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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商業的市場中，計畫性過時是廠商透過頻繁的更新設計，以及終止產品維

修與更新，來促使消費者購買新產品的一種營銷策略，藉此可以獲取得更多的利

潤。以目前微軟為了要推廣 Windows 10 為例，其在官網上宣布停止最穩定的作

業系統 Windows 7 時程表，也是採取了計畫性過時的手法。針對這個議題，本研

究從計畫性過時的觀點出發，結合推－拉－繫住力模式，建立了一個關於作業系

統升級的模型，同時探討使用者對於正版與盜版兩種不同升級方式的意圖。透過

問卷收集了 296位目前使用Windows 7的使用者，經過 PLS統計軟體驗證提出的

模型與假說。結果顯示，計畫性過時會正向影響正版與盜版升級意圖；主觀規

範、相對優勢會正向影響使用者正版升級意圖；轉換成本會提昇盜版升級意圖，

同時也會負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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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Planned obsolescence is a marketing strategy of planning and making 

products with a limited useful life, or making products obsolete to motive the 

consumers buying “new and improved” products.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why 

Windows 7 users upgrade to Windows 10 while Microsoft support for Windows 7 was 

officially over. Users can upgrade to Windows 10 either with a genuine copy or with a 

pirated copy. Use of a pirated Windows 10 impacts Microsoft’s revenue.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blending planned obsolescence and push-pull-mooring (PPM) 

model to explore the drivers of users’ intention to upgrade of genuine and the pirated 

on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This study develops a model based on the push-

pull-mooring model that investigates how push factors (planned obsolescence, no 

mainstream support, and no supported hardware), pull factors (subjective nor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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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advantage), and mooring factors (switching costs and software compatibility) 

explain intention to upgrade of genuine and the pirated operating system. The model is 

tested via a survey of Windows 7 users. 

 

Findings－Planned obsolescence is found to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impact the 

intention to upgrade the genuine and pirated operating system. Switching cost is found 

to negatively impact intention to upgrade of the genuine one but to positively impact 

intention to the pirated one. Moreover, subjective norms and relative advantages are 

found to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intention to upgrade of the genuine one. Software 

compatibility is found to have a partial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ntion to 

upgrade the pirated one.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Windows 7 

users in Taiwan. The results might be limited by Taiwan’s consumer culture. Future 

research may collect data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verify the framework proposed by 

this study.  

 

Practical implications－This paper provides software providers with suggestions 

and guidelines to promote new version of software. Strategically, software providers can 

use planned obsolescence strategy (as a push factor) to motivate users to upgrade their 

software. For example, the users notice that any supports or services for an old version 

will be ended. For marketing, managers can apply word-of-mouth marketing and 

innovation communication (as a pull factor), by which users can have more knowledge 

before upgrading new version. For management, managers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users’ pain points during users’ upgrading process and lower users’ conversion cost, e.g., 

providing a fast and risk-free conversion process to lower customer setup costs. 

 

Originality/value－This study expands the field of PPM in vertical conversion 

an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planned obsolescence strategy on personal operating 

system upgrades. While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the product/service switching, this 

study apply PPM in the special conversion phenomenon.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PPM and vertical conversion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planned obsolescence, push-pull-mooring model, OS upgrading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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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許多軟體供應商依據各種不同的需求開發出不同類型的電腦軟體，讓客戶可

以達成工作上或生活上所需的目的。為了維持軟體公司的永續經營，以及符合客

戶端的最新需求，軟體公司總會定期的推出新版本，期望客戶能進行軟體升級的

動作。但每次面對軟體供應商新版本的升級要求，客戶總會依據自身業務需求與

所必須付出的相關成本來進行分析與決策（Khoo & Robey 2007）。通常企業型客

戶的決策除了同系列軟體產品升級之外，也有可能選擇轉換軟體供應商，如開源

軟體或是採取雲端服務都是可能的選項（Zhu & Zhou 2012; Li et al. 2017; Guo & 

Ma 2018）。而在個人消費類型的客戶而言，由於受到使用慣性與消費成本的考量

下，同系列軟體產品的升級則會有付費的正版升級行為，與免費的盜版升級行為

（Wu et al. 2018）。以目前個人電腦中常見的作業系統軟體為例，微軟的Windows

系列始終盤據龍頭，其中將近九成的使用者都使用 Windows 系列的作業系統

（Net Applications 2018）。綜觀 Windows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微軟每隔一段時

間就會發佈新的作業系統，並且期望使用者能從舊有的作業系統升級到新的作業

系統。然而在作業系統的升級過程中，總是會發生使用者採用盜版的行為。在商

業軟體聯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BSA）的報告就指出，亞洲有 83%的零

售電腦中安裝了盜版的作業系統，而其中台灣的市場就有 73%使用盜版的作業系

統 （BSA 2018）。對於軟體公司來說，提出新版本軟體的升級雖然能產生龐大的

收益，但因使用者成本考量的因素，也會產生盜版的問題（Wu et al. 2018）。 

過去 Windows 的新舊版本共存的時程很長，對於微軟來說，營運上的成本就

會提高。以Windows XP為例，微軟對其支援服務就長達 13年，後因Windows 7

的市佔率達到一定的水準，才宣告終止服務。因此在這次 Windows 7 升級至

Windows 10 方面，微軟第一次明確地在官網宣佈，作業系統支援服務時程為 10

年，期望能加速使用者升級到 Windows 10 的腳步。這種在商品還可使用狀態就

以人為的方式來降低其使用期間或迫使使用者升級的策略稱之為「計劃性過時

（planned obsolescence）」（Rivera & Lallmahomed 2016）。計畫性過時最早由美國

工業設計師 Brooks Stevens 於 1954 年在明尼蘇達州的會議提出，主要的定義為

「廠商生產較短使用年限的產品，迫使消費者購買新一代的產品」（Fishman et al. 

1993）。在軟體產業，業者採取計畫性過時策略停止支援舊版本，使用者也無法

要求軟體業者對於舊版本提供更多的支援和服務，只能被動地接受新版本。因此

當微軟宣布不再更新與支援 Windows 7 時，使用者雖然可以繼續使用該產品，但

卻要自行承擔資訊安全與新軟硬體無法相容的風險（Amankwah-Amoah 2017）。

這對於目前的使用者來說，最終都要從舊的 Windows 7 版本「遷徙」至新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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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才能維持電腦設備的正常運作。 

遷徙又稱為移民，意味著一群人在一定時間內從一個地理位置實際遷移到另

一個地點（Clark et al. 1996）。決定人類遷徙的因素來自於推力（舊居住地的劣勢

因子）、拉力（新居住地的優勢因子）與繫住力（牽絆因子）等三大力量（Moon 

1995），又可以稱之為推－拉－繫住力模型（push-pull-mooring model; PPM）。過

去 PPM 主要都是用來探討平行轉換的行為意圖，試圖理解人類從舊居住地 A 遷

徙至新居住地 B 的決策過程，如不同雲端供應商服務的轉換（Cheng et al. 

