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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人於通過路口時發生事故的原因，除汽、機車的疏忽外，常常是行

人於通過路口時漫不經心，甚至還會與同行者聊天、聽耳機、低頭滑手機而無法

注意周遭可能的危害情形所致，這樣的情況尤其在一款擴增實境遊戲--寶可夢的

盛行後，更加明顯。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行人於分心使用手機傳訊息、聽

音樂、通話、使用應用程式，甚至是玩手機遊戲時穿越道路之行為，是受到那些

因素之影響，期望能作為教育行人建立自我保護意識與安全的用路行為，以及給

予政府制訂行人交通安全政策時之參考。本研究先由國內外文獻回顧與行人事故

資料分析來瞭解行人穿越道路分心特性，以作為探討行人穿越道路分心行為意向

因素與發展問卷量表的基礎，再以計畫行為理論為架構，使用線性結構方程式驗

證行人對於穿越道路分心之行為意向模式，並以路徑分析討論各構面的關聯程度。

結果顯示：「知覺行為控制」對穿越道路分心行為意向有最顯著影響，其次為「態

度」，「主觀規範」則為負向關係；而穿越道路分心行為的產生是由「知覺行為

控制」與「分心行為意向」而來。態度構面中顯著影響因子為「會比較方便」、

「會節省時間」；規範構面中較顯著影響因子為「朋友」、「同事(同學)」；知

覺行為控制構面中較顯著影響因子為「一群人一起走」、「趕時間的時候」。 

關鍵字：行人分心行為、行人穿越道路、計畫行為理論、結構方程模式 

一、緒論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發達與方便，時常可以在道路上、馬路邊、交通工具

上，看到許多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民眾，而也隨處可見邊走邊使用智慧型手機

的行人，這樣的情況尤其在一款行動平台擴增實境遊戲《精靈寶可夢 GO》

的盛行後，更加明顯。上市雖引起熱潮、改善為了玩遊戲不出門的問題，但

卻也傳出不少意外事故及隱憂。在世界各地，已經有民眾因開車或是騎車玩

寶可夢而發生車禍和交通事故，邊走邊使用智慧型手機會使人對於周遭環境

失去警戒，因為沒有注意路況，使自己增加了事故的風險，也使得其他的道

路使用者，也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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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自從 2016 年 8 月 6 日開放後的一個月內，已經有

超過 200 名以上玩家因為玩遊戲時違反交通規則而被開罰，在全台灣各地區

因玩寶可夢而遭取締件數竟高達 7417 件，堪稱世界首例，可見台灣沉迷於此

遊戲的人數眾多，也隨之帶來更多的交通亂象。根據表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大隊統計資料，105 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11 日，約一個月的時間內取

締駕駛違規使用手機件數就高達 2540 件。 

表 1 臺北市取締駕駛違規使用手機件數及比例統計表 

年度 

項 目 

105 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11 日 

104 年 1 月

至 12 月 

103 年 1 月

至 12 月 

102 年 1 月

至 12 月 

取締件數 2540 589 277 242 

占所有違規比例 1.25% 0.35% 0.17% 0.15%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2016)。 

因為這個遊戲使得許多玩家都走到台灣的各個角落，但台灣對於行人並

不友善，相關環境措施也並未規劃完善，許多行人在行走時注意力不在於路

況，這樣的條件對行人而言無疑是大幅度地增加行走風險。Caird et al., (2008); 
Horrey & Wickens (2006)皆指出手機危及司機的安全, 但較少研究探討手機

對行人安全的影響。Bungum et al., (2005) ; Nasar et al., (2008)等作者觀察行人，

並發現了許多走動時因為各種活動而分心的步行者使用較少的警戒行為（例

如，向左看和右，等待步行號誌）。其他研究也顯示行人在穿越道路時因為通

話分心或其他行為像是吃東西，聽音樂，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Hatfield and 
Murphy, 2007)。而過去對於風險感知之研究較多都著重在駕駛的部分，較少

