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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網路資訊普及和科技發達，正在迅速改變人們的交易方式，使用行動支

付頻率逐年提升，透過數位化的方式進行資金流轉，逐漸取代原本使用現金的交

易方式，行動支付擁有方便、快捷、經濟的優勢，對於消費者非常便利，並且提

高經濟效率，在政府及銀行積極推動下行動支付已成為趨勢，行動支付逐漸融入

國人的生活，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狀況，消費時大多改以行動支付服務，行動支

付領域中目前已有多種的支付模式，本組將針對行動支付平台進行研究，首先透

過文獻探討來了解台灣的行動支付技術和經營模式，藉以探討「LINE Pay」之現
況及日後的發展，探討在行動支付平台的激烈競爭中，LINE Pay 哪些因素使消
費者持續使用。本專題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作為搜集資料的工具，以「科技接受模

型」及「信任」作為研究之架構與基礎，經分析後得出信任對消費者在使用行動

支付LINE Pay時的使用態度以及使用意願為明顯正影響，最後根據分析結果及後
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以做未來參考。 

 

 

關鍵詞：行動支付、LINE Pay、科技接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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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在通訊技術發展和行動裝置的普及下，帶動

了電子商務快速的成長，使得許多業者相繼推出各種的行動支付模式，提

供消費者在付款上能有更多元化的選擇，逐漸改變消費者的支付習觀，不

單單侷限於傳統的現金及信用卡交易，並能省去攜帶現金的風險和不便之

處。 

近年來台灣吹起一股行動支付的風潮，在短時間內行動支付快速發展，

目前台灣在行動支付方面極有潛力的市場，在 2015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研訂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奠定法源基礎，政府也喊出在 2025 年「非
現金支付普及率達九成」的目標，我國金融機構積極發展多元的支付工具，

營造友善的法規環境，提供消費者享有安全，創造民眾、商店、金融機構三

贏局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在政府與民間企業聯手積極推動下，台灣的
行動支付有逐漸成長的趨勢，根據資策會的統計(2022)，消費者行動支付的
首選偏好度明顯提升，從 2020年 37%到 2021年成長到 50%，2021年行動
支付常用度首次逼近七成達 69%。 

台灣推出各款行動支付工具，每一款行動支付工具擁有自己的優勢，

使支付工具市場競爭相當激烈，電子商務市場的規也模越來越大，根據資

策會調查顯示，臺灣消費者選擇行動支付的比例為 35.3%，超越實體信用/
金融卡 33.9%的比例，其中最常使用的通用型行動支付工具為 LINE Pay 
28.1%、排名第二、三為街口支付有 15.5%、Apple Pay有 9.7%，曾使用過
的用戶數前五名依序分別為 LINE Pay、Easy Wallet/悠遊付、PX Pay、街口
支付與臺灣 Pay(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20)，而 2017 年至 2020 年
LINE Pay  持續守住排名寶座， LINE Pay不間斷的推出新功能及擴
大自己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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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7年至 2020年台灣用戶最常使用之行動支付品牌 

                                          

資料來源：資策會(2018-2021) 

行動支付可說是一場革命，將人類生活習慣革風易俗，且現在出門只

需一支手機在手，去任何地方消費只需感應讀卡機及掃QR Code條碼就能完
成付款，當前在台灣各個商家最常見的就是使用LINE Pay來進行付款，因
此在行動支付越來越完整及廣泛普及下，引發本組想透過深入分析LINE 
Pay的發展歷程及現況，來了解消費者持續使用行動支付LINE Pay的原因。 

排

名 
2017 2018 2019 

2020 

通用型 限定型 

1 
LINE Pay 

(25.2%) 

LINE Pay 

(22.3%) 

LINE Pay 

(59.6%) 

LINE Pay 

(28.1%) 

PX Pay 

(11%) 

2 
Apple PAY 

(17.9%) 

Apple PAY 

(19.9%) 

街口支付 

(40.7%) 

街口支付 

(15.5%) 

FamiPay 

(3.8%) 

3 
街口支付 

(10.9%) 

街口支付 

(19.7%) 

PX Pay 

(32.6%) 

Apple PAY 

(9.7%) 

Open錢包 

(1.7%) 

4 
Android Pay 

(9.9%) 

Google Pay 

(9.1%) 

台灣 Pay 

(27.3%) 

Eeasy Wallet 

& 

悠遊付 

(6.2%) 

Carrefour 

Pay 

(1%) 

5 
玉山Wallet 

(5.2%) 

台灣 Pay 

(4.7%) 

Apple PAY 

& FamiPay 

(25.3%) 

玉山Wallet 

(5.1%) 

HAPPY 

GO Pay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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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近年來由於科技的蓬勃發展，行動支付也漸漸地踏入我們的生活。從

大型的連鎖企業到夜市的餐車，大家對於行動支付的接受度也慢慢提高。

但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行動支付的技術還不夠成熟。目前還有許多問題

需要克服，例如行動支付的安全性、相容性等等。除此之外，年長者對於行

動支付持保守態度，這些都是行動支付較難普及化的原因。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灣行動支付平台LINE Pay作為研究對象。行動支付
平台發展與經營模式為本研究的主要架構，了解現在消費者持續使用行動

支付平台之因素，因此我們蒐集相關資料，以探討消費者使用LINE Pay之
影響因素為本文研究宗旨。 

 

1. 消費者使用 LINE Pay是否抱持正面的態度 

2. 信任是否影響消費者對於 LINE Pay的使用態度及使用意願 

3. 消費者持續使用行動支付 LINE Pay平台因素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此研究流程架構共分為五個章節，章節內容順序如下，第壹章：緒論、

第貳章：文獻探討、第參章：研究方法、第肆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第
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接下來的章節會參考歷年的相關文獻資料，探討

台灣行動支付以及 LINE Pay 之相關資料，並以科技接受模型(TAM)構面
探討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 LINE Pay 考量因素，設計問卷內容透過不記名
方式在網路發放，回收後彙整問卷並以 SPSS進行問卷分析，最後將撰寫
研究報告，其研究流程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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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確立研究主題	

