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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路使用者特性及網路閱讀者需求是圖書資訊學發展數位圖書館，推廣資訊素養

與數位學習，研究資訊行為等領域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本文探討網路上資訊使用者行

為相關研究與調查，包括一般網路使用者特性、使用者搜尋與使用行為、情境研究、

網站需求評估等課題，並比較網路使用者研究與過去資訊使用者研究之差異，以提出

網路使用者資訊行為研究趨勢之觀察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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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et user studies and analyzed the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Internet surveys, user studies of digital libraries, search behavior on search 
engines, usability studies of websites, etc.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trends of user studi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uggests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Web (WWW), Information Seeking, User Studies, Needs and Use,  

Research Trends 
 

 

壹、 前言 

網路使用者特性及網路閱讀者需求是圖書資訊學發展數位圖書館，推廣資訊素養

與數位學習，研究資訊行為等領域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本文探討網路上的資訊使用者

行為相關研究與調查，為方便討論，根據文獻分為以下主題：一般網路使用者特性、

使用者搜尋行為相關子題（網路上檢索詞彙研究、網路上搜尋策略研究、網路上搜尋

歷程研究）、情境研究、網站需求評估、與網站使用評估。 
從社會學的角度，網路使用者研究亦包括網路成癮、資訊犯罪或資訊倫理、匿名

與自我認同、媒體使用現象等議題，另外也有從電子商務及心理學的角度之相關研

究，但限於篇幅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貳、 網路使用者之一般特性 

網路使用者研究可以 1995 年為分界點，即全球資訊網（WWW）普及之前與之

後為分野。根據資策會的調查顯示，台灣歷年來上網人口在 1996 年底前成長較緩，

每個月的成長量只有幾萬人，自 1997 年首度突破百萬人數後，平均逐年以百萬以上

人口數增加，1998 年底破三百萬，1999 年底近五百萬，至 2000 年底破六百萬，半年

後（2001 年七月）破七百萬，而今年（2002）六月則已破八百萬人口，足見網路已逐

漸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份。（FIND, 2002） 
根據施依萍（民 86）在全球資訊網路的首頁以問卷調查 8000 位台灣網路使用行

為之研究，對使用者特性的一般性調查顯示，人口特徵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

業性質、收入等變數上已有逐漸擴散的趨勢。使用者性別不再是單一性別主宰，女性

使用者漸增，使用者年齡層與教育程度亦漸呈現多元化面貌而非集中於年輕的大學

 36



圖書資訊學刊 
    
生，使用者的社經地位也擴及各行各業而非集中於資訊業者。 

在資訊需求與使用方面，功能性的需求與使用最強，主要為多媒體及訊息功能的

需求與使用。就資訊種類而言，使用最多的前三名為課業學術資訊、休閒流行資訊、

工作及商業資訊。資訊評估方面則可區分為休閒性評估與工具性評估兩種取向。 
就使用目的與動機而言，「查詢與溝通」是一般使用網路的兩大目的；使用 WWW

進行查詢，透過電子郵件與電子佈告欄進行溝通。在使用動機上則可分為工作性或非

工作性兩大類，又細分六種動機因素：工具性使用、消遣娛樂、匿名角色扮演、社會

性使用、自我肯定、環境監督。其中，調查結果第一名為工具性動機，如搜尋、傳送、

下載課業或其他資訊，其次為環境監督，例如要立即知道最新訊息，第三名為社會性

動機，即替代傳統書信及電話聯絡方式。（蔡珮，民 84；蕭銘鈞，民 87；郭欣怡、林

乙正，民 87；吳統雄、饒培倫，民 88） 
國內針對大學生網絡上使用行為之調查發現 (蕭銘鈞，民 87；蔡珮，民 84)，使

用最多的是 BBS，大學生在上面閱讀、轉寄、發表、並進行一對一談話，其次為 WWW
及網路連線遊戲。吳統雄、饒培倫(民 88)之調查發現，個人網路使用行為有三大方向，

