaraman, 2005; Scharrer & Leone, 2006; Scharrer & 

Leone, 2008; Schuurink & Toet, 2010; Wan & Youn, 2004。 

 
14

 相關研究見：Drezner & Farrell, 2004。 

 
15

 相關研究見：Paradise & Sulliv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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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玩血腥暴力、電視暴力、電視政論、電視色情、網路政治、網路視訊、網路色

情、網路安全維護等（林素真，2009a, 2009b, 2010；Li, 2008） 

約在 20 年前，Perloff（1993）就曾經從 1983 到 1992 年的第三人效果研究

所累積的文獻中，回顧整理了 14 篇研究報告，其中就有 13 篇研究結果是支持第

三人效果；又，這些產生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探討「負面」的媒介內

容，例如選舉、性、暴力、爭議、說服性訊息等；易言之，在大多數的狀況下，

人們會傾向認為那些具備「負面意涵」或「社會不需要性」的訊息內容，對他人

的態度與行為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則比較小（Duck & Mullin, 1995; Gunther & 

Hwa,1996; Gunther & Mundy, 1993; Hoorens & Ruiter, 1996）。不久，Paul 等人

（2000）又進行一次相關的回顧整理，主題涵蓋一般新聞、商業廣告、電視暴力、

色情、政治新聞、政論節目及政治選舉廣告，大致上再次說明了這點，證明了在

面對負面訊息時，第三人效果是一個普遍存在傳播效果心理現象。 

另外，有一些後續研究以反毒、反菸、反酒駕、或其他公益廣告等的「正面

訊息」作為檢測內容，結果卻指出另一項重要發現，亦即在某些狀況下第三人效

果本身會因為正面訊息內容而轉弱或消失（Brosius & Engel, 1996; Chock et al., 

2008; Gunther & Mundy, 1993; Gunther & Thorson, 1992; Innes & Zeitz, 1988），甚

至成為「反轉的第三人效果」（a reverse third-person effect），同時也被稱為第

一人效果（first-person effect; Cohen & Davis,1991; Duck et al. 1995; Gunther & 

Hwa,1996; Hoorens & Ruiter, 1996; Price, Tewksbury, & Huang, 1998），或是形成

你、我都受到差不多影響的「第二人效果」16（second-person effect; Huh, DeLorme, 

& Reid, 2008; Neuwirth & Frederick, 2002; Neuwirth, Frederick, & Mayo, 2002）。

由此可知，訊息內容的正、負面或需求性是影響第三人效果強弱變化非常重要的

核心因素。 

 

                                                      
16

 另稱「共識效果」，可參見胡幼偉（1998）《傳播訊息的第三者效果：理論探源與實證研究》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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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三人效果的成因 

不過，究竟是什麼樣的心理機制或因素，會讓人們認為具備負面意涵或者社

會不需要性的媒介內容對其他人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反之正面意涵或具備需

要性的媒介內容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他人的影響？直至今日，都還沒有學者有把

握敢提出一個確定的說法（Paul et al., 2000; Perloff, 1999）。回顧早期研究，有

一個常被學者用來解釋第三人效果成因的心理因素，即歸因謬誤理論

（actor-observer attributional error），Gunther（1991a）就曾援引 Heider 的歸因理

論，試圖說明第三人效果的成因。歸因理論認為人們在替自己與他人分析原因時

通常會從兩個因素著手，一是個人因素，另一則是情境因素（胡幼偉，1998）。

一般來說，當人們在解讀他人的行為反應時會傾向以個人因素來解釋，比如一個

人犯下錯誤，人們往往會說這是他個人的關係才會如此，但若自己犯下相同的錯

誤時，則傾向認為這是自己對於外在情境狀況的反應，所以每當有錯誤發生時自

己就經常會將錯誤推給環境因素，而非自己個人的因素。 

從歸因理論脈絡來看，Gunther（1991a）認為人們在評估訊息影響力時，經

常會低估情境因素對於他人的影響，卻會高估個人因素對他人的影響；反觀當自

己面對媒介訊息時，則會高估情境因素對自己的影響，但低估個人因素對自己的

影響，使得人們在整體評估自己與他人受到影響的程度時，產生顯著的認知差距，

最終呈現媒介訊息對他人影響的程度較高，對自己的影響程度卻較小的結果。學

界普遍則認為，雖然歸因理論應用在媒介發送負面訊息時，確實是很適合用來解

釋第三人效果的成因，但當訊息價值轉變為正面時，就變得很難解釋為何第三人

效果會消失或減弱的現象（林素真，2009a, 2009b）。 

Perloff（1993）也曾嘗試透過媒介效果基模（media effects schemas）來進行

闡釋，他認為在人們評估媒介的認知中，會主動去偵測或估量媒介與大眾之間的

關係，就一般狀況下，人們會習慣假定別人比較容易受到媒介訊息的影響，他舉

了個簡單的例子，如人們通常會覺得在電視上播放真實、生動的訊息對觀眾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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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響力，但卻認為對自己的影響並沒有像對其他觀眾那麼大。在比較近期的

第三人效果文獻中，還有一個常被用來解釋第三人效果的心理因素，則是人類心

理普遍存在的「自我提升」17（self-enhancement）以及「自利偏誤」18（self serving 

bias）兩種基礎心理所發展出來的「樂觀偏誤」（optimistic bias）或「不實際樂

觀心理」（unrealistic optimism），這也是到目前為止，不論是對正面訊息或者

是對負面訊息，所構成的認知差距，都具備解釋力的心理因素；換言之，比起前

面所提的歸因謬誤理論來說，樂觀偏誤是當前學者普遍認為更適合解釋第一人效

果或第三人效果為何產生的成因理論（Paul et al., 2000; Perloff, 1999; Wei, Lo, & 

Lu, 2007）。 

基於人們的自我提升或自利心理，通常情形下人們傾向認為自己比一般人優

秀且更有智慧（better than average），可以明辨是非、趨善避惡，因此在這樣的

基礎下，人們會認為自己較能抵抗負面或社會不需要的媒介訊息（Gunther, 

1991a），且可辨識出媒介中好的、正面的、社會需要的訊息並接受它。有鑑於

本研究之主要問題聚焦於色情媒介與第三人效果之間的關係，故在初步瞭解第三

人效果理論的緣起、發展過程以及成因後，以下將介紹與整理過往的色情第三人

效果研究與其發現，並據此提出相關問題與假設。 

 

参、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與相關發現 

一、色情媒介與近代傳播研究 

回顧過去文獻，大約從 1970 年代開始，就有學者開始以傳播學或心理學來

探討色情媒介或其他色情議題的研究，其成果迄今已相當豐碩，關於色情媒介的

態度行為調查、實驗研究數量更是多到可另外行文整理與探討。早期研究如

Wilson 與 Abelson（1973）就已開始全面性地調查美國人平時接觸色情資訊的媒

                                                      
17

 另譯「自我膨脹」。 

 
18

 另譯「自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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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使用頻率與狀況，結果指出男性為色情媒介的主要使用者。到了 1980 年代，

Malamuth 與 Check（1981）以實驗法檢測色情暴力媒介對男性觀眾所產生的影

響，結果指出愈常暴露在色情暴力影像中的觀眾，愈能接受對女人施暴的想法；

Linz（1985）的研究中也發現男性觀眾若長期收看暴力色情，會低估暴力對女性

所產生的傷害； Russell（1988）則採用實驗法和調查法，並搭配多因理論發展

出「色情導致強暴」的因果推論模式；Thompson（1990）針對男女收看限制級

電影的比例進行調查，結果仍顯示男性收看限制級電影的比例，平均起來是女性

的三倍。 

Buerkel-Rothfuss 等人（1993）嘗試去定義「色情媒介」，並將當時的色情

媒介大致上分成兩種類型，一種為「具性相關事物導向的媒介」，指描繪性相關

事物的主流大眾媒介，具性意味的限制級影片、音樂影片、通俗音樂、電視劇、

電視節目等（sexually oriented media）；另一種為「直接暴露或描繪性活動的媒

介」（sexually explicit media），指明確或直接描繪性交、強暴、猥褻、相關性

活動的色情媒介，並限制未成年收視觀看，例如 X 級影像、成人色情刊物等。 

Hornsby（1995）試圖以沉默螺旋理論，來說明色情媒介是如何殘害女人的

言論自由； Allen 等人（1995）則使用社會學習理論來闡釋媒體上的「影像」是

能夠教導人們真實經驗外的世界，可以讓人瞭解與學習社會上的互動情形。2000

年後，如 Lo 與 Wei（2005a）檢視現代網路色情的接觸情況與其對於青少年的性

態度、行為等的影響；Stigum（2006）也意識到新舊媒介之間的轉換，嘗試從量

化問卷瞭解北歐挪威地區，色情在舊媒體與網路媒體上的使用現狀；羅文輝等人

（2008），更進一步針對台灣青少年，以問卷調查其使用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近

用色情的狀況，並嘗試探討網路互動性與強暴迷思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大部份

青少年是從網路來接收色情資訊，且網路色情互動頻率愈高者，愈容易產生強暴

迷思。 

觀察上述一系列有關色情效果的研究後，便可發現多半傳播心理方面的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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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均顯示色情是具備負面效果，或者許多研究者在一開始就以色情為因，攻擊、

犯罪與強暴行為為果的問題意識進行研究。 

 

二、色情媒介與第三人效果 

當然，就近代傳播效果與色情媒介研究而言，還有一個頗為重要的領域，亦

是本研究之關懷核心，即為「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一如前述，第三人

效果的正式提出已是1980年代（1983年）以後的事，探討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

研究則一直要到1990年代之後才逐漸浮現。 

在國外方面，由於 1990 年代前期仍是一個以電視為主流傳播媒介的時代，

故一開始大部分研究是將第三人效果應用在電視色情媒介上。運用第三人效果來

探討色情媒介，比較常見的動機多為研究者想進一步瞭解政府、民眾會呼籲管制

電視色情的態度、行為，究竟與第三人效果有無關係。國外首篇探討色情媒介的

第三人效果研究報告是美國的傳播學者 Gunther（1991b）在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

教育學會上（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發表的一篇名為〈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色情媒介審查〉（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Pornography）之研討會論文。在這篇初探

文章中，Gunther 發現色情材料是會使人產生第三人效果，並且人們會基於第三

人效果認知因素傾向支持限制色情媒介。此篇文章即後來 Gunther（1995）在《傳

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第 45 期上發表的〈高估 X 級影片的影響：

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色情媒介審查〉（Overrating the X-rating: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Pornography）之前身。若從後續學者引用

文章的頻率與次數來看，後者是目前大多數探討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或其他第

三人效果研究中最常提及的一篇論文。 

在此篇最常被引用的研究中，Gunther（1995）針對 18 歲以上的美國成年族

群，探討雜誌、電視色情、色情電影的第三人效果及其後續的支持限制行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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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是以電話隨機抽樣 648 個樣本進行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的範疇是從 1989 年

的 10 月到 1990 的 1 月。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認為電視色情、色情電影等對於

他人的影響比自己的來得大。Gunther 為了要進一步瞭解第三人效果對於後續限

制行動的影響，他更針對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限制意願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第

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為預測後續限制色情媒介意願的顯著指標。 

Gunther 與 Hwa（1996）持續將焦點放在檢視（第三人）感知效果與後續限

制意願，他們隨機抽樣了 506 位新加坡人，請受試者填寫問卷，評估十種具備高

度敏感性的電視內容（如暴力、色情），結果發現受試者普遍會高估電視播出的

敏感內容對大眾造成的負面影響，且大多數的人會因此認為有限制電視節目內容

的必要，也支持政府擬定相關政策管制電視內容。  

另一位與此相關的重要學者 Rojas（1994）也曾以第三人效果檢視色情媒介；

不久後，Rojas、Shah 與 Faber（1996）以 133 位大學生為測試對象探討第三人效

果與後續限制態度行為的關聯性，此次研究的內容除了電視色情媒介外，還加上

暴力媒介、一般內容媒介，一共三種。結果顯示在大眾媒介上這三項內容都會產

生第三人效果，並且在控制其他人口變項、媒介使用及態度變項之後，第三人效

果認知差距仍是預測後續行為的顯著變項。 

再來，Lee 與 Yang（1996）同樣是要探討第三人效果與限制電視色情內容

的關係，他們將在韓國電視台中已播出過的色情內容剪輯成兩個檢測用的片段，

其中一段是描繪性與暴力的節目內容，另一段則是未完全裸露的男女性交畫面，

除此，他們也綜合其他正常播出的電視內容，如喜劇、新聞節目等一併檢測。這

個研究找來 389 位韓國的大學生和高中生，並要求這些受試者觀看，已剪輯過的

電視內容，再請受試者填寫問卷，其研究結果再次證實色情內容會產生第三人效

果。不過，在後續限制行為部分，這次研究有一個較不一樣的發現，Lee 與 Yang

的分析指出受試者認為色情內容對自己的負面影響之變項（第一人效果）比起對

他人的負面影響之變項（第三人效果）更為顯著；換言之，在這個研究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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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效果變項並不是解釋後續限制行為最有力的變項，能有效預測限制意願的應

該是第一人效果變項，作者認為這樣的結果代表著人們除了會因為色情媒介對他

人有負面影響而產生限制色情媒介的想法，其實最關鍵的因素是因為色情媒介對

自己也有負面影響。 

在台灣方面，長期著力於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是現任職於香港中文

大學的羅文輝教授。Lo 與 Paddon（1998）嘗試以第三人效果探討電視色情以及

後續媒介限制行為的問題，研究結果顯示色情媒介會產生第三人效果，然值得關

注的是在限制色情媒介部分，Lo 與 Paddon 認為前述國外研究將第一人效果或第

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作為預測後續限制行為的指標其實是不妥適的，應該是要以

第三人效果作為預測指標才比較妥當且合理（Lo & Paddon, 1998, 1999, 2000, 

2001）。為了進一步瞭解性別與第三人效果的關係，羅文輝（2000b）檢測多種

色情媒介，包含了色情雜誌、電腦中色情檔案，色情 VCD 光碟、X 級色情影片

或節目、限制級色情影片或節目，並試圖以性策略理論去回答為何在之前第三人

效果與限制色情媒介的檢測中，男女的性別變項會產生顯著差異，即女性認為自

己與他人都會受到較大的負面影響的現象。 

當然，在 1990 年代中後期之後，隨著個人電腦、網際網路的普及，許多比

較對媒介研究比較敏銳的研究者似乎已逐漸意識到一個「新媒介」的到來，將可

能成為下一個孕育色情資訊的重點平台，於是慢慢有各種領域的學者轉向網路色

情的相關研究。在傳播領域方面，有些學者便開始嘗試以第三人效果來檢測網路

平台的色情資訊。回顧國外文獻，在網路時代的早期（2000 年以前）直接探討

網路色情媒介的文獻數量，其實已相當有限（Mehta & Plaza, 1997; Rimmer, 1995），

而以第三人效果來探討網路色情媒介的文獻，更是付之闕如（羅文輝，1999），

幾乎是沒有任何資料可供參考（洪雅慧，2007）。 

國外方面，以第三人效果檢測網路色情，最早則可回溯至新加坡 Wu 與 Koo

（2001）。Wu 與 Koo 檢視了 343 位新加坡大學生收視網路上情慾素材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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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情形，研究結果同樣顯示這些受試者會認為其他人受到網路上情慾素材的影

響較大，自己則較小，他們也指出第三人效果的產生會使受試者認為有限制網路

情慾材料的必要。Tewksbury（2002）也試圖以網路色情為例，檢驗比較團體與

第三人效果之間的關係，他發現伊利諾大學的學生，對於同校學生、同州州民及

一般美國人這三個不同社會距離的比較團體，均出現團體內的人數效應；申言之，

當他們認知到比較團體的人數愈多時，出現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就會愈大；美國

Zhao 與 Cai（2004）同樣是以第三人效果來探討網路色情，他們嘗試著加入樂觀

偏誤的概念來探討網路色情媒介審查與第三人效果之間的關係；而後，Zhao 與

Cai（2008）進一步細緻化先前的研究，改以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之過程來檢

視自我提升與媒介審查之間的關係。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先前國外關於網路色情或其他主題的第三人效果，多半

均集中在檢視第三人效果對後續行為的預測效力或是媒介限制的心理成因，很少

關心到文化差異因素，故 Lee 與 Tamborini（2005）便從文化的觀點探討個人主

義與集體主義文化對第三人效果的影響。他們以南韓學生與美國學生為例，比較

東方的集體主義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在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上的差異，雖然在第

三人效果的檢測上一如前述，均顯示無論是東方（韓國留學生）或西方（美國在

地學生）在網路色情上都會產生第三人效果，但這個研究有趣的發現是，韓國學

生的第三人效果強度以及對於限制網路色情媒介的支持意願，均較美國學生弱；

換言之，較講求集體意識的東方集體主義文化會削弱第三人效果強度以及後續限

制媒介意願；反之較講求個人意識的西方個人主義則會增強第三人效果強度及後

續行為意願，因此文化差異也可能會是影響第三人效果強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國 Hwang、Pan 與 Sun（2006）也以網路色情為檢測案例來探討定錨效果

（anchoring effect）對第三人效果的影響，並指出問卷的次序會影響網路色情的

第三人效果強度；換言之，他們認為問卷先問他人受到影響或先問自己受到影響

其實是有差別的，研究分析結果說明了先讓受試者去評估他人受到的影響，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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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測到的影響力數值會大於先讓受試者去評估自己受到的影響。另外，Paul 與

Shim（2006）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對美國大學生進行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檢

測，經資料分析後發現，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並非是支持後續限制網路色情媒介

的主要變項。 

台灣方面，關於網路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是從羅文輝（1999）發表

了一篇名為〈色情網站：使用頻率及第三人效果〉之後開始。當時，羅文輝初次

以第三人效果檢測色情網站的結果，證實了色情網站會產生第三人效果，更重要

的是，他再次證明在媒介限制部分，由於統計共線性因素，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

距是無法作為預測後續限制色情媒介的合適變項（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 

2000c, 2003；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從桂、張國良，2011；Lo & Paddon, 

1998, 1999, 2000, 2001；Lo et al., 2010；Lo & Wei, 2002）。此後，羅文輝或以羅

文輝為首的團隊，就長期關懷網路色情的變化與使用狀況（如羅文輝等，2008；

Lo, So, & Zhang, 2010; Lo & Wei, 2005a），並且以不同的變項、對象、地區、文

化持續地檢證與探討網路色情或其他色情議題的第三人效果，其結果大多指出了

網路色情或其他色情媒介存在著第三人效果（羅文輝，2000a, 2000b, 2000c, 2003, 

2010；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從桂、張國良，2011; Lo et al., 2010; Lo 

& Wei, 2002, 2005b, 2006）。 

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可知（參見表 2-1），不論是傳統媒介（如宣傳

海報、新聞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或網路媒介、研究對象是成年人或青少年、

使用何種抽樣方式等，色情訊息都會使人們產生第三人效果；這顯示色情訊息的

第三人效果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Paul et al., 2000, Perloff,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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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彙整 

年代 媒介型態 地區 媒介項目 相關文獻 

1990~2000 傳統媒介 國外地區 雜誌、色情影片、

電視色情 

Gunther（1991b, 1995）；

Gunther & Hwa（1996）；Lee 

& Yang（1996）；Rojas, Shah 

& Faber（1996）  

台灣及大陸地

區 

雜誌、色情影片、

電視色情、電腦圖

片檔、光碟 

羅文輝（2000b）；羅文輝

（2000c）；Lo & Paddon（1998, 

1999, 2000） 

網路媒介 國外地區 無資料 無資料 

台灣及大陸地

區 

色情網站 羅文輝（1999, 2000a）；Lo & 

Wei（2000） 

2001~2012 傳統媒介 國外地區 色情光碟、電視色

情 

Chia, Lu, & McLeod（2004）；

Lambe & McLeod（2005） 

台灣及大陸地

區 

色情光碟、電視色

情 

羅文輝與牛隆光（2003）；

Lo（2001）；Lo & Paddon

（2001） 

色情場所 羅文輝（2003）；Lo & Wei

（2005b, 2006） 

網路媒介 國外地區 色情網站 Hwang 等人（2006）；Lee

（2001）；Lee & Tamborini

（2005）；Paul & Shim

（2006）；Spirek & Bridges

（2006）；Tewksbury（2002）；

Wu & Koo（2001）；Zhao & 

Cai（2004, 2008） 

台灣及大陸地

區 

色情網站 鄭素俠（2008）；羅文輝

（2010）；羅文輝等人

（2011）；羅文輝、蘇鑰機、

張國良（2012）；Lo & Wei

（2002）；Lo 等人（2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傳統媒介與網路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之間，真

的會毫無差異嗎？從網路媒介的傳播特性來看，顯然非此。Ruggiero（2000）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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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紀的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一文中，建議當代的傳播效果研究，所須關注的重點須包括互動性

（interactivity）、去大眾化（demassification）、超文本（hypertextuality）以及

異步性（asynchroneity）等網路特性；換言之，Ruggiero 認為新、舊媒介的研究

思維理當有所差別，其中也還有許多不同層次的問題等著被釐清，不應等同視

之。 

雖然過去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結果告訴我們，不論在傳統或網路媒介

上，色情訊息都會產生第三人效果，但如果將上述新媒介的特性考量在內，再對

照晚近大部分的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發現大多數以網路為主的相關研究，

有諸多未考量周全之處以及一些值得再省思的問題。接下來在第三節，本研究將

就此闡述，並據此提出後續相關研究問題與假設。  

 

第三節 再思新媒介時代中色情的第三人效果 

壹、新媒介之界定 

「新媒介」或「新媒體」（new media）是一個相對於「傳統媒介」或「舊

媒體」（traditional media）的概念，通常指一種新出現的資訊載體，當其使用者

達到一定數量，且完全與人類生活結合，成為人們採納的新科技行為時，此時就

可以將之稱為「新媒介」（王貞子、劉志強，2006）。很多學者都嘗試為新媒介

定義，當前比較有說服力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將關注點放置在「媒體」之上，

英文裡的“new media”使用的是「媒體」這個詞的複數形，即「新媒體」並非

是一種媒介形式而已，也不再是一種組織、機構像電視、廣播、印刷那樣需要由

一定數量的勞動力來為它工作，而是一個具備集合意義的單數詞彙，涵蓋層面甚

廣，從網路、電腦通訊、虛擬實境、電腦遊戲、互動多媒體到可以區別舊媒體的

其他所有形式（Lister, Jon, Gidding, Iain, & Kieran, 2003），並且還經常能將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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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形式重新改組納入新有的形式體系之中。 

另一種說法是強調這個詞彙的「新」，將之放置在歷史的脈絡下來談，最主

要被提出來與傳統媒介區分的特性就是「網路化」、「互動性」，將其獨特的雙

向傳播特質界定為「新」的意義（Flew, 2002）。換言之，當前所謂的「新媒介」

其實指的就是任何可以連上網路的「網路媒介」。此外，Lievrouw 與 Livingstone

（2002）更指出新媒介除了提供使用者個人化或去大眾化、去中心化或特定對象

化的傳播功能，主動選擇性、互動性高外，對社會結構變遷、文化多樣性或資訊

平等，還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由此可知，新媒介並非單純指一種新科技產品，

而是社會與技術互動後的傳播資訊載體。 

本研究將綜合以上說法，將「新媒介」界定為具備互動性質的網路化通訊媒

介或電腦媒介，例如電腦網路、手機網路、網路遊戲、部落格、微型部落格或社

群（交）網站／媒體等。 

 

