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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加臉書「好友」？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支持及心理幸福

感的關聯性

林日璇

摘要

本研究使用傳播資料庫一期三次全國代表性樣本，探究台灣成人臉書上四項社

交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臉書上及整體心理幸福感之關聯。不同的社交連結策略，與

臉書上歸屬感、自我價值、及感知臉書人氣有正向關係。本研究新提出「新增強連

結」與「擴展社交圈」這兩項連結策略，結果發現新增強連結策略，對於臉書歸屬感

有最大的正向影響力，但與感知臉書人氣沒有關聯性；擴展社交圈策略，對於臉書

感知人氣有最大的正向影響力。維持型及社交資訊查看型策略，間接透過感知社會支

持，正向影響線下現實生活滿意度。本研究透過臉書上與他人的連結策略，探討連結

策略對於心理幸福感細緻的影響，對於現有文獻中將臉書「使用」視為單一變項的不

足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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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You Connect on Facebook? The Associations of 
Facebook Connection Strategies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ih-Hsuan Lin

Abstract 

Using the national-representative sample from the 2014 Taiwa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urve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ssociations between four connection 

strategies on Facebook and user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effects of connections 

strategies on users’ Facebook and offlin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adults who are 

18 and older. Adults mostly use Facebook to maintain their current network, and seek 

social information of those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connection strategie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nse of belonging in Facebook, 

perceived self-worth resulted in Facebook use, and perceived popularity on Facebook among 

adult users. The author examined two new strategies in this study, which are “initiating 

strong ties” and “expanding networks”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four 

connection strategies, initiating strong ties strategy had the strongest effect on Facebook 

belongingness, but did not have associations with perceived Facebook popularity. Expanding 

networks strategy had the stronges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Facebook popularity. 

Maintaining and social 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 positively affected users’ offline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urrent literature employed Facebook use as 

a single construct, and this study focused on connection strategies on Facebook and found 

nuances of influences to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expanded the research scope from college students in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influences of Facebook and offlin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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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交網站在近期無論是社會運動、選舉、及人際互動，都是社會以及學術傳播研

究中關注的焦點（Wilson, Gosling, & Graham, 2012）。其中一熱門議題，為研究閱聽

人如何使用社群網站，及其對於閱聽人的生活以及心理層面的影響（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早期的社群網站相關研究皆傾向於研究其對於閱聽人的正面心理

影響（Ellison et al., 2007; Steinfield, Ellison, & Lampe, 2008），例如，社交網站使用能

使閱聽人有較高的感知社會資本、感知社交支持、及心理幸福感（well-being）等；然

而，近期也陸續出現社群網站使用中的負面影響，例如，使用成癮、網路霸凌、及隱

私外洩等。而一般大眾開始對於社群網站有了不同層次的使用，以不同的動機及隱私

管理策略（Smock, Ellison, Lampe, & Wohn, 2011），在社交網站上與他人互動。

針對臉書使用者的心理幸福感，現有文獻大多聚焦於閱聽人個性（Ryan & Xenos, 

2011）及動機（Smock et al., 2011）對於其使用的模式，以及社群網站使用之影響等

議題（Ellison et al., 2007; Steinfield et al., 2008），鮮少針對使用者在社群網站中與他

人建立連結的策略（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11），及其對於使用者心理幸福

感之間關聯性的探討。閱聽者在臉書上，除了與舊有的連結維持關係外，也透過臉

書互動關注朋友的朋友，或認識新連結擴大自己的社群網絡。目前文獻僅Ellison等人

（2011）研究連結策略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與感知社會支持及幸福感的關聯性，則

需進一步探究。

如同近期透過臉書的系統資料與問卷搭配的研究指出（Burke & Kraut, 2016），

與臉書上「好友」不同形式的互動，會帶來不同的感知社會支持及心理幸福感。 譬

如，透過一對一的私訊或標記對方的發文越多，使用者的感知心理幸福感則越高。然

而，透過一對多這樣的廣播互動方式，則對於使用者的感知心理幸福感沒有顯著影

響。本文認為，使用者所持的「社交連結策略」，無論是認識能談心的朋友，或是維

持與現有網絡的關係，是探討後續感知社會支持與幸福感重要的「動機」層面因素。

這些不同的社交連結策略，如何影響使用者的感知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否

有新的連結策略可以探討？以及連結策略與臉書上歸屬感、自我價值等以及心理幸福

感感知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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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的另一議題則是不同的社交連結策略，如何透過社會支持影響使用者

的生活整體滿意度。最新的長期研究指出（Trepte, Dienlin, & Reinecke, 2015），閱聽

人透過線下以及臉書的社交互動皆能獲得社會支持，但只有線下社交方式所獲得的社

會支持會進一步影響整體的生活滿意度。此文獻僅探討線上及線下的社交互動，而未

針對互動的方式對於社會支持的影響進一步探討。本文認為，社交連結策略區分了使

用者在臉書上與他人社交的主要策略，無論是擴大自身社交網絡、或是察看他人社交

資訊，不同的互動方式，將會影響使用者的感知社會支持（Burke & Kraut, 2016）。

過去文獻（Trepte et al., 2015）卻忽略不同的互動策略，而將所有互動方式概括為「線

上社交互動」，因此結果指出只有線下互動能透過感知社會支持促進生活滿意度。有

鑑於此，本研究欲進一步仔細檢視臉書上不同社交連結的策略，是否增進社會支持，

並進一步促進使用者整體社交及生活的滿意度。

因此，本研究透過台灣傳播資料庫一期三次（2014年執行蒐集資料）這份具有全

國性代表的樣本，探究台灣成人臉書連結策略與生活及心理幸福感的關聯性。首先，

聚焦於臉書上不同的連結策略，探究這些策略對於使用者感知社會支持、臉書及生活

中的歸屬及幸福感的影響，貢獻於目前文獻中僅從臉書整體使用角度切入而造成不同

實證結論的對話。第二，亦探索感知社會支持在臉書連結策略與生活滿意度關係中的

中介角色，提供更多線索回應目前文獻中的探索。最後，透過此傳播資料庫，亦能紀

錄並反映台灣在2014年時，成人使用臉書的不同連結策略方式，對於長期的檢視亦有

貢獻（Ellison & boyd, 2013）。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這個概念持續在過去三十年中，學者持續討論其概念

本身的定義、測量、以及不同構面的組成（Dunkel-Shcetter & Brooks, 2009; Trepte et 

al., 2015）。儘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討論與驗證，社會支持仍然是個擁有多層次且複

雜的一個概念（Trepte et al., 2015）。此外，不同學者在研究社會支持時，傾向於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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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來探討。因此，社會支持常被套用在不同情境中，像是線上媒體管道所獲得的社會

支持；或面對面互動所得到的社會支持。

另外，文獻中對於社會支持的定義及分類亦有不同的脈絡。譬如，Trepte等

人（2015）等學者從提供的內容層面中，將社會支持分類為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功能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及資訊類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情感支持指得是提供在情緒上的傾聽扶持，聆聽我們所關心之朋友的情緒

及想法，並給予支持或建議。功能性支持則是指針對服務或物品金錢等的援助，像是

幫一個人情，或是提供對方所需的社交或物質資源，像是借錢、幫忙朋友看家、或願

意陪同需要一同看電影的朋友。資訊類支持（Dunkel-Schetter & Brooks, 2009）則是針

對環境或服務提供資訊上的交換，像是告知學弟妹出國唸書準備的訣竅、推薦當地好

吃的餐廳、或是尋找工作相關的重要資訊等。

另一學者（Kim,  2014）則是針對社會支持呈現的定義進行學術上的分類

（Barrera, 1986; Vangelisti, 2009）。第一，社會嵌入層面（soci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從個人的社會網絡切入，聚焦於個人的社會連結與網絡結構，認為社會

