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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文名稱：以期望確認模型探究智慧穿戴裝置使用者之持續使用意圖-以智慧手錶

為例 

校所名稱：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 

畢業時間：2019 年 07 月 

研究生：李信毅                       指導教授：林盛程 

論文摘要： 

    全球智慧穿戴市場逐年迅速成長，智慧手錶的成長幅度持續攀升，使用者基

於何種因素願意持續使用智慧手錶，本研究將探討願意持續使用願的相關因素，

本研究以期望確認理論為基礎和知覺舒適性、美學及情境感知解釋智慧手錶的持

續使用意圖。 

    本研究問卷採用網路問卷，研究對象為曾經接觸智慧手錶的使用者，有效樣

本為 241 份，採用 SmartPLS3 進行結構模式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 確認

程度對知覺有用性具顯著的正向影響；(2) 確認程度對滿意度具顯著的正向影響；

(3) 確認程度對美學具顯著的正向影響；(4) 確認程度對知覺舒適性具顯著的正向

影響；(5) 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關係不顯著；(6) 情境感知對知覺有用

性具顯著的正向影響；(7) 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具顯著的正向影響；(8) 知

覺有用性對滿意度具顯著的正向影響；(9) 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具顯著的正向

影響；(10) 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具顯著的正向影響；(11) 美學對持續使用意圖

具顯著的正向影響；(12) 知覺舒適性對持續使用意圖具顯著的正向影響。最後根

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與智慧手錶未來實務發展方向。 

 

 

 

 

 

關鍵詞：智慧手錶、期望確認理論、知覺舒適性、持續使用意圖、美學、情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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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of Thesis：Investig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tinuous Usage Intention of 

Wearable Devices Based on the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Smartwatch 

Name of Institute: Tungha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Graduation Time：(07/2019) 

Student Name：Hsin-Yi Lee            Advisor Name：Sheng-Cheng Lin 

Abstract： 

  The global smart-wearable-device market is growing rapidly, year-by-year. The growth 

rate of smartwatches continues to rise, and users will continue to use smartwatches based 

on certain facto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and percep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se factors. The factors of comfort, aesthetics, and contextual 

awareness can explain the continued use of smartwatches. 

  This study uses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as its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user who has used a smartwatch, based on a sample of 241 user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is carried out by SmartPLS3.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Confi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2) 

Confi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3) Confi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esthetics; (4) Confi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ceived comfort;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wareness and 

continued use intentions is not significant; (6) Context aware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7) Perceived usefulnes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8) Perceived useful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9)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tinued use intentions; (10)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tinuous 

use intention; (11) Aesthetic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tinuous use intention; 

(12) Perceived comf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tinuous use inten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artwatches will be proposed. 

 

Keywords: Smartwatch,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Perceived Comfort, 

Continuance Intention, Aesthetics, Context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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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全球智慧型穿戴裝置市場有逐年提高的趨勢，根據 Cisco 

(2016)調查行動數據流量亦顯示亞洲區域 2015年至 2020年智慧型穿戴裝置的數量

將從 3040 萬到 1.9466 億，成長比例達 64%。國際資料中心 IDC(2018)調查顯示全

球可穿戴式設備市場至 2018 年年底將有 1.249 億出貨量較去年成長 8.2%，IDC 預

測未來智慧手錶到 2022 年底市場的佔可穿戴式裝置 44.6%。 

 智慧手錶可視為智慧型穿戴裝置的產品之一，透過微型的計算能力及短距離

無線連線與智慧型手機進行同步，智慧手錶經由多種感應器結合，持續蒐集人體的

心律、步數、睡眠習慣等，結合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提供使用者具有價值的數據紀

錄，亦能根據使用者的生理習慣提供適當建議及回饋。智慧型穿戴裝置亦可透過手

機藍芽連線，提供使用者同步查看通訊軟體之訊息及天氣狀態，以減少因查看訊息

而頻繁操作手機的動作。近年來與銀行廠商結合提供悠遊卡、一卡通、Apple Pay、

Google Pay、Garmin Pay 等付款方式，皆大幅提升使用者的便利性。 

MIC(2017)調查顯示 2017 年智慧型手錶的銷售量將超過智慧型手環，估計全

球智慧型手錶的銷售量達 6,300 萬台，智慧手環的銷售量預計為 5,700 萬台，顯示

智慧型手錶具高度的發展變化。根據資策會 FIND(2015)調查智慧穿戴裝置的使用

情形，顯示國內有 93 萬人使用，其中以智慧手環(68.3%)及智慧手錶(40.4%)佔據主

要市場，其中使用者認為智慧型裝置能協助他們更精確掌控運動的效率或追蹤身

體健康數據，同時預估智慧手錶未來將成為發展的新趨勢。 

智慧穿戴裝置具有愈來愈高的接受度，因此探討使用者對智慧型穿戴裝置的

持續使用意圖有助於未來開發者與使用者之效益。使用者在操作智慧裝置的過程

中，將會考量產品所提供之功能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如多數裝置所支援的心律、

步數與睡眠習慣等功能是否與使用前與使用後的期望具有差異，即裝置所提供之

功能讓使用者感覺能對自身產生幫助。智慧手錶提供心律、步數與睡眠習慣等紀錄

功能，若使用者需要持續蒐集資訊必須長時間配戴智慧手錶在身上，因此使用者將

更重視智慧手錶的舒適性，考量長期配戴是否會因為裝置設計因素造成配戴不舒

適等因素，若智慧手錶設計上兼顧舒適性，使用者會評估配戴智慧手錶時舒適度而

產生不同的滿意程度。此外，長期配戴智慧手錶象徵著無時無刻將被視為服裝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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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因此智慧手錶的美觀程度也會受到使用者所重視，若智慧手錶在設計上

重視外觀設計亦會增加使用者持續使用的意圖。 

智慧型手錶提供各種不同功能具有高度的發展潛力與發展市場，開發者因使

用者願意持續使用智慧型手錶而受益，使用者可能會受到裝置的操作與功能等因

素影響滿意度，而使用者的滿意度是影響持續使用智慧型手錶的意圖的條件之一。

智慧手錶提供有別於傳統手錶的功能性讓使用者感受到對自身有幫助，近年愈來

愈多研究探討如何進階提升可戴式裝置的有用性，目前情境感知的情境與系統開

發逐漸在開發當中，情境感知將能根據使用者的所在位置、可能需要的服務及周圍

之相關訊息整合，以提供使用者更完整的使用經驗，以強化使用者對智慧手錶有用

性的認知。 

目前國內鮮少有關智慧手錶的實證研究，本研究將延伸期望確認理論，探討智

慧型手錶的持續使用意圖。開發者不斷推陳出新穿戴裝置，使用者對裝置產生持續

使用的意圖之後，可能轉為實際行動，實際行動的行為會反應在使用者真實使用智

慧型裝置的時間上。使用者最終願意與智慧型裝置保持緊密的使用關係，開發者能

透過大量的數據與使用者回饋提供更適合的產品與功能發表讓開發者與使用者之

間互惠，智慧型穿戴裝置將能繼續永續發展推出新功能與保留現有使用者並吸引

新使用者繼續使用智慧型手錶。 

Bhattacherjee(2001)提出之模型為持續使用提供良好的解釋能力，然而在智慧

型穿戴裝置上仍須考量其具備的特徵，例如：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情境感知及新科技

造成穿戴裝置的功能性、設計美學與舒適性不同於傳統手錶，因此本研究擴展接受

後持續使用模型，進一步研究使用者接受智慧型穿戴裝置的行為。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使用者接受智慧型手錶的比例有逐年增高的趨勢，穿戴手錶已逐漸成為

市場接受的穿戴裝置，智慧型穿戴裝置在直接或間接提供使用者資訊的方式已經

成為使用者選擇產品的評估因素。使用者在操作智慧型穿戴裝置的期間亦會評估

使用前與使用後的期望，當使用者產生期望的程度與實際裝置帶給使用者的感受

相符或高於時，使用者將可能從操作裝置感受到裝置對本身的幫助，同時願意持續

使用智慧型穿戴裝置。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瞭解使用者對智慧手錶期望確認程度、知覺有用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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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美學及知覺舒適性對於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瞭解使用者確

認程度是否會影響對滿意度、知覺舒適性及美學的影響，而知覺舒適性是否會造成

使用者感受到滿意而讓使用者持續使用。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

如下： 

一、瞭解智慧手錶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 

二、瞭解情境感知功能與知覺有用性之間的關係。 

三、瞭解使用者知覺舒適性與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四、瞭解使用者的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關係。 

五、瞭解使用者的知覺舒適性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關係。 

六、瞭解使用者的美學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關係。 

七、瞭解使用者的確認程度是否影響知覺有用性、滿意度、美學及知覺舒適性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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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可分為七個部分，由確認研究主題開始，蒐集國內外之相關文獻

進行探討，並建立研究模型與研究假說。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與蒐集之方向建立

研究問卷，依據研究蒐集之研究資料進行假設之驗證，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

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探討與蒐集

研究模型與假說建立

正式問卷

資料分析

前測問卷

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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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前述研究目的與動機，分別針對相關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智慧手錶

