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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新型高科技產物漸漸的取代部分已使用數百年的傳統工具。近

來各大電子支付系統紛紛啟用，部分消費者也跟著開始使用。使用手機購物、結帳、轉帳

也許會成為未來潮流，在各國漸漸開放的同時，我們也發現中國在電子支付這方面早已有

深厚基礎，使用人數年年攀升，反觀台灣，消費者對於這項支付方式似乎有些陌生，而這

也引起我們的興趣，促成此次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電子支付的運作方式，以及台灣目前的發展趨勢。 

（二）對比新興支付模式在中國的動機及使用率。 

（三）分析大眾使用電子支付所需具備的個人基本條件和探討民眾不使用之原因。 

 

三、研究方法 

 

  採取文獻分析法，搜尋網路資料、參考雜誌和文獻資料，分析出目前台灣在電子支付

的發展上所面臨的挑戰。另外使用問卷調查法，運用網路問卷的方式調查行動支付之於大

眾的接受度、意見及使用因素。 

 

四、研究架構 

 

 

 

 

兩岸消費者電子支
付使用動機與比較 

電子支付簡介 

支付流程 

和第三方支付的差異 

台灣電子支付使用動機 

目前使用概況 

電子支付推廣政策 

中國電子支付使用動機 

台灣和中國之差異對比 

問卷分析 

結論及建議 

圖一：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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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eMarketer 預計 2018 年全球 13.2%的人口將成為近端行動支付的用戶。」（Kyle， 2018）

行動支付逐漸普及，許多支付系統也在台灣上市，然而消費者是否能接受不同的支付方式實

屬一大考驗，相較於中國的高使用率，台灣著實有不足之處。對於台灣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推廣電子支付背後的動機以及台灣消費者之使用概況，將一一論述。 

 

一、何謂電子支付 

 

（一）定義 

 

  「凡以行動存取設備透過無線網路，採用語音、簡訊或近距離無線通訊（NFC）

等方式所啟動的支付行為均屬之。」（張嘉琳、陳師群，2016）也就是指消費者在結帳

時不需要以傳統的紙鈔、零錢、信用卡等具價值的物品進行交易，而是改以使用行動

裝置來付帳的新興模式。 

 

（二）支付方式 

 

  電子支付主要的方式為近端支付。近端支付是以行動裝置為支付工具，在實體商店

以感應式或是磁條感應的方式進行支付，其中又以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 最為大家所矚目。近距離無線通訊是一種使用無線電波進行短距離

的通訊「讓電子設備之間可進行非接觸式，點對點的資料傳輸。」（金管會，2016）這種

新穎的付款方式是大家較不熟悉的。因為如此，NFC 帶來了龐大的商機和利益，促使各

家廠商爭相開發出相關的支援系統。近端支付，可說是行動支付最重要的命脈，也是其

最大的特色。圖二為研究者經整理後所繪製的近端支付運作流程圖： 

圖二：近端支付運作流程圖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由圖二可得知，近端支付需有多家機構同時配合，而消費者在流程中僅需行動裝置即

可完成交易，顯示出行動支付簡易的特質，但同時也揭露出看不到的、被隱藏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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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的差異 

 

    電子支付和第三方支付雖為消費者熟知，但其定義仍有些許差距。在中國，電子

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的意義大致相同，但在臺灣，這兩者就有不同解釋。粗略分別，行

動支付主要是將實體卡片虛擬化，將其融入進行動裝置中，使信用卡、現金等成為它

的一部份；第三方支付的操作機制則是在買家和賣家之間設立一個第三方平台。簡單

來說，當買家付款時，錢會先匯入第三方，在買家確認貨到消費者手中且無瑕疵等問

題後，第三方平台再將錢轉入賣家的手中。最主要是第三方平台會與銀行合作，形成

店家與銀行之間媒介，因此相較於電子支付，第三方支付也顯得較有保障。而本篇所

探討之行動支付皆為電子支付。 

 

