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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還在學校準備跟段考搏鬥的我，突然聽到學校緊急全校廣播，因

全國提升至三級警戒，因此停止到校上課，全部改由線上課程取代實體課程。雖然已從新聞

得知，臺灣因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確診人數不斷攀升至百人以上，早就有隨時可能停課的心

理準備，不過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還是非常震驚。從 5 月 19 日起，我開始過宅在家的新生活，

除線上課程外，與同學、朋友的互動也由「見面」瞬間改成透過「網路」，二個多月下來，我

發現漸漸有不少同學在 IG 或 LINE 上出現這樣的話題：「怎麼辦……我爸爸突然失業了……

我這個月的零用錢也變少了……」、「唉呀！不知怎麼了？這個月我竟然把所有的零用錢都花

在網購上，好後悔……以前從不會這樣呀？」、「我最近這幾天不敢出門，都叫 foodpanda 幫

我送餐。」、「媽媽幫我辦 LINEPay 了，以後出門都不用帶錢，好開心！」、「我開始想把零用

錢存下來，有人跟我一樣嗎？」同學的種種這些轉變，都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全國三級警戒影

響，在這段期間才出現的狀況嗎？其他的高中生也有面臨類似情況嗎？這讓同為高中生的我

非常好奇。 

 

    基於以上原因，我決定研究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是否對高中生零用錢量數、消費習慣

與金錢使用態度造成影響，並提供建議給相關決策者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零用錢量數之影響。 

（二）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消費習慣之影響。 

（三）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金錢使用態度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新冠疫情三級警戒發生背景 

 

    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的《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將境外移入後之本土疫情警

戒狀態分為第一、二、三、四級，數字愈高代表管制措施需愈嚴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疾管署〕，2021）。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被聯合國稱為「二戰後最大的危機」，最早

在 2019 年底中國開始爆發，短短幾個月就擴散至全球多個國家，我們雖一開始有守住疫情，

但隨著病毒持續的變種，感染力更強、傳播更快，導致本土疫情突然升溫，已連續 5 日都出

現破百本土確診病例，雖然雙北是主要疫情重災區，不過許多縣市也陸續出現確診數。為避

免病毒傳播鏈持續擴大，指揮官陳時中在 2021 年 5 月 19 日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戒，必須

遵守「外出全程戴口罩」、「禁止室內 5 人以上，室外 10 人以上聚會」、「僅保留維生、秩序維

持、必要性服務、醫療及公務所需，其它營業及公共場域全部必須關閉」及「發生群聚的社

區，必須封鎖，停止所有聚會及停課」（疾管署，2021）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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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零用錢量數的影響 

 

    零用錢指未成年人「根據自己的選擇，可以自由支配的錢。這裡不包括像購買筆記本或

教科書這類已經規定好用途的錢」（崔蓮紅，2008）。根據花旗集團針對亞太區（臺灣、香港

及韓國）的九百位 15~18 歲的青少年所進行的網路調查，發現臺灣的青少年每週約有 26.72 美

元（相當 900 元臺幣）的零用錢，「85％來自父母固定給予、6％來自打工或暑期工作收入、2

％來自在家做額外的家事或工作、1％來自禮物」（花旗集團新聞稿，2006），可見臺灣的高中

生零用錢有八成來源是父母，少數才是來自打工或兼職。 

 

    新冠病毒本土疫情不斷飆升，全國在 2021 年 5 月 19 日進入三級警戒，許多餐廳、飯店、

旅遊業、服務業……等都必須暫停營業或禁止內用。籠罩在疫情三級警戒管制下，民眾減少

外出，消費人潮大幅減少，導致一些餐飲、百貨等相關內需產業遭受重擊，依據經濟部統計，

「餐飲、零售業 6 月營業額分別年減 39.9%及 13.3%，創 22 年來最大衰退幅度，百貨業年減

64.7%亦創史上最大減幅」（中華民國經濟部，2021）。隨著三級警戒延長，勞動部在 8 月 2 日

公布的無薪假統計，「目前總計有 4,388 家企業，5 萬 6,687 人正在實施無薪假，家數續創歷史

新高，人數不僅超越 5 萬人，也再次突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的巔峰」（邱琮皓，2021）。新冠