(含研究背景與目的)	

文獻探討與整理	

擬定研究架構及方法	

問卷設計與發放	

問卷收集、統整、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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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行動支付定義與發展歷程 

 

一、 行動支付定義 

 

行動支付是行動商務交易的關鍵，具備快速、方便、隨時隨地的特點，

只要有手機和網路一切無所遁形，快速指的是只需要打開條碼掃描即完成

付款，方便在於只要有手機就可以完成支付，隨時隨地則是只要有支援行

動支付皆可使用。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支付暨清算
系統委員會(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於 2012
年創新報告中發表零售支付的工具，將行動支付定義為只要透過移動網路，

不論是採用語音、文字通訊或是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方式，只要能啟動的支付行都可以稱之為行動支付。台灣資策會MIC
將行動支付定義為智慧型行動載具，消費者在付款時透過傳輸技術、身分

驗證、掃碼等驗證，使用現金以外的金融支付工具，在實體商店完成付款的

過程並完成交易。 

 

二、 行動支付特性 

 

行動支付平台的出現擺脫以往只能透過紙鈔或信用卡付費的時代，提

供消費者一個不受時間和地域限制的支付平台，在消費當下付款也同步完

成。根據MIC調查顯示，國人考慮使用行動支付的最主要為安全性因素83.3
％(資策會，2017)，顯示出國內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安全性相當重視。 

良好的行動支付平台需要包含無地域性限制、即時性、便捷性、安全性

(顏子墉，2018)，無地域限制指裝置連接無線行動網路，不論移動至何處都
能使用，使消費者擺脫支付地域的限制；即時性指在第一時間完成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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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者之間的交易；便捷性指免去攜帶零錢支付，並提供廣泛多功能的服

務；安全性指行動支付業者遵循過內法規，設計適合機制確實防範資料外

洩(溫紹群、林錦龍、張孟傑。2015)，使交易過程中不會被他人掌握資訊(顏
子墉，2018)。 

 

 

三、 行動支付類型 

 

目前台灣市面上的行動支付若是以技術來作區分，主要可以分為

遠端支付以及近端支付。(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2019) 

(一) 遠端支付 

 

指透過手機SMS簡訊 (Short Message Service) 或安裝於用戶端 APP 
等連接移動網路，進行消費支付、加值、轉帳等功能服務，屬於連線交易作

業模式(翁世吉、田育任，2014)。手機或行動裝置可以不用靠近任何感應器、
讀卡機，就能夠完成支付作稱為遠端支付。更簡單說明遠端支付，就是電子

商務及行動商務，用電腦或是手機完成購物的程序，在網路上透過刷信用

卡、金融卡或是使用電子優惠券付款，都算是遠端的行動支付，目前台灣多

家行動支付業者皆有和電信業者合作，提供消費者行動支付的遠端支付功

能，像是 LINE Pay、街口支付、台灣Pay使消費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享受其購物的樂趣及便利。 

 

(二)近端支付 

指需要透過感應的支付方式，以行動載具資料靠近讀取設備，完成交

易程序， 像是NFC 手機信用卡、Apple Pay 、悠遊卡都是近端支付。目前

台灣市面上近端支付大多用於交通運輸以及商店小額付款，這些都是依靠

NFC（Near-field Communication ）以及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等

技術來達成。 



探討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之影響因素－以 LINE Pay為例 

 7 

1. 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近場通訊技術，又稱為近距離無線通訊、近距離通訊。近距離

無線通訊技術是由非接觸式射頻識別（RFID）演變而來，在2004

年由Philips、Nokia與Sony研製開發，以無線射頻識別(RFID)技術

及互連技術為基礎。NFC技術可以被視為RFID技術的第二代，它

改良單向的無線感應為雙向傳輸，使傳送方與接收方可以雙向交

換資料(李威勳、繆嘉新，2015)。目前市面上的Google Pay、Apple 

Pay、Android Pay 等，都是先綁定自己的金融卡像信用卡或簽帳

卡，再透過 NFC 技術來完成支付。 

 

2. 二維條碼（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 

二維條碼也稱為二維碼、行動條碼，最早在1994年由日本
Denso-Wave公司開發，使用黑白矩形的圖案，表示二進位資料包
含文字或音訊，且具有容量大、資料保密等優點。QR Code可以快
速解碼內容，消費者只需要下載店家提供之 APP，並完成身份驗
證與卡片資訊後，將行動裝置的鏡頭對準商品、型錄等矩型條碼

來進行感應，即可完成付款流程(羅巧娜，2017)。 

 

若以適用通路來區分的話，可分為通用型及限定型： 

（1） 通用型 

此類型的行動支付不受消費通路限制，只需下載一個 APP即
可在有配合的任何通路中使用，例如 LINE Pay、街口支付、台灣
PAY等等。 

 

(2)限定型 

此類型受限於使用的通路，大多為零售業者自行開發的自有

品牌，該類型的行動支付只能在自有品牌使用，且大多為電子錢

包的型態，屬於較為封閉的支付工具(梁書軒，2020)。市面上常見
的的全聯 PX Pay、全家 FamiPay以及統一超商 Open錢包，都屬
於限定型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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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行動支付發展 

 

一、 台灣行動支付現況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受到 COVID-19 新冠疫情影響，民眾開始選擇
使用零接觸的消費模式，使用行動支付的交易量大增，根據金管會(2021)統
計，截至2021年3月底止，累計交易金額已達5，032億元，其中第1季就新增
802億元。 

資料來源：金管會 

圖 2 台灣行動支付累計交易金額 
 

 

根據資策會MIC的調查，近年來我國使用行動支付的普及率大幅成長，
台灣行動支付在2014年僅有4.8%，隨後呈現逐年快速成長，2017年39.7％、
2018年50.3%、2019年62.2%及2020年67.5%，去年2021年已達72.2%。而根
據調查，2021年五大場域使用行動支付的情況，便利商店(70%)、網路商店
(56.3%)、量販店(55.8%)、超級市場(51%)、連鎖餐飲(47%)，相較於去年2020
年，便利商店維持70%左右，其他場域皆有提升。(MIC快測繪產業情報研
究所，2022) 

