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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遠似近─親子關係維繫與溝通管道之
分析

王嵩音

摘要

本研究著眼於現代社會高度的流動性現象。因學習、工作或婚嫁

離家居住的子女如何透過傳播新科技去維持和雙親之間的連繫。本

研究運用代間連帶理論作為探討親子關係的理論基礎，並透過網路調

查與深度訪談雙重資料蒐集方法，驗證了多數的假設也獲得豐富的資

料。本研究發現LINE是目前最常被台灣民眾用來作為親子溝通的管

道。不過親子間溝通管道與功能的選擇還是會依據連絡的目的、內

容、地點和時機而有所差異。在影響溝通管道之因素方面，本研究發

現結構連帶與規範連帶確實會影響遠距離親子間見面與運用科技溝通

頻率。本研究也證實遠距離親子的關聯連帶的確對於功能連帶、情感

連帶及一致連帶具有正面影響。這說明了親子之間頻繁的互動的確會

增進親子互助關係、情感以及觀念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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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by Taiwanese 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across distances 

affects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n onlin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INE is currently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chnology for long-distance family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However, the choice of technologies for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may vary 

depending upon the purpose, content, location, and occasion of contacts. The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structural solidarity (i.e., geographic proximity and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and normative solidarity (i.e., strength of filial 

obligations) were found to be strongly related to association solidarity (i.e., 

frequency of contac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the frequent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could indeed promote 

mutual affection (i.e., emotional attachment), function (i.e., instrumental 

support or resource sharing), and consensus (i.e., agreement) solid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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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近年來傳播科技日新月異，人際互動上也隨著溝通管道的增加變

得越來越便利。在手機方面，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越來越多。而手機即

時通訊軟體之一 LINE全球用戶已達2.2億人，且主要集中在亞洲地

區，是台灣民眾最常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根據尼爾森媒體（Nielsen）
2016年的調查，12–65歲的台灣民眾，有將近91%、將近1,700萬人都

在用LINE，使用率從2014年的78%、2015年的90%，成長至2016年

的91%。而在社群網站方面，最新數據指出，Facebook在台灣的月活

躍用戶數已經突破1800萬人（何佩珊，2016年7月19日）。許多人會在

平台上發佈動態訊息、轉貼訊息。智慧型手機更是與Facebook緊密連

結，能隨時隨地的上傳照片、打卡定位與他人聯繫等，在人際交流上

更為便利以及緊密。在免費視訊電話部分，Skype結合文字訊息、語音

和視訊功能，也成為許多分散各地親朋好友們溝通的工具。不過傳播

科技雖然瞬間縮短了地理距離，然而情感距離是否也縮短或反而更疏

離呢？

學者提出新通訊科技（ICT)可以提升家人的親近感（Baldassar, 

2008; Vertovec, 2004），並進一步探討通訊科技的特徵、使用頻率和形

態對於促進家庭成員聯繫的效果。透過聲音、文字乃至影像的通聯方

式，產生虛擬同在（virtual copresence）的現象（Horst & Miller, 2006），

就好像對方隨時都在身邊的感覺。對於不住在一起（例如離家讀書或工

作的子女）的家人，更是需要透過通訊科技去維繫關係。雖然面對面溝

通仍然是維繫關係和情感最理想的方式，然而處於高度流動性之現代

社會，家庭成員之間透過通訊科技的非面對面溝通對於維繫關係的影

響頗值得吾人重視。本研究之目的即探討家庭中親子關係維繫行為與

各種溝通管道之運用，尤其是針對遠距離之情況。

親子關係是父母和子女之間透過雙方互動的關係，也是所有人類

關係中最持久的，即使隨著生命周期變遷親子角色有所改變也無法切

斷。目前親子關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期的親子關係，反而較少探討

成年期親子關係的研究，所以對於成年期親子關係的研究的確是非常

迫切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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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者已指出維持家庭關係的重要關鍵因素為家庭連帶關係

（solidarity）。有關成年子女親子關係的理論最常運用的是也就是由
Bengtson與Schrader（1982）提出之「代間連帶理論」（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該理論提出六個連帶面向分別是：（1）結構連帶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tructure），意指家庭人口組成以及居住地理的

接近性；（2）關連連帶（associational solidarity），意指家人之間接觸或

聯絡的頻率；（3）功能連帶（functional solidarity），意指家人相互支援和

協助程度；（4）情感連帶（affectional solidarity），意指家人情感親密程

度；（5）一致連帶（consensual solidarity），意指家人價值與信仰一致程

度；（6）規範連帶（normative solidarity），意指家人對於家庭責任或規範

認知程度。之後Bengtson（1985）補充理論為代間連結與衝突理論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conflict theory）再增加第七個面向為衝突

（conflict），意指家人衝突程度。代間連帶模式強調家庭規範的重要

性，主張父母與成年子女的角色、承諾等規範以及親子間的情感、交

換與互動（Bengtson & Robert , 1991）。

學者也指出面向中以關聯、情感和功能三種為最重要，會相互強

化並影響其他的連帶面向，譬如關聯連帶會顯著的影響功能和情感連

帶等（Hogerbrugge & Komter, 2012）。而連帶面向中的關聯連帶就是親

子間運用各種傳播管道進行溝通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另一個重點就在

於探討親子間之關聯連帶及其對於其他連帶之影響。

文獻探討

代間連帶理論（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

家庭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的研究源自於40、50年

代工業社會興起影響親子之關係，產生所謂「代溝」（generation gap）的

現象。60、70社會學者開始研究家庭中不同世代之間「連帶」（solidarity）

關係，也就是彼此之間的「凝聚」（cohesion）或「整合」（integration）情況

（Hammarstrom, 2005）。代間連帶理論反映了兩種古典社會學理論根

源。第一個為涂爾幹（Durkheim）提出小組織集體意識的機械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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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之概念。前者為依賴

共同信仰和價值規範的集體意識，而後者則為透過分工，相互依賴達成

成員一致性。第二個為赫曼斯（Homans）之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

交換論強調人類的互動乃是一種利益交換的過程。家庭研究學者借用交

換理論觀察父母與子女之間交換資源以及相互協助的關係（Katz, 

Lowenstein, Phillips, & Daatland, 2005）。
Bengtson等學者（Bengtson & Schrader, 1982）延伸Nye和Rushing

