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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因科技進步神速，受到社群媒體的影響，也推動了現今社會中社群商務

的普及性，有許多人喜歡藉由臉書、Line 社群及或上其他平台以進行購物。因本

主題的研究，本組看到諸多社群購物的相關論述，也發現人們有模仿的特性，並

常在追求時尚的過程來滿足自己需求。因此得知消費者為了從社群商務網站獲取

到最新資訊與流行，常會持續參與或瀏覽相關的社群商務網站，也因這股風潮，

更造成社群商務的普及性及重要性。 

 

一、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現今網路資訊發達的年代，隨時可上網的便利性使然，

消費者利用 Facebook、Line 以及其他網路平台購物，也已經成為了現代人們不可

或缺的資訊共享平台，目前除了傳統店面外，愈來愈多網路商店不斷擴展中，也

讓消費者能選擇自己所需的購物平台。 

 

    到目前為止已有多數網路拍賣業者、購物網站、企業紛紛使用Facebook的粉

絲專頁作為行銷工具，推出各式各樣的行銷活動吸引社群網路使用者加入粉絲專

頁以增加人氣與購買意願，而因Line的普及性，也有愈來愈多的廣告出現在Line

的即時訊息中，對市場行銷均有正面的成果，本組成員均是社群商務的使用者，

也會利用社群商務進行購物，而消費者對於自己有興趣的粉絲專頁是否有足夠的

信任度與忠誠度，是否有網路購物的風險？以上諸多論述，引發本組想研究此主

題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高中職生常透過手機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FB 以

及其他購物網站，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及手機隨時上網的普及性，本組擬定研究

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高中職生對於網路的接觸程度、是否有網路購物的經驗。 

 (二)探討高中職生對於購物平台的認知、使用情形、是否有無影響購買意願。 

   (三)探討高中職生會因為那些因素而影響消費模式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資料法以及問卷調查法。首先蒐集本研究

要探討的議題之相關資料，並且整理社群商務的議題，也依據文獻整理出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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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為了瞭解高中職生對於社群商務的了解及看法，及對於網路購物的影響，

我們以網路資料彙集加以更改，並且探討社群商務所做以不同的行銷策略之建議

來編輯做出屬於我們的研究論文。 

 

 

四、研究流程圖 

 

 

 

 

 

 

 

 

 

圖 1、本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在網路購物的影響下，消費者的意願因素有產品的品質、交易的安全、價格、

網站所提供的服務等因素，我們可以針對這方面來研究如何讓消費者增加購買的

意願以及對產品的售後服務品質。 

 

(一)社群商務的定義 

 

   社群商務可以透過網際網路來搜尋、網路行銷、物品銷售、資訊服務、報章

雜誌購買之行為，消費者透過購物平台可以簡單又方便的操作購買，也可以減少

傳統商店人力、設備與店面等實體成本，也透過社群網站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

透過人傳人的訊息來提升知名度。 

 

(二)社群商務的研究分析 

 

依我國而言，顏宏旭、方之光（1999）研究網路購物現有與潛在市場之消費

行為及偏好，提出下列結論： 

 

 (1) 未來一年有意願上網購物者，不曾上網購物的原因是因為顧慮網路交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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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質及退換貨問題。 

 (2) 因為消費者擔心交易安全及產品品質，因此目前適合在網路上交易的商品為

低單價且品質固定之標準化商品。 

 (3) 產品品質、節省時間、價錢、手續簡便、售後服務是網友最重視的購物因素，

反之品牌知名度不受重視。 

 (4) 網路購買書籍的消費行為與每月收入有直接關係，收入高者購書比例高於收

入低者。 

 

(三)社群商務拍賣與實體商店的差異 

 

    由於現代網際網路的出現，從剛開始的人與人間的互動，也漸漸取代了實體

店面而轉化為虛擬社群，虛擬社群主要是以傳遞一些相關新訊息，方便讓消費者

可以閱讀所張貼的訊息，也因此形成一個交流、分享興趣的虛擬社群。 

 

    社群網站的經營目標是為了建立在與消費者有良好的信任與忠誠度，在社群

商務上會有提供一些相關服務以及互動性高，也具備了有特色。對於社群網站主

要為了讓消費者有情感的交流，因此社群網站具有創新與風險承擔的特質。 

 

