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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與行動科技的普及使得人們可隨時隨地上網，對人們的生活型態帶來全

面性的影響及改變。然而，這種離不開網路的生活型態到底對人們整體的生活滿

意度產生什麼影響？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隨時隨地可上網的行為模式對數位移民在

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本研究以隱喻誘引技術（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針對 17 位數位移民的線上生活滿意度進行深度訪談。藉由

共識地圖建構與分析數位移民在線上生活滿意度的內心深層感受與想法。研究發

現如下：第一、網路影響數位移民之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因素為資訊性、方便

性、分享、愉悅感、重要性及一體兩面等因素。第二、影響數位移民之線上生活

的滿意度可從「情感價值」、「社會連結」、「功利價值」及「負面效果」四個角度

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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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n the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of digital immigrant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This study applies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how Internet technology affects 

digital immigrants’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Findings － Digital immigrants consider there are many positive effects 

(Informativeness, Convenience, Sharing, and Hedonic valu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ir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their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can be explained 

from four perspectives: emotional value, social connectedness, utilization value, and 

side effects.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digital immigrants but not digital natives.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digital natives and e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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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implications－Through ZMET, we extract the important constructs of 

digital immigra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Originality/value－Digital immigrants consider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of using 

Internet which would lead to their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It implies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digital immigrants and digital natives is alleviating. 

 

Keywords: digital divide, digital immigrants, internet technology, online life 

satisfaction,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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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網路科技改變了人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方式及生活型態，使人們突破傳統的

空間與時間限制，在無疆域的環境下分享、追蹤訊息，創造許多新型態的互動方

式。從透過簡單的貼圖表達心情到使用令人感覺身歷其境的視訊電話聊天，人們

透過上網方式的溝通與互動管道變得更為多元。然而，除了網路科技所帶來的許

多好處之外，卻也存在一體兩面的問題如隱私、安全性、寂寞感、虛實差異與數

位落差等重要的社會議題。例如，從小沉浸在數位科技與隨時可上網的世代－數

位住民（digital natives）對於這種溝通模式習以為常，然而對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而言，卻是不斷的新嘗試。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是否對整體社會帶來更正向的影響（Bright ICT-

enabled Society）是資訊系統學會（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在 2014年

發起的主要計畫（Lee 2015），此計畫的主要目的在避免資訊與通訊科技對社會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或者至少減緩資訊與通訊科技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更具體而言

是希望網際網路讓我們的社會具有更正向的價值（Bright Society），減少網路犯罪

與網路的黑暗面（Lee 2016）。人們花在網路上的時間越來越長，使用網路是否真

正能提升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及幸福感，成為現今資訊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二、研究動機 

近年來學者針對不同角度探討使用資訊科技對人們在主觀幸福感及整體生活

滿意度的影響。然而，資訊科技對不同世代的影響有著不同程度的差異（Pfeil et 

al. 2009; Ang et al. 2015; Lissitsa & Bolotin 2016）。由於網路與行動上網是近十幾

年來普及的數位科技，文獻指出其對不同世代產生的影響層面也不同。文獻將

1980 年代以前和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族群分別稱為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及數位住民（digital natives）（Prensky 2001; Hoffmann et al. 2014）。數

位住民是指出生在資訊科技發展成熟的年代，從小就習慣生活在網路與數位環境

圍繞的環境中，擁有豐富的科技產品使用經驗，以電腦語言、外星語，線上遊戲

與網路做為他們的母語的族群（Wang et al. 2013; Akçayır et al. 2016）。相反地，數

位移民是指網路與資訊科技出現在這個族群成人之後的生活中，因此對使用資訊

科技的習慣也隨著時間在逐漸調適與改變的族群（Prensky 2001; Wang et al. 

2013）。因為這樣的差異產生了不同世代間的數位落差在研究結果上也呈現不一

樣的結果，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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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行動科技與無線上網的普及使得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與資訊保持連結，例如透

過手機上網存取各種資訊、透過文字或視訊方式與朋友在線上互動、透過電腦或

手機玩遊戲與購物等，也產生了許多網路重使用者。這種隨時隨地可以上網的行

為模式對人們的生活型態帶來全面性的轉變。現代人的生活幾乎離不開網路，然

而，這種隨時隨地可上網的生活型態是否真正能提升數位移民的線上整體生活滿

意度？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是在探討這種隨時隨地可上網的生活形態如何影響數位

移民的內心思維和深層感受，以及對社會脈絡所產生的改變和影響。本研究的目

的在探討隨時隨地可上網的行為模式如何影響數位移民在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的

內心深層想法與感受。研究方法使用行銷領域的質性研究方法－隱喻誘引技術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來收集與分析資料。本研究所

定義的數位移民網路使用者為使用者經常透過網路（包含行動上網）進行各種活

動，並以涉入量表評量確定為高度涉入者。利用隱喻誘引技術萃取影響數位移民

之線上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構面，並建構數位移民之線上生活滿意度的心智地圖與

共識地圖。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隨時隨地上網如何影響數位移民的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 

2. 建構數位移民在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的想法和感受。 

線上生活滿意度的研究議題，目前鮮少有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去深入了解使用

者內心思維，探究使用者內心深層意念。因此本研究採用隱喻誘引技術

（ZMET）分析數位移民在線上行為之感受，進而呈現參與者內心隱喻與想法，

期望提供資訊科技使用對生活滿意度的洞見及提供政策制定者在資訊社會相關政

策的參考。 

本研究主要編排如下：第二節回顧網路生活帶來不同世代間的數位落差、主

觀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文獻與理論基礎；第三節說明研究方法、研究設

計、研究對象及研究流程；第四節說明如何使用透過隱喻誘引技術針對數位移民

之網路使用者的內心深層想法與感受進行分析，描繪建構出數位移民的線上生活

滿意度的個人心智地圖與共識地圖；第五節為結論與建議，總結本研究的研究發

現、研究貢獻、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 

貳、文獻探討 

本節回顧網路科技在不同世代間產生的數位落差、主觀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

等相關研究文獻觀點作為本研究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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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科技在不同世代間形成的數位落差 

網路改變了原本人們之間溝通的方式與日常生活習慣，由一個靜態網路變為

動態的數據庫，不僅給予資訊存取的便利性，亦使人們突破在互動的空間與時間

限制。根據 Internet World Statistics（2017）統計至 2017年 12月為止，全球約有

超過 41.5 億個網路使用者，相較於 2016 年成長了七成，平均單日花費 6 個小時

以上於網路世界。數位化的生活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論是與

朋友交談、線上購物、沉溺於遊戲世界、尋找產品或是生活健康資訊，甚至是尋

找生活中的旅伴。人們逐漸透過網路實現需求與慾望，透過網路創造出更多價值

與機會。隨時隨地上網的線上生活型態改變了人們既有的生活模式，甚至多數人

覺得不能忍受沒有網路的生活，因而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高涉入之網路使用者。

隨著網路科技應用廣泛地滲入日常生活之中，對不同族群的影響層面也呈現多元

的差異。 

由於行動上網是近十幾年來普及的科技產品，因此對不同世代的生活型態產

生不同層面的影響。文獻將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族群稱為數位住民（digital 

natives），因為這些年輕族群出生在資訊科技發展成熟的年代，生活在網路與數位

環境圍繞的環境中，比起較年長者有更豐富的科技產品使用經驗（Prensky 2001; 

Hoffmann et al. 2014）。數位住民是以電腦語言、外星語，線上遊戲與網路做為他

們的母語（Akçayır et al. 2016）。相對於出生在資訊科技時代的數位住民，1980年

代以前出生的族群稱為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網路與資訊科技較晚出現

在這個族群的生活中，因此對使用資訊科技的習慣也在逐漸調適與改變（Prensky 

2001）。 

由於數位住民與數位移民在環境與認知上的差異，過去的研究從數位落差的

角度比較這兩個族群的差異，研究結果呈現截然不同的差異（Prensky 2001; Wang 

et al. 2013; Hoffmann et al. 2014; Akçayır et al. 2016）。有的研究指出數位住民習慣

快速接收訊息的生活型態。數位住民喜歡同時處理很多事情、比較喜歡圖像化的

資訊內容、習慣隨時隨地登入社群網站、需要在網路及無線上網中獲得立即滿足

感與回饋。比起數位移民，數位住民有更多跟科技產品互動的經驗。不過在某些

情況下，數位移民在認知與人際互動行為可能會比數位住民來的好（Prensky 

2001; Hoffmann et al. 2014）。兩者之間關鍵的差別在於，數位移民像所有移民一

樣比較能適應新環境。儘管這兩個世代存在明顯的差異，數位移民不會羨慕與欣

賞數位住民的能力，因為這些技能對數位移民而言是陌生的。數位移民不相信年

輕一代可以透過看電視或聽音樂學習得很成功，因為他們習慣專一且一步一步認

真地去學習（Prensky 2001）。然而，網路科技對數位住民與數位移民是否真的造

成截然不同的差異？Wang 等（2013）駁斥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數位移民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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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住民之間並不存在嚴格的二分法，相反地這兩個族群是具有連續性

