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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試圖瞭解是否成功的部落格經營者擁有較高的人情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同時部落格的內容呈現品質以及社會互動性上也有較好的表

現？我們使用基於反向連結數量以及 RSS 訂閱數量為基礎的演算法區分台灣

的部落格為成功、中等以及冷門，並使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對部落客進行人

情智能、部落格內容呈現品質與社會互動的自呈式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

示，成功的部落格除了其本身的互動性與內容呈現品質較佳外，其經營者的

人情智能表現也較高。因此我們認為，一個成功的部落格反應的是一個能夠

願意瞭解讀者想法且有能力據此提供讀者有興趣的文章並維持良好的互動之

經營者。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人情智能、部落格、社會互動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ries to understand if successful bloggers have higher personal 

intelligence, better contents present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vity with readers. We 

developed an algorism based on backlinks and numbers of RSS subscribers to 

determine which blogs were popular, medium or unpopular blogs. Then we used 

self-report survey to test personal intelligence, contents present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vity for samples from these 3 groups. The result has shown that the popular 

blogs performed better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Thus, we considered that a 

“successful blog” reflects a blogger who tends to figure out what readers want to 

know from the blog, has ability to compose blog with contents they interested in 

and maintain good interactions with them. 

  

Keywords: Blog, Personal Intelligence,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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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部落格(Blog)可以視為網路社群的重要組成之一，相對於以個人的簡短

情感抒發或是訊息傳遞為主的社群網站（如 Facebook），部落格可以視為個

人分享大量訊息的平台，讓讀者能夠更有系統地瞭解個人所知所想，並且與

其互動 (Schau & Gilly, 2003; Goyal, 2012)。 

如何定義成功的部落格？除了撰寫部落格的部落客本身的自我滿足或是

達成個人功能性的目的（例如個人日誌）以外，一個部落格是否能強化人際

溝通也是部落格成功的重要指標 (Kavanaugh et al., 2007)。換言之，部落格的

成功取決於它能夠為讀者帶來什麼樣的內容價值 (Du & Wagner, 2006)，這些

價值除了提供資訊本身的價值外，也包括了與讀者或是其他部落格的社會互

動 (Schau & Gilly, 2003; Herring et al., 2004) 以及與讀者之間互動的頻繁程度

與品質 (Furukawa et al., 2007)。因為讀者期待的並非部落客單向地向其傳遞

訊息，而是以開放的態度互相溝通、對話，同時部落客也將透過部落格中的

交流建立各種關係 (Schau & Gilly, 2003; Schmidt, 2007)。因此，部落格可以

視為一項重要的人際溝通工具 (Huck, 2007; Kavanaugh et al., 2007)。 

部落客撰寫文章發布後從讀者或是其他部落客獲得各種迴響，而回應這

些迴響的同時瞭解到他的讀者希望獲得什麼樣的資訊，並據此再次發表他人

可能感到有興趣的內容，週而復始，漸漸地獲得較高的知名度，也同時建立

了與讀者們的關係 (Du & Wagner, 2006; Miura & Yamashita, 2007)。在這樣的

循環下，部落客是否能夠瞭解讀者需求並且反思自身在部落格文章中所欠缺

的資訊並據此做出適當地回應，成為提供對讀者有價值的資訊以及進行雙向

良好互動的前提 (Miura & Yamashita, 2007)。 

過去有許多針對部落格與人際溝通的相關研究，其中的主題主要是如何

使用部落格以及其動機與目的 (e.g. Nardi et al., 2004)、如何在某種情境中運

用部落格協助溝通 (e.g. Martindale & Wiley, 2004; Macias et al., 2009)或是人

們使用部落格溝通與整體社會的關係 (e.g. Kerbel & Bloom, 2005)，但卻相對

缺乏針對部落客與虛擬世界的讀者溝通能力的探討。 

一個人如何能夠與他人有效溝通並且自我反思？依賴的是語言能力、數

學能力亦或是空間概念這些衡量個人智能發展的能力？Gardner (1983) 認為

我們無法透過從前衡量個人認知能力的方式瞭解其是否能夠與人進行良好的

互動。其並提出人情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即是個人是否有能力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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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身進行溝通的特質作為了解人際互動與自我反思的認知能力 (Gardner, 

1983, 1999)。而根據部落格促進人際溝通的本質 (Schau & Gilly, 2003; Goyal, 

2012)，我們認為人情智能可能是一個衡量部落客是否能夠有效與讀者溝通的

方式。為了瞭解部落格與人情智能的可能關係，以下將針對人情智能與構成

它的兩種要素：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自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以及部落格經營與人情智能的關係進行文獻的探討並且提出研究

