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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皆在探索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決定性要素。根據專家群之意見，優美的風光

景色和溫暖宜人的氣候是吸引單車遊客從事騎采活動的主因，結由規劃不同的騎乘路

線，體驗一年四季不同面貌的美景，塑造悠閑舒適的旅遊地印象是永績經營單車觀光休

鬧事業之重點工作項目之一。由於單車遊客太多數的時間都待在戶外環境，特別是長程

路線的遊客，因此在選擇騎程路線時，沿途是否有糧食補給暨單車維修站便成為重要的

考量因素之一。便利商店在騎乘路線上不僅可以扮演糧食補給站的角色，也可以提供短

暫休息的處所。最後，設置清楚的路線標示牌有助於增加單車遊客對騎采路線的掌控能

力;定期梭測及評估現有鋪面狀況與結構強度能夠確保整個騎程體驗活動的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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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論

一、研究動機

台灣素有單車王國的美譽，過去單車

騎乘人口不多，但隨著能源危機、環保

意識的抬頭，加上周休二日政策的實

施，國人運動休閑風氣日盛，騎采單車

逐漸成為重要的休閒活動之一 。 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引述蓋洛普市場調查指

出，台灣單車騎乘人口從2006年的 33 萬

人成長到 2008年的 70萬人，其中八成單

車族是以休閒作為用途 。 相較於2006

年， 2008年的單車族人口成長途11296(動

腦新聞， 2008) 。台灣已逐漸從單車製造

出口王國(最高紀錄一年出口\000 萬

台) ，轉型為享受單車休閑生活的國家

(洪震字、林慧、淳， 2006) 。

在單車族人口日益增多的情況下，

以公司企業、坊問團體的單車車隊及大

專校院的單車社團也紛紛成立 。 成立於

1989年的「財團法人捷安特基金會」

(2000年擴編更名為「財團法人自行車新

文化基金會 J )是國內第一個專門以推廣

單車休閑運動為目的的基金會，其願素

為椎動台灣成一個遐想的單車旅遊島，

推廣重點包括 : 系統性推動單車騎乘普

及化、長期推動鼓勵環台騎車與環台認

證、充分運用公共單車租借站轉為休開

化生活使用、推展各類型活動建立「常

騎單車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概念 。 成立

於1999年的「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則是以推廣單車運動為目的，自成立以

來持續推動國內各項單車活動，包舍，

假日單車旅遊、單車環島、國內外公路

賽及挑戰賽等，希望在台灣能有更多屬

於單車騎乘者所喜愛的活動與競賽，使

單車騎士在單車活動或競賽中得到應有

的活動品質及競賽應有的待遇 。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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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單車休閒旅遊協會」以及「中華

單車文化協會 J (J，累「中華單車休閒旅

遊協會 J ) ，主要以國外單車旅遊為主，

積極推廣草率旅遊活動 。 其他如國內最

大的社群網站MobileOl 小惡魔的單車俱

樂部，提供有關單車的各項資訊、技術、

活動的討論區，集結了全台各地的單車

車隊與同好，一起參與學車活動 。 由此

可見，單車已經從傳統的交通工具演變

為觀光休閒用途的器材 。

除了民間團體與企業致力推動單車

觀光休閒活動外，政府部門近年來也積

極倡導騎車車運動，期望禧此拓展台灣

觀光事業。例如:自 2002年起推動「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J 由行政院

體委會(簡稱體委會)主導規劃以休閒自

行車道為串聯各區域及本身地區之綠

廊，逐步建構地方性路網，並銜接環島

及區域路網，建構全國休閒自行車道系

統。之後體委會、交通部、內政部營建

署、環保署、教育部等亦陸續推動 「 自

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 「 千

里自行車道、萬里步道實施計畫」、「配

合節能減碳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

畫」、「自行車道設置申請補助計畫」、

「圈中小學自行車推廣教育實施計畫」

等多項自行車政策，以推廣自行車之使

用。由此可知，政府部門對國內草率休

閒旅遊活動的規劃與發展已經越來越重

車見 。

隨著單車休閒旅遊活動的風行，國

人對於自行車友善設施規劃等議題更加

關注，提出包括設置自行車專用道路/車

道、自行車停車設施、鼓勵自行車作為

通勤通學運兵及規劃環島休閑自行車路

網等訴求，為台灣邁向友善的單車旅遊

島提供了發展的契機 。 近年來，台 灣騎

乘單辜的人口雖然大幅增加，但是騎



 
 
 
 
 
 
 
 
 
 
 
 
 
 
 
 
 
 