疫情衝擊各行各業，勞工遭裁員、減薪、不加薪或工作單位倒閉的個案頻傳，許多高中生的

家長免不了受到波及而收入大減，此情況可能影響到高中生的零用錢量數。另外，自疫情爆

發以來，除了餐飲、服務業營業額大幅下滑外，也連帶影響打工市場，「全臺最大打工平臺小

雞上工調查發現，五月下旬至今打工職缺下滑 5 成」（劉季清，2021），高中生因此找不到打

工機會，亦可能影響到高中生的零用錢量數。 

 

三、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對消費習慣的影響 

 

    本研究的消費習慣針對「網路購物」、「外送平臺」及「娛樂休閒軟體」三面向來探討： 

 

  （一）網路購物面向 

 

    全國防疫進入三級警戒，民眾擔憂感染肺炎配合減少外出，連帶讓實體門市進入「銷

售寒冬」，人潮與業績都驟降。疫情促使消費管道轉移，民眾消費習慣逐漸轉變，鉅額商

機從實體門市中移轉至線上，網路購物銷售大幅升溫，「PChome24h 流量較同期成長 2.14

倍，家樂福線上購物更是成長了 8.55 倍。其他中型電商，如：生活市集、東森購物、friDay

購物、udn 買東西購物中心，最少流量也都成長 1.8~2.2 倍」（林韋伶，2021），此情況導

致「傳統門市的原有價值與定義，將被改寫。未來門市，將從原有的展示和提供商品功

能，轉變為取貨點」（李雅筑，2020）。根據臺灣趨勢研究於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021 年

6 月 9 日的網路問卷調查（表一），可得知「有 47.6％的民眾從實體轉換為網路購買，避

免未能保持社交距離而提高染疫風險」（彭賢恩等，2021），因這波疫情影響，限縮人們

外出的意願，久而久之，民眾習慣足不出戶，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原來較少使用或是根本

沒在使用網路購物的消費者，因為疫情的關係，也開始不得不接觸電商、線上購物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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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型手機操作，這群人大多是年齡較長、經濟能力較差或較不熟悉網路操作的消費者，

提升了網路購物的機率。 

 

表一：疫情三級警戒下購物習慣之改變 

購物習慣 比例  

從實體轉換為網路購買 47.6％ ★最高 

提前購買商品囤貨 44.7％  

增加使用行動支付/信用卡付款 40.5％  

增加使用外送平臺 22.0％  

更重視商品折扣與優惠活動 18.7％  

增加使用代購平臺 2.3％  

其他 2.3％  

沒有改變 17.9％  

研究者整理。資料來源：彭賢恩、石安伶、謝宜儒、陳韋辰（2021）。第三級警戒下防疫

新生活調查：生活篇。臺灣趨勢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二）外送平臺面向 

 

    臺灣爆發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全國升級到第三級警戒，餐廳停止內用，有些民眾因

居家上班、上課等因素，在家時間拉長，又「因住家太小無法自行烹調，或者不願意天

天煮飯，對於線上訂餐更加依賴」（康世人，2020），因而外送需求增加，外送平臺叫餐

成了民眾防疫日常。「foodpanda 資深公共事務經理暨發言人郭昕宜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

表示，平常消費者可能只有午餐訂外送，現在早中晚三餐都會考慮，使用頻率明顯增加」

（吳家豪等，2021），以雙北為例，本土疫情爆發後 10 天內，訂單量就比前一個月增加 2

成以上。採用較為彈性快速的外送平臺來滿足用餐的需求量增加，導致許多以前沒加入

外送平臺的店家，現在也開始嘗試線上送餐，訂單因此瞬間暴增，但外送平臺的人力及

運能卻無法瞬間增加，「只好採取分批接單的方式，陸續消化訂單。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費

者下單後等太久，二來可以避免員工負擔太重」（吳家豪等，2021）。 

 

  （三）娛樂休閒軟體面向 

 

新冠疫情三級警戒長達二個多月，指揮中心呼籲全民待在家防疫，由於在外的娛樂

場所關門，原先在實體娛樂場所消費的玩家，為了調劑身心和打發時間，轉往線上軟體，

灑錢儲值遊戲、訂閱線上影音串流平臺人數因此暴增。遠傳 friDay 影音統計，三級警戒

後首周末，在線觀影人數、觀影時數較上周雙雙成長近 1 成；串流平臺龍頭 Netflix 發現

今年第 1 季全球有 2 億 4 百萬會員人數，想不到第 2 季則已來到 2 億 8 百萬人次；線上

影音串流平台 CATCHPLAY+表示，以雙北為例，光一個週末，總訂閱戶就成長 3 成（李

承陽等，2021）；「智冠、宇峻等遊戲廠也均表示，近期玩家儲值金額開始成長，宇峻短

短 3 日，玩家儲值金額就更較前一周同期大增 3 成」（林薏茹，2021），宅經濟商機擴大

持續發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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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對高中生金錢使用態度的影響 