的因素進行探討。本章節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智慧型手錶之定義，第二節為情境

感知之相關定義與研究，第三節為知覺舒適性之定義與相關研究，第四節為美學之

定義與相關研究，第五節為滿意度之定義與相關研究，第六節為持續使用意圖之定

義與相關研究。 

第一節 智慧手錶 

    智慧型穿戴裝置是基於微型電腦的運用，藉由多種感應器結合，持續蒐集人體

之相關數據，同時兼具計算及資訊同步等功能，近年來則發展具有行動通訊的功能，

使手錶與智慧型手機可分離獨自運作。Mann（1998）將穿戴型裝置定義為隨時保

持開機狀態且隨時可進行操作的電腦，其裝置由可移動的形式存在亦指出智慧型

穿戴裝置具有常駐及延伸的特性，即系統隨時保持能即時回應使用者的狀態，同時

可作為人與傳統電腦之間互動的延伸。腕帶形式的穿戴式計算機具有螢幕尺寸相

對較小的特性可保持持續配戴在人體上 (Narayanaswami & Raghunath, 2000)。

Cecchinato, Bird and Cox (2015)認為智慧型手錶是具備計算能力的腕帶式設備，透

過短距離無線傳輸與其他設備進行連結，可提供訊息通知，並結合感應器蒐集個人

數據及儲存，同時具備傳統時間的功能。Buenaflor and Kim (2013)將智慧型穿戴裝

置定義為以特定形式存在的電腦，且具有高度可攜性可配合穿著與攜帶在身體上，

研究亦指出基本需求、認知活動及社會方面會影響使用者接受新興科技。Dehghani, 

Kim and Dangelico (2018)將智慧型手錶定義為具備多功能的腕帶式裝置，透過無線

傳輸技術，如：WiFi 及藍芽進行訊息的傳輸及應用提供便利的存取。目前市面上

常見的穿戴裝置包括：智慧手環(例如：Garmin 與小米手環等)、智慧手錶(例如：

Apple、Garmin、Sony 與 Epson 手錶等)。 

    隨著智慧穿戴技術的進步，應用範圍涵蓋運動、醫療、辦公及休閒娛樂領域。

智慧型手錶可佩帶在手腕上，提供顯示螢幕、無線連線能力、電腦運算、悠遊卡與

一卡通及多種感應器結合於一身的設備，近年來與銀行合作推出多種行動支付服

務，例如：Apple pay, Google pay, Garmin pay 等支付服務，簡化與便利化以往繁瑣

的付款流程。此外經由開發商所撰寫的 App 應用程式相互運作，提供使用者更多

元化的數據分析、睡眠、運動目標建議等。Kim and Shin (2015)擴展 TAM 模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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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採用智慧型手錶的關鍵因素，指出外部變數情感(Affective)品質、相對優勢、移

動性與可用性(Availability)會分別影響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最終影響態度而

對使用意圖產生影響。Song , Kim and Cho (2018)探討智慧穿戴運動產品，研究探

討持續使用智慧運動產品的因素，證實知覺舒適性對態度的影響，且進一步影響持

續使用意圖。智慧手錶持續使用的相關研究證實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滿意度與

知覺娛樂性的影響(Nascimento, Oliveira &Tam)。 

第二節 情境感知 

    Schilit and Theimer (1994)將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定義為使用者採用的

應用軟體能響應使用者所處環境的能力，即軟體會持續監控或訂閱使用者周遭環

境相關的訊息。Deny (2001)將情境定義為可用於表現實體情境的任何相關訊息，

實體被認為是使用者和應用程序產生交互作用的人、地點或對象。若軟體可以提供

情境感知的支援，軟體將依據使用者的相關訊息提供合適的相對應服務。例如：當

使用者進入沙灘範圍，智慧手錶將會根據系統定位、系統時間等，提供使用者相對

應的潮汐訊息及天氣預報。Schilit, Adams and Want (1994)認為情境感知注重使用者

存在的地點，使用者與誰共同存在一起及以及使用者附近存在哪些資源。具備情境

感知技術可主動提供使用者查詢與確認環境的訊息，根據不同時間、地點、事件與

相關關係人等做作不同回應。情境感知被定義為系統透過辨別使用者事件，以提供

相關訊息或服務 (Abowd, Dey, Brown, Davies, Smith & Steggles, 1999)。Fickas, 

Kortuem and Segall (1997)認為可穿戴計算機系統可具備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運作模

式，可穿戴式裝置透過監控環境變化及根據使用者定義或準則，藉此提供使用者相

對的訊息回應。Prekop and Prekop (2003)將情境感知定義為應用程式根據現行環境

數據修改滿足使用者。 

    綜合上述學者所述，情境感知是由系統經由各種不同情境蒐集相關資訊後，計

算與提供符合使用者所需的訊息及服務。情境感知技術與智慧穿戴裝置結合將進

一步改變人與智慧裝置的關係，未來可透過智慧手錶蒐集相關資訊，例如：天氣資

訊、衛星定位資訊、使用者動作判斷等訊息，主動提供使用者可用的資訊，使用者

將獲得全新的使用體驗。 

第三節 知覺舒適性 

    舒適性的概念已經被運用在人體工學及工作場所領域中，包括：椅子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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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舒適性、視覺舒適性及衣服舒適性等(Knight, Baber, Schwirtz & Bristow, 2002)。

人體工學領域方面，Kolcaba (1991)將舒適性定義為一種輕鬆或滿足狀態的表現，

透過操控環境提高工作績效，當人們處於舒適的狀態會產生更高的生產力。De 

Looze, Kuijt-Evers and Van Dieen (2003)以跨領域的角度將舒適性定義，包括：舒適

是由個體主觀認定的概念、舒適是一種受到各種因素，如：身體、生理及心理所產

生的結果、舒適是一種對環境的反應。 Knight et al. (2002)認為可穿戴式電腦的舒

適性會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例如：情感(Emotion)、附著(Attachment)、危害(Harm)、

知覺變化(Perceived change)、移動(Movement)及焦慮(Anxiety)程度進行評估，並針

對穿戴式裝置開發舒適量表(Comfort rating scales, CRS)。探討影響舒適性的研究認

為舒適度是受到以人體為中心的因素影響，例如：重量分配、移動性、尺寸大小、

貼身性及濕度，上述因素對於可穿戴式設備舒適性影響甚大。Bodine and Gemperle 

(2003)探討功能性對智慧穿戴裝置舒適度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可穿戴式裝置的功

能性需有利於穿戴時所造成的不適感，使用者將會廣泛使用穿戴技術。 

    整體而言，目前各領域學者對於舒適性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定義，舒適性是個體

主觀的感受。學者所定義舒適性的概念受到環境因素與人為因素的影響。本研究認

為在智慧手錶情境下，情境符合 Knight et al. (2002)所提出的知覺舒適性衡量，使

用者會受到身體、生理及心理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反應。 

第四節 美學 

    Baumgarten(1750)首度提出美學(Aesthetic)的概念，美學被視為一種哲學的分

支。美感的感受可被視為個體對一件事物所產生的特殊反應，美感的衡量標準會受

到個體的環境及條件影響。傳統人機互動的研究主要探討可用性及實用性部分，近

年來研究開始探討使用者體驗應包含情感以及視覺美學的層面 Moshagen & 

Thielsch, 2010)。Santayana (1955)將美學的特徵定義為具備積極正面的影響、美學

會根據個體的內在有不同結果，同時表明美學是一種預期效果。換言之，個體對美

的定義可能是極短暫的，並非長時間的結果，因此美學及美可被視為令人愉悅的主

觀體驗(Santayana ,1955)。Blackburn (2016)將美學定義為個體對不同美麗或崇高事

件所產生的感受、概念或判斷。Khalighy, Green, Scheepers and Whittet (2015)將美學

的衡量具體量化，認為美學的組成主要分為適當性(appropriateness)、新穎性和美麗。 

設計美學方面可視為使用者對產品外觀的美觀感受，過去探討智慧穿戴裝置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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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設計美學定義為智慧手錶的顏色和形狀、外觀提供使用者美感感受(Hsiao & 

Chen, 2018)。Cyr, Head and Ivanov (2006)將美學定義為網站設計的平衡、情感訴求

或網站的審美，其設計美學可由顏色及形狀呈現。產品經驗設計框架的研究中認為

使用者的體驗包括情感經驗、美學經驗及意義經驗，因此美學是影響使用產品互動

之間的因素之一(Desmet & Hekkert, 2007)。Sonderegger and Sauer (2010)認為設計

美學會經由客觀的特徵刺激，例如產品的顏色或是主觀反應在產品的功能上。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美學的看法，美學是使用者主觀對產品或事務所產生的特

殊反應，而美學亦會受到環境的不同及時間的影響具有不同的結果。本研究認為美

學是基於個體對事件的主觀體驗及評價，因此不同個體之間會產生不同的審美標

準。 

第五節 滿意度 

    Ives (1983)將使用者資訊滿意度(User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定義為使用者認

為資訊系統符合自身需求的程度，使用者資訊滿意是衡量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的

感受，而非系統技術方面的衡量。換言之資訊系統設計優劣的與否是使用者知覺到

資訊系統符合期待與需求，當不符合需求時，使用者就會認為系統設計不良。因此，

當使用者知覺資訊系統符合所需滿意就會提高，反之滿意度將會下降。 

    Delone and Mclean (2003)在電子商務領域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滿意度是資

訊系統導入成功關鍵之一，當使用者的滿意度愈高，使用者愈容易產生使用意圖。

Bailey and Pearson (1983)認為使用者滿意度是使用者對正面與負面反應的加權總

合之連鎖反應。過去研究將滿意度定義是一種情緒性的構念，而非認知性的構念

(Kao, Wub & Deng, 2009; Mang & Lioa, 2007)。滿意是一種表達對科技使用的情感

狀態(Spreng, Makenzie, & Olshavsky, 1996)。Rust and Oliver (1994)認為滿意度是顧

客的滿足感回應，滿意度是基於顧客對服務的評估與情緒性的反應。Udo, Bagchi 

and Kirs (2011)研究數位學習經驗的研究指出數位學習滿意度，會透過品質間接影

響行為意圖。Cho, Cheng and Hung (2009)實證影響持續使用的因素，認為滿意度與

知覺有用性可做為影響資訊科技持續使用的因素。Howard and Sheth (1969)將滿意

度發展在消費者領域中，將滿意度定義為顧客消費的付出與獲得的報償是否一致

的認知狀態。Kolter (2000)對於滿意度的定義是顧客購買商品後與預先期望的比較，

當產品或服務符合顧客的預期，則顧客的滿意度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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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持續使用意圖 