行動支付是行動商務交易的關鍵，且為電子支付重要的一環，消費者

可以使用行動裝置支付各項服務，包含數位及實體商品的費用，將實體支

年度 當年金額 累計

2016 14.9 14.9

2017 148 162.9

2018 478 640.9

2019 1,182 1,822.90

2020 2,407 4,230

2021年前三月 802 5,032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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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具如信用卡、電子 票證等下載至行動裝置，作為支付工具的支付行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根據資策會(MIC)進行2018年行動支付大調查調查顯示，2018年台灣民
眾最常使用的行動支付為通訊軟體LINE所推出的LINE Pay，使用比率高達
22.3％，第二名為Apple Pay 19.9％、第三名為街口支付19.7％。根據1111人
力銀行的調查顯示，2021年使用電子及行動支付工具頻率，以LINE Pay居
冠使用頻率高達 65.5%，其次則是悠遊卡有54.0%、Apple Pay 有25.6%、街
口支付有22.9% 及台灣有Pay 18.0%，以下則介紹LINE Pay行動支付： 

 

二、 台灣行動支付 LINE Pay發展歷程與特色 

 

LINE Pay服務在 2014年 12月上線，於 2015年進軍台灣，2015年 3
月設立連加網路商業股份有限公司，專營LINE Pay進行第三方支付的業務，
LINE Pay是內建於 LINE中的行動支付服務功能，LINE Pay遍及使用 Line
的所有國家，上線 LINE Pay4.8.0後，用戶只要將 Line版本更新至 4.8.0就
可使用 LINE Pay(謝麗怡，2019)，在 2019 年在台灣推出獨立的 LINE Pay 
軟體，讓用戶在開啟軟體即可付款。 

2016年 LINE Pay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合作推出 LINE Pay 聯名卡，結
合 LINE Pay與 LINE Points兩項服務，同時滿足數位族群的生活，提供消
費者刷卡領取 LINE Points回饋，一年之內就發行超過百萬，成功吸引民眾
並拓展不同消費客群打出知名度(許皓全，2020)；2018年 LINE Pay與一卡
通合作推出 LINE Pay Money讓使用者能建立電子錢包，能直接儲值、轉帳
及分帳，讓 LINE Pay行動支付交易型態更加完備(財訊，2020)。 

國內 LINE Pay可使用的信用卡包括Master Card、Visa卡及 JCB卡，
LINE Pay逐漸打入人們的生活圈，推出許多線上線下的合作，讓更多人對
LINE Pay 更熟悉並擴大使用者市場提升用戶的黏著度，讓 LINE Pay 至今
能迅速崛起且在眾多行動支付當中一馬當先，主要的成功關鍵就是能深入

了解消費者的消費習慣並融入人們生活當中，LINE Pay不斷推陳出新多元
化的功能，讓整套服務更加完善且讓大家脫離不了LINE Pay(曾懷嫻，2021)。 

台灣目前使用 LINE Pay的用戶已突破千萬人，在 2019年推出獨立的 LINE 
Pay軟體，今年在 2月 15日 LINE宣布推出新版 LINE Pay App，舊版則於
5月 31日停止服務，新版 LINE Pay App選單介面調整更為人性化，App打
開即可看見付款條碼、載具、會員卡等，不用再切換頁面，只需左右滑即可

切換不同用途的條碼，如圖 3 所示；還新增了合作通路的介面，可查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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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與 LINE Pay合作的店家，如圖 4所示；只不過新版不再提供「一卡通
Money」介面，目前只有透過 LINE進入才能使用「一卡通Money」功能。 

 

 

  

                                          

            

第三節 科技接受模式定義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由 Davis 在
1989年所提出，根據 Ajzen與 Fishbein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為基礎發展而來。科技接受模型主要用來解釋與預測個人使
用者接受資訊科技的各種影響因素，以下便針對 TAM模式中五個構面知覺
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使用意圖及實際使用分別陳述如下： 

 

圖	 3	合作通路 
 

圖	 4	LINE	Pay	App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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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 

（二）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 

（三）使用態度（Attitude Towards Use) 

（四）使用意願（Intention To Use) 

（五）實際使用（Actual System Use) 

 
 

 
 

圖 5 科技接受模式架構 

 

一、知覺易用性 

使用者在操作某一種特定的資訊系統時，認知到新科技容易使用或易

於操作的程度，使用者認知愈容易使用時，使用該科技意願也會越高，使用

態度也會趨於正向。知覺易用性則是指使用者認知到心將是易於理解、操

作，對其使用意願也是正向影響(胡大偉，2018)。 

 

二、知覺有用性 

使用者在操作某一特定資訊系統時，系統或服務能夠有效提高工作績

效之程度，使用者認為有用性程度愈高時，對此特定系統的使用態度也會

趨於正向。知覺有用性是指使用者相信採用新科技，能夠增進其工作效能，

當使用者認知新科技是好的，對其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胡大偉，2018)。 

 

三、使用態度 

受到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影響(胡大偉，2018)，使用者在操作某一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 使用意願 實際使用 外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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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資訊系統時，所產生正面或負面的主觀感受，當使用者認知有用性與

認知易用性愈高時，對此資訊系統的使用態度也就愈趨於正向。 

 

四、使用意願 

科技接受模式假設資訊系統的行為意圖決定於使用態度，而行為意圖

同時受個人對使用系統的態度與知覺有用性所影響。(葉佳欣，2019) 

在過去研究裡，使用意願一直被認為是可準確預測購買行為的因素，

Ajzen and Fishbein 即指出使用意願是為消費者選擇某產品的主觀傾向，並
可作為預測消費者購買行為的重要指標。若消費者認知有用性越高，使用

意願就會越強，而個人可依據主觀判斷某項行為之利弊得失後，而決定其

行為之意願(趙行義，2018)故本研究以「整體而言使用 LINE PAY 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整體而言 LINE PAY 符合我的需求」、「整體而言 LINE PAY 
符合我的需求」等三項問題來衡量使用意願。 

