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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智慧型手機對於現代人已經漸漸變得不可或缺，無時無刻都拿著手機在使

用，就連搭乘交通運輸也不例外，傳統的手機已無法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因此智

慧型手機的出現，漸漸的取代了傳統手機的市場。  

現代的人，不論男女老幼，只要家中經濟有辦法負擔得起的，基本上是每人

人手一支手機。在手機那麼普及的情況下，與手機相關的各種硬體、軟體的發展，

實在令人無法不對其產生好奇及關注。尤其是在智慧型手機問世之後，手機應用

程式的種類及功能更是多采多姿、五花八門，其中的奧妙真的十分值得我們去探

討。資訊科技的發展在近幾年來突飛猛進，尤其是在智慧型手機問世之後，手機

的功能不單單只是在用來打電話傳簡訊，多了更多的功能，可以上網、甚至訂票，

近幾年來還出現了 APP 這個東西。 

 

二、研究動機  

科技在交通上的貢獻不勝枚舉，也使現代人越來越依賴智慧型手機資訊 APP

功能。以民眾的立場來說，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交通時刻表，不僅可以節省時間，

又方便查詢，對於通勤的人來說，確實減輕許多負擔。現在，智慧型手機的盛行，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不用等，查詢又方便，也不用再打開電腦，不管身在何處都能

隨時查詢時間，再加上科技進步發達，便利又再次升級。現代人生活繁忙行程緊

湊，很講究時間，都不喜歡等待，因此我們想要探討民眾對行動交通資訊 APP 持

續使用的意圖，以及其未來的發展和帶來的商機。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民眾對行動交通資訊 APP 持續使用意圖之探究。本

次研究目的，希望從科技準確度及使用態度、意圖的角度，探討民眾對於交通資

訊 APP 的科技使用態度及持續使用影響。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一) 不同族群使用的態度、意圖對於行動交通資訊APP行為的影響 

(二) 探討『交通資訊APP』對於民眾使用意願的因素 

(三) 探討科技性成癮、易用性及有用性將對民眾持續使用行動交通資訊

APP行為影響 

 

四、研究流程圖 

 

 

 

 

 
 

 

圖 1、本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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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限制 

本專題研究的調查方式，以高雄地區的使用者為範圍隨機發放問卷，故研

究結果可能有無法類推至所有台灣的部分。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行動 APP定義 

App 是「Application」的縮寫，而「Application」就是「應用程式」「應用

軟體」的意思，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電腦上的APP指的是專門為解決使用者的

特殊需求，所開發、撰寫的程式軟體。因此廣泛來說，舉凡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上的時尚玩意，或是我們在傳統個人電腦上所慣用的文書、簡報處理軟體，都

可以歸類為廣義的APP。 

行動裝置使用者可透過無線網路連上行動軟體應用程式商店免費或付費地

下載使用行動軟體應用程式。行動軟體應用程式商店除了可透過網頁瀏覽器如一

般網路商店般瀏覽與交易外，通常亦製作有專屬的APP，讓使用者能一鍵進入，

介面也較網頁更方便。首先採用此商業模式的廠商是美國蘋果電腦公司針對其行

動裝置iPhone、iPad經營的「App Store」，之後Google也隨其行動作業系統Andro id

一同推出自行經營的APP商店Google Play。App Store以及Google Play是目前營收

和下載量的前兩大APP商店。 

 

(二)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以理性行為理論為基

礎。科技接受模式指出：(1)「知覺有用性」與「知覺易用性」均會會影響到使用

者使用科技的態度；(2)易用性會影響有用性；(3)有用性會直接影響行為意圖。所

謂的「知覺有用性」係指使用者主觀的認為該科技對未來所帶來的助益與實用性，

而「知覺易用性」則係指使用者知覺到該科技使用上的容易程度。使用「態度」

所指的就是個人對於某特定科技所抱持正面或負面的感覺與評價；「行為意圖」

則指個人將來將會使用此特定科技所持意願的強度。 

 

 