假說。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人情智能 

人情智能一詞是由 Gardner (1983) 提出的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

而來。Gardner (1983, 1999) 認為過去衡量個人在語文、數理邏輯以及空間能

力的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並無法真實反映一個人所有的認知能力，

而除了上述三種認知能力外，個人應該尚有音樂韻律（Musical-rhythmic:對音

律、聲調的敏感程度）、運動協調（Bodily-kinesthetic:控制身體、手眼協

調、操作或使用物品的能力)、自然感知（Naturalistic:對大自然環境的瞭解並

與其相處的能力）、以及與人有關的人際以及自省共八項智能，合稱多元智

能。人際智能是「辨識並瞭解他人意圖、感受以及性格，並能採取適當行動

（與團體合作、與人溝通）的能力」，而自省智能則是「自我省察並且瞭解

自身優缺點、目標、欲望以及複雜情緒的能力」(Gardner, 1983, 1999)。最

初，多元智能的概念多用於教育領域，許多研究試圖將多元智能帶入過去僅

僅強調語文、數理以及空間能力的教育環境中  (Gardner & Hatch, 1989; 

Sternberg, 1994)。而後，多元智能的研究則開始向教師教育 (e.g. Yalmancı, 

2011)、人員訓練 (e.g. Marshall & Fitch, 2001)。 

在台灣的學界，原文 Personal Intelligence 多使用於教育領域，並經常翻

譯作人事智能 (例如：吳武典、簡茂發，2000；邱美雲、孟瑛如，2011)，但

我們認為在管理領域若使用人事智能一詞可能會與人事管理相混淆。Personal 

Intelligence 的概念是處理自我內在與人際關係兩者的互動，我們認為與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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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人情世故」的意涵相似，故稱其為人情智能（以下均使用人情智能作

為 Personal Intelligence 的中譯）。 

人際與自省智能與個人的組織能力、協商能力、人際聯繫能力和分析能

力有著密切的關係 (Goleman, 1998, 2006)。人情智能是由面對他人時的人際

智能以及面對自己時的自省智能所組成。其中，人際智能是朝外探索，以瞭

解他人的行為、感覺和動機，意指個人「能夠認知他人情緒、性情、動機、

和慾望等，並能做出適度的反應」的能力，而自省智能則是個人向內的探

索：對自己的反省並瞭解自己，也就是「能夠體認自己的感覺同時反省過去

的行為，以做為個人未來行為的依據」的能力 (Gardner, 1983, 1999)；以下分

就這兩個核心概念進行說明。 

（一）人際智能 

人際智能是一種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能覺察並區分他人情緒、動機、

意向及感覺的能力：感受對方的透過語言、文字、行動、表情所傳達的訊

息，並有效地交流 (Gardner, 1999)，即察言觀色、善解人意，與人共事和諧

相處的能力 (Armstrong, 1994)；這種智能必須透過生活中與他人的社會互動

以建立或培養 (Gardner, 1999)。 

Lazear & Stockman (1991) 就人際智能的發展歷程將其分為基礎技能層

次、複雜技能層次以及統整層次三個階段：基礎層次，由家庭關係中學會人

際關係的基礎，包括溝通和接納別人。例如：能傾聽、接納他人的意見，並

在活動中，能表現出等待、輪流、與人分享等行為，同時能與同伴合作完成

活動；在家庭中建立有意義的關係、發展出和別人溝通的簡單方式與基礎的

「妥協或同意的策略」。而透過社會化的學習與教育，個人將進入複雜層

次：學會和別人互助合作的社會技巧。例如：能誠心讚美他人並接納、同理

他人的感受；能瞭解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影響以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並發展

出有效的互助合作關係；有能力對別人產生同理心，明瞭別人的觀點等。第

三個階段則是整合階段，個人對團體、人際關係、基礎人類社會行為特徵能

夠深入瞭解理解，並能欣賞文化和個別差異。例如能善用社會技巧與人溝通

協調，建立團體的共識或有效地管理或解決衝突；明白互助合作和團體問題

解決的歷程和方法；能敏銳地觀察他人的聲音、說話、面部表情與需求等的

個別差異，且能因應情境做出適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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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階的層級中，人際智能是在區別身旁他人，並覺察其不同的情緒；

具高層次的人際能力者對於即使意圖隱藏的人，也能瞭解他人的意向和欲

望，並能對所獲得的訊息加以利用。 

由上述可知，人際智能為達成良好社會行為、人際互動的重要基本能

力。人際智能表現越高者，越能瞭解他人及其動機將可以站在他人的角度思

考事物的利弊得失，並與他人相互學習，形成社會互動。然而，僅擁有瞭解

他人的能力以外，個人也需要瞭解自我、反思過去能力才能夠改變自身與他

人在溝通上的態度、方法，否則依然無法與人能夠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Gardner, 1983, 1999)，而這也就是自省智能所關注的焦點。 

