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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台灣網路報告

網路使用現況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整體使用現況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53（雙底冊，全部樣本）

▪上網率成長進入高原期，與去年相較大致持平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整體使用現況

資料來源：2006至2023台灣網路報告。註：本次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民眾；2020及往年調查對象為年滿12歲以上民眾。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整體使用現況

• 高齡者
• 小學及以下學歷
• 宜花東地區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53（雙底冊，全部樣本）

▪ 世代效應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使用現況：未上網者分析

▪台灣有15.33%是未上網者（近三個月內無上網經驗）

▪多數未上網者學習上網意願低，從原因探討提升上網率的著力點
• 年齡太大           「長者友善」的軟、硬體環境

• 對上網設備不熟悉            數位技能教育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330（雙底冊，排除上網者， 加權後數值）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使用現況：未上網者分析

▪未上網者不上網，但不代表沒有網路需求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調查，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
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73（雙底冊，Q51勾選「有人幫忙」
者， ，加權後數值）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調查，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
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0（雙底冊，Q51勾選「沒有人
幫忙」者， 加權後數值）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
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330（雙底冊，排除上網者， 加
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使用現況：5G申辦情況

▪ 5G成長率仍強勁，但未申辦者之未來申辦意願低落

• 23.71%未申辦5G行動上網的民眾表示，未來一年內有意願申辦（但有意願者較
2022年32.52%下降了8.81%）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247
（雙底冊，樣本排除未上網者、已使用5G者， 加權後數值。）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使用現況：5G申辦情況

• 民眾對於5G的應用仍不清楚或抱持觀望態度

• 對有意願者需推出合適的換約、換機方案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有意願者294，無意願者847
（雙底冊，樣本排除未上網者、已使用5G者，以及Q9、Q10答「不知道」、拒答者，加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2023台灣網路報告

網路應用服務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AI題組主持：吳泰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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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應用服務：整體使用情況
▪服務使用率排名大致不變，觀看免費影音仍居第一

• 電子商務、影音娛樂、外送服務使用率高卻略有下降趨勢

• 網路金融、教育應用呈成長趨勢

✽ 括號內表2022年數據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084（市話樣本）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應用服務：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

▪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已成多數人日常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社群媒體2153，即時通訊2153 (雙底冊，全部樣本) 
附註：未顯示「不知道或拒答」：社群媒體0.44%、即時通訊軟體0.60%

使用者在台灣全部人口超過七成 使用者在台灣全部人口超過八成社群媒體 即時通訊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以臉書與LINE做為主要社群、通訊管道的使用者分佔五成多與九成多

(主要使用的)
社群媒體

(主要使用的)
即時通訊

網路應用服務：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

▪ 臉書與LINE獨占鰲頭，Instagram、TikTok與X（推特）或有鬆動市場板塊的潛力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823 (雙底冊，上網者樣本， 加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應用服務：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

▪社群遷徙現象持續發生，尤以年輕族群最為明顯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2022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2年2
月14日至3月15日，加權後數值
樣本數：2023年1823 (雙底冊，上網者樣本，加權後數值)；2022年1878 (雙底冊，上網者樣本，加權後數值)

臉書使用率滑落，Instagram、抖音/TikTok、X (推特)上升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應用服務：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

▪社群遷徙現象持續發生，尤以年輕族群最為明顯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2022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2年2月14日至3月15日，加權後數值
樣本數：2023年1823 (雙底冊，上網者樣本，加權後數值)；2022年1878 (雙底冊，上網者樣本，加權後數值)

LINE使用率稍降，FB Messenger、微信、Instagram、Discord稍增

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網路應用服務：社群媒體與即時通訊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 2153 (雙底冊，全部樣本)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抖音/TikTok使用者佔全台灣人口約兩成多

• 使用族群主要集中在年輕人（18-29歲）與中年人（40-49
歲），高中職、專科或大學，居住在中彰投地區。



網路應用服務：AI聊天機器人的使用經驗與觀感

▪數位語音助理 vs. ChatGPT

兩者使用者的輪廓皆以大學、研究所學歷者及桃竹苗地區佔比最高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823（雙底冊，上網者樣本，加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吳泰毅