 
 
 
 
 
 
 
 
 
 
 
 
 
 
 
 
 
 
 
 
 
 
 

 

采環境的規劃與建設等各種軟硬體自己

套設施，和歐美日先進國家相較，卻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本研究昌在探索

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決定性要素，提供

經營管理單位訂定未來發展方向之優先

重要順序 。 過去國內學者多以探討單車

騎乘者的基本特性、參與動機、騎采經

驗以及騎乘環境為主(李瑋琪， 2007) , 

較少研究從資源需求者的角度討論一個

有吸引力的單車旅遊地所必須具備的特

質，特別是經營管理單位該如何運用單

車旅遊地過邊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結合

必要性與輔助性服務設施(例如:交通

可及性、住宿餐飲、資訊服務、旅遊安

全等) ，提升整體吸引力 。 本研究以台灣

單車觀光休閒事業為研究主題，從資源

需求者的觀點來探討單車旅遊地咬引力

之決定性要素，建構一個提升台灣草率

觀光休閑事業吸引力之模式，其研究結

果深具重要性 。

二、研究目的

基於以土研究背景與動機，茲將本研

究之探討目的列述如下:

(一)分析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決定性要

素 (determinants of destination 

attracti veness) 

(二)衡量旅遊地吸引力之決定性要素對

提升單車觀光休閑事業的重要程度;

(三)訂定提升草率觀光休閑事業吸引力

相關工作之執行優先順序 。

貳、文獻探討

一、單車觀光定義與單車旅遊地特質

根據文獻回顧Ritchie (1 998 ' p. 569) 
定義「單車觀光 」 為離家超過二十四小

時以上或是在外停留一夜者，其目的是

為了度假，而使用單車為交通工具是假

期中絕對必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行程的

安排可以通過旅行社或者自行安排 ， 色

令支援性的交通服務使用和正式或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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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住宿設施 。 Lumsdon (2000 ' p. 363) 
認為只要遊客認為單車是構成郊遊或假

日的一部份 ， 無論是從事一天或半天長

距離的草率遊憩活動，皆可以稱為單車

觀光 。 此定義並未刻意強調旅行時間的

長短，亦未刻意區分遊憩與觀光土的差

異，只要從事單車騎乘活動 !!p屬於單車

觀光的範疇 。 此定義擴大單車觀光的定

義，將單車遊憩納入草率巷尾光的一部份 。

南澳洲旅遊局 (South Australian 

Tourisrn Cornrnission)進一步指出單車觀

光的定義如呆未能納入參與單車競賽的

選手或觀賞單車競賽的遊客，無疑就顯

得太狹隘 。 Larnont (2009)提出相似的

觀點，並解釋遊客離開日常生活居住

地，不論是積往地或消極地從事單車競

賽活動，皆應屬於草率觀光的一部分 。

本研究參考上述學者的定義，將草率觀

光定義為，不管旅遊的目的(休閒遊憩、

觀光旅遊、運動競賽)、旅遊時間的長短

(當天來四、離家超過二十四小時以土並

在外過一夜以土) ，單車扮演的角色(主

要交通工具、轉運接駁工具) ，從事任何

單車騎乘活動皆屬於單車觀光的範疇 。

隨著單車觀光逐漸成為擴大觀光旅
遊市場的利基，產官學界紛紛從事相關

研究，試圖從資源、需求面的角度來建構

單車旅遊地永續規劃與管理模式 。 例

如，一份由坎伯蘭縣、於 2000 年所發表的
單車專用道路專案研究計畫 (The

Cumberland County Bike Trail Study)指
出，如果要依賴單車觀光來帶動地方發

展必須考慮以下要素:單車路線的可替

代性、平坦且乾淨的單車專用車道/共用

車道、交通量低且不危及單車騎乘者的

安全、沿途有雜貨店或餐廳提供飲食服

務、清楚易懂的單車楊遊地團和交通號

誌、單車指示標誌、自然景觀的多樣化、

人:煙罕至的旅遊景點、住宿/露營設施 。

緬因卅交通運輸部 (The Main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於 2001 年

的調查發現，單車遊客會因耳奇乘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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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和團員組成的不同而追求不同的騎

