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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網路使用現況前瞻亮點趨勢分析 網路服務應用概況 未來策略方向規劃網路基礎邏輯層面



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法

調查地區與對象
全國地區(包括6都和16縣市)，年滿12 足歲以上
(2005年12 月31 日之前出生)的民眾

調查母體
全國地區(包括6都和16縣市)之家戶，共計
8,578,609戶。(內政部2018年10月人口統計月報)

調查期間
107年10月30日起至107年11月29日止，每日
13:30~22:00進行

調查樣本數
採電話訪問方式進行完成份數為3,088份，在95%

的信心水準之下，抽樣誤差為正負1.76%

抽樣設計
使用分層比例隨機抽樣，以全國地區6

都及16縣市為分層依據配置各層樣本數抽取12足
歲以上之民眾為受訪者。

調查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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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法

蒐集來源

委託單位提供數據

國家性研究報告、公開數據，如國發會、NCC

國際性研究報告：如Internet World Stats、
Statista資料庫

創市際自有資源

• IX Survey 網路調查

• comScore網站流量

網路公開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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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亮點趨勢分析

從網路使用行為探討族群輪廓差異

智慧家庭發展的硬體和服務整合應用

網路社群與經濟轉變下的電子商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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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網購多，男性消費高；各族群中，以55歲以上男女網購表現差異小

• 男女性網購使用裝置排序相同，男性用桌機／筆電比率更高、女性則是行動裝置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創市際內部資料(2018/03)

從網路使用行為探討性別輪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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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潮及
以上 55+

整
體

族群網購力表現

男性 n=678 女性 n=712

網購
裝置

桌機／筆電 84.6% 桌機／筆電 78.4%

智慧型手機 55.4% 智慧型手機 63.4%

平板電腦 13.3% 平板電腦 15.9%

男性 n=96 女性 n=148

網購
原因

方便搜尋商品資訊 79.4% 方便搜尋商品資訊 77.3%

容易比價 68.3% 省時／交通成本 74.2%

省時／交通成本 67.0% 容易比價 69.6%

種類很多 65.1% 隨時想買都可以 61.5%

價格便宜 62.6% 價格便宜 57.2%

性別網購行為差異

n=2418 n=2535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從網路使用行為分析55歲以上族群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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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服務使用項目

Z世代
12-23歲

Y世代
24-38歲

X世代
39-54歲

嬰兒潮及以上
55+歲

64.8%21.1% 74.0%
20.5%

65.6%24.2% 55.3%31.5%

4.7 5.4 4.1 2.5 

96.8% 98.6% 93.9%
52.3%

上網時數 上網率

行動電信 ADSL/VDSL

97.9% 99.1% 97.2% 91.7%

70.7% 74.5% 68.2% 48.2%

即時通訊

影音／直播或聽

音樂

網路新聞或資訊

社群論壇／部落

格

電子郵件、搜尋

引擎

買賣／瀏覽購物

理財／付款

網路遊戲

電子書

線上交友

未滿55歲 55歲以上

網路使用行為

n=3088

n=2535

n=2535

n=2535

n=2535

n=2535



智慧家庭是運用物聯網的技術，並實踐於住宅的環境裡，藉以提供智慧化居住空間。換言之，
以網路為帄台將實體物件與實體物件串連起來，即是物聯網的概念。而將物聯網的概念實作
在居家環境裡，即可稱此居住空間為智慧家庭。（王淑卿、王順生、嚴國慶與莊竣龍，2017） 資料來源：創市際內部資料(2018/05)

智慧家庭發展的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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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顯示台灣網民的智慧家庭使用率為三成，但以家居
設備為主。

• 從智慧家庭中具備控制中心的產品＿智慧音箱來觀察，
跟美國20%的數位網路家庭已使用智慧音箱的高普及度
相較下，台灣的智慧音箱使用率和必備產品清單中，都
非智慧家庭相關設備首選。

9.0%
5.6% 5.5% 5.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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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智慧家庭產品使用率

• 約三成網民使用過相關產品
• 53%網民未來有意願使用

複選
n=3055

31.3%
26.5%

11.3% 11.0%
4.3% 6.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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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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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箱