 二、台灣電子支付使用動機 

  隨著電子支付在全球風行，台灣也得跟上時代潮流使用電子支付。近年來政府積極推

廣電子支付，但台灣在 2016 年才開始推行電子支付，這也讓消費者對於電子支付相對認知

度較不高，但若想改變人民的消費習慣，還需克服許多問題。 

（一）目前使用概況 

     從各大媒體的資料可發現台灣電子支付使用率明顯偏低，且成長速度緩慢。下列

幾點為目前行動支付大致上所面臨的挑戰： 

1、對於現行支付方式過於依賴 

    根據統計報告顯示，台灣消費者普遍認為現金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支付工具。

「若以台灣民間消費約 7 兆元來估算，仍有 4 兆多元是以現金支付。」 （財訊雙週

刊，2017）另外，2017 上半年「國內 36 家發卡機構整體簽帳金額高達 2,951 億元。」

（周先白，2017）消費者大多信賴舊有支付模式，對於電子支付抱持懷疑、不信任態

度，使得電子支付接受度不高，對普遍使用率有極大的影響。如何使大眾廣泛接觸新

的支付方式是台灣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2、資訊安全考量 

    「根據資策會 MIC 於 2017 年調查顯示， 國人考慮使用行動支付的前五名因素

中，安全性因素 （83.3％） 排首位」（MIC，2017）由於消費者擔心使用行動支付可

能會有個資外洩、被人盜用、防護設定不夠縝密、身份辨識不夠穩固等問題，易讓有

心之人有機可乘，且政府僅對於業者有要求個資保護，於使用方並無相關規定，使消

費者不信任支付系統，因此對於電子支付抱持著觀望的態度，導致使用率成長緩慢。 

3、現行法規仍不成熟 

  立法院在 2015 年三讀通過了國內第一條電子支付法案，但資訊科技發展速度遠

快於法規的更新速度，直至 2018 年 1 月電子支付也只有 10 條法規，且大多數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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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和機構，無規範使用者的條文。不確定性高的法規不只影響相關產業的利益，還

有消費者權益無法保障，而法規問題也成為國內電子支付無法迅速發展的一大牽絆。 

4、配合店家數量少 

  若想使用電子支付就必須使用具備支援 NFC 的行動裝置，而商店也必須加裝端

點收銀機才可以使 NFC 發揮最大功效。但硬體的更新將會花費許多的時間與金錢，

不僅如此，店家在交易時還需支出約 2％的手續費，有些店家出於成本考量，汰換意

願低落，間接使民眾感到不便，導致使用意願不高。 

5、缺乏整合性 

  市面上電子支付系統有很多的選擇，但各個的系統都只支援指定的通訊設備，只

綁特定幾家銀行的信用卡，且不同店家也支援不同系統。舉 Apple Pay 為例，Apple Pay

只支援蘋果公司的 ios 系統，且信用卡僅能綁定聯邦、中國信託、渣打、台北富邦、

台新、玉山、國泰世華七家銀行。在缺乏整合性的狀態下，消費者無法感覺到其方便

的宗旨，使得使用意願下滑。 

（二）電子支付推廣政策 

1、金管會三大措施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7 年 1 月擬定三大措施「建構友善之法規環境、加速

整合電子化支付端末設備、提升公部門與醫療機構提供電子化支付服務」（金管會，

2017） 金管會積極與其他公私部門合作，推出相關支付系統及整合方案，並提出簡

化固定密碼安全設計、簡化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放寬支付指示再確認要求等方案，

讓民眾更直接體會電子支付的便利。 

2、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 

  金管會於 2016 年 5 月公布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提出電子化支付比率 5 年

倍增計畫，期望 2020 年我國電子化支付比率提升至 52%。」（蔡福隆，2017）其中

更提到會把電子支付加強運用至公部門、夜市及小型商店及醫療單位，未來掛號、規

費繳納、逛夜市等等日常交易皆可使用電子支付。另外將鼓勵實卡號代碼化技術的推

廣，提高便利性以增加使用意願，間接加快電子支付普及率，邁向無現金社會。 

 

