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誼關係維持短暫
互聯網的交友方式為世界打破地域的界限，給人類一條通往

各國的鑰匙，大幅擴充人際網絡。但有研究顯示，網絡友誼的
時效大多很短暫。曾建立網絡友誼的青少年表示，一般與網友
持續交往的時間平均不超過半年，近四成少於兩個月，更有
17.8%是在3星期以下。另外根據外地研究結果顯示，只有少於
一成人能在網絡結識朋友，而彼此關係能繼續穩定發展。

匿名溝通 不受現實束縛
在人際溝通上，無可避免會遇上阻礙，因而影響人際關係建

立。互聯網的匿名特點正好是減低溝通障礙的好工具。由於互
相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故此青年可更無拘束表現自己，不
必受到現實情況(如外貌、不善辭令等)的束縛，更易建立人際關
係。不過，這些溝通方式以文字為主，不能應用於日常生活的
交往，無助現實生活的人際關係的建立。

平台五花八門 易找同道
網上溝通平台五花八門，討論區、留言版、交友網、網絡遊

戲、新聞群組、博客等皆可成為交友的捷徑，在這個基礎下，
青少年能從中選擇與己志趣相投的平台，因而更易認識價值觀
相近的朋友。透過對同一主題發表的留言，易生共鳴，並有助
增強青少年的自我認同感。

但因匿名關係，網上言行是否屬實大多無從稽考，因而影響
互信關係。曾有學者指出，人們很多時候只根據網上的少許線
索去認識對方，想像性格、特質，並自以為很了解對方，但事
實上大多都是不準確。

單向傾訴 自我表現延伸
網絡友誼的顯著特點是較多自我且單向的感受吐露，對網

友卻較少掌握和深入了解，故年輕人儘管會向網絡朋友傾訴
心事，但因網絡交往具阻隔性，年輕人對網絡友誼的期望不
大，有調查指逾半受訪青少年並不期望這段網絡友誼關係可
維持長久。

有心理學家說，青少年大多抱
隨意和純粹找尋傾談對象的心

態來發展友誼，故網絡交友事實
上是青少年自我表現的延伸。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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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facebook等交友網站及MSN等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互聯網已成

為青少年的最主要溝通途徑，並進一步促進其網上交友的步伐。有團體進

行的全港調查發現，在受訪的青少年裡，有逾6成透過參與網絡社群與其他人

聯繫。究竟這種網絡交友有甚麼特點？對時下香港青少年造成甚麼影響？對其人

際關係建立是利還是弊？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李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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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交友行為 反映四大特點

■調查顯示網絡友誼
難以維持長久。

資料圖片

■在互聯網資訊發達的世代裡，電子產品層出不窮，人們更
是機不離手。 資料圖片

總括而言，青少年透過網絡交友的行為，共可反映四大特質：

 

   

網絡溝通利弊對比
認識網絡交友的主要特點之後，我們可從下表進一步分析

網絡溝通的利弊。

利 弊

不受地域時間限制
互聯網可以讓人不受時

間、地域的限制，可以隨時

在全世界尋找朋友，拓展交

友範圍。

彼此易生共鳴
互聯網的平台多不勝數，

讓使用者容易找到「同道中

人」，同時更能產生共鳴。

溝通方式多元
在網上我們可透過文字、

聲音、影像等眾多的方式達

致溝通目的。

消除尷尬 隨心所欲
匿名的特點有助消除面對

面交流時的尷尬，可更隨意

自由地表達心中所想。

逾6成青年網上交友
香港青年協會在2008年7月進行名為「青少年的數碼網絡聯繫」調

查，以隨機抽樣方式用電話訪問全港約500名年齡介乎12至29歲的青少

年，結果發現有62.1%受訪者表示有透過參與網絡社群與其他人聯繫，

而其透過網絡平台聯繫的朋友數目平均達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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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世代
E世代意指在互

聯網時代成長、並
從中深受其影響的
年輕新一代。自從
80年代開始，電腦
急速發展，互聯網
普及至全球，在這
個時期成長的年輕
人 生 活 在 數 碼 時
代，電子設備（如
電腦、電玩等）成
為其生活的重要一
部分。

身份匿名 影響互信
匿名的特點令對方身份需

要考證，影響互信，不利友

誼的進一步建立。

缺乏肢體交流
日常溝通很多時候依賴非

語言的交流，如肢體、語

氣、態度等，這些難以在網

絡體現。

無助建立日常社交
網上溝通一般只重視純文

字交流，不適用於日常以口

語為主的交往。

忽略現實社交
網絡雖然令青少年容易結

交虛擬朋友，但他們可能因

此而過分沉迷網絡，忽略正

常的日常社交及人際關係。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年輕一代被視為E世代。

資料圖片

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　　交網友易交

E世代

網絡交友

互聯網蓬勃

朋友分類．身份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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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調查
突破機構在2004年進行「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以隨機電話

普查方式進行，成功訪問本地1,368名10至24歲的青少年，結
果顯示約1/4青少年曾在網絡與陌生人發展友誼；雖然如此，
青少年在網絡的主要傾談和吐露心事對象，仍以自己熟悉的朋
友為主。調查顯示，近7成(66.9%)表示只會向「自己熟悉的朋
友」傾訴心事、透露私事，部分更會選擇在網上「不向人透露
心事 / 私人事」(29.4%)；只有極少數會「多數與在網上認識
的人」傾談(3.5%)或「多數與不認識的人傾談」(1.3%)。

資料一：友誼特徵
根據社會心理學研究，友誼的特徵包括：

1. 一種共同認可的關係；

2. 有互相投入的感情；

3. 雙方都自願投入，彼此之間的關係較少受社會責任影響；

4. 一般都從其他的社會關係延伸出來，例如是同學、同事等。

青少年能獲得穩定的友誼，一般能夠提升自尊，也有助其心理
成長和適應社會。青少年與朋友的關係會隨 人際關係技巧的進
步而變得更親密和更深刻。

1.《台單身婦女網絡交友被騙千萬》，香港文匯報，2009-08-23

2.《青少年要警惕網上陷阱》，香港文匯報，2009-08-04

3.《網絡交友》，互動百科

1. 試參考資料一及二，指出現實朋友與網絡朋友的分別。

2. 現實中社交出現問題的人可否利用網絡重建人際關係？何以

見得？

 

   

 

   

■有人認為網絡溝通無
助正常社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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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探索

—通訊科技如何改變青少年的溝通方式和人際關係？

—有哪些流行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香港青少年構成挑戰和機遇？

他們如何回應這些趨勢？

▼手提電腦是最受
青少年歡迎的電子
產品之一。

資料圖片

▼有人認為，交友
必須面對面互相了
解，單在網絡虛擬
世界溝通難以清楚
對方的真面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