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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網路直播的出現形成一股熱潮，它與過去的社群媒體不同，帶給觀看者臨場感受、即時

的互動性。現今人們資訊吸收已不局限於電視，大部分的人都會以網路為主，因此，「人們

紛紛使用網路直播來與他人以一對多的方式進行即時連線，更有許多人利用網路直播獲利 。」

（高詩詒，2017）。本研究主要針對高中職生對直播平台的想法，了解使用者的類別喜好與

趨向，以及觀看後生活所發生的變化。 

近年來影音直播形成一種流行效應，吸引大量粉絲關注直播平台。在這新舊媒體混合的

環境，直播平台對傳統媒體及使用者產生了衝突，閱聽人所擔任的角色開始有了變化，「使

用者是閱聽人同時也是傳播者、是表演者也是觀看者，後現代社會中媒介使用者的主體性有

了許多轉變」（龍裕鴻，2016），因而改變網路的生態，此轉變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二、研究動機   

「根據兒福聯盟調查，近八成的學生曾使用過直播，近一成曾當過直播主；然有四成表

示有同學在開直播」（兒盟資料館 Archive，2018），此數據顯示出直播成為學生上網的使用

趨向，但因此衍生出其他問題，像是：和網友單獨出門、透漏個資、買虛擬禮物等。網路世

界中，暗藏難以察覺的危險。若是使用者毫無限制地上網容易形成網路成癮和健康的問題，

透過此研究了解學生成為直播主的狀況以及可能風險。 

近年的網路直播媒體興盛，善用直播平台能做好事，反之，也能成為犯罪的管道，有許

多人因直播平台成為網紅，是公眾人物也具有影響力，因此，我們必須要學習如何分辨直播

內容好壞。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高中(職)生對網路直播平台使用意願，希望從網路直播程式，分析

瞭解目前高中(職)生對網路直播平台使用因素。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一) 高中(職)生對直播平台瀏覽喜好調查。 

 

(二) 高中(職)生對經營直播平台類別之趨向。 

 

(三) 高中(職)生的直播平台觀感。 

 

(四) 高中(職)生對於自己成為直播主的看法。 

 

四、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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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網路直播平台介紹 

在網路上播出即時影像，讓網路使用者能同時收看到內容，即是網路直播。於網路上

主持實況、表演者，通常可稱為「主播」、「直播主」或「實況主」。直播的內容有很多

種，例如：唱歌、舞蹈、聊天、美食、美妝等多種類型。 

(二) 直播分類 

 

網路直播有多種形式，其中常見的類型依本研究歸納整理可分為九大類型： 

 

1.主題/益智談話   2.商品開箱體驗       3.活動現場 

4.遊戲相關          5.休閒娛樂           6.搞笑趣聞 

7.演唱會現場        8.藝人明星           9.新聞直播 

 

(三) 直播的特性 

 

1、成本低廉：直播所用之攝影機一臺價格在 5 萬內即可達到良好的效果，配合目前

普遍的網路及高速的頻寬，且不需要太多專業人員，也有是直播主獨立完成的。 

 

2、方便快捷：單人就能完成即時直播的硬體設置，不需要太多額外的電力（可以用

行動電源）與空間，從前置作業到開始進行直播，在移動場地時，也可以快速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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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動性強：「網路直播的互動方式從文字到圖文再到語音，現在已經進入了視頻

互動的時代。」（MBA 智庫百科，2017）直播主與觀眾可以無距離的互動與溝

通。 

 

(四) 網路直播平台發展：因為台灣言論自由，比較不受限於規範。未來經濟效益具有可

觀性，在多變的網路世界中，以直播賺取收入的方式可能會更多樣化。 

 

(五) 我國網路直播平台使用現況  

 

以台灣而言，熱門直播平台名列前三為 17、浪直播、Up Live，市佔率達 70-80%，其

中脫穎而出的是 17 直播，在我國市佔率超過一半。反之，有些直播平台被迫淡出台灣。

因為直播的經營是一套複雜而需要被直播主認同的縝密企劃，如直播主的培養、平台與直

播主之間的收入比例，我們可以說直播平台算是直播主的經紀公司。 

 

直播平台是一項非常耗費資金的網路服務，初期從零到有的過程必須要砸大錢，更別

說是在現代競爭這麼激烈的情況下，必須找明星代言的、植入廣告、舉辦直播大會等，「每

一件不僅都要花錢，而且還多是以百萬元、千萬元起跳的大成本」。 （何佩珊，2017） 

 

(六) 直播的商業/收入模式 

 

1、打賞模式：觀眾付費儲值買禮物送給直播主，平臺將禮物轉變成代幣，直播主將

代幣換成現金，與平臺比例分配，這是最常見的直播類產品盈利模式。 

 

2、廣告模式：「直播平臺負責在 App 上，或直播室中，或直播禮物中植入廣告主廣

告，按展示/點擊和廣告主結算費用。」（微社群馬丁，2017） 

 

3、付費直播：付費直播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是直播主開直播需要付費，由直播平

臺提供更高級的設備直播服務。第二種是觀眾看直播需要付費，由直播主設定入

場費用，平臺和直播主平分。 

 

(七) 直播設備及軟體的發展 

 

由於 Virtual Reality（VR）應用的興起，使用 VR 觀看直播未來將成為主流的觀

賞體驗，消費者使用 VR 頭戴式裝置（HMD）觀看大型場域賽事、演唱會等。「本

技術包含了全景視訊縫合、視訊壓縮、WiFi 群播／廣播傳輸、低延遲網路串流與全

景視訊播放等。」 （林育如，2014） 

 

