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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綜觀2012年台灣媒體市場
文︱凱絡媒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指標與五大媒體廣告
量趨勢觀察
　　媒體廣告的投資起伏反映

了台灣經濟景氣、民眾消費信

心，2010 年走出金融海嘯風暴

後，經濟成長率及媒體廣告都以

超過 1 成的成長幅度強勢反彈，

然而，2011 年受到歐美債信危

機影響，經濟動能趨緩，廣告量

僅微幅成長 1%，2012 年更是內

外夾擊，全球經濟走緩影響台灣

經濟成長主要動能的出口表現，

內需消費又遭遇景氣寒流、薪資

水準停滯、油電價格攀升導致物

價蠢動，削弱民眾消費意願及信

心，眾多廣告主在廣告投放金額

上亦同步縮減，持保守觀望姿

態，而投資龍頭建築產業又受到

政府多項打房政策壓抑，大幅縮

資料來源：
■經濟成長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行政院主計處 2013.03
■廣告量：尼爾森媒體廣告監播服務軟體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含電視、報紙、雜誌、
  廣播及戶外媒體，各年廣告量均依尼爾森公佈權值加權計算。(2012 年權值：無線電視 0.085、有線
  電視 0.049、報紙 0.320、雜誌 0.430、廣播 0.360 及戶外 1.0。)

圖一：歷年臺灣經濟成長及廣告量成長趨勢圖

減廣告宣傳預算，此外，行動

媒體崛起，分散部份廣告預算，

使得 2012 年台灣五大媒體廣告

量市場較 2011 年衰退 8.31%，

但廣告總量仍以新台幣 460.7 億

元高於金融海嘯時期。

個別媒體廣告量趨勢
2012 全 年 整 體 廣 告 量 驟 減

8.3%，傳統媒體受創深

　　數位科技蓬勃發展、行動

媒體環境成熟，改變了消費者

接觸媒體的方式與時機，而廣

告主也隨之調整媒體預算分配，

開始投資能直接接觸消費者，

並創造更多互動體驗的傳播管

道，雖然廣告量監播範圍有限，

無法涵蓋與數位結合的五大媒

體形式，但也反映混沌未明的

經濟局勢下，與景氣高度連動的

建築、金融等產業受影響而縮手

投資，轉為觀望的情況，整體而

言，2012 年台灣媒體廣告市場

表現不佳。

　　2012 全年台灣整體廣告量

市 場 約 為 460.7 億 元， 較 2011

年下滑 8.3%，為 2010 年反轉復

甦後首度轉為負成長，不過廣告

總量仍高於金融海嘯時期。五大

媒體中發展歷史悠久的無線電

視、廣播、報紙媒體所受到的影

響重大，又以無線電視廣告量下

滑 18.4% 的幅度最大，廣播與報

紙則受投資主力建築產業急遽縮

減廣告預算所累，其中報紙廣告

量跌破 10 億元創新低。

　　有線電視廣告投資金額雖減

少 5.3%，但仍受廣告主青睞，

以 200.6 億元的廣告量居各媒體

之冠。雜誌與家外媒體廣告量則

分別有 5.9%、2.4% 的縮減幅度。

前二十大產業的媒體廣告量
　　受到整體經濟環境動盪影

響，2012 年廣告量前 20 大產業

總共下滑 8.3%，其中 15 個產業

廣告投資皆下滑，4 個產業廣告

量微幅成長，僅洗髮美髮品類廣

告投資金額有明顯增加。

　　建築產業在 2012 年初總統

大選落幕後，買方進場，呈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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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Growth
Y12 vs. Y11

無線電視 4,445,461 4,343,651 5,060,372 4,899,729 3,999,707 -18.4%
有線電視 13,582,111 15,819,154 19,409,020 21,175,080 20,059,287 -5.3%

報紙 11,078,926 10,008,866 11,955,662 10,674,408  9,522,068 -10.8%
雜誌 6,050,076 5,058,703 5,549,827 5,677,641  5,340,950 -5.9%
廣播 3,838,620 3,761,484 4,482,840 4,139,549 3,555,348 -14.1%
戶外 3,369,590 2,861,572 3,290,357 3,679,823 3,591,644 -2.4%

TOTAL 42,364,784 41,853,430 49,748,079 50,246,230 46,069,003 -
Growth 

Rate
-6.1% -1.2% 18.9% 1.0% -8.31% -

資料來源：
■尼爾森媒體廣告監播服務軟體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含電視、報紙、雜誌、廣播及戶外媒體，
  各年廣告量均依尼爾森公佈權值加權計算。
  (2012 年權值：無線電視 0.085、有線電視 0.049、報紙 0.320、雜誌 0.430、廣播 0.360 及戶外 1.0。)

資料來源：
■尼爾森媒體廣告監播服務軟體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含電視、報紙、雜誌、廣播及戶外媒體，各年廣告量均依尼爾森公佈權值
  加權計算。
  (2012 年權值：無線電視 0.085、有線電視 0.049、報紙 0.320、雜誌 0.430、廣播 0.360 及戶外 1.0。)

波春燕歸來好景，但接連受到實

價登錄政策施行、都更停擺議題

影響，導致房市冷清買氣看淡、

建築業者投資態度保守觀望，雖

仍位居廣告投資龍頭，但廣告量

縮減幅度達 12.75%。而位居第

三的醫藥美容類則主要受到直銷

品牌大幅縮減健康食品廣告投

資，以及部分食補品廠商減少宣

傳預算，廣告量下滑 15.3%。

　　廣告投資金額下滑幅度最大

的產業為金融財經 (-18.9%) 及電

腦資訊產業 (-18.9%)，前者受歐

美債信危機影響、部分外商壽險

大幅縮手投資，加上部分企業正

值經營權移轉時期所致；後者縮

減則主要是因較少新款線上遊戲

推出、筆記型電腦需求被平板電

腦或智慧型手機取代，致使該產

名稱
2012

Growth 
Rate

2011

Ranking　 ADEX　         
(NT$000) %　 ADEX　          

(NT$000) %　 Ranking

建築類 1　 5,758,341 12.5% -12.7% 6,599,779 13.1% 1　
交通工具 2　 3,473,773 7.5% -3.1% 3,584,628 7.1% 3　

醫藥美容類 3　 3,346,884 7.3% -15.3% 3,951,127 7.9% 2　
化妝保養品類 4　 3,307,183 7.2% 0.7% 3,283,889 6.5% 4　

服務類 5　 2,905,530 6.3% -7.3% 3,135,594 6.2% 5　
其他類 6　 2,753,274 6.0% -3.0% 2,839,821 5.7% 7　
食品類 7　 2,552,893 5.5% 1.7% 2,510,244 5.0% 9　

金融財經 8　 2,382,426 5.2% -19.3% 2,951,127 5.9% 6　
電腦資訊 9　 2,206,563 4.8% -18.9% 2,721,304 5.4% 8　
服飾類 10　 1,889,685 4.1% -1.0% 1,909,485 3.8% 12　
文康類 11　 1,832,951 4.0% -8.1% 1,993,955 4.0% 10　

鐘錶光學精品類 12　 1,649,500 3.6% 2.5% 1,609,887 3.2% 15　
電話事務機類 13　 1,648,966 3.6% -16.4% 1,971,784 3.9% 11　

影劇媒體類 14　 1,561,570 3.4% 0.7% 1,551,162 3.1% 16　
家電類 15　 1,536,500 3.3% -11.6% 1,737,160 3.5% 13　

家用品類 16　 1,458,005 3.2% -13.7% 1,690,330 3.4% 14　
飲料類 17　 1,252,586 2.7% -14.0% 1,456,328 2.9% 17　

洗髮美髮品類 18　 1,123,651 2.4% 14.0% 986,029 2.0% 20　
乳麥品類 19　 1,042,820 2.3% -8.1% 1,135,085 2.3% 18　

煙酒類 20　 1,037,871 2.3% -7.4% 1,120,436 2.2% 19　
TOP20 -　 44,720,974 97.1% -8.2% 48,739,154 97.0% -　
TOTAL -　 46,069,003 100% -8.3% 50,246,230 100% -　

業廣告量下滑。

　　逆勢成長的品類中，以洗髮

美髮品類成長 14.0% 表現最為亮

眼，主要動能來自於業者為新洗

髮乳品牌在台上市，全年強力宣

傳所致。同為廣告投資正成長的

鐘錶光學精品類則是受惠於鐘錶

及相機品類增加投資。食品類反

向操作油電雙漲凍結買氣的負面

影響，以繽紛歡樂的廣告氛圍、

多樣新品以及抗漲食品餅乾，試圖

創造生活小確幸的氛圍觸動消費者。

化妝保養品類中，保養品廣告量成

長亮眼，針對凍齡、逆齡、微整型

等分齡訴求推出各式新品，並推出

省時省錢的一瓶多效產品對抗不景

氣。影劇媒體類廣告量成長則因台

灣文創產業漸受重視、藝文表演風

氣盛行，許多國內外表演團體紛紛

來台巡演，國片創作也試圖延續熱

單位：新台幣仟元

表二：2011-2012 年前 20 大產業媒體廣告量

表一：2008-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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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Growth
Y12 vs. Y11

無線電視 4,445,461 4,343,651 5,060,372 4,899,729 3,999,707 -18.4%
有線電視 13,582,111 15,819,154 19,409,020 21,175,080 20,059,287 -5.3%

報紙 11,078,926 10,008,866 11,955,662 10,674,408  9,522,068 -10.8%
雜誌 6,050,076 5,058,703 5,549,827 5,677,641  5,340,950 -5.9%
廣播 3,838,620 3,761,484 4,482,840 4,139,549 3,555,348 -14.1%
戶外 3,369,590 2,861,572 3,290,357 3,679,823 3,591,644 -2.4%

TOTAL 42,364,784 41,853,430 49,748,079 50,246,230 46,069,003 -
Growth 

Rate
-6.1% -1.2% 18.9% 1.0% -8.31% -

潮，增加廣告宣傳曝光。

前二十大廣告主的媒體廣告量
　　2012 年廣告量為正成長的

廣告主，多為民生用品及食飲

品，為抗衡受油電雙漲而低迷的

民生消費意願，以抗漲促銷訴求

加碼廣告宣傳。2012 年霸主寶

僑家品以年投放約 11.4 億元的

廣告量、成長 1.6%，三度蟬聯

台灣最大廣告主。花王、統一超

商亦加碼廣告宣傳投資，分別以

約 6.7 億元、6.2 億元的投資量，

拿下二、三名。而 2011 年位居

第 12 名的統一企業，在 2012 年

以單車環島體驗觸動青春熱血的

年輕族群，加碼 22% 的投資量

強力宣傳品牌精神，排名躍升至

第五名。

　　廣告量成長幅度最大的三星

電子 (38.2%)，2012 年強打智慧

型手機、智慧型相機、平板電腦

新品，並結合各式行動上網優惠

方案強力曝光，年度廣告投放金

額 達 3.1 億 元， 排 名 也 自 26 名

大躍進到第 15 名。

　　另一方面，廣告量衰退幅

度最大的前三名產業分別為：

興富發建設 (-43.9%)、中華電信

(-28.4%)、遠雄集團 (-23.8%)。建

築業景氣在前述政策及時事影響

下，消費者預期房價透明後，有

更多的議價空間，以「等」字訣

暫緩進場，連帶使得主要建商興

富發及遠雄集團縮減廣告宣傳預

算。

對 2013 年的展望
　　經歷 2012 年國內外經濟動

盪夾擊，高度依賴出口的台灣經

名稱
2012

Growth 
Rate

2011

Ranking　 ADEX　         
(NT$000) %　 ADEX　          

(NT$000) %　 Ranking

寶僑家品公司 1　 1,143,146 2.5% 1.6% 1,124,983 2.2% 1　
花王(台灣)公司 2　 667,348 1.4% 6.7% 625,578 1.2% 3　

統一超商(股)公司 3　 624,561 1.4% 1.5% 615,408 1.2% 4　
佳格食品(股) 4　 569,004 1.2% -11.1% 640,275 1.3% 2　
統一企業(股) 5　 500,795 1.1% 22.0% 410,383 0.8% 12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 6　 443,446 1.0% 1.9% 435,020 0.9% 11　
台灣萊雅(股) 7　 443,151 1.0% -13.5% 512,339 1.0% 7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8　 436,898 0.9% -22.1% 561,059 1.1% 5　
聯合利華(股) 9　 434,955 0.9% 8.0% 402,846 0.8% 13　

遠雄集團 10　 400,404 0.9% -23.8% 525,707 1.0% 6　
嬌生企業公司 11　 357,700 0.8% -22.3% 460,172 0.9% 9　
和泰汽車公司 12　 344,135 0.7% 0.1% 343,673 0.7% 15　

中華電信(股)公司 13　 328,422 0.7% -28.5% 459,630 0.9% 10　
好來化工(股) 14　 315,283 0.7% -13.9% 366,368 0.7% 14　

三星(三崧)電子公司 15　 313,047 0.7% 38.2% 226,594 0.5% 26　
甲山林機構 16　 309,626 0.7% -8.1% 336,787 0.7% 16　

美商怡佳(股)公司 17　 278,212 0.6% 1.5% 274,013 0.5% 18　
台灣日立(股) 18　 268,316 0.6% -10.4% 299,296 0.6% 17　
興富發建設 19　 267,182 0.6% -43.9% 475,881 0.9% 8　

遠傳電信股份公司 20　 247,645 0.5% 0.9% 245,440 0.5% 23　
TOP20 -　 8,693,277 18.9% -6.9% 9,341,453 18.6% -　
TOTAL -　 46,069,003 100%     -8.3% 50,246,230 100% -　

資料來源：
■尼爾森媒體廣告監播服務軟體 (Advertis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含電視、報紙、雜誌、廣播及戶外媒體，各年廣告量均依尼爾森公佈權值
  加權計算。
  (2012 年權值：無線電視 0.085、有線電視 0.049、報紙 0.320、雜誌 0.430、廣播 0.360 及戶外 1.0。)

濟在智慧裝置產品的推陳出新及

消費趨勢帶動下，於 2012 年第

四季起緩步回溫、呈現好轉跡

象，但也同時受到美國財政與歐

洲主權債務後續發展疑慮所羈

絆，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及復甦

風險仍存，行政院主計處預估

2013 全 年 經 濟 成 長 為 3.59%。

產業廣告投資方面，隨著景氣脫

離低潮、資金動能逐漸恢復，可

望帶動房市、車市、民生消費需

求湧現，廣告主增加媒體宣傳預

算以刺激消費。同時，受到科技

日新月異，行動網路普及成熟以

及新媒體的影響力及靈活性，部

分傳統媒體廣告投資預算是轉移

至線上影音、行動廣告及搜尋廣

告，亦或是線上線下廣告共同撐

大廣告量版圖，都是 2013 年值

得觀察的重要環節。

表三：2011-2012 年前 20 大廣告主的媒體廣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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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報紙媒體
發展與回顧
文︱博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前言
　　觀察尼爾森五大媒體廣告量

趨勢調查，受到近年全球經濟環

境不穩定影響，台灣媒體市場

廣告量自 2011 年起成長趨緩，

雖然 2011 年整體廣告量相較前

年仍維持小幅成長 1.08%，達到

五百億水準，但回顧 2012 年，

歐債問題持續讓全球經濟陷入不

安的陰影，台灣總體經濟受全球

影響，連帶衝擊民眾消費信心，

五 大 媒 體 廣 告 投 資 下 滑，2012

年整體廣告量較 2011 年衰退幅

度高達 8.31%，報紙市場也因為

大環境景氣不佳呈現負成長，

廣告量下挫超過 10.8%，此外，

報紙閱讀率亦首次跌落到四成以

下，下滑到 39.6%。

　　進一步分析報紙媒體前十大

產業，廣告投資量均呈現衰退，

拖累報紙媒體整體廣告量下滑，

建築業向來是報紙廣告的主要投

資龍頭，2012 年受奢侈稅及實

價登錄措施上路影響造成房市冷

清，建築業景氣不確定性使得廣

告主縮減行銷預算，歐債危機

持續延燒也使得金融財經類廣

告主在報紙媒體的投資呈現保

守態度。2012 年報紙廣告量為

95.2 億 元， 較 前 一 年 減 少 11.5

億，報紙媒體在整體廣告量佔比

每年持續萎縮，2012 年佔比為

　　 回 顧 2012 年 的 媒 體 接 觸

率，報紙閱讀率持續向下探底下

滑 1% 左右，跌落到 39.6%，但

上網比率及有線電視新聞類型節

目收看率則是分別成長 2%-4%，

顯示民眾對重大新聞仍有高關注

度，但多傾向免費，且在具有即

時性優勢的網路與有線新聞媒體

取得相關資訊。

　　隨著台灣幾十年來的社會變

遷，看圖像長大的年輕一代不習

慣閱讀平面媒體，習慣由影像中

汲取訊息，在網際網路的新世

代，可預測報紙媒體將逐步轉型

走向數位化，2012 年喧騰一時

的壹傳媒旗下台灣平面媒體交易

案破局，黎智英重返蘋果日報及

壹周刊後，亦宣布這兩家平面媒

體將全面數位化，未來獲利模式

就靠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

2012 全球經濟景氣低迷　

報紙廣告市場持續衰退

　　近年來全球性的造紙原料木

片短缺及環保問題，使得紙漿

價格上揚，連帶影響了紙張的

價格，而報業的生存絕大部分

得仰賴廣告收入，根據統計，

台灣報業的廣告市場從 2008 年

的 110.78 億元，降到 2012 年的

95.22 億元，五年來的跌幅約在

15%，顯示平面媒體的經營成本

20.67%，比起 2011 年的 21.24%

下挫約 0.5 個百分點。

　　報紙廣告市場萎縮的原因除

經濟發展因素外，市場競爭也是

主因之一，在媒體百花齊放的今

天，網路及電子媒體的發達，加

上有線電視眾多頻道都在與報紙

搶奪媒體市場同一批閱聽族群，

民眾有更多的管道可以接觸新資

訊，譬如透過網路即可輕鬆取得

需要的內容；資訊即時且大部份

免費，造成報紙的影響力持續下

滑。值得注意的是捷運報由於兼

具免費及易取得的特性，加上可

打發通勤族坐車的零碎時間，配

合日漸成熟的捷運路網，爽報成

為報業市場中逆勢成長的異數，

閱讀率每年穩定成長。

　　較大的隱憂是隨著科技發

展，智慧型手機及手持式裝置、

無線上網越來越普及，造就了許

多低頭族閱聽眾，未來勢必對實

體報媒造成更大威脅，也因此各

大報在過去數年莫不力推網頁電

子報及電子報 APP，希望在這

樣的媒體使用行為移轉下，仍然

能夠掌握閱聽眾並持續發揮報媒

的影響力。

壹、市場觀察
網路及電子媒體持續強勢

傳統報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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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攀升的同時，廣告收入來源

卻正在萎縮，進一步觀察 2012

年報紙前十大產業，歐債風暴

衝擊全球經濟情勢，政府實施奢

侈稅及實價登錄措施，加上油電

雙漲等相關民生議題，影響國內

經濟成長，民眾消費態度趨於保

守，均是造成主要產業廣告投資

明顯呈現下滑的原因，化妝保養

品類跌落到十大產業外，而近年

興起的平價服飾風潮，讓服飾類

廣告加碼投資平面廣告，逆勢上

升擠進第十名。

貳、閱讀率分析
報紙閱讀率跌破四成

免費報讀者穩定成長

　　 觀察各報的閱讀率，蘋果日

報與自由時報仍穩居冠亞軍位

置，但相較於去年仍免不了分別

下 滑 了 0.5% 及 1% 的 命 運。 值

得注意的是在報業走下坡的這幾

年，爽報逆勢成長從 2007 年只

有 0.6% 的閱讀率水準，逐年穩

定向上攀升，2012 年再度成長

到 2.2%，僅次四大報；傳統報

紙向來較不受年輕人青睞，雖然

蘋果日報以輕鬆、圖像化的編排

方式開發了一些年輕讀者的閱讀

興趣，但仍不容易吸引年輕人花

錢買報，訂閱及零買報紙的比例

持續下滑；於各大捷運站派報的

爽報則是以免費概念吸引年輕族

群及通勤族群閱讀，無論讀者結

構或通路選擇都與傳統報業有所

差異，爽報讀者關注的內容通常

以輕鬆生活資訊及八卦影視娛樂

消息為主，大多是利用通勤時間

在車廂內快速瀏覽，然而隨著智

慧型手機的普及，手機成為年輕

人最貼身的娛樂工具，對免費報

的閱讀率是否造成衝擊有待持續

觀察。

報紙媒體流失族群主要為 29 歲

以下讀者群

　　報紙媒體正快速流失輕讀

者，12-19 歲閱聽眾的報紙閱讀

率 以 每 年 2~3 個 百 分 點 的 速 度

流失，2012 年下降幅度更是高

年度 * 報紙種類 * 每百戶
報紙份數

昨日整體
閱報率

昨日日報
閱報率

昨日晚報
閱報率

2012 年 NA NA 39.6% 39.4% 0.7%
2011 年 NA NA 40.6% 40.3% 0.7%
2010 年　 NA NA 43.0% 42.7% 1.0%
2009 年 NA NA 42.2% 41.8% 0.6%
2008 年 NA NA 43.9% 43.5% 0.9%
2007 年 NA NA 45.1% 44.8% 1.0%

