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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題目:你借錢我保密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信用風險平台用戶的使用

行為 

學生: 白子怡、王泯淇、鄭雅云、白子靜、朱豈鋐、曾世宇 

摘要 

摘要內文 

信用貸款是根據借款人的信譽所發放的貸款，而申請信用貸款時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擔

保，隨著信用貸款的普及化，本校設計了信用風險平台提供給本校的學生使用。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了 189份問卷，來分析學生使用信用風險平台的意願

等，讓學生更了解此平台的功能。 

 

 

 

 

關鍵字：信用風險平台、信用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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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根據教育部圓夢助學網統計得知，以 108學年度為例，大專院校學生申請學貸人數

242,791人，其中公立學校學生為 55,715人，而私立卻有 187,076人。許多背負學貸的

學生畢業後，薪資約為 30,000左右，卻需要每個月拿五分之一左右薪水償還學貸，尤其

很多學生來自經濟弱勢家庭。尚未步入社會就扛著債務，在就學階段就已經半工半讀維

持生活，難以專注在學業上，在學成績得過且過。 

大學生活豐富，社團活動更是多樣，因此大學階段的花費相對其他就學時期來得高出許

多，這些花費來自學雜費、購買日用品、通勤、購書、社團費用等，若是在外地就讀大

學的同學，還須負擔住宿、三餐花費等開銷，而這些仍不包含各式活動、出遊所產生的

額外費用。有時一個突發狀況就可能導致資金短缺，像是筆電突然壞掉需要重新購買，

手機送修、進修補習支出等，這些都是金額不小的花費。藉由學生信用風險管理平台幫

助學生可以專注在學業上，也可以根據科技接受模式來了解大學生對於網路金流平台的

接受度、敏銳度與危機意識。 

    本研究欲了解會影響平台使用意圖的各項因素，包括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主

觀規範、印象、任務攸關性、結果可說明性、使用意圖、自發性，作為未來平台能進一

步優化的參考。 

 

第二節、研究目的 

信用風險平台為本校開創給學生使用的借貸平台，和一般信用貸款的概念相同，皆

是以自己的信用向他方借款，並根據研究動機的想法探討此平台對學生是否需要及想要。 

(一)發放問卷探討學生對信用風險平台的需求度及滿意度 

(二)針對問卷結果提供信用風險平台建議及優劣勢 

 

第三節、研究流程 

 

圖表 1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主
題 

研究動機與
目的 

文獻蒐集 
選定研究對

象 

設計問卷 問卷調查 
問卷回收及

分析 

結論及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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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信用風險平台介紹 

信用風險平台是一個新設計的網路借款平台，是本校設計給日四技、日二技的學生

使用，主要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安全且隱私的管道給需要的學生生活援助，讓學生多一

個管道可選擇。 

有借有還，因此在學生申請小額借貸時，學校以信用 5C分析法根據此學生的九個

條件來查看申請人是否通過信用合格的標準，信用 5C分別為 1.品格(Character)2.能力

(Capacity)3.資本(Capital)4.擔保品(Collateral)5.企業環境(Condition of Business)，而學校根

據的九項分別為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到課考勤紀錄、獎懲紀錄、服務學習時數、證照

點數、課程資訊、學生基本資料、學籍資料，只要以上十項都有符合條件並審核通過，

則學校就會以匯款的方式將學生需要的金額轉帳過去。 

很多學生即使生活上有困難也不知道該怎麼和其他人求助，一方面擔心自己會被閒

言閒語，一方面害怕會被用不同眼光看待，本校的信用風險平台整個借款還款的過程中，

學生的個資都將會被保護，不會隨意公開申請人的身分及隱私，保障學生們的安全。 

九項審核標準內容： 

(一) 、操行成績 

學生操行考核係由系（所、科）主任、班級導師、輔導教官完成初評後，經學務處

召開學務會議複評，並提請學生獎懲委員會核定之，考量標準包括學生之言行品德、到

課考勤標準、獎懲標準等，以上學期操行成績為基準，若新生(轉學生)於入學學期提出

申請，將以 70分作為本項目的原始成績。 

(二) 、學期成績 

學期成績為本校評估學生是否善盡學生本分的重要依據，本系統將按不及格科目之

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比例進行審核並扣分，若新生(轉學生)於入學學期提出申請本