 

五、外部變項 

根據 Davis(1989)指出，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與易用性，會受到外在變
數的影響，可能影響使用者不矮物因素有使用者的性別、年齡、使用經驗、

系統特性與環境特性等。外部變數包括使用者外在環境，如電腦的介面、組

織的支援及使用者個人的內在特質如：學習風格及自我效能等(葉佳欣，
2019)，及可能會影響使用者在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的外部因素，變數
包含使用者的特性、組織結構、介面、訓練、信任、主觀規範、操作方法、

風險等，此變數會影響使用者的認知信念。(葉賀勤，2012) 

 

六、信任 

信任可以定義為消費者主觀相信個人資訊在電子交易過程中隱密與安全的

機率。在電子商務成長的過程中，信任扮演重要的角色、且受到來自其他隱

藏變數的影響。Gefen et al.的研究認為，許多人到現在還沒有上網購物經驗
的主 

要原因在於對網路交易缺乏基本的信任，因為這些交易經常需要顧客提供

信用卡資訊以及其他個人資訊。先前的研究也曾建立線上購物意圖是消費

者對於電子商務科技(如網路介面)認知、以及消費者對於電子商務服務提供
者信任的函數。也就是說，行為意圖是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以及信任的

函數。透過減緩使用者對於認知風險與預期行為結 果的不確定性，信任有
助於提高使用意圖。(陳照森。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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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第二章文獻探討及科技接受模型作為基礎，透過問卷調查法

搜集資料，探討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信任、使用態度及使用意願之間

是否具有關聯性，透過統計方式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之因素。本

章研究方法將由研究架構、研究假說、研究工具、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資

料分析所構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為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 LINE PAY 之因素，以科技接受模型
(TAM)作爲本研究架構發展的基礎，瞭解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信任、

使用態度、使用意願之間的關係，探討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是否影響

使用態度，再加入信任，探討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 LINE PAY 使用態度影
響進而對使用意願的影響，以問卷調查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本文將要研

討的研究假說的架構圖，如下圖 4所示。 

 

 

 

 

 

 

 

 

 
 

圖 6 研究架構圖 

 
  

使用意願	使用態度	

信任	

H1 
H2

ㄉ

H3 

H4 

H5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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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1. 消費者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的關係 

使用者無須花費大量心力學習使用 LINE Pay介面，能輕易上手輕鬆操
作，同時提升消費者在使用 LINE Pay時的表現，於 Davis(1993)研究中證實
此論點。如果消費者認為行動支付是容易的，那麼便會認為使用 LINE Pay
付款對自身在生活消費上是有用的。是以提出本研究假設。 

H1：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呈現正向影響 

 

2. 消費者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度的關係 

消費者在使用 LINE Pay時認為操作介面符合人性化容易操作，會對其
有正面之感受，讓消費者感覺到使用此行動支付是有幫助的，因而使用態

度也會是正向且積極的，認知易用性愈高則正向使用態度亦愈高。是以提

出本研究假設。 

H2：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呈現正向影響 

 

3. 消費者知覺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的關係 

在 Davis(1993)的研究中發現，如使用資訊科技可以提升使用者較高的
績效時，使用者便會樂於使用該科技；因此使用者對行動支付的認知有用

性愈高，也會相對提搞對行動支付服務的使用意願(葉佳欣，2019)。是以提
出本研究假設。 

H3：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使用態度 

 

4. 消費者信任與使用態度的關係 

本研究認為在使用行動支付情況下，當使用者越是信任行動支付代表

相信行動支付系統商會保護消費者的安全及隱私，使其不會因為使用行動

支付，而發生個人資訊或是行為模式的外洩(葉佳欣，2019)。是以提出本研
究假設。 

H4：消費者對行動支付信任正向影響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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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費者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的關係 

使用意願即為趨使消費者在未來使用某一創新科技的意願程度 Taylor 
and Todd (1995)，也就是個人在主觀意識下，打算採用某種科技或資訊系統
的可能性，故消費者如果對行動支付服務有強烈的使用意願，便會積極採

用行動支付當作消費付款之工具(趙行義，2018)。是以提出本研究假設。 

H5：消費者對行動支付使用態度正向影響使用意願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發放問卷的方式做為資料搜集工具，問卷設計以科技接受

模型為理論之架構與基礎，來探討受訪者對於使用 LINE Pay行動支付時對
「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信任」，進而影響消費者「使用態度」及

「使用意願」，問卷經過指導教授指導及實施前測後，針對問卷題目符合適

切性研討完成本問卷。回收問卷透過彙整將有效問卷採用 SPSS 進行實證
分析。本問卷結構以 TAM基礎量表及信任量表兩部分進行。 

問卷內容主要分為五個部分，每一部分 4題，總共 20題，從「非常同
意」到「非常不同意」共有五個構面，順序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等級，分別給予 1、2、3、4、5分。根
據相關研究定義變數，問卷編排擬定及填答，分別說明如下。 

 

一、 知覺有用性量表 

「知覺有用性」本研究將歸納於消費者在操作 LINE PAY 時，會提升
生活便利或節省付款的時間。研究量表採用李克特尺度衡量五點計分方式。

消費者對於 LINE PAY 知覺有用性愈高，表示所獲得的分數也越高。題目
詳如表 2所示。 

表 2知覺有用性問項表 

變數因素 問項 

知覺有用性  

1.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付款可以節省我的時間 

2.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 對我是有幫助的 

3.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可以滿足生活中的便利性 

4.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對我而言是有用的 

資料來源：葉佳欣(201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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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覺易用性 

「知覺易用性」本研究將歸納於消費者在操作 LINE PAY 時，操作簡
單容易上手，不需花大量心力學習，研究量表採用李克特尺度衡量五點計

分方式。消費者對於 LINE PAY 知覺易用性愈高，表示所得到的分數也越
高。題目詳如表 3所示。 

表 3 知覺易用性問項表 

變數因素 問項 

知覺易用性 

1. 我認為 LINE Pay 付款功能的是操作簡單的 

2. 我認為學習 LINE Pay 付款功能無需花費大量心力 

3. 我認為 LINE Pay 介面是人性化的 

4.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付款功能對我而言是容易的 

資料來源：葉佳欣(2019)、本研究整理 

 