（continuum），也就是數位流暢性（digital fluency）。由於文獻上的不一致性，使

得我們希望更進一步探究這種隨時隨地可上網的生活型態對數位移民的整體生活

滿意度影響是本研究主要的動機。 

二、主觀幸福感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個人感知和經驗的正向與負向的情感

回應，以及對生活滿意度的整體與特定領域的評估。它被定義為「一個人對自己

的生活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評估」（Diener et al. 2002）。主觀幸福感為個人內心的體

驗並從個人自身角度來量測。因此，幸福感是個人的主觀感受，包括正、負向情

緒和認知評價，是一種對自身所感受的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度的整體感受。

Diener（2000）將主觀幸福感定義為人們對生活的認知和情感評估，是廣泛的正

面情緒，它包括全球生活滿意度、對重要生活領域的滿意度、正向影響和低負面

影響（Xu & Roberts 2010）。幸福感是指最佳心理功能和體驗。在心理幸福調查可

分為兩主要定位：(1)主觀幸福感：其重點是享樂主義觀點，如正面影響（快

樂）、較少負面影響和生活滿意度。(2)心理幸福感：強調真幸福觀點，如個人成

長、意義和生活目的（Ryan & Deci 2001; Chiu et al. 2013）。主觀幸福感的三個構

成要素已被定義為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和生活滿意度（Andrews & Withey 

1976），前兩者構成要素是指情感方面的構建，後者為認知判斷方面（Diener et al. 

1985）。 

因為主觀幸福感本身是一個比較整體性的概念，它包含了生活滿意度以及人

的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的加總，因為人的正面情緒和負面情緒是很複雜的，它可

能同時包含線上感受和線下感受，因此所有正面和負面情緒會整個集結在一起之

後變成幸福感。所以幸福感本身是我們對從過去到現在生活的一個整體感受。若

以幸福感來探討使用者線上行為，用幸福感本身是比較難以衡量到，因為它是一

個涵蓋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包括生活滿意度整體感受的加總，比較難以去衡量。

但是若針對生活滿意度來探討分析，其滿意度基本上是我們在生活當中的一個標

準，端看使用者實際的感受跟這個標準有沒有落差，如果落差很小的時候，我們

會覺得生活滿意度比較高。生活滿意度基本上是會隨著時間改變的，它是隨時隨

地在改變的。因此本研究以探討分析數位移民的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為研究主

題。 

三、生活滿意度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的定義為「個人根據自己的選擇標準對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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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做的全面性評估」（Diener et al. 1985; Shin & Johnspn 1978）。George（1981）

將生活滿意度定義為對生活中期望的目標與實際生活結果之間的契合的認知評

估。在這種觀點中隱含的是生活滿意度是對涵蓋整個人生過程的目標和結果的總

結評估的概念。大量文獻已經確定了影響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包括健康、社會經

濟地位和社會關係（George & Clipp 1991; Krause 2004）。而現今人們透過網路串

連許多活動，網路對為生活及人際關係的延伸產生重要的影響。 

過去探討網路科技對生活滿意度的研究議題整理如表 1，可以發現過去幾年

主要的議題涵蓋社群網站、手機使用、網路科技或網路遊戲對不同族群的生活滿

意度的影響。研究構面主要包含社會支持、社群成癮、網路習慣、寂寞感、焦

慮、自尊心等。研究方法主要以量化的調查研究為主，研究對象則可分成學生、

一般使用者、65 歲以上等不同族群。研究結果發現較年輕的族群在使用網路的的

生活滿意度明顯高於老年人，不過有使用網路的組別對於整體生活滿意度算是滿

意（Lissitsa & Bolotin 2016）。然而針對臉書的大學生使用者作調查發現具有移情

作用的社交技能與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一般而言，如果過度使用臉書會迫使性

格外向及神經質的使用者把在現實生活的社交場域移到網路上（Chan 2014）。此

外，亦有研究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整體而言會增加生活滿意度，但使用過度對生

活滿意度的影響卻會變成負面的（Błachnio et al. 2016）。手機上網成癮會降低生

活滿意度（Samaha & Hawi 2016）；網路遊戲成癮亦會負面影響生活滿意度

（Bargeron & Hormes 2017）。整體而言，資訊科技相關的使用對生活滿意度產生

正向影響，但如果使用過度進而造成成癮就會產生負面影響。 

表 1：生活滿意度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主題 理論或構面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Chan (2014) 使用臉書對
於使用者在
社交技能或
生活滿意度
上的影響：
雙刃效果 

自我表現理
論 
社交技能、
臉書使用程
度、生活滿
意度 

問卷調查 
515 位臉書
使用者 

具有移情作用的社交技能與
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但若
過度使用臉書會迫使性格外
向及神經質的使用者把在現
實生活的社交場域移到網路
上 

Oh et al. 
(2014) 

探討社群網
站上支持性
的互動是否
會調節對社
群網站使用
和社群網站
朋友數量的

支持性的互
動、認知社
會支持、生
活滿意度、
社群意識 

實驗法，339
位受測者 

支持性的互動與互動完影響
間有正向關係；使用者在社
群網站所感受到的正向影響
會與認知友誼支持、評估支
持與生活滿意度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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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Lepp et al. 
(2014) 

大學生在手
機使用、學
業成績、焦
慮、與生活
滿意度之間
所產生的關
係 

手機使用程
度、學術表
現、焦慮、
生活滿意度 

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手機使用與學術表
現呈現負相關；手機使用率
與焦慮呈現正相關 

Ang et al. 
(2015) 

了解電腦通
訊在使用與
滿足的角度
上對於生活
滿意度的影
響 

自我決策理
論 
線上關係態
度、網路習
慣、線上交
流、自我揭
露、生活滿
意度 

問卷調查、
840 個城市
裡的 732 名
參與者 

自我揭露跟在線交流跟心理
需求的滿意度正相關；心理
需求的滿意度與線上關係會
影響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 

Błachnio et 
al. (2016) 

Facebook 網
路成癮與自
尊心、生活
滿意度間的
關係 

自尊心、臉
書 使 用 強
度、臉書成
癮 

問卷調查、
381 名臉書
使用者 

臉書使用強度與臉書成癮呈
正相關；越多人使用，越容
易發生成癮，研究結果發現
臉書的侵擾跟滿意度是負相
關，會影響生活品質 

Lissitsa & 
Bolotin 
(2016) 

過去十年來
身處網路世
代的生活滿
意度變化 

網路使用、
生活滿意度 

問卷調查、
73,523 位網
路使用者 

較年輕的族群生活滿意度明
顯高於老年人，不過有使用
網路的組別對整體生活滿意
度算是滿意 

Samaha & 
Hawi (2016) 

手機成癮、
壓力、學術
表現跟生活
滿意度之間
的關係 

認知壓力、
手機成癮、
學術表現、
生活滿意度 

問卷調查、
293 位大學
生 

測量網路成癮與生活滿意度
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成癮
跟壓力之間呈正相關，壓力
跟滿意度呈負相關，學業跟
滿意度呈正相關 

Bargeron & 
Hormes 
(2017) 

網路遊戲世
界跟社會心
理 學 的 關
聯 ： 精 神
學、生活滿
意度、衝動
性 

網路遊戲疾
病、生活滿
意度、自尊
心、抑鬱與
焦慮 

問卷調查、
297受測者 

認定網路遊戲疾病可從焦
慮、抑鬱症狀來看，生活滿
意度會降低及可能產生專注
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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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為探究數位移民之網路使用者的線上生活滿意度，本研究以隱喻誘引技術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來分析探討參與者內心深層的

感受與意念。隱喻誘引技術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在學術上提出約 20 多年時

間，主要應用在行銷策略與產品設計（Coulter et al. 2001; Lee et al. 2009）。目前已

在行銷領域被商業化並有實務的應用。大型公司如 IBM、可口可樂、HP 都透過

此方法來挖掘消費者需求，從消費者的心智、大腦、身體到社會互相影響的系統

來進行消費者心理的相關研究（Zaltman 2003）。本章介紹隱喻誘引技術的起源、

立論基礎、與流程，接著並說明本研究如何使用隱喻誘引技術之研究設計與流

程，說明研究對象的挑選及資料分析等步驟。 

一、隱喻誘引技術 

隱喻誘引技術（ZMET）是哈佛商學院教授 Gerald Zaltman 所提出的一種結

合非文字語言（圖片）和文字語言（訪談）的消費者研究技術（Coulter & 

Zaltman 1994; Zaltman & Coulter 1995）。ZMET假設人類的原始思考方式是以圖

像的形式思考而非文字的形式，這是一種一對一的深度訪談方法。假設人類以圖

像形式思考的立論基礎是由多種學科如心理學、符號學等學科所擷取之精華而形

成的理論基礎（Coulter et al. 2001）。在人們溝通訊息中約有 93%是包含在非文字

語言之中，僅有 7%是以文字語言表達；人類有超過 80%之溝通是依賴非文字語

言，此觀點已是目前學術界之共識。ZMET 所使用的核心關鍵是隱喻、圖片分析

及敘述。根據 Zaltman 的說法，隱喻是另一個事物的定義，它們可用來表達默

認、隱含和不言而喻的想法（Gwendolyn 2000）。透過圖片與語言溝通，ZMET可

進而了解參與者內心深層隱含的想法與認知。由於人類的思考是以圖像為基礎，

當接觸到感官影像時，腦袋裡會跳出一些潛意識中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想法，而圖

片通常被視為能代表人們想法、感受和行為基本概念的工具之一；使用 ZMET 研

究方法來讓參與者透過圖片，表達對圖片的情感進而描述豐富故事，使研究者從

其敘述背後所隱喻意義反覆解讀萃取描繪出參與者代表性心理行為模式及想法間

的關聯。此方法能挖掘參與者使用網路的最原始的內心感受。 

隱喻誘引技術需由參與者自行收集照片或提供照片，研究者針對參與者所提

供的照片進行深度訪談，並結合凱利方格法與攀梯法來萃取參與者對該主題的構

面，並連結構面與構面間的關係。透過參與者對圖片賦予的意義，建構心智地圖

來呈現參與者對研究主題在內心深層的想法與感受。從照片中發現的隱含意義讓

研究者感受到「我們所看到的每樣事物都隱藏了一些我們沒有想到和看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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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Gwendolyn 2000; Zaltman 2003）。ZMET的優點在於只要訪談 4~5位具有高