一為媒體與公共論壇，以「休閒娛樂」消息最多，二為終身學習，三為購物消費。同

年蕃薯藤（民 88）之調查顯示，網路使用者使用行為前三名則為搜尋引擎 (30%) ，
收發電子郵件及下載軟體 (各 11%)，以及瀏覽生活休閒資訊 (10.6%)。值得一提的是，

早期此類網路調查並非都是隨機取樣，而是以志願填答者為樣本，因此代表性或有其

限制。 
然而，從以上網路使用者一般特性之研究調查，資訊服務業者可以瞭解到 BBS

是對大學生行銷溝通管道的第一選擇。就目前一般觀察而言，大學生經常造訪班版或

所屬社團版面，也經常轉寄電子郵件（李惠晴，民 90），而教師使用者則以收發電子

郵件為主。另一方面，前述研究共同指出工具性的使用搜尋引擎仍是網路使用者的最

愛，而瀏覽則以休閒娛樂性的資訊為主。寓教於樂的終身學習，包括以網路連線遊戲

形式提供，是否將是未來年輕網友的需求，值得持續觀察。 
國外部分，Howard, Rainie & Jones(2001)發表一項網際網路使用研究的全國性調

查報告。該研究是針對美國成年者的網路使用行為，以隨機取樣方式透過電話進行大

規模的問卷調查。根據 2000 年 3 月到 8 月間電話訪問 12,638 個居家受訪者之結果，

網路使用者可依「上網的網齡」及「居家使用網路的頻率」分為四大類型：（一）網

民（Netizens）指使用網路超過三年，自稱每天都會在家上網者。對這類型的人而言，

網際網路是工作與家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對在線上交易花錢購物也感到較為自

在，使用網路協助管理個人理財事務，使用電子郵件強化社會關係，在一般的日子裡，

屬於最主動參與網站活動的一群。在美國截至 2000 年 10 月止九千四百萬網路使用者

中，這類型佔 16%，是美國成人人口總數的 8%。（二）功利取向者（Utilitarians），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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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年前就上網或已使用網路兩三年者，也每天都會從家中上網者。與網民比較而

言，網路使用的強度低一些，從事線上財務理財的可能性較低，取用網站內容的主動

性也較低。但同時，他們會在生活中的許多任務上利用網際網路，相當功能取向。此

類型的網友佔美國網路使用者 28%，美國成人人口總數的 14%。（三）實驗者

（Experimenters）已使用網路兩三年或一年前開始上網者，自稱每天都會在家上網者。

相對而言，他們超越只對有趣的活動感興趣的新手，對使用網路上資訊檢索功用較感

興趣，佔有比例較功利取向者稍低，分別為 26%與 13%。（四）新進者（Newcomers），
指剛上網或上網不到一年者，佔網友的 30%或成人人口總數的 15%。這群使用者還正

在學習如何充分利用網際網路這個工具，但即便是新手，喜歡網際網路許多有趣的面

向也與整體網路使用者的平均水準雷同。這些面向包括玩遊戲、為好玩而隨意瀏覽、

加入聊天室、獲取有關各種嗜好的資訊、聆聽並下載音樂。再者，新進者比其他的群

組更有可能只能從工作地點或在家的其中一個地點來連線。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調查的研究者主張，較之以網站為基礎的志願性調查，網際

網路使用研究以隨機取樣的電話訪談更能廣泛觸及使用網路不是〸分便利的居民。同

時，該研究亦指出，經過測試結果「接觸網路時間長短」及「居家上網頻率」兩個變

數比一般的人口統計變數（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更有預測力。國內雖未有類

似規模的調查，但是網路使用者依此而分的四類型亦可供國內研究者與業者參考。 
該調查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的界線開始模糊；亦即，人們會

在家中上網從事工作相關的活動，也在工作場所中使用網路從事非工作相關的活動。

在 2000 年調查中，只能從工作場所上網的網友至少〸分之一在「典型的一天」中會

使用網路做些非工作相關的活動，而前項只能從工作場所上網的網友中，有三分之二

的人承認曾經上網作些無關工作的其他活動。 
整體而言，無論是工作或非工作相關，根據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2001 年網