2006 年 NA NA 45.8% 45.4% 1.0%
2005 年 NA NA 50.0% 48.5% 1.5%
2004 年 NA NA 49.0% 48.1% 2.4%
2003 年 602 37.9 50.2% 48.9% 2.8%
2002 年 474 40.4 50.8% 49.2% 4.1%
2001 年 454 41.4 55.0% 53.0% 5.0%
2000 年 445 46.9 59.0% 57.0% 7.5%

年度 昨日閱報率 昨日電視
收看率

最近一個月
上網率

有線電視新聞
類型節目

最常收看率

最近一年上網
者對新聞 /

電子報使用率
2012 年 39.6% 91.1% 68.5% 86.4% 64.8%
2011 年 40.6% 91.1% 66.0% 82.6% 68.5%
2010 年　 43.0% 93.4% 64.5% 79.6% 69.1%
2009 年 42.2% 94.4% 61.6% 78.3% 63.5%
2008 年 43.9% 95.5% 60.3% 84.0% 62.6%
2007 年 45.1% 94.5% 58.5% 89.6% 46.5%
2006 年 45.8% 94.5% 52.3% 85.2% 42.5%
2005 年 50.0% 95.5% 51.2% 80.1% 42.3%
2004 年 49.0% 95.5% 48.6% 78.6% 34.3%
2003 年 50.2% 96.1% 45.7% 74.3% 34.3%
2002 年 50.8% 95.4% 40.8% 54.1% 35.1%
2001 年 55.0% 96.0% 37.0% 48.1% 37.2%
2000 年 59.0% 93.0% 26.0% 44.4% 31.9%

資料來源：主計處 +Nielsen 媒體大調查 (* 註：報紙種類與每百戶報紙份數自 2004 年起已無統計 )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表一：報紙閱讀率

表二：競爭媒體的接觸率

達 4.7 個百分點，位居所有年齡

層之冠，而 30-49 歲閱聽眾在報

紙媒體的接觸上則是略微回升

0.4~0.7 個百分比，將近四成六

以上有閱讀報紙的習慣，顯示報

紙媒體主要的讀者群仍以熟齡族

群為主。進一步觀察讀者輪廓可

發現，捷運報 / 贈報為 12-29 歲

族群最常閱讀的報紙，30 歲以

上族群則是對傳統四大報有較高

偏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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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自由時報 15.4% 16.4% 16.9% 16.1% 16.0% 16.0% 15.6% 16.5% 17.6% 19.4% 19.1% 21.6%

蘋果日報 16.8% 17.3% 18.1% 17.0% 16.3% 15.7% 14.9% 16.5% 11.9% - - -

聯合報 6.4% 6.6% 7.4% 7.8% 8.5% 9.8% 10.5% 11.9% 12.6% 12.1% 13.7% 15.2%

中國時報 5.5% 5.0% 5.8% 5.1% 7.1% 8.3% 8.8% 10.6% 11.3% 13.9% 15.2% 15.5%

工商時報 0.8% 0.9% 1.1% 0.9% 0.8% 0.8% 0.6% 0.6% 0.7% 0.7% 1.0% 1.3%

經濟日報 0.8% 0.9% 1.1% 0.8% 1.0% 1.2% 0.8% 0.8% 0.9% 1.1% 1.2% 1.4%

聯合晚報 0.7% 0.7% 1.0% 0.6% 0.9% 1.0% 1.0% 1.2% 1.6% 1.7% 2.5% 3.1%

中華日報 0.6% 0.5% 0.7% 0.5% 0.7% 0.7% 0.9% 0.9% 1.1% 1.5% 2.0% 1.6%

民眾日報 0.1% 0.1% 0.1% 0.1% 0.1% 0.1% 0.1% 0.3% 0.4% 0.6% 0.7% 1.0%

更生日報 0.2% 0.2% 0.2%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2%

台灣時報 0.2% 0.2% 0.2% 0.2% 0.3% 0.2% 0.5% 0.6% 0.5% 0.7% 0.9% 1.3%

人間福報 0.2% 0.3% 0.4% 0.2% 0.3% 0.4% 0.4% 0.3% 0.3% 0.3% 0.4% 0.5%

國語日報 0.3% 0.3% 0.4% 0.3% 0.5% 0.3% 0.3% 0.4% 0.5% 0.4% 0.5% 0.7%

爽報 2.2% 1.8% 1.6% 0.6% 0.6% 0.6% - - - - - -

旺報 -  0.2% - - - - - - - - - -

中時晚報 - - - - - - 1.1% 1.0% 1.3% 1.9% 2.2%

中央日報 - - - - - - 0.1% 0.1% 0.2% 0.3% 0.4%

台灣日報 - - - - - - 0.5% 0.8% 0.8% 1.0% 1.5%

報紙閱讀率 男 女 12-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大台北

2012 51.6% 48.4% 25.1% 39.5% 46.5% 46.1% 38.2% 40.1% 41.6% 38.5% 29.3% 42.3%

2011 53.7% 46.3% 29.8% 41.2% 45.8% 45.7% 40.1% 41.2% 42.4% 39.8% 29.7% 44.0%

2010 51.9% 48.1% 32.6% 45.6% 49.8% 47.7% 39.4% 46.7% 43.3% 38.3% 27.0% 49.4%

2009 51.9% 48.1% 29.5% 45.4% 46.1% 47.3% 40.9% 46.9% 38.8% 37.8% 42.6% 49.5%

2008 52.1% 47.9% 34.4% 45.4% 48.8% 49.8% 41.3% 50.3% 38.2% 39.7% 40.1% 55.2%

2007 50.6% 49.4% 31.3% 46.7% 50.3% 51.9% 43.3% 49.5% 39.8% 43.7% 42.1% 56.4%

2006 50.4% 49.6% 34.5% 48.5% 50.2% 51.2% 44.4% 51.5% 40.5% 42.2% 44.4% 56.7%

2005 50.9% 49.1% 36.8% 51.4% 56.0% 55.8% 43.9% 55.0% 47.4% 44.9% 47.8% 59.3%

2004 51.6% 48.4% 38.4% 49.4% 54.2% 53.2% 45.3% 51.2% 48.5% 46.0% 49.2% 53.4%

2003 50.9% 49.1% 27.3% 50.9% 56.7% 54.6% 46.4% 54.7% 45.4% 47.6% 49.6% 57.8%

2002 50.9% 49.1% 36.2% 53.4% 56.9% 57.1% 43.6% 52.7% 47.1% 52.1% 44.6% 53.8%

2001 50.5% 49.5% 43.8% 58.1% 62.6% 60.3% 42.2% 58.6% 53.8% 53.5% 38.2% 60.7%

2000 52.2% 47.8% 48.7% 62.7% 65.9% 63.1% 48.1% 62.7% 56.8% 56.7% 50.5% 65.9%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表三：各報於 2001~2012 年閱讀率之變化

表四：2000~2012 年報紙閱讀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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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59 歲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捷運報 /
贈報 財經報 晚報

性別
男性 50.4% 52.3% 53.8% 50.8% 59.2% 44.9% 63.7% 64.6%

女性 49.6% 47.7% 46.2% 49.2% 40.8% 55.1% 36.3% 35.4%

年齡

12-19 歲 14.8% 9.3% 5.9% 5.1% 5.4% 24.0% 0.0% 8.2%

20-29 歲 20.1% 23.7% 17.7% 14.7% 15.4% 27.7% 14.5% 14.3%

30-39 歲 22.8% 30.2% 23.3% 20.2% 23.9% 27.5% 35.1% 33.9%

40-49 歲 22.2% 23.7% 25.6% 27.9% 25.2% 16.6% 36.8% 19.4%

50-59 歲 20.1% 11.0% 21.7% 21.7% 23.2% 3.0% 11.5% 19.0%

地區別

北部 43.6% 46.3% 36.2% 47.1% 54.3% 73.9% 65.9% 57.7%

中部 24.7% 25% 30.5% 25.9% 25% 14.8% 12.9% 19.1%

南部 27.3% 26.5% 29.9% 22.4% 17.8% 10.9% 20.8% 18.6%

東部 4.3% 2.2% 3.4% 4.6% 2.9% 0.4% 0.3% 4.6%

工作狀
況

工作男性 35.3% 40.1% 42.7% 39.2% 47.7% 27.5% 55.1% 50.1%

工作女性 24.6% 28.4% 26.8% 27.1% 23.0% 29.5% 27.2% 20.2%

學生 19.4% 14.4% 9.3% 10.1% 9.9% 34.7% 4.6% 11.9%

家庭主婦 12.5% 10.2% 11.2% 12.6% 10.7% 3.6% 6.6% 7.1%

退休 1.7% 1.7% 4.3% 6.0% 4.6% 1.5% 2.3% 5.8%

無業者 6.3% 5.0% 5.4% 4.9% 4.1% 3.2% 4.2% 5.0%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表五：報紙讀者輪廓分析

年度 家中訂閱 贈閱 公司訂閱 零買 傳閱 其他 公共場所

2012 年 12.9% 2.6% 5.9% 11.5% 2.2% 0.1% 8.0%

2011 年 14.0% 2.6% 5.9% 12.0% 2.0% 0.1% 7.4%

2010 年 15.4% 2.3% 6.5% 12.5% 2.3% 0.2% 7.5%

2009 年 15.0% 2.2% 5.4% 12.5% 2.2% NA 7.0%

2008 年 18.4% 1.8% 5.6% 12.9% 1.9% NA 5.5%

2007 年 18.6% 1.1% 6.0% 14.9% 2.8% 0.4% 3.9%

2006 年 20.6% 1.9% 5.2% 14.5% 2.5% 0.1% 3.9%

2005 年 23.3% 1.8% 5.8% 15.3% 2.7% 0.0% 4.1%

2004 年 26.6% 2.2% 5.1% 13.2% 3.2% 0.1% 2.8%

2003 年 28.3% 2.4% 5.9% 13.8% 2.4% 1.8% -

2002 年 30.6% 2.0% 6.3% 11.1% 3.2% 1.7% -

2001 年 33.3% 2.4% 7.5% 12.9% 3.3% 1.8% -

2000 年 37.1% 4.0% 9.2% 14.4% 3.7% 1.7% -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表六：報紙取得來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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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廣告量分析
　　廣告市場持續萎縮，2012 年

媒體整體廣告量衰退 8.31%，報

紙全年廣告量為 95.2 億元，與

2011 年 相 比 更 是 下 滑 10.8%，

在 五 大 媒 體 中 ( 不 含 網 路 ) 占

比 從 2011 年 的 21.24% 下 滑 至

20.67%。主要原因為佔報紙廣告

量約四成的建築品類受到大環境

景氣不佳，政府實施奢侈稅及實

價登錄措施的衝擊，建築類廣告

急遽減少 6%，縮減超過兩億的

報紙宣傳預算，拖累報紙媒體廣

告量下滑，此外，金融財經類廣

告亦受到與全球景氣好壞高度連

動的基金、證券期貨等金融產業

投資縮減的影響，廣告量下滑高

達 21%；整體來看，十大產業廣

告量幾乎都下滑，前十大產業仍

以建築類為首，文康類次之，只

有少數類別排名更動，近年平價

服飾風潮的興起，讓服飾類首次

擠進產業前十大排行榜內，化妝

保養品類則是跌出榜外。

　　進一步從報紙媒體前十大行

業來看，眾多行業投資都縮手，

只有政府活動與電器廣場逆勢加

碼投資，其中又以近三年首次擠

進前十名的電器廣場成長幅度最

明顯，主要宣傳各式破盤優惠活

動，及搭上無線電視數位化熱潮

而增加各式電視優惠宣傳；前十

大投放廣告主有五個企業主是建

築類企業，其中建築類企業又分

居前三名，遠雄集團雖然廣告量

略有衰退，仍位居第一名的龍

頭，更可看出建設公司投放於報

紙媒體力道，燦坤實業及全國電

子連續三年在十大排行榜內，全

國電子廣告量逐年穩定成長，新

光三越百貨今年拿下第十名寶

座，足以可見通路業者對報紙廣

告市場亦有一定貢獻度。

年度 無線 有線 報紙 雜誌 廣播 戶外 小計

2012 3,999,707 20,059,287 9,522,068 5,340,950 3,555,348 3,591,644 46,069,003

2011 4,899,792 21,175,082 10,674,408 5,677,641 4,139,539 3,680,282 50,246,681

2010　 5,060,372 19,409,020 11,955,662 5,549,827 4,482,840 3,290,357 49,748,079

2009 4,343,651 13,385,438 10,008,866 5,058,703 3,761,484 2,861,572 39,419,714 

2008 4,445,461 13,582,111 11,078,926 6,050,076 3,838,620 3,369,590 42,364,784 

2007 4,094,286 12,920,795 13,667,979 6,444,696 3,770,670 3,351,388 44,249,814

2006 4,125,130 14,906,171 14,771,396 6,359,225 3,965,920 3,661,096 47,788,938

2005 4,352,728 16,677,636 15,547,064 6,545,124 3,076,384 2,833,409 49,032,345

2004 5,690,609 18,190,998 18,097,267 6,395,485 3,462,289 2,717,403 54,554,051

2003 8,785,627 24,627,825 15,120,362 7,557,114 2,692,176 NA 58,783,104

2002 9,816,078 22,358,848 12,190,938 6,613,026 2,521,834 NA 53,500,724

2001 11,559,542 16,143,669 16,414,195 6,509,510 2,219,508 NA 52,846,424

2000 13,001,710 17,668,074 18,745,551 7,200,213 2,310,490 NA 58,926,038

表七：2000~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

資料來源：
2000 - 2003 年潤利有效廣告量含電視、報紙、雜誌、及廣播 
2004 - 2011 年 Nielsen Media Research 廣告量監播服務含電視、報紙、雜誌、廣播、及戶外媒體 Nielsen 廣告量每年調整率如下 -
             2004 年：無線電視 : 0.10、有線電視 : 0.05、報紙 : 0.58、雜誌 : 0.44、廣播 : 0.59、及戶外媒體 : 1.00
             2005 年：無線電視 : 0.09、有線電視 : 0.05、報紙 : 0.48、雜誌 : 0.44、廣播 : 0.54、及戶外媒體 : 1.00
             2006 年：無線電視 : 0.09、有線電視 : 0.04、報紙 : 0.45、雜誌 : 0.43、廣播 : 0.48、及戶外媒體 : 1.00
             2007 年：無線電視 : 0.111、有線電視 : 0.033、報紙 : 0.39、雜誌 : 0.425、廣播 : 0.445、及戶外媒體 : 1.00
             2008 年：無線電視 : 0.109、有線電視 : 0.034、報紙 : 0.38、雜誌 : 0.435、廣播 : 0.41、及戶外媒體 : 1.00
             2009 年：無線電視 : 0.097、有線電視 : 0.033、報紙 : 0.37、雜誌 : 0.435、廣播 : 0.40、及戶外媒體 : 1.00
             2010 年：無線電視 : 0.110、有線電視 : 0.043、報紙 : 0.377、雜誌 : 0.443、廣播 : 0.397、及戶外媒體 : 1.00
             2011 年：無線電視 : 0.106、有線電視 : 0.050、報紙 : 0.350、雜誌 : 0.440、廣播 : 0.400、及戶外媒體 : 1.00
             2012 年：無線電視 : 0.085、有線電視 : 0.049、報紙 : 0.320、雜誌 : 0.430、廣播 : 0.360、及戶外媒體 : 1.00

 ( 單位 : 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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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報紙總量及全媒體廣告量佔比 全媒體總量

金額 ( 千元 ) 佔有率 % 成長率 % 金額 ( 千元 ) 成長率 %

2012 9,522,068 20.67% -10.80% 46,069,003 -8.31%

2011 10,674,408 21.24% -10.72% 50,246,681 1.08%

2010 11,955,662 24.03% 19.45% 49,748,079 26.20% 

2009 10,008,866 25.39% -9.66% 39,419,714 -6.95%

2008 11,078,926 26.16% -18.94% 42,364,784 -4.26%

2007 13,667,979 30.0% -7.47% 44,249,814 -7.41%

2006 14,771,396 30.9% -5.0% 47,788,938 -2.54%

2005 15,547,064 31.7% -14.1% 49,032,345 -10.12%

2004 18,097,267 33.2% 19.7% 54,554,051 -7.19%

2003 15,120,362 25.7% 24.0% 58,783,104 9.87%

2002 12,190,938 22.8% -34.6% 53,500,724 1.24%

2001 16,414,195 31.1% -12.4% 52,846,424 -10.30%

2000 18,745,551 31.8% -0.6% 58,926,038 -0.70%

表八：2000~2012 年報紙媒體總量佔比

資料來源：同 < 表七 >

資料來源：同 < 表七 >

排名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產業 廣告量 佔比 產業 廣告量 佔比 產業 廣告量 佔比

1 建築類 5,514,107 46% 建築類 4,197,918 39% 建築類 3,963,087 42%

2 文康類 944,770 8% 文康類 952,282 9% 文康類 800,659 8%

3 其他類 814,634 7% 服務類 904,436 8% 服務類 791,649 8%

4 服務類 759,689 6% 其他類 742,615 7% 其他類 713,629 7%

5 金融財經 539,283 5% 金融財經 490,071 5% 金融財經 385,532 4%

6 交通工具 435,579 4% 交通工具 443,110 4% 交通工具 378,119 4%

7 電腦資訊 420,436 4% 電腦資訊 439,807 4% 電腦資訊 355,747 4%

8 化妝保養品類 358,539 3% 家電類 354,265 3% 家電類 336,306 4%

9 家電類 322,945 3% 化妝保養品類 343,792 3% 鐘錶光學
精品類 296,881 3%

10 鐘錶光學
精品類 319,756 3% 鐘錶光學

精品類 331,695 3% 服飾類 293,911 3%

TOTAL 10,429,738 89% TOTAL 9,199,991 86% TOTAL 8,315,519 87%

表九：2010~2012 年報紙媒體前十大產業別  ( 單位 : 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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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 < 表七 >

資料來源：同 < 表七 >

排名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行業 廣告量 佔比 行業 廣告量 佔比 行業 廣告量 佔比

1 建築 5,213,589 44% 建築 3,923,890 37% 建築 3,733,112 39%

2 報紙專業綜合
廣告 497,666 4% 報紙專業綜合廣告 565,955 5% 平面綜合廣告 485,064 5%

3 政府機構 300,661 3% 政府機構 290,509 3% 政府機構 236,510 2%

4 3C 賣場 250,601 2% 3C 賣場 230,090 2% 超市、便利商
店 201,357 2%

5 保養品 180,385 2% 超市、便利商店 212,984 2% 3C 賣場 191,112 2%

6 政府活動 171,126 1% 購物廣場中心 192,291 2% 政府活動 184,092 2%

7 基金 159,667 1% 保養品 173,217 2% 電器廣場 175,237 2%

8 購物廣場中心 152,894 1% 政府活動 170,439 2% 購物廣場中心 171,979 2%

9 百貨公司 142,544 1% 百貨公司 154,880 1% 百貨公司 141,574 1%

10 汽車 139,181 1% 基金 146,350 1% 保養品 132,366 1%

　 報紙總量 11,955,662 60% 報紙總量 10,674,408 57% 報紙總量 9,522,068 59%

排名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企業 廣告量 佔比                             企業 廣告量 佔比                             企業 廣告量 佔比                             

1 遠雄集團 520,284 4% 遠雄集團 379,100 4% 遠雄集團 352,616 4%

2 甲山林機構 377,744 3% 興富發建設 319,952 3% 甲山林機構 226,211 2%

3 麗寶建設 321,561 3% 燦坤實業 ( 股 ) 243,816 2% 興富發建設 205,082 2%

4 燦坤實業 ( 股 ) 223,115 2% 甲山林機構 183,304 2% 燦坤實業 ( 股 ) 180,503 2%

5 興富發建設 201,614 2% 麗寶建設 141,294 1% 全國電子 ( 股 ) 161,019 2%

6 全國電子 ( 股 ) 123,802 1% 全國電子 ( 股 ) 139,575 1%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126,736 1%

