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背景】 
 在雙面訊息說服效果研究中發現，相較於單一訊息，雙向訊息

較接近真實性，因為市場上的產品皆有優點與缺點，同時提出

正面和負面口碑較容易讓人相信。 

 然而雙面訊息意指正負向訊息以某種比例同時呈現，那麼，正

負向訊息的比例應該要是多少，才能達到最好的說服效果呢？

此即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問題。 

 根據訊息對稱性，人們對於負面訊息的敏感強度應高於正面訊

息，因此若要達到最好的說服效果，則要讓正、負面訊息的

「影響效果」變成一樣，亦即有可能在比例上，正面訊息需多

於負面訊息，才能真正發揮雙面訊息之效果。 

【研究架構圖】 

 
 

 H:當正面訊息大於負面訊息時時其產品喜好程度會較高。 

 

【研究結果】 

 研究一 

 假設一：「當正面訊息數量多於負面訊息數量時，其訊息可信度會較高。」 

 研究結果顯示雙面訊息比例對訊息可信度沒有影響，F(2, 27)= .10， 

p = .90，η2 = .007，因此假設一不成立。 

 預估可能原因為：量表信度不佳、實驗材料干擾太多。 

 假設二：「當正面訊息數量多於負面訊息數量時，其產品態度會較為正向。」 

 F(2, 27) = 3.43，p = 0.47，η2 = .202。 

但由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後(表2-8)顯示， 

當正負向訊息比例為5:5 時，和7:3並沒有顯 

著差異。 

 故可以看出假設二不成立，當正面訊息數 

量多於負面訊息數量時，其產品態度沒有 

顯著的差異。 

 

 研究二 

 假設：「當正面訊息數量多於負面訊息數量時，其產品態度會較為正向。」 

 

 

 

 

 

 

 

 

 F(2,57) = 7.00，η2 = .197，p = .002，研究結果顯示雙面訊息比例對產品態度會較

正向，故假設成立。 

 再進一步上表，正面訊息多於負面訊息（7:3，M = 21.00，SD = 5.45）時產品態

度會高於正面訊息等於負面訊息時（5:5，M = 17.05，SD = 2.56），也多於正面

訊息小於負面訊息時（3:7，M = 16.15，SD = 4.56），故可以看出假設二成立，

當正面訊息數量多於負面訊息數量時，其產品態度會較為正向。 

【研究方法】 

 

 

 

 

 

 

 

 

 

 

 

 

 

 

 施測流程： 

【討論】 
 儘管過去文獻和本研究都支持負面訊息權重可能高於正面
訊息，但不同性質的產品可能在比例上會有不同；例如一
次性的消耗產品或是醫療用品。 

 性別也是值得討論的因素，因為男性與女性對於產品所注
重的重點可能略有不同。 

【研究限制】 

 施測問卷時，問卷指導語可能可以再給予更清楚的指示，
讓受試者能清楚了解問卷作答方式。 

 本研究以大學校園為研究場域，受試者僅限大學生，因此
研究成果無法類推至其他場域。實驗材料採用「手機」為
主題，在內在效度上應無太大問題，然而本研究成果能否
推論至其他年齡層，值得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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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一  研究二  

樣本數  銘傳大學學生 30人  銘傳大學學生 60人  

問卷內容  
含手機相關資訊及十個

網友評價  

只包含十個網友評價，  

未呈現其它手機相關資

訊  

實驗設計  
單因子三水準之實驗設計  

採獨立樣本實驗設計。受試者採便利取樣  

施測地點 安靜不受打擾的教室  
安靜不受打擾的圖書館

討論室  

雙面訊息 

內容  

各實驗組內的 10個內

容都完全相同  
不完全相同  

雙面訊息的內容呈現採抽籤隨機決定，為了避免

正負向訊息出現的先後順序影響實驗效果，10個

訊息的呈現順序亦是由抽籤決定  

施測人數  每場次最多施測 6人  每次施測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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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向 

訊息比例 
M SD N 

7:3 18.60 5.02 10 

5:5 18.20 3.97 10 

3:7 13.60 5.17 10 

正負向 

訊息比例 
M SD N 

7:3 21.00 5.45 20 

5:5 17.05 2.56 20 

3:7 16.15 4.56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