三、信任 

「信任」本研究將歸納於消費者在操作 LINE PAY 時，當消費者愈是
信任行動支付，代表其相信行動支付系統商會保護消費者的安全及隱私，

表示因信任才會用此行動支付之方式。研究量表採用李克特尺度衡量五點

計分方式。消費者對於 LINE PAY 信任程度愈高，表示所獲得的分數也越
高。題目詳如表 4所示。 

表 4信任問項表 

變數因素 問項 

信任 

1. 我認為 LINE Pay 系統是穩定的 

2.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是安全值得信賴的 

3. 我認為 LINE Pay 系統會信守對個資安全的承諾 

4. 我認為 LINE Pay 是可以安心使用的 

資料來源：葉佳欣(2019)、本研究整理 

 

四、使用態度量表 

引用胡大偉(2018)研究指出使用者在操作某一特定資訊系統時，所產生
正面或負面的主觀感受，當使用者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愈高時，對此

資訊系統的使用態度也就愈趨於正向。研究量表採用李克特尺度衡量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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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消費者對於 LINE PAY 使用態度越正向，表示所獲得的分數也
越高。題目詳如表 5所示。 

 

表 5 使用態度問項表 

變數因素 問項 

使用態度 

1. 我認為 LINE Pay 是值得去學習的 

2.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是非常有價值的 

3.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所抱持的態度是正面的 

4. 整體來說，我認為使用 LINE Pay的評價是好的 

資料來源：葉佳欣(2019)、本研究整理 

 

五、使用意願量表 

引用葉佳欣(2019)研究指出科技接受模式假設資訊系統的行為意圖決
定於使用態度，而行為意圖同時受個人對使用系統的態度與知覺有用性所

影響。研究量表採用李克特尺度衡量五點計分方式。消費者對於 LINE PAY
使用意願越正向，表示所獲得的分數也越高。題目詳如表 6所示。 

 

表 6使用意願問項表 

變數因素 問項 

使用態度 

1. 當我想以現金以外的方式付款時，我會考慮用 LINE Pay
付款 

2. LINE PAY 提供多樣化回饋時，我會考慮使用 LINE Pay
付款 

3. 我會推薦給家人或朋友使用 LINE PAY 

4. 整體來說，我願意使用 LINE PAY作為付款的方式 

資料來源：葉佳欣(201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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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使用過 LINE PAY 行動支付為對象，探討影響消
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因素，透過網路發放不記名問卷，抽樣方式採用隨機

抽樣方式。網路問卷執行於 110年 07月 28日至 08月 27日全面發放，總
共回收 208份，有效樣本統計 203份，無效問卷共 5份，針對受訪者填寫
後回收之問卷，透過 SPSS進行問卷資料分析及針對研究假設之驗證，使用
的分析方法包含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 

 

第五節 資料分析與統計分析 

 

一、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 

對於受訪者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地、

職業、是否使用過行動支付等七個變項，以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從數據

呈現出來的結果，或總結數量來描述這七個變項關係。  

 

二、信度分析： 

信度乃是代表測量結果的可靠性、可信賴與一致性程度。本研究將運

用目前最常用的信度指標 cronbac’sα 值以衡量每個構面之信度。cronbach’s 
α 值達到 0.7 以上的標準，即可認為為高信度值，萃取出的因素才能被接
受。 

 

三、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量表的正確性，意即所使用工具是否正確，能夠真正衡量問

題。本研究運用因子分析程序中的 KMO「取樣適切性數量」及球形檢定結
果，來判斷是否有足夠建構效度。通常問卷各構面或整體的 KMO 值應大
於 0.7以上，球形檢定結果為顯著，則代表問卷具有足夠的建構效度。 

 

四、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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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此分析瞭解兩變項因素之間關聯程度，檢測值 r 值範圍為-1~1 之
間；0~1 之間為正相關；-1~0 之間為負相關。透過此方式可知「易用性」、 
「有用性」、「信任」、「使用態度」及「使用意願」之個變數間是否有顯著關

係。 

 

五、迴歸分析 

主要會透過此分析進一步瞭解兩個或是兩個以上的變數之間是否存在

因果關係，運用此結果建立或驗證變之間因果關係及預測。故透過迴歸分

析瞭解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變數間線性正負向雨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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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討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信任、使用態度、使用意願

是否具有關聯性，進一步達到所制訂之研究目的。透過問卷調查蒐集資料，

彙整相關數據運用 SPS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統計分析，針對問卷資料分別
執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差異分析、相關分析以及迴歸

分析，加以解釋與分析研究結果，如以下各節所述。 

 

第一節 樣本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對行動支付知曉之消費者為對象，選擇親朋好友及其人脈擴

散發放網路問卷調查，其主要針對受訪者在使用行動支付 LINE Pay 時對
於「知覺有用」、「知覺易用」、「信任」進而影響消費者「使用態度」與「使

用意願」之探討，於 111年 07月 28日至 8月 27日進行發放問卷，總共收
集 203 份有效問卷。針對回收之問卷，以 SPSS  28.0.1.1(14) 進行資料之
分析與研究假設之驗證。為了瞭解所有研究者填答的基本資料架構，將樣

本人口特性資料之分佈，分別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區、是

否使用過行動支付、最常使用的行動支付、一週使用行動支付頻率大約、一

週使用行動支付消費的金額以及是否使用過 LINE Pay等人口統計變項，樣
本統計資料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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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樣本敘述統計資料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7 33.0% 

女 136 67.0% 

年齡 

20歲以下 25 12.3% 

21-30歲 139 68.5% 

31-40歲 15 7.4% 

41-50歲 13 6.4% 

51-60歲 9 4.4% 

61歲以上 2 1.0%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0 0.0% 

高中(職) 16 7.9% 

大學 158 77.8% 

碩士(含以上) 29 14.3% 

職業 

學生 125 61.6% 

軍公教職人員 11 5.4% 

工商業 10 4.9% 

服務業 18 8.9% 

金融保險業 19 9.4% 

科技業 3 1.5% 

家管 2 1.0% 

其他 15 7.4% 

居住地區 

北部 170 83.7% 

中部 16 7.9% 

南部 14 6.9% 

東部 1 0.5% 

外島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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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過行動支付 
有 164 80.8% 