采體驗。至於單車遊客選擇旅遊目的地

之優先考慮因素為:風光景色、單車專

用車道/共同車道、專為單車遊客戶丹設計

之住宿設施、當地獨特文化風情等 。

其他學者的研究也提出相似的論

點，例如Ritchie( 1998)以在紐西蘭南島

騎采單車的遊客為研究對象，從需求面

探討單車遊客對於草率旅遊地屬性之重

視程度與滿意程度，藉此歸納紐西蘭南

島發展單車觀光旅遊事業之機會、威

脅、優勢、劣勢等 。 這些特殊旅遊地屬

性泊蓋範圍從自然資源至人為設施與服

務，主要色令:風光景色、天氣狀況、

旅遊景點、騎采品質、道路擁塞、鋪面

品質、道路安全、住宿設施、休閒活動、

餘興節目、單車租借成維修相關服務、

交通號誌以及遊客服務中心 。

Ritchie(l998 )更進一步指出，永續經營與

管理單車觀光旅遊事業必須從以下幾點

著手:提供多樣性的住宿設施、沿路設

置單車租借或維修站、規劃便利的接駁

交通工具、建構通才主主要道路之相關單

車路線、基於安全考量或體驗自然環境

推廣多樣性之單車路線、宣導單車騎乘

活動有助於鄉村觀光發展的概念 。 Chang

and Chang (2005)分析單車騎士對騎乘

環境之屬性偏好，研究結果歸納 21 個環

境屬性因素，主要包括:天氣與氣候、

旅遊景點、風景與綠樹、旅遊活動、路

線坡度、車流量、路線長度、標誌、標

線號誌、鋪面品質、單車專用道路、單

車楊遊地園、食物補給站、中繼休息站、

公共廁所、便利商店、住宿設施、寄物

櫃、單車租借站等 。 Chang and Chang 

(2005)發現單車騎士對於環境屬性的重

視程度會受到騎乘路線的影響，但騎乘

環境的安全性是共同考量的因素 。

Lamont (2009)針對自助旅行之單車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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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調查發現，良好的騎乘環境(例

如:自行車專用道路)、豐富的 資源({~IHt曰:

吸引人的自然景色)、週邊支援性觀光產

業(例如:住宿餐飲)以及交通便利性都

是自助旅行遊客選擇旅遊目的地進行單

車騎乘活動的重要考慮因素。對自助旅

行之單車遊客而言，結合自然風光景色

的單車騎乘路線更能提升單車騎乘體

驗 。 Lamont(2009)更進一步指出 ， 一條

能夠吸引一般遊客的旅遊路線對單車遊

客而言具備相等的吸引力。最後，

Lumsdon 個d Peeter (2009)歸納單車騎

士選擇騎乘路線或騎乘環境日守所考慮的

11 個特質，其中持現高度的安全性(低車

流密度)、清楚的路棵棵示、多樣化的單

車路線、高品質的路面、完善的住宿餐

飲設施等特質之重要程度遠高於完整的

路線資訊、便利的交通接駁工具、高密

度的單車路線、簡易的單車維修站，完

善的中繼休息空間等 。

綜合土述研究可知 ，旅遊地的特質

會影響單車遊客對於從事單車騎乘活動

的吸引力，且直接影響單車騎乘的體

驗。影響單車騎乘體驗之因素眾多，這

些因素大致可以區分為四大類:觀光資

源(例如:自然、資源、人文風情)、交通可

及性與便利性(例如:交通接駁工具、面

品 質)例如 :過邊觀光服務性設施(例如:

餐飲 、住宿)以及其他附屬相關設施(例

如:遊客服務中心、單車租借/維修站) 。

由此可知，除了當地豐富且獨特性的自

然環境資源及人文歷史資源可以提供單

車遊客多樣化的騎乘體驗，結合周邊支

援性產業及相關附屬服務設施亦能充分

滿足遊客身心靈需要，進而突顯單車旅

遊地多元化的吸引力 。

二、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組成構面

(dimensionsof estination attractiveness) 
近年來探討旅遊目的地吸引力

(destination attractiveness) 已成為關注的

議題。 回顧過去文獻發現 ，許多 學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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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目的地屬性來建構提升旅遊目的地

吸引力之模式(Gearing， Swart, & V:缸，

建築等。而次級特色則是為了帶動旅遊

目的地發展所提供的相關支援性設施及

服務，例如住宿、餐欽、交通、娛樂活

動等。旅遊的目的主要是享受自然風光

和人文景色，雖然觀光相關支援性設施

及服務不是遊客到當地旅遊的主要因

素，但卻會對遊客整個旅遊經驗產生重

大的影響，也能增強旅遊目的地吸引力

(Laws, 1995) 0 Crouch and Ritchie (I 999) 
亦提出類似的觀點，在旅遊目的地發展

過程中，當地資源稟賦所創造出來的吸

引力是基本的，如果基本吸引力足夠強

的話，將可降低缺乏相關支援性設施和

服務， !!p輔助吸引力，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但是基本吸引力會因為輔助吸引力

