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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虛擬生活空間之電子化政府 

 

壹、報告內容 

 

一、前言 

近年來，政府相關部門全面推動電子化服務（例如網路報稅、網路申辦文件

等），已頗具成效，根據美國布朗大學於 2006 年公佈之全球電子化政府評比，

我國(台灣)排列第 2 名，雖然名次與 2005 年相比退後了一個名次，但綜觀最近

幾年的電子化政府表現仍佔居全球 198 個國家的前兩名(如表 1-1)，顯示台灣在

電子化政府的推動上為全球國家的 benchmark。 

然而在推動效率如此高的國家當中，仍無法達到民眾使用的真正普及化，從

行政院研考會所公佈的資料顯示，雖然有 79.8%的民眾知道政府正在推動電子化

服務，但其中曾經到過政府機關網站找過資料的人數卻只佔 46.1%。我國民眾約

只有 7.7%的人曾經使用過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即使其中的八成使用者對於電子

化政府入口網所提供的服務感到滿意，使用人數仍然無法急速成長。 

性別差異一直以來是學者用來解釋數位落差的重要變項(Halpern, 1996; 

Bimber, 2000; 行政院研考會，2007)。一般而言，男性對資訊科技的興趣高於女

性，因此性別間存在明顯的數位落差，然而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數位落差調查報告

(2007)中顯示兩性整體數位表現分數的差距只剩 1.9 分，充分表示對於科技使用

的數位落差，在性別差異所產生的影響正逐年縮小，甚至沒有差異產生。從上述

說明似乎顯示男性使用科技產品的情形仍高於女性，但仔細深究其數位應用目的

發現女性應用電腦(61.1%)及網路(48.7%)於工作的比率都較男性(47.7%：42.9%)

高出許多，此種因性別因素產生的特殊現象，目前並沒有合理且適切的研究來討

論之。基於此理由，引發本研究探討女性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使用電子化政府網站

系統的行為，期望透過使用行為與意圖分析，來了解女性使用者對電子化政府網

站系統的認知與行為意向。並在性別數位落差的議題中，探討政府應如何設置更

具有吸引力的機制，已達到社會公平之目的。 

 

二、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動機，本研究試圖了解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的使用，來

探討電子化政府與性別數位落差及其使用意圖與行為之關連，以了解台灣民眾接

受與拒絕使用電子化政府的原因。研究主軸從性別角度切入電子化政府使用行

為，重新檢視性別因素如何提升電子化政府使用行為，期許可提供政府對實際建

構與修正電子化政府行為現象之了解。 

    综合上面說明，本研究之重要意義及特色有二，一為釐清不同性別間數位落

差之程度，並瞭解不同性別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所受到的阻礙或鼓勵情形；二為

探討影響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使用行為之因素。三為比較不同性別使

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使用的差異與考量重點。基於上述重要的研究意涵，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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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達成的研究目的大致如下： 

(1) 釐清現代性別數位落差之概念，建構新時代中數位落差的內涵及面向。 

(2) 瞭解不同性別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所受到的阻礙或鼓勵情形。 

(3) 瞭解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使用深度 

(4) 瞭解不同性別使用者接受或拒絕使用電子化政府考慮的因素。 

(5) 比較不同性別使用者、性別數位落差、與使用電子化政府的關連性。 

(6) 提供政府改進因性別數位落差導致電子化政府效率低落的參考依據。 

 

三、文獻探討 

(一) 數位落差的內涵 

有關於數位落差之內涵分析，究竟數位落差現象要由哪些層面來衡量，至今

仍未有一致的說法，美國商務部國家電信局及資訊管理局自 1995 年起持續進行

「從網路中跌落」調查，調查美國家庭在電話及電腦的擁有率、網際網路的使用

普及程度、資訊服務的使用狀況等差異，來研究美國在資訊量能方面的數位落差

問題。諸多學者認為數位落差的內涵應主要包含兩個層次：一個是在量的方面能

否為「接近使用資訊」（information access）﹔另外一個是質的方面對於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資訊技能及資訊進修的機會，兩部分都會顯示出在資訊