度涉入程度的參與者即可測量出該主題 90%的核心構面和想法（Zaltman 1997）。

不過，一般進行 ZMET 仍多以訪談 10-15 位參與者為主，以確保遺漏構面少於

10%（Coulter et al. 2001; Christensen & Olson 2002）。 

二、隱喻誘引技術之研究設計與流程 

研究對象的挑選原則主要如下：第一、挑選 35 歲以上的數位移民之網路使

用者做為研究對象。第二、參與者必須為網路高度涉入使用者。我們使用網路涉

入量表讓使用者填答。第三、在挑選參與者時盡量男女各半，職業類別盡量多

元，讓參與者的取樣具有代表性。本研究使用 Zaichkowsky（1994）發展的個人

涉入量表（revised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RPII）篩選具高涉入度的網路使

用者進行隱喻誘引技術的深度訪談，達 ZMET 訪談條件標準的 RPII 值須高於 51

分，介於 51 至 70 分之間為高涉入程度者。樣本收集採滾雪球抽樣方式進行，經

由參與者及親朋好友介紹 35 歲以上網路重度使用習慣者，透過填寫涉入量表後

確定為高涉入度網路使用者，即邀請受測者接受訪談。涉入量表發放時間為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回收 42 份，先刪除年齡不符研究條件及無意願接受

訪談者。隱喻誘引技術訪談分析研究設計流程如圖 1 所示。首先、使用

Zaichkowsky（1994）發展的個人涉入量表篩選參與者，篩選出高涉入度的網路使

用者。接著、確定受測者願意接受訪談後，於正式訪談前 7-10 天，請參與者先認

真思考本研究主題，找出 8-12 張能夠代表其對研究主題想法的圖片，開始進行一

對一訪談。最後、於訪談結束後透過逐字稿內容彙整描繪出參與者的個人心智地

圖，找出構面與構面間的連結關係，並整合建構出大多數參與者們的共識地圖，

找出數位移民之網路使用者在線上生活滿意度的主要想法與認知。 

 

 

 

 

 

圖 1：研究設計流程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 17 位有使用網路習慣且同時為高度涉入之數位移民，其

中女性參與者為 8 位，男性參與者為 9 位，其年齡範圍分別為 35 歲至 64 歲；涉

入分數範圍從 53分至 66分。參與者基本資料如表 2所示。 

ZMET 

深度訪談 

RPII 

涉入量表 

建構個人 

心智地圖 

建構參與者

的共識地圖 

找出數位移

民主要想法

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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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參與者基本資料 

編號 訪談對象 年齡 性別 涉入分數 編號 訪談對象 年齡 性別 涉入分數 

A001 資訊工程師 35 男 66 A010 講師 44 女 62 

A002 講師 41 男 66 A011 高職教師 41 男 55 

A003 工程師 38 女 65 A012 退休國小校長 64 男 53 

A004 專案經理 37 男 64 A013 保險專員 51 男 63 

A005 護理師 38 女 61 A014 國中教師 42 男 58 

A006 講師 36 女 56 A015 高職教師 42 女 59 

A007 助理教授 44 男 57 A016 講師 38 女 56 

A008 助理導播 39 女 56 A017 銀行專員 45 女 56 

A009 職能治療師 48 男 55      

肆、資料分析與結果 

訪談過程中，參與者以說故事方式述說每張圖片並說明針對「使用網路與在

線上所有活動的生活滿意度」的感覺和想法，研究者於訪談結束進行逐字稿整理

並寄給參與者確認。接著進行構面萃取，並以最後取得的構面建構出每位參與者

的個人心智地圖及所有參與者的共識地圖。隱喻誘引技術步驟與分析說明如下： 

一、步驟一：說故事與構面萃取（Storytelling & Construct Elicitation） 

訪談前會先請參與者針對研究主題先行蒐集 8-12 張照片，這些照片是參與者

自己挑選，選出的照片需能說明自己每天上網的相關活動對其生活滿意度的影

響。由於網路上的照片有版權問題，因此我們請參與者選擇自己拍攝的照片，而

非網路上的照片。步驟一在訪談開始時，請參與者以說故事方式針對每張圖片描

述如何代表其對線上所有活動（含行動上網）的生活滿意度關聯性之感覺與想

法。接著，透過逐字稿的整理進行構面抽取，找出影響此現象的重要因素。表 3

列舉參與者所陳述的故事內容與構面萃取，各擇一圖片呈現。例如參與者 A007

提到，網路帶給他的是便利性，就如同 7-11 給人是一個 24 小時不休息的服務模

式，在網路上你也可以 24 小時沒有間斷地，就是你可以隨時隨地在網路上找到

任何你要的東西或是你可以隨時隨地上網或是你可以隨時隨地在網路上取得所有

資訊，那種感覺就很像 7-11一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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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參與者描述圖片之相關構面 

圖片 圖片描述 構面抽取 

參與者：A001 

 

這是在網路上別人所分享的餐廳，會讓人家
有休閒放鬆吃飯的感覺。下班後剛好撥了點
時間去吃看看它的口味如何。整間店面的感
覺就是乾淨簡單放鬆，讓人有短暫自我的空
間感。平時除了使用網路記錄工作或是旅
行，美食也是我會去上網搜尋最主要的目的
之一，並且每到一家餐廳，就會拍照記錄這
邊的一切，也順便幫店家打廣告。 

搜尋美食 資訊
性 一探究竟
 自我空間感
短暫 放鬆  
紀錄工作或旅行
 記錄生活
分享 幫店家打
廣告  

參與者：A007 

 

這張照片的主題是 7-11，我照這張照片當時
的情景就是一個便利性，這個便利性呢讓我
跟網路連結在一起的時候會想到網路給我的
也是一個便利性，7-11給人是一個 24小時不
休息的一個服務模式，然後在網路上呢你也
可以有一個 24小時沒有間斷地，就是可以隨
時隨地在網路上找到任何你要的東西或是你
可以隨時隨地上網或是你可以隨時隨地要在
網路上取得所有的資訊什麼什麼的 ok所以第
一個我想到的就是便利性那種感覺就很像 7-
11的感覺。 

24小時不間斷
行動上網 隨時
隨地上網 像 7-
11感覺 便利性 

二、步驟二：遺失的主題或影像（Missed Issues and Images） 

步驟二為描述想要表達卻無法找到代表的圖片。請參與者描述想要表達其想

法卻找不到代表的圖片並且說明該圖片對其線上生活滿意度的意義和想法。其中

有十位參與者表示皆有找到與研究主題相的圖像，而有七位參與者則表示有遺漏

影像的部分，例如參與者 A002 表示無法找到悲傷、失望絕望的照片。參與者

A004 表示「跟線上所有活動行動上網的生活滿意度的幸福感有關係的話，我認

為大部分的素材其實是在一些科幻片裡面有很多都是可以接連結的啦，因為他們

已經有讓它侷限化變成一部電影，那我就是直接截那個電影的圖是最快的了，但

是不可能嘛，所以只能就身邊的素材去慢慢的摸索出來那感覺」，無法找到的圖

片為表達「科幻片」概念的圖像。參與者 A008 表示「無法找到跟寶可夢裡面的

一個虛擬的一隻老鼠合照」，想要表達使用網路其實滿恐怖的，透過網路玩線上

遊戲會牽扯到個資問題，網路使用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參與者 A015 表示想找一

張「有戀愛感覺的照片」可是找不到，在線上的生活是有戀愛的感覺，就是好像

你可以沒有全世界但是不能沒有網路，只要有網路就可以做很多自己想的、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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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事情。你可以沒有電視、可以不出門，但就是不能沒有網路。 