對於行人做研究，但行人在所有用路人當中，是最為弱勢的，因此妥善地調

查行人於各種分心情形下穿越道路的行為意圖，對於改善行人以及交通安全

都會有極大幫助，亦可作為政府未來在訂定行人相關法規時之參考依據。 

二、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與對象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行人於分心使用手機傳訊息、聽音樂、通話、

使用應用程式甚至是玩手機遊戲時穿越道路之行為，是受到那些因素之影響，

期望能作為教育行人建立自我保護意識與安全的用路行為，以及給予政府制

訂行人交通安全政策時之參考。 

本研究起因是由於近日手機遊戲之盛行，為了探討行人分心下道路行為

特性之影響，因此應以具備相當之穿越道路時使用手機行為經驗的行人為研

究對象，俾能收到一定之研究效益；不過礙於研究時間、人力與經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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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無法全面性的施行問卷調查，故問卷採用網路發放以及實際發放進行資

料收集，以網羅各種特性之行人，實際發放地點擬定以玩近日最熱門手機遊

戲－寶可夢的熱門景點新竹南寮為調查範圍，研究對象應具備相當之邊走路

邊使用手機行為經驗的行人為研究對象，受訪者涵蓋各年齡層，由於本問卷

有道德問項，為避免紙本問卷讓受測者感受到隱私被威脅，使受測者傾向往

為自己有利的方向填答，通常是出現較多社會期許的態度或行為表現，因此

本問卷之問卷發放方式，除研究者於南寮漁港現場發送紙本問卷外，亦會開

放網路問卷供民眾進行填答，此舉可囊括更多不同時間以及地點之行人。 

2.2 定義分心行為 

由於分心的行為太廣泛，因此本研究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歸納出五種

證實會使行人分心之行為，包含聽音樂、傳訊息、講電話、使用應用程式以

及玩手機遊戲。 

2.2.1 聽音樂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研究顯示，2004 年到 2011 年，行人用耳機聽 iPod 或

其他手持產品時，被車子或是火車撞而嚴重受傷或死亡的機率高三倍。
(Lichenstein, Smith, Ambrose, 2012) 

2.2.2 傳訊息 

2012 年 12 月《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BMJ）就曾發

表過一個十字路口的隨機研究，發現有近三之一的行人（29.8%）會在過馬

路時，分心使用行動設備，像是聽音樂、發短訊、講電話等等，其中又以發

短訊，最容易在過馬路時，出現像是不遵守紅綠燈、沒注意兩方來車等不安

全的行為。(Thompson et al., 2012) 

2.2.3 講電話 

根據《每日科學》(ScienceDaily)報導，美國伊利諾大學克默爾 (Art Kramer) 
教授的研究團隊，使用虛擬實境的馬路，進行兩項行人安全研究，測試行人

穿越馬路邊講電話或聽音樂是否受到影響，結果顯示聽音樂的人和一般行人

一樣可以正常穿越馬路，但是用免持聽筒手機的人卻較一般花更多時間穿越

馬路，且容易被車撞。 

2.2.4 使用應用程式 

 邊走邊滑手機，不管行人是正在上社交媒體，或是收發電子信箱，都比

邊走邊講手機更加危險，因為邊走邊滑手機的低頭族，不只是分心在作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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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分心在想別的事，就連一雙眼睛，也是緊盯著手機的螢幕不放，往往沒

有注意到周遭路況的變化，而讓自己在無意中，陷入危險之中。 

2.2.5 玩手機遊戲 

《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刊出一份研究顯示，寶可夢的確會讓駕駛

人分心，增加交通事故傷害風險(Ayers, Leas,2016)。 

2.3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之進行由研究動機與目的、問題界定與現況分析、確認研究範圍

