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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資訊科技產業已是近年來最熱門、最有潛力的市場；而資訊科

技產品應用的情況有日益漸增的趨勢，如：電子書、電子辭典，甚至是現在流行的 MP3 播放器。同時隨

著網際網路的發達與的應用趨勢愈益成長之下，人們將會開始習慣電子媒體的資訊傳播模式，逐漸改變

消費者取得資訊與閱讀行為模式，因此也為數位出版業帶來莫大的商機。在電子書不斷推陳出新的同時，

若企業能夠事先掌握顧客對電子書的需求及其使用意願，則不僅可在變遷的產業中獲得競爭優勢，同時

業者也可藉此知道該如何設計優良的電子書以吸引消費大眾購買。 

面對環境劇烈的改變與資訊科技的日新月異，加上電子書功能不斷地創新，如何從「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了解顧客對電子書科技產品接受之程度，一直是資訊管理領域

中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嘗試以 Davis et al.（1989）提出之「TAM 科技接受模型」理論為基礎，探討何

種外部因素會影響到使用者對電子書科技產品的接受程度？換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TAM 科技接

受模型」中的兩個重要變數，即「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是否會受到電子書特性(即外部因素)的影

響進而改變使用意願？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收集資料，並應用統計軟體 SPSS 12.0 進行基本敘述統計分析、因素分析、

信度分析及路徑分析等以驗證研究假設。研究結果發現： 

1.在發展電子書特性的衡量構面上，經實證調查，得知電子書特性的因素構面為「便利性」、「互動性」

及「內容豐富性」等三項，可用在電子書特性之評估模式中。 

2.電子書特性會對有用認知及易用認知產生正向影響。 

3.顧客對電子書的使用態度，會同時受其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所正向影響。 

4.顧客對電子書的有用認知，會受其易用認知所正向影響。 

5.顧客對電子書的有用認知不會直接影響其使用意願，但會透過使用態度對其有間接影響。 

6.顧客對電子書的有用認知與使用態度是會顯著影響其使用意願，且為間接的影響效果。 

7.顧客對電子書的易用認知與使用態度也是會顯著影響其使用意願，且也是間接的影響效果。 

關鍵字： TAM 科技接受模型、電子書特性、使用者特性、全球資訊網。 

 

1.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訊科技產品的日新月異，使得應用電腦技術

及網路通訊為媒介的電子書，無論外觀或使用上皆

隨之瞬息萬變，電子書自1990年代開始雖有商業化

產品正式上市，但為了更接近人類上千年來的閱讀

習慣，電子書業者仍不斷推陳出新。人們對知識的

學習已無法滿足於平面化的文字，需要有優美動聽

的音樂、美麗生動的畫面，再配合個人意向，動態

化的取得文字、圖片或圖畫，這已是大勢所趨、擋

不住的潮流。同時隨著網際網路的發達與的應用趨

勢愈益成長之下，人們將會開始習慣電子媒體的資

訊傳播模式，逐漸改變消費大眾取得資訊與閱讀行

為模式，因此也為數位出版業帶來莫大的商機。 

Kipphan（2001）的預測即指出，1995 年時，傳

統印刷的市場佔有率為 70％，電子出版的市場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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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則為 30％，但至 2010 年時，傳統印刷與電子出

版之市場佔有率則各為 50％，且其預估在 15 年內，

傳統印刷之成長率為 3％，而電子出版之成長率則

有 9％，其市場成長率是傳統印刷的三倍之多，成

長潛力十分驚人。但一項針對美國電子書市場發展

的預測數字卻指出，至 2005 年時數位內容

（e-Content）的總產值將達到 23 億美元，約佔整

體出版品總產值的 10%，其中只有 3%的產值是侵蝕

自實體出版品的市場，約為七億美元（萬岳憲，

2001）。而微軟開發部門副總裁 Dick Brass 也表示

電子出版需要 8~10 年的時間，才有機會和傳統的

印刷出版平起平坐。由此可知，電子書的出現並不

會影響傳統出版業，而是進一步與實體書相輔相

成。 

在電子書不斷推陳出新的同時，若企業業者能

夠事先掌握顧客對電子書的需求及其使用意願，則

不僅可在變遷的產業中獲得競爭優勢，同時業者也

可藉此知道該如何設計優良的電子書以吸引消費

大眾購買。然而，面對環境劇烈的改變與資訊科技

的日新月異，再加上電子書功能不斷地創新，如何

從 Davis et al. (1989) 「 科 技 接 受 模 型 」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簡稱為 TAM）了