2019）、不同智能手機的轉換（Chang et al. 2017; Lin & Huang 2014）、不同社群媒

體網站的使用移轉（Chang et al. 2014），或是不同瀏覽器使用的理由（Yu et al. 

2017）。然而本研究認為作業系統Windows 7升級到Windows 10是一種垂直轉換

的概念，使用者因微軟採用計畫性過時的策略，迫使使用者在風險評估下必須遷

徙，再加上使用者有正版與盜版兩種抉擇，所以作業系統升級是一種從舊居住地

X遷徙至新居住地 Y1或是 Y2的現象。本研究認為這種垂直轉換的遷徙現象，也

會受到 PPM 中推、拉與繫住三種力量的共同影響，因此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使用者對於作業系統正版與盜版升級意圖會受到 PPM 模型中哪種力量的影

響?」。 

過去計畫性過時的研究主要來自於產品設計與行銷策略領域，其論點都是從

廠商的角度出發，認為計畫性過時對於產品品質與廠商利潤上有絕對的優勢

（Miao 2011; Maitre‐Ekern & Dalhammar 2016）。微軟在Windows 7升級的過程

中，就是透過計畫性過時的方式，期望加速使用者升級到Windows 10。近年來雖

然開始有研究從顧客的觀點來重新檢視計畫性過時，認為顧客會因為廠商計畫性

過時的手法而有不同的價值觀點，進而影響最後的支付意願（Kuppelwieser et al. 

2019），但仍舊無法對於計畫性過時有全面性的使用者觀點解釋。本研究認為廠

商計畫性過時的策略對於使用者來說有一定的影響力，它會讓使用者在使用態度

與行為上有所改變，因此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計畫性過時對於作業系統正版

與盜版升級意圖的影響力為何?」。 

本研究試圖將計畫性過時整合於 PPM 中來回答上述兩個研究問題，並擴展

PPM 對於垂直轉換遷徙的解釋性，為資訊管理學術文獻做出貢獻。此外，本研究

還介紹了計畫性過時策略，並讓軟體供應商了解計畫性過時對於使用者行為的影

響，為實務界提出有效的建言。本文的其餘部分安排如下。在第貳節中，回顧了

相關研究的文獻。在第參節中，提出研究模型與發展假設，並描述了本研究的研

究設計。在第肆節中，提供數據分析和結果。在第伍節中，概述了結論與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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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在本章中，將說明本研究目的與既有學術文獻之間的關聯性。首先，將會回

顧過去軟體升級相關的文獻；其次將統整計畫性過時的研究學群，並提出資管領

域的研究缺口；最後會整理推－拉－繫住力模型（push-pull-mooring model; 

PPM）的文獻，藉以強化 PPM在解釋本研究問題的合理性。 

一、軟體升級（software upgrade） 

軟體升級是一種決策行為，過去相關文獻主要針對三個問題進行討論。首先

是企業決定升級的影響因素為何？由於電腦已成為企業營運不可或缺的資產，軟

體的應用更是直接影響企業績效，但軟體供應商總是會推出新版本，希望能獲取

更多利益；相對地，企業就會定期面臨升級與否的決策。對於一家企業來說，軟

體的升級必須考量轉換成本、IT 投資策略、後續維護與服務等相關問題，而這些

問題的背後都與企業內外部環境息息相關（Demirhan et al. 2007; Sahin & Zahedi 

2000）。在企業內部中，既有的內部資源可用性與業務需求是決定企業是否升級

的關鍵因素，而企業在外部所面臨的競爭與風險，以及對供應商的依賴程度，也

會間接影響軟體升級的決策，尤其是面對企業資源系統（ERP）這種綜合上下游

產線的軟體時，更是需要周全性的考量（Khoo & Robey 2007）。 

第二個討論問題主要是影響企業決定升級或轉換的決策因子為何？當軟體供

應商透過各種方式給予企業升級新版本壓力時，企業為了提升自身的議價能力，

避免被特定軟體供應商所綁住（lock-in），會有其他軟體方案的選擇，這些選擇包

含了早期的開源軟體與近期熱門的雲端軟體服務（SaaS）（Zhu & Zhou 2012; Li et 

al. 2017; Guo & Ma 2018）。開源軟體的最大優勢在於成本低廉，企業相對地可以

大幅節省每年軟體上的固定成本開銷。但開源軟體應用於企業流程上的適合度不

佳，以及後續服務保證的不穩定，也會促使企業決定升級既有軟體供應商的新版

本（Zhu & Zhou 2012）。同樣地，企業在評估轉換至雲端軟體服務時，除了成本

考量之外，也會針對未來 SaaS 在軟體品質改善上進行慎重考量。但 SaaS 相較於

開源軟體來說，企業對外的網路效能以及與合作廠商之間的網絡效應也是會決定

企業是否轉換至 SaaS 的主要因素（Li et al. 2017; Guo & Ma 2018）。 

第三個討論問題是個人消費者選擇正版升級與盜版升級的因素為何?個人消

費者面對軟體升級時，因有別於企業對於軟體供應商有議價能力，所以當舊版本

與新版本的差異不大，且新版本帶給消費者的產品價值沒有與舊版本之間有適當

的區別，消費者可能會傾向做出不升級的決策（Wu et al. 2018）。為了讓消費者有

正版升級的意圖，許多軟體供應商會採取版本控制、網路安全與服務補丁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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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提升消費者願意升級的意圖（Wu & Chen 2008; August & Tunca 2008）。但個

人消費者在升級的決策中，會受到轉換成本的考量，會有正版與盜版升級兩個行

為模式。為了阻止盜版升級的現象，軟體供應商則會採取許多技術上的措施，如

平台使用的保護與內容訂閱的限制等，來嚇止消費者採用盜版的意圖（Nan et al. 