7 富宇建設機構 105,725 1% 元利建設 133,182 1% 元利建設 98,607 1%

8 美商怡佳 ( 股 )
公司 101,631 1%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107,226 1% 麗寶建設 79,481 1%

9 大同 ( 股 ) 89,482 1% 美商怡佳 ( 股 )
公司 - 雅詩蘭黛 87,615 1% 聯邦銀行 67,767 1%

10 京城建設 87,048 1% 家福 ( 股 ) 公司 -
家樂福 85,187 1% 新光三越百貨

( 股 ) 65,384 1%

小計 報紙十大
廣告主 2,152,006 19% 報紙十大

廣告主 1,820,251 17% 報紙十大
廣告主 1,563,405 16%

總量 2010 報紙
廣告總量 11,955,662 100% 2011 報紙

總廣告量 10,674,408 100% 2012 報紙
總廣告量 9,522,068 100%

表十：2010~2012 年報紙媒體前十大行業

表十一：2010~2012 年報紙媒體前十大客戶

 ( 單位 : 千元 )

25廣告年鑑-廣告媒體(藍).indd   72 2013/11/8   下午 04:39:40



73

〉〉廣告媒體   ADVERTISING YEARBOOK OF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12-2013

表十三：主要報系廣告佔有率

報系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廣告量 佔比 廣告量 佔比 廣告量 佔比 廣告量 佔比 廣告量 佔比

中時報系  2,206,045 20% 2,007,399 20% 2,432,110 20% 1,972,252 18% 1,712,196 18%

聯合報系  2,336,506 21% 2,135,077 21% 2,531,308 21% 2,096,409 20% 1,839,245 19%

自由報系  3,155,214 28% 3,000,938 30% 3,630,876 30% 3,270,652 31% 2,994,623 31%

蘋果日報  2,820,105 25% 2,348,125 23% 2,755,485 23% 2,745,150 26% 2,347,211 25%

其他 561,056 5% 517,328 5% 605,884 5% 589,945 6% 628,793 7%

TOTAL 11,078,926 100% 10,008,867 100% 11,955,662 100% 10,674,408 100% 9,522,068 100%

資料來源：同 < 表七 >

媒體別 /
佔比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無線電視 18% 12% 12% 13% 17% 12% 10% 13%

有線電視 49% 43% 36% 45% 53% 49% 42% 66%

報紙 20% 29% 38% 23% 16% 24% 21% 11%

雜誌 8% 8% 8% 8% 6% 5% 11% 5%

廣播 2% 2% 4% 8% 5% 7% 8% 2%

戶外 3% 4% 3% 3% 4% 3% 7% 2%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十二：十大廣告主媒體組合

資料來源：同 < 表七 >

結語
　　2012 年國內外經濟環境面

臨重重挑戰，在未來經濟情景不

明朗的情況下，報業廣告市場龍

頭建築業持續低迷，歐債風暴衝

擊全球經濟，影響金融財經產業

縮減廣告投資意願，儘管部份民

生消費品企業廣告主逆勢加碼投

資，但大部份產業廣告主仍採取

保守觀望態度。

       近年來網路及電子媒體的發

達，年輕族群慣於使用影音媒

體，傳統報業正嚴重流失年輕世

代讀者，在廣告量衰退及閱讀人

口減少的雙重打擊下，台灣報業

目前面臨寒冬期，雖然免費報在

傳統報業中逆勢成長，以免費及

娛樂新聞內容為主，吸引不看報

的年輕族群閱讀，為報業帶來一

絲曙光，但面對數位化及網路化

的浪潮，智慧型手機成為最貼身

的行動媒體工具，許多上班族利

用通勤時間看報的習慣逐漸改成

用手機或電腦上網看新聞，勢必

讓報紙營運面臨更大挑戰，傳統

報業必需加快轉型的腳步，結合

網路、數位、行動化裝置，爭食

數位電子化閱讀市場，報業數位

化也可預期成為未來必然發展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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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電視媒體回顧
文︱柏合麗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前言
　　2012 年國內經濟成長力道

微弱主因是受國際財政惡化影響

（美國財政赤字惡化 ˋ 歐元區

經濟解體危機 ˋ 中國經濟成長

趨緩等因素），民眾對未來經濟

充滿不確定性，保守消費無法帶

動消費市場成長，也影響廣告主

的投資意願。

　　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較

前年整體下滑 8%，電視部分無

線電視跌幅達 18% 最劇，而有

線電視則小幅退 5% 最少，原因

可能受到廣告主減少廣告投資或

新媒體的分食，還有電視台收視

率下滑也是因素之一。

　　2012 年國內有總統大選 ˋ

倫敦奧運與無線電視全面數位化

等大事件，但對廣告量的刺激幾

乎有限，總統大選別於以往傳統

淡季 3 月舉行，而於農曆年前

1 月旺季舉辦，原本有限的廣告

空間就已不夠用，對新挹注進來

的選舉廣告量幫助有限。四年一

次的奧運 ( 倫敦 ) 受到時差與棒

球項目被取消等，影響收視率和

招商收入均大不如前。值得期待

的無線電視數位化，帶領觀眾進

入高畫質時代，但由於新增的頻

道多屬重播節目對觀眾吸引力有

限。

壹、市場概況
《廣告超秒現象》

　　受到不景氣影響，超秒現象

在 2012 年是比較不明顯的，不

論在 TVC 總秒數與廣告素材量

和電視廣告量等，均呈現下滑的

數據，但值得一提的事，在 2012

年超秒現象比較嚴重的頻道，以

新聞台佔多數時間，可能是廣告

主不斷增加新聞台佔比，加上適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圖一：2011-2012 年每月TVC總秒數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圖二 : 2011-2012年每月廣告素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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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聞台 TA 的商品，這兩年來

有增加預算的比例 ( 如交通類 )，

成就新聞台預算太集中消化不掉

的超秒情況。( 圖一︑圖二 )

《高收視率節目》

　　 第 23 屆金曲獎頒獎典禮收

視率達 5.77，是 2012 年收視率

最高的節目，民視春節特別節

目－民視第一發發發龍飛鳳舞

迎，排名第 2 達 5.16， 第 49 屆

金馬獎頒獎典禮 5.15 則屈居第

3，前 3 名節目是 2012 年收視率

破 5 以上的節目。

　　相較於 2011 年的第一名節

目－民視第一發發發世紀豪華夜

總會 6.27 和金玉滿堂迎新春 6.26

等，2012 年高收視節目相對不

及 2011 年表現。( 如表一 )

《大陸古裝劇》

　　國內本土自製戲劇在預算有

限的情形下，擺脫不出小清新的

格局，除傳統閩南語劇外，均出

現收視下滑現象，而大陸劇則有

逐漸升溫的現象。近年來台灣藝

人在大陸參與戲劇演出的愈來愈

多，帶近大陸劇對觀眾的距離，

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大古裝劇

有愈來愈皆受到歡迎。( 如表二 )

貳、電視媒體接觸率與輪
廓
　　根據尼爾森媒體研究資料統

計，2012 年每日電視平均收視

時數為 3.67( 時 )，較 2011 年的

3.63( 時 ) 成長 1%，2012 年的電

視媒體接觸率上升至 77.0%，較

2011 年的 76.8% 成長 1%。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圖三 : 2011-2012年每月電視廣告量 (單位:千元)

頻道 節目名稱 收視率 接觸千人數 收看時數

台視 第 23 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5.77 1271 65
民視 民視第一發發發龍飛鳳舞迎 5.16 1137 38

台視 第四十九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5.15 1135 56

頻道　 節目名稱 收視率 接觸千人數 收看時數

中視 三國 2.93 645 53
緯來育樂 三國 0.90　　　　　　　198 27

華視 後宮甄嬛傳 1.14 251 40
緯來綜合 後宮甄嬛傳 0.82 180 26
緯來戲劇 後宮甄嬛傳 1.09 241 34

年份 每日電視平均收視時數 成長率

2007 3.70 　
2008 3.75 1%
2009 3.66 -2%
2010 3.62 -1%
2011 3.63 0%
2012 3.67 1%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表一：2012 年收視率前三名的節目

表二：大陸古裝劇 ｢ 三國 ｣ 與 ｢ 後宮甄嬛傳 ｣ 在台收視率

表三：2007-2012 年每日電視平均收視時數

圖二 : 2011-2012每月廣告素材量
圖四 : 2007-2012年電視媒體接觸率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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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體電視市場收視輪
廓分析
　　根據尼爾森媒體大調查資料

顯示，昨日有收看電視者輪廓

中，學生看電視的時數有愈來愈

少的的比例。

收視率及節目類型分析

　　2012 年有線電視與無線電

視佔有率，達近 6 年差距比例最

大 16：84， 相 對 2011 年 衰 退

16%。( 見圖五 )

資料來源 : Nielsen 媒體大調查  ( 貝立德協助提供 )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性別
男性 18% 12% 12% 13% 17% 12% 10%

女性 49% 43% 36% 45% 53% 49% 42%

年齡

12-14 歲 20% 29% 38% 23% 16% 24% 21%

15-19 歲 8% 8% 8% 8% 6% 5% 11%

25-34 歲 2% 2% 4% 8% 5% 7% 8%

35-44 歲 3% 4% 3% 3% 4% 3% 7%

45-54 歲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5-59 歲 49% 43% 36% 45% 53% 49% 42%

60-65 歲 20% 29% 38% 23% 16% 24% 21%

工作狀況

有工作的
男性

8% 8% 8% 8% 6% 5% 11%

有工作的
女性

2% 2% 4% 8% 5% 7% 8%

沒有工作 3% 4% 3% 3% 4% 3% 7%

退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學生 49% 43% 36% 45% 53% 49% 42%

家庭主婦 20% 29% 38% 23% 16% 24% 21%

地區分佈

北部 8% 8% 8% 8% 6% 5% 11%

中部 2% 2% 4% 8% 5% 7% 8%

南部 3% 4% 3% 3% 4% 3% 7%

東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資料來源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圖五：2007-2012有線無線收視占有率% 圖六：2012年有線無線各月收視占有率%

表四：2005-2011 年昨日有收看電視者輪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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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Year 2011 2012
無線成長率 有線成長率

Channel 無線 有線 無線 有線

January 26.53% 73.47% 21.42% 78.58% -19.28% 6.96%

February 27.24% 72.76% 22.18% 77.82% -18.58% 6.96%

March 26.41% 73.59% 21.52% 78.48% -18.51% 6.65%

April 26.19% 73.81% 22.83% 77.17% -12.84% 4.56%

May 25.38% 74.62% 22.28% 77.72% -12.20% 4.15%

June 25.36% 74.64% 21.96% 78.04% -13.41% 4.56%

July 26.30% 73.70% 20.95% 79.05% -20.34% 7.26%

August 26.83% 73.17% 22.21% 77.79% -17.22% 6.32%

September 27.60% 72.40% 21.81% 78.19% -20.96% 7.99%

October 24.45% 75.55% 22.77% 77.23% -6.86% 2.22%

November 23.93% 76.07% 20.15% 79.85% -15.81% 4.97%

December 23.39% 76.61% 20.78% 79.22% -11.15% 3.40%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五：2011-2012 年有線台 VS 無線台廣告收視率各月佔有率比較

表六：2011-2012 年無線電視各頻道平均收視率表現

表七：2011-2012 年有線電視各類型頻道收視率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各類型頻道收視變化

　　2012 年無線電視台均呈現

下滑的現象，尤其是台視跟民視

的衰退幅度最大，主因受黃金檔

節目收視不振有關，在份額的分

配上與 2011 年差異不大。( 如表

六 )

　　有線電視各類型頻道收視

率，以新聞頻道 (28%) 和綜合頻

道 (28%) 為最高占比，成長率最

高為體育頻道 ( 成長 23%) 為最，

歸功於海外選手表現亮眼，音樂

頻道衰退 14%，最高其次日本頻

道和兒童頻道個衰退 7% 與 5%。

( 如表七 )

肆 . 電視媒體廣告量回顧
　　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較

2011 年衰退 8.32%，是歷年來最

大的幅度，尤其無線電視台的跌

幅最重視值得注意的現象。

2011 2012 成長率 2012 年
占有率

台視 0.47 0.38 -19% 20.1%

中視 0.45 0.42 -7% 22.2%

華視 0.31 0.28 -10% 14.8%

民視 1.00 0.81 -19% 42.9%

Channel 
group

Year

2011 2012 成長率 2012 年
占有率

兒童頻道 (5) 0.64 0.61 -5% 6%

其他頻道 1.26 1.46 16% 15%

知識頻道 (4) 0.17 0.17 0% 2%

音樂頻道 (2) 0.07 0.06 -14% 1%

新聞頻道 (9) 2.63 2.73 4% 28%

電影頻道 (8) 0.98 1.03 5% 11%

戲劇頻道 (3) 0.44 0.50 14% 5%

體育頻道 (3) 0.22 0.27 23% 3%

2010 日本頻道 (2) 0.15 0.14 -7% 1%

綜合 19 台 2.67 2.75 3% 28%

Channel 
group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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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Nielsen 電視收視率調查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頻道類型 頻道內容

綜合頻道
衛視中文台、三立都會台、Jet 綜合台、緯來綜合台、TVBSG、GTV 第一台、

中天娛樂台、超視、三立台灣台、東森綜合台、GTV 綜合台、MUCH、
中天綜合台、東風、緯來育樂台、高點、GTV 娛樂 K 台

新聞頻道 TVBS、三立新聞、東森新聞、民視新聞、非凡新聞、TVBS 新聞、年代新聞、
東森財經新聞、台中天新聞

電影頻道 衛視電影台、衛視西片台、東森洋片台、東森電影台、緯來電影台、
龍祥電影台、好萊塢電影台、AXN

兒童頻道 YOYO、MOMOK、Disney、卡通頻道、ANIMAX

戲劇頻道 GTV 戲劇台、緯來戲劇台、東森戲劇台、霹靂頻道

體育頻道 衛視體育、ESPN、緯來體育

知性頻道 國家地理、Discovery、旅遊生活、動物星球

日本頻道 緯來日本、國興衛視

音樂頻道 *V、MTV

others 非凡商業台、Z 頻道、客家頻道

年份 金額 ( 億 ) 成長率

2007 453.77 　

2008 423.65 -6.64%

2009 418.53 -1.21%

2010 502 19.94%

2011 502.47 0.09%

2012 460.66 -8.32%

年份 金額 ( 仟元 ) 成長率

2007 18,141,929 　

2008 18,027,572 -0.63%

2009 17,729,089 -1.66%

2010 24,922,411 40.57%

2011 26,074,811 4.62%

2012 24,058,994 -7.73%

表八：有線電視各類型頻道收視率統計頻道 表十：2007-2012 年五大媒體

有效廣告量統計表

表十一：2007-2012 年電視媒體 ( 無線

               + 有線 ) 有效廣告量統計表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年份 金額 ( 仟元 ) 成長率

2007 4,094,286 　

2008 4,445,461 8.58%

2009 4,343,651 -2.29%

2010 5,060,629 16.51%

2011 4,899,729 -3.18%

2012 3,999,707 -18.37%

年份 金額 ( 仟元 ) 成長率

2007 14,047,643 　

2008 13,582,111 -3.31%

2009 13,385,438 -1.45%

2010 19,861,782 48.38%

2011 21,175,082 6.61%

2012 20,059,287 -5.27%

表十二：2007-2012 年無線電視

有效廣告量統計表

表十三：2007-2012 年有線電視

有效廣告量統計表

2011 2012

排名 媒體 廣告量 
( 仟元 ) 排名 媒體 廣告量

 ( 仟元 )
1 ESPN 1,065,855 1 *SCC/ 衛視中文台 904,864 

2 *SCC/ 衛視中文台 1,033,010 2 *SCM/ 衛視電影台 885,243 

3 *SCM/ 衛視電影台 1,025,740 3 *SMIT/ 衛視西片台 849,578 

4 *SMIT/ 衛視西片台 970,537 4 SANLI/ 三立台灣台 672,312 

5 NGC/ 國家地理頻道 698,121 5 JET 640,300 

6 *V 697,534 6 ASIA/ 東風 630,770 

7 SANLI/ 三立台灣台 690,244 7 *FOXS( 原 *V) 610,224 

8 JET 663,883 8 TVBSN 594,226 

9 ASIA/ 東風 657,962 9 CTiN/ 中天新聞台 590,377 

10 VLSPT/ 緯來體育台 628,852 10 VLSPT/ 緯來體育台 586,210 

11 CTIN/ 中天新聞台 620,956 11 *NGC/ 國家地理頻
道 578,982 

12 TVBSN 620,671 12 VLMAX/ 緯來育樂台 496,144 

13 衛視體育台 576,375 13 CTiV/ 中天綜合台 494,597 

14 VLMAX/ 緯來育樂台 527,131 14 VLM/ 緯來電影台 487,686 

15 VLM/ 緯來電影台 526,307 15 TOP/ 高點綜合台 475,116 

16 VTIV/ 中天綜合台 526,006 16 VLJP/ 緯來日本台 468,044 

17 VLJP/ 緯來日本台 505,061 17 CTiE/ 中天娛樂台 466,771 

18 ONTV/ 緯來綜合台 498,314 18 ONTV/ 緯來綜合 466,638 

19 VLD/ 緯來戲劇台 498,080 19 VLD/ 緯來戲劇台 461,531 

20 CTIE/ 中天娛樂台 492,427 20 ERA/ 年代新聞台 458,188 

表九：2011-2012 年有線電視媒體廣告量 -  前 20 名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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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2011 2012

排名 媒體 廣告量 
( 仟元 ) 排名 媒體 廣告量 

( 仟元 )
1 民視 1,489,650 1 民視 1,144,086 

2 中視 1,389,634 2 中視 1,117,866 

3 台視 1,131,501 3 台視 960,740 

4 華視 981,392 4 華視 777,013 

表十四：2011-2012 年無線電視媒體廣告量電視台廣告量分析

　　無線電視台仍以民視營收居

龍頭地位，有線電視則是衛視中

文台最高。

伍、電視廣告量與廣告主
廣告投資變化
　　2012 年十大廣告主電視廣

告投資量較 2011 年衰退 5.04%，

花王以 6.17 億擠下桂格的 5.54

億 排 名 第 二， 寶 僑 家 品 以 9.76

億仍蟬聯寶座。台灣萊雅投資量

跌出 10 名之內，統一企業以 3.9

億擠進第七名內。( 如表十五 )

電視投資量前十大商品類別

　　2012 年 交 通 工 具， 汽 車 類

維持第一名 (9.63 億 ) 較 2011 年

成 長 7%， 化 妝 保 養 品 類 (9.13

億 ) 成長 14% 排名第二， 電腦

資訊，遊戲軟體 / 線上遊戲 (6.28

億 ) 排名第四衰退 31%，金融財

經，保險和影劇媒體類，西片跌

出排名，新增有交通工具，修旅

車 (4.56 億 ) 和飲料類，茶類飲

料 (4.56 億 )。（如表十六）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2011 2012

排名 媒體 廣告量 
( 仟元 ) 排名 媒體 廣告量

 ( 仟元 )

1 寶僑家品公司 969,465 1 寶僑家品公司 976,669 

2 佳格食品 ( 股 ) 614,853 2 花王 ( 台灣 ) 公司 617,181 

3 花王 ( 台灣 ) 公司 593,519 3 佳格食品 ( 股 ) 554,564 

4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557,869 4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423,068 

5 嬌生企業公司 432,293 5 台灣麥當勞餐廳 ( 股 ) 421,092 

6 台灣麥當勞餐廳 ( 股 ) 416,151 6 聯合利華 ( 股 ) 402,586 

7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397,812 7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390,926 

8 好來化工 ( 股 ) 369,217 8 統一企業 ( 股 ) 390,062 

9 聯合利華 ( 股 ) 368,211 9 嬌生企業公司 341,231 

10 台灣萊雅 ( 股 ) 363,967 10 好來化工 ( 股 ) 309,609 

5,083,357 4,826,988 

成長率 -5.04%

2011 2012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1 交通工具 , 汽車 895,608 1 交通工具 , 汽車 963,923 