Oliver (1980)所發展的期望確認理論(Expectation-confirmation theory, ECT) 

是由銷售場域發展而來，廣泛應用於消費者行為與研究消費者消費行為前的期望

與消費行為後的認知行為(Oliver, 1980; Anderson & Sullivan, 1993)。Oliver (1980)認

為消費者會對欲購買的服務或產品產生購買前的期望 (Expectation)。確認程度

(Confirmation)是購買前的期望會與購買後的知覺績效(Perceived Performance)進行

比較而產生購買後的一致性，形成購買服務或產品的滿意度。換言之，當消費者的

期望高於使用後的知覺績效時，消費者會認為其產品與服務不如預期，而產生負向

的不確定性(Disconfirmation)。 

因此消費者會根據先前的期望與使用後的知覺績效進行衡量，當知覺績效大

於或等於期望，消費者則會產生確認程度，提高自身對產品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消

費者的再購意願，如圖 2-1 所示： 

期望
Expectation 

(t1)

確認
Confirmation 

(t2)

再購意圖
Repurchase intention

(t2)

滿意度
Satisfaction

(t2)

知覺績效
Perceived performance

(t2)

+

-

+

+ +

 

t1 =消費前變數；t2 =消費後變數 

圖 2- 1 期望確認模型 

資料來源：Oliver (1980) 

    Bhattacherjee (2001)研究中提出資訊系統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 (A Post-

Acceptance Model of IS)，認為消費者的再購意圖與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是否繼續使

用的決策具有相似模式。Oliver(1980)提出期望確認理論只探討消費前的期望，模

型未探討消費後的期望。因此資訊系統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將期望確認理論進行

修改以符合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持續使用行為。首先，資訊系統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

修改期望確認理論中所採用的先前的期望與使用後的期望，改採接受後 (Post-

Acceptance)的觀點，因此排除先前的期望(Pre-Acceptance)已經包含在滿意度與態

度的可能性；第二，期望確認理論中僅針對先前的期望進行研究，然而使用者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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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可能會受到時間的影響；最後，使用後的知覺績效以知覺有用性表示(Perceived 

usefulness)，知覺有用性可預測滿意度之關係。Davis(1989)將知覺有用性定義為個

體認為使用特定系統可提高其工作績效的程度，並認為知覺有用性可以引發使用

者使用的態度與預測其行為意圖，當行為意圖愈強烈將可預測實際使用的行為。 

   因此使用者的滿意度與知覺有用性會對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產生正向的影

響，當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滿意度與知覺有用性愈高，使用者持續使用系統的意圖

愈高，以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有較高的預測性，如圖 2-2 所示： 

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確認
Confirmation

持續使用意圖
Continuance intention

滿意度
Satisfaction

 

圖 2- 2 資訊系統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 

資料來源：Bhattacherje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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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說；第三節研究變

數之定義與操作，以下將分別進行敘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章節根據前述文獻探討，資訊系統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由期望確認理論發

展而來，智慧手錶使用者會根據使用前的期望與使用後的期望產生確定性，並根據

其確認程度產生不同的結果，若採用後的知覺績效與先前的期望相符或高於時，使

用者皆會產生對應的反應。因此，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使用者與 Oliver (1980)發展

的期望確認理論相似，使用者皆會針對知覺績效(Perceived Performance)進行評價。

因此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使用者舒適性及美學可視知覺績效的一部分。Song (2018)

研究認為知覺舒適性與時尚美學可解釋使用者配戴智慧穿戴裝置的評價，其他學

者也認為可穿戴式裝置的功能性及舒適性是決定個體決定何時配戴的關鍵因素

(Bodine and Gemperle, 2003)。情境感知可視為智慧手錶功能性的一部分，一些研究

也表明情境感知對穿戴式系統的使用意圖產生影響(Smailagic, 2003)。因此，本研

究也納入知覺舒適性、美學及情境感知作為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智慧手錶意圖的

因素。研究之研究目的於探討使用者對智慧手錶的持續使用意圖，根據前章節的文

獻探討，以期望確認理論為基礎，提出研究之研究架構，本研究共分為七個構面，

如圖 3-1 所示： 

持續使用意圖滿意度

知覺舒適性

知覺有用性

確認程度

美學

情境感知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1

H12

H10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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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說 

    本研究根據所提之研究架構，並依據前述文獻探討，進一步提出本研究假

設： 

一、 「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之影響 

    Bhattacherjee (2001)研究中提出資訊系統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證實確認程度可

預測知覺有用性。Cho (2016)針對健康應用程式持續使用意圖的研究指出確認程度

對知覺易用性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Lee (2010)探討使用者對數位學習的持續使用

意圖，研究結果顯示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及滿意度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Thong 

et al. (2006)研究行動網際網路服務持續使用意圖，顯示使用者期望的確認程度對知

覺娛樂性與知覺有用性具有正向的影響。研究數位化學習系統的研究亦指出確認

程度對知覺有用性與滿意度皆具顯著的正向關係 (Wu, Tsai & Chen, 2006)。

Nascimento et al. (2018)探究智慧型手錶的持續使用意圖，顯示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

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與資訊系統具有相同模式，使用者以先前的期望與後事

產生的期望作為評比，當使用者最初的期望小於或等於實際經驗時，使用者將會主

觀認為智慧手錶能協助自身愈容易達到目標或提高生產力。因此，根據以上論述推

論： 

     H1：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 「確認程度」對「滿意度」之影響 

    Oliver (1980)所發展的期望確認理論認為個體主觀的確認與不確認程度會影響

對滿意度的評比，即個體先前的期望與事後產生的期望一致性程度將影響滿意度。

Bhattacherjee (2001)研究指出使用者的滿意度會受到資訊系統的確認程度影響，滿

意度將進一步影響持續使用意圖。Cho (2016)探討智慧手機健康應用程式，研究誠

實確認程度與滿意度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Thong et al. (2006)探討網際網路技

術的持續使用意圖，研究顯示確認程度對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他研究中

亦實確認程度對滿意度之關係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Lin et al., 2005; Stone & Baker-

Eveleth, 2013)。在智慧手錶相關研究也證實確認程度與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Nascimento et al. (2018)。 

    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與資訊系統情境下相同，使用者皆會對先前的期望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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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產生的期望作為評比，當使用者最初的期望小於或等於實際經驗時，使用者將能

產生更高的滿意度。因此，根據以上論述推論： 

H2：確認程度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 「確認程度」對「知覺舒適性」之影響 

Schutz et al. (2005)認為服裝的服裝舒適性會受到服裝外部和內部的屬性影

響，內部屬性包括：實際的材料特徵及材質；外部屬性包括：品牌識別及價格等訊

息，使用者對服裝的期望將集中在服裝所提供的屬性、功能特性或情感特性，例如：

預期產品的舒適程度。Hennig (2014)進行有關鞋子舒適性等研究調查，結果顯示球

員認為舒適性是影響他們對球鞋期望的重要因素。智慧運動產品的研究也指出重

量、移動性、合適度和熱能管理都會影響個人對智慧運動產品的知覺舒適度(Dunne, 

Ashdown, & Smyth, 2005)。 

    本研究認為使用者會根據先前的手錶或智慧手環的穿戴經驗，預期智慧手錶

具備與期望相同或高於期望值的舒適度。若使用者的期望愈高，其能感受到智慧手

錶能為本身帶來知覺舒適程度愈高。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上論點推論： 

     H3：確認程度對知覺舒適性有正向的影響 

四、 「確認程度」對「美學」之影響 

    當個人進行評估與使用產品時，產品的設計對於個人的知覺感受及行為相當

重要(Bloch, Brunel & Brunel, 2003)，使用者會依據審美價值與視覺設計美學的衡量

產品的外觀價值，美學是個人認知和情感產生的過程，視覺美學與使用者的使用行

為密切相關，例如：產品使用、品牌忠誠度和產品的選擇(Bloch, 2003)。應用於產

品包裝美學的研究指出美學是個體對產品的觀察特徵，研究結果證實期望與美學

應用之間的關係(Honea & Horsky, 2012)。 

    本研究認為使用者會產生使用智慧手錶前後之間的期望，預期智慧手錶的外

觀與造型符合自身的期望或高於自身的期望。若使用者期望愈高，其能感受到智慧

手錶的外觀美感程度也會愈高。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上論點推論： 

    H4：確認程度對美學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五、 「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 

    Cao and Niu (2019)整合科技接受模式(UTAUT)與情境感知探討支付寶使用者

使用意圖，研究結果顯示情境感知對支付寶使用者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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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Zhong (2016)探討情境感知程度從線上到線下(Online To Offline)商務消費者使

用行為之研究，研究指出情境感知對使用者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Chang, Jiang , 

Ming and Oyama (2009)探討情境感知功能應用於智慧居家產品，研究證實情境感

知與使用意圖之間的關係。關於穿戴式電腦系統的應用與範例的研究亦表明結合

情境感知應用的穿戴式系統將有助於提升使用者的使用意圖(Smailagic, 2003)。                                

    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的使用者會根據智慧穿戴裝置本身可提供何種程度的情

境感知能力，智慧手錶所具備的情境感知能力是否符合自身的所需，若智慧手錶可

在適當地點及場合提供適當對應的服務，使用者將愈傾向持續使用智慧手錶。因此，

本研究根據以上論述推論： 

    H5：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六、 「情境感知」對「知覺有用性」之影響 

    情境感知技術逐漸被應用在行動商務、旅遊業及智慧穿戴裝置上，Setten,  

Pokraev and Koolwaaij (2004)研究推薦系統與情境感知系統的結合，研究結果顯示

推薦系統與情境感知的結合將會影響有用性。Kwon, Choi and Kim (2007)探討使用

者接受情境感知服務之研究認為在情境感知的實驗條件下，情境感知會對知覺有

用產生正向顯著的影響。針對情境感知功能對使用者控制的研究，實證情境感知會

對有用性產生影響(Barkhuus & Dey, 2003)。Gu and Zhang (2004)整理情境感知行動

運作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透過崁入式電腦、無線網路等功能的結合有助於提升裝

置給予使用者有用性的感受。Lee and Jun (2005)進行行動商務情境感知對使用意圖

的研究表明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能實現根據使用者的使用情境，可根據使用者在不同時