2019）。對於消費者軟體升級來說，作業系統升級一直以來都是主要的研究議

題。過去相關研究主要都是透過成本理論、消費者購買模式與科技接受模式的觀

點來解釋，認為轉換成本、系統相容性與使用習慣等變數對於消費者升級的意圖

有一定的影響程度（Kim & Son 2009; Chang & Chen 2009; Wang 2014; Wang 2011; 

Fleischmann et al. 2016）。但這些模式並沒有同時考量正版與盜版的升級意圖，且

目前軟體供應商對於產品行銷都有計畫性過時的策略，這是過去研究中沒有納入

考量的因子。 

二、計畫性過時（planned obsolescence） 

計畫性過時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 1932 年美國經濟蕭條的時代，當時美國經

濟陷入嚴重的衰退，消費者盡可能延長產品的使用時間，而不願意購買新的產品

（Satyro et al. 2018; London 1932）。由於消費量下降，更加導致工廠的生產力需

求不佳，因此學者 Bernard London提出計畫性過時的概念，期望能改變經濟蕭條

的狀態（Maitre‐Ekern & Dalhammar 2016; Satyro et al. 2018）。1954 年 Brooks 

Stevens 從工業設計的角度，宣揚計畫性過時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產品的設計一

定要有其生命週期，且該週期不能設定的很長久，因為產品設計的過程中，要考

慮材料的選擇，如果週期設定太長，產品的品質就很難維持，購買成本上消費者

也無法承受。這樣就無法將更新、更好、更快的東西帶給消費者（Adamson & 

Gordon 2003; Kuppelwieser et al. 2019; Kozlowski et al. 2018）。 

計畫性過時的文獻主要可以區分為定義與應用兩個主流。首先在定義方面，

最早期研究將計畫性過時的概念分為「功能過時」、「品質過時」、以及「渴求度

過時」。功能過時是指「若引進性能更好的產品，則現有的產品將變得過時」；品

質過時是指「產品被刻意設計為經過一段時間（通常是保固期）就會發生故障損

壞，進而被汰換」；渴求度過時則是指「原有產品在功能及品質方面仍然良好，

但因為造型或者其他變化因素，使得人們的心中覺得它“變舊”了，而讓原有產品

變的不為消費者渴求」，這也被稱為「心理過時」（Kuppelwieser et al. 2019; 

Packard 1960）。隨著時間演進，學群重新將功能過時與品質過時整合為「技術性

過時」，認為當人們被新產品中的技術或新功能吸引的時候，消費者心中就會對

舊產品產生技術性過時。並增加了「經濟性過時」的概念，認為消費者會從財務

方面考量，判斷產品的價值是否值得保留，也就是說當性價比低且維修保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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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重購成本時，舊產品就產生了經濟性過時。而在「心理性過時」方面，則重

新解釋與個人的主觀意識有關。知覺需求的改變、市場行銷手段的刺激、時尚潮

流趨勢的引領與對社會地位的渴望等因素，會表現在消費者對產品的渴望程度或

者因擁有該產品而產生的滿足感（Fels et al. 2016; Cooper 2004）。如果單純只從計

畫性過時是為了刺激消費者購買替代品的角度來看，除了過去常談的「技術性過

時」之外，「物理性過時」也是一個重要的觀點。造成物理性過時的原因有三

個：一、設計出壽命有期限的產品，使商品在特定日期後即無法使用，迫使消費

者購買新產品；二、產品被設計為無法或僅能有限度維修的設計，產品被設計成

一次性的產品或者其維修價格相較於購買新產品並不划算時，消費者會傾向購買

新產品；三、利用產品美感設計導致使用者對產品滿意度降低，主要是在設計商

品時給商品完美的外型設計，但其可能易於磨損，終引起消費者不滿意而更換

（Guiltinan 2009）。 

計畫性過時主要的應用研究，從工業設計領域慢慢轉至企業營運策略與產品

行銷上。企業可以利用產品新舊版本的不相容，從而降低舊版本對消費者的價

值；或是利用設計壽命較短的商品，讓公司在飽和及高度競爭的市場中尋求更多

的利潤（Miao 2011; Gershoff et al. 2012; Stewart 1959; Bakhiyi et al. 2018; Bridgens 

et al. 2018）。但企業利用計畫性過時策略行銷的手法，必須將新產品與現有產品

做出明顯的市場區隔。除了新舊產品特性的重疊性要區隔外，如果新產品特性並

非所有現有使用者所需要的，在這種情況下，舊的產品仍會被許多使用者所使

用，那麼計畫性過時性的影響力將會降低（Satyro et al. 2018; Guiltinan 2009）。這

樣的現象常見於企業對於重大軟體更新上，如 ERP 系統與 Windows 作業系統

（Miao 2010）。 

如今在科技領域的市場上，消費者常會遇到廠商透過降低舊產品的效能並且

發表相同產品的新版本（例如：應用軟體，電腦及手機等）來減少舊商品的生命

週期，這就是典型的計畫性過時策略。微軟在這次Windows 7升級到Windows 10

的過程中，清楚的告知 Windows 7 相關支援服務只到 2020 年為止，也是一種計

畫性過程的行銷手段。過去計畫性過時的研究主要都集中討論組織層級的決策，

近年才開始有學者提出計畫性過時的策略，會讓消費者對該產品有負面的觀感，

最終降低對產品的購買意願（Kuppelwieser et al. 2019）。但針對廠商計畫性過時

的策略，對於消費者決定採用正版或盜版的升級意圖卻少有研究學群進行深入的

討論。 

三、推－拉－繫住力模型（push-pull-mooring model; PPM） 

推－拉－繫住力模型為人口遷徙理論延伸。在人類學中，「遷徙」意味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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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人由於某些原因，在一定時間內從一個地理位置實際遷移到另一個地點（Clark 

et al. 1996）。PPM 模型在遷徙理論中的推力因素與拉力因素由來已久，在 1885

年英國統計學家 Ravenstein 提出了「遷徙法則（laws of migration）」中描述了人

類遷徙會受到推力效應及拉力效應的影響（Lee 1966），並為推拉理論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Bansal et al. 2005; Jung et al. 2017）。根據推拉理論，在起點有一些原因

刺激與推動人們離開它，而在目的地則有另一些因素吸引並拉動人們走向它；整

個推拉因素不僅側重於客觀的環境因素，而且還反映了個別移民觀念的影響

（Lewis 1982）。除了推拉因素之外，人類在做出移民決定時，心理、社會和規範

因素對人們至關重要（Germani 1965），因此 Lee（1966）也為推拉模型增加了

「干預障礙（intervening obstacles）」。Jackson（1986）則認為這些變數可以促進

或抑制移民的决定，所以他將 Lee（ 1966）的「干預障礙（ intervening 

obstacles）」修改為「干預性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s）」。後來 Longino（1992）

則將此以「繫住力（mooring）」這個概念來表示。Moon（1995）則進一步將「繫

住力」的概念與原有的推拉理論結合，形成了更完整的推力－拉力－繫住力模型

（push-pull-mooring model; PPM）（Hazen et al. 2017）。在 PPM模型當中，影響人

們遷移決策的因素分為推力效應、拉力效應和繫住力效應。當人們從一個地方搬

到另一個地方時，他們會被諸如自然災害和低薪水等負面的推力效應驅趕離開原

來的地方，而被諸如高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條件等積極的拉力效應吸引到目的地。

繫住力效應則可以促進或限制人們的遷移決定，被認為是推力效應和拉力效應的

補充（Moon 1995）。綜合上述，推力效應是促使人們從原地遷移的因素；拉力效

應是吸引人們遷移到另一個替代地點的因素；繫住力效應則代表影響或阻礙遷移

原因的因素（Chiu et al. 2011）。 

PPM 至今是解釋人類消費行為的一種常用模型，主要原因在於它提供了適當

的框架用來進一步探索顧客在不同服務供應商間的轉換意圖（Cohen 1986; Sun et 

al. 2017; Bansal et al. 2005）。消費者經常比較兩種產品或服務，並在不同的環境或

條件下在它們之間切換。這樣的行為與遷徙一樣，人們一方面因為對目前的看法

和態度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又被替代方案所吸引（Keaveney 1995）。所以消費者

轉換行為與人類遷移有高度的相似性，產品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吸引力和轉換

成本都促使消費者轉換行為的發生（Clark et al. 1996; Bansal et al. 2005; Hou et al. 