安全監控

智慧家庭必備產品

家庭娛樂 智慧家電

複選
n=3055

https://zh.scribd.com/document/394528027/InsightXplorer-Biweekly-Report-20181130#fullscreen&from_embed


• 行動支付使用率未見明顯成長，但從Apple Pay轉移到LINE Pay

資料來源：TWNIC(2017/09)、本研究電訪(2018)

網路社群與經濟轉變下的電子商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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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34.5%

4.7%

6.8%

12.5%

45.1%

38.9%

24.2%

7.9%

4.5%

3.5%

LINE Pay

ApplePay

街口支付

GooglePay

SamsungPay

支付寶

2017
N=319

2018
N=414

14%
16.3%

2017 2018

行支品牌市占變化行動支付使用率

n=2535n=2244

單選 複選



• 社群直播與分享推薦的特性，使社群不再單純是社交平台

• 而創市際的電子商務追蹤調查也顯示，網民近三個月的網路購物率已經超越實體

資料來源：創市際內部資料(2018/03)、創市際內部資料(2018/05)

網路社群與經濟轉變下的電子商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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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8.1%

Face

Insta

20.1%

6.1%

2.6%

Line

Face

Insta

購物網站

社群媒體搜尋引擎

12.5%

收看商品直播

52.3%

收看商品直播

收看商品直播平台

常用購物平台
網路購物使用率

64.2%

複選
n=1089

複選
n=3055

n=1390

n=1390

n=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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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網路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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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以上個人曾經上網率

個人上網率

*平均每月花費問法為：平均每月行動上網費用？受訪者可能回答包含上網與通
話的月租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10

上網率 無線上網率 行動上網率 無線區域上網率

82.1%

1738萬人

81.2%

1718萬人

77.3%

1637萬人

37.0%

784萬人

￨最常使用裝置：手機(96.8%)、桌機／筆電(66.4%)

￨主要上網地點：家中(94.1%)、工作場所(公司)(38.8%)

￨平均每日上網：4.3小時

￨平均每月花費*：670

元n=2093

n=3088



總數 男性 女性
12~14

歲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歲以

上

北部地

區

中部地

區

南部地

區

東部地

區

金馬地

區*

上網 82.1 83.5 80.7 99.9 94.1 98.5 99.3 98.3 98.3 96.3 96.2 88.0 81.8 63.8 31.1 86.1 82.2 75.8 76.1 78.1

無線上網 81.2 82.0 80.4 94.7 94.1 98.5 99.3 98.3 98.3 95.5 94.4 87.7 80.2 61.9 29.7 85.0 81.4 74.9 76.1 77.5

行動上網 77.3 78.6 76.1 75.5 87.2 95.0 98.7 96.8 96.2 93.5 93.3 82.2 75.2 55.9 26.2 81.5 77.1 71.0 73.7 65.1

無線區域 37.0 37.6 36.5 59.4 50.2 55.9 52.2 48.5 47.7 41.5 41.3 32.0 31.4 21.0 8.6 41.5 34.9 31.9 30.5 43.3

*金馬地區樣本數較少，僅供參考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網民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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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居住地

• 不同性別之上網率差異小，12歲至49歲上網率皆超過九成

複選

單位：%、n=3088



• 12歲以上曾經上網民眾約有1738萬人，曾上網率達八成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曾經上網人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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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12歲 12歲以上 0-100+歲

上網人數 1,289,435 17,375,434 18,664,869

總人數 2,418,459 21,162,374 23,580,833

53.3%

82.1%
79.2%

曾經上網人數推估

單選、n=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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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歲以上近半年使用行動上網/無線區域網路上網

• 近半年使用行動上網人數增加較多，而無線區域網路使用率則下降一成五

個人行動上網/無線區域網路上網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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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5 

11.0 

57.4 

18.1 

非常不滿意

有點不滿意

普通

有點滿意

非常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無線上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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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上網率
77.3%

