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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首先運用內容分析法，分析網

路色情貼圖及電影，以了解網路色情的內容。研究結果發現，網路色

情的主要內容包括「性器官特寫」、「戀物」、「口交」、「角色扮演」、「使

用情趣用品」、「性虐待或性暴力」和「強暴」等。

此外，本研究也採用問卷調查探討網路色情對青少年的涵化效

果。抽樣方法採多階集群抽樣（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從台北市

所有的高中／職中隨機抽出15所，然後從被抽中學校的三個年級中，

再各隨機抽出一個班級。本研究總計發出1,714份問卷，回收1,688

份，訪問完成率為96.48%。

研究結果發現，大約有23%的受訪學生經常收看網路色情，男性

收看的比例遠超過女性，而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越高的青少年，越

認為「網路色情內容頻率出現較多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

的頻率較高；另外，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也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網路色情內容頻率出現較多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

出現的頻率較高。

關鍵詞：網路色情、涵化效果、青少年、內容分析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0期（2009）：59–99



60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0(2009)

Impact of Internet Pornography on Taiwanese 
Adolescents’ Sexual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

LO Ven-hwei

LIN Huan-Ming

WU Hsiaomei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xposure to Internet pornography on 
adolescents from a cultivation effect theoretical approach. It began with a 
content analysis of pornographic pictures and films on the Internet. Results of 
the cont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incipal themes of Internet pornography 
are “close-up of sexual organs,” “fetishism,” “cunnilingus,” “role playing,” “use 
of sex products,” “sexual abuse and violence,” and “rape.”

Furthermore, a large-scal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pornography on perceptions about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sexual activities in the real world. Guided by a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plan, respondents were drawn from 15 randomly selected high 
schools in Taipei. Of the 1,714 selected students, 1,668 completed question-
naires for analysis. The completion rate is 96.48%.

Results showed that about 23% of the respondents reported seeing Internet 
pornography frequently, with boys report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exposure 
frequencies than girls. Respondents who had a higher level of exposure to 
Internet pornography were more likely to estimate higher frequencies of sexu-
ally explicit activities in the real world. When respondents were divided into 
“heavy viewers” and “light viewers,” heavy viewers who consumed greater 
quantities of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s on the Internet tended to estimate 
higher frequencies of sexually explicit activities in the real world than did light 
viewers who consumed less material. Taken together,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Internet enhances the impact of pornography, an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lend support to the cultivation hypothesis.

Keywords: Internet pornography, cultivation effects, adolescent, content anal-
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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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網路的便利，讓人類的生活與工作效能大增（Yellowlees & Marks, 

2005）；但網路的快速發展，也使色情資訊的數量急遽增加。青少年是
使用網路最積極的族群之一，不但使用頻率最高，使用時間也最長（陳
嘉賓，2004；Cooper, Scherer,  Boies, & Gordon, 1999）；因而青少年接
觸網路色情的比例亦節節升高（Lo & Wei, 2005; Peter & Valkenburg, 

2006a; Peter & Valkenburg, 2006b）。
Lam與Chan（2006）的研究顯示，接受他們訪問的香港青少年，有

93%曾經造訪色情網站；其中，15%承認他們經常觀看網路色情素
材，47.6%說他們有時候會瀏覽色情網站。而在台灣進行的網路使用者
調查顯示（陳嘉賓，2004），15至35歲的網路族群中，有86%的使用者
曾接觸網路色情資訊，而這些受訪的年輕網路使用者曾在網路上接觸
色情的人數，是從未接觸者的六倍多，其中「有意接觸」色情資訊的受
訪者，更高達87%（陳嘉賓，2004）。
青少年正值懵懵懂懂的階段，對兩性關係和色情資訊感到好奇，

會積極地找尋與性相關的資訊（Lo & Wei, 2005; Peter & Valkenburg, 

2006a; Peter & Valkenburg, 2006b）。然而，他們欠缺實際經驗，常識與
知識也相對不足，因而態度與情緒較容易受媒介訊息導引（Hawkins & 

Pingree, 1980）。Cooper等人（1999）認為青少年特別容易受網路色情 

的影響，由於青少年擁有大量個人可以支配的時間，得以經常在網 

路上流連忘返，網路上的色情資訊繁多，包括文本、圖片、移動圖
像、卡通、互動遊戲及色情交談等（Cavazos & Morin, 1994; Baird & 

Rosenbaum, 1998），加上網路色情資訊便宜、易得、使用時具隱密性及
互動性等特色，使青少年更容易接觸這些資訊。根據社會學習理論，
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機會觀察實際的性行為，他們對於性的認知
與態度，大多來自媒介（Bandura, 1978; Greenberg, Brown, & Buerkel-

Rothfuss, 1993）。換言之，網路上的色情資訊，很可能是青少年建構性
知識與性觀念的重要來源，網路色情不僅塑造青少年對真實世界性的
認知，更可能影響他們的性態度與性行為。
由於網路是近十多年來的新興產物，因此儘管過去有關色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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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數量不少，網路色情的相關研究仍然相對較少（Rimm, 1995; Mehta & 

Plaza, 1997; Harmon & Boeringer, 1997; Oswell, 2006; Lo & Wei, 2005; 

邱建明，2004），而探討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數。因
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希望擴展網路
色情與涵化效果的研究範疇。
早在網際網路興起之初，色情便是最易搜尋、數量最大的網站類

型；初次上網的人，尋找的也大多是色情網站（張漢宜，2001）。根據
網路過濾器評論（Internet Filter Review, 2006）的調查報告，「性（sex）」
位居關鍵字搜尋排行榜的第1名，在2006年時，全球至少有四百二十
萬個色情網站，網頁超過四億兩千萬，平均每天上網搜尋色情的次數
高達六千八百萬次。

Mehta與Plaza（1997）指出，雖然幾乎所有的商業色情網站都需要
確認使用者為成年人，但是確認的網頁本身卻陳列色情圖象，誘人觀
看的意圖十分明顯，加上許多色情網站的防護網形同虛設，並未設置
有效的兒童及青少年保護機制，根本無法避免未成年人瀏覽。事實
上，青少年想要進入色情網站實在是易如反掌（Peter & Valkenburg, 

2006b），只要使用各大搜尋引擎鍵入關鍵字，色情網站多到看不完。
作者之一曾在2005年10月12日親身試驗，於Google輸入「情色貼圖」
四個字，會出現1,560,000筆符合的資料；在雅虎奇摩鍵入「色情網站」
搜尋，可得約32,560,000個搜尋結果。
更令人擔心的是，網路色情通常呈現的並非正常的性行為，透露

的也不是正常的性觀念與性訊息。過去的研究顯示，網路色情主要為
男性製作，在網路色情中，男性在性活動中不僅居於主宰地位，更貶
抑女性、把女性物化；女性被描繪成男性的洩慾工具，喜歡在進行性
行為時遭受暴力，甚至在被強暴時，也能享受性愉悅與性高潮（羅文
輝，2000）。青少年一再地接觸這些內容，可能影響他們對真實世界人
們性行為的認知，因而產生涵化效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正是探討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涵化分析最

簡單的假設是，收看電視時間較長的人，比較可能相信電視重複出現
的訊息與價值跟真實世界類似（Gerbner & Gross, 1976）。換句話說，經
常收看媒介的人會把鮮明的、反覆出現的媒介內容儲存在記憶裏，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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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需要對真實世界做出判斷時，便會誤認為媒介內容中的情節與真
實世界的情形類似。
過去的涵化研究主要探討電視對觀眾認知的影響。近年來，網路

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媒介，其影響的層面至為廣泛，足與電視相提並
論；即使網路與電視本質並不相同，但兩者都可能影響人們對社會現
實的認知。本研究探討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首先對網路色情的內容
進行內容分析，並依據內容分析的結果，建構研究假設，然後執行問
卷調查，驗證研究假設，以了解網路色情對青少年的涵化效果。由於
這是目前唯一結合內容分析與問卷調查的網路色情涵化效果研究，無
論對網路色情與涵化理論的研究，都可能具有實質貢獻。

相關文獻

一、網路的傳播特性

網際網路是近年來最主要、影響最大的新傳播媒介（McCosker, 

2004），隨着網際網路的普及，台灣使用網路的人越來越多。在1996年
4月時，台灣上網人口只有40萬人次，但到2007年3月，台灣上網人
口已成長至990萬人次（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7）。網際網路
能夠引領風潮，影響力逐漸超越傳統媒介，當然有其獨特之處，其中
有幾項對色情內容之傳佈有極大影響，列舉如下（張寶芳，2005；吳筱
玫，2003）： 