 

    這裡的金錢使用態度是指對金錢的認知、分配與使用方法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一個人的

態度並非與生俱來，而是受生活環境影響逐漸學習形成的。不同的環境背景可能造就出不同

個體的思考，在現今資訊取得容易、經濟成長快速的世代中，「價值的變遷受到社會上各種改

變的影響，與新思潮、新典範、生活型態或制度變化皆息息相關」（徐淑敏、林麗華，2007）。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的金錢使用態度可能會隨著個人與周遭人、事、物的互動

關係而發生改變，為了避免被大環境宰制，高中生深刻思考與檢視自我的金錢使用態度是必

要的。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式 

  

（一）文獻探討：閱讀相關書籍、期刊、電子書與網路資料，加以統整。 

（二）問卷調查：編擬「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零用錢量數、消費習慣與金錢使

用態度之影響」問卷，請指導老師檢視修正後，正式施測與回收，然後再加以分析

整理。 

 

二、研究時間與對象 

 

（一）時間範圍：本研究調查時間，以新冠疫情全國三級警戒期間（2021 年 5 月 19 日~7

月 26 日）和之前做比較，分析三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的零用錢量數、消費習慣與金

錢使用態度是否有影響。 

（二）對象範圍：以臺南市東區的高中生為研究對象。 

 

三、研究流程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施測期間為 2021 年 9 月，在徵求受訪者意願後，發放問卷填寫，共計回收 200 份

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188 份，無效問卷 12 份，高一有 50 份(佔 27％)，高二有 53 份(佔 28％)，

高三有 85 份(佔 45％)，其中男性佔 47％，女性佔 53％，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發想與確定 

研究主題 

蒐集與探討

文獻資料 

設計與發放

問卷調查 

回收與分析

研究內容 

結論與建議

相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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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生零用錢量數 

 

 圖一：高中生零用錢主要來源比例 

 

    由圖一可知，目前受訪的學生當中，有

高達 81％的零用錢主要來源都是家長給予，

推測高中生課業較繁忙，少部分才有時間或

能力打工兼職(3％)，現代家長亦是大多存有

「現在好好讀書，以後再好好賺錢」的思維，

不希望孩子在高中時期就為賺零用錢傷腦

筋，所以會固定給予孩子零用錢。其他零用

錢來源部分為：壓歲錢(3％)、獎學金(3％)或

其他(10％)。 

 

        圖二：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的零用錢量數 

 
        圖三：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的零用錢量數和之前相較 

 
    綜合以上圖二和圖三可得知，有高達 67％的高中生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個

月的零用錢集中在 1000 元以下，這和他們在警戒之前所拿到的零用錢相較，亦有 70％表示並

沒有很大變化(未滿 100 元)，推測是因大部分的生活費和零用錢是分開的，現代家長普遍忙

碌，能陪孩子教養時間很少，因為有愧疚感，索性以物質來寵孩子，就算因疫情三級警戒期

間導致自己失業或被迫暫時放無薪假，也不願減少這一種「給愛的方式」。不過有另一則現象

還是值得關注，在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已有 25％的高中生平均一個月的零用錢和之前相比是

減少的(7％減少 100 元以上，未滿 500 元、18％減少 500 元以上)，可見疫情還是有衝擊到約

四分之一高中生的零用錢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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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生消費習慣 

 

  （一）網路購物面向 

 

圖四：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一週的網路購

物次數和之前相較 

 

圖五：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每

次的網路購物消費金額和之前相較 

 
    綜合圖四和圖五可得知，高中生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週的網購次數和每次

的消費金額與之前比較，大多表示沒有很大變化(58％一週網購次數沒有改變、69％每次網購

消費金額沒有很大變化)，推測可能高中生的生活費和零用錢是分開的，加上三級警戒時間只

實施短短二個多月，雖在家時間增加，但也大多時間必須忙於線上課程及製作學習歷程檔案，

較無多餘時間及金錢花在網購上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約四分之一左右的高中生在網

購次數(25％一週增加 1~2 次、11％一週增加 3 次以上)及消費金額(11％每次增加 100 元以上，

未滿 300 元、13％每次增加 300 元以上)，與三級警戒之前相比明顯增加，可見已有部分高中

生因怕暴露在感染風險中，大幅減少外出，開始在購物習慣上發生轉變，網購情況逐漸增加。 

 

