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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家庭類別使用概況
親子家庭類網站親子類 (Family & Youth) 提供網友育兒以及教養相關資訊，除了幼兒健康和親子教育等專業
知識，也提供父母討論、交流育兒經驗的社群。

本期創市際雙週刊透過 comScore MMX 數據，觀察 6 歲以上台灣網友，透過桌上型電腦及筆電造訪親子類
網站 (Family & Youth - Family & Parenting) 的使用情形，了解此類別趨勢及使用狀況，並進一步觀察親子
家庭重度使用者造訪各零售類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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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Media Metrix 觀察過去兩年 PC
使用者造訪親子家庭類別的趨勢變化：
從 2015 年 8 月到 2017 年 8 月，PC 
不重複造訪人數從 200.4 (83.4+116.8)
萬人降至 129.7 (60.5+69.2) 萬人；此
類別提供各類育兒、親子教養資訊，除
裝置使用的因素外，台灣生育率下降，
可能也是影響該類別造訪人數下降的原
因之一。創市際也發現，主力造訪年齡
層 25-44 歲下降的幅度最明顯。

若是觀察使用者年齡，兩年間使用者平
均年齡明顯上升 (35.1-- 37.2)；平均每
頁停留時間則兩年來呈現上升趨勢，可
能與此類網站都提供討論區功能有關，
除了建立共同社群外，也可分享育兒經
驗。

過去兩年親子家庭類 PC 使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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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份，台灣地區親子家庭類 PC 不重複造訪人數為 129.7 萬人，總使用時間為 900 萬分鐘，貢獻超過 900 萬
的瀏覽頁數；觀察各族群的貢獻比例，男女比例約為 4：6。

深入觀察女性各年齡層，發現主力年齡層為 25-44 歲女性，比例占全體使用者的 32.3%；由於此類網站提供的內容明確，
貢獻多頁瀏覽或停留較長時間的可能都是有需求的使用者，所以可以發現不論是停留時間或頁數貢獻比例，女性使用者
都貢獻八成左右，尤其集中在 25-44 歲女性，貢獻時間和瀏覽頁數都占全體使用者的五成左右。從數據上也反映出，女
性付出在蒐集教養資訊的精力，是明顯高於男性族群，因此教養類網站也多半傾向以較柔和的顏色，或面對女性族群的
內容取向來與使用者溝通。

2017 年 8 月親子家庭類 PC 使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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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 親子育兒相關網站 PC 使用概況

不重複造訪人數
(萬人)

平均每位使用者
瀏覽頁數

使用者
平均年齡

平均每頁停留
時間 (分鐘)

*nidBox 親子盒子於 comScore 中屬於「家庭/少年類」，MamaClub 媽媽經則是「生活風格類」，
但網站內容皆與親子育兒相關，故一同納入本次觀察。

接著觀察 2017 年 8 月 PC 人數
前五大親子育兒相關*網站，人數
最多的為「BabyHome 寶貝家庭
親子網」，並且在 PC 人數上與
其它競網有明顯差距；「親子天
下」則是使用者年齡最高的網站
。使用行為方面，平均每頁瀏覽
頁數以「親子天下」最突出，明
顯高過其它四個競網，另外「
MamaClub 媽媽經」雖然人數在
五個網站中並不高，但使用行為
相當突出，尤其是平均每頁停留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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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零售類別 比價購物 購物中心 拍賣類 服飾類 消費性
電子類 百貨公司 書籍類 電腦軟體類 香水彩妝類 電腦硬體類

不重複造訪
人數 (萬人) 43.6 42.3 42.0 25.8 20.8 18.9 16.5 14.6 13.5 12.0

造訪傾向度

瀏覽黏著度

觀察 2017 年 8 月親子家庭類重度使用者，也就是特別偏好瀏覽親子家庭類網站的這群使用者，其最傾向造訪或瀏覽的零售
類網站：以人數來看，「比價購物」、「購物中心」與「拍賣類別」是親子家庭類重度使用者人數最多的三個零售類別。以
網友濃度來觀察造訪傾向程度，「香水彩妝」、「百貨公司」和「書籍類」是此類使用者濃度最高、最傾向造訪的零售類別
，最後觀察使用行為相關的瀏覽黏著度，親子家庭重度使用者雖對書籍類、電腦硬體類有造訪傾向度，但貢獻瀏覽頁數的比
例卻較低，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多半是因為使用者點擊廣告後被導引到該類網站去，但網站內容卻無法吸引使用者繼續瀏覽
更多網頁，因此才會造成來站人數比例高、瀏覽頁數比例少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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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零售類類別挑選「親子家庭類」重度使用者造訪人數最多的前十子類別觀察。



親子家庭類別使用概況小結

觀
察

創市際雙週刊第㈨㈩㈦期 2017 年 10 ㈪ 30 ㈰

A
R
O
／
Ｍ
Ｍ
Ｘ

▸以過去兩年 PC 使用趨勢來觀察親子家庭類別，使用人數持續遞減，尤其是 25-44 歲這群主力使用者；使用
者平均年齡上升，平均每頁停留時間亦上升。

▸ 2017 年 8 月透過 PC 造訪親子家庭類使用者為 129.7 萬人，貢獻超過 900 萬分鐘和 900 萬的瀏覽頁數；以
親子家庭類使用者輪廓來看，女性占所有使用者六成，以 25-44 歲女性占超過三成，以貢獻時間和頁數比例
來看，由於網站功能明確，使用行為更是集中在 25-44 歲女性。

▸前五大親子育兒相關網站，人數最多的為「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使用行為方面，以「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和「MamaClub 媽媽經」比較突出。

