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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使用線上串流平台觀影在不同面

向動機構面、觀影意願與滿意度。本文參考使用與滿足理論試圖了解使用者

決策動機，並參考 Austin (1989) 以 Rogers (1983) 的創新擴散理論的創新採用

決策過程模式為架構發展出「電影挑選過程的模式（Model of Movie Selection 
Process）」為出發點，希望透過網路問卷探討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使用線

上串流平台觀影在不同面向動機構面、觀影意願與滿意度。

關鍵字：線上串流平台、同步上映、觀影動機、觀影意願、滿意度。

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explores the motivation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viewers' willingness and satisfaction to watch movies on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s under simultaneous scree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onvenience, audio-
visual, service quality, entertainment/emotion, and information. This dissertation 
refers to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user's decision-
making motivation. It also refers to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of Austin 
(1989) and Rogers (1983), we are hoping that through online questionnaires to 
discuss the willingness and satisfaction of using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 to 
watch movies in different way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venience, 
audio-visual and service quality, entertainment/emotional aspect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viewing intention and satisfaction, while information 
aspects and viewing intention have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Keywords: Video streaming services, Simultaneously release, Motivation, 
Intention,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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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引發全球大流

行，對於傳播、娛樂產業而言，聚集人口眾多的電影業更是首當其衝，目前

保守估算全中國 2020 年全年票房損失將逾人民幣 300 億元。如圖 1-1，2020
年 3 月，台灣電影票房也從 2019 年七月的 12 億衰退至 2 億多元。疫情的擴

散更使得人們選擇待在家的休閒娛樂方式，因此許多片商便將電影直接在線

上串流平台上播放，例如原本於線下電影院播放的徐崢新作《囧媽》由今日

頭條公司 6.3 億元人民幣買下，改在抖音、今日頭條、西瓜視頻、抖音火山版、

歡喜首映等平台網路首播，供用戶免費觀看。 我們試圖在在同步上映這個新

興上映模式下與電影院與線上串流平台兩種觀看管道處與激烈競爭的同時，

進而探究從「方便性」、「視聽與服務品質」、「娛樂 / 情感」、「資訊」的

面向去了解可能影響觀眾觀看意願的動機因素以及在同步上映下在線上串流

平台的滿意度。

二、研究目的

( 一 ) 探討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使用線上串流平台的觀影意願與滿意度之

關聯性。

( 二 ) 建立觀眾在同步上映下使用串流平台觀影之動機構面。

( 三 ) 探討影響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使用線上串流平台觀影意願之因素。

三、名詞解釋

（一）同步上映 (Day-and-Date)

同步上映模式是一檔電影在戲院上映時，那部電影同時會上架在 DVD 上

或是串流平台上，如 Netflix 和 iTunes 等 (Michael Dalton, 2012)。

（二）線上串流平台

線上串流平台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向觀眾提供的影音串流媒體服務。

（三）使用與滿足理論

使用與滿足理論為大眾傳播中閱聽人研究的主流理論，1974 年 Blumler 
與 Katz 所編著的「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一書出現後，才打破了「傳統閱聽人基本上都被視為被動的接受者」的觀點，

認為人們使用傳播媒體的行為是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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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Day-and-Date 同步上映