  （二）外送平臺面向 

 

圖六：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一週使用外送

平臺次數和之前相較 

 

圖七：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每

次使用外送平臺消費金額和之前相較 

 
    綜合圖六和圖七可得知，高中生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週使用外送平臺次數

和每次的消費金額與之前比較，大多也表示沒有很大變化(52％一週使用外送平臺次數沒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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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73％每次使用外送平臺消費金額沒有很大變化)，推測可能很多高中生的家長在三級警戒

期間在家與孩子共處的時間變多，家長為避免孩子出門外食產生接觸感染，多選擇在家自煮，

自然高中生使用外送平臺的情況與之前相比，就不會有太大變化。不過還是有 44％的高中生

使用外送平臺的次數明顯增加(21％一週增加 1~2 次、23％一週增加 3 次以上)，24％在外送平

臺的消費金額明顯變多(15％每次增加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9％每次增加 300 元以上)，

可見疫情還是有造成部分高中生開始害怕外出用餐，轉為使用外送平臺減少接觸。 

 

  （三）娛樂休閒軟體面向 

 

圖八：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高中生每月

在休閒娛樂軟體的支出金額和之前相較 

 

    由圖八可得知，高中生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

期間，平均每月在娛樂休閒軟體的支出金額和之

前相比較，有高達 69％表示沒有很大變化(未滿

100 元)，推測大多高中生每月領到的零用錢並不

多，再加上大部分的支出內容還是會受到家長控

管導致。不過亦是有 24％的高中生在三級警戒期

間，平均每月在休閒娛樂軟體方面的支出金額，

明顯比之前增加(11％每月增加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13％每月增加 300 元以上)，可見疫情讓

高中生在家時間變多，也需要休閒娛樂活動來調

劑身心和打發時間，已有部分高中生零用錢逐漸

在休閒娛樂軟體的支出方面增加。 

 

三、高中生金錢使用態度 

 

    研究者自編金錢使用態度量表共 4 題，計分方式為：非常不同意-2 分、不同意-1 分、無

意見 0 分、同意 1 分、非常同意 2 分。回收問卷經統計後，188 位受試者這 4 題的認同強度平

均分數皆為正數，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金錢使用態度認同強度 

金錢使用態度量表題目 
平均

分數 

認同強度

排    名 

11.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使用手機、悠遊卡……等(零接觸)支付常

常多於現金支付。 
0.02 4 

12.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購買商品時會常常考慮「需要」還是「想

要」。 
0.39 2 

13.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常常覺得「記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28 3 

14.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常常覺得管理零用錢是必要的。 0.76 1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一）零接觸支付多於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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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製問卷第 11 題的平均分數為 0.02，表示高中生認同強度並沒有很高，推測可能三

級警戒僅短短二個多月，加上可供花用的零用錢並不多，所以大多數還是習慣以現金支

付減少麻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分數是正數，可見約略還是有增加「零接觸」支付的

使用。「疫情引發大眾對現金挾帶病毒的隱憂，避免使用紙鈔、零錢等實體貨幣，非接觸

式支付服務成為抗疫的利器」（彭賢恩等，2021），將來若萬一有長時間三級警戒，使用

行動支付、悠遊卡、icash 卡或信用卡…等零接觸付款方式人數就可能大幅增加。 

 

（二）購買商品會考慮「需要」還是「想要」 

 

    自製問卷第 12 題的平均分數為 0.39，分數是正數，表示疫情三級警戒已有增加高中

生購買商品時，先想這是「需要」還是「想要」的強度。 

 

（三）覺得「記帳」很重要 

 

    自製問卷第 13 題的平均分數為 0.28，分數是正數，表示疫情三級警戒所造成的經濟

危機，增加高中生覺得「記帳」很重要的強度。 

 

（四）覺得管理零用錢是必要的 

 