三、步驟三和四：分類整理與構面萃取（Sorting Task & Construct 
Elicitation） 

步驟三和步驟四是請參與者將蒐集的所有圖片進行分類，不限制分成幾類，

將認為有相似意義的圖片放在同一組，並定義每一組的名稱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以建立主題相關聯之構面。在所有參與者的圖片分類中，我們依參與者所分類的

類似組別進行彙整，整理分類出八個主題為「休閒娛樂」、「工作」、「愉悅感」、

「便利性」、「知識性」、「生活紀錄」、「科技」及「情感聯繫」。表 4 為參與者在

愉悅感這個主題的分類圖像。 

表 4：參與者分類圖像－愉悅感 

參與者 A001 分類圖像 

  

分類名稱：開心和期待 
分類說明：看到它心情就是愉快與放鬆，就像它期
待我們拿出好吃的給它，帶它出去玩是一樣的道
理。 

參與者 A002 分類圖像 

   

   

分類名稱：快樂的源頭 
分類說明：很像小朋友期待去尋寶去遠足去驗證一
些內心的夢想。就像網路世界一樣，期待在裡面尋
找寶藏。不論是實際的物品、國外的風景又或者是
一句話或一首歌，都可以透過網頁的力量，在幾秒
鐘到幾分鐘之內得到答案。給我感受其實是很期
待、高興的。 

 

在「愉悅感」的主題中，參與者 A001 提出「開心和期待」、參與者 A002 提

出「快樂的源頭」、參與者 A003 提出「期待」、參與者 A007 提出「分享」、參與

者 A010 提出「即時分享」，顯示出線上生活會讓人有期待感，透過網頁搜尋瀏覽

的便利即時，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得到自己想找的答案和資料甚至是意外收穫，同

時也滿足了生活各項需求，滿足了期待後當下的心情感受是放鬆開心的，會給人

帶來滿滿地愉悅感；隨時隨地上網分享生活，除了分享自己的快樂心情與回憶，

也可以即時與身旁親朋好友溝通互動，藉由網路的連結也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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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創造愉悅幸福的生活感。參與者 A007 和參與者 A010 提到透過分享同時也

傳達自己的快樂，是一種分享彼此歡樂的概念。 

四、步驟五：最具代表性圖片（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步驟五是請參與者從訪談圖片中，挑選出一張最具代表性的圖片。亦即最能

表達參與者在線上所有活動之生活滿意度的感覺或想法的圖片，並描述其代表意

義。參與者 A006 提到覺得網路代表就是一個很方便很快速的感覺，在生活中扮

演很重要的角色，例如要搜尋資料時它是很迅速的，可以知道很多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的訊息，而且也很便利，提供人們最新的資訊和社會趨勢。參與者

A017 提到因自己是登山的愛好者，經常藉由網路搜尋知名山岳，總會讓自己心

中懷有期許，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要實地探訪爬上這座山，真的去爬這座山時拍下

跟別人在網路上分享的圖片一樣的角度。表 5 列出部分參與者認為與本研究主題

最具代表性的圖片。 

表 5：參與者最具代表性圖片 

最具代表性圖片 圖片描述 構面抽取 

A006 

 

它代表就是一個很方便的感覺就是迅速跟
方便，網路在我的生活裡面其實扮演的角
色其實就是當我要搜尋資訊的時候它是很
迅速的，可以讓我知道很多不同⋯從不同
地方來的訊息然後而且ㄜ⋯可能很便利
的，我可能可以知道比如說世界各地不同
的資訊。 

迅速、方便 資
料搜尋（資訊性）
 便利性 
可以知道世界各地
不同的資訊 吸
取新知（知識性） 

A017 

 

藉由網路的搜尋看到這山的時候，因為所
有網路拍的角度它是整個很尖很陡的很峻
峭的，看到就覺得自己不太可能去完成這
座山，但事實上這張照片是我真的從已經
爬到山角點又下山再往回拍的，所以透過
網路看到這座山時，會讓我有期許有一天
自己也要實地探訪爬上這座山，才會去爬
這座山拍下這角度。 

網路搜尋看到
資訊性、事先預覽
 真的爬到山角點
又下山再往回拍
眼見為憑 
期許自己實地探訪
爬上這座山 一
探究竟、實地探
訪、期望（渴望） 

五、步驟六：相反影像（Opposite Images） 

步驟六是請參與者以直覺想像描述與研究主題相反感受的圖片，透過反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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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探索以達到構面的準確性。參與者 A008 認為相反感受的圖像是荒蕪的、不

知所措、寂寞，為比較單純且大家可能比較會閒聊的畫面，如果沒有網路只能回

歸早期的生活，那麼大家也許就不會一直低著頭看手機了，談話間彼此的眼神交

流也會比較常停留在對方身上，但會讓自己有一種焦慮感，害怕擔心有訊息無法

馬上得知的感覺。表 6列舉部分參與者所描述與本研究主題相反之影像整理。 

表 6：參與者所描述與上網感覺的相反影像 

參與者 圖片意涵 構面萃取 

A008 

一人在沙漠上遠處有綠洲。沒有網路的生活就像人站在一
片荒蕪的沙漠！剛開始會不知所措，不知沙漠外的世界變
的如何，感覺很寂寞！於是繼續往前走就會發現綠洲，就
如同沒有網路，生活仍是要繼續過，自然你就會找到取代
上網的其他習慣，例如：出去走走運動、閱讀⋯生活說不
定更豐富。 

荒蕪的、不
知所措、寂
寞、取代 

A016 
手忙腳亂。其實我利用網路來執行我的工作非常非常非常
多，還有包括安排我自己的一些事情阿，如果沒有網路的
話，我會覺得會是一個手忙腳亂的狀態。 

手忙腳亂 

 

六、步驟七：感官影像（Sensory Images） 

步驟七請參與者以六種感官概念來描述研究主題感覺最像什麼以及感覺最不

像什麼的探索性概念，包含味覺、觸覺、嗅覺、聽覺、顏色和情緒感受，表 7 為

彙整參與者的感官影像。藉由參與者的感官思考，掌握更明確的構面或補充其他

遺漏的想法與概念。實務上，參與者的感官影像可作為廣告設計的發想依據。 

表 7：最多參與者提及之感官影像 

感官 最符合 / 人數 最不符合 / 人數 

味覺 甜的 / 9 苦澀、酸辣 / 9 

觸覺 輕飄飄、軟綿綿 / 8 石頭 / 6 

嗅覺 香的 / 13 臭的 / 12 

聽覺 溫和舒服的音樂 / 10 吵雜浮躁、尖銳刺耳 / 11 

顏色 鮮豔繽紛的彩色 / 7 黑色 / 8 

整體感覺 便利性、好的 / 9 老舊簡陋、淘汰、死氣沉沉 / 9 



以隱喻誘引技術分析網路對數位移民的線上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413 

 

七、步驟八：心智地圖（The Mental Map） 

步驟八為心智地圖，由研究者回顧參與者描述出來的所有構面，繪製出一個

屬於參與者對研究主題感受所呈現的個人心智地圖。心智地圖是每位參與者呈現

自己內心想法與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構面關係。繪製心智地圖之後，再次詢問確

認參與者心智地圖是否正確表達其想要表達的想法或者是否有遺漏的構面。圖 2

為參與者 A005使用網路對其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的心智地圖。 

 

圖 2：參與者 A005之心智地圖 

八、步驟九：總結影像與小短文（The Summary Image & Vignette） 

步驟九請參與者利用所蒐集的圖片拼湊出一張屬於自己感受最重要的總結影

像，透過總結影像所傳達的資訊可提供研究者對參與者針對研究主題所傳達的概

念，並寫出一段小短文來幫助溝通與主題有關的重要構面。參與者 A007 之小短

文提到：「其實這個網路的世界需要愛，它可以把你的愛的能量散發出去，它可

以讓你感受在線上的愛，你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很快的方法，關心到或照顧到你

想要關心的人，那你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很快的方法，瞭解你所關心你所愛的人

他們所遭遇的問題，那你也可以用這些方法，把你的好的能量影響出去，讓更多

人可以獲得到這種感受，所以我覺得它的出發點就是一個用愛的出發點的話那會

更好會更滿意。網路感覺就是非常的便利，裡面的訊息非常的豐富非常的便利，

可以讓我們的生活因為有了它而變不一樣。」依據上述小短文內容，可以了解影

響參與者 A007 線上生活滿意度主要受情感價值、社會連結及功利價值所影響，

也因網路的使用提升了生活更優質的滿意度。圖 3為參與者 A007的總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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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參與者 A007之總結影像 