無線區域上網率
37%

35.3%42.1% 1.8%

其他 2.1%

不使用無線區域上網原因(複選)n=1363

手機行動上網費率是吃到飽 33.6%

已有手機行動上網 22.0%

不方便使用（需註冊、申請） 18.3%

公用WiFi或熱點訊號不佳 11.3%

有資訊安全的疑慮 11.2%

不會使用 8.6%

在戶外時，沒有上網的需求 6.0%

很少出門 5.8%

手機行動上網收訊較佳 3.8%

不常在公共場所停留 3.1%

使用無線區域上網原因(複選) n=1090

手機行動上網經常收訊不佳 30.8%

可以免費使用 20.9%

公共WiFi或熱點上網很普遍好用 19.4%

減少行動上網的流量 18.5%

手機沒有行動網路可以使用 11.2%

有些app不能用行動網路下載 2.9%

測試好不好用 2.9%

手機行動上網費率太貴 2.8%

出國時沒有行動網路使用 2.5%

手機行動上網經常收訊不佳 30.8%

只使用無線區域上網原因(複選) n=54

手機沒有行動網路可以使用 49.7%

可以免費使用 25.3%

手機行動上網費率太貴 19.1%

公共WiFi或熱點上網很普遍好用 15.4%

上網需求量不高 11.3%

滿意度平均 3.8 分

(%)
8.1 

23.7 

13.3 

46.0 

8.9 

非常不滿意

有點不滿意

普通

有點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度平均 3.2 分

(%)

n=2388 n=1144

n=3088

12歲以上無線上網情形



• 亞洲地區中，以日韓上網率最高

• 此處台灣上網率為國際資料來源推估，與本研究調查方式不同，僅作為排序參考

資料來源：Internet World Stats(2017)

全球上網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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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日本 南韓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中國 印尼 印度 美國 英國 澳洲

上網率

亞洲 其他

+5.4% +4.7% -4.3% -5.5% -9.6% -21.6% -25.0% -33.3% -34.2% -53.8% +7.7% +6.8% -0.1%和台灣差異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3.htm#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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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使用裝置占比與本調查差異不大，但有調查時間差異，裝置使用率請以本
調查公布為主 資料來源： Consumer Barometer with Google(2017)

上網使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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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使用裝置

亞洲 其他

2.5 2.8 1.3 2.2 1.6 2.1 3.0 1.1 2.5 1.8 0.8 3.4 3.1 3.2
平均持有
裝置數(個)

• 各國上網使用裝置皆以手機為主

• 開發中國家多以手機為主，已開發國家則是桌機/筆電加上手機跨屏運用

複選

http://www.consumerbarometer.com/


*平均花費僅包含家中使用寬頻上網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家戶上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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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

705萬戶

99.9%

使用寬頻上網

855元*

平均每月花費

3.5 分

滿意度平均

4.1 

11.6 

7.0 

49.9 

20.0 

7.4 

非常不滿意

有點不滿意

普通

有點滿意

非常滿意

不知道/無意見

(%)

連網方式

ADSL/VDSL 58.7%

纜線數據機 19.1%

手機行動上網 10.8%

4G分享器 3.6%

社區網路 0.4%

撥接上網(窄頻) 0.1%

不知道 12.3%

單選、n=3088



*所列品牌/網站參考來自Comscore MMX, Top 100 Properties, Total Audience, 
Oct 2018, Taiwan，以不重覆訪客人數最多之前三名編輯再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主要網站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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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新聞資訊 社群 通訊 購物 電信 金融 音樂 遊戲 教育 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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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基礎邏輯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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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tw/.台灣」註冊數量大幅成長，成長率為553.1%，類型佔比中以「泛用型英文.tw」最多。

網域名稱註冊數量

資料來源：TWNIC統計至2018年12月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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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使用比例

*檢索方式為以月為單位，擷取每個月7日的數字

資料來源：TWNIC統計至2018年12月份 21

台灣IPv6使用比例 單位：%

• 台灣IPv6使用比例為 29.63%，全球排名第6名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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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服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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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率
n=1605

使用率
n=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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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音樂

看節目戲劇

看直播

看電影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內容媒體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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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 79.9%