貳、網路時代下的色情第三人效果再思 

回溯第三人效果理論的起源，可以發現 Davison 早期的實驗與推論基礎是來

自相對於前述新媒介的「傳統媒介」，如印刷傳單、報紙社論、選舉文宣，其所

預設的傳播行為概念是「被動接收」（passively received），這當然與強調去大

眾化、去中心化、主動使用、互動性的新媒介，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若欲將「來

自傳統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理論應用至網路等新科技媒介，就不得不進一步思考：

究竟網路媒介本身的新媒介特質，有沒有可能影響到第三人效果理論，使其與在

傳統媒介上的檢測有所差別？  

雖然過去 30 年的研究結果大多顯示，不論是傳統或網路媒介，色情的第三

人效果的確「存在」，但是 Li（2008）就提出這些所謂來自網路媒介的色情第

三人效果研究，經常只是去檢測網路媒介中的被動接收行為的部分，並未去梳理

新舊媒介之間第三人效果程度的差異，因此 Li 便以探討網路威脅訊息，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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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媒介上第三人效果研究，其實還有許多問題尚待釐清。 

首先，Li（2008）認為網路媒介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人們對它的使用不

只是單純的如在傳統媒介上接收資訊；申言之，傳統媒體的使用模式只是網路媒

體的一部份，並不是全部。實際上，網路使用者也不是全然被動的在接收訊息，

而是「參與」整個資訊交流的過程，故網路使用是一種互動傳播的活動，它所提

供的複合型媒介使用方式，遠超過傳統媒體所提供，因此以今日的網路發展而言，

使用者的主動參與和訊息產製，以及網路媒介的複合式傳播行為，很有可能會衝

擊到最初第三人效果的研究預設。 

Li（2008）更以病毒傳播來說明為何第三人效果在傳統媒介與網路媒介上會

有所差異。如以傳統電視為例，當人們面對有威脅性的訊息時，會認為自己是比

其他電視觀眾更聰明、有經驗的，故比較不容易受到有威脅性訊息的影響，這是

因為一般大眾對電視媒介本身的掌控能力很高，且使用特性也相對明確。然在網

路媒介上的威脅性訊息不一定是來自網路本身，有時會來自於使用者間交換資訊

的過程，例如網路聊天、線上買賣交易、線上銀行存款。因此，他認為新（網路）、

舊（傳統）媒體之間不同之處，是在於對威脅性或負面訊息的掌控能力。在處理

負面訊息時，傳統媒介上的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假設是，人們通常會覺得自己較有

掌控全局的本事，因為大多數的人們會認為自己是可以得知真相、較有智慧的且

比他人有經驗。這樣的假設卻不見得適用在網路媒介上，例如電腦病毒。因為當

使用者在網路上面對病毒威脅時，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解決與應付。在網路上，

使用者也可能會傾向認為自己與他人均受病毒影響，即產生所謂的第二人效果

（Neuwirth & Frederick, 2002），或認為自己受到病毒影響的可能比他人來得更

大，產生第一人效果（Cohen & Davis, 1991）；換言之，網路使用者經常處在一

個不完全明確的使用環境之中，無法完全確定自己會從其他使用者那裡接收到什

麼訊息或資料，第一人或第二人效果因而產生。但對於那些熟知電腦技能與網路

經驗較豐富的人來說，就又有可能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為其他人較容易被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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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威脅性的訊息或病毒攻擊或影響。 

同樣，本研究再以主動使用者、去中心化、特定對象化的及互動的新媒介傳

播特質來檢視網路上的色情訊息接觸，其中可以推演出幾個有別於傳統媒介的思

考重點：（一）網路提供的色情資訊，除了讓使用者被動接收外，還有許多的色

情資訊其實是等著「被主動接觸」的；（二）在網路上每個使用者都可能成為下

一個色情資訊的發射中心；（三）且這個中心所發出的訊息，通常是特定對象化

的，也就是說只有某些特質、類型的或具備某些人際網絡關係的使用者才會主動

去搜索或接觸相關訊息；以及（四）這些因主動搜尋而在網路相遇的情色使用者

們彼此之間，經常還會以許多不同形式的互動模式來交流相關資訊與想法。當然，

上述這些現象，不會只是發生在色情資訊的接觸，其他類型的資訊在網路上也可

能有相同的現象。 

事實上，這些由「主動使用者」以「自願參與」所凝聚的「網路社群」空間，

就是一個去中心化、去大眾化的「同好」互動平台，他們大部分是由一群志同道

合或相似背景的閱聽人所構成（Shirky, 2008／李宇美譯，2011）；換言之，這些

主動的色情搜尋者或使用者，在搜尋相關資訊之前，對色情訊息其實早已有相當

程度的心理準備，故而願意主動汲取，並相互交流意見與想法；也因此當這些網

路情色使用者在認知所謂的「他人」（其他使用者）時，理應是有別於認知在傳

統媒介時代所謂的「大眾」的「他人」，這樣的轉變就相當有可能會直接影響原

本的第三人效果的強度型態，使其效力減弱。  

在上述幾項新媒介特性中，有一個需要特別提出來再做說明的，也是當代學

者認定為區分新媒介與傳統媒介的核心特質，即「互動性」（Flew, 2002; Heeter, 

1989; Lustria, 2007）。羅文輝等人（2008）指出雖然網路媒介上大多數的色情素

材的呈現是屬於傳統媒介之形式，但由於「互動性」的加入，讓網路色情變得更

加複雜且新穎，故建議在探討網路色情時，須進一步考量互動性對色情訊息接觸

的影響。若新、舊媒介之間所存在的「差異」，真的會影響第三人效果強弱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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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一個區分新、舊媒介以及影響現代人接觸色情訊息的重要特質「互動性」，

便可能是影響新媒介脈絡下第三人效果的關鍵變項。鑒於本研究所檢視的焦點為

色情社群網站的互動性對第三人效果假設之影響，因此在下一個部分將聚焦於闡

釋「網路互動性」的變項特性與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 

 

參、網路互動性與色情第三人效果 

一、互動性的定義與意涵 

「互動性」（interactivity）這個概念本身相當複雜，迄今仍缺乏一個明確的

定義（Liu & Shrum, 2002, 2009; McMillan & Hwang 2002; Song & Zinkhan 2008; 

Thorbjornsen et al. 2002; Voorveld, Neijens, & Smit 2011; Wu, 2006）。Liu 與 Shrum

（2009）指出互動性之所以難以定義，很可能是因不同學門的「觀點」、研究脈

絡下的「操作型定義」過於紛歧，而難以有統一的標準；Johnson、Bruner 與 Kumar

（2006）也曾表示，要決定「互動性」的意義，須視研究者與研究情境而定。儘

管如此，如今學界仍有一個普遍共識認為，要界定新媒介與傳統媒介的差別，須

視「互動性」的有無而定（Chung & Zhao, 2004; Flew, 2002; Heeter, 1989; Lustria, 

2007; Voorveld et al. 2011）。 

回顧早年相關文獻，「互動性」一詞就已存在相當多的爭議，如Schultz（1999）

曾指出人類與機械裝置之間根本不應該存在「互動」，但學界普遍還是認為人機

是可以互動的，這是因為早年關於互動性的研究比較著重在人機互動，因此在比

較早期時，有關互動性的研究與定義多半還會與人機相關（Preece, 1993／陳建

豪譯，1998；羅文輝等，2008），而在近代，一些經常被提及或探討的互動性定

義，則是比較偏向人訊或人際互動，以下將介紹一些學者對於互動性的看法與定

義。 

Rice 與 Williams（1984）指出「互動性」是一種雙向即時交換資訊的功能；

而 Rogers（1986）曾就新科技媒介的角度，認為互動性是指電腦系統能提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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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使用者，接近人類對話的功能；Rafaeli（1988）便再進一步加以釐清，說

明互動性是在一系列的訊息交換過程中，較晚訊息與較早訊息之間除了雙向互動

外，還必須存在相關性；Williams、Rice 與 Rogers（1988）則以使用端來思考，

認為「互動性」是指參與者在資訊交流的過程中擁有掌控對談，並且具備交換角

色的能力；Blattberg 與 Deighton（1991）也說明了互動性是指個人或組織可以不

用受到時空之限制，直接與其他人或組織接觸的媒介機制。 

Steuer（1992）延續參與者與主動使用的角度，認為互動性應是指訊息參與

者具備能即時修改中介傳播的形式以及內容的能力，因此使用者在資訊交流的過

程中，不會只是個單純的參與者，還具有改變網路中介環境的力量。Ha 與 James

（1998）更針對網站內容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提出所謂的「互動性」應

是指傳遞訊息者與接收訊息者之間的互相回應，或滿足彼此傳播上的需求，並認

為網路使用者會依不同的傳播需求而與網路媒介本身產生不同的互動關係，如有

時候使用者只是想單純瀏覽網站內容，並不會想和相關工作人員或網站站主有直

接性的訊息接觸，而也有時候使用者卻會希望能立即得到網站相關人員的回應或

答覆，以解決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問題。 

綜合上述我們大致可將互動性區分出三種意涵：（一）互動性為非單向式的

傳播；（二）互動性的層面很廣，其中包括系統機制、訊息與人際傳播，等不同

面向；以及（三）互動性有不同的程度以及層級之分（羅文輝等，2008）。 

 

二、互動性研究取徑與面向 

綜觀近代研究，互動性的研究取徑可概略分為四種類型或立場：（一）訊息

的傳播與交換，19例如網路訊息內容的交換；（二）系統與傳播頻道，20例如網

                                                      
19

 相關研究見：Burgoon, Bonito, Bengtsson, Cederberg, Lundeberg, & Allspach, 2000; Jensen, 1998; 

Rafaeli & Sudweeks, 1997 March。 

 
20

 相關研究見：Andrisani et al., 2001; Bezjian-Avery, Calder, & Iacobucci, 1998; Chou, 2003; Coyle 

& Thorson, 2001; Downes & McMillan, 2000; Ha & James, 1998; Massey & Lev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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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平台的介面機制；（三）使用者的感知與行為，21例如使用者的心理與行為反

應；以及（四）混合式取徑（結合兩個取徑或以上）22來進行。而一般在學界所

談的新科技媒介之互動性意涵，則可整理為以下三個面向（Heeter, 1989, 2000; Liu 

& Shrum, 2002; Lustria, 2007; Voorveld, et al., 2011）： 

（一） 互惠或傳播訊息的交換行為（Reciprocity or communication exchange）：

指的是媒介具備雙向傳播的功能，使用者可以透過輸入行為與系統機

器（例如新世代掌上型遊戲機、觸控式螢幕、線上單人網頁遊戲）、

其他使用者（例如線上通訊軟體、部落格、微型部落格、多人連線遊

戲）或內容提供者（例如各式官方網站、入口網站的制式回應）進行

訊息的交換或互動。 

（二）主動控制的使用者（Active user control）：是指網路使用者能透過媒

介本身所提供的互動、回饋系統掌控自己的線上經驗（點擊、搜尋、

存取、下載、傳送），例如超連結（hyperlink）可以讓網路使用者非

線性式地點選網路內容，又如某些互動系統能提供使用者設定自己的

使用習性來瀏覽網路資訊。 

（三）同步性（Synchronicity）：則是指網路系統中的即時互動、一定短暫

時間內的回應（MSN、Skype、聊天室或高速下載等），但這概念是

三者中較曖昧不清的一個，例如當使用者以飛快的下載速度獲得某資

訊檔案，這或許對使用者經驗會產生正面的影響，但是網路同時也存

在須等待一些時間才會有回應的異步性（asynchronicity）之互動形式，

例如收發電子郵件、個人部落格、微型部落格之留言系統等非同步互

動，也同樣能讓使用者擁有正面的網路使用經驗。 

                                                      
21

 相關研究見：Light & Wakeman, 2001; McMillan, 2000; McMillan & Hwang, 2002; Newhagen & 

Cordes, 1995; Sundar, Kalyanaraman, & Brown, 2003; Tremayne & Dunwoody, 2001。 

 
22

 相關研究見：Heeter, 1989, 2000; Kiousis, 2002; Liu & Shrum, 2002; McMillan, 1999; McMillan & 

Huan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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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性的情境類型 

Hoffman 與 Novak（1996）曾將電腦中介下的互動情境分為「人與機器互

動」（machine interaction）與「人與人互動」（person interaction）兩種，前者指

使用者對媒介所生產的內容，進行「存」、「取」的行為，後者則是指使用者經

由電子媒介進行溝通行為；Massey 與 Levy（1999）則提出「內容互動性」（content 

interactivity）與「人際互動性」（interpersonal interactivity）兩種類型，前者指使

用者對媒介內容參與的程度，後者則與前述「人與人互動」的概念相通。 

基於上述互動性意涵與面向的探討與整理，本研究認為互動性面向應至少包

含人機互動（user-machine interactivity）、人訊互動（user-message interactivity）

與人際互動（user-user interaction）等三個類型。由於前兩種皆涉及使用者與科

技媒介之間的關係，因此為了便於操作與理解，通常是採用 Stromer-Galley（2000）

及 Ha 與 James（1998）之觀點，將互動性簡單再概分為二：一是涵蓋人機與訊

息的「媒介互動」（media interaction），即使用者的互動對象為媒介本身或媒介

訊息，二是「電腦中介後的人際互動」（computer-mediated human interaction），

指使用者透過電腦中介與其他使用者進行互動。 

 

四、互動性的衡量與層級 

關於互動性的衡量與層級，從過去研究的整理中可以歸納出兩個部分

（Borsook & Higginbotham, 1991; Ha & James, 1998; Heeter, 1989），一是媒介系

統本身，如可選擇的複雜性（complexity of choice available）、媒體的反應速度、

媒介的回應能力（responsiveness to the user）、媒介資訊的監控能力（monitoring 

information use）、電腦輔助人際傳播之能力（facilita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趣味性（playfulness）；另一則為使用者端，如使用者努力付

出程度（effort users must exert）、非線性的資訊處理（non-sequential access of 

information）、添加資訊的容易性（ease of add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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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就以上分類，其實相當繁瑣不便於操作，故本研究擬採用 Schwier 與

Misanchuk（1993）之互動性觀點，以使用者角度，將上述互動性的分類簡化成

三種層級，並以網路使用行為來闡釋其意涵與定義（羅文輝等，2008）： 

（一）回應式（Reactive）：使用者對媒介系統所提供之訊息內容或反應事

物，進行有限度回應。以網站使用為例，回應式互動，即是指使用者

對網站的訊息內容或超連結項目，做出點擊、選用、儲存等動作，像

是用滑鼠點擊按鈕與連結其他網頁等。 

（二）主動式（Proactive）：使用者能主動地選用、增減與整合資訊，不只

是能在媒介系統提供的架構下選擇與回應，還能將個人的思考與需求

表達至媒介系統中。在網路使用的情形下，主動式互動，意指使用者

能運用網站本身建構之資料庫系統，主動探索內心所欲尋求的資訊，

且就所蒐集到或獲得的資訊進行審視、分類、整理、使用，例如 Google、

Yahoo、PC-home 所提供的搜尋引擎系統。 

（三）雙向式（Mutual）：使用者與媒介系統相互因應彼此需求而改變，或

者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相互因應彼此需求而改變。在網路使用中，雙

向式互動指的是使用者與網路媒介本身依照互動之需求，彼此之間進

行人訊或人際的雙向交流，進而讓使用者與使用者彼此間的形式、思

考、行為或態度產生轉變，如討論區、留言板、聊天室、視訊會議、

一對一或一對多、多對一、多對多的即時通話等使用行為。 

透過以上對於互動性的介紹與整理可知，當代網路媒介所能提供的色情活動、

訊息的產製、傳遞與接收的形式、種類，早已遠遠超過一般傳統媒介，其中一個

頗為關鍵的角色即「網路互動性」。 

 

五、網路互動性對色情第三人效果的影響 

回顧過去在傳統媒介上所進行的色情第三人效果，其研究預設基本上是將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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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視為接收訊息的被動客體。就實際面來看，這樣的研究思維並不見得能完全

適用在現今強調雙向互動的網路脈絡之中。然而大多數網路媒介上的色情第三人

效果研究，就如 Li（2008）所言，多半是以「被動接收」的觀點進行，往往都

只會去檢視網路媒介上的「傳統媒介形式」，少有研究會將「網路互動性」因素

考量在內，忽略網路媒介是一個「互動的」複合媒介；換言之，在網路媒介上，

使用者不是只會被動接收訊息，他們經常還會主動產製，並且與其他使用者有所

接觸，也因此影響使用者的，不會只是媒介的訊息內容本身，同時還有閱聽人之

間以及媒介與閱聽人之間的相互影響。 

事實上，Neuwirth 與 Frederick（2002）就曾指出以往的第三人效果認知研究

的測量，是將對自己的影響與對他人的影響直接二分開來，未考量自己和他人之

間互相影響的可能；申言之，民意與己意之間其實是會相互滲透與作用的。也因

此，在強調「互動」的網路媒介愈來愈盛行的今日，我們就不得不去重視使用者

與使用者之間，或者是使用者與媒介訊息提供者之間，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相

互影響的可能。彭文正（2007）便從互動的角度，認為當代第三人效果研究除了

要考量閱聽人和媒介本身之間互動外，還必須思考閱聽人和其他閱聽人或參考團

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因為這些互動關係很可能就是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重

要變項。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研究皆指出互動性與網路媒介的涉入感（involvement）

密切相關，若閱聽人使用網路媒介的互動頻率與次數增加，其媒介涉入感就會愈

高，進而改變使用者態度、對訊息的認知與行為（羅文輝等，2008；Chung ＆ Zhao, 

2004; Griffiths,2001; Hoffman & Novak, 1996; Jiang, Chan, Tan, & Chua, 2010）。

因此接下來本研究將繼續闡釋網路互動性、網站涉入感與訊息價值之間可能的關

係，並提出相關研究問題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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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網路互動性與網站涉入感對「訊息價值」的影響 

在以往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訊息價值的正面或負面，可說是一個最重要的

變數，當媒介內容呈現負面或社會不需要性時，人們就會認為他人受到的影響比

自己大（林素真，2009a, 2009b；彭文正，2007；Duck & Mullin, 1995; Gunther & 

Hwa, 1996; Gunther & Mundy, 1993; Hoorens & Ruiter, 1996）；反之當媒介內容呈

現正面或社會需要性時，人們就會認為自己受到的影響比他人大（林素真，2009a, 

2009b；彭文正，2007；Brosious & Engel, 1996; Chock et al., 2008; Gunther & Mundy, 

1993; Gunther & Thorson, 1992; Innes & Zeitz, 1988）。儘管訊息價值是直接影響

第三人效果強弱的決定因素，但在大多數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皆是由研究者的

主觀判斷來認定訊息價值的正負面（彭文正，2007；Paul et al., 2000），忽略訊

息評估者本身對訊息的價值判斷以及其個人因素與媒介訊息之間的互動關係。實

際上，即便是同一則訊息，對於不同背景、性格的閱聽眾，其社會需要性大小與

訊息價值就可能不同，而這不同的訊息價值判斷同時又主宰著第三人效果的強弱

與型態（林素真，2009a, 2009b）。 

Gunther 與 Thorson（1992）就曾發現造成第三人效果訊息價值變動的關鍵因

素，在於媒介訊息是否能激起受試者的情感反應，而非訊息表面上那些約定俗成

的分類或社會需要性。Gunther 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引發正面情感的商業廣告

會產生第一人效果，較無顯著正負面情感價向（中性的）商業廣告則會產生第三

人效果，而具備社會需要性的公益廣告則出現你、我所受影響都差不多的第二人

效果；Day（2008）也發現商業廣告若以公共事務為其主要傳達內容，仍可讓受

試者產生正面情感，產生第一人效果；Duck 等人（1995），以同為公益廣告的

愛滋防治影片進行測試，結果也發現廣告製作品質與受試者的情感反應有關，高

製作品質容易誘發正面情感，產生第一人效果，而較製作較劣質的愛滋公益廣告

反而容易使受試者產生第三人效果；Cho 與 Boster（2008）以反毒廣告做為檢測

案例的也有類似的發現，那些認為廣告製作品質較好的人容易產生第一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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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為製作廣告品質較差的人則會出現第三人效果。 

從這些研究實例中，可以看出足以讓訊息價值產生變化的因素並非那些表面

上訊息的類型，而是受訪者之「個人因素」以及受試者與「媒介本身」或「訊息」

的互動關係。因此，若以本研究所關注的網路色情訊息為例，網路色情訊息很可

能會因為使用者的個人因素以及與網路媒介本身之互動關係的不同，而誘發出不

同於以往研究者所預設的訊息價值向度，使得過去經常被研究者認為是「負面」

的色情訊息，在網站使用者的眼中轉變成「較不負面」、「中性」、甚至是「有

點正面」的訊息；換言之，本研究認為網站使用者在看待網路色情媒體的態度會

因為網路使用者的個人因素（主動使用）及「媒介」本身性質差異（互動性的有

無或高低、大眾或分眾）而有所不同。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若受訪者本身的個人因素以及與媒介本身或訊息的互

動關係，會使第三人效果的訊息價值產生改變，以致於影響到第三人效果的強弱

或型態，那麼一個合理的推斷是，在網路媒介上主動使用者之個人特質與多樣式

的互動型態，自然也可能會對第三人效果造成影響。其次，許多研究曾指出網路

互動性與網路媒介的涉入感息息相關，所謂的涉入感（involvement）基本上是指

一個人對於一個媒介或物件的需求性、價值觀、興趣等（Zaichkowsky, 1985），

而這個概念在近來則被擴展應用到網路媒介上，研究者將之稱為「網站涉入感」

（Website involvement; Cho, 1999; McMillan, Hwang, & Lee, 2003），其定義為使

用者對於某網站的需求、評價、興趣的程度（Jiang et al., 2010）。一般來說互動

性的提高，是有助於使用者網站涉入感之提升，並影響使用者對訊息的態度與行

為。Chung 與 Zhao（2004）就曾指出網路互動性會影響使用者對於網站的態度

與記憶程度；此外，Hoffman 與 Novak（1996）也發現，使用者對網站的掌控程

度愈高，愈會提高使用者在使用網站時的樂趣度，甚至讓使用者會有過度涉入的

現象。 

Griffiths（2001）則認為一些特定的網路色情內容，如網路援交、網路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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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觀看、性犯罪等，容易讓使用者有投入感，並且造成過度的使用，成癮。羅文

輝等人（2008）也提到，網路互動性與投入程度息息相關，投入程度的高低還會

進一步引發使用者對於訊息的認知、態度或後續行為之反應或改變；Jiang 等人

（2010）則曾針對網路互動性與涉入程度對商品購買慾望的影響進行研究，結果

顯示當網站俱備較高度的主動使用者控制，使用者的認知涉入感（cognitive 

involvement）就會提高，而當網站愈強調雙向傳播，使用者的情感涉入感（affective 

involvement）就愈強，同時他們還發現，使用者的回應程度與網站涉入感23成正

相關，並且會加強購買產品的行為動機。 

雖然從這些探討網路互動性與涉入感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網路互動性

與使用者的網站涉入感有相當大的關聯性，亦可進一步影響使用者的態度、行為

以及對媒介訊息的認知，但在過去研究中，卻未曾有相關研究從網路情色使用者

的角度探討網路互動性、網站涉入感與網路色情第三人效果的訊息價值之關係。

有鑑於網路互動性與網站涉入感是影響使用者對於網路色情的態度、行為、訊息

價值認知的關鍵變項，如 Mahood、Kalyanaraman 與 Sundar（2000）就發現與低

互動性且不人道的（dehumanizing）色情網站相比，受試者愈是暴露在高互動又

不人道的色情網站，就愈能接受對女人施展暴力行為的色情訊息，因此他們指出

網路互動性會提高受試者對色情訊息的評價，並認為這樣的情形，就現實面來說，

反而會產生更大的實際傷害；Griffiths（2001）也提到網路色情的過度暴露會產

生性成癮或過度使用色情訊息的行為；羅文輝等人（2008）便指出青少年使用網

路色情頻率愈高（互動頻次的量愈多），在性態度上會愈開放，並愈傾向認同隨

意性行為，同時強暴迷思也會隨之增強；Lo 等人（2010）的研究則提到網路色

情暴露的頻次愈高，色情的減敏效果24（desensitizing/desensitization effects）就會

愈強，同時還會降低受試者在評估網路色情「對他人的（負面）影響」以及「對

                                                      
23

 Jiang 等人（2010）研究中的「網站涉入感」即由「認知涉入感」、「情感涉入感」兩個因素

構面組成。 

 
24

 另譯「鈍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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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負面）影響」之強度；換言之，網路色情使用的頻率愈高，使用者愈能