及相關文獻回顧著手，藉由回顧行人穿越道路分析及從目前使用手機之行人

分心行為現況中，探討相關問題之成因與即將面臨之重要課題，並參酌分心

行人行為意圖之相關研究，建立計畫行為理論架構模型，並從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等各構面篩選行人分心行為下穿越道路之影響因子，擬定

道路行為因子，配合問卷設計與調查、經過信度與效度分析與線性結構關係

模型校估後，分析問題並擬定改善方案與管理制度，俾作為政府主管機關推

動未來行人管理制度之參考，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本研究採用計畫行為理論為探討行人穿越道路分心意向與行為的理論架

構，並分別從三個主要方向（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來研究分心

行為之影響因素，也參考趙延祥 (2004)以及李欣育(2009)的研究架構加入社

經資料，調查個人性別、年齡、居住地、職業、教育程度、婚姻所得、月所

得等對於穿越道路分心之影響。另外本研究想瞭解行人穿越道路使用手機之

頻率與原因，因此將「過去經驗」變項加入問卷之設計，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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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圖 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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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問卷資料蒐集 

  本研究針對新竹南寮漁港邊走路邊使用手機之行人以及網路發放進

行問卷調查，總共回收 458 份樣本。回收之樣本因下列情況(1)資料漏填(2)
資料填寫不合理(3)測試題填答錯誤等原因造成之無效樣本共有 63 份，包含

紙本問卷之無效樣本 11 份，以及網路問卷之樣本 52 份，扣除無效樣本後，

有效樣本共計 395 份，占回收問卷之 86.24％。 

3.2 樣本結構分析 

  依據本研究正式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測者男女比例差不多女性占 53.9%，

男性占 46.1%，年齡以「20～25 歲」及「26～35 歲」者最多，因為紙本問卷

發放地區為南寮漁港，因此受測者居住地以北部地區(含桃竹苗)占 68.6%為最

多，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大學」占 63.0%，其次為「研究所」，占 32.4%，

二者合占 95.4%，顯示有邊走路邊使用手機經驗者多為大學以上學歷，受訪

者大多為「學生」者占 38.7%，可見有邊走路邊使用手機經驗者多為為學生

族群，也因為受訪者為學生居多，相對月所得「20,000 元以下」為最多且受

訪者中婚姻狀況為「無婚姻狀態」占 87.3%。 

3.3 整體模式 

    依據計畫行為理論模式所架構，以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為外

因變項，行為意向為內因變項，經 AMOS 7.0 軟體執行，以及配適度檢驗與

模式修正後，各路徑之參數如圖 3 所示。 

行人分心行為意向模式之標準化路徑係數，即為圖 3 整理之潛在變數參

數校估值。因此模式架構函數即可表示為： 

BI＝（0.692）AB＋（-0.851）SN＋（0.881）PBC  

VB＝（0.385）PBC＋（0.421）BI 

模式參數意義從校估結果即可得到以下結果： 

(一) 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對行人穿越道路分心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且為正相

關。 

(二) 主觀規範對行人分心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但為負相關。 

(三) 分心行為意向對行人分心行為的產生有顯著影響且為正相關。 

(四) 知覺行為控制不僅能影響分心行為意向，也對分心行為的產生有顯著影

響且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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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0.01；**表 P<0.05 

圖 3 整體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3.4 態度模式分析 

模式參數意義從圖 4 校估結果即可得知：若行為信念暨結果評價對分心

行為具有正面的影響，其對態度有顯著影響且為正相關。而從結構模式中可

以發現，行為信念暨結果評價對態度的路徑係數為 0.39；而衡量變數標準化

因素負荷量最大的為「會節省時間」，其值高達 0.79。 

 
***表 P<0.01；**表 P<0.05 

圖 4 態度模式 

3.5 主觀規範模式分析 

由圖 5 主觀規範模式參數意義校估結果即可得知：規範信念暨順從動

機對主觀規範正面的影響，而從結構模式中可以發現，規範信念暨順從動

機對主觀規範正面的影響的路徑係數為 0.431；而衡量變數標準化因素負荷

量最大的為「朋友」，其值高達 0.93，其次「同事(同學)」的因素負荷量也

高達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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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0.01；**表 P<0.05 

