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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行車活動之所以能夠受到重視，除了民眾對環保意識的提升，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是

民間組織團體的親身力行，像是自行車業的龍頭，巨大機械董事長劉金標以 73 歲高齡，於 15 天

內騎完台灣一圈，完成了「現在不做，以後就不會做」的自我目標（王一芝、林妙玲，2007） 

 

  隨著台灣國民所得及民生水準提升，民國 90 年開始實施週休二日，使民眾有更多時間可以

去休閒旅遊，而休閒活動也漸漸成為人們現代生活中最或不可缺的一部分（廖幸瑜，2011 年)。

研究證實運動是可以促進人類健康，從事休閒活動可以使身心放鬆促進身心健康，也可以使各項

休閒運動蓬勃發展。在民國 91 年提出了「運動人口倍增計畫」，在未來的計畫裡，將全民運動的

概念推廣到不同層級的民眾心中，讓民眾在平日的生活壓力下，也能漸漸培養出自己喜愛的休閒

活動，而自行車活動就是其中的項目之一(行政院體委會，2012 年)。而台南左鎮的自行車道是新

興的一個自行車道，周遭環境優美、居民純樸，對於外來的遊客相當友善，因此，本小組想研究

探討到此騎乘腳踏車的遊客對於此地的滿意程度為何。另外，本研究亦欲探討的休閒效益認知，

想了解遊客至台南左鎮自行車道從事相關的休閒活動後，經由參與過程心中所產生的效益。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遊客對綠色奇跡自行車道環境之休閒效益旅遊滿意度的研究調查，研

究結果希望可以提供各單位參考，作為日後在規畫自行車道的休閒活動之參考依據。 

 

(一) 調查到訪過自行車道遊客現況。 

    (二)探討自行車騎乘者的騎乘環境及附近旅遊景點的滿意度。 

 

三、研究流程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本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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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小組採問卷調查法進行專題研究，問卷設計是參考眾多專家學者後編制而成。利用平

假日實際到現場放問卷，共計發出 100 份，回收 97 份，有效 94 份，無效 3 份。問卷數據的

統計則以 EXCEL 及圓餅圖呈現。     

 

貳、正文 

 

一、相關文獻 

 

(一) 自行車休閒運動發展 

 

  林芝榕（2008）提出近年來民眾騎乘自行車的目的不僅為了上學，上班，購物，或轉搭

捷運，漸漸將騎乘腳踏車最為休閒旅遊、運動健身的目的，可依據個人體能及騎乘目的，安

排各式長短的旅遊行程，沿途可享受多樣的自然人文風貌，可促進新陳代謝，加強心肺功能，

達到休閒與運動的雙重目標。 

 

    (二) 休閒效益理論之相關研究 

 

效益（benefits）被視為一種好處，當個人、團體、社會、經濟、實質環境有所改善狀態

（Driver，Brown＆Peterson，1991；Driver，1997）。將休閒效益定義為個人在自由時間裡，出

自個人意願、自主意識，對於參與休閒活動過程中所產生之體驗，是一種主觀的個人感受，

幫助個人滿足身心的需求，提升生活品質（Mannel and Stynes，1991）。 

 

    (三) 滿意度 

 

  在休閒遊憩領域對滿意度來說，滿意度是遊客個人的經驗，源自於人與目的地之互動後

所產生之心裡感覺。「滿意度」是用來測量個人期望與實際體驗之間的差異，顯現個人感到

愉悅或失望（陳文亮 ，2007）。遊客在歷經行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預期目的地應發揮的效

用水準於實際發揮的效用水準之間的心裡比較結果（吳佩靜，2010）。滿意度是指一個人對

於事前的信念與希望，而達成的ㄧ種情感愉悅的狀態。對於消費者而言，滿意是ㄧ種心裡比

較的過程。當經驗的服務價值和期待的ㄧ致或覺得受到公平對待時，消費者變感到滿意；負

向不一致及不公平對待時，消費者將感到不滿意（洪世全，1995）。 

   