（二）自省智能 

自省智能包括心神專注、事事用心留意、評估自己的思考、能察覺及表

達各種感受、聯繫自己和別人的關係、與運用高層次的思考作出各種自我評

估 (Gardner, 1983)。自省智能一部份會受到遺傳和生理因素影響 (Gardner, 

1983)，例如-大腦前額葉(Front Lobe)的受傷，容易造成遲緩、散慢、冷漠的

人格特質，或其它類似自閉症者無法自我表達。其餘大部份是從出生後，依

父母或成人所持的教養態度、教養方式，以及生活型態所影響，並藉著觀察

周遭的世界詮釋生活經驗，而發展出來具有「個人特色」來處理自己和生活

的方式。 

自省智能是一種「自我的意識」，自我意識高的人，能清楚的瞭解自己

的優缺點，也能意識到自己的欲望、動機、情緒、意向…，同時也有掌握和

控制自己這些意識的能力 (Gardner, 1983, 1999)。 

較弱的自省智能可能使一個人持續遇到挫折與失敗，因為不懂得反省自

身失敗的原因，無法改善缺點，導致同樣的錯誤一再發生。而較強的自省智

能則較易受到肯定並且獲得各種領域中的成功：知道自己的缺點並，並且持

續改善，同時在改善的過程中持續地反省自身，進而改變了自我原本的缺

點，並獲得成就 (Hoerr et al., 2000)。另外，Hoerr et al. (2000) 也提出自省智

能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我情緒管理：能掌控自己的情緒，做好

自我情緒管理的能力；進一步則是自我認識：對自己興趣、專長、優缺點均

能瞭解，且肯定自我、有自信，能妥善規劃自己的人生；第三階段則是反思

自我：在生活中，能夠自我反思，檢討自己的行為，並且能虛心接受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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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個人的人際溝通以及自我表達都與人情智能相關。

現在，個人可以非常容易地使用網際網路作為建立各種人際關係的媒介，無

論是使用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建立關係、分享心情、在虛擬社群或

是部落格中發表個人意見、與人討論都是人情智能可以發生作用的平台，也

是觀察人情智能一個良好的環境。  

而在諸多虛擬平台中，部落格是一個完全由經營者個人所主導的網站，

相較於後起以抒發一時情感、以簡短留言為主的「微網誌」(microblog，例如

Facebook、Twitter、Plurk 等)，更能夠完整呈現一個人的思想、人際互動情

況 (Nardi et al., 2004; Educause Learning Initiative, 2009; Zhao & Rosson, 

2009)，我們認為更能反應一個人在虛擬環境中的人際互動。 

 

二、部落格經營成功因素與人情智能 

部落格經營者透過連結與迴響來建立人際關係，也就是部落格的社會互

動是部落格經營者與讀著之間的雙向往來，並透過部落格的經營與相互連結

可以組織出綿密的人際網路 (Qazvinian et al., 2007)，部落格的成功意味著其

擁有較多瀏覽者 (popularity)或是快速的成長 (growth) (Du & Wagner, 2006)。

而能夠吸引更多的瀏覽者或是成長則需要提供擁有良好的資訊品質、快速的

更新文章 (update frequency)以及對與使用者互動的重視  (Herring et al., 

2004)，亦即成功的部落格是同時能夠兼顧其所提供之資訊有用性（所提供的

資訊對讀者而言是否是需要的或是其所想在這個部落格所見的？）、可靠性

（該部落客本身以及其所提供的資訊是否值得信賴？）以及與讀者的社會性

互動（並非單純的傳遞資訊，而是會反應讀者留言）的部落客 (Chai & Kim, 

2010; Hsu & Tsou, 2011)。當部落格之內容有良好的資訊品質時，部落格的讀

者會利用 RSS 追蹤該部落格的動態 (Nakajima et al., 2005; Scoble & Israel, 

2006)。因此，我們可以將資訊品質以及社會互動性視為兩個部落格的關鍵成

功因素。 

在部落格的平台上，經營者（部落客）與其讀者之間的社會互動創造出

虛擬世界當中的人際關係，雖然雙方沒有真正面對面的接觸，但是讀者透過

經營者在回覆讀者的留言或是回應讀者的要求中可以了解經營者的經營風格

是否符合讀者喜好，而決定讀者是否願意繼續光顧部落格；另一方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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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透過讀者所留下的留言、迴響等等線索了解讀者需求，進而提供讀者想要

