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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高齡民眾臉書和LINE使用、	
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研究

王嵩音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中高齡族群使用臉書和LINE與社會資本以及

幸福感之關聯。資料來源為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20年第二期第四次

的資料，並選取母樣本中920位50歲以上者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

中高齡者使用臉書對於連結型和橋接型社會資本都具有顯著的正向關

聯，而使用LINE僅對於橋接型社會資本具有顯著正向關聯。本研究進

一步證實中高齡者臉書和LINE使用對於幸福感並沒有直接的效果，而

是透過社會資本的中介間接影響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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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acebook and LINE 

on the soci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of Taiwanese adults aged 50 and older, 

based on data obtained from the 2020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T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Facebook by the sample of 920 respond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However, their use of LIN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ly on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he results also confirmed the hypothesis that although the use of 

Facebook and LINE by Taiwanese older adults has no direct effect on 

wellbeing, it affects wellbeing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capital.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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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上將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到7%、14%及20%以上的

社會，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台灣已於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

齡社會。台灣老年人口年齡結構快速高齡化，2020年超高齡（85歲以

上）人口佔老年人口10.18%，2070年將增長至31.19%（國家發展委員

會，2020）。面對高齡化的社會，中高齡人口的福祉成為社會重大議

題。由於身體功能衰退、認知能力下降和社交網絡縮減等因素持續威

脅著中高齡者的福祉，因此提高其幸福感成為每一個社會不斷的挑戰

（Bai et al., 2017）。

幸福快樂的人生是每個人都欲追求的目標。個人若擁有美滿家庭

生活、良好社會聯繫、健康身心狀態等通常能提升幸福感（Bolger & 

Amarel, 2007）。中高齡者若能建立友誼網路並維持良好的友誼互動關

係，在老年時期則較能享有幸福和滿意的晚年生活，而影響幸福感的

因素有很多。社會資本是蘊含在社會關係中的資源，能提升人際的互

動，並產生人際間得以順暢運作之互惠與規範機制，以獲得有效的網

絡資源（Coleman, 1988）。因此社會資本乃藉由人際互動網絡的面向影

響幸福感知感受。本研究將從社會資本的角度探討台灣中高齡者的幸

福感來源。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以下稱臉書）出現後，使用者

能夠在使用過程中維繫可能因距離而流失的社會資本，也能建立新的

友誼，形成社會網絡以增加社會資本。此外，即時通訊科技日益普

及，台灣民眾非常倚賴的LINE行動軟體也提升了人際溝通的效率與品

質。民眾的社交關係維繫可以透過LINE強大的即時與互動特性來完

成，並促成人際溝通的無限延伸。根據尼爾森「2022 LINE使用行為研

究調查」統計，台灣90.00%的LINE使用者表示，LINE是每日開啟次數

最多的APP，其中有92.00%使用者認為LINE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社群

媒介（今日新聞網，2022）。LINE原始的設計雖為即時通訊用途，在 

歷經多次改版後，逐漸轉型成為社群媒體的樣貌。本研究將聚焦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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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民眾最常使用的臉書和LINE，探討兩者分別與社會資本和幸福感的

關聯。

過往相關研究多針對青少年或年輕族群，極少以中高齡者進行觀

察。然而依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之調查，台灣銀髮族的「科技

力」不落人後。55歲到64歲之間的人口科技應用度最高，有71.10％擁

有智慧手機，最常使用的是LINE（92.20％）。台灣六成左右的50歲以

上熟齡族群已成為依賴網路和通訊軟體LINE的用戶，將日常社交禮儀

由現實生活轉移到虛擬世界，並利用新科技來尋求認同（聯合新聞網，
2018）。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報告，受到人口高齡化影響，台灣人口年齡

中位數也持續走揚，2016年超過40歲，2020年預估為42.70歲，並將

在2034年超過50歲，也就是說，全國人口約有一半為50歲以上的中高

齡族群（中央社，2020）。在健康上，年齡超過50歲開始出現慢性疾

病，台灣許多疫苗均以50歲為施打年齡。再者，依據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專題報告指出，台灣50歲以上的民眾更熟悉數位科技產品及服

務，並活用社群網路維繫人際感情（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8）。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50歲以上中高齡者作為研究對象。