際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指出，最受歡迎的前五名網路活動為：使用電子郵件及簡訊

(88%)、網站瀏覽(76%)、線上購物(49%)、尋找休閒娛樂資訊(48%)、以及閱讀新聞

(47%)。該報告是以電話號碼隨機抽樣調查分佈在五〸州的兩千零六名電話受訪者所

產出的。（UCLA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olicy, 2001） 
 

參、 網路使用者資訊行為之研究 

網路上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一直是圖書資訊學中網路使用研究的研究重點。就

文獻上顯示，研究主題主要涵蓋檢索詞彙研究、檢索策略研究、人機互動或網站使用

性研究、網路搜尋歷程分析、使用情境研究等五大類型。 
 Hsieh-Yee (2001) 有系統地回顧 1995 至 2000 年間以英文發表之網路搜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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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earch behavior)研究文獻指出，就整體現象而言，此一主題的研究對象包括兒童

與成人，而兒童網路行為研究主要在描述兒童與網路的互動，成人搜尋者的研究則專

注在描述其網路搜尋行為模式(search patterns)。許多以成人為對象的研究著重在探討

某些特定因素對搜尋行為的影響結果，其中這些被探討的因素包括資訊組織與表徵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搜尋任務的類別(type of search tasks)、網路

經驗(Web experience)、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與情意狀態(affective states)。以下

就研究對象、方法與議題分述幾個重點。 
 針對兒童網路行為的研究，研究重點包括檢索問題的形成、檢索策略、成功、失

敗、錯誤、困難、喜歡與不喜歡等等的搜尋行為面向，而研究結果多屬描述性質。文

獻中研究對象從小學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grade 1-9）不等，數量從少至 4 位到多至

53 位，資料蒐集方法包括訪談、觀察、實驗及網站記錄分析或其組合，研究進行的場

域有的在自然的環境中，以真實的指定作業或孩童自己的問題進行檢視兒童的網路行

為，有的則設計不同的檢索任務或查詢主題(search tasks or topics) 然後觀察孩童如何

解決這些設定的問題。 
Hsieh-Yee(2001)指出有些小樣本的研究無法將結果應用在所有的孩童身上，但也

承認通則化(generalization)並非這類研究者的主要關切點。再者，網路人口不斷的成長

與改變，使得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難以產生。這個事實也使許多針對成人網路行為的研

究仍然欠缺外在效度。由於上述研究設計或樣本差異的原因，許多對兒童網路行為的

研究結果難以比較，但總體研究結果仍浮現出兒童網路行為的一般性結論，包括：兒

童可以與網際網路互動，但不是有系統的查詢，孩童偏好瀏覽，遭遇的困難主要在輸

入檢索詞彙、形成檢索問題陳述、及判斷網頁的品質三方面上。儘管如此，研究中的

兒童們表示對自己在網路搜尋上的表現懷抱信心。 
多數以成人為對象的研究聚焦於誰在網路上搜尋，搜尋什麼，如何搜尋，以及這

些人對網路搜尋工具的感知(perception)為何。在檢索詞彙研究方面，Jansen, Spink & 
Saracevic (2000)分析搜尋引擎 Excite 電腦檢索記錄，將近兩萬位（18,113）使用者，

下了五萬一千個查詢問句 （51,473 字串），包括了〸一萬多個檢索詞彙（113,776），
其中有 21,862 個不重複的檢索詞彙，進行檢索區次（sections）,檢索字串（queries）,
及檢索詞彙（terms）三種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每一次的檢索中，平均用到 2.8 個檢

索字串，多數查詢者會修改原始字串並察看檢索結果。每次檢索結果查詢者平均查看

2.35 個網頁，檢索字串簡短，平均 2.21 個詞彙，其中 1 個詞彙者佔 31%、1-2 個佔 62%、
1-3 個佔 80%，只有不到 3% 含有 6 個詞彙以上。查詢者很少用片語，也不常用布林