九、步驟十：共識地圖（Consensus Map） 

步驟十共識地圖在集合大多數參與者所提及的構面進行彙整分析。共識地圖

是心智地圖的整合，將所有參與者的個人心智地圖中相同之構面進行彙整。因為

是多數參與者同時具有的構面可以解釋參與者的內心深層想法及影響他們行為的

潛在因素，也代表著參與者在這一主題的共識，所以稱為共識地圖。研究者可透

過共識地圖來了解參與者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瞭解其關聯性和重要性。在共

識地圖中的起始構面必須為參與者總數的三分之一提及的構面。構面與構面間的

關係必須有參與者總數的四分之一所提及構面才會被納入共識地圖（Zaltman & 

Coulter 1995; Zaltman 2003）。建構共識地圖主要根據兩準則：第一、為參與者所

提及構面次數；第二、為參與者所提及構面與構面關聯性的次數。構面的確立是

由兩位研究者針對訪談逐字稿共同討論、並參考過去文獻進行命名。共識地圖為

結合所有參與者多數所提及構面所繪製，共識地圖可呈現參與者所提出之 80%的

構面（Zaltman & Coulter 1995）。構面的種類分為三總：第一、起始構面

（originator construct）：代表最初的思考開端，依據參與者人數達三分之一所提及

的構面為起始構面。第二、連結構面（connector construct），超過四分之一參與者

提及構面關聯性，將構面與構面間作串聯的構面。第三、終結構面（destination 

construct）：，來自參與者訪談過程的構面抽取及透過推理過程至終結構面

（Zaltman & Coulter 1995）。本研究分析 17位參與者的逐字稿，整理歸納構面並

依據參與者人數達三分之一所提及的構面為起始構面原則，共抽取出 35 個起始

構面（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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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參與者所提及之構面萃取統計資料 

編號 構面 
提及 
人數 

編號 構面 
提及 
人數 

編號 構面 
提及 
人數 

01 資訊性 17 13 一體兩面 8 25 虛實落差 6 

02 方便 15 14 期待感 8 26 娛樂性 6 

03 分享 13 15 連結性 7 27 網路部落格 5 

04 快速 11 16 驚喜 7 28 拉近人與人距離 5 

05 便利性 11 17 重要性 7 29 傳照片 5 

06 聯繫感情 9 18 回顧過往 6 30 缺乏溫度 5 

07 記錄生活 9 19 隱私 6 31 資訊安全 5 

08 事先預覽 9 20 緊密性 6 32 知識性 5 

09 即時性 9 21 網路無國界 6 33 資料存取 5 

10 愉悅感 8 22 放鬆 6 34 滿足 5 

11 情感交流 8 23 路徑搜尋 6 35 數位學習 5 

12 網路購物 8 24 隨時隨地上網 6    

 

從表 8 可看出最多參與者認為使用網路的生活滿意度之構面為「資訊性」，

共有 17 位參與者提及此構面；其次為「方便」（15 位參與者）、「分享」（13 位參

與者）、「快速」跟「便利性」（11 位參與者）、「聯繫感情」、「記錄生活」、「事先

預覽」及「即時性」（9 位參與者）、「愉悅性」、「情感交流」、「網路購物」、「一體

兩面」及「期待感」（8 位參與者）、「連結性」、「驚喜」及「重要性」（7 位參與

者）、「回顧過往」、「隱私」、「緊密性」、「網路無國界」、「放鬆」、「路徑搜尋」、

「隨時隨地上網」、「虛實落差」及「娛樂性」（6 位參與者）、「網路部落格」、「拉

近人與人距離」、「傳照片」、「缺乏溫度」、「資訊安全」、「知識性」、「資料存

取」、「滿足」及「數位學習」（5 位參與者）。以上提及構面人數皆達所有參與者

的三分之一人數，因此都符合成為起始構面之標準。 

起始構面代表最初層次的構面，在共識地圖中以圓形圖示表示之。連結構面

代表構面與其他構面之關聯性，以菱形表示。首先，我們依據超過四分之一參與

者提及構面關聯性為連結構面之原則，找出能將構面與構面間相關聯的構面作為

連結構面。我們歸納出六個連結構面，包含「分享」、「一體兩面」、「資訊性」、

「方便」、「愉悅性」及「重要性」（見圖 4）。接著，本研究將五位以上參與者所

提及的起始構面與四位以上參與者所提及關聯的連結構面彙整，共識地圖中箭頭

表示構面與構面間的串連，透過推理漸漸建構出起始構面與連結構面之相關性。

最後，為定義終結構面，我們依據參與者所描述網路影響其線上生活滿意度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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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再經過整理與討論，歸納出四個終結構面來涵蓋所有構面，分別為「社會連

結」、「情感價值」、「功利價值」、「負面效果」，在共識地圖中以長方形圖示表示

之。我們建構出網路使用者線上生活滿意度的共識地圖如圖 4，圖中的 N 表示提

及構面之人數，箭頭數字表示提及此相關構面之人數。 

 

圖 4：共識地圖 

伍、討論與結論 

網路與行動科技對人們的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其影響也因不同世代而異。

本研究針對並非出生在數位科技豐富環境的數位移民，即 35 歲以上的網路使用

者作為研究對象，探討網路對其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研究方法使用隱喻誘引

技術進行資料收集和分析，了解網路如何影響數位移民的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內心

真正想法與感受，從深度訪談資料中萃取出構面，建構影響數位移民網路使用者

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共識地圖。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第一、網路影響數位移民之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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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有資訊性、方便性、分享、愉悅感、重要性及一體兩面等。數位移民的網

路使用者認為資訊性是影響其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最重要的因素。網路上資訊包

羅萬象豐富性高，不需要額外付費即可快速解決所遇到的疑難雜症，有 24 小時

不打烊的便利商店概念。這種隨時隨地可上網的生活型態和對資訊的高度需求，

也突顯了無所不在的資訊需求。由於網路上資訊包羅萬象，使用者經常會透過網

路搜尋各種自己不懂或疑惑的問題來幫助自己解惑。網路科技有助於認識這個世

界，每一次的瀏覽搜尋所獲得的刺激或感受皆不同，也帶來了許多生活需求的滿

足感。當然網路的使用也有其一體兩面，過度利用網路科技所造成的缺乏溫度和

虛實落差，則是使用網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第二、網路科技影響數位移民之的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主要由情感價值、社

會連結、功利價值及負面效果等四個面向所組成。其中，「情感價值」是指從上

網過程中得到的愉悅感、透過瀏覽搜尋得到自己所熱衷人事物、追求渴望、及充

實自我所得到的滿足感等各種情緒，都會影響使用者在上網時的整體生活滿意

度。「社會連結」說明網路是生活分享、社會支持的來源，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感

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亦可解釋為一個人在社交關係或網絡中感受到的歸屬情感的

重要性。透過網路社群與親朋好友產生了更加即時與多元的聯繫，也讓許多久未

連絡的朋友或同學能因為網路的關係再度連結，替資訊的交流與分享提供多元的

管道。「功利價值」說明不論是在工作上或生活上，因網路的便利即時及資訊豐

富造成了生活上已少不了網路，凸顯了網路在數位移民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帶來

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及優質愉悅的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此外、沉浸於網路世界中

能讓使用者放鬆紓解生活壓力，藉由豐富多樣的數位遊戲也增加了生活休閒娛樂

性之豐富另一方面，「負面效果」則說明線上生活對數位移民帶來的便利之外也

隱藏著負面的影響。例如，在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物遠比在虛擬的世界上看似華麗

的東西還要來得重要且踏實，但人們往往會被網路上華麗的事物所吸引。此外，

隨著網路使用人口的遽增，網路即時性已漸漸地改變人們溝通互動的方式，以前

的簡訊或書信已經越來越稀少，大家普遍依賴 Messenger、Line。雖然傳遞的心意

不變但感受到的溫度卻不一樣。網路科技創造了便利且即時人際溝通模式，卻也

因缺乏面對面的情感交流，悄悄地產生在實際生活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更甚

的是，因為網路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方便性與資訊性，相對地，也伴隨著網路犯

罪、網路霸凌及個資隱私外洩問題，網路科技也同樣讓數位移民感到沒有安全

感，人跟人之間的信任感無形中也會產生動搖。儘管大家都知道隱私和資訊安全

的重要性，然而在使用過程中往往會不自覺的忽略他們的重要性，加上網路帶來

的虛實落差和缺乏溫度的感受，也解釋了網路帶給數位移民在生活滿意度上的負

面影響。 

本研究的學術貢獻說明如下：第一、本研究以數位落差的角度分析數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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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上的整體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發現數位移民對網路科技的使用的感受多屬

正向且已無法生活在沒有網路的世界，可以說明網路科技對數位移民與數位住民

所產生的數位落差應已逐漸減少。第二、本研究利用隱喻誘引技術的質性研究方

法來收集與分析資料，研究發現可更豐富先前的量化研究。此方法在行銷領域為

一新的研究方法，可作為資管領域在研究工具的新選擇。本研究在實務上的貢獻

說明如下：第一、研究結果說明數位移民在網路科技使用的線上整體生活滿意

度，可供行銷的實務業者針對數位移民（35 歲以上）在網路科技的行銷策略之參

考。第二、可供政府在擬定數位落差等相關政策或科技政策之參考。尤其處於萬

物連網的現今社會，網路科技改變了人們接收與傳遞資訊的方式，進而改變了人

們的生活型態，對不同世代的衝擊程度也應該有差異。面對逐漸高齡化的社會，

如何讓高齡人口活用新的科技對國家競爭力與整體發展都有幫助。另一方面，則

是伴隨網路便利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如資訊安全問題、網路犯罪、網路霸凌、電

腦病毒及駭客入侵洩漏隱私等。因此，持續地落實資訊安全管理與訓練實為重

要，唯有在資訊安全管理完善地前提下，才會有真正的線上整體生活滿意度。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說明如下：第一，本研究以數位移民的網路使用者為研