項目將不扣分。 

(三) 、到課考勤紀錄 

當學生提出生活援助申請時，將以當學期截至提出申請前一段時間所累積之到課考

勤紀錄為準，依規定標準於原始成績中扣減。 

(四) 、獎懲紀錄 

當學生提出生活援助申請時，將以當學期之獎勵(懲罰)紀錄為準，包括大功(過)、

小功(過)、嘉獎、申戒等，依規定標準於原始成績中加分(減分)。 

(五) 、證照點數 

當學生提出生活援助申請時，取得證照已經成功在技能檢定中心依規定集點，按證

照等級獎勵標準表所換算累積之點數，於原始成績中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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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程資訊 

由於 (二)學期成績這項只考慮到上一學期的學業成績，並未將本學期學業成績納入，

因此將以學生本學期申請停休的學分總數作為本學期學業表現的代理變數，停修學分數

愈高者代表本學期學業表現愈不佳，將於原始成績中扣分。 

(七) 、學籍資料 

為了避免學生學期中休學、退學、轉學或是畢業影響到援助金之正常返還，系統必

須取得學生在學狀況之資料，一旦發生學期中休學、退學、轉學或是畢業情事，系統應

進行援助金返還之清算或是停止申請援助，並提醒同學或管理者注意。 

 

 

 

 

 

 

 

 

 

 

 

 

 

 

 

 

 

 

 

 

 

 

 

 

 

 

 

 

圖表 2平台流程圖 

  

評分所有學生的
表現資料與核可

額度 

有板信存款帳戶學生 

學生於平台提出動撥申請 

學生線上啟
用生活援助

服務 

學校通知銀行學生援助金啟用 

以及核對學生身分與帳號 

發送簡訊 OTP 
學生於平台申請，輸
入 OTP，於線上啟用

服務。 

 

依照學生於平台提出

動撥金額需求，支出

相關款項 

申請文件之整理及保管。 

學生於平台
上輸入動撥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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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信用風險平台操作介面 

(一)、貸款申請 

 依學生在校操性成績為基底，經由各加減分項目計算加總後得出總分，始可檢核是

否符合貸款資格。若審核結果為駁回時,會發送 mail通知申貸人。 

圖表 4貸款申請圖 

圖表 3貸款申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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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擇使用台灣 Pay或街口支付收款。 (需先於各行動支付綁定個人銀行帳戶)，通

知 email預設為學生的學校信箱，可自行新增一組外部信箱。 

 

 點選【傳送動態密碼】按鈕後,發送動態密碼至學生設定的 email信箱,以確認是否為

學生本人來做申貸，輸入 email內之動態密碼後,點選下一步按鈕,系統會檢核輸入的

動態密碼是否正確,若正確則可前往下一步。 

 

 

 申貸完成後,顯示貸款申請金額及日期並同步發送 email通知申貸完成。 

  

 圖表 5貸款申請圖 3 

圖表 6貸款申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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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還款作業 

 申貸人還款時,可選擇當面與作業員掃碼還款或由線上提報的還款方式進行還款。 

 

 還款時,請點選「還款提報頁」利用支付工具掃描款帳戶 QR code 截圖,可選擇一次

遗清或分批多次還款,於系統输入轉出帳戶後四碼、轉出金额、轉出日期。待系統作

業人員確認還款金額入帳後,系統會發送 E-Mail 通知申請人。若該貸款案件已還完

所有貸款金額,則系統一併將貸款案件結案。 

圖表 7還款作業圖 

圖表 8 還款作業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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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由 Davis (1986)所提出，以