桌機／筆電 52.0%

平板電腦 21.3%

智慧電視／機上盒 7.9%

使用者輪廓

聽音樂

看節目戲劇

看直播

看電影

72.3%

71.9%

48.8%

46.0%

12.4%

12.2%

6.8%

2.3%

使用情形

使用率 付費率
付費率

14.1%

使用率

88.5%

• 影音、直播等內容媒體使用率將近九成，使用率與年齡呈

現反比

n=2535 n=2243

收看影片
n=1898

複選
n=2535

單選
n=2535



通訊使用率

96.8 %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社群網站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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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歲)

社群使用率

80.6%

總數 男性 女性
12~
14

15~
19

20~
24

25~
29

30~
34

35~
39

40~
44

45~
49

50~
54

55~
59

60~
64

65+

即時通訊軟體 96.8 95.7 97.9 83.8 99.2 100 100 100 100 96.4 96.1 97.4 93.4 92.4 91.6

網路社群 80.6 80.1 81.1 88.9 97.0 97.9 89.6 91.3 91.3 83.5 76.0 74.0 64.1 50.6 46.3

• 通訊與社群網站的使用率皆高，而通訊軟體的使用族群中

性別、年齡差異小

使用者輪廓

單選、n=2535

單選、n=2535

單位：%



資料來源：創市際內部資料(2018/10)、創市際(2018/11)

智慧裝置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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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使用率

35.7%

• 智慧家庭與個人穿戴裝置使用率皆為三成以上，

男性使用者較多

智慧家庭使用率

30.9%
未來有興趣使用

53.0%

未來有興趣使用

37.8%

智慧家庭
促購原因

居家環境更安全

生活更方便

安裝簡單

穿戴裝置
促購原因

行走、運動記錄

價格

可監測心率

n=1061 n=733

n=1598 n=1028

n=871

n=328

使用原因(複選) n=695

生活更方便 43.5%

讓居家環境更安全 42.4%

是未來趨勢 37.2%

系統容易操作 34.6%

家中有長輩，想隨時知道狀況 27.7%

不使用原因(複選) n=733

價格太高 57.9%

沒有需求／覺得不需要 50.3%

擔心個資／隱私外洩 25.6%

系統不成熟 23.1%

不了解相關服務內容 22.1%

想使用項目 n=1023

防災防盜

智慧家居（門鎖等）

家庭照護

https://zh.scribd.com/document/394528027/InsightXplorer-Biweekly-Report-20181130#fullscreen&from_embed


*所列網站參考來自Comscore MMX, Education, Total Audience, Nov 2018, 
Taiwan，以不重覆訪客人數最多之前三名編輯再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

教育應用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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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14%

• 線上學習服務使用率僅佔14%，目前多數是語言

學習的需求，並以12歲至19歲較多

語言 44.8%

考試用教材 18.1%

烹飪 14.9%

科技/程式 9.4%

商業/商管 9.3%

生活應用 6.4%

醫學/護理 5.5%

設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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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輪廓(%)

性別 年齡

男性 女性

1 語言 37.1% 語言 51.6%

2 考試用教材 21.5% 烹飪 24.2%

3 科技/程式 15.7% 考試用教材 15.2%

4 商業/工商管理 13.0% 生活應用相關 6.9%

5 設計 7.1% 醫學/護理相關 6.4%

學習內容

n=2535

複選 n=354

n=354

複選 n=354

教育類網站*
不重覆訪客人數
最多 TOP 3

國立臺灣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iceTube《看影
片學英語》



平均每月花費

2418元

63.9%
有買東西

*65歲以上樣本數過少，建議參考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創市際(2018/03)

電子商務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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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64.2%

• 女性更愛網購，而男性消費金額較高

• 較常網購項目為服裝配件

14.5% 
有賣東西

性別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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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 賣東西% 平均月花費(元)

較常購買產品 n=1621

1 服裝、配件 45.7%

2 廚具、衛浴、清潔 25.7%

3 食品、飲料、餐券 21.5%

4 電腦、電腦週邊、軟體 18.2%

5 家電、視聽、電玩 16.7%

6 書籍、文具、DVD 13.1%

7 美妝、保健 12.8%

8 鞋子、包包 9.5%

n=2535 n=1500

n=2535 n=2535

n=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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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略方向規劃

方向一：網路影音優勢強化

方向二：電子商務質量提升

方向三：智慧家庭發展建構

方向四：網路學習拓展活化

28



資料來源：國發會、世界經濟論壇(2018)