（1969）之「家庭整合」（family integration）概念，主張以連帶的概念建構

代間關係理論，稱為代間連帶理論（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

該理論的重點有二，其一是代間連帶的面向；其二是代間連帶面向之

間的關係。

代間連帶面向 

如前所述，代間連帶有七個面向，以下針對上述七個面向分別詳

述如下：

I. 結構連帶

也稱為「機會連帶」，乃指在家庭系統中，地理空間以及互動的人

數，也就是家庭的結構特徵如人口組成和地理接近性等因素會影響代間

的關係。研究發現子女的數目以及性別對於代間接觸有影響（Matthews, 

1987; Spitze & Logan, 1990）。而地理接近性在核心家庭成主流而獨居老

人日益普遍的情形下，成為家庭研究重視的議題之一，這也是本研究的

焦點之一。研究指出家庭成員之間相隔距離越遠會降低面對面溝通機

會，將因此負面影響親子間相互的支持與協助（Bengtson & Robert , 

1991）。

II. 關聯連帶

關聯連帶意指親子之間相互見面和透過各種管道聯繫的頻率以及

聯繫的原因與場合。這也是本研究之研究重點，將在下個章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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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功能連帶

意指家庭成員之間互相交換資源與協助，乃代間連帶之重要面

向。功能連帶又被區分為「情感性」與「工具性」兩個面向。「情感性」支

持包括陪伴、忠告和慰藉等。而「工具性」支持則包括給予金錢、禮

物、協助家務等。代間支持是雙向且隨生命週期改變。在兒女成長時

期幾乎所有的資源（財務、勞務、情感、陪伴等）皆來自於父母，兒女

中年期間親子雙方的支持達到平衡，隨著父母年老來自於兒女的支持

則較多。功能連帶源於交換理論的互惠原則，子女感念父母的教養之

恩欲尋求回報，在情感上表達出對父母的敬愛與關心，且在物質上與

經濟上願意奉養與照料父母。

IV. 情感連帶

意指家庭成員持正向情感的程度，也就是親子之間所形成的親密

情感。其包含成分包括了自我揭露、情感表達、信任以及情緒支持等。

V. 一致連帶

意指家庭成員在價值、態度與信念上的一致性。家庭是個人形成

各種價值與態度最重要的先天影響機制。如果親子間的價值或態度有

歧異，就容易產生親子間衝突以及「代溝」的問題。

VI. 規範連帶

意指家庭成員對於家庭連帶規範的知曉與順從。也就是成年子女

對其父母的孝道責任，包括同住、家務和財務協助、情感支持等。華

人社會所強調的「孝道」信念是親子互動的所依循的重要規範，也是華

人家庭規範連帶之核心觀念（葉光輝，2009）。因此台灣相關研究多以

孝道信念作為規範連帶的代表。

VII. 衝突連帶

前六個連帶均為正向的連帶關係，然而親子間相處並非都是和諧

的，其中也會存在衝突，因此增加了衝突的面向。意指親子之間帶有

敵意且意見不一致的狀態（Hall, 1987）。Bengtson、Giarrusso、Mabry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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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stein（2002）認為衝突連帶與和諧連帶並不互斥而是共存且對於家

庭融合具有正面效果。

代間連帶面向之間關係

代間連帶理論研究第二個焦點就是代間連帶各個面相之間的關

係。早期橫斷性調查研究發現規範連帶顯著影響情感連帶和關聯連

帶，而結構連帶直接影響關聯連帶（Bengtson & Robert , 1991）。另外也

有研究指出規範連帶和結構連帶都會影響關聯連帶和功能連帶，而一

致連帶會影響情感連帶（Rossi & Rossi, 1990）。Hogerbrugge 與 Komter

兩位學者運用縱貫性調查資料探討各個代間連帶面向之間的因果關

係，研究發現情感、關聯以及功能等三個連帶面向相互影響與強化，

而結構連帶則會影響關聯和功能連帶；結構和衝突連帶則為獨立面向

並不會受到其他連帶面向的影響（Hogerbrugge & Komter, 2012）。不過

該研究並沒有涵括一致連帶。針對台灣成年子女的研究發現規範連帶

與矛盾衝突感，會經由關聯連帶的中介作用，影響功能連帶（黃秀珠，
2013）。而針對子女移居外地的中國農村父母之研究則發現規範連帶和

功能連帶高度相關（Luo & Zhan, 2012）。

傳播科技溝通管道

現代傳播科技日漸發達，家庭親子間除了面對面溝通之外，還有

許多方式可以溝通交流。而新傳播科技以其即時、快速和無遠弗屆的

特質，帶給人們在互動上的新型態。學者研究分隔兩地的家庭成員運

用傳播科技達成如同住在一起的虛擬同在（virtual copresence）。傳播科

技所營造的親密感覺（intimacy）並不亞於面對面的溝通，仍可持續地凝

聚代間關係，維繫家庭成員之間的責任與規範以及相互的扶持與協助

（Nedelcu & Wyss, 2016）。而每一種新傳播科技的出現，並不是取代舊

的工具，而是輔助原有的科技。在所謂多媒介（polymedia）或多媒介管

道（multi-channel）的時代，傳播科技的使用和親子關係相互建構。關係

因不同傳播科技的特性而維持或轉變，而不同的傳播科技也被選擇運

用於擔任親子關係中的不同角色與功能（Madianou & Mill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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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針對目前民眾較常運用之四類溝通工具進行分析。以下