▸親子家庭類重度使用者造訪各零售類別的狀況，服飾、百貨公司、香水彩妝等零售類別是此類使用者都傾向
造訪，兩指標都呈現正向，但書籍和電腦硬體兩類的零售網站，雖然親子家庭重度使用者傾向造訪，但在網
站上瀏覽的頁數比例反而很低，推測是由廣告導引進站的情況所致。

＊造訪傾向度 & 瀏覽黏著度

數值大於 100即為顯著，代表觀察族群於觀察網站所占人數& 瀏覽頁數比例，高於觀察族群在全體網路的平均比例，數值愈大，
傾向程度愈高。

TA 於觀察網站的人數占比
TA 造訪傾向度 = 全體網路中 TA 總占比

TA於觀察類別的瀏覽頁數占比
TA 瀏覽黏著度=

全體網路中 TA瀏覽頁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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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育兒篇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及少子化時代的來臨，每個父母都願意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品質，使得親子市場或育兒
商品的商機顯著成長，為瞭解網友於育兒過程中的消費行為，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於 2017 年 10 月 3 日
至 11 日，針對 20-64 歲網友進行了一項「親子育兒篇」的調查，總計回收了 2,114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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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因素」對生育率最具影響力

首先，透過調查顯示，全體受訪者認為影響生育率的首要因素為「個人經濟條件」，且有六成左右受訪者
認為影響是非常大的；排名第二的因素為「整體經濟環境」，而其他影響較大的因素則還有「教育環境」
和「家庭生活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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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的人是否有小孩

影響生育率因素

影響非常大 有點影響 普通 稍有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註1：T2B=影響非常大+有點影響。
註2：影響非常大=5分，有點影響=4分…以此類推，
並以此數值作為平均值計算依據。

T2B 平均分數

83.6% 4.33

78.8% 4.12

75.9% 4.02

74.8% 4.00

68.7% 3.88

67.0% 3.84

60.0% 3.64

51.5% 3.52

42.3% 3.26

Base：全體受訪者 N=2,114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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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開銷

保姆/安親班

醫療費用/藥品費用

生活用品

嬰幼兒相關保險

服飾類

童書繪本/影音類/娛樂用品

保健用品

衛生清潔用品/沐浴用品

育兒親子相關書籍/雜誌

媽媽用品

養育小孩花費金額最高項目

Base：有小孩的受訪者 N=1,027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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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孩子的受訪者，進一步詢問其花費
最多的項目，發現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
支出在「學費/補習費/學習才藝」(65.1%)
的費用最高，特別是其孩子目前就讀國中
至大學/研究所(13-25y)者的比率較高；其
次為支付「基本開銷」(51.1%)及「保姆/
安親班」(46.3%)的費用。

另外，目前小孩在學齡前(1-6y)階段的受
訪者，其支出在「嬰幼兒相關保險」花費
的比率，明顯較其他族群來得高。

養育小孩主要開銷：學費/補習費/學習才藝費用

註：
基本開銷：奶粉/尿褲/副食品-米餅/米精/麥精等
生活用品：奶瓶/奶嘴/濕紙巾/餐具
服飾類：服裝/鞋子/帽子
童書繪本/影音類/娛樂用具包含玩具、模型、益智商品
保健用品：乳酸菌/鈣片/蛋白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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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孩子的受訪者，超過五成較常至「婦嬰用品專賣實體店面」(55.7%) 購買親子/育兒用品，以 30-44 歲
的比率較高；其次則是選擇到「量販店」(47.8%)及「連鎖藥局」(40.6%)購買；而有兩成的受訪者曾透
過「網路管道」(22%)購買，其中又以在「購物中心」及「拍賣網站」購買的人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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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親子/育兒用品管道：以婦嬰用品專賣實體店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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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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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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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22.0%

6.1%

0% 20% 40% 60%

婦嬰用品專賣實體店面

量販店

連鎖藥局

生活百貨

藥妝店

童裝專賣實體店面

百貨專櫃

網路管道

電視購物台

購買親子/育兒用品的管道

Base：有小孩的受訪者 N=1,027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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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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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親子購物網／婦嬰用品網路商

育兒資訊網站

團購網站

FB粉絲團或社團

品牌獨立網站

行動APP

即時通訊軟體(社團)

購買親子/育兒用品的「網路」管道

Base:曾在網路管道購買親子/育兒用品的受訪者 N=226
資料來源: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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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因素」為多數受訪者認為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因素。

▸養育小孩主要開銷：「學費/補習費/學習才藝費用」、「基本開銷」及「保姆/安親班」。

▸購買親子/育兒用品管道：「婦嬰用品專賣實體店面」、「量販店」及「連鎖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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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053 49.8%
女性 1061 50.2%

年齡

20-24歲 215 10.2%
25-29歲 214 10.1%
30-34歲 233 11.0%
35-39歲 271 12.8%
40-44歲 247 11.7%
45-49歲 243 11.5%
50-54歲 246 11.7%
55-59歲 237 11.2%
60-64歲 209 9.9%

居住地

北部 970 45.9%
中部 551 26.1%
南部 593 28.0%

研究方法：
線上調查(IX Survey線上研究整合系統)

研究對象：

樣本來源為創市際 iX:Panel 大型樣本群，針
對台灣地區 20-64 歲網友進行隨機抽樣。

研究期間：
2017/10/03～2017/10/11

有效樣本數：N=2,114
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正負2.13%，
再依照行政院主計處2017年06月內政部人口
之性別及年齡人口結構進行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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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雙週刊報告書內容為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版權所有。

‣若需引用本雙週刊相關數據，或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