接受網路色情資訊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同時會認為其他網路情色使用者也愈能接

受網路色情資訊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據此，本研究認為網路互動性與網站涉入感

可能會影響網路色情第三人效果的訊息價值評估，進而使第三人效果的型態或強

弱有所變化，故在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1：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在接觸網路色情訊息時，是否會對其他使用者產

生第三人效果認知？影響與中介使用者認知的因素為何？ 

 

此外，本研究亦根據過去文獻及前述推論，進一步提出下列假設： 

H1：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路互動及網站涉入程度，會透過對「網路色

情訊息的評價」，影響其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強度。  

H1A：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路互動頻率愈高，其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則

愈正面。  

H1B：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站涉入程度愈高，其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也

愈正面。  

H1C：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自己對網路色情內

容接受度愈高。 

H1D：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認為他人對網路色

情內容接受度也愈高。 

H1E：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其第三人效果認知

程度則愈低。 

 

伍、色情第三人效果與後續行為效應 

Davison（1983）指出人們在接觸（負面）媒介訊息並因此而產生第三人效

果認知（有顯著認知差距）後，通常會想採取相關的對應行為，以免他人受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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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訊息影響，做出「不智之舉」而危及到個人或其他人的權益或利益（Davison, 

1983, 1996）。雖然在第三人效果假說剛提出不久時，探討第三人效果與後續行

為的研究數量相當少（羅文輝，1999），但在1990年代後，以第三人效果探討行

為動機的研究便一擁而來。往後便有不少檢視「負面訊息內容」（如色情、負面

競選文宣、暴力訊息）的研究均顯示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愈會使人們傾向

支持限制問題媒介（林素真，2009a, 2009b, 2010）。 

然而學界對於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否可以作為限制媒介的預測指標仍有

許多不同的意見，這其中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繼續支持以「對他人的影響」

與「對自己的影響」相減後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又稱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反之

則為第一人效果認知或認知差距），作為預測後續限制負面媒介行動意願之關鍵

變項（Golan, Banning, & Lundy, 2008; Gunther, 1991b, 1995; Gunther & Hwa, 1996; 

Hoffner et al., 1999; Rojas et al., 1996; Salwen, 1997; Shah et al., 1999; Wo & Koo, 

2001），另一種則是認為要以「對他人的影響」（第三人效果變項）或「對自己

的影響」（第一人效果變項）之強度作為預測變項，才能有效預測後續行動（彭

文正，2007；羅文輝，2000a, 2000b, 2000c, 2003；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

輝、從桂、張國良，2011；Lo & Wei，2002，2005b；Lo et al., 2010；McLeod, 2001；

Paul & Shim, 2006）。 

在第三人效果與色情媒介限制行動部分，目前最具影響力的是Gunther（1995）

的研究，這篇研究除了發現色情媒介會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外，最主要Gunther

還分析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與人們限制色情媒介行動意願的關係，結果顯示第三

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人們愈傾向支持限制色情媒介（Gunther, 1995; Gunther & 

Hwa, 1996）；Rojas、Shah與Faber（1996）的研究，同樣也支持了這個論點，他

們指出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預測人們限制色情、暴力媒介的顯著指標。另外，

Salwen（1997）以負面宣傳的競選廣告進行檢測的結果，雖發現了第三人效果認

知差距是可以預測人們支持限制媒介的關鍵變項，但他同時還比較了第一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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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三人效果兩個變項對於限制媒介的預測力，結果顯示第三人效果變項亦是預

測媒介限制的顯著變項；而後，在Wu與Koo（2001）的網路色情研究也可看到

類似的研究結果，即人們會基於第三人效果認知之因素而傾向限制網路媒介中的

色情訊息；就其他的檢測案例來看，也不乏研究是繼續支持以第三人效果認知差

距作為預測指標（Golan, Banning, & Lundy, 2008; Hoffner et al., 1999；Shah et al., 

1999）。Lee與Yang（1996）同樣是以第三人效果假說來探討後續限制電視色情

內容的行為效應，但卻發現第三人效果變項並不是預測後續限制行為最佳變項，

反而是第一人效果變項。值得一提的是，在Salwen與Driscoll（1997）以第三人

效果探討辛普森案與後續限制媒介行動的研究中，發現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與支

持限制媒介並無顯著關聯。 

綜合前述國外研究的討論與啟示，Lo 與 Paddon（1998）曾提出了一些關於

第三人效果操作定義的問題，他們認為以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來預測支持限制色

情媒介的研究，在統計的做法上其實是不夠精確的，應該是要以第三人效果變項

作為預測指標才比較合理。接續此觀點，羅文輝（1999）在色情網站的第三人效

果研究中，再次證實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並非預測媒介限制的顯著指標，他認為

過去研究之所以會顯示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為預測變項，是因為第三人效果認知

差距與第一人或第三人效果變項產生共線性問題，才會被誤以為是預測後續行為

的關鍵指標。 

在後續研究中，羅文輝（2000c）更進一步說明，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通常

要在「對他人的影響」與「對自己的影響」差距很大的時候，才會具備顯著的預

測力，若對他人的影響與對自己的影響較為接近或一致時，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將可能失靈。而後，羅文輝所進行的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皆是抱持這樣的觀點（羅

文輝，2000a, 2000b, 2000c, 2003；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從桂、張國

良，2011；羅文輝、程曉萱，2012；羅文輝、陳海楠、蘇蘅，2012；Lo & We, 2002, 

2005b; Lo et al., 2010），另外，McLeod（2001）的研究中也支持羅文輝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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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對他人的影響」（第三人效果變項）才具有預測力；Paul 與 Shim（2006）

亦認為認知差距並非衡量人們限制媒介意願的關鍵指標。Xu 與 Gonzenbach（2008）

為了釐清行為層面之問題，他們統整了第三人效果與行為效應的相關研究，發現

大多數研究均顯示第三人效果變項能有效地預測後續限制行為，在這當中又以色

情訊息、暴力訊息、說服性廣告所引起的第三人效果預測力最強。 

綜上所述，要以「第三人（或第一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或以「第三人（或

第一人）效果」作為預測指標，須視訊息「對他人的影響」與「對自己的影響」

兩者相減後的差距大小或檢測出第三人（或第一人）效果後兩者之強度而定。若

是以前者作為預測變項，在「對他人的影響」與「對自己的影響」的差距必須愈

大，其預測限制媒介的解釋力才會愈高，而後者則是單看「對他人的影響」或「對

自己的影響」的強弱程度來預測，強度愈強，預測力愈強。 

然而若前面提到的「網路互動性」與「網站涉入感」會對使用者的「訊息價

值」判定造成影響，讓原本被研究者預設為「負面」的色情訊息可能轉變成「較

不負面」、「中性」或偏向「正面」的價值，使得「對他人的影響」與「對自己

的影響」的差距大小或強度有所變化，產生「認知差距」縮短或接近一致，那麼

這將很可能會影響到原本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或第一人）效果認知或第三人（或

第一人）效果對於後續限制網路色情媒介行為的預測效力。Lo等人（2010）便曾

指出那些認為網路色情對自己和他人（負面）影響愈大的人，愈會傾向管制網路

色情，而那些網路色情暴露量愈高的人，愈傾向不管制色情；故本研究據此進一

步推斷，那些與色情社群網站互動愈多，網站涉入感越深的使用者，會愈認為網

路色情對自己與他人（負面）影響都不大，進而使得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距離

縮短或第三人（第一人）效果減弱，以致於不論是對自己的影響、對他人的影響

或第三人效果認知均無法作為支持限制網路色情媒介的指標。綜合以上考量，本

研究推導出以下研究問題：  

RQ2：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情形為何？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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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意願高低的因素有哪些？ 是否會受到自己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

受度、認為他人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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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四節來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測量工具及分析方式。章節安排分

別為：分析架構、研究對象與抽樣調查方法、變項的定義與測量、以及資料分析

方式。 

第一節 分析架構 

本研究旨在以台灣地區的色情社群25網站使用族群作為研究對象，重新檢視

色情訊息的第三人效果在網路媒介中的運作情形，並探討「網路互動性」與「網

站涉入感」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第三人效果假說」以及「支持管制網路色

情媒介之意願」可能產生的影響。研究主要核心議題包含： 

（一）檢測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 

（二）從網路使用的角度探討中介使用者認知的可能因素。 

（三）分析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自己所受影響的評估、26對他人所受影響

的評估、第三人效果認知及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的關係。 

（四）探討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的情形及影響

其意願的可能因素。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和相關研究假設彙整如表 3-1 及圖 3-1 所示。 

 

 

 

                                                      
25

 本研究於此使用「色情社群使用族群／者」乃為延續文獻談討及研究議題之脈絡，而在之後

的研究分析或正文描述中，本研究若提及「社群」會盡量統一使用「色情社群」一詞，但直接稱

呼使用者（無提及社群兩字）時，仍會使用較不具備負面（貶抑）意涵的「網路情色使用者」一

詞。 

 
26

 「所受影響的評估」即「對媒體內容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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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研究問題與假設彙整表 

RQ1：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在接觸網路色情訊息時，是否會對其他使用者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影響與中

介使用者認知的因素為何？  

H1：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路互動及網站涉入程度，會透過對「網路色情訊息的評價」，影響其對第

三人效果認知的強度。 

H1A：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路互動頻率愈高，其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則愈正面。 

H1B：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站涉入程度愈高，其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也愈正面。 

H1C：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自己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愈高。 

H1D：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認為他人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也愈高。 

H1E：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其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則愈低。 

RQ2：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情形為何？ 影響其意願高低的因素有哪些？ 

是否會受到自己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認為他人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強

度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1：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圖 

 

 

                              

           H1A                 H1C 

                                                    

           H1                  H1E                                                          

                                  

           H1B                 H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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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調查方法 

壹、研究對象選取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年滿 18 歲以上的網路色情社群使用者。由於當前全

世界與色情相關且具備社群性質的網站數量多不勝數，無法逐一窮盡，網路色情

社群之使用者的總母體量亦難以估計，再者，各國政府在網路色情管制上亦有不

同規範方式，無法完全等同視之，因此本研究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

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進行調查。首先，研究者以台灣地區的色情

社群網站為研究範疇，並從其中直接挑選出幾個重點色情社群網站或討論版作為

問卷擺放的主要場域，接著再張貼問卷網址在研究者自身的 Facebook 塗鴉牆或

利用 MSN 通訊軟體、電子郵件私下轉貼或轉寄問卷網址邀請符合填答資格的

親友作答，藉以找出符合本研究目的之研究對象。 

本研究挑選出的成人色情社群網站或討論版主要為 avno1.com 網站、台大

批踢踢實業坊的 japanavgirls 版、交大 bs2.to 的 NCTU 版等。具體言之，這些

社群網站的特色如下：（一）使用者以台灣人居多；（二）互動形式除一般媒介

互動外，也包含人際互動；（三）網站呈現訊息內容是以成人影片、AV 女優的

討論及成人色情話題等含性描繪之相關事物為主；（四）均具備相當程度的使用

流量與網路知名度，其中 avno1.com 自成立以來累積點擊數已超過三億五千萬，

每天約有三萬五千個獨立 IP 造訪（一劍浣春秋，2011），台大批踢踢實業坊及

交大 bs2.to 亦為國內前三大流量的 BBS 站；（五）以圖文為主的介面形式均

較為簡潔；以及（六）大部分使用者可自由瀏覽或討論網站的相關內容。 

 

貳、前測 

基於研究目的及人力時間之考量，本研究之前測是採方便抽樣（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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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選取年滿 18 歲以上的網路情色使用者，再透過所選樣本進行滾雪球

抽樣找尋其他符合填答資格的前測對象，目的為檢測題項內容的適切性27及各量

表的效信度，28並依據檢測結果修訂問卷內容，為提高前測受試者的填答耐受度，

本研究前測分成兩部分進行，問卷一包含網路互動性量表（14 題）、網站涉入

感量表（10 題）及網路色情內容接受度量表（20 題）等三個量表，共 44 題；問

卷二則含網路色情訊息評價量表（12 題）與支持管制意願量表（8 題）兩個量表，

共 20 題。進行時間為 2012 年 8 月 9 到 18 日，問卷一回收 26 份，問卷二則回收

28 份，總共回收 54 份，在剔除兩份問卷二的無效樣本後，兩部份合計有效樣本

為 52 份。 

 

参、正式施測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法」（Web survey）29進行研究資料蒐集，並使用 

my3q.com 線上問卷調查系統編製正式調查問卷；為提高樣本回收效率，本研究

特別請託 avno1.com 經營者一劍浣春秋在其網站上公告本研究消息，30再由研究

                                                      
27

 適切性量表之作答形式為 Likert 5 點量表，由低到高的選項依序為：1 = 「很不適切」，2 = 「不

適切」，3 = 「普通」，4 = 「適切」，5 = 「很適切」，得分愈高代表該題項之適切性愈高，

題項及格標準須達平均值 3 分以上，除此，本研究還請受試者在評估完主要題項後，在底下填寫

相關修改建議或其他意見。 

 
28

 效度檢測部份，本研究採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以特徵值（eigenvalue）

大於 1 為萃取標準並配合最大變異數法（varimax）檢視各量表內的因素構面，接著再以 Cronbach’s 

α 係數分析檢驗各個因素構面所含題項之信度，並考慮將明顯不符合該因素構面或會使該因素構

面之 Cronbach’s α 過低的題項刪除或加以修改。 

 
29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的原因說明如下：（一）由於本研究內容涉及敏感與私密議題，若

以一般傳統電訪或面訪問卷調查法將可能提高拒訪率，且不見得能找到目標對象，網路調查的私

密性與自願填答特性將可解決此一難題（Coomber, 1997; Koch & Emrey, 2001; Walsh, Kiesler, 

Proull, & Hesse, 1992）；（二）色情社群網站的使用者，實際母體範圍難以估算，須倚賴網路的自

我選填特性（self-selection）進行調查（Coomber, 1997; Koch & Emrey, 2001）；（三）本研究之研

究對象與議題皆與網路媒介有密切相關，符合網路問卷調查法的使用時機（李政忠，2004）；以

及（四）本研究乃個人的獨立研究，人事、經費、時間等條件限制較大，網路問卷調查法的低成

本、高效益、回收時間快速特性（Dommeyer & Moriarty, 2000; Witte, Amoroso, & Howard, 2000）

有助於本研究的實際執行。 

 
30

 文章網址為 http://avno1.com/?action-channel-name-viewblogitem-itemid-9515（經營者一劍浣春

秋已於活動結束後，將文章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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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此公告消息轉貼至台大批踢踢實業坊的 japanavgirls 版、交大 bs2.to 的

NCTU 版及個人 Facebook 塗鴉牆等處，並同時配合 MSN 或電子郵件等網路

通訊工具邀請符合資格者填答。本研究另提供抽獎和 P 幣31作為填答誘因，抽

獎部份是於問卷設定擺放時間結束後，研究者從具備抽獎資格的有效樣本中隨機

抽出 10 名填答者，並贈送每人一本價值新台幣 320 元的書籍； P 幣部份則是

特別提供給台大批踢踢實業坊的 japanavgirls 版的填答者，只要填寫問卷經資料

核對後，隔天即可獲得 P 幣，同時也能參加抽獎活動。 

正式問卷施測時間是從 2012 年 9 月 3 到 24 日，為期 22 日，總共回收

956 份樣本；然為確保研究對象的純淨度與正確性，本研究以限定台灣地區 IP 

的方式，進行有效樣本之篩選，並刪除掉重複 IP 問卷、空白廢卷、系統性填答

問卷。32
 IP 的檢測方式是研究者將每份樣本的 IP 來源位置逐一輸入「台灣網

站登錄系統」33的 IP 查詢系統，以辨識每筆樣本資料的 IP 國別網段；在扣除

掉 209 份無效樣本後，本研究最終取得 747 份有效樣本。 

 

第三節 變項的定義與測量 

壹、依變項 

一、網路色情訊息評價 

網路色情訊息的基本定義，是指網路所登載的各類性描繪與活動之素材，其

中包括文本、圖片、移動圖像（moving images）、卡通、互動性遊戲（interaction 

sexual games）及談話（chat）等各類涉及性活動的資訊（羅文輝等，2008；Baird 

& Rosenbaum,1998; Cavazos & Morin,1994）。由於網路色情訊息評價變項乃本研

                                                      
31

 台大批踢踢實業坊專屬虛擬貨幣。 

 
32

 本研究所稱的「系統性填答」是指整份問卷一律回答同一答案者或明顯次序性作答者。 

 
33

 該網站網址為 http://dir.twseo.org/ip-chec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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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新設置變項，故在衡量方面，本研究參考相關報導與文獻34對色情訊息的討論，

自行編製量表並依據前測結果加以修訂而成，題目主要是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下

列陳述句（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從 1 = 「非常不同意」到 5 = 「非常同意」，

3 = 「普通／沒意見」）： 

（1）一個開放且健康的社會應容許成人情色網站存在。 

（2）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能增進伴侶或夫妻之間的情趣。 

（3）時常瀏覽成人情色網站容易使人荒廢學業或工作。 

（4）時常瀏覽成人情色網站的人，心理都不太正常。 

（5）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能激發人類社會的藝術思考與創造力。 

（6）時常瀏覽成人情色網站容易使人們在與異性溝通時產生問題。 

（7）成人情色網站的討論內容能增加一般朋友（或同學）間在日常生活中

的聊天話題。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r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顯示本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KMO 值 = .67, df = 21, p < .001）。35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題項（1）、（2）、

（5）、（7）呈現一個因素，可解釋變異量 29.35%（eigenvalue = 2.05）；題項

（3）、（4）、（6）呈現另一個因素，可解釋變異量 27.53%（eigenvalue = 1.93），

兩因素累積的可解釋變異量 56.88%。故本研究按題項內容將（1）、（2）、（5）、

（7）建構成「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變項（M = 3.87, SD = 0.58, 

Cronbach’s α = .67），得分愈高表示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評價愈正面；（3）、

                                                      
34

 如〈色情片不能當做性教育來指導〉（2012 年 2 月 19 日）；〈男人常看色情片易患病〉（2010

年 4 月 13 日）；〈性愛情事：成人片的“色情中毒”〉（2010 年 10 月 14 日）；何春蕤、張家

銘（2006）；林芳玫（2006）；甯應斌（2008）等。 

 
35

 檢驗一組測量題項變數適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及其背後是否具有潛在構念，除了從理論層次

與題目內容兩個角度來推導外，更有效的方式即是直接檢視一組測量題項變數之間的相關情形

（邱皓政，2010），因此在正式進行因素分析之前，本研究先透過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檢驗各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性，並採用 Kaiser（1974）的觀點，以 KMO 值 = .60 以上

的標準判定各組量表是否適合執行因素分析，再以 Bartlett 球型檢定檢視題項變數間的相關性是

否達顯著水準（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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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則建構成「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變項（M = 2.46, 

SD = 0.79, Cronbach’s α = .69），得分愈高表示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評

價愈負面。36 

 

二、第三人效果認知 

「第三人效果研究」主要涵蓋「第一人效果」、「第三人效果」及「第三人

效果認知」三個概念。「第一人效果」指人們評估傳播媒介對自己的影響，「第

三人效果」指人們評估傳播媒介對於他人的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或第三人

效果認知差距）」則是指媒介訊息「對他人的影響」減掉媒介訊息「對自己的影

響」（羅文輝、牛隆光，2003）。故將「使用者認為大部分網路情色使用者的接

受度」的得分減掉「使用者自己的接受度」的得分，即為本研究之「色情社群網

站的第三人效果認知」變項，分數愈高代表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 

過去多數色情媒介第三人效果研究所謂的「影響」，多半是以測量「負面影

響」為主，且通常會將「負面影響」一詞直接置入題項問句（例如羅文輝，1999, 

2011）。但本研究為了取得更具體的測量結果，避免囊括式用詞（張芳全，2008），

故在測量網路色情資訊「對自己的影響」與「對他人的影響」的操作上，本研究

是統整過去研究所整理的色情「負面效果」（如林芳玫，2006；Lyons, Anderson, 

& Larson, 1994），以「含明顯貶抑女性、暴力或攻擊（語言羞辱）行為的性描

述」為基礎概念自行編訂，37再依據前測結果修改而成，量表共含兩個獨立變項，

一個為「使用者自身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另一個則為「使用者認為大

                                                      
36

 本研究正式變項的效信度檢驗是先透過主成分因素分析，選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為

萃取標準，並利用最大變異數法進行因素萃取，再以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分析檢視各因素構面

之內部一致性；依據相關學者建議實務上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至少須達.60 以上該測驗變數才

具備有效信度（Fornell & Larcker, 1981;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 Jomes & James, 

1979），.70 以上則為良好的信度（DeVellis, 1998; Hair et al., 1998），因此本研究之信度採用標準

即是參考以上學者所提供的數值基準。 

 
37

 本研究為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故在此採用一般常見的網路色情（負面）內容（亦即貶抑女

性的性描述內容）之接受度作為受訪者評估色情負面影響之操作型定義，但必須說明的是，此一

定義仍無法完全涵蓋當代網路色情的所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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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網路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題目主要是從「我個人」（對

自己）及「大部份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對他人）兩個方面，來詢問受試者

是否同意下列陳述概念（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從 1 = 「非常不同意」到 5 = 「非

常同意」，其中 3 = 「普通／沒意見」）： 

（1）女性在性行為中被綑綁是愉悅的。 

（2）女性喜歡被動且強迫式的性交。 

（3）女性喜愛在性愛過程中享受被辱罵的樂趣。 

（4）女性喜愛在性愛過程中享受被鞭打的樂趣。 

（5）女性樂於同時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 

（6）女性樂於讓男性將精液射在自己臉上。 

（7）女性樂於幫男性口交。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顯示本量表中的「使用者自身對貶

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KMO 值 = .86, df = 21, p < .001）與「使用者認為大

部份網路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KMO 值 = .89, df = 21, p 

< .001）均適合進行因素分析。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使用者自身對貶抑女性性

描述的接受度」的七個題項只萃取出一個因素，可解釋變異量 57.44%（eigenvalue 

= 4.02），故將之建構成「使用者自身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變項（M = 2.07, 

SD = 0.66, Cronbach’s α = .87），得分愈高表示使用者自身愈能接受網路情色內

容對女性的貶抑性性描述；「使用者認為大部份網路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

述的接受度」的七個題項亦只萃取出一個因素，可解釋變異量 66.79%（eigenvalue 

= 4.68），故將之建構成「使用者認為大部份網路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

的接受度」變項（M = 2.51, SD = 0.80, Cronbach’s α = .92），得分愈高表示使用

者認為大部分使用者也愈能接受網路色情內容對女性的貶抑性性描述；最後將

「使用者認為大部份網路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變項減掉「使

用者自身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變項即為本研究之「第三人效果認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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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M = .45, SD = 0.69），分數愈高代表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即使用者愈