社會中把資訊轉換成知識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是研究調查數位落差基本的架

構(Andy, 2000; Cullen, 2001;王奐敏、曾武清、施曉娟，2003;項靖，2003)。而「接

近使用資訊」至少包括了「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與「使用資訊科技的內容」（access 

to types of content）。 

在國內研究方面，曾淑芬（2002）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的「台灣地區數位落

差問題之研究」提出數位落差可分為「量能」問題與「質能」問題兩部分來進行

研究。量能主要為「資訊接近使用」上的落差，其中包括「電腦擁有」、「網路近

用」和「網路使用行為」三項。另外，由於資訊技能進修機會的有無，對於個人

來說也會影響到個人在資訊技能的養成，因此就質能問題而言，則主要為「資訊

素養」和「資訊進修機會」上的落差。從上述看法可知，數位落差概念本身不僅

是硬體設備接觸有無而已，還應該包括應用資訊設備能力的廣度與深度。 

(二) 性別數位落差 

「性別」一直是數位落差的重要解釋變項，而「性別數位落差（gender digital 

divide）」泛指兩性取用資訊通訊科技(ICTs)機會以及運用網際網路各項活動上所

產生的差異（Halpern, 1996；Bimber, 2000）。從過去文獻可知眾多學者將性別差

異視為一個外部變數，並列入電腦態度與資訊科技應用相關性研究中。例如

Arning and Ziefle(2006)研究指出性別因素對於解釋技術接受程度與使用者行為

具有相當大的影響。Gefen & Straub(1997)研究在科技接受模式下，性別的差異如

何影響電子信件的使用，並歸納出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社會壓力以及不同的知

覺有用性。 

過去研究顯示，性別數位落差不只在數量上不同，更在性質上有所不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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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女性集中於文書處理等事務性工作，提高了女性就業者資訊使用率，然卻較少

從事溝通、研發等用途，因此其資訊應用範圍遠不及男性就業者。 

(三) 性別與資訊科技使用之相關研究 

行政院研考會(2007)研究報告顯示台灣男性上網率 67.7%，女性上網率

63.5%，女性落後男性幅度約 4.2 個百分點，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當然，由上

網率多寡論證兩性數位落差是否存在並不足夠，因為改善女性近用資訊機會只是

第一步，光是電腦或上網人數增加並不代表女性已經掌握平等。因此，本研究根

據量性與質性上的使用差異，分析不同性別對於使用資訊科技行為所可能產生的

原因與結果： 

(四) 性別造成電腦使用態度的差異: 

在以往的社會既定印象中，女性似乎與科技的連結較為薄弱，在科技的運用

上，男性的近用率也較女性高；但性別真的是造成兩性之間科技近用上的差距?

抑或是不同的個人特質，造成了科技使用態度上的差異。 

    2. 不同性別使用資訊網路的差異 

研考會於2008年公布的數位落差調查報告中顯示，女性網路族較男性更清楚

電子化政府服務，以實際使用上的情形而言，21-30歲女性較同年齡男性更善於

利用電子化政府查詢政策或線上申請。這樣的結果顯示，在電子化政府的使用

上，性別因素影響資訊科技使用的程度，似乎已經改變舊有男性在使用資訊科技

優於女性的思想。 

 

(五) 分解式計劃行為理論 

    在理性行為理論、計劃行為理論中，對於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等

構面的信念結構，皆為單一構面的衡量方式。為了能更有效的了解信念架構與前

置因素的關係，因此，Bagozzi (1981)和 Shimp & Kavas(1984)建議採用多構面的

方式來衡量信念架構，可以較清楚的瞭解信念架構與行為意願間的關係。

Bagozzi(1981)發現多維度信念架構(Multidiimensional Belief Structrures)比整合性

信念(Unidimensional Construct)更能用來描述影響「行為態度」的因素；Kavas(1984)

