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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對於網路成癮的

影響。共有 193 名國立台灣大學學生參與本研究。本研究採問卷施

測，受試者共填答現實社會支持、網路社會支持以及中文版網路成癮

量表。研究結果顯示，現實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具有負向預測效果；

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具有正向預測效果；然而，研究結果也指出

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具有明顯的交互作用，顯示

現實社會支持的多寡，對於網路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的關係，具有調

節作用。最後，研究者以依戀理論的觀點釋圖解釋社會支持對於網路

成癮的影響歷程。 

 

關鍵字：社會支持、網路成癮、依戀理論 

 

[收稿]2004/04/28;  [初審]2004/06/07; [接受刊登]2004/06/20 

 

 



174  資訊社會研究(7) 
 

一、序論 

隨著網路的日漸普及，網路不再只是資訊來源的管道，更是拓展

人際的媒介與提供休閒娛樂的媒體，對個人生活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然而，許多研究卻指出，過度使用或過度依賴網路所形成的「網路成

癮」（Internet addiction）容易對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個人除了可

能產生網路成癮耐受性、強迫性上網行為及網路退癮反應等三個成癮

症狀外，也可能因此導致人際與健康問題以及時間管理問題（陳淑惠

等，2003）。 

然而，形成網路成癮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呢﹖根據現有的研究結

果，「社會聯繫」是形成網路成癮的一個主要因素。網路成癮者將網

路視為一種社會連結與建立人際關係的管道，重視網路社交性的功能

（Young, 1996），以「與遠方友人接觸、保持連絡」為主要的使用動

機（蕭銘鈞，1998），且常使用具有雙向溝通功能的網路設備（Young, 

1996, 1998），並且傾向透過網路認識新朋友、尋求情感支持等（韓佩

凌，2002；Morahan-Martin 與 Schumacher，1997，2000）。陳淑惠等人

（2003）的研究也指出在「網路上可以達成現實生活無法滿足的需

求」、「網路是主要交友管道」、「與網友見面」、「忘卻煩惱」等網路使

用經驗上，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學生（網路成癮量表總分排序最高的

5%之受試者）的人數比例顯著高於一般學生。這些研究結果皆顯示，

透過網路建立新的人際關係與尋求人際支持是造成網路成癮傾向的

一大主因。 

然而，雖然網路人際依賴與支持越高，個人的網路成癮傾向也會

越高，但個人的網路成癮傾向其實也會受到個人在一般生活中的人際

支持的多寡而影響。許多研究指出當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獲得的人際支

持越低時，個人越容易透過網路的人際關係來滿足此一需求（Shaw, & 

Gant, 2002; Turner, Grube, & Meyers, 2001），而使網路成癮的傾向提高

（朱美慧，2000；韓佩凌，2002；Young, 1997）。換言之，個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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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生活中所獲得的人際支持，對於網路人際支持與網路成癮的關係具

有調節的作用。當個人在一般生活中的人際支持越高時，個人比較不

會過度依賴網路人際支持而提高網路成癮的傾向，但當個人在一般生

活中的人際支持較低時，則個人較容易因為網路人際支持的依賴而提

高網路成癮的傾向。亦即，在一般人際支持較低的情況下，網路人際

支持與網路成癮之間的關聯性會明顯強過於一般人際支持較高的情

況。然而，雖然許多研究者都提出類似的論點，但卻都沒有針對此一

想法進行實證研究的檢驗。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便在於檢驗個人的

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持是否對網路成癮傾向具有顯著的調節

效果，並藉此了解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的影響機制。 

根據上述討論，研究者預期，若只針對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

支持對網路成癮的主要效果進行分析，個人的現實社會支持越高時，

個人的網路成癮傾向會越低；網路社會支持越高時，個人的網路成癮

傾向會越高。然而，若針對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進行交互作用之分

析，研究者預期個人的網路成癮傾向會受到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交互

作用的影響。 

 

二、方法 

(一) 受試者 

參與本研究的受試者為 193 名國立台灣大學選修普通心理學的

學生，其中男性受試者 84 名，女性受試者名 109 名。受試者的年齡

分布在 18-28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20.77 歲，使用網路的平均時間為

三到四年，每週上網時數平均為約 10 小時。刪除具有遺漏值的受試

者後，後續分析的樣本人數為189人。 

 (二) 施測程序 

本實驗是以團體施測的方式進行，實驗名稱為「網路人際互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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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探討」。受試者以自行閱讀問卷內容的方式進行填答，施測者只