圖 2、科技接受模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A0%81%E7%80%8F%E8%A6%BD%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8%9A%E6%A8%A1%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B%E6%9E%9C%E9%9B%BB%E8%85%A6%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Phon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P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ndroi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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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性成癮 

Goldberg認為是由於過度的電腦網路使用，使得個人在網路使用的適應發生

問題，造成個人職業、學業、社交、工作、家庭生活、財務、心理與生理功能之

影響與減弱。Griffiths 將網路成癮視為與手機成癮、電腦成癮、電玩成癮、電視

成癮類似的科技性成癮；認為網路成癮也是包含在科技成癮當中。所謂的科技性

成癮是一種人機互動(Human-Machine-Interaction)的歷程，屬於非藥物性成癮

(Non-Chemical-Addiction)，與藥物成癮依賴物質的涉入不同，科技性成癮通常包

含著許多引誘、不斷強化的特質，促使人們不斷沈迷。根據Chou 和 Ting，網路

成癮的影響因素有專注(Concentration)、愉悅性(Playfulness)、時間扭曲 (Time 

Distortion)、遠距臨場感(Telepresence)、探索行為(Exploratory Behavior)等。 

 

(四)使用意願定義 

一般來說使用意願是指使用者願意使用一種服務的意願程度， Bhattacherjee

（2001）將使用意願定義為使用者會使用該系統之意願。也如同代企業為提昇產

業競爭力及經營績效，導入全面品質的管理及經營，希望以「顧客導向」的服務，

更以「顧客滿意度」作為衡量品質的重要指標，進而吸引顧客增加使用意願。Davis

（1989）將使用意願定義為使用者有意願使用某特定系統的程度。Fishbein and 

Ajzen（1975）也認為使用意願是指使用者願意實行某些商業行為的意願。

Boulding , Kalra, Staelin and Zeithaml (1993)認為，顧客對服務品質的知覺會影響

整體消費滿意度的評估，進而影響顧客後續的使用意願。 

 

(五)持續使用意願因素 

Stum and Thiry (1911)提出一個滿意的顧客也許會是一個重複的使用者，但

一個忠誠的顧客將會持續地重複使用，並且向他人推薦該公司場域與設備。Prus 

and Brandt(1995)認為顧客滿意驅動顧客再使用，且忠誠的顧客會對某一企業維持

長久關係，而最終由態度及行為的組合表現出現，其態度包括再次使用該企業的

設施或購買該企業的產品、向他人推薦的意願、及面對競爭者免疫力。其行為則

包括重複使用該企業的場域或購買該企業的產品及向他人推薦的行為。Griffin

（1996）認為忠誠的顧客會有以下的行為：經常性重覆使用、意願購買公司所提

供的各種類的產品或服務、願意幫忙公司建立口碑、對其他業者的促銷活動無動

於衷。Oliver,Rust and Varki（1997）則指出再使用意願度是指顧客受到場域與服

務環境因素下，對其所喜好進行再使用的行為而並不會改變。 

 

(六)交通資訊 APP介紹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開發「高雄任我行」APP 系統功能一級棒，舉凡公車動態、

停車資訊、即時路況影像…等，甚至連高雄市各景點交通狀況都能清楚掌握，民

眾只要下載「高雄任我行」APP，便可以全盤掌握。高雄市交通局表示，「高雄任

我行」APP 結合地圖式介面查詢各重要路口監視器影像、高雄市公車動態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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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等資訊，利用手機即可查詢，並提供 iOS 及 Android 兩種版本讓用路人下載，

讓你隨時掌握多元運輸資訊，做好出門前、路途中規劃，通行大高雄順暢無阻礙。 

「高雄任我行」APP 不僅提供即時路況、停車場資訊、城際運輸、公共自行

車及公車動態捷運等公共運輸服務，甚至是高雄市各觀光景點路況資訊均整合網

羅，以前分散在各旅運資訊系統查詢功能，現已全面整合。此外「高雄任我行」

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即時主動推播重大路況資訊，讓用路者可隨時掌握更新各項

道路管制、壅塞資訊，也可以預約公車主動推播，使用者只要設定常用路線、站

點及時段，APP 系統就可以在使用者定義時段內主動推播該路線車輛到達設定站

點的預估到站時間。「高雄任我行」還提供未繳停車費、計程車隊叫車聯絡電話、

台鐵高鐵時刻表等資訊查詢功能，APP 軟體操作介面簡易，交通局邀請市民踴躍

下載使用，藉由即時路況資訊的提供，讓市民朋友通行大高雄順暢無阻礙。 

 