認為大部分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比自己大。 

 

三、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 

Davison（1983）曾指出人們在接觸傳播訊息而產生第三人效果後，可能會

採取相關應對行為，以免他人因受到媒體訊息影響後，做出有損自己利益或社會

利益的事，後來學者便以此概念檢視人們管制色情媒介之意願或行動（羅文輝，

2000a, 2000b, 2000c, 2003；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等，2011；Golan, Banning, 

& Lundy, 2008; Gunther, 1995; Gunther & Hwa, 1996; Hoffner et al., 1999; Lo & 

Wei，2002，2005b; Lo et al., 2010; Rojas et al., 1996; Salwen, 1997; Shah et al., 1999; 

Wo & Koo, 2001）。本研究測量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的量表，是參考羅

文輝等人（羅文輝等，2011；Lo et al., 2010）所列出的題項及前測結果加以編修

而成，主要是詢問受訪者：「若今日台灣各界人士又開始討論『成人情色網站』

對社會大眾的影響，您是否會採取下列行動？」（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從 1 = 

「非常不同意」到 5 = 「非常同意」，其中 3 = 「普通／沒意見」）： 

（1）呼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訂定詳細規範，管制日益氾濫的成

人情色網站。 

（2）簽名聯署要求學校限制學生使用宿舍或校園無線網路上成人情色網

站。 

（3）說服身旁友人一起拒看網路情色資訊，以示支持管制成人情色網站之

決心。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顯示本量表適合執行因素分析

（KMO 值 = .60, df = 10, p < .001）。正式問卷中本量表原有五個題項，主成分

因素分析顯示上述三題為因素一，可解釋變異量 35.36%（eigenvalue = 1.77）；

未列出的兩個題項則為因素二，可解釋變異量 25.92%（eigenvalue = 1.3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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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累積的可解釋變異量 61.27%。本研究按題項內容將因素一建構為「支持管

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變項（M = 2.48, SD = 0.78, Cronbach’s α = .64），得分

愈高表示支持管制的意願愈強烈；因素二原可建構為「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

意願」（M = 3.02, SD = 0.79, Cronbach’s α = .45），然因題項信度係數過低，故

本研究最後僅取用因素一。 

 

貳、自變項 

一、網路互動性 

一般而言，網路色情互動，即指點選網路媒體所提供的色情內容與網路色情

內容相關的各類使用與互動行為，在外顯行為上包含上網觀看色情影片、下載色

情影片、上網購買情趣用品、性交易協議、討論色情內容、情趣話題，或是沉浸

在成人角色扮演、色情聊天室，以及色情互動遊戲的網路環境中（Young, 2008），

本研究之「網路互動性」量表主要是以羅文輝等人（2008）研究中「從事互動性

網路色情活動的頻率」量表為基礎，再依據前測結果編修而成，題目主要是詢問

受試者「過去三個月內」是否曾從事下列網路情色互動行為（選項從 1 = 「從來

沒有」、2 = 「每三個月至少有一次」、3 = 「每個月至少有一次」、4 = 「每

週至少有一次」、至 5 = 「每天至少有一次」）： 

（1）上網「瀏覽」成人情色文章或討論。 

（2）上網「點選」成人圖文／影片等的相關連結。 

（3）上網「查詢／搜尋」成人圖文／影片的相關資訊。 

（4）上網「下載」成人圖／影片、遊戲檔案。 

（5）「傳送」成人圖／影片、遊戲檔案給他人。 

（6）將網路成人情色資訊「轉寄」給他人。 

（7）將網路成人情色資訊「轉寄」給您。 

（8）「轉貼」網路成人情色資訊到其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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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邀請／通知」好友到成人情色網站瀏覽相關資訊。 

（10）「被好友邀請／通知」到成人情色網站瀏覽相關資訊。 

（11）在成人情色網站上針對成人議題「留言發表意見」。 

（12）在成人情色網站上「回覆／回應」某個網友的意見。 

（13）上網「發表並與網友討論」情色相關議題。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顯示本量表相當適合執行因素

分析（KMO 值 = .84, df = 105, p < .001）。正式問卷中本量表原有 15 個題項，

主成分因素分析結果呈現出四個因素，上述題項（5）、（6）、（7）、（8）、

（9）、（10）為因素一，可解釋變異量 21.71%（eigenvalue = 3.26）；題項（11）、

（12）、（13）為因素二，可解釋變異量 16.45%（eigenvalue = 2.47）；（1）、

（2）、（3）、（4）為因素三，可解釋變異量 16.28%（eigenvalue = 2.44）；未

列出的兩個題項則為因素四，可解釋變異量 8.71%（eigenvalue = 1.31），四因素

累積的可解釋變異量 63.15%，然其中因素四各題項信度係數過低（Cronbach’s α 

= .49），故將之刪除，其他因素之題項信度係數均大於.70 故本研究依題項內容

將因素一建構為「資訊分享」（M = 1.52, SD = 0.67, Cronbach’s α = .78），得分

愈高表示資訊分享的頻率愈高；因素二建構為「意見交流」（M = 1.81, SD = 1.04, 

Cronbach’s α = .89），得分愈高表示意見交流的頻率愈高；因素三則建構為「媒

介互動」（M = 4.00, SD = 0.80, Cronbach’s α = .76），得分愈高表示媒介互動的

頻率愈高。 

 

二、網站涉入感 

在過去的研究中已經有不少學者將 Zaichkowsky（1985）所提出的「涉入感」

概念發展為「網站涉入感」（Cho, 1999; Hwang & McMillan, 2002; Jiang et al., 2010;  

McMillan et al., 2003），其基本意涵是指使用者對網站的內在需求、價值及興趣

的感知（Cho, 1999; McMillan et al., 2003），而當使用者開始處理網站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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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會對網站產生涉入感（Jiang et al., 2010）。由於網站涉入感為本研究首度

納入色情第三人效果研究中分析的研究變項，並無前例可循，故本研究在此是採

用 Zaichkowsky（1994）的個人涉入感檢測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並加以編修來測量受訪者對色情網站的涉入感。雖然此量表最早來自於商業廣告

研究，卻相當適合應用在測量網站的涉入感上（Jiang et al., 2010），主要乃因閱

聽人觀看廣告與使用網站資訊的經驗類似。Zaichkowsky 的個人涉入檢測表，亦

被後續研究證實在測量網站涉入感上具備不錯的效度（Hwang & McMillan, 2002; 

Jiang et al., 2010; Wu, 1999）。題目主要是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下列陳述句（選

項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從 1 = 「非常不同意」到 5 = 「非常同意」，其中 3 = 

「普通／沒意見」）： 

（1）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是重要的。 

（2）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提供了與我有關的內容。 

（3）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是有意義的。 

（4）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是有價值的。 

（5）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提供了合乎我個人需求的內容。 

（6）在我的網路經驗中，使用成人情色網站是有趣的。 

（7）在我的網路經驗中，使用成人情色網站是令人興奮的。 

（8）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具有吸睛的魅力。 

（9）在我的網路經驗中，使用成人情色網站會令人專注。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顯示本量表非常適合進行因素分

析（KMO 值 = .92, df = 36, p < .001）。按原理論文獻定義（Jiang et al., 2010）網

站涉入感應具備兩個構面，一個為認知涉入感，另一個則為情感涉入感，前者指

的是「理性思考」（rational thinking），後者指的是「情感享樂」（emotional hedonistic; 

Eroglu, Machleit, & Davis, 2003; Koufaris, 2002），量表中的（1）到（5）題是測

量認知涉入感；（6）到（9）則是測量情感涉入感。然對此九個題項進行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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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後發現，僅能萃取出一個因素成份，可解釋變異量 66.10%（eigenvalue 

= 5.95），故本研究直接將此一因素建構為「網站涉入感」（M = 4.08, SD = 0.67, 

Cronbach’s α = .93），得分愈高表示對色情網站的涉入感愈高。 

 

参、社會人口學變項 

本研究所採用的人口變項有性別、年齡以及教育程度。性別分（1）男；（2）

女；年齡是請受訪者直接填寫西元出生年；教育程度則分別為：（1）小學；（2）

國中；（3）高中／職；（4）大專；（5）研究所以上。採用上述人口變項乃因

過去研究曾指出性別、年齡以及教育程度等變項與受訪者對色情訊息影響力的評

估有關（林素真，2009a, 2009b；胡幼偉，1998；羅文輝，2000a；羅文輝、牛隆

光，2003；羅文輝等，2011；Rucinski & Salmon, 1990; Tiedge, Silverblatt, Havice, 

& Rosenfeld, 1991）， 故本研究將之納入後續的迴歸分析中。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式 

本研究運用統計軟體 PASW Statistics 18.0（SPSS）作為計量分析工具。首先

以次數分配表針對各量表題項進行選項比例分布分析，接著以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 samples t-test）檢證所有情色使用者是否會對網路色情資訊產生第三人

效果（RQ1 的前半）。繼之再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逐一檢驗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站互動頻率與網路色情

訊息評價（H1A）、網站涉入程度與網路色情訊息評價（H1B）以及網路色情訊

息評價與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H1C）、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

受度（H1D）及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H1E）之間是否具備顯著相關性。最後以

多元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探討影響使用者認知的可能原因（RQ1

的後半）及分析影響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意願高低的因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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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證其是否會受自己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認為他人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

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的影響（R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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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章分為兩節來分析研究的樣本資料，並依序檢證本研究在第二章所提出的

假設與研究問題。章節安排分別為：樣本特性描述、研究問題探析與假設驗證。 

 

第一節 樣本特性描述 

在本研究的 747 受訪者中，男性為絕大多數，佔 94.1%（N = 703），38女性

僅佔 5.9%（N = 44）；39整體受訪者的年齡分布範圍為 18 到 59 歲，主要集中於

18 到 37 歲的青壯年族群佔 90.2%（N = 674），平均年齡為 28.9 歲（SD = 6.56），

其中 18 到 27 歲佔 45.8%（N = 342），28 到 37 歲佔 44.4%（N = 332），38 歲以

上則佔 9.8%（N = 73）；教育程度以大專居多佔 69.9%（N = 522），其次為研究

所以上佔 21.2%（N = 158），接著依序為高中佔 8.3%（N = 62）、國中佔 0.5%

（N = 4）、小學佔 0.1%（N = 1）。 

 

 

                                                      
38

 男性的年齡分布範圍為 18 到 59 歲，主要集中於 18 到 37 歲佔 89.8%（N = 631），平均年齡

為 29.2 歲（SD = 6.61），其中 18 到 27 歲佔 43.8%（N = 308），28 到 37 歲佔 46.0%（N = 323），

38 歲以上則佔 10.2%（N = 72），男性的教育程度以大專居多佔 69.8%（N = 491）其次為研究所

以上佔 20.9%（N = 147），接著依序為高中佔 8.7%（N = 61）、國中佔 0.6%（N = 4）、小學則

無。 

 
39

 女性的年齡分布範圍為 18 到 41 歲，主要集中於 18 到 32 歲佔 95.5%（N = 42），平均年齡為

25.0 歲（SD = 4.20），其中 18 到 27 歲佔 77.3%（N = 34），28 到 32 歲佔 18.2%（N = 8），33

歲以上僅佔 4.6%（N = 2），女性的教育程度亦以大專居多佔 70.5%（N = 31），其次為研究所

以上佔 25%（N = 11），接著依序為高中佔 2.3%（N = 1）、小學佔 2.3%（N = 1）、國中則無。

進一步檢視可知，該位教育程度為小學的女性，其出生年為 1987，亦即現年（2012 年）25 歲的

成年女子，然就當前台灣的教育制度（九年國民基本教育）而言，現年 25 歲的年輕人除特殊情

形（如申請在家自學），應至少有國中畢業，故本研究不排除此受訪者有誤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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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探析與假設驗證 

壹、網路色情社群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檢證 

一、網路色情內容接受度的題項同意度分布及其意涵 

網路色情內容接受度包含「使用者自身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M = 

2.07, SD = 0.66）及「使用者認為大部分網路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

受度」（M = 2.51, SD = 0.80）兩個部份，表 4-1 顯示使用者自身接受度之各題項

平均值介於 1.63 至 2.71，均低於代表中立態度的中間值 3，標準差則介於 0.80

至 0.99 之間，意指受訪者普遍不認為自己會接受網路色情內容中「強烈貶抑女

性」的觀念項目（即負面效果）。進一步檢視可知讓受訪者最不能接受的項目為

「女性喜歡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M = 1.63, SD = 0.80），不同意的受訪者40高

達 87.0%，同意41的僅佔 2.3%，而受訪者自己不接受程度較低的則為「女性樂於

幫男性口交」（M = 2.71, SD = 0.99），不同意的尚未超過一半（38.8%），同意

的也有 18.2%，且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43.0%）對此抱持中立態度。 

 

 

 

 

 

 

 

 

 

                                                      
40

 不同意%為「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相加後的%。 

 
41

 同意%為「非常同意」與「同意」相加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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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意見分布（N = 747） 

     選項 1（%）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總 

計 

t 值 2
 

題項 

自身的接受度 2.07 0.66 – – – – – – 17.74
***

 

被綑綁是愉悅的 2.20 0.87 22.1 42.0 30.9 3.6 1.3 100.0  

強迫式的性交 2.12 0.92 27.2 42.8 22.2 6.6 1.2 100.0  

被辱罵的樂趣 1.96 0.87 33.5 42.4 19.7 3.3 1.1 100.0  

被鞭打的樂趣 1.87 0.83 37.2 41.4 19.0 1.6 0.8 100.0  

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 1.63 0.80 53.5 33.5 10.7 1.5 0.8 100.0  

精液射在臉上 1.98 0.85 31.6 43.2 21.8 2.1 1.2 100.0  

樂於幫男性口交 2.71 0.99 12.4 26.4 43.0 14.5 3.7 100.0  

認為他人的接受度 2.51 0.80 – – – – – –  

被綑綁是愉悅的 2.57 0.92 12.4 34.3 38.8 13.0 1.5 100.0  

強迫式的性交 2.57 1.01 14.9 34.0 33.9 14.2 3.1 100.0  

被辱罵的樂趣 2.40 0.97 18.5 36.9 32.7 9.8 2.1 100.0  

被鞭打的樂趣 2.30 0.96 22.1 37.1 31.1 7.9 1.9 100.0  

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 2.16 1.03 31.2 34.8 23.6 8.0 2.4 100.0  

精液射在臉上 2.54 1.02 16.6 33.1 33.7 13.3 3.3 100.0  

樂於幫男性口交 3.07 1.00 7.2 17.9 42.8 24.8 7.2 100.0  

註：***p < .001 

1.選項數值從 1 = 「非常不同意」到 5 = 「非常同意」，其中 3 = 「普通／沒意見」。 

2.執行「自己的接受度」與「認為他人的接受度」的成對樣本 t 檢定。 

 

使用者認為大部分網路情色使用者的接受度之各題項平均值介於 2.16 到

3.07，其中有六個題項是低於中立態度的中間值 3，標準差則介於 0.92 至 1.03 之

間，亦即受訪者普遍認為大部分使用者也不會接受網路色情所呈現的「強烈貶抑

女性」之觀念項目，當中讓受訪者認為他人最無法接受的項目同樣為「女性喜歡

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M = 2.16, SD = 1.03），不同意的仍超過半數（66%），

同意的僅佔 10.4%。而讓受訪者認為他人不接受程度較低的亦為「女性樂於幫男

性口交」（M = 3.07, SD = 1.00），但其平均數已高於中立態度 3，且同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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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超過不同意的比例（25.2%），換言之，受訪者認為大部分使用者尚

可接受此觀念。由此可知，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與大部分使用者均無法接受的

性觀念是「女性喜歡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但自己又比大部分使用者更不能接

受，而「女性樂於幫男性口交」則是一個受訪者認為自己較不能接受，但卻認為

大部分使用者較能接受的性觀念。 

 

二、第三人效果認知檢證 

本研究以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探討問題一的前半部：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在接

觸網路色情訊息時，是否會對其他使用者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資料分析結果顯

示，整體受訪者在評估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及大部份網路情色使用者對

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之間具有顯著差異﹝t(746) = 17.74, p < .001﹞，且其認為

大部分網路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之平均值（M = 2.51）明顯大於

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之平均值（M = 2.07），也就是受訪者在普遍認為

自己及大部分網路情色使用者都不會接受網路色情內容中「強烈貶抑女性」的性

觀念之情形下，受訪者認為自己比大部分網路情色使用者更無法接受網路色情內

容中所呈現的貶抑女性性描述。由上述分析可知，即便是網路情色使用者，仍會

傾向認為他人對網路色情內容中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對他人的影響）比自

己的接受度（對自己的影響）來得大，因而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此結果大致與

過往以一般青少年、大眾所作的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結果相同，如表 4-1

所示。 

 

貳、網路傳播特性、訊息評價及第三人效果認知之間的關係 

一、網路色情互動的頻率與比例分布及其意涵 

網路色情互動項目共含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及媒介互動三個構面，表 4-2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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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資訊分享構面之各題項的過去三個月內曾經從事頻率百分比42介於 12.9%到

51.4%，其中有五個項目的曾經從事比例均低於 35%，此結果指出大多數的受訪

者在過去三個月內上網傳遞或接收色情資訊的頻率偏低。進一步觀察可知，受訪

者最不常從事的互動項目為「轉貼成人情色資訊到其他網路平台」，僅有一成左

右（12.9%）的受訪者曾在過去三個月內從事過此行為，這表示會主動轉貼色情

訊息的情色使用者比例相當低，頻率較高的「被他人轉寄情色資訊」則大於二分

之一（51.4%），亦即有超過半數的使用者在過去三個月內曾經被他人轉寄過色

情資訊。 

意見交流構面之各題項的過去三個月內曾經從事頻率百分比介於 32.5%到

48.1%，均未超過半數，亦即在過去三個月內受訪者普遍不常在網路上與其他使

用者交流對色情資訊的看法。審視資料後可知，受訪者最不常從事的為「在網路

上主動發表情色議題」，僅有三成三左右（32.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在過去三

個月內曾主動發表色情相關議題與他人討論，也就是會從事此行為的使用者偏少，

且多半是三個月或至少一個月以上才會上網主動發表色情相關議題，頻率較高的

「到情色討論版（區）留言」，則將近五成（48.1%），亦即有近半數的使用者

在過去三個月內曾到網路上的色情討論版上留言，且多半是一週以上就至少會留

言一次。 

 

 

 

 

 

 

 

                                                      
42

 曾經從事% = 「每三個月至少有一次」、「每個月至少有一次」、「每天至少有一次」到「每天

至少有一次」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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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網路色情的互動情形分布（N = 747） 

   選項 1（%） 

 從 

來 

沒 

有 

三 

個 

月 

至 

少 

一 

次 

每 

月 

至 

少 

一 

次 

每 

週 

至 

少 

一 

次 

 

每 

天 

至 

少 

一 

次 

總 

計 

題項 

資訊分享 – – – – – – 

傳送色情資訊 67.5 16.7  6.2  5.8  3.9 100.0 

轉寄色情資訊 77.8 12.7  4.6  3.3  1.6 100.0 

被轉寄色情資訊 48.6 17.1 14.6 10.0  9.6 100.0 

轉貼色情資訊 87.1  8.2  2.1  1.5  1.1 100.0 

通知他人觀看 77.9 12.4  5.0  2.9  1.7 100.0 

被他人通知觀看 77.9 12.0  5.8  2.7  1.6 100.0 

意見交流 – – – – – – 

在色情討論版留言 51.9 20.5 12.4 11.2  3.9 100.0 

回應網友的色情看法 55.4 17.1 13.5 10.2  3.7 100.0 

發表色情議題 67.5 16.6  7.6  5.6  2.7 100.0 

媒介互動 – – – – – – 

瀏覽色情資訊  1.9  2.7  6.8 40.2 48.5 100.0 

點選色情資訊  2.7  5.5 10.4 37.9 43.5 100.0 

搜尋色情資訊  3.9  8.7 16.3 40.3 30.8 100.0 

下載色情資訊  9.5  7.8 14.6 41.1 27.0 100.0 

註：1.選項數值從 1=「從來沒有」、2=「每三個月至少有一次」、3「每個月至少有一次」、4「每天至少有一次」、

至 5=「每天至少有一次」。 

 

媒介互動構面之各題項的過去三個月內曾經從事頻率百分比介於 90.5%到

98.1%，每個項目均超過 90%，亦即在過去三個月內使用者很常與網路色情媒介

互動。進一步審視可知，受訪者最常從事的媒介互動行為是瀏覽（98.1%）、其

次依序為點選（97.3%）、搜尋（96.1%）及下載（90.5%）。由資料描述結果可

知，受訪者大多且最常在網路上從事較屬於個人化的色情媒介互動，比較少從事

屬於人際互動性質的資訊分享及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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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涉入感及網路色情訊息評價的題項同意度分布及其意涵 

網站涉入感為一獨立構面（M = 4.08, SD = 0.67），表 4-3 顯示網站涉入感之

各題項平均值介於 3.80 至 4.21，均明顯高於普通的中間值 3，標準差則介於 0.77

到 0.98 之間，也就是受訪者對於色情網站具備高度的涉入感。 

 

表 4-3：網站涉入感及網路色情訊息評價的題項同意度分布（N = 747） 

   選項 1（%）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總 

計 

題項 

網站涉入感 4.08 0.67 – – – – – – 

重要的 4.08 0.86 1.7 1.9 16.9 45.6 33.9 100.0 

與我有關的 3.80 0.98 3.5 4.6 25.4 41.2 25.3 100.0 

有意義的 4.14 0.79 1.2 1.5 13.4 49.9 34.0 100.0 

有價值的 4.13 0.79 1.5 1.1 13.5 51.1 32.8 100.0 

符合需求的 4.16 0.79 1.6 1.3 11.0 51.8 34.3 100.0 

有趣的 4.19 0.77 1.1 1.3 11.6 49.1 36.8 100.0 

令人興奮的 4.16 0.80 1.2 1.5 13.4 48.1 35.9 100.0 

有魅力的 4.21 0.79 1.5 1.1 11.2 47.5 38.7 100.0 

令人專注的 3.87 0.94 1.9 4.6 26.8 38.2 28.6 100.0 

正面評價 3.87 0.58 – – – – – – 

健康社會應容許色情 4.44 0.70 0.9 0.3 5.5 40.4 52.9 100.0 

色情能增進夫妻情趣 4.14 0.80 0.8 1.9 15.0 46.7 35.6 100.0 

色情激發藝術創造力 3.29 0.85 2.0 10.2 53.9 24.5 9.4 100.0 

色情可增添聊天話題 3.61 0.90 2.0 7.5 33.2 42.3 15.0 100.0 

負面評價 2.46 0.78 – – – – – – 

時常接觸色情會使人荒廢學業 2.84 1.08 11.0 28.2 32.8 21.7 6.3 100.0 

時常接觸色情會使人心理失常 1.94 0.92 36.0 42.4 15.4 4.3 1.9 100.0 

時常接觸色情會阻礙異性溝通 2.59 0.97 11.9 36.5 35.3 12.7 3.5 100.0 

註：1.選項數值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其中 3 = 「普通／沒意見」。 

 

進一步觀察可發現，讓受訪者最有感受的前三項涉入感指標依序為，色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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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魅力感」（M = 4.21, SD = 0.79）、「趣味感」（M = 4.19, SD = 0.77）、