的增強而增強，因輔助吸引力的削弱而

削弱。 Cooper et al. (1998) 史進一步將旅

遊目的地屬性細分為當地旅遊景點

(attractions) 、聯外交通系統與交通運

1974; Ritchie & Zins, 1978; Fe叮叮io ， 1979; 

Hu& Ritch誨， 1993; Kirn, 1998; Cooperet 

a l., 1998; 8uhalis, 2000; 高俊 t壘， 1995) , 

如表 l 所示。旅遊目的地就像一般消費

性產品和服務，具備多面向屬性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s) ，這些屬性

無論是有形或是無形、實體或是潛在，

對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產生直接或間接的

影響，且具有引發旅客之旅遊動機並滿

足旅客需求的力量 (Hu & Ritchie, 

1993) 0 Laws( 1995)將旅遊目的地屬性分

成兩大類:初級特色(primary features) 

和次級特色(second訂y features) 。初級特

色是吸引遊客到旅遊目的地直接的基本

吸引力，包含氣候、生態、文化和傳統

表 1 旅遊目的地吸引力之決定性要素

學者 研究目的 旅遊目的地屬性

Gearing, 比較不同觀光地區之吸引力 自然因素:自然風景、氣候

Swart& 社會因素:建築物、節慶、民俗文化地區

Var 歷史因素:反史古蹟、宗教聖地、具有歷史的重要性

(1 974) 購物與娛樂設施:運動機會、博物館 、 花圈、商店

Ritchie & 決定旅遊目的地吸引力要素

Zins 之重要性

(978) 
Fe叮叮10 觀光產品的定義和觀光產品

(1 979) 對遊客市場的內在價值

Hu& 依據不同旅遊體驗衡量旅遊

Ritchie 地吸引力

(993) 

高俊雄 經營開發旅遊目的地的關鍵

(995) 成功要素

Kim 分析遊客對旅遊目的地屬性

(1 998) 認知和季節性旅遊偏好

B吋lalis 進行旅遊目的地內觀光資源

(2000) 和景點的分類和評價

資料來源-本研究

觀光基礎建設:道路、餐飲住宿設施

自然美手口氣候、社會文化特徵、康體設施、購物和商業設施、

當地基礎建設、可到達性

典型環境特徵﹒風景、野生、自然植被 (natural vegetatiα1) 

當地居民生活方式

旅遊設施

康體活動

住宿品質和容量、康種機會、風景、氣候、美食、蜈樂、歷史

景點、當地居民生活方式、博物館和文化景點、可到達性、當

地交通運輸品質、事件與慶典、購物、價格水準、當地居民對

遊客的程度

吸引力焦點、餐飲及住宿之款待服務、互補性休閒遊憩、加強

性外觀造型與服務、友善的當地居民、完善的基層建設、良好

的治安、便利的交通、充分的資訊、地區整合

文化景點、優雅乾淨的旅遊環境、住宿與休閑設8色品質、家庭

式遊憩服務設施和安全性、可至，) i主性、康盤機會

景點:自然、人造、為特定目的建造的 (purpose built) 、遺跡、

特殊事件和慶典

可至')i主性:交通運輸~統包括路線、運輸點、工具

觀光相關服務業:住宿和餐飲設施、零售業、其他觀光服務

旅遊套裝行程:旅遊中介商所提供之預定行程
活動﹒遊客在旅遊地停留時間可從事之各項旅遊活動

便利性服務:銀行、鄧局、電訊、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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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服務(access) 、當地住宿、餐飲、娛樂、

