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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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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由於全球暖化現象愈來愈嚴重，因此環保議題已經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視，各國政府都在想盡

辦法，希望能做到節能減碳。由於公共自行車具有節能、零空氣污染之本質，且具有運動健身之

附加效益，適合遊憩、通學及通勤等短程旅次之特性，因此，近來歐洲積極推行公共自行車政策，

希望透過廣設自行車租借站和發展電子租借技術，並且配合低廉的使用價格，使民眾可以方便租

借及歸還。目前臺灣已經有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已開辦

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而為鼓勵全台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之意願，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故必須

先了解影響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向之因素。基此，本研究目的以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為基礎，並加入了「環保意識」與「知覺娛樂性」構面，建構民眾騎乘公共

自行車行為意向的研究架構，並探討影響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向之因素，以期能提供政府

相關部門、自行車業者與民間單位推廣騎乘公共自行車活動的參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結合 Ajzen (1991)計畫行為理論、環保意識（安祥生、李青，2000）與流暢經驗的知覺

娛樂性(Csikszentmihalyi, 1975)探討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向，其中計畫行為理論認為個體

的行為意向會受到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環保意識是指社會群體和個人對待整

個環境及其有關問題的意識和敏感性，它的內容應包括:公眾對環境的關切程度，對現有和可能出

現的環境問題的敏感性以及對保護環境的負責態度與參與意識；而流暢經驗則認為當個人集中精

力、全神貫注的投入所從事的活動情境中，會進入一種流暢狀態，而這種流暢經驗會帶來心理上

相當滿足的喜悅，讓人會不惜代價，積極主動的投入活動。因此，本研究運用計畫行為理論的態

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構面以及環保意識、流暢經驗的知覺娛樂性建立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並依文獻建立研究假設（如表 1）。且據此設計問卷，經專家效度、預試後確定正式問卷。

本研究以全台灣 20歲以上的民眾為研究母體，採用「便利取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

410份，回收有效樣本 400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8%。 

 

圖 1. 研究架構圖 

表 1. 研究假設 

H1：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態度對騎乘意向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 

H2：騎乘者的主觀規範對騎乘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3：騎乘者的知覺行為控制對騎乘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 

H4：騎乘者的環保意識對騎乘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5：騎乘者的知覺娛樂性對騎乘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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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討論 

在構面問項敘述統計方面，研究結果顯示，騎乘態度、主觀規範及環保意識的構面平均數都

大於 4，所有題項的構面平均數都非常高，顯示民眾對騎乘態度、主觀規範及環保意識持正向肯定

的態度。在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各構面的差異分析方面，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騎乘公共自行車

的知覺行為控制、騎乘意向及知覺娛樂性，健康狀況愈好者、經濟狀況越富裕者、騎乘頻率愈高

者認同度越高。依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如圖 2），影響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向之因素為

態度(β=0.12, p<.01)、主觀規範(β=0.20, p<.001)、知覺行為控制(β=0.37, p<.001)、環保意識(β=0.05, p

＞.05)、知覺娛樂性(β=0.23, p<.001)等變項，調整後的整體解釋總變異量達 62%，顯示本研究架構

對於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向有不錯的解釋力。其中影響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向最

高者為知覺行為控制，其次為知覺娛樂性；顯示民眾的行為意向，受到個人自覺控制資源、機會

能力的高低程度影響最大；而個人全心全意投入騎乘公共自行車的過程，能感受到歡樂與愉悅，

則騎乘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向也愈高。 

另將年齡層分成 50 歲以下與 50 歲（含）以上兩組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比較路徑係數，分析

結果顯示如表 2，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如下：(1)在態度方面，50 歲（含）以上有顯著性，50 歲以下

則無，顯示 50歲（含）以上公共自行車的騎乘意向受態度影響。(2)50 歲以下與 50歲（含）以上

在知覺行為控制、知覺娛樂性都有顯著性，顯示公共自行車的騎乘意向不受年齡限制，民眾能自

己決定騎乘公共自行車，且認為騎乘公共自行車是有娛樂性的。(3)與原五組的年齡影響構面比較，

在知覺行為控制、知覺娛樂性都有顯著性，顯示在此兩構面，年齡對公共自行車的騎乘意向影響

不大。 

 

表 2. 50歲以下與 50歲（含）以上騎乘意向路徑分析 

 50 歲以下       50歲（含）以上      

路徑係數 路徑係數 

態度  0.06   0.23** 

主觀規範     0.28*** 0.03 

知覺行為控制     0.35***    0.40*** 

環保意識   0.09*     -0.00 

知覺娛樂性    0.20**    0.29***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欲提高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之騎乘意向，建議政府相關部門、自行車業

者與民間單位可從下面兩方面著手：(1)加強宣導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並鼓勵民眾參加公共自行

車活動，最後樂於騎乘公共自行車。例如舉辦公共自行車的嘉年華會、馬拉松、聯誼活動等，提

高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的意願。(2)規劃不同路線的自行車道，並提昇自行車車道環境品質，以增

加民眾對自行車車道環境之滿意度，進而提高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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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5，**p＜.01，***p＜. 001 

 圖 2. 路徑分析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