在其研究中也發現多維度的信念架構更能解釋「行為態度」。有鑑於此，Taylor 

& Todd(1995)根據構面分解觀點，並依據創新特質的文獻、原始的計劃行為理論

和科技接受模型，將計劃行為理論裡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予以分解，

使得影響行為意願的構面為之擴散，發展出分解式計劃行為理論模式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composed TPB)。 

 

四、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與假說 

    根據第二章文獻討論，本研究以分解式計畫行為架構(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DTPB)為研究架構的基礎，並訪談過去曾經使用過電子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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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專家學者，將其訪談內容以 QSR 質性分析軟體，歸納出影響採用電子化

政府行為的相關構面，表 4-1 列出訪談結果與其相對應的影響電子化採用行為構

面。本研究以性別數位落差的觀點出發，探討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的

使用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是否存有顯著的差異性。其中，在

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在傳統的三代同堂家庭或雙新家庭中，若不考慮職業的因

素，則女性通常會被主觀規範必須學會並使用相關的電子化政府服務，如報稅、

查詢出遊景點相關訊息等，因此本研究將這種觀點歸類於影響主觀規範的構面，

並命名為家庭因素；同時，分析訪談結果也顯示，受訪女性認為對於資訊科技的

學習能力會影響對電子化政府的操控行為，一旦學習能力越佳，則會傾向使用電

子化政府。其餘構面則是根據 DTPB 所發展出的的基本架構。為了求證電子化政

府使用上是否存在性別的數位落差，及其接受資訊科技所受到的阻礙或鼓勵情

形，本研究所發放之問卷將會以性別因素作為資料區別的依據，以比較方式探討

以上之目的。藉由上述分析與文獻回顧，本研究發展出完整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4-1。 

 

表 4-1 訪談關鍵詞歸納表 

有用認知 工作需要、有必要性、一定要用、在公事上、個人的事情、工

作、亂逛、動機、需求 

易用認知 容易上手、流程清不清楚、比較表淺、不會有什麼問題出現、

人性化、設計、簡單、複雜、刻板印象 

相容性 字太小、模糊、框過大過小、下載、上傳、習慣、google、使

用的型態、防火牆 

同儕影響 自己發現、管道、友人介紹 

上級影響 管道 

家庭因素 家庭、生活相關 

電腦自我效能 網路上查詢、申請資料、查詢、報稅、戶口名簿、關鍵字、資

訊、搜尋 

資源助益 電子化政府、下載順不順、網路、電子化服務、電腦、促銷活

動、優惠、電子報、教育部、自然人憑證、軟體、無線網路 

技術助益 相關課程、電腦化 

學習力 能力 

行為態度 安全性、隱私問題、服務、數位監獄、駭客 

主觀規範 男生女生、公部門、公務、規定、職務、公家機關、私領域 

知覺行為控制 快速、便捷、方便、省時間、了解特定資訊 

行為意願 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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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研究架構圖 

 

(二) 訪談對象與內容 

    除了使用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設計問卷以外，本研究也利用深度訪談探索性

別因素可能造成的電子化政府數位落差的成因，將不同受訪內容作歸納整理，並

根據各種產生落差原因，分析解決對策，以提供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的決策輔助。 

本研究利用半結構式問卷內容(表 3-2)，進行深度訪談，由多位受訪者的使

用經驗中，可以歸納出對於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功能的疑慮與感受；

訪談的對象包括三位曾經使用過電子化政府的女性，以表 3-3 簡單描述受訪對象

之基本資料。 

 

表 4-2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曾經使用過政府提供的電子化服務嗎？如：報稅、資料查詢，曾經遇