2011; Hsieh et al. 2012; Wieringa & Verhoef 2007; Lai et al. 2017）。過去在資訊產品

相關的研究中，PPM 已被大量應用來解釋資訊服務的轉換行為。Hsieh 等

（2012）使用了 PPM 模型探討了部落格之間的轉換意圖；Hou 等（2011）以

PPM 模型探討了線上遊戲玩家的轉換行為；Pan（2014）則利用 PPM 模型研究了

智慧型手機系統轉換意圖；Cheng 等（2019）用來討論雲端服務的轉換意圖、

Chang 等（2017）用來討論消費者手機消費頻道的轉移。而在社群網路間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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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也有大量的文獻做支持（Cheng et al. 2009; Chang et al. 2014; Xu et al. 2014; 

Hou et al. 2011; Liao et al. 2019）。 

綜觀 PPM 的近代研究主要都是將可能影響遷徙的因子，歸納成推力、繫住

力與拉力三個高階構面進行討論。本研究認為微軟利用計畫性過時的策略促使消

費者從Windows 7升級到Windows 10，會導致消費者選擇正版升級或盜版升級的

兩種意圖。而計畫性過時會是一種來自軟體供應商的推力，微軟為了達成計畫性

過時的策略，將不再提供技術上與硬體上的支援。而過去常見影響的變數如轉換

成本與系統相容性是一種繫住力，這股力量將阻礙消費者轉移至其他品牌的作業

系統。最後在拉力的部分，Windows 10 所提供有價值的功能，以及已使用過

Windows 10的朋友與客戶其口碑則是一種拉力。因此本研究的概念如圖 1所示。 

 

 

 

 

 

 

 

 

 

 

 

 

圖 1：研究概念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模型與假說 

（一）推力因素（push factor） 
從人口遷徙理論的觀點，推力因素是對人們生活品質造成負面影響的各種原

因，也就是迫使人們離開原處的負面影響因子（Moon 1995; Bogue 1969）。微軟

在 2015年推出Windows 10，同時也正式公告Windows 7支援服務截止的日期。

主要就是採取計畫性過時的營運策略（Guiltinan 2009）。為了達成計畫性過時的

策略，2020 年之後微軟將停止 Windows 7 的系統更新與支援，這將會使得

Windows 7 使用者暴露在新型態資訊安全的風險之下，也造成使用者對 Windows 

推力 

拉力 

繫住力 正版升級意圖 盜版升級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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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產品的使用上有所疑慮。除此之外，作業系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能讓硬體

發揮效能進行運作，每一台電腦的硬體都需要靠驅動程式才能開始工作。微軟的

作業系統中都有龐大的驅動程式集，其目的就是對於當代各項硬體能夠提供足夠

的支援。當微軟不再提供 Windows 7 新的硬體驅動與優化程式時，消費者如要更

新電腦設備就會傾向採用新的作業系統Windows 10。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微軟

計畫性過時的策略，以及技術與硬體停止支援的措施，會讓使用者放棄使用原作

業系統Windows 7而改用新作業系統Windows 10，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說： 

H1a：計畫性過時會正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H1b：計畫性過時會正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 

H2a：無技術支援會正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H2b：無技術支援會正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 

H3a：無硬體支援會正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H3b：無硬體支援會正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 

（二）繫住力因素（mooring factor） 
在遷徙理論中，繫住力是可能加速潛在移民離開原居地，或令其繼續留在原

居地的個人與社會因素，因此可以將繫住力因素做為模型中推力效應和拉力效應

的補充（Moon 1995）。過去轉換成本一直都是軟體升級研究中主要的影響因子。

消費者從一個服務提供者轉換到另一個服務提供者的過程中會產生許多潛在成

本，如評估成本、學習成本與設置成本等（Heide & Weiss 1995）。這些程序成本

讓消費者對於供應商有一定的依賴程度，當轉換成本越高使用者就會被鎖定，就

難以切換至其他品牌（Dick & Basu 1994; Jones et al. 2000; Ping 1993; Burnham et 

al. 2003）。供應商可藉由轉換成本獲得市場力量，進而創造其他潛在供應商進入

市場的壁壘（Anderson et al. 1994; Fornell 1992; Sharma & Patterson 2000; Morgan 

& Hunt 1994; Farrell & Klemperer 2007; Klemperer 1995）。 

由於微軟計畫性過時的策略，迫使使用者都必須遷徙到Windows 10。但升級

作業系統必須考慮新作業系統安裝過程中所必須付出的金錢、時間與資料損失的

風險。消費者如沒有相關資訊科技背景，將會降低升級意願，尤其當升級正版軟

體時，更需要實際金錢成本的付出。但盜版軟體的升級，不僅可以讓消費者降地

金錢上的支出，更可以將升級過程中的時間成本與設置成本轉移給坊間提供盜版

服務的業者，大幅降地消費者本身的轉換成本。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說： 

H4a：轉換成本會負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H4b：轉換成本會正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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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轉換成本外，系統相容性也是軟體升級常被討論的因子。相容性主要的

定義是指使用創新的程度被認為與現有價值觀、過去和現在的經驗及潛在使用者

的需求一致（Rogers 1995）。當消費者更換產品或服務時，通常都會考慮到相容

性問題（Au & Kauffman 2001; Farrell & Saloner 1985）。系統相容性過去在任務科

技配適度（TTF）中，被證明對資訊技術的使用有積極的影響（Goodhue & 

Thompson 1995）。當使用者嘗試從一個作業系統轉換到另一個作業系統時，首先

關心的是這個新作業系統能否完全相容我當前的任務或工作？如果此系統不能符

合任務或工作模式則不採用此系統，這就是所謂的任務相容性（Sun et al. 