看到的資訊或是內容，藉此增加讀者對其經營的部落格好感以維持與讀者之

間的長期關係。而當部落格經營者在與其他讀者連結出現問題時，例如部落

格經營者雖然經常更新部落格但是卻沒有其他讀者拜訪並迴響，則此時部落

客在互動上就不成功。而造成這樣的情形大多是因為部落格經營者對於讀者

迴響沒有花心思回應或是沒有拜訪其他部落格，使得人際關係網絡越來越狹

小。 

而在部落格的內容上，Rosen & Purinton (2004) 認為網站的內容呈現品

質是吸引網友再度拜訪網站重要因素：網站當中所使用的圖片、尺寸與設計

等等都是會影響網站是否成功吸引人，而部落格也被視為是個人網頁的延伸 

(Döring, 2002)，因此在部落客也應該注意這些影響因素。Rosen & Purinton 

(2004) 認為在衡量一個網站是否成功時，經營者必須要考慮以下問題：友善

性(coherence)—資訊是否是有邏輯的，讀者是否容易懂得我所提供之資訊；

符合性(complexity)—網站當中的內容，包含文字、圖片等等是否和我建構的

主題相符合；獨特性(legibility)—是否具有獨特的元素使得讀者能夠多次拜訪

與瀏覽。在符合上述各項條件時，一個網站（部落格）才能夠成功。 

上述部落格應具備的友善性、符合性以及獨特性等內容相關的成功因素

中，我們認為越是能夠瞭解他人的部落客越是能夠在部落格的文章品質上針

對來訪者閱讀需求進行調整（友善性）。一方面傳達自身所要表達之意見

（符合性與獨特性），另一方面也能讓讀者認為這個部落格在訊息的品質上

是令人滿意的，進而讓部落格產生更高的知名度、來訪率。而從人情智能的

文獻中可以推論，能夠瞭解讀者需求並且因此改善部落格的友善性符合性以

及獨特性的部落客或許是擁有較高人際智能（瞭解他人）以及自省智能（能

在瞭解他人後有適切的回應）的部落客。 

而在另一項部落格的成功因素：社會互動性上，Liu (2003) 從使用者觀

點提出部落格網站需要提供讀者雙向溝通（部落格經營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談

與訊息的交換）、控制感（確保讀者能夠在部落格當中獲得其所想要價值）

與同步性(讓讀者感覺部落格經營者回應讀著問題或是提供讀者資訊時是快速

的 )。而 Hale et al. (2005) 則認為部落格經營者的互動涉入  (interaction 

involvement)程度與親密性 (intimacy)高低是為部落格是否提供良好的人際互

動的衡量因素。其中，互動涉入為使用者們在互動過程中，在情感、認知、

行為上與對方的聯繫程度，指的是個人參與互動溝通的程度。我們認為這是



中山管理評論 

 ～23～  

人情智能的表現：較高互動涉入的使用者會注意對方正在參與的感覺、想

法、並專注於當時的互動情形，進而融入於整個互動的情境而創造出一種臨

場感 (Hale et al., 2005)。而親密性則是使用者們認知到並且針對關係關連程

度、相互依賴、協調與瞭解所建構的感覺，是指個人對於溝通者在其關係相

似上的認同，著重於雙方關係的建立。當使用者認知的親密性高，表示其認

為與對方的關係很深，因此會付出較多的時間與精神與對方進行互動。而我

們認為，無論雙向溝通、同步性或是互動涉入與親密性，在部落格的平台上

均是建構在人際溝通的範疇內，因此也應該受到部落客本身人情智能的高低

所帶來之影響。同時也透過對自身發表內容所引起的回應進行反思，進一步

修正自我的認知、態度以及後續部落格的經營，並且進入良性的互動循環。 

根據以上針對部落格成功的內容呈現品質以及社會互動與人情智能間關

係的探討，我們認為部落格是因為其經營者能夠針對讀者的需求以及回饋做

出正面回應而成功：部落客發表的文章是其讀者群所感興趣的，同時也會針

對讀者在部落格的發言進行有意義的回應，並藉此達到社會性的互動。而人

情智能即是部落客能夠瞭解並回應讀者的能力。因此，較為成功的部落格，

其經營者在人情智能、內容呈現品質以及社會互動性上應較相對冷門的部落

格之經營者為高。 

亦即根據上面針對人際智能的文獻探討應用至部落格的環境中，我們認

為擁有較高人際智能的經營者較能瞭解他人的回應中所傳遞的訊息，並且能

夠有效與對方互動，也就是加強了彼此在虛擬世界中的關係。而有效而頻繁

地互動可以提升讀者對該部落客的認同與瞭解，也會吸引潛在讀者造訪 (Du 

& Wagner, 2006) 也造就了一個成功的部落格。因此，我們提出本研究第一

個研究假說： 

H1:擁有較高人際智能的部落客擁有較高人際智能的部落客擁有較高人際智能的部落客擁有較高人際智能的部落客，，，，其部落其部落其部落其部落格的經營表現較佳格的經營表現較佳格的經營表現較佳格的經營表現較佳。。。。 

同樣地，自省智能的概念反應在部落格的環境中，我們認為一個擁有自

省智能的部落客應該可以在虛擬環境中掌握自身的情緒、針對他人的意見與

觀點能夠真正的進行瞭解後再依據個人的反思結果給予回應或是改進，進而

與讀者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或是吸引更多讀者造訪。因此，我們提出本研究第

二個假說： 

H2:擁有較高自省智能的部落客擁有較高自省智能的部落客擁有較高自省智能的部落客擁有較高自省智能的部落客，，，，其部落格的經營表現較佳其部落格的經營表現較佳其部落格的經營表現較佳其部落格的經營表現較佳。。。。 

 



人情智能與部落格經營成敗之探討 

 ～24～ 

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我們將針對不同經營表現的部落格之經營者（部落客）進行其人情智能

的比較，試圖瞭解是否較為成功的部落格經營者除了在內容呈現品質、社會

互動性上皆優於經營績效較差者外，在人情智能上也是較為優秀的。而為了

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確認如何評斷一個部落格的經營績效，並且訂定

測量其人情智能、內容呈現品質以及社會互動的方式。 

 