到過挫折嗎？ 

2. 除了使用電子化政府以外，您還會使用什麼管道去處理您欲完成的事項？ 

有用認知 

易用認知 

相容性 

自我效能 

技術助益 

資源助益 

同儕影響 

上級影響 

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願 實際行為 

學習力 

家庭因素 

H1 

H2 

H3 

H4 

H2-1 

H2-2 

H2-3 

H3-1 

H3-2 

H3-3 

H4-1 

H4-2 

H4-3 

H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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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那您在沒有使用這種電子化服務之前，跟您以前用的方法有什麼不同？ 

4. 您去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都是您自行發現的，或是別人推薦使用？ 

5. 您使用電子化政府時，通常會顧慮什麼因素？或是什麼因素會讓妳不想使用

它？ 

6. 那您覺得電子化政府有沒有數位落差的現象，可以舉例說明嗎？ 

7. 依您以前的經驗，電子化政府的哪些功能會造成你的使用意願降低？ 

8. 若您在使用上曾經遇到困擾，會再繼續使用它嗎？ 

9. 就您使用的經驗，您對電子化政府評價如何？ 

10. 您有沒有希望電子化政府延伸到哪些公共設施？ 

11. 您認為政府該如何消除女性使用電子化政府的數位落差? 

12. 您覺得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網路上有沒有什麼差別？ 

 

表 4-3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對象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使用電腦經歷 

A 女士 45 國小教師 大學 使用電腦 15 年，使用網路約 10 年 

B 女士 26 護理師 大學 使用電腦與網路約 4 年 

C 女士 36 行政助理 大學 使用電腦與網路 5 年 

 

五、結果與討論 

(三) 電子化政府使用之數位落差成因 

本研究利用 QSR 質性分析軟體，分析所有訪談資料，所得出之關鍵詞彙如

表 4-1。由訪談中發現，對於從事公務相關人員，會使用電子化政府的主要因素

皆因為政府施政上一個強制性的規定，進而對電子化政府的介面進行初步的探索

與使用，並非自主性的意願；而非從事公務相關人士，使用過電子化政府的次數

甚少，或者不瞭解電子化政府提供何種服務，可見政府多年來推廣電子化政府，

成效仍不顯著。 

1. 對電子化政府的行為態度構面 

從問卷與訪談結果顯示，受訪者大致認同使用電子化政府能提升辦事效率，

但大多數的電子化政府女性使用者，多是因為政府位落實強制因此以硬性規定需

要一個時數的管理模式，才會啟發婦女朋友有使用此一介面的慾望，印證了文獻

之前所述女性的被動文書處理相較於男性的研究與發現，因此可見由性別形成的

數位落差仍然普遍存在，女性仍是採取一個較為被動了解新知的態度面對新型態

的電子化政府。 

在行為態度構面中的三個子構面中，有用認知與易用認知呈現較顯著的相關

程度，而相容性則呈現不顯著相關程度，受訪談對象表示電子化政府能否符合使

用的型態與使用需求，是影響性別數位落差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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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電子化政府的主觀規範構面 

問卷結果顯示，受訪者表示同儕影響與上級影響會改變使用者的主觀規範，

但家庭因素對主觀規範的相關性並不顯著，顯示受訪者認為家庭成員對電子化政

府的使用，應是不分性別；在主觀規範構面中，男女受訪者回應內容並沒有顯著

性的差異，證明此構面應不至於造成太大的性別數位落差現象。 

從其他訪談者發現，原本女性受訪者需要負責的家庭事務，如資料查詢或證

件申報管道，從舊有的親臨櫃臺申辦轉變成電子化服務後，執行的角色，也從女

性變成男性，這種原因被探究為女性在家庭中使用電腦時間相對被壓縮，女性在

私領域比在公領域受到的影響更大，因此喪失使用電腦、網路等機會，進而影響

對電子化政府的熟悉度。 

從以上可推論，即使問卷結果顯示家庭因素不是導致性別數位落差的主要原

因，但在家庭中的權力不均等，還是一個導致現象產生的隱因。 

 