支持及資源嵌入於這些可使用的連結與網絡中（Stokes, 1983）。第二，感知社會支

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最為普遍使用的面向，包含情感、認知、以及實際可

用的社會資源，強調個人認為在社群網絡中所擁有以及可使用的社會資源（Lin, 1986; 

Zimet, Dahlem, Zimet, & Farley, 1988）。第三種分類則是聚焦於社會支持的行為，探

究個人與他人互相幫助時，交換社會支持的方式，強調實際的行為（Kim, 2014）。

 相較於社會嵌入層面及實際行為，感知社會支持較能透過個人對於自身所擁有

社會資源的估計，反映出潛藏嵌入社會網絡中尚未被支取的社會支持與資源。社會嵌

入層面較強調連結的數目與網絡結構，而行為層面則聚焦於實際經驗的行為。若個人

尚無支取其些許社會支持，則行為層面無法實際反映出其個人所擁有的社會支持。社

會資源或所謂的社會資本，是附帶潛藏在個人的社會網絡，不論是與他人潛在或明顯

的連結，這些資源是持續嵌附在人際網絡中，隨時可被支取使用。感知社會支持代表

了一個人對於自己所潛藏估計的社會資源。大部分研究採用此面向為操作社會支持的

定義，此外，此概念更能反映個人所擁有的社會支持。因此，本研究以感知社會支持

為主要探究社會支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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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支持的關係

自從臉書崛起後，社交媒體受到傳播學者極大的關注（Wilson, Gosling, & 

Graham, 2012）。學者尤其關注臉書上不同的使用方式與其所累積或感知社會資本之

間的關係（boyd & Ellison, 2010; Ellison, Gray, Lampe, & Fiore, 2014; Ellison et al., 2007; 

Lampe, Wohn, Vitak, Ellison, & Wash, 2011）。目前文獻的趨勢傾向於認為臉書的使

用，能幫助使用者擁有較高的感知社會資本（Steinfield et al., 2008）。

研究者也逐漸從單純的臉書使用時間（Kalpidou, Costin, & Morris, 2011）、強

度（intensity）（Ellison et al., 2007）、或動機層面（Lin & Lu, 2011; Smock et al., 

2011），深入至閱聽者使用臉書與他人建立人際連結的策略（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11），來探索使用者在臉書上與他人互動的不同方式，亦即「社交連結」。

社交網站上每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代表著不同的社交互動模式。通常社會學

在談論社交連結時，常以連結的強度去做不同類別的區分。譬如，情感強度非常強的

朋友通常被歸類為「強連結」，提供情感支持，能夠傾聽朋友訴苦，分享喜悅，或

是替朋友進行重要的決策（Lin, 2001; Williams, 2006）。強連結通常也提供重要的資

源，並能夠分享重要的社會支持。譬如，Cho（2015）發現與親近好友在臉書上的相

處，能促進社交關係的維持。而近期研究（Burke & Kraut, 2013）更發現，強連結不

但提供情感的支持，亦能提供重要的工作資訊，讓失業的臉書使用者，能透過強連結

更快找到新工作。相較於強連結，弱連結指的是泛泛之交、見過幾次面的點頭之交、

或是認識但較無情感連結或分享的對象。通常學者將普通朋友、認識的同學、點頭之

交、或從沒見過面的網友分類為弱連結（Manago, Taylor, & Greenfield, 2012）。個人

與弱連結之間的重疊性較低，在網絡中接收的訊息也不一樣，因此常常是連結不同

強連結團體（clique）重要的橋樑，將多樣的訊息或觀點傳佈出去（Granovetter, 1973, 

1983）。

近期學者認為，社交網站上的關係存在著細緻的多樣性，無法僅用過往網絡理

論中的強連結或弱連結區分之。Ellison等人（2011）認為，儘管早期使用者在社交

網站中，多以維繫既有線下社群網絡的方式為主（Donath & boyd, 2004; Ellison et al., 

2007; Subrahmanyam, Reich, Waechter, & Espinoza, 2008），但亦有許多使用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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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站，透過不同的「策略」與他人建立社交連結。因此，Ellison 等人（2011）

提出了使用者在臉書上與他人建立連結的三種策略，包含關係維持（maintaining 

relationship）、展開新關係（initiating relationship）、以及資訊尋求（information 

seeking）。

提出的三種社交連結策略中，除了與朋友維繫既有的社交連結外（maintaining 

relationship，關係維持），使用者亦透過社交網站中半公開的網絡名單中，認識

同校其他同學或是新朋友，像是加一起上課不認識同學為好友，稱為展開新關係

（initiating relationship）；此外，大學生亦透過臉書查看剛認識、同班或同宿舍不太

認識的同學的資訊，此為社交資訊尋求的使用策略（information seeking）。針對這三

種連結策略，一項2008年從美國大學生進行的問卷研究發現（Ellison et al., 2011），

學生使用臉書維繫既有的社交關係（原文有分佈圖，M  = 4.68，五點量表，1至5代表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亦透過臉書瀏覽不認識的人的資訊（M  = 3.40）進行社交

資訊察看，較少利用臉書認識新朋友或加陌生人為好友（M  = 1.87）來展開新關係。

過往研究在設計連結策略時，以大學生為主要族群去思考策略的類型。譬如，

在Ellison等人（2011）的研究中，展開新關係聚焦於認識同班、同校或同宿舍的其他

同學，強調將原先線下網絡中的「潛在連結」（latent ties）轉化為實際連結的策略。

在原先展開新關係的面向中，並無特別區分強或弱連結，而本研究認為，對於強或

弱連結展開新關係，將對於感知社會支持及心理幸福感有不同的影響（Granovetter, 

1973）。延續這樣的邏輯，本研究進一步認為，根據社會網絡理論，成人進入大學

或職場後，認識的新朋友可以主要分為能提供情感支持與決策的強連結（Krackhardt, 

Nohria, & Eccles, 1992; Kraut & Burke, 2016），或是連結較弱的一般朋友或點頭之間，

這些一般連結雖無法提供情感上的交換及支持，卻能帶來豐富多元的資訊，視為是協

助學業或工作上潛在的成長與資源（Granovetter, 1973, 1983, 1985）。因此，本研究進

一步將認識新朋友的「展開新關係」面向再細分為「認識能談心的朋友」（新增強連

結）以及「認識能對於工作或學業有幫助的人」（擴展社交圈，亦即networking）這

兩個面向加以探討，以下將詳述本研究提出應細分的兩種連結策略。

臉書提供了不同的方式讓使用者能快速認識其他使用者。臉書就像是以往網路

上的聊天室或電子佈告欄一樣，使用者透過這個半公開，私人卻又公開（private-yet-



121臉書連結策略與幸福感

資訊社會研究 32 (2017) 113-150

public）的社會網絡中，能透過相同興趣的標籤超連結，快速連結至其他標記相同興

趣的陌生人（Donath & boyd, 2004），或透過自我揭露或分享心情認識能談心的好朋

友（Park, Jin, & Jin, 2011）。電腦中介傳播文獻指出（Walther & boyd, 2002），使用

者在電腦中介傳播中，有四大因素讓其願意與完全不認識的網路使用者，在網路上聊

天談心，並能獲得社會支持，包含社會距離、匿名性、互動管理、以及近用這些因

素。因為電腦中介傳播中，可以不用依賴或回饋相等的社會支持，且隨時可以向願意

聆聽的陌生人擷取情感支持或資訊支持，是非常方便的選擇（近用）。加上有些管道

提供匿名的分享（匿名），更吸引使用者於網路上與他人談心。此外，網路上不像面

對面溝通一樣，較多的社會距離以及較少的線索，減少尷尬感，方便使用者擷取社會

支持（社會距離）。而不需要即時同步的回饋，讓使用者能仔細建構訊息以及想要呈

現的分享方向（互動管理），讓使用者更偏好使用中介傳播管道分享心情，結交好朋

友。在社交網站中，由於身份通常是半公開的，且大部分的使用者皆放上被同儕一同

認證的個人真實資訊（Donath & boyd, 2004），僅有少數管道擁有匿名選項（像是台

灣的「靠北」系列版面）。因此，是否能透過臉書上認識談心朋友，獲得整體的感知

社會支持，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另一值得探討的策略則是「擴展社交圈」。此策略與英文中的networking有相同