    自製問卷第 14 題的平均分數為 0.76，分數是正數且是 4 題當中最高分，表示疫情三

級警戒衝擊經濟，大量增加高中生 覺得管理零用錢是必要的強度。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高中生的零用錢來源都是家長給予，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

對超過一半以上高中生的零用錢量數及在網路購物、使用外送平臺及娛樂休閒軟體之支出三

面向的消費習慣並無太大改變。不過數據也顯示，已有約略四分之一左右的高中生受影響，

零用錢量數和之前相比明顯減少，在網路購物、使用外送平臺及娛樂休閒軟體之支出三面向

的消費習慣和之前相比，次數明顯增加、消費金額也明顯變多。在金錢使用態度方面，新冠

疫情三級警戒期間確實約略增加高中生的認同強度，由高至低依序是：覺得管理零用錢是必

要的＞購買商品會考慮「需要」還是「想要」＞覺得「記帳」很重要＞零接觸支付多於現金

支付。 

 

二、建議 

 

    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時間僅維持二個多月，所以高中生在零用錢量數、消費習慣與金錢使

用態度方面，並無出現大幅度的轉變，但不可諱言，此疫情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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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響下，網路購物、使用外送平臺訂餐及數位娛樂休閒等領域的消費成為當今新趨勢，儘

管疫情漸漸趨緩，這股逆勢崛起的「宅經濟」商機卻已成主流，對各企業的建議，經營策略

應盡早與電子商務結合，朝線上化經營位移，並多開發青少年需求之市場，使銷售管道更加

多元化。另外，將來若萬一疫情再次擴大造成恐慌，三級警戒時間一拉長，高中生在零用錢

量數、消費習慣與金錢使用態度方面就可能發生明顯改變，對學校的建議，希望多提供高中

生關於理財的知識與課程，教導正確的金錢使用態度與生涯理財規劃，學會支配金錢與控制

欲望，養成儲蓄與記帳習慣來管理金錢流向，以避免日後陷入財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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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零用錢量數、消費習慣與金錢使用態度之影響」問卷 

親愛的同學： 

    您好，非常感謝您在課業繁忙之餘，協助填答本問卷。本問卷主要是為了解新冠疫情三

級警戒期間對高中生零用錢量數、消費習慣與金錢使用態度的影響。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之

用，絕對保密，請安心填寫，您所提供的資料，對我的小論文研究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敬祝  學業進步  身心健康 

臺南私立德光高中  李宜珊  敬上 

1. 就讀年級：□高一      □高二       □高三 

2. 性別：□男    □女 

3.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零用錢的主要來源是：  

□家長給予    □打工兼職    □壓歲錢    □獎學金    □其他：______________ 

4.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有多少？ 

□0~1000 元  □1001~2000 元  □2001~3000 元  □3001~4000 元  □4001 元以上 

5.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個月的零用錢和之前相比，呈現何種變化？  

□減少 500 元以上    □減少 100 元以上，未滿 500 元   □沒有很大變化(未滿 100 元)     

□增加 100 元以上，未滿 500 元        □增加 500 元以上 

6.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週網購的次數和之前相比，呈現何種變化？   

□減少 3 次以上   □減少 1~2 次   □沒有改變    □增加 1~2 次    □增加 3 次以上 

7.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每次網購的消費金額和之前相比，呈現何種變化？ 

□減少 300 元以上      □減少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   □沒有很大變化(未滿 100 元)      

□增加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        □增加 300 元以上 

8.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週使用外送平臺的次數和之前相比，呈現何種

變化？  

□減少 3 次以上  □減少 1~2 次    □沒有改變    □增加 1~2 次    □增加 3 次以上 

9.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每次使用外送平臺的消費金額和之前相比，呈現

何種變化？   

□減少 300 元以上     □減少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    □沒有很大變化(未滿 100 元)        

□增加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       □增加 300 元以上 

10. 請問您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平均一個月在休閒娛樂軟體或數位平臺（如：遊戲點

數、博客來電子書、愛奇藝…等）的支出金額和之前相比，呈現何種變化？ 

□減少 300 元以上    □減少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     □沒有很大變化(未滿 100 元)         

□增加 100 元以上，未滿 300 元       □增加 300 元以上 

11.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使用手機、悠遊卡……等(零接觸)支付常常多於現金支付。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2.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購買商品時會常常考慮「需要」還是「想要」。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3.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常常覺得「記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4. 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您常常覺得管理零用錢是必要的。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