分別檢閱各種溝通管道之相關文獻：

I. 手機通話與簡訊 

英國學者（Devitt & Roker, 2009）透過訪談80個家庭，發現手機已

成為家庭成員保持聯繫不可或缺之重要通訊工具，特別是當父母或子

女不在家時。父母與子女都認同手機為家庭生活帶來正面的影響，父

母尤其依賴手機用以確保子女安全。手機使用也出現代間差異，父母

較子女常用通話功能而非簡訊功能。此外，當子女遇到難以啟齒的話

題時會使用簡訊的方式告知父母。美國學者（Weisskirch, 2011）調查

196對親子探討智慧型手機之使用和管教類型以及子女自尊感之關聯。

結果顯示手機通話的內容會影響親子關係，譬如父母為了監督子女使

用手機會造成親子間衝突，而子女為了尋求情感支持使用手機則會提

升親子間的親密感。親子為了情感支持通話可以正向預測子女自尊

感；但父母為了不愉快的事情通話則負向預測子女自尊感。以色列學

者（Ribak, 2009）則認為手機是作為子女遠離父母但要維持聯繫的過渡

對象（transitional object），其實也反映了原本親子間原本面對面的溝通

型態。

II. 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 

在台灣目前使用率最高的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就是LINE，其隨時

傳訊息給對方，以錄音、照片或是文字與對方連結互動，有助於關係

的維繫。研究已發現LINE讓彼此之間有如面對面之感受；而透過非語

言符號的傳播，有助於營造親臨現場的交流情形，更加容易表達與感

受彼此的情緒，拉進人際距離（楊美雪、蔡雯婷，2014）。

台灣有關家庭關係與資訊科技研究甚少，朱家賢（2015） 以質性研

究訪談家庭透過行動裝置的互動。結果發現家庭事務的討論與決定，

有朝向行動通訊群組空間轉移的現象。透過「文字」為主的溝通方式，

少了面對面互動情境壓力的影響，使子女與父母之間更像朋友。然而

行動裝置的「行動」本質，以及隨時、頻繁又無所不在的連結狀態，卻

使家庭關係因而展現出既緊密又緊張的狀態。另有研究以網路調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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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行動通訊應用軟體的溝通特質對親子關係維持與家庭滿意之影

響，發現行動通訊應用軟體溝通特質中社會臨場感與媒介豐富度對親

子關係維持行為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親子關係維持行為對家庭滿意

亦呈正向影響（賴明政、陳佳君，2016）。

III. 電腦網路通訊軟體 

美國研究發現父母會隨著子女不同的成長階段運用不同的傳播通

訊科技與其溝通（簡訊、電子郵件、社群網站、Skype）。研究結果顯示

當子女在就學階段，父母較常使用簡訊，隨著子女成長後就較少使用

簡訊和電子郵件，而採用其他傳播工具（Rudi, Dworkin, Walker, & Doty, 

2015）。 但該研究並未探討溝通管道和親子關係之關聯。另有香港學者

針對1502位成人做調查，發現親子之間最常運用的傳播科技溝通管道

比例由高至低分別為手機（78.08%）、即時通訊軟體（53.64%）、社群網

站（17.60%）、電子郵件（13.39%），而家庭的社經情況會影響家庭成員

對於新傳播科技的使用。該調查也發現也發現傳統面對面的溝通對於

家庭幸福感的影響還是最大，新傳播科技則是輔助的工具。不過研究

也發現親子之間越常使用手機聯絡則相互感情會越親密，越常使用社

群網站聯絡則子女越容易出現寂寞感（Wang et al., 2015）。

IV. 社群網站 

國外已累積不少相關文獻探討社群網站對人際關係的影響。研究

指出個人通常利用社群網站維持他們在生活上與朋友和家人的聯繫

（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Lampe, Ellison, & Steinfield, 2006）。

有研究運用焦點團體訪談美國大學生，探討透過Facebook與家人溝通

的經驗。研究發現使用Facebook作為家庭溝通工具既有正面也有負面

的影響。在正面的影響方面，該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會選擇社群網站

作為聯繫遠方家人最適合的管道。透過社群網站會員生日的提醒以及

個人資訊和照片的發佈，能製造共同話題，甚至釐清誤會，可以促進

遠方家人間的聯繫與互動以及情感上的支持。負面影響上則是個人隱

私顧慮的問題，受訪大學生會運用隱私設定機制避免讓父母透過社群

網站得知其私生活中不欲揭露的面向（Fife, LaCava, & Nelson, 2013 ）。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65

雖遠似近─親子關係維繫與溝通管道之分析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傳播科技與家庭傳播近年來受到學術界的重

視，不過過往研究多僅針對單一溝通管道進行研究，本研究則將所有

溝通管道均納入研究範圍。

研究問題與假設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參酌代間連帶理論以及相關文獻，提出下

列之研究問題與假設。首先，本研究欲探究遠距離親子間如何維持聯

繫（關聯連帶），因此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 遠距離親子間運用各種傳播管道進行溝通的行為 

為何？

其次，本研究欲探討影響遠距離親子間關聯連帶的因素為何，依據

文獻結構連帶會影響關聯連帶（Bengtson & Robert, 1991; Hogerbrugge & 

Komter, 2012; Rossi & Rossi, 1990）。例如地理距離，子女數目等會影響

代間接觸（Matthews, 1987; Spitze & Logan, 1990）。

因此提出下列假設：

研究假設1： 結構連帶（距離遠近、離家時間、子女數目等）會影

響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

研究假設1a：親子距離越遠越不會常聯繫。

研究假設1b：子女離家時間越長越不會常聯繫。

研究假設1c：子女數目越少親子越常聯繫。

另一個影響關聯連帶的重要連帶面向是規範聯帶。研究顯示規範

連帶越強，會有較高的關連連帶（Atkinson,  Kivett, & Campbell, 1986; 

Bengtson & Robert, 1991）。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研究假設2： 規範連帶越強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

過往文獻指出人口變項也會影響關聯連帶。例如性別會影響關聯

連帶，女兒會較兒子常和父母親聯繫（Atkinson, Kivett, & Campbell, 

1986; Wang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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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3： 子女人口學變項會影響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

研究假設3a：女兒會較兒子常和父母聯繫。

過往研究也發現年齡越年輕和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越常使用傳

播通訊科技作為親子溝通的工具（Wang et al., 2015）。本研究因此提出

下列假設：

研究假設3b：年齡越輕越常運用傳播通訊科技聯繫父母。

研究假設3c：教育程度越高越常運用傳播通訊科技聯繫父母。

最後，本研究欲探討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對於其他連帶的關係為

何，依據文獻（Hogerbrugge & Komter, 2012）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4： 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功能連帶越強。

研究假設5： 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情感連帶越強。

研究假設6： 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一致連帶越強。

至於衝突連帶方面，文獻顯示衝突連帶為獨立面向並不會受到其

他連帶面向的影響（Hogerbrugge & Komter, 2012）。因此本研究提出下

列假設：

研究假設7： 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和衝突連帶不相關。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有鑑於過往相關研究很少，且多數以質性方法蒐集資料。本研究

則試圖運用量化方式蒐集資料，希望能提升研究的普遍性。

依據研究目的以及考量經費和人力，本研究採取網路調查，主要

原因為本研究的溝通管道中包含「網路」變項，因此受試者其本身必須

會使用電腦網路，故採取網路問卷的調查方式最為適合本研究。依據

游森期與余民寧（2006）的研究，網路問卷與傳統問卷所得到的資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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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心理計量特性，因此網路問卷可以是傳統問卷之可行替代方