零售以及其他旅遊生活設施與相應的服

務(紅nenities)以及當地旅遊組織提供的

相關服務(ancillary services) 。 這些構成

旅遊目的地的基本要素必須完善且符合

一致性標準'以提供遊客優質的遊憩體

驗 。 由此可知，不單只是當地資源稟賦

牽引遊客前往某特定旅遊目的地，其他

相關支援性設施和服務也需相互配合，

增加旅遊目的地整體的吸引力 。

參、方法

一、研究方法一德爾菲法(Delphi

technique) 
德、爾菲法是一種結合會議與問卷調

查優點的研究方法，籍由連續性匿名問

卷調查，逐步達成專家群對某一特定議

題之一致性意見與共識(Rowe， Wright & 
Bolger, 1991; Rowe & Wright, 1999) 。 其

基本實行步驟包含成立專家小組，制定

專家取擇標準;設計並進行反覆性問卷

調查;分析質化與量化兩種資料型態，

作為下一回合卷填答時之回饋性資訊 。

德爾菲法最大的優點在於參加者無須面

對面溝通，故可降低意見受到特定權威

人士之影響(Helmer， 1983) 。再者，德

爾菲法解除參加者時間和地理上的限

制，提供更便利的溝通管道(Linstone & 

Turo缸 1975) 。其主要缺點為過程比較

複雜，花費時間比較長(Lang， 1998) 。

尤其是第一回合採取開放式調查問卷，

對調查者而言，資料整理不方便，很難

行編碼整理(Brym血， 2001)'對參與者

而言，可能會因為填寫費時費力而拒絕

回答 ， 成低問卷回收率

(Frechtling, 1996) 。

本研究皆在探索影響單車旅遊地吸

引力之決定性要素，透過德爾菲法對此

一探索性議題進行深入暸解，整合不同

知識領域、經驗背景的專家意見以尋求

6 

共識以決定未來提升單車旅遊地吸引力

之優先工作順序 。 德、 爾菲法非常適用於
強調團體和諧的台灣社會文化，不僅可

收集思廣益之效，亦可得到專家獨立判

斷之見解，避免個人的判斷被群體壓力

扭轉(Linstone & Turo缸~ 1975) 。 但在考

量時間、空間、人力、經費等客觀因素，

本研究決定採用修正式德爾菲法，省略

第一回合開放式問卷，先依據過去文獻

擬定問卷初稿，按著進行兩次反覆性問

卷調查。第一回合以封閉式徵詢方式不

但可以節省填答者之時間與精力，也可

以減少專家答覆開放性問卷之壓力，提

高問卷回覆率(Rowe et a1., 199 1) 。

二、專家問卷調查

德爾菲法目的在尋求相關領域專家

群對於研究主題的一致性意見，達到對

問題的共識。為使研究結果具有更佳的

品質及前瞻性，挑選符合資格的專家是

最重要的一王軍。 Srnith (1 995)建議專家群

必須由不同專業背景、經歷、能力的人

才所組成。 Rowe et al. (I 991)強調專家

群必須對特定研究領域有相當程度的暸

解與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技術。考量符合

條件資格的稀少性，本研究以雪球抽樣

法(snowba11 sampling)作為選定專家小

組成員的方式，邀請問卷填寫對象主要

包括: (1)從事單車休閑活動至少五年以

土且曾經擁有單車環台經驗的單車騎

士; (2) 曾參與單車競賽且目前為單車協

會成員的單車選手。由於本研究將單車

觀光定義為離開日常生活居住地，不論

是以遊憩、觀光、運動為目的所從事之

單車相關活動，皆應屬於單車觀光的範

疇。雪球抽樣利用隨機方法或社會調查

名義選出起始受訪者，然後從起始受訪

者所提供之資訊去聯繫其他受訪者。此

法在特定的母體成員難以找到時，是最

為適合採用的方式(吳萬益&林清河，

2000) 0 Dalkey, Brown and Coch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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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家群基本資料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專家類型 主重金

單車騎士 21 o. 68 30 歲以下 15 0.48 
單車選手 10 0. 32 31-40 歲 10 0.32 

41 -5 0 歲 3 0.10 
51 歲以上 3 0. 10 

生型 教育程度

男性 25 0.81 高圈中 3 o. 07 
女性 6 。 19 大專校院 22 o. 75 

研究所(以土) 6 0.18 

且益(台 幣) 星主生
低於 25 ， 000 元 5 0. 17 :l c部 10 。 32
25 ， 00卜的， 000 元 16 0. 52 中告F 4 0. 13 
的， 00卜55 ， 000 元 6 0. 19 南部 17 0.55 
55 ， 001-70 ， 000 元 2 0.06 東部 。 0.00 
高於 70 ， 001 元 2 o. 06 

(1 969) 建議專家群人數至少 13 人以

土，群體所獲得共識之誤差程度降低，

群體的可性度明顯增加。本階段研究最

三、調查工具設計

本研究根據 Cooper et aI. (1 998)所

建立之旅遊目的地吸引力模式，將影響

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要素劃分為四大領

域，並參考Ritchie (998 ) 、 Chang and 

後篩選出 34 位單車選手與騎士，其中 31

位全程參與兩回合問卷調查，背景資料

統計如表 2 。

Chang (2005) 、 Lamont (2009) 、 Lumsdon

and Peeters(2009)之研究，粗略擬定 27

項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決定性要素，詳

見表 3 。

表 3 單車旅道地吸引力之決定性要素

旅遊景點

面


構
一源

要
-資

主
一觀景

i -A
目

人文及史資源、

影響要素

優美的風光景 色 、特殊的生態景觀、主人的氣11主

節慶活動、人文景觀(寺廟、古Z貴)