「需求性」（M = 4.16, SD = 0.79），同意上述指標項目的受訪者比例均超過 85%，

也就是色情網站對絕大部分的使用者來說是非常有魅力、有趣、且有需要性的，

其餘項目則如表 4-3 所示。 

網路色情訊息評價包括對整體網路色情訊息的正面評價（M = 3.87, SD = 

0.58）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M = 2.46, SD = 0.78）兩個構面，

表 4-3 顯示受訪者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之各題項平均值介於 3.29 到

4.44，均高於中立態度的中間值 3，標準差則介於 0.70 到 0.90 之間，意即受訪者

對整體網路色情訊息普遍抱持較正面的態度。進一步審視可知，讓受訪者最認同

的觀點是「一個開放且健康社會應容許成人情色網站的存在」（M = 4.44, SD = 

0.70），有超過九成（93.3%）的受訪者都同意此說法，不同意的比例非常低（1.2%），

而當中同意度較低的項目為「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能激發人類社會的藝術思考與

創造力」（M = 3.29, SD = 0.85），同意此說法的受訪者未及四成（33.9%），不

同意的僅一成二（12.2%），近五成四左右（53.9%）的受訪者抱持中立態度，

意即受訪者對「色情的藝術價值」之態度較沒有其他項目明確；受訪者對高頻率

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各題項之平均值介於 1.94 到 2.84，均低於中立態

度的中間值 3，標準差介於 0.92 到 1.08，意即受訪者對於經常接觸網路色情訊息

普遍抱持較不負面的態度。觀察資料後發現，其中讓受訪者最不認同的是「時常

瀏覽成人情色網站的人，心理都不太正常」（M = 1.94, SD = 0.92），不同意此

說法的人將近八成（78.4%），同意的不到一成（6.2%），而不同意程度較低的

則為「時常瀏覽成人情色網站容易使人荒廢學業或工作」（M = 2.84, SD = 1.08），

不同意此說法的人佔不到四成（39.2%），同意的也將近三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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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互動、43網站涉入、訊息評價及第三人效果認知之關係檢證 

假設一預測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路互動及網站涉入程度，會透過對「網

路色情訊息的評價」，影響其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強度。假設一是由 H1A-E 五

個子假設所組成，本研究採相關分析來驗證此五個子假設。 

假設一 A 預測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站互動頻率愈高，其對網路色情訊

息評價則愈正面。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在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上，

資訊分享（r = .20, p < .001）、意見交流（r = .23, p < .001）及媒介互動（r = .34, 

p < .001）與之呈中低度正相關，也就是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的頻率

愈高，受訪者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愈高；在受訪者對高頻率接觸網路

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上，資訊分享（r = .07, p < .05）與之呈微弱正相關，即資訊

分享頻率愈高，受訪者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高，媒介互動（r 

= -.08, p < .05）與之呈微弱負相關，即媒介互動的頻率愈高，受訪者對高頻率接

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低，意見交流（r = .02, p = .538）則未達顯著水準，

故假設一 A 在預測對網路色情訊息的整體正面評價時，完全獲得支持，但在預

測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時，僅媒介互動獲得支持。 

假設一 B 預測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站涉入程度愈高，其對網路色情訊

息評價也愈正面。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在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上，網站涉

入感（r = .57, p < .001）與之呈中高度正相關，即受訪者對網路色情的涉入程度

愈高，受訪者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愈高；在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

息的負面評價上，網站涉入感（r = -.13, p < .001）則與之呈低度負相關，即受訪

者對色情網站涉入程度愈高，受訪者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低，

綜合上述兩項分析結果，假設一 B 完全獲得支持。 

假設一 C 預測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自己對貶

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愈高。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

                                                      
43

 為了方便接下來的相關及迴歸分析，因此將網路互動性的等級量尺轉為等比量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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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r = .18, p < .001）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r = .12, p < .01）

均與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呈低度正相關，即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

正面評價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高，就愈能接受網路色情中

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但因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未呈負相關，

故假設一 C 僅在預測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獲得支持。 

假設一 D 預測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認為他人

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也愈高。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

正面評價（r = .11, p < .01）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r = .17, p 

< .001）均與使用者認為大部分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呈低度正相關，

即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

愈高，就愈認為大部分使用者也會接受網路色情中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但同

樣因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未呈負相關，故假設一 D 亦僅在預

測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獲得支持。 

假設一 E 預測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面，其第三人效

果認知程度則愈低。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與第

三人效果認知未達顯著水準（r = -.05, p = .172），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

負面評價則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呈微弱正相關（r = . 09, p < .05），即受訪者對高

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高，就愈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比自己更能接受

網路色情中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故假設一 E 僅負面評價獲得支持。依據上述

各項子假設的驗證結果，整體而言，假設一部份獲得支持。 

 

参、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及支持管制意願之因素 

一、支持管制意願的題項同意度分布及其意涵 

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意願僅採用一個構面（M = 2.48, SD = 0.78），表 4-4

顯示整體受訪者在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各題項的平均值介於 2.13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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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均低於普通的中間值 3，標準差介於 0.90 到 1.09，意即受訪者普遍傾向不

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當中受訪者支持意願最低的項目是「去說服身旁友人一

起拒看網路色情，以示支持管制的決心」（M = 2.13, SD = 0.90），不同意的比

例將三分之二（65.5%），同意的則不到一成（4.4%），其次依序為「簽名聯屬

要求學校限制以校園網路接觸色情」（M = 2.61, SD = 1.07）及「呼籲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NCC）訂定詳細規範，管制日益氾濫的網路色情」（M = 2.70, SD = 

1.09）不同意的比例亦都超過四成，同意的則小於四分之一。 

 

表 4-4：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情形分布（N = 747） 

   選項 1（%）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總 

計 

題項 

支持管制意願 2.48 0.78 – – – – – – 

呼籲政府管制 2.70 1.09 15.9 25.6 35.6 18.1  4.8 100.0 

簽名聯署限制 2.61 1.07 18.5 24.9 38.6 13.5  4.6 100.0 

說服友人拒看 2.13 0.90 27.4 38.0 30.1  2.9  1.5 100.0 

註：1.選項數值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其中 3 = 「普通／沒意見」。 

 

二、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及其行為效應的因素檢測 

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探討問題一的後半部：影響與中介使用者認知的

因素為何以及問題二：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情形

為何，影響其意願高低的因素有哪些，是否會受到自己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

他人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的影響。 

針對問題一的後半部，本研究執行三次階層迴歸分析，個別以受訪者自己對

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及上述議題的第

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為依變項，在此三次階層迴歸分析中，階層一均輸入性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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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教育程度，階層二輸入網路互動性的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階層

三輸入網站涉入感，階層四輸入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及對高頻率接觸

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 

針對問題二，過去研究曾提出（羅文輝，1999；羅文輝、牛隆光，2003），

若將對自己及他人的影響與第三人效果認知一起投入迴歸分析中，很可能會因多

元共線性問題而影響分析結果，44故在此本研究將自己及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

描述的接受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分開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一共執行三次階層迴歸

分析。在此三次的階層迴歸分析中，依變項均為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

接著在預測變項的階層一均輸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階層二輸入網路互動性

的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階層三輸入網站涉入感，階層四輸入對網路

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第一次分析

的階層五輸入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作為主要預測變項，第二次分析的

階層五輸入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作為主要預測變項，第三次分析

的階層五輸入第三人效果認知作為主要預測變項，表 4-5 所展示的，即為此六次

階層迴歸分析的最後一層迴歸係數。 

 

（一）影響與中介使用者認知效果的因素 

1. 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 

表 4-5 第一欄顯示，人口變項均無法顯著預測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

度；在網路互動性上，僅資訊分享（β = .18, p < .001）可以預測自己對貶抑女性

性描述的接受度；網站涉入感（β = .12, p < .05）可以對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

接受度產生預測力；在訊息評價上，僅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β 

= .13, p < .001）可以對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產生預測力，整體迴歸解

                                                      
44

 在本研究中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與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呈中度正相關（r 

= .57, p < .001），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呈輕中度負相關（r = -.29, p 

< .001），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則呈中高度正相關（r = .62, p < .001），

就相關係數而言，若一起投入分析確實有可能會造成多元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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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量為 9.2%，亦即資訊分享頻率愈高，網站涉入感愈深且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

情訊息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自己愈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 

然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若以相關分析檢視，原在階層迴歸中不顯著的意見

交流（r = .16, p < .001）、媒介互動（r = .13, p < .001）、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

正面評價（r = .18, p < .001）均能與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認知呈現顯著正相

關，但在同時進入階層迴歸後卻轉為不顯著，判斷可能是受自變項之間的共變干

擾。45
 

因此綜合階層迴歸分析與相關分析的結果可知，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

互動、網站涉入感、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

評價均能顯著影響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也就是資訊分享、意見交流、

媒介互動的頻率愈高，網站涉入感愈深，且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對高頻

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就愈能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此一

結果證實本研究提出的重要變項，網路互動性中的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

動、網站涉入感及受訪者主觀評價會對受訪者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造成影響。 

 

 

 

 

 

 

 

                                                      
45

 關於多元共線性問題，一般而言，若允差（tolerance）大於 0.1，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小於 10，特徵值大於 0.01，CI（conditional index）值小於 30 就應該沒有共線性問題（吳明隆，

2012）。從上述標準觀之，本研究所有迴歸分析中的允差均大於 0.5、自變項的 VIF 值均小於 2，

自變項間的相關最高也才呈中（中高）度相關（r = .62），且也已將之分開分析，故整體共線性

問題理應不大，但在迴歸分析的共線性診斷部分，仍有特徵值小於 0.01，CI 值略微超過 30 的現

象產生，有中度的共線性危機（Belsley, Kuh, & Welsch, 1980），因此可能使迴歸分析產生偏誤，

本研究研判導致如此的主要原因，可能出在非常態分布的網路樣本，故本研究的解決之道是以相

關分析輔佐，檢視階層迴歸中的數據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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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性描述接受度、第三人效果認知及管制意願的階層迴歸分析（N = 747） 

 依變項（β）1
 

 自己的接

受度 

認為他人

的接受度 

第三人效

果認知 

管制意願

分析 1 

管制意願

分析 2 

管制意願

分析 3 預測變項 

階層一：人口變項       

性別 2
  .02   -.19

***
  -.24

***
  .09

*
  .09

*
  .09

*
 

年齡  .04 -.03 -.08
*
   .17

***
   .17

***
   .17

***
 

教育程度 -.04  .09
*
   .13

***
  -.14

***
   -.15

***
  -.14

***
 

Adjusted R
2
   .005

3
   .026  .079  .042  .042  .042 

階層二：網路互動       

資訊分享   .18
***

 .07 -.09
*
  .12

**
    .13

***
    .13

***
 

意見交流 .04 .03 .00 .01  .01  .02 

媒介互動 .00 .01 .01 -.06 -.06 -.06 

增加的 adjusted R
2
  .057  .017  .002   .029   .029   .029 

階層三：網站涉入       

網站涉入感  .12
*
 .09 -.01  -.12

**
 -.12

**
  -.12

**
 

增加的 adjusted R
2
  .013  .008  -.001  .037 .037  .037 

階層四：訊息評價       

整體的正面評價 .07  .09
*
 .04  -.15

***
  -.15

***
  -.15

***
 

高頻率的負面評價   .13
***

   .18
***

  .09
*
   .26

***
   .26

***
   .26

***
 

增加的 adjusted R
2
  .017  .033  .005  .079 .079  .079 

階層五 1：自己的接受度       

自己對性描述的認知 – – – .04 – – 

增加的 adjusted R
2
 – – –  .000 – – 

階層五 2：認為他人的接受度       

他人對性描述的認知 – – – – .02 – 

增加的 adjusted R
2
 – – – –  -.001 – 

階層五 3：認知差距       

第三人效果認知 – – – – – -.01 

增加的 adjusted R
2
 – – – – –  -.001 

Total R
2
  .103  .095  .096  .198  .197  .197 

Total Adjusted R
2
  .092  .084  .085  .187  .186  .186 

最後一次迴歸 F 值  9.42
***

  8.60
***

  8.70
***

 18.02
***

 18.08
***

 18.03
***

 

註：*p < .05, **p < .01, ***p < .001 

1.表中的 β 值為最後一次迴歸的標準化迴歸係數並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2.虛擬性別編碼方式為男 = 1，女 = 0。 

3.表中 R2與 Adjusted R2均取到小數點第三位，以便換算成解釋變異量%時可取至小數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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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 

表 4-5 第二欄顯示，人口變項的性別（β = -.19, p < .001）與教育程度（β = .09, 

p < .05）46可顯著預測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但因受多元共線性

影響，教育程度的顯著預測力並無統計意義；在網路互動性上，資訊分享（β = .07, 

p = .094）、意見交流（β = .03, p = .395）、媒介互動（β = .01, p = .807）均無法

預測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網站涉入感（β = .09, p = .060）亦無

法產生顯著預測力；在訊息評價上，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β = .09, p 

< .05）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β = .18, p < .001）則均可對認

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產生預測力，整體迴歸解釋變異量為 8.4%，

亦即女性比男性更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對網路色情整體

的正面評價及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也愈認為大部分使

用者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 

進一步以相關分析檢視可發現，原在階層迴歸中不顯著的資訊分享（r = .13, 

p < .001）、意見交流（r = .08, p < .05）及網站涉入感（r = .08, p < .05）均能與

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呈現顯著正相關，但在進入階層迴歸分析後

即轉為不顯著，可能原因同前，亦即自變項間的多元共線問題。 

故綜合階層迴歸分析與相關分析的結果可知，性別、資訊分享、意見交流、

網站涉入感、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均是

影響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的顯著變項，亦即女性比男性更認為大

部分使用者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資訊分享、意見交流頻率愈高，網站涉入

感愈深且對網路色情內容整體的正面評價與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

高的受訪者，也愈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此一結果證實本

研究所設置的重要變項，網路互動性中的人際互動、網站涉入感及受訪者主觀評

                                                      
46

 教育程度（β = .07, p = .054）雖在第一層迴歸時近乎顯著，但仍未達顯著水準，其是在第二層

迴歸加入互動性相關變項後，因受新增變項的共變干擾，才由不顯著轉為顯著（β = .07, p < .05），

判斷可能是網路樣本在教育程度部分過度集中於大專（69.9%）所導致的分析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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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會對的受訪者所認為的大部分使用者的性描述接受度造成影響。 

3. 第三人效果認知 

表 4-5 的第三欄顯示，性別（β = -.24, p < .001）、年齡（β = -.08, p < .05）、

教育程度（β = .13, p < .001）均可以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在網路互動性上，僅

資訊分享（β = -.09, p < .05）47可以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產生預測力，但因多元共線

性影響，資訊分享的顯著預測力並無太大的統計意義；網站涉入感（β = -.01, p 

= .842）未達顯著水準；在訊息評價上，僅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

價（β = .09, p < .05）可以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整體迴歸解釋量為 8.5%，亦即

女性比男性更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比自己更能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年齡愈小，

教育程度愈高且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也愈認為大部

分使用者比自己更能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 

進一步以相關分析檢視，原在階層迴歸中不顯著的媒介互動（r = -.11, p < .01）

及網站涉入感（r = -.08, p < .05）能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呈顯著負相關，但在同時

輸入階層迴歸後卻轉為不顯著，可能原因同前，亦即自變項間的多元共線問題。 

統整階層迴歸分析及相關分析結果可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媒介互動、

網站涉入感、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均能顯著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

亦即女性比男性更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比自己更能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年

紀愈輕、教育程度愈高、媒介互動頻率愈低、網站涉入感愈弱、對高頻率接觸網

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也愈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比自己更能接受貶抑女

性的性描述內容。此結果再一次證實性別差異是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關鍵變項，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年齡、教育程度具備顯著預測力；當然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證

實網路互動性中的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及受訪者主觀評價會影響其第三人效果

認知程度。 

                                                      
47

 相關分析顯示，資訊分享（r = -.07, p = .051）雖與第三人效果認知近乎顯著，但嚴格來說仍未

達顯著水準，之所以在迴歸分析中可以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判斷應該是受到自變項間的共變干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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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支持管制意願的因素 

表 4-5 的第四欄顯示，人口變項的性別（β = .09, p < .05）、48年齡（β = .17, 

p < .001）、教育程度（β = -.14, p < .001）均可預測支持管制意願，但其中性別

的顯著預測力乃因受到新增變項干擾，故不具備統計意義；在網路互動性上，僅

資訊分享（β = .12, p < .01）可預測支持管制意願，意見交流（β = .01, p = .718）

與媒介互動（β = -.06, p = .147）則未達顯著水準；網站涉入感（β = -.12, p < .01）

可對支持管制意願產生顯著解釋力；在訊息評價上，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

（β = -.15, p < .001）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β = .26, p < .001）均

可以預測支持管制意願；最後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β = .04, p = .230）

則無法對支持管制意願產生預測力，整體迴歸解釋變異量為 18.7%，亦即年紀愈

輕、教育程度愈高、網站涉入感愈強、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愈強，且對高

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低的受訪者愈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表 4-5

的第五、六欄也分別顯示，49大部分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β = .02, 

p = .485）及第三人效果認知（β = -.01, p = .746）均無法預測支持管制意願。 

進一步以相關分析檢視可發現，原在階層迴歸中不顯著的媒介互動（r = -.10, 

p < .01）與支持管制意願呈顯著負相關，但在同時輸入階層迴歸後卻轉為不顯著，

可能原因同前（即受多元共線干擾）。 

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指出，自己、認為大部分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

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均無法預測支持管制意願，亦即受訪者不會因為自己或大

部分使用者對貶抑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即所受影響）及其接受度之間的認知差距

而去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此結果證實本研究的重要推論。 

接著綜合階層迴歸及相關分析的結果可知，影響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

                                                      
48

 性別（β = -.01, p = .694）並非在第一層迴歸時就具備預測顯著性，而是在陸續新增變項至第

四層迴歸後才開始產生顯著（β = .09, p < .05），判斷可能是因為性別過度集中於男性（94.1%），

而使之易受多元共線性的影響而產生分析偏誤。 

 
49

 由於第二次與第三次分析的前四層迴歸分析結果與第一次分析結果的差異不大，故不再贅述

各預測變項的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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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的因素有年齡、教育程度、資訊分享、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對網路色情整

體的正面評價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負面評價，也就是年紀愈大、教育程度愈

低、資訊分享頻率愈高、媒介互動頻率愈低、網站涉入感愈弱、對網路色情整體

的正面評價愈低，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愈支持管

制網路色情媒介。此結果說明受訪者自身對訊息的主觀評價才是預測後續管制意

願的關鍵變項，且本研究所提出的資訊分享、媒介互動及網站涉入感也有一定程

度的影響，其中資訊分享的解釋方向較為特別，而人口變項的教育程度、年齡亦

具備顯著解釋力。綜合以上各項資料分析，本研究各研究問題及假設驗證結果可

彙整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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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主要研究問題與假設檢證結果彙整 

研究問題及假設 檢證結果 

RQ1：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在接觸網路色情訊息時，是否會對

其他使用者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影響與中介使用者

認知的因素為何？ 

1.會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2.資訊分享、意

見交流、媒介互動的頻率愈高，涉入感愈

深，且整體的正面評價、高頻率接觸的負面

評價愈高的受訪者，自己就愈會接受貶抑女

性性描述；3.女性比男性更認為他人會接受

貶抑女性性描述，而資訊分享、意見交流頻

率愈高，涉入感愈深，整體的正面評價與高

頻率接觸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亦愈認

為他人會接受貶抑女性性描述；4.女性比男

性更認為他人比自己更會接受貶抑女性性

描述，而年紀愈輕、教育程度愈高、媒介互

動頻率愈低、涉入感愈弱、高頻率接觸的負

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亦愈認為他人比自己

更會接受貶抑女性性描述。 

H1：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路互動及網站涉入程度，會透

過對「網路色情訊息的評價」，影響其對第三人效果認

知的強度。 

部分成立。 

H1A：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路互動頻率愈高，其對

網路色情訊息評價則愈正面。 

H1B：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的網站涉入程度愈高，其對

網路色情訊息評價也愈正面。 

H1C：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

面，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愈高。 

H1D：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

面，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也愈高。 

H1E：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評價愈正

面，其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則愈低。 

A.預測整體的正面評價完全獲得支持，高頻

率接觸的負面評價僅媒介互動獲得支持。 

B.預測整體的正面評價、高頻率接觸的負面

評價均完全獲得支持。 

C.預測自己的接受度僅整體的正面評價獲

得支持。 

D.預測認為他人的接受度僅整體的正面評

價獲得支持。 

E.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僅高頻率的負面評

價獲得支持。 

RQ2：色情社群網站使用者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情

形為何？影響其意願高低的因素有哪些？是否會受到

自己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認為他人對網路色情內

容的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的影響？ 

1.普遍傾向不支持管制；2.年齡愈大、教育

程度愈低、資訊分享頻率愈高、媒介互動頻

率愈低、涉入感愈弱、整體的正面評價愈低

及高頻率接觸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愈

支持管制；3.自己、認為他人的接受度及第

三人效果認知均無法預測支持管制意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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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Davison（1983）提出第三人效果至今已 30 年，當中媒介科技結構、社會文

化環境、閱聽人的媒介使用、認知訊息乃至於閱聽人的行為模式，均有很大的轉

變，而這些轉變是否足以影響色情的第三人效果及其後續行為，即為本研究的關

懷核心。故本研究試圖從網路使用的角度出發，重新省思當代網路媒介的傳播特

性對色情訊息本身、第三人效果及其後續行為意願的影響，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

網路情色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情形、影響與中介使用者認知之因素為何、以

及使用者支持管制意願的情形與影響其意願的因素，又是否會受性描述接受度與

第三人效果認知影響等議題。本章分為三節統整與討論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章節

安排分別為：研究結果摘述、研究結果討論以及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摘述 

壹、性描述接受度與色情社群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情形 

在性描述接受度方面，分析結果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自己不會接受網路色

情中「貶抑女性的（負面）」性描述內容，同時認為大部份的網路情色使用者也

不會接受相同的性描述內容，此外，與其心中的大部份網路情色使用者相較，受

訪者更認為自己不會接受這些內容；換言之，網路情色使用者傾向認為大部分使

用者對網路色情內容中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之接受程度比自己來得大，故就認

知差距（自己及認為他人的接受度之間的差距）的結果面來看，本研究證實色情

社群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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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影響與中介性描述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因素 

在使用者自己的接受度方面，本研究發現，人口變項對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

述認知均無顯著預測力。而本研究所提出的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網

站涉入感及訊息評價均能顯著預測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認知，即資訊分享、意

見交流、媒介互動的頻率愈高，涉入感愈深，且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對

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使用者，自己就愈能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

述，這當中又以資訊分享的預測力最高，此結果證實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

互動、網站涉入感及訊息評價能直接影響使用者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

度。 

在認為大部分使用者的接受度方面，分析結果顯示，性別、資訊分享、意見

交流、網站涉入感及訊息評價能顯著預測使用者對大部分使用者接受度的推估，

也就是女性比男性更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且資訊分享、

意見交流頻率愈高，涉入感愈深，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對高頻率接觸網

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之使用者，亦愈認為大部分使用者也愈接受貶抑女性的性

描述，但整體而言，以性別的預測力最強，此結果證實除了資訊分享、意見交流、

網站涉入感、訊息評價會影響受訪者心中對大部分使用者接受度的想像外，性別

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方面，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及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能顯著預測第三

人效果認知，亦即女性比男性更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比自己更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

描述，且年紀愈輕、教育程度愈高、媒介互動頻率愈低、涉入感愈弱、對高頻率

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使用者，亦愈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比自己更會接受

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其中以性別的預測力最高，此結果繼續支持性別是影響色情

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重要變項（羅文輝等，2011），此外本研究也證實其他人口變