2 電腦資訊 , 遊戲軟體
/ 線上遊戲 824,886 2 化妝保養品類 ,

保養品 913,101 

3 化妝品保養品類 ,
保養品 781,533 3 食品類 , 速食店 666,272 

4 食品類 , 速食店 722,961 4 電腦資訊 , 遊戲軟體
/ 線上遊戲 628,908 

5 家用品類 , 牙膏 599,213 5 其他類 , 政府機構 606,722 

6 金融財經 , 保險 552,241 6 家用品類 , 牙膏 515,555 

7 服務類 , 超市、
便利商店 514,280 7 服務類 , 超市、

便利商店 498,938 

8 影劇媒體類 , 西片 513,186 8 交通工具 , 休旅車 456,774 

9 其他類 , 政府機構 505,260 9 飲料類 , 茶類飲料 456,062 

10 化妝品保養品類 ,
一般保養品 487,627 10 化妝保養品類 ,

一般保養品 443,961 

　 　 6,396,795 　 　 6,150,216 

　 　 　 　 成長率 -3.85%

表十五：2011-2012 年電視投資量前十大廣告主

表十六：2011-2012 年有線電視媒體廣告量 - 前 20 名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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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2011 2012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1 佳格食品 ( 股 ) 157,489 1 佳格食品 ( 股 ) 130,894 

2 寶僑家品公司 132,753 2 統一企業 ( 股 ) 108,713 

3 台灣萊雅 ( 股 ) 123,311 3 花王 ( 台灣 ) 公司 85,404 

4 花王 ( 台灣 ) 公司 110,260 4 寶僑家品公司 85,375 

5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108,483 5 台灣萊雅 ( 股 ) 80,276 

6 統一企業 ( 股 ) 102,854 6 三洋藥品工業 ( 股 ) 69,993 

7 台灣麥當勞餐廳 ( 股 ) 92,527 7 大裕 ( 股 ) 69,480 

8 嬌生企業公司 81,287 8 台灣麥當勞餐廳 ( 股 ) 69,332 

9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79,551 9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68,070 

10 三洋藥品工業 ( 股 ) 64,537 10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66,061 

　 　 1,053,052 　 　 833,599 

　 　 　 　 成長率 -20.84%

2011 2012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1 寶僑家品公司 836,712 1 寶僑家品公司 891,294 

2 花王 ( 台灣 ) 公司 483,259 2 花王 ( 台灣 ) 公司 531,777 

3 佳格食品 ( 股 ) 457,364 3 佳格食品 ( 股 ) 423,670 

4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449,386 4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357,007 

5 嬌生企業公司 351,006 5 台灣麥當勞餐廳 ( 股 ) 351,760 

6 好來化工 ( 股 ) 325,736 6 聯合利華 ( 股 ) 343,896 

7 台灣麥當勞餐廳 ( 股 ) 323,624 7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322,855 

8 統一超商 ( 股 ) 公司 318,261 8 嬌生企業公司 295,251 

9 聯合利華 ( 股 ) 305,931 9 統一企業 ( 股 ) 281,349 

10 中華電信 ( 股 ) 公司 241,902 10 好來化工 ( 股 ) 263,999 

　 　 4,093,181 　 　 4,062,858 

　 　 　 　 成長率 -0.74%

表十七：2011-2012 年無線電視台前十大廣告主

表十八：2011-2012 年有線電視台前十大廣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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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資料來源 : Nielsen 廣告監播服務

2011 2012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1 其他類 , 政府機構 187,231 1 其他類 , 政府機構 196,846 

2 化妝品保養品類 ,
一般保養品 169,795 2 化妝保養品類 ,

保養品 162,754 

3 食品類 , 速食店 142,035 3 交通工具 , 汽車 114,832 

4 醫藥美容類 ,
感冒咳嗽藥 123,150 4 食品類 , 速食店 109,849 

5 交通工具 , 汽車 115,774 5 醫藥美容類 ,
感冒咳嗽藥 104,759 

6 飲料類 , 茶類飲料 114,890 6 飲料類 , 茶類飲料 94,598 

7 服務類 , 超市、
便利商店 112,489 7 醫藥美容類 ,

保健口服液 91,814 

8 化妝品保養品類 ,
一般保養品 106,703 8 服務類 , 超市、

便利商店 91,243 

9 金融財經 , 保險 101,321 9 家用品類 , 牙膏 76,510 

10 醫藥美容類 ,
保健口服液 98,595 10 金融財經 , 保險 75,099 

　 　 1,271,983 　 　 1,118,306 

　 　 　 　 成長率 -12.08%

2011 2012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排名 名稱 金額 ( 仟元 )

1 交通工具 , 汽車 779,834 1 交通工具 , 汽車 849,091 

2 電腦資訊 , 遊戲軟體
/ 線上遊戲 755,573 2 化妝保養品類 , 保養

品 750,347 

3 化妝品保養品類 , 保
養品 611,738 3 電腦資訊 , 遊戲軟體

/ 線上遊戲 590,474 

4 食品類 , 速食店 580,926 4 食品類 , 速食店 556,423 

5 家用品類 , 牙膏 513,356 5 家用品類 , 牙膏 439,045 

6 影劇媒體類 , 西片 469,696 6 交通工具 , 休旅車 412,140 

7 金融財經 , 保險 450,920 7 其他類 , 政府機構 409,876 

8 服務類 , 超市、便利
商店 401,791 8 服務類 , 超市、便利

商店 407,695 

9 化妝品保養品類 , 一
般保養品 380,924 9 影劇媒體類 , 西片 389,716 

10 交通工具 , 休旅車 376,169 10 化妝保養品類 , 一般
保養品 372,157 

　 　 5,320,927 　 　 5,176,963 

　 　 　 　 成長率 -2.71%

表十九：2011-2012 年無線電視台前投資量十大商品類別

表二十：2011-2012 年有線電視台前投資量十大商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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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廣播媒體
發展與回顧
文︱香港商傳立媒體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前言
　　2012 年 全 球 經 濟 疲 軟， 國

內亦受到都市更新計畫的停擺，

以及 10 月實價登錄開放查詢等

重大因素影響，導致房地產業的

整體廣告量減少了 12%，而單就

廣播媒體看來，房地產業廣告量

更是大幅度衰退了 35%，致使廣

播整體廣告量出現 14% 的負成

長。

　　然而，廣播媒體在五大媒體

投資當中仍保有 8% 以上佔比，

近五年佔比亦維持在 8~9% 之間

的投資水平，顯示廣告主仍有一

定的媒體預算穩定投放廣播。雖

然廣播接觸率近年有小幅度的下

滑，但其低成本、高播放率之特

性，藉由反覆播送有助廣告記憶

度的加強，仍受到特定廣告主的

喜愛。

　　從尼爾森廣播大調查數據

中得知，收聽廣播的群眾仍以

20~49 歲 上 班 族 為 主，50~59 歲

的收聽率亦表現不低；收聽地點

主要在車上，其次是家中、工作

場所；收聽時段集中在上、下班

通勤時段及白天辦公時間；廣播

收聽設備以汽車音響為主要使

用，另外近兩年使用網際網路或

手機收聽的比例皆在 15% 以上，

可以感受到廣播受惠於網路和智

慧型手機的蓬勃發展持續帶動數

位收聽的風潮。

壹、整體市場回顧
近兩年廣播媒體投資量穩定

　　在傳統五大媒體投資方面，

電視媒體一直都是廣告主投資的

重點，近五年投資組合選擇除了

五大媒體之外並且逐漸加重網

路，因此壓縮到四大媒體的投資

佔比，當中尤其以平面媒體的報

紙媒體為劇，報紙廣告量佔比從

2008 年的 26% 跌落至 2012 年僅

有 21%（如圖一）。近五年廣播

投資佔比皆維持一定的比例，廣

播投資比例為 8~9% 浮動差距甚

小，說明廣播仍是電視媒體之外

的主要輔助媒體投資之一，不易

受景氣變動影響廣告投放。

　　2012 年五大媒體的廣告量

挹 注 較 2011 年 衰 退 8%（ 如 表

一），比較近五年的平均值則是

微 幅 成 長， 在 2008 ~2009 年 持

續衰退但 2010 年經濟開始復甦

之後，2011 年民生消費信心和

廣告量投資都已明顯地進入穩

定期。2012 年廣播投資量相較

2011 年跌幅達到 14%，主要受

到 2012 年全台灣都市更新計畫

的停擺，以及 2012 年 10 月實價

登錄開放查詢等重大因素影響，

導致房地產業的廣播廣告量大幅

衰退了 34 %，也確實為廣播廣

告量下降的主因之一。

資料來源：尼爾森 Xprn 廣告量統計，依 MAA 權值調整

圖一：2008 ~2012年五大媒體廣告投資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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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有收聽 23.8% 23.5% 23.1% 21.1% 19.2%

沒有收聽 76.2% 76.5% 76.9% 78.9% 80.8%

表三：2008~2012 年廣播收聽率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11-12 年
成長 % 近五年平均 近五年成長%

無線 4,445,461 4,343,727 5,060,372 4,899,729 3,999,707 -18% 4,473,880 -11%

有線 13,582,111 15,819,024 19,409,020 21,175,083 20,059,287 -5% 17,348,695 16%

報紙 11,078,926 10,008,855 11,955,662 10,674,409 9,522,068 -11% 11,151,317 -15%

雜誌 6,050,076 5,058,416 5,549,827 5,677,641 5,340,950 -6% 5,686,934 -6%

廣播 3,838,629 3,761,484 4,482,840 4,139,539 3,555,347 -14% 3,924,752 -9%

戶外 3,369,590 2,861,572 3,290,357 3,680,283 3,589,006 -2% 3,357,033 7%

Total 42,364,793 41,853,078 49,748,079 50,246,684 46,066,365 -8% 45,942,610 0%

表一：2008 ~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尼爾森 Xprn 廣告量統計，依 MAA 權值調整

資料來源：尼爾森媒體大調查 / 目標群：12-65 歲全體 / 昨天廣播收聽率
                    2012 年媒體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全體 / 昨天廣播收聽率 

 　　 不 過 同 時 在 2012 年， 台

灣政府對活動的廣告總投注量

增加，在廣播廣告方面就多了

20％左右、電信業者的廣告量也

成長了近 35％，而金融證券業

更有 90％的大幅度成長（如表

二），顯示部份產業因廣播媒體

低成本、高播放率及地域性的特

質，仍持續投資廣播，甚至是加

碼投資。

名稱 2011 廣告金額 2012 廣告金額 11-12 年
成長 %

其他類 ,
政府活動 98,091 118,032 20%

電話事務機類 ,
電信業服務 48,534 65,760 35%

金融財經 ,
證券期貨 12,664 24,030 90%

單位：千元

表二：2011 ~ 2012 年主要商品類別廣告量

資料來源：尼爾森 Xprn 廣告量統計，依 MAA 權值調整

貳、廣播收聽概況
一、廣播收聽率

　　由廣播收聽率數據得知（表

三），廣播媒體的收聽率雖然逐

年下滑，但 2011 年昨日廣播收

聽率仍在 20% 左右，表示收聽

族群具有高度黏著性，並且長期

習慣接觸廣播媒體。

二、廣播聽眾的輪廓

　　根據近五年收聽廣播聽眾的

輪廓顯示（如表四）：主力聽眾

年齡層為 20~59 歲，工作狀況集

中於工作者，顯示出接觸廣播者

多為藍、白領階級的上班族，且

相較於 2011 年微幅上升；特別

值得注意在 2012 年各個年齡層、

學生的收聽率均較 2011 年降低，

可能是受到多元的媒體接觸管道

影響而導致聽眾減少收聽廣播的

機會。就廣告主而言，未來廣告

投資需要更明確掌握溝通對象，

運用廣播的分區域及頻道屬性精

準地投遞訊息予目標族群，使得

廣告經濟效益達到最大化。

三、收聽地點與收聽設備

　　2012 年 收 聽 廣 播 的 地 點，

以車上廣播（自用車 / 貨運車）

收聽居冠，其次依序為家中、工

作場所（如圖二）。另外，近五

年收聽廣播的使用設備以汽車音

響居多，其次為收音機 / 音響設

備，但透過網際網路與手機收聽

的比例在近兩年都在 3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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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07-2010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5 歲 / 昨天收聽廣播
                    2011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 / 昨天收聽廣播
                    2012 年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全體 / 過去七天廣播收聽率
* 註：2007-2010 年之年齡級距為 60-65 歲；2011-2012 年之年齡級距分為 60-64 歲，並增加 65-69
　　   歲之年齡層

%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性別
男性 56.7 55.7 53.7 53.3 55.6

女性 43.3 44.3 46.3 46.7 44.4

年齡

12~19 歲 11.8 9.6 8.2 7.9 6.9

20~29 歲 20.2 19.5 19.0 18.5 15.8

30~39 歲 27.5 27.1 27.1 26.7 26.0

40~49 歲 25.0 26.2 24.8 22.9 24.9

50~59 歲 13.1 14.7 16.8 16.8 18.0

60~65 歲 * 2.4 2.9 4.1 3.3 5.8

65~69 歲 - - - 3.9 2.6

工作狀況

工作者 72.2 71.6 69.0 70.6 71.1

學生 15.0 12.6 12.6 11.7 10.3

家庭主婦 7.8 9 10.2 9.8 10.0

沒有工作或
退休 4.7 6.6 8.1 7.8 8.5

表四：2008~2012 年收聽廣播之聽眾輪廓

（如圖三之一）。在使用手機收

聽廣播對象當中，又以 20~39 歲

和上班族佔比最高，20~39 歲達

到 54.3%，工作的上班族更高達

63.6%（如圖四）。以上數據表

現說明了網路及手機收聽的新介

面增加了年輕上班族群的廣播收

聽率，未來廣告主在投資廣播媒

體上可多善加利用，並且給予有

別傳統途徑的網路線上廣播發展

持續關注。

四、上班族白天時段長時間依賴

廣播

　　收聽者的廣播收聽時段明

顯呈現 M 字型曲線（圖五）。

通勤時段及辦公時段一向為收

聽廣播的尖峰時間；2012 年的

收 聽 時 段 當 中 以 08:00~10:59、

14:00~16:59 的 數 字 表 現 最 為 出

色。2012 年相較 2011 年而言，

因詢問方式從昨日收聽時段改為

過去七天收聽時段，造成各收聽

時段的收聽比例上升外，白天的

收聽比例明顯增加，所以廣告主

可以投資白天時段來接觸工作者

這群最有消費力的族群。

五、廣播電台異動：

　　2009 年： Hit FM 聯播網與

台北之音合併成「台北之音 Hit 

Fm 聯 播 網， 自 原 頻 率 FM91.7

異 動 至 FM107.7( 原 台 北 之 音

頻 率 )、 台 北 流 行 音 樂 廣 播 電

台 更 名 POP Radio 台 北 流 行

音 樂 電 台， 自 FM107.7 異 動 至

FM91.7。

　　2010 年： 中 廣 新 聞 網 自 原

資料來源：2012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昨日收聽廣播 / 昨日週間收聽廣播地點

圖二： 2012年昨天週間收聽廣播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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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2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昨日收聽廣播 / 昨日週末收聽廣播地點

資料來源：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昨日收聽廣播的人 / 平常收聽廣播設備

資料來源：2012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昨天收聽廣播的人 / 平常使用手機收聽

圖三之一： 2012年昨天週末收聽廣播地點

圖四：2012年平常使用手機收聽－（一） 年齡層、（二） 工作狀況

圖三之二：2011~2012年平常收聽廣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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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0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5 歲昨天收聽廣播
　　　　　2011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昨天收聽廣播
　　　　　2012 年尼爾森廣播大調查 / 目標群：12-69 歲過去七天收聽廣播

     圖五：2010~2012年收聽廣播時段表現

頻 AM657 異動至 AM648、中廣

鄉親網自原頻率 AM954 異動至 

AM963)、中廣客家網自原頻率

AM747 異動至 AM531。

　　2011 年： 中 廣 客 家 網 更 名

中廣 I GO 531。

　　2012 年： 寶 島 新 聲 電 台 與

主人電台合併成「寶島聯播網」；

Hit FM 聯播網新增宜蘭中山廣

播電台 FM 97.1。

結語
　　從整體廣告量及媒體工具投

資佔比的穩定性看出，廣播對企

業主與消費者而言在未來仍是不

可或缺的傳統媒體之一，尤其當

企業的總廣告預算減少，就有更

大的機會選擇成本相對划算的廣

播廣告。

　　不論是最常接觸廣播的工作

者或學生或家庭主婦，即使媒體

接觸工具日趨廣泛，但廣播收聽

習慣仍舊存在各個族群，例如：

上班族利用收聽廣播渡過繁忙的

工作時間、學生靠著廣播音樂伴

以讀書時光，還有大部分習慣在

車上收聽廣播的駕駛，廣播已經

成為了長時間、常態性的媒體接

觸工具。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蓬勃發

展，消費者當中尤其年輕族群對

於網路有著高依賴度，使得一般

傳統媒體工具紛紛跟進數位化，

廣播媒體也不例外，已有許多廣

播電台透過網路與電台同步播

放，讓聽眾可以在線上收聽，尤

其是對於上班族更是方便，除了

傳統的收音機之外亦可利用網路

收聽，大大提高廣告接觸面，線

上廣播在未來是相當具有發展力

的數位媒體。此外，廣播也是一

個很好的分眾平台，在媒體使用

習慣、和使用時間上，網路跟廣

播有高度相容的特性，非常適合

透過廣播做為跨媒體平台的宣傳

與操作。未來，廣播收聽及網路

廣告的跨媒體整合，將會是新的

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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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雜誌媒體回顧
文︱喜思媒體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前言
　　2012 年， 儘 管 有 台 灣 和 美

國兩個總統選舉，四年一度的奧

運；但因歐債危機未解、油電雙

漲、夏秋颱風及美國財政懸崖等

影響，前三季整體廣告量相對去

年同期下滑 5.7%；第四季受國

際整體經濟好轉影響，經濟略微

回穩；但整年度較 2011 年下滑

8.3%，為 2010 年反轉復甦後首

度轉為負成長，不過廣告總量仍

高於金融海嘯時期。

　　 雜 誌 廣 告 量 亦 為 自 2009

年金融海嘯逆勢反彈以來，首

次 出 現 下 滑 現 象， 由 2011 年

五億七千萬，降至五億三千萬，

下滑程度達 5.9%，僅次於無線

電視、廣播及報紙。

壹、市場回顧
1.

年度 雜誌種類 每百戶
雜誌份數

整體
閱讀率 (%)

月刊上個月
閱讀率 (%)

雙週刊上兩
週閱讀率

(%)

週刊上週
閱讀率 (%)

2012 NA* NA* 30.2 22.3 6.8 17.5

2012 / 2011 NA* NA* -0.3 +0.4 -1.3 +0.2

2011 NA* NA* 30.5 21.9 8.1 17.3

2011 / 2010 NA* NA* +0.9 +0.3 +1.0 -0.5

2010 NA* NA* 29.6 21.6 7.1 17.8

2010 / 2009 NA* NA* +1.1 +2.8 +4.8 +1.7

2009 NA* NA* 28.5 18.8 2.3 16.1

2009 / 2008 NA* NA* -3.2 -2.0 -0.4 -1.7

2008 NA* NA* 31.7 20.8 2.7 17.8

2008 / 2007 NA* NA* -0.5 -1.8 -0.3 0.8

2007 NA* NA* 32.2 22.6 3.0 17.0

2007 / 2006 NA* NA* -1.5 -0.4 1.0 1.0

2006 NA* NA* 33.7 23.0 2.0 16.0

2005 NA* NA* 35.2 23.3 1.9 14.8

2004 NA* NA* 36.7 28.3 2.1 17.1

2003 NA* 16.3 32.9 23.2 3.1 18.0

2002 8,140 18.3 34.2 25.4 1.6 18.2

2001 7,236 19.1 36.5 28.1 1.6 19.4

 表一：2001 ~ 2012 雜誌閱讀率

資料來源：主計處 +Nielsen 媒體大調查
註：* 雜誌總類與每百戶雜誌份數已無統計

儘管雜誌閱讀率並無明顯下

滑，但現代人對網路的依賴及

黏著度愈加嚴重，加上平面電

腦日益更新，價格也越來越平

易近人，雜誌數位化已經從趨

勢發展為必備條件；姑且不論

數位化的訂閱收入和成本是否

符合效益，雜誌數位化顯然已

經成為雜誌業者在業界的一個

指標，各類雜誌的龍頭，幾乎

都出了數位版，雜誌數位化競

爭的時代正式來臨。

幾 十 年 來，《 新 聞 週 刊 》 與

《時代雜誌》、《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並列全美三大時事

週刊，曾經是千百萬美國和全

球讀者仰賴的重要新聞來源之

一。 自《 美 國 新 聞 與 世 界 報

導》於 2010 年停發紙本版後，

創刊 80 年的《新聞週刊》也

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出 了 最

後一期紙本版，完全轉為網路

訂購，並於 2013 年 2 月改名

2. 為 ”Newsweek Global”， 為

2012 年全球雜誌界的大事；

另一方面，英國的《經濟時人

週刊》卻反而逆勢成長，中間

的差異及時事週刊類雜誌未來

的走向如何，是未來台灣雜誌

界要多加觀察的注目焦點。

跨媒體合作為成為一個趨勢：

陶晶瑩所經營的姊妹淘網站，

及三立電視台於 2012 年底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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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推 出《 姊 妹 淘 babyou》、

《華流雜誌》等兩本雜誌；《姊

妹淘 babyou》將網路的資源

整合，以探討現代都會女性心

理為主要內容，為三個月一次

的季刊，無論是不是網站的讀

者，季刊內容都是另一個與網

站相輔相成與讀者溝通的另一

個管道。《華流雜誌》則為三

立電視台為提昇自家電視台藝

人及偶像劇知名度的雜誌，由

於三立長期經營國語偶像劇，

也因此捧紅許多藝人，雜誌也

在香港發行，除了可滿足粉絲

窺探藝人螢幕下生活的慾望，

也可推廣其所經營的華劇於國

外的市場。

繼 2011 年《GOMAJI 團購誌》

創 刊，2012 年 另 一 團 購 網 站

17Life 也出了雙月刊《17Life.

com 玩樂誌》，顯示團購市場

仍有其發展空間，同時也是另

一個跨媒體的例子。但老牌八

卦雜誌《第一手報導》及知識

類雜誌龍頭《國家地理雜誌中

文版》的停刊，也顯示同質性

高無自己特色，及非時事類的

小眾雜誌的生存空間被擠壓，

競爭仍然激烈。

另外於國外出版多年為數位趨

勢龍頭的《Wired》雜誌，也

在萬眾期待中終於於 2012 年 1

月開始發行中文版，《Wired》

是以網站為主，紙本為輔的雜

誌，網站上每天都有科技、3C

界最新消息，堪稱為走在數位

潮流最先端的一份數位型雜

4.