究對象，由於數位移民是指 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對象，這個界定包含的範圍太

過簡略，或許在網路科技發展的初期可以這樣劃分，在 2000 年初期將人們分成

數位住民和數位移民可以看到明顯差異。然而，由於年輕人相對地對科技的適應

性位高於年長者，時至今日，數位移民和數位住民這樣的劃分就沒有很大的差

別。新興的網路科技或許對 35 歲以上的族群影響程度會和 65 歲以上的影響程度

會有不同。因此，後續可針對不同年齡層群來探討數位落差與整體生活滿意度進

行研究與比較。第二、本研究探討網路科技對數位移民的線上生活滿意度的想法

與感受，以隱喻誘引技術作為研究訪談工具，本研究抽取總結之共識地圖，可以

視為量化研究之前置研究，後續研究可根據本研究所萃取的構面建構影響線上整

體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及發展量表，作為量化研究的基礎。 

誌謝 

本研究感謝科技部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17-004-）的部分補

助，特此誌謝。 

參考文獻 

Andrews, F.M. and Withey, S.B. (1976),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ns' 

Perceptions of Life Quality, Plenum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Ang, C.S., Talib, M.A., Tan, K.A., Tan, J.P. and Yaacob, S.N. (2015), ‘Understanding 



以隱喻誘引技術分析網路對數位移民的線上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419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ttribut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nd self-determin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49, pp. 20-29. 

Akçayır, M., Dündar, H. and Akçayır, G. (2016), ‘What makes you a digital native? Is it 

enough to be born after 1980?’,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60, pp. 435-

440. 

Błachnio, A., Przepiorka, A. and Pantic, I. (2016), ‘Association between Facebook 

addiction, self-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55, pp. 701-705. 

Bargeron, A.H. and Hormes, J.M. (2017),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psychopathology, life satisfaction, and impulsiv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68, pp. 388-394. 

Chan, T.H. (2014), ‘Facebook and its effects on users' empathic social skill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Vol. 17, No. 5, pp. 276-280. 

Coulter, R.H. and Zaltman, G. (1994), ‘Using the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to understand brand image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 21, 

pp. 501-507. 

Coulter, R.A., Zaltman, G. and Coulter, K.S. (2001), ‘Interpret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advertising: An application of the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Vol. 30, No. 4, pp. 1-21. 

Christensen, G.L. and Olson, J.C. (2002), ‘Mapping consumers’ mental models with 

ZMET’, Psychology & Marketing, Vol. 19, No. 6, pp. 477-501. 

Chiu, C.M., Cheng, H.L., Huang, H.Y. and Chen, C.F. (2013), ‘Exploring 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loyalty towards social network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 The Facebook c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Vol. 33, No. 3, pp. 539-552. 

Diener, E., Emmons, R.A., Larsen, R.J. and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 49, No.1, pp. 71-75.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5, No. 1, pp. 34-43. 

Diener, E., Lucas, R.E. and Oishi, S. (2002),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 R. Snyder and S.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3-73. 

George, L.K. (1981),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420 資訊管理學報 第二十五卷 第四期 

 

C. Eisdorfer (Ed.), Annual Review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New York, 

Springer, Vol. 2, pp. 345-382. 

George, L.K. and Clipp, E.C. (1991), ‘Subjective components of aging well’, 

Generations, Vol. 15, No.1, pp. 57-60. 

Gwendolyn, C.C. (2000), ‘The ZMET alternative’, Marketing Research, Vol. 12, No. 2, 

pp. 6-12. 

Hoffmann, C.P., Lutz, C. and Meckel, M. (2014), ‘Digital natives or digital immigrants? 

The impact of user characteristics on online trust’,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31, No. 3, pp. 138-171. 

Internet World Statistics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stats.htm  

Krause, N. (2004), ‘Lifetime trauma, emotion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adults’, The Gerontologist, Vol. 44, No. 5, pp. 615-623. 

Lee, T.R., Chen, S.Y., Wang, S.T. and Chang, S.E. (2009). ‘Adoption of mobile 

location-based services with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Vol. 7, No.1, pp.117-132. 

Lee, J.K. (2015), ‘Guest editorial: Research framework for AIS grand vision of the 

bright ICT initiative’, MIS Quarterly, Vol. 39, Issue 2, pp. 3-11. 

Lee, J.K. (2016), ‘Invited commentary-reflections on ICT-enabled bright society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Vol. 27, Issue 1, pp. 3-6. 

Lepp, A., Barkley, J.E., and Karpinski, A.C.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ll 

phone us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xiety,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31, pp. 343-350. 

Lissitsa, S. and Bolotin, S.C. (2016),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 changes in 

the past decad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54, pp. 197-206. 

Oh, H.J., Ozkaya, E. and LaRose, R. (2014), ‘How does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enhance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nline supportive interaction, 

affec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30, pp. 69-78. 

Pfeil, U., Arjan, R. and Zaphiris, P. (2009), ‘Age differences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 A study of user profiles and the social capital divide among teenagers 

and older users in my spa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25, No. 3, pp. 

643-654.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 On the Horizons, Vol. 9, 

No. 5. pp. 1-6. 



以隱喻誘引技術分析網路對數位移民的線上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421 

 

Ryan, R.M. and Deci, E.L. (2001),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2, pp. 141-166. 

Samaha, M. and Hawi, N.S. (2016), ‘Relationships among smartphone addiction, stres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57, pp. 321-325. 

Shin, D.C. and Johnson, D.M. (1978),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5, No. 1-4, pp. 475-492. 

Wang, Q(E). Myers, M.D. and Sundaram, D. (2013), ‘Digital natives and digital 

immigrants: Towards a model of digital fluency’,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Vol. 5, No. 6, pp. 409-419.  

Xu, J. and Roberts, R.E. (2010), ‘The power of positive emotions: It’s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longevity over 28 years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Health Psychology, Vol. 29, No. 1, pp. 9-19. 

Zaichkowsky, J.L. (1994), ‘Research notes: The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Reduction, revision, and application to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Vol. 23, 

No. 4, pp. 59-70. 

Zaltman, G. and Coulter, R.H. (1995), ‘Seeing the voice of the customer: Metaphor-

based advertis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Vol. 35, No. 4, pp. 

35-51. 

Zaltman, G. (1997), ‘Rethinking market research: Putting people back i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 34, No. 4, pp. 424-437. 

Zaltman, G. (2003), How Customers Think: Essential Insights into the Mind of the 

Market, Harvard Business Press, Harvard, USA. 

 



