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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電話訪問
非偏鄉1067

偏鄉507份

手機電話訪問
1081份

深度訪談
產官學界共6位專家學者

次級資料蒐集
世界經濟論壇、Digital 2020、

國發會、NCC、TWNIC等

調查方法

網路調查
1067份

全國地區12歲以上民眾

雙
底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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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網路使用現況網路基礎建設

上網率

83.0%

1761萬人

無線上網率

79.3%

1683萬人

n=2209

行動上網率

77.0%

1635萬人

無線區域上網率

27.3%

579萬人

上網使用裝置：手機(82.9%)、桌上型電腦(31.5%)、筆記型電腦(29.5%)

平均每月花費*：686元

(n=1702)

＊平均每月花費問法為：請問您主要的行動上網服務平均每個月費用大概是多少？受訪者可能會

回答包含上網與通話的月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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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網路使用現況網路基礎建設

家戶上網率

82.8%

731萬戶

使用寬頻上網

99.9%

主要連網方式

20.8%

ADSL/ VDSL

滿意度平均

3.9分

＊滿意度平均分數由五等量表計算而來，方式為將選項給予1-5分的權重，如非常滿意為5、有點

滿意為4、普通為3，以此類推計算出平均分數。

4.8%

20.1%

59.9%

3.9%

9.6%

1.8%

無反應

非常滿意

有點滿意

普通

有點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n=2209

家中可連網方式

手機行動上網 91.3%

ADSL/VDSL 49.1%

纜線數據機 25.3%

4G分享器 11.8%

撥接上網 0.1%

無反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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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應用服務內容應用層面

◆ 民眾使用的網路服務前五名為「即時通訊」（14.2%）、「社群媒體」（13.0%）、「影

音娛樂」（11.1%）、「收看新聞生活資訊」（9.7%）及「電郵搜尋」（9.5%），顯示

民眾平常晚上多進行訊息傳遞、資訊交換與休閒娛樂等網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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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59.6%的民眾曾在網路上購買東西，平均消費金額為3,217元，平均網購金額較去
年（2019年）成長，增加556元

◆ 使用行動支付的比例較去年成長，增加0.8個百分點，為歷年來的高點，為25.8%

2418
2661

3217

2018(n=1500)                  2019(n=1177)                 2020(n=1103)

單位：元

網路購物金額

14.2%
16.3%

25.0%

25.8%

2017(n=2244)     2018(n=2535)    2019(n=1903) 2020(n=2209)

(單選題)

行動支付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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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近三年所占比例最高的行動支付工具依序為：「LINE Pay」（57.9%）、「Apple 
Pay」（41.7%）與「街口支付」（17.5%）

◆ 女性的使用比例高於男性，年齡的部分則以20-44歲的民眾，有比較高的使用機率

行動支付使用工具 行動支付使用者輪廓

13.4%

34.5%

4.7%

6.8%

4.5%

0.0%

3.8%

45.1%

38.9%

24.2%

7.9%

2.5%

0.0%

2.5%

50.8%

41.7%

18.4%

5.4%

6.1%

8.3%

5.6%

57.9%

31.6%

17.5%

9.4%

9.1%

6.2%

3.4%

0.0% 20.0% 40.0% 60.0%

LINE Pay

Apple Pay

街口支付

Google Pay

台灣 Pay

全聯PX Pay

Pi行動錢包

2017(n=319)

2018(n=414)

2019(n=479)

2020(n=478)

(複選題)

25.8% 24.3%
27.2%

1.6%

12.6%

35.3%
45.2%

47.0%
39.4%

32.2%
26.5%

20.2% 12.7%
13.7%

4.1%

行動支付使用者輪廓
(n=1852，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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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影音媒體使用率為77.0%，使用內容以「聽音樂」的比率最高，為89.3%，其次為
「看影片、電視節目、戲劇」（82.2%）、「看電影」（62.4%）與「看直播」
（56.6%）

◆ 節目戲劇，以女性使用比例高於男性，年齡12-29歲的使用比例較高；在看電影及
直播的部分，則以男性的使用比例高於女性

89.3%
88.9% 89.7%

96.1%
94.8%

99.6%

92.7% 88.7% 86.4%
86.8%

92.0%

79.8%

84.7%
85.6% 83.7%82.2%

79.5% 85.1%
85.9%

92.4%
96.4%

92.8%

85.8% 84.5%
80.4%

77.8% 75.0%

65.2%
71.5% 67.3%

62.4%
66.7%

57.7%

80.3%

74.6%

81.1% 82.7%

72.7%

68.7%
65.5%

48.2% 44.7% 42.1%

34.6% 36.3%

56.6%
61.3%

51.6%

35.7%

64.7%
59.0%

55.9% 54.5%
62.4%

57.0% 52.0%

57.0% 56.9%
61.1% 60.4%

聽音樂 看節目戲劇 看電影 看直播 (n=1428，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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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民眾使用內容媒體觀看的

