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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防治網路活動成效初探- 
以 2012 年「獸性檢測器」臉書活動為例 

 

陳秋美 1、何麗莉 2、楊淑真 2、劉士豪 2 

 

1. 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 

2. 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公共關係室 

 

摘要 

依據疾病管制署資料顯示，15-24 歲新通報愛滋病感染人數有逐年增加趨勢，

且感染者之危險因子以性行為為多，顯見「不安全性行為」是造成感染人數攀升及

疫情年輕化的主因；而該族群為網路社群主要使用者之一，故疾管署以年輕族群為

溝通目標，假該署「1922 防疫達人」Facebook 平台，於 2012 年 6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暑假期間推出「獸性檢測器」愛滋防治網路活動。該活動共計 14,153 位網友

參加，每人平均登錄活動網站約 2 次，登入日期以週三為多，登入時間以下班(課)

及夜間為高；該活動增加「1922 防疫達人」Facebook 粉絲達 18,670 名，新增粉絲

數男性(63.0%)多於女性，以 13-24 歲粉絲(52.1%)占所有年齡層最多，另以年齡性

別交叉分析，各年齡層之男性粉絲成長率均高於女性，以 13-17 歲男性粉絲成長率

(1,582.9%)最高。活動期間「談論」粉絲專頁數由每日平均 180 人提升至約 900 人，

其中 13-24 歲粉絲談論專頁數平均值由約 30-40 人上升至 320 人，提高約 8 倍。該

活動成果顯示，針對目標族群設計適合的網路活動，能觸及風險溝通對象，進而改

變粉絲團組成型態，另也藉此活動瞭解所經營臉書之粉絲習性，未來將運用最佳時

間發文及活動推廣，以助訊息露出及轉載，強化宣導效應。 

 

關鍵字：臉書、Facebook、愛滋、網路活動 

 

前言 

依據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統計資料，截至 2013 年 9 月止，我國愛滋病感染

人數累計 25,954 人，其中 15-24 歲高達 5,178 人，約占所有感染人數 20%。分析

2010-2013 年 9 月 15-24 歲愛滋感染人數共計 2,109 人，占總感染人數(7,704 人)27.4%，

且近幾年有增加趨勢。感染者之危險因子以性行為為多(占 72.3%)，顯見「不安全性

行為」是傳播愛滋病的主要途徑，造成感染人數攀升及疫情年輕化［1］。 

分析歷年愛滋病感染者「不安全性行為」危險因子中，以同性性行為比例為高

(占 44.1%)［1］。國外研究顯示，透過網路尋求性伴侶以男性、同性性行為者、曾

感染性傳染病、有較多性伴侶、伴侶為愛滋感染者、未使用保險套者為多［2,3］；

另英國及美國調查顯示，約 35-40%男同性性行為者曾透過網路尋找性伴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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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無法公開談論的話題，或是交友、使用藥物性愛派對等訊息，透過網

