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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m耳機孔　續存或淘汰
2016-10-07  記者 李瑞彥 報導

今年9月正式於台灣發售的蘋果（Apple） iPhone 7，可說為智慧型手機及周邊商品供應鏈市場

投下了顆震撼彈。取消泛用50載的3.5mm耳機接孔，並統合為自家公司所研發的Lighting數位

連接孔；在節省手機內部空間使其更為輕薄的同時，透過減少外部接孔數量來提升手機防水性。

這意圖改變市場的一步棋謂之大膽，也開啟了今後電子設備走向的熱門辯論。

 

認識差異　不只是新舊認識差異　不只是新舊

廣泛使用50個年頭，3.5mm耳機孔出現在電子設備尚未數位化的時代。將音源設備所發出的訊

號透過類比方式（為方便理解，在此將所有非數位訊號統稱為類比訊號）「模擬」，並送入耳機

或是音響系統。所謂模擬，即是不論模擬得再精細，終究會與音源訊號有所落差。現今市面上各

大廠牌耳機及音響，不論價格再高，也只能達到「無比接近」真實音源的程度。

3.5mm接頭與數位接頭（圖片來源／Saydigi）

反觀數位連接孔，除了蘋果公司所使用的Lighting接孔外，目前使用性較高的還有USB Type-C

接孔，兩者共通點為傳輸數位訊號。運用二進位制（0與1的編碼）轉換訊號的數位接孔，其優點

為可以傳輸影像、資料、音訊等各式訊號，甚至為裝置充電，無所不包。不像類比接孔一種規格

對應一種功能，而且訊號傳輸失真率更低。數位接孔之於類比接孔，就如同早期陰極射線管電視

對比現今支援4K畫質的數位電視，不難想像音訊裝置開始使用數位化接孔後能帶來的益處。

 

新作法　新問題新作法　新問題

然而，數位接孔在市場上並非無往不利。舉蘋果公司的Lightning接孔為例，一個接孔便可用來

充電、聽音樂及資料傳輸，超越過去3.5mm接孔的設計，因此「多合一」功能是Lightning接孔

最大的優勢。然而這個優點卻如同一把雙面刃，使用者若想同時聽音樂及充電，「多合一」的接

孔便暴露了致命的缺點。蘋果公司因應此情況的辦法為推出藍芽耳機，但藍芽耳機需要充電、音

質處裡與訊號穩定度也比不上有線耳機，發展情況仰賴民眾是否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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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喀報第兩百四十

七期，共二十二篇稿

件。包含藝文評論一

篇、文化現象五篇、

科技新知五篇、人物特寫三篇、照

片故事兩篇、自由創作五篇及影音

新聞一篇，側欄廣告為「2016哈
客流行列車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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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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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芽耳機無線但有使用限制（圖片來源／香港01好生活）

為解決使用上會碰到的不便，各廠牌紛紛推出了數位接孔轉3.5mm接孔的轉接頭。這樣的設計其

實在iPhone 7之前便已經出現，因為市面上早就存在採用數位接孔取代3.5mm接孔的筆記型電

腦等裝置。之所以會在iPhone 7上市之時才引發熱烈討論，是因為裝置使用定位上的不同。筆記

型電腦即使採用單一數位接孔再加上轉接頭，仍然不會對使用造成太大負擔，想要同時充電和連

接視聽設備的需求，也因現今筆記型電腦續航力通常不差，而沒有被放大。然而對目前主流設計

理念為節省空間、提高使用效能的手機而言，多攜帶一個轉接頭意味著占用原本不需要的空間，

況且許多人有邊充電邊聽音樂的習慣，更別提藍芽耳機犧牲音質與需要額外充電的不便之處。

 