解顧客對電子書科技產品之接受程度與使用意

願，一直是資訊管理領域中的重要課題。為了協助

業者了解顧客對採用電子書閱讀的影響因素為

何，以及目前顧客使用電子書閱讀的態度及行為意

願影響等相關理論及實證研究仍不多見。由於本研

究將電子書視為新科技產品之一種，故本研究嘗試

採用 Davis et al.所提出的 TAM 科技接受模型，藉

以探討電子書特性在 TAM科技接受模型下對顧客的

使用態度及使用意願是否會有影響。 

Davis 於 1989 年中提出「有用認知」（perceived 

usefulness）與「易用認知」（perceived ease of 

use）此兩個觀念作為 TAM 科技接受度的指標，並

用以解釋科技使用行為。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

電子書特性的調查研究，採用近年來已被驗證在

「資訊科技使用」（IT usage）上具有相當解釋力

之「TAM 科技接受模型」為理論基礎，發展「電子

書使用意願接受度」之因果模型的研究架構。換言

之，本研究嘗試由電子書特性的角度，探討顧客對

其「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是否會影響他的使

用態度進而影響其電子書閱讀之使用意願。 

 

1.2. 研究目的 

近年來資訊科技及網路環境的成熟，使得電子

書應用得更廣泛，也越來越多人使用電子書；由於

本研究將電子書視為新科技產品，而為了瞭解大專

院校生對於電子書特性的個人認知因素，故本研究

採用科技接受模型之「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

等兩個認知變數，探討大專院校生對電子書特性的

認知，是否會影響他的使用態度進而影響到其電子

書閱讀之使用意願。。總而言之，本研究欲藉相關

文獻整理與問卷設計，達成下列目的： 

 

1.電子書特性是否為科技接受模型的外部因

素之一。 

2.電子書特性會對顧客的有用認知產生正向

影響。 

3.電子書特性會對顧客的易用認知產生正向

影響。 

4.顧客對電子書之使用態度是否會對其使用

意願產生正向影響。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以「科技接受模型」做為解釋與

預測使用者採用新資訊科技的行為理論基礎，此理

論乃為「理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簡稱為 TRA）的延伸。以下僅對相關文獻做

一簡單的說明: 

 

2.1. 電子書的介紹 

近年來，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其應用也

越來越普及；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最具發展潛力及

吸引力的電子書加以探討，並將電子書產品分為硬

體、軟體及電子書特性，以下為電子書產品的介紹。 

 

2.1.1. 電子書的定義 

所謂的電子書不一定具有「書」的形式，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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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就是以電子形式來存放內容，可以使用電腦

或 PDA 透過閱讀載具來瀏覽的書本。從事電子書軟

件商品的 D.MacNanny 認為「只是把平面的內容數

位化，放到紙張以外的工具來閱讀，根本不能叫做

電子書」，他認為電子書的特點在於「它能透過內

容的超連結（Hyperlink），不斷地讓讀者進一步去

發掘更詳細的資料」，這將使未來的閱讀方式更多

元化、甚至具有娛樂效果。 

換言之，所謂電子書是指利用電腦科技並結合

多種媒體，將文字、圖案、影像、聲音、動畫、音

樂、電傳視訊和一些特殊效果等多種媒體整合在一

起的產品，並且能夠透過超連結在網路上尋找相關

主題，以豐富其內容。在閱讀電子書時必須配合閱

讀載具，而可分為軟體和硬體兩方面，硬體指的是

您閱讀電子書的硬體設備，如個人電腦或 PDA 等；

軟體則是指閱讀電子書的閱讀軟體，電子書依不同

的格式需不同的閱讀軟體來瀏覽，如Adobe Acrobat 

Reader、微軟電子書 Reader、Neovue Reader 等，

當然最簡易的電子書使用平常的 IE 瀏覽器就可以

閱讀了。 

 