項（如年齡、教育程度）及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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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評價亦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 

 

参、網路傳播特性、訊息評價、性描述接受度及認知差距之間的關係 

在網路互動性、網站涉入感、訊息評價、使用者性描述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

認知差距的關係方面，本研究嘗試透過五個子假設證明網路色情媒介互動頻率及

涉入程度，會透過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的評價，影響使用者自己與他人對網路

色情內容的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強度。 

在網路互動性與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之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資

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均與之有正向關聯，亦即愈常在網路上傳遞或接收

色情訊息、討論交流及進行一般媒介互動（瀏覽、點選、搜尋、下載色情訊息）

的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愈高。在網路互動性與對高頻率接觸

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之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僅媒介互動與之有負向關聯，

亦即愈常在網路上進行一般媒介互動的使用者，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

面評價愈低。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資訊分享與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

價有正向關聯，亦即愈常在網路上傳遞或接收色情訊息的使用者，對高頻率接觸

網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高，意見交流與之則無顯著關聯。此結果說明，在

網路互動性與訊息評價的關係上，不論人際互動、媒介互動均能與過去研究所提

及的網路互動性會提升閱聽人對網路色情訊息的評價或正面態度之論點相符（羅

文輝等，2008；Mahood et al., 2000），但在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

部份，僅媒介互動能符合本研究預期（H1A 部份成立）。 

在網站涉入感與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之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網

站涉入感與之有正向關聯，亦即對色情網站的涉入程度愈深的使用者，對於網路

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愈高。在網站涉入感與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負面評價的

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網站涉入感與之有負向關聯，亦即對網路色情的涉入程度

愈深的使用者，對於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低。此一結果證實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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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涉入感能有效提升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並降低高頻率接觸

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均與本研究基於過去研究（羅文輝等，2008；Cho, 1999; 

Chung & Zhoa, 2004; Griffths, 2001; Hoffman & Novak, 1996; Mahood et al., 2000; 

McMillan et al., 2003; Jiang et al., 2010）所做出的推論相符（H1B 成立）。 

在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與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之關係

上，研究結果顯示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與之有正向關聯，亦即對網路色情

整體的正面評價愈高，使用者自己就愈能接受網路色情媒介中貶抑女性的性描述

內容。在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與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之

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也與之有正向關聯，

亦即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高，使用者自己就愈能接受網路色情

媒介中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 

在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與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之關係上，

研究結果顯示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與之有正向關聯，亦即網路色情整體的正

面評價愈高，使用者就愈認為大部分使用者也愈能接受網路色情媒介中貶抑女性

的性描述內容。在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與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

接受度之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也與之有正

向關聯，亦即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愈高，使用者就愈認為大部分

使用者也愈能接受網路色情媒介中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由上述兩項結果可知，

在訊息評價與自己及他人的接受度之關係上，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符合本研

究基於過去研究（Lo et al., 2010）所做出之推論，但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

負面評價卻與本研究原先所預期的解釋方向相反（H1C、H1D 部份成立）。 

在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關係上，研究結果

顯示對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評價與之並無顯著關聯，亦即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

整體的正面評價並不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在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

評價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之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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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的負面評價與之有正向關聯，亦即使用者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

評價愈高，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程度愈大，即使用者愈認為大部分

使用者比自己更會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就上述檢證結果來看，僅對高頻率接

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能符合本研究預期（H1E 部份成立）。 

綜合以上各項研究結果可知，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50及網站涉入

感能透過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進而正向影響使用者對自己及他人的性

描述認知，亦即使用者的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之頻率愈高，網站涉入

感愈深，其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愈高，自己與心中大部分使用者對貶

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也就愈高；而媒介互動與網站涉入感則能透過對高頻率接

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進而負向影響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亦即使用者的媒介互動之頻率愈高，網站涉入感愈深，其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

訊息的負面評價愈低，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也就愈小，故整體而言，本研究

僅部分證實此項假設（H1 部份成立）。 

 

肆、色情社群的支持管制意願情形及影響其意願之因素 

在支持管制意願情形方面，分析結果顯示，網路情色使用者普遍傾向不支持

管制網路色情媒介。而在影響支持管制行為意願的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年齡、

教育程度、資訊分享、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訊息評價均能顯著預測使用者的

支持管制行為意願，亦即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低、資訊分享頻率愈高、媒介互

動頻率愈低、網站涉入感愈弱、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愈低且對高頻率

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愈高的受訪者愈傾向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其中又以

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預測力最強。此外，本研究進一步發現，

性別對於支持管制行為意願並無顯著預測力，此與過往研究（羅文輝，1999；羅

                                                      
50

 須進一步說明的是，在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部份，所有變項中，僅媒介互動（r = .02, 

p = .691）無法影響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換言之，媒介互動與對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

述接受度並無直接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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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等，2011；Lo et al., 2010）所發現的女性比男性更

支持管制色情媒介的研究結果有所出入。 

 

伍、性描述接受度、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管制意願之間的關係 

在性描述接受度、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管制行為意願的關係方面，本研究

證實不論是自己（評估自己所受的影響）、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評估

他人所受的影響）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均無法顯著預測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

之意願，此一結果無論是與以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作為預測指標（Gunther, 1995; 

Gunther & Hwa, 1996; Rojas et al., 1996; Wu & Koo, 2000）或以對自己的（負面）

影響及對他人的（負面）影響作為預測指標（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 2000c；

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程曉萱，2012；羅文輝等，2011；Lo & Paddon, 

1998; Lo & We, 2002, 2005b; Lo et al., 2010）的研究均不盡相同。 

 

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論 

壹、網路傳播環境中的色情第三人效果 

自 1999 年以來，傳播學界對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已投以不少的關注，然

而隨著關於網路媒介的研究日趨成熟，近來有不少學者開始思考到第三人效果假

說相關模式在新傳播媒介上的運作情形及可能產生的問題（Perloff, 2008; Tal-Or 

et al., 2009），並提醒若欲在新興的網路傳播環境中應用第三人效果，就必須進一

步考量到網路本身的新媒介特性，同時也應該注意影響網路傳播效果的內部因素，

其實是源自於網路使用行為本身，因此需要將研究的對象回歸到網路使用者身上

（鄭素俠，2008；Li, 2008）。此外，就媒介訊息而言，Li（2008）也提醒在多變

與互動的網路環境中，以往那些想當然耳被研究者歸類到具備社會不需要性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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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性的訊息，也不盡然都會產生第三人效果，故本研究嘗試以網路情色使用者作

為研究對象，重新檢視網路傳播環境中的色情第三人效果情形。 

雖然本研究結果仍然指出，網路色情社群會對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即一

般常見的網路色情內容）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與過去研究並無二致（羅文輝 1999, 

2000a；羅文輝等，2011；Hwang et al., 2006; Lee, 2001; Lee & Tamborini, 2005; Lo 

& Wei, 2000, 2002; Lo et al., 2010; Paul & Shim, 2006; Spirek & Bridges, 2006; 

Tewksbury, 2002; Wu & Koo, 2001; Zhao & Cai, 2004, 2008）。但值得注意的是，網

路情色使用者是在一個認為整體使用者都不太接受貶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之情

形下，認為自己更不會接受，此一結果顯示兩個重要發現及意涵：（一）第三人

效果在互動的網路情境中仍有其運用空間（Li, 2008），並繼續支持第三人效果假

說在實際的網路色情脈絡中之應用；（二）網路情色使用者及其心中的大部分使

用者對貶抑女性（負面）內容的接受度普遍偏低，但自己更低，這或許意謂著貶

抑女性的性描述內容在受訪者心中的影響力並不是很強，換言之，網路情色使用

者普遍並不認為現實生活中的女性會喜歡貶抑女性式的性愛活動，同時自己更不

會如此認為。 

綜合過去文獻觀之，本研究認為上述現象比較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或許仍可

回到基於自我提升心理所發展出的樂觀偏差對於第三人效果成因的解釋（Paul et 

al., 2000; Perloff, 2008），即使用者有一種優於一般使用者的心理，覺得自己比較

聰明、有智慧能辨明善惡（Gunther, 1991a; Li, 2008），因此在面對明顯不會被社

會大眾接受的負面性描述內容時，雖然使用者仍有可能會基於投射心理

（projection effect），51先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一般使用者上，即認為這些內容應

該不會被大部分使用者接受（Conover & Feldman, 1989; Peng, 1997），但同時又

因為自我提升心理作用，故最後仍表現出自己更不容易受到該內容左右的現象。 

                                                      
51

 投射效應是指人們習慣把自己的喜好或認知，投射到別人身上，故會產生我認為這則訊息有

用，別人應該也會這麼想或我受到這則訊息影響，別人應該也會受到影響的推測，反之亦然（彭

文正，2007，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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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網路色情在閱聽人心中的影響力，近來還有學者是以心理學上的減敏效

果進行解釋，認為長期且密集接收色情訊息的使用者，很快就會對充滿負面性描

繪的色情內容產生麻木感而導致性冷酷（sexual callousness；羅文輝等，2011；

Lo et al., 2010），也傾向認為色情訊息對自己及他人的負面影響均較小（Gunther, 

1995），因此較能接受負面的色情內容。然而，若從減敏效果的角度闡釋本研究

所得到的結果，經常接觸網路色情的情色使用者對貶抑女性的性描述接受度（同

意度）應該普遍偏高才對，但為何本研究所檢測的結果會與減敏效果所做出的推

論不太一致，本研究推斷這或許是研究設計及方法的差異所致，因為本研究所陳

列的陳述句可能仍屬於可明顯辨識為不被普遍社會大眾所接受的性愛內容，又加

上調查法是透過自我報告（self-report）方式進行測量（在面對很明顯的負面陳

述時，受訪者也可能會基於自我提升心理或某種社會期待，傾向回答讓自己看起

來較有智慧、明辨是非的答案），因此最後所檢測出來的結果接受度才會普遍偏

低，但這不代表減敏效果就完全沒有發生或網路色情內容的實質影響力不大，當

然這樣的結果或多或少也暗示大多數的網路情色使用者對於網路色情內容本身

具有一定程度的辨識能力。52
 

 

貳、影響網路色情社群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重要因素 

有關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多年來已累積了許多實證依據，均證實色情

訊息會使閱聽人產生對他人（負面）影響較大，對自己（負面）影響較小的第三

人效果認知（相關研究見表 2-1 整理），但十多年來在網路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

果研究上，多半仍是延續過去傳統色情媒介的研究思維，將閱聽人視為「被動的」

接收者，忽略網路傳播科技中的互動特性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更重要的是，

                                                      
52

 一劍浣春秋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多數看 A片的人，將 A片當成湯姆克魯斯《不可能

的任務》來看，戲裡阿湯哥從杜拜塔跳下去，我們不可能也跟著跳！」因此他認為一般人應該都

具備分辨 A 片情節與現實的能力（朱芳瑤，2012 年 4 月 12 日），但他也強調若一個人不能用正

確的心態（指把 A 片單純當成娛樂片）去看待 A 片，他仍建議最好不要去看（洪培翔，201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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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第三人效果是否成立的重要因素「訊息價值」（訊息屬性），在過去往往是由

研究者自行判斷並直接將之歸類到正面或負面（林素真，2009a, 2009b；彭文正，

2007；Paul et al., 2000），很少有研究者會進一步針對其文化意涵多做解釋，更少

有研究是將對訊息的評價交由受訪者自己評估（彭文正，2007）。故在此本研究

嘗試將網路互動性、網站涉入感、使用者主觀對訊息的評價一起納入分析項目，

旨在檢測網路傳播特性與使用者主觀評價是否為影響網路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

的重要因素。 

此外，過去研究也曾指出「性別」是影響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之重要變因

（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羅文輝等，2011；Lo et al., 2010），但為何如此

至今尚未有定論。早期羅文輝（2000b）曾以 Buss 與 Schmitt（1993）依據達爾

文的「性選擇理論」（sexual selection theory）及近代的「進化心理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所發展出的「性策略理論」（sexual strategies theory）進行解釋，認

為色情媒介內容和女性的「長期交配策略」牴觸（亦即會對女性與生俱來的生物

特性造成威脅），是故女性會認為色情媒介對自己及他人有較大的負面影響，但

由於此說法的爭議性較大（被相關學者認為存在性別刻板），也很難解釋不同性

文化及社會的色情內容（林芳玫，2000, 2006），因此並未被多數學者採納。 

近期學界則較傾向以高頻率接觸行為所造成的減敏效果進行闡釋，認為男性

接觸色情媒介的頻率與數量均明顯大於女性（Carroll, Padilla-Walker, Nelson, 

Olson, McNamara-Barry, & Madsen, 2008; Lo et al., 2010），故男性對色情媒介比女

性有較強烈的減敏效果，也比女性更不認為自己及他人會受到影響，因此男性會

比女性更接受網路色情所呈現的內容，反之女性因為接觸量不比男性多，其減敏

效果較弱，因而會認為色情媒介對自己及他人的影響較大，也比男性更不會接受

網路色情所呈現的內容（羅文輝等，2011）。 

故本研究在影響第三人效果的重要因素部分，除了檢視本研究所提出的網路

傳播特性及訊息評價對性描述接受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外，也特別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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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及其他可能影響性描述接受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因素進行分析。 

 

一、網路傳播特性對性描述接受度與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 

在網路傳播特性對性描述接受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方面，分析結果指

出，在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上，資訊分享、意見交流、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可

顯著正向影響使用者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此一結果間接證實減敏效果可能存在

（Lo et al., 2010）。而在認為大部分使用者的性描述接受度上，僅資訊分享、意

見交流、網站涉入感對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媒介互動則沒有顯著關聯，這結果

與過去研究有所違背，本研究推斷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問項操作上，過去研究所使

用的對他人的「負面影響」與本研究所建構的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

度，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兩個概念，也就是說網路互動頻率（尤其是指單純的媒介

訊息暴露）雖能「同時」降低過去研究所謂的（受訪者內心的）「對自己的負面

影響」及「對他人的負面影響」（Lo et al., 2010），但不完全表示可以「同時」提

升自己內心及認為他人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就上述結果而言，本研究進

一步證實了不論是人際互動、媒介互動均可提升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但對於認

為大部分使用者的性描述接受度而言，僅人際互動有顯著影響，此一結果或許也

說明了屬於個人化的媒介互動特性與自己的關聯性較大，屬於雙向的人際互動特

性則與自己及他人均有關聯。 

在第三人效果認知上，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可顯著負向預測第三人效果認

知差距，本研究證實媒介互動與網站涉入感會縮短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進一步

檢視實際造成認知差距縮短的原因發現，媒介互動乃因其與認為他人的性描述接

受度無顯著關聯，但對自己內心的接受度卻有正向的顯著關聯，因此縮短了自己

與他人之間的距離，網站涉入感則是因對他人的性描述接受度之正向關聯相當微

弱，而對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之正向關聯較強，因此也可使認知差距有些微縮短

的現象；申言之，媒介互動與網站涉入感均是因為相對於認為大部分使用者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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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較顯著地提升了自己對性描述的接受度，因而縮短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認知

差距。過去曾有研究指出（與個人關聯性高的）網站使用頻率較高之使用者，會

認為媒介訊息對自己及他人的影響較大，也就是與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媒介

使用會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羅文輝等人，2012）；洪雅

慧（2007）的研究也顯示電子郵件（319 槍擊案）的注意程度愈低，第三人效果

認知愈強，這是因為不喜歡該訊息的使用者會刻意迴避相關的電子郵件，但愈是

如此就愈認為電子郵件的內容對其他網友的影響愈大，反之則否。據此，本研究

推斷媒介互動頻次較高及涉入感較深的使用者，會因色情網站與其個人日常網路

活動的關聯度較高，使其對網路色情內容較不排斥或較喜歡，注意程度也較高，

因而提升自己對網路色情內容的接受度，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也因此隨之減弱。 

值得一說的是，雖然資訊分享與意見交流對自己及他人的接受度之影響關係

與網站涉入感類似，均是呈現與自己的接受度的顯著關聯較強，與認為他人的接

受度的顯著關聯性較弱，但就檢證結果而言，兩者均未對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造

成顯著影響。53然而由於過去研究檢測網路色情媒介使用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

響，均未針對人際互動與媒介互動等不同網路互動特性進行檢測，故本研究發現

及所提出的解釋仍有待未來研究持續觀察與驗證。 

 

二、網路傳播特性與訊息評價對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 

為驗證訊息評價是否為中介網路傳播特性與第三人效果認知之間的重要因

素，本研究先檢測網路傳播特性與訊息評價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再分析訊息評價

與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他人的性描述接受度以及第三人效果認知之間的關係。 

在網路傳播特性對訊息評價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指出資訊分享、意見交流、

媒介互動、網站涉入感，會明顯正向影響使用者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

                                                      
53

 相關分析顯示，資訊分享（r = -.07, p = .051）、意見交流（r = -.07, p = .076）與第三人效果認

知，雖未達顯著水準，但從「顯著值」（即 p 值）來看均近乎顯著且呈現負向關聯，建議後續研

究仍可針對此點進一步追縱，分析民意與己意的互動關係對第三人效果認知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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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了相關文獻的說法（Mahood et al., 2000）及本研究部分假設，但為何僅媒介

互動與網站涉入感較能與過去研究呼應，降低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

價，資訊分享卻反而會提升使用者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意見

交流則無顯著相關，本研究推測這或許是因為網路色情資訊的傳遞與接收對使用

者來說，其經驗並不必然是完全愉悅的，換言之，部分擾人且常態性的資訊傳收

行為仍會讓使用者傾向認同本研究所陳列的負面評價題項（荒廢工作課業、心理

不正常、與異性溝通不良等），例如莫名網友轉貼援交詐騙資訊或色情網站連結

至個人通訊軟體、大量轉寄色情廣告郵件（有些含惡意病毒）至個人信箱（陳鈞

凱，2006 年 3 月 22 日），也因此當資訊分享頻率愈高，使用者對高頻率接觸網

路色情的負面評價亦會略微提高，但整體上使用者對網路色情的正面價值還是大

於其負面價值。 

戴怡君與董旭英（2002）曾指出愈常在網路上進行人際互動（指與不知名網

友進行電子郵件的寄傳送、交談）愈會認為網路上的朋友關係是不真誠的，對於

網路人際關係信任感也較低，但愈是如此其進行互動的頻率就愈高，這是由於在

網路的匿名情境中網友雖然會因投射心理彼此相互猜疑，但亦會因為網路上的互

動可以不用承擔現實人際互動中的種種壓力，因此使用者仍樂意在網路上進行人

際互動。順此邏輯，本研究進一步推論在色情資訊的傳收上，也許較喜愛分享色

情資訊的使用者，也會因為匿名的關係認為在網路上分享色情資訊是一件不需要

負擔太多道德壓力的事情，但又因為不信任其他網友所轉寄、轉貼的色情資訊內

容是否出自於真心分享（如認為有些網友可能不懷好意），因而略微認同色情網

站的負面價值。 

此外，也有可能是部份喜好進行資訊分享的使用者單純為了符合一般大眾的

社會期待，在表面上雖然稍微認同色情網站的負面價值（如對未成年不好），但

實際上對於分享色情資訊的行為並不排斥，形成一種正負面評價並存的矛盾心理。

至於為何意見交流與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沒有關聯，本研究猜測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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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是因為使用者認為上網針對色情議題留言、貼表情符號、回應網友的意見

等交流行為並無傷大雅，故意見交流的頻率無法對其產生影響力。當然，由於當

前互動式的網路科技媒介型態多樣，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僅是研究者根據過去文

獻及研究結果所進行的推測，或許其中尚有其他中介變因（如訊息載具本身的介

面形式、互動程式軟體的設定）有待後續研究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訊息評價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指出使用者對網

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愈高，自己及大部分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

度就愈高，證實本研究推論，但何以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也能正

向預測自己及大部分使用者對貶抑女性性描述的接受度，本研究認為這種弔詭的

結果來自於受訪者因為為了要符合現實與虛擬世界兩種不同的社會期待，故一方

面正面肯定色情存在的價值（網路色情社群），另一方面也認同色情的負面價值

（一般社會大眾），但實際上其內心仍會覺得貶抑女性性描述或多或少可被自己

或他人接受。 

另，從相關分析來看，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與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

訊息的負面評價（r = -.09, p < .05）並非兩個極端對立的變項，因為兩者間僅呈

現非常微弱的負相關，易言之，正負面評價對使用者來說，在某些狀況下是可以

同時並存，這樣結果也呼應黃登榆（1997）提出的有趣發現，網路情色使用者（尤

其是成年男性）對於色情資訊接觸存在著雙重標準，如自己看沒關係但青少年就

不能看、喜歡網路色情但同時又感覺它可能會帶來壞處、愛看但不想付費。 

值得一提的是，就相關程度來看，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與自己的性

描述接受度之關聯強度及顯著性（r = .18, p < .001）是大於其與他人的性描述接

受度（r = .11, p < .01），反之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與他人的性描

述接受度之關聯強度及顯著性（r = .17, p < .001）則大於其與自己的性描述接受

度（r = .12, p < .01），這或許隱約透露著在面對網路色情訊息時（尤其是以貶抑

女性為主的內容），正面評價對提升「使用者自己的接受度」之解釋力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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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負面評價則對提升「使用者心中他人的接受度」之解釋力較為明顯；換言之，

本研究透過閱聽人對訊息評價的角度反向闡釋第一人及第三人效果的部分核心

假說，當閱聽人對訊息正面觀感較強時自己較容易接受訊息、負面觀感較強時會

覺得他人較容易接受訊息，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此點繼續延伸。 

在訊息評價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方面，本研究原本預期網路色情訊息整

體的正面評價愈高，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小，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

評價愈高，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但研究結果僅指出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

息的負面評價會增加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對其則

沒有影響，一如前述，研究者認為上述現象乃因使用者評價色情媒介本身的標準

多重，且其正負面意義又可同時並存所致。此外，在台灣社會（或整個華人社會）

當中，色情也尚未能完全擺脫其可能的（禮教文化所賦予的）負面意涵（王向華，

2008），因此雖然受訪者自己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普遍偏高，但仍無

法減弱其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整體而言也未因此逆轉為第一人效果或轉變為無

顯著差異的第二人效果。 

 

三、性別對性描述接受度及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 

在性別對性描述接受度及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指出性

別在大部分使用者的性描述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均可產生很強的解釋力，亦

即女性比男性更傾向認為大部分使用者會接受貶抑女性性描述，且也認為大部分

使用者比自己更會接受，但在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上卻不顯著（即便本研究操作

型定義與過去研究不同，按理推論也應該顯著並顯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接受貶抑

女性性描述的統計結果），本研究研判這也許是由於本研究的女性樣本數過少所

致（N = 44），54因為單就男女在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上的平均值來看，男性（M 

= 2.08）確實略高於女性（M = 1.88），亦即男性稍微較女性會接受貶抑女性性描

                                                      
54

 本研究另嘗試將男女分為兩組執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男女在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接受度之差

異上同樣未達顯著水準﹝t (745) = 1.95, p =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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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除此，另一種可能是本研究採取網路調查法，基於自願性填答的關係，會特

地前來回答本研究問卷的女性，本來就對於網路色情內容的態度較不負面55或接

受度較一般女性高，因此在自己對貶抑女性性描述內容的接受度與男性無法產生

顯著差異。 

但為何女性樣本過少，性別卻仍可在大部分使用者的性描述接受度及第三人

效果認知上產生顯著影響力，本研究推測這或許是因為女性在評估自己與他人所

受影響或接受度與男性的想像基礎不同所致，亦即女性使用者心中所想像的大部

分使用者很可能就是男性，而男性本身在女性的一般常識上又是較常接觸色情訊

息的族群，故當女性在評估「其他使用者」所受影響或接受度時是以男性的接受

標準（亦即用一種男性對網路色情內容比較容易接受的想法）在進行評估，也因

此拉大了第三人效果認知的距離。56另外，對照過去研究便可發現，性別對於預

測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本來就是非常顯著的變項，且女性在評估色情訊息對

他人的影響之強度，比男性明顯大很多（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故即便

在女性樣本數很少的狀況下，也能在大部分使用者的性描述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

認知產生很強的預測力。 

 

四、年齡、教育程度對性描述接受度及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 

在性描述接受度上，本研究發現年齡、教育程度與自己及他人的性描述接受

度均無顯著關聯；但在第三人效果認知上，年齡可對其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力，

教育程度則可對其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力。彭文正（2007）曾統整過去有關分析

年齡、教育程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關係的研究，發現年齡與教育程度的解釋方向

                                                      
55

 女性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評價的平均值為 3.37 高於中間值 3（N = 44），對高頻率接觸

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為 2.72 低於中間值 3（N = 44），亦即女性對網路色情訊息整體的正面

評價偏高，對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訊息的負面評價則偏低。 

 
56

 此一推測乃參考本研究前測問卷一中一位女性受訪者所提供的質性資料，其建議中提及：「...