台灣網路環境完備，競爭力躋身國際

29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
力評比，台灣資訊科技
完備度

台灣IPv6使用比例為為
29.6% (2018-12-31)

全球排名

第6名
全球排名

第25名

個人上網率與家戶上網
率皆超過八成，為亞洲
地區前段班

82.1%

80.9%
家戶上網率

個人上網率

經濟部統計每年台灣電
子商務每年持續成長

2212億
年營業額

年增率

12.3%

https://www.ndc.gov.tw/cp.aspx?n=72ADEAFA0A32E316&s=78EF83E97DDD5AAC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7-2018/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E2%80%932018.pdf


台灣網路課題—提升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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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40.1

35.6

62.4

60.7
22.5

41.6

14
30.9

80.6

88.5

電子商務

知道率

使用率

社群與內容媒體使用率與黏
著度佳，強化優勢是關鍵

經濟應用活絡，仍待質與量的
持續提升

創新概念接受度高，加上
ICT產業發達背景，等待
軟體與服務落實應用

學習商機！教育應用需
求大卻使用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數位時代

方向一：網路影音強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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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 88.5%

付費率 14.1%

• 積極防治及取締盜版

• 鼓勵與扶植本土內容

• 在地特色強化，自製劇或IP劇搶灘

• 以優惠行銷手段吸引使用者，建立使用者付費觀念

• 跨界產業結盟開創藍海

• 相關產業結盟創造雙贏

內容媒體的使用率高，但
付費率低，根據資策會，
推估，盜版使產業一年損
失283億元。

79.9%
觀看盜版*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661/ott-industry-in-taiwan-netflix-iqiyi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經濟部統計處*、數位時代**、國發會***

方向二：提高電子商務含金量

32

• 積極把關網路交易，增加資安防護、降低詐騙

• 持續推動行動支付普及***

• 本土品牌扶植

電商數位經濟活絡，但質與量仍有提升空間。

• 發展跨境購物，增加外銷機會

• 結合科技應用、增加購物體驗，如AR、 VR

• 結合社群與內容媒體導購

• 監控瀏覽或銷售大數據，即時上下架反應好或不好

的商品，並進行銷售策略或行銷活動的調整

電商使用率
64.2%
重度使用者網購
超越實體購物

• 2016年我國零售業電子商務營業額

2,212億元，年增率12.3%，卻只佔零

售業5.4%*

• 電商是少數本土商較茁壯的產業

• 電商環境營收高但獲利低**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9&html=1&menu_id=18808&bull_id=5430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0271/taiwan-ec-platform-financial-performance-2018-1h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C6EB8EE1D1A05161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內政部*

方向三：智慧家庭－友善高齡與智慧音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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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友善
高齡環境 發展華文

智慧音箱

• 現狀：

• 65歲以上的上網率驟降

• 家戶上網率超過八成，但智慧家庭使

用卻未發展

• 打造友善高齡環境為社會課題

• 語音控制是老年人口接觸網路的

捷徑

• 結合智慧監測、穿戴裝置，著重

健康照護和安全監控面向

• 華語文的語音助理市場發展

• 電商發展入戶

• 善用社群媒體結合影音、AI科技，打造科

技融入並提升生活的情境

智慧音箱的供應鏈中台
灣廠商為要角，但市場
無領導產品、使用者也
少。

https://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type_code=02&sn=13723


資料來源：本研究電訪(2018)、國發會*

方向四：網路學習活化並擴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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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教育應用使用率14%

• 主要使用族群為10世代的學生，
學習內容以語言為主

• 應用數位科技落實雙語國家政策*，開創教育應用新媒體

典範

• 鼓勵不同族群所需的技能或興趣的學習發展

學習需求高但使用率低，需
破除正式學習和學歷目的的
學習外，增加技能學習的內
容也能增加使用率

• 結盟社群與內容媒體內容，提高教育應用曝光度與吸

引度

• 運用新興科技如AR、 AI 、直播等，創造更多學習體

驗

• 發展在地化內容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B2F95FF15B21D4A&upn=5137965B2A81A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