有在受試者對於問卷題目有疑問時才予以說明回答。整個問卷填答的

時間約需20至30分鐘。 

 (三) 研究工具 

1.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量表   

為了比較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持之間的差異，研究者自行

編制可適用於網路與現實生活的社會支持量表，以作為網路與現實人

際支持的比較基礎。根據現有的社會支持理論與量表（Sheldon & Syme, 

1985），社會支持的測量大略可分為三大向度：情感性、資訊性與工

具性支持。根據此一架構，本研究之社會支持量表共計十題，量表題

目列於附錄，測量向度主要包括情感性、資訊性社會支持兩大類，另

外，其中包含一題工具性支持的題目「我可以找到同伴與我一同參與

活動」。工具性支持項目較少，是因為傳統測量工具性支持的題目多

半是金錢或實物的借用與給予，例如交通工具等。而此類題目在網路

環境中，並不是一個有效且對等的測量工具性支持的測量項目，而為

了考慮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在測量上的對等性，研究者採用可同時適

合施測於現實與網路情境的人際社會支持項目作為本研究社會支持

測量的依據，因此最後僅選擇本研究所採用的十題測量項目。 

本量表採用李克氏五點頻率量尺，測量個人獲得社會支持的頻

率，1 為「從未如此」，2 為「偶爾如此」，3 為「普通」，4 為「經常

如此」，5為「總是如此」，本量表又分為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

持兩種版本。現實社會支持版本是在指導語中，請受試者針對他在一

般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人際支持的頻率進行評量；網路社會支持版

本則是在指導語中，請受試者針對他在網路上獲得人際支持的頻率進

行評量。研究者針對兩個不同版本的量表分別進行主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method）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此十題項目在兩版本中

皆為單一因素，且各項目的因素負荷量都高於0.40 （見附錄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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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版本的單因素解釋變異量為52.9%，網路版本的單因素解釋變異量

為59.4%。此外，現實社會支持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 α）

為0.90，網路社會支持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 α）為0.92。

再者，研究者將兩版本量表之測量項目同時進行因素分析，並以最優

斜交轉軸法（promax）進行轉軸。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見附錄二），

二十題測量項目包含現實支持與網路支持兩大潛在因素，顯示現實與

網路社會支持兩版本確實測量到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兩因素的解釋

變異量為 56.8%，雖然因素間相關達到 0.53，但從因素結構上來看，

此結果仍可說明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持具有不同的心理意

義。在計分方面，研究者針對不同版本，計算各版本項目的平均分數，

得出現實社會支持分數與網路社會支持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個人獲得

社會支持的頻率越高。 

2.中文網路成癮量表   

本量表為陳淑惠等人（2003）綜合DSM-IV對各成癮症之診斷標

準、臨床個案的觀察以及網路重度使用者的焦點訪談結果，依循傳統

成癮症的診斷概念模式，所編製而成的「中文網路成癮量表

（CIAS-R），計有26題，採李克式四點評量法作答，1表示「極不符合」，

2表示「不符合」，3表示「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根據陳淑惠等

人（2003）的研究結果，本量表具有五個因素，分別為強迫性上網行

為（5題）、戒斷行為與退癮反應（5題）、網路成癮耐受性（4題）、人

際及健康問題（7題）、時間管理問題（5題）。「強迫性上網行為是指

一種難以自拔的上網渴望與衝動，例題如「我不能控制自己上網的衝

動」；「網路退癮反應」是指個人如果突然被迫離開電腦，容易出現挫

敗的情緒反應，例題如「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情緒低落」；

「網路成癮耐受性」則是指隨著使用網路的經驗增加，原先所得到的

上網樂趣，必須透過更多的網路內容或更長久的上網時間才能得到相

當程度的滿足，例題如「其實我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下子，但常常一

待就待很久不下來」；「人際及健康問題」則是因為黏膩於網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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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長，因而忽略原有的社交生活或造成身體不適，例題如「我發現自