2009）。此外，當人們討論升級與否時，大多數都擔心向下相容性（Mariñoso 

2001; Kende 1994; Nahm 2008）。向下相容性所指的是在新版的硬體或軟體上發展

的系統，可以在原先的舊版本上執行。當一個新系統（包含硬體與軟體）引入市

場時，新系統是否與現有系統相容，會是使用者評估是否採用新系統的重要因

素。不管是正版或是盜版的方式，都會受到系統相容性的限制，因此提出以下假

說： 

H5a：系統相容性會正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H5b：系統相容性會正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 

（三）拉力因素（pull factor） 
依據人口遷徙理論，拉力因素是吸引人前往目的地的積極因子（Lee 1966; 

Moon 1995）。在早期研究中，Bogue（1969）提到，拉力效應包括優越的就業機

會、更高的收入或好教育機會或更好的生活環境；相較於推力因素，拉力因素通

常都呈現出正面的優勢。以相同的觀點延伸到作業系統升級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

效果。在本研究中的拉力因素表示使用者對新的作業系統 Windows 10 所感受的

正面因子，新的作業系統提供了更快速的效能、更安全的環境、更新穎的功能，

因此本研究以「主觀規範」及「相對優勢」做為拉力因素。 

主觀規範乃是當個人從事某一特定行為時，所預期會感受到社會壓力。該壓

力可能來自於家人、朋友或同儕等重要關係人，或是來自社會環境；當社會影響

傾向於支持某行為時，對個人來說，其就越容易妥協，也代表主觀規範越強烈

（Fishbein & Ajzen 1975; Ajzen & Fishbein 1980）。在資訊科技的使用情境下，使

用者覺得如果不採用最新的科技，可能會被其他人視為跟不上潮流，而升級作業

系統也是如此。因此，當使用者的家人、朋友、同事、或客戶，或者是社會上有

影響力的人認為其應該使用新的作業系統，則使用者所做的決定將會受到這些主

觀規範影響，本研究將主觀規範視為一種行為結構，反映了家庭及同業等對升級

作業系統的影響。而且因為不管正版或是盜版的方式，都能升級到新的版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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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重要人士的看法會促使使用者升級，不管是以正版或盜版的方式。所以，提出

以下假說： 

H6a：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H6b：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 

作業系統的效能與功能對於使用者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新產品的品質比舊產

品好，而且有更多的優勢，那麼這個產品將具有強大動力讓使用者願意轉換。

Shapiro & Varian（1999）指出，品質優勢對消費者和供應商都有意義。如果品質

好就更容易讓消費者使用它。此外，供應商將更能夠吸引消費者並藉此賺取更多

利潤。如果新產品具有比舊產品更顯著的相對優勢或更好的性能，消費者願意考

慮購買或改用新產品，這樣也會克服轉換成本，更有效的鎖定客戶。雖然

Windows 7是一個穩定的作業系統，但Windows 10具有更好的效能、更高的安全

性、獨有的跨平台應用、相對的穩定性及微軟大力的支援，因此，與 Windows 7

相比，Windows 10的相對優勢可以讓使用者傾向於升級。由於不管升級正版或是

盜版的作業系統都能取得這些相對優勢。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說： 

H7a：相對優勢會正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 

H7b：相對優勢會正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 

綜合以上的研究假說，本研究以計畫性過時觀點與 PPM 模型為基礎提出合

理的研究模型。推力分別為「計畫性過時」、「無技術支援」與「無硬體支援」；

繫住力則為「轉換成本」與「系統相容性」；拉力為「主觀規範」及「相對優

勢」。最後推力、拉力及繫住力分別影響了使用者的升級正版和盜版作業系統的

意圖，整體研究模型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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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模型 

一、研究設計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實證問卷資料蒐集與結構化方程式模式分析

法來進行研究假說的檢驗。首先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的設計，除了計畫性過

時與無硬體支援兩構面為本研究自行發展外，其餘構面定義與問項皆參考過去相

關文獻，並以使用者從 Windows 7 升級至 Windows 10 意圖為情境，如表 1 所

示。為了確保所有問項能符合研究情境並保有原有量表的意義，在問卷設計完成

後，邀請相關學者討論並針對問項語意清楚性及相關性進行相關修正，以提升問

卷的內容效度。此外，在問卷正式發放前，透過 45 位目前依舊使用 Windows 7

的使用者進行前測，目的在了解整體問卷語意是否清晰明確及結構是否適切。其

次在研究樣本框架的選擇上，本研究以目前台灣仍舊使用 Windows 7 的使用者為

主要的樣本框架，主要原因在於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微軟計畫性過時的策略對於使

用者遷徙至正版或盜版的意圖，所以將其列為主要的樣本框架。在樣本抽樣方

計畫性過時 

無技術支援 

無硬體支援 

推力 

主觀規範 

相對優勢 

拉力 

轉換成本 

系統相容性 

繫住力 

正版升級意圖 盜版升級意圖 

H1a H1b 

H2a H2b 

H3a H3b 

H4a H4b 

H5a H5b 

H6a H6b 

H7a H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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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研究成本限制，所以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藉由網路與實體問卷的發放，

請求並檢驗符合本研究樣本框架的使用者進行填寫。整體問卷發放的時間為期三

個月（2019/2～2019/5）。 

表 1：構面操作型定義 

構面 操作型定義 參考文獻 

計畫性過時 
使用者對於微軟為了拓展其新系統 Windows 10
市場，利用各種方式與手段來終止對 Windows 
7支援的感知程度 

本研究定義 

無技術支援 
使用者對於微軟停止 Windows 7 各項技術支援
的感知程度 

（Bundschuh & 
Dezvane 2003） 

無硬體支援 
使用者對於硬體設備不支援 Windows 7 的感知
程度 

本研究定義 

轉換成本 
使用者感知Windows 7升級至Windows 10所需
要花費的時間與精力（包含評估成本，學習成
本與設置成本）的程度 

（Burnham et al. 
2003） 

系統相容性 

使用者感知向下相容性（Windows 10 對原
Windows 7 上使用軟體的向下相容）與任務相
容性（Windows 10 與使用者任務間的合適度）
的程度 

（Kende 1994;  
Sun et al. 2009） 

主觀規範 
使用者感知到家人、周遭的朋友、客戶與工作
夥伴認為他應該使用Windows 10的程度 

（Venkatesh et 
al. 2003） 

相對優勢 
使用者認知Windows 10較Windows 7好的程度 （Rogers 

1995） 

正版升級意圖 使用者升級至正版Windows 10的意願 （Ajzen 2002） 

盜版升級意圖 使用者升級至盜版Windows 10的意願 （Ajzen 2002）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正式問卷共計回收 366 份，扣除其中 70 份無效問卷（檢核問題答

錯，如已經在使用 Windows 10），有效問卷共 296 份。本研究資料結構如表 2，

受測者以男性居多（205 人，佔了 69.3%）；年齡主要分布在 21～40 歲之間，共

270 人（91.3%）；教育程度大學以上共 279 人（93.2%）；在職業方面，資訊相關

人員佔了 49%，非資訊人員佔了 31.7%，其中學生佔了 19.3%；在薪資所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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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40000～60000 元者佔 32.4%，20000～40000 元者佔 31.3%。整體回收樣本的