Fishbein和 Ajzen(1975)發展出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展

用以研究接受資訊系統和資訊科技的決定因素，以預測個人使用資訊系統和資訊科技的

行為意圖與接受的程度。 

Davis(1986)認為外部變數會影響使用者內部變數（即心理因素），而 TAM 主張對於使

用者接受科技而言，「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為兩個最主要的信念變數，影響

使用者對新科技的使用態度，進而影響具體的行為表現，且在證實研究上已具有高的解

釋力，並達到模型簡潔的要求。 

(一)、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簡稱 PU) 

科技接受模式假設當使用者知覺認為此系統容易被使用時，會促進使用者以相同的努力

完成更多的工作，改善或提高工作績效，亦即當潛在使用者知覺到某一系統的有用程度

愈高時，會對該系統愈會抱持正面的態度，此行為是主觀的（Davis, Bagozzi, and 

Warshaw1989)。例如：當我們在使用某系統或網站時，若此系統或網站能提高工作效率

或工作表現時，會讓我們認為此系統或網站是好用的，藉此提升我們對此知覺有用程度

（賴泰翰、吳思嫻 2014） 

信用風險平台服務宗旨為援助經濟生活突臨困頓之學生，以小額借款的方式暫時提供學

生資金自由運用，亦能減少學生私下金錢往來之衝突，以及避免因借錢難以啟齒之事影

響人際關係，此部分以科技接受模式中的知覺有用性探討信用風險平台對學生提升生活

品質、減輕經濟壓力是否有用。 

(二)、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of-use，簡稱 PEOU） 

    所謂「易用」需要符合易於學習、快速使用及相對無錯這三個部分。易用性的定義為使

用者對新的技術或系統使用的難易程度，易用性設計的重點在於讓產品的設計能夠符合

使用者的需求及習慣(維基百科)。從 Davis 的 TAM的理論中可得知，知覺易用性含有使

用者對成本效益的評估，所以不論使用者接觸到新的資訊、新科技操作學習的難易程度，

其知覺上會透過其個人價值判斷後而加以取捨，此外使用者個人屬性如個人背景、資質、

興趣不同以及使用者實質效益皆會影響到其價值判斷(郭裕元 2013)。學生信用風險，將

參考援引金融業傳統的小額信用評分模型，以最簡單且有效的方式來管理這個平台，主

要由四大構面來評分，包括個人屬性構面(即授款對象)、授信使用情形構面、信用卡使

用情形構面、聯徵查詢紀錄構面等。另外我們會使用相對比較方便、簡單的還款方式來

讓使用者還錢，像是可是用台灣 pay來還款，還可以省手續費，這樣就不用往常的繳費

方式還要收到臨櫃繳費，最後再以科技接受模式來探討信用風險平台對使用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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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操作型定義 

表格 1操作型定義 

第二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藉由潛在客群調查與分析，研究客群對於信用風險平台的使用理由以及

使用考量，確認未來運行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調查內容為：信用風險平台對使用者的

生活是否有幫助，以及了解對於信用風險平台的接受情況。而問券的發放對象為致理科

技大學可使用借貸平台的學生，由於平台還在成長期階段，所以主要針對潛在客群問卷

研究。 

個人在採取某一項特定行為時，會受到社會觀感、刻板印象、宗教信仰等因素，驅使應

是否執行該特定行為，因此當正向主觀規範越強烈，越容易認為從事該行為是有用的。 

因此提出假設 H1: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借錢為較為私密的事，會影響在他人心中的印象，進而動搖自己的社會地位，因而探討

用戶對信用風險平台的出現是否能改善上述問題，若印象為顯著正向，是否對其有用性

增加。 

因此提出假設 H2：印象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此平台為設計給本校學生使用的借貸平台，希望學生能在此平台中得到生活中的援助，

改善生活品質得到更好的學習成效。 

因此提出假設 H3：任務攸關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研究變項 操作型定義 

知覺有用性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增進學習上的效率和

生活品質的程度。 

知覺易用性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其操作的容易程度與接觸管道便利程度。 

主觀規範 用戶在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時，所感受到其社會觀感是正面或負面評

價。 

印象 信用風險平台對用戶的社交地位影響程度。 

任務攸關性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運用信用風險平台於學習上相關與密切程

度。 

結果可說明性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能清楚向他人說明使用信用風險平台的結

果。 

使用意圖 
信用風險平台的使用族群遇到經濟壓力時會首先考慮信用險平台，也

會期待再次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自發性 
信用風險平台的使用族群會主動嘗試新科技產品和上網搜尋新技術