網路應用服務：AI聊天機器人的使用經驗與觀感

▪民眾對人工智慧提供資訊真確性的看法兩極，AI素養教育或可指點迷津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823（雙底冊，上網者樣本）

• 43.47%民眾同意AI所提供的資訊比真人提供的資訊來得客觀與精確；
 41.79%民眾則傾向不同意

• 資訊素養教育應納入「AI素養」

題組主持：吳泰毅



網路應用服務：AI聊天機器人的使用經驗與觀感

▪台灣有43%民眾有AI聊天機器人使用經驗（任一種），整體使用評價正面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924（雙底冊，排除無語音助理及聊天機器人使用
經驗、拒答及未上網者，加權後數值。）

逾六成(64.36%)使用者對整體使用滿意度
持正面看法

接近八成（79.3%）使用者表示有可能
持續使用

題組主持：吳泰毅



網路應用服務：AI聊天機器人的使用經驗與觀感

▪吸引尚無經驗者(57%)嘗鮮 應突顯聊天機器人的娛樂性與似人性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894（雙底冊，排除有語音助理及聊天機器人使用經驗、
拒答及未上網者，加權後數值。）

38.64%無經驗者不認同
與聊天機器人互動很好玩

59.54%無經驗者同意
聊天機器人能夠提供
有用資訊

64.18%無經驗者同意
聊天機器人使用起來不
會很難

55.08%無經驗者不認同
與聊天機器人了解個人需
求

52.40%無經驗者不認同
許多周遭親友都有使用過
聊天機器

題組主持：吳泰毅



網路應用服務：遠距工作/教學與醫療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084（市話樣本）題組主持：吳齊殷、陶振超

• 過去一年內有23.71%的台灣民眾有遠距醫療經驗

• 較2022年2、3月（疫情大規模流行前）調查數據，
大幅增加了22.93%。



2023台灣網路報告

新聞使用與數位素養

題組主持：陶振超



新聞使用與數位素養：新聞主要來源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53（雙底冊，全部樣本）
題組主持：陶振超

• 電視仍是台灣民眾獲得新聞的首要來源
◆ 數位平台：42.81% (較去年下降9.65%)
◆ 傳統新聞媒體：45.96% (較去年上升5.51)

• 新聞媒體網站或APP佔8.14%異軍突起 (較去年上升3.35%)



新聞使用與數位素養：新聞分享行為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53（雙底冊，全部樣本）

▪新聞分享形塑數位平台上新聞呈現的風貌

• 34.25%台灣民眾在過去一個月有在社群媒體、即時通訊
分享新聞的經驗（在上網者中佔40.46%）

• 分享者以女性、30-39歲、高學歷、居住在北北基與桃
竹苗為主

題組主持：陶振超



新聞使用與數位素養：線上更正行為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53（雙底冊，全部樣本）

▪民眾線上更正行為意願萌芽，有助抑制假新聞、假訊息、不實訊息的傳布

有五分之一（20.17%）台灣民眾在網路上接觸到假新聞、
假訊息、不實訊息時，有可能主動採取更正行為

✽  更正行為包括在訊息下方留言、私訊發文者或通知網站管理者

題組主持：陶振超



新聞使用與數位素養：新聞查證能力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918（雙底冊，上網者隨機分配一半）

▪民眾對自己查證新聞真假能力的信心大幅下降

• 多數台灣民眾(48.34%)對自己查證假新聞的能力沒有信心。

• 與去年調查相比，不但結果逆轉，且差距也擴大(有信心比例
大幅下降，48.94% → 40.94%)。

題組主持：陶振超



新聞使用與數位素養：網路意見氣候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973
（雙底冊，上網者隨機分配一半）

▪網路上的政治對立愈趨嚴重

• 八成(80.18%)的網路使用者認為，台灣網路上與
政治相關的留言處於對立狀態，超過2022年的
77.65%。

• 社群媒體上接觸到不同政治意見是否重要，呈
兩極化意見，兩端選項各有約一半的社群媒體
使用者支持。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
樣本數：1,531（雙底冊，排除無使用社群媒體、未上網者，加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陶振超