供需法則　產品依市場而定供需法則　產品依市場而定

既然如此，或許有人會問，何不將耳機的接頭從3.5mm改為數位接頭？要回答此一問題，首先需

要具備一個認知：類比訊號與數位訊號是無法互相連通的。現今耳機是為了配合3.5mm接頭所送

入的類比訊號而設計，只能夠由類比訊號所推動。業餘耳機研究者王育民說道：「現在的狀況並

不是新的一種接頭的產生，也不是一種新的訊號傳送發生，而是多了一個轉接頭然後訊號依然是

用原本的方式傳送。」。類比訊號傳輸存在數十年，數位訊號的使用也已十分普遍，原本共存的

兩種系統因業者嘗試使用數位訊號取代類比訊號而產生波瀾。這也帶出了許多人最關注的問題面

向：以後的耳機市場，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

3.5mm轉Lightning轉接頭（圖片來源／VR－ZONE）

有需求才會有供給，這是自由市場的平衡準則。所以，消費者不需擔心自己手中的產品因科技市

場改變而無法使用，市面上的耳機及相關產品絕大多數都是使用3.5mm接頭，這一事實短時間內

是無法改變的。由於牽涉到技術限制，若要讓耳機能夠接上數位接孔，必須得經過訊號轉換晶片

行，而前述的轉接頭便是訊號轉換晶片的容器，最後推動耳機的仍然是類比訊號。將訊號轉換晶

片直接置於耳機單體中的產品目前也已經問世，但缺點在於使得耳機空間及負重增加，轉換晶片

的成本也反映在價格上，令消費者卻步。

若依照使用目的來區分，用作日常消遣固然是購買耳機最為主流的目的。然而會使用到耳機的相

關產業又如何？類比音訊接頭目前仍然被廣泛使用在音響、舞台、錄音室等等專業系統中，僅僅

將手機市場中的規格變動視為市場指標，難免以偏概全。套用需求與供給的邏輯來看，縱使攜帶

裝置放棄繼續使用3.5mm接孔，3.5mm接孔仍然有著累積而來的龐大市場需求。況且相比全球

規格化的3.5mm接孔，目前百家爭鳴的數位接孔仍然需要克服各廠牌規格不合的難關，消費者無

須聽聞風聲便急忙將手中的硬體全部更新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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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打卡　是桎梏還是自由拍照打卡　是桎梏還是自由

拍照打卡已是現代社會趨勢，人們是善用它還
是被它控制著。

網紅紅什麼　粉絲追什麼網紅紅什麼　粉絲追什麼

分析網紅崛起背景、特色、收入來源，及此文
化現象對社會帶來的影響。

舞台表演的設備仍然使用類比訊號規格（圖片來源／PBS）

 

技術更迭　大勢所趨技術更迭　大勢所趨

將討論重心放回智慧型手機上，以現今市場需求標準來看，蘋果對於iPhone 7的設計在許多人眼

中看來是操之過急的。「總而言之，我看不出來iPhone 7這樣改的目的在哪裡，除了多賣無線耳

機。」王育民做出結論。雖然取消3.5mm耳機孔確實對於手機升級有幫助，整併連接孔的空間被

用來擴充電池容量以及實現手機整體輕薄化，升級的優點卻比不上因3.5mm耳機孔消失而帶來的

不便。現階段而言，轉接頭及藍芽耳機都不算是完美的問題解決方式。該有的認知是，目前的情

況像是一個過渡期，就如同任何新產品剛上市時一樣。或許日後會有更多手機廠商取消手機中的

3.5mm耳機孔，同時也產生更具實用性的問題解決方案。

推陳出新的速度快一直是科技市場的獨特之處，至於如何應變，在產品投入市場之初選擇退一步

靜觀其發展，為消費者面對科技洪流的理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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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pbs.org/wnet/gperf/eric-clapton-crossroads-guitar-festival-3-john-mayer-trio-plays-who-did-you-think-i-was/11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913?issueID=62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898?issueID=627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3.5mm耳機孔　續存或淘汰
	推薦文章
	● 幽默人生　插畫家馬克
	● 女人走味
	● 牙刷小日常　轉動物聯網
	總編輯的話 ╱ 鄧涵文
	本期頭題王 ╱ 凃易暄
	本期疾速王 ╱ 林宥成
	拍照打卡　是桎梏還是自由
	網紅紅什麼　粉絲追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