圖 5 主觀規範模式 

3.6 知覺行為控制模式分析 

  由圖 6 知覺行為控制模式參數意義校估結果即可得知：控制信念暨知覺

強度對知覺行為控制有顯著影響且為正相關，係數為 0.42；而衡量變數標準

化因素負荷量最大的為「一群人一起走（0.69）」，其次為「趕時間的時候（0.59）」
「其他行人也使用手機（0.50）」、「路口寬度大（0.49）」、「自己情緒不佳（0.44）」、

「前方有警告標誌（0.41）」「光線昏暗（0.40）」。 

***表 P<0.01；**表 P<0.05 

 圖 6 知覺行為控制模式 

3.7 性別分群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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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人穿越道路分心行為意向模式分析 

本研究為了瞭解性別對於分心行為意圖的差異，因此做樣本分群的

分析，本研究男性樣本 182 份以及女性樣本 213 份。由圖 7 模式參數估

計值可知，對於男性而言，最能影響其在穿越道路時產生分心行為意向

的因子為「態度」；而對於女性而言，最能影響其餘穿越道路時行駛分

心行為意向的因子為「知覺行為控制」。 

圖 7 男(女)性整體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二) 態度模式分析 

態度模式校估結果如圖 8 所示。模式參數意義從校估結果即可得知。

男性、 女性的行為信念暨結果評價皆對態度有顯著影響且為正相關；而

兩群樣本的衡量變數之因素負荷量也呈現類似的結果，均為「會節省時間」

高於「會比較愉快」由上述結果可知，對態度模式而言，男、女性並無校估

結果差異性的不同。   

 

圖 8 男(女)性態度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三）主觀規範模式分析 

主觀規範模式校估結果如圖 9 所示。模式參數意義從校估結果即

可得知。男性、女性的規範信念暨順從動機皆對主觀規範有顯著影響

且為正相關。對於男性而言，最影響主觀規範的因子為「朋友」「同

事(同學)」最不具影響力的因子為「伴侶」；對於女性而言，最影響

主觀規範的因子為「朋友」「一般社會大眾」最不具影響力的因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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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圖 9 男(女)性主觀規範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四）知覺行為控制模式分析 

知覺行為控制模式校估結果如圖 10所示。模式參數意義從校估結

果即可得知。男性、女性的控制信念暨知覺強度皆對知覺行為控制有

顯著影響且為正相關。對於男性而言，衡量變數負荷量較大的依序為

「其他行人也使用手機」、「一群人一起走」、「自己情緒不佳」；

對於女性而言，衡量變數負荷量較大的依序為「趕時間的時候」、「一

群人一起走」、「路口寬度大」。 

 

 

圖 10 男(女)性知覺行為控制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3.8 學生與非學生分群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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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穿越道路分心行為意向模式分析 

本研究為了瞭解是否為學生對於分心行為意圖的差異，因此做樣

本分群的分析，本研究學生樣本 153 份以及非學生樣本 242 份。由圖

11 模式參數估計值可知，對於學生而言，最能影響其於穿越道路時產

生行駛分心行為意向的因子為「態度」；而對於非學生而言，最能影

響其於穿越道路時行駛分心行為意向的因子為「知覺行為控制」。 

 