案。研究對象為台灣未婚之成年人，因就學、工作或結婚因素不與父

母親同住者。

在資料蒐集以及分析完畢後，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之方式，輔

助分析結果，目的在於了解更細節、複雜的問題。受訪者資料詳見 

附錄。

問卷設計

I. 結構連帶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與父母親的地理距離以及見面的頻率作為結構

連帶的測量。地理距離和見面的頻率採用2011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家

庭組」問卷題項。地理距離由近到遠，最近是隔壁、同棟樓、同鄰巷，

依序為走路15分鐘內到達、車程30分鐘以內、車程30分鐘至1小時以

內、車程1小時至3小時以內、車程3小時以上。此外結構連帶還包括

了離家的時間以及子女的數目。

II. 關聯連帶（傳播科技溝通管道）

傳播科技溝通管道分為二類：手機以及網路。手機溝通又細分

為：手機通話、手機簡訊以及智慧型手機APP通訊軟體（如LINE、
WeChat、WhatsApp等）。網路溝通細分為：社群網站（如Facebook、微

博、噗浪等），以及網路視訊通話軟體（如Skype）。故溝通管道為五

種：手機通話、手機簡訊、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社群網站以及網路

視訊。每個溝通管道的頻率採用Likert 量表5點計分，1分到5分，分

別為從來不用、很少使用、偶爾使用、經常使用、每天使用。問卷並

提問溝通的對象為父親或母親個別的頻率，如為單親則填答「不適

用」。在信度測試方面，父親溝通管道之Cronbach’s α值為 .76，母親溝

通管道之Cronbach’s α值為 .69，而整體Cronbach’s α值則為 .85。另

外，見面的頻率則詢問受訪者去年一年和父母見面的頻率，由低至高

分別為一年少於一次、約一年一次、一年數次、約一月一次、約一週

一次、一週數次、幾乎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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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功能連帶

功能連帶參考並修改2011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家庭組」問卷題項

的測量，本研究由「給錢」、「幫忙料理家務」及「聽心事或想法」三項，

請受訪者分別回答過去一年內，「受訪者給予父母的協助」，以及「受

訪者獲得父母的協助」。前兩項為「工具性」支持，第三項為「情感 

性」支持。答項從「沒有」至「經常」，依序計分為 1至 4分（Cronbach’s 

α = .43）。

IV. 情感連帶

情感連帶參考2011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家庭組」問卷題項的測

量，讓受訪者分別評估自己與父親和母親之相處情況，答項由「不太

好」至「非常好」，分別給予1至5分（Cronbach’s α = .79）。

V. 一致連帶

過往極少針對一致連帶進行研究。本研究依據定義讓受訪者評估

自己分別與父親和母親在一些觀念上一致的情形，答項由「非常不一

致」至「非常一致」，分別給予1至5分（Cronbach’s α = .50）。

VI. 規範連帶

規範連帶是關於子女對於父母的孝道責任規範。本研究修改與簡化
Yeh與Bedford（2003）編製的雙元孝道量表題項，共包含有六項子題如

下：（1）子女對於父母的養育之恩要心存感激；（2）父母老了應該依賴

子女協助；（3）子女應該和父母同住或住得近以便照顧；（4）父母應該

得到子女養育之恩的回報；（5）子女為了達成父母的心願而放棄個人的

志向；（6）子女為了照顧父母願意犧牲自己的工作或時間（Cronbach’s 

α = .78）。

VII. 衝突連帶

衝突連帶同樣參考並修改2011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家庭組」問卷

題項的測量，讓受訪者評估過去一年內，自己分別與父親和母親有衝

突（或意見不合）的情況，答項由「沒有」至「經常」，分別給予1至4分

（Cronbach’s α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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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人口變項

本研究以子女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婚姻狀況等作為

人口變項的測量。

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台灣民眾，目前因求學、工作或結

婚不和父母親同住者，只要符合條件即可填答問卷。問卷經過預試後

修改字句與編排完成前測版本。前測問卷於 2017年9月底至10月初

發放，共計回收119份問卷，經效、信度檢測均符合標準，因此繼續

於網路各種平台上發放並以提供禮卷為誘因增加回收率。問卷蒐集至

12月底，經刪除重覆填答或不符合資格之無效問卷，共計回收 388份

有效樣本。網路樣本乃非隨機樣本，無法推論母體特徵為其最受批評

之處。但如以其他電訪或面訪之隨機樣本做為「對照組」（reference 

group）（即參考樣本），是可能修正網路調查之偏誤（俞振華、涂志

揚，2017）。本研究以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於2016年進行的全國 

隨機抽樣面訪資料中之網路使用人口（1,659人）作為對照組，並以性

別比例進行卡方適合度檢定， 結果顯示當自由度為1時，x值為

0.031，p值為0.859（p > 0.05），即說明本研究樣本和臺灣地區網路使

用者的性別比例相近（調查資料庫男性比例50.2%，本研究男性比例

50.3%）。

樣本基本資料

在樣本的基本資料分面，受訪網路使用者中，男性有195人，佔

50.3%，女性則有193人，佔49.7%。而以20至29歲人數最多（232人，

59.8%），其次是40至49歲（61人，15.7%）、30至39歲（50人，12.9%）、

20歲以下（25人，6.4%）、50歲以上（20人，5.2%）。至於在教育程度

上，大專教育程度的比例超過六成（238人，61.3%），其次為研究所程

度（134人，34.5%）、專科程度（11人，2.8%）、高中以下程度（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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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職業方面，受訪者中以學生族群最多（180人，46.4%）其次是