422 資訊管理學報 第二十五卷 第四期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7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tru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Devanagari-Bold
    /AdobeDevanagari-BoldItalic
    /AdobeDevanagari-Italic
    /AdobeDevanagari-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Gurmukhi-Bold
    /AdobeGurmukhi-Regular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Naskh-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lgerian
    /ARADGothicJP-Medium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AvantGardeITCbyBT-Book
    /AvantGardeITCbyBT-Medium
    /Bahnschrift
    /BaskOldFac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oakStd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AVE-Normal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bri-Light
    /Calibri-Light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stellar
    /CaviarDreams-Bold
    /cCopyright1994,EGTInc.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LightIt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micSansMS-BoldItalic
    /ComicSansMS-Italic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urlzMT
    /DFBangBangStd-W5
    /DFBangBangU-W5-WIN-BF
    /DFBangShuStd-W8
    /DFBangShuU-W8-WIN-BF
    /DFBangShu-W8-WIN-BF
    /DFBangShu-W8-WINP-BF
    /DFBiaoKaiShuStd-W5
    /DFBiaoSongStd-W4
    /DFBnagBang-W5-WIN-BF
    /DFBnagBang-W5-WINP-BF
    /DFCaiDaiStd-W7
    /DFChiLiStd-W5
    /DFChiLiU-W5-WIN-BF
    /DFChiLi-W5-WIN-BF
    /DFChiLi-W5-WINP-BF
    /DFChuStd-W4
    /DFDouDouStd-W3
    /DFDouDouStd-W5
    /DFFangSongStd-W2
    /DFFangSongStd-W4
    /DFFangSongStd-W6
    /DFFangSongU-W4-WIN-BF
    /DFFangSong-W4-WIN-BF
    /DFFangSong-W4-WINP-BF
    /DFFangYuanStd-W7
    /DFGangBiStd-W2
    /DFGangBiU-W2-WIN-BF
    /DFGangBi-W2-WIN-BF
    /DFGangBi-W2-WINP-BF
    /DFGirlStd-W3
    /DFGirlStd-W5
    /DFGirlStd-W7
    /DFGirlU-W7-WIN-BF
    /DFGirl-W7-WIN-BF
    /DFGirl-W7-WINP-BF
    /DFGothic-EB-WING-RKSJ-H
    /DFGothic-EB-WINP-RKSJ-H
    /DFGothic-EB-WIN-RKSJ-H
    /DFGothic-SU-WING-RKSJ-H
    /DFGothic-SU-WINP-RKSJ-H
    /DFGothic-SU-WIN-RKSJ-H
    /DFGothic-UB-WING-RKSJ-H
    /DFGothic-UB-WINP-RKSJ-H
    /DFGothic-UB-WIN-RKSJ-H
    /DFGuYinStd-W5
    /DFHaiBaoGB5Std-W12
    /DFHaiBaoStd-W12
    /DFHaiBaoStd-W9
    /DFHeiGB5Std-W5
    /DFHeiStd-W12
    /DFHeiStd-W3
    /DFHeiStd-W5
    /DFHeiStd-W7
    /DFHeiStd-W9
    /DFHeiU-W12-WIN-BF
    /DFHeiU-W3-WIN-BF
    /DFHeiU-W5-WIN-BF
    /DFHeiU-W7-WIN-BF
    /DFHei-W12-WIN-BF
    /DFHei-W12-WINP-BF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WIN-BF
    /DFHei-W5-WINP-BF
    /DFHei-W7-WIN-BF
    /DFHei-W7-WINP-BF
    /DFHSGothic-W3-WING-RKSJ-H
    /DFHSGothic-W3-WINP-RKSJ-H
    /DFHSGothic-W3-WIN-RKSJ-H
    /DFHSGothic-W5-WING-RKSJ-H
    /DFHSGothic-W5-WINP-RKSJ-H
    /DFHSGothic-W5-WIN-RKSJ-H
    /DFHSGothic-W7-WING-RKSJ-H
    /DFHSGothic-W7-WINP-RKSJ-H
    /DFHSGothic-W7-WIN-RKSJ-H
    /DFHSGothic-W9-WING-RKSJ-H
    /DFHSGothic-W9-WINP-RKSJ-H
    /DFHSGothic-W9-WIN-RKSJ-H
    /DFHsiuStd-W3
    /DFHuaZongStd-W5
    /DFHuaZongU-W5-WIN-BF
    /DFHuaZong-W5-WIN-BF
    /DFHuaZong-W5-WINP-BF
    /DFHuiZongStd-W5
    /DFHuiZongU-W5-WIN-BF
    /DFHuiZong-W5-WIN-BF
    /DFHuiZong-W5-WINP-BF
    /DFJinWenStd-W3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Std-W14
    /DFKaiShuStd-W3
    /DFKaiShuStd-W5
    /DFKaiShuStd-W7
    /DFKaiShuStd-W9
    /DFKaiShuU-W3-WIN-BF
    /DFKaiShuU-W5-WIN-BF
    /DFKaiShuU-W7-WIN-BF
    /DFKaiShu-W3-WIN-BF
    /DFKaiShu-W3-WINP-BF
    /DFKaiShu-W5-WIN-BF
    /DFKaiShu-W5-WINP-BF
    /DFKaiShu-W7-WIN-BF
    /DFKaiShu-W7-WINP-BF
    /DFKaiU-W14-WIN-BF
    /DFKaiU-W9-WIN-BF
    /DFKai-W14-WIN-BF
    /DFKai-W14-WINP-BF
    /DFKai-W9-WIN-BF
    /DFKai-W9-WINP-BF
    /DFKangKaiStd-W5
    /DFKanTingLiuStd-W9
    /DFKuoTaiBeiStd-W4
    /DFLianLianStd-W2
    /DFLianLianStd-W4
    /DFLiHeiStd-W3
    /DFLiHeiStd-W5
    /DFLiHeiStd-W7
    /DFLiKaiShuStd-W5
    /DFLiKingHeiStd-W8
    /DFLiKingHeiU-W8-WIN-BF
    /DFLiKingHei-W8-WIN-BF
    /DFLiKingHei-W8-WINP-BF
    /DFLiShuStd-W3
    /DFLiShuStd-W5
    /DFLiShuStd-W7
    /DFLiShuU-W3-WIN-BF
    /DFLiShuU-W5-WIN-BF
    /DFLiShuU-W7-WIN-BF
    /DFLiShu-W3-WIN-BF
    /DFLiShu-W3-WINP-BF
    /DFLiShu-W5-WIN-BF
    /DFLiShu-W5-WINP-BF
    /DFLiShu-W7-WIN-BF
    /DFLiShu-W7-WINP-BF
    /DFLiSongStd-W3
    /DFLiSongStd-W5
    /DFLiSongStd-W7
    /DFLiSongU-W3-WIN-BF
    /DFLiSongU-W5-WIN-BF
    /DFLiSongU-W7-WIN-BF
    /DFLiSong-W3-WIN-BF
    /DFLiSong-W3-WINP-BF
    /DFLiSong-W5-WIN-BF
    /DFLiSong-W5-WINP-BF
    /DFLiSong-W7-WIN-BF
    /DFLiSong-W7-WINP-BF
    /DFLiuLiStd-W5
    /DFLiuLiStd-W7
    /DFLiuLiuStd-W7
    /DFLiuLiuU-W7-WIN-BF
    /DFLiuLiU-W7-WIN-BF
    /DFLiuLiu-W7-WIN-BF
    /DFLiuLiu-W7-WINP-BF
    /DFLiuLi-W7-WIN-BF
    /DFLiuLi-W7-WINP-BF
    /DFLiuStd-W3
    /DFLiuXianStd-W3
    /DFLiuYeStd-W3
    /DFLiYuanStd-W7
    /DFLiYuanStd-W8
    /DFLungMenStd-W9
    /DFMincho-SU-WING-RKSJ-H
    /DFMincho-SU-WINP-RKSJ-H
    /DFMincho-SU-WIN-RKSJ-H
    /DFMingStd-W12
    /DFMingStd-W14
    /DFMingStd-W3
    /DFMingStd-W5
    /DFMingStd-W7
    /DFMingStd-W9
    /DFMingU-W12-WIN-BF
    /DFMingU-W14-WIN-BF
    /DFMingU-W3-WIN-BF
    /DFMingU-W5-WIN-BF
    /DFMingU-W7-WIN-BF
    /DFMing-W12-WIN-BF
    /DFMing-W12-WINP-BF
    /DFMing-W14-WIN-BF
    /DFMing-W14-WINP-BF
    /DFMing-W3-WIN-BF
    /DFMing-W3-WINP-BF
    /DFMing-W5-WIN-BF
    /DFMing-W5-WINP-BF
    /DFMing-W7-WIN-BF
    /DFMing-W7-WINP-BF
    /DFMoStd-W9
    /DFMoU-W9-WIN-BF
    /DFMo-W9-WIN-BF
    /DFMo-W9-WINP-BF
    /DFNewChuanStd-W5
    /DFNHeiU-W9-WIN-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NMingU-W9-WIN-BF
    /DFNMing-W9-WIN-BF
    /DFNMing-W9-WINP-BF
    /DFNYuanU-W9-WIN-BF
    /DFNYuan-W9-WIN-BF
    /DFNYuan-W9-WINP-BF
    /DFOYangXunStd-W5
    /DFPaoStd-W4
    /DFPHaiBaoW12
    /DFPHeiW5
    /DFPingJuStd-W7
    /DFPingJuU-W7-WIN-BF
    /DFPingJu-W7-WIN-BF
    /DFPingJu-W7-WINP-BF
    /DFPiPiStd-W5
    /DFPiPiU-W5-WIN-BF
    /DFPiPi-W5-WIN-BF
    /DFPiPi-W5-WINP-BF
    /DFPOP1Std-W5
    /DFPOP1Std-W7
    /DFPOP1Std-W9
    /DFPOP1U-W9-WIN-BF
    /DFPOP1-W9-WIN-BF
    /DFPOP1-W9-WINP-BF
    /DFPOP2Std-W9
    /DFPOP2U-W9-WIN-BF
    /DFPOP2-W9-WIN-BF
    /DFPOP2-W9-WINP-BF
    /DFPOP3Std-W12
    /DFPOP3U-W12-WIN-BF
    /DFPOP3-W12-WIN-BF
    /DFPOP3-W12-WINP-BF
    /DFPSongW5
    /DFPuDingStd-W12
    /DFPuDingStd-W7
    /DFPWeiBeiW7
    /DFPYaSongW9
    /DFPYuanW5
    /DFShiYiStd-W5
    /DFShiYiU-W5-WIN-BF
    /DFShiYi-W5-WIN-BF
    /DFShiYi-W5-WINP-BF
    /DFSongGB5Std-W5
    /DFSoZingStd-W3
    /DFSuMoStd-W12
    /DFTanKaiStd-W5
    /DFTanLiStd-W5
    /DFTanLiStd-W7
    /DFTanLiStd-W9
    /DFTieXianStd-W3
    /DFTieXianU-W3-WIN-BF
    /DFTieXian-W3-WIN-BF
    /DFTieXian-W3-WINP-BF
    /DFTongTongStd-W3
    /DFTouStd-W4
    /DFTsaiStd-W3
    /DFWaWaStd-W5
    /DFWaWaStd-W7
    /DFWaWaU-W7-WIN-BF
    /DFWaWa-W7-WIN-BF
    /DFWaWa-W7-WINP-BF
    /DFWeiBeiGB5Std-W7