2.1.2. 本研究對電子書之定義及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電子書定義為「檔案透過軟體呈現內

容再利用硬體設備瀏覽及閱讀」，若單一只透過軟

體則無法呈現實體內容予瀏覽者閱讀，下圖為本研

究對電子書的定義。 

檔

案
軟  體 硬  體

閱讀載具

 

圖 1電子書的定義 

 

因電子書的範圍甚廣，故本研究以供企業做

為參考得以提供企業未來幫助之電子書類型為研

究範圍，而本研究探討之電子書應具備下列特質： 

1.必須是一本書的電子版。 

2.具備文章性：此類型的電子書通常具有主

題並且在主題文內會分章分段。像是網路小

說、網路文章及博碩士論文等皆具備此特

質；此種類型的電子書通常具有實體的書

本，而為了使用者方便性將其電子化而改變

為電子書。 

 

2.1.3.電子書特性 

根據文獻得知，電子書的功能多樣化，本研究

嘗試從使用者的角度來整理電子書的功能, 一般

常用的功能為: 搜尋及檢索､超連結､支援網頁瀏

覽､自訂單鍵書籤､自動捲軸移動功能､閱讀進度

百分比顯示､檔案傳輸交換､字體支援､浮動視窗

工具列､MP3 播放功能､注釋管理功能以及整合等。

由於電子書不僅具方便性、多元化等優點，更具有

相當多的優勢，因此，本研究整理了有關電子書的

相關特性，並將其特性歸納成三大類，便利性、互

動性及內容豐富性，以供參考。 

1.便利性 

（1）良好的整合力:網站上對電子書特性的調查結

果為：人們透過文字、圖片、模型、影音視訊來接

受資料，且電子書會根據需要集合不同媒體，激發

出震憾人心的效果。 

（2）快速搜尋:電子書多半具有全文檢索或索引的

功能，提供書籤（bookmark）和註記（Note）的功

能，另外還可依閱讀平台的不同，而有各種個人化

設定(王晃三，民 93)，除此之外，更能迅速地查詢

所需之資料(劉永惠，民 91)。網站調查結果顯示，

透過電腦的編輯能力，電子書可提供詳細的索引功

能，使讀者不漏失任何一個細節，並且快速而正確。 

（3）儲存性:電子書具有節省資訊儲存空間、大量

的資料儲存能力及資訊保存所需的人力與成本，這

與系統之儲存性有正相關係(楊淑惠，民 89；

Siriginidi，2001)。陳慧卿(民 92)認為電子書不

僅攜帶方便，也能節省傳統書籍所需空間。 

2.互動性 

（1）超連結功能:網路出版有別於傳統出版的特色

為超鏈結的表示方法、多媒體的表現方式、互動式

資訊檢索與學習。而超鏈結的特點可讓使用者自動

且即時地，取得最新的資訊(王晃三，民 93)。何淑

津(民 93)認為電子書通常都能將內容文字連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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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典的功能，連結到附註的功能也常令讀者激