特性，有將近 80%的受測樣本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且性別與年齡層的數量分佈

都符合過去在電腦自我效能的研究結果所示，男性與年齡較輕的樣本對於電腦自

我效能的較高（樊台聖等 2014）。表示本研究所收取的樣本，對於電腦相關知

識，如作業系統升級等議題有基本的知識與概念，因此本研究認為此樣本結構對

於本研究目的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2：有效樣本人口統計表（N=296）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男 205 69.3 高中/職以下 7 2.4 
性別 

女 91 30.7 專科 10 3.4 

20歲以下 12 4.1 大學/技術學院 164 55.4 

21～30歲 155 52.4 碩士 112 37.8 

31～40歲 115 38.9 

教育 
程度 

博士 3 1 

41～50歲 13 4.4 低於 2萬元 59 19.9 

年齡 

50歲以上 1 0.3 2～4萬元 92 31.3 

資訊人員 145 49 4～6萬元 96 32.4 

非資訊人員 94 31.7 6～8萬元 25 8.4 職業 

學生 57 19.3 

平均月薪所得 

8萬元以上 24 8.1 

二、測量模型分析 

在進行假說檢定前，必須先確認問卷的信度與效度。一份問卷具備良好信度 

與效度，才能夠確實的去解釋構面與構面之間的關係。信度是指問卷的穩定度，

良好的信度指標在同樣或類似的條件下重複操作，可以得到一致的結果；效度是

指問卷的正確性和精準度，良好的效度指標表示構面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首

先，根據 Hair 等（2016）建議因素負荷量必須在 0.7 以上，表 3 顯示本研究幾乎

所有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在 0.727 以上，只有盜版升級意圖的第三題的因素負荷

量為 0.688。過去文獻指出，因素負荷量低於 0.7 的問項，必須考慮內容效度與平

均變異萃取量（AVE）的數值來決定是否刪除；刪除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升組成

信度（CR）與平均變異萃取量（AVE）（Hair et al. 2013）。本研究試圖刪除該題

項發現並無法有效提升 CR 該構面的 CR 值與 AVE 值，再加上過去文獻也提出因

素負荷量大於 0.6在可接受範圍之內，因此決定保留該問項（Hair et al. 1992）。 

此外，本研究的潛在變項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都高於 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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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3）所建議的 0.7，因此各個構面指標具有高度內部一致性。另外，Fornell 

與 Larcker（1981）指出衡量聚合效度，須符合每個構面的的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應大於其變異，因為構面可能存在測量偏誤

（measurement error），因此平均變異萃取量應該要大於 0.5。本研究的測量模式

中，平均變異萃取量則介於之間 0.58~0.90 之間（如表 3所示），顯示本研究各構

面內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除此之外，區別效度則必須符合(1)每一個問項的因

素負荷值在其被分派的潛在變數必須大於在其它構面的因素負荷值；(2)各潛在變

數的 AVE 之平方根必須大於其它潛在變數的相關係數（如表 4 所示），結果顯示

本研究模式具有區別效度。 

由於同一受訪者在同一時間填寫了因果相關變數的題項，因此，本研究中可

能會有共同方法變異（CMV）的問題（Podsakoff et al. 2003）。本研究採用

Harman’s 單一因子測試法來檢定，透過主成份分析結果發現，第一個因子素解釋

了 32.047%，數值小於 50%，顯示 CMV對於本研究結果影響不大。 

表 3：構面的信度與效度 

構面 問項 
因素 
負荷量 

我覺得微軟故意停止 Windows 7 更新來促使使用者升
級 

0.897 

我覺得微軟強迫我從Windows 7升級到Windows 10 0.912 

計畫性過時 
CR: 0.939;  

AVE: 0.837;  
α: 0.903 我覺得微軟故意不支援還可以使用的產品，來促使大

家升級 
0.935 

我擔心出現重大系統問題後微軟不給予支援 0.953 

我擔心面對系統安全性問題將無法取得支援 0.956 

無技術支援 
CR: 0.966; 

AVE: 0.903; 
α: 0.947 我擔心在未來需要時，會無法獲得支援 0.942 

我擔心Windows 7無法支援新的硬體 0.922 

我擔心未來能使用的硬體相當有限 0.911 
無硬體支援 
CR: 0.939; 

AVE: 0.836; 
α: 0.904 

我擔心如果繼續使用 Windows 7，很多新的硬體將會
無法使用 

0.911 

我認為我沒有足夠的時間獲取資訊來完整地評估
Windows 10 

0.763 
轉換成本 
CR: 0.957; 

AVE: 0.688; 
α: 0.950 

我認為我必須花費很多精力獲取資訊來完整地評估
Windows 10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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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衡量Windows 7與Windows 10的優缺點要耗費
許多精力/時間 

0.851 

我認為學習使用Windows 10對我來說耗費時間 0.811 

我認為瞭解Windows 10如何使用其實不難（反向） 0.874 

我認為適應Windows 10的使用是很容易的（反向） 0.826 

我認為開始啟用Windows 10是個簡單的過程（反向） 0.836 

我認為即使用了Windows 10也要花很多精力才能上手 0.849 

我認為轉換到Windows 10要花很多時間來操作繁瑣的
步驟 

0.786 

 

我認為轉換到Windows 10需要很多複雜的程序 0.844 

我原有Windows 7上的特定程式不能使用（反向） 0.833 

我原有Windows 7上的工作軟體不能使用（反向） 0.811 

我原有Windows 7上的遊戲軟體不能使用（反向） 0.727 

系統相容性 
CR: 0.871; 

AVE: 0.628; 
α: 0.840 我認為Windows 10可以很好地符合我的工作方式 0.794 

我的家人認為我的作業系統應該升級成Windows 10 0.766 

我的朋友認為我的作業系統應該升級成Windows 10 0.824 

我的工作夥伴認為我的作業系統應該升級成 Windows 
10 

0.835 

我的客戶認為我的作業系統應該升級成Windows 10 0.805 

主觀規範 
CR: 0.897; 

AVE: 0.635; 
α: 0.865 

我認為升級到Windows 10是符合時代的潮流 0.753 

我認為Windows 10開機速度比較快 0.728 

我認為Windows 10在使用上穩定性更高 0.798 

我認為Windows 10可以支援更多驅動程式 0.788 

我認為Windows 10的資訊安全設計更好 0.803 

我認為Windows 10的使用者介面更友善 0.786 

我認為Windows 10可以支援更多硬體 0.800 

相對優勢 
CR: 0.918; 

AVE: 0.615; 
α: 0.896 

我認為Windows 10可以帶來更好的遊戲體驗 0.785 

在不久的將來我有升級Windows 10的意圖 0.954 

在不久的將來我預期會升級Windows 10 0.955 

在不久的將來我有升級Windows 10的計畫 0.963 

正版升級意圖 
CR: 0.972; 

AVE: 0.898; 
α: 0.962 我準備好要升級到Windows 10 0.919 

除非升級免費，否則我會選擇其他升級Windows 10管
道 

0.755 
盜版升級意圖 

CR: 0.804; 
AVE: 0.579; 我沒有打算近期付費升級Windows 10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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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0.634 如果有機會透過非正規管道升級 Windows 10，我可能
不會考慮付費 

0.688 

計畫性過時 0.708 

無技術支援 0.833 

推力（二階） 
CR: 0.807; 

AVE: 0.584; 
α: 0.640 無硬體支援 0.745 

轉換成本 0.915 繫住力（二階） 
CR: 0.897; 

AVE: 0.812; 
α: 0770. 