1. 去中心：跟一般系統不同，網路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體系，任何
一個節點都能夠串連無數網站，沒有絕對的起點和終點。去中心化衍
生的主要問題是，傳統的科層控制體系，無法有效監督去中心系統，
無論是在傳播內容與疆界上，網路都像是一匹脫韁的野馬。任何一張
色情圖檔被貼上網，經過反覆轉貼，將很難查到源頭。

2. 流動性：網路強化了「流動」這個概念，而且速度極為快捷。網
路時代中，經濟活動的生產、分配、行銷和消費流程仍然存在，只是
這些活動進行的速度大增，可以瞬間完成。點幾個按鍵，下載一部A

片易如反掌。當資訊傳遞在彈指間即可完成，不需任何成本，也不計
傳遞對象，使限制色情訊息流通的困難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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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匿名性：網路世界中，使用者化成一個個 IP位址或帳號，同一
個人可能有多個帳號，不需實際面對其他使用者，因此網路使用者可
以將自己隱藏起來，做一些平常自己不敢做的事。在隱形的防護傘之
下，使用者可以自由自在地傳遞、張貼、分享、散佈色情訊息、貼
圖、文字等，而不必害怕犯法。即使被其他使用者檢舉行為過當，只
要銷聲匿跡，幾乎很難查得到線索。

4. 隱私性：匿名性保障了使用者在網路上進行活動的隱私性。相
對於電視放置於客廳等公共場合，第四台鎖碼頻道之色情影片的播放
時常被安排在深夜時段，一般家庭中電腦通常擺放在臥室、書房中，
網路色情使用者無須到書店、錄影帶店購買、租借色情媒體，便可隨
時私密上網獲取資訊，且不受時間限制。在性愛被傳統道德壓抑為私
密行為、不能公開討論的禁忌下，電腦的隱私性因此成為網路色情成
長快速最有力的保護傘。

5. 互動性：相較於傳統媒體，網路最大的特色當屬互動性。網路
提供了人與機器互動的可能，當使用者按下一個鈕、下載一份色情資
訊、搜尋一個色情網站，或是玩起色情遊戲，他已被賦予主動選擇的
權力。另一方面，網路也促進人與人的遠距互動，使用者可以與他人
分享色情資訊，或透過文字書寫、網路攝影等方式交換色情想像，凡
此都讓使用者有更高的涉入感。
網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與傳播工具，正全面影響我們的日常

生活，不論是家庭生活或工作層面，都受到相當的影響（Yellowlees & 

Marks, 2005）。很多人視網路為雙面刃。儘管它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訊
與娛樂，其傳遞的負面訊息的內容數目也與日俱增。越來越多人擔
憂，管理機制與審查制度的匱缺，甚至分級制度的無法落實，使未成
年人近用（access）網路色情相當容易。網路色情爭議的主軸，在於管理
制度，與色情對於個人的影響。整體而言，管理制度缺乏成效、近用
容易，加上網路色情氾濫，使網路色情對未成年人的影響成為社會各
界關切的問題。

二、色情、色情媒介
要探討網路色情，必須先釐清「色情」（pornography）的定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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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衍生自希臘字porne（意思是女性的俘虜、奴隸或妓女）和graphos

（意思是寫作、雕刻或繪畫），表面的字義是「對妓女的描寫」。
今日色情二字已脫離這個原始含義，其指涉的範圍大致有兩個重

點，一是明確的性素材（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二是這些素材被用
來挑起觀眾的性慾（sexual arousal in viewers）。因此，學者把色情界定
為一種挑起或意圖挑起收視者性慾的描繪（Gould, 1977）。女性主義學
者則認為，色情不僅是一種挑起性慾的描繪，更以暴力支配、貶抑女
性，是一種性別歧視的展現（Steinem, 1995; Longino, 1980）。
色情可以以許多形式實踐：書寫或口語的文本、照片、雕像、圖

畫、電影意象（包括動畫）、以及聲音（例如喘息聲）。色情電影
（pornographic film）融合移動的映像（moving image）、色情的言語或聲
音；色情雜誌則結合了照片和書寫的文本；小說和短篇故事提供了文
章和插圖。

Buerkel-Rothfuss等人（1993）將色情媒介區分為「性導向的媒介」
（sexually oriented media）和「明確描繪性活動的媒介」（sexually explicit 

media）。前者乃描繪性活動的主流媒介，包括限制級影片、音樂錄影
片、通俗音樂、電視播放之電影及肥皂劇等描繪性活動的影片節目，
後者則指限制未成年人觀看，且明確描繪性交、強暴及其它性活動的
影片，如X級的電影、色情書刊及其他成人刊物等。
本研究指涉之「色情媒介」主要為「明確描繪性活動的色情媒介」，

網路色情，則是指網路上登載的描繪各類性活動的素材，包括文本、
圖片、移動圖像（moving images）、卡通、互動性遊戲（interactive 

sexual games）及談話（chat）等各類涉及性活動的資訊。

三、色情內容

在色情內容方面，美國的密斯委員會（The Meese Commission）將
色情內容進行嚴謹分類，在其1986年出版的研究報告（Final Report, 

1986）中，色情被歸為五類：（1）描繪強暴及其它在性情境中使人身體
受到傷害的性暴力素材；（2）描繪貶抑、宰制、附屬、羞辱等性活動的
非暴力素材，並把女性描繪成「被虐待、奉承、並對男性的興趣過分反



6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0期（2009）

應」；（3）非暴力或非貶抑素材，通常描繪男女在沒有暴力或未受強迫
情形下的性交或口交活動；（4）展示人體，但無明顯性行為或性意圖的
裸體圖像；（5）有關兒童的色情素材。
過去數十年，已有相當多針對傳統色情媒介進行內容分析的研

究。例如，Palmer（1979）對色情卡通的分析顯示，在色情卡通中，女
人被描繪成與男人一樣，縱情於性生活，也會有侵略的性行為。
Winick（1985）分析紐約成人書店的430本色情雜誌也發現，內容中
85%的性權力關係十分不平等，傾向以「奴役與懲罰」的意涵體現，其
中男性成為主導角色的比例有71%，男性扮演服從一方的比例只有
29%。Smith（1976）針對428份自1968至1974年發行的成人平裝書進行
分析，發現強暴情節逐年增加；在強暴情節中，受害者會由恐懼轉換
成性歡愉，超過97%的內容描述受害人最終達到高潮，75%的受害人
甚至達到多次高潮。只有低於3%的強暴者受到懲罰，許多強暴者反而
得到獎賞。Jensen（2004）的研究則發現：（1）每一個女人無時無刻都想
跟男人做愛；（2）女人總是可以在男人給予的性行為中得到愉悅；（3）
對於缺乏性經驗的女性，只要稍加威逼，就會乖乖就範；（4）針對第三
點，男性根本無須強迫女性，因為色情內容中的女性，多半被描繪成
本身就有許多性幻想，期待男性和她們做愛。

四、網路色情內容研究

雖然有許多網路上的色情資訊是直接擷取自色情雜誌、錄影帶與
色情影片（Mehta & Plaza, 1997）。但網路的下列特性，使網路色情成為
極為獨特的色情素材，傳統色情根本無法相提並論：（1）透過資料庫途
徑、互動服務、電子郵件、多人線上聊天系統（Internet Relay Chat, 

IRC）與即時資料庫，取得BBS群組和網路上的資訊易如反掌；（2）色
情是以多媒體的形式呈現，例如數位化的動態影像、動畫的連續鏡
頭、詳盡的性描述文章、熱線聊天和互動性遊戲；（3）使用者同時身兼
色情資料的產製者與消費者的雙重角色。

過去針對網路色情內容進行的研究不多，其中頗具爭議的，是
Rimm（1995）進行的研究，他用內容分析法分析857,410個網路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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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images），發現網路上的色情圖像主要是pedophilic（戀童僻）, 

hebephilic（戀青少年僻）與paraphilic（性變態）三種。Mehta與Plaza

（1997）也曾用內容分析法，分析150個隨機抽選的網路色情圖像，發現
主要的圖像為男女性器官、手淫及裸體特寫等。Heider與Harp（2000）
則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一百個以上的色情網站，發現網路色情素材
把女性描繪成性玩物，願意服從男性的宰制。雖然上述研究均證實網
路上色情素材充斥，但並未探討人們收視網路色情資訊的情形。
錢玉芬、楊可凡、陳盈珊（2002）自網路擷取現代色情文學100篇、