賞。 

（2）刺激感官互動:傳統典型的書本，書是書，多

媒體是多媒體，而今日的電子書包含聲音影像，甚

至可呈現動畫(何淑津，民 93)。程蘊嘉(民 93)在

新時代的閱讀方式-電子書一文中指出，藉由多媒

體的運用會讓整體感覺更具有生動及互動的效果。 

（3）雙向學習:賴盈如(民 92)在電子書包使用需求

之系統觀研究一文中指出，電子書具有雙向學習的

功能。互動性學習可讓使用者在和內容系統互動中

擷取其所需要的資訊(楊俊傑，民 85)。 

3.內容豐富性 

（1）較具新穎性:多位學者提到電子書內容皆為數

位化，更新及修改極為迅速，可隨時提供最新版本

的資訊與相關訊息(何淑津，民 93；廖婉如，民 93；

Andrew Cox，1996)。因此，本研究認為具有新穎

性之特性是影響大專院校學生對電子書的使用態

度之重要因素。 

（2）多媒體運用:根據廖婉如(民 93)在數位化閱讀

方式-電子書一文指出，結合音訊、視訊，並以多

媒體的方式呈現，可使圖書不再只是平面紙張的閱

讀，而將具有更多的感官體驗，甚至會有更多的娛

樂效果(俞芹芳，民 91)。 

（3）豐富及活潑:傳統書籍只能侷限文字、圖形，

而電子書則是文字、圖形、聲音、影像、動畫等多

種媒體同時並用，內容由平面走向立體、個別獨立

走向多元整合，結合更多影音聲光的素材，並且兼

顧文學性與藝術性，使得內容更為豐富，有娛樂與

教育的功能(陳慧卿，民 92)。賴盈如(民 92)也指

出，電子書與傳統書籍的差異在於內容豐富及活

潑。 

本研究將參考學者對電子書之特性並將電子書特

性整理如下表1。 

 

表 1 電子書特性 

良好的整合力 

快速搜尋 便利性 

儲存性 

超連結功能 

刺激感官互動 互動性 

雙向學習 

較具新穎性 

多媒體運用 內容豐富性 

豐富及活潑 

 

2.2.理性行動理論(TRA) 

Fishbein and Ajzen 於 1975 年在其研究中提

出「理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簡稱為 TRA），此理論常被社會心理學者廣泛地用來

預測與解釋「態度」（Attitude）與「行為」

（Behavior）間的關係。根據此理論中的論述，一

個人的實際行為（Actual Behavior）是由他的行

為意願（Behavior Intention）來決定，而行為意

願又同時受個人對此行為的「行為態度」（Attitude 

toward Behavior）與「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影嚮，如圖 2所示。 

所謂「行為意願」是指一個人在表現某一特定

行為時所展現出來的意願強度，此變數常被用來預

測或解釋實際行為的表現。換言之，欲預測一個人

是否會履行某一特定行為，就必須先瞭解其對該行

為的意願。 

所謂「行為態度」是指一個人在表現某特定行

為時所感受到正面或負面的評價。一個人對於某特

定行為的態度，會受到其履行該行為時所產生的

「行為信念」（Behavioral Belief）與「結果評價」

（Outcome Evaluation）影嚮。「行為信念」就是

個人預期履行該特定行為會導致某種結果的想

法，而「結果評價」就是對於結果產生時會有的價

值判斷。由此可知，一個人採用某種行為的態度是

會受到「行為信念」與「結果評價」的乘積之影嚮。 

所謂「主觀規範」是指一個人履行某特定行為

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力，而其會受到「規範信念」

（Normative Brief）與「順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乘積之影嚮。「規範信念」係指社會

環境對於個人行為意願的影嚮。而「順從動機」則

是指個人對於其他社會群體之意見的順從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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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念與
評估

行為的
態度

個人因素

規範性的信
念與動機

主觀的行為
準則

社會因素

行為意願 實際行為

總結上述觀點，TRA 理性行動理論主張存在外

部變數，會影響人的認知態度，進而影響人的行

為。亦即可能存在多個外部變數會影響人的信念，

產生個人對某個行為的評價，進而影響人對行為的

態度，而態度會影響人對該行為的意願，進而決定

一個人的實際行為。所以，當主觀規範受到個人或

團體對於其個人所採取行為的意見，和個人依從意

願來決定。當主觀規範愈高時，就表示所受到社會

壓力愈高，則其行為意願愈高。反之，當主觀規範

愈低時，就表示所受到社會壓力愈低，則其行為意

願愈低。 

 

 

 

 

 

 

圖 2 理性行動理論架構圖(Ajzen ＆ Fishbein，

1980) 

 

2.3.科技接受模型(TAM) 

在 MIS 領域中，資訊科技使用（IT usage）一

直是資管學者相當重視的研究議題。Davis et al. 

