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地區互動電視市場未來發展影響因素之探討

張坤昌、張景旭 ; 徐東海

E-mail: 9315889@mail.dyu.edu.tw

摘 要

　　國內無線電視臺即將開播數位電視，中華電信也陸續推出互動數位電視服務(MOD多媒體隨選視訊)。面對大媒體潮流

的來臨，數位寬頻技術快速發展，有線電視業者、資訊業、電信業，不僅僅是單純的節目播放者、電腦科技產業或網路提

供者，且將各自扮演不同而又多重化的角色。 　　互動電視(Interactive Tv)係結合寬頻網路、互動技術與傳統電視匯

聚(convergence)後之新媒體，無論對資訊業、電信產業或傳統媒體而言，皆是結合了電腦與網路各自優點。互動電視優質

的影音技術將帶給閱聽人耳目一新的視聽覺享受。未來強調互動電視經驗，可望成為未來家庭娛樂資訊中心，繼而帶動媒

體、電信、資訊、傳播科技、數位內容與服務的發展成為新興產業。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及質化研究法(文獻探討、深度訪談)結合的研究設計，探討「台灣地區互動電視市場末來發展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

，經過多年來市場開放競爭以及跨媒體、跨產業的結果，可能影響台灣互動電視市場未來發展的前十項因素，有四項是與

消費者有關(收費、產品、服務功能與收視習慣轉換)。 本研究對互動電視市場經營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加強對消費者推

廣活動規劃宣傳策略 二、精準掌握互動電視市場需求情報和消費者行為資訊 三、市場區隔有效掌握市場機會，推展互動

電視業務 四、提供互動媒體平台，創造雙贏 最後對政府的建議是：要扮演更積極與推動的角色。

關鍵詞 : 互動電視 ; 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 關鍵成功因素(K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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