古典色情小說一部（共20回）、色情圖片100幅、色情影片6部、虛擬性
愛對話5則，進行內容分析。他們將「文字」與「影像」兩大類訊息互相
比較，結果發現，文字訊息比影像訊息傳遞更多性愛的價值觀念。網
路色情訊息從性愛的對象、情境、過程到價值觀念均傳達「反傳統、出
常軌與解壓抑」的意念。
由於過去針對網路色情內容進行的內容分析很少，本研究首先分

析網路色情的內容，並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網路色情內容主要包括哪些性活動？

五、網路色情的影響

過去探討色情媒介影響的研究很多，但探討網路色情影響的相關
研究很少，而這些少數研究則分別探討網路色情對性態度及性行為的
影響（Lo & Wei, 2005），以及網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Lee & Tamborini, 

2005; Lo & Wei, 2002; 羅文輝，2000）。例如，Lo與Wei（2005）的研究
探討台灣地區青少年使用網路色情的頻率，及網路色情對青少年性態
度和性行為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發現，38%的受訪青少年曾經接觸過
網路色情。而且，他們使用網路色情的頻率，比接觸傳統色情媒介的
比例高。此外，他們也發現，收看網路色情頻率較高的青少年，不僅
比較能夠接受婚前及婚外性行為，也比較可能和偶然認識的人進行放
縱的性行為。

Peter與Valkenburg（2006b）調查了745位13至18歲荷蘭青少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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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路色情的頻率和時間。他們發現71%的男性和40%的女性在接受
訪問的前六個月，曾經收看過網路色情。總結來說，男性、喜歡追求
感官刺激、對自己生活比較不滿意、對性比較感興趣、連接網路速率
比較快的受訪者，比較常近用網路色情。有正常、穩定的性經驗的女
性收看網路色情的頻率較低。

Burns（1999）的研究則從使用與滿足的角度調查使用者究竟「消費」
了哪些網路色情內容，而「消費」的原因為何。他採用網路研究法，調
查231名網路色情的使用者，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使用網路色情與傳
統色情素材的頻率大致相同，而他們偏好赤裸的色情內容，勝過隱晦
的色情內涵。藉由觀看色情內容，他們得以釋放「性緊張」，並享受性
官能的興奮。黃登榆（1996）的研究也採用使用與滿足理論，探討網路
使用者對網路色情的看法與評價。她的研究發現，受訪者接觸過網路
色情的佔86%，為未接觸者的6倍；曾經接觸過網路色情的人，以男性
為主。至於受訪者收看網路色情的動機可歸納為：「心理滿足」、「社交
學習」和「感官刺激」三個層面。

Lo與Wei（2002）以及Lee與Tamborini（2005）的研究則探討網路色
情與第三人效果的關係，這兩個研究都發現，受訪者認為網路色情對
他們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小，對別人的負面影響較大。
從本研究對過往色情與網路色情相關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網路

色情方面的研究已逐漸受到學者重視，但探討網路色情涵化效果的研
究卻極為罕見。本文將在下一節中分析涵化理論，並說明為何收看網
路色情可能產生涵化效果。

六、涵化理論

（一）涵化理論的緣起與發展

涵化理論主要探討電視對觀眾真實世界認知的影響。Gerbner等人
（1976, 1980, 1986）的研究發現，收看電視時間越長的人，欲傾向相信
電視呈現的資訊、事件與價值和真實世界相似。換言之，他們認為電
視影響人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
電視會對人們的認知產生涵化效果，因為電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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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Morgan & Signorielli, 1990）。電視不僅是人們
的重要消息來源，也同時形塑及引領社會風潮與走向。電視甚至取代
父母、教堂及學校，成為影響兒童觀察與學習的最重要社會機制（social 

institution）。在小孩出生後，電視立即提供一個完整的符號環境。它提
供的知識、社會動態、品味、傾向，是其他媒體及社會機制難以企及
的（Gerbner, 1990）。

Gerbner等人（1976, 1980, 1986）認為，電視節目往往以權威的方式
呈現生活的各種面貌，不僅描述人、地、事物，也呈現善惡、喜悲、
強弱，並界定人們對成功與失敗的看法。電視是既有觀念與秩序的集
散地，也同時維護、擴張傳統的觀念、信仰與行為。簡單而言，電視
是解釋世界、形塑社會觀點的最重要根據。
觀眾長期收視電視節目，可能使他們逐漸接受電視呈現的社會現

實。因此，涵化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收看電視時間較長的人（又稱高度
收視者，heavy viewers），由於長期接收電視節目呈現的訊息與價值，
比較傾向相信電視重複呈現的訊息與價值和現實世界相似。換句話
說，高度收視者比輕度收視者（light viewers）會更傾向認為，電視節目
中出現的場景、價值、或事件等，在現實世界中也會發生。
為了驗證涵化理論，Gerbner與其同事（1976, 1977, 1978, 1979, 

1980a, 1980b）從1967至1979年，連續對黃金時段和週末白天的美國電
視劇中的暴力情節，進行內容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暴力情節出現
在大部分電視劇中。以1979年為例，70%的黃金時段的節目包含暴力
情節，平均每個節目有5.7個暴力行為，而電視節目中的角色有一半以
上（54%）涉入某種程度的暴力行為。Gerbner與Gross （1976）因此認
為，電視節目充滿暴力及電視劇對暴力過份渲染，將會影響觀眾對社
會真實的認知，而認為這個社會是個充滿暴力、卑鄙的危險世界。高
度收視者傾向高估社會的犯罪比例，不僅對在夜晚獨自行走感到害
怕，也比較擔心自己成為暴力的受害者，更比較不信任他人（Gerbner 

& Gross, 1976; Gerbner et al., 1977）。
而美國「國家意見研究公司」（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orpora- 

tion）在1975年執行的全美電話調查曾詢問受訪者：「大多數的人是能
夠相信的嗎？」結果長期浸泡在電視世界中的高度收視眾，大都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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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不能夠被相信」。換言之，高度收視者顯然比輕度收視者更
認為大多數人不值得相信（Gerbner & Gross, 1976）。

Gerbner等人的研究影響深遠，依據Signorielli與Morgan（1996）的
分析，在1996年以前，Gerbner、Gross、Morgan及Signorielli等學者共
發表120篇論文，其他學者所發表的相關論文及評論也多達130篇以
上。近年來，涵化理論仍是熱們的研究題材，如Romer等人（2003）分
析地方電視新聞的涵化效果，他們認為地方電視新聞充斥犯罪報導，
因此收看地方電視新聞可能增加觀眾的犯罪恐懼感。為了驗證他們的
研究假設，他們分析了1990至1994年的《社會整體調查》資料，以及另
一份涵蓋2,300位費城居民的調查資料。結果發現，觀看地方新聞確實
可能使觀眾對犯罪更為擔憂與害怕。這個結果支持了涵化理論，也證
明收看電視新聞也可能影響大眾對社會現實的認知。
當然，涵化研究不只運用在傳播和暴力領域。Morgan與Signorielli

（1990）指出，涵化分析已經跳脫對暴力的研究，被應用在其他議題與
面向上。例如性別研究上。Saito（2007）在日本進行的研究，發現電視
收視對傳統性別角色具有涵化效果。她在2005年針對417位東京居民
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高度收視者，尤其是女性高度收視者，擁有較高
程度的傳統性別角色。
近期的涵化研究則開始探討新科技的涵化效果，Williams（2006）

執行了第一個縱向的（longitudinal）的電腦遊戲實驗，探討電腦遊戲的
涵化效果。他的研究中，實驗組有75位受試者，控制組則有138位受
試者。控制組未玩線上遊戲，而實驗組則平均每週要玩14個小時的線
上遊戲。經過一個月的實驗後，由於實驗組的受試者不斷使用線上遊
戲，使涵化效果明顯出現在這些人身上；他們比控制組的受試者更傾
向認為人們在真實世界中比較可能遭遇武裝搶劫，實驗組中的男性更
認為在真實世界中，女性較可能被強暴。

（二）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

從上述對涵化相關研究的分析，可以發現涵化研究已經從電視暴
力擴展至其他領域，但本研究進行的文獻探討發現，過去只有三篇探
討色情涵化效果的研究（Buerkel-Rothfuss & Strouse, 1993; Pr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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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李孟崇，2004），而這三篇研究其實都不是真正的涵化研究。
Buerkel-Rothfuss與Strouse（1993）採用調查法，以美國中南部一所大學
的343位大學生為對象，探討色情媒介的涵化效果，結果發現色情媒介
收視是預測對「情色性行為」（erotic behavior）的最佳變項。而Preston

