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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隨著時下科技的進步，從傳統的手動相機到傻瓜相機，再到數位相機，更有業者因應這

股自拍潮流推出高畫素、強調近拍、防手震的數位相機，甚者直接命名為自拍機。數位相機

的取得管道也隨著網路普及也更多元化，除了專門店、水貨店、請朋友自國外購回，也能夠

透過各種拍賣網站輕易購得數位相機。 

不單只是數位相機取得管道多元化之外，現在人人手上幾乎都有強調拍照功能的手機也

是這股自拍潮流的一種原因。數位產品的價格逐漸趨於低價也是自拍潮流形成的原因，平價

的數位相機、手機大約三千塊就可以入手，家家戶戶幾乎都將過去的傳統相機汰換成方便的

數位相機，就算是價位較高的機型，也因為少子化的關係，父母為了能滿足子女的需求，也

會掏出腰包購買，因此年輕族群手中常是最新型的機種。 

 

二、研究動機 

  隨著自拍的流行，自拍的工具也跟著漸漸的進步，從原本普普通通甚麼都沒有功能的手

機慢慢的進步到有修圖的 app，甚至更出了一台專門為自拍所打造出來的自拍相機 TR，這台

相機結合了現在女孩都想要的美膚、美白、修圖…等功能，造成了一股旋風，讓現代女孩漸

漸對這台相機的熱愛遠比對手機的熱愛，幾乎是女孩們人手一台的現象了!因為這台相機把所

有手機 app 修圖功能都放入了這台相機裡，只要一拍相機就會自動幫你修好圖，不用手機一

樣拍完照還必須開多個 app 來修圖，就算長得再不完美也能讓你成為女神，身為高中生的我

們，來探討對於自拍相機的購買與使用意願。 

 

三、研究目的 

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高中生選擇使用「自拍相機」行為的影響因素。本次研究目的，希

望從品牌、功能及經濟的角度，分析高中生對於自拍相機的購買行為。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一)欲探討現在高中生購買自拍相機的考量因素     

    (二)探討不同外觀型態及功能自拍相機購買行為之差易 

    (三)探討不同經濟狀況之高中生自拍相機購買行為之差異 

 

四、研究流程圖 

 

 

 

 

 

 

圖 1、本研究流程圖 

 

 

尋找專題主題 文獻資料蒐集 擬定問卷設計 

 

問卷發放 調查實證分析 討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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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行為可定義為消費者在搜尋、評估、購買、使用和處置一項產品、服務和理念(Ideas)

時，所表現的各種行為。所以，研究消費者行為就是了解消費者如何將金錢、時間和 精力花

費在與消費有關的產品上。Engel，Kollat 和 Blackwell(1993)提到「消費者行為無所不在，所

有的事情都是消費行為」，充分顯示出消費者行為對任何事情都具有一定的影響程度。消費者

行為意指「一種決策過程與實際行動，藉此消費者致力於評估、取得、使用或處置產品或服

務」(Engel，Blackwell 和 Miniard，1995；Kotler，1998；榮泰生，1999；簡明輝，2010)。 

 

(二)認識自拍 

一開始攝影行為中所指的自拍(Strike by oneself)指的是延遲一小段時間後自動放開快門

的拍攝行為，這樣進行拍攝的人就可以把自己拍入照片中。當然這個定義並不是現在我們耳

中常聽到的「自拍」，在這裡我們所想探討的「自拍行為」指的是是經過社會轉化的行為。自

拍照是每一位作者用不同方法擺姿勢，如同運用即影即有的亭子內照相，被攝影者彷彿得到

無人在場的解脫，各自在鏡頭前表演自己(陳偉鳳，2005)。 

 