路匿名及隱密性的特質，可引起呼朋引伴及討論風潮，故國內學者曾提出，針對

青少年愛滋防治教育，應與青少年教育網站、線上遊戲網或同志團體網站相互連結，

讓網路年輕族群可以容易且即時查詢到正確的愛滋防治資訊［6］。 

臉書(Facebook)是近幾年興起的社群網站，因其具有個人化、聯繫、分享、聊天

等功能，愈來愈多的企業藉由粉絲專頁與使用者溝通、傳遞與分享資訊。根據

CheckFacebook 網站統計數據指出，截至 2013 年 10 月 30 日，台灣 Facebook 超過 1,500

萬帳號數，其中 13-24 歲使用者超過 520 萬人(約占 34.7%)，為各年齡層次高［7］，

男女使用者比率相當(各占 50.0%)，Facebook 對年輕族群的社交溝通聯絡及生活有重

大的影響力。另國內寬頻網路使用調查報告指出，44 歲以下為使用網路社群服務的

主力，其中以 20-24 歲比例最高，最主要使用原因為「朋友在使用，所以跟著使用」，

受同儕的影響為多；而 34 歲以下為線上遊戲主要使用族群，以 12-19 歲比例為高，且

男性多於女性［8］。 

透過社群媒介，訊息更能在廣大的社群間分享、轉貼，提高大眾對組織訊息的

接觸機會，台灣急診醫療甚至運用社群力量，提升急診政策關注度［9］，另有研究

發現同志網路社群，是執行愛滋病及性病防治及介入措施可行及恰當的場域［10］；

此外，國內研究指出，透過媒體進行衛生教育宣導能夠有效造成健康行為的改變，並

減低罹病風險甚至是死亡，網路媒體逐漸被視為是重要的宣導通路［11］。 

疾管署自 2009 年 H1N1 流感疫情時期，成立「1922 防疫達人」Facebook，正式進

入網路社群宣導，為傳染病防治上的創新作為。目前除提供愛滋防治等宣導訊息外，

並不定期辦理網路活動，藉此吸引年輕族群對疫病防治議題的關注。本文以 2012 年

於 Facebook 辦理「獸性檢測器」愛滋防治網路活動為案例，提供操作經驗及執行成

效，並藉此提出社群媒體對健康傳播之看法與建議。 

 

材料及方法 

一、「獸性檢測器」Facebook 愛滋防治網路活動 

運用年輕族群喜愛網路社群及線上遊戲的特性，自 2012 年 6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

暑假期間，於疾管署「1922 防疫達人」Facebook 辦理該活動，協同廠商設計網路

遊戲應用程式(Application)，檢測網友及好友屬於哪種「怪獸」，並置入安全性行為

宣導訊息，參加活動需先成為「1922 防疫達人」Facebook 粉絲。運用遊戲及抽獎

的趣味性及網友喜好分享的特性，並佐以廣告的效應，透過網路傳播的力量，吸

引網路族群的參與，同時傳遞正確愛滋防治知識，並自 7 月 2 日起，陸續推出六

波 Facebook 系列廣告做推廣。 

二、資料取得及分析 

資料來自二部份：網路遊戲應用程式之次級資料及「1922 防疫達人」Facebook 管

理平台之數據。網路遊戲應用程式資料取得時，均已去除參加者之姓名及暱稱、

出生日期、電話等個人隱私資料；Facebook 管理平台之數據均為次級資料。以 Excel

建置資料庫及使用 Epi info 軟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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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參加者資料分析 

以網路遊戲應用程式資料分析，本活動共計有 14,153 位網友參加，登錄活動

網頁 26,917 人次。以登錄人次數分析，8 月參加人數為多(占 51.2%)；參加日期以

週三為多(占 20.2%)，其次為週二(占 15.6%)及週六(15.4%)，參加時間以晚上 21-23

時為多(占 21.6%)，其次為晚上 18-20 時(20.2%)(表一)。 

二、活動成效分析 

以「1922 防疫達人」Facebook 管理平台數據進行分析。 

(一)粉絲數 

活動前(以 2012 年 6 月 21 日數據為代表)粉絲數 17,983 名，為推廣該活動，

自 7 月 2 日起，陸續推出六波網路廣告，吸引粉絲加入。截至 8 月 31 日，粉

絲數達 36,653 名，共計增加 18,670 名粉絲，成長達 1 倍(103.8%)。單日粉絲成

長數以 7 月 2 日為高峰，之後與廣告呈現波段增加趨勢；且資料顯示，因點選

廣告而加入的粉絲數，約占整體新增粉絲數 45%(圖一)。新增粉絲以男性(63.0%)

為多，13-24 歲占半數以上(52.1%)且成長率(205.9%)最高(表二)。

表一、2012 年 6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獸性檢測器」Facebook 網路活動登錄人次數分析 

變項 人次數(%) 變項 人次數(%)

總計 26,917   

參加日期 參加時間 

週一 3,347 (12.4)  0-2 時 2,300 (8.5)

週二 4,201 (15.6)  3-5 時 447 (1.7)

週三 5,446 (20.2)  6-8 時 1,244(4.6)

週四 3,491 (13.0) 9-11 時 3,699(13.7)

週五 3,589 (13.3) 12-14 時 3,552(13.2)

週六 4,145 (15.4) 15-17 時 4,472(16.6)

週日 2,698 (10.0) 18-20 時 5,383(20.2)

 21-23 時 5,820(21.6)

圖一、2012 年 7 月至 8 月「獸性檢測器」Facebook 網路活動廣告波段及粉絲加入趨勢 

 