的意義，亦即透過認識新的連結，擴展自身社交圈，不但能透過臉書得到不同的資

訊外，亦能慢慢培養，以便日後在工作或學業有需要時能擷取資源。boyd和Ellison

（2010）曾強調，networking與network意義不同，在於前者為主動增加弱連結以得到

最豐富的資訊，而後者則為網絡結構。臉書上社會網絡結構（network）能讓使用者看

到朋友連結的屬性（affordance），提供機會讓使用者能將潛藏有可能的連結（latent 

tie）轉化為實際的連結（Haythornthwaite, 2002, 2005）。譬如，由於臉書上的發文

是鑲嵌於每一個使用者的社會網絡中，因此當A發一則動態時，A的朋友都可以看到

該動態，以及A的不同朋友圈對於該則動態的回覆。若A的動態隱私設定為所有朋友

圈，則A的朋友就有機會在回覆區中，看到不同朋友圈中不認識的人所給的回覆。這

就是Ellison和boyd（2013）強調的能夠輕易看到彼此的朋友圈。因此，持續與既有臉

書使用者互動，就容易在臉書上開啟新的連結（像是共同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或以

興趣為主的社團成員等）。使用者可以透過朋友的連結、或是主動積極搜尋想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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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透過姓名或是電子郵件等資訊），展開對於自身工作或學業生涯有幫助連結，

積極耕耘「社交」（networking）。

從原先簡單的「開啟新連結」（Ellison et al., 2011）進一步細分為「新增強連

結」及「擴展社交圈」，對學術及實務皆有貢獻。學術上，本研究從社會網絡理論

出發，探究著重於新增強以及弱連結這兩項連結策略，對於後續感知社會支持以及

幸福感的影響，在理論建構上是重要的發展。實務上，進一步的區分，可以對於設計

者，對於不同連結接觸的演算法及功能，有更明確的建議。譬如，若「新增強連結」

對於感知社會支持有正向影響，則臉書設計者能針對興趣、以及社會網絡中的可遷性

（transitivity, Granovetter, 1973）推薦較有可能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的潛在連結。若「擴

展社交圈」對於感知社會支持亦有正向影響，則可以鼓勵使用者策略性與不同網絡中

朋友的朋友去擴增社會網絡。因此，本研究著重於細究這兩個新增的面向與感知社會

支持的關係。

四種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支持的關係為何？既然感知社會支持是附帶於個人網

絡中的潛在社會資源，不同的社交連結策略，應與感知社會支持有正向的相關性。鑑

於未有實證指出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支持的關係，本研究以研究問題探究之。由於

本研究採用的樣本為全國性樣本，不是過往文獻中單純的大學生，因此將控制文獻

中提到會影響社群網站使用的重要人口變項年齡（Pfeil, Arjan, & Zaphiris, 2009）與性

別（Hargittai, 2008）。此外，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外向性」，指的是活潑、深具活

力、喜愛與他人互動聊天的行為特質，是重要的感知社會支持的因素（Ellison et al., 

2007）。研究指出（Swickert, Rosentreter, Hittner, & Mushrush, 2002），外向性特質與

感知社會支持具有高度正相關。因此，本研究將外向性這個人格特質定位為控制變

項。

RQ1：在控制外向性、年齡及性別後，四種臉書的連結策略（維持關係、社交查

看、新增強連結、擴展社交圈）與感知社會支持的關係為何？

在這四種連結策略中，本研究認為，維持既有關係的策略，由於與親近好友以及

其他連結的互動，應與感知社會支持有正向的關係。一項針對大學生的研究（Man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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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2）發現，若社群網絡中大部分比例為維持型的朋友，則比網絡中維持型朋

友較少的大學生，認為臉書更能夠讓他們擷取社會支持。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問

題，探究維持型的社交策略，與其他連結策略相比，對於感知社會支持的影響為何？

是否具有最大解釋力？由於本研究針對台灣成人進行調查，儘管成人族群亦包含大學

生，但此模式在台灣是否一致，仍須進一步探究，因此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RQ2：在這四種連結策略中，維持型策略是否對於感知社會支持有最大的解釋

力？

三、連結策略與臉書歸屬感、自我價值、及臉書感知歡迎程度

本研究除了探究感知社會支持，另外進一步探索社交連結策略所帶來可能的心

理幸福感影響，包含臉書上的歸屬感、自我價值、以及臉書感知歡迎程度。這三項概

念，可以視為是以臉書為主所引發的心理幸福感，是重要的心理層面變項，以下將分

別探討。

臉書上的歸屬感是心理幸福感中重要的一個面向（Baumeister & Leary, 1995; 

Kraut & Burke, 2016）。根據歸屬感理論（Theory of belongingness, Baumeister & Leary, 

1995），透過強連結的互動與傳播行為，能夠促進對於歸屬感需求的滿足，因為歸屬

感來自於與親近好友之間的互動，通常是情感的支持，或是重要的資源分享，亦有可

能是為朋友兩肋插刀，這都會增加個人對於此群體的好感、依賴、或覺得自己是這群

體的一份子。近期在臉書上的大數據分析（Kraut & Burke, 2016）顯示，透過與臉書

上強連結的互動，的確能獲得歸屬感滿足，增進心理幸福感。本研究認為，歸屬感也

可以是橋接型社會網絡中，透過與其他網絡的連結，覺得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一個群

體（Williams, 2006）。譬如，雖然不是強連結，但發現網絡中的弱連結，也因為同一

個戲劇表達愛好之立場，或是同處於某一縣市地區的民眾表達相同的看法，則能讓使

用者覺得屬於一個更大的群體中。

一個個體在臉書上與他人互動的連結策略，與歸屬感之間的關係為何？以社會網

絡理論預測，維持型策略應正向預測使用臉書後所感知的歸屬感，因為使用者透過臉



124

資訊社會研究 32 (2017) 113-150

書維繫既有的網絡關係，持續與過去的朋友們保持聯絡及互動，也較容易從維持型策

略的使用中獲得情感支持等連結型社會資本，因此能逐漸累積使用者以自身為中心出

發的自身網絡（ego-network）的歸屬感。認識談心朋友（新增強連結）雖然以尋求情

感分享為主，但因為是展開連結型策略，尚待探索，但以理論推測，若能得到情感支

持，亦能增加透過臉書歸屬感。社交資訊查看型策略與擴展社交圈兩種策略，與橋接

型社會網絡類似，能得到網絡中的資訊，並擴展自身的社交連結與網絡。在查看他人

資訊的「類真實」互動，以及拓展網絡，亦讓使用者感知到屬於一個更大的群體與網

絡，其中的參與感應能正向增加其臉書歸屬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在控制外向性、年齡及性別後，四種社交連結策略與使用者臉書歸屬感有正