國內外探討社群媒體和社會資本或是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不少，但

是甚少同時研究三者之關聯，而社群媒體對於社會資本或幸福感是正

向還是負向的關聯也尚未有一致的結果。近期有研究發現荷蘭中高齡

者社群媒體使用分別和連結型社會資本、橋接型社會資本以及幸福感

具有正向關聯，並建議未來研究探討社會資本在社群媒體使用與幸福

感之間的中介效果（Simons et al., 2021）。另有針對日本高齡者的研究

發現資訊科技的使用是藉由增進社會資本而間接影響幸福感（Kokubon 

et al., 2022）。但是該研究並未區分社會資本類型，也沒有區分不同的

資訊科技。與本文最相關的論文則是探討台灣55歲以上民眾臉書和
LINE使用在社會資本與寂寞感之間關連的調節效果，結果發現LINE

具有調節效果但是臉書則沒有調節效果（Hsu et al., 2021）。該研究對於

臉書和LINE使用採取使用與不使用二分法測量，有不夠精確之虞，且

未區分社會資本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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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中高齡族群使用社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體

維持人際關係以累積社會資本，進而影響其幸福感受。而臉書與LINE

具備不同的特性，值得探討兩者和社會資本以及幸福感的關聯是否具

有差異。再者，使用行為和社會資本應該採取更精確的方式測量。希

望藉由本研究彌補文獻的不足，並對於台灣中高齡族群幸福感的增進

能有實證上的觀察。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文獻探討

I. 社會資本

法國社會學者Bourdieu（1986）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定義是

一種真實或潛在的資源總和，這樣的資源可以來自於個人或團體，且必

須擁有一個長期而穩定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可能具有一種被團體內

成員所共同接受且認可的制度化關係。而美國社會學者Coleman（1988）

則認為人們可以透過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來累積資源，因此強調社會結

構對於團體成員所能獲得的社會資本數量有很大影響，並且信任和依賴

也是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而社會資本就像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是

具有生產性的。除此之外，社會資本對於個人的資源取得也較有助

益，個人可透過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讓特定目的被達成。相較於Coleman

用功能來定義社會資本，Bourdieu則是從階級和網絡關係的觀點來定義

社會資本。Bourdieu（1986）認為，其他型態的資本像是文化資本或經濟

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會互相影響，並且有兩個因素會影響人們可能擁

有的社會資本數量，一個是人們所能有效動員的社會網絡的大小，另一

個是人們所在團體的成員所擁有的其他型態資本的數量。

根據以上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社會資本為一種人們社會網

絡中的資源，並可以運用此一資源來創造更多資本。而在使用和創造

社會資本的同時又往往是伴隨著個人透過與各個社會角色之間的彼此

互動，形成自己的個人網絡，也就是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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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而來。文獻已指出個人之社會資本對於其心理健康、自我肯定

以及生活滿意度都有正面影響（Helliwell & Putnam, 2004）。

學者Putnam（2000）則定義社會資本為個人透過社會網絡與他人互

動所獲得之資源，以達致個人目標。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各種社群

媒體的絡繹問世，使得各種資源獲得的管道更多元化，強化社會資本

所需要累積的訊息以及精神支持。

社會資本並非是單一面向概念，Putnam進一步將社會資本區分為

兩種型態，分別是連結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以及橋接型

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兩者之差別在於連結型社會資本是

將相同類型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社會網絡，而橋接型社會資本

則是將不同類型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社會網絡。

連結型的社會資本就如同Granovetter（1973）所提出的「強連結」

（strong ties），屬於個人與其家人和親密朋友之間的連結關係，通常可

以提供實質上以及情感上的支持。而橋接型社會資本則是「弱連結」

（weak ties），代表人與人之間較為寬鬆而不緊密的關係，可以擴展個人

社交圈但是較不會提供情感支持。這兩種類型各有其益處與侷限。連

結型社會資本有助於社群的團結與動員，但不利於多元資訊的交流；

橋接型社會資本雖然無法提供太多的社會支持，卻有利於找尋工作機

會或合作的夥伴（Granovetter, 1973）。

II. 幸福感

幸福感（well-being）通常可以分為客觀及主觀兩種指標評估。以客

觀指標評估的研究（Wilson, 1967）指出，幸福的人通常是年輕、健康、

高教育程度、高薪等。然而研究也發現上述這些客觀條件的滿足，與

人們感受的幸福感並沒有高度關聯（Diener et al., 1999）。學界逐漸將定

義幸福感的標準由客觀的外在條件轉移到個體主觀的層次，稱之為主

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Diener et al., 1999）。

主觀幸福感源於正向心理學的概念，且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概念，

因為每個人對於幸福感都有不同的看法。依據判斷理論（judgment 

theory），人們在判斷幸福與否，會選取一個參照的標準去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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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實際的情況比期望好，就會感到幸福：反之，如果實際的情況不

如預期，就會覺得不幸福（Diener, 2000）。

主觀幸福感反映個人能否隨著年齡的增長適應不斷改變的人生處

境（Conner et al., 1979; Kushman & Lane, 1980）。如果中高齡者在老化

過程中，能夠具有良好的適應能力，便較能夠「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Argyle, 1987; Neugarten et al., 1961），並擁有較佳的身心健康情