一、衡量指標 

在部落格經營績效的衡量上，我們以 Du & Wagner (2006) 所提出使用造

訪人數排名(popularity ranking)以及成長(popularity growth)作為部落格成功與

否的客觀指標作為基礎要素。其中，人數排名可以由訂閱該部落格文章的人

數定義；而成長可以根據其他網站反向連結至此部落格的數量成長定義之，

反向連結越多，代表著部落格過去受到越多人的關注，而越多網站擁有該部

落格的反向連結，也表示了這個部落格在網路上有著更高的曝光，更有機會

吸引潛在讀者。 

目前網際網路中針對反向連結的數量統計機制主要可以由各大一般搜尋

引擎直接搜尋有關該部落格的相關連結，或是使用僅針對部落格的搜尋引擎

（如 Technorati.）中的連結數量而獲得。而閱覽人數則可以直接使用訂閱部

落格 RSS 的人數定義之。而根據以上，我們提出以下針對部落格經營表現的

衡量方式： 

部落格經營表現=反向連結總數+網友訂閱 RSS 數量。 

然而，反向連結總數與網友訂閱 RSS 數量往往差距過大，以某本研究樣

本部落格 A 為例，本研究進行時，其反向連結數量為 150,163，訂閱 RSS 數

量為 372，如果直接進行加總，這個部落格的核心讀者（訂購 RSS 者）的評

分將因為反向連結的數量過大而遭到稀釋，無法反應其重要性。同時，如果

B 部落格的反向連結較少，但 RSS 的訂閱數量相對高（例如反向連結 5000，

訂閱 RSS 數量 4000），表示吸引的群眾較少，卻能夠引起這些讀者較為深

入的興趣，喜歡與他持續互動。以上述方式測量這個部落格，他的經營總分

僅有 9000，遠遠比不上反向連結數量大但吸引訂閱 RSS 讀者少的 A 部落

格。 



中山管理評論 

 ～25～  

上述的現象即是在單純使用加總的計算方式下，反向連結成為唯一具有

區別能力的指標。而在我們的調查中，一些熱門的部落格的反向連結總數超

過百萬，而一些相對冷門的則僅有數百。如果將這些分數全部放在同樣的線

性尺標下，其結果將因為尺度範圍過大而無法瞭解差異 (參考 Silver, 2012)。 

為了解決上述權重以及尺標問題，我們認為應該使用對數的方式處理連

結數量與 RSS 訂閱量的問題。使用對數尺標一方面可以從原先看似雜亂的數

據中整理出有意義的訊息 (Silver, 2012)，另一方面更可以處理連結總數與

RSS 訂閱數量不成比例的關係。同樣以 A 部落格以及上述另一個假設的 B 部

落格為例，如果將反向連結總數與 RSS 訂閱量分別取 10 為底的對數，再重

新相加，兩者的分數將分別為 5.18+2.57= 8.37 與 3.7+3.6= 7.30。此時，兩者

因為尺度的因素而較容易比較。因此，我們計算部落格經營績效的演算法將

修正為： 

 

部落格經營績效部落格經營績效部落格經營績效部落格經營績效=Log(反向連結總數反向連結總數反向連結總數反向連結總數)+Log(網友訂閱網友訂閱網友訂閱網友訂閱 RSS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其中，反向連結總數來自於使用網路上針對反向連結數量進行分析的三

個網站：majesticseo (www.majesticseo.com)、 ahrefs.com (ahrefs.com)以及

smallseotools.com (smallseotools.com/backlink-checker/)針對每個部落格分析的

反向連結數之平均。而經由本演算法計算所得之分數越高，表示該部落格的

經營表現越好。 

而對於人情智能的衡量，因為過去並沒有直接針對人情智能衡量之問

卷，在人際智能部份，我們將使用 Silvera, Martinussen 與 Dahl 提出的

Tromsø Social Intelligence Scale (TSIS)問卷，其將人際之間的社交能力區分為

三個可衡量的構面：社會資訊處理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社交

技巧 (social skill, SK)和社會知覺 (social awareness, SA)，其中，社會資訊處

理是指個人是否有能力明瞭他人的想法、並進一步思考，而社交技巧則是個

人是否有能力實際與人交往，而社會知覺則是對於自身所屬的社會中的人、

事、物有基本的瞭解。我們認為上述三個構面可以反應一個人的人際智能：

瞭解個人對於人際關係的處理能力與瞭解他人與自我之間關係的能力 

(Silvera et al., 2001)。 

而針對自省智能的測量，我們將使用連俊瑋 (2006) 翻譯自 Bradberry & 

Greaves (2005) 所提出的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ppraisal TM Me Edition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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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當中自我體認部份。 

而在衡量部落格內容呈現品質上，我們延伸 Döring (2002) 對一般網頁所

提，認為部落格一樣適用內容的友善性、符合性與獨特性等三項衡量指標。

將使用 Rosen & Purinton (2004) 針對上述三個指標所發展之 Website 

Preference Scale (WSPS)量表（針對原先問卷中「網頁」(Web Page)的描述，

均改為部落格）。衡量社會互動部份，我們則使用 Liu (2003) 所開發，針對

網頁雙向溝通與同步性的問卷以及 Hale et al. (2005) 所針對網路上與網友互

動涉入程度兩種問卷進行調查。另外，以上所有自呈式問卷均使用李克特六

點尺度量表，分數由 1 到 6，其中的反向題將會先進行換算後再行計算，構

面平均分數越高表示該部落客在該構面表現越佳。 

 