5.

誌，其經營模式是否可以在台灣

目前的雜誌，或者是數位雜誌中

存活，也是未來非常值得觀察的

發展。

貳、閱讀率分析

整體閱讀率呈現持平或小幅成長

局面

　　雜誌整體閱讀率雖在 2012

年略微下跌 0.3%，但仍維持去

年超過三成的高閱讀率，到達

30.2%， 其 中 雙 週 刊 大 幅 下 滑

1.3%，跌破 7%，月刊、週刊皆

有小幅成長。至於在男女性別佔

比、年齡層分佈與區域閱讀習慣

等數字上，整體分佈則與往年大

致相仿。（表一、表二）

五大媒體中，最標準的分眾媒體

　　整體來說，女性閱讀率一向

高於男性，主要是除了財經／行

銷管理、新聞時事、男性／時尚

流行三類雜誌，男性閱讀率高於

女性外，其餘各類型雜誌女性閱

讀率皆大幅超過男性，女性則是

在女性／時尚流行、生活消費、

圖一： 2011~2012年雜誌閱讀率

健康／醫療／保健及婦女／家庭

／育兒等四類遙遙領先，顯示女

性在藉由雜誌獲得資訊部分，特

別是生活相關資訊，要比男性來

的積極。閱讀率結果男女閱讀率

比例差距前幾名為：女性 - 女性

／時尚流行類（1 : 6）、婦女／

家庭／育兒類（1 : 2.8）、健康

／醫療／保健類（1 : 1.85）；男

性則除了男性／時尚流行類（1 : 

2.35）最高外，其餘差距皆未超

過 10% 的閱讀率。

團體環境中，雜誌閱讀機會變多

　　雜誌取得來源，僅有公共場

所 增 加 1.6% 到 達 23.9%， 其 他

來源皆減少，尤其傳閱減少 1.4%

降至 6.8%，顯示受到景氣影響，

大家越來越不願意花錢購買雜

誌，甚至租閱雜誌，即使買了雜

誌，可能保留自己長時間精讀，

而較少借或轉給旁人；除了顯示

雜誌閱讀的分享傳閱性仍相當重

要，編輯式廣告對這些人的影響

可能較以往大。( 表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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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1~2012年雜誌取得來源

年度 男 (%) 女 (%) 12-19 歲
(%)

20-29 歲
(%)

30-39 歲
(%)

40-49 歲
(%)

50-59 歲
(%) 北部 (%) 中部 (%) 南部 (%) 東部 (%) 大台北

(%)

2012 28.4 32.6 28.6 44.2 42.9 29.4 13.3 35.1 27.4 28.3 15. 38.1

2011 28.7 32.5 28.4 47 42 28.4 12.6 34.6 27.1 29.9 14.3 38

2010 27.3 31.9 28.8 47.4 40.4 25.2 10.8 34 27.7 26.6 15.3 36.8

2009 24.6 32.5 26.3 41.7 36.9 24.4 14.3 34.6 23.9 24.6 20.5 39.1

2008 28.3 35.2 32.4 45.5 39.6 26.1 17.3 33.0 29.9 32.0 27.1 35.1

2007 28.1 36.4 32.9 46.5 39.3 27.3 16.8 34.3 29.5 32.1 27.8 34.1

2006 27.3 36.4 35.0 47.1 37.5 24.8 16.6 34.8 28.6 30.6 29.8 35.1

2005 30.6 40.0 39.0 49.0 38.5 27.8 17.1 35.8 33.1 37.1 30.4 34.2

2004 32.2 41.3 36.5 53.5 42.0 26.2 18.4 36.2 33.5 40.0 38.7 36.3

2003 27.9 38.2 32.8 48.0 37.4 25.4 13.9 36.5 24.5 34.9 33.9 38.1

2002 29.1 39.5 37.1 52.7 34.9 24.8 13.5 38.7 28.4 33.3 30.0 41.3

2001 32.7 40.3 39.2 55.2 38.2 24.2 14.9 43.0 31.9 31.6 32.2 47.2

表二：2001~2012 年雜誌閱讀率變化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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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59 歲 (%) 影視娛樂雜誌 (%) 財經／行銷管理
類雜誌 (%) 新聞時事雜誌 (%) 女性／時尚流行

類雜誌 (%) 生活消費雜誌 (%)

閱讀率 32.1 26.4 19.9 14.5 12.0 11.7

性別 
 男性 50.4 43.3 54.2 52.1 14.2 39.5

 女性 49.6 56.7 45.8 47.9 85.8 60.5

年齡

 12-19 14.8 11.3 8.0 9.2 14.6 9.1

 20-29 20.1 26.0 25.9 25.0 29.6 26.4

 30-39 22.8 29.8 30.6 30.7 31.5 33.1

 40-49 22.2 22.7 23.4 23.6 19.2 22.7

 50-60 20.1 8.1 10.0 9.1 4.1 7.5

地區
分佈

 北部 43.6 53.5 52.4 54.5 52. 57.7

 中部 24.7 20.8 22.3 27.5 21.5 20.6

 南部 27.3 23.4 23.4 15.5 24.1 19.9

 東部 4.3 2.3 2.0 2.4 2.4 1.8

 大台北 25.3 35.1 35.1 29.9 30.6 37.0

工作
狀況

 男性工作者 35.3 32.1 42.1 40.8 10.8 31.6

 女性工作者 24.6 32.7 28.3 30.2 51.1 37.4

 沒有工作 6.3 5.4 4.6 3.7 5.0 3.4

 退休 1.7 1.4 1.6 2.7 0.6 0.7

 學生 19.4 18.2 16. 15.0 22.5 16.1

 家庭主婦 12.5 10.1 7.0 7.3 9.6 10.4

2012 年 12-59 歲 (%) 休閒旅遊
類雜誌 (%)

健康／醫療／
保健類雜誌 (%)

婦女／家庭／
育兒類雜誌 (%)

男性／時尚流行
類雜誌 (%)

 語言學習類雜誌
(%)

閱讀率 32.1 8.4 7.4 7.2 5.3 5.0

性別 
 男性 50.4 45.4 35.1 26.3 70.1 45.5

 女性 49.6 54.6 64.9 73.7 29.8 54.5

年齡

 12-19 14.8 10.1 5.0 6.3 10.5 32.2

 20-29 20.1 28.2 17.3 18.1 36.4 32.0

 30-39 22.8 34.8 31.5 41.2 32.2 20.5

 40-49 22.2 21.0 28.5 24.2 17.1 12.1

 50-60 20.1 5.7 14.5 7.6 3.9 2.3

地區分佈 

 北部 43.6 50.9 52.0 52.6 50.8 48.5

 中部 24.7 23.4 19.6 19.0 24.7 19.9

 南部 27.3 23.1 26.1 26.2 22.3 28.4

 東部 4.3 2.6 2.3 2.1 2.3 3.2

 大台北 25.3 34.1 39.9 36.7 30.0 34.0

工作狀況 

 男性工作者 35.3 36.1 28.7 20.6 51.8 21.4

 女性工作者 24.6 33.7 41.2 47.7 18.5 21.5

 沒有工作 6.3 5.0 3.9 4.5 4.7 4.8

 退休 1.7 0.5 3.3 1.5 0.5 0.6

 學生 19.4 17.3 10.3 9.3 20.8 47.1

 家庭主婦 12.5 7.0 12.1 15.9 3.0 4.5

表三之一：2012 年雜誌讀者輪廓分析

表三之二：2012 年雜誌讀者輪廓分析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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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家中訂閱 (%) 公共場所 (%) 學校 /
公司訂閱 (%) 零買 (%) 傳閱 (%) 其他 (%) 出租 / 網咖 (%)

2012 4.1 23.9 9.5 13.3 6.8 1.2 1.5

2012/ 2011 -0.2 +1.6 +0.1 -0.4 -1.4 - -0.5

2011 4.3 22.3 9.4 13.7 8.2 1.2 2.0

2011 / 2010 -0.3 1.0 1.1 -1.3 -0.9 0.1 -

2010 4.6 21.3 8.5 15 9.1 1.1 2.0

2010 / 2009 1.4 0.7 1.2 6.5 0.2 -3.8 0.2

2009 3.2 20.6 7.3 8.5 8.9 4.9 1.8

2009 / 2008 -0.6 0.7 -0.1 -2.5 0.1 1.6 0.1

2008 3.8 19.9 7.4 11.0 8.8 3.3 1.7

2008 / 2007 -0.5 -0.5 -0.3 -1.3 -2.3 1.4 -0.5

2007 4.3 20.4 7.7 12.3 11.1 4.7 2.2

2007 / 2006 0.3 -0.6 -0.3 -0.7 1.1 -1.3 0.2

2006 4.0 21.0 8.0 13.0 10.0 6.0 2.0

2005 4.3 23.2 7.5 14.9 14.2 6.6 2.2

2004 5.9 25.0 7.7 14.9 15.5 4.8  2.2

2003 5.2 21.6 6.9 15.3 15.1 3.4 -

表四：2003~2012 年雜誌取得來源比較

資料來源：Nielsen 媒體大調查

參、廣告量分析

　　2012 年各媒體廣告量全面

下滑，台灣整體市場廣告量約

為 460.7 億 元， 較 2011 年 下 滑

8.3%，為 2010 年反轉復甦後首

度轉為負成長，不過廣告總量仍

高於金融海嘯。雜誌雖然廣告量

略微下滑，但佔比卻因無線電視

廣告量大減，而略有成長。與

2011 年相同，雜誌的廣告量較

無線電視多，約 53.4 億元，在

六大傳統媒體中排名第三，佔比

略微提高至 11.6%。（表五、表

六）

　　雜誌的前十大產業與 2011

年相同，保養品類別仍以 7.8%

的 高 佔 比（ 廣 告 量 小 幅 下 滑

7.4%）佔據第一，房地產持續疲

弱，連三年下滑至第三位，廣告

量與 2011 年相比，更大幅減少

圖三：2012年五大媒體廣告量

25%），鐘錶類廣告量沒有明顯

增加，但在房產廣告量下滑的狀

況下，升至第二名。（表七 ) 

　　前十大廣告企業主中，有七

名為日用或保養品產業，和泰汽

車重新回到前十的行列，新進榜

的有同是資生堂集團的法徠麗，

以《我的美麗日記》展現強烈企

圖心的統一藥品，及與寶僑一

樣，日用品大家的花王集團。

保養品仍為雜誌媒體的主要投

資者，但與 2011 年相較，受整

體經濟不景氣影響，廣告量下

滑了 7.4%，但精品類卻逆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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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無線 有線 報紙 雜誌 廣播 戶外 合計

2012 3,999,707 20,059,287 9,522,068 5,340,950 3,555,348 3,591,644 46,069,003

2011 4,899,729 21,175,082 10,674,408 5,677,641 4,139,539 3,680,282 50,246,681

2010 5,060,372 19,409,020 11,955,662 5,549,827 4,482,840 3,290,357 49,748,079

2009 4,343,651 15,819,154 10,008,866 5,058,703 3,761,484 2,861,572 41,853,430

2008 4,445,461 13,582,111 11,078,926 6,050,076 3,838,620 3,369,590 42,364,784

2007 4,094,286 14,047,643 13,667,979 6,444,696 3,770,670 3,351,388 45,376,662

2006 4,125,130 14,906,171 14,771,396 6,359,225 3,965,920 3,650,537 47,778,379

2005 4,352,728 16,677,636 15,547,064 6,545,124 3,076,384 2,844,436 49,043,372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產業別 雜誌量 % 產業別 雜誌量 % 產業別 雜誌量 %

保養品 414,485 7.8 保養品 447,345 7.9 建築 363,861 6.6

鐘錶 234,352 4.4 建築 304,514 5.4 保養品 363,621 6.6

建築 228,907 4.3 鐘錶 233,074 4.1 鐘錶 199,348 3.6

汽車 176,722 3.3 汽車 181,464 3.2 汽車 173,113 3.1

綜合服飾 /
配件 152,637 2.9 珠寶黃金 141,670 2.5 運動休閒眼鏡 132,032 2.4

珠寶黃金 135,294 2.5 運動休閒服飾 134,900 2.4 政府機構 116,019 2.1

政府機構 135,294 2.5 綜合服飾 / 精品 119,224 2.1 珠寶黃金 114,972 2.1

綜合化妝保
養品 112,246 2.1 政府機構 113,191 2.0 一般保養品 109,289 2.0

運動休閒服
飾 110,308 2.1 威士忌 109,669 1.9 粉底系列 108,146 1.9

威士忌 108,859 2.0 綜合化妝保養品 102,576 1.8 綜合服飾 / 精品 100,685 1.8

合計 1,798,689 33.7 合計 1,887,627 33.2 合計 1,781,086 32.1

年度
雜誌總量及佔全體廣告量比 六大媒體總量

金額 ( 百萬
元 ) 佔有率 (%) 成長率 (%) 金額 ( 百萬

元 ) 成長率 (%)

2012 5,341 11.6 -5.9 46,069 -8.3

2011 5,678 11.3 2.3 50,247 1

2010 5,550 11.1 9.7 49,748 19

2009 5,058 12.1 -16.4 41,853 -1

2008 6,050 14.3 -6.1 42,365 -6.6

2007 6,444 14.2 1.3 45,376 -5

2006 6,359 13.3 -2.8 47,778 -2.5

2005 6,545 13.3 2.3 49,043 -10.1

表五：2005~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     

表七：2010~2012 年雜誌媒體的前十大產業別

表六：2005~2012 年雜誌廣告總量佔比

資料來源：尼爾森廣告量

資料來源：尼爾森廣告量

資料來源：尼爾森廣告量

長 28%，可見 M 型社會的消費

模式仍持續發展。而 2012 年前

十大廣告主投資金額整體下滑了

3.8%，十家中僅有四家投資金額

有些微的成長。（表八）

　　再看到前十大產業之媒體投

資組合部份，無線電視、報紙、

雜誌、戶外媒體大致與去年持

平，廣播身為輔助媒體，下滑了

兩個百分點，有線電視於 2012

年大幅上升四個百分點，連續 5

年成長。（表九） 單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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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廣告主 廣告量
( 仟元 ) 廣告主 廣告量

( 仟元 ) 廣告主 廣告量
( 仟元 )

1 寶僑家品 111,824 寶僑家品 111,606 寶僑家品 100,679

2 台灣萊雅 100,134 台灣萊雅 110,551 台灣萊雅 97,605

3 美商怡佳 87,900 美商怡佳 87,413 美商怡佳 75,234

4 香奈兒精品 74,405 香奈兒精品 78,307 香奈兒精品 72,969

5 香港商歷峰亞太 69,330 香港商歷峰亞太 60,699 和泰汽車 45,112

6 台灣資生堂 52,901 台灣資生堂 50,932 香港商歷峰亞太 44,948

7 法徠麗 39,918 台灣高絲化妝品 44,393 台灣資生堂 41,251

8 統一藥品 ( 股 ) 38,794 中華電信 42,682 香港商
克麗絲汀迪奧 40,569

9 和泰汽車公司 35,231 台灣斯沃琪瑞表 41,002 台灣斯沃琪瑞表 39,994

10 花王 ( 台灣 ) 公司 35,074 香港商
克麗絲汀迪奧 39,693 法徠麗國際 35,571

合計 645,509 593,931 667,278

雜誌總量　 5,340,950 5,549,827 5,677,641

佔有率 12.1% 10.7% 11.8%

表八：2010~2012 年雜誌媒體前十大廣告主

資料來源：尼爾森廣告量

年度 無線電視
(%)

有線電視
(%) 報紙 (%) 雜誌 (%) 廣播 (%) 戶外 (%)

2012 7 36 36 8 8 5

2011 7 32 36 9 10 6

2010 7 29 39 8 11 5

2009 7 27 42 7 10 5

2008 7 23 47 9 10 4

2007 5 18 55 9 7 5

2006 5 19 55 8 7 6

2005 6 23 53 8 4 5

刊名 狀況

壹週刊 94,364 套，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9.47% 發行量

商業周刊 136,833 份 ，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3.82% 發行量

表九：2005~2012 年台灣前十大產業之媒體投資組合

表十：2012 年加入 ABC 稽核雜誌參考表

資料來源：尼爾森廣告量

資料來源：喜思媒體整理

肆、結語

　　2012 年因經濟受大環境影

響，整體雜誌廣告量下滑，僅

略高於 2009 年金融海嘯，參加

ABC 稽核的壹週刊和商業周刊

等兩本雜誌龍頭，發行量也逐

年下降；特別是壹週刊，受合

併及不景氣影響，發行量下降

近 9.5%，跌破 10 萬份，且也有

減少內容、頁數等情況出現，可

知雜誌業在 2012 年的確經歷了

一場危機。2013 年預估經濟略

有起色，希望在各廣告主重振雄

風的同時，雜誌媒體也能同時獲

益，再現一個蓬勃發展，百花齊

放的雜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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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類別 發行單位 創刊日期 出刊頻率

17Life.com 玩樂誌 休閒嗜好 17Life 2012 年 1 月 雙月刊

enVoyage 休閒嗜好 長榮航空 2012 年 1 月 月刊

Her 她的雜誌 流行時尚 競麗國際 2012 年 1 月 雙月刊

SEX GIRL 休閒嗜好 東峰文化 2012 年 1 月 雙月刊

TURNIN 時尚娛樂報                                      流行時尚 黑象國際影視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雙週刊

WIRED 中文版 電腦科學 康泰納仕 2012 年 1 月 網路雜誌

安心裝潢手冊誌 建築裝潢 金果聯合設計 2012 年 1 月 季刊

料理 ‧ 台灣 餐飲美食 中華飲食 2012 年 1 月 雙月刊

藏語 360 文學史地 翕藏數位文化 2012 年 1 月 雙月刊

艾立夏廚房 餐飲美食 我愛傳媒 2012 年 1 月 特刊

臺文通訊 Bong 報 文學史地 財團法人李江卻臺語
文教基金會 2012 年 2 月 月刊

臉譜 Multiple Face 文學史地 繪虹 2012 年 2 月 月刊

世界文學 文學史地 淡江大學、聯經出版社 2012 年 3 月 季刊 

自在縱谷 旅遊情報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12 年 3 月 季刊

OR 旅讀中國 旅遊情報 澤宇文化 2012 年 3 月 月刊

臺江臺語文學 文學史地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2 年 3 月 季刊

錦 show 台灣樂活誌 旅遊情報 讚放國際 2012 年 3 月 月刊

戶外探索 OUTSID 旅遊情報 輪彥國際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雙月刊                                
《練習》Lifestyle 