系統相容性 0.888 

主觀規範 0.871 拉力（二階） 
CR: 0.867; 

AVE: 0.765; 
α: 0.693 

相對優勢 0.878 

表 4：相關係數表 

 Mean SD M3 M4 (1) (2) (3) (4) (5) (6) (7) (8) (9) 

(1) 4.11 0.9 -1.4 2.23 0.92         

(2) 4.03 0.96 -1.17 1.13 0.38 0.95        

(3) 4.05 0.85 -1.01 1.35 0.25 0.49 0.92       

(4) 2.85 0.91 0.01 -0.55 0.37 0.19 0.19 0.83      

(5) 3.07 0.84 -0.25 -0.07 0.39 0.22 0.30 0.63 0.79     

(6) 3.07 0.79 -0.22 0.49 -0.26 -0.16 -0.04 -0.42 -0.48 0.80    

(7) 3.41 0.76 -0.25 0.86 -0.30 -0.21 -0.06 -0.40 -0.48 0.53 0.78   

(8) 3.58 1.02 -0.56 -0.07 -0.15 -0.10 -0.03 -0.59 -0.44 0.46 0.48 0.95  

(9) 3.67 0.82 -0.61 0.49 0.33 0.20 0.12 0.28 0.17 -0.21 -0.23 -0.25 0.76 

相關係數矩陣對角線為 AVE之平方根 
Mean：平均數，SD：標準差，M3：偏態，M4：峰態 
(1)計畫性過時，(2)無技術支援，(3)無硬體支援，(4)轉換成本，(5)系統相容性，
(6)主觀規範，(7)相對優勢，(8)正版升級意圖，(9)盜版升級意圖 

三、研究假說檢定 

檢驗測量模型的信效度後，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進行結構模型分析。首先

針對模型概念圖進行驗證，過往許多研究將 PPM 中的拉力、推力與繫住力視為

一種高階構面，但隨著研究標的與所採用的變數之間關係不同，分別有反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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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ve model）或形成性（formative model）的作法（Ye & Potter 2011; 侯正

裕 & 陳靜枝 2012; 賴明政 & 周孟穎 2017）。對於這兩種做法的判定方式，過

去 Petter 等（2007）曾提出四個準則。首先是因果關係，本研究模型主要是以

PPM 為基礎，從三種不同的力量去選出適當的變數進行衡量，所以是以拉力、推

力與繫住力為因，所挑選的七個變數為果的關係。第二，在每一個二階構面下的

變數都有部分類似的概念，如無技術支援與無硬體支援、轉換成本與系統相容

性，以及主觀規範與相對優勢，兩兩所衡量的指標雖然有所不同，但卻具有共同

的概念。第三，從統計上可以發現二階構面下的變數之間，相關係數都在 0.46～

0.68 之間，屬於中度相關的狀態。最後本研究所採用的推、拉、繫住力的問項所

檢測的構面都隱含有相同的前因與後果，因此本研究的二階構面模型應當屬於反

射性模型。為了驗證二階模型，本研究首先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計算出一階變數與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再用因素負荷量來

計算一階因素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透過各一階因素的因數分數當作二階構

面的觀測項分數進行 PLS 分析，藉以檢測二階構面研究概念。如圖 3 結果顯示，

在二階構面層級中，推力會正向的影響使用者正版（β=0.205，t=2.658）與盜版

（β=0.136，t=2.622）的升級意圖；繫住力對於盜版升級意圖沒有顯著影響，但會

負向的影響使用者正版升級意圖（β=-0.448，t=5.451）；而拉力會負向的影響使用

者盜版升級意圖（β=-0.162，t=2.175），但會正向的影響使用者正版升級意圖

（β=0.322，t=4.559）。從以上的結果足以驗證使用者在廠商計畫性過時的策略情

境下，PPM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 

在研究假說驗證方面，如圖 4 所示。正版升級意圖會受到計畫性過時

（β=0.129， t=2.634）、轉換成本（β=-0.480， t=7.465）、主觀規範（β=0.166，

t=3.312）與相對優勢（β=0.239，t=3.518）的顯著影響；無技術支援（β=-0.003，

t=0.056）、無硬體支援（β=0.054，t=0.852）與系統相容性（β=0.005，t=0.059）則

沒有顯著影響，整體正版升級意圖的變異數被解釋程度為 0.455。而盜版升級意

圖則會受到計畫性過時（β=0.231，t=3.010）、轉換成本（β=0.204，t=2.535）與系

統相容性（β=0.156，t=1.881）的影響；無技術支援（β=0.063，t=0.734）、無硬體

支援（β=0.028，t=0.353）、主觀規範（β= -0.069，t=0.787）與相對優勢（β=-

0.109，t=1.343）則沒有顯著影響，整體盜版升級意圖的變異數被解釋程度為

0.163。統整以上分析數據結果，本研究假說的 H1a、H1b、H4a、H4b、H5b、

H6a、H7a成立；H2a、H2b、H3a、H3b、H5a、H6b、H7b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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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二階研究概念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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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研究模式分析結果 

伍、結論與貢獻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從研究假說驗證結果可以更細部的了解 PPM 的三個力量，分別對於使用者