   
圖 3、高雄任我行 APP 螢幕擷取畫面縮圖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圖 4、本研究架構圖 

 

 

知覺有用性 

科技成癮 

行為意向 知覺易用性 
持續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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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以『民眾對行動交通資訊 APP 持續使用意圖之探究』調查問卷取

得資料。藉由網路、書籍、雜誌及學術研究等文獻整理法歸納出依據行動交通資

訊 APP 的使用情形和影響使用的因素。 

問卷調查法方面，則依據文獻整理出的相關資料，了解人們選擇使用行動交

通資訊 APP 的因素、以及會如何選擇，便利性、個人化的諸多因素是否會影響

人們的持續使用意圖。 

 

三、問卷結果與統計分析 

 

1.樣本性別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的性別比例

為男性佔27％，女性佔73％。 

2.樣本婚姻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的婚姻比

例已婚佔21％，未婚佔79％。 

 

圖 5、樣本性別分析圖 

 

圖 6、樣本婚姻分析圖 

3. 樣本年齡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的年齡比例以

20歲以下佔54%為最多，其次為21-30歲

佔20%，最少則為51歲以上，佔3%。 

4. 樣本職業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的職業比例

以學生最多，佔54%，其次為服務業

佔13%，軍公教與農漁牧業，佔3%為

最少數。 

 

圖 7、樣本年齡分析圖 

 

圖 8、樣本職業分析圖 

5. 樣本教育程度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的教育程度，

以高中/職61%佔最多，其次為大專/學，

佔29%，國中(含以下)研究所(含以上)分

別佔5%最少。 

6. 樣本個人平均月所得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個人平均所

得，以5萬以下佔78%為最多，6-10萬

佔21%，11萬以上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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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樣本教育程度分析圖 

 

圖 10、樣本個人平均月所得分析圖 

7. 喜歡行動交通 APP類型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喜歡的行動交

通APP類型，以公車佔61%為主，其次

為高鐵佔14%。 

8. 平均一週行動交通 APP次數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一週平均使

用行動交通APP搭乘交通工具，以3次

以上(31%)為主，其次為1次佔24%。

 

圖 11、喜歡行動交通 APP 類型分析圖 

 

圖 12、使用行動交通 APP 次數分析圖 

9. 使用行動交通 APP原因 

本研究發現，受測者認為會使用交

通資訊APP的原因，主要是方便性佔

51%，其次為節省時間佔31%，準確性

佔16%，其他佔2%。

10. 交通資訊 APP的實用性 

本研究發現，有73%受測者同意

交通資訊APP軟體很實用。由此可推

論，大部分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交通資

訊APP的實用功能，進而使用此軟體。

 

圖 13、節省等車時間分析圖 

 

圖 14、交通資訊 APP 實用性分析圖 

11. 交通資訊 APP的方便性 

本研究發現，有78%受測者同意交通

資訊APP使用起來是很方便的。由此可推

論，大部分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交通資訊

APP的方便性，進而使用此軟體。 

12. 交通資訊 APP節省時間 

本研究發現，有71%受測者同意為

交通資訊APP能節省自己等車時間。由

此可推論，大部分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交

通資訊APP能節省時間，進而使用此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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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交通資訊 APP 方便性分析圖 

 

圖 16、交通資訊 APP 實用性分析圖 

13. 交通資訊 APP功能簡略 

本研究發現，有 70%受測者同意交

通資訊 APP 功能簡略。由此可推論，大

部分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交通資訊 APP 功

能簡略，進而使用此軟體。 

14.交通資訊 APP易查詢 

本研究發現，有 75%受測者同意交

通資訊 APP 是容易查詢的。由此可推

論，大部分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交通資訊

APP 容易查詢的功能，進而使用此軟

體。 

 