(1989) 為了有效解釋資訊科技使用者之使用行

為，特別以理性行動理論為基礎，配合資訊系統使

用的情境，提出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為 TAM)的架構,如圖 3 所

示。其目的不僅在於提供一個一般性的理論模型，

以便能夠解釋使用者接受電腦資訊系統的決定性

因素；並且希望此模型能夠適用在各種終端使用者

對資訊科技或資訊系統應用的接受度上，以解釋這

些使用者的實際行為。Davis et al. 在其研究中

發表 TAM 科技接受模型理論之後，不僅奠定資訊科

技個人使用者的認知行為理論基礎，並且吸引不少

學者對此模型的注意與不斷地深入研究改良。近年

來，有關 TAM 方面的實徵研究相當多，不論在解釋

資訊系統接受程度的能力或理論簡潔程度

（Parsimony）上皆獲得相當一致的支持。 

外部變數

有用認知

易用認知

使用態度 使用意願

實際使用

 

圖 3 科技接受模型(Davis et al.，1989) 

 

科技接受模型將理性行動理論中個人對特定

行為的認知信念和評價此兩個變數做了一些修

改，而導入兩個影響資訊系統使用行為的重要變數

－「有用認知」(Perceived usefulness)與「易用

認知」(Perceived ease of use) ，乃是認為：要

讓潛在使用者願意實際使用系統，必須讓潛在使用

者認知到資訊系統能提供其好處，而且這些好處是

潛在使用者能用最輕易的方式取得。並且將理性行

動理論中來自社會群體因素(即主觀規範與規範信

念的影響以及配合群體的順從動機)此部分捨棄。

因此，Davis et al.將「有用認知」定義為：「在

組織情境下，潛在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此科技對於

完成工作的表現及未來的助益」；而「易用認知」

定義為：「潛在使用者可否容易地使用科技完成工

作的程度」。換言之，科技接受模型有二點特別之

處，第一點是指有用認知和易用認知會影響到使用

科技的態度，進而影響到實際的具體行為表現；第

二點是它捨棄了 TRA 模型中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與規範信念以及動機(Normative beliefs 

and motivation to comply)。而有用認知和易用

認知會受外部變數的影響，依據 Davis et al.(1989)

在其研究中發現，外部變數為科技接受模型的內部

信念、態度、意願和個人差異、情境，可控管行為

的連繫橋樑，它為一個間接影響行為的因素。 

由許多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在「資訊科技

使用」的研究議題中，TAM 模型在解釋能力或在理

論的簡潔程度上都可以得到一致的支持。因此，本

研究採用「科技接受模型」為理論基礎，試著發展

出「電子書使用意願接受度」之因果模型的研究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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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嘗試由電子書特性的角度，探討顧客對

其「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是否會影響他的使

用態度進而影響其電子書之使用意願。 

 

3.1. 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科技接受模型

(TAM)適合作為解釋「電子書使用意願」之理論基

礎; 因此,本研究嘗試將電子書特性列為外部變

數，試將外部變數套用在科技接受模型(TAM)上，

以探討其對有用認知及易用認知的影響，進而探討

是否影響其使用態度，在使用意願上是否也有所不

同。綜合上述文獻探討之各相關研究變數，本研究

發展出概念性研究模式（conceptual research 

model），如圖 4 所示。因為科技接受模型(TAM)與

理性行動理論(TRA)兩者皆主張有外部因素會影響

認知過程態度，可擴張發展用以解釋認知行為及顧

客態度。本研究嘗試引入電子書特性為外部因素，

來探討顧客對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是否會影響他

的態度進而影響到電子書使用意願。 

 

有用認知

易用認知

使用態度 使用意願

H1

H3

H4

H5

H6

H7

電子書特性

H2

圖 4 概念性研究模式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概念性研究模式與文獻探討，提

出下列待驗證之假說： 

假說 1(H1)：電子書特性會對顧客的有用認知產生

正向影響。 

假說2(H2)：電子書特性會對顧客的易用認知產生

正向影響。 

假說3(H3)：顧客的易用認知會對其有用認知產生

正向影響。 

假說4(H4)：顧客的有用認知會對其使用態度產生

正向影響。 

假說5(H5)：顧客的易用認知會對其使用態度產生

正向影響。 

假說 6(H6)：顧客對電子書之使用態度會對其使用

意願產生正向影響。 

假說 7(H7)：顧客的有用認知會對其使用意願產生

正向影響。 

 