況（Bowling et al., 1996）。因此對於中高齡者而言主觀幸福感更被認為

是測量他們是否成功老化的最重要工具（Broe et al., 1998; Davis & 

Friedrich, 2004; Edwards & Klemmack, 1973）。本研究將以主觀幸福感

作為觀察焦點。

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很多，關係歸屬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彭錦鵬、李俊達，2014）。施建彬（1995）研究中國人幸福感來源，發

現幸福感是透過別人的感受而來的回饋所引發，而「人際關係的和諧」

即為其中一個重要變項。社會資本就是存在於人際關係的結構之中。

III. 社會資本與幸福感

依據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是個人藉由參與群體網絡所能獲得

實質或潛在資源的總合（Bourdieu, 1986）。個人的社會關係透過人際信

任、規範和網絡，藉此達到情感性的身心健康與生活滿意度（林南，
2007）。換言之，社會資本與個人主觀幸福感應該呈現正相關。

近年台灣已累積一些針對中高齡社會資本與幸福感進行之研究。

例如在全國性調查方面，有研究以2003年及2007年「台灣地區中老年

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中老年人社

會資本越好，則越自覺幸福（李宜娟，2012）。而針對台灣各地區中老

年人的研究則有以台北市樂齡學習中心之樂齡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

討其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發現樂齡學習者社會資本對幸福

感具有預測力（郭秀珍，2014）。也有研究以南部地區六縣市樂齡學習

中心55歲以上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討高齡學習者社會資本、自我效

能與幸福感之關係，發現高齡學習者的社會資本、自我效能與幸福感

皆具有正相關（邱建璋，2019）。有研究則以金門地區55歲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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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樣本探討金門縣老年人的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幸福感間之關

係，發現社會資本對幸福感呈現正向關聯（陳應惠，2019）。另有研究

針對50歲以上之中高齡者所構成之銀髮族進行研究，發現受訪銀髮族

社區營造的參與程度與幸福感和社會資本呈現正向關聯，而社會資本

在社區營造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許薰分，2021）。

上述研究在社會資本的測量方面，多以社會資本的人際信任面向以

及社區或社會參與程度為主，並沒有從社會資本的二大類型探討。學

者指出透過橋接型社會資本，讓外部社會成員得以相互了解與尊重；而

透過連結型社會資本則促使內部成員具有支持性與凝聚力，因此獲得實

質上或精神上的社會支持，而增加其幸福感（Poortinga, 2012）。國外文

獻也顯示從個人透過與家人和摯友的頻繁互動所產生的強連結網絡，也

就是連結型社會資本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可以提升正向情緒（Diener & 

Oishi, 2005）。因為從強連結的親密關係中所獲得的支持可以增進個人

信心與安全感，達到緩解心理壓力的作用，因而增進主觀幸福的感受

（Umberson & Montez, 2010）。

而個人的弱連結關係，也就是橋接型社會資本，則提供異質性群

體之間的「橋樑」，讓個人可以連繫不同的外團體（out-group），從而獲

得由內團體（in-group）無法提供的資訊。這些資訊通常能夠豐富知識以

強化社會適應能力（Wang et al., 2015）。此外，弱連結的互動關係也能

夠提供更大的歸屬感，透過社交網絡的多樣性促進個人的主觀幸福感

（Sandstrom & Dunn, 2014）。綜合而言，無論是連結型或是橋接型社會

資本都與主觀幸福感具有關聯性。

IV. 臉書與社會資本和幸福感

人們透過社群媒體可以維繫其舊有的社會關係，也可以結識新朋

友擴展社會關係。因此社群媒體與社會資本的關聯引發學界的重視與

研究。其中臉書為台灣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媒體。依據臉書公司2017年

發布的官方營運數據，在台灣2,300萬人口中，每月活躍用戶數近
1,900萬，滲透率高達82.60%，領先其他社群媒體（行銷人，2018）。使

用臉書對使用者之網路社會資本帶來正面影響，也可增加其網路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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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本的累積。臉書上的好友可以分為真實朋友及臉友，真實朋友指