節目類型，以「戲劇、連

續劇」的比例最高，為

53.7%

◆ 今年度的「新聞」收看率

大幅提高至52.5%，可能

受COVID-19疫情影響，

民眾增加使用媒體觀看新

聞的比例

59.5%

21.7%

13.7%

11.2%

0.0%

7.9%

7.7%

6.3%

9.1%

64.8%

21.5%

21.5%

24.0%

3.4%

11.8%

9.9%

8.2%

7.8%

53.7%

33.9%

45.0%

52.5%

18.4%

23.5%

24.6%

21.9%

24.4%

戲劇、連續劇

綜藝節目

音樂 MV

新聞

財經

網友自拍影片

運動或賽事

遊戲相關

卡通動漫

2018(n=1824)

2019(n=1434)

2020(n=1426)

(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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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半年是否有付費收看收聽娛樂活動，整體有付費的比率為22.5%
◆ 玩線上遊戲民眾的比例為46.2%，其中有花錢玩遊戲的比例為28.7%，平均每月花費
的金額3,190元，中位數為500元

◆ 使用族群中男性比例高於女性，年紀愈輕的受訪者，玩過線上遊戲的比例愈高

線上遊戲使用者輪廓

46.2%

52.0%

40.2%

94.0%

81.1%
74.7%

69.3%

50.4%

56.8%

44.4%
41.5%

29.5%
20.8%

14.4% 13.2%

線上遊戲使用者輪廓
(n=1852，單選題)

77.5%

12.2%

12.1%

11.1%

1.5%

近半年都沒有付費

聽音樂

看電影

看影片、電視節

目、戲劇

看直播

(n=1426)

近半年付費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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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 96.0% 95.3%

78.4%

95.6%
90.7%

98.1% 96.8% 96.7% 98.8% 98.5% 95.8% 94.6% 97.4% 95.0%

80.1% 80.1% 80.3%

87.9%

97.8% 96.9%

93.4% 93.0% 91.4%
86.3%

78.0% 76.9%

65.4% 64.2%

39.3%

有使用即時通訊 有使用網路社群

(n=1771) (n=1484)

(複選題)

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Facebook」的比例最高，為94.2%，較去年（2019年）減少4.7個百分點，其次
為「Instagram」（39.2%）與「Twitter」（6.4%）

◆ 通訊軟體使用率高達95.6%，使用族群中性別、年齡沒有太大的差異（12-14歲使用
率較低）；社群網站的使用率為80.1%，12-39 歲的使用率較高，高達九成以上

社交應用使用者輪廓

98.5%

38.8%

5.1%

98.9%

38.8%

5.6%

94.2%

39.2%

6.4%

Facebook（臉書）

Instagram（IG）

Twitter（推特）

2018(n=2044)

2019(n=1514)

2020(n=1484)

(複選題)

社群媒體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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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閱讀電子書」及「線上學習」的

比例各佔了31.8%與26.3%
◆ 「閱讀電子書」的民眾輪廓，以男

性、年齡介於12-14歲及30-39歲、

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居住於北
部地區的民眾所占比例較高

◆ 「線上學習」的民眾輪廓，以女性、

年齡介於15-29歲、教育程度為大
學及以上、居住於東部地區的民眾

所占比例較高，顯示為距離都會區

較遠的地區，使用線上學習的比例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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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 經濟應用 娛樂應用 社群使用 教育應用 資訊安全

◆ 61.6%民眾擔心自己隱私在網路上

被侵犯
◆ 61.5%民眾擔心民間企業侵犯自己

隱私

◆ 55.6%民眾擔心政府侵犯自己網路
上隱私

◆ 綜整顯示民眾對於網路上的資訊安

全仍存有疑慮
◆ 資訊安全是「安全」與「便利」的

取捨，影響到個人資料的隱私權，

將持續為使用網路服務中的重要議
題

61.6%
55.6%

61.5%

33.3%
37.8%

31.8%

5.1% 6.6% 6.6%

自己隱私在網路上被侵犯 政府侵犯自己網路隱私 民間企業侵犯自己網路隱私

無反應

不擔心

擔心

(n=2209，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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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偏鄉較偏鄉擁有較充足的資源可供上網，