交通可及性 聯外交通象統

與便利性

騎乘路線

旅遊生活設施與相應服 住宿設施

務

餐飲設施

附屬設施 資訊服務

環境安全與衛生

與公共交通工具的連結(如公車、紋路)、與當地主

要幹道的連結、與其他單車路線的連結

交通流量 、 鋪路品質、騎乘坡度、與其他道路設施

(如人行道、汽機車道)分隔、 1自車設花

住宿旅館(如民宿 、 營地 )、單車休息站/中繼站(公

共廁所、淋浴設施、飲用水供給站)

便利商店、小吃攤、市集

遊客服務中心、路線標示牌、景點指示牌、提示正直

離標示柱、氣象預告看板

醫療服務站(消防暨救護站)、緊急救援ff，統(警察

局)、日夜間照明系統、租車/單車維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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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合問卷以封閉式題目為主，

輔以個別開放式問題 。 在第一回合問卷

中，專家群依據專業針對 27 項單車旅遊

地吸引力之決定)生要素評定「適合」、「刪

除」、或「修正 J' 並在各題項後提供「意

見欄 J' 言表答卷專家可就其經驗與觀點自

由地表達意見，藉此可提升研究結果之

廣度與深度 。 第一回合問卷回收後，研

究者根據專家群填答意見，編制第二回

合問卷。在第二回合問卷中，專家群對

各項要素的重要程度，以李克氏五點量

表 : 非常重要(5) 、重要(4) 、普通(3) 、

不重要 (2) 、非常不重要(1)勾選之。

四、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資

料蒐集 。 兩回合同卷調查歷時一個半

月，各回合問卷發送實施之流程及回收

情況如表 4 。

和意見回饋後，專家的意見大多可趨於

一致，不過假使在第二回合問卷調查結

果已達完全的一致或呈現極端的兩極

化，則整個順序只需實施兩回合 。 Turoff

& Hiltz (1 996)指出，互動頻繁和有效回

饋都有助於提高專家群參與問卷調查之

意願。為提高問卷回收率，本研究採取

了以下幾種方法，首先是在寄發問卷前

先以電話進行拜訪與知會;按著，在期

限內未能收到問卷則以電話催收問卷;

最後，贈送紀念品，表示嵐謝 。 土述策

略也反映出，台灣文化和其他亞洲國家

相同強調建立、維持與運用人際關餘的

重要性(Pabl肘， 2005) 。

表 4 實施流程進度及因此率統計表
類別 寄發日期

第一回合 2010 年 7 月 10 日

第二回合 2010 年 8 月 5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

寄發/回收人數 回收率

100% 
91% 

口
川
日
-
日
山
間

.,
1-FD 

Z44.nJU-nJU 

H
E月
一
月

戶
』

圍
內i
-
o
o

刷
一
年
一
年

-AHV-AHU ---1 .AHU-AHU E
nr
u-

nJU 
34/34 
34/31 

五、資料處理分析

本研究對問卷資料結果的處理和分

析，你依收集資料性質， ~.采用質的分析

及量的分析兩種方法並行 。 本研究透過

內容分析法，根據文獻所導出的概念性

架構，將相同或類似的意見歸併，不同

的意見或看法亦予以整理歸納並分析內

涵，最後依據「三分之二以上相同或相

似的專家意見」作為下一回合問卷題項

增刪或修改的依據。在統計處理方式採

取次數百分比手。四分位差作為專家意見

一致性判定標準;採取平均數以暸解各

項決定性要素的重要性(平均數愈大，相

對重要性愈大)。在本研究中專家群是否

達成共識的主要依據為: (一)四分位差

小於 1 (四分位差越小，表示專家意見愈

一般而言， 德爾菲法在經過三次的調查

集中) ; (三)百分之七十五以土的專家

意見集中在 1-5 重要等級之其中兩個等

級(次數百分比越高，表示專家同意程度

高)。

肆、結果

經連續性兩回合專家問卷調查後，

專家群對於 24 項影響單車旅遊地吸引力

之要素達成共識。為有效設定工作目標

及施政優先順序，本研究依照達到共識

之影響要素進行平均數排列，比較各要

素對提升台灣單車觀光休閒事業之相對

重要性，如表 5 所示。本節將達成共識

之決定性要素依「旅遊景點」、「交通可

及性與便利性」、「旅遊生活設施與相應

服務」及「附屬設施」等四大領域分別
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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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遊景點