(1)實體商店 

在實體商店中對整體而言，實體商店比網路商店對民眾更有保障，就現

在來講消費者會親自到店挑選，一定是有意願才會購買，品質看得到摸得到，

而網路商店是依照賣家給的照片及敘述，因此無法保證商品的品質；而實體

商店一定是買家親自確認品質，對這項產品才有足夠的信心，若對此產品有

任何的疑問馬上得到商家給的回覆。 

 

(2)社群商務 

在社群商務中，我們可以透過網路點選即可輕鬆購物，便利、快速又符

合現代大眾的需求，網路店鋪租金的問題也不需擔心，但是消費者往往只看

到商品的一面，基本上賣家會把產品拍得很好看，在上傳供買家欣賞，但是

在社群商務上購買也有一些缺點也有可能收到瑕疵品、有破損。因此在社群

商務上購買商品時需要先對此產品的了解，在下訂單以確保你的安全及保

障。 

 

(四)社群商務平台優缺點 

 

   (1)消費者經營者方面優點 

1. 網路購物的商家隨著科技的進步，不需要實體店面，則可省下店面租

金及人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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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購物能24小時營業，消費者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則可提升顧客

來源的消費。 

3. 由於網路能即時更新，消費者能隨時知道最新訊息，能搶先訂購。 

4. 網路購物對不出門的消費者而言是最好的購物管道，能節省時間，降

低購物成本。 

5. 大規模網路購物店一定有其產品資料庫，具檢索功能，只要輸入關鍵

字，消費者就能輕鬆搜索自己想要的產品。 

 

    (2)消費者經營者方面缺點 

1. 網路店家不能營造出百貨業者的舒適購物的環境。 

2. 消費者付款其間，如被駭客入侵，會造成自身的網路購物與消費者間

的誠信損失。 

3. 由於網購主要輸入個人資料，以及以信用卡付款，因此涉及網路交易

安全性的問題。 

4. 由於對於有形的產品，不能實地觸摸感受其實體，來決定購物與否。 

5. 由於懂得設計網頁及程式設計的人就能成立一個購物網站，容易被不

肖份子詐騙，加上沒有店面，無法判斷其信譽度及可靠度。 

 

二、研究架構圖 

 

 

圖 2、本研究架構圖 

 

三、問卷結果與統計分析結果 

本研究是採用文獻探討法及問卷調查。在樹德家商發放問卷調查，共發

放張數為200份，有效問卷共為180份，由此問卷我們希望能了解高中職生對

社群商務的購買意圖，以Excel為工具進行彙整與統計分析，利用統計圖表

社群商務
購買意圖 

購買者特性 

購買者認知 

購買者對社群商務
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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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個研究因素之間的影響，以下摘錄本組研究及整理的統計分析圖。 

 

 

(1) 樣本性別分析 

 

    根據這次的性別研究上發現女生

佔 61%，男生佔 39%，因本組在學校隨

機發放問卷，有意願填寫問卷的女生樣

本數高於男生。 

 

圖 3、性別分析圖 

(2) 樣本年級分析 

 

    根據這次的年級樣本分析,一年級

佔 51%，二年級佔 5%，三年級佔

44%，。 

 

圖 4、年級分析圖 

 

 

(3) 購物時所花的費用分析圖 

 

    根據這次的購物所花用的費用來

看，父母親給的佔 50%，打工佔 25%，

私房錢佔 16%，其他佔 9%，由此可知，

大多數的人購物費用都是父母親所給

的較多，而打工的費用佔父母親給的一

半，其他反而佔的比較少。 

 

 

圖 5、購物時所花的費用分析圖 

 

(4) 平均購物所花的時間分析圖 

 

    根據這次購物所花的時間來看，一

小時以下的佔 57%，1~2 小時佔 24%，

2~3 小時佔 14%，3 小時以上佔 5%，由

此可知，會花一小時以下的人數佔比較

多，在這可以知道大多數人在購物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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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並不長。 圖 6、平均購物所花的時間分析圖 

 