服務業（76人，19.6%）、軍公教（41人，10.6%）、商業（36人，9.3%）、

資訊業（26人，6.7%）等，另有12人（3.1%）待業中。在收入方面，受訪

者中以收入在一萬元以下佔最多數（137人，35.3%），依序為一萬元以

上到三萬元（110人，28.4%）、三萬元以上到五萬元（63人，16.2%）、五

萬元以上到七萬元（41人，10.6%）、九萬元以上（23人，5.9%）、七萬元

以上到九萬元（14人，3.6%）。在婚姻狀況上，未婚佔多數（275人，
70.9%），已婚則有97人（25.0%），其他情況佔極少數有16人（4.1%）。

受訪者中離家距離以車程一到三小時為最多比例（163人，
42.0%），依序為車程三小時以上（122人，31.4%）、車程30分鐘至1小

時（39人，10.1%）、車程30分鐘以內（34人，8.8%）、走路15分鐘內

（22人，5.7%）、住在隔壁或同棟大樓（8人，2.1%）。而其離家的時間

則以離家九年以上（101人，26.0%）佔最多數，依序為離家一年以上到

三年（81人，20.9%）一年以內（76人，19.8%）、離家三年以上到五年

（69人，17.8%）、五年以上到七年（39人，10.1%）、七年以上到九年

（22人，5.7%）。

各種傳播溝通管道使用情形

資料顯示，受訪者與父親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連絡的頻率最

高，依序為手機通話、社群網站、手機簡訊。頻率最低則為網路視

訊。至於在與母親連絡管道方面，和父親的排序一致，也是以LINE連

絡的頻率最高，依序為手機通話、社群網站、手機簡訊。頻率最低則

為網路視訊（見表一）。因此台灣親子間最常以手機通訊軟體為主要溝

通工具，而最不常透過網路視訊聯繫。進一步比較與父親或母親透過

各種溝通管道連絡的頻率，則發現除了手機簡訊外，受訪者和母親透

過各種溝通管道連絡的頻率皆顯著地高於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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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種傳播科技溝通管道與父母親聯絡情形

父親 母親 t檢定
手機通話 2.87(.93) 3.19(.89) –7.24***

手機簡訊 1.79(.87) 1.81(.87) –1.00

手機通訊軟體 3.12(1.25) 3.45(1.15) –5.49***

社群網站 1.95(1.07) 2.08(1.09) –3.05**

網路視訊 1.62(.93) 1.68(.97) –2.45*

加總 2.31(.74) 2.50(.69) –6.92***

註：括號內數值為標準差；*p < .05；**p < .01，***p < .001

假設檢定

首先針對假設1、2、3進行驗證。本研究採取階層迴歸分析方法，分

別以子女的人口學變項、結構連帶變項以及規範連帶作為預測變項，而

親子面對面溝通以及五種傳播溝通管道為效標變項。第一階段放入人口

學變項，第二階段則放入距離遠近、離家時間和子女人數等結構連帶變

項，第三階段放入規範連帶。規範連帶的測量為包括六個題項之量表。

量表經過效度和信度檢測皆達滿意水準（Cronbach’s α = .78），加總後成為

規範連帶變項（平均數 = 3.35，標準差 = .60）。分析結果詳見表2。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遠距離親子見面頻率方面，第一階層沒有

任何人口學變項可以顯著預測見面頻率。第二階層輸入結構連帶變項

之後，三項結構連帶變項中有二項可以顯著預測見面頻率，其中離家

距離的預測力最高（β= –.62，p < .001），其次為離家時間（β= –.23，
p < .001）。受訪者離家距離越近、離家時間越短則越常和父母親見

面。假設1a以及假設1b獲得支持。第三階層的規範連帶對於見面頻率

則不具有顯著預測力。經過共線性檢測並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在與父親手機連絡頻率方面，第一階層的人口變項中婚姻狀況

（β= –.18，p < .05）可以顯著預測。非單身越常和父親用手機連絡。第

二階層的結構連帶都不具有顯著預測力。第三階層婚姻狀況依舊有顯

著預測力（β= –.18，p < .05），而規範連帶（β= .15，p < .01）也能夠顯

著預測與父親手機連絡的頻率。在與父親手機簡訊連絡頻率方面，第

一階層中性別（β= .13，p < .05）具有顯著預測力。男性越常和父親使

用手機簡訊連絡。假設3a未獲支持。第三階層的規範連帶（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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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1）也能夠顯著預測與父親手機簡訊連絡的頻率。在與父親使用臉

書連絡頻率方面也只有第三階層的規範連帶（β= .12，p < .05）具有顯

著預測力。在與父親使用Skype連絡頻率方面也只有第三階層的規範連

帶（β= .18，p < .01）具有顯著預測力。也就是說越具有孝心的受訪者

會越常和父親用手機、簡訊、臉書和Skype連絡。假設2獲得支持。

在連絡頻率較高的LINE方面，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第一階層人口變

項中，年齡（β= –.37，p < .001）和教育程度（β= .15，p < .01）均能顯

著預測LINE連絡頻率。受訪者年紀越輕，教育程度越高則越常和父親

使用LINE聯繫。假設3b和假設3c獲得部分支持。第二階層結構連帶

無法顯著預測LINE連絡頻率。第三階層的規範連帶也具有顯著預測力

（β= .12，p < .05），受訪者越具孝心越常和父親使用LINE連絡。假設
2獲得支持。

同樣在與母親使用連絡頻率較高的LINE方面，迴歸分析結果顯示

第一階層人口變項中，年齡（β= –.53，p < .001）和教育程度（β= .15，
p < .01）均能顯著預測LINE連絡頻率。受訪者年紀越輕，教育程度越高

則越常和母親使用LINE聯繫。第二階層年齡（β= –.48，p < .001）和教

育程度（β= .15，p < .01）同樣能顯著預測LINE連絡頻率。假設3b和假

設3c獲得部分支持。而結構連帶中則有距離遠近（β= –.12，p < .05）和

子女數目（β= –.18，p < .01）能顯著LINE連絡頻率。離家越近以及家中

子女數目越少就越常和母親使用LINE聯繫。假設1c也獲得支持。第三

階層的規範連帶不具有顯著預測力。

至於在與母親使用手機連絡的迴歸分析顯示沒有任何一項變數可 

以顯著預測。在與母親使用手機簡訊聯絡方面，第一階層中的性別

（β= .14，p < .01）是正向預測手機簡訊的使用，意即男性較常和母親以

手機簡訊聯絡。假設3a未獲支持。第二階層之結構連帶則無預測力。第

三階層的規範連帶（β= .16，p < .05）也具有顯著預測力。假設2獲得支

持。在與母親使用臉書連絡方面，人口變項中的年齡（β= –.25，p < .05）

具有顯著預測力。年齡越小越常和母親使用臉書連絡。假設3b獲得部分

支持。而規範連帶（β= .11，p < .05）也具有顯著預測力。至於在與母親

使用Skype連絡頻率方面，只有規範連帶（β= .16，p < .01）具有顯著預測

力。假設2獲得支持。上述分析經過共線性檢測也沒有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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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假設女兒會較兒子常和父母聯繫，然而迴歸