經由兩回合問卷調章發現， ，-人文歷

史資源」構函中的「節慶活動」要素並

未達到專家群共識，有些專家認為節慶

活動可以豐富旅遊體驗，增加單車遊客

旅程的可看性。但有些專家認為騎乘單

車主要目的是要放鬆心情，節慶活動場

合通常人車擁擠，反而破壞出遊的好心

情 。 專家群對 「 自然景觀資源」構函中

的「優美的風光景色」、「宜人的氣候」

等兩項要素有高度的共識與重視。依據

平均重要程度排名結果， ，-自然景觀資

源、」構函中的「宜人的氣候」、「優美的

風光景色」均可視為最重要的決定性要

素之一，平均數達到 4.50 以土，介於

4. 52-4. 61 之間。天氣型態不僅影響草率
騎乘活動的進行，也考驗騎乘單車活動

的安全性 。 對單車遊客而言，一個四季

溫和的旅遊地比起氣候過冷或過熟的旅

遊地更具吸引力且更適合從事戶外活

動。 Klenosky(2000)指出，溫和的氣候是

構成一個吸引遊客前往旅遊地的要件，

特別是從事心情放鬆和享受陽光的活

動，例如草率騎乘活動 。 除此之外，一

條能夠結合自然風光景色的單車騎乘路

線也有助於提升單車騎乘體驗。此研究

結果與 Lamont(2009)的論點相似，一條

能夠吸引一般遊客的旅遊路線對草率遊

客而言具備相:等的吸引力。由此可推

論，一個擁有優美的風光景色及宜人的

氣候的旅遊地因為能夠提供舒服悠間的

單車騎乘環境，所以特別能夠吸引單車

遊客前往 。 相對來說，人文歷史資源、對

於提升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影響程度較

低，純粹扮演輔助騎乘體驗的角色 。

二、交通可及性與便利性

兩回合反覆調查結果顯示，專家群

對「騎車路線」榜面中的「泊車設施 」

要素未達到共識，其餘七項「交通可及
性與便利性」要素皆獲得相當程度的肯

定與認同 。 專家群大致上認同泊車設施

與騎乘路線長短有關;但對於是否應議

在中長程路線土設置特定泊車設施有不

同的見解 。 依據平均重要程度排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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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騎車路線 」 構函中的「舖面品質 」

列入最重要的決定性要素之一，平均數

為 4.52 。專家群一致認為單車路線之鋪

面品質直接影響遊客安全騎乘體驗 。 例

如，坑坑洞洞或有水溝蓋的路面不僅直

接危害單車騎乘者的安全，也間接增加

草率騎乘者的精神壓力 。 Ritchie (l 998)
提出相似的論點，鋪面品質是影響單車

遊客選擇旅遊地的關鍵因素;唯有不斷

地改進和維持高品質的道路品質才能確

保單車騎乘環境的安全性與舒適性 。

三、旅遊生活設施與相應服務

兩回合反覆調查結果顯示，專家群

普遍肯定與認同所有「旅遊生活設施與

相應服務」要素，其中「餐飲娛樂設施」

構面的「便利商店」被視為最重要的影響

要素之一，平均數為 4.61 。對於單車遊
客而言，便利商店不僅是短暫停泊的休

憩地，更是重要的糧食補給站 。 在台灣，

便利商店不僅供應多樣化的冷熱飲食，

也提供桌椅供遊客休憩與飲食，是一項

具有高度便利性的旅遊生活設施與相應

服務。單車騎采活動需要長時間暴露在

戶外，停留在室內的時間相對而言較

短，但由於住宿餐飲設施扮演休息與補

充體力的中繼站，因此仍然是建構單車

旅遊地必要的服務性設施之一(Ritchie，

1998) 。
四、附屬設施

經由兩回合反覆調查發現，除了「資

訊服務」構函中的「遊客服務中心」未

達共識之外， ，-附屬設施」項下之所有決

定性要素皆獲得專家群高度的共識 。 部

份專家認為騎乘單車是需要付出體力的

戶外活動，所以遊客在從事單車騎采活

動前，最好針對路線、補給等事宜進行

事先規畫~ ，因此遊客服務中心所扮演的

角色變顯得沒有那麼重要;惟部份專家

對於此論點仍抱持反對的意見。依據平

均重要程度排名結果， ，-資訊服務」構面

中的「路線標示牌」可視為最重要的影

響要素之一，平均數為 4.65 。 就如

阻tchie (l 998)所說，明確的路線標示牌能

夠引導單車遊客抵達預定的目的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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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單車遊客高度的安全鼠，避免騎乘單