（1990）探討色情媒介對性刻板印象及強暴迷思的影響。他的研究以美
國東部三所大學的492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收看色情媒介
頻率越高，會呈現較高的性刻板印象，也會認為男性性慾比女性強，
而且較難控制性慾；但收看色情媒介和接受強暴迷思並無顯著的相
關。台灣唯一的相關研究，是李孟崇（2004）的《色情網站資訊對台北
市高職生的涵化路徑之研究》。他使用調查法，並以台北市高職生為研
究對象，探討色情網站的涵化效果。研究結果發現，收看色情網站的
資訊，會傾向相信色情網站的資訊為真實世界的縮影，而收看的頻率
越高，越可能產生較強的涵化效果。
就研究方法而言，涵化研究應該先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媒介內容，

然後再用調查法探討媒介內容對閱聽人認知的影響。這三篇相關研究
均只進行調查，並未分析色情媒介的內容，因此並非真正的涵化研
究。本研究可能是第一個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網路色情內容，並透過問
卷調查法，探討網路色情收視對青少年影響的涵化效果研究。
涵化分析最基本的假設是，收看電視時間較長的人，比收看電視

時間較短的人，傾向相信電視重複呈現的訊息與資訊跟真實世界類
似。收看網路色情的人，也可依收視時間的長短，區分為高度使用者
與輕度使用者，而網路色情的高度使用者與輕度使用者對現實世界人
們性活動的認知也可能有所不同。正如同電視的高度收視者，網路色
情的高度使用者也很可能會較相信網路色情描繪的性活動與與真實世
界的性活動類似。換句話說，經常收看網路色情內容的人，應該比較
相信網路色情的內容，並比較願意接受網路色情傳遞的價值觀。因
此，本研究認為，網路色情的高度使用者會比輕度使用者，更傾向於
認為網路色情較常呈現的性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過去有很多學者曾對涵化研究提出批評（Hirsch, 1980; Signorielli & 

Morgan, 1996; Saito, 2007），其中最常見的批評，是電視節目訊息的一
致性、電視收視的測量方式和觀眾的非選擇性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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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視節目種類繁多，在不同的節目中，內容的差異顯而易見
（Hirsch, 1980），因此Gerbner等人強調電視節目提供一致性訊息的論
點，曾飽受批評。即使是Gerbner自己對電視節目的內容分析也顯示，
在不同的頻道與不同的時間，暴力出現的比例不同。網路色情的內容
正好符合涵化理論「一致性訊息」的基本假設，雖然色情網站數量龐
大，但色情網站的內容幾乎盡是色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像電視
節目的差異較大，一致性較低，所以網路色情比電視更可能傳遞「一致
性訊息」，因此網路色情內容可能更符合涵化理論的基本假設。
在電視收視的測量方式方面，Gerbner等人（1976）用電視收視時間

來預測電視的涵化效果，他們認為電視收視時間較長的人（高度收視
者）比收視時間較短的人（輕度收視者），較傾向相信電視呈現的事件與
價值和真實世界相似。正如前面所述，電視節目種類繁多，節目內容
差異甚大，因此用電視收視時間來預測涵化效果並不適當（Hirsch, 

1980; Potter, 1993; Williams, 2006）。但對網路色情而言，由於網路色情
的內容均為色情，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因此，網路色情收視時間（頻
率）比電視的收視時間更適合預測涵化效果。
至於非選擇性收視，在1980年代早期，這種論點也許比較合理，

因為當時美國三大電視網主宰觀眾收視的選擇。然而，到了1990年代
後，有線電視的發展與新傳播科技的出現，使觀眾收視選擇越來越
多，「非選擇性收視」這種說法面臨了更大挑戰。目前台灣的電視頻道
多達一百多個，多數觀眾建立個人化的收視習慣。「非選擇性收視」這
種論點更難成立。本研究認為，「選擇收視」應該具有更強的涵化效
果，因為過去的研究顯示，「選擇性暴露」是強化既有態度及影響認知
的重要因素。近年的研究（Chaffee & Schleuder, 1986; Eveland, 2001; 

2002）更發現「注意」（attention）是影響人們認知、學習的重要因素。媒
介注意比媒介暴露對人們的政治認知與公共事務的知識影響更大
（Chaffee & Schleuder, 1986; Lo & Chang, 2006）。

網路色情收視的特色之一，就是「選擇收視」。除了少數情形外（如
收到附有色情的電子郵件），人們必須主動點選才能在網路上收看色情
內容，而網路的互動性特色，也使網路色情收視者產生更高的涉入
感。例如，Hoffman & Novak（1996）指出，網路互動性加強了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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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程度，這個過程充滿愉快與樂趣，但也因此伴隨着自我意識的
迷失，產生過度涉入、使用的現象。Griffiths（2001）則認為，網路色情
活動容易讓使用者有投入的感覺，進而造成過度使用、甚至成癮。因
此網路讓色情使用者擁有更多的隱私，也更容易觀看色情影像，更為
投入，有些人可能長期使用，甚至上癮，無法自拔。
由於網路色情的內容比電視節目內容的一致性高，而收視者通常

選擇性收視，可能造成收視者反覆、長期暴露在網路的色情訊息中，
再加上網路收視頻率較適合預測涵化效果，因此本研究認為網路色情
應該會有相當的涵化效果。

內容分析

一、內容分析法的樣本與抽樣方法

在本研究的內容分析方面，由於色情網站的數量非常多，包含了
台灣本地及外國的色情網站，種類繁雜，考量本研究人力及物力限
制，決定排除國外的色情網站，只針對台灣色情網站的色情貼圖及色
情電影進行內容分析。
在色情貼圖方面，根據UT網站空間網際聯盟，截至2005年10月

29日止，對色情網站的排名，本研究以立意方式挑選出排名第6名的
「天天要幹情色網」的「天天幹情色貼圖區」（http://www.ttxxx.com/bbs/

viewforum.php?f=1）、第16名的「漂亮妹妹貼圖區」（http://www.twmm.

net/bbs/1.html）、和第26名的TaiwanKiss 911成人貼圖（http://www.kiss 

911.com/www/1.shtml）；然後再從以上三個貼圖區，各蒐集點閱率（或
「人氣指數」）前110名的貼圖，共計330則貼圖。本研究選取以上三個
色情網站的原因，是因為其網站內容較其他網站單純，內容以貼圖為
主，連結相對不複雜。
在色情電影方面，同樣根據UT網站空間網際聯盟對於色情網站的

排名，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出第6名的「天天要幹情色網」內的「成人
影片下載站」（http://www.ttxxx.com/okav.htm）、第33名的「天天免費色
電影」中的「無碼E電通成人資訊中心」（http://www.ec-sex.com/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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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及第51名的「天下情色論壇」中的「慾影快遞成人影音下載站」
（http://myurl.com.tw/m6m0），然後再從每個網站中的一般色情電影中各
隨機抽選10部電影，並另從「強暴電影區」隨機抽選了10部強暴電影，
共抽選60部電影進行分析。

二、研究設計與編碼過程

（一）色情內容

本文參考過往的國、內外相關文獻（Palmer, 1979; Winick, 1985; 

Itzin, 1992; Rimm, 1995; Mehta & Plaza, 1997; Harmon & Boeringer, 

1997），並經多次測試，將色情內容分為18個最常見的主題：（1）女性
性器官的特寫（包括胸部）、（2）男性性器官的特寫、（3）戀物、（4）自
慰、（5）同性性交、（6）異性性交、（7）使用情趣用品、（8）同性口交、
（9）異性口交、（10）裸體的兒童／青少年、（11）集體性愛、（12）人獸
交、（13）綑綁與懲戒（SM）、（14）肛交、（15）撒尿或排便、（16）偷窺、
（17）亂倫、和（18）射精或潮吹。並依據這18個主題設計編碼表（參見
表1）。編碼方式由編碼員依據每一個網路色情內容，指出分析的色情
內容「有」或「沒有」上述主題。         

（二）色情情節

在色情情節方面，本研究分為九項，分別是：（1）是否有性虐待 

或性暴力的內容或情節？（2）在性活動中，是否使用下列情趣用品？在
這個題項下，為了要區分使用甚麼情趣用品，因此細分為：A. 使用 

手銬、腳鍊或繩索、B. 使用皮鞭、手槍、刀子或其他武器、C. 使用跳
蛋／按摩棒／假陽具／人工陰莖、D. 使用香蕉、大黃瓜或其他蔬果、E. 