二、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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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 

 

 

 

 

 

 

圖 2、本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為了瞭解高中職生對於直播的使用情形及滿意度，重點主要放在使用的時間、 

是否覺得讓生活更加精采、人際關係是否增進等等。依據蒐集來的問卷整理出相關資料，了

解人們為何願意及下載網路直播 APP ，並且可以得知高中職生在知道直播的使用意願與想

法。  

本研究對外隨機發放 150 份問卷，將問卷資料進行回收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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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性別分析 

圖 3、樣本性別比例圖 

根據這次的性別樣本分析， 女

生佔 48%，男生佔 52%，因本

組在學校隨機發放問卷，有意願

填寫問卷的男生樣本數高於女

生。 

樣本年級分析 

圖 4、樣本年級比例圖 

根據這次的年級樣本分析，高

一佔 28%，高二佔 26%，高三

佔 46%。 

樣本群別分析 

直播平台 

生活影響 類別趨勢 瀏覽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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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樣本群別比例圖 

根據這次的群別樣本分析，商

業管理群最多人數填寫，佔了 

21%，餐旅群則是第二多， 佔

了 18%。 

1 .我最常使用哪個 APP? 

圖 6、我最常使用哪個 APP 比例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17 直播為最

多人使用，占了 26%，浪 Live

則第二多，佔了 23%。由此可

知，17 直播及浪 Live 是大多數

人想選擇的直播 app。 

2 .我最常在哪個時段看直播? 

圖 7、我最常在哪個時段看直播比例圖 

經 過 分 析 後 發 現 ， PM 

17:01~00:00 為最多人使用時

段，佔了 56%，AM 12:01~17:00

則第二多，佔了 17%。由此可

知，大多數人使用的時段多為

晚上的時候。 

3 .每次觀看直播時，大約會使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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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每次觀看直播，大約會使用多久比例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1~2 小時為

最多人使用時間，占了 26%，

30~1 小時則第二多，佔了

21%。由此可知，大多數人使

用的時間多為 1~2 小時及 30~1

小時。 

4 .我最喜歡的直播內容? 

圖 9、我最喜歡的直播內容比例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藝人明星為

最多人喜歡的直播內容，占了

26%，搞笑趣聞則次之，佔了

15%。由此可知，大多數人觀

看直播的內容多為藝人 /明星

及搞笑趣聞。 

5 .我會想要開直播嗎? 

圖 10、我會想要開直播嗎比例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有 66%的人

不會開直播，反觀 34%的人會

開直播。 

 

6 .承上題，最想開哪種類型的直播? *不會的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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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最想開哪種類型的直播比例圖 

針對會開直播的 34%的人研究

發現，選擇開直播的內容多為

演唱會現場，佔了 27%，主題/

益智談 話為 第二 多， 佔了

25%。由此可知，會開直播的

人選擇的直播內容多為演唱會

現場及主題/益智談話。 

7 .直播對我最大的幫助是…?  

圖 12、直播對我最大的幫助比例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增加生活樂

趣為最多人選擇，佔了 42%，

抒發壓 力為 第二 多， 佔了

25%。由此可知，直播最大的

幫助多為增加生活樂趣及抒發

壓力。 

8 .我對直播的印象及觀感為何? 

圖 13、我對直播的印象及觀感比例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無聊可以打

發時間的管道為最多人選擇，

佔了 31%，內容有趣、充滿網

路紅人為第二多，佔了 25%。

由此可知，直播的印象及觀感

多為無聊可以打發時間的管

道、內容有趣及充滿網路紅

人。 

9 .不會看直播的原因為何? *會觀看的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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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不會觀看直播的原因比例圖 

經過分析後發現，不感興趣為

最多人選擇，佔了 41%，比起

直播,更喜歡看電視則為第二

多，佔了 25%。由此可知，不

會看直播的原因為不感興趣及

比起直播,更喜歡看電視。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在網路世界中，直播平台的出現形成一股熱潮，它能帶給人們臨場感受以及互動性。若

是毫無限制的上網，可能會出現網路成癮和健康問題的影響。我們需要學習分辨直播內容的

好壞，要避免直播程式成為犯罪工具。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人喜歡的直播內容是藝人明星，其他比例相近的有休閒娛樂、搞笑趣

聞、遊戲相關內容，由此可知，每個人的喜好有所不同，並沒有因為潮流而跟風。藉由本研

究讓我們發現，直播平台可以增加生活樂趣佔 42%，抒發壓力則占了 25%，看來直播平台對

使用者有正面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有六成以上的使用者不會想要開直播。有四成以上的使用者不會想觀

看直播的原因為不感興趣。由此可知，現代高中職生即使手機功能再方便也不願意觀看直播，

因為使用者沒有興趣。 

 

二、建議 

 

(一) 此項研究只針對高中職生做探討，因此與其他的研究 可能會有不同的的結果，便建議可

以擴大範圍作更深入的研究。 

 

(二) 藉由此項的研究發現，現今人們對於觀賞網路直播已經很普遍，希望在未來的發展中，

直播能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更多正面的影響，讓生活更加的快樂有趣，尤其在 AR、VR

設備成為安全的產品後，對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會減少，相關單位應主動針對利用直

播而產生的犯罪行為，著手研究並定出有效防止罪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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