應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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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平台設計不會太過複雜，用戶能在使用過後了解此平台的使用方法及相關流程並說明

給他人了解。 

因此提出假設 H4：結果可說明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Davis (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式時，認為模型中的『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並

不是兩個不相干的變數，前者對後者存在著正向且顯著的影響。」意即在兩個相同系統

中，用戶通常認為較易使用的系統，也會被認為較為有用。 

因此提出假設 H5：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介面的設計，不僅要讓新手可以自行理解、正確操作，或者方便找到解惑提示，在使用

時不會產生挫敗感，在過程中不會感到煩躁，甚至提供捷徑以提升操作效率給予好的使

用者體驗，之後持續使用的意願會增加，用戶認為較易使用的系統，通常也比較願意嘗

試使用。  

因此提出假設 H6：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 
 

當用戶認為此平台能夠提升自身的生活品質以及能夠增進學習效率或減少使用時間，會

讓我們認為此平台是好用的，將會使用戶更加願意嘗試。 

因此提出假設 H7: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 

 

自發性為內在驅使外在的行動，當用戶願意主動嘗試新產品或新技術時，會使用戶增加

使用的意圖，因此用戶的自發性越強，使用的意圖也越大。 

因此提出假設 H8:自發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

H1 

圖表 9研究架構 

H2 

H3 

H4 H5 

H6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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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知覺有用性 

(一) 、操作性定義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增進學習上的效率和生活品質的程

度。 

(二) 、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 Facebook對使用者之影響(吳智鴻及

蔡依錞，2014)，及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智慧型手機使用行動支付意願之研究(葉惠

忠、李奕葳，2019)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知
覺
有
用
性 

 

1 

 

 

2 

 

 

3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對

我的生活是有幫助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

增進我的生活品質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

多少減輕我的經濟壓力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吳智鴻及蔡依錞(2014)。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

Facebook對使用者之影

響 

(2018)。以科技接受模式

探討智慧型手機使用行

動支付意願之研究。 

表格 2知覺有用性 

第四節、知覺易用性 

(一) 、操作性定義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其操作的容易程度與接觸管道便利程度。 

(二) 、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二輪式電動代步車消費者接受程度

(梁世安及余國瑋，2005)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知
覺
易
用
性 

 

1 

 

 

2 

 

 

3 

 

我認為學習使用信用風險平

台是容易的 

 

對我而言，要很熟練使用信

用風險平台是很容易的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需

要專業人士指導程度低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梁世安及余國瑋(2005)。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二

輪式電動代步車消費者

接受程度。 

表格 3知覺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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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主觀規範 

(一)、用戶在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時，所感受到其社會觀感是正面或負面評價。 

(二)、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Venkatesh& Davis，2000)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主
觀
規
範 

 

1 

 

 

2 

 

 

3 

 

 

4 

我覺得我周遭的家人朋友

認同我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來進行貸款 

 

我周遭也有朋友使用不同

管道進行貸款(例如向同

學、父母或其他親屬、長輩

借錢等) 

 

我覺得周遭的家人朋友認

為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是正

面的 

 

我周遭的家人朋友會鼓勵

我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郭裕元(2013)。以科技接受

模式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

智慧電動車意圖之要素 

表格 4主觀規範 

第六節、印象 
(一) 、操作性定義 

信用風險平台對用戶的社交地位影響程度。 

(二) 、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Venkatesh& Davis，2000)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印
象 

1 

 

 

2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能比較好的保護我的財務

隱私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能 

比較好的維護我的人際關

係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郭裕元(2013)。以科技接受

模式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

智慧電動車意圖之要素 

表格 5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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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結果可說明性 