使用上述以外的其他情趣用品。接着，第（3）題則是請編碼員判斷，在
性活動中，是否使用藥物？（4）是否有集體性愛的內容或情節？（5）是
否有亂倫的內容或情節？（6）是否有綑綁與懲戒（SM）的內容或情節？
（7）是否有偷拍或側錄的內容或情節？（8）是否有角色扮演的內容或情
節？（9）是否有強暴的內容或情節？編碼方式由編碼員分析色情內容
後，從（1）有、（2）沒有、及（3）無法判斷等三個選項中選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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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碼表

在設計編碼表前，本研究參考許多過往研究設計的編碼表（Palmer, 

1979; Winick, 1985; Itzin, 1992; Rimm, 1995; Mehta & Plaza, 1997; 

Harmon & Boeringer, 1997），經過多次測試後，發展出正式的編碼表。

（四）分析單位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分成兩種，在色情貼圖方面，以一組貼圖為分
析單位，判斷一組貼圖的方法，是以一組標題為準，不管一組標題底
下附屬有幾張圖片，均只視為一組貼圖，並僅填寫一張編碼表；在色
情電影方面，則以一部電影為分析單位，如果一部電影之中有兩個以
上的脈絡或劇情，則視為兩部或多部電影，必須視情況填寫兩張或多
張編碼表。

（五）編碼

本研究招募兩位編碼員，加上作者之一，共有三位編碼員進行編
碼工作。這三位編碼員均為男性，均曾經修習過傳播理論及研究方法
等課程，在正式編碼前，共進行三次編碼員訓練，然後才針對正式研
究樣本進行編碼。

（六）編碼者相互同意度

本研究抽取10組色情貼圖及2部色情電影，來進行編碼者相互同
意度檢驗。並依據Holsti（1969）制訂公式，來計算編碼員相互同意度
（編碼員的相互同意度結果見表1）。結果發現，編碼員相互同意度
為 .96，複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為 .98。

網路色情內容資料分析與解釋與研究假設

本章首先針對網路色情內容的分析結果，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
題，進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本研究共分析487個圖片與電影，其
中圖片有330個，佔67.7%；電影有157部，佔32.3%，雖然本研究只
選取60部電影，但因為選取的色情電影裏面通常依劇情不一分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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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編碼表及各題項編碼員同意度

題項 編碼員1號與
編碼員2號相
互同意度

編碼員2號與
編碼員3號相
互同意度

編碼員1號與
編碼員3號相
互同意度

一、情色貼圖或情色電影的網站名稱 1 1 1

（一）情色貼圖 1 1 1

（二）情色電影 1 1 1

三、色情影像的型態 1 1 1

四、色情內容 0.97 0.97 0.96

（一）女性性器官的特寫（包括胸部） 1 0.92 0.92

（二）男性性器官的特寫 1 0.92 0.92

（三）戀物 1 1 1

（四）自慰 0.83 0.92 0.92

（五）同性性交 1 1 1

（六）異性性交 1 1 1

（七）使用情趣用品 0.92 1 0.92

（八）同性口交 0.92 0.92 1

（九）異性口交 1 1 1

（十）裸體的兒童／青少年 0.83 0.83 0.83

（十一）集體性愛 1 1 1

（十二）人獸交 1 1 1

（十三）綑綁與懲戒（SM） 1 1 1

（十四）肛交 1 1 0.92

（十五）撒尿或排便 1 1 1

（十六）偷窺 0.92 1 0.92

（十七）亂倫 1 1 1

（十八）射精或潮吹 1 0.92 0.92

五、色情情節 0.99 0.98 0.98

（一）是否有性虐待或性暴力的內容或情節？ 1 1 1

（二）在性活動中，是否使用下列情趣用品？ 0.98 1 0.98

1. 使用手銬、腳鍊或繩索 1 1 1

2. 使用皮鞭、手槍、刀子或其他武器 1 1 1

3. 使用跳蛋／按摩棒／假陽具／人工陰莖 1 1 1

4. 使用香蕉、大黃瓜或其他蔬果 1 1 1

5. 使用上述以外的其他情趣用品 0.92 1 0.92

（三）在性活動中，是否使用藥物？ 1 1 1

（四）是否有集體性愛的內容或情節？ 1 1 1

（五）是否有亂倫的內容或情節？ 1 1 1

（六）是否有綑綁與懲戒（SM）的內容或情節？ 1 1 1

（七）是否有偷拍或側錄的內容或情節？ 1 0.92 0.92

（八）是否有角色扮演的內容或情節？ 1 0.92 0.92

（九）是否有強暴的內容或情節？ 1 1 1

Total 0.99 0.97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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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所以一部色情電影裏面可能會有兩個以上的段落，使得本研究
最終共分析157部色情電影。

一、研究問題探析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是：「網路色情的主要內容為何？」本研究把色
情內容分為色情內容與色情情節兩個部分，研究發現如下：

（一）色情內容

在色情內容方面，如表2所示，以「女性性器官的特寫（包括胸部）」
出現的次數最多，為462次，佔95.1%；其次是「戀物」，共275次，佔
56.6%；次數第三多的是「男性性器官的特寫」，達215次，佔44.2%；
次數第四多的則是「異性口交」，共199次，佔40.9%。最少的則是「人
獸交」，共出現0次；次少的則是「亂倫」，出現3次，佔0.6%。

（二）色情情節

在色情情節方面，如表3所示，以「使用情趣用品」的次數最多，
為195次，佔40.1%；其次是「角色扮演的內容或情節」，共176次，佔
36.2%；排名第三的是「性虐待或性暴力的內容或情節」，共計76次，
佔15.6%；排名第四的則是「集體性愛的內容或情節」，出現71次，佔
14.6%；排名第五的則是「強暴的內容或情節」，出現70次，佔14.4%。
最少的則是「使用藥物」和「亂倫」，各只出現2次，佔0.4%；次少的則
是「偷拍或側錄的內容或情節」，出現14次，佔2.9%。

二、研究假設建構

涵化研究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先進行內容分析，再依據內容分析
的結果建構假設，並執行調查，探討媒介內容對閱聽人認知的影響。
由於涵化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收看媒介內容頻率較高的人（或是高度收
視者）較傾向相信媒介呈現的內容在真實世界較可能發生。因此本研究
根據以上色情內容與色情情節的分析結果，選擇網路色情最常出現的
內容與情節，再依據涵化理論的基本假設，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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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1：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網路色
情內容出現頻率較高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a：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女性
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b：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角色
扮演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c：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體外
射精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d：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使用
情趣用品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e：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自慰
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f：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集體
性愛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g：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綑綁
或鞭打（SM）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1h：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女性
被強暴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2：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網
路色情內容頻率出現較高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
高。

研究假設2a：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2b：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角色扮演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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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色情內容次數分配表

色情內容 「有」的次數 百分比

女性性器官的特寫（包括胸部） 462 95.1%

戀物（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等） 275 56.6%

男性性器官的特寫 215 44.2%

異性口交 199 40.9%

異性性交 177 36.4%

射精或潮吹 168 34.6%

使用情趣用品 130 26.7%

自慰 84 17.3%

集體性愛  71 14.6%

裸體的兒童／青少年  63 13.0%

綑綁與懲戒 （SM）  48 9.9%

偷窺  17  3.5%

同性口交  13  2.7%

肛交   9  1.9%

撒尿或排便   7  1.4%

同性性交   6  1.2%

亂倫   3  0.6%

人獸交   0  0.0% 

表3：色情情節次數分配表

色情情節 「是」的次數 百分比

是否有使用情趣用品？ 195 40.1%

是否有角色扮演的內容或情節？ 176 36.2%

是否有性虐待或性暴力的內容或情節？  76 15.6%

是否有集體性愛的內容或情節？  71 14.6%

是否有強暴的內容或情節？  70 14.4%

是否有綑綁與懲戒（SM）的內容或情節？  48 9.9%

是否有偷拍或側錄的內容或情節？  14  2.9%

在性活動中，是否使用藥物？   2  0.4%

是否有亂倫的內容或情節？   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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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2c：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體外射精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2d：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使用情趣用品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2e：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自慰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2f：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集體性愛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2g：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綑綁或鞭打（SM）的情形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研究假設2h：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
女性被強暴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問卷調查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的第二個部分是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討青少年收看網路色
情資訊的情形，並檢證上述有關網路色情涵化效果之假設。
本研究採多階集群抽樣（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首先從台北