    /DFWeiBeiStd-W7
    /DFWZMingStd-W4
    /DFXingKaiStd-W5
    /DFXingKaiU-W5-WIN-BF
    /DFXingKai-W5-WIN-BF
    /DFXingKai-W5-WINP-BF
    /DFXingShuStd-W5
    /DFYanKaiStd-W5
    /DFYanKaiStd-W7
    /DFYanKaiStd-W9
    /DFYanKaiU-W5-WIN-BF
    /DFYanKai-W5-WIN-BF
    /DFYanKai-W5-WINP-BF
    /DFYaSongGB5Std-W9
    /DFYaStd-W3
    /DFYaYiStd-W6
    /DFYeaSongStd-W9
    /DFYeaSongU-W9-WIN-BF
    /DFYeaSong-W9-WIN-BF
    /DFYeaSong-W9-WINP-BF
    /DFYingHeiStd-W7
    /DFYuanGB5Std-W5
    /DFYuanStd-W12
    /DFYuanStd-W14
    /DFYuanStd-W3
    /DFYuanStd-W5
    /DFYuanStd-W7
    /DFYuanStd-W8
    /DFYuanStd-W9
    /DFYuanU-W12-WIN-BF
    /DFYuanU-W14-WIN-BF
    /DFYuanU-W3-WIN-BF
    /DFYuanU-W5-WIN-BF
    /DFYuanU-W7-WIN-BF
    /DFYuan-W12-WIN-BF
    /DFYuan-W12-WINP-BF
    /DFYuan-W14-WIN-BF
    /DFYuan-W14-WINP-BF
    /DFYuan-W3-WIN-BF
    /DFYuan-W3-WINP-BF
    /DFYuan-W5-WIN-BF
    /DFYuan-W5-WINP-BF
    /DFYuan-W7-WIN-BF
    /DFYuan-W7-WINP-BF
    /DFYuanYuanStd-W2
    /DFYuanYuanStd-W4
    /DFZongKaiStd-W7
    /DFZongYiStd-W5
    /DFZongYiStd-W7
    /DFZongYiStd-W9
    /Ebrima
    /Ebrima-Bold
    /EdwardianScriptITC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FelixTitlingMT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Gabriola
    /Gadugi
    /Gadugi-Bold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lvetica
    /Helvetica-Black-SemiBold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Condensed
    /Helvetica-Condensed-Bold
    /Helvetica-Condensed-BoldObl
    /Helvetica-Condensed-Oblique
    /HelveticaInserat-Roman-SemiB
    /Helvetica-Narrow
    /Helvetica-Narrow-Bold
    /Helvetica-Narrow-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Oblique
    /HelveticaObl-Heavy
    /Helvetica-Oblique
    /HelveticaObl-Thin
    /Helvetica-Roman-SemiB
    /HerSin-Medium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HoloLensMDL2Assets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Extra
    /InnMing-Medium
    /JavaneseText
    /JenLei-Demi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Ext1EG-Medium-Big5
    /KanTingLiu-Ultra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inWide
    /Leelawadee
    /LeelawadeeBold
    /Leelawadee-Bold
    /LeelawadeeUI
    /LeelawadeeUI-Bold
    /LeelawadeeUI-Semilight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nGothic-Bold
    /linGothic-Extra
    /LinGothic-Medium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lgunGothic
    /MalgunGothicBold
    /MalgunGothic-Semilight
    /MaokaiEG-Bold-Big5
    /MaokaiEG-Heavy-Big5
    /Marlett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icrosoftHimalaya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Light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JhengHeiUIBold
    /MicrosoftJhengHeiUILight
    /MicrosoftJhengHeiUIRegular
    /MicrosoftNewTaiLue
    /MicrosoftNewTaiLue-Bold
    /MicrosoftPhagsPa
    /MicrosoftPhagsPa-Bold
    /MicrosoftSansSerif
    /MicrosoftTaiLe
    /MicrosoftTaiLe-Bold
    /MicrosoftUighur
    /MicrosoftUighur-Bold
    /MicrosoftYaHei
    /MicrosoftYaHei-Bold
    /MicrosoftYaHeiLight
    /MicrosoftYaHeiUI
    /MicrosoftYaHeiUI-Bold
    /MicrosoftYaHeiUILight
    /Microsoft-Yi-Baiti
    /MingLiU
    /MingLiU-ExtB
    /Ming-Lt-HKSCS-ExtB
    /Ming-Lt-HKSCS-UNI-H
    /MingtiExt1EG-Medium-Big5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golianBaiti
    /MonotypeCorsiva
    /MS-Gothic
    /MSOutlook
    /MS-PGothic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VBoli
    /MyanmarText
    /MyanmarText-Bold
    /MyriadArabic-Bold
    /MyriadArabic-BoldIt
    /MyriadArabic-It
    /MyriadArabic-Regular
    /MyriadHebrew-Bold
    /MyriadHebrew-BoldIt
    /MyriadHebrew-It
    /MyriadHebrew-Regular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anSung-Bold
    /NanSung-Light
    /NanSung-Medium
    /NewGothic-bold
    /NewGothic-Heavy
    /NewGothic-Medium
    /NewGulim
    /NewInnMing-Light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irmalaUI
    /NirmalaUI-Bold
    /NirmalaUI-Semilight
    /NSimSun
    /NuevaStd-Bold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Cond
    /NuevaStd-Italic
    /OCRAExtended
    /OCRAStd
    /OldEnglishTextMT
    /Onyx
    /OratorStd
    /OvlapRound_Outline-Ultra
    /OvlapRound-Ultra
    /PalaceScriptMT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MingLiU-ExtB
    /PoorRichard-Regular
    /Pop1-Bold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ScriptMTBold
    /SegoeMDL2Assets
    /SegoePrint
    /SegoePrint-Bold
    /SegoeScript
    /SegoeScript-Bold
    /SegoeUI
    /SegoeUIBlack
    /SegoeUIBlack-Italic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Emoji
    /SegoeUIHistoric
    /SegoeUI-Italic
    /SegoeUI-Light
    /SegoeUI-LightItalic
    /SegoeUI-Semibold
    /SegoeUI-SemiboldItalic
    /SegoeUI-Semilight
    /SegoeUI-SemilightItalic
    /SegoeUISymbol
    /ShowcardGothic-Reg
    /SimSun
    /SimSun-ExtB
    /SingkaiEG-Bold-Big5
    /SingYi-Ultra
    /SinKaiEG-Light-Big5
    /SInnMing-Bold
    /SInnMing-Heavy
    /SInnMing-Medium
    /SitkaBanner
    /SitkaBanner-Bold
    /SitkaBanner-BoldItalic
    /SitkaBanner-Italic
    /SitkaDisplay
    /SitkaDisplay-Bold
    /SitkaDisplay-BoldItalic
    /SitkaDisplay-Italic
    /SitkaHeading
    /SitkaHeading-Bold
    /SitkaHeading-BoldItalic
    /SitkaHeading-Italic
    /SitkaSmall
    /SitkaSmall-Bold
    /SitkaSmall-BoldItalic
    /SitkaSmall-Italic
    /SitkaSubheading
    /SitkaSubheading-Bold
    /SitkaSubheading-BoldItalic
    /SitkaSubheading-Italic
    /SitkaText
    /SitkaText-Bold
    /SitkaText-BoldItalic
    /SitkaText-Italic
    /SJenLei-Medium
    /SLinGothic-Bold
    /SnapITC-Regular
    /SourceSansPro-Black
    /SourceSansPro-BlackIt
    /SourceSansPro-Bold
    /SourceSansPro-BoldIt
    /SourceSansPro-ExtraLight
    /SourceSansPro-ExtraLightIt
    /SourceSansPro-It
    /SourceSansPro-Light
    /SourceSansPro-LightIt
    /SourceSansPro-Regular
    /SourceSansPro-Semibold
    /SourceSansPro-SemiboldIt
    /StdKaiGWB1EG-Md
    /StdKaiGWB2EG-Md
    /StdKaiGWBEG-Md
    /StdKaiZBX1EG-Md
    /StdKaiZBX2EG-Md
    /StdKaiZBXEG-Md
    /StdKaiZWB1EG-Md
    /StdKaiZWB2EG-Md
    /StdKaiZWBEG-Md
    /StdsungEG-Light-Big5
    /Stencil
    /SYenRound-Bold
    /SYenRound-Heavy
    /Sylfaen
    /SymbolMT
    /SZenKai-Medium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janPro3-Bold
    /TrajanPro3-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Webdings
    /WeiBei-Bold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ankaiEG-Ultra-Big5
    /YenRound-Extra
    /YenRound-Light
    /YuGothic-Bold
    /YuGothic-Light
    /YuGothic-Medium
    /YuGothic-Regular
    /YuGothicUI-Bold
    /YuGothicUI-Light
    /YuGothicUI-Regular
    /YuGothicUI-Semibold
    /YuGothicUI-Semilight
    /ZuinnEG-Medium-Big5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b5370523754c18cea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