三、中國電子支付使用動機 

 

「全球十大非現金支付市场中，中國人均非現金交易增速达 64.7%，居全球之首。」 

（安華信達，2018）說到電子支付，中國絕對是不可不提的重要角色。在中國，食衣住行

育樂幾乎都能用手機解決，可見人民對於使用電子支付的依賴。根據中國互聯網網絡訊息

中心報告顯示，截至 2017 年底，中國的手機網上支付用戶達到 5.27 億，使用比例更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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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70.0%。圖三為 2012~2017 中國手機支付人數成長柱狀： 

圖三：2012～2017 中國手機支付用戶規模 

（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中國電子支付人數能在短短幾年內成長如此迅速，除了政府大力推動之外，其實另有

原因。中國人民銀行 2017 年農村地區支付業務發展總體情況中指出，截至 2017 年底，農

村網絡支付金額為新台幣 45 兆元，合計 1417.82 億筆交易，其中電子支付佔了 1295.09 億

筆，金額約為新台幣 214.5 兆元，單筆交易平均為金額 1656.25 元。交易量如此龐大可能和

農村金融單位較少有關。根據統計，中國農村地區提款機共 37.74 萬臺，大約每 2570 人一

台 ATM，相較於台灣每 860 人即擁有一台，著實不方便許多，使用電子支付則可以更方便、

更快速為當地消費者解決需求，也可規避使用後的功能風險，也就是「消費結果發生故障

的可能性，當其功能和服務不如所預期的效用時所造成的損失。」（李旻哲，2018） 

 

四、兩岸電子支付差異比較 

 

  「根據 AMR 預估，全球行動支付市場規模將於 2022 年達到 3.4 兆美金，其中又以亞洲

地區的行動支付市場規模成長速度最快。」（數位時代，2017）中國的電子支付使用人數持

續上升，近幾年的年增長率尤其可觀。相較於中國，臺灣行動支付的發展明顯落後，起步

晚、對於現行支付方式過於依賴、法律的不成熟加上對消費者資料安全保障不足以及消費

者對電子支付認知不深等因素，使臺灣電子支付普及率成長緩慢。表一針對台灣及中國在

使用動機、使用比率、政府政策……的差異整理出兩岸電子支付的不同。 

 

表一：台灣和中國電子支付使用狀況比較 

 

項目 台灣 中國 

1．名稱 電子支付 移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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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動機 電子支付在全球風行，台灣也

要和世界接軌，並打造更方便

的生活 

由於幅員廣闊，金融機構無

法及時滿足消費者需求 

3．啟用時間 台灣在 2015 年步入電子支付

發展元年 

中國在 2004 年即有支付平台

啟用 

4．推行時間 邁入第 3 年 已有 14 年之久 

5．使用人數比率 36％ 70％ 

6．年成長率 10％ 14％ 

7．2017 年交易額 131.2 億元 20 兆元 

8．主要支付平台 Apple Pay 是目前台灣使用率

最高的支付平台，於 2016 年 3

月正式在台開通 

中國的支付寶於 2004年成立

至今已十餘年，使用人次超

過 5 億人 

9．支付限制 需有一隻支援 NFC 功能的手

機，還需另外申請 NFC SIM 卡

及新的虛擬信用卡，另外，合

作的商家必須裝有感應讀卡

機，才能完整使用行動支付 

中國的許多平台皆以虛擬帳

戶提供服務，用戶於手機下

載安裝並完成註冊後，將資

金轉入虛擬帳戶，即可啟用

服務 

10．法規 第三方支付專法「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於 2015 年 5 月

正式上路 

於 2005 年發布了「電子支付

指引第一號」 

11．資安保障 台灣的資安法大多都規範於企

業資訊外流的問題 

中國的資安法規大多以民眾

使用之安全性做規範 

12．政府政策 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中金

管會所提出的政策，鼓勵行動

支付推廣至更多機關 

三方戰略合作協議，由三個

（以上）民營企業訂定契

約，各自投注資金，共同經

營一個項目 

13．現行主要支付方式 有 63%的消費者依舊使用紙

幣、信用卡等進行交易 

有 70%的消費者使用行動支

付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雙方比較後顯示，兩者推行動機不相同，而臺灣在電子支付發展及推廣步調上明顯落