的是現實生活中早已認識彼此，具有情感基礎，會透過臉書互動的朋

友，也就是從現實生活的朋友移植至線上的朋友。臉友指的是在現實

生活中原本不認識的朋友，透過臉書上真實朋友的好友、好友推薦、

活動、社團、粉絲專業等管道認識而加入好友的朋友，剛開始不熟識

也不具情感基礎，線下可能見過面。臉書網站的推薦功能除了向使用

者推薦與真實朋友相關的訊息外，臉友的相關訊息也會出現在推薦

上。而臉書的社團、活動、粉絲專頁等推薦機制讓使用者在建立人際

資源的同時也能夠彙整不同資訊進而接觸不同社交圈的使用者。

臉書除了維繫舊有情誼，還有透過朋友認識其他朋友而拓展人際

關係的功能。因此臉書不僅維繫「強連結」（strong ties）也能強化「弱連

結」（weak ties）。而社群媒體上頻繁的互動、回應與對話令使用者感受

到陪伴的共感以及情感面向的社會支持，也是一種社會資本的表現形

式。研究已顯示使用臉書除了能維持既有的實體社會資本，也可以更

便利地累積弱連結，增加使用者的社會資本（Ellison et al., 2007）。過往

研究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會增加社會資本，譬如一項針對美國大學生

的研究發現臉書使用增進其社會資本，尤其是對自尊心較弱的大學生

影響最顯著（Ellison et al., 2007）。有研究也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可以同

時增加日本青少年橋接型和連結型社會資本（Boase & Kobayashi, 

2008）。也有針對南非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臉書使用的確可以增進連

結型和橋接型社會資本，並且對於低自尊與低生活滿意度者具有正向

效益（Johnston et al., 2013）。另有研究發現，臉書使用者在臉書上持續

發文或更新個人資料會增加社群融入感，且產生與朋友聯繫更緊密的

感覺，因此增進了橋接型的社會資本（Deters & Mehl, 2013）。不過有研

究針對臉書的不同使用動機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發現為了社交動機

使用臉書會增進其橋接型社會資本，但是為了逃避使用臉書則與連結

型社會資本具有負向關連（Kwon et al., 2013）。而針對成年人所做的研

究也顯示其社群媒體的使用頻率越高，與家人和朋友的聯繫就越頻

繁，也強化其社會網絡（Hogeboom et al., 2010; Antheunis et al., 2015）。

另有研究進一步發現不同的社群媒體平台對於社會資本所產生的效果

會有差異。一項針對中國留學生所做的調查發現臉書使用和橋接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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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本相關，而人人社交網站的使用則和連結型社會資本相關（Li & 

Chen, 2014）。不過上述研究之研究對象均以年輕族群為主。

早期有研究針對美國65歲以上高齡者進行深度訪談，發現使用臉

書可以間接促進連結型社會資本（Erickson, 2011）。近期則有學者針對

加拿大65歲以上老年人探討其社群網站使用與社會資本的關聯，發現

其社群媒體使用會正向影響連結型社會資本以及橋接型社會資本，而

且對於橋接型社會資本的影響稍高於連結型社會資本的影響（O’Brien 

et al., 2021）。另有研究針對50歲以上的荷蘭中高齡者進行調查，發現

社群媒體的使用既正向影響連結型和橋接型社會資本，也正向影響社

交幸福感（Simons et al., 2021）。亞洲國家相關研究則指出日本高齡者

運用資訊科技（手機、電子郵件、網路和社群媒體）會正向影響對於家

人、朋友和鄰居的信任度（也就是社會資本），因而間接影響幸福感

（Kokubon et al., 2022）。

至於社群媒體對於幸福感影響的相關研究則出現不一致的結果。

有研究指出，成人使用手機進行線上社交活動會覺得較快樂（Chai & 

Kalyal, 2018; Nguyen et al., 2020）。但是也有研究認為效果有限（Lima 

et al., 2017）。研究進一步指出如果使用網路結交新朋友，則有可能會

減少與舊有朋友的聯繫，反而會感到孤立而降低了幸福感（Sum et al., 

2008）。另有針對馬來西亞大學生所做的調查研究證實臉書使用在連結

型與橋接型社會資本和主觀幸福感的關聯中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Hwang et al., 2019）。

在台灣相關的研究方面，有研究發現大學生臉書使用越頻繁，其

臉書上的社會資本越多，但是臉書上的社會資本對於線上或線下的信

任網絡並無顯著的關聯（曾淑芬、魏婉筑，2013）。有研究則發現臉書

使用程度與生活滿意度具有正向關係，對於社會信任卻是負向影響（陳

憶寧，2016）。有研究探討台灣高中職生臉書活動模式、社會資本與生

活滿意度之關係，發現線上互動透過橋接型社會資本的中介對生活滿

意度產生正向影響（許元馨，2014）。另有研究從臉書使用的動機觀察

對社會資本的影響，發現不同的使用動機對於社會資本面向的影響顯

現差異（王嵩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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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INE使用與社會資本和幸福感