間、地點及發生的事件主動產生關連性，並提供回饋給使用者，當使用者使用智慧

手錶發現其根據自身環境提供服務。換言之，當智慧手錶提供的情境感知功能愈準

確，愈會增加使用者對智慧手錶的知覺有用性。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上論述推論： 

    H6：情境感知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的影響 

七、 「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 

    Davis (1989)根據理性行為理論發展出科技接受模式，其研究顯示知覺有用性

對行為意圖產生影響。Davis, Bagozzi and Bagozzi (1989)探討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

接受研究，亦顯示知覺有用性是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之因素。以科技接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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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探討移動及穿戴裝置的研究亦證實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圖的關係 (Park 

&Kim, 2012)。此外，資訊科技接受的研究發現有用性與其行為意圖具有顯著的正

向關係(Taylor & Todd, 1995)。知覺有用性與持續使用意圖之相關性，已在其他研

究中被證實(Bhattacherjee, 2001; Stone and Baker-Eveleth 2013; Limayem and Cheung, 

2008)。Lin and Bhattacherjee (2008)研究互動式資訊科技產品的持續使用意圖，結

果顯示知覺有用性對資訊科技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影響。Nascimento et al. (2018)探

究智慧型手錶的持續使用意圖，顯示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 

    本研究認為知覺有用性是個人持續使用智慧手錶的關鍵因素，知覺有用性與

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上論述推論： 

    H7：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八、 「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之影響 

    Stone and Baker-Eveleth (2013)探討學生採用數位學習之持續使用意圖的研究

發現，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Limayem and Cheung (2008)研究

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學習科技，其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與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Bhattacherjee (2001)認為使用者的滿意度會受到資訊系統的有用性影響，知

覺有用性將進一步影響持續使用意圖。Moon and Kim (2001)延伸科技接受模型探

討全球資訊網的研究，研究表明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意圖之間的相關性。知覺有用性

與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已在其他研究中被實證 (Limayem & Cheung, 2008)。

Nascimento et al. (2018)以期望確認理論為基礎探討穿戴科技持續使用意圖及決定

因素的研究指出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在資訊系統使用的情境中，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具有相同的使用行為，當使用

者主觀感受到軟體對本身提供有用的功能時，將對軟體產生較高的滿意程度。因此，

本研究根據以上論述推論： 

    H8：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九、 「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 

    Cardozo (1965)在顧客滿意度的實證研究中顯示客戶對產品的滿意度會受到個

體對產品期望的影響，因此滿意度的提高會影響顧客的再次購買行為。消費者會根

據先前的期望與使用後的知覺績效進行衡量，當期望大於或等於知覺績效，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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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產生確認，提高自身對產品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消費者的再購意願。Oliver 

(1980)認為消費者會對欲購買的服務或產品產生購買前的期望與使用後進行確認，

確認的程度越高會影響消費者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消費者的再購意願。Anderson 

and Sullivan (1993)研究顯示，當消費者比較期望與服務的差異後，當消費者認為產

品或服務感到滿意會讓消費者產生再購意願。 

    Bhattacherjee (2001)認為消費者的再購意圖與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決策具有相似

模式，研究指出實際使用後的產生的滿意度會影響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使用者

的滿意度和知覺有用性會對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產生正向的影響，當使用者對

於資訊系統滿意度與知覺有用性愈高，使用者持續使用系統的意圖愈高，以滿意度

對持續使用意圖有較高的預測性。 

    Delone and Mclean (2003)在電子商務領域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滿意度是資

訊系統成功的重要指標，當使用者的滿意度愈高，使用者愈容易產生使用意圖。研

究滿意度對資訊系統的持續使用意圖的相關研究顯示，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會受

到滿意度的影響(Thong et al., 2006; Oghuma et al., 2016)。智慧手錶持續使用意圖的

研究亦顯示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Nascimento et al., 2018)。 

    本研究認為智慧手錶具有相同的使用行為，當使用者的滿意度愈高，使用者愈

容易產生持續使用意的意圖，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上論點推論： 

    H9：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十、 「知覺舒適性」對「滿意度」之影響 

Schutz, Cardello and Winterhalter (2005)探討軍事服裝的舒適性與滿意度的研

究，研究指出衣服的舒適性因素是影響使用者滿意度的重要因素。Kamalha, Zeng, 

Mwasiagi and Kyatuheire (2013)探討穿著服裝領域認為舒適性可做為評估績效的一

種方法，即將服裝舒適度視為一種品質，具備良好的舒適度有助於提高穿著者的滿

意度。舒適定被認為是個體在不具痛苦或不舒適之間的平衡狀態 Hatch (1993)。 

    本研究認為服裝設計所考量的材質、熱舒適性或合適程度等能類推至穿戴裝

置應中，智慧手錶應能提供使用者良好的舒適程度感受，使用者會根據其舒適的感

受程度產生不同的滿意程度，若使用者主觀感受知覺舒適程度愈高，對滿意程度的

影響愈高，使用者將根據知覺舒適程度的不同對滿意度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本

研究根據以上論點推論： 

H10：知覺舒適性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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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美學」對「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 

    Vieira (2010)探討視覺美學對消費者意圖的影響，研究結果證實美學對消費者

意圖具有相關性，Hall and Hanna (2004)針對網站的背景與顏色進行研究，研究亦

證實美學對消費者購買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探討可穿戴式裝置的使用意圖研

究中，研究顯示智慧手錶的視覺美學對使用意圖有顯著的影響(Chua , Rauschnabel, 

Krey & Nguyen, 2016)。Cyr et al. (2006)認為使用者是否願意採用新的技術取決於

產品的設計美學 Choi and Kim (2016)研究以 TAM 模型為基礎探討智慧手錶作為資

訊科技與時尚的結合，探討使用者美學因素對於使用者使用智慧手錶的意圖。Jung, 

Kim and Choi (2016)研究消費者對可穿戴式設備的評估，研究結果顯示可穿戴式裝

置的功能性及使用者的審美需求將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圖。探索智慧手錶持續使

用意圖因素的研究亦表明智慧手錶的設計、獨特性及尺寸等會影響使用者在不同

場合的使用意圖(Dehghani, 2018)。Bloch et al. (2003)研究認為產品的視覺美學會影

響使用者的使用行為。 

    本研究認為美學的概念可被廣泛應用在智慧手錶上，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會

影響智慧手錶使用者是否持續使用智慧手錶的意圖。若智慧手錶本身能提供兼具

美學的設計，當使用者配戴感受其兼具美感將更願意持續配戴智慧手錶。 

H11：美學對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十二、 「知覺舒適性」對「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 

    Bodine and Gemperle (2003)研究認為可穿戴式裝置的功能性及舒適性是影響

個人最終使用可穿戴裝置的重要因素。Knight et al. (2002)探討可穿戴式電腦的舒適

性評估，研究指出舒適性是使用者進行是否使用穿戴裝置的一個指標。針對穿戴式

生命特徵偵測系統應用於軍事上的研究指出舒適性是使用者衡量繼續使用的重要

因素(Tharion, Buller, Karis & Mullen, 2007)。Song, Kimb and Cho (2018)探討智慧運

動聯網產品，研究指出知覺舒適性會影響態度，最終態度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針對智慧穿著科技與應用的研究指出舒適性是使用者接受並穿著智

慧衣的因素之一(Cho, 2009)。 

本研究認為穿戴裝置應滿足使用者最低舒適程度，作為新興科技產品的智慧

手錶具有相同的結果，穿戴裝置設計上需考量是否能提供使用者良好的穿戴舒適

性，使用者將根據本身感受的狀態產生對智慧手錶的持續使用意圖。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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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論點推論：  

    H12：知覺舒適性對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變數之定義與操作 

    本研究之問卷參考過去研究之文獻定義，並修改符合本研究之情境。本研究修

改過去學者已發展之量表，以確保信度與效度的穩定。各構面之衡量方式採用李克

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方式，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五個尺度，依序給予 1 至 5 評分。本研究問卷內容包含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確認程度量表；第二部分為滿意度量表；第三部分為知覺有用性量表；

第四部分為知覺舒適性量表；第五部分為持續使用意圖量表；第六部分為美學量表；

第七部分為情境感知量表，本研究構面操作型定義茲分如下： 

一、 確認程度 

    本研究根據 Bhattacherjee (2001)所提出之衡量題項進行修改以符合本研究之

使用情境。第一部分為確認程度，確認程度之衡量題項，共計 3 題。本研究之確

認程度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受測者根據衡量題項的貼切程度進行選擇，量

表依據受測者的感受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如表 3-1 所示： 

表 3- 1 確認程度之衡量題項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題項 

確認程度 

Bhattacherjee 

(2001) 

使用者使用

智慧型手錶

後，評估與

使用前與實

際使用後的

一致性程度 

1. My experience with using OBD was better than 

what I expected. 

我操作智慧手錶後的經驗比先前的預期還要

好。 

2. The service level provided by OBD was better 

than what I expected. 

智慧手錶所提供的服務及品質比我先前預期

的還要好。 

3. Overall, most of my expectations from using 

OBD were confirmed. 