邏輯運算元，只有 6%使用者用，只有 8%的字串含有運算元，且以 AND 用最多。研

究也發現，少數詞彙有高度的使用，如 63 個主題詞彙（10%總詞彙數） 使用超過 100
次(99.96%檢索總次數)。許多主題與「性」（sex）的概念有關，佔 11/63 個主題詞彙，

 39



網路使用者特性與資訊行為研究趨勢之探討 

佔 25%檢索總次數。另一針對搜尋引擎使用滿意度調查之研究也支持單詞查詢的普遍

性，但指出英文字串檢索仍受歡迎，而自然語言查詢有增加的趨勢，研究者推測後者

乃因為有知名的 AskJeeves 搜尋引擎服務有關。（NPD New Media Services, 2000） 
就國內網路檢索詞彙研究來看，卜小蝶（民 89a）以中文網路使用者為研究對象，

分析夢想家及蓋世兩個搜尋引擎之檢索記錄檔，希望研究結果能改善查詢機制及自動

分類索引。卜小蝶（民 89a）分析 Dreamer 在 1998 年間三個月內兩百一〸八萬次檢索，

二〸二萬八千多筆檢索詞彙，以及 GAIS 在 1999 年間兩星期四〸七萬次〸一多萬筆詞

彙。研究結果發現：（一）使用者傾向年輕化，以一般流行主題為主（如查詢課程、

考古題），並呈現多樣化的需求。（二）檢索詞很短 (平均每個檢索詞彙為 3.17 個中文

字)，其中以中文為主（78%），西文則多為單詞、專指度高（如 MP3）。檢索詞多為

基本語詞，僅少數熱門詞彙佔有多數使用頻率，與美國 Jansen, Spink & Saracevic（2000）
研究發現相同。（三）檢索主題中，最多為電腦及網路、情與色，國外研究發現亦同

（Jansen, Spink & Saracevic, 2000）。檢索主題中最少者為學術資訊，此與蕃薯藤使用

者自行報告的問卷調查結果有所差異。 因此，本研究結論為中文世界使用者多為年

輕、但言行有別，實則學術資訊需求低，而使用之檢索詞彙顯示 80/20 原則。 
Feldman（1998）進行另一個有關搜尋引擎的研究，主要在比較專業檢索者使用

傳統線上資料庫系統（如 Dialog 及 Dow Jones）及網路上搜尋引擎代替終端讀者查詢

的表現差異，檢索結果之表現由委託該中介者查尋的讀者評估。該研究發現，對同一

個主題查詢，專業檢索者在線上資料庫系統上花較少的時間，但可以找到較為相關的

資訊，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從讀者評估顯示有些難得的、有價值的資訊只存在網路上，

換言之，是使用搜尋引擎才能查找出來。(Hsieh-Yee, 2001)  
另一方面針對網路上搜尋策略之研究而言，已知網站對使用者而言是重要，所需

且喜愛之網站會設為「書籤」（Bookmark），且會固定到一個網站進行瀏覽或查詢

（Catledge & Pitkow, 1995；Choo et al., 2000）。檢查網站的母機構，也為一典型的網

路檢索策略(Hsieh-Yee, 1998)。一旦建立網站書籤，常利用此網站查詢其他相關資訊

（Fidel &Hsieh-Yee, 1999），利用已知與相似的網站進行回溯連結（tracking links）也

是一種主要的網路檢索策略（Wang, Hawk, & Tenopir, 2000）。 
綜合以上結果指出：（一）網路使用者為瀏覽者而非檢索者(Catledge & Pitkow, 

1995)；（二）使用者最常使用搜尋引擎且會習慣或偏好使用某一搜尋引擎(Hsieh-Yee, 
1998)；（三）使用者偏好使用簡單的檢索問題陳述，及無計畫性的檢索(Hsieh-Yee, 1998; 
Fidel & Hsieh-Yee, 1999)；（四）使用者的檢索決策取決於檢索問題（White & Iivonen, 
1999）。換言之，使用者會依不同性質的檢索問題，如專指性高或廣泛性主題，使用