3. 對電子化政府的知覺行為控制構面 

    在知覺行為控制構面下，不論男女兩方使用者都認為單憑自己就可以使用電

子化政府，不論是在獲得需要資源或使用能力上並沒有顯著的證明有差異性，顯

示現今不同性別使用者都能輕易獲取相關的資源與技術上，因此在電腦自我效

能、資源助益與技術助益上會正向影響對電子化政府的知覺行為假設是成立的；

但在學習力構面當中，只有部分假設成立，包括受訪者認為自己有足夠的學習力

去使用電子化政府，以及學習力高低是影響使用電子化政府的的關鍵因素，證明

學習力高低會影響對電子化政府的使用行為，但其他兩項假設並未顯著成立，包

括：男性比女性的學習力強、與不使用電子化政府的人是因為學習力不夠。 

    再從統計分析上來看，男女受訪者都不認為自身在所處的環境中，有感受到

不公平的待遇，相反的，不論男女雙方都認為即使缺少使用電子化政府的資源，

仍會尋求方法去使用，這個雖然跟我們理論上的認知不太一致，但可以把這種觀

念歸類為刻板印象。  

     

4. 消弭數位落差 

從數位落差調查報告(2008)指出，因為性別導致的數位落差已逐漸縮小中，

通常會導致數位落差的原因主要為教育程度與年齡，但從訪談當中還是可以歸納

出因性別差異產生的數位落差，本研究歸納訪談結果與問卷分析，推論要減少性

別數位落差，應該要從以下幾點著手： 

(1) 建立使用電子化政府的需求動機 

(2) 減少系統不順暢性 

(3) 提高資訊安全保密 

(4) 增加對電子化政府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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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卷結果顯示，有將近四成左右的人並未使用過電子化政府，其中包括沒

有使用的動機與不曉得電子化政府服務的民眾，雖然他們具有極高的資訊素養，

但對於從未聽聞過的服務，卻很難提高電子化政府的使用率，因此本研究認為政

府的宣傳除了在公立的部門機關實行以外，應在各種場合、或利用電視媒體進行

教育行銷，以提高服務的能見度。 

    由於本研究在諸多方面仍受到許多限制，例如訪談對象無法代表各階層使用

者的意見與問卷發放對象不同，造成結果是否具有普適性問題等，都是影響結果

準確性的來源，但藉由有限的貢獻，冀望政府相關單位能透過本研究之結果，做

為決策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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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以及達成預期目標情況大致可利用以下幾點

說明: 

(1) 從文獻與研究結果歸納出現代性別數位落差之概念，並重新塑造新時代中數

位落差的內涵及面向。 

(2) 從訪談過程歸納出不同性別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所受到的阻礙或鼓勵情形。 

(3) 從問卷結果得知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使用情形與使用感受。 

(4) 從問卷與訪談結果交叉驗證下可，瞭解不同性別使用者接受或拒絕使用電子

化政府考慮的因素。 

(5) 從研究假設成立部分，比較不同性別使用者、性別數位落差、與使用電子化

政府情形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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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政府改進因性別數位落差導致電子化政府效率低落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可利用以下說明: 

過去針對數位落差所進行的研究，大都把性別當作一個解釋變數，很少將它

視為一個研究主軸，因此起源於性別因素所產生的特殊現象，目前並沒有合理且

適切的研究來討論之。本研究將性別議題當作研究主幹，試圖了解不同性別使用

者對於電子化政府的使用，來探討電子化政府與性別數位落差及其使用意圖與行

為之關連，以了解台灣民眾接受與拒絕使用電子化政府的原因。本研究利用問卷

調查與深入訪談兩種方式，分析因性別因素產生的數位落差現象，並於電子化政

府的使用上檢視不同性別使用者的使用狀況，以釐清不同性別間數位落差之程

度，並瞭解不同性別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所受到的阻礙或鼓勵情形；進而探討影

響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使用行為之因素。最後歸納出不同性別使用者

對於電子化政府使用的差異與考量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