    (四) 休閒效益 

 

  Wankel and Berger 所提出「效益」被定義為達成目標的觀點，因此評估休閒效益最重要

的就是去評估休閒活動是否能順利幫助它們達成目標，而非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評估達成目

標的過程。許多休閒遊憩活動的效益是無法直接被觀察到的，所以效益是一種相當主觀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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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受。因此在探討有關「休閒效益」的構面時，所包含的範疇包括參與休閒遊憩活動的過

程中及參與休閒遊憩活動之後，可以幫助個人身心狀況改善或是滿足需求的個人的主觀感受

(陳中雲，2001)。Tinsley and Tinsley(1986)指出，個人休閒效益主要是受到活動體驗之主觀感受

影響，而不只是活動的本身，因此個人的心理需求滿足程度就成為了影響休閒效益感受的主

要因素。而陳中雲、林欣慧(2001)也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休閒效益指的是個人或團體在自由

時間從事休閒行為的過程時，對從事的活動有所體驗，而參與休閒遊憩行為後，會對個人會

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問卷分析 

 

    (一) 基本資料 

 

1.年齡 

 

圖 2-1-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2.學歷 

 

圖 2-1-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根據圖 2-1-1 顯示，受訪遊客的年齡為

20 歲以下最多，佔 97%，最少者為 20

歲以上，佔 3%。 

根據圖 2-1-2 顯示，受訪遊客的學歷為

高中職最多，佔 97%，最少者為大學/

大專跟國中小以下以及無學歷，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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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住地區 

 

圖 2-1-3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4.職業 

 

圖 2-1-4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5.如何前往 

 

圖 2-1-5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根據圖 2-1-3 顯示，受訪遊客居住地區

以南部地區居多，佔 98%，而北部地

區及中部地區各佔 1%。 

根據圖 2-1-4 顯示，受訪遊客的職業以

學生居多，佔 97%，而軍公教跟服務

業以及工業各佔 1%。 

根據圖 2-1-5 顯示，受訪遊客的交通工

具為客運居多，佔 82%，其次為機車，

佔 10%，而汽車，佔 5%，最少者為腳

踏車，佔 3%。 

由此可得知，比較少遊客會開車、騎

乘機車或是騎腳踏車前往左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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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滿意度分析 

 

1.自行車道路面平整度良好 

 

圖 2-2-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2.自行車道路線清楚 

 

圖 2-2-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3.自行車道整體環境整潔乾淨 

 

圖 2-2-3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根據 2-2-1 得知，對左鎮自行車道路面

平整度感到滿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8%，其次為普通，佔 30%，最少為

不滿意，佔 2%；由此可知，多數受訪

者對於左鎮路面平整度是感到滿意

的，僅 2%是持反向意見。 

根據 2-2-2 得知，覺得左鎮自行車道路

線感到滿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5%，

其次為普通，佔 34%，最少為不滿意，

佔 6%；由此可知，多數受訪者對於左

鎮自行車道路線清楚是感到滿意的。 

 

根據 2-2-3 得知，對左鎮自行車道整體

環境感到滿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8%，其次為普通，佔 29%，最少為

不滿意，佔 4%；由此可知，超過六成

的人認為左鎮環境乾淨是令人滿意

的。 

 



探討遊客對自行車道休閒效益之旅遊滿意度研究－以台南左鎮綠色奇跡之旅為例 

 

7 

 

4.對於當地出租腳踏車的數量滿意足夠 

 

圖 2-2-4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5.對於當地店家出租腳踏車的品質滿意

 

圖 2-2-5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6.對於岡林國小"草仔粿"體驗有趣 

 

圖 2-2-6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根據 2-2-4 得知，對左鎮自行車道出租

腳踏車數量感到普通的受訪者最多，

佔 45%，最少為不滿意，佔 10%，將

近一成的人認為數量不夠，由此可

知，左鎮對於出租腳踏車數量還需增

多，使更多遊客也能租借。 

 