LINE為即時通訊軟體，允許兩人或多人透過網路傳遞文字訊息、

檔案、語音或視訊通話。LINE自2012年進入台灣市場後，隨著智慧型

手機快速發展至今已突破2,100萬用戶，使用率高達95.70%，成為台灣

最受歡迎的行動通訊軟體。「2019台灣網路使用調查」報告亦顯示，台

灣55歲以上的中高齡族群網路使用率，主要是以LINE即時通訊比例最

高（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中高齡族群常常發「長輩文」問候，拉

近與親友彼此間的距離，對其身心帶來很大的撫慰及滿足。有研究發

現LINE持續使用意願並不會對中高齡族群的幸福感造成影響。但是當

中高齡族群對使用即時通訊軟體LINE所帶來的效益有正面評價時，會

影響LINE持續使用意願（何淑雯，2021）。另有研究則發現中高齡者的

「分享表達」、「方便連絡與維持關係」、「獲得資訊」與「流行與休閒娛樂」

等四種LINE使用動機，與幸福感的六個向度「樂觀」、「自我滿足」、

「樂天知命」、「正向情感」、「工作成就」與「身體健康」皆具有中高程度

正相關（廖敏真，2016）。也有研究針對50歲以上退休教師進行研究，

發現其透過LINE和朋友家人間互動交流，因而活絡人際關係並產生更

緊密的情感結合，就能進而產生愉悅幸福的感受（黃瓊慧，2016）。

過往文獻多分別針對臉書或者LINE進行研究，極少將兩者納入同

一研究做比較。近期有研究探討台灣一般民眾使用LINE的時間對於社

會資本和主觀幸福感的關聯，發現LINE的使用時間和主觀幸福感具有

負向關聯。該研究進一步發現連結型社會資本與幸福感具有正向關

聯，至於臉書使用時間對於LINE的使用時間和幸福感的中介效果不具

有調節作用（汪新亞，2021）。也有研究發現台灣55歲以上高齡者使用
LINE會對社會資本與寂寞感的關聯產生調節作用，但是臉書則不具有

調節作用。究其原因為LINE群組化與即時性的特性讓使用者覺得可以

快速互動而產生獲得支持的感覺，因而較不會覺得寂寞孤獨。而臉書

則偏重於分享訊息與照片，較少進行一對一即時的互動，因此無法促

成社會資本對於寂寞感的效果（Hsu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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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依據上述文獻，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H1：臉書使用和中高齡者的社會資本有正向關聯。

H1a：臉書使用和中高齡者的連結型社會資本有正向關聯。

H1b：臉書使用和中高齡者的橋接型社會資本有正向關聯。

H2：LINE使用和中高齡者的社會資本有正向關聯。

H2a：LINE使用和中高齡者的連結型社會資本有正向關聯。 

H2b：LINE使用和中高齡者的橋接型社會資本有正向關聯。

H3：中高齡者的連結型社會資本會和幸福感有正向關聯。

H4：中高齡者的橋接型社會資本會和幸福感有正向關聯。

H5：中高齡者社會資本對臉書使用與幸福感之關聯具有中介效果。

H6：中高齡者社會資本對LINE使用與幸福感之關聯具有中介效果。

研究方法

調查樣本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四次的資料， 

調查母體為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及以上之民眾，調查日期為自西元
2020年9月21日至12月13日止。調查採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以台灣地區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

冊（sampling frame）抽出受訪對象。首先根據下列標準將台灣各鄉鎮分

為六層：人口密度、教育程度、65歲以上人口百分比、15至64歲人口

百分比、工業就業人口百分比、商業就業人口百分比等相關指標。在

抽樣時，先計算各分層所有鄉鎮之人口數，依其人口數比例來分配各 

分層欲抽出之人數，並在各分層中依人口數多寡，抽取一定數目的鄉鎮

市區；其後，在每一鄉鎮市區中，再依人口數之多寡依照等距抽樣法

（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統地抽取一定數目的村里；最後，在前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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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村里中再同樣依等距抽樣法抽取一定數目的受訪個案，最後完成樣本

數為2,109。本研究選取加權後母樣本中920位50歲以上者（43.62%）作

為分析對象。

變項測量

I. 臉書和LINE使用

本研究以臉書和LINE使用頻率作為使用行為的測量，詢問受訪者

「大約每週有幾天會使用？」。測量數值為0.50天到7天，間隔0.50天。

II.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測量採用Williams（2006）之社會資本量表，包含橋接

型社會資本和連結型社會資本兩個面向，共有六小題。測量「橋接型社

會資本」，題項有三項：「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想要嘗試新事

物」、「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對於跟你不一樣的人在想些甚麼感

到興趣」、「經由和別人的閒聊，會讓你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好

奇」。測量「連結型社會資本」，問「當你遇到困難時，你能找到信賴的

人幫你解決問題」、「當你有私密的問題時，有人可以讓你放心的聊一

聊」和「當你覺得孤單時，你可以找到其他人說話」。受訪者針對上述的

問題以「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

＝非常同意來回答。

III. 幸福感

幸福感的測量是採用Diener et al.（1985）針對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提出的量表，包含以下四個題項：「您目前的生活和