(一) 、操作性定義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能清楚向他人說明使用信用風險平台的結果。 

(二) 、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Venkatesh & Davis，2000)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結
果
可
說
明
性 

1 
我能清楚的向其他人說明

使用信用風險平台的結果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郭裕元(2013)。以科技接受

模式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

智慧電動車意圖之要素 

表格 6結果可說明性 

 

第八節、任務攸關性 

(一)、操作性定義 

信用風險平台的用戶認為運用信用風險平台於學習上相關與密切程度。 

    (二)、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Venkatesh & Davis，2000)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任
務
攸
關
性 

1 

 

 

2 

對我的學習而言，使用信用

風險平台是重要的 

 

我認為使用信用風險平

台，可以提升我的學習品質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郭裕元(2013)。以科技接受

模式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

智慧電動車意圖之要素 

表格 7任務攸關性 

  



 17  

第九節、自發性 

(一) 、操作性定義 

信用風險平台的使用族群會主動嘗試新科技產品和上網搜尋新技術應用的資料。 

(二) 、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Venkatesh & Davis，2000)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自
發
性 

1 

 

 

2 

我平常就喜歡主動嘗試新

的科技產品 

 

我會上網搜尋新技術應用

的資料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郭裕元(2013)。以科技接受

模式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

智慧電動車意圖之要素 

表格 8自發性 

 

第十節、使用意圖 
(一) 、操作性定義 

信用風險平台的使用族群遇到經濟壓力時會首先考慮信用險平台，也會期待再次使

用信用風險平台。 

(二) 、衡量 

本部份之變項衡量乃依據(Venkatesh & Davis，2000)之衡量表設計概念修訂而成 

 

項目 題項 衡量變數 衡量尺度 文獻來源 

使
用
意
圖 

1 

 

 

2 

信用風險平台是我以後面臨

經濟壓力時的第一選擇 

 

我會期待再次使用信用風險

平台 

李克特 

(Likert) 

五點尺度 

郭裕元(2013)。以科技接受

模式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

智慧電動車意圖之要素 

表格 9使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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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料分析 

第一節、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知覺有用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知覺有用性」構面之 3題問項差異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1以上，

此可表示填答問卷者對於「知覺有用性」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

答問卷者對於「知覺有用性」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43以上，表示對於「知覺有用性」

構面的問題是被接受的。 

依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比較在意信用風險平台對受訪者的生活是否有幫助;而較

不在意信用風險平台能否減輕經濟壓力。 

表格 10知覺有用性敘述統計分析 

 

(二)、 知覺易用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知覺易用性」構面之 3題問項差異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5以上,

此可表示填答問卷者對於「知覺易用性」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答

問卷者對於「知覺易用性」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53以上,表示對於「知覺易用性」

構面的問題是被接受的。 

依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比較在意信用風險平台對受訪者學習使用上是容易的;而

較不在意信用風險平台是否需要專業人士指導程度低。 

表格 11知覺易用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對我的生活是有幫助的 3.54 0.74 

2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增進我的生活品質 3.46 0.71 

3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多少減輕我的經濟壓力 3.43 0.73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認為學習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是容易的 3.74 0.81 

2 對我而言，要很熟練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是很容易的 3.72 0.81 

3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需要專業人士指導程度低 3.53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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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觀規範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主觀規範」構面之 4題問項差異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6以上,此

可表示填答問卷者對於「主觀規範」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答問卷

者對於「主觀規範」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19以上,表示對於「主觀規範」構面的問

題是被接受的。 

依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比較在意周遭的家人朋友認為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是正面

的;而較不在意周遭是否也有朋友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表格 12主觀規範之敘述統計分析 

 

(四)、印象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印象」構面之 2題問項差異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7以上此可表

示填答問卷者對於「印象」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答問卷者對於「印

象」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22以上,表示對於「印象」構面的問題是被接受的。 

依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比較在意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有比較好的保護財務隱私;

而較不在意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有比較好的維護我的人際關係。 

表格 13印象之敘述統計分析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覺得我周遭的家人朋友認同我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來進行貸款 
3.34 0.76 