Magazine 休閒嗜好 自轉星球文化 2012 年 4 月 月刊

Life Plus 熟年誌 家庭生活 泰電電業 2012 年 4 月 月刊

Sie 女孩誌  流行時尚 流行風 2012 年 4 月 雙月刊

SOUL 運動誌 運動競技 神原意念 2012 年 4 月 月刊

小日子享生活誌 休閒嗜好 我城文化 2012 年 4 月 月刊

中國移居 休閒嗜好 中國移居 2012 年 4 月 月刊

愛美狗 Beauty Go 休閒嗜好 竑亦 2012 年 5 月 雙月刊

瘋韓語 親子育樂 繪虹 2012 年 5 月 特刊

LOOP 眼鏡頭條報 男性風尚 大樂 2012 年 5 月 月刊

Hello KITTY 飾品收藏誌 休閒嗜好 雨禾國際 2012 年 5 月 雙週刊

APP 情報誌 男性風尚 大樂 2012 年 5 月 月刊

Gigs 搖滾誌 休閒嗜好 神原意念 2012 年 6 月 月刊

Talent 休閒嗜好 商周編輯 2012 年 6 月 雙月刊

素人報 休閒嗜好 照玩行動 2012 年 6 月 雙月刊

短篇小說 文學史地 印刻文學 2012 年 6 月 雙月刊

CORE. 空間 建築裝潢 樂信 2012 年 7 月 季刊
SWING FASHION

高爾夫魅力誌 運動競技 城邦 _ 商周 2012 年 7 月 季刊

妖精幫 文學史地 江映瑤 2012 年 7 月 季刊

K Star_ 季刊 影視偶像 五言六社 2012 年 8 月 季刊

泊旅誌 旅遊情報 寫庭企業 2012 年 8 月 月刊

GENROQ 元祿誌中文版 休閒嗜好 正如 2012 年 9 月 雙月刊

中國密報 文學史地 明鏡 2012 年 9 月 月刊

海峽畫報 文學史地 海峽前鋒 2012 年 9 月 雙月刊

表十一： 2012 年新創刊雜誌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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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類別 發行單位 創刊日期 出刊頻率

巴爾幹 文學史地 勤力國際 2012 年 10 月 週刊

Art Quarter 藝術象限 藝術設計 牧恩藝術 2012 年 10 月 季刊

brava 女人幫 流行時尚 男人幫 2012 年 10 月 月刊

下一站 休閒嗜好 天行者 2012 年 10 月 雙月刊

天母嚴選品牌誌 流行時尚 天母嚴選 2012 年 11 月 特刊
KIDS Magazine 赤

子兒童時尚誌 親子育樂 赤子文化 2012 年 12 月 月刊

姊妹淘 babyou 休閒嗜好 姊妹淘 2012 年 12 月 季刊

華流雜誌 休閒嗜好 三立 2012 年 12 月 月刊

表十一： 2012 年新創刊雜誌參考表 ( 接上表 )

資料來源：喜思媒體整理

資料來源：喜思媒體整理

刊名 類別 發行單位 創刊日期 出刊頻率

CARE 健康誌 健康生活 巨大開發 2012 年 1 月 月刊

Gigs 搖滾誌 休閒嗜好 神原意念 2013 年 1 月 月刊

Hi 嗨 流行時尚 英康明 2012 年 1 月 雙月刊

SOUL 運動誌 運動競技 神原意念 2013 年 1 月 月刊

新營養 餐飲美食 新營養雜誌社 2012 年 2 月 月刊

S CAWAII 流行時尚 青文 2012 年 2 月 月刊

網路遊戲密技吱吱叫 休閒嗜好 PCGamer 2012 年 3 月 月刊

Her 她的雜誌 流行時尚 競麗國際 2012 年 3 月 雙月刊

Way 道 旅遊情報 台灣味買賣平台 2013 年 3 月 雙月刊

哈設計 (hdM) 建築裝潢 荷李活創意 2012 年 3 月 雙月刊

Decanter 品酒誌
國際中文版 休閒嗜好 睦橋 2012 年 4 月 雙月刊

錦 show 台灣樂活誌 休閒嗜好 讚放國際 2012 年 4 月 月刊

創新發現誌 藝術設計 資策會 2012 年 5 月 月刊

零組件雜誌 休閒嗜好 遠播資訊 2012 年 5 月 月刊

妖精幫 文學史地 江映瑤 2012 年 7 月 季刊

PAR TIME 拓時誌 流行時尚 拓時誌 2012 年 7 月 月刊

天天看電影 休閒嗜好 知兵堂 2012 年 7 月 月刊

第一手報導 休閒嗜好 第一手報導 2012 年 9 月 雙週刊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文學史地 海峽文化 2012 年 10 月 月刊

2535 休閒嗜好 大智通 2012 年 11 月 月刊

表十二：2012 年停刊雜誌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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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數位媒體環境回顧
文︱媒體庫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隨著行動通訊的科技發展和

成熟的網路基礎佈建，消費者的

媒體接觸點 (contact points) 和

媒體使用行為 (media habits) 再

再被數位媒體所包圍。現今的消

費者無論何時何地，在家中、工

作場合，抑或是交通過程都圍繞

著數位媒體與載具。

 　　 應 運 而 生 的 媒 體 競 爭 便

越 發 的 百 家 爭 鳴、 激 烈 的 競

爭 著 消 費 者 有 限 的 關 注 度 與

時 間。 推 陳 出 新 且 琳 瑯 滿 目

的 數 位 媒 體 工 具 不 一 而 足，

Targeting、Retargeting、Real-

time Bidding、Mobile LBS 廣

告、SOLOMO 行銷概念、In-App 廣

告、粉絲團操作、原生的網路影

音 內 容、O2O 虛 實 整 合 …… 等

等的數位媒體宣傳方式在 2012

年蓬勃發展，此外不同與過去網

路媒體的評估方式 (CTR/IMPs/

CPC/CPM 等 )，嶄新的數位媒

體評估工具也在 2012 年被廣泛

的推廣與應用，如 CPV, iGRP, 

CPA/ CPI 等。讓數位媒體於變

成第二大媒體的同時 ( 部份目標

對象，數位已然是第一大媒體 )，

能 兼 顧 Reach、Engagement & 

ROI。

2012 年網路媒體使用行為

　　 根 據 ComScore Media Metrix

資料，2012 年年底台灣上網人口為

1,182.1 萬人 (15 歲以上 )，平均每

人每月花費 1,716.3 分鐘上網，

相當於 28.6 小時；平均每位網

友每月瀏覽 2,827 個網頁。

網域主排名

　　2012 年台灣網友造訪最高

的網域主不意外的仍是 Yahoo!

奇摩，到達率為 96.7%，平均每

位使用者在該月份使用 281.7 分

鐘， 瀏 覽 392 個 網 頁； 其 次 是

Google Sites， 有 85.5% 的 台灣

網友造訪，平均每位使用者使用

176 分鐘，瀏覽 203 個網頁；第

三則是 Facebook，81.1% 的台灣

網友在 12 月曾造訪 Facebook，

平 均 每 位 使 用 者 使 用 378.4 分

鐘、瀏覽 590 個網頁，是到達率

前十名的網域主中，網友平均停

留與瀏覽狀況皆最高的網域主，

Yahoo! 奇摩次之。

使用者輪廓

　　2012 年台灣網路使用者男

性比例稍高過女性，使用狀況

( 平均使用時間 / 瀏覽網頁數等 )

圖一：消費者接觸數位媒體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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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2 年 11 ︑ 12 月台灣上網人口

資料來源 : 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 :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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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顯著較女性族群高；人口分

佈以 25-34 歲比例最高達 28%，

15-24 歲與 35-44 歲族群佔近 1/4

台灣網路人口，另 15-24 歲族群

不論在平均使用時間或瀏覽網頁

數皆是使用狀況最高的族群，其

次是 25-34 歲族群。

使用者輪廓

　　2012 年台灣網路使用者男

性比例稍高過女性，使用狀況

( 平均使用時間 / 瀏覽網頁數等 )

則顯著較女性族群高；人口分

佈以 25-34 歲比例最高達 28%，

15-24 歲與 35-44 歲族群佔近 1/4

台灣網路人口，另 15-24 歲族群

不論在平均使用時間或瀏覽網頁

數皆是使用狀況最高的族群，其

次是 25-34 歲族群。

主要使用的網站類別

　　 針 對 2012 年 度 三 個 網 友

主要使用類別—「入口網站類

(Portals)」、「新聞資訊類 (News/

Information)」 以 及「 社 交 媒 體

資料來源 : 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 : 2012 年 12 月

類 (Social Media)」，進一步觀

察台灣網友造訪這三個類別的使

用情況，以及各類別主要網站的

表現：

一、入口網站類 (Portals)：

　　根據創市際 ARO/MMX 資

料，2012 年入口網站類別的到

達率最高達到 98.0%( 圖三 )，幾

乎所有台灣網友都曾經造訪過任

何一個入口網站。以 2012 年 12

月份而言，平均每人每月造訪入

口網站類別的停留時間為 443.7

分鐘 ( 圖四 )，較 2012 年 1 月份

成長 28.7%；每人每月造訪瀏覽

頁 數 為 574.3 頁， 較 2012 年 1

月份成長 43.9%。雖然到達率並

沒有顯著的成長，但從每人造訪

停留時間和每人造訪瀏覽頁數的

數據表現，可以看出使用者對於

入口網站的依賴在 2012 年是呈

現上升的趨勢。

　　入口網站類別各主要網站

表現，Yahoo! 奇摩的到達率仍

然 最 高 (98%)；Yam 在 2 月 份

開 始 加 入 ComScore 的 Unified 

Digital Measurement(UDM) 流

量稽察後，始反映出較真實的流

量數據，到達率維持在 60% 左

右。以單次造訪停留時間觀察

台灣主要五個入口網站，最高的

還 是 Yahoo! 奇 摩 (6.4 分 鐘 )；

PChome 和 Sina 兩 個 網 站 到 達

率並沒有明顯成長，但單次造訪

停留時間上升。( 圖五 )

二、新聞資訊類

       (News/Information)：

　　去年度新聞資訊類別 ( 包括

入口網站新聞頻道 ) 的到達率最

高 為 97.8%， 最 低 為 90.3%( 圖

六 )， 觀 察 2012 年 12 月 份 新

聞資訊類別的表現，每人每月

造訪停留時間為 125.5 分鐘 ( 圖

七 )，每人每月造訪瀏覽頁數則

為 169.0 頁；每人每月停留時間

與瀏覽頁數都上升，顯示台灣網

友對於線上瀏覽新聞資訊的接受

度不斷地提升當中。

表二：2012 年台灣網友造訪網域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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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 : 2012 年 12 月

圖三：2012年度入口網站類別%到達率趨勢圖
圖四：入口網站類別每人每月造訪停留時間、

瀏覽頁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 -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12 月

圖二：2012年台灣網路使用者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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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12 月

圖五：2012年度入口網站類主要網站%到達率、單次造訪停留時間趨勢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 -2012 年 12 月

圖六：2012年度新聞資訊類別%到達率趨勢圖 圖七：新聞資訊類別每人每月造訪停留時間、
瀏覽頁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 -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12 月

　　觀察 2012 年新聞資訊類主

要網站的趨勢，五個網站的到達

率走勢大致相同，到達率最高

的網站是 Yahoo! 奇摩新聞頻道

(90.4%)。以單次造訪停留時間觀

察，中時電子報拔得頭籌，最高

為 7.4 分鐘，顯示造訪該網站的

多數為重度使用者。( 圖八 )

三、社交媒體類(Social Media)：

       2012 年 社 交 媒 體 類 別 的

到 達 率 在 12 月 份 達 到 最 高 的

97.3%( 圖九 )；觀察 2012 年年底

社交媒體類別的表現，每人每月

造訪停留時間為 365.4 分鐘 ( 圖

十 )；每人每月造訪瀏覽頁數則

為 582.4 頁， 在 所 有 ComScore

分類中排名第一，可見台灣網友

對於社交媒體類網站的黏著度非

常高。

　　觀察 2012 年社交媒體類主

要 網 站 表 現，Facebook、 無 名

小站和 Pixnet 三個網站的到達

率趨勢平穩。觀察五個主要社

交網站的單次造訪停留時間，

Facebook 臉書遙遙領先其它網

站，最高達 12.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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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2012年度新聞資訊類主要網站%到達率、單次造停留時間趨勢圖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 -2012 年 12 月

圖九：2012年度社交媒體類別%到達率趨勢圖
圖十：社交媒體類別每人每月造訪停留時間、

瀏覽頁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 -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12 月

網路購物仍夯   品牌前進網路電

子商務市場以縮短“最後一哩”

　　 根 據 Nielsen 2012 年 網 路

購物者 (Online shopper) 調查。

過去一年內有超過一半的人上網

買過數位產品；且 2012 年網購

紙類日用品的比例較 2010 年明

顯增加，而網購其他品類的比例

則是持平。3/4 的人認為網路購

物只是購物的一種額外選擇，並

不影響他們去實體通路購物的習

慣。

　　不過北部地區網友依賴網路

購物的程度有增加的趨勢，連帶

多少擠壓到實體通路的使用。

　　就一般民生消費品，大部分

的消費者仍習慣透過實體通路購

物。但約有近兩成五的消費者會

透過電腦或手機上網購買臉部保

養品與數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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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mScore Media Metrix　
研究期間：2012 年 1 月、12 月

資料來源 : Nielsen Taiwan Consumer Research Online Shopper Survey, 2009-2012

資料來源 : Nielsen Taiwan Consumer Research Online Shopper Survey, 2009-2012

圖十一：2009~2012年最近一年網購品類調查

圖十二：2010~2012年購物習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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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Nielsen Taiwan Consumer Research Online Shopper Survey, 2009-2012

資料來源 : Nielsen Taiwan Consumer Research Online Shopper Survey, 2009-2012

　　以網路購物商店的使用來看　

(Online store usage %)，Yahoo

相 關 EC 網 站 的 使 用 比 例 最 高

(47%)，其次為露天市場 / 拍賣 

(15%) 和 PChome (13.7%)。2012

年也可發現越來越多品牌客戶加

入線上購物的行列，或者建置品

牌自有的線上購物網站，或者

於既有 EC 平台進行品牌頻道合

作，而 2012 年，線上購物網站

也將 EC 上架服務，協同頻道網

路廣告業務進行配搭，冀求從網

路廣告點選至零售交易的消費行

為都能於網路平台上一氣呵成。

此外當行動裝置拉近了消費者從

電視端到購物端的最後一哩路，

如何透過多屏的媒體曝光、消費

訊息投放、友善瀏覽和下單的購

物平台設計，進而把握住看到電

視廣告當下就想擁有商品的購買

衝動，會是業者們抓住行動裝置

族群口袋的重要關鍵。

「電視」不再是觀看電視節目的

唯一載具，57% 民眾會透過「電

腦」看電視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人觀

看電視節目的方式愈來愈多元，

過去「電視」是民眾觀看電視節

目最常使用的載具，而隨著數位

科技的不斷推陳出新，除了「電

視」外，由創市際 2012 年所進

行的調查研究結果得知，有 57%

的民眾也會透過「電腦」觀看電

視節目，目前最夯的行動裝置，

也是民眾會選用的載具，有 23%

的民眾會使用「智慧型手機」，

及 16% 的民眾會以「平板電腦」

觀看電視節目。

　　 此 外 20-34 歲 的 民 眾 是 以

「電腦」或「智慧型手機」觀

看電視節目最主要的族群，而

35-39 歲的民眾則還會用「智慧

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觀看電

視節目。整體來看，民眾仍是最

常透過「電視」觀看電視節目，

但隨著民眾個人使用的習慣與方

便性，也會選擇以其他載具來觀

看電視節目。

圖十四：2009－2012年網路購物商店使用調查

圖十三：2009－2012年虛擬VS.實體通路戰佔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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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觀看電視節目載具

圖十六：觀看電視節目不專心的事情

圖十七：觀看電視節目不專心比例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Dec 2012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Dec 2012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Dec 2012

超過六成民眾沒有專心在看電視

節目，尤其是觀看綜藝 / 娛樂類

節目

　　電視節目的類型眾多，依類

型的不同，民眾在觀看該節目的

專注程度也會有所差異，根據調

查結果， 67% 的民眾是沒有專

心在看電視節目的，只有約三分

之一的民眾 (33%) 表示他們有專

心在看電視節目。針對不專心看

電視節目的民眾來說，讓其分心

的事情主要是邊吃東西邊看 ( 吃

飯 / 宵夜 / 零食等 )(77%)，而其

他影響民眾無法專心看電視節目

的情形，有邊做煮飯 / 照顧小孩

等家事邊看 (26%)、開著電視，

但在做別的事沒在看 (26%)、邊

使用第二螢幕邊看 ( 手機 / 平板 /

電腦 )(26%)、邊看書邊看 ( 書籍

/ 雜 誌 / 小 說 / 漫 畫 )(20%) 等 因

素。

　　至於節目的類型也會影響民

眾觀看的專注度，由調查數據發

現，民眾在觀看「綜藝 / 娛樂類」

節目 (78%) 時最不專心，原因在

於民眾多為打發時間，或放鬆心

情而觀看此類型節目，自然不會

認真看；而民眾常會在用餐或飯

後休憩的時間觀看「卡通 / 動畫

類」及「戲劇類」節目 (74%)，

或「休閒旅遊類」及「新聞類」

節目 (70%)，故不會專心觀看的

情形也較多。反之民眾在觀看

「影集 / 電影類」節目時，專注

度最高，因為此類型節目其內容

編排較緊湊，故需要較高的專注

度，且播放時間有限等原因，所

以民眾相對來說會較專注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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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此調查結果對於廣告主來

說，消費者對觀賞電視節目類型

的專注度，也變成廣告投放上進

一步應考慮的根據。

　　電視廣告愈拍愈有故事性及

創意，但經由調查結果得知，有

四分之一左右的民眾 (25%) 在觀

看電視節目時，若遇到廣告是

會直接轉台的，而其他的民眾

(75%) 雖然遇到廣告不會轉台，

不過這群不會轉台的民眾中，只

有少數的民眾是真的有在看廣告

內容，並等待廣告結束 (38%)，

而絕大多數的民眾則是會趁廣告

時間去做上廁所／喝水等其他

事 (78%)，或趁廣告時間看手機

／ 平 板 電 腦 的 簡 訊 或 Email 等

(29%)。

　　對於遇到廣告不會轉台的

情形，以觀看「影集 / 電影類」

(84%)、「戲劇類」(82%) 及「成

人類」(80%) 節目為最多，主要

是該類型節目內容皆是有情節性

的，所以若遇廣告時間也不會隨

便轉台；然而相對來說，遇到廣

告較容易會轉台的是以「談話性

／政論類」(65%) 及「新聞類」

(67%) 節目最為頻繁，主要原因

在於此類型節目，其議題的同質

性較高，加上播放頻道數又多，

所以民眾在遇到廣告時間時，自

然就容易轉台。

線上影音內容喜好各不同，電影

最受歡迎

　　從調查結果可看出，觀眾

最喜歡的線上影音內容為「電

圖十八：電視節目的廣告時間所做的事情

圖十九：影音內容喜好程度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Dec 2012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2

影」，不分男女皆有近八成喜好

度，其中男性較女性更喜歡看電

影；而包含「影集」、「卡通」

及「連續劇／偶像劇」等，亦有

超過五成接近六成的喜好，其

中 40 歲以上、職業為有固定工

作者，較愛看影集，而 29 歲以

下的學生則相對較愛觀看卡通影

片。此外通常喜好某一影音內容

者，較有可能從許多管道來取得

或觀看影片的來源，因此這也可

能帶動線上影音的需求。

　　整體而言，會觀看線上影音

者，其線上與傳統管道的觀看時

間的比例，大致在五成上下，其

中以連續劇 / 偶像劇受訪者的觀

看時間最長 (6.6 小時 )，影集觀

看時間最短 (4.06 小時 )，但其佔

比最高 (60%)。

各種影音內容，會在線上觀看的

民眾，另外也會使用網路下載的

比例約在三至四成，而租實體

DVD 的比例，除電影有較高的

四成外，其餘內容皆不到二成。

網路社群蓬勃發展   帶動政治人

物、企業官方社群行銷的興盛

　　 根 據 創 市 際 公 佈「2012 年

網路社群白皮書」調查報告，目

25廣告年鑑-廣告媒體(藍).indd   104 2013/11/8   下午 04:39:53



105

〉〉廣告媒體   ADVERTISING YEARBOOK OF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12-2013