您想要的生活不會差太遠」、「目前您的一切生活狀況都很棒」、「您已經

得到您人生想要的」、「若人生可以重來一次，您會想要換一個跟現在不

一樣的人生」。受訪者針對上述的問題也以「1」＝非常不同意、「2」＝不

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來回答。其中第四項為

反向題，經過數據轉換之後，四個題項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α；
α值）為 .70，已達非常可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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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試圖以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驗證變

項之間直接和間接的關係（Anderson & Gerbing, 1988）。依據研究假

設，臉書與LINE使用行為、連結型社會資本和橋接型社會資本以及幸

福感形成直接和間接的效果關聯。透過結構方程式的檢視期望能對於

理論的模型建構提供驗證基礎。各項假設與模式之關聯如圖一所示：

圖一　研究架構圖

資料分析與假設驗證

樣本基本資料

在920位50歲以上的受訪樣本中，男性有423人，佔46.00%，女

性則有497人，佔54.00%。在年齡方面，50歲至59歲的人數最多，有
358人，佔38.91%，其次為60歲至69歲，有331人，佔35.98%、70歲

以上有231人，佔25.11%。至於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學及以下程度有
256人，佔27.82%，初中程度有163人，佔17.72%，高中程度有263

人，佔28.59%，而大專以上則有236人，佔25.65%。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8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6期（2023）

變項描述統計

920位中高齡受訪樣本使用臉書頻率的平均數值為5.37天，標準差

為2.31，而LINE使用頻率的平均數值較臉書使用頻率高，為6.63天，

標準差為1.17。每天使用臉書的人數最多，有256人，佔27.80%。而

每天使用LINE的人數也最多，有549人，佔59.70%。可知台灣50歲以

上中高齡者使用臉書和LINE的頻率偏高，而使用LINE的頻率又顯著

較臉書高（t = –12.40, p < .001）。

受訪中高齡者的連結型社會資本平均數值為3.69，標準差為0.71，

而橋接型社會資本平均數值為3.09，標準差為0.83，且顯著低於連結型

社會資本（t = –19.69, p < .001）。至於幸福感的平均數值則為3.46，標

準差為0.68。由上述數值可知台灣中高齡族群的社會資本與幸福感均

高於中間值。

信效度分析

在結構方程模型中需確認潛在變項之間是否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以及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收斂效度和

區別效度多從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作為判斷之依據。如表一所示，橋接

型社會資本和連結型社會資本之CR值皆高於 .60之門檻，而AVE值亦

高於 .36之門檻（Fornell & Larcker, 1981）。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採用內

在一致性檢驗，兩個潛在變項之α值皆超過 .70，已達可信的程度。本

研究進一步採結構方程式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進行檢驗。透過分析結果顯示社會資本兩個面向也具有

良好模型配適度，如表一所示。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83

台灣中高齡民眾臉書和LINE使用、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研究

表一　社會資本題項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項 橋接型 連結型

你同不同意，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對於跟你不
一樣的人在想些甚麼感到興趣？
平均數= 3.24；標準差= 1.00

    .89     .05

你同不同意，經由和別人的閒聊，會讓你對世界上所
發生的事情感到好奇？
平均數= 2.91；標準差= 0.99

    .81     .13

你同不同意，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想要嘗試新
事物？
平均數= 3.14；標準差= 0.99

    .77     .19

你同不同意，當你有私密的問題時，有人可以讓你放
心的聊一聊？
平均數= 3.69；標準差= 0.88

    .13     .82

你同不同意，當你覺得孤單時，你可以找到其他人說
話？
平均數= 3.68；標準差= 0.89

    .20     .81

你同不同意，當你遇到困難時，你能找到信賴的人幫
你解決問題？
平均數= 3.71；標準差= 0.85

    .04     .79

特徵值    2.08 2.01

解釋變異量 34.70 33.49

AVE     .67     .65

CR     .86     .85

Cronbach’s α     .78     .75

Goodness of fit
χ2

= 37.89
Df = 8
RMSE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078

（介於 .00至 .08之間）
NFI (normed fit index) = .91（> .90）
I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 .92（> .90）
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 .92（> .90）

假設驗證

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台灣中高齡臉書和LINE使用與社會

資本和幸福感的關聯。本研究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人口學

變項再進行分析。首先，利用模式配適度指標對本研究架構進行初步

分析，經統計軟體分析所得配適度值為：χ2
/df=4.73（介於1至5，達配

適度標準）；NFI = .91（NFI > .90，達配適度標準）；IFI = .92（I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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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達配適度標準）；CFI = .92（CFI > .90，達配適度標準）；RMSEA 