正版與盜版升級意圖的影響力。在推力部份，計畫性過時的策略的確會讓使用者

往新版本方向遷徙，因為使用者從微軟官網正式公告 Windows 7 終止服務的時

間，就能了解目前所使用的作業系統已經到了產品生命週期的末端。即使使用者

認為微軟可能是故意或強迫使用者一定要去採用 Windows 10，但由於 Windows

作業系統在目前市場上依舊是最大的主流，所以使用者升級的意圖還是會受到計

畫性過時的影響。但無技術與硬體支援並不會直接影響升級的意圖，本研究認為

主要的原因在於使用者在過去微軟作業系統升級的經驗中發現，雖然無法獲得技

術支援用以防護資訊安全等問題，但過去舊版本的作業系統所擁有的防護大致上

都還能讓使用者不會立即受到駭客攻擊，並且相關應用軟體的使用上也不會馬上

無法運行。所以無技術支援並不會讓使用者有強大的動機去升級新版本。至於在

無硬體支援方面，由於資訊教育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使用者不再純粹依賴作業系

統的驅動程式，而是可以自行到硬體供應商的官網上下載驅動與優化程式，無形

中降低了舊版本作業系統在這方面的重要性，因此無硬體支援也不會促使使用者

去升級新版本的作業系統。 

在拉力部份，主觀規範與相對優勢會影響正版升級意圖，但不會影響盜版升

級意圖。目前Windows 10的功能、介面、效率與速度都優於Windows 7，當然會

形成一股強大的拉力讓使用者願意升級。而在正版與盜版升級兩個途徑上，盜版

的 Windows 10 可能會有功能不完善與後續無法獲得微軟重要服務與支援等問

題，所以相對優勢的拉力對於正版升級上較有影響力，反之盜版升級就不會受到

新版本軟體相對優勢的影響。除此之外，當使用者周遭親朋好友，或是工作上有

合作關係的夥伴都認為 Windows 10 很好用與值得使用，更會讓使用者的升級意

願提高。目前坊間盜版的作業系統通常都會精簡一些原來正版的套件，藉此達到

安裝上的便利性。但這些被閹割掉的功能，可能會導致與合作夥伴或是親朋好友

聯繫時，功能匱乏上的諸多不便。而這些失去的作業系統功能，卻因為盜版的關

係無法重新額外安裝，甚至盜版作業系統因為有被修改，而增加了漏洞與木馬程

式的可能性，這種種原因都會讓使用者趨向使用正版的作業系統。 

在繫住力部份，系統相容性對於遷徙到新版本作業系統的影響力不高，只有

在盜版升級意圖上有些許的影響。而轉換成本則會負向影響正版升級意圖，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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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響盜版升級意圖。目前使用者升級正版 Windows 10 的方式大致上有兩大

類，一種是網路上下載更新，一種是利用實體光碟片進行升級動作。有別於

Apple 的 iOS只需要點擊按鈕一次，就全部更新完畢；使用者在 Windows升級方

面會遇到幾個程序性的問題。首先是選擇版本的問題，Windows 10針對不同客戶

需求共提供了 7 種不同的版本，有家用版、專業版、企業版等。對於一般使用者

來說，要完全了解各版本之間的差異是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成本。第二個面臨的問

題是，當使用者利用網路升級時，過程中會有硬碟空間、資料保存與應用程式移

除與再安裝等步驟。網路升級的這些過程不僅耗時，且會讓使用者擔心重要資料

遺失等疑慮。如果使用者是採用實體光碟片進行升級動作，則必須面臨資料備

份、硬體格式化等步驟，這都讓使用者的轉換成本上升，而降低使用者採取正版

升級的意願。然而在盜版升級方面，多數的盜版提供一鍵化的服務，除了版本統

一以外，硬體空間的格式化、資料與應用程式的保存都讓使用者免除資料與操作

上的疑慮。因此當使用者覺得升級新版本的轉換成本越高，越會提升使用者盜版

的升級意圖。除此之外，盜版的作業系統因為可以進行客製化的修改，因此會促

使有系統相容性需求的使用者購買。 

綜合上述可以理解，微軟計畫性過時策略的確是一股推力，會讓使用者提升

個人電腦升級的意圖。而在升級意圖中，使用者的主觀規範與感知 Windows 10

本身優勢則會產生一股拉力，將使用者拉向正版升級。但升級的過程中，若使用

者評估轉換成本太高，則反而會讓使用者不願意正版升級，進而選擇盜版升級。

整體而言，本研究透過 PPM 模式的觀點，可以了解個人作業系統升級意圖的決

策層次。 

二、理論與實務意涵 

本研究主要的學術貢獻在於擴展 PPM 於垂直轉換的場域，並且檢視廠商計

畫性過時策略對於個人作業系統升級的影響力。過去 PPM 的應用主要都在平行

轉換的情境下，主要探討為何消費者會從產品 A 換到產品 B 的決策過程（Chang 

et al. 2017; Lin & Huang 2014; Yu et al. 2017）。但Windows作業系統升級是屬於

X1 換到 X2 的情境，且台灣作業系統市場通常又具有正版與盜版兩個選擇，這讓

垂直轉換的過程中有了不同目的地。透過本研究結果可以充分的擴展 PPM 於這

個特殊的轉換現象，可供未來有類似垂直轉換議題的參考。此外，過去計畫性過

時的研究主要都從廠商設計產品或行銷策略的角度切入，探討的問題為如何提升

產品品質與公司利潤（Miao 2010; Maitre‐Ekern & Dalhammar 2016）。本研究時程

正好在主流作業系統 Windows 新舊版本升級的過程中，正好可以檢視廠商計畫

性過時策略對消費者心理上的影響性。透過本研究所建立的計畫性過時的衡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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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開拓此構面於資管相關研究議題，讓後續資訊相關產品的研究可以參考

與使用。 

在實務貢獻方面，由於各家軟體供應商都會定期推出新版本的軟體，並希望

客戶能進行垂直轉換的行為。本研究結果所提出的推力、拉力與繫住力，正好可

以給予廠商在策略上、行銷上與管理上一些建言。在策略上，可以仿效微軟推廣 

Windows 10所採用的計劃性過時策略，讓客戶清楚明白如果沒有在一定的時間內

進行垂直轉換，將會對舊產品停止相關服務與支援，進而形成一股推力，加速客

戶轉換的意圖。在行銷上，口碑行銷與創新傳播則可以成為一股拉力，讓客戶對

於新版本的軟體充滿期待與安心。在管理上，則應重視客戶在軟體升級過程中的

每一個痛點，降低使用者的轉換成本，例如：設計與原軟體較為相似的介面，以

降低使用者的學習成本；提供快速且無風險的轉換流程，以降低客戶的設置成本

等。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由於研究樣本獲取的侷限性，所以本研究結果應該要謹慎地解釋。首先，本

研究的樣本僅限於台灣 Windows 7 的使用者，他們對於作業系統升級的觀點會受

到台灣固有消費文化的影響，所以研究結果的解釋性是有限的。建議未來的研究

可以使用不同國家的樣本，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解釋框架。其次，由於目前作

業系統不僅只有微軟的 Windows 系列，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不同作業系統

的升級進行統合性的探索，以獲得更全方位的結果。最後，本研究檢驗了計畫性

過時對於軟體升級的影響力，期望未來的研究探索可以將其他重要因素，歸納與

分類至推-拉-繫住力模型，增強其對於軟體升級的解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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