我不知道男生的答題邏輯是怎樣，但身為女生，我在答題的時候下意識一定會把題目裡的「其他

使用者」想成是男生...」；另，黃登榆（1997）的研究中也曾提及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會觀看網

路色情的人，大多數應為異性戀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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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的研究結果，有的研究指出年齡愈大第三人效果認知差

距愈大（林素真，2009b；Brosius & Engel, 1996; Glynn & Ostman, 1988; Lambe & 

McLeod, 2005），但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結果（Driscoll & Salwen, 1997）；教育程

度也有類似情形，有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愈高，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愈強（羅文輝，

2000c；Rucinski & Salmon, 1990; Tiedge et al., 1991），但也有研究顯示相反的結

果（Hills, 2001），這些混淆的結果或許意指第三人效果認知並非單純受到年齡與

教育程度影響。 

然而就本次調查結果而言，多數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均在大專以上（且依年齡

推斷應有不少受訪者，現年仍為在學學生），本研究據台灣社會教育文化推測，

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可能帶有較強烈的優越感，因此第三人效果認知較大，林素真

（2009a）也曾提到當研究參與者多為大專院校的學生（含大學生、研究生）時，

整體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會較一般民眾來得大（其可能原因尚待研究）。但為

何年齡愈小，第三人效果認知程度也愈強，本研究認為這也許是因為台灣地區成

年的且年紀較輕的網路使用者之教育程度比年紀較長的使用者來得高（項靖，

2003）；57易言之，影響網路情色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之關鍵或許仍與「教

育程度」有關（當然教育程度背後所反映的可能還包含整體台灣社會的文化思潮、

世代價值觀與國家教育政策之轉變），但這僅是研究者的暫時推論，真實情形是

否如此仍需未來研究做進一步的分析；此外，從女性使用者的平均年齡（M = 25.0）

來看，有明顯比男性使用者（M = 29.2）年輕的現象，換言之，「性別」也可能

是影響年紀較輕者之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的中介因素之一（因為女性的第三人效

果認知比男性來得大）。 

                                                      
57

 就本研究的調查資料而言，高中及以下平均年齡為 29.4（N = 67），大專平均年齡為 28.5（N = 

522），研究所平均年齡為 30.0（N = 158），大專教育程度平均年齡最低，研究所則與高中及以下

平均年齡相近，從分布趨勢可以看出，教育程度與年齡的關係為非線性關係，但因為大專生佔大

多數以致於投入迴歸分析時所產生的整體情形，是年紀較輕且教育程度較高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

較大；另外，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0, 2011）的調查報告也指出，就整體歷年來的

統計資料而言，年紀較輕者，其網路使用頻率較高，而教育程度較高者（主要是指大專以上），

其應用電腦的機會也較多，交叉比較後可推知年紀較輕的成年使用者，教育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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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的關鍵因素 

1990 年代以後，以實證研究檢視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行為或行為意願之

間的關係，一直是該系列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其中有不少研究將關懷核心放置在

第三人效果認知是否支持管制色情媒介意願的關係上，並認為當人們感覺負面內

容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和對「他人的負面影響」之間的距離愈大，便愈認為負

面內容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會擴大，危及社會安危（乃至於危及自己），因此人們

會基於一種保護他人的想法，產生限制負面內容行動的意願，支持前述觀點的研

究通常會指出「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預測受訪者的支持管制色情媒介之意願

的關鍵變項（例如 Gunther, 1991b, 1995; Gunther & Hwa, 1996; Wu & Koo, 

2001）。 

但不完全贊同前述觀點的研究者認為以「認知差距」作為預測行動意願的指

標並不恰當，因為支持管制不完全只是為了要保護他人，有時也可能單純是要保

護自己，甚或是要同時保護他人與自己，更何況以認知差距作為預測限制行為的

指標也不完全代表要保護他人，因為這其中還牽涉到認知差距本身的計算方式

（即兩變項相減），比如當對自己、他人影響均很大時，人們也許是想同時保護

自己及他人，但其認知差距就會明顯縮短，此時若仍以認知差距作為預測指標便

會失準，因此基於上述理由後者通常會主張以「對自己的影響」及「對他人的影

響」作為預測指標（例如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 2000c；羅文輝等，2011；

Lo & Wei, 2002; Lo et al., 2010）。 

然而無論如何，當前學界對於到底要以「對自己的影響」、「對他人的影響」

或「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來預測後續行為的看法仍相當紛歧，甚至也有學者認

為對自己的影響、對他人的影響及第三人效果認知與行為本身不必然要有因果關

係（Perloff, 2002），因為從影響到效果的形成乃至產生行動意願或實際行為，這

當中還有許多其他可能的中介過程（包含政治、社會、文化、民族特性、個人價

值觀等）與認知因素需要被說明與探討（彭文正，2007）。更重要的是，由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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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來媒體科技的革新相當快速，當代閱聽人的媒介使用、認知訊息及行

為模式與昔日已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也很可能讓閱聽人對影響評估與其所產

生認知效果到行為效應之間增添不少變數，因此本研究除了綜合網路傳播特性及

閱聽人主觀訊息評價來分析影響使用者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行為意願的可能

要素外，同時還進一步檢驗自己及他人的性描述接受度（即感知自己及他人所受

影響程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是否會對後續支持管制的行為意願產生影響。 

 

一、色情社群的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現狀與比較 

在整體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的意願情形方面，分析結果指出網路情色使用

者普遍傾向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M = 2.48）。58值得關注的是，Lo（2010）

等人在台灣台北地區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其所調查的 1,688 位青少年／女亦傾向

不支持管制（M = 2.72）；59此外，羅文輝（2010）針對上海、香港、台北三地大

學生所做的調查也顯示，三地大學生普遍均偏向不支持管制（M = 2.72），其中

台北地區的大學生，雖然較支持管制（M = 2.85）60但仍低於中間值。這樣的結

果或許也反映出近年台灣地區年輕世代（1980、1990 以後出生的世代）的網路

使用族群對管制網路媒介等相關議題，均有較傾向不支持的趨勢。 

 

二、影響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的相關因素與其實質意涵 

在人口變項對支持管制意願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年紀較大、教育程度

較低的使用者，其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的意願較強，但 Lo 等人（2010）的研

                                                      
58

 另，從未納入正式分析的「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的平均值（M = 3.02）也可看出，

整體使用者是稍微傾向反對管制。 

 
59

 Lo 等人採用 5 點量表，中間值為 3。另，須進一步說明的是，由於早期羅文輝在台灣所進行

的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並未提供支持管制意願的平均值（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

故在此本研究僅取 Lo 等人（2010）及羅文輝（2010）所做的調查來比較。 

 
60

 羅文輝（2010）的研究同採用5點量表。其調查顯示台北大學生的支持管制意願最高（M = 2.85）、

香港大學生次之（M = 2.76）、上海大學生最低（M = 2.47），但均低於中間值 3，亦即三地大學生

均傾向不支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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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卻顯示年齡與支持管制意願無顯著關係。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由於 Lo 等人

（2010）的調查主要集中在青少年（14 到 21 歲），因此無法展現出年齡大小的

差異，但本研究因為樣本的年齡分布較廣（18 到 59 歲），且在台灣地區年紀較

長者（或許身兼家長）61確實有可能比年紀較輕者傾向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

故年齡在本研究的分析中能產生顯著預測力；教育程度方面，一個可能的解釋則

如前述推測，在成年的使用者中，年紀較輕者，教育程度普遍偏高，反之年紀較

長的網路使用者，其教育程度可能偏低（行政院研考會，2010, 2011），故教育

程度較低者較支持管制。對上述結果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與整個台灣政治與

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有關（林芳玫，2006，頁 77），年紀較輕且教育程度較高

者（普遍較開放），在思想上比年紀較大且教育程度較低者（普遍較保守）更否

定政府的控管行為（尤其是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此外，本研究發現性別對於

支持管制意願並無顯著影響，與過去研究結果不符（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

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等，2011；Lo et al., 2010），本研究判斷這或許

是因為會「自願」前來填寫網路問卷的女性網路情色使用者，62對於色情訊息本

身的態度比過去研究所調查的一般女性來得正面，因此也較傾向不支持管制。 

在網路傳播特性對支持管制意願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指出資訊分享、媒介

互動、網站涉入感對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有所影響，意見交流則未達顯著水準。

其中媒介互動頻率愈低、網站涉入感愈弱的使用者較傾向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

可與過去研究相互呼應（Lo et al., 2010），但為何資訊分享會以相反方向影響支

持管制意願，本研究推測這仍與使用者（看待色情訊息）的雙重標準有關（黃登

榆，1997），那些較常進行資訊分享的成年網路情色使用者，或許仍會用一種只

有我可以但他人不行（如兒童、青少年、學生、乃至於其他有問題的使用者）的

                                                      
61

 閻大富（2011 年 8 月 1 日）指出當前多數家長最擔心的網路安全問題，仍是網路色情對兒少

的負面影響。 

 
62

 另外，須補充說明的是，本研究的 44 位女性受訪者普遍狀況是年紀較輕（主要集中在 18 到

32 歲），教育程度較高（大專及研究所以上就有 42 位），此調查結果或許透露出年紀較輕且教育

程度較高的成年女性對於網路色情較不避諱，同時也較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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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在面對本研究所陳列的支持管制題項（欲 NCC 訂定規範、限制校園網

路接觸色情資訊、說服身旁友人一起拒看），而造成這種「他人不行但我可以」

的心理即可能如先前的推論，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使用者無法確定其他使用者所傳

送的色情訊息是否安全可靠，且在實際傳收經驗中有過相關不愉快的經驗（如中

毒、騷擾、詐騙），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存在著一種「成人可以但未成

年不行」的想法，以致於那些資訊分享頻率較高的使用者較傾向支持管制，但自

己仍然會繼續傳收色情資訊，簡言之，這是一種支持管制「其他使用者」，但反

對管制「我」的心態。63至於意見交流不顯著的原因，本研究認為使用者可能會

基於在網路上表達意見乃基本言論自由的價值信念（〈網路言論 有自由也有責

任〉，2010 年 11 月），認為政府的力量本來就不應該介入干涉，也無所謂支不

支持管制的問題，故意見交流無法對支持管制意願產生預測力。64
 

在訊息評價對支持管制意願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顯示網路色情整體的正面

評價對其產生負向影響力，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則對其有正向影響力，

其中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的負面評價又是所有影響支持管制意願中最有力的預

測變項，此結果證實使用者對網路色情媒介的評價，乃預測是否支持管制最重要

的變項，這也表示閱聽人對媒介訊息或媒介本身的主觀評價，才是真正主導其行

為意願的核心因素。 

最後在性描述接受度（即評估受媒體內容的影響）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對支持

                                                      
63

 為更瞭解在管制意願上，資訊分享頻率較高的使用者是否有矛盾心理，本研究嘗試將「資訊

分享」、「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及信度偏低的「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

（Cronbach's α = .45）一起進行相關分析，結果指出資訊分享與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r 

= .09, p < .05）及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r = .16, p < .001 ）均呈現正相關，顯示資訊分

享頻率較高的使用者，存在著一種既略微支持管制，但又明顯反對管制的雙重性格。除此，進一

步檢視後可發現，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與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r = .12, p < .01）

亦呈低度正相關，亦即愈支持管制的使用者也愈反對管制；換言之，網路情色使用者在支持與反

對管制的行動意願上，確實是有所矛盾的，本研究推斷這可能是受訪者心中對於管制網路色情本

身存在著「不同標準」所致，不過這僅是本研究的暫時推論，建議未來研究仍可繼續針對此點進

行研究。 

 
64

 另，從意見交流與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的相關分析來看，兩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r = .24, p < .001），由此可知，意見交流頻率愈高的使用者，是愈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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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意願的影響方面，研究結果指出無論是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評估自己所受

影響）、他人的性描述接受度（評估他人所受影響）或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都

無法顯著預測支持管制色情媒介意願。Driscoll 等人（1997）研究辛普森案件新

聞的第三人效果及規範行為的結果顯示，雖然閱聽人會對辛普森案件新聞報導產

生第三人效果認知，但此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卻無法對支持規範辛普森案件新聞

報導的行為意願產生預測力，這是因為新聞報導在民主社會中具有其特殊功能及

合法性地位，以致認知差距及規範行為之間的關聯性消失。根據上述說法，本研

究推斷使用者或許認為以「網路媒介」承載色情訊息在當代台灣社會的網民心中

同樣有其特殊意義及正當性地位（如基於言論自由、民主等信念），故使得第三

人效果認知差距無法顯著預測支持管制意願。 

另一個推測是，要求規範「網路媒介訊息」的不可行性太高，使用者早就意

識到「規範」在網路世界當中是相當困難（洪雅慧，2007），因此即便使用者仍

會覺得網路色情媒介對他人影響比較大（他人的接受度較高）對自己影響比較小

（自己的接受度較低）或兩者均大，但仍不會採取後續的規範行動。另外，彭文

正（2007）也曾以心理機制舉例說明第三人效果認知無法預測限制行為的原因，

認為有時人們會因為樂觀偏誤或優越感作祟，雖然會認為媒介訊息對他人的影響

比自己大，但同時亦認為該訊息並無傷大局或還在個人的可容忍範圍之內，以致

於此類閱聽人不一定會產生限制媒介的意願或行動。 

至於過去研究之所以可呈現對自己的影響、對他人的影響或第三人效果認知

與規範意願或行為有顯著關聯，乃因這些研究大多以學生或一般大眾作為調查樣

本，因此連同非使用者的管制意願一併計入分析（例如羅文輝，1999；羅文輝等，

2011；Lo et al., 2010; Wu & Koo, 2001），進一步而言，本研究認為以往針對一般

民眾（或一般學生）調查所產生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管制意願之間的顯著

關聯，主要是因為非使用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所致，換言之，是非使用者的控管

意圖促成了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管制意願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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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過去曾有研究認為媒體訊息是否具有傷害性，可決定人們是否要支持

管制或規範（Rucinski & Salmon, 1990）；Gunther（1995）也曾提出當媒介訊息

有可能降低一般社會公眾的道德觀而不符合社會期待時，人們會傾向支持規範該

訊息，反之則否。據此，本研究亦認為在一個主動且互動的網路環境脈絡下，由

於使用者對整體網路色情或高頻率接觸網路色情均抱持較正向的評價，色情訊息

對使用者來說，不但沒有傷害性（或社會不需要性），可能還有諸多正面意義與

價值（並符合網路色情社群的社會期待），因此最後會傾向不支持管制。當然，

還有一個可能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台灣整體社會（尤其 1980 之後出生的年輕

族群）對於性愛活動、色情（情色）等議題的態度愈來愈開放，網路世界說不定

只是正好反映了當代的社會風氣而已（邱俊吉，2012 年 6 月 28 日）。 

綜合上述各項分析結果來看，似乎正好印證 Perloff（2002）對第三人效果研

究的批評，他認為過去研究直接將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後續行為效應連結的想法太

過簡化，忽略從認知效果到行為之間的中介過程與其他可能的認知因素。本研究

最大的突破與貢獻在於揭示了「閱聽人對訊息的主觀價值評估」才是影響是否支

持管制網路色情的關鍵要素，而影響閱聽人主觀評價背後的核心要素正是「網路

的互動傳播特性」（尤其是媒介互動與網站涉入感），除此，本研究更進一步證實

自己所受影響、他人所受影響及其第三人效果認知無法對後續支持規範行為（意

願）產生影響力。 

從規範管制色情的實務面觀之，過去色情第三人效果研究認為，在為保護他

人或避免減損自我利益的心理作用下，人們會產生較大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或對自

己及他人的負面影響均大的認知效果，並傾向管制色情資訊在各式媒介上的流竄

（羅文輝，1999；羅文輝等，2011；Gunther, 1995）。因此若從 NCC 及相關呼籲

團體欲對網路內容進行分級管制的角度來思考，應該是「樂見」民眾對色情第三

人效果認知或對自己及他人的負面影響感知的「過度膨脹」，藉以獲得更多民意

對政府管制網路色情媒介行動的支持。然而對照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可知，最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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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用者傾向支持管制與否的關鍵在於其對網路色情的主觀評價，而非對自己的

影響、對他人的影響或第三人效果認知背後所代表的保護心理，由此亦可推知，

在網路的情境中即便政府加強宣導或傳播色情訊息對自己及他人的負面影響，乃

至多數人因此而產生強烈的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也不一定會讓政府欲管制的想

法獲得使用者的聲援。 

根據過去文獻推論，在產生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後，進而會決定採取限制行

動或產生支持管制意願的「典型」情形，仍有較大的機率會發生在那些認為或預

期色情媒介訊息對別人（尤其是未成年）有負面影響的「非使用者」身上，如立

法者、執法者、學者、呼籲團體或一般不常接觸網路色情的民眾，換言之，或許

真正受到「實際影響」並會進一步採取相關立法、管制行動或產生支持管制行動

意願的「第三人」即是管制政策的執行／推動者、支持管制的呼籲者或接觸色情

媒介頻率較低的民眾，而非那些單純認為別人受到的影響比自己大的網路情色使

用者之「第三人」。 

從實務面的分析來看，也恰巧點出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或整個第三人效果

系列研究以往常為人所批評的樣本問題，不但無法代表全體民眾，且通常來自學

生（高中、大學生）或一般民眾（林素真，2009a），更少有研究能觸及有決策能

力與實際行政權力的層級或宣導管制色情的訊息產製端（彭文正，2007）。雖然

本研究仍然無法完全解決上述問題，但透過回歸到網路脈絡的使用者，本研究點

出當前實務面亟需解決的問題，即有關色情媒介的第三人效果研究應擴及至決策

端或訊息產製端，以深入瞭解當前台灣官方（如教育部、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兒童局、NCC 的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TIWF 架構65）或民間宣導團體（如白

絲帶關懷協會、台灣展翅協會、勵馨基金會、終止童妓協會等）是否還能繼續藉

由「第一及第三人效果／認知的膨大」獲得大多數民眾／網友對官方「管制」乃

                                                      
65

 英文全名為 Taiwan 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簡稱 TIWF。NCC 在 2012 年 5 月 16 日廢除「電

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後已改推行 TIWF（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的架構，主要執行任務有兒

少網路行為觀察、建立申訴機制、推動內容分級制度、過濾軟體建立、兒少上網安全宣導、網路

平台業者建立自律機制等（劉力仁，201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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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管理」網路色情媒介理念的支持；易言之，未來研究或許可以透過比較不同

立場角色（政府／呼籲端、民眾端或使用端）之間的差異，藉以瞭解官方及呼籲

團體所期待的效果（推廣成效），是否能和大多數台灣民眾／網友的反應相同，

例如有多少民眾／網友會因為政府／呼籲團體的網路安全宣導進而安裝色情過

濾軟體、有多少民眾／網友會採取行動，主動檢舉不良的色情網站、又有多少民

眾／網友會介入限制未成年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如此對於官方及民間團體投入

宣導管制／管理網路色情的傳播策略或相關輔導政策的擬定應有所幫助。 

值得省思的是，不論這些「效果」（成效）是來自預測媒體（對自己或他人）

的影響力或第三人效果認知，我們都必須認識到這其中必然有部份認知情形，是

來自人們（包含官方／呼籲團體自己）對他人（或自己）認知的錯誤想像，這也

正如 Davison（1996, p. 116）曾反諷地表示：「社會安定或許仍須一定程度地建立

在法律或政治訴求對他人影響力的一些錯誤認知上。」然而這種藉由「誤會」所

建構出來的保護心理，到底能替政府或呼籲團體的管制／理色情政策理念帶來多

少民意支持度，又能維持多久？其成效仍有待觀察。當然若從本研究的調查結果、

近年文獻及當前台灣網路管制政策發展觀之，將來台灣社會或許會繼續朝向放寬

管制網路色情的方向前進，這也預示了未來研究可能有必要針對「網路情色使用

族群（不限男性色情）」，進一步探討支持放寬管制網路色情的行為意願是否亦會

受到媒體內容的預測力與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66
 

總結來說，本研究嘗試透過新科技媒介（網路）的使用角度重新檢視第三人

效果假說在互動色情媒介脈絡中的理論適用性，並探討網路傳播特性與閱聽人主

                                                      
66

 對此，本研究亦嘗試將信度偏低的「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Cronbach's α = .45）與

「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認為他人的性描述接受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一起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顯示自己的性描述接受度（r = .16, p < .001）、認為他人的性描述接受度（r = .14, p < .001）

均可與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呈顯著正相關，亦即自己及認為他人的性描述接受度愈高，

反對政府管制網路色情的意願愈高，第三人效果認知則無顯著關聯（r = .01, p = .803），此一（測

試）結果除了說明預測媒體內容的影響力仍可對後續行為意願產生影響力外，也印證了第三人效

果認知差距並非預測後續行動意願的最佳變項之觀點（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 2000c；羅文

輝等，2011；Lo & Wei, 2002; Lo et al., 2010），更透露出反對（或支持放寬）管制網路色情的行

動意願是未來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可以繼續延伸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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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訊息評價在認知效果到其行為意願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首先，本研究

證實了第三人效果認知在互動環境脈絡中仍有其應用空間，擴展第三人效果假說

的適用廣度，並讓「網路色情」第三人效果研究真正回歸到其「初始的」（網路

的）研究脈絡中；其次，本研究透過檢驗網路傳播特性與閱聽人主觀訊息評價對

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證明色情意涵的複雜性，一改以往研究經常以研究者的

主觀價值判斷色情訊息正負面意涵的缺點，並提醒色情第三人效果研究者正視色

情訊息的多重價值意涵；最後本研究最重要的貢獻是，在色情第三人效果認知與

後續規範行為意願之間提出一個與過往研究不一樣的結果與解釋，說明影響閱聽

人管制不管制的行為意願，最主要的核心因素仍是個人與媒介互動後所形成的價

值選擇，並點出當前實務面色情第三人效果研究應該正視的問題。 

然若從學術知識累積與研究的角度而論，本研究的發現與研究成果應該還只

是第三人效果假說與新科技電子媒介結合的開端，第三人效果假說本身在理論與

方法乃至於實務面上，仍有許多待解決與整合的問題，需要後續研究者持續的關

注，期盼未來研究能繼續為第三人效果假說在新科技媒介上建立更完整的理論體

系，並提供傳播實務界更多應用層面的參考。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網路情色使用者，故本研究採用非機率網路問卷