= .078（RMSEA < .08，達配適度標準）。以上數值可以認定此研究模型

大致與樣本資料配適良好。

從圖二結果模型可知，受訪中高齡者之臉書使用頻率與連結型社

會資本（β = .10, p < .05）以及橋接型社會資本（β = .17, p < .001）具有顯

著正向關聯，因此H1a和H1b成立。而其LINE使用頻率則和橋接型社

會資本（β = .24, p < .001）具有顯著正向關聯，卻和連接型社會資本無

顯著關聯，因此H2a不成立，但是假設2b成立。資料分析結果也顯示

受訪中高齡者的連結型社會資本幸福感（β = .15, p < .001）具有正向關

聯，因此H3成立。然而其橋接型社會資本和幸福感具有顯著負向關聯

（β = –.16, p < .001），因此H4不成立。

圖二　結果模型圖

註：*p < .05；***p < .001

H5和H6為驗證中高齡者社會資本會中介臉書使用頻率與幸福感之

關聯以及中高齡者社會資本會中介LINE使用與幸福感之關聯，也就是

說臉書和LINE使用會透過社會資本和幸福感形成間接關係。

本研究採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n = 2,000）驗證兩個中介變數

（連結型社會資本和橋接型社會資本）是否具有臉書與LINE使用預測幸

福感的中介效果。首先，分析結果顯示（詳見表二）臉書使用頻率（β = 

.03, p >.05）和LINE使用頻率（β = .06, p >.05）皆和幸福感不具有顯著

的直接效果，並在95%信賴區間皆包括0。而模式中的四個中介模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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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呈現顯著的間接效果，並在95%信賴區間皆不包括0。其中以臉書使

用頻率透過連結型社會資本的中介對於幸福感的效果最為顯著（β = .15, 

p < .001），其次為LINE使用頻率透過連結型社會資本對於幸福感的間

接效果（β = .14, p < .001）。至於臉書使用（β = –.08, p < .01）和LINE使

用（β = –.07, p < .05）也透過橋接型社會資本對於幸福感具有顯著的負

向間接效果。上述數據表示社會資本在臉書和LINE使用對於幸福感的

關聯為完全中介角色。因此H5和H6成立。

表二　中介效果摘要表

估計值 信賴區間

間接效果

臉書使用 → 連結型社會資本 → 幸福感   .14
***

0.01至0.08

臉書使用 → 橋接型社會資本 → 幸福感 –.08
**

–0.04至–0.01

LINE使用 → 連結型社會資本 → 幸福感   .14
***

0.01至0.24

LINE使用 → 橋接型社會資本 → 幸福感 –.07
*

–0.22至–.0.08

直接效果

臉書使用 → 幸福感 .03 –0.01至0.03

LINE使用 → 幸福感 .06 –0.02至0.32

總效果

臉書使用 → 幸福感    .15
***

0.09至0.27

LINE使用 → 幸福感    .16
***

0.22至0.45

註：*p < .05；**p < .01；***p < .001

討論

有鑑於台灣已邁向高齡社會，中高齡者的福祉為重要社會議題。

本研究運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20年的全國隨機樣本，選取50歲以

上受訪者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臉書和LINE使用和社會資本以及幸福

感之間的關聯，並提出相關研究假設進行驗證。以下將各項結果作綜

合討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台灣50歲以上中高齡者每週使用臉書的平均天

數為5.37天，而使用LINE的平均天數更高達6.63，且有近六成的受訪

中高齡者每天都使用LINE。由上述數據可知，台灣中高齡者的確是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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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地使用社群媒體以及即時通訊軟體，而且相較於全部成人樣本使用