整體而言，我覺得智慧手錶能大致符合我先前

對智慧手錶的期望。 

二、 滿意度 

本研究根據 Bhattacherjee (2001)所提出之衡量題項進行修改，以符合本研究之

使用情境。第二部分為滿意度，滿意度之衡量題項，共計 4 題。本研究之滿意度量

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受測者根據衡量題項的貼切程度進行選擇，量表依據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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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感受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如表 3-2 所示： 

表 3- 2 滿意度之衡量題項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題項 

滿意度 

Bhattacherjee 

(2001) 

使用者評估

整體使用智

慧手錶時所

感受的滿意

程度 

1. Very displeased / Very pleased.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愉悅。 

2. Very frustrated / Very contented.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滿足。 

3. Absolutely terrible / Absolutely delighted.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高興。 

4. Very dissatisfied / Very satisfied.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滿意。 

三、 知覺有用性 

    本研究根據 Thong (2006)所提出之衡量題項進行修改，以符合本研究之使用情

境。第五部分為知覺有用性，知覺有用性之衡量題項，共計 4 題。本研究之知覺有

用性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受測者根據衡量題項的貼切程度進行選擇，量表依

據受測者的感受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如表 3-3 所示： 

表 3- 3 知覺有用性之衡量題項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題項 

知覺有用性 

Thong (2006) 

使用者評估

使用智慧手

錶所產生有

用程度 

1. I find mobile Internet services useful in my daily 

life. 

我發現智慧手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很有用。 

2. Using mobile Internet services helps me accomplish 

things more quickly. 

使用智慧手錶可以幫我更快完成事情。 

3. Using mobile Internet services increases my 

productivity. 

使用智慧手錶可以提高我的生產力。 

4. Using mobile Internet services helps me perform 

many things more conveniently. 

使用智慧手錶可以幫助我更方便地執行許多事

情。 

四、 知覺舒適性 

本研究根據(Bodine & Gemperle, 2003)所提出之衡量題項進行修改，以符合本

研究之使用情境。第四部分為知覺舒適性，知覺舒適性之衡量題項，共計 8 題。

本研究之持續使用意圖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受測者根據衡量題項的貼切程

度進行選擇，量表依據受測者的感受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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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4 所示： 

表 3- 4 知覺舒適性之衡量題項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題項 

知覺舒適性 

(Bodine & 

Gemperle, 

2003) 

使用者主觀

感受穿戴智

慧手錶其身

體、生理及

心理所受到

的感受 

1. I am worried about how I look when I wear this 

device. I fell tense or on edge because I am wearing 

the device. 

我不會擔心智慧手錶戴在我身上看起來會是什

麼樣子。 

2. I can feel the device on my body. I can feel the 

device moving. 

配戴智慧手錶時我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 

3. The device is causing me some harm. The device is 

painful to wear. 

配戴智慧手錶時我不會覺得有一些不適感。 

4. Wearing the device makes me feel physically 

different. I feel strange wearing the device. 

配戴智慧手錶時不會讓我感受不太一樣，不會覺

得有點奇怪。 

5. The device affects the way I move. The device 

inhibits or restricts my movement. 

配戴智慧手錶時不會影響我的移動。 

6. I do not feel secure wearing the device. 

配戴智慧手錶時不會讓我覺得有點不安。 

7. I feel convenience from wearing the device. 

我要穿戴智慧手錶時會覺得很簡單。 

8. In general, I feel comfort wearing the device. 

整體而言，我覺得配戴智慧手錶很舒服。 

五、 持續使用意圖 

本研究根據 Bhattacherjee (2001)所提出之衡量題項進行修改，以符合本研究

之使用情境。第六部分為持續使用意圖，持續使用意圖之衡量題項，共計 3 題。

本研究之持續使用意圖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受測者根據衡量題項的貼切程

度進行選擇，量表依據受測者的感受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如表 3-5 所示： 

表 3- 5 持續使用意圖之衡量題項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題項 

持續 

使用意圖 

使用者未來

再次使用智

1. I intend to continue using OBD rather than 

discontinue its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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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ttacherjee 

(2001) 

慧手錶的意

圖 

我會持續使用智慧手錶而不是停止使用智慧手

錶。 

2. My intentions are to continue using OBD than use 

any alternative means (traditional banking) 

我打算繼續使用智慧手錶而不是使用任何替代

產品。 

3. If I could, I would like to discontinue my use of 

OBD (reverse coded). 

如果可行，我傾向繼續使用智慧手錶。 

六、 美學 

    本研究根據 Song, Kim and Cho (2017)所提出之衡量題項進行修改，以符合本

研究之使用情境。第六部分為美學，美學之衡量題項，共計 4 題。本研究之美學

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受測者根據衡量題項的貼切程度進行選擇，量表依據

受測者的感受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如表 3-6 所示： 

表 3- 6 美學之衡量題項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題項 

美學 

Song et al., 

(2017) 

使用者主觀

感受穿戴智

慧手錶的產

品的認知與

情感程度 

1. The design of the wearable device makes me feel 

good about myself. 

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讓我感覺很適合我。 

2. I enjoy the design of the wearable device. 

我喜歡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 

3. The wearable device’s design is a source of pleasure 

for me. 

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讓我感到愉悅。 

4. In general, the wearable device is aesthetically 

fashionable. 

整體而言，智慧手錶相當美觀。 

七、 情境感知 

    本研究根據 Cao and Niu (2019)所提出之衡量題項進行修改，以符合本研究

之使用情境。第七部分為情境感知，情境感知之衡量題項，共計 3 題。本研究之

情境感知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受測者根據衡量題項的貼切程度進行選擇，

量表依據受測者的感受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如表 3-7 所示： 

表 3- 7 情境感知之衡量題項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題項 

情境感知 

Cao and Niu 
使用者主觀

1. Alipay provides service based on my location. 

智慧手錶能根據我所在的位置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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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感受穿戴智

慧手錶能依

據情境提供

服務的程度 

2. Alipay provides information based on my 

environment. 

智慧手錶能根據我的環境提供相關資訊。 

3. Alipay provides information or service based on 

my status. 

智慧手錶能根據我的狀態提供訊息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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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量化方式分析資料，採用 SPSS 20.0 與 SmartPLS 3 版作為分析工

具，分析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各個階段分析如下所述：第一階段，為確保問卷內

容之適當性與減少填答之模糊性，將於正式問卷發放前進行問卷前測；第二階

段，使用 SPSS20.0 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樣本資料之分布情形；第三階段，採

用 SmartPLS 3 檢定研究構面與題項是否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及提出之各構面的

關係與研究假說，透過 SmartPLS 3 之 Bootstrapping 演算法進行檢定。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進行研究，網路問卷透過 Google 表單進行資料蒐集，並

於臉書社團群組、PTT Q_ary 等作為發放場域。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9 年 06 月 16

日至 2019 年 06 月 26 日止，總回收問卷共計 257 份，扣除重覆填寫、規律作答等

無效問卷 16 份，有效問卷 241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3.78%。 

一、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智慧型手錶的使用者，受測者填寫的資料包括：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本研究中性別部份男性的比率略高於女性，男生 57.3%，女性

佔 42.7%。年齡成分布顯示大部分的智慧手錶使用者年齡以 19~29 歲最多，其次

為 30~39 歲，分別佔總體比例 44.4%及 37.3%，年齡介於 19-39 歲之間合計比例

為 81.7%，由此比例表示大多數智慧手錶使用者屬於青年人。教育程度方面，以

大學/大專院校為主，佔總體 54.4%，其次以研究所以上，佔總體 35.3%。職業方

面的比例分配，其中以服務業為最高，佔總體比例 26.1%，其次為資訊科技業，

佔 20.3%。人口基本資料比例分佈，如表 4-1 所示。 

表 4- 1 人口描述性統計表 

項目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性別 
男 138 57.3% 57.3% 

女 103 42.7% 100.0% 

年齡 

18 歲以下 1 0.4% 0.4% 

19~29 歲 107 44.4% 44.8% 

30~39 歲 90 37.3% 82.2% 

40~49 歲 26 10.8% 92.9% 

50~59 歲 0 0.00%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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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60 歲以上 17 7.1% 100.0% 

教育程度 

國小 0 0.0% 0.0% 

國中 12 5.0% 5.0% 

高中(職) 13 5.4% 10.4% 

大學(大專) 131 54.4% 64.7% 

研究所以上 85 35.3% 100.0% 

職業 

服務業 63 26.1% 26.1% 

金融保險業 16 6.6% 32.8% 

資訊科技業 49 20.3% 53.1% 

製造業 43 17.8% 71.0% 

農林漁牧業 1 0.4% 71.4% 

軍公教 14 5.8% 77.2% 

自由業 18 7.5% 84.6% 

學生 36 14.9% 99.6% 

電子 1 0.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基本使用情況 

    智慧型手錶使用者使用經驗方面，受測者填寫的資料包括：智慧手錶的使用

經驗、智慧型手錶的品牌、最常使用的智慧手錶功能及最喜歡使用的智慧手錶功

能。基本使用情況顯示，具有智慧手錶使用經驗者佔 72.4%，其中擁有智慧手錶

的品牌分布主要以 Apple 為主，佔總體比例 31.3%，其次為小米，佔總體比例

23.8%。 

    最常使用的功能中，以訊息通知為主要，佔總體比例 21.5%，其次為步數紀

錄功能佔 20.1%，顯示大多使用者會傾向使用訊息通知、步數紀錄及心律偵測的

功能。 

    最喜歡的功能中，以步數紀錄及訊息通知，分別佔總體比例 25.8%、25.1%，

顯示大部分的使用者對於最常用與喜歡的功能中相符合。詳細智慧手錶經驗統

計，如表 4-2 所示： 

表 4- 2 智慧手錶經驗統計表 

項目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智慧型手錶的品牌 

Apple 96 31.3% 31.3% 

Asus 42 13.7% 45.0% 

Epson 1 0.3% 45.3% 

Garmin 50 16.3% 61.6% 

Huawei 12 3.9%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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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26 8.5% 73.9% 