向關係。

自我價值（self-worth）其實是自尊（self-esteem）這個概念中的核心問項。過

往的研究將自尊視為調節臉書使用及心理幸福感的變項（Ellison et al., 2007; Utz & 

Beukeboom, 2011）、臉書使用的前置因素（Stefanone, Lackaff, & Rosen, 2011）、影

響孤寂感及生活滿意度的中介變項（Kapikiran, 2013）或是探討人格特質與臉書行為

的控制變項，非常少研究（Abellera, Ouano, Conway, Camilotes, & Doctor, 2013）將自

尊視為應變項的「效果」來探討。Abellera等人（2013）的研究指出，臉書的使用並

不會直接影響使用者的自尊，卻是透過關係性的需求滿足（relatedness），間接正面

影響使用者的自尊。文獻（Valkenburg, Peter, & Schouten, 2006）亦指出，與他人的社

交關係及互動，是個人建立自我價值重要的因素。與他人擁有和諧的社交關係，不但

滿足其對於關係性的需求，也是對於自我概念及價值建構的一個指標。鑑於自我價值

是重要的幸福感變項之一（Kim & Lee, 2011），最新的後設分析（Liu & Baumeister, 

2016）也指出，自我價值的高低與社交網站的使用及活動有不同的模式，譬如，低自

尊的使用者有較高的臉書使用活動，而高自尊的使用者則有較多的臉書朋友，但沒有

其他社交活動。因此，自我價值與不同的社交連結策略之間的關係，是值得探討的議

題。然而，過往研究僅探討網路或社交網站使用時間與自尊的關係，使用頻率或時

間，是一個較大的概念，無法從中區分與不同連結或是從不同策略出發的社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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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我價值的關聯性。譬如，採用「社交查看」策略的使用者，與「自我價值」會有

正向或負向相關？因此，本研究欲從不同社交連結的策略，探索與自我價值之間的關

係。

RQ3：在控制外向性、年齡及性別後，四種社交連結策略與自我價值的關係為

何？

除了歸屬感及自我價值，臉書上的感知受歡迎程度（perceived popularity）也是使

用者在臉書上與他人社交互動重要的一項心理影響（Zywica & Danowski, 2008）。早

期的歡迎程度研究著重於線下青少年同儕的互動，是個複雜又多面向的概念，包含受

人愛戴、被別人接納（Bukowski & Hoza, 1989）、或是在社交生活上佔上風的「人生

勝利組」（Parkhurst & Hopmeyer, 1998）。社會網絡分析常用指名方式，找出被最多

人喜歡的人，為測量其受歡迎的程度。網絡中心性也是社會學中常見的測量方法。

Zywica和Danowki（2008）的研究發現，臉書受歡迎程度，也是可以與線下受歡

迎程度一併衡量探討的概念。雖然並不是所有使用者會將臉書受歡迎程度視為線下受

歡迎程度的延伸，但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臉書上也有受歡迎程度這樣的概念存在。特

別是，研究發現，使用者在臉書上與他人連結互動的社交方式，是影響他們臉書歡

迎程度的重要因素（Zywica & Danowki, 2008）。譬如，受訪者認為，有些使用者不

論什麼朋友的邀請都會接受，就算是不認識的人也會加好友，這反而顯出是使用者

「太想呈現自己受歡迎」的形象，算是不「cool」的行為，反而讓人感覺是不受歡迎

的人才會這樣做。其他研究也指出，臉書朋友數量太多其實不等同於線下好友數目多

就是受歡迎的概念（Tong, Ven Der Heide, Langwell & Walther, 2008），在2008年的時

期，數目保持在300多最被認為受歡迎，而1000人以上則被認為是臉書蕩婦（Facebook 

whore）（Donath & boyd, 2004）。但其實朋友數目或是個人牆面內容的長度，並不

是受訪者認為受歡迎的指標，而是他們與他人互動以及建立連結的社交方式才是關鍵

（Zywica & Danowki, 2008）。而本研究的社交連結策略，即為文獻中提出的社交方

式。 譬如，「擴展社交圈」的策略代表著有著許多不同多元的連結，因此，以「擴

展社交圈」策略為主的使用者，由於擁有許多不同的連結及網絡，可能感知自身在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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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上是受歡迎的。而「新增強連結」策略的社交方式，是否因為是以經營與強連結之

間的互動為主，因此與感知臉書人氣沒有相關性？而「維持型」策略傾向維持既有互

動，在固定的社交網絡中，對於感知臉書人氣的影響為何？最後，「社交查看型」的

策略以瀏覽他人社交資訊為主，屬於單方面的資訊使用，對於網絡的促進或互動都沒

有幫助，是否對於感知臉書人氣沒有幫助？

針對此研究問題，本研究控制使用者的個性及人口變項。其中針對外向性，學

者（Ellison et al., 2007）認為在線下受歡迎又外向的使用者，在臉書上仍然受歡迎，

而內向的使用者則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在臉書上試試看是否能更受歡迎。此外，學者

（Zywica & Danowki, 2008）認為年齡亦是重要需探索的因素，不同年齡層重視的受

歡迎程度，可能會有不同的模式。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進一步探索社交

連結策略與臉書感知受歡迎程度的關係。

RQ4：在控制外向性、年齡及性別後，四種社交連結策略與臉書感知受歡迎程度

的關係為何？

四、感知社會支持中介連結策略與生活滿意度

生活滿意度是心理幸福感（well-being）中常被測量且重要的一個面向（Reis, 

Sheldon, Gable, Roscoe, & Ryan, 2000; Trepte et al., 2015），意指一個人對於自身生活

的整體評估（Pavot, Diener, Colvin, & Sandvik, 1991），強調是個人的主觀評估，而不

是對於生活品質的客觀評量。因此，在本研究，生活滿意度為心理幸福感的其中一項

操作型指標。

感知社會支持在文獻中常常被定義為影響個人生活滿意程度的重要因素

（Kasprzak, 2010）。不論是工作、環境、或健康情況，來自於朋友及網絡的感知社會

支持，是滿足對於社交關係性需求的重要概念。研究指出，日常或週間的社會支持滿

足越高，個人對於自身生活滿意度的主觀評量也越高（Reis et al., 2000）。此外，研

究（Oh, Ozkaya, & LaRose, 2014）也指出，社交網站上的感知社會支持互動，是增進

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因素。因此，文獻耙梳後，推論感知社會支持正向預測生活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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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近年來，學者們探討臉書上互動所得到的社會支持，是否能夠增進線下的生活

滿意度，而結論則不太一致（Verduym et al., 2015; Burke & Kraut, 2016; Kim, 2014; 

Trepte et al., 2015）。早期的研究結果多以臉書的使用替代感知社會支持，指出臉書

使用與生活滿意度趨向正向關係。譬如，臉書上較大的網絡及朋友數量與生活滿意

度呈現正相關（Manago et al., 2012）、臉書使用亦與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有正向關係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而認為生活滿意度較低的臉書使用者，在使用臉書

與他人互動後，能得到更高的感知社會資本（Ellison et al., 2007）。

然而，近期的發現則發現從臉書使用得到的感知社會支持對於生活滿意度沒有顯

著的關係。Kim（2014）的研究指出，臉書上親近朋友的數量是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