2 
我周遭也有朋友使用不同管道進行貸款(例如向同

學、父母或其他親屬、長輩借錢等) 
3.19 0.90 

3 
我覺得周遭的家人朋友認為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是正

面的 
3.49 0.77 

4 我周遭的家人朋友會鼓勵我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3.26 0.79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比較好的保護我的財務

隱私 
3.55 0.77 

2 
我覺得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能比較好的維護我的人際

關係 
3.22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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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可說明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結果可說明性」構面之 1題問項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6以上,此

可表示填答問卷者對於「結果可說明性」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答

問卷者對於「結果可說明性」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59以上,表示對於「結果可說明

性」構面的問題是被接受的。 

表格 14結果可說明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六)、任務攸關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任務攸關性」構面之 2題問項差異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7以上,

此可表示填答問卷者對於「任務攸關性」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答

問卷者對於「任務攸關性」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25以上,表示對於「任務攸關性」

構面的問題是被接受的。 

 

依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比較在意對受訪者的學習而言,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是重要

的;而較不在意信用風險平台是否可以提升我的學習品質。 

表格 15任務攸關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七)、自發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自發性」構面之 2題問項差異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4以上,此可

表示填答問卷者對於「自發性」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答問卷者對

於「自發性」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58以上,表示對於「自發性」構面的問題是被接

受的 

依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比較在意會上網搜尋新技術應用的資料;而較不在意會主

動嘗試新科技產品。 

表格 16自發性之敘述統計分析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能清楚的向其他人說明使用信用風險平台的結果 3.59 0.76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對我的學習而言，使用信用風險平台是重要的 3.35 0.80 

2 我認為使用信用風險平台，可以提升我的學習品質 3.25 0.77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平常就喜歡主動嘗試新的科技產品 3.58 0.74 

2 我會上網搜尋新技術應用的資料 3.7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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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意圖之敘述統計分析 

填答問卷者對於「使用意圖」構面之 2題問項差異存在,標準差至少為 0.78以上,此

可表示填答問卷者對於「使用意圖」之問項呈現多元看法,在平均數部分,填答問卷

者對於「使用意圖」構面之間問項皆具 3.36以上,表示對於「使用意圖」構面的問

題是被接受的。 

依據以上資料顯示受訪者,比較在意會期待再次使用信用風險平台;而較不在意信用

風險平台是以後面臨經濟壓力時的第一選擇。 

表格 17使用意圖之敘述統計分析 

  

題項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信用風險平台是我以後面臨經濟壓力時的第一選擇 3.36 0.92 

2 我會期待再次使用信用風險平台 3.41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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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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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透過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來了解本研究欲探討的變數間之相關程度。從表 10

可以看到，使用意圖與自發性、知覺有用性以及知覺易用性間均呈現正向的顯著關係，

其相關係數分別為 0.662、0.718以及 0.555，且均達統計上 1%的顯著水準，與本研究之

假說六、假說七、假說八之預期相符。 

  我們認為用戶在使用風險平台時，所感受到其社會觀感、對用戶的社交地位影響、

與學習的密切程度、能清楚的向他人說明使用結果及平台的操作簡易程度若為正面的，

會讓使用者認為此平台能增進學習上的效率和生活品質。表 11中主觀規範與知覺有用

性相關係數為 0.673；印象與知覺有用性相關係數為 0.703；任務攸關性與知覺有用性相

關係數為 0.730；結果可說明性與知覺有用性相關係數為 0.641；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

性相關係數為 0.581，皆為正值且達到 1%的顯著水準，符合本研究假說一到假說五的五

項預期。 

第三節、迴歸分析 
  由於皮爾森相關係數僅能分析單項變數間的變化，本研究因此利用迴歸分析模型，

同時控制多個自變數，以便了解在應變數為知覺有用性以及使用意圖的情況下，分別受

到不同自變數之影響程度以及方向，從而得到使用者對信用風險平台更為全面的了解。 

 