市所有的高中／職，隨機抽出15所，然後從被抽中學校的三個年級中，
分別再隨機抽出一個班級。總計有45個班級的高中生接受訪問。

二、研究變項

（一）人口變項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學業成績和宗教信仰。因
為過往的涵化研究發現人口變項可能影響涵化效果（Gerbner & Gross, 

1976; Gerbner, et al., 1979; Saito, 2007; William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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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言，性別分為「男性」或「女性」兩個選項；年齡要求受訪者
填入「實歲」；學業成績指受訪者上學期在班上的平均成績，分為：（1）
59分以下、（2）60–69分、（3）70–79分、（4）80–89分、（5）90–100分；
宗教信仰則有四個選項，分別為：（1）「沒有宗教信仰」、（2）「有宗教
信仰但不虔誠」、（3）「有宗教信仰而且還算虔誠」、與（4）「有宗教信仰
而且相當虔誠」。

（二）媒介使用時間

此外，本研究也把受訪者的報紙、電視與網路使用時間列為控制
變項。測量方式分別詢問受訪者：「你平均每天大約花多少時間看報
紙、看電視及上網？」

（三）性態度與性行為

由於過去的研究顯示（Lo & Wei, 2005），性態度與性行為會影響人
們對色情活動的認知，因此我們也把性態度與性行為列為迴歸分析中
的控制變項。本研究測量青少年的性態度，是參考Cernada等人（1986）
所設計的指標，經過修改後，用四個題項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未婚男
女可以和「偶然認識的人」（1）牽手、（2）接吻、（3）愛撫、（4）發生性關
係。由受訪者從（1）很不同意、（2）不同意、（3）不確定、（4）同意、（5）
很同意等五個答案中，選擇一個答案。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這四個
題項清楚呈現一個因素， 共可解釋76.49%的變異量（Eigenvalue＝
3.06）。於是我們依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把受訪者在這四個題項上的得
分加起來除以4，建構成「對性行為的態度」指標（平均數＝2.61，標準
差＝1.0，Cronbach’s alpha = .90）。

本研究測量青少年性行為的方法，也是參考Cernada等人（1986）設
計的指標，經過修改後，用下列四個題項詢問受訪者是否曾和「偶然認
識的人」（1）牽手、（2）接吻、（3）愛撫、（4）發生性關係。由受訪者從
（1）「從未」、（2）「偶爾」、（3）「有時」、（4）「經常」四個答案中，選擇
一個答案。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這四個題項呈現一個因素，可解釋
76.99%的變異量（Eigenvalue＝3.08），於是我們把受訪者在這四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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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得分加起來除以4，建構成「性行為」指標（平均數＝1.17，標準差
＝ .44，Cronbach’s alpha = .87）。

（四）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

本研究為了了解受訪者收視網路色情的頻率，採用兩種測量方
式，第一種方式詢問受訪者最近一兩年是否看過「網路上的色情內
容」。受訪者回答方式為：（1）「沒有」、（2）「每年看一兩次」、（3）「每
月看一兩次」、（4）「每週看一兩次」、（5）「幾乎每天看」。另一種測量
受訪者收視網路色情頻率的方法，是詢問受訪者是否經常收看網路上
的下列11種色情內容：（1）色情圖片、（2）女性生殖器、（3）男性生殖
器、（4）未成年人的裸體圖片、（5）男女做愛、（6）口交、（7）集體性愛、
（8）女性被強暴、（9）綑綁或鞭打（SM）、（10）使用情趣用品、（11）女
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回答方式由受訪者從（1）從未看過、（2）很少
看、（3）有些常看、（4）經常看，四個答案中，選擇一個答案。主成分
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顯示，這11個題項清楚
呈現一個因素，共可解釋65.69%的變異量（Eigenvalue＝7.23）。於是
我們依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把受訪者在這11個題項上的得分加起來除
以11， 建構成「網路色情內容收視」指標（平均數＝1.66， 標準差
＝ .65，Cronbach’s alpha = .95）。

（五）對真實世界性活動的認知

由於涵化研究主要探討媒介內容對真實世界認知的影響，為了測
量受訪者對真實世界中性活動的認知，同時為了解受訪者是否認為網
路中比較經常出現的色情內容，在真實世界的性行為中也比較常出
現，本研究在調查問卷中提出下列問題：「您個人認為在現實生活中，
下列性活動出現的頻率高不高？」本研究列出的性活動如下：（1）「女生
穿着丁字褲、性感內衣」、（2）「角色扮演（譬如女性打扮成學生妹或女
警等）」、（3）「使用情趣用品」、（4）「綑綁或鞭打（SM）」、（5）「自慰」、
（6）「集體性愛（三人以上參與的性行為）」、（7）「女性被強暴」。受訪者
回答的方式分為（1）「很低」、（2）「有點低」、（3）「普通」、（4）「有點
高」、（5）「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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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訪與正式訪問

在正式訪問前，本研究曾進行兩次預訪，並依據預訪的結果修改
問卷。正式的訪問調查則自2006年4月28日至2006年5月19日間進
行，由作者之一及另外11位政治大學學生，分別至抽中的高中班級發
放問卷。總計發出1,714份問卷，回收1,688份，訪問達成率為96.48%。

問卷調查資料分析與解釋

一、樣本結構與檢定

（一）控制變項：人口變項

本研究共訪問了1,688位高中／職學生，其中，男性佔全部樣本的
49.9%；女性佔50.1%。在年齡方面，受訪學生的平均年齡為16.7歲，
其中99.7%介於15至19歲之間。1

 在網路使用時間方面，受訪者平均
每星期使用網路4.81天（標準差＝2.23），平均每天使用網路的時間為
141.29分鐘（標準差＝120.71）。有42.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瀏覽過色
情網路。

（二）收視網路色情的頻率

為了進行假設驗證，本研究依照涵化理論，把受訪者分為「高度收
視者」與「輕度收視者」兩類。在本研究中，「高度收視者」為「每週看一
兩次」和「幾乎每天看」網路色情內容的青少年，共計383人，佔22.9 

%；另一方面，「輕度收視者」則為「每年看一兩次」和「每月看一兩次」
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青少年，共計321人，佔19.2%。「高度收視者」和
「低度收視者」最大的差異是性別比例與網路使用時間。在383名高度
收視者中，男性有345人，佔90.1%；女性只有38人，佔9.9%。在321

名輕度收視者中，男性有210人，佔65.4%；女性有111人，佔34.6%。 

此外，高度收視者的平均每天網路使用時間（165.68分鐘）比低度收視
者高（143.73分鐘），但兩者在年齡、學業成績、宗教信仰虔誠度、電
視與報紙使用時間上均無顯著差異。特別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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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收視者」和「低度收視者」之差異時，把「沒有」收視網路色情內容
的青少年排除，因為「沒有」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青少年並不是「輕度收
視者」，而是完全未收視，這些受訪者應該不了解網路色情的內容，因
此本研究將這些受訪者排除，在進行假設2（2a至2h）驗證時，樣本數
只有704人。

二、研究假設驗證

（一）研究假設1驗證

1. 研究假設1a驗證

研究假設1a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
高。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研究進行階層複迴歸分析，檢驗「網路色情
內容收視頻率」是否能預測「認為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
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
如表4，第一欄數字所示，在控制「性別」、「年齡」、「學業成績」、

「宗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視使用時間」、「網路使用時間」、
「性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後，我們發現，「網路色情內容收視
頻率」可以顯著預測「認為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實世界
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Beta＝ .22, P＜0.001），即收視網路色情內容
頻率越高的青少年，越認為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實世
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1a可以得到支持。

2. 研究假設1b驗證

研究假設1b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角色扮演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階層複迴歸分析顯示（表4，第二欄數字），在控制「性別」、「年

齡」、「學業成績」、「宗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視使用時間」、
「網路使用時間」、「性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後，我們發現，
「網路色情內容收視頻率」可以顯著預測「認為角色扮演的情形在現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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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Beta＝ .18, P＜0.001），即收視網路色情內
容頻率越高的青少年，越認為角色扮演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
出現的頻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1b可以得到支持。