素，從臉書上得到的感知社會支持則與生活滿意度沒有關係。相反地，從面對面、電

話、或簡訊等其他管道得到的社會支持正向預測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另一長期研究

（Trepte et al., 2015）則是比較從臉書上得到的感知社會支持以及線下得到感知社會支

持，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經過兩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儘管臉書得到的社會支持會

正面影響對於社會支持的滿意程度，但相較於線下所得到的社會支持，臉書得到的社

會支持在兩年間的追蹤，都與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關係。

儘管不一致，但對於感知社會支持中介社交活動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則有一

致的肯定與討論（Kim, 2014; Trepte et al., 2015）。亦即，感知社會支持都會中介不同

社交形式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而本研究認為，會造成前述臉書是否能透過感知社

會支持促進線下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不一致的結果，要考量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上與他人

互動連結的策略。現有文獻皆考量臉書整體使用、或是從臉書得到的社交支持，探討

這些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卻忽略了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中互動的不同策略。譬如說，

若臉書上的連結策略大部分為維持既有朋友網絡，臉書上的網絡則與線下人際網絡有

很大的重疊，臉書上的互動則會增進整體的感知社會支持，進一步促進整體的生活滿

意度。相反地，若臉書上的策略主要以擴展社交圈為主，互動連結的對象大多為弱連

結，較無提供情感或重要資源的能力，亦比較不會提供感知社會支持，更不會進一步

影響個人的生活滿意度。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整體的感知社會支持，是否以及如何

中介四種臉書連結策略，對於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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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5：感知社會支持如何中介四種臉書連結策略，對於整體生活滿意度的效果？

過往心理學文獻將社交生活滿意度作為心理幸福感的其中一項指標，強調社交層

面的需求滿足，是幸福感的其中一環（Reis, 2000）。不同於生活滿意度，社交生活滿

意度聚焦於個人對於社交生活的評估。研究發現從臉書得到的感知社會支持，會增進

使用者對於社會支持的滿足（Trepte et al., 2015）。以此邏輯延伸，相似的，不同的臉

書連結策略，可能亦透過感知社會支持，影響使用者自身社交生活滿意度的評量。由

於使用者的社交生活滿意度，與臉書上與他人展開或維持社交互動關係的策略，應有

密切的關係。譬如，維持型連結策略，透過整體感知社會支持，增進使用者對於自身

社交生活的滿意度。但查看他人資訊、認識能談心或擴展社交圈等策略，則不一定能

有相似的影響。然而，現有文獻從個人特質或臉書整體使用探究對於幸福感的影響，

尚未有文獻仔細探討連結策略對於社交生活滿意度的關係。本研究特地將社交生活滿

意度與一般生活滿意度做區隔，並根據自我決定理論（Reis, 2000）中，以社交需求滿

足的假設為基礎，進一步細究連結策略是否透過感知社會支持影響社交生活滿意度。

因此，本研究最後一個研究問題，欲探討整體感知社會支持，是否以及如何中介四種

臉書連結策略，對於社交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RQ6：感知社會支持如何中介四種臉書連結策略，對於社交生活滿意度的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

本研究使用台灣國家傳播資料庫一期三次的資料，於民國103年8月開始進行問卷

面訪調查。一期一次及一期二次的樣本以台灣成人（18歲以上）為主，而一期三次則

將樣本分為一般民眾（18歲以上成人）及青少年（9歲至17歲）。本研究使用一般民

眾的樣本進行分析，以下針對一般民眾敘述抽樣過程。

 一般民眾調查的母體以在台灣有國籍並設有戶籍、且年齡滿18歲以上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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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方法是依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最新之鄉鎮市區分層方式為主，參

照內政部統計處102年度人口統計，將臺灣地區之鄉鎮市區分為7層。後為使鄉鎮市

區之分層能顧及地理區域之差異，再將臺灣地區之地理區域分為六區，分別為：北

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澎、花東。抽樣採用分層三階段PPS抽樣法

（Stratified three-stage probability to size sampling, stratified three-stage PPS sampling），

第一階段為鄉鎮市區抽樣，第二階段為村里抽樣，第三階段則為民眾抽樣。正式調查

時間從民國103 年8月20日至11月30日。本次共抽出5754份樣本，抽出樣本後，寄出公

文通知受訪者，面訪時，訪員需攜帶調查公文並配戴訪員證，至受訪者家中說明調查

來意，再入戶訪問。扣除3741份失敗樣本（像是受訪者未居住於戶籍地、找不到受訪

者等），最後共計完成2013份樣本，完訪率為35%。此次調查延續過去一期一次及一

期二次的方法，一樣為面訪。研究團隊亦使用自行開發的電腦輔助調查資料庫系統來

進行訪問。訪員利用平板電腦與內建的問卷，面訪時直接輸入資料。

抽出樣本中一般民眾的分佈，與母體一致。除了透過電話檢查複查之外，當訪員

在訪問時，透過研究團隊所設計的電腦輔助面訪調查系統（CAPI）進行初步邏輯檢

查，訪員可即時接受系統提醒，與受訪者確認答案。更進一步，研究團隊也根據調查

內容的檢誤部份，透過SPSS撰寫檢誤程式，找出有問題或缺失的資料，確保每一筆資

料前後邏輯一致。針對遺漏值，單筆資料若有一半以上的填答或是關鍵問題為遺漏值

時，研究團隊會回撥受訪者將答案補齊。若無法聯繫受訪者，則依照該樣本抽樣時所

屬的分層，以該分層全體受訪者回答內容的平均數插補數值。

一般民眾的調查皆有預試，細節請見傳播資料庫一期三次詳細報告。

二、變項測量

此研究採用台灣傳播資料庫一期三次的資料分析，由於資料庫的問卷涵蓋不同

題組，加上面訪時所需的時間，整份問卷的長度必須以考量受訪者耐心與認知需求為

主。因此，每份題組有10題的限制，作者在設計社交媒體題組時，選取直接明白較可

以用單項題測量的概念，而基本題組中的媒體使用頻率，亦是一般研究採用的單項頻

率測量方式。以下分別陳述其測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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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連結策略概念採用Ellison等人（2011）的問法，透過一致的問題：「你使用

社交網站的理由為何？」，受訪者以類目別選項（是與否）回答以下四項策略選項1。

維持型策略選項為「維持與舊朋友之間的關係」，社交資訊查看型則是「察看一下你

有興趣的人的動態資訊」，新增強連結的展開關係為「認識能談心的朋友」，而擴展

社交圈則是「認識在學業或工作上有幫助的新朋友」。

「感知社會支持」此概念為單題項（Williams, 2006），以是否有信任的人可

以幫忙為主要的概念（Cohen & Hoberman, 1983）受訪者回答「如果您在生活中需

要幫忙，您有可以信任的人會來幫忙。」「臉書歸屬感」參考Nadkarni和Hofmann

（2011）文獻，作者設計以下問題詢問受訪者：「社交網站上與他人互動，讓您覺

得很有歸屬感（屬於某個群體）。」「自我價值」則參考Crocker、Luhtanen、Cooper

和Bouvrette（2003）題項，將其修改至臉書的情境：「社交網站上與人互動，讓您

覺得自己是個更有價值的人。」「生活滿意度」則是採用文獻常用的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中的核心題項：「整體而言，您