電影在不同平台如電影院、線上串流平台、DVD 發行上映，會由於電

影下檔、檔期安排、版權授理等因素而存在窗口期、上映時間差，因此所衍

生不同上市模式。同步上映 (Day-and-Date) 策略一詞在過去常被聯想使用於

Netflix 或是小製作電影和低成本預算電影上 (Roderik, 2019)。

二、OTT（Over The Top）

OTT（Over The Top） 指的是透過網際網路，將數位影音內容傳送到收

視者所使用的各式各樣連網終端的一種服務，可跨越時間、空間以及載具的

限制 ( 劉幼琍，2017)。 隨著網路和多螢幕觀影習慣的普及，觀看電影早已不

限於傳統影院大銀幕的觀影模式。

三、使用與滿足理論

Katz et al. (1974) 描述使用與滿足的途徑為 : 從心理及社會層面的需求，

產生對於大眾媒體的使用動機，導致不同的媒體使用行為，最後使需求獲得

滿足的情形。

四、電影院之觀影動機構面

Austin (1986) 針對美國大學生進行觀賞電影的動機研究，共歸納出七項

觀看電影的動機構面，分別為學習與獲取資訊、遺忘及逃避、享受愉快的活

動、打發時間、排解寂寞、社會認同、了解自我。而社會認同動機則是以往

研究較少提及的面向，指的是讓人留下好印象或社會從眾等行為，其闡明了

最新電影資訊的掌握，有助於社交活動。

本研究以閱聽人選擇在電影院觀影的動機因素為基礎，進而推估電影院

作為電影觀賞管道的可能動機構面，包括有：媒體服務相關面向、便利相關

面向、社交用途相關面向、資訊相關面向、娛樂／情感相關面向，共計五大

面向（表 1）。

表 1　電影院作為電影觀賞管道之可能動機構面

動機構面 動機構面考量因素

媒體服務相關面向 硬體設備條件、觀影環境的舒適性

便利相關面向 觀影時間與地點、票價等經濟因素

社交用途相關面向 人際互動、約會交友、尋找話題

資訊相關面向 學習與獲取資訊

娛樂／情感相關面向 休閒娛樂、感官刺激、排解寂寞、逃避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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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上串流平台之觀影動機構面

單對特定的線上串流平台而言，朱振威（2010）探討台灣大學生對於 
PPS 網路電視 (PPStream) 的使用與滿足情形，研究得出，在使用層面上，可

分為「工具性動機」、「節目多樣選擇動機」、「人際交流與便利性動機」、

「休閒與新潮性動機」等四大動機構面，在滿足層面的構面上，則有「人際

傳播滿足」、「工具性滿足」、「創新性滿足」、「娛樂性滿足」等四項，

整體而言，使用層面與滿足層面具有顯著正相關。

總結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將線上串流平台作為電影觀賞管道的可能

動機構面歸納有：便利性相關面向、社交用途相關面向、資訊相關面向、娛

樂／情感相關面向，共有四大面向。

表 2　線上串流平台作為電影觀賞管道之可能動機構面

動機構面 動機構面考量因素

便利相關面向 生活便利、節目多樣選擇
資訊相關面向 資訊尋求
社交用途相關面向 社交互動、人際交流
娛樂／情感相關面向 休閒娛樂、尋求刺激、排解寂寞、逃避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六、小結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結果的整理，本研究將兩種電影觀賞管道的可能動機

面向分別歸納有：五個（電影院）、四個（線上串流平台），表即為兩者作

為電影觀賞管道的可能動機構面比較。

表 3　兩種電影觀賞管道之動機構面比較

動機構面 電影院 線上串流平台

媒體服務相關面向     V
便利相關面向     V          V
社交用途相關面向     V          V
資訊相關面向     V          V
娛樂／情感相關面向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線上串流平台皆含括有電影院五個可能動機構面的通路特性利基，據此，

本研究將「媒體服務相關面向」、「便利相關面向」、「社交用途相關面向」、

「資訊相關面向」、「娛樂／情感相關面向」等五個可能區位面向，進而修

改與整理為「方便性」、「視聽與服務品質」、「娛樂 / 情感」、「資訊」四

大面向，將「社交用途」面向歸納於「娛樂 / 情感」、「資訊」兩面向下，建

立電影觀賞管道資源上的共同比較基礎，並作為本研究之施測問卷擬定題項

的基本架構，而為檢視文獻歸納結果與閱聽人的實際觀影情形是否相符，本

研究將輔以統計結果來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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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研究架構

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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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H1 主要參考蕭伊雯 (2005) 探討電影院與在家觀影經驗之比較，

與本研究同以觀賞電影為出發點探討觀眾的觀影動機與決策之異同，參考其

研究架構以訂定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H2、H3 則參考何慧儀 & 徐延婷 (2011) 與潘崇平 (2014) 兩篇針