不同的檢索詞彙策略。 
就影響搜尋結果的變數而言，數個研究均指出網路使用經驗（Web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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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重要變數，研究結果發現：（一）網路經驗與成功達成搜尋目的(search success)有
顯著相關。（二）有經驗的專家與新手相比較，在搜尋結果上差異不大，但專家在排

列搜尋任務的優先次序上展現較佳的能力。（三）搜尋經驗豐富的專家傾向以其偏好

的搜尋引擎開始，選擇特定文獻來參閱的可能性也比新手高。（四）當無法找到相關

資料時，專家查詢者也會使用較複雜的搜尋方法，包括改變檢索問題陳述、轉換到其

他的搜尋引擎查詢、重新檢視檢索歷史紀錄及先前的檢索結果。（五）當尋找特定事

實性資訊時，有經驗的檢索者會使用特定的主題詞，採用多種檢索策略，而新手則使

用較不精確的廣義詞，而且是從網路搜尋結果中找出用詞，逐步縮小查詢結果。除了

網路經驗外，研究調查其他影響搜尋結果的變數還包括搜尋任務（如查找事實性資訊

所花的搜尋時間長短）與認知風格(field dependency)，研究結果發現此二者有顯著關

係，而搜尋時間也與拜訪的網站類型有關。情意狀態則發現與網路搜尋結果及搜尋者

對結果的感受均有相關。（Hsieh-Yee, 2001） 
網站人機互動研究，往往具有網站使用性評估之目的。林珊如、洪曉珊(民 88) 

從使用者的角度，以國內知名的中文網路書店為個案研究對象，希望透過瞭解使用者

行為分析以改善網站系統介面。不同於上述記錄檔詞彙分析的研究方法，林珊如、洪

曉珊(民 88)研究中，一方面以電子郵件及網站問卷作網路書店使用之一般性調查，另

一方面徵求 20 位使用者，進行網站試用之實驗觀察與個別訪談。 
該研究結果發現，就網路書店使用者動機而言，一為休閒娛樂，二為尋找購買特

定書籍。就搜尋行為而言，使用者會模擬傳統書店情境，依循在實體書店的認知來使

用該網站，此一行為特性與數個比較紙本出版品與其電子版之使用行為的研究結果是

一致的，即電子環境的使用者，初期會以實體世界的使用經驗為引導，而忽略電子環

境或新媒體的特性所帶來的新功能（參見 Egan et al., 1989; Marchionini & Liebscher, 
1991; Zerbino, 1990）。另一方面，林珊如、洪曉珊(民 88)研究亦指出，使用者點選選

項與預期心理的落差造成負面經驗，並影響後續使用行為。例如，常見選項「生活資

訊」，實際包括哪些主題的資訊？又如「非常男女」，指的是交友仲介？或同志社群？

網友對標新立異的選項之解讀常與設計者的認知有相當的出入。此一研究結果也與數

個網站使用性研究的結果一致(趙貞怡、蘇信方，民 91；金承慧、許明潔，民 91)，共

同指出，網站設計者在命名選項時或為標新立異或不瞭解網站使用者的語言文化，常

犯語意模糊或自以為是的錯誤。因此，研究者建議分類網站資訊應使用淺顯易懂、平

實無誇的文字來命名類目。 
Choo, Detlor & Turnbull (2000)對網路上的搜尋歷程進行研究，是網路搜尋行為研

究中少數的歷程性研究。就動機與行為模式分析：知識工作者、日常工作生活中、利

用網路尋找組織外部資訊之行為研究。研究對象為 7 家公司，34 位員工，包括銀行、

顧問公司等大型公司之資訊技術專家、管理者及研發/行銷/顧問人員。透過問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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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事件訪談、及個人電腦兩星期的網路使用記錄，研究結果發現了 61 個網路搜尋事