(三)自拍的文化 

「每一文化現象發展初期，都只是民眾偶發之舉，然而能夠匯集成為精緻表現，一定聚

集了相當程度的心理需求，進而在制度上與外顯現象上能有一定配合，才會愈益累積。愈多

心思投入、愈多人關心它，文化現象就會愈益精益，終於發展成較為細緻的文化。裸露本身

只是客觀呈顯，然而，不同社會逐漸累積出對於身體裸露的態度與表現方式(翟本瑞，2001)。 

然而若要將網路的自拍稱為「文化」，就不是每個人都會認同的，自拍比較常被稱為「自

拍風」，是一股「風氣」、一種「流行」。因此，必須先找出網路自拍的原因，才能進一步去討

論自拍到底是流行，還是有成為文化的可能。 

青少年的自拍文化---自拍現象有兩種不同的形式：首先第一種是一般性的自拍行為，也

就是透過數位相機、手機來自拍，目的是用來彰顯以自我為中心的拍照方式。第二種形式是

視訊網拍，其中視訊網拍又可分為二類，其中一類是將自拍的照片或影片放上網路相簿或個

人部落格的影像傳輸，以提供他人觀賞或交友用途。而另外一類則是利用視訊工具如 web cam

來協助自拍，透過網路攝影機，直接拍攝影像同步傳輸給他人觀看(陳偉鳳，2005)。然而不

管是何種形式的自拍行為都因網路相簿或是個人部落格等平台的興起，而產生一種網路自拍

(影片)文化，青少年將數位相片或影片放在網路相簿上，提供所有網友瀏覽，這種拍攝數位

相片或影片已然成為青少年表達自己並且獲得同儕認同的最新方式。 

 

(三)自拍相機 TR 介紹 

有「TR 相機之父」之稱的日本 Casio 設計中心產品設計部第一設計室長山洋介室長，談

及 TR 系列研發背景時，指出「當時(2008 年)數碼相機市場開始飽和，(Casio)須開發新產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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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競爭力。」觀乎當年相機產品千篇一律的外觀設計，長山氏與設計團隊將其分解為「鏡

頭、螢幕、手持(機身)」三個基本結構，嘗試重組並設計出與別不同的相機。 

EX-TR 系列最原始的出發點並非為自拍設計，要有多元的操作方式，彈性化的設計就很

重要，所以 EX-TR 加入兩個轉軸設計，分別是相機的外框與螢幕的機構；當時在設計轉軸

時也面臨相當多的挑戰，首先當然還是機構的可靠度，其次就是如何讓機構穩定的固定在預

期的位置，最後一個是當打開外框轉軸時機身要能穩定的放在桌上；如現在所看到的，CASIO

確實完成了當初的構想。但出乎意料的， EX-TR 並未如設計師的預期在消費者心中成為一

台擁有多種使用型態的相機，卻反而在搭配 CASIO 獨家的美肌效果以及方便的機構設計而深

受自拍族群的喜愛，並因此被譽為自拍神器。 

 

 

圖 2、Casio TR-70 自拍神器圖 

 

圖 3、Casio TR-60 自拍神器圖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圖 4、本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以「自拍相機使用意願與行為之研究」調查問卷取得資料。藉由網路、書籍、

雜誌及學術研究等文獻整理法歸納出依據自拍相機的使用情形和影響的因素。 

外觀型態 

功能 

經濟 

使用意願 購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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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內容是由三大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是使用者的一些基本資料調查，例如：性別、

年級、科系...等。第二部分則是使用整合自拍相機各種類型及因素是否會影響使用者的選擇，

例如：型號、外觀、價格...等。第三部分則是使用整合自拍相機使用的感受及經驗是否會影

響使用者的選擇。 

 

(三)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對各科學生隨機發放 10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100 份，將問卷資料回收後，進而

以 Microsoft Office 辦公室軟體—電子試算表 Excel 工具進行彙整與統計分析，利用統計圖表

分析各個研究因素之間的影響。 

 

三、問卷結果與統計分析 

 

1.樣本性別分析 

  本研究發現，女性受訪者 81%大於男性受

訪者 19%。 

2.樣本年級分析 

  本次研究發現，受訪者的年級比例，分別

為高一佔 40%、高二佔 30%、高三佔 30%。 

 
圖 5、樣本性別分析圖 

 
圖 6、樣本年級分析圖 

 

3.樣本科別分析 

本次研究發現，受訪者科系以資處科為最

多數佔33%，其次為綜合高中佔19%，應外科

為最少人數各佔了全體的1%。 

4.選擇相機型號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選擇 SonyTR 相機

的型號會先選擇的型號為 TR200，佔 29%，

其次為 TR70，佔 23%。 

 
圖 7、樣本科別分析圖 

 
圖 8、選擇相機型號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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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原因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想使用自拍相機的原

因，優先考慮的是相機的美膚效果與畫質，各

佔了 27%，其次為相機的外觀，佔 27%。 

6.購買資訊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所知道的自拍相機的

購買資訊，以網路最多，佔 40%，其次為朋

友告知，佔 29%。 

 
圖 9、使用原因比例圖 

 
圖 10、購買資訊比例圖 

 