分析資料卻顯示兒子較女兒常和父母親使用手機簡訊連繫。考量性別

可能受到其他人口學變項影響。本研究另外單獨以性別進行平均數差

異檢定，則發現除了兒子較女兒常和父母親使用手機簡訊連繫之外

（t = 2.04，p < .05；t = 1.96，p < .05）， 女兒卻顯著地較兒子常使用

LINE和父母親連繫（t = –2.50，p < .05；t = –3.20，p < .01）。因此假設

3a獲得部分支持。

綜合而言，結構連帶對於遠距離親子見面的頻率最具有預測力。

結構連帶也對於使用LINE和母親連絡具有預測力。人口變項則對於使

用LINE和父母親連絡具有預測力，尤其是年齡和教育程度。至於規範

連帶則可以顯著預測親子間較少使用的溝通管道。

表二 影響親子溝通管道因素之迴歸分析

見面 
頻率

父親 
手機

父親 
簡訊

父親

LINE
父親 
臉書

父親

Skype
母親 
手機

母親 
簡訊

母親 
LINE

母親 
臉書

母親

Skype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男 = 1）–.04 –.03 .14* –.08 .01 –.01 –.01 .13* –.08 –.00 –.02

年齡 .05 .05 –.08 –.33*** –.15 –.15 .01 –.01 –.48*** –.25* –.09

教育程度 .00 .04 .05 .13** –.03 –.03 .03 .03 .15** .04 –.02

收入 –.04 .03 .00 .04 –.02 –.02 .05 –.03 .06 .03 .09

婚姻狀況 
（未婚 = 1）

–.10 –.18* .10 .02 –.06 –.06 –.06 .08 .06 –.07 .03

Adjusted R
2

.07 .02 .02 .15 .00 .01 .00 .02 .27 .01 .00

第二階層

結構連帶
距離遠近 –.62** –.05 .03 –.03 .03 .03 –.03 .07 –.11* .00 –.02

離家時間 –.23*** –.09 .03 –.01 .09 .09 –.11 –.05 .00 .03 –.02

子女數目 –.07 –.06 .03 –.10 –.01 .01 –.11 .02 –.17** –.01 –.03

Adjusted R
2

增加
.36 .00 .00 .01 .00 .00 .00 .00 .02 .01 .00

第三階層

規範連帶 .06 .15** .17** .12* .12* .18** –.09 .16* .03 .11* .16**

Adjusted R
2

增加
.00 .03 .01 .01 .01 .03 .00 .01 .00 .01 .01

全部可解釋
變異量

.43 .05 .03 .16 .01 .04 .00 .03 .29 .02 .01

註：表格中之係數為最後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化迴歸係數；*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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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設4、5、6、7的驗證方面，本研究也是採取階層迴歸分析方

法。首先本研究將與父親連絡的溝通管道以及與母親連絡的溝通管道

分別加總，成為與父親的關聯連帶和與母親的關聯連帶。第一階層的

預測變項是子女之人口變項，而第二階層則輸入關聯連帶變項，包括

見面頻率以及與父親和母親的連絡頻率。效標變項則包括功能變項（給

父母錢、幫忙家務、傾聽心事等三項變數）、情感連帶、一致連帶以及

衝突連帶。情感、一致與衝突連帶都區分為父親和母親的連帶。分析

結果詳見表3。

在功能連帶的工具性功能（給父母親錢）方面，分析結果顯示第一

階層人口變項中，年齡（β= .42，p < .001）和收入（β= .24，p < .001）

具有顯著預測力。子女年齡越大，收入越多則越會給父母親財務上的

協助。第二階層的迴歸結果顯示，年齡和收入依然具有顯著預測力，

教育程度（β= –.11，p < .05）也具有負向顯著關聯。而關聯連帶變項

中，與母親連絡（β= .18，p < .01）的頻率越高則越會給父母親錢。在

功能連帶的另一項工具性連帶，也就是幫忙家務方面，分析結果顯

示，第一階層中只有子女性別（β= –.14，p < .05）具有顯著預測力。女

兒比較會提供父母親家務上的幫忙。第二階層的結果顯示，性別依然

具有預測力，而與父母見面頻率（β= .24，p < .001）以及與母親連絡

（β= .35，p < .001）具有非常顯著的預測力。意即越常與父母見面以及

越常和母親連絡則越常幫忙家務。至於在情感性功能連帶方面，結果

顯示在第一階層的人口變項中，子女性別（β= –.23，p < .001）具有顯

著預測力。女兒常傾聽父母的心事或想法。第二階層迴歸結果顯示，

性別依然有顯著預測力，年齡也具有正向預測力（β= .19，p < .05），

而關聯連帶變項中，和父母見面的頻率（β= .14，p < .05）以及與母親

連絡（β= .27，p < .01）具有顯著預測力。因此受訪子女和其母親運用

各種傳播管道連絡的頻率對於功能連帶的各個面向都具有顯著的正向

預測力。因此假設4獲得支持。

在情感連帶方面，首先針對父親的情感連帶進行分析。結果顯示

第一階層中人口變項年齡（β= –.18，p < .05）和婚姻狀況（β= –.20，
p < .01）具有顯著預測力。年齡越大和已婚與父親相處越好。第二階層

中人口變數都不具預測力，而關聯連帶變項則都具有顯著預測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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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和父母見面（β= .15，p < .01）、越常和父親連絡（β= .43，p < .001）

以及越少和母親連絡（β= –.24，p < .01）就和父親相處得越好。在母親

的情感連帶方面，分析結果顯示第一階層人口變項性別（β= –.13， 

p < .05）具有顯著預測力，意即女兒和母親相處較好。第二階層迴歸分

析顯示， 性別依然顯著， 而關聯連帶變項中， 和父母見面頻率

（β= .13，p < .05）以及母親連絡的頻率（β= .18，p < .05）都具有顯著

預測力。所以越常和父母見面以及越常連絡母親，和母親的相處情形

則越好。假設5也獲得支持。

在父親的一致連帶方面，第一階層的人口變項中婚姻狀況（β=  

–.18，p < .05）具有預測力，已婚會和父親觀念較一致。而第二階層中，

婚姻狀況的預測力消失了。而父親關聯連帶（β= .43，p < .001）以及母

親的關聯連帶（β= –.22，p < .01）都具有顯著預測力。受訪者越常和父

親連絡但越少和母親連絡則與父親的觀念越一致。在母親的一致連帶

方面，第一階層人口變項中的教育程度（β= .11， p＜ .05）和收入

（β= .20，p < .01）具有顯著預測力。受訪者教育程度越高以及收入越

高，則和母親觀念越一致。第二階層結果顯示，教育程度和收入的預

測力依然顯著，而關聯連帶變項中則有兩項具有顯著預測力。受訪者

越常和父母見面（β= .14，p < .05）以及越常和母親連絡（β= .20，
p < .05），則和母親的觀念越一致。假設6也獲得支持。

上述結果顯示，遠距離親子的關聯連帶的確都和功能連帶、情感

連帶及一致連帶具有正向相關，尤其對於功能連帶的正向預測力最強。

最後在衝突連帶方面，預測與父親衝突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第

一階層的人口變項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其中年齡（β= –.23，p < .01）和

