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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式問卷熱潮　你跟上了嗎？
記者 陳儀軒 文  

隨著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研究顯⽰臉書使⽤者的年齡攀升，⽽位居第⼆名的
Instagram（以下簡稱IG）成為現今青少年的最愛。兩⼤社群媒體併進，為網路
世界帶來⼀股無法撼動的⼒量，其中各式各樣的互動應⽤程式正活躍在這些社群
媒體。2018上半年，匿名式問卷在網路世界造成⼀股熱潮，成為青少年間討論的
話題，⽽這⼀夕爆紅的問卷風潮，到底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呢？

五花八⾨的問卷　你⽤的是哪⼀個？
匿名式問卷的風潮崛起，各公司爭相釋出多種問卷，⽽這些問卷能⼤致分成開放
型問卷和指定型問卷兩種類型。匿名式問卷的始祖Sayat.me⾸先出現在臉書平台
上，採⽤開放式提問。讓⼤家對問卷的使⽤者提出問題，使⽤者在收到提問後可
選擇私下或公開回覆。爾後出現的Sarahah和Peing提問箱亦屬之，不同的是，此
兩款問卷必須先關注問卷使⽤者的限時動態或臉書發文，才能得到回應。

另⼀指定型問卷，則是由問卷使⽤者設計選擇題，作答者能在選答後立⾺得到正
確答案，雙⽅皆可總覽所有⼈的分數，⽬的在於測試對問卷使⽤者的瞭解程度有
多少，如Buddy Meter和Pollsgo。上述開放型問卷需要註冊帳⼾才能設計問
卷，⽽指定型問卷只要填寫簡單的基本資料即可。兩類型問卷，⽬的都是讓社群
媒體上並非朋友或無追蹤關係的⼈也能向問卷使⽤者提問，其中指定型問卷作答
簡易，相較開放型問卷，回覆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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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y Meter問卷⽰意圖。（圖片來源／Buddy Meter官⽅網站）

「匿名」帶你交朋友　原來是這樣紅的
這股風潮為何興起？社群媒體的「限制交友」功能是主要原因。因應網路世界的
無遠弗屆，現代⼈越來越重視隱私問題，開放⾃由的交友平台也提供了使⽤者選
擇交友的權利，多數⼈會將臉書和IG設為不公開帳號，需要獲得使⽤者的同意
後，彼此才能建立關係，才能看到對⽅在社群媒體上的動態。

匿名式問卷便因應⽽⽣，開放⾃由的社群媒體使⽤，事實上縮限了使⽤者的社交
圈，在有限的選擇中，匿名式問卷能讓不是朋友關係的⼈進⾏填答或提問，減少
因為被當作陌⽣訊息⽽無法傳送的窘境。在浩瀚的網路世界，表象的「朋友關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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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被當作陌⽣訊息⽽無法傳送的窘境。在浩瀚的網路世界，表象的「朋友關
係」或「追蹤關係」不⼀定代表著實際的友誼，透過匿名式問卷，能夠讓使⽤者
過濾並篩選出真正瞭解⾃⼰的⼈，也提供⼀個管道讓⼤家向⾃⼰提問。總的來
說，匿名的特⾊能帶⼈跨越那道「寄送朋友邀請」的⾨檻，亦能更進⼀步的選擇
朋友。

探討匿名式問卷熱潮興起的要素，則要運⽤Jonah Beger教授提出關於事情為何
變成熱潮的「STEPPS模式」，歸納出社交⾝價、觸發點、情緒、曝光為主要的四
⼤要素。透過回答問卷⼈數的多寡來彰顯使⽤者的⼈氣或⾏情，檢視個⼈社交⾝
價，並以「匿名式」的特⾊即為此熱潮的觸發點，觸發製作問卷的意願。參與過
程中，不論是快樂或⽣氣的情緒，使⽤者能從中獲得⼼靈上的滿⾜，刺激使⽤者
將熱潮繼續傳播。這四⼤要素，配合社群媒體的有限交友，讓匿名式問卷的熱潮
不斷延燒。

你也是問卷設計者嗎？
為探討此⼀熱潮，我搜集了152個樣本作參考。根據E.M.Rogers於1962年提出
的創新擴散模式，我們可將問卷使⽤者們分類作：創新者、早期採⽤者、早期追
隨者、後期追隨者和落後者，分析發現使⽤問卷的⼈數符合S曲線。創新者與早期
採⽤者的使⽤⼈數佔樣本數5%為少數，以早期追隨者與後期追隨者將此熱潮帶向
⾼峰，⽇前熱潮正持續，在樣本裡只⾒⼀兩個個案屬於落後者的類型。