根據 2-2-5 得知，對左鎮當地店家出租

腳踏車品質感到普通的受訪者最多，

佔 52%，其次為滿意，佔 28%，最少

為非常不滿意，佔 1%，滿意的人並未

超過半數；由此可知，左鎮出租腳踏

車的品質滿意度僅普通。 

 

根據 2-2-6 得知，對於岡林國小”草仔

粿”體驗感到滿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3%，其次為非常滿意，佔 39%，最

少為不滿意，佔 2%；由此可知”草仔

粿”體驗活動是令大部分人感到滿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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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對於台南左鎮農夫體驗新奇度 

 

圖 2-2-7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8.此次旅遊能舒緩壓力 

 

圖 2-2-8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9.此次旅遊能遠離城市的喧囂 

 

圖 2-2-9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根據 2-2-7 得知，對左鎮農夫體驗感到

滿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3%，其次為

非常滿意，佔 42%，最少為非常不滿

意，佔 1%；滿意及非常滿意數值都相

當平均，由此可知，有 8 成的受訪者

對農夫體驗新奇度都相當滿意。 

根據 2-2-8 得知，認為此次旅遊能舒緩

壓力的受訪者感到非常滿意的，佔

40%，其次為滿意，佔 31%，最少為

非常不滿意，佔 3%；由此可知，大部

分的受訪者認為左鎮是個能讓人舒緩

壓力的地方。 

 

根據 2-2-9 得知，認為此次旅遊能遠離

城市喧囂的受訪者感到非常滿意的，

佔 42%，其次為滿意，佔 39%，最少

為不滿意，佔 4%；由此可知，超過八

成的人認為左鎮是能讓人放鬆的地

方，但還是有 4%的人是持有反向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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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次旅遊能達到心中期望值 

 

圖 2-2-10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參、結論 

    

   一、結論 

   

本研究在調查遊客對台南左鎮自行車道與休閒效益之滿意度，根據結果與討論，對本研究做

出結論，並提出相關的建議，使相關單位瞭解騎乘者之需求，在自行車道之營運及規劃維護

方面能完美。 

 

     (一)左鎮自行車道騎乘者，年齡以 20 歲以下最多，大多為高中職學生居多，居住地區以

南部地區最多數，以搭客運前往最多。 

     (二)遊客對左鎮自行車道路面平整度感到滿意、路線標示清楚，自行車部份品質感到普

通，自行車店出租車輛數較少。 

     (三)自行車外，遊客對於當地農村生活體驗活動＂草仔粿＂感到滿意，體驗農夫種植活

動高達八成的受訪者對此活動感到相當新奇。 

     (四)問卷得知遊客對於此次綠色騎跡之旅感到相當滿意遊客對左鎮自行車道，最滿意是

能達到放鬆身心遠離城市喧囂的效果；最不滿意則是對於當地出租自行車量不足，

大多數旅客對於此次綠色騎跡之旅是感到滿意，願意再來到此地旅遊。 

 

   二、建議 

 

(一) 路面平整度 

           1.左鎮自行車道，可以將路面不平整的路段，重新翻修，讓民眾都覺得使用上感   

到滿意。 

           2.左鎮自行車道，可以將人孔蓋的高度與路面平行。 

      

        (二)腳踏車停車格 

  1.可設置腳踏車停車位。 

 2.由專人管理。 

根據 2-2-10 得知，認為此次旅遊達到

心中期望值的受訪者感到滿意的，佔

38%，其次為非常滿意，佔 31%，最

少為非常不滿意，佔 1%；由此可知，

將近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左鎮有讓受

訪者達到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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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行車出租數量 

           1.左鎮自行車道的遊客中心，可以增加出租自行車的數量。 

      2.限制出租時限。 

 

  (四)出租自行車的品質 

           1.希望能多幫腳踏車進行保養。 

           2.希望能將較舊的腳踏車汰舊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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