3. 研究假設1c驗證

研究假設1c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體外射精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為了驗證這
個假設，本研究同樣進行階層複迴歸分析，如表4，第三欄所示，在控
制「性別」、「年齡」、「學業成績」、「宗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
視使用時間」、「網路使用時間」、「性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
後，我們發現，「網路色情內容收視頻率」可以顯著預測「認為體外射精
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Beta＝ .30, P＜0.001），即
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越高的青少年，越認為體外射精的情形在現實
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1c可以得到支持。

4. 研究假設1d驗證

研究假設1d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使用情趣用品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階層複迴歸分析顯示（表4，第四欄），在控制「性別」、「年齡」、

「學業成績」、「宗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視使用時間」、「網路
使用時間」、「性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後，我們發現，「網路
色情內容收視頻率」可以顯著預測「認為使用情趣用品在現實世界的性
活動中出現的頻率」（Beta＝ .22, P＜0.001），即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
越高的青少年，越認為使用情趣用品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
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1d可以得到支持。

5. 研究假設1e驗證

研究假設1e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自慰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階層複迴歸分析顯示（表4，第五欄），在控制「性別」、「年齡」、

「學業成績」、「宗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視使用時間」、「網路



8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0期（2009）

使用時間」、「性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後，我們發現，「網路
色情內容收視頻率」可以顯著預測「認為自慰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
動中出現的頻率」（Beta＝ .30, P＜0.001），即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越
高的青少年，越認為自慰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
高。因此，研究假設1e可以得到支持。

6. 研究假設1f驗證

研究假設1f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集體性愛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表4：預測青少年對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頻率之階層複迴歸分析

依變項

        預測變項

性感
內衣

角色
扮演

體外
射精

使用情
趣用品

自慰 集體
性愛

綑綁 
鞭打

女性被
強暴

第一階層：人口變項

性別 –.26*** –.18*** –.10**        –.21***   –.02 –.16*** –.16*** –.22***

年齡 –.02 –.02 –.03 –.06* .00 –.02 –.03 –.02

學業成績 .04 .06 –.01 .03 –.01 .04  .06* .02

宗教信仰 .01 .01 –.00 .02 .02 .03 .01 .04

可解釋變異量 1.1% 0.3% 0.7% 0.4% 2.4% 0.2% 1.0% 2.6%

第二階層：一般媒介使用

報紙 .00 –.01 –.02 –.04 –.05 –.01 –.03 .00

電視 .04 .06* .03 .06* –.00  .08** .10** .03

網路 .01 .04 .03 –.02 .01 .00 .02 .01

可解釋變異量增加 0.2% 0.7% 0.1% 0.2% –0.1% 0.7% 1.1% 0.0%

第三階層：性態度／行為

性態度 .10*** .08** .10*** .08** .06* .09** .08** .04

性行為 .04 .04 .01 .03 –.02 .02 .06* –.01

可解釋變異量增加 3.0% 1.9% 0.1% 2.0% 0.2% 1.5% 1.5% 0.2%

第三階層：網路色情內容收視頻率

網路色情收視 .22*** .18*** .30*** .22*** .30*** .18*** .08** .10**

可解釋變異量增加 3.0% 1.9% 5.5% 3.1% 5.7% 2.3% 0.3% 0.6%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7.3% 4.8% 9.3% 5.7% 9.3% 3.1% 3.9% 3.4%

註：*p＜ .05，** p＜ .0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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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第六欄所示，在控制「性別」、「年齡」、「學業成績」、「宗
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視使用時間」、「網路使用時間」、「性
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後，我們發現，「網路色情內容收視頻
率」可以預測「認為集體性愛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Beta

＝ .18, P＜ .001），即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越高的青少年，越認為集
體性愛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1f可
以得到支持。

7. 研究假設1g驗證

研究假設1g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綑綁或鞭打（SM）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如表4，第七欄所示，在控制「性別」、「年齡」、「學業成績」、「宗

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視使用時間」、「網路使用時間」、「性
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後，我們發現，「網路色情內容收視頻
率」可以預測「認為綑綁或鞭打（SM）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
現的頻率」（Beta＝ .08, P＜ .01），即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越高的青少
年，會傾向認為綑綁或鞭打（SM）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
頻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1g得到支持。

8. 研究假設1h驗證和研究假設1驗證

研究假設1h預測：青少年收視網路色情內容的頻率越高，越認為
女性被強暴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為了驗證這個假
設，本研究仍然進行階層複迴歸分析，如表4，第八欄所示，在控制
「性別」、「年齡」、「學業成績」、「宗教信仰」、「報紙使用時間」、「電視
使用時間」、「網路使用時間」、「性態度」與「性行為」等九個變項之後，
我們發現，「網路色情內容收視頻率」可以預測「認為女性被強暴在現實
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Beta＝ .10, P＜ .01），即收視網路色情內
容頻率越高的青少年，越認為女性被強暴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
的頻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1h亦獲得支持。
由於本研究的假設1a至1h等8個研究假設均獲得支持，因此本研

究的第一個假設獲得有力的支持，換言之，本研究的研究數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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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越高的青少年，越認為「網路色情內容頻率出現
較高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二）研究假設2驗證

1. 研究假設2a驗證

研究假設2a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
率較高。為了驗證假設2a，本研究採用配對 t檢定（paired t-tests），表5

顯示，高度收視者對「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
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的平均數 （3.70），高於輕度收視者的平均數 

（3.37）（t＝3.33, P＜ .001）。因此，研究假設2a可以得到支持。

2. 研究假設2b驗證

研究假設2b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角色扮演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配對 t檢
定（paired t-tests）顯示（表5），高度收視者對「角色扮演的情形」在現實
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的平均數（3.21），高於輕度收視者的平均數
（2.95）（t＝2.54, P＜ .05）。換句話說，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
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角色扮演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
率較高。因此，研究假設2b可以得到支持。

3. 研究假設2c驗證

研究假設2c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體外射精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配對 t檢
定（paired t-tests）顯示（表5），高度收視者與輕度收視者對「體外射精的
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高低並沒有顯著差異（t＝ .73, 

P＞ .05）。因此，研究假設2c無法得到支持。

4. 研究假設2d驗證

研究假設2d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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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使用情趣用品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配對 t檢定
（paired t-tests）顯示（表5），高度收視者對「使用情趣用品」在現實世界
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的平均數（3.43），高於輕度收視者的平均數
（3.23）（t＝1.98, P＜ .05）。因此，研究假設2d可以得到支持。

5. 研究假設2e驗證

研究假設2e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自慰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配對 t檢定
（paired t-tests）顯示（表5），高度收視者與輕度收視者對「自慰的情形」
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高低並沒有顯著差異（t＝–.15,  

P＞ .05）。因此，研究假設2e無法得到支持。

6. 研究假設2f驗證

研究假設2f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集體性愛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配對 t檢定
（paired t-tests）顯示（表5），高度收視者與輕度收視者對「集體性愛」在
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高低並沒有顯著差異（t＝ 1.51,  

P＞ .05）。因此，研究假設2f無法得到支持。

7. 研究假設2g驗證

研究假設2g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綑綁或鞭打（SM）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配對 t檢定（paired t-tests）顯示（表5），高度收視者與輕度收視者對「綑
綁或鞭打（SM）的情形」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高低沒有顯
著差異（t＝1.64, P＞ .05）。因此，研究假設2g無法得到支持。

8. 研究假設2h和研究假設2驗證

研究假設2h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女性被強暴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配對 t檢定
（paired t-tests）顯示（表5），高度收視者對「女性被強暴」在現實世界的
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的平均數（3.38），高於輕度收視者的平均數（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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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21, P＜ .001）。換句話說，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
者更傾向認為女性被強暴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因
此，研究假設2h可以得到支持。
本研究假設2預測：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

認為「網路色情內容頻率出現較多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
現的頻率較高。在這樣的前提下，本研究提出假設2a至假設2h等8個
研究假設。結果發現，研究假設2a、2b、2d、2h等4個研究假設得到
支持，而研究假設2c、2e、2f、2g等4個研究假設無法得到支持。雖然
本研究的研究假設2只獲得部分支持，但從表5中，可以看出，在本研
究分析的8個網路色情項目中，有7個項目（除了「自慰的情形」之外），
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會比輕度收視者更傾向認為「網路色情內容頻率
出現較多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表5：「高度收視者和輕度收視者」認為「各種網路色情內容或情節在現實世界的性
活動中出現頻率的t檢定結果