創新擴散模式S曲線圖。（圖片來源／陳儀軒製）

早期採⽤者對於追求新東⻄和新知識有興趣，樣本顯⽰多屬於這網路世代的意⾒
領袖，期待獲得尊重與關注；早期與後期追隨者則為使⽤者中的多數，分別具有
慎思考慮、遵從別⼈意⾒以及持懷疑態度、使⽤上未必出於⾃願，可能為社交需
要的特性，在使⽤上會先以限時動態的⽅式昭告世界，其中多⾒「跟風」、「應
某⼈要求」，或是⾃暴⾃棄式的⽤詞「救救邊緣⼈」、「邊緣程度⼤考驗」，更
有獎勵型的說法「答對滿分就請你喝飲料」等......渴望能引起關注並獲得回應，對
比少數案例的落後者，可⾒熱潮尚未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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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少數案例的落後者，可⾒熱潮尚未退去。

後期追隨者實際使⽤之⽰意圖。（圖片來源／授權陳儀軒重製）

眾多類型的使⽤者的使⽤動機為何呢？以1973年由卡茨、格裡維奇和赫斯提出
的使⽤與滿⾜理論解釋，匿名式問卷使⽤者的使⽤動機除了環境影響與時勢所趨
之外，受眾本⾝的需求為主要動機。可歸因於認知需求、情感需求、個⼈整合需
求以及社會整合需求。使⽤者本⾝透過問答中來獲得知識和理解，從中享受愉悅
的情緒。在不斷加強⾃信⼼與鞏固⾝份之下，劃分社交圈裡的強連結與弱連結，
以此找出真正瞭解⾃⼰的⼈，並吸引親朋好友或是點頭之交在社群上的關注，以
滿⾜個⼈和社會整合需求。種種動機都說明了時下閱聽眾的主動性，並非過去⼀
般的被動接受媒介訊息，⽽是積極使⽤這些媒介來滿⾜需求，匿名式問卷便是⼀
個可⾒的例⼦。

⼩⼼！「匿名」其實出賣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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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其實出賣了你
在這些匿名式問卷的熱潮背後，隱藏著幾個有趣的現象。問卷使⽤者會積極宣傳
⾃⼰的問卷，並⼤⼒邀約⾝邊的親朋好友來作答，邀請上以看似難為情、非出於
⾃願的字詞來合理化⾃⼰的⾏為，⼼態上可謂「夭⿁假細禮」。此外更有使⽤者
把⾃⼰的作答結果公佈出來，或是在IG限時動態中以獎勵的⽅式，試圖找出作答
⾼分者，此舉更違反了「匿名」的初衷。上述兩種使⽤現象都顯⽰著使⽤者的⽭
盾⼼態，既渴求⼜害怕。

當⼈類沈溺在浩瀚的網路世界中盲⽬的跟風時，我們應該換個⾓度來看看這股風
潮背後正訴說著什麼。匿名式問卷的興起是⼀種新興的商業模式，從上述分析兩
種類型的問卷中可以發現，製作問卷前都要註冊或是填⼀些基本資料，註冊同時
可以連結臉書或IG帳號，無形中我們都在為這些軟體開發公司累積⼤量的會員資
料，進⽽建立⼀個廣告平台，好讓這些公司獲取利益。你以為的「匿名」是隱私
權擴張時代下的產物，實際上透過你製作或填答別⼈的問卷，正在外洩⾃⼰與親
朋好友們的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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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式問卷使⽤之回覆狀況。（圖片來源／授權陳儀軒再製）

「匿名式問卷」的出現也反映了21世紀網路使⽤者在⾯臨⼤資訊時代下的不安⼼
理，渴望滿⾜需求，透過問答中找尋對⾃我的認同感。因為⾝處未知的網路世
界，交友權限被⼀層層的阻隔，因此⽣成不安全感，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式有
所改變，究竟是能交到更多朋友？還是⾃我設限的再分化出新的族群呢？由於過
度仰賴網路上的交友，⼈類在⾯對⾯的真實社交上反倒不如過去坦然，需要透過
線上匿名才能說出內⼼的真實想法。匿名問卷是現今的熱潮，考驗⼈們如何⾯對
網路時代下的進步，但在⼀頭熱的栽入其中時，不妨想想背後的故事與使⽤安全
性。

      

 記者 陳儀軒

編輯 林奕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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