2023台灣網路報告

社群網站不實訊息
標示與管理

題組主持：施琮仁



社群網站不實訊息標示與管理：社群媒體訊息品質

▪民眾認為社群媒體訊息品質堪慮，社群平台與政府皆須負起管制責任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531（雙底冊，排除無使用社群媒體、未上網者，加權後數值）

近七成的社群媒體使用者（69.55%）同意
社群媒體的訊息不太可信 

近八成（78.86%）的社群媒體使用者不同意
社群媒體上的訊息大多是正確的

題組主持：施琮仁



社群網站不實訊息標示與管理：社群媒體訊息品質

▪民眾認為社群媒體訊息品質堪慮，社群平台與政府皆須負起管制責任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53（雙底冊，全部樣本）題組主持：施琮仁

大多數民眾(84.63%) 認為大型網路公司
有責任訂定規章管制不實訊息

大型網路公司 大多數民眾(84.73%) 認為政府
有責任訂定規章管制不實訊息

政府



社群網站不實訊息標示與管理：警告標籤注意程度

▪民眾沒有注意到平台警告標示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531（雙底冊，排除無使用社群媒體、未上網者，加權後數值）

• 為對抗不實訊息，Facebook、X(推特)等社群平台已經開始標
示有問題的訊息

• 台灣的社群媒體使用者注意到警告標示的頻率很低，約有近一
半（47.07%）的社群媒體使用者表示從未見過

題組主持：施琮仁



社群網站不實訊息標示與管理：警告標籤注意程度

▪民眾對訊息的真偽缺乏判斷能力：半數民眾難以識別陰謀論說法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53（雙底冊，全部樣本）

「新冠肺炎病毒是從中國武漢的
一個實驗室中洩漏出來的」

「新冠肺炎病毒是人造的病毒」

題組主持：施琮仁



2023台灣網路報告

詐騙風險與數位韌性

題組主持：陶振超



詐騙風險與數位韌性：詐騙現況

▪網路詐騙成全民日常生活隱憂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1,084（市話樣本）

• 台灣民眾每10人中就有近7人暴露於詐騙的風險

• 3.71%的台灣民眾收到過詐騙訊息，並被詐騙
過，人數達735,135人，遠高於警政署公佈
2023年1-5月的詐欺案件發生數13,363件，被
害人23,953人。

題組主持：陶振超



詐騙風險與數位韌性：因應詐騙危機時的韌性

▪個人層級「數位韌性」意指人們能夠意識網路風險，並有能力獲取適當支持
資源以解決困境

• 無論近三個月內是否有受騙經驗，雙方民眾均有高達八成認為
自己有信心                            。辨別詐騙手法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受騙者 40、未受騙者 693（市話樣本，加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陶振超



詐騙風險與數位韌性：因應詐騙危機時的韌性

▪個人層級「數位韌性」意指人們能夠意識網路風險，並有能力獲取適當支持
資源以解決困境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樣本數：受騙者 40、未受騙者 693（市話樣本，加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陶振超

• 仍有11.57%民眾認為，遭遇詐騙時，自己沒有信心可以知道
如何尋求適當協助。。尋求適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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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育兒的兩難

題組主持：陶振超



數位育兒的兩難：數位育兒現況

▪使出「科技奶嘴」安撫孩子，數位育兒成常態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2（市話樣本，排除家中無小孩者，加權後數值）

• 家中有12歲以下孩童的家長，有81.20%會讓孩子使用3C設備

題組主持：陶振超



數位育兒的兩難：數位育兒現況

▪使出「科技奶嘴」安撫孩子，數位育兒成常態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樣本數：212（市話樣本，排除家中無小孩者，加權後數值）

• 77.09%育有12歲以下孩童的家長，在公共場合或忙碌時，曾為
了安撫小孩而讓孩子使用3C設備。

◆ 頻率較高的「經常」與「總是」分別佔了14.87%、4.69%。

題組主持：陶振超



數位育兒的兩難：數位育兒模式

▪針對控管孩子使用科技產品，Valcke等學者 (2010)  從使用限制面向與溝通
支持面向，建構出四個類型的家長介入型態。

題組主持：陶振超



數位育兒的兩難：數位育兒模式

▪數位科技使用之家長介入型態：理想vs.現實

• 未育兒者：限制多、溝通多
    (權威式育兒)