沒有 39 19.2% 

最常使用的行動支付 

LINE Pay 121 73.8% 

台灣 pay 7 4.3% 

Apple pay 27 16.5% 

街口支付 7 4.3% 

支付寶 2 1.2% 

一週使用行動支付頻率大約 

1-5次 90 54.9% 

6-10次 52 31.7% 

11-15次 11 6.7% 

16次以上 11 6.7% 

一週使用行動支付消費的金額 

1-500元 76 46.3% 

501-1000元 53 32.3% 

1001-2500元 24 14.6% 

2500元以上 11 3.7% 

是否使用過 LINE Pay 
有 154 93.9% 

沒有 10 6.1% 

 

為瞭解受訪者樣本結構，採用次數分配及百分比次數分配分析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區、是否使用過行動支付、最常使用的行動支

付、一週使用行動支付頻率大約、一週使用行動支付消費的金額以及是否

使用過 LINE Pay等人口統計變項等。資料分析中受訪者之結構性別方面女
性 136人，占 67%，男性計 67人，占 33%，年齡方面，人數最多者在 21-
30歲間，計 139人，占 68.5%，其次為 20歲以下，占 12.3%；31-40歲有
15人，占 7.4%，41-50歲有 13人，占 6.4%，51-60歲有 9人，占 4.4%，
61 歲以上則只有 2 人，占 1%；在教育程度方面人數最多者為大學有 158
人，占 77.8%，其次為碩士(含以上)有 29人，占 14.3%，高中(職)有 16人，
占 7.9%，國中(含以下)則無。在職業中以學生人數最多 125人，占 61.6%，
其次為金融保險業 19人，占 9.4%，服務業 18人，占 8.9%，軍公教職人員
11人，占 5.4%，工商業 10人，占 4.9%，科技業 3人，占 1.5%，家管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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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其他職業有 15人，占 7.4%，在居住地區人數最多為北部 170人，
占 83.7%，中部 16人，7.9%，南部，14人，占 6.9%，東部 1人，占 0.5%，
外島 2人，占 1%，在受訪者中有使用過行動支付者為 164人，占 80.8%，
沒有者有 39人，占 19.3%，在有使用過行動支付的首訪者中最常使用的行
動支付為 LINE Pay有 121人，占 73.8%，其次為 Apple pay27人，占 16.5%，
台灣 pay有 7人，占 4.3%，街口支付有 7人，占 4.3%，支付寶有 2人，占
1.2%，在一週使用行動支付頻率大約次數中最高的是 1-5次 90人，占 54.9%，
其次為 6-10次 52人，占 31.7%，11-15次有 11人，占 6.7%，16次以上有
11人，占 6.7%，在一週使用行動支付消費的金額中 1-500元為人數最多有
76人，占 46.3%，其次為 501-1000元有 53人，占 32.3%，1001-2500元有
24人，占 14.6%，2500元以上有 11人，占 3.7%，在最後是否使用過 LINE 
Pay人數中，使用過的人有 154人，占 93.9%，沒有的人數為 10人，占 6.1% 

 

第二節 信度分析 

 

本研究透過 Cronbach’s α 係數來說明研究構面進行衡量之信度，若
Cronbach’s α係數達到 0.7以上則為擁有良好的信度，代表所獲取調查結果
可信度高，介於 0.35～0.7之間則表示可信度於可接受的範圍之內，而低於
0.35則為拒絕使用，本研究信度分析的結果，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信
任、使用態度以及使用意願之 Cronbach’s α係數分比為 0.887、0.836、0.872、
0.881、0.905。各項變項的 Cronbach’s α係數皆大於 0.7，顯示調查而得之問
卷內部資料一致性高。彙整如下表 8所示。 

 

表 8 信度分析 

變數名稱 Cronbach’s α 

知覺有用性 0.887 

知覺易用性 0.836 

信任 0.872 

使用態度 0.881 

使用意願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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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效度分析 

 

本節將透過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取
樣適切性檢定及巴氏球型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檢定資料的效度分
析及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針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信任、使用態

度和使用意願為研究變項進行因素分析。並藉由主成分因素分析法，簡化

變數項目，萃取出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其中 KMO 取樣適切性檢定值介
於 0與 1之間，數值離 1愈接近代表變數之間共同的因素越多，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由表 9可以看出 KMO取樣適切性皆大於 0.7，而巴氏球型檢定
統計量的 P 值均小於顯著水準 1%，代表該問卷調查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
析。 

 

 

表 9 KMO取樣適切性檢定及巴氏球型檢定 

變數名稱 KMO值 卡方值 P值 

知覺有用性 0.839 347.009 0.000* 

知覺易用性 0.808 244.071 0.000* 

信任 0.812 353.798 0.000* 

使用態度 0.770 349.605 0.000* 

使用意願 0.851 383.694 0.000* 

註：*表示 P<0.001 

 

（1） 知覺有用性： 

知覺有用性共有 6個問題，其中 KMO值為 0.839，巴氏球型檢定達顯
著水準(p=.000)，累積解釋變異量 75.375%，代表量表效度於可接受的範圍，
顯示變項之因素個數選取適當，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10所示。 

表 10 知覺有用性因素分析 

知覺有用性 因素負荷量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付款可以節省我的時間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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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使用 LINE Pay 對我是有幫助的 0.866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可以滿足生活中的便利性 0.881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對我而言是有用的 0.899 

累積解釋變異量 75.375% 

 

（2） 知覺易用性 

知覺易用性共有 4 項問題，其 KMO 值為 0.80，巴氏球型檢定達顯著
水準(p=.000)，累積解釋變異量 68.011%，代表量表效度於可接受的範圍，
顯示變項之因素個數選取適當，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11所示。 

表 11 知覺易用性因素分析 

 