包含整體可上網率及可使用上網設備與裝置

資源擁有程度的差異

非偏鄉民眾使用與工作及生活便利性相關服務

比例高於偏鄉

休閒娛樂方面的網路使用內容沒有顯著差異

網路應用內容

偏鄉負擔比略高於非偏鄉，可能與網路使

用習慣有關

上網費用負擔比

數位落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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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 69.8%

非偏鄉曾上網比例

數位落差分析

偏鄉曾上網比例

曾經上網比例



19

數位落差分析 近半年個人上網情形

上網率

非偏鄉82.2%

偏鄉56.0%

無線上網率

非偏鄉n=1076

偏鄉n=507

行動上網率 無線區域上網率

非偏鄉上網使用裝置：手機(98.4%)、桌上型電腦(41.7%)、筆記型電腦(35.0%)

偏鄉上網使用裝置：手機(99.4%)、桌上型電腦(33.6%)、筆記型電腦(20.3%)

非偏鄉平均每月花費*：653(n=808)

偏鄉平均每月花費*：736(n=331)

＊平均每月花費問法為：請問您主要的行動上網服務平均每個月費用大概是多少？受訪者可能會回

答包含上網與通話的月租費。

非偏鄉78.0%

偏鄉54.0%

非偏鄉73.9%

偏鄉52.1%

非偏鄉29.4%

偏鄉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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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分析 近半年行動/無線區域上網

非偏鄉 偏鄉

◆ 非偏鄉：使用行動上網的比例為75.1%，使用無線區域上網的比例為29.5%
◆ 偏鄉： 使用行動上網的比例為65.3%，使用無線區域上網的比例為22.5%

0.8%

行動上網率

75.1%

無線區域上網率

29.5%

n=1076

28.6%

其他:2.8%

46.5% 0.4%

行動上網率

65.3%

無線區域上網率

22.5%

n=507

22.1%

其他:1.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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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分析 家戶上網率

家戶上網率

非偏鄉 83.0%

偏鄉 70.6%

使用寬頻上網

非偏鄉 99.7%

偏鄉 100.0%

主要連網方式

非偏鄉 52.6%

偏鄉 75.0%

手機行動上網

滿意度平均

非偏鄉 3.9分

偏鄉 3.9分

＊滿意度平均分數由五等量表計算而來，方式為將選項給予1-5分的權重，如非常滿意為5、有點滿意為4、

普通為3，以此類推計算出平均分數。

非偏鄉 n=1076

偏鄉 n=507

5.9%

22.4%

55.2%5.2%

9.3%

2.0%

無反應

非常滿意

有點滿意

普通

有點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非偏鄉

7.2%

16.9%

60.8%

1.4%

10.8%

3.0%

無反應

非常滿意

有點滿意

普通

有點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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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分析 網路應用服務內容

◆ 非偏鄉民眾使用與工作及生

活便利性相關服務比例高於

偏鄉

◆ 休閒娛樂方面的網路使用內

容沒有顯著差異

30.6%

34.5%

40.4%

40.6%

45.4%

60.8%

75.8%

77.3%

77.6%

81.1%

82.5%

95.3%

23.0%

20.5%

21.9%

29.4%

40.7%

52.6%

54.2%

70.5%

82.4%

68.4%

72.6%

95.0%

線上學習

閱讀電子書

繳費付款

工作/業務需要

網路遊戲電玩

買東西

電郵、搜尋

收看影音娛樂

瀏覽使用社群網站

瀏覽/觀看新聞資訊

收看網路新聞或生活資訊

即時通訊

偏鄉(n=354)

非偏鄉(n=903)

(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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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影響

◆ 在台灣民眾的網路使用行為上，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行為並沒有因為COVID-19疫
情的關係而顯著增加

◆ 因為疫情關係而增加使用頻率的前三名分別為：「餐飲外送」，增加36.5%，其
次為「線上學習」（25.1%）及「瀏覽網路新聞」（19.0%）

12.4%
17.9%

14.6%
19.0%

10.4%

25.1%

14.9%
10.8%

36.5%

8.2%
4.9%

2.1% 1.4% 1.3% 2.1% 3.9% 7.8% 4.8%

79.1%
76.7%

82.7%
79.0%

87.9%

72.4%

81.2% 81.4%

58.7%

0.2% 0.4% 0.7% 0.6% 0.3% 0.4%

網路購物(n=1103) 行動支付(n=478) 娛樂活動(n=1426) 網路新聞(n=1587) 網路社群(n=1484) 線上學習(n=487) 電子書(n=589) 網路遊戲(n=855) 餐飲外送(n=619)