臉書的平均天數（5.91）和使用LINE的平均天數（6.75）毫不遜色。這再

次證實台灣中高齡族群的科技能力。

中高齡者學習使用資訊科技工具能達到社會接觸的目的，尤其是

透過社群媒體及即時通訊軟體的連結可以為其帶來更多的人際接觸，

並擴大社會網絡。本研究發現中高齡者使用臉書對於連結型社會資本

和橋接型社會資本都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而且對於橋接型社會資本

的預測力高於連結型社會資本。這與國外學者（Boase & Kobayashi, 

2008; Ellison et al., 2007; O’Brien et al., 2021; Yu, 2020）發現社群媒體能

正向預測社會資本尤其是橋接型社會資本的結果是一致的。台灣中高

齡民眾使用臉書除了維持線下既有的強連結，也可以累積弱連結，增

進連結型和橋接型社會資本。

至於在LINE使用方面，資料分析顯示中高齡者使用LINE對於橋

接型社會資本具有顯著正向關聯，卻對於連結型社會資本沒有顯著關

聯。如此結果也呼應國內研究發現一般民眾臉書和LINE使用之交互作

用對於橋接型社會資本具有顯著正向關聯，卻對於連結型社會資本沒

有顯著關聯（汪新亞，2021）。LINE是具備社群功能的行動通訊軟體，

以維持與社交圈的情感連結為主。在各種加好友功能不斷精進情況

下，使用者透過LINE擴大社交範圍更加簡易方便，因此可以正向預測

橋接型社會資本。LINE的最大特性就是具有立即回饋、豐富的非語言

線索、個人化設定等媒介豐富特性，其表達情感的貼圖比文字訊息具

備更完整的意涵，讓使用者產生社會臨場感，因而提升人際互動的愉

悅程度（張玉琳、李秋滿，2014）。有研究指出使用者高度認同LINE是

認識新朋友的主要管道（黃音霓、陳星沐，2015）。而針對中高齡使用

者的深度訪談研究也發現男性以工作溝通之用途為主，而女性則以分

享新奇事物為主的生活樂趣目的為導向（陳宜棻、賴靖憲，2021）。也

有研究發現線上遊戲玩家使用LINE群組讓原本陌生的玩家成為線上好

友，並轉換成線下橋接型社會資本（黃浚誠，2021）。台灣中高齡者使

用LINE群組特別能提升其橋接型社會資本。

本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中高齡者臉書和LINE使用對於幸福感並沒有

直接的效果，而社會資本則具有兩者之間完全中介的作用。此發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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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了為何過往研究一直無法確定社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體對於幸福感

的直接效果。不過本研究對於臉書和LINE使用的測量僅採取使用天

數，或有不夠完整之疑慮。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國內外研究已

指出除了使用的頻率和時間以外，使用動機、互動型態、網絡大小、

社交梳理策略，甚至於分享資訊的性質（公開或私人）等面向都會對於

社會資本或幸福感產生影響（王嵩音，2022；Lin et al., 2021; O’Brien et 

al., 2021）。建議後續研究能針對社群媒體或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行為

採取更細緻的測量方式，或許能獲致更豐富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從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的角度探討台灣中高齡民眾臉書

和LINE使用行為的效益。理論上無論是連結型或橋接型社會資本對於

主觀幸福感是具有正向的關聯。過往文獻針對青少年或大學生為對象

均獲得驗證，本研究卻發現只有連結型社會資本和中高齡者的主觀幸

福感具有正向關聯，而橋接型社會資本反而是負向關聯。這可能反映

了不同的年齡層或生命週期所產生的差異。連結型社會資本強調的是

在情感上覺得寂寞時是否有人可陪伴，且生活上遇到困難或問題時有

人可以協助解決。換言之，連結型社會資本也可以視為社會支持的一

環。國內有研究指出社會支持是影響老人生活滿意度的關鍵因素。而

老人獲得社會支持的來源，以「家庭成員」重要度最高，其次為「鄰居朋

友」（陳琇惠、林子宇，2012），都是屬於強連結。而由關係較為疏遠的

弱連結能產生的橋接型社會資本則是強調藉由結識團體外成員，以激

發好奇心並接觸新事物。顯然台灣中高齡者結識新朋友以接觸新事物

反而會降低其幸福感，而強化強連結之連結型社會資本確實為台灣中

高齡者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本研究也建議未來研究採取縱貫研究策略分析社會資本如何影響

整個生命週期的幸福感受。近期甚至有研究發現智利高齡者的強連結

其實同時提供連結型社會資本以及橋接型社會資本，得以幫助其面對

老年化挑戰時提升其幸福感（Torrejón & Martin-Matthews, 2022）。可見

中高齡族群在社會資本以及主觀幸福感方面的確具有特殊性，也值得

進一步去探討。

對於中高齡者而言，由於健康及活動力逐漸衰退，降低與親友維

繫感情與社交活動的頻繁度。反之，如果中高齡者的社會聯繫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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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能減緩認知能力的衰退，因而促進其身心健康。因此人際互動對於

中高齡者身心健康非常重要。良好的社會網絡維繫能避免寂寞感甚至

憂鬱的產生（郭郡羽、王美文、張德永，2021；Hsu et al., 2021）。本研

究發現中高齡者使用社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體，確實可以提升其社會

資本，進而產生幸福感。中高齡者維持社會關係的連結以及獲取必要

之人際支持是持續使用社交新科技的動力，並能創造更好的生活品

質，因而延緩長照需求，將為社會帶來福祉，提升整體社會幸福感。

期待本研究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的相關研究，有助於增進台灣中高

齡者福祉以及身心健康。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採用二手資料分析，僅能就傳播調查資

料庫現有題項作分析而有所侷限。本研究多數概念的測量雖然在效、

信度方面達到標準但仍嫌不夠完整。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社會資本對

於幸福感的解釋力並不算高，意即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中高齡者的幸

福感。據此建議未來研究能接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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