二、方法 

本 研 究 於 2009/01/15 至 2009/02/15 使 用 台 灣 部 落 格 觀 察 家

(http://look.urs.tw)中所列之 191,458 個部落格作為母體名單，撰寫程式針對各

部落格在上述三個網站中的反向連結數量進行擷取並取其平均作為反向連結

分數，而 RSS 訂閱數量則是使用自行撰寫程式結合 feedburner 網站

(feedburner.google.com)所提供的 API（應用程式介面）擷取。並將兩者以我

們提出的演算法進行給分後，將這些部落格分類為「成功」、「中等」以及

「冷門」三類。其中，「成功」是部落格經營績效總分排名前 10%；「冷

門」為最後 10%，而「中等」則是排名居中的 10%。接著，我們使用亂數方

式分別由三個族群的部落格選出 200 個部落格（共 600 個），並以其經營者

作為本研究之樣本。 

我們以 E-mail 的方式聯繫樣本部落客，並寄送根據上節所描述為基礎所

之自呈式問卷請求其填寫並回覆。而回收之問卷將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分析成功部落格與其他部落格經營者在人情智能、內容呈現品質以

及互動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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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時間共歷經一個月（2009/3/1 – 4/1）。以下針對回收樣

本之特徵與人口統計變數進行說明。並在確認後進行信度與效度的檢定。最

後則使用 ANOVA 針對本研究主要目的「部落格成功經營者是否在人情智能

上高於他人」以及部落格的內容呈現品質與社會互動程度進行組間的平均分

數比較。 

 

一、樣本特徵 

本研究調查共寄出 600 封 E-mail 郵件，回收 153 份問卷，有效問卷數為

137 份，廢卷數為 16 份，問卷總回收率為 23%。成功部落格群組回收 56

份；中等表現部落格回收 39 份；冷門表現部落格回收 42 份。有效樣本中，

成功群組佔 40.88%，中等經營表現佔 28.47%，而冷門部落格樣本佔

30.66%。三個不同樣本群組在經營績效的平均表現如表 1 所示。其中，成功

群體的經營績效平均分為 5.28、中等者為 3.38、冷門者為 1.27。 

 

表 1 分層樣本數量與平均經營績效 

 成功 中等 冷門 

有效樣本數(%) 56(40.88%) 39(28.47%) 42(30.66%) 

平均反向連結總數 328595.71 6,020.82 51.63 

平均 RSS 訂閱數 1821.59 7.71 0 

平均經營績效 5.28 3.38 1.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樣本人口統計變數上，成功部落格的經營者多為男性(69.6%)、29 歲以上

(75%)、大學或研究所學歷(94.6%)；表現中等的部落格的經營者則是多為女

性(51.3%)、19-28 歲(77%)；較冷門的部落格經營者多為男性(58.1%)、幾乎

均為 19-28 歲(98%)，而三個樣本族群的經營者則均多為大學或以上學歷（請

參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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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組樣本人口統計變數 

成功 中等 冷門 
變數 

樣本數 比例 樣本數 比例 樣本數 比例 

男 39 69.6% 19 48.7% 24 58.1% 

性別 

女 17 30.4% 20 51.3% 18 41.9% 

15 - 18 0 0% 4 10.3% 0 0% 

19 - 23 4 7.1% 17 43.6% 27 65.1% 

24 - 28 10 17.9% 13 33.39% 14 32.6% 

29 - 35 21 37.5% 3 7.7% 1 2.3% 

年齡 

36 以上 21 37.5% 2 5.2% 0 0% 

中學 1 1.8% 2 5.1% 0 0% 

高中 2 3.6% 3 7.71% 2 4.7% 

大學 25 44.6% 9 23.1% 25 60.5% 

教育

程度 

碩士 (研究生)

以上 
28 50.0% 25 64.1% 15 3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構面信效度檢驗 

本研究使用自呈式問卷共三個構面，分別為人情智能、部落格社會互動

以及部落格內容呈現品質。本研究使用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檢驗回收

問卷中各構面的因素效度(factorial validity) ，本研究在此步驟將針對人情智

能量表與、部落落格社會互動與部落格內容呈現品質量表分別進行因素效度

與收斂效度之檢定，以特徵值 (eigenvalue) =1 做為因素擷取的標準，並使用

最大變異 (varimax)轉軸法，檢驗每項構面下所有問項是否收斂於文獻中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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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構面相同與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是否達到 0.5 以上（擁有收斂效度）且

在其他因素中音速負荷量皆低於 0.5（擁有區別效度），分析結果以及各題項

如表 3 至表 6 所示。 

 

表 3 人際智能量表之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因素 
社交資

訊處理 

社交

技巧 

社會

知覺 

我可以預測網友的行為 0.876 0.026 0.129 

我能夠知道我的部落格如何影響網友的

感受，而我也能明白這些感受為何 
0.794 0.095 0.182 

我了解網友會如何回應我的文章或行為 0.784 0.072 0.151 
社交資訊處理 

我可以透過對網友的印象、回應(迴響)

以了解網友真正要表達的事物 
0.715 0.04 0.141 

與其他網友互動或相處時，讓我感到困

難* 
-0.041 0.89 0.077 

我與其他網友熟識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0.274 0.766 0.213 
社交技巧 