己投注在網路上而減少和身邊朋友的互動」；「時間管理問題」則是指

因為黏溺於網路的時間太長，而耽誤一般生活作息之時間安排，例題

如「我曾因為上網而沒有按時進食」。 

此量表是國內研究網路成癮的議題中，發展最完整、且透過嚴謹

的心理計量分析的程序所編制而成，是國內網路成癮研究中，最常被

使用的量表，此量表不僅施行於國內的大學生樣本（王澄華，2001；

王為蒨，2003；林以正，2000；林以正、王澄華，2001；黃一玲，2001；

葉靜君，2002；楊正誠，2002），亦曾使用於日本的大學生樣本（伊

丹章人，2000），且其施行的研究對象也拓展到國中生（陳富添2001；

張仁獻，2002）與高中生（吳雅玲，2002；邱絨軒，2003；戴秀津，

2002；盧麗卉，2001），顯示此量表具有非常廣泛的適用性。 

陳淑惠等人（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為0.93，各因素量尺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0.78與0.81

之間，且量表總分與各分量表得分均符合常態分配的特性。在計分方

面，研究者針對不同因素，分別計算強迫性上網行為、戒斷行為與退

癮反應、網路成癮耐受性、人際及健康問題、時間管理問題等五大因

素向度分數，並計算量表總分。 

 

三、結果 

（1) 描述統計分析 

本節首先進行各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包括各變項之平均

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等，結果列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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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值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現實社會支持 3.63 .61 -.26 -.19 
網路社會支持 3.28 .74 -.71 .36 
成癮量表總分 56.88 13.35 -.03 -.36 
強迫性上網行為 10.13 3.25 .31 -.23 
戒斷行為與退隱反應 12.61 3.01 .02 .07 
網路成癮耐受性 9.43 2.32 .07 -.12 
人際與健康問題 14.21 4.14 .10 -.52 
時間管理問題 10.51 3.33 .32 -.11 

 

（2) 迴歸分析 

    本節利用迴歸分析的方式來了解現實社會支持、網路社會支持與

網路成癮之間的關係。在分析過程中，研究者首先以各網路成癮指標

作為依變項，以現實社會支持、網路社會支持作為預測變項，並控制

性別與年齡等背景變項，了解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

癮的單純預測效果（unique effect），分析結果列於表二。由表二可知，

排除性別與年齡的影響後，現實社會支持僅對「網路成癮總分」、「強

迫性上網行為」、「人際與健康問題」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效果，而網

路社會支持則是對所有網路成癮指標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在各

網路成癮指標中，又以「網路成癮總分」、「強迫性上網行為」、「戒斷

行為與退隱反應」等指標具有較高模式解釋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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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之迴歸分析 （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05,  *  p<0.01 *

 依變項 

預測變項 成癮總分 
強迫性 
上網行為

戒斷行為與

退隱反應

網路成癮

耐受性 
人際與健康

問題 
時間管理

問題 

性別 -0.13 -0.08 -0.18* -0.07 -0.07 -0.16* 
年齡 -0.13 -0.07 -0.12 -0.16* -0.08 -0.14 
現實支持 -0.17* -0.22** -0.05 -0.07 -0.21* -0.11 
網路支持  0.33** 0.37** 0.33** 0.20* 0.22** 0.26** 
       

R2  0.1 0.12 0.13 0.06 0.06 0.09 
F (4, 184) 5.9

**
6.00** 6.58** 2.84* 2.90* 4.34** 

之後，研究者以各網路成癮指標作為依變項，以現實社會支持、

網路社會支持以及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的乘積項作為預測變項，並控

制性別與年齡等背景變項，了解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持對於網

路成癮是否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藉以檢驗現實社

會支持是否對網路社會支持與各網路成癮指標的關聯具有調節作

用，分析結果列於表三。由表三可知，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在「網路

成癮耐受性」指標上具有顯著的負向交互作用效果。 

爲了了解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耐受性的交互作用方

向，研究者先利用迴歸分析的方式，排除網路成癮耐受性中受到性別

與年齡所影響的解釋變異量，並得出此一迴歸模式的殘差值。之後，

研究者將排除性別與年齡影響後的網路成癮耐受性殘差值當作依變

項，將現實、網路社會支持及其交互作用當作預測變項，進行迴歸分

析，得出各預測變項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其後，將現實與網路社會

支持的平均數各加上或減去其標準差，得出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的

高、低分，再以此分數代入未標準化之迴歸式，求得現實與網路社會

支持高、低分數之下的網路成癮耐受性數值，再依此數值作交互作用

圖，如圖一。此圖顯示，網路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耐受性，在低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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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其相關強度明顯比在高現實社會支持的情況下要