381                                     疫情報導                             2013 年 12 月 24 日            

 

 

 

 

 

 

 

 

 

 

 

 

 

 

 

 

 

 

 

 

 

 

 

 

 

 

 

(二)粉絲團組成型態 

以性別分析，活動前粉絲團成員女性(56.2%)多於男性(43.2%)；活動後，

則為男性(53.3%)多於女性(46.3%)，男性粉絲成長率高達 1.5 倍(151.3%)，此改

變呈顯著差異(見表二)。 

以年齡別分析，活動前 25-34 歲(45.4%)及 35 歲以上粉絲為多(28.3%)，其

次為 13-24 歲年輕族群(占 26.2%)；活動後，25-34 歲(36.4%)及 35 歲以上粉絲

(24.1%)占粉絲團比率均較活動前降低，而 13-24 歲年輕族群所占比率較活動前

提升至 39.5%，成長約 2.0 倍(205.9%)，是所有年齡層中成長最高的。此改變呈

顯著差異(表二)。 

進一步年齡性別分層分析，顯示活動後各年齡層之男性粉絲成長率均高於

女性，其中，13-17 歲男性粉絲成長率(1,582.9%)最高，其次為 18-24 歲(174.2%)；

女性粉絲中，13-17 歲成長率(935.9%)最高，其次為 55 歲以上(106.1.%)。13-17

歲、18-24 歲、25-34 歲、35-44 歲活動前後男女分布達顯著差異(表二)。 

項目 活動前(6/21) 活動後(8/31) p-value 新增數 成長率

n(%) n(%) n(%) (%)

總數 17,983 36,653 18,670 103.8
性別 <0.0001

女 10,114(56.2) 16,982(46.3) 6,868(36.8) 67.9
男 7,776(43.2) 19,543(53.3) 11,767(63.0) 151.3

不詳 93(0.5) 128(0.3) 35(0.2) 37.6

年齡/性別

13-24歲 4,729(26.2) 14,465(39.5) <0.0001 9,736(52.1) 205.9
女 2,490(52.6) 5,706(39.4) 3,216(33.0) 129.1
男 2,220(46.9) 8,721(60.3) 6,501(66.8) 292.8

13-17歲 385 5,173 <0.0001 4,788 1243.6

女 195(50.6) 2,020(39.0) 1,825(38.1) 935.9

男 187(48.6) 3,147(60.8) 2,960(61.8) 1582.9

18-24歲 4,344 9,292 <0.0001 4,948 113.9

女 2,295(52.8) 3,686(39.7) 1,391(28.1) 60.6

男 2,033(46.8) 5,574(60.0) 3,541(71.6) 174.2

25-34歲 8,167(45.4) 13,335(36.4) <0.0001 5,168(27.7) 63.3
女 4,842(59.3) 6,794(50.9) 1,952(37.8) 40.3
男 3,274(40.1) 6,483(48.6) 3,209(62.1) 98.0

35-44歲 3,867(21.5) 6,498(17.7) <0.0001 2,631(14.1) 68.0
女 2,149(55.6) 3,312(51.0) 1,163(44.2) 54.1
男 1,703(44.0) 3,163(48.7) 1,460(55.5) 85.7

45-54歲 835(4.6) 1,558(4.3) 0.12 723(3.9) 86.6
女 437(52.3) 766(49.2) 329(45.5) 75.3
男 393(47.1) 786(50.4) 393(54.4) 100.0

55歲以上 385(2.1) 797(2.2) 0.89 412(2.2) 107.0
女 196(50.9) 404(50.7) 208(50.5) 106.1
男 186(48.3) 390(48.9) 204(49.5) 109.7

表二、2012 年「獸性檢測器」Facebook 網路活動前後年齡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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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談論」粉絲專頁 