對觀眾對於動畫電影的觀影動機與滿意度探討，進一步根據其架構訂定本研

究之研究假設。

H1：「觀影動機」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a「便利性」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b「視聽與服務品質」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c「娛樂 / 情感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d「資訊」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2：「觀影動機」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a「便利性」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b「視聽與服務品質」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c「娛樂 / 情感」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d「資訊」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3：「觀看意願」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肆、資料分析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段針對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藉以判斷樣本組成

的結構特性及分布狀況。問卷中基本資料包括 :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行業、

婚姻狀況、子女年齡、居住情形和每月支配金額，共計 8 個變數進行分析。

總回收有效問卷數為 350 份，其中女性受測者居多，約佔 65.1%；受測

者年齡以 21~30 歲居多，約佔 53.4%，20 歲以下次之，約佔 43.1%；居住情

形則以與家人同住，家中無小孩的情形高於一個人住，分別 佔了 36.3% 以及 
22.3%；教育程度則是以大學 / 大專受測者居多，約佔 78.9%；職業以學生為

大宗，約佔 77.4%。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進行斜交轉

軸，評估問卷各構面的問項是否與其構面具有契合度，藉以探討本研究整體

構面的問項之各項因素分析。問項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皆大於 0.5，則表示各構

面問項皆足以解釋同一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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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依據問卷結果做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理論模型是否符合實際結

果。本研究之整體配適度統計量結果見表 4。

表 4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與標準文獻來源

指標 衡量標準 文獻 研究數值

RMSEA ≤0.1 Browne & Cudeck (1993) 0.0857
卡方自由度 ≤5 Schumacker & Lomax (2004) 3.56308
SRMR ≤0.08 邱皓政（2011）、張偉豪（2011）、Hu 

& Bentler (1999)
0.0522

GFI ≥0.8 Doll, Xia, and Torkzade（1994） 0.8497
CFI ≥0.9 李茂能（2006）、陳正昌、程炳林、陳

新豐與劉子鍵（2003）、張偉豪（2011）
0.9186

NFI ≥0.8 Ullman (2001) 0.8910
NNFI ≥0.9 Bnetler & Bonett（1980）、邱皓政

（2011）
0.9017

PNFI ≥0.50 Breivik & Olsson (2001)、張偉豪

（2012）、黃芳銘（2007）
0.7382

四、信效度分析

正式問卷中，各因素（F1 為觀影意願、F2 為便利性、F3 為視聽與服務

品質、F4 為娛樂情感、F5 為資訊、F6 為滿意度）結果 Cronbach’s α 值皆在

0.7 以上。Cronbach’s α 信度數值介於 0 和 1 之間，其數值愈靠近 1，信度

愈高，在實際應用上，Cronbach’s α 值至少要大於 0.5，α> 0.7 則為高信度

值 (Nunnally, 1978)，表示本研究問卷測量題項的可信度高。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皆大於 0.5，符合研究標準，顯示觀測指標可被潛在構念解釋的比率

適當，即代表有良好的變異解釋力，問卷結果可見表 5。

表 5　信效度分析數據統計表

因素 AVE Cronbach’s α
F1 0.77174 0.902216
F2 0.62012 0.907415
F3 0.78137 0.914240
F4 0.64559 0.835642
F5 0.58455 0.801030
F6 0.77790 0.913146

五、階層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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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模型一

滿意度

模型二

滿意度

模型三

滿意度

模型四

觀影意願

控制變數

性別 -0.23958 -0.13407 -0.05690 -0.08150
年齡 -0.08064 -0.04245 0.02067 -0.01572
居住地 -0.02277 0.02024 0.02419 -0.06937

獨立變數

便利性 0.16215*** 0.53271***
視聽與服務

品質

0.18121*** 0.29174***

娛樂 / 情感 0.18140*** 0.12704*
資訊 0.23279*** 0.03277

中介變數 觀影意願 0.38671*** 0.09978**

*p<.05、**p<.01、***p<.001

六、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本研究共有 9 個研究假設，透過問卷回收與實證結果，各假設的驗證結