件(events)。此研究以 Weick & Daft (1983)提出之企業環境掃瞄模式為縱軸，包括以下

四種行為模式：（一）非目標性覽讀(undirected viewing)：指無特定需求，大範圍地掃

瞄多種資源，以提早察覺環境變化。（二）條件性覽讀(conditioned viewing)：針對一

主題或資訊類型進行檢視。（三）非正式查詢(informal search)：指針對特定議題，進

行非結構化但深度的瞭解，為能整合特定議題的相關資訊。（四）正式查詢(formal 
search)：是針對一特定議題，有計畫地蒐集重要資訊，包括進行正式檢索。再以

Ellis(1989)資訊搜尋行為模式為橫軸，包括啟動、連結、瀏覽、區別、監控、粹取六

種搜尋模式，以此組合出二〸四種可能來分析網路搜尋活動，有系統地檢視資訊需求

（動機）、搜尋策略與搜尋方法的關係。Choo 的研究團隊也展示在同一研究中運用多

元方法蒐集資料的價值。 
Light (2001)欲瞭解情境因素如何影響網路使用者資訊行為，採用評估法（試用、

大聲思考法、結構性訪談），電子郵件問卷法及訪談法等方法，探討一系列的研究問

題。第一個研究之研究對象包括 14 個有經驗的網路使用者，讓他們評估三個提供選

舉訊息網站（分別為出版商、報紙、電台），以瞭解情境變數「網站建置者的認知」

是否及如何影響評估結果。第二個研究為瞭解使用者是否要個人化網頁，是否會想加

入網站討論群等問題，針對 112 個不同學科的大學生，使用三個不同主題的網站（分

別為求學、求職、及新聞網站）之經驗進行問卷調查，以探討「網站內容」的影響。

第三個研究則訪談 20 位有經驗的網路使用者，最近一次在網站上（不含搜尋引擎）

輸入文字的經驗（如上網登記註冊、留言等），以瞭解對網站的態度是否影響使用者

所從事的資訊行為。 
Light(2001)的三個研究結果的主要發現指出：第一，網路使用者對網站建置者的

認知影響使用行為，例如：使用者沒想到要在電台網站上點選投票之互動功能，因為

電台一向被視為單向傳播媒體。第二，網友對原機構的預期，影響選用次序，例如：

研究中的網路使用者會優先使用報社建置的選舉網站，因認為報社提供的訊息會比較

客觀。第三，網站使用者會在輸入資料時產生對網站建置者的注意，也開始關心自我

的表達方式及身份暴露的問題。 
Light (2001)研究結語中指出，資訊組織結構經由影響使用者的預期，影響其尋找

資訊的欲望及能力，因此決定了後續的資訊行為。換言之，資訊不是一種定型的產品，

資訊的意義從提供者是誰，為什麼要提供這些資訊來定義。此一研究啟示資訊提供

者，網友對網站建置者身份的認同，影響使用者資訊使用行為。 
網路使用者需求與網站使用性評估，往往是一個網站是否能滿足及成功吸引網友

的依據。使用者需求因網站性質不同而不同，但需求評估的方法與概念卻是一致的。

一般較為嚴謹的需求評估可分系統設計前、設計中、與設計後三階段來進行，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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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週期相呼應。 