• 育兒者：限制仍多、溝通卻減少
(一大部分轉向威權式育兒)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
樣本數：172（市話樣本，排除家中無小孩、家中有小孩未使用3C者，加權後數值）

資料來源：2023台灣網路報告，執行時間2023年5月2日至5月20日，加權後數值。
樣本數：912（市話樣本，排除家中有小孩且使用3C者，加權後數值）

題組主持：陶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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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影音文化現象、
衝擊與挑戰

題組主持：曹家榮、曾淑芬



網路影音文化現象、衝擊與挑戰

▪ 網路影音與媒體環境轉型，資本密集與娛樂化的未來

• YouTube已不再是能憑一己之力實現「網紅夢」的藍海，反而越來越像傳統媒體影音產製，
需要高資本密集地投入設備與人力

• YouTube影音產製團隊如今已是以Netflix、Disney+等線上串流平台為競爭對象，可以預
期未來影音內容產製更加精緻且娛樂化的發展。

▪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直播社群的兩面刃

• 除去特定目的的直播（如遊戲直播、電商直播），以YouTube平台為主要場域的線
上直播，大部分都是靠著陪伴與直接互動，建立起的高黏著度情感社群。

• 線上直播直接即時互動的特性，滿足了當代人自我展現與社交需求；也同時容易創造
出高情緒化的社群，致使網路環境中的意見表達就更容易因此呈現極化、對立的樣態。

題組主持：曹家榮、曾淑芬



網路影音文化現象、衝擊與挑戰

▪ TikTok蠶食零碎時間，威脅文化與政治的共有性

• TikTok的短影音從演算法、基礎介面設計所造就的沉浸，完美地填補了人們在移動、
通勤、等待、轉換行動間的零碎時間空隙。

• 短影音特性將資訊傳播碎裂化。一方面，影音的內容是簡短而零碎的，不再能有足夠
的時間開展完整敘事，另一方面，使用者的觀看行動也是切割碎裂的，難以形成一個
對於事件的完整理解。

▪ 成癮如何解套？家長的素養教育與陪伴才是關鍵

• 家長是否都太早將小孩「丟到網路上面」，太少陪伴與相互理解

• 應從家長的數位資訊素養教育做起，讓家長在對於TikTok等平台有更多的知識基礎
上，陪伴並引導青少年與孩童的使用。

題組主持：曹家榮、曾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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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法
調查地區與對象 以居住在全國地區（包括6都和16個縣市），年滿18歲以上的

民眾為調查對象

調查母體 內政部提供之民國 111 年 12 月人口統計資料，共計台灣18歲
以上人口為19,832,467人

調查期間 民國112年5月2日至民國112年5月20日，共執行19日

調查樣本數 同步執行住宅電話調查與手機電話調查，住宅電話調查完成 
1,084 份有效樣本，手機電話調查完成 1,069 份有效樣本，總
樣本數為 2,153 份，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分別約為正
負2.97與2.99個百分點。

抽樣設計 住宅電話調查採分層隨機抽樣法，以全國22縣市為分層依據，
依照各縣市家戶比例抽出所需樣本市話採分層隨機抽樣法；手
機電話調查採隨機抽樣法，以隨機外撥方式抽出所需樣本數。

委託執行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方法
專家訪談

訪談對象 產業界及學術界等領域熟悉台灣網路影音文化的專家學者
•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
• 周偉航（時事評論員、直播主）
• 林富美（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 廖凱弘（台北大學數位行銷學程助理教授）
• 黃亮崢（《數位時代》創新長）
• 邱威傑（知名YouTuber）

訪談人數 深度訪談6位專家學者
訪談時間 於112年4月12日至112年5月19日間進行深度訪談

主訪人 本研究團隊

文獻分析法

蒐集來源 委託單位歷年數據

國家性研究報告、公開數據，如國發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際性研究報告：如 Internet World Stats、ITU、OECD、Ookla、
英國智庫經濟學人（EIU）、DataReportal



研究團隊

吳齊殷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

陶振超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曾淑芬 副教授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吳泰毅 副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曹家榮 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陳貞雅 研究助理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施琮仁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

協力助理：蔡采紋、蔡征軒、林妤昕、許馥嘉、周佳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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