小米 73 23.8% 97.7% 

Fitbit 2 0.7% 98.4% 

Samsung 3 1.0% 99.3% 

HTC 1 0.3% 99.7% 

馬拉松世界 1 0.3% 100.0% 

最常使用的智慧手錶功

能 

心律偵測 142 18.5% 18.5% 

步數紀錄 154 20.1% 38.6% 

訊息通知 165 21.5% 60.1% 

天氣訊息 84 11.0% 71.1% 

樓層紀錄 29 3.8% 74.8% 

卡洛里紀錄 53 6.9% 81.7% 

里程紀錄 117 15.3% 97.0% 

壓力指數 17 2.2% 99.2% 

睡眠紀錄 2 0.3% 99.5% 

看時間 1 0.1% 99.6% 

鬧鐘 1 0.1% 99.7% 

行動支付 1 0.1% 99.9% 

打電話 1 0.1% 100.0% 

最喜歡使用的智慧手錶

功能 

心律偵測 85 19.1% 19.06% 

步數紀錄 115 25.8% 44.84% 

訊息通知 112 25.1% 69.96% 

天氣訊息 39 8.7% 78.70% 

樓層紀錄 2 0.4% 79.15% 

卡洛里紀錄 38 8.5% 87.67% 

里程紀錄 45 10.1% 97.76% 

壓力指數 7 1.6% 99.33% 

睡眠紀錄 1 0.2% 99.55% 

鬧鐘 1 0.2% 99.78% 

健身 1 0.2%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問卷量表之信效度 

一、 信度分析 

    信度為衡量可靠程度的指標，其信度的高低可確保測量工具的一致性與穩定

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1951)提出之信度檢視方法，以信度(Cronbach’s α)進行

內部一致性的評估，根據過去學者 Nunnally (1978)提出的建議值 Cronbach’s α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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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6 至 0.7 之間表示可接受；Cronbach’s α 大於 0.7 以上者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以 SmartPLS 進行信度檢驗，具使用經驗者的各構面的信度分別介於

0.797 至 0.864 之間，符合學者建議值之標準。 

    根據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提供的建議，衡量各構面的信度

可透過檢視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值建議大於 0.7，表示構面本身具

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模型之變數具使用經驗者的組成信度(CR)值介於

0.877 至 0.913 之間，符合學者建議值之標準。 

一、測量模式 

    本研究探討確認程度、知覺有用性、情境感知、滿意度、美學、知覺舒適性

及持續意圖之間的關係，進行結構模式之分析前須檢測衡量題項的信度及效度。  

   本研究進行測量模式分析，在確認程度 3 個衡量題項中，所有變數的因素負荷

量皆大於 0.7，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如表 4-3 所示： 

表 4- 3 確認程度構面彙整表 

構面 

未修正 

變數 
因素 

負荷量 
T 值 CR AVE Cronbach’s α 

確認程度 

Con1 0.869 37.826  

0.897 0.743 0.827 Con2 0.855 32.985  

Con3 0.862 31.4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行測量模式分析，在滿意度 4 個衡量題項中，所有變數的因素負荷

量皆大於 0.7，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如表 4-4 所示： 

表 4- 4 滿意度構面彙整表 

構面 

未修正 

變數 
因素 

負荷量 
T 值 CR AVE Cronbach’s α 

滿意度 

Sat1 0.845 28.902  

0.901 0.694 0.853 
Sat2 0.846 35.390  

Sat3 0.817 19.138  

Sat4 0.822 29.1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行測量模式分析，在知覺有用性 4 個衡量題項中，所有變數的因素

負荷量皆大於 0.7，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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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知覺有用性構面彙整表 

構面 

未修正 

變數 
因素 

負荷量 
T 值 CR AVE Cronbach’s α 

知覺 

有用性 

PU1 0.757 16.810  

0.877 0.641 0.813 
PU2 0.835 34.094  

PU3 0.791 25.099  

PU4 0.818 26.8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行測量模式分析，在知覺舒適性 8 個衡量題項中，部分變數的因素

負荷量接近於 0.7，題項 PC3 (0.696<0.7)及題項 PC6 (0.689<0.7)符合可接受範圍，

故保留 PC3 及 PC6 之題項，如表 4-6 所示： 

表 4- 6 知覺舒適性構面彙整表 

構面 

未修正 

變數 因素 

負荷量 
T 值 CR AVE Cronbach’s α 

知覺 

舒適性 

PC1 0.715 13.856  

0.908 0.555 0.885 

PC2 0.761 24.111  

PC3 0.696 11.692  

PC4 0.841 38.603  

PC5 0.74 17.363  

PC6 0.689 11.290  

PC7 0.731 14.930  

PC8 0.773 21.9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行測量模式分析，在持續使用意圖 3 個衡量題項中，所有變數的因

素負荷量皆大於 0.7，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如表 4-7 所示： 

表 4- 7 持續使用意圖構面彙整表 

構面 

未修正 

變數 
因素 

負荷量 
T 值 CR AVE Cronbach’s α 

持續 

使用意圖 

CI1 0.868 38.389  

0.913 0.777 0.856 CI2 0.884 44.872  

CI3 0.892 50.4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行測量模式分析，在美學 4 個衡量題項中，所有變數的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7，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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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美學構面彙整表 

構面 

未修正 

變數 因素 

負荷量 
T 值 CR AVE Cronbach’s α 

美學 

Aes1 0.829 25.958  

0.896 0.683 0.845 
Aes2 0.854 30.423  

Aes3 0.781 15.323  

Aes4 0.839 37.8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行測量模式分析，在情境感知 3 個衡量題項中，所有變數的因素負

荷量皆大於 0.7，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如表 4-9 所示： 

表 4- 9 情境感知構面彙整表 

構面 

未修正 

變數 因素 

負荷量 
T 值 CR AVE Cronbach’s α 

情境感知 

CA1 0.842 32.307  

0.88 0.71 0.797 CA2 0.826 20.883  

CA3 0.86 30.3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檢視研究模式的解釋力，根據 Chin (1998b)提出可解釋變異量(R2)建議

值 0.670 以上代表具有良好的具體影響力，其次 0.333 以上表示具有中等具體影

響力，低於 0.190 表示具體影響力不佳，本研究可解釋變異量介於 0.289 至 0.663

之間，符合學者所提出之建議指標，本研究整體模型解釋力，如表 4-10 所示： 

表 4- 10 整體模型解釋力 

構面 解釋變異量 

知覺有用性 0.573 

滿意度 0.564 

知覺舒適性 0.289 

美學 0.371 

持續使用意圖 0.6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區別效度 

    效度 (Validity)表示研究量表之衡量問項具有適當性與代表性。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指量表可衡量出某種特性或抽象概念的程度，一般可分為收斂

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本研究採用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提出之準則進行區別效度的檢定，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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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為透過 AVE 值之平方根與對角線相關係數比較，AVE 值之平方根值需大於

其他構面之相關係數，表示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值介於

0.745 至 0.881 之間，皆大於 0.5 以上，符合建議值之標準。本研究區別效度之檢

驗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 11 區別效度分析 

構面 情境感知 
持續 

使用意圖 
滿意度 

知覺 

有用性 

知覺 

舒適性 
確認程度 美學 

情境感知 0.843       

持續 

使用意圖 
0.525 0.881      

滿意度 0.45 0.671 0.833     

知覺有用性 0.567 0.727 0.657 0.801    

知覺舒適性 0.457 0.639 0.556 0.549 0.745   

確認程度 0.546 0.786 0.703 0.729 0.537 0.862  

美學 0.36 0.59 0.582 0.508 0.495 0.609 0.8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研究驗證結果 

一、結構模式 

    本研究探討確認程度、知覺有用性、情境感知、滿意度、美學、知覺舒適性及

持續意圖之間的關係，進行測量模式之分析後，分別檢視各個構面之間的信度及效

度，檢視其值符合學者提出之建議值，本研究針對研究假設進行具智慧手錶使用經

驗者的結構模式分析，本研究結構模式之分析結果，如圖 4-1 所示： 

持續使用意圖滿意度

知覺舒適性

知覺有用性

確認程度

美學

情境感知

H1 0.069***
H2 0.094***

H3 0.087***

H4 0.068***

H5 0.072
nsH6 0.06***

H7 0.07***

H8 0.078**

H9 0.076*

H12 0.062***

H11 0.072*

H10 0.074**

 

圖 4- 1 結構模式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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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模型提出十二個假說分別進行驗證，驗證具智慧手錶使用經驗群組路

徑關係，結果顯示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H5)之間關係不顯著，本研究假設驗證

結果整理，如表 4-12 所示： 

表 4- 12 假設驗證結果 

假設 路徑關係 路徑係數 p-value 假設結果 

H1 確認程度 → 知覺有用性 0.069 0.000*** 支持 

H2 確認程度 → 滿意度 0.094 0.000*** 支持 

H3 確認程度 → 知覺舒適性 0.087 0.000*** 支持 

H4 確認程度 → 美學 0.068 0.000*** 支持 

H5 情境感知 → 持續使用意圖 0.072 0.277 不支持 

H6 情境感知 → 知覺有用性 0.06 0.000*** 支持 

H7 知覺有用性→ 持續使用意圖 0.07 0.000*** 支持 

H8 知覺有用性 → 滿意度 0.078 0.002** 支持 

H9 滿意度 → 持續使用意圖 0.076 0.019* 支持 

H10 知覺舒適性 → 滿意度 0.074 0.008** 支持 

H11 美學 → 持續使用意圖 0.072 0.024* 支持 

H12 知覺舒適性→ 持續使用意圖 0.062 0.000*** 支持 

註：*p-value <0.05, **p-value <0.01, ***p-value <0.001 

1. 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69，t-value 

= 8.638。故支持研究假說 H1。 

2. 確認程度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94，t-value = 

4.493。故支持研究假說 H2。 

3. 確認程度對知覺舒適性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87，t-value 

= 6.209。故支持研究假說 H3。 

4. 確認程度對美學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68，t-value = 8.99。