對您的生活很滿意。」「社交生活滿意程度」則沿用Lin、Peng、Kim、Kim和LaRose

（2012）核心題項，問法則為「整體而言，我對社交生活很滿意。」以上概念的回答

選項皆為五點李克特量表，包含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無所謂同不同

意」、4「同意」、5「非常同意」。

「感知臉書受歡迎程度」則採用文獻（Zywica & Danowski, 2008）中的題項：

「您認為您在社交網站上的人氣（或受歡迎程度）如何？」回答選項為五點李克特量

表，反向編碼後，分析使用的選項包含1「人氣非常低」、2「人氣很低」、3「一般/

普通」、4「人氣很高（受歡迎）」、5「人氣非常高（非常受歡迎」。

最後，控制變項中的「性別」則請受訪者回答男性或女性，而「年齡」則是請受

訪者填寫出生年及月，分析資料時計算其實際歲數。「外向性」則沿用過去一期二次

的「我很活潑」問項，請受訪者從五點李克特量表中選擇1「非常不同意」、2「不同

意」、3「無所謂同不同意」、4「同意」、5「非常同意」。

1　此題項同時也詢問另外八項使用社交網站的動機，用複選題回答每一項「是」或「否」勾

選答案。亦即，四項連結策略與八項動機在同一題問題一併詢問，但為兩個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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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社交媒體以臉書為主，因此，篩選回答最常使用的社交網站為「臉書」

的族群為主要樣本（N  = 1094）。一期三次的成人樣本與母體的比例沒有顯著的差異

（詳見傳播資料庫一期三次詳細報告）。所有測量概念的敘述性統計列於表一。

肆、研究結果

一、社交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支持

 社交連結策略部分，由於是複選題題項，作者先定義四項策略為複選題群集，

進行次數分析及交叉表分析以探究不同策略之間，參與者勾選的動態。結果顯示，在

1094位主要使用臉書的台灣成人中，86.9%勾選「維持既有關係」策略、19.2%勾選

「新增強連結策略」、28.5%勾選「擴展社交圈」、以及52.2%勾選「查看他人社交資

訊」策略。為了進一步探究四項連結策略之間被多項勾選的狀態，表二交叉表顯示四

項連結策略彼此之間的關係。交叉表顯示，勾選其中一項策略與其他策略的勾選比例

分布，除了維持既有關係的策略有無與社交查看策略這一項的分布有不同外，其他百

分比分布都非常相似。而儘管維持策略是使用複選題，但因為沒有題數勾選的限制，

對於每一題基本上是以有或無這兩種類別方式回答，可視為將尺度量表整合成的有/無

量表。因此，針對每項策略與應變項之間的關聯，本研究以下的分析方法沿用Ellison

等人（2011）的階層多元迴歸，將四項連結策略一併放入迴歸分析探究在控制其他策

略下，各項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支持及心理幸福感的關聯性。

RQ1探索在控制外向性、年齡及性別後，四種臉書的連結策略與感知社會支持的

關係。透過階層多變項線性迴歸分析，將控制變項放入第一階層，第二階層則放入四

種連結策略。結果顯示（詳見表三），外向性是唯一顯著的控制變項，維持型策略與

社交資訊查看策略顯著的與感知社會支持有正向的關係。其中，維持型策略（Beta = 

0.09）對於感知社會支持的影響較社交資訊查看（Beta = 0.03）的影響大，因此，回

應RQ2，維持型策略在四種策略中影響最大。模型中沒有共線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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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測量概念敘述性統計

註：樣本人數為社群媒體主要使用為臉書的人數。

N M SD

臉書使用頻率（1-4） 1094 3.47 0.76

感知社會支持（1-5） 1094 4.04 0.49

臉書歸屬感（1-5） 1094 2.92 0.91

臉書增加自我價值（1-5） 1094 2.92 0.87

感知受歡迎程度（1-5） 1094 2.88 0.68

生活滿意度（1-5） 1094 3.73 0.75

社交生活滿意度（1-5） 1094 3.73 0.69

年齡（18-77成人） 1094 35.21 11.78

外向性（1-5） 1094 3.15 0.59

性別（男性 = 1） 1094 49.5%男性

二、社交連結策略與歸屬感、自我價值、及臉書上感知受歡迎程度

H1假設在控制個性、年齡及性別後，四種臉書上的社交連結策略都會與使用者

感知的臉書歸屬感有正向關係。與前述分析一樣，階層性線性迴歸第一階層為控制變

項，第二階層則加入四種連結策略，模型中沒有共線性問題（詳見表三）。結果指

出，四種連結策略皆顯著且正向預測臉書上的感知歸屬感。其中，新增強連結策略

（Beta = .19）為影響力最大的策略、接著為維持型策略（Beta = .16）、擴展社交圈策

略（Beta = .07）、及社交資訊查看（Beta = .05）。H1完全成立。

RQ3探索社交連結策略與使用者感知使用臉書後對自我價值影響之間的關係。同

樣使用階層多變項線性迴歸，第一階層放入外向性、年齡及性別，而第二階層再加入

四種社交連結策略。結果顯示（詳見表三），四項策略中，只有社交資訊查看沒有顯

著預測自我價值，其餘三項策略皆與自我價值有正向的關係。其中，新增強連結策略

擁有最大的影響力（Beta = .20）、接續為維持型策略（Beta = .12）以及擴展社交圈策

略（Beta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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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連結策略交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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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4聚焦於研究四種社交連結策略與使用者在臉書上感知受歡迎程度的關係。使

用相同的分析方式，結果指出（詳見表四），四種連結策略中，只有新增強連結策略

與感知人氣沒有顯著關係。其他三種策略皆為感知受歡迎程度的顯著預測變項，以

擴展社交圈的策略影響力最大（Beta = .12）、再來是負向關係的社交資訊查看策略

（Beta = -.09）、最後是維持型策略（Beta = .08）。

三、感知社會支持中介連結策略對於整體及社交生活滿意度影響

RQ5及RQ6探索感知社會是否以及如何中介四種臉書的連結策略，對於整體生

活滿意度（RQ4）以及社交生活滿意度（RQ5）的影響。要驗證中介效果，傳統的

表三：成人透過四項臉書連結策略對於感知社會支持的影響

階層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p值

共線性檢測

B 標準誤 Beta Tolerance VIF

1
常數 3.823 .046 82.55 .000

外向性 .112 .010 .182 10.95 .000 .972 1.029

年齡 -.004 .001 -.113 -6.78 .000 .972 1.029

性別（1=男性） -.046 .019 -.038 -2.35 .019 .999 1.001

2

常數 3.643 .054 67.34 .000

外向性 .107 .010 .174 10.49 .000 .964 1.037

年齡 -.001 .001 -.037 -1.79 .073 .637 1.569

性別（1=男性） -.037 .019 -.031 -1.92 .055 .991 1.009

維持型策略 .109 .025 .090 4.27 .000 .594 1.683

新增強連結策略 .000 .019 .000 .02 .983 .803 1.245

擴展社交圈策略 .021 .011 .036 1.93 .054 .757 1.320

社交資訊查看 .007 .004 .037 1.97 .049 .744 1.344

註：第一階層adjusted R 2 = .05，第二階層adjusted R 2 = .06，且第一到第二階層變化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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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透過迴歸程式，在X、Y、以及Z之間，需達成X Z的顯著直接關係，然後再針