教育程度（β= .12，p < .05）具有顯著預測力。年齡越小、教育程度越

高則和父親越有意見不和的情形。第二階層分析顯示，二個人口變項

依然具有顯著預測力，而關聯連帶中的見面頻率（β= .15，p < .05）也

具有顯著預測力，不過卻是正向相關。也就是說和父母親見面頻率越

高和父親的衝突就越大。而預測與母親衝突的分析結果顯示，第一階

層人口變項中的性別（β= –.22，p < .001）和年齡（β= –.31，p < .001）

具有顯著預測力。女兒和年齡越小就越會與母親有衝突情形。至於在

關聯連帶方面，見面頻率（β= .18，p < .01）也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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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父母親見面頻率越高和母親的衝突就越大。所有迴歸分析也都

經過共線性檢測並沒有共線性的問題。

上述結果顯示，關聯連帶中的見面頻率可以正向顯著預測和父親

或母親的衝突。因此假設7未獲支持。

表三 關聯連帶與其他連帶之迴歸分析

給父母錢 幫忙家務 傾聽心事 父親相處 母親相處 父親一致 母親一致 父親衝突 母親衝突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男 = 1） .03 –.15** –.24*** –.09 –.14* .01 –.07 –.09 –.20***

年齡 .46*** .07 .19* –.16 –.02 –.14 –.03 –.22* –.31***

教育程度 –.11* –.00 .09 .06 .09 .02 .11* .13* .06

收入 .23*** –.12 –.06 .04 .03 .05 .18* .14 .04

婚姻狀況 
（未婚 = 1）

.06 .14 –.06 –.12 –.05 –.12 .07 .14 .04

Adjusted R
2

.33 .03 .08 .02 .02 .00 .02 .05 .13

第二階層 
關聯連帶
見面頻率 .00 .24*** .14* .15** .13* .07 .14* .15* .18**

父親關聯 .00 –.10 –.08 .43*** .05 .43*** –.10 –.11 .01

母親關聯 .18** .35*** .25** –.24** .18* –.22** .20* .05 –.07
Adjusted R

2

增加
.03 .14 .06 .10 .06 .09 .03 .02 .02

全部可解釋
變異量

.36 .17 .14 .12 .08 .09 .05 .07 .15

註：表格中之係數為最後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化迴歸係數；*p < .05，**p < .01，***p < .001

本研究整理各項假設之檢定結果如下表。

表四 各項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 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1a：親子距離越遠越不會常聯繫 成立

研究假設1b：子女離家時間越長越不會常聯繫 成立

研究假設1c：子女數目越少親子越常聯繫 成立

研究假設2：規範連帶越強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 成立

研究假設3a：女兒會較兒子常和父母聯繫 部分成立

研究假設3b：年齡越輕越常運用傳播通訊科技聯繫父母 部分成立

研究假設3c：教育程度越高越常運用傳播通訊科技聯繫父母 部分成立

研究假設4：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功能連帶越強 成立

研究假設5：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情感連帶越強 成立

研究假設6：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越強，一致連帶越強 成立

研究假設7：遠距離親子關聯連帶和衝突連帶不相關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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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

研究結果

本研究著眼於現代社會高度的流動性現象。因學習、工作或婚嫁

離家居住的子女如何透過傳播新科技去維持和雙親之間的連繫。本研

究也運用代間連帶理論作為探討親子關係的理論基礎。透過網路調查

與深度訪談雙重資料蒐集方法，驗證了多數的假設也獲得豐富的資

料。以下針對重要的發現進行闡述。

首先在遠距離親子溝通管道的選擇方面，本研究發現LINE是目前

最常被用來作為親子溝通的管道。LINE自2011年發佈後快速成長，使

用率高於九成。它是免費的行動App軟體，只要在能上網的環境下電

話和簡訊都是免費。而LINE的程式介面設計簡單容易操作，因此成為

台灣民眾最常使用的行動通訊軟體。

不過透過訪談資料發現，親子間溝通管道與功能的選擇還是會依

據連絡的目的、內容、地點和時機而有所差異。譬如，

之前沒有LINE，就使用email和臉書。（受訪者A女）

我暑假在北京實習就用Facetime，因為北京不能用LINE。（A男）

我和媽媽都用Skype連絡，因為我們都常用電腦。（B女）

除了LINE以外，我媽媽會用Facebook。她會每天看FB訊息，看

我PO的東西並且會按讚。（B男）

過得好好的就不會想要聽到媽媽聲音看到媽媽的臉，但是生活不

順利，有挫折的時候，很難過時就一定要打電話用講的。（A女）

因此除了了解使用的頻率外，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各種管道與功能

的使用情形與時機。這也涉及到各種溝通科技在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與訊息豐富度（richness）的特性對於遠距溝通的影響。本研究

發現結合影像、聲音的科技（例如Skype）之社會臨場感無異於面對面

溝通。而LINE簡訊也很能夠滿足日常親子溝通的需求。譬如受訪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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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表示：「我和我媽媽的LINE簡訊就像面對面講話一樣。」不過當需要