（3） 信任 

信任共有 4 項問題，其 KMO 值為 0.812，巴氏球型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0)，累積解釋變異量 73.202%，代表量表效度於可接受的範圍，顯示
變項之因素個數選取適當，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12所示。 

表 12 信任因素分析 

知覺易用性 因素負荷量 

我認為 LINE Pay 付款功能的是操作簡單的 0.851 

我認為學習 LINE Pay 付款功能無需花費大量心力 0.765 

我認為 LINE Pay 介面是人性化的 0.821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付款功能對我而言是容易的 0.858 

累積解釋變異量 68.011% 

信任 因素負荷量 

我認為 LINE Pay 系統是穩定的 0.713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是安全值得信賴的 0.904 

我認為 LINE Pay 系統會信守對個資安全的承諾 0.878 

我認為 LINE Pay 是可以安心使用的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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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態度 

使用態度共有 4 項問題，其 KMO 值為 0.77，巴氏球型檢定達顯著水
準(p=.000)，累積解釋變異量 73.897%，代表量表效度於可接受的範圍，顯
示變項之因素個數選取適當，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13所示。 

表 13使用態度因素分析 

 

（5） 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共有 4項問題，其 KMO值為 0.851，巴氏球型檢定達顯著水
準(p=.000)，累積解釋變異量 77.935%，代表量表效度於可接受的範圍，顯
示變項之因素個數選取適當，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14所示。 

表 14 使用意願因素分析 

  

累積解釋變異量 73.202% 

使用態度 因素負荷量 

我認為 LINE Pay 是值得去學習的 0.838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是非常有價值的 0.864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所抱持的態度是正面的 0.896 

整體來說，我認為使用 LINE Pay的評價是好的 0.840 

累積解釋變異量 73.897% 

使用意願 因素負荷量 

當我想以現金以外的方式付款時，我會考慮用 LINE Pay付款 0.84 

LINE PAY提供多樣化回饋時，我會考慮使用 LINE Pay付款 0.877 

我會推薦給家人或朋友使用 LINE PAY 0.882 

整體來說，我願意使用 LINE PAY作為付款的方式 0.878 

累積解釋變異量 7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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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分析 

 

主要針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信任、使用態度、使用意願之間是

否有顯著相互。根據上述五個變因素進行相關分析方法，先檢視是否呈現

顯著，再探討出各項之間相互關係程度。依表 15所示，五個變因素值顯著
水準皆大於 0.01，可得知各個構面之間互相都為顯著正相關。 

 

表 15 個研究變相相關分析 

構面 
知覺有用

性 
知覺易用

性 
信任 使用態度 

使欲行為

傾向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0.977**     

信任 0.958** 0.956**    

使用態度 0.975** 0.975** 0.972**   

使欲行為傾向 0.978** 0.974** 0.960** 0.978**  

註：**.在顯著水準為 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第五節 迴歸分析 
 

（1） 消費者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影響效果之分析： 

將知覺易用性設定為自變項，知覺有用性設定為應變項進行分析，藉

此探究消費者對於使用 LINE Pay時，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之影響程
度，如表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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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之回歸分析結果 

應變項 

自變項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0.977*** 

R2 0.955 

F 4319.133 

註：***為 p值<0.001 

 

根據表 16分析結果可以得知，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呈現正面且顯著
之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H1：「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
對知覺有用性呈現正向影響」，獲得資料分析結果的支持。 

 

（2） 消費者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影響效果之分析： 

將知覺易用性設定為自變項，使用態度設定為應變項進行分析，藉此

探究消費者對於使用 LINE Pay時，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之影響程度，
如表 17所示。 

表 17 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之回歸分析結果 

應變項 

自變項 
使用態度 

知覺易用性 0.975*** 

R2 0.951 

F 3931.872 

註：***為 p值<0.001 

 

根據表 17分析結果可以得知， 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呈現正面且顯著之
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H2：「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對
使用態度呈現正向影響」，獲得資料分析結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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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者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影響效果之分析： 

將知覺有用性設定為自變項，使用態度設定為應變項進行分析，藉此

探究消費者對於使用 LINE Pay時，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之影響程度，
如表 18所示。 

表 18 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之回歸分析結果 

應變項 

自變項 
使用態度 

知覺有用性 0.975*** 

R2 0.951 

F 3933.782 

註：***為 p值<0.001 

 

根據表 18分析結果可以得知， 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呈現正面且顯著之
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H3：「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知覺有用性正向影
響使用態度」，獲得資料分析結果的支持。 

註：***為 p值<0.001 

 

 

（4） 消費者信任對使用態度影響效果之分析： 

將信任設定為自變項，使用態度設定為應變項進行分析，藉此探究消

費者對於使用 LINE Pay時，信任對使用態度之影響程度，如表 19所示。 

表 19信任對使用態度之回歸分析結果 

應變項 

自變項 
使用態度 

信任 0.972*** 

R2 0.944 

F 3437.317 

註：***為 p值<0.001 

 

根據表 19分析結果可以得知， 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呈現正面且顯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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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H4：「消費者對行動支付信任正向影響使用
意願」，獲得資料分析結果的支持。 

 

（5） 消費者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影響效果之分析： 

將使用態度設定為自變項，使用意願設定為應變項進行分析，藉此探

究消費者對於使用 LINE Pay時，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之影響程度，如表
20所示。 

表 20 使用態度對使用意願之回歸分析結果 

 

應變項 

自變項 
使用意願 

使用態度 0.978*** 

R2 0.957 

F 4537.027 

註：***為 p值<0.001 

 

根據表 20分析結果可以得知， 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態度呈現正面且顯著之
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H5：「消費者對行動支付使用態度正向影響
使用意願」，獲得資料分析結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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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 LINE Pay為例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之因素，採用網
路發放無記名問卷，問卷發放樣本總計 208份，無效 5份，有效樣本共 203
份，有效回收率 97.60%，藉由 SPSS 統計軟體分析並驗證探討之研究假設
是否成立，根據第四章信度分析結果，Cronbach’s α系數皆大於 0.7，表示
本研究問卷為高可信度，主要調查使用過行動支付並操作過 LINE Pay的用
戶，但因只透過網路發放，所收集數據並不夠全面，在研究方法以及範圍上