車時因不熟悉環境而迷失方向。

伍、結論與建或

一、結論

本研究藉由反覆兩回合問卷調查，

篩選得到 24 項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決定

性要素 。 根據重要程度排名，本研究建

議經營管理單位可從下述三方面循序漸

進地進行，作為提升台灣單車觀光休閒

事業工作優先川員序之依據:

1.強化便利商店多樣性功能

台灣的便利商店密度很高，平均每

500 多公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大多集中

於大都會區。便利商店提供服務琳琳滿

目，不僅是國人生活中的好鄰居，也是

外國遊客來台觀光的重要景點 。 由於便

利商店密度與可及性高，加上全日營

業，因此往往成為單車族旅途中重要的

中繼休息站 。 近年來隨著台灣單車騎乘

活動的盛行，單車族在騎乘中難免遇到

突發情況，如果剛好發生在郊區，附近

是否有便利商店的存在就顯得非常重

要。著自民於單車族的龐大商機，單車業

者可以與便利商店合作，進駐特定單車

路線之便利商店，提供免費簡易維修和

車胎打工具，甚至比照自助旅館的經營

模式， 言表單車遊客可以進行短暫休息。

至於政府單位則需確認其管轄地區之單

車路線沿途是否有足夠的便利商店可以

提供類似的服務，以確保單車族在當地

旅遊峙的便利性 。

2. 建構四季如春、風景優美的旅遜地印

象

溫暖的氣候以及四周的優美景色對

於提升單車旅遊地吸引力有絕對的影響

力 。 台灣地處於熱帶與亞熱帶區，氣候

溫和，地貌多樣，自然條件優越。但由

於台灣一直被認為是工業製造國家，觀

光旅遊地印象並不鮮明，因此政府單位

在推廣單車觀光休閒事業時可以藉由不

同媒體進行廣告宣傳及發送旅遊導覽手

冊，強化台灣四季如春、風景優美的旅

遊地印象 。 此外，政府單位必須結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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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開發各種不同類型的單車騎乘路

線，例如益裁著豐富生態資源的圈家/地

方風景區適合在炎熱的夏季進行單車騎

乘活動，可以規劃成為「山岳挑戰型」

路線;擁有漂亮海岸線的國家/地方風景

區適合在微涼的春秋季進行單車騎乘活

動，可以規劃成為「演海型」路線;最

後，擁有多樣化旅遊景點的國家/地方風

景區適合在寒冷的冬天進行單車騎乘活

動，可以規劃成為「觀景休閒型」路線 。

蔣由串連不同類型的騎乘路線，台灣一

年四季都可以迎接遊客進行單車騎乘活

動 。

3. 持續改善草率路線品質

如同一般道路，單車專用道路/專用

車道也是必須進行定期檢測和維修 。 假

使未能進行定期係養和維護則有可能造

成路面不平、損壞及坑洞等，形成騎乘

時威脅單車族安全的潛在危機 。 因此，

政府單位，不論是中央層級或是地方層

紋，都必須質量認單車專用道路/專用車道

相關設施之定期檢測和維修工作的重要

性。政府單位可以藉由訂定檢測和維修

標準'亦或是隨時調查與檢討單車族的

意見回饋，進而排定保養和維護工作之

優先川員序。例如，針對車流量大、國家

級的單車騎乘路線，政府單位應該於每

個月進行例行性的保養和維護工作;車

流量中等、地方紋的單車騎乘路線則可

以每季進行一次例行性的係養和維護工

作。另外，在單車騎乘路線土設立單車

遊客!lr B寄回饋信箱，定期的調查與檢討

單車遊客的意見也是提升單車旅遊地吸

引力最有效率最省時省錢的方法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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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與衛生

附屬

吉克車色

*=最重要的決定性要素前五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

提升研究結果的可信和有效性。惟後績

研究建議可增加樣本主主，期使研究結果

更具代表性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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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主義

由於本研究僅屬探索性研究，在 資

料蒐集及探討土恐有諸多不足之處，希

望後績研究者能朝以下幾個方向繼續努

力:

1.本研究從資源需求面的角度探討影響

單車旅遊地吸引力之要素，建議後續研

究可從資源供給面的觀點來探討此議

題 。

2. 本研究專家群包括單車選手和騎士共

31 人。雖然參與者對本研究之研究議題

均有深入的了解與豐富的經驗，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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