強，顯示現實社會支持在網路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總分、網路成癮耐

受性之間，具有抑制性的調節作用。 

 

表三：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之迴歸分析 （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05,  ** p<0.01 

 依變項 

預測變項 成癮總分 
強迫性 
上網行為

戒斷行為與

退隱反應

網路成癮

耐受性 
人際與健康

問題 
時間管理

問題 

性別 -0.12 -0.07 -0.17* -0.06 -0.06 -0.15* 
年齡 -0.12 -0.06 -0.11 -0.14 -0.07 -0.13 
現實支持 0.25 0.16 0.22 0.47 0.21 0.08 
網路支持  0.96 0.94 0.72 1.00 0.84 0.54 
社會支持 
交互作用 

-0.93 -0.84 -0.58 -1.18* -0.92 -0.41 

R2  0.13 0.13 0.13 0.08 0.07 0.09 
F (4, 184) 5.34** 5.31** 5.50** 3.20** 2.87*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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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耐受性行為之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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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對於網路成癮的

影響。若單就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的單純預測效果而言，

研究結果顯示，在排除性別與年齡變項後，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

具有負向的效果，尤其在「強迫性上網行為」、「人際與健康問題」兩

個次項指標上，當個人獲得越多的現實社會支持時，就越不會具有上

網的衝動，也較不會因為耽溺於網路而產生人際與健康上的問題。此

外，網路社會支持則是對各項網路成癮指標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顯

示當個人所獲得的網路社會支持越高時，會需要更多的網路互動來得

到相當程度的滿足，並且容易產生難以自拔的上網渴望與衝動，若突

然被迫離開電腦，亦容易出現空虛、心情低落的情緒反應，並且容易

因此產生人際、健康以及時間管理上的問題。 

然而，研究結果卻也指出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

癮具有明顯的交互作用。亦即，當個人獲得較多的現實社會支持時，

個人較不會因為網路人際支持的依賴而提高網路成癮的傾向，但是當

個人獲得的現實社會支持較低時，個人則比較容易因為網路社會支持

的依賴與需求，而提高網路成癮的傾向。而此一效果主要作用在網路

成癮症狀中的「網路成癮耐受性行為」指標，表示現實社會支持的多

寡，主要調節的是個人因為網路社會支持所造成的耐受性行為。換言

之，當個人獲得較多的現實社會支持時，個人較不會尋求更多的網路

社會支持來滿足人際支持的需求，而增長在網路上的時間；反之，當

個人獲得的現實社會支持較低時，個人會比較容易為了尋求更多的網

路社會支持，而增長在網路上的時間與互動機會，因此提高網路成癮

的傾向。 

因此，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結果發現，若單就主要效果而

言，現實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總分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效果，網路社

會支持與網路成癮總分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然而，事實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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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也發現，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對網路成癮具有顯著的負向交互