表三：五大線上影音內容類別的觀看行為分析

電影 連續劇／偶像劇 卡通 影集 綜藝節目

喜好度排名 80.5% 56% 57.4% 58.7% 45.6%

線上觀看比例 68% 52% 48% 49% 36%

用線上觀看影音
主要原因 可免費收看 電視播放時間

我沒辦法配合
線上有較多
卡通可選擇

可免費收看／線上
有較多影集可選擇

電視播放時間我沒
辦法配合

線上每週
平均收看時數 4.36 小時 6.6 小時 4.91 小時 4.06 小時 4.78 小時

網路下載比例 39.3% 32.8% 37.6% 36.1% —

租 DVD 比例 38.9% 10.5% 15.4% 17.7% —

前包含社群網站、部落格、微網

誌與即時通等多元的網路平台，

其各自有其特點和優勢。以使用

率來看，各平台中以社群網站使

用率最高，比例超過九成，部落

格則約有半數的網友使用，即時

通的使用率約六成，以微網誌二

成最低。另有約三分之一的網友

會以智慧型手機來進行網路社

交。

　　2012 年是網路社群發展最

快速的一年，帶動了更多網友的

使用與關注，電視記者開始在社

群上找新聞，因為哪個地方有天

災、哪個話題最夯、哪支影片爆

紅，社群上都會是第一手資料，

社群新聞成了電子新聞媒體中的

一大分類；政治人物開始有了自

己的社群帳號，因為網路上的互

動比實體更多更頻繁，民眾的回

饋更快更直接，連歐巴馬當選

後也是最先在 Twitter 上分享感

言。網路效應在網路社群平台上

展露無遺，加上智慧行動裝置的

普及，行動社群的發展將帶動網

路社群的進一步發展。

行動社群及企業官方社群

　　以智慧型手機使用行動社群

的網友，平均每天使用時間為

45.5 分鐘，使用的 App 類型以

即時通為最多，包含 Facebook

即 時 通、Line、What’s app 和

Skype 等。在行動社群上所從事

的主要活動為「瀏覽朋友即時訊

息 ( 短篇 )」(64%)、「分享個人

即時心情 ( 短篇 )」(53%) 和「打

卡 / 打地標 / 告知朋友目前自己

所在地」(51%)。

　　企業在社群可施展的第一步

就是成立官方的粉絲頁、部落格

或微網誌帳號，號召大眾成為粉

絲加入追蹤。根據調查結果，

有 85% 的網友會追蹤自己有興

趣的企業官方社群，主要原因是

「隨時了解最新的動態與資訊」

(69%)，其次則是「想蒐集這方

面的所有訊息」(47%) 和「想得

到折扣或價格的優惠」(31%)；

網友主要追蹤的企業社群類別為

男性較偏愛的「即時新聞資訊」

(37%)、女性偏愛的「美食資訊」

(37%)，而「休閒生活 / 搞笑」、

「音樂」和「旅遊」等類別則不

分男女皆有一定的偏好。

　　至於企業社群中的廣告文是

否會獲得網友的青睞 ? 從調查發

現約半數的網友 (52%) 對於自己

追蹤的企業社群帳號，會主動去

關注並了解內容，但若要進一步

的互動，例如將企業發佈的動態

內容轉貼、在上面留言，其行為

比例則降至約四分之一。若發佈

的資訊為廣告文，網友的關注比

例約 27%，若要進一步轉貼分享

(21%)，甚至產生實際購買之行

為 (15%)，其比例則會降至二成

以下。至於在官方社群旁邊的廣

告 Banner ，約 25% 的網友會觀

看。

圖二十：企業社群中的廣告文
　　受網友青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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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遊戲遊玩的場合多元，遊戲

種類以益智休閒類為最大宗

　　 三 年 前 行 動 遊 戲「Angry 

Birds」推出之後，立刻風靡全

球玩家，其所累積的下載次數，

更是創下前所未有的紀錄，也造

成了全球遊戲市場的變革。隨時

隨地都可以玩、每次玩的時間較

短，是行動遊戲較一般電腦網路

遊戲不同之處，而對於手機不離

身的現代人來說，可隨時玩的行

動遊戲，除了娛樂外，還能兼顧

消磨零碎時間的好處，深受忙碌

的現代人所喜愛。

　　至於玩手機遊戲 App 的時

機 / 場合，68% 的人會於等候時

間的過程中，自然地拿起手機玩

遊戲；而有 46% 的民眾會在無

聊的通勤時間裡玩行動遊戲，其

中以 20-24 歲的學生、居住在北

部的民眾最常如此做；至於利用

晚上睡覺前或工作過程中休息時

的短暫時間中，玩行動遊戲的民

眾也不少。

　　在遊戲種類上，行動遊戲也

不同於其他數位遊戲，是以益

智休閒類 (68%) 最受到大眾的青

睞，以女性特別偏愛玩此類遊

戲；另外 40 歲以上民眾較常玩

的是棋牌遊戲類，19 歲以下的

學生較常玩的是動作遊戲類，男

性則是射擊遊戲類最大宗的玩

家。

圖二十一：玩手機遊戲APP的時機或場合

圖二十二：常玩的手機遊戲APP類型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2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2

超過八成民眾只玩免費的行動遊

戲，年輕人平均每天玩超過半小

時

　　由於市場上免費的行動遊

戲 Apps 數量相當多，同時許多

付費的遊戲皆會推出免費的 Lite

版，在行動遊戲主要功用是為了

休閒娛樂和打發時間的前提下，

多數民眾 (81%) 認為免費的行動

遊戲就已符合其需求，特別是女

性民眾及還沒有經濟基礎的 19

歲以下學生，都是免費行動遊戲

最主要的玩家。

　　不過也有約兩成的民眾願意

付費下載行動遊戲，其中男性較

女性的花費略高，但整體的金額

不會太多，會花錢購買行動遊戲

的民眾中，約有七成是最近 1 個

月只花不到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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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玩行動遊戲的時間上，民

眾每週平均花費的時間是 177 分

鐘，相當於每天平均會玩 25 分

鐘的行動遊戲。而年輕的族群每

週玩行動遊戲的平均時間較多，

並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減。

使用智慧型手機民眾中，行動銀

行 APP 已有四成的滲透率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民眾中，

有 40% 的民眾有使用行動銀行

APP 服 務， 是 以 年 齡 在 25-29

歲及 40 歲以上，職業為有固定

工作的民眾為主要使用者；而有

37% 的民眾有使用網路銀行的服

務，以年齡在 40 歲以上，職業

為有固定工作的民眾為主。由此

可知，在有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民

眾中，行動銀行 APP 的滲透率

已達 40%，在目前手機 APP 如

此盛行的帶動下，未來行動銀行

APP的使用率有機會繼續成長。

民眾較常使用行動銀行 APP 服

務查詢生活或優惠訊息，及瀏覽

投資理財資訊

　　針對行動銀行 APP 與網路

銀行皆有使用的民眾，在「瀏覽

生活及優惠資訊」(54%)、「看

股市行情 / 盤勢分析 / 全球指數

/ 匯率 / 利率」(46%)、「看我自

己擁有的股票行情動態」(42%)

及「使用理財試算 / 記帳功能」

(41%) 等項目，相對來說是較常

會選擇使用行動銀行 APP 服務

的，其中特別是瀏覽生活及優惠

資訊這項，使用行動銀行 APP

服務的比例，較使用網路銀行比

例高。若要進一步進行金融相關

圖二十三：玩手機遊戲APP的時機或場合

圖二十四：網路銀行與行動銀行APP使用情形

圖二十五：行動銀行APP與網路銀行使用頻率比較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2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2

資料來源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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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則較偏好使用網路銀行服

務。

台灣行動搜尋量去年成長 2.8 倍

　　行動裝置上網行為愈趨普

及，讓去年全球行動搜尋比前一

年 成 長 2 倍，YouTube 上 的 行

動流量也成長 3 倍，預期今年全

球行動裝置上網可能在今年超越

PC 上網。而台灣在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帶動上網需求下，2012

台灣行動搜尋量也增加 2.8 倍，

顯示手機上網行為愈來愈普及。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

動裝置的普及也改變人們媒體消

費方式，愈來愈多人透過小螢幕

的手機上網瀏覽影音內容或搜尋

資訊，去年 YouTube 上的行動

裝置流量即成長 3 倍，奧運賽

事有 1/10 流量來自手機。且根

據 Google 統計，目前全球約有

5 億台 Android 裝置，每天約有

130 萬台 Android 裝置啟動，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改變媒體消

費行為，也為廣告市場帶來新的

變化。根據 Google 發佈的全球

調查報告，其中台灣地區調查結

果顯示，國內的智慧型手機普及

率 約 32%， 台 灣 有 94% 的 智 慧

型手機使用者曾使用搜尋，其中

62% 使用者每週至少搜尋一次本

地資訊，而有 26% 會每天使用

手機搜尋。行動搜尋衍生後續消

費商機，也創造廣告市場商機。

　　2012 年也可以看到多數廣告

主，進行數位媒體宣傳時，也會

兼顧行動搜尋的露出與搜尋後目

的地的手機網頁的投資與建置。

進一步考量到手機使用者的便利

性，不再一個網站走遍天下。此

外從 Google 發佈的台灣調查結

果，也讓品牌廣告主有所警惕，

51% 的消費者有意願在手機網頁

中進行購物消費，而 40% 消費

者也表示，如果他們進行網路搜

尋時無法找到所欲搜尋產品 / 品

牌的手機網站資料，他們將會轉

而造訪競爭品牌的手機網頁。此

外 87% 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曾

於手機搜尋後，採取進一步的行

動，包括 56% 曾與商家聯絡、

47% 曾光顧商家、52% 曾購買商

品。

即時通訊軟體百家爭鳴   Line 後

勢可期

　　 在 微 軟 2012 年 釋 出 即 將

以 Skype 取代現有的 Windows 

Live Messenger 的 消 息 之 後，

預期 2013 年在個人電腦即時通

訊軟體的戰場上應可能產生部份

的板塊位移。其中不可小覷的

是，由行動裝置原生的 Line 逆

向反攻個人電腦平台，以 Email 

帳號綁定智慧型手機號碼的方式

操作，並以精緻活潑的表情符號

和熊大公仔行銷。

       根據尼爾森媒體大調查，

2012 年第三季台灣智慧型手機

擁 有 率 約 為 27.6%， 但 Line 在

11 月 的 觸 達 率 直 逼 Facebook 

Messenger，在實際通話時間方

面更高過後者。除了跨平台使用

蔚為趨勢之外，行動通訊原生軟

體攻佔個人電腦平台的現象也可

以視為人們在即時通訊使用行為

上，若以文字為主要輸入訊息的

模式時，輸入裝置本身的限制，

使得對個人電腦依然有一定程度

依賴與親近性的使用者傾向將行

動通訊軟體的忠誠度複製到個人

電腦上。換言之藉由提供使用者

良好的使用經驗壯大內容 ( 社群 )

建立忠誠度之後，平台本身反倒

是種可流動的載具。

　　現在人們流行透過如 Line、

What’sApp 等 行 動 即 時 通

訊 軟 體 (MIM-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提供的網路免費電話

及文字圖貼和周遭親友連繫，不

但對於電信業者造成衝擊，也造

成跨年時期電信業者賀年簡訊減

少 1~3 成。而曾經輝煌的 MSN

即將於 2013 年併入 Skype 停止

服務，主因也是此類新興 MIM

軟體的崛起，導致其使用人數逐

漸減少，再加上各家 MIM 軟體

業者的廣告，不論是透過電視上

明星代言或是戶外廣告的露出，

在生活周遭隨處可見，可十足感

受到現在正是行動即時通訊軟體

的戰國時代。

「微電影」是最短的電影 不是

最長的廣告 

　　2009 年從大陸開始燃起的

微電影熱潮，在 2012 年也延燒

到台灣各地，從政府單位各地方

縣市到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紛紛以

自己的方式投入微電影的拍攝與

行銷方式，由於對微電影的認知

與觀念不足，也造成許多中小企

業事倍功半浪費行銷資源，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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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從每支三萬元到一千萬元皆

有，市場資訊甚為混亂。根據

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主動收集

在 Youtube 與 Yahoo 等 平 台 播

放之政府單位、企業與非營利組

織， 有 行 銷 目 的 之 作 品，2012

年 總 計 共 有 114 部， 數 量 多 達

239 支，若以一支微電影平均製

作成本 100 萬元粗略估算，2012

年單就台灣行銷類微電影的製作

商機即已破二億元新台幣。據

保守估計，廣義的整體微電影產

業，包括所有類別的微電影、媒

體行銷微電影廣告預算、政府相

關微電影產業補助計劃，以及藝

人代言和軟硬體設備交易等，從

政府單位到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不

約而同投入微電影的預算，2013

年可預期應該會有 2 倍以上的成

長。

　　2012 年年度十大精選微電

影 包 括：Google《 齊 柏 林 - 高

空補捉台灣之美》、花旗銀行的

《一或一起》、Lativ《代課老

師》、全家《永遠都想你管我》

系列、合庫《我的失智父親，最

卑微的願望》、客委會《客家好

愛你》、特力家居《悄悄佔據你》

系列、全家《康健霓小姐的愛情

微電影》系列、曼秀雷敦《蛙式

女孩》，以及櫻花《愛在家 - 大

人的家庭作業》。其中全家便利

商店的《永遠都想你管我》與

《康健霓的愛情微電影》和特力

家居的《悄悄佔據你》以系列微

網劇方式贏得青睞，微網劇的吸

晴模式值得觀察。

　　微電影產業所需投入資金、

表四：2012年11月台灣5大即時通訊軟體觸達率排行榜

設備、人才等門檻相對低許多，

而雲端的免費通路無遠弗屆，拍

片週期短，產業關聯效益可能巨

大無比；此外，影音傳播力量

不容小覷，以影音 MTV 個案為

例，韓國 PSY 大叔以幾支輕、

薄、 短 小 但 逗 趣 的 MV 電 影，

放 在 Youtube 上， 博 得 美 國 電

視節目青睞，帶動了全球騎馬舞

熱潮，也促銷了整個韓國產業品

牌。

　　而微電影重點在「微」，作

品須具備有以小見大的意涵，同

時反映生活與人生面貌，並考量

網友觀看習慣與媒介個性，然而

畢竟消費者上網瀏覽影音內容的

目的並不是看廣告，所以在微電

影或微網劇中，能否自然置入品

牌精神與產品特性是製作該影音

內容時的巨大挑戰，千萬別將它

變成最長的廣告而乏人問津。

2012 年 數 位 媒 體 市 場 規 模 達

116 億台幣   群邑報告顯示台灣

Digital Share 為 17.4%

　　根據 DMA 研究數據顯示，

2012 年台灣整體數位廣告營收

市 場 規 模 達 到 116.01 億 新 台

幣， 較 2011 年 成 長 13.6%， 其

中網站廣告為 59.34 億，影音多

媒體廣告為 5.73 億，若兩者合

併計算，網站廣告量成長幅度

為 3.3%，佔整體數位廣告市場

總額的 56.1%；關鍵字廣告成長

15.2%， 達 到 新 台 幣 35.43 億，

佔整體數位廣告總額的 30.5%。

社群口碑行銷，持續穩定成長

13.2%，金額為 9.46 億，佔整體

總額的 8.1%。而今年新增的行

動媒體廣告量統計達 6.05 億，已

佔整體數位媒體廣告量之 5.2%，

異軍突起值得期待。

　　雖然整體媒體廣告量呈現下

滑，而數位媒體的投資仍能持續

提昇，主要是消費者與數位媒體

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社群帶動

所創造出的內容以及行動媒體的

移動性與在地性增加了使用者的

參與率或是串連各媒體間的互

動，這些所帶來的商機都是讓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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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青睞的原因，未來期待各媒

體有更緊密合作，有更多創新行

銷模式，創造真正整合效益。

　　 DMA 預 測 2013 年 台 灣 整

體數位廣告市場規模預期可保

持 2 位數的成長，預計達新台

幣 138.6 億元，成長 19.39%。其

中行動廣告及影音廣告的成長比

例最高，分別預估有近 120% 及

40% 的大幅成長，線上觀看影音

內容的比例越來越高，廣告主可

以將現有電視廣告素材同樣在網

路上的影音內容中播放，除了更

容易接觸到年輕族群外，也能有

加強廣告露出頻率的成效。關鍵

字廣告對於成效及預算的掌握度

高，依舊是廣告主會持續投資的

重要媒體。除此之外，對於一般

網站廣告型態也有較 2012 年樂

觀的預估，除可選擇透過精準投

放工具使成效優化，以及在內容

分類的選擇多元，仍然佔有重要

角色。數位媒體的變化快速，行

銷模式日新月異，未來在多頻螢

幕相互的交接，期待市場會有更

積極的發展。

　　2012 台灣網路廣告營收統

計及 2013 年預測營收數 / 成長

率，如右圖：

　　

　　 而 根 據 GroupM 群 邑 集 團

「This Year, Next Year」2013

全球互動報告顯示，2012 年全球

數位媒體投資額在整體媒體投資

預算佔比為 19.5%，亞太地區則

為 17.9%。 而 2012 年 台 灣 地 區

的數位媒體投資佔比為 17.4%，

在亞太地區位居第六位，次於澳

洲 (24.5%)、南韓 (21.1%)、日本

(20.6%)、 中 國 (19.8%)、 紐 西 蘭

(18.2%)。

他 山 之 石 -- 全 球 2012 數 位 發

展

　　2012 全球發生難以計數的

創新數位發展與服務內容的更新

推廣亦值得我們多加關注。以過

去經驗許多嶄新的變革和服務很

快便可能為台灣消費者所青睞和

採用，而國外創新的數位服務內

容，也常進一步改變台灣消費者

的數位媒體使用行為，並進而影

響數位廣告模式與媒體生態。

就 如 同 去 年 被 AppStats 封 為

2012 年遊戲王，來自英國 King.

com 網 站 旗 下 的 Candy Crush 

Saga，不僅在國外受到消費者

矚目，也進一步讓台灣網友為之

瘋狂，全球累積 730 萬名每日玩

家。因此來自海外的數位發展，

可以預見的在未來短期內也將對

台灣的數位媒體廣告投遞和評估

方式產生相當的改變。

　　針對全球 2012 年的數位發

展，因篇幅有限僅挑選跟媒體行

銷較為相關部份，重點摘錄如下

1.App Store 熱門排行，付費第 

一名是？

　　Apple 在 日 前 宣 佈 了 2012 

年最受歡迎的免費和付費下載 

Apps，同時，也選出了年度最

佳 Apps 和最佳遊戲。

①在 iPhone App 中，最佳 App 

是 由 Action Movie FX 獲 得，

一個可以讓你增加好萊塢式的

特效在你自己的影片中，而且

還是免費的；最佳遊戲 App 則

是 Rayman Jungle Run，在超過 

8,000 個評論中，這款遊戲幾乎

一致獲得 5 顆星的好評。

②最佳 App 是由 Paper by Fitfty     

Three 獲得，這是一個可隨時

圖二十六：2009－2013年台灣網路廣告成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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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你的靈感描繪與記錄下來的 