變項：認為下列個別網路
色情內容或情節在現實世
界的性活動中出現的頻率

輕／高度收視者 樣本數 平均數 t

女性穿丁字褲、性感內衣的情形 輕度收視者 520 3.37

高度收視者 183 3.70 3.33***

角色扮演的情形 輕度收視者 520 2.95

高度收視者 183 3.21 2.54*

體外射精的情形 輕度收視者 519 3.47

高度收視者 182 3.54 .73

使用情趣用品 輕度收視者 520 3.23

高度收視者 182 3.43 1.98*

自慰的情形 輕度收視者 520 4.03

高度收視者 181 4.01 -.15

集體性愛 輕度收視者 521 2.50

高度收視者 183 2.61 1.51

綑綁或鞭打（SM） 輕度收視者 520 2.28

高度收視者 183 2.44 1.64

女性被強暴 輕度收視者 581 3.05

高度收視者 183 3.38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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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重要研究發現與意涵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網路色情內容，並透過問卷調查法，

探討青少年收看網路色情的情形與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
在分析網路色情內容方面，本研究共分析486個圖片與電影。其

中，圖片有329個；電影有157部。研究結果顯示，網路色情內容，以
「女性性器官的特寫（包括胸部）」的次數最多，佔95.1%；其次是「戀
物」，佔56.6%；次數第三多的是「男性性器官的特寫」，佔44.2%；次
數第四多的則是「異性口交」，佔40.9%。次數最少的則是「人獸交」，
佔0%；次少的是「亂倫」，佔0.6%。在色情情節方面，以「使用情趣用
品」的次數最多，佔40.1%；其次是「角色扮演的內容或情節」，佔
36.2%；排名第三的是「性虐待或性暴力的內容或情節」，佔15.6%；排
名第四的則是「集體性愛的內容或情節」，佔14.6%。最少的是「使用藥
物」和「亂倫」，均各佔0.4%；次少的則是「偷拍或側錄的內容或情節」，
佔2.9%。總結而言，根據內容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網路色情內容
主要包括的情節有「性器官的特寫」、「戀物」、「口交」、「使用情趣用
品」、「角色扮演」、「性虐待或性暴力」和「強暴」等。
在分析網路色情的內容之後，本研究依據內容分析的結果，提出

研究假設，並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訪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網路色情的
使用頻率與涵化效果，結果發現，有42.1%的受訪高中／職學生，最近
一兩年內曾看過網路上的色情內容，沒有看過的則佔57.9%。
雖然沒有看過網路色情內容的青少年比例較高，但每週看一兩次

或幾乎每天看的青少年亦達22.9%，由於大部分青少年仍然受到父母親
與師長的管控，無法隨意收看網路色情；此外，許多網路色情內容必
須要使用信用卡才能消費，而未滿18歲的青少年擁有信用卡的比例並
不高。因此，有這麼高的比例的青少年每週至少上網看一至兩次色情
內容，是非常令人擔心的現象，也顯示目前的網路分級制度成效有限。
台灣網路分級制度在2005年10月25日正式實施，規定所有內容提

供者必須依據規範，自行分級做出標示。網路內容提供者、平台提供
者、接取提供者和服務提供者有責任替特定內容標示「限制級」，希望



9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0期（2009）

不讓青少年接觸色情相關內容（《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2006）。但目
前的分級規定，是依據美國W3C之PICS標準（國際通用網路內容分級
平台），以業者自律為原則。然而，不少網路色情內容的提供者，將伺
服器設在國外，也不嚴格執行網路分級制度，「業者自律」成效有限。
因此，政府似乎應參考英國政府的作法，把網路內容視為出版品的一
種，凡在網路上散佈違反相關規定之內容都需接受處罰。除了政府應
該採取更嚴格有效的法律管制外，學校也應設法防止網路色情進入校
園，並加強高中生的性教育，灌輸正確的性知識與性觀念；家長更應
重視網路色情對未成年子女的影響，隨時注意子女上網收看的內容。
唯有政府、學校和家長密切配合，才能使青少年接觸網路色情的機會
降低，使他們的性態度與性觀念比較不會受到網路色情的影響。
為了驗證網路色情的涵化效果，本研究分別以迴歸分析和配對 t檢

定進行假設驗證，結果發現，收視網路色情內容頻率越高的青少年，
越認為網路色情內容出現頻率較高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性活動出現
的頻率較高。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網路色情的高度收視者也比輕度
收視者更傾向認為網路色情內容出現頻率較高的性活動，在現實世界
性活動出現的頻率較高。
這樣的研究發現顯示，網路色情也可能具有涵化效果，收看網路

色情越頻繁的青少年，越可能相信網路色情的情節會在現實世界性生
活中出現。青少年在各方面的價值觀念都在養成階段，若因為接觸過
量的網路色情內容，並相信他們收看的網路色情內容（譬如性暴力或強
暴等），在現實世界的性生活中也較常出現，不僅可能使他們產生錯誤
的性觀念，甚至助長更令人擔心的「強暴迷思」（rape myth）（Allen, et 

al., 1995; Burt, 1980; 羅燦煐，1998）。
由於網路色情內容的一致性較高，而收視者通常是選擇性收視，

因此本研究證實選擇性收視媒介上具有一致性的某一種內容，也可能
產生涵化效果。Gerbner等人（Gerbner & Gross, 1976; Gerbner, et al., 

1980, 1986）認為電視的「非選擇性收視」特色，是電視產生涵化效果的
重要條件之一。 本研究的這項發現顯示，Gerbner等人（Gerbner & 

Gross, 1976; Gerbner, et al., 1980, 1986）強調「非選擇性收視」是涵化效
果重要條件的論點，可能未必適用於新的數位、互動性媒介。對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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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而言，「選擇性收視」可能比「非選擇性收視」更易產生涵化效
果。由於本研究並未比較「選擇收視」與「非選擇收視」的涵化效果，未
來的研究值得針對這兩種收視方式的涵化效果進行比較研究。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是第一個同時採用內容分析與問卷調查法探討網路色情涵
化效果的研究，雖然研究結果大致證實了網路色情可能具有涵化效
果，但本研究在研究設計及研究方法上均有若干限制，值得未來研究
參考。
在網路色情的內容分析方面，本研究主要分析台灣的色情網站，

未分析台灣以外的色情網站內容。事實上，美國與日本的色情網站才
是最熱門的色情網站（Internet Filter Review, 2006），雖然台灣色情網站
的內容大多來自美國與日本，未分析台灣以外色情網站的內容是本研
究的限制之一，可能影響本研究結果的推論能力。此外，本研究只分
析網路色情中的電影與貼圖，而且樣本數較少。網路色情內容五花八
門，除了電影與貼圖外，還包括色情文學、動畫等。未來研究應擴大
分析國外的色情網站與網路色情內容的範圍，並增加樣本數，研究結
果才會可能更具推論與理論價值。另外，本研究僅以收視頻率為預測
變項，並未進一步調查受訪者收視色情內容之狀況，由於不同受訪者
所喜好的色情內容往往不同，這些不同是否影響涵化效果？有待未來
進一步的研究釐清。
在研究變項的設計上，本研究並未納入一些可能影響涵化效果的

變項，譬如「個人經驗」與「家庭型態」等。過去的涵化研究發現，發生
在受訪者自身的真實經驗，有可能強化媒介的涵化效果，因此，未來
研究若能調查受訪者發生過的某些真實經驗，譬如強暴、性行為等，
將能幫助了解受訪者本身的經驗對網路色情涵化效果的影響。另一方
面，家庭型態也可能影響網路色情對青少年的涵化效果，成長在單親
家庭與一般家庭的青少年使用網路與網路色情的頻率或許會有所不
同，因而產生不同的效果，這些都是本研究並未顧及之處，也是未來
研究值得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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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只以台北市的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雖
然目前電腦與網路使用已經十分普遍，但「網路使用」仍有城鄉差距。
越偏遠的地方，網路使用率越低，其收視網路色情的頻率也可能較
低，涵化效果也可能受到影響。因此，調查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結
果，可能無法推論網路色情對全台灣青少年的影響。未來的研究應該
將調查對象擴及到全台灣各縣市，使研究結果更具推論能力。
當然，本研究只探討網路色情對高中生的影響，但事實上，各年

齡層的人都可能收視網路色情，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嘗試將研究對 

象擴及至不同年齡層，以比較網路色情對初中生、高中生，甚至成 

年人的涵化效果；如果時間與經費允許，甚至可以考慮進行跨文化或
跨國研究，以探討網路色情對於不同文化、不同地區使用者的涵化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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