我總是很難找到好的談話主題* -0.133 0.573 0.508 

瞭解網友的選擇對我來說是困難的* 0.141 0.285 0.666 

網友的所做所為時常讓我感到驚訝* 0.197 0.068 0.804 社會知覺 

我發現人是不可預測的* 0.197 0.021 0.818 

我擅長進入新的社交情況並且認識新的

網友 

 0.227 0.359 0.188 

人

際

智

能 

 

我能與新認識的網友建立良好關係  0.128 -0.078 0.167 

(*為負向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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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省智能之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因素 
自我 

體認 

自我能

力分析 

我對我經營部落格的能力有信心 0.665 0.493 

我會承認我經營部落格上的缺失 0.779 0.113 

我能夠了解自己的情緒 0.776 0.35 自我體認 

我能與網友清楚有效的溝通並且闡明我的觀

點給其他網友了解 
0.719 0.114 

我能夠了解自己的行為對網友產生的影響 0.249 0.575 

我能夠了解，網友何時會影響到我的情緒 0.004 0.831 

在解決困難情況時，我能夠參與並發揮作用 0.171 0.738 

自

省

智

能 
自我能力

分析 

發生問題時，我能夠被別人依靠 0.352 0.8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 部落格社會互動之因素分析 

構面 問項 
互動涉

入 

雙向

溝通 

同步

性 

我非常投入與網友的雙方對話與互動 0.914 -0.053 0.310 

我非常熱情的與網友聊天與回應 0.892 -0.215 0.336 互動涉入 

網友對於我 PO 的主題很有興趣 0.588 0.209 0.283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幫助我與網友之間的雙

向溝通 
0.384 0.752 0.045 

我認為我回覆網友的留言很迅速 0.239 0.843 -0.013 
雙向溝通 

在我的部落格中，我是願意傾聽網友的 0.196 0.583 -0.274 

我認為我回覆網友的留言很迅速 0.222 0.104 0.742 
同步性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的內容更新頻繁 0.279 0.455 0.6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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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部落格內容呈現品質量表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因素 邏輯性 符合性 
獨特

性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有邏輯地組織資訊 0.837 0.121 0.317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內容容易了解 0.847 0.207 0.177 邏輯性 

我認為我的落格的文章寫的很好 0.707 0.169 0.324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使用的圖片、照片很

符合內容 
0.226 0.831 0.242 

符合性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使用了許多不同種類

的圖片 
0.091 0.867 0.301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跟其他的部落格不同 0.165 0.328 0.866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塑造了獨特的特性 0.188 0.26 0.89 獨特性 

我認為我的部落格有讓人印象深刻的元

素 
0.306 0.317 0.75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檢驗結果確認人際智能方面可分為社交資訊處理、社交技巧以及社交知

覺三個構面（排除其中「我擅長進入新的社交情況並且認識新的網友」和

「我能與新認識的網友建立良好關係」兩題未在個因素中擁有>0.5 因素負荷

量提項）、自省智能則可萃取出兩個構面：自我體認以及自我能力，，而部

落格的社會互動與內容呈現品質則的因素分析結果則與過去文獻無異，社會

互動分為互動涉入、雙向溝通以及同步性三子構面、內容呈現品質則可分為

友善性、符合性以及獨特性等三構面。而表 3 到表 6 也說明了本研究所使用

之問卷同時具有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表 7 則為各構面與子構面的信度分析(Cronbach’s α)，可以發現人際、自

省智能、內容呈現品質、社會互動以及其各項子構面的 Cronbach’s α 均高於

0.7，表示具有一定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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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問卷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構面 子構面 Cronbach’s α 

社交資訊處理 0.887 

社交技巧 0.753 人際智能 

社交知覺 0.728 

  

 0.771 

  

自我體認 0.804 

人

情

智

能 
自省智能 

自我能力分析 0.844 

 0.826 

友善性 0.809 

符合性 0.804 部落格內容呈現品質 

獨特性 0.933 

  

 0.859 

  

互動涉入 0.783 

雙向溝通 0.734 部落格社會互動 

同步性 0.772 

  

0.7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不同績效表現部落格之人情智能 ANOVA分析 

確認本次研究問卷的信、效度後，我們即使用 ANOVA 針對本研究主要

目的「部落格成功經營者是否在人情智能上高於他人」進行分析。同時也檢

驗是否成功的部落格在內容與互動上的表現是否較佳。 

成功、中等以及冷門部落格經營者在人際智能的平均分數（標準差）分

別為 4.16(0.52)、4.02(0.50)、3.70(0.44)，自省智能為 4.32(0.63)、3.94(0.47)、

3.30(0.61)、部落格內容呈現品質則是 4.51(0.79)、4.09(0.69)、3.48(0.57)；部

落格社會互動則分別為 4.29(0.74)、4.23(0.62)、3.83(0.62)。使用 ANOVA 分

析三組樣本間在三個構面上是否有差異後發現除了社會互動一構面之顯著水

準<0.05 外，其餘二構面的顯著水準均<0.01（請參考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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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群組各構面表現與 ANOVA分析結果 