針對重要事情討論時仍然須要面對面的溝通。訪談資料顯示，A男：

「遇到重要或緊急的事情就打手機，不然就回家再說。通常不會在

LINE上說。」和國外研究（Devitt & Roker, 2009）一致的發現是簡訊的

文字溝通適合於難以啟齒的話題。受訪者A女表示：「有一個情況特別

會用簡訊，就是覺得我要道歉的時候，因為會害羞。寫簡訊比較不會

尷尬。」

值得注意的是過往在測量各種連帶都沒有區分父親和母親。本研

究特別在關聯、情感、一致和衝突連帶都區分了對象是父親還是母

親。調查和深度訪談資料中都顯示了顯著的差異。調查發現除了手機

簡訊外，受訪者和母親透過各種溝通管道連絡的頻率皆顯著地高於 

父親。

訪談資料也顯示受訪者多和母親連絡，母親也比較會主動連絡 

子女。

我幾乎天天都和媽媽使用Skype，什麼都聊。爸爸因為年紀比較

大，也不使用科技產品，很少會講。（B女）

都跟媽媽連絡，爸爸很少。除非特殊的情況。（A男）

都是媽媽主動連絡，因為爸爸不太會用。（B男）

華人社會傳統上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是疏遠的，因為「嚴父慈母」的

觀念根深蒂固。雖然近代父職角色逐漸從「上下威權關係」走向「類平

輩關係」（王叢桂，1998），傾向多元化，不過目前父子關係依然疏於母

子關係。本研究甚至也發現無論在情感連帶（t = –7.53，p < .001）或一

致連帶（t = –3.96，p < .001）方面，母親的數值都是顯著高於父親的數

值。也就是調查受訪者和母親相處情形比父親要好，而和母親觀念的

一致性也比父親高。學者（Rossi & Rossi, 1990）認為性別在代間關係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女性與親人關係往往比男性更密切。Rossi & 

Rossi（1990）發現在子女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母親與子女的親密程

度高於父親。其中尤其以母女的情感最深。因此為人父親似乎還要在

親子關係上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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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性別差異還出現在作為兒子和女兒的差異。不過本研究的調

查資料和訪談資料出現不太一致的結果。調查資料顯示兒子和女兒分別

有與父母較常連絡的管道。訪談資料則顯示女兒較兒子常和父母親連繫。

我們一個禮拜大概連絡兩、三次。主要還是有事情才會連絡。都

是媽媽主動連絡。（B男）

我完全不會把學校的事跟爸媽講，不太喜歡把學校的東西帶回家

講。從國中就這樣子。我姊姊也住在外面，就經常會和爸媽抱怨

工作上的事情。我就不會。（A男）

我和媽媽使用LINE最常的就是無時無刻都在傳訊息。（A女）

因此有關子女之性別差異方面還須進一步探討。

討論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代間連帶面向中的關聯連帶。過往相關研究對

於關聯連帶並沒有將溝通的管道作區分，本研究則特別關注於各種新

傳播科技如何被運用於親子溝通。研究的結果也的確發現子女會依據

不同的溝通目的、時機、內容等使用各種溝通管道。此結果也支持多

重媒介理論（media multiplexity theory）的概念，認為無論是面對面傳播

以及電腦中介傳播對於人際關係的維繫是相輔相成，並非取代關係。

因此不宜單獨而應同時觀察（Haythornthwaite, 2005）。對使用者而言，

每一種溝通管道都具有維繫關係的特殊重要性，而每增加一種溝通管

道都能有助於提升關係的品質。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影響各種溝通管道的因素也呈現差異性。本研

究發現結構連帶與規範連帶確實會影響遠距離親子間見面與運用科技溝

通頻率。其中子女人數、離家距離以及離家時間最能夠預測親子見面

頻率。而規範連帶則能顯著預測親子間較少使用的溝通管道。意即對

於父母越有孝心的受訪者越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溝通管道和父母親保持連

繫。此發現呼應國外相關研究（Bengtson & Robert, 1991; Hogerbrugge & 

Komter, 2012; Rossi & Rossi, 1990）。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80

至於關聯連帶對於其他代間連帶的影響方面，本研究證實遠距離

親子的關聯連帶的確對於功能連帶、情感連帶及一致連帶具有正面影

響。這說明了親子之間頻繁的互動的確會增進親子互助關係、情感以

及觀念上的一致。過往國內外研究極少針對一致連帶作觀察，本研究

也彌補了這方面的文獻。  

過往文獻指出衝突連帶為獨立面向並不會受到其他連帶面向的影響

（Hogerbrugge & Komter, 2012）。本研究之調查資料則顯示子女和父母親

見面頻率越高和父母親的衝突就越大，也就是關聯連帶會影響衝突連

帶。究其因應該是連繫頻繁雖然可以增進親子情感，但也越有可能會常

有發生衝突的情形。學者已提出代間關係不只是原有的「連帶」或「衝突」

可以解釋（Luescher & Pillemer, 1998），隨著社會變遷以及社會結構的改

變，親子之間存在著矛盾的情結。學者於是提出矛盾的概念重新詮釋代

間關係，並提出新的模式（Lowenstein, 2007）。實證研究發覺女兒成家

之後與雙親的接觸與連結更加親密，同時衝突與緊張也更深（Cohler & 

Grunebaum, 1981）。該研究建議應接受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複雜、多面

向的關係，注意到在代間關係中，連結（solidarity）與衝突（conflict）等正

負向關係往往是並存的 (Bengtson, Rosenthal, & Burton, 1995）。Luescher

與Pillemer（1998）更進一步提出「矛盾情感」（ambivalence）的概念。而

衝突對於親子關係同時具有破壞性以及建設性功能。親子之間或許因為

意見不一致而有所衝突，但也提供了機會讓親子進行更深入的溝通，以

澄清彼此之間的差異而找到平衡點。不過本研究僅以單一項目測量親子

衝突而沒有區分衝突的類型，並不周全。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衝突連帶

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進一步比較父親和母親在衝突上的差異，資料顯示

子女和母親衝突的頻率高於父親（t = –2.09，p < .05）。有研究解釋可能

是母親在家庭中多負有管教的責任，與子女相處較頻繁，往往成為子女

衝突的對象（張怡華，2006）。

研究限制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以網路問卷方式蒐集資料，為非機率之

樣本，因而在推論上有所限制。未來建議採取機率抽樣蒐集具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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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樣本進行分析。其次本研究在溝通管道的選取上未能窮盡，譬如

本研究並沒有將即時通訊軟體（Messenger）納入測量。未來建議將所有

的管道都納入考量。另外在家庭連帶面向的測量方面，功能連帶和一

致連帶的信度值較低，亦為缺失之一，有待日後研究改進測量方式。

最後本研究僅針對成年子女調查與訪談，建議未來可針對成年子女之

父母進行研究，或是進行配對的觀察以獲得更完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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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者 年齡 婚姻狀況 離家距離

A女 35歲 未婚 國外

B女 50歲 已婚 車程3小時以上

A男 23歲 未婚 車程1小時至3小時以內

B男 39歲 已婚 車程30分鐘至1小時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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