對X  Y需有顯著關係，最後當X及Y一同預測Z時，X對於Z的預測能力若與第一步驟

中直接關係的能力相比下降（部分中介）、或甚至原先顯著的關係變為不顯著（完

全中介），則中介效果即被驗證（Baron & Kenny, 1986）。近年來的方法以拔靴法

（bootstrapping）為學者（Hayes, 2009）所推崇，強調間接效果中的中介效果，在X Z

不顯著的情況下，仍可能發生。另外，拔靴法透過將原先樣本重新取樣（re-sample）

許多次（通常為1000次、2000次或甚至5000次，本研究為1000次），透過這樣接近無

限取樣的統計假設中，得出更為細緻預測母體期望值、分佈以及區間等的統計數據。

本研究使用「PROCESS」這個macro（Hayes, 2013）於SPSS 20.0中，檢驗RQ5及

RQ6提出的中介間接效果，以下描述其結果。

階層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檢測

臉書

歸屬感

臉書

自我價值

臉書

感知受歡迎

程度

Tolerance VIF

1 外向性 .102*** .101*** .224*** .983 1.017

年齡 -.132*** -.08*** -.078*** .984 1.016

性別（1=男性） -.020 .04 -.021 .998 1.002

Adjusted R2 .03 .02 .06

2

外向性 .073* .072** .213*** .974 1.027

年齡 -.072* -.023 -.060** .936 1.069

性別（1=男性） -.008 .044* -.022 .984 1.017

維持型策略 .155*** .123*** .084*** .945 1.059

新增強連結策略 .185*** .203*** .021 .870 1.150

擴展社交圈策略 .069** .101*** .122*** .866 1.155

社交資訊查看 .054* -.01 -.088*** .965 1.036

Adjusted R2 .11*** .10*** .09***

註：*** p  < .001, ** p  <.01, * p <.05 

表四：成人透過四項臉書連結策略對於臉書上的幸福感感知影響

階層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檢測

臉書

歸屬感

臉書

自我價值

臉書

感知受歡迎

程度

Tolerance VIF

1 外向性 .102*** .101*** .224*** .983 1.017

年齡 -.132*** -.08*** -.078*** .984 1.016

性別（1=男性） -.020 .04 -.021 .998 1.002

Adjusted R2 .03 .02 .06

2

外向性 .073* .072** .213*** .974 1.027

年齡 -.072* -.023 -.060** .936 1.069

性別（1=男性） -.008 .044* -.022 .984 1.017

維持型策略 .155*** .123*** .084*** .945 1.059

新增強連結策略 .185*** .203*** .021 .870 1.150

擴展社交圈策略 .069** .101*** .122*** .866 1.155

社交資訊查看 .054* -.01 -.088*** .965 1.036

Adjusted R2 .11*** .1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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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生活滿意度（RQ5）的中介效果，中介分析顯示，在控制了外向性、性別、

年齡以及連結策略後（與前述迴歸控制的原理及變項相同），維持型策略顯著地透過

感知社會支持，對於整體生活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也就是說，感知社會支持中介了

維持型策略對於整體生活滿意度的正向影響（B  = .03, SE  = .01，95%信賴區間：.01 - 

.05）。此外，感知社會支持也中介了社會資訊查看對於整體生活滿意度的正向影響

（B  = .002, SE  = .001，95%信賴區間：.0001 - .0005）。

針對社交生活滿意度（RQ6）的中介效果，中介分析顯示，在控制了外向性、性

別、年齡以及連結策略後，感知社會支持中介了維持型策略對於社交生活滿意度的正

向影響（B  = .14, SE  = .04，95%信賴區間：.06 - .22）。其餘策略並無透過感知社會支

持對於社交滿意度有任何間接的影響。表五呈現了各自變項與中介以及應變項之間的

零階相關性。

伍、研究討論

本研究使用具有全國代表性樣本的傳播資料庫一期三次資料，主要探究成人在

臉書上不同社交連結策略對於使用者現實生活中心理幸福感（生活滿意與社交生活滿

意）的影響。臉書為台灣最常被使用的社交媒體（Wu, 2014），如何透過不同的連結

策略，對於其感知社會支持的影響，是重要的議題。此外，進而探討如何透過感知社

會支持，對於使用者臉書及線下心理幸福感的關聯性。

 

一、臉書連結策略與臉書幸福感

成人的四種連結策略都與歸屬感有正向的關係，顯示成人已經是舒適且有策略地

使用臉書，管理其人際網絡。而對於自我價值，除了社交資訊查看外，其他皆有正向

的影響。而針對臉書感知人氣，擴展社交圈及維持型策略對於人氣有正向影響，但社

交資訊查看策略則為負向的影響。這顯示，積極擴展社交圈的台灣成人，感知自己的

人氣是高的。然而，若使用臉書來查看他人社交資訊的台灣成人，則感知自己的人氣

是低的。此外，新增強連結則對於歸屬感及自我價值，有最大的影響力。相反地，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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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p  < .05, ** p  < .01, 針對連結策略（類目別測量）與尺度量表的應變項，本研究使用

Point biserial correlation分析，文獻指出其為Pearson correlation的一種（Weinberg, S. L., & 

Abramowitz, 2008），可以直接使用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四項連結策略彼此的係數則是

Phi correlation。

表五：連結策略、幸福感感知、感知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零階Pearson、Point 

Biserial及Phi Coefficient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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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交圈與歸屬感，則呈現較弱的正向相關性。

對於臉書上的心理幸福感（也就是歸屬感、自我價值與感知人氣），社交資訊查

對於感知人氣看有負向的影響，與自我價值則是沒有關聯性，這可以進一步與Ellison

等人（2011）針對資訊查看對於線上連結與橋接社會資本有正向關聯的結果一併討

論。Ellison等人（2011）的社會資本強調的對於整體擷取社會資源的感知，而本研究

則針對臉書的幸福感進行探究。Ellison等人（2011）認為，資訊查看讓美國大學生感

知到更多的線上社會資本，有可能是因為能將潛在連結轉化為實際連結，因此感知有

更多的社會資源。然而，台灣成人結果卻顯示，資訊查看不但無法預測使用者在臉書

上的自我價值，更負向影響其在臉書上的感知人氣。這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台

灣成人可能只默默查看有興趣的人的社交資訊，卻不會將其轉化為實際連結與其進行

實際互動，因此這種「stalking」行為，當然無法增加其自我價值，更會讓使用者覺得

因為人氣不高所以都透過瀏覽他人資訊代替社交互動。第二，亦有可能是瀏覽他人在

臉書上開心幸福的資訊，顯得自己沒那麼開心（Chou & Edge, 2012），甚至引發社會

比較（social comparison, Steers, Wickham, & Acitelli, 2014）；或是他人的按讚數遠比

自己發文所得到的按讚數來的高。這樣的社會比較可能導致對自身人氣感知的降低。

而針對四種策略所造成的正負面幸福感影響，則可一併與近期的研究（Burke & 

Kraut, 2016）一同分析。Burke和Kraut（2016）發現，與他人在臉書上社交互動的方

式，會顯著影響使用者的幸福感感知。結論指出，特別針對個人的傳播內容（譬如有

標註他人，或是私下傳訊息等），比一般廣播式的傳播資訊（也就是一般發文，一般

連結都可以看到），更讓人有較高的感知社會支持以及幸福感。本研究中的社交資

訊察看策略，指出臉書使用者透過臉書大量察看他人的社交動態與資訊，這樣的資

訊內容主要是透過廣播式的發文（不特別寫給特定使用者且一般連結都可以看到），

因此對於個人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及幸福感是遙遠的（因為與個人無關），除了容易引