App；最佳 iPad 遊戲則是 The 

Room，一個解謎遊戲。

③受歡迎的免費 iPhone Apps：

1. YouTube 2. Instagram 3. Draw 

Something Free 4. Flashlight 

5. Facebook 6. Pandora Radio 

7. Temple Run 8. Pinterest 9. 

Twitter 10. Skype。

2. 不必帶錢包　英國 Starbucks

推 App 買咖啡

　　 英 國 Starbucks 的 iPhone 

App 日 前 上 架 後， 也 將 推 出

Android 版。 這 款 App 結 合

Starbucks 會 員 卡， 可 在 英 國

700 家店鋪使用。會員僅需動動

手指，就可以購買香醇的咖啡。

①過去一年，英國 Starbucks 使

用會員卡的消費者成長了 70%，

且每三個消費者有一個不習慣用

現金買咖啡。②利用龐大的會員

數，Starbucks 順 勢 推 出 App，

且時值店鋪推出夏天活動。

③ Starbucks 統計，透過 App 每

筆交易約可省下十秒鐘的時間。

3.亞馬遜Instant Video與透納、  

      華納簽約，推獨家內容

　　 亞馬遜才為 iPhone 和 iPod 

touch 推出 Prime Instant Video 服

務之行動 App，亞馬遜又宣布和

透納廣播（Turner Broadcasting）

和 華 納 兄 弟 國 內 電 視 發 行

（Warner Bros Domestic Television 

Distribution）達成獨家授權交易。

①取得兩部透納電視網（Turner 

Network Television， 簡 稱

TNT） 電 視 影 集 的 播 出 權。

兩部影集分別是透過透納播映

的 Falling Skies 和 華 納 的 The 

Closer。

②亞馬遜 Instant Video 是數位

影片串流及下載服務，用戶可租

借、購買、或訂閱各式影片內

容。

③ Prime Instant Video 的 影 片

訂閱服務可供用戶欣賞的電影及

電視節目已達上萬部。過去 12

個月內，亞馬遜已陸續和主要的

好萊塢工作室與有線電視網絡業

者，達成內容合作協議。

4. 尼爾森找 Twitter 合推測量新

指標

　　市場調查研究公司尼爾森和 

Twitter ( 推特 ) 2012 年達成戰略

合作，將從 2013 年秋，開始在

美國電視市場推出基於 Twitter 

聊天內容的收視率標準，叫做

「尼爾森 Twitter 收視率」，這

個新標準也將作為尼爾森傳統收

視率標準的輔助。

①現在，無論是電視節目製作單

位，還是廣告主，都希望能夠更

全面的了解觀眾在『第二屏』上

獲得的體驗，以期能優化節目製

作和廣告投放。

②美國很多觀眾喜歡一邊看節

目， 一 邊 在 Twitter 上 就 節 目

內容和別的觀眾討論、互動。

Twitter 數 據 顯 示， 觀 眾 在 

Twitter 上 發 的 電 視 內 容 討 論 

Tweet ，平均每天超過 5,600 萬

條。因此，數據規模足夠用於形

成新的收視率標準。

③ 美 國 媒 體 分 析 機 構 Horizon 

Media 分 析 師 Brad Adgate 表

示，廣告商會將 Twitter 的評級

看作是某部電視劇受歡迎程度的

有用參考，但其參考價值並「不

會趕上」現有收視調查。

5.Windows 8 並未帶動個人電

腦銷售熱潮

　　 微 軟 過 去 推 出 新 版 本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幾乎都能給

消費者帶來足夠的消費慾望，搭

載新版作業系統的 PC 往往銷量

不錯。然紐約時報的卻調查顯

示，Windows 8 並沒能帶給消費

者足夠的換機慾望。

①顛覆式 Metro UI 的 Windows 

8 出現在貨架上，確實能夠吸引

顧客駐足體驗。但在體驗更好、

價格更低的行動裝置的誘惑下，

Windows 8 無法讓消費者帶回

家。

② NPD 的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2

年 10 月 下 旬 Windows 8 發 佈

直到 12 月初，美國本土商店中

Windows 設備的銷量與去年同

期比下降了 13%。

③此外微軟為消費者愛用的 Live 

Messenger 即時通訊軟體，於 2012

年開始與 Skype 的 Migration 計

劃，在 Facebook 即時通與 Line

等許多免費行動通訊軟體環伺之

下，如何能維持其即時通訊軟體

的地位，都將是對微軟數位廣告

部門的巨大挑戰。

6.Facebook 社 群 遊 戲 2012 年

的最大贏家和輸家都是 Zynga

　　Facebook 應用程式服務商

AppStats 針對 2012 年的社群遊

戲進行分析， Zynga 是 2012 年

最大輸家也是最大贏家。

① Zynga 2012 年在七個不同的

遊戲中，總計失去了超過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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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名每日活躍玩家；不過農場遊

戲 Farmville 2 在 2012 年累積超

過 840 萬名每日活躍玩家，是最

成功的遊戲。

②來自英國 King.com 網站旗下的

Candy Crush Saga，在 Facebook

遊戲排行榜僅次於 Farmville 2，

排名第二名，累積 730 萬名每日

玩家，被 AppStats 封為 2012 年

的遊戲王。

③ 西 班 牙 開 發 商 Social Point

的冒險遊戲 Dragon City，累積

460 萬名每日玩家，亮眼表現排

名第三。

7.Yahoo 信箱重新設計，網頁和

行動平台全面簡化

　　雅虎 2012 年全球開始全面

更新電子信箱服務，包括 iOS、

Android、Windows 8、 以 及 網

頁版本，全都換上了簡潔設計風

格與更簡單的導覽界面。預計

2013 年在台灣也將推出更新版

本並簡化行動平台。

①用戶將來觀看電子郵件不用再

擔憂會分心了，快速登入、和他

人通信、就可以立刻回到原本的

工作。

②雅虎信箱變得更快、更簡單、

更直觀，而且不管走到何處都可

以隨時登入查看。

③ 不 只 是 雅 虎 重 視 電 子 郵 件

用 戶， 微 軟 也 開 始 將 現 有 的

Hotmail 用 戶 轉 換 至 新 平 台

Outlook.com，Google 也針對 iO

S 用戶推出新應用程式。

8. 行銷相關性若高　網友願適度

犧牲隱私

　　根據 Accenture Interactive

的調查，網路使用者漸漸反過來

擁抱客製化的網路廣告，並享受

這種量身打造的廣告體驗。

① Accenture Interactive 在美國

與英國調查了 2000 名網友，發

現 86% 的受訪者表示曾擔心網

站記錄自己的行為，但 85% 的

人也說能理解這是為了調整行銷

策略、擊中目標客群的必要之

惡。

② 64% 的受訪者認為能否因此

接收到相關廣告訊息比較重要，

只有 36% 的人希望自己的網路

行為不要再被追蹤。

③值得注意的是，88% 的受訪者

認為企業應該提供消費者選擇個

人訊息如何被使用的選擇。

④點對點推薦也成為較被信任的

行銷方式。約 93% 的美國消費

者傾向購買有經營社群網路的品

牌，75% 傾向購買有行動應用程

式的品牌。

9.Fab 成行動商務業者，聖誕季

美國地區銷售 56% 來自手機

App

　　以設計感為主軸的限時特惠

購物網站 Fab.com，2012 年聖誕

季在行動購物領域開出紅盤，這

段期間 56% 美國營收和 40% 歐

洲營收都是來自行動 App，雙雙

打破公司紀錄。

① Fab 早先已在感恩節看見行動

商機，一個月後的聖誕節更是朝

向新的里程碑，突破五成以上營

收。

②購物季時，電子商務網站的銷

售力道比起傳統店家越來越強，

2012 年更是看見消費者轉向如

Fab 這樣的購物網站；Fab 目前

擁有來自 7,500 個供應合作夥伴

的 1 萬 5 千件商品，平均每分鐘

可賣出 23 件商品。

③為了要能進一步促成行動購

物，Fab 特地再次打造了 iOS 應

用程式，對於 Fab 行動購物體驗

又進一步的重新思考與想像，完

全從行動購物出發，和傳統電腦

操作截然不同。

10. 連歐巴馬都靠資料分析贏了    

       ，不能小看 Big Data

　　2012 年 8 月以前，歐巴馬

競選團隊極力反對高達 10 億的

募款目標，每個人都覺得這是不

可能的任務。但 2012 年夏天，

網路和資料蒐集分析讓他們完成

了目標。

①大部分募款金來自每天發送出

的各種募款 Email。大多 Email 

是以不同的標題、寄件者和內

容做為測試，進而分析怎樣的 

Email 比較容易讓支持者掏錢捐

款。

②團隊會透過資料分析監看各地

區選民支持度狀況，知道有哪些

選民轉換心意、哪些沒有。每每

看著中間選區的意願改變，然後

每天早上就按照這些結果分配競

選資源。

③透過分析結果，他們就會把競

選廣告放在美國影集的廣告裡，

這樣的成果比 2008 年總統大選

還來的有效 14% 左右。

參 考 資 料 來 源 : ARO 創 市 際 /ComScore/
Nielsen Online/ 數 位 時 代 / 科 技 報 橘 /
Google/ 台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 DMA/ 微
電 影 協 會 / 群 邑 集 團 GroupM Interaction 
Report

25廣告年鑑-廣告媒體(藍).indd   112 2013/11/8   下午 04:39:56



113

〉〉廣告媒體   ADVERTISING YEARBOOK OF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12-2013

2012年戶外媒體發展回顧
文︱倍盛美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前言
　　2012 年整體經濟的影響下，

台灣整體廣告量狀況呈現負成

長 8.31%（ 見 表 一 ）。 相 較 於

2011 年，2012 年家外媒體的廣

告量微幅下滑 2.36%，總投資達

35.92 億，是五大媒體廣告量下

滑幅度最小的媒體，並且首次微

幅超越廣播媒體。

　　2012 年前十大家外媒體廣

告產業別中，仍是以金融財經

類、建築類與電話事務機類佔據

前三名排名（見表三）。相較於

2011 年，金融財經類加碼家外

媒體廣告投資，而建築類和電話

事務機類的家外廣告量則減少。

　　2012 年交通媒體仍為家外

媒體類別最大宗，交通媒體仍被

廣告主視為最值得投資且接觸率

高的家外媒體（見表四）。而電

影院通路廣告依舊是成長幅度最

大的家外廣告媒體 (+10.93%)。

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傳統燈箱

和牆柱置入 LED 數位面板讓靜

態廣告夾動態變得更生動；此外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行動上

網的逐漸普及，與消費者的溝通

多樣化，運用吸引目光的裝置

物或戶外廣告，結合 AR 互動與

QR code 的配置，形成更多元的

「互動」溝通體驗。

表一：2009- 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

表二：2009 - 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之 MAA 建議權值

媒體別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2 年

成長率 (%)廣告量 ( 億元 ) 廣告量 ( 億元 ) 廣告量 ( 億元 ) 廣告量 ( 億元 )

無線電視 43.44 50.60 49.00 40.00 -18.37%

有線電視 158.19 194.09 211.75 200.59 -5.27%

報紙 100.09 119.56 106.74 95.22 -10.79%

雜誌 50.59 55.50 56.78 53.41 -5.94%

廣播 37.61 44.83 41.40 35.55 -14.13%

戶外 28.62 32.90 36.79 35.92 -2.36%

總計 418.53 497.48 502.46 460.69 -8.31%

年度 無線頻道 有線頻道 報紙 雜誌 廣播 戶外

2009 0.097 0.039 0.37 0.435 0.4 1

2010 0.11 0.043 0.377 0.443 0.397 1

2011 0.106 0.050 0.350 0.440 0.400 1

2012 0.085 0.049 0.320 0.430 0.360 1

- 以小數點後二位數四捨五入方式製表
資料來源：Nielsen Media Research 廣告監播服務

單位 : 新台幣億元 (NT$100 million)

表三： 2012 年前十大家外媒體廣告量品類與廣告主

排名

2012 年

家外媒體廣告量前十大品類 家外媒體廣告量前十大廣告主

名稱 金額 ( 千元 ) 名稱 金額 ( 千元 )

1 金融財經 518,094 宏達國際電子 ( 股 ) 78,124

2 建築類 360,377 中華電信 ( 股 ) 公司 70,762

3 電話事務機類 314,393 統一企業 ( 股 ) 51,608

4 服飾類 270,551 台灣佳能資訊 ( 股 ) 49,564

5 其他類 263,947 國泰金融控股 ( 股 ) 45,612

6 影劇媒體類 245,267 英商渣打銀行 45,017

7 服務類 228,781 德盛投信 43,033

8 電腦資訊 218,209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 43,009

9 交通工具 184,212 台灣大哥大電信公司 41,203

10 家電類 148,809 正新鋁業 ( 股 ) 40,000

資料來源：Nielsen Media Research 廣告監播服務 ( 家外媒體權值 1.000)

單位 : 千元 (NT$1,000)

資料來源：Nielsen Media Research 廣告監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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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家外媒體接觸情形

　　根據 Nielsen 統計，2012 年

家外媒體廣告量佔五大媒體的

7.80%，相較於 2011 年的投資金

額雖是微幅減少，但比起其他媒

體的投資額佔比方面則是屬於相

對上升的趨勢（見表四）。

　　綜觀家外媒體，在五個主要

的戶外廣告類型中，投資量增加

最多的仍然是交通媒體，其次是

戶外看板；但投資金額方面，交

通媒體和大樓電視螢幕是減少。

2012 電影院廣告投資成長幅度

(+10.93%) 是所有家外媒體中投

資成長最多，看板廣告則是小幅

度成長 1.75%。

　　相較於 2011 年，不同的媒

介的接觸率各有消長，接觸率

最高的以「公車車廂外廣告」

(73.1%)、「 大 樓 外 牆 布 幕 看 板

廣告」(70.4%) 和「大樓外電子

看板廣告」(63.0%) 為前三名；

就接觸率的成長情形而言，以

「 電 梯 間 內 電 視 螢 幕 廣 告 」

(+16.47%)、「 計 程 車 外 廣 告 」

(+14.75%)、「戶外電視牆廣告」

(+13.79%) 和「 加 油 站 燈 箱 / 看

板廣告」(+12.19%) 的成長最大。

另外，捷運媒體的接觸率則有

10~16% 的下滑幅度（見表五）。

表四：2009- 2012 年五大媒體廣告量

媒體別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2 年

成長率 (%)廣告量 ( 億元 ) 廣告量 ( 億元 ) 廣告量 ( 億元 ) 廣告量 ( 億元 )

無線電視 43.44 50.60 49.00 40.00 -18.37%

有線電視 158.19 194.09 211.75 200.59 -5.27%

報紙 100.09 119.56 106.74 95.22 -10.79%

雜誌 50.59 55.50 56.78 53.41 -5.94%

廣播 37.61 44.83 41.40 35.55 -14.13%

四大媒體
小計 389.92 464.58 465.66 424.77 -8.78%

四大媒體
投資佔比 93.16% 93.39% 92.68% 92.20% -0.52%

交通媒體 17.37 20.13 22.42 21.46 -4.28%

電影院 0.93 1.46 1.83 2.03 10.93%

看板 5.99 6.80 7.98 8.12 1.75%

大樓
電視螢幕 4.29 4.49 4.58 4.31 -5.90%

店內 0.02 0.02 - - -

家外媒體
小計 28.62 32.90 36.79 35.92 -2.36%

家外媒體
投資佔比 6.84% 6.61% 7.32% 7.80% 6.42%

總計 418.53 497.48 502.46 460.69 -8.31%

- 以小數點後二位數四捨五入方式製表
資料來源：Nielsen Media Research 廣告監播服務，並參考 MAA( 媒體代理商聯誼會 ) 之有效廣告
量建議權值

單位 : 新台幣億元 (NT$10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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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09 - 2012 年各媒體涵蓋率 

媒體涵蓋率 / 年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Difference
2012vs.2011

昨天看過報 42.2 43.0 40.6 39.6 -2.46%

上週看過週刊讀者 16.1 17.8 17.3 17.5 1.16%

上二週看過雙週刊讀者 2.3 7.1 8.1 6.8 -16.05%

上月看過月刊讀者 18.8 21.6 21.9 22.3 1.83%

昨天有看電視 94.4 93.4 91.1 91.1 0%

昨天有聽廣播 23.5 23.1 21.1 19.4 -8.06%

昨天有用網路 49.2 51.8 52.7 57.1 8.35%

過去一個月看過電影 8.2 10.1 9.9 9.2 -7.07%

任何戶外廣告 86.9 86.3 87.0 90.0 3.45%

公車車廂電視螢幕廣告 11.2 11.8 10.2 10.3 0.98%

公車車廂外廣告 66.3 66.6 69.1 73.1 5.79%

公車車廂內廣告 12.7 14.3 15.4 14.5 -5.85%

公車候車亭 / 站牌廣告 36.5 39.3 38.5 40.4 4.94%

公車站看板 / 燈箱廣告 9.6 14.3 13.6 13.1 -3.68%

公車站電視牆廣告 7.1 10.8 10.1 10.6 4.95%

火車車廂內廣告 4.0 7.5 8.7 9.0 3.45%

火車站月台候車室燈箱廣告 4.3 7.5 10.3 10.2 -0.97%

火車站牆柱燈箱廣告 4.4 13.1 11.7 11.5 -1.71%

火車站內電視牆廣告 3.3 7.6 6.8 7.5 10.29%

高鐵月台燈箱車廂廣告 - - 5.8 6.4 10.34%

高鐵大廳走道牆柱廣告 - - 5.6 6.3 12.5%

高鐵大廳月台車廂廣告 2.5 7.2 - - -

捷運車廂內廣告 11.4 16.7 17.4 14.6 -16.09%

捷運車廂外廣告 12.0 15.5 17.2 15.0 -12.79%

捷運月台燈箱廣告 12.0 17.0 18.0 16.0 -11.11%

捷運月台電視螢幕廣告 11.8 16.7 17.9 16.2 -9.50%

捷運站牆大廳扶梯廣告 11.8 16.9 17.9 16.1 -10.06%

捷運站電視牆廣告 11.1 14.8 16.0 14.5 -9.38%

計程車內廣告 6.3 6.8 6.2 5.9 -4.84%

計程車外廣告 39.2 44.8 46.1 52.9 14.75%

機場各類廣告 1.9 5.7 4.8 4.5 -6.25%

高速公路看板廣告 32.6 36.0 30.6 33.2 8.50%

加油站燈箱 / 看板廣告 53.3 53.7 51.7 58.0 12.19%

大樓外電子看板廣告 62.7 60.0 62.3 63.0 1.12%

大樓外牆布幕看板廣告 72.3 69.2 69.3 70.4 1.59%

戶外電視牆廣告 30.0 33.0 31.9 36.3 13.79%

電梯間內電視螢幕廣告 20.6 21.3 17.0 19.8 16.47%

其他戶外廣告           * 0.3 0.2 0.2 -

沒有看過任何戶外廣告 13.1 13.7 13.0 9.0 -30.77%

任何店內廣告 71.8 71.4 69.2 70.9 2.46%

店內螢幕廣告 63.0 61.5 60.2 61.6 2.33%

其他店內廣告 57.9 63.0 58.7 58.3 -0.68%

沒有看任何店內廣告 28.2 28.6 30.8 29.1 -5.52%

單位 : %

資料來源 : Nielsen Media Research 媒體大調查
註 : 家外媒體為過去一個月接觸比例

Target : 
2009 (09’01-09’12) Age 12-65 (17,671 千人數 )
2010 (10’01-10’12) Age 12-65 (17,812 千人數 )

2011 (11’01-11’12) Age 12-65 (17,906 千人數 )
2012 (12’01-12’12) Age 12-65 (18,013 千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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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12 年戶外媒體發展趨勢

與創意案例

　　回顧 2012 年戶外媒體，仍

有以下幾大特點：

視覺衝擊高，引人注目

　　為了讓產品印象停留在人們

心中的時間更長久，善用地點與

產品概念的結合，廣告版面延伸

或是包覆型的大型廣告提供了視

覺震撼的效果，甚至將產品體驗

加入，消費者可以直接看到產品

的效果。
　　
引起好奇仍是關鍵

　　立體的大型廣告裝置物最容

易引起好奇，也可以讓匆匆忙忙

的路人停下腳步，也同時引發

了話題性，甚至分享在 FB 或是

PO 上網，讓大型廣告也可以不

再只是單點地區效果。

雙向互動溝通

　　隨著網際網路與智慧型手機

的盛行，前年開始發展雙向互動

溝通的戶外媒體，結合 AR 互動

與 QR code 的配置，在 2012 年

持續更豐富地發展，讓吸睛效果

持久並擴散，更加趣味化。

媒體：手扶梯壁貼 + 延伸梯貼、

            地貼

地點：台北車站

客戶：客家委員會

產品：2012 客家桐花祭

主題：遇見浪漫頁之雪 ~~ 善用

地點人潮眾多的特點，天花板上

有連續掛旗，牆上有壁貼，地上

有創意梯貼和地貼，上天下地全

面包覆，360°強力視覺震撼，

衝擊你的視覺，印象深刻！

媒體：高鐵站創意燈箱

地點：高鐵台北站

客戶：億光照明

產品：億光 LED 照明

主題：以裝置藝術概念置入商

品，左柱點出商品為綠色商品的

優勢，右柱則讓消費直接體驗商

品特色。

  案例二：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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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高鐵站創意燈箱

地點：台北高鐵站

產品：台灣精品

主題：大面積的破格包覆，360

度立體視覺衝擊，即有靜態包

框，又有動態畫面，並可用手機

對準電視螢幕掃描 Qcode 碼，

達到互動媒體廣告，廣告效果加

倍突出。

  案例三：

媒體：實體互動裝置

地點：台北信義威秀空橋

客戶：海尼根

產品：海尼根與《007 空降危機》

           電影活動

主題：規劃 CRACK THE CASE 

開箱互動遊戲，在現場特殊投影

燈光營造的氣氛中，消費者需透

過大型觸控螢幕聽取音樂線索，

一分鐘獲取正確密碼，才能順利

解開神秘箱！參與民眾有機會獲

得海尼根 007 限量瓶、成為傳奇

探員！

　　吸引人潮參與互動，並同時

融入社群行銷，將消費者遊戲照

片上傳至海尼根官方粉絲團，增

添更多話題！

  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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