果彙整如表 7。

表 7　研究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內容 驗證結果

H1a :「便利性」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1b :「視聽與服務品質」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1c :「娛樂 / 情感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1d :「資訊」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不支持

H2a「便利性」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2b :「視聽與服務品質」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2c :「娛樂 / 情感」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2d :「資訊」動機變數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3 : 「觀看意願」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主要從「方便性」、「視聽與服務品質」、「娛樂 / 情感」、「資

訊」等面向去探討可能影響觀眾觀看意願的動機因素以及在同步上映下在線

上串流平台的滿意度。本研究採取調查法，佐以問卷調查法搜集資料。本章

將針對上述研究假設實證之結果分析歸納，統整出本研究的發現和問題討論，

並將於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和後續研究方向與建議，供後續學術研究

者和影音業者進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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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觀影動機與觀影意願

由階層迴歸分析得到之結果，顯示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使用影音串流

平台的動機面向中，便利性、視聽與服務品質、娛樂情感三面向對於其觀影

意願有產生正向顯著影響。

（二）關於觀影意願與滿意度

由階層迴歸分析得到之結果，顯示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使用影音串

流平台觀看電影的觀影意願，對於其滿意度有產生正向顯著影響。

（三）關於觀影動機與滿意度

由階層迴歸分析得到之結果，顯示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使用影音串

流平台觀看電影的觀影動機，對於其滿意度有產生正向顯著影響。

（四）觀影意願對觀影動機與滿意度之正向關係有中介效果

由階層迴歸分析得到之結果，證實觀影意願有中介之效果，唯「資訊」

動機變數與「觀看意願」由階層迴歸分析結果為無顯著影響，說明觀影意願

在此研究架構中僅為部分中介效果。

（五）不顯著之研究假設原因推測

研究推測觀眾在尋求、獲取資訊時，多使用其他提供電影資訊的平台或

網站，觀眾並不會以線上串流平台作為尋求資訊的首選。

二、研究限制範圍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利用社群軟體如 Facebook、LINE 來發送和收集

問卷。在獲取的 350 份有效問卷裡，年齡高於 30 歲之問卷答覆僅有 12 份，

使此問卷統計結果較難呈現與代表高年齡族群之使用經驗和模式，因而此研

究可能會發生誤差。

本研究探討觀眾在同步上映模式下於線上串流平台觀影背後動機與決策

行為。而線上串流平台包含付費訂閱制線上串流平台與免費廣告制線上串流

平台，此兩種不同收費制串流平台均列入本次研究之線上串流平台之定義。

本研究為橫斷面分析，我們在某一個時間區間內，針對不同族群背景的

受試者，進行問卷發放，研究單一時間點上的事實與現象，並找出變項之間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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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正式問卷

線上串流平台觀影意願

1. 在同步上映模式下，我願意透過「線上串流平台」觀賞電影 
2. 在同步上映模式下，我使用「線上串流平台」觀影意願高 
3. 在同步上映模式下，我會選擇「線上串流平台」觀看 
便利性

1.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不受地點限制看到想看的電影 
2.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不受時間限制看到想看的電影

3.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快速地搜尋到想看的電影

4.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能以方便的使用步驟收看電影

5.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能依個人喜好掌握觀看的節奏

6.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可以讓我方便選擇電影

視聽與服務品質

1.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享受最佳的影音效果

2.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享受播放畫面最流暢的觀影經驗

3.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能提供高畫質與立體聲效

娛樂 \ 情感

1.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暫時拋開工作或課業上的煩惱

2.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為我帶來情感與情緒上的刺激感受

3.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能帶給我驚悚、冒險、浪漫等等情感刺激

資訊

1.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提供更多學習語言的資源

2.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讓我獲得相關電影類型資訊

3. 我認為「線上串流平台」能讓我獲得熱門電影排行與評價的相關資訊

整體滿意度

1. 使用線上串流平台觀看電影讓我感到滿意

2. 線上串流平台所提供之服務讓我感到滿意

3. 整體在線上串流平台上，我對觀影體驗是滿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