3.3. 研究變數之定義與操作化 

本研究之研究變數，其定義與操作化如下： 

（1）.有用認知:指潛在用者感覺到採用新服

務，可以增加其工作效率。當潛在使用者感覺新服

務的有用認知愈高，採用此一新服務的態度越正

向，故本研究欲探討之。此部份量表之內容係參考

Davis et al 等人的研究而來，採用李克特（Likert）

五等第尺度量表讓受測者填寫，從 5分「非常同意」

到 1分「非常不同意」。 

（2）.易用認知:指潛在用者感覺到採用新服

務的容易程度。當潛在使用者感覺新服務的越容易

學習，採用此一新服務的態度越正向，故本研究欲

探討之。此部份量表之內容係參考 Davis ,et al

等人的研究而來，採用李克特（Likert）五等第尺

度量表讓受測者填寫，從 5分「非常同意」到 1分

「非常不同意」。 

 

3.4. 問卷設計與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問卷為研究工具，根據本研究的目的

及研究模式，將問卷分成六個部份：電子書之使用

情形、選擇電子書的影響因素（有用認知、易用認

知）、電子書特性、使用態度、使用意願及個人基

本資料進行探討。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分為北中南三區，北部以

交通大學為問卷發放對象，中部以聯合大學為問卷

發放對象，南部以崑山科技大學為發放對象。本研

究於 2005 年 6 月 3日至 7月 15 日發出問卷，因此

本研究採便利抽樣，共發出 300 份，回收 296 份，

扣除無效問卷 16 份，有效問卷共計 280 份，有效

問卷回收率達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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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料分析 

4.1.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的基本資料具有以下特性： 

1.本研究對象以大專院校生為前題，其中男生

的比例佔52.1%，女生的比例佔47.9%，皆使用

過電子書，因比例相近，顯示電子書被大專院

校生普遍使用。 

2.年齡層分布在18~21 歲佔67.1%，此年齡大約

為大一二生，顯示大一、二生較常使用電子書。 

3.因本研究問卷發放採便利式，統計結果為擁

有大專院校學歷的受測者佔81.9%，18.9%擁有

博碩士學歷。 

4.在使用者行業中，因本研究是以大專院校生

為研究對象故其行業別皆為學生；而收入的分

布為月收入（零用金）30,000 以下者最多，佔

84.6%。 

 

4.2. 研究變數之效度與信度分析 

當確定研究變數後，必須將變數操作化，並將

它設計成問卷。當然，本研究首先透過國內外文獻

資料與相關研究，以發展出問卷初稿，並送請相關

領域的學者專家，就問卷的內容與格式提供改進意

見，以有效蒐集學者專家意見，完成問卷的修正工

作。在正式問卷調查前，本研究先請 10 位國立聯

合大學資管系的學生進行第一次試測。試測後，再

與受訪者討論，修正本研究問卷中語意不清的用

字，然後再請其他學生進行第二次試測。最後形成

一份本研究所採用的正式問卷調查表，故本研究問

卷應具有某一程度的效度(Validity)。 

至於在信度(Reliability)方面，本研究選擇

採用 Cronbach＇s α值來測量各個構面項目之內

部一致性。在進行衡量信度之前，本研究首先利用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求出「電子書特性」

的因素構面，採用因素分析法主成份分析且經正交

轉軸後，最後再以特徴值達 1.0 以上為萃取因素的

標準。由分析結果(請見表 2) 可發現皆大於 0.7。

以 Nunnally(1978)認為 Cronbach＇sα值只要大於

0.7，即可接受的標準來評斷，故本研究問卷的信

度應可接受。 

 

表2 信度分析表 

構面名稱 Cronbach＇s α值 

有用認知/易用認知 0.838/0.812 

電子書便利性 0.820 

電子書互動性 0.744 

電子書內容豐富性 0.754 

使用態度/使用意願 0.858/0.815 

 

 

4.3. 各構面間的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中各構面間之相關係數之整理, 如表3

所示。從表3中，我們可以得知：從TAM科技接受模

型角度探討顧客使用電子書意願之重要因素，其

中，電子書特性、有用認知及易用認知皆會影響其

使用態度，進而影響其使用意願。 

表 3 構面之相關係數 

構面 有用認知 易用認知
電子書特

性 
使用態度 使用意願 

有用認知 1     

易用認知 0.370*** 1    

電子書特性 0.481*** 0.453*** 1   

使用態度 0.616*** 0.486*** 0.633*** 1  

使用意願 0.434*** 0.354*** 0.437*** 0.653*** 1 

註：***代表 P<0.001，**代表 P<0.05，*代表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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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研究假說之檢定與分析 