圖 17、交通資訊 APP 功能簡略分析圖 

 

圖 18、交通資訊 APP 易查詢分析圖 

15. 使用交通資訊 APP的人愈普遍 

本研究發現，有 62%受測者同意目

前使用交通資訊 APP 的人愈來愈普遍。

由此可推論，大部分使用者可能會因為

使用交通資訊 APP 的人越來越多，自己

也成為使用一族。 

16. 自我使用交通 APP功能簡單 

本研究發現，有 63%受測者同意

自己會使用交通資訊 APP 是因為功

能簡單。由此可推論，將近一半以上

的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使用交通資訊

APP 功能簡單，進而持續使用。 

 

圖 19、交通資訊 APP 使用普遍分析圖 

 

圖 20、自我使用簡單分析圖 

17. 自我使用交通 APP容易了解 

本研究發現，有 61%受測者同意自

己會使用交通資訊 APP 是因為容易了

解。由此可推論，使用者可能會因為使

用交通資訊 APP 容易了解，進而持續使

18. 自我使用交通 APP方便查詢 

本研究發現，有 68%受測者同意

自己會使用資訊交通 APP 是因為可

以方便查詢。由此可推論，使用者可

能會因為使用交通資訊 APP 方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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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詢，進而持續使用。 

 

圖 21、自我使用容易了解分析圖 

 

圖 22、自我使用方便查詢分析圖 

19. 自我常搭乘運輸工具 

本研究發現，有 72%受測者同意自

己使用資訊交通 APP 是因為自己常搭

乘運輸工具。由此可推論，使用者可能

會因為自己本身常搭乘運輸工具，因此

進而持續使用行動資訊 APP。 

20. 方便會持續使用 

本研究發現，有 60%受測者認為

資訊交通 APP 愈方便，自己會持續使

用。由此可推論，若資訊交通 APP 對

使用者而言越方便的話，會增強使用

者持續使用的行為。 

 

圖 23、自我常搭乘運輸工具分析圖 

 

圖 24、方便會持續使用分析圖 

21. 依賴使用交通資訊 APP 

本研究發現，有 47%受測者同意自

己會依賴使用資訊交通 APP，但也有

47%的使用者認為普通，無太大感受。

由此可推論，雖然將近快一半的使用者

認為自己很依賴 APP，但大部分人也認

為自己並無依賴的現象。 

22. 因需求而使用下載 

本研究發現，有 61%受測者同意

自己會因為搭乘交通運輸，進而下載

使用交通資訊 APP。由此可推論，當

使用者認為交通使用上有所需求，就

會願意使用交通資訊 APP。 

 

圖 25、依賴使用交通資訊 APP 分析圖 

 

圖 26、因需求而使用下載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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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近年來隨著行動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的發展，愈來愈多人使用智慧

型手機，使用者可以不受空間限制，隨時隨地透過移動手持設備使用網路服務，

並依照個人本身的需求將應用程式下載到智慧型手機，各式各樣的 App 應用程

式，不僅帶來生活的方便，同時也改變整個手機應用程式的生態。希望從科技準

確度及使用態度、意圖的角度，探討民眾對於交通資訊 APP 的科技使用態度及

持續使用影響。本研究發現，大部分使用行動交通資訊 APP 的族群，以學生為

主，或許與生活型態有關係。再者，大部分的使用者認為行動交通資訊 APP 的

方便性、易用性及自我有需求會增強自己持續使用的意圖及行為。只是對於交通

資訊 APP 資料的準確度卻沒有太大的肯定。 

 

二、研究建議 

智慧型手機推陳出新，效能也愈來愈強大，交通延伸至其他應用領域 APP 應

用無不發展可能，包括觀光旅遊服務、乘車預約接駁服務、運具的無縫運輸等都

是未來可行的應用議題，其共同的目標皆是提升「行」的便利與智慧生活的應用。

最後，建議在發展 APP 服務時，可以從主要使用族群的現有需求考慮，例如：

加入推播提醒功能。透過持續性的改版來維持有用性，合適的推播來提高持續使

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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