故支持研究假說 H4。 

5. 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72，t-

value = 1.087。故不支持研究假說 H5。 

6. 情境感知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6，t-value 

= 4.042。故支持研究假說 H6。 

7. 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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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 5.109。故支持研究假說 H7。 

8. 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78，t-value = 

3.112。故支持研究假說 H8。 

9. 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76，t-value 

=2.347。故支持研究假說 H9。 

10. 知覺舒適性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74，t-value = 

2.66。故支持研究假說 H10。 

11. 美學對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72，t-value = 

2.257。故支持研究假說 H11。 

12. 知覺舒適性對持續使用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其標準化路徑係數為 0.062，t-

value = 3.68。故支持研究假說 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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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述章節之描述，本章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果；第二節為根

據本研究結果提出管理意涵與實務應用上的建議；第三節為本研究限制與提出未

來研究建議與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果 

 研究主要以期望確認理論為基礎，研究涵蓋基本的理論架構，確認程度、有

用性、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之關聯性，同時亦考量智慧手錶的穿戴特性，研究

加入知覺舒適性、美學及情境感知因素，希冀能更完整解釋智慧手錶使用者的持

續使用意圖。本研究以具備智慧手錶使用經驗者為研究對象，經由本研究實證其

結果如所述： 

一、 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

示使用者對於智慧手錶的期望相符或高於自身的期望，對智慧手錶的有用性亦會

產生影響。換言之，當使用者實際使用智慧手錶後，所感受到有用性程度與自身期

望相同或更高，使用者會主觀認為智慧手錶具有愈高的知覺有用性。過去探討智慧

手錶持續使用意圖因素的研究亦證實確認程度對知覺有用性之間具有正向的關係

(Nascimento et al., 2018)。本研究實證的結果與 Bhattacherjee (2001)研究中提出資訊

系統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相同。當使用者採用智慧手錶後的知覺有用性與先前的

期望相符或高於時，使用者愈認知智慧手錶能提供本身有用的功能。健康應用軟體

相關的研究亦表明確認程度對知覺易用性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 Cho (2016)。 

二、 確認程度對滿意度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確認程度」對「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使

用者對於採用智慧手錶後的滿意度與先前的期望相符或高於時，智慧手錶使用者

期望的程度與實際相符，亦對滿意度產生正向的影響。當使用者感受智慧手錶所能

提供的整體感受能符合先前的期望，使用者將產生較高的滿意度。Limayem and 

Cheung (2008)探討新的科技，研究結果證實知覺有用性與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本研究實證的與過去探討智慧穿戴技術的研究皆證實確認程度對滿意度之

間的關係(Bhattacherjee, 2001 ;Nascimento et al., 2018)。 



 

33 
 

三、 確認程度對知覺舒適性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確認程度」對「知覺舒適性」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

示對於智慧手錶使用者而言，其主觀認為智慧手錶在配戴上應具有良好的穿戴舒

適性，智慧手錶可被視為穿著服裝的部分，過去研究也表明使用者會根據購買前與

購買後的期望程度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作為穿著服裝配件的智慧手錶與服裝 

一致皆受到實際的材料特徵及材質或服裝所提供的屬性、功能特性或情感特性等

影響，因此使用者會對服裝舒適度產生預期的感受 Schutz et al. (2005)。在智慧運

動產品的相關研究中也表明重量、動性、合適度和熱能管理都會影響個人對智慧運

動產品的知覺舒適度(Dunne, Ashdown, & Smyth, 2005)。換言之，智慧手錶本身能

提供高於使用者預期或相符的舒適性，使用者使用後將愈容易感受配戴智慧手錶

能感受到舒適。 

四、 確認程度對美學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確認程度」對「美學」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使用

者在採用智慧手錶前後之間的期望，將影響到使用者對智慧手錶外觀的感受程度。

當使用者評估與使用產品時，個人感受與使用後的行為相當重要(Bloch et al., 2003)。

因此，當使用者覺得先前的期望符合使用後的美學感受，使用者愈認為所採用的智

慧手錶是具美觀及符合自身搭配的。過去研究也表明美學是個人認知和情感產生

的過程，視覺美學與使用者的使用性為密切相關，例如：產品使用、品牌忠誠度和

產品的選擇(Bloch, 2003)。 

五、 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不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過去研究認為情境感會對有用性產生影響(Barkhuus & Dey, 2003)。Gu and Zhang 

(2004)整理情境感知在行動運作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透過崁入式電腦、無線網路

等功能的結合有助於提升裝置給予使用者有用性的感受。故本研究推論情境感知

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情境感知功能提供智慧穿戴裝置使用者更

完善的產品使用體驗，情境感知能根據使用者的所在位置及行為進行預測並給予

合適的回饋，若情境感知功能愈明確，使用者持續使用的意圖愈高。 

  本研究推測持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關係不顯著的原因為情境感知主要功

能為根據使用者周圍之環境的訊息進行整合，以提供服務給智慧手錶使用者。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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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提供的判別結果會讓使用者覺得有用，當時使用者認為情境感知能提供自身

有用的資訊才透過知覺有用性進一步影響持續使用意圖。此外，本研究僅以情境感

知應用的影片給予受測者在填答前觀看，仍可能因影片內容無法清晰表達具備情

境感知之應用實例，故填答者對情境感知的準確性及實際應用情況尚缺乏實際感

受。情境感知對於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關係不顯著仍可能受到目前智慧手錶所採

用的技術影響，以目前智慧手錶的功能性而言仍局限於監控生理及身體狀態資訊

等，使用者尚未真正體驗情境感知技術應用於智慧手錶上的情境。因此，本研究認

為上述因素皆有可能導致情境感知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關係未被確認。 

六、 情境感知對知覺有用性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情境感知」對「知覺有用性」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

示使用者使用智慧手錶時，除使用基本功能，如：心率偵測、步數紀錄及訊息通知

等功能之外，使用者更傾向智慧手錶應能根據不同時間、地點、場域及周圍的人主

動提供符合自身所需的訊息，當智慧手錶具備精確的情境感知功能，使用者會感受

其情境感知的功能對智慧手錶而言具備良好的有用性。其他研究在行動商務及推

薦系統上皆證實情境感知的完善程度會影響知覺有用性。本研究符合過去學者

Kwon et al. (2007)探討使用者接受情境感知服務之研究認為在情境感知的實驗條件

下，情境感知會對知覺有用產生正顯著的影響(Barkhuus & Dey, 2003; Lee & Jun, 

2005)。 

七、 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顯示對於智慧手錶的使用者而言，其本身能提供有用的功能來協助使用者更快速

完成事務或提升效率，使用者會傾向持續使用智慧手錶。探討智慧穿戴裝置的研究

結果也證實知覺有用性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Nascimento et al., 

2018; Park &Kim, 2012)。智慧手錶提供個人生物特徵的紀錄，包含心律，走路步數

及壓力應用等，過去在探討健康數據紀錄應用程式的研究也表明知覺有用性對持

續使用意圖的關係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Chen, Yang, Zhang & Yang, 2018)。本研究

顯示使用者會主觀感受智慧手錶有用，並能對智慧手錶產生較佳的滿意程度，並透

過滿意度影響持續使用意圖。 

八、 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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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

對於智慧手錶使用者而言，智慧手錶應提供足夠的功能及服務給使用者，若使用者

感受其智慧手錶能協助提升自身的作業效率，使用者會主觀給智慧手錶評價 

。換言之，使用者因智慧手錶提供的功能感到有用，使用者的滿意度也愈高。本研

究實證知覺有用性對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與過去探討資訊系統及穿戴裝

置的研究相符，研究皆證實滿意度會受到資訊有用性的影響。(Bhattacherjee 2001; 

Nascimento et al., 2018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當使用者的滿意度愈高時，將可用來

預測其持續使用智慧手錶的意圖。 

九、 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

示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較高的預測能力。換言之，使用者對智慧手錶的滿意

度會影響持續使用智慧手錶的意圖，當使用者從智慧手錶獲得的滿意度愈高，愈傾

向持續使用智慧手錶。本研究實證結果與過去學者的研究相符，皆證實滿意度會對

資訊系統的持續使用意圖產生影響。與過去探討電子商務系統的研究皆證實使用

者滿意度是資訊系統成功的重要指標，當使用者的滿意度愈高，使用者愈容易產生

持續使用意圖 Delone and Mclean (2003)。其他探討資訊系統相關的研究皆表明使

用者持續使用意圖會受到滿意度的影響(Thong et al., 2006; Oghuma et al., 2016)。本

研究亦符合過去探討智慧手錶滿意度對持續使用意圖的研究(Nascimento et al., 

2018)。顯示使用者對智慧手錶的滿意度愈高時，使用者的意圖將愈傾向持續使用。 

十、 知覺舒適性對滿意度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覺舒適性」對「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

智慧手錶的舒適度對於滿意度具有預測性，智慧手錶的使用者會考量配戴智慧手

錶時，其身體、生理及心理的綜合感受評斷舒適性，根據本身配戴的舒適程度不同

而產生不同的滿意程度。本研究中實證知覺舒適性對滿意度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

關係，本研究與過去學者探討舒適性對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相符 (Schutz, 2005; 

Kamalha et al., 2013)。當個體感受不到痛苦或不舒適時，滿意程度愈高 Hatch (1993)。

若使用者認為智慧手錶配戴起來愈具備良好的舒適性，其對智慧手錶的滿意度愈

高。 

十一、 知覺舒適性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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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覺舒適性」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顯示配戴智慧手錶的舒適性對於使用者願意持續使用智慧手錶有較強的預測能力。

換言之，智慧手錶有別於過去傳統手錶，往往具備較大的體積、材質等特性，因此

使用者配戴智慧手錶時可能受到身體、生理及心理所產生的結果產生舒適程度的

不同。當使用者主觀意識配戴智慧手錶是舒適的，使用者會產生愈高的持續使用意

圖。本研究結果亦符合過去學者探討可穿戴式裝置的舒適性對最終使用的影響

(Bodine and Gemperle, 2003; Song et al., 2018; Cho, 2009)。 

十二、 美學對持續使用意圖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學」對「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