本研究為了瞭解『電子書特性』對使用者之『有

用認知』與『易用認知』是否會影響使用者的『使

用態度』，進而影響使用者對電子書的『使用意願』

的各種關係，進行路徑分析，以檢定本研究所提出

之研究假說。經以 SPSS 分析後所得的路徑圖,如圖

5所示。 

 

有用認知

易用認知

使用態度 使用意願

0.394***

0.192***

0.506***

0.298***

0.622***

0.050

電子書特性

0.453***

圖 6 本研究修正後因果模式之路徑圖 

 

從上圖中顯示，『電子書特性』會對使用者之

『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產生顯著之直接影響;

而使用者對電子書的『有用認知』, 會受其『易用

認知』有正向影響。『有用認知』與『易用認知』

皆對『使用態度』有顯著之直接影響，進而對『使

用意願』產生顯著之間接影響。雖然顧客對電子書

的『有用認知』並不會顯著直接影響其『使用意

願』，但會透過『使用態度』對其『使用意願』會

有間接影響; 而使用者對電子書的『易用認知』與

『使用態度』也是會顯著影響其『使用意願』，且

也是間接的影響效果。綜合上述結果,在『電子書

特性』、『有用認知』以及『易用認知』對使用者

之『使用意願』產生直接與間接之影響效果方面，

本研究將整理於表4。由表4,不難發現影響『使用

態度』最大的直接因素乃為『有用認知』知，其次

為『易用認知』;『電子書特性』則是透過『有用

認知』與『易用認知』間接影響到『使用態度』。 

                  

 表 4 各構面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效果

構念名稱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電子書特性 NA 

0.394*0.506*0.622+0.394*0.050+

0.453*0.298*0.622+ 

0.453*0.192*0.506*0.622= 

0.255 

有用認知 0.050 0.506*0.622=0.315 0.365 

易用認知 NA 
0.298*0.622+0.192*0.506*0.622 

=0.246 
0.246 

使用態度 0.622 NA 0.622 

註：NA：not available（不具影響效果） 

 

5.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試圖從科技接受模型角度中,發展一影

響電子書使用意願解釋模型，企圖找出影響電子書

使用意願之可能因素。根據研究結果得到以下幾點

結論： 

1.在發展電子書特性的衡量構面上，經實證

調查，得知電子書特性的因素構面為「便

利性」、「互動性」及「內容豐富性」等三

項，可用在電子書特性之評估模式中。 

2.電子書特性會影響顧客對電子書之有用認

知及易用認知的感受;而在電子書三項特

性中顧客最為重視為便利性，再來是互動

性，其次為內容豐富性，故將來電子書業

者可朝便利性方向發展適合的電子書，其

次為發展互動性較佳的電子書。 

3.電子書的有用認知是影響電子書顧客的認

知之一，顧客覺得電子書對他們工作上越

有用則接受電子書的態度越高。電子書之

易用性也是影響電子書顧客的認知之

一，若顧客認為電子書容易使用，則接受

電子書的程度也越高；故電子書的有用認

知及易用認知為電子書顧客接受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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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因素。 

4.顧客接受電子書的態度愈高，則使用電子

書就越頻繁，故顧客對電子書之使用態度

亦是影響其決定使用電子書因素之一。 

根據前述驗證之結果，本研究對實務界提出以

下之建議： 

1.本研究主要著重在於所有電子書產品所共

有的特性，因此，若有業者想自行研發產品，

雖可參考本研究之電子書特性，但假使業者

想針對特定的對象或行業，可能會有不同的

考量，因此，本研究建議可針對不同電子書

產品做比較。 

2.另外，本研究所探討的電子書為免付費型

式，對於資訊越來越發達的這個時代，網路購

物，已成為新一代趨勢，故未來也可針對付費

型態之電子書做研究，並考慮其它電子書特

性，探討其重要性以及對使用者在使用上是否

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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