有所受限，不過在整個過程中力求客觀和謹慎。 

本研究透過彙整相關文獻及憑藉信度分析、效度分析、新冠分析，為論

證所提出研究之假設是否成立，下表為各項假設驗證結果，所示： 

表 21 假設驗證結果彙整 

假設

編號 
研究假設 檢定結果 

H1 
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

用性呈現正向影響 
支持 

H2 
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

用性呈現正向影響 
支持 

H3 
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使用

態度 
支持 

H4 消費者對行動支付信任正向影響使用意願 支持 

H5 
消費者對行動支付使用態度正向影響使用意

願 
支持 

 

本研究經研究分析後發現，「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信任」、

「使用態度」及「使用意願」均是呈正向影響，其中以使用意願影響程度最

為顯著，顯示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在生活上是帶來許多優勢及好處，讓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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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消費者除了使用傳統方式付款外也願意嘗試使用 LINE Pay，另外 LINE 
Pay 所提供的回饋以及 LINE Pay App提供的功能也足以吸引消費者願意使
用行動支付。 

「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

響，當消費者在使用行動支付付款時能節省許多時間，也為消費者的生活

帶來許多便利，省去傳統付款方式中的找零困擾，因此提升對行動支付的

使用意願，並符合 Davis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理論。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研究分析受訪者基本資料，使用過行動支付並最常使用的

行動支付為 LINE Pay，大多數消費者一週內使用 LINE Pay 消費的金額落
在 500元以內，代表大多數的消費者都將 LINE Pay使用於用餐、日常開銷、
小額付費等。研究者本身為學生，透過網路發放問卷大多為同儕及其親友

為主，年齡層落在 21-30歲，教育程度為大學及居住在北部人數居多。近年
來隨著新冠肺炎的盛行，政府也越來越提倡「無接觸支付方式」，希望減少

染疫的風險的同時，也能翻轉民眾對於行動支付的認知，不過根據問卷調

查可發現，年紀稍長的消費者來說對於這種新興的支付方式較不熟悉，而

大幅降低他們使用行動支付的意願。 

 

一、普遍的消費者都有使用過行動支付以及 LINE Pay，不過根據調查目前
大多為有使用過行動支付而不是常常使用行動支付，一週使用次數 10次內
且一週消費金額在 1000元以內居多，可發現大家都使用在小額支付，建議
可與更多店家做合作，推出更多回饋方案提升消費者使用意願，以及更容

易使用的介面，讓高齡者也能輕鬆操作使用行動支付付款。 

 

二、系統穩定性以及交易的安全方面，透過問卷調查分析後，瞭解到消費者

相當重視這一項因素，當系統能信守對個資安全的承諾越高，能讓消費者

更安心的使用行動支付，行動支付的資訊安全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建

議軟體廠商在開發更多功能時，能夠維持系統的穩定並強化資訊安全，防

止消費者的個人資訊被盜用，可以在登入時透過雙重認證確保是本人使用，

提醒用戶過一段時間可以更改密碼增加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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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首先感謝您博空填答此份問卷，我們是致理科技

大學 國際貿易系 大四的學生，這是一份學術性研究的問卷，問卷主要目

的是探討消費者使用 LINE Pay 可能產生的感受來做研究，希望您以自身

想法與經驗填寫問卷，此問卷採用不具名方式作答，為保障您的個人資料，

您所填寫的所有內容，僅提供本次研究分析所用，請您安心作答。 

 

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

順利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 □2女 

2 年齡 
□120 歲 (含 )以下□221~30 歲□331~40 歲

□441~50歲□551~60歲 □661歲(含)以上 

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2高中(職)□3專科□4大學□5

碩士(含)以上 

4 請問您的職業 
□1學生□2軍公教職人員□3工商業□4服務業

□5金融保險業□6科技業□7家管□8其他 

5 請問您居住地區 □1北部□2中部□3南部□4東部□5外島 

6 
請問您是否使用過行

動支付 
□1有(繼續填寫)□2沒有(結束問卷) 

 

第二部分 行動支付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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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您最常使用使用的行動支付？ 

□1LINE PAY □2APPLE 

PAY□3 台灣 PAY□4 街口支

付□5支付寶 

2 
請問您一週使用行動支付頻率大約

為？ 

□1 1-5次□2 6-10次□3 11-15次  

□4 16次以上 

3 
請問您一週使用行動支付消費的金

額？ 

□1 1-500元 □2 501-1000元 

□3 1001-2500 元□42500 元以

上 

4 請問您是否使用過 LINE Pay？ □1有 □2沒有(結束) 

 

第三部份 探討消費者使用 LINE Pay影響因素 

請您依據實際認感受，在『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

同意 』的數字勾選，再逐題填答，謝謝！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知覺有用性 

1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付款可以節省我的時      

2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 對我是有幫助的      

3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可以滿足生活中的便利      

4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對我而言是有用的      

知覺易用性 

1 我認為 LINE Pay 付款功能的是操作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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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認為學習 LINE Pay 付款功能無需花費大量心力      

3 我認為 LINE Pay 介面是人性化的      

4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付款功能對我而言是容易的      

信任 

1 我認為 LINE Pay 系統是穩定的      

2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是安全值得信賴的      

3 我認為 LINE Pay 系統會信守對個資安全的承諾      

4 我認為 LINE Pay 是可以安心使用的      

使用態度 

1 我認為 LINE Pay 是值得去學習的      

2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是非常有價值的      

3 我認為使用 LINE Pay所抱持的態度是正面的      

4 整體來說，我認為使用 LINE Pay的評價是好的      

使用意願 

1 
當我想以現金以外的方式付款時，我會考慮用 LINE 

Pay付款 
     

2 
LINE PAY提供多樣化回饋時，我會考慮使用 LINE 

Pay付款 
     

3 我會推薦給家人或朋友使用 LINE Pay      

4 整體來說，我願意使用 LINE Pay作為付款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