後於中國。台灣相對來說是非常方便的地區，高密集的金融機構、便利商店、提款機等金融

設施，使消費者之消費行為習慣依賴舊有支付模式，不願嘗試新興支付的型態，且政府對於

推行電子支付並沒有特別積極，以至於年成長率特別緩慢。而中國鄉村日常生活的不便性反

而成為電子支付普及之一大因素，加上中國政府大力推行並與資方合作，形成年年攀升的使

用率。另外，在法律方面，台灣大多以規範業者居多，而中國則將消費者和業者皆納入法規，

使企業和消費者皆有保障，在使用上也較為安心。相比之後，我們認為要使電子支付在台灣

普及也許還需要政府及消費者以更積極、開放的心態來接受電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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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支付使用狀況調查 

 

  為了瞭解國人使用電子支付的狀況，透過 google 表單做了問卷，並得到 350 則回覆，

其中 206 筆為電子支付使用者之回覆，144 筆為未使用者之回覆。使用者之回覆中 19～65

歲占為 98% ，有 96.1%擁有大專學校以上學歷，96.6%有工作。未使用者 19～65歲共占 91%，

83.3%有工作。此為電子支付使用狀況調查之分析結果。 

 

  

 

消費者一週使用電子支付的狀況，在

206 位回覆者中，一週使用電子支付次

數為 1~2 次的比例占最大宗，為 58％；

而 3~4 次及 5 次以上分別占 18％及 11

％；其餘為平均一週使用次數低於 1

次，占 13％。即使在電子支付的使用者

當中，大多數人依舊使用不頻繁，由此

可見，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仍有所顧慮。 

 

 

據調查顯示，50％的回覆者僅擁有 1 個

支付系統；擁有 2~4個支付系統者占 48.5

％；5 個以上者占 1.5％。這顯示台灣的

電子支付市場缺乏整合性，消費者所使

用的支付系統可能不一致，店家所接受

的系統也不一，由此推測消費者可能會

因便利而多下載幾個系統。 

    

 

在 206 筆資料中，77.3％的回覆者表示

曾遇過店家不支援自己的電子支付系統

的狀況，推測可能原因為台灣市場所支

援的支付系統較不統一，大多僅支援使

用率較高的單一支付系統，其餘的支付

系統便無法在消費行為中被使用，失其

便利之要點。 

請問您一周使用電子支付的次數？ 

您是否曾遇過店家不支援您的支付系

統的情況？ 

請問您有幾個支付系統？ 

圖五 

圖六 

圖四 



淺析兩岸消費者電子支付使用動機與差異比較 

8 
 

 

 

在 206 筆回覆中，33％消費者因為結帳

時迅速而選擇使用電子支付；29％因為

不需攜帶錢包而使用；因流行趨勢、可

享優惠折扣而使用者皆占 19％。其中 62

％消費者是因電子支付本身的便利性促

成使用動機；38％消費者則因外在因素

而使用。 

  

 

在 144 未使用者之回覆中，56％回覆者

在資料安全方面有疑慮；認為有過度消

費的可能者及手機或銀行不支援者皆占

14％；其餘者則認為使用不方便或不普

及，共占 17％。由此可得知多數消費者

對於行動支付的安全性仍存有疑慮，認

為使用的風險高，因此不考慮使用電子

支付 

    

 