調查法進行研究。一般而言，以非機率網路抽樣調查所獲得的自願樣本最為人詬

病之處就是代表性不足以及研究結果無法確保外在效度等問題（Hewson et al., 

2003）；換言之，研究結果所能推論的範疇可能僅侷限在本研究所擺放的社群網

站，其他有關非機率網路抽樣常見的問題在此就不再多談，接下來本研究將集中

討論整個研究在研究設計、實際執行、資料分析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限制，再根據

這些討論給予未來欲從事相關研究者建議，並在最後針對當前網路規範的實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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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幾個須關注的重點，供政府官方及管制宣導團體參考。 

 

壹、研究設計的限制與建議 

首先在問卷設計方面，由於「網路色情訊息評價」乃本研究新納入之研究變

項，無法從過去研究中直接找到參考用的題目，故本研究參考新聞報導及相關學

者、文獻對色情議題的討論等資料自行製編量表再依前測結果修訂為正式測量題

項，量表中為避免受試者在填寫問卷時發生反應心向，67本研究亦根據學者建議

設置題數相當的正反向題（邱皓政，2010），但主成分因素分析卻將正反向題萃

取為兩個不同的因素構面（反向題已反向編碼），與本研究原先預期不符，推測

其原因可能為本研究建構題項時正向題是以「整體」為前提，反向題則是以「時

常」為前提，嚴格說來，這兩者並不是兩個完全相反的問法，另一個可能則為「網

路色情訊息」意涵多重，在某些情況下正負面評價是可能同時存在，並不矛盾。

因此最後本研究將之建構為正反兩個不同的評價變項，以致資料分析過程較顯繁

雜，此一結果也說明關於「網路色情訊息評價」的操作型定義，可能還有待未來

研究做進一步釐清。 

在第三人效果認知變項上，本研究為更進一步取得關於「負面影響」的具體

資料，嘗試從過去文獻所統整的「負面效果」著手，但因為關於色情的負面效果

或影響實難找到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使得本研究在決定何謂色情的「負面影響」

之操作型定義時面臨極大的挑戰與困擾，雖然本研究最後決定採用由性別及色情

研究學者所整理的色情「負面效果」（林芳玫，2006，頁 49-66；Lyons et al., 1994），

將題項設計為自己及大部分使用者對「貶抑女性的性描述」之接受度，但如此一

來仍可能會限縮色情「負面效果（影響）」的意涵，使之有所偏倚，也可能使本

研究的部份分析結果無法完全與過往研究相互對應，未來研究若能再進一步克服

                                                      
67

 指受試者具有一種比較固定的作答傾向，例如傾向勾選「同意」或「不同意」、以某種順序形

式答題或習慣性漏答（邱皓政，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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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制，這將會是色情第三人效果或其系列研究的重大突破。 

在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介意願變項上，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有關支持管制網

路色情的測量題項並經前測加以編修而成（羅文輝等，2011；Lo et al., 2010），

而本研究於此亦設置反向題，然主成分因素分析結果卻呈現正反兩個因素構面，

無法單純萃取為同一因素，故本研究只好將其中之一建構為支持管制網路色情媒

介之意願，另一則建構為反對管制網路色情媒介之意願，但因此一構面信度過低

（Cronbach's α = .45），故本研究無法在正式分析中對其做進一步分析。 

此外，在社會人口學變項上，本研究鑒於過去研究的指示（林素真，2009a, 

2009b；胡幼偉，1998；羅文輝，2000a；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等，2011；

Rucinski & Salmon, 1990; Tiedge et al., 1991）僅考量到將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

等人口變項納入分析，但由於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年紀較大的使用者有較支持管制

的傾向，推測其原因除了年紀較大者在思想上較為保守外，同時也可能與其是否

身兼家長有關，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此一部份繼續延伸，加入詢問受訪者

是否具備家長身分及其家中孩子成年與否等的問項，以獲得更深入的分析結果。 

另一項需要提醒後續研究者注意的是，本研究觀察到在量表設計時若設置反

向題，可能會發生信度降低的情形，如本研究「網路色情訊息評價」及「支持管

制網路色情媒介意願」均因設置反向題，而產生量表內各因素構面的信度偏低之

現象（.60 < Cronbach's α < .70）。雖然過去研究亦曾指出相同問題，認為反向題

的設置可能會使量表產生方法效應，以致量表信效度減弱，並提出研究者或研究

審查人員不應完全以是否兼置正反向題來審視量表的品質（葉日武，2008），但

本研究仍不敢斷言反向題是否真的會降低量表的信效度，建議未來研究可持續觀

察反向題對量表信效度所造成的影響。 

 

貳、研究執行的限制與建議 

其次在研究執行方面，本研究採 my3q.com 所提供的線上問卷調查系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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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調查問卷，實務上此系統雖有相當程度的便捷性與實用性，唯 my3q.com 網

站系統並未提供基本用戶相關進階服務（如網頁引導，答案保密等功能），故在

問卷執行期間恐無法做到完全匿名（所有人均可查閱答卷者 IP、填答狀況），建

議未來研究者若欲使用此系統平台須小心謹慎防止重要資訊洩漏，以免造成受訪

者困擾。 

除此，在研究對象的篩選上，本研究雖已事先聲明本次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

成年的網路使用者，但由於網路問卷調查法的填答性質（如無國界限制、自願參

與），以致本研究無法完全掌控受訪者所屬國籍，因此為確保樣本均來自台灣地

區，本研究將回收的 956 份問卷 IP 逐一輸入「台灣網站登錄系統」的 IP 位置查

詢系統進行檢測，以辨別樣本的國別網段，最後剔除掉 209 份非台灣地區 IP 的

問卷。但此一做法仍有掛萬漏一之虞，因為按常理可推知使用非台灣 IP 的網路

用戶仍有可能是台灣民眾，而使用台灣 IP 的網路用戶也有可能不是台灣民眾，

故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若欲在國別上獲得更正確的資料，可於人口變項上追加

國別題項以利事後篩選。 

另外，本研究也因議題屬性及網路調查方法特性，讓本次調查對象男性佔絕

大多數，且教育程度多集中於大專，使本研究的外在效度受到相當大的侷限，建

議未來研究可嘗試針對其他各類型的（尤其是不同性別的）網路色情社群（如女

性、陰陽人、同志、雙性戀、跨性別、戀物、動物戀等）或議題進行檢測，以豐

富新科技媒介的色情研究與第三人效果假說的理論深度與廣度。 

 

参、資料分析的限制與建議 

在資料分析方面，雖然本研究已參照過去研究建議（羅文輝，1999, 2000a, 

2000b, 2000c；羅文輝、牛隆光，2003；羅文輝等，2011；羅文輝等，2012；Lo et 

al., 2010）事先進行所有變項的相關分析，並將可能產生多元共線性的重要變項

分開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但最後仍無法完全避免因非機率網路調查所產生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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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而導致的多元共線性問題（李茂能，2012），本研究僅能輔以其他統計分析

方式（如相關分析、t 檢定等）來多重檢證，以確保分析結果的正確性。未來研

究若欲以非機率性抽樣進行研究，須格外注意執行（多元）迴歸分析時所產生多

元共線性問題，以免誤判研究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網路互動頻率的分析上，本研究所使用的頻率選項雖是基

於過去相關調查報告68及前測受訪者建議加以編修及改良，以「近三個月」為基

準建構而成（等級量尺），但實際測量後發現資訊分享與意見交流的近三個月使

用頻率多半分布在「從來沒有」（偏低），媒介互動則大多集中在「每天及每週至

少一次」（偏高），三種互動類型均有明顯的偏態分布（skewed distribution）情形，

且本研究為了便於相關及迴歸分析的執行，亦參照過去研究作法（洪雅慧，2007；

胡幼偉，1998；羅文輝，1999；羅文輝、程曉萱，2012；Lo et al.,2010）將測量

頻率的「等級量尺」轉為「等比量尺」使用，然上述現象及量尺處理方式均可能

會造成後續統計分析的估算誤差，因此本研究並不排除部份分析結果存在偏誤的

可能性。 

另外，在探討預測影響力、第三人效果認知與行為效應的關係上，本研究礙

於問卷調查工具的限制（自我報告），僅能測量受訪者的行為意圖，仍無法準確

取得關於受訪者實際行為的相關資料，建議未來研究可嘗試透過實驗法或輔佐其

他相關實際行為的具體資料綜合檢視受訪者認知與實際行為之間的關聯。 

 

肆、實務上的思考重點 

綜合調查結果、討論及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針對網路規範政策的宣導實務

面提出以下幾個必須瞭解與關注的重點，供台灣官方及呼籲團體參考： 

（一）年輕世代對規範網路色情的支持意願低：綜合文獻與本研究發現可知，

近年在台灣地區不論是一般青少年或是成年的網路情色使用者，對於政

                                                      
68

 如（〈台灣民眾網路使用頻率〉，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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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呼籲團體推動管制／理網路色情媒介的理念之支持意願均普遍偏低。

因此若政策推廣者（如現行的 TIWF 架構）欲直接透過網路媒介向青少

年或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尤其是大學、研究所）的成年使用者宣

導網路色情的危害，其預期成效可能不高。 

（二）負面宣導手法的效果有限：對成年的網路情色使用者而言，網路色情內

容（負面媒介訊息）所喚起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可能不是來自使用者背

後的保護心理，而是單純來自使用者個人的樂觀偏差或優越感。這或許

透露出政府或呼籲團體若仍欲以強調「網路色情負面效果」為主的媒介

訊息（亦即欲藉由強化預測色情內容的負面影響力及第三人效果認知的

方式），在網路上宣導網路使用安全的重要性，盼能藉此讓成年的年輕使

用者轉向支持並配合政府所推動的網路規範政策，其效果可能相當有

限。 

（三）關鍵在訊息評價與新科技媒介的使用：決定成年的網路情色使用者是否

支持規範網路色情的關鍵，並非使用者對媒介內容影響力的評估或其對

網路色情內容的第三人效果認知，而是其與網路色情媒介互動的頻率、

涉入色情網站的程度及對網路色情的主觀評價。這項研究發現同時也指

出使用者對網路色情的評價與其主動接觸媒介訊息的頻率及涉入程度有

關，並突顯新科技媒介的使用行為對閱聽人訊息價值評估的影響力。從

現實的角度來看，在一個新科技媒介（各類網路化的行動通訊／遊戲裝

置）愈來愈普及的時代裡，想要透過政府或民間團體的宣導來改變使用

者的傳播科技使用行為及對網路色情的評價，進而讓使用者不去接觸色

情，恐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以及 

（四）傳收色情資訊的雙重標準：在網路上傳收色情資訊頻率較高的使用者，

較容易具備雙重標準性格（亦即一種反對限制我，但支持限制他人的心

理），並傾向認為網路色情正負面價值並存，以致最後呈現一種既略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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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管制但又喜好分享色情資訊的矛盾狀態。這也許意謂著較常分享色情

資訊的使用者，可能在某些條件下（也許是不要限制到一般成年使用者，

但可以限制未成年）或多或少會傾向支持政府或呼籲團體所提倡的部份

政策（如網路內容分級制度、平台業者的自律機制）。 

當然，以上關於網路規範實務面的推廣成效僅是研究者針對研究分析結果所

進行的解讀和推論，到底實際的宣導效果會如何，或未來台灣社會是否會繼續朝

向放寬／解放網路色情管制的方向邁進，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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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正式問卷 

【填問卷獎「春秋」】成人情色網站使用行為與態度調查研究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研究所的研究生，現階段正在執行一項有關「成人情色

網站使用行為與態度」的研究調查。本研究調查主要目的是想瞭解「台灣地區民眾」在接觸

網路成人情色資訊時的一些行為與態度，懇請您撥冗數分鐘的時間（約 5 分鐘），仔細閱讀

以下問題並耐心填答，以協助完成本研究調查。當然，依照慣例，您所填答的內容將僅供學

術研究參考，所有資料都會「嚴格保密」，敬請安心作答。真的非常希望您能配合本次的研

究調查，在此向您至上萬分的感謝。 

 

敬祝 各位諸事順利，身體安康！（註：填答問卷者須年滿 18 歲以上） 

 

另外，為了答謝您熱情的支持，本次調查特別準備「10 本」（1 本市值新台幣 320 元）

一劍浣春秋（劍大）的第一本個人著作「AV 春秋：史無前例！最詳盡的 AV 研究報告。」

作為本次調查抽獎活動的贈品，活動將（從有效樣本中）隨機抽出 10 名幸運的得獎者，每

名得獎者均可獲得 1 本劍大的個人著作。欲參加抽獎活動者在問卷填答完畢後，請務必留下

您個人常用的「E-MAIL」，以便進行抽獎及領獎通知作業，詳細的活動相關辦法如以下所示： 

 

1.參與資格：年滿 18 歲以上且曾經上網瀏覽過成人情色或其他相關資訊的網路使用者（限台

灣地區）。 

2.參加辦法：將問卷完整填答後，留下您個人常用的「E-MAIL」即可參加抽獎；為公平起見，

抽獎資格將依參加抽獎活動者問卷送出後，網站系統所記錄的資料及時間為依據，每一名

（IP 及 E-MAIL）身分限填一份問卷。 

3.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2012 年 9 月 24 日止（活動時間仍須視樣本回收情形而定，最晚可延

至 9 月 30 日止）。 

4.得獎通知：本活動將以您留下的「E-MAIL」進行通知（務必再次確認所填電子郵件地址無

誤）。 

5.領獎辦法及作業程序：領獎通知作業將分為兩個梯次，第一梯次將會先以「E-MAIL」（電

子郵件）寄送「得獎通知函」以確認得獎者身份。請得獎者在收到「得獎通知函」後，於

三天內回覆「得獎通知函」，並依通知說明提供正確資料（如取件方式或收件地址）。若未

提供相關聯絡方式或未於指定日期前回覆者，本活動將以「棄權」視之。第二梯次將視第

一梯次領獎作業有無「棄權缺額」之情形，若有將再從剩下的有效樣本中抽出得獎者至領

獎作業完畢（通知方式與第一梯次相同）。 

6.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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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活動獎項寄送地區僅限「台灣本島」，外島及海外地區恕無法配送。 

（2）得獎者不得要求更換獎項或兌換成等值現金。 

（3）活動參與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表示同意接受本活動之相關規範。 

（4）參與者須保證所有填寫資料均為真實、正確，且無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

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如因此致本活動無法通知其得獎

訊息時，本活動將不負任何責任。 

（5）本活動對參與問卷抽獎活動之填答者所留下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敬請安心。 

（6）本活動採自願參與形式，故若不欲參加抽獎活動者可在問卷填答完後直接點選遞交。 

（7）以上相關辦法說明若仍有未盡事宜，本活動保留最終核準與否之權力，包括活動辦法

及注意事項變更／修改或終止本案等。 

第一部分：以下問題是關於您與成人情色網站（如 avno1 網站、各大成人論壇、BBS 站、部

落格或其他相關網站）的互動情形，請您依照您個人實際的使用情況回答下列問題。（以下

網路使用行為亦包含行動通訊網路，如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以及具備網路功

能的掌上型遊戲機或其他通訊網路設備如 Playstation3、Wii、Xbox360 等。） 

 從來

沒有 

過去

三個

月至

少有

一次 

每月

至少

有一

次   

每週

至少

有一

次   

每天

至少

有一

次 

（1）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上網「瀏覽」成人情色文章

或討論？ 

例：avno1 的影片評論、我是好色客、性愛教室、情趣 no1

或其他網路部落客、論壇網友的相關討論等。 

□ □ □ □ □ 

（2）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上網「點選」成人圖文／影

片等的相關連結？ 

例：點擊 avno1 裡的圖文、廣告連結或其他成人情色網站、

論壇的圖文／影音∕檔案下載連結。 

□ □ □ □ □ 

（3）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上網「查詢∕搜尋」成人圖

文／影片的相關資訊？ 

例：使用 avno1.com 的「女優資料庫」、「好片推薦」、各大

搜尋網站、成人論壇或相關網站的搜尋引擎查詢演出

女優、成人影片、出版片商、素人自拍或明星豔照等

相關資訊。 

□ □ □ □ □ 

（4）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上網玩「成人網路遊戲」？ 

例：情色網頁遊戲、情色麻將、野球拳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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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上網「下載」成人圖／影片、

遊戲檔案？ 

例：到成人情色網站下載圖∕影片、遊戲檔案，或使用免付

費網路空間、p2p 軟體下載圖／影片、遊戲檔案等。 

□ □ □ □ □ 

（6）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傳送」成人圖∕影片、遊

戲檔案給他人？ 

例：將成人圖／影片、遊戲檔案上傳至免付費網路空間，

或用電子郵件、MSN 通訊軟體、p2p 軟體進行圖／影

片、遊戲檔案的傳送∕上傳。 

□ □ □ □ □ 

（7）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將網路成人情色資訊「轉寄」

給他人？ 

例：將 avno1 或其他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網站地址、圖

／影音連結、影片下載／購買連結轉寄到朋友個人的

Facebook 收件匣、電子郵件信箱、通訊軟體的離線留

言、手機簡訊等。 

□ □ □ □ □ 

（8）過去三個月內，是否有人曾將網路成人情色資訊「轉

寄」給您？ 

例：將 avno1 或其他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網站地址、圖

文／影音連結、影片下載∕購買連結轉寄到您個人的

Facebook 收件匣、電子郵件信箱、通訊軟體的離線留

言、手機簡訊等。 

□ □ □ □ □ 

（9）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轉貼」網路成人情色資訊

到其他網站？ 

例：將 avno1 或其他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網站地址、圖

／影音連結、影片下載∕購買連結轉貼到各大論壇、BBS

版、部落格、朋友的 Facebook 塗鴉牆等。 

□ □ □ □ □ 

（10）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邀請∕通知」好友到成人

情色網站瀏覽相關資訊？ 

例：介紹朋友到 avno1 或其他情色網站瀏覽相關資訊。 

□ □ □ □ □ 

（11）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被好友邀請／通知」到

成人情色網站瀏覽相關資訊？ 

例：被朋友介紹到 avno1 或其他情色網站瀏覽相關資訊。  

□ □ □ □ □ 

（12）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在成人情色網站上針對成

人議題「留言發表意見」（包含只使用表情符號）？ 

例：avno1 的留言版、討論區、各大成人論壇、BBS 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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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在成人情色網站上「回覆

／回應」某個網友的意見（包含只使用表情符號）？ 

例：avno1 的留言版、討論區、各大成人論壇、BBS 版上

的網友留言。 

□ □ □ □ □ 

（14）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上網「發表並與網友討論」

情色相關議題？ 

例：avno1 的討論區、各大成人論壇、討論網站、BBS 版。 

□ □ □ □ □ 

（15）過去三個月內，您是否曾上「網路情色聊天室」找

人聊天？ 

例：成人聊天室、視訊辣妹等。 

□ □ □ □ □ 

第二部分：以下問題是關於您對「成人情色網站」（如 avno1、各大成人論壇、BBS、部落格

或其他相關網站）的評價與感受，請您依照您個人使用時的實際感受回答下列問題。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沒

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16）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是重要的。 □ □ □ □ □ 

（17）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提供了與我

有關的內容。 

□ □ □ □ □ 

（18）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是有意義的。 □ □ □ □ □ 

（19）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是有價值的。 □ □ □ □ □ 

（20）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提供了合乎

我個人需求的內容。 

□ □ □ □ □ 

（21）在我的網路經驗中，使用成人情色網站是有趣的。 □ □ □ □ □ 

（22）在我的網路經驗中，使用成人情色網站是令人興奮

的。 

□ □ □ □ □ 

（23）在我的網路使用經驗中，成人情色網站具有吸睛的

魅力。 

□ □ □ □ □ 

（24）在我的網路經驗中，使用成人情色網站會令人專注。 □ □ □ □ □ 

第三部份：作為成人情色網站（如 avno1 網站、各大論壇、BBS 站、部落格或其他相關網站）

的使用者，以下請您評估自己與大部分使用者，對相關網站或 av 影片中曾提及的一些性愛

內容的看法。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沒

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25）我個人認為「女性在性行為中被綑綁是愉悅的」。 □ □ □ □ □ 

（26）大部分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也會認為「女性

在性行為中被綑綁是愉悅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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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我個人認為「女性喜歡被動且強迫式的性交」。 □ □ □ □ □ 

（28）大部分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也會認為「女性

喜歡被動且強迫式的性交」。 

□ □ □ □ □ 

（29）我個人認為「女性喜愛在性愛過程中享受被辱罵的

樂趣」。 

□ □ □ □ □ 

（30）大部分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也會認為「女性

喜愛在性愛過程中享受被辱罵的樂趣」。 

□ □ □ □ □ 

（31）我個人認為「女性喜愛在性愛過程中享受被鞭打的

樂趣」。 

□ □ □ □ □ 

（32）大部分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也會認為「女性

喜愛在性愛過程中享受被鞭打的樂趣」。 

□ □ □ □ □ 

（33）我個人認為「女性樂於同時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 □ □ □ □ □ 

（34）大部分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也會認為「女性

樂於同時被多人輪流強迫性交」。 

□ □ □ □ □ 

（35）我個人認為「女性樂於讓男性將精液射在自己臉

上」。 

□ □ □ □ □ 

（36）大部分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也會認為「女性

樂於讓男性將精液射在自己臉上」。 

□ □ □ □ □ 

（37）我個人認為「女性樂於幫男性口交」。 □ □ □ □ □ 

（38）大部分成人情色網站的「使用者」也會認為「女性

樂於幫男性口交」。 

□ □ □ □ □ 

第四部分：以下是一些不同立場的民眾對於「成人情色網站」（如 avno1 網站、各大論壇、

BBS 站、部落格或其他相關網站）之說法，請問您是否同意？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沒

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39）一個開放且健康的社會應容許成人情色網站存在。 □ □ □ □ □ 

（40）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能增進伴侶或夫妻之間的情趣。 □ □ □ □ □ 

（41）時常瀏覽成人情色網站容易使人荒廢學業或工作。 □ □ □ □ □ 

（42）時常瀏覽成人情色網站的人，心理都不太正常。 □ □ □ □ □ 

（43）成人情色網站的內容能激發人類社會的藝術思考與

創造力。 

□ □ □ □ □ 

（44）時常瀏覽成人情色網站容易使人們在與異性溝通時

產生問題。 

□ □ □ □ □ 

（45）成人情色網站的討論內容能增加一般朋友（或同學）

間在日常生活中的聊天話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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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若今日台灣各界人士又開始討論「成人情色網站」（如 avno1 網站、各大論壇、

BBS 站、部落格或其他相關網站）對社會大眾的影響，您是否會採取下列行動？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沒

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46）上網批評主張管制成人情色網站的民意代表。 □ □ □ □ □ 

（47）呼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訂定詳細規範，

管制日益氾濫的成人情色網站。 

□ □ □ □ □ 

（48）加入支持成人情色網站的 Facebook 或其他類似網站

的粉絲團。 

□ □ □ □ □ 

（49）簽名聯署要求學校限制學生使用宿舍或校園無線網

路上成人情色網站。 

□ □ □ □ □ 

（50）說服身旁友人一起拒看網路情色資訊，以示支持管

制成人情色網站之決心。 

□ □ □ □ □ 

第六部份：請留下您個人的基本資料，問卷即將結束。 

（51）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 2.□女 

 

（52）請問您是西元幾年出生？註：請直接填寫出生年份，例如：1994 年。 

 

（53）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及小學以下    2. □國中     

      3. □高中／職          4. □大專     

      5. □研究所以上     

 

（54）欲參加「本次抽獎活動」者，請留下您個人常用的「E-MAIL」信箱（帳號）並確認無

誤，以便通知您獲獎消息。（不參加抽獎者，本題可選擇不答。）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再次感謝您熱心的配合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