增加 減少 沒有改變 無反應

(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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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OVID-19檢視台灣業務虛擬化能力

◆ 消費行為方面，上網「買東西」與使用「行動支付」比例因為疫情而增加，

各增加12.4%及17.9%，可能民眾因為疫情關係，減少外出與避免與他人

有實際接觸

◆ 使用行動支付的部分，觀察歷年調查結果，今年的使用行動支付的比例較

去年成長，為歷年來的高點

◆ 因為疫情關係採用「居家上班」的民眾約有一成左右，性別為女性、教育

程度為大學及以上、職業為私部門管理及專業人員、居住在北部地區的民

眾使用哪些方式在家上班，其中以「e-mail連絡事情」的比率最高，為

70.7%，其次為「連線會議討論」（62.6%）、「電話連絡」（55.2%）、

「透過VPN連網處理公務」（43.6%）與「通訊軟體連絡」（11.6%）



26

9:115.9% 10.8%

三倍券

紙本與數位化領取比例因疫情在家上班比例網路購買口罩比例

從COVID-19檢視台灣業務虛擬化能力

◆ 大部分的台灣民眾仍然選擇以實際的行為處理日常生活的業務
◆ 顯示台灣在網路業務虛擬化的能力上似乎仍有進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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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OVID-19檢視台灣業務虛擬化能力

COVID-19將全球企業數位

通信策略平均速度提高6年
美國通訊雲端服務科技公司Twilio調查

COVID-19扮演催化劑
加速數位轉型的步伐及

考驗企業的應變能力

危機感有助於台灣數位轉

型之發展
業界因著數位轉型的改變，同步提升

了對於網路資源軟硬體設備的需求

日本的數位轉型投資

額預估增加15.8%
2020年

對數位轉型樂觀其成
政府積極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

型，以及民眾對新科技與新消

費模式保持開放態度

「2個月疫情變化可見

一般數位轉型2年成果」
微軟執行長Satya Nadella

改變工作及生活文化
以數位方式來服務

取代實體的遞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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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洞察

⚫ 台灣民眾以手機為主要上網裝置，上網時段集中於18:00-
23:59之間，其主要進行訊息傳遞、資料交換與休閒娛樂等
網路活動。

⚫ 持續挹注符合偏鄉需求的數位協助，提供平等的數位機會外，
還需要透過網路資源以改變偏鄉地區之社會及經濟的生活。

⚫ 台灣民眾日常生活受COVID-19疫情影響有限，顯示此次疫
情在台灣控制得宜，民眾日常生活受到衝擊有限。

⚫ COVID-19為台灣數位轉型之催化劑，疫情危機感有助於台
灣數位轉型之發展，政府與企業應積極規劃並推動各級產業
數位轉型。

⚫ 高度網路使用所帶來民眾對於資訊安全的疑慮，不論政府或
民間都應該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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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我國在此次COVID-19疫情控制得宜，研究發現我國企業在數位轉型上未有立
即之急迫性，也因而放緩業務虛擬化腳步，COVID-19疫情可以視為我國在推動
業務虛擬化能力的催化劑，在後疫情時代我國企業的數位轉型發展、與政府政策
協助推動的策略，也勢將成為全球性之共同議題，我國應如何面對與因應。

2. 數位轉型與虛擬化能力之建構，對於網路資訊安全的問題更引發網路使用者之重
視，從政府之政策作為、企業積極防治、至民眾資安素養提升缺一不可。在政府
和企業建構數位國家與社會同時，如何謹慎使用民眾個資、以降低資安疑慮，並
取得信任及善盡保護之責，是在建構數位化國家、社會所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
我國應如何面對與因應。

3. 台灣網路基礎設施漸趨完備，對於偏鄉之網路推動應著眼於創造數位機會，提供
偏鄉民眾以網路應用服務來發展社區，未來偏鄉地區的網路服務發展重點為「數
位協助」，即透過網路科技創造偏鄉民眾的數位發展可能性，不因所處地域之差
異，應推動以網路鏈結全國，善用網路服務以創造更多偏鄉地區的數位發展機會。

焦點座談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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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