在 350 則回覆中，同意電子支付更勝於

現金或信用卡者占 59.7％；不同意者占

7.7％，其中選擇非常不同意者占 0.2％；

中立者則占 32.6％。由此可見，目前認

同電子支付的消費者並不多，大多數都

是普通及同意這種較保守的答案，而依

舊有部分消費者不認可使用電子支付

以取代現行支付模式。 

  

在分析使用狀況調查後，我們發現目前新興的支付模式尚未普遍被消費者所接受，部分

消費者對於此種付費模式依舊抱持懷疑的態度，另一部分則是持續觀察其發展狀況，但無特

別看法和想法，而使用中的消費者雖有一定數量，但有大多數人其實使用的不頻繁，可見消

費者對於電子支付仍有所顧慮。要如何使消費者深刻感受到行動支付的特質，提高使用之動

機，是台灣日後在發展及推廣上的重要目標。 

請問您為何不使用電子支付？ 

 

相較於目前的現金或信用卡的付款機

制，您是否更同意使用電子支付？ 

圖八 

圖九 

請問您為何使用電子支付？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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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結論 

    時代的浪潮一直向前推進，2015 已正式為台灣電子支付發展元年，然而台灣準備好了

嗎？起步晚的侷限、政策法規尚未完備的金融環境以及消費者對於電子支付的熟悉度，仍

是需要克服的困境，政府的強力推廣和人民的心態轉換缺一不可。在金融的步調慢慢前進

的同時，政策、法律則必須快速的更新，進而規範發展迅速的科技，而消費者的思想也要

跳脫傳統框架的束縛，才能跟上發展迅速的科技新世界。 

    在電子支付使用狀況調查中我們發現將近一半的民眾對於電子支付無探究的興趣，此

現象充分表示電子支付在台灣消費者眼中實用性並不高、對於現有支付方式過於依賴和不

了解電子支付的流程及操作，而這也顯示了這項科技還未得到消費者充分的信任及接受。

政府及金融企業必須讓使用者感受到其權益有受到維護及保障，而消費者也需改變保守的

態度，對於新事物要抱持更高的接受度，才能讓行動支付更有效、更普及的被使用在消費

行為中。  

    臺灣的生活過於便利，繳費、轉帳等事情只要步行幾分鐘到便利商店即可解決，又因

行動支付的辦理及開通過於繁雜，以致於大眾無法感受使用電子支付的方便性，不少消費

者因而退卻。但中國農村卻因生活不便，促使電子支付在農村的普及率逐年攀升，高度使

用電子支付不僅使日常金融活動更加迅速、方便，龐大的金流及交易量也同時加速農村發

展的腳步。 

臺灣因過度方便而無意願使用新興支付模式，而中國卻因不方便使電子支付快速普及。

許多台灣消費者認為現有制度已非常完善且熟悉，沒有必要做創新的突破，台灣消費者安

於現狀的形式，著實在無形中阻撓了電子支付的推廣。舊有的觀念勢必要改變，如何使民

眾普遍接受和認同電子支付，是政府及人民所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建議 

（一） 制定相關法規 

    2017 年 8 月臺灣傳出首起 Apple Pay 的盜刷案，影響些許消費者開通行動支付的意

願，為此我們認為政府應在資訊安全上給人民多層保障，讓法律成為人民最堅強的後盾。

為了能放心使用電子支付，政府在法規上應朝消費者和廠商兩個方向修法，在保障消費

者的權益，同時限制廠商的權力。交織而複雜的網路世界需要有政府的介入，方能使消

費者更有勇氣參與其中。 

（二）更新設備 

    在電子支付使用人數緩緩增長的同時，硬體設備也必須跟進，但有些店家會因成本

考量而不願汰換，政府應鼓勵並輔導其增設電子支付交易點，並祭出相關補助辦法提升

店家更換設備之意願。另外，目前的端點機皆有限制不同系統，我們認為政府應將其整

合，並推出各家系統皆適用的端點機，增其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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