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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隨著現在臺灣民眾對於休閒生活以及對健康概念的重視，自行車運動在現代

人的觀念中已不再單純的只是一種交通工具。透過休閒活動的參與，可以從中獲

得不同休閒的體驗與感受，舒緩生活壓力，使人放鬆心情並且減緩沮喪、焦慮（

Biddle &Mutrie，1991），幫助人們維持生理和心理的健康（Coleman &Iso-Ahola

，1993），休閒運動在民眾的生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愛河自行車道沿著愛河兩岸河堤，北至蓮池潭、南至愛河出海口，全長約24.5公

里。愛河源於高雄仁武的八卦寮埤潭，流經高雄等區域而注入高雄港第一港口，

為高雄的生命之河。愛河自行車道採多樣化區型態規劃行車路線，整個自行車道

系統皆兼具城市特色，將高雄的山水及海港特色融入其中，並以人文、生態及社

區鄰里為主軸，遊客可依自身需求選擇單車休閒路線，提供遊客一便捷、自主且

環保的選擇，是高雄市愛河沿線最完整也最宜人的一條單車步道（四方通行單車

網，2015）。 

 

二、研究動機 

 

自行車休閒活動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自行車道也逐漸

在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透過此休閒之自行車騎乘者對高雄市愛河自行

車道遊憩滿意度之現況，探討當地自然環境如何與自行車道路線的規劃作完善的

搭配，以及如何的規劃方式才具有吸引力能吸引自行車騎乘者前來，並從自行車

騎乘者角度來檢驗高雄市愛河自行車道是否能滿足自行車騎乘者的期待，為本研

究動機。 

本小組認為，愛河自行車道具有相當的發展觀光遊憩潛力，因此本研究欲探討遊

客使用愛河自行車道遊憩體驗和滿意度之關聯，以及遊客對高雄愛河自行車道滿

意度之現況。 

 

三、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一）探討遊客對於愛河自行車道之遊憩體驗 

（二）探討遊客對於愛河自行車道之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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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相關文獻定義 

 

（一）遊憩體驗 

  

   遊憩一詞由其英文名稱「recreation」字面上來看則是具有重新創造之意，是

指遊客在閒暇時間內，從事各種具有吸引力的活動，並追求或享受自由、愉悅、

個人滿足等體驗的各種活動（Fennell, 2002）。 

體驗是在旅遊的過程中，令人產生難忘的經濟產品，每個人對體驗的感覺不會完

全相同。現今顧客已將產品性能、效益、品質，以及一個正面的品牌形象視為理

所當然的事，顧客進一步想要的是令他們感官暈眩、能觸動他們心靈與刺激遊客

心思的活動或遊憩體驗（任維廉、胡凱傑、王鵬堯、林國銘，2008。）遊憩體驗

（recreational experience）可定義為「遊客在其周圍環境中，經由選擇其喜愛的遊

憩活動，進而獲得一種滿足的感受與經驗」（Driver & Brown, 1975）。 

 

（二）滿意度之定義 

 

「滿意度」是一項用來測量人們生活中各種生活品質、工作、產品、社區，

乃至於是遊憩活動方面品質的衡量工具（廖淑靜，2011）。認為滿意度是指一個

人對於事前的信念與希望，而達成的一種情感愉悅的狀態（洪世全，1995）。對

於消費者而言，滿意度是一種心理比較的過程。當經驗的服務價值和期待的一致

或覺得受到公平對待時，消費者便感到滿意；反之，負向不一致及不公平對待時

，消費者將會感到不滿意。認為滿意度是個人經過體驗之後的心理與情感狀況，

若使用前的預期超過實質的結果，則產生滿意；反之則產生不滿意（Baker and 

Crompton，2000）。而Swan and Combs（1976）提出產品績效對消費者滿意度的

影響，來自於實體因素與心理因素兩方面，認為由工具面的需求先滿足後，才能

由情感面產生對產品績效的滿意。Oliver（1981）表示滿意即時對隨附於產品取

得時，或消費者經驗中的驚喜，所作的評價，為一種立即性的反應。顧客滿意度

與服務品質的差異性在於，消費者對於服務品質的知覺是屬於持久性的，而顧客

滿意度則針對特定交易的感受。Pedragosa and Correia（2009）認為期望、設施與

服務為促成消費與服務之間的評價，亦即滿意的評價屬性。魏弘發（1996）認為

滿意度是指遊客參與遊憩活動所獲得各項遊憩體驗的滿意程度，基於滿意程度的

強弱程度是化為下一次活動動機的基礎，是心理狀態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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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分析 

圖2-2-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2-2-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2-2-1可得知，受訪遊客之性別以女性（55%）居多。 

由圖2-2-2可得知，受訪遊客之年齡以20歲以下（51%）為居多，次為21～30歲 

   （ 22%），最少是由41～50歲，僅佔（7%）。 

圖2-2-3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2-2-4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2-2-3可知，受訪遊客之職業以學生（52%）為居多，次為服務業（24%）。 