作用效果。換言之，現實社會支持對於網路社會支持與網路成癮的關

係確實具有調節的作用，且主要作用在「網路成癮耐受性行為」向度

上。 

總而言之，本研究結果指出現實社會支持對於網路社會支持與網

路成癮的關係確實具有明顯的調節作用，顯示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獲

得的社會支持的多寡，會調控個人為了尋求網路人際支持的滿足而耽

溺於網路的程度。乍看之下，此一現象或許可以視為是一種現實與虛

擬的拉扯，成癮與否僅是個人的現實與網路支持能否相互平衡的結

果。然而，若成癮背後的主因，是因為個人為了尋找一個可以讓自己

得到支持滿足的園地，那麼就個人而言，「網路成癮」可能不是一個

病態的展現，而是一個安全的依戀，且就成癮者來說，也不一定具有

「回到」現實生活或「留在」網路生活的心理衝突。 

根據依戀理論（Bowlby, 1969）所言，個人為了得到外界的支持

會持續的偵查外在環境，以確定自己是否處在一個具有安全基礎

（secure base）的環境中，因此一旦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心理

上的安全感與滿足感時，其依戀系統便會促使個人更加注意環境中的

回饋與刺激，並且轉往其他可能給予安全感的環境與對象。而當個人

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足夠的人際支持與安慰時，便可能因此

轉往尋求網路上的人際支持，尤其在網路上個人可以自在的傾訴內心

的想法（黃厚銘，2000），在互動初期即可容易產生較高的親密感（王

澄華，2001），再加上網路的去抑制特性，使個人在網路人際互動的

過程中能夠展現真實自我，且容易對互動者產生好感，進而形成良好

且正向的人際互動關係（Bargh, McKenna, Fitzsimons, 2002; McKenna, 

Green, Gleason, 2002），這些因素使個人能夠透過網路的人際互動，得

到心理慰藉與安適感。在此情況下，當個人遇到壓力與挫折時，倘若

無法從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支持得到足夠的心理慰藉，便容易依賴網路

上的人際支持，進而產生如 Bowlby 所言的依戀感受。因此，若從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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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依戀需求來思考網路成癮的現象，個人之所以產生網路成癮可能

不是一個病態的歷程，而是個人在尋求他人關懷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現

象。換言之，網路成癮的背後，可能隱含著更為深層的心理需求，而

非單純僅是個人逃避現實的壓力而耽溺於網路上的玩樂等表象行

為。而此一想法也與王澄華（2001）的研究結果相符，其研究結果顯

示不安全依戀者（焦慮與逃避依戀），比起安全依戀者，較容易產生

網路成癮，間接顯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良好依戀環境的個人，較

容易產生網路成癮的傾向。 

因此，根據上述想法，在未來研究中，研究者將以依戀理論為架

構，詳細的討論不同依戀型態者是否因為現實與網路社會支持的差

異，而產生不同的網路成癮傾向，並藉此討論個人的依戀傾向、社會

支持以及網路成癮三者之間的關係，從中了解社會支持對於網路成癮

的影響機制。 

 

五、附錄 
附錄一：各社會支持量表分別進行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網路社會 

支持版本 

現實社會 

支持版本 

有人對我的感受表示關心。 .82 .82 
有人傾聽我訴說個人隱私的感受。 .79 .80 
有人表現出對我的關懷與喜愛。 .74 .80 
我依賴特定他人的支持。 .61 .42 
有人會分享我的喜怒哀樂。 .85 .72 
我可以找到同伴與我一同參與活動。 .70 .64 
在我面對困難時，有人會給予建議。 .82 .75 
有人會提供資訊，幫助我了解目前的情況。 .79 .74 
當我行為有缺失時，有人會給予建議。 .62 .53 
對我的言行，有人會適時的給予回饋。 .6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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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兩社會支持量表同時進行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測量項目 現實社會 

支持因素 

網路社會 

支持因素 

現實社會支持   

有人對我的感受表示關心。 -- .79 
有人傾聽我訴說個人隱私的感受。 -- .77 
有人表現出對我的關懷與喜愛。 -- .77 
我依賴特定他人的支持。 -- .37 
有人會分享我的喜怒哀樂。 -- .66 
我可以找到同伴與我一同參與活動。 -- .63 
在我面對困難時，有人會給予建議。 -- .77 
有人會提供資訊，幫助我了解目前的情況。 -- .79 
當我行為有缺失時，有人會給予建議。 -- .57 
對我的言行，有人會適時的給予回饋。 -- .70 
網路社會支持   
有人對我的感受表示關心。 .78 -- 
有人傾聽我訴說個人隱私的感受。 .78 -- 
有人表現出對我的關懷與喜愛。 .71 -- 
我依賴特定他人的支持。 .67 -- 
有人會分享我的喜怒哀樂。 .84 -- 
我可以找到同伴與我一同參與活動。 .75 -- 
在我面對困難時，有人會給予建議。 .87 -- 
有人會提供資訊，幫助我了解目前的情況。 .79 -- 
當我行為有缺失時，有人會給予建議。 .57 -- 
對我的言行，有人會適時的給予回饋。 .55 -- 
附註：「--」表示該因素負荷量小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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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On Internet 
Addiction 

 

Wu, Chia-hu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on Internet addiction. One hundred and ninety three student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completed the 

real life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Internet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an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Results revealed that real life social 

support had a negative relation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Internet social 

support had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and real life and 

Internet social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suggesting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as moderated by the amount of real life social 

support. Finally, the author adopted attachment theory to explain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on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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