「談論」是指粉絲對專頁貼文說讚、留言評論及分享等所產生的不重複的

訪客數，可對粉絲專頁製造話題，觸及更多臉書使用者，並達到擴散效應，是

Facebook 執行成效指標之一。 

活動前每日談論數平均約 180 人，活動期間每日談論數提升至平均約 900

人，於 6 月 26 日至 27 日及 7 月 2 日至 3 日活動初期出現二大高峰，其次於 7

月中旬至 7 月底再出現另一高峰，8 月粉絲談論數則不及 7 月，惟仍高於活動

前之談論平均值(圖二)。 

以年齡分布分析，活動前 13-24 歲粉絲每日談論數平均約 30-40 人，7 月

中旬起呈現明顯提高趨勢。整體活動期間，13-24 歲粉絲談論專頁數平均值達

320 人，較活動前提高約 8 倍；另談論總數中，13-24 歲及 25-34 歲粉絲分別占

32%及 31%，其次為 35-44 歲(占 24%)及 45 歲以上(占 13%)粉絲。 

 

 

 

 

 

 

 

 

 

 

 

 

 

 

 

 

 

 

討論 

一、瞭解網友習性，有助於提升網友互動 

此活動參加網友共計 14,153 位，共登錄活動網頁 26,917 人次，每人平均登錄

活動網站約 2 次。以登錄人次數分析，以週三為多，其次為週二及週六，週日最

低，可能因週日民眾多選擇外出，較少上網有關；登入網站時間以下班(課)及夜間

為多，凌晨至上午 8 時較低。 

美國某家數位行銷公司曾分析世界頂尖品牌，超過 1,800 頁 Facebook 頁面的

資訊，結果顯示在 Facebook 上，不同類型的行業，適合發文的時間不同，以廣告

及諮詢類粉絲頁而言，週末發文可高達 69%的互動率；另綜合所有觀察到的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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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2 年 6 月至 8 月談論粉絲專頁年齡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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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8 時至早上 7 時發文所接收到的互動率，較早上 8 時至晚上 7 時高出 14%，

而週末發文互動率較平日高出 14.5%［12］，此篇研究與本文結果在網友高互動時

間上略有出入，但是瞭解所經營臉書之粉絲使用習性，運用最佳時間發文及活動

推廣，有助於訊息露出及轉載，並提高網友互動，是共同的建議。 

二、合適的活動設計可以觸及風險溝通對象，進而改變粉絲團組成型態，擴大宣導層面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認為在健康

傳播及行銷操作上，確認目標受眾是關鍵步驟之一，必須要先瞭解欲溝通對象的

個人行為、生活型態及需求等，然後再規劃溝通訊息、宣導素材及通路［13］。

鑒於愛滋感染者逐漸年輕化，本活動規劃以 13-24 歲年輕族群為目標，藉由具有散

播力量的社群為通路，設計具有期待性、可標註性的網路活動。活動成果顯示，

本活動不僅觸及期望的宣導對象，也藉由留言、分享、貼文等動作，提升該族群

談論熱度，並藉擴散效應，讓更多人加入，拓寬該粉絲團談論話題。 

三、持續發布訊息及活動，加強粉絲記憶，促使有意願繼續作為本專頁的粉絲 

國內研究指出，社群網站的行銷內容與使用者互動式的散播方式，是影響企

業經營粉絲專頁的重要因素，加強提供與製造相關話題讓使用者能參與互動，並

加強產品促銷、最新消息、活動資料等相關資訊的即時更新，將能有效地提升大

部分使用者對產品的記憶程度［14］。爰此，自 9 月抽獎公布後，持續推出愛滋

病防治等與年輕人有關議題貼文及活動，以延續該族群停留粉絲專頁的時間。以

2012 年 12 月統計數據顯示，13-24 歲占所有粉絲數 36%，談論粉絲專頁仍約占 32%，

粉絲數維持穩定，並無大量退出的現象。 

 

建議 

開放的社群網路平台，可藉由活動設計及發文的屬性，形塑粉絲團的組成型態，

以貼近風險溝通對象，再藉由橫向的擴散效應，使其成為宣導的利器。建議可善用

社群網路與年輕族群溝通，設計吸引的網路活動並置入宣導訊息，惟需持續創造新

話題，以延續粉絲停留粉絲團的意願。此外，以本活動研究發現，週三、週六及晚

間 6 時以後之下班(課)時段，網友較為活躍，應搭配粉絲的習性發布訊息，有利於

訊息露出及轉載。 

 

限制 

因網路遊戲應用程式及 Facebook 管理平台統計數據提供有限，無法進行深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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