由圖2-2-4可得知，受訪遊客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54%）為居多，次為大專院校 

   （35%） 

圖2-2-5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2-2-6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2-2-5可得知，受訪遊客之婚姻狀況以未婚（77%）為居多。 

由圖2-2-6可得知，受訪遊客之南部（83%）為居多，次為北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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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7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2-2-8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2-2-7可得知，受訪遊客之平均月收入以無收入（31%）為居多，次為25001 

    ～35000元（23%）。 

由圖2-2-8可得知，受訪遊客如何得知此地，以前來過（28%）為居多，次為親友 

    介紹（20%），最少是由廣告文宣得知，僅佔（4%）。 

圖2-2-9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2-2-10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2-2-9可得知，受訪遊客是否第一次來到此地（79%）為居多。 

由圖2-2-10可得知，受訪遊客此次與誰同行以朋友（46%）為居多，次為家人 

   （28%）最少是由伴侶，僅佔（4%）。 

圖2-2-1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2-2-1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2-2-11可得知，以自行車（41%）為居多，次為汽、機車（31%），最少是步 

    行，僅佔（5%）。 

由圖 2-2-12 可得知，以租借自行車來源（54%）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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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3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2-14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 2-2-13 可得知，以同意（45%）為居多，且仍有（8%）的人表示不同意， 

    因此相關單位可多增加地方人文特色，讓造訪者更為印象深刻。 

由圖 2-2-14 可得知，以普通（46%）為居多，次為同意（28%），但仍有（11%）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在完整的道路網系統，還需要加強建構。 

圖 2-2-15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2-16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 2-2-15 可得知，以普通（42%）為居多，次為同意（31%），但仍有（12%）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在休憩設施位置妥當規劃，還需要多改善。 

由圖 2-2-16 可得知，以普通（47%）為居多，次為同意（27%），但仍有（9%）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在周邊設施及整潔衛生還需要多改善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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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17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2-18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 2-2-17 可得知，以普通（47%）為居多，次為同意（24%），但仍有（15%）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在公共廁所設置數量，可能讓些許受訪者感到不滿意，  

還需要多加強改善。 

由圖 2-2-18 可得知，以普通（41%）為居多，次為同意（34%），但仍有（12%）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在垃圾桶數量，可能讓些許受訪者感到不滿意，還需 

    要多加強設置。 

圖 2-2-19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2-20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 2-2-19 可得知，以普通（47%）為居多，次為同意（33%），但仍有（9%）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在車道路況安全及明確相關單位可再多加改善，讓騎 

    乘者感到更清楚。 

由圖 2-2-20 可得知，以普通（48%）為居多，次為同意（31%），但仍有（13%）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在路線引導規劃清楚相關單位可再多加改善，讓騎乘 

    者感到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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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2-2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 2-2-21 可得知，以同意（35%）為居多，次為普通（34%），但仍有（16%）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相關單位可再多加提供資訊導覽方面的資料。 

由圖 2-2-22 可得知，以普通（41%）為居多，次為同意（35%），但仍有（7%） 

     的人表示不同意，因此相關單位在路燈設置光線方面，可多加改善。 

圖 2-2-23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圖 2-2-24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由圖 2-2-23 可得知，以同意（44%）為居多，次為普通（40%）。 

由圖 2-2-24 可得知，以普通（39%）為居多，次為同意佔（30%），以整體同意 

    （54%），一半的人會向他人推薦此自行車道。 

 

參●結論 

 

（一）愛河自行車道騎乘者，以20歲以下無收入的南部高中職學生及未婚女

性居多，每個月至少一次和朋友同行租借自行車前往愛河自行車道，平均騎乘2

小時且大多數人都不是第一次來到此地，也沒有參加過高雄市政府舉辦的自行車

活動。 

（二）愛河自行車道騎乘者會事先規劃路線，讓騎乘者覺得既新鮮又好玩且

內心充滿喜悅與成就感，不僅能充實休閒需求還能夠看到新的事物滿足自身好奇

心，對於以上的敘述均以普通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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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自行車道騎乘者在過程中很少感到枯燥乏味，覺得輕鬆不費力、動作敏

捷、踩踏輕盈，能引起自行車運動興趣，又能短暫逃離擁擠環境更接近大自然，

且與家人同伴也更為親近，為生活增添色彩，對於以上的敘述均以同意居多。 

 

（三）愛河自行車道騎乘者對於休憩設施位置規劃、道路系統、周邊設施衛

生、公廁設置、路線引導規劃、路況安全、自行車停放空間、路燈設置、整體整

潔的滿意度均以普通居多。對於使用過後覺得不虛此行，且願意向他人推薦並分

享經驗，也均以普通居多。 

  騎乘愛河自行車道資訊導覽，沿線具有吸引力及地方人文特色，整體的愛河

自行車道令我感到滿意，會再次騎乘此車道。對於以上敘述已同意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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