7.考量品牌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71%受訪者同意在購買自

拍相機時會先考量自拍相機的品牌，而選擇購

買，反之，不同意者則佔 29%。 

8.考量顏色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77%受訪者同意在購買自

拍相機時會先考量自拍相機的顏色，而選擇購

買，反之，不同意者則佔 23%。 

 
圖 11、考量品牌分析圖 

 
圖 12、考量顏色分析比例圖 

 

9.價格貨比三家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87%受訪者同意在購買自

拍相機時會貨比三家比價後再進行購買，反

之，不同意者則佔 13%。 

10.網路與實體比較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84%受訪者同意在購買

自拍相機時會以網路與實體門市做比較後再

進行購買，不同意者則佔 16%。 

 
圖 13、貨比三家分析比例圖 

 
圖 14、網路與實體比較分析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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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能滿足需求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84%受訪者同意購買 TR 相

機是能滿足我照片上的需求，但不同意者佔

16%。 

12.跟著流行而買趨勢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60%受訪者認為自己購買

自拍相機是因為跟著流行而購買，不同意者則

佔 40%。 

 
圖 15、能滿足需求比例圖 

 
圖 16、是否跟著流行而買比例圖 

 

13.不需要技術考量 

  本研究發現，有 71%受訪者認為自己在購

買自拍相機不需要去考量操作技術問題，但不

同意者則佔 29%。 

14.因為優點而去購買 

  本研究發現，有 65%受訪者認為自己會

因為自拍相機的優點而去購買，不同意者則佔

35%。 

 
圖 17、不需要技術考量比例圖 

 
圖 18、因為優點而去購買比例圖 

 

15.會花時間去了解相機的廣告訊息 

 本研究發現，有 71%受訪者認為自己會花時

間去了解相機的廣告訊息，不同意者則佔

38%。 

16.相機的廣告使我對相機產生好感 

  本研究發現，有 68%受訪者認為自己會

因為相機的廣告對其產品能產生好感，不同意

者則佔 32%。 

 
圖 19、會花時間去了解相機的廣告訊息比例圖 

 
圖 20、相機廣告使對相機產生好感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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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因興趣而購買 

   本研究發現，有 71%受訪者認為會因興

趣而去購買自拍相機，不同意者則佔 29%。 

18.相機功能熟悉 

   本研究發現，有 68%受訪者認為自己

本身對於自拍相機的功能是很熟悉，不同意者

則佔 42%。 

 
圖 21、會因興趣而去購買比例圖 

 
圖 22、相機功能熟悉比例圖 

 

19.使用意願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61%受訪者認為自己對

於自拍相機的使用意願大，不同意者則佔

39%。 

20.再次選擇 TR 系列相機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 70%受訪者認為，如

果要選擇相機會選擇 TR 系列，不同意者則佔

30%。 

 
圖 23、使用意願分析比例圖 

 
圖 24、再次選擇 TR 系列相機分析比例圖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對於以往傳統式相機逐漸式微，而隨著自拍相機的日漸普及，越來越多的消費族群開始

擁有自己的自拍相機。在這交替的世代當中，形成了數位、傳統，甚至兼顧美膚共存的產品

型態。雖然在整體的功能、外觀及特徵上，受到時代潮流、科技法展的影響，但從攝影技術

的運用與觀念來說，實際上基本的原理依然是共通的。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高中生選擇使

用「自拍相機」行為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生族群中，以女性消費者居多，選擇 TR 自拍相機的因素是因為

它的美膚效果與畫質都優於其他相機，大部分人購買單眼相機是使用在記錄生活上的事物。

然而，消費者一定會因為價格而貨比三家，雖然自拍相機的價錢比其他相機昂貴，但似乎不

太會影響女性學生族群的購買慾。總括來說，對於購買自拍相機的學生消費族群來說，首先

是價格金錢，其次為能滿足個人需求是佔大多數的考量，但對於想要購買自拍相機的學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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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族群來說更又是一個不可或缺記錄生活的工具。 

 

二、建議 

1.建議自拍相機業者，對於學生而言，目前使用 TR 相機幾乎是人手一台，但學生購買產品優

先考慮皆為經濟因素，所以價格若比較優惠，相信能吸引較多的消費者購買意願。 

2.建議自拍機業者，因為消費者都會以產品品質作為考慮之一，也會因為產品廣告而對產品

品牌產生好感，所以如果能透過廣告詳細介紹，讓消費者更清楚了解，相信能吸引較多消

費者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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