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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競業信息 

 

LINE 從 2019 年 4 月就開始對旗下的服務功能進行整合，而至 2020 年 3 月正式實行全新的收

費方式，導致有許多品牌經營者尋找替代方案，而 Telegram 就引起不少討論。因此本文利用【RMBS

社群觀測平台】，觀察 2020 年 1~3 月網路提及 Telegram 貼文的概況，供大眾作參考使用。 

 

觀測概述： 

 

報告說明： 本分析報告使用【RMBS 社群觀測平台】，針對指定議題進行文本分析 

資料時間： 2020/1/1~2020/3/31 

資料範圍： 網站、論壇、批踢踢、臉書 

 

Telegram 是跨平台的即時通訊軟體，從 2013 年開始營運至今，在台灣的使用率並不高，且由

google 搜尋趨勢變化可知，台灣民眾平時對 Telegram 並不感興趣，直到今年搜尋熱度才迅速升高。 

 

Google 搜尋 Telegram 趨勢變化 

 

 

 

專 題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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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RMBS 社群觀測平台】數據可發現，受到 LINE 收費方式改變的影響，從今年 2 月底開始

Telegram 曝光量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主要的原因是媒體業者為宣傳自家 Telegram 帳號，在每則貼

文上，都添加 Telegram 資訊所導致的，而曝光量高峰落在 3 月 25 日，是由於韓國爆發「n 號房」

事件，導致 Telegram 訊息量大增。 

 

擷圖至 LINE 網站 

 

 

2020 年 1 月-3 月 telegram 訊息曝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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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臉書是台灣民眾常使用社群網站之一，就有不少業者拿來宣傳自家的 Telegram 帳號，以訊

息曝光量佔比圖中可知，主要曝光來源以臉書貼文最多，佔整體比重 7 成，其次以網站曝光量較高，

有 24%。在來源的排行上，以「東森新聞」粉絲頁的曝光最多，其次依序為「風傳媒」粉絲頁、「新

新聞」粉絲頁與「時報周刊」粉絲頁等。 

 

2020 年 1 月-3 月 telegram 曝光訊息量佔比分布 

 

 

2020 年 1 月-3 月 telegram 曝光訊息量來源排行 

排名 來源網站 型態 總計 

1 東森新聞 臉書 3,421 

2 風傳媒 臉書 2,312 

3 新新聞 臉書 1,306 

4 時報周刊 臉書 1,235 

5 關鍵時刻 臉書 622 

6 鏡傳媒 臉書 617 

7 ETTV 東森新聞 網站 404 

8 Yahoo 奇摩新聞 網站 394 

9 字媒體 網站 350 

10 Hinet 新聞 網站 334 

 

綜論： 

 

目前有不少業者開通 LINE 的官方帳號進行行銷，但受到收費方式的改變影響，讓不少業者由

LINE 轉投使用 Telegram，而目前台灣民眾使用 Telegram 並不多，後續熱潮一過，如何維持民眾使

用 Telegram 關注自家的產品，是業者需要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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