使用者對於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與外觀所帶來的情感感受將影響使用者持續配戴

智慧手錶的意圖。Bloch et al. (2003)研究認為產品的視覺美學會影響使用者的使用

行為。智慧手錶不僅具備嵌入式電腦的功能，同時也被視為穿著打扮的一部分，故

智慧手錶的設計，如外觀形狀、大小、顏色及材質等皆可能影響到使用者持續使用

的意願。過去探討美學對持續使用意圖關係之研究皆證實美學是預測持續使用意

圖的指標(Hall & Hanna, 2004)。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亦與過去探討美學的相關研究相

符。Vieira(2010)探討視覺美學對消費者意圖的影響，研究結果證實美學對消費者意

圖具有相關性。應用在智慧手錶領域上，使用者根據視覺美學上對智慧手錶產生評

價，若符合使用者的審美評比，將持續配戴智慧手錶(Jung, Kim & Choi, 2016)。探

討可穿戴式裝置的使用意圖研究中皆證實智慧手錶的視覺美學對使用意圖有顯著

的影響(Chua , Rauschnabel, Krey & Nguyen, 2016; Kim & Choi, 2016)。 

第二節 管理意涵 

    對於設計智慧手錶廠商而言，智慧手錶的外觀、顏色及物理大小影響使用者主

觀給予智慧手錶的審美評價。配戴智慧手錶的應用不僅限於其提供的功能性，亦須

同時考量智慧手錶的外觀的獨特性，以因應各種場合的所需。因此，智慧手錶的設

計師應考量外觀設計以及不同場域的適用性以增強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此外，

未來智慧手錶開發廠商應更進一步提供情境感知的功能，讓使用者可更明確感受

配戴智慧手錶所產生的效益，例如：以地點為基礎的情境感知功能，透過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GPS)功能定位使用者目前所在位置與搭配氣象預報即時搭配，告知使用

者可能會出現天氣狀態改變的情境，以讓使用者擁有更多時間採取對應的措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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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情境感知未來亦可搭配公車到站提醒及飛機登機前的通知功能。 

    對於智慧手錶發展而言，開發廠商必須同時確保所推出的產品需能符合使用

者的期望，因使用者的期望程度愈高可能產生愈高滿意程度。同時也必須考量不同

使用者族群之間的使用差異，以符合不同族群的期望。 

    在智慧手錶功能及舒適性方面，開發廠商在設計時應能同時兼具，使用者不僅

因為智慧手錶能提供一些延伸手機功能的服務，也必須同時考量做為智慧手錶的

一些基本功能，如：心率偵測、睡眠偵測等功能通常都必須長期配戴以確保資料的

完整性，因此在設計上需注意材質、外觀造型是否會造成使用者的負擔或不舒適。

使用者配戴智慧手錶的舒適性也會對滿意度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長時間的配戴

可能引起使用者的不適感，因此開發者在設計智慧手錶應同時考量重量、大小及錶

帶材質以滿足使用者所需，藉由使用者具有良好的舒適感，其滿意度亦會根據配戴

舒適性提升，當使用者具有愈高的滿意度將傾向持續使用智慧手錶。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1. 本研究因時間與成本考量，研究採用橫斷面進行，資料主要由特定時間及族

群進行蒐集。因此，研究結果只能解釋單一時間點使用者的狀態，若將資料蒐

集時間採用縱斷面方式進行，結果可能有所不同。 

2. 本研究問卷主要發放問卷的位置為國內 PTT 及臉書社團，回收樣本侷限於特

定族群，年齡成分布大部分的智慧手錶使用者年齡以 19~29 歲最多，其次為

30~39 歲，分別佔總體比例比例 44.4%及 37.3%，可能因此影響本研究之結果。 

3. 本研究樣本蒐集結果可能會因使用者採用不同品牌之智慧手錶功能性及操作

系統存在差異而導致不同的結果(Kaewkannate & Kim, 2016)。換言之，使用者可

能因不同的產品線而產生不同的感受導致研究具有略為差異性。 

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橫斷面進行，資料僅能呈現單一時間點之使用者狀態，缺乏長期間

觀察使用者使用智慧手錶的行為，建議後續研究可採用縱斷面之研究方式進行相

關研究，將可進一步探討時間是否會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本研究認為情境感知的

應用往往結合 GPS 定位、使用者生理特徵及一些個人化數據，建議未來研究也可

針對未來大量情境感知應用於智慧手錶後是否最造成使用者產生隱私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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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問卷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十分感謝您撥空參與本問卷，此為一份學術問卷，研究對象為「曾經

使用過智慧手錶的使用者」，希冀藉由本研究瞭解民眾對於配戴智慧型手

錶之想法。本問卷採匿名方式進行，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將不用於商

業用途上，敬請安心填答。 

    您的參與將提供本研究寶貴的意見。感謝您的協助，在此致上十二萬

分的謝意。 

敬祝  事事順利  身體健康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盛程 博士 

                                   研究生：李信毅 

E-mail：  

 

第一部分 <<確認程度>> 

    本部分有 3 個題項，請依據您對於題目的感受與符合程度回答以下問

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我操作智慧手錶後的經驗比先前的預期還

要好。 
□ □ □ □ □  □  □  □  

2. 智慧手錶所提供的服務及品質比我先前預

期的還要好。 
□ □ □ □ □  □  □  □  

3. 整體而言，我覺得智慧手錶能大致符合我先

前對智慧手錶的期望。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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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滿意度>> 

    本部分有 4 題項，請依據您對於題目的感受與符合程度回答以下問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愉悅。 □ □ □ □ □  □  □  □  

2.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滿足。 
□ □ □ □ □  □  □  □  

3.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高興。 
□ □ □ □ □  □  □  □  

4. 整體而言，操作智慧手錶會讓我感到滿意。 
□ □ □ □ □  □  □  □  

 

第三部分 <<知覺有用性>> 

    本部分有 4 個題項，請依據您對於題目的感受與符合程度回答以下問

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我發現智慧手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很有用。 
□ □ □ □ □  □  □  □  

2. 使用智慧手錶可以幫我更快完成事情。 
□ □ □ □ □  □  □  □  

3. 使用智慧手錶可以提高我的生產力。 
□ □ □ □ □  □  □  □  

4. 使用智慧手錶可以幫助我更方便地執行許多

事情。 
□ □ □ □  □  □  □  

 

第四部分 <<知覺舒適性>> 

    本部分有 8 個題項，請依據您對於題目的感受與符合程度回答以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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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我不會擔心智慧手錶戴在我身上看起來會是

什麼樣子。 
□ □ □ □ □  □  □  □  

2. 配戴智慧手錶時我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 
□ □ □ □ □  □  □  □  

3. 配戴智慧手錶時我不會覺得有一些不適感。 
□ □ □ □ □  □  □  □  

4. 配戴智慧手錶時不會讓我感受不太一樣，不

會覺得有點奇怪。 
□  □  □  □  □  

5. 配戴智慧手錶時不會影響我的移動。 
□  □  □  □  □  

6. 配戴智慧手錶時不會讓我覺得有點不安。 
□  □  □  □  □  

7. 我要穿戴智慧手錶時會覺得很簡單。 
□  □  □  □  □  

8. 整體而言，我覺得配戴智慧手錶很舒服。 
□  □  □  □  □  

 

第五部分 <<持續使用意圖>> 

    本部分有 4 個題項，請依據您對於題目的感受與符合程度回答以下問

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我會持續使用智慧手錶而不是停止使用智慧

手錶。 
□ □ □ □ □  □  □  □  

2. 我打算繼續使用智慧手錶而不是使用任何替

代產品。 
□ □ □ □ □  □  □  □  

3. 如果可行，我傾向繼續使用智慧手錶。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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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美學>> 

    本部分有 4 個題項，請依據您對於題目的感受與符合程度回答以下問

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讓我感覺很適合我。 
□ □ □ □ □  □  □  □  

2. 我喜歡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 
□ □ □ □ □  □  □  □  

3. 智慧手錶的外觀設計讓我感到愉悅。 
□  □  □  □  □  

4. 整體而言，智慧手錶相當美觀。 
□  □  □  □  □  

 

第七部分 <<情境感知>> 

    本部分有 3 個題項，請依據您對於題目的感受與符合程度回答以下問

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智慧手錶能根據我所在的位置提供服務。 
□ □ □ □ □  □  □  □  

2. 智慧手錶能根據我的環境提供相關資訊。 
□ □ □ □ □  □  □  □  

3. 智慧手錶能根據我的狀態提供訊息或服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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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基本資料>> 

    本研究僅用於學術研究使用，將不用於商業用途上，個人資料將進行

保密。 

1. 請問您的性別 

□男    □女 

2. 請問您的年齡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大專)   □研究所以上 

4. 請問您的職業 

□服務業   □金融保險業   □資訊科技業   □製造業   □農林漁牧業 

□軍公教   □自由業   □學生 □其他__________ 

5. 請問您擁有智慧型手錶的品牌為何? 

□Apple  □Asus  □Epson  □Garmin  □Huawei  □Sony  □小米 

□Fitbit  □Samsung  □其他__________ 

6. 請問您最常使用的智慧手錶功能？ 

□心律偵測    □步數紀錄    □訊息通知    □天氣訊息    □樓層紀

錄    □卡洛里紀錄    □里程紀錄    □壓力指數  □其他_____ 

7. 請問您最喜歡使用的智慧手錶功能？ 

□心律偵測    □步數紀錄    □訊息通知    □天氣訊息    □樓層紀

錄    □卡洛里紀錄    □里程紀錄    □壓力指數  □其他_____ 

8. 請留下您的 E-mail，本欄位僅作為抽獎聯繫使用，請確保資訊正確以

參與抽獎活動(不參加者免填) 

   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