變數 經營表現 N 平均值 標準差 F Sig (2-tailed) 

成功 56 4.16 0.52 

中等 39 4.02 0.50 

人際智能 

冷門 42 3.70 0.44 

27.80 .000** 

 

成功 56 4.32 0.63 

中等 39 3.94 0.47 

自省智能 

冷門 42 3.30 0.61 

29.98 .000** 

 

成功 56 4.51 0.79 

中等 39 4.09 0.69 

部落格 

內容呈現

品質 冷門 42 3.48 0.57 

26.76 .000** 

成功 56 4.29 0.74 

中等 39 4.23 0.62 
部落格 

社會互動 
冷門 42 3.83 0.62 

6.20 .019* 

 

*sig<0.05; **sig<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 中可以發現成功、中等以及冷門的部落格經營者在人情智能、部

落格內容呈現品質以及社會互動中有顯著的差異，與我們先前認為「成功部

落格之經營者在人情智能、內容呈現品質與社會互動較其他經營者為高」的

推論一致。但我們依然希望知道這三組樣本在三個構面表現的個別差異。因

此我們使用最小顯著差異檢定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來進行多重

比較檢定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或稱 Post Hoc 檢定)，針對經營表現成

功、中等與冷門三組群組進行兩兩組合多重比較檢定。 

檢驗結果發現，在人情智能方面，成功部落格之經營者的人情智能與部

落格內容呈現品質顯著高於中等表現者，其再顯著高於冷門表現者；而在社

會互動構面中，成功與中等表現者沒有顯著的差異(sig. = 0.668)，但均顯著高

於冷門表現者(sig.<0.01)（請參考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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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三群組於人際智能、自省智能、社會互動以及內容呈現品質之 LSD檢定 

構面 (I)經營表現(J) Mean Difference 

成功—中等 0.14* 

成功—冷門 0.46** 人際智能 

中等—冷門 0.32** 

成功—中等 0.38** 

成功—冷門 1.02** 自省智能 

中等—冷門 0.64** 

成功—中等 0.06 

成功—冷門 0.46** 
部落格 

社會互動 
中等—冷門 0.40** 

成功—中等 0.43** 

成功—冷門 1.03** 
部落格 

內容呈現品質 
中等—冷門 0.61** 

*sig<0.05; **sig<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以上的分析結果說明了本研究之兩項假說獲得了統計上的支持：較為

成功的部落格，其經營者在人際與自省智能的表現較佳。同時，他們在自我

評估的部落格內容以及社會互動的表現也較高。因此我們相信，一個成功的

部落格所反應的是一個能夠願意瞭解讀者想法並且有能力據此提供讀者他們

有興趣的文章同時能夠有良好的互動之經營者。 

 

 

 

伍伍伍伍、、、、結論與限制結論與限制結論與限制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發現成功部落格的經營者除了在部落格本身的社會互動以及內容

呈現品質上較佳，同時他們的人情智能也較高。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擁有人情

智能的經營者較能夠瞭解他人的想法、分析他人的回饋並做出適當的回應，

進而造成他們對於部落格的內容呈現品質上有較佳的表現，而社會互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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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與中等部落格兩者並無顯著差異，但兩者均較冷門部落格為高，說明了

冷門的部落格很可能是因為經營者缺乏與人互動而導致。而這樣推論的因果

關係我們認為不僅適用在部落格，更可以擴展至整各社群網路 (Social 

Network)的範圍中：擁有較高人情智能的人能夠瞭解其潛在讀者有興趣的議

題，並且能夠與讀者有良好的互動關係，進而提昇他在網路上的能見度與口

碑。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限制在於衡量部落格的內容以及社會互動上因為難以

接觸到部落格讀者，僅能針對部落客使用自呈式問卷進行調查，而部落客本

身是否能夠客觀或是有系統地瞭解自身部落格的內容以及社會互動性是值得

存疑的，我們建議未來針對部落格或是社群網站的相關研究應該設法針對讀

者進行調查。 

另外，本研究僅針對部落格經營績效與人情智能的關係進行探討，但並

沒有針對部落格的型態進行區分。Goyal (2012) 認為部落格分除了涵蓋最為

廣泛的個人部落格外，尚可分為以商業利益為導向的商業部落格、以宣揚組

織理念為出發點的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部落格以政黨、政治性質部落格

等。而我們的調查對象中多為個人部落格經營者，並沒有考量到可能影響部

落格績效的其他外在變數，例如個人部落格與企業部落格之間可能有所差

異，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間的差異等等。 

最後，考量現今全球化的環境中，個人在社交網站或是部落格中所能接

觸到的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不同認知的對象，除了本研究所探討的人

情智能外，尚須考慮到另一個構面：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的影響。

文化智能是指對於不同文化的習慣、基本假設、言語實際意義的敏感性

(Sensitivity)以及適應性(Adaptability) (Earley & Mosakowski, 2004)。部落客可

能必須要先瞭解不同環境、背景、習慣所帶來的差異後，再加上本研究所提

出的人情智能：瞭解並回應，才可能在全球化的環境中獲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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