 

表格 18迴歸結果 3 

         

模型

一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標準錯誤 β   允差 VIF 

1 （常數） 1.65 0.552  2.988 0.003
***

   

 知覺易用性 0.184 0.063 0.188 2.906 0.004
***

 0.503 1.989 

 主觀規範 0.13 0.057 0.165 2.26 0.025
**
 0.392 2.551 

 任務攸關性 0.595 0.093 0.445 6.417 0 0.436 2.295 

 結果可說明性 0.308 0.185 0.12 1.662 0.098
*
 0.406 2.464 

a 應變數: 知覺有用性       

         

模型

二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標準錯誤 β   允差 VIF 

1 （常數） -0.527 0.464  -1.135 0.258
**
   

 知覺易用性 0.053 0.05 0.068 1.071 0.285
**
 0.541 1.847 

 自發性 0.377 0.074 0.332 5.127 0 0.525 1.904 

 知覺有用性 0.381 0.049 0.48 7.729 0 0.572 1.75 

a 應變數: 使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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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模型一的迴歸分析，可以了解到知覺易用性、主觀規範、印象、任務攸關性以

及結果可說明性等五個自變數對應變數知覺有用性之標準化係數均為正值，分別為

0.178、0.107、0.205，0.368以及 0.075，與本研究預期之方向一致，而除了自變數結果

可說明性未達顯著水準之外，餘自變數知覺易用性、印象以及任務攸關性均達統計上 1%

之顯著水準，另自變數主觀規範則達統計上的輕微顯著性(單尾機率 P值為 0.078)。本研

究認為，自變數結果可說明性不顯著的原因，可能係因本平台使用的資料均與使用者的

個人在校學習成效相關，較屬個人隱私，可能因此導致使用者對於將平台的操作結果向

他人說明的意願不高，因此無法呈現顯著的水準。 

透過模型二的迴歸分析，可以了解到知覺易用性、自發性、知覺有用性三個自變數

對應變數使用意圖之標準化係數亦均為正值，分別為 0.068、0.332、0.48，與本研究預

期之方向一致，而除了自變數知覺易用性未達顯著水準之外，餘自變數自發性、知覺有

用性均達統計上 1%之顯著水準。本研究認為，自變數知覺易用性於模型二當中不顯著

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信用風險平台本身使用上並不困難，只要利用學生帳號密碼登入後，

系統平台的介面皆會引導使用者如何進行操作並有相關說明，因此自變數知覺易用性的

評估，對於使用意圖的 影響就難以在迴歸模型當中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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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一)、優劣勢 

根據平均數及標準差的計算結果，標準差在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主觀規範、
印象、任務攸關性、自發性、使用意圖此八項皆為 0.7以上，得知使用者對此八項具有
多元的看法，而平均數在此八項皆在 0.3以上，得知受測者對於此八項特性構面的問題
是能接受的。 

進而透過皮爾森係數及回歸分析了解到透過此次研究了解信用風險平台的優點為：
學習快速能方便使用、安全且隱私的借貸環境、提升生活品質使學習過程穩定，而缺點
為：學校需要經過多種條件的檢視及確認才進行撥款的動作，若時間較急促較不方便、
學校目前開放的借貸額度較低，僅能幫助基本的生理需求因此較少人詢問使用。 

 

第二節、研究建議 

  在校生平均一學期書籍費和證照費約 3000元左右，目前信用風險平台存在貸款額

度太低，使用人數太少的問題，若貸款最高額度提至 3000元，方能提升需要幫助的同

學使用意願，呼應信用風險平台的宗旨。 

  另外，在操作介面上可在借、還款程序結束後，設立使用者滿意度回饋及建議的頁

面，收集到的數據能成為日後平台改進的依據。 

  現今行動支付普及，而目前平台只有台灣 pay以及街口兩種收付工具，日後可再新

增如：LINE Pay、PI錢包等支付工具，提供借、還款時多元選擇，現在因研究限制沒辦

法納入學生社經地位，建議以後的研究者可以考慮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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