以電子圖書館或數位博物館網站為例。林珊如（民 88a；民 88b）在台灣史料使

用者資訊需求與搜尋行為研究中，以台灣平埔研究人員為對象，從其實際工作的資訊

世界切入，進行台灣本土數位圖書館建置前，潛在使用者之資訊需求與使用調查。該

研究結果發掘平埔研究人員資訊行為與接觸文獻之特徵，並據以提出支援台灣研究之

數位圖書館相關需求之建議。在系統設計階段，Chang & Huang (1999)及林珊如（民

91）以淡水河溯源為例，分別以電腦記錄分析、線上問卷調查與觀察訪談進行使用者

調查與評估，研究結果正如在商業或主題性網站互動使用性研究指出（如：許明潔、

金承慧，民 91；趙貞怡、蘇信方，民 91），可以瞭解使用者在人機互動時的看法與需

求，並發現網站互動使用性問題，對網站設計者提出具體建議。在系統設計完成正式

運作後，除一般商業網站經由票選最佳網站之競賽來瞭解使用者的偏好程度外，國內

在數位圖書館與博物館計畫中，較欠缺總結性的使用者評估，對推廣數位化教育學習

的社會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的評估研究。 
 

肆、結論與研究趨勢 

根據以上針對網路使用者的研究文獻探討，網路使用者研究的部分成果支持在網

際網路應用前的資訊檢索系統之研究結果，例如，檢索系統上資訊搜尋行為研究發現

（如 Egan et al., 1989; Marchionini & Liebscher, 1991; Zerbino, 1990）： 
（一）人們先前使用傳統媒體的經驗會帶入並影響新的電子媒體之使用模式。 
（二）超連結的數位環境中，鼓勵「瀏覽」。 
（三）在紙本介面上較不易有「錯誤的認知」（即，在所瀏覽的期刊內宣稱看到了實

際上並不存在的主題）。 
（四）在階層式選單的報紙系統上，非工具性、非任務導向的閱讀不易。 

 
然而，科技的進步仍逐漸改變人類的資訊行為，對網路使用者資訊搜尋相關行為

的整體理解，與歷來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文獻相比較，吾人可以發現，隨著網際網路

的應用，資訊使用者研究的趨勢將有以下之轉變： 
（一） 資訊需求由工具性（解決問題）的目的，轉向同時強調非工具性（休閒娛樂）

的目的。換言之，資訊需求的研究不再僅以「目標導向」或「解決問題」模式

為主要思考架構。 
如前文所述，工具性的使用搜尋引擎雖是網路使用者的最愛，瀏覽則以

休閒娛樂性的資訊為主。寓教於樂的終身學習，包括以網路連線遊戲形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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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是否成為未來年輕網友的需求及對學習可能的影響，值得持續觀察與進一

步研究。 
 

（二） 資訊搜尋與評估行為包含非工作性與非任務性的情境研究。換言之，資訊搜尋

行為研究由專注在工作或任務相關的主動查詢情境，轉向同時重視日常生活中

瀏覽及被動巧遇資訊的現象。 
文獻指出，網友除了會找尋工作相關的資訊及進行工具性的評估行為

外，網路使用者的另一重要特徵是會從事非工作性的資訊搜尋與休閒性的資訊

評估。同時，暴露在資訊豐富的網路環境中，人們瀏覽、被動巧遇資訊的現象

如何影響資訊的評估準則與評估結果，將是未來資訊行為研究不可忽視的一

環。 
 

（三） 資訊搜尋管道由強調文獻資訊系統，轉向同時強調人際網絡系統及網路的角

色。 
前文提及，除了查詢行為外，網路使用者以電子郵件或電子佈告欄進行

各種溝通行為。溝通是一種資訊傳遞的形式，快速便捷的網路溝通工具，使資

訊與知識的傳遞不受限於個人所在的時空。因此，網路上人際網絡系統成為重

要的資訊搜尋管道之一。如何建立與有效利用虛擬團隊或專家系統，亦為網路

使用者研究的課題。 
 

（四） 搜尋歷程由專注在個人性的搜尋歷程，轉向同時注意社會性、資訊交換分享等

歷程之研究。此為上述人際網絡系統發展之延伸議題。 
 
（五） 就資訊行為的影響因素之探討由側重資訊資源面，轉向同時注意資訊環境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科技使用經驗與個別差異 
前述情境研究顯示，資訊環境在形塑個人的資訊搜尋與使用行為有重要

的影響。同時，經驗豐富的網路使用者與新手之差異，學者與學生的需求與行

為差異，指向不同社群與資訊技能的特性對資訊行為的影響。 
綜合上述，文獻中浮現出網路資訊使用者未來相關的研究議題包括：網

站選擇之行為與考量因素；不同社群及情境之使用研究，如學童或企業人士、

工作或日常生活情境；非工具性目的之搜尋與使用行為；以及在網路上進行調

查的各種研究方法之效用評估等。總之，實體與虛擬世界資訊搜尋與使用行為

的研究將對人類資訊行為的整體瞭解與理論發展有更進一步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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