起社會比較，亦無法促進個人幸福感感受，造成本研究發現的負向影響。而維持型策

略，則可能需要透過於他人發文處留言，或透過臉書一對一的互動去維持現有的關係

（Burke & Kraut, 2016），因此能促進感知社會支持以及幸福感。另外，擴展社交圈

策略，則是積極有目的地建立人脈，透過滿足對於社交及人脈需求，能正向感知到社

會資源的豐富，因此對於幸福感及感知社會支持，則會有正向的影響。未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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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針對Burke和Kraut（2016）這些互動方式以及本文提出的四種連結策略，進一步研

究其對於心理幸福感的影響。

本研究另外發現，「新增強連結」與「擴展社交圈」，在心理幸福感方面有非常

不一樣的影響。尤其是，新增強連結在四項策略中對於歸屬感具有最大的解釋力，而

以弱連結為主的「擴展社交圈」，解釋力則少了許多。這與社會網絡理論的強弱連結

預測一致，更指出過往將這兩種合併為「開啟新連結」策略概括而研究，忽略了其不

同之處。此項結果指出，儘管兩項策略都對於歸屬感有正向有影響，但以強連結為目

的的連結策略，最能夠影響後續的歸屬感，而以擴展自身網絡為目的的連結策略，儘

管會有歸屬感，但其「屬於較大群體」的感覺，相較於與強連結的群體歸屬感弱了許

多。

此外，這兩種策略更在「感知臉書人氣」的影響上大相徑庭。結果指出，「擴展

社交圈」的策略，在四項策略中有最大的影響力，且與感知臉書人氣呈現正向關係。

這代表著，持有這項連結策略的使用者，在擴展自身網絡同時，也同時以此「訊號」

告知大家自身的連結廣闊，感知人氣是高的。反之，持有「新增強連結」策略則與感

知人氣無關，這代表著其動機是要尋求情感支持，而不是聚焦於自身的人氣展演上。

以上結果指出，這兩項連結策略在本質本質不同，對於後續幸福感的影響更是不

同，往後的研究可採用這樣的架構，去進一步探究不同連結策略的影響，以及其之間

互動的效果。

二、臉書連結策略、感知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

本研究最後聚焦於探討臉書上不同連結策略，與使用者整體的感知社會支持，

以及生活及社交生活滿意度的關聯。針對成人臉書上連結策略與整體感知社會支持的

部分，研究結果呼應過往文獻（Manago, 2012），維持型的連結策略在本研究中對於

感知社會支持有最大的影響。同時，社交資訊查看策略，亦正向影響整體的感知社會

支持，但其效果非常微小，微弱地支持回應Ellison等人（2011）的研究發現。本研究

指出，透過臉書管理並維持既有網絡社群，這些互動會帶來潛在的社會支持資源。前

述文獻皆使用剛從高中進入大學的學生樣本，美國特有的地域考量，以及進入一個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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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及高中生活圈遙遠的大學環境，社會資訊查看的確可以累積並轉化潛在連結為實際

連結，因此導致大學生對於社會支持資源的感知，認識的連結越多，越有可能獲得連

結或橋接型社會資本。不同於前述文獻，本研究使用的台灣一般民眾，在台灣的地域

性考量及成人的網絡，維持各時期的網絡連結，反而是累積社會資源及潛在社會支持

的主要途徑。因此，如同學者提出的（Ellison & boyd, 2013），由於臉書的設計、發

展、及使用時常變化，在討論臉書研究發現時，需同時考量該研究的時間、文化、及

地域性，才能夠抽絲剝繭出其中細微的不同。本研究針對台灣的成人樣本，就提供了

不同於以往文獻的研究發現。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究整體感知社會支持中介不同連結策略對於生活滿意度

及社交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現有的文獻（Trepte et al, 2015；Kim, 2014）皆直接從線

上或線下獲得的社會支持，探究其對於生活滿意度或心理幸福感的影響。現有文獻

（Frison & Eggermont, 2015）發現，女學生在主動使用臉書時，從臉書上獲得的社會

支持，會減少女學生沮喪的心情。但Trepte等人（2015）卻發現，線上獲得的感知社

會支持，並不會對生活滿意度有任何影響。本研究結果指出，針對成人，整體的感知

社會支持，正向中介了維持型策略對於生活滿意度以及社交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亦正

向中介了社會資訊查看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這再次延伸了前述的研究發現：成人

透過臉書中維持既有網絡的策略及互動，不但在臉書上有歸屬感，亦間接透過感知社

會支持，對整體生活以及社交生活感到滿意。這也指出，台灣成人透過臉書管理與線

下重疊甚高的社群網絡，並從中獲得社會資源與支持。此結果延伸了最近的文獻，並

認為目前也許使用者線上線下的網絡重疊甚高，將感知所得到的社會支持分為線上或

線下，也許無法區分，並忽略了使用者是如何透過臉書與他人互動的前置變項。因

此，此研究發現點出若是展開新關係的使用策略，對於生活中的滿意度並無影響，但

維持型及社交資訊查看則有正面的影響。

三、研究貢獻與限制

閱聽人如何使用媒體與他人互動，並獲得感知社會支持及心理幸福感，一直是傳

播學者關注的熱門議題之一（Bessière, Kiesler, Kraut, & Boneva, 2008; Kraut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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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t et al., 1998），臉書的崛起，更引起學者們研究使用者如何在臉書上與他人互

動，及對於使用者線上及線下幸福感的影響。過往文獻僅探討線上與線下，或是將臉

書使用視為單一變項，忽略使用者透過臉書有不同策略與他人互動的細緻性。

本研究透過聚焦於臉書上與他人互動的不同連結策略，發現其細緻的影響，對

現有文獻中將臉書「使用」視為單一變項的不足做出貢獻。此外，透過全國代表性樣

本，並探究成人在臉書上互動及其心理幸福感的關係，亦擴展了不同於現有文獻中多

以學生為主研究族群的範疇，更進一步全盤檢視了臉書及現實生活中心理幸福感的影

響層面，針對目前文獻提出更豐富的討論。更將連結策略中的展開新關係，細分為展

開強連結或擴展社交圈的面向，而研究亦指出這兩種展開關係，對於成人有不同的影

響，補足過往研究中僅探討社會支持，或社會資本的討論。

本研究亦有許多限制。第一，由於傳播資料庫題數限制，因此變項僅能以單題項

測量。但如同文中所述，這些概念屬於清晰簡單的概念，單題項亦能反映其概念，且

能減少面訪時受訪者的不耐，能提供較為精確的填答回應。近年來也有學者比對針對

概念以單題與多題量表測量的方式，發現單題與多題量表在測量概念上沒有顯著的差

異（Bergkvist & Rossiter, 2007; Droelt & Morrison, 2001）。

第二，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因此僅能以概念之間的關聯性探討之。但作者在

設計題項時，特別在題目中強調時間先後順序，像是「社交網站上與人互動，讓您覺

得很有歸屬感」，點出是在臉書互動後所感知的歸屬感或自我價值。作者期以此題項

設計，補足橫斷性研究中無法探索因果關係的限制。此外，連結策略的問項由於題數

長度限制，無法設計為尺度量表，而是類目別是與否。受訪者針對8項動機及四項連

結策略，分別回答是否持有該項動機。此方法旨於讓受訪者表達最主要的使用動機，

在樣本中取得最大的變異性，因此更能區分出不同連結策略的影響（亦即是否為主要

使用臉書的動機），讀者在闡釋結果時需將此限制納入考量。未來研究可將所有問項

以尺度量表測量，檢視同時使用四項策略時的相互關係。最後，本研究並未測量線上

線下網絡的重疊性，無法進一步探索重疊性在此研究中的角色，未來研究應加入此因

素，一併討論臉書上互動使用對於臉書及現實生活中的幸福感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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