(5) 個人每月零用錢分析圖 

 

    根據這次每個人的零用錢都不一

樣，這張圖可以知道 1000 以下的佔

60%，1500~2000 的佔 24%，2000 以上

佔 16%，由此可知，可以發現每個人家

庭所給的零用錢都不同。  

圖 7、個人每月零用錢分析圖 

 

(6) 至臉書、Line 購物的頻率分析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至少會用一次有

38 人，1~3 天有 11 人，3~5 天的有 10

人，超過一星期的 22 人，其他的有 27

人，由此可知，至少一次、一個星期、

其他所佔的頻率都差不多，反而 1~3

天跟 3~5 天所用的頻率較少。 

 

圖 8、臉書、Line 購物的頻率分析圖 

 

(7) 空閒時較常逛的商城分析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大家所常逛的露

天、蝦皮商城所使用的人數較多，而超

級、臉書、Line 是佔比較中間，反而淘

包比較少人購買，由此可知，大家比較

喜歡到露天購物的比率較大。 

 

 

 

圖 9、空閒時較常逛的商城分析圖 

(8) 會因什麼因素選擇網購分析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透過這些的調查

可以知道通常會選擇網路購物大多數

的人會覺得網路購物是個很便利、商品

也多樣化也方便挑選的地方，與網路購

買意願具有顯著相關。  

圖 10、會因什麼因素選擇網購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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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務態度會影響我的購買意願 

 

    經過分析後發現，有 61%會選擇服

務態度好的而去購買，相對的如果態度

不好就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圖 11、態度會影響購買意願分析圖 

 

(10) 網路賣家對財務安全的重視會影

響我的購買意願 

 

    經過分析後發現，有 56%的消費者

會同意重視個人的財務安全是很重要

的，如果沒有重視消費者的財物安全也

就會影響購買的意願。  

圖 12、網路賣家對財務安全的重視會

影響我的購買意願分析圖 

 

 

(11) 未來我會繼續在臉書、Line、蝦皮

購物 

 

    有 14%的人不同意，由此可知，消

費者會繼續支持網路購物。 

 

圖 13、我會繼續在臉書、Line、蝦皮購 

      物分析圖 

 

(12)特價商品我會考慮購買 

 

    經過分析後發現，有 80%的消費者

會因為特價商品而有所提高購買的意

願。 

 

圖 14、特價商品我會考慮購買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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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相同物品的性質我會選擇在社群

網站購買 

 

    經過分析後發現，有 74%的消費者

會覺得相同的性質會選擇在網站購

物，由此可知，網路購物對消費者而言

很方便讓消費者購買。  

圖 15、相同物品的性質我會選擇在社 

       群網站購買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目前網路拍賣業者、購物網站、Facebook的粉絲專頁等行銷工具極盛行，

本組成員及週遭的親朋好友也是這些社群商務的使用者，手機隨時上網的普

及性及方便上網瀏覽特性，高中職生是否有零用錢可網路消費、網路購物的

經驗、購物平台的認知及網路購物因素分析等均是本組想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發現，雖然高中職生常會用手機機上網，但至臉書、Line及購物

網站等社群的購物頻率不高，但未來會繼續在購物網站購買商品及支持網購

的比率均達70%。當有相同物品的性質需購買時會選擇在社群網站購買的比

率也達74%。若網路上推行特價商品時會考慮購買的比率更達80%。由以上

研究成果得知高中職生對社群商務有購買意願。 

  

二、建議 

 

    因現代很多人幾乎都會接觸社群網站，例如: Line、Facebook，當在瀏覽

網站的途中時常出現購物商店的訊息，有些人第一次會直接忽略過去，但是

往後一直出現後就會產生了印象，進而吸引點閱，如果恰巧有想要買的東西

時就會特別去留意，如果看到其他顧客都說他們粉絲團不錯的時候，更會提

升自己購物的慾望，這就是社群商務的魅力及時代趨勢。 

 

  但因高中職生零用錢主要由父母給予並不能常上網購物，但他們表示未

來會支持社群商務，基於此原由，建議業者可多推行價位不高且是年輕群能

買得起的商品，相信會有不錯的銷售率，而未來社群商務市場會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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