圖 11 學生(非學生)整體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二）態度模式分析 

態度模式校估結果如圖 12 所示，從校估結果即可得知學生與非學

生的行為信念暨結果評價皆對態度有顯著影響且為正相關；而學生影

響行為信念暨結果評價以「會比較愉快」高於「會節省時間」，由上

述結果可知，學生較會因為分心行為使其感到心情較愉快，而有更大

意圖去行使分心行為；非學生則是「會節省時間」高於「會比較愉快」，

可推斷非學生較會因為分心行為使其節省時間，而有更大意圖去行使

分心行為。 

 
圖 12 學生(非學生)態度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三）主觀規範模式分析 

主觀規範模式校估結果如圖 13 所示。從校估結果即可得知學生、

非學生的規範信念暨順從動機皆對主觀規範有顯著影響且為正相關。

對於學生與非學生而言，最影響規範信念暨順從動機的因子皆為「同

事(同學)」、「朋友」，對學生最不具影響力的因子為「父母」；對

非學生最不具影響力的因子為「伴侶」。 

（四）知覺行為控制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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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行為控制模式校估結果如圖 14 所示。從校估結果即可得知學

生、非學生的控制信念暨知覺強度皆對知覺行為控制有顯著影響且為

正相關。對於學生而言，衡量變數負荷量較大的依序為「其他行人也

使用手機」、「一群人一起走」、「自己情緒不佳」；對於非學生而

言，衡量變數負荷量較大的依序為「其他行人也使用手機」、「趕時

間的時候」、「一群人一起走」；負荷量較小的則為「光線昏暗」與

「下雨(道路濕滑)」。 

 
圖 13 學生(非學生)主觀規範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圖 14 學生(非學生)知覺行為控制模式因果路徑係數圖 

四、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一) 模式參數意義從校估結果可得到以下結果:「知覺行為控制」對穿越道路

分心行為意向有最顯著影響，其次為「態度」，「主觀規範」則為負向關

係；而穿越道路分心行為的產生是由「知覺行為控制」與「分心行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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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來。態度構面中顯著影響因子為「會比較方便」、「會節省時間」；

規範構面中較顯著影響因子為「朋友」、「同事(同學)」；知覺行為控制構

面中較顯著影響因子為「一群人一起走」、「趕時間的時候」。 

(二) 由性別分群模式分析可以得知：（1）對男性而言，最能影響其在穿越

道路時產生分心行為意向的因子為「態度」，（2）對於女性而言，最

能影響其穿越道路時產生分心行為意向的因子為「知覺行為控制」。

男性與女性最大的差異，可能在於知覺行為控制的強弱大小。女性的

分心意向多由知覺行為控制所控制，顯示出女性比較能掌握時間與機

會的條件而分心，但也反應出女性的自我掌控能力較差，較易受外在

環境控制。男性的分心行為則由態度所控制，表示男性對於分心行為

發生與否，多以自己的看法感受為主。 

(三) 由學生非學生分群模式分析可以得知：（1）對學生而言，最能影響其在

穿越道路時產生分心行為意向的因子為「態度」，（2）對於非學生而言，

最能影響其穿越道路時產生分心行為意向的因子為「知覺行為控制」。

學生與非學生最大的差異，在於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的強弱大小。非學

生的分心意向多由知覺行為控制所控制，顯示出非學生比較能掌握時間

與機會的條件而分心，較不受自己的看法所影響。學生的分心行為則由

態度所控制，表示學生對於分心行為發生與否，多以自己的看法感受為

主，因此對於學生正確觀念的灌輸，就顯得非常重要。 

4.2 建議 

  依結構方程式分析結果顯示，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對於分心行為具有顯

著的影響力，故真正能影響行人的分心意向，還是在於個人的內在心理因素

或外在環境因素。        

    尤其對於男性與學生而言，最能影響其於穿越道路時產生分心行為意向

的因子皆為「態度」，顯示出男性與學生族群，較在意自己對於此行為的看

法，來決定是否會有分心行為，因此若要針對行人態度方面去改善這些族群

分心的行為，需要灌輸該行為會導致不好結果的信念，例如穿越道路時分心

會妨礙交通等等，來使行人對於分心行為有不好的行為信念，藉此降低其分

心意圖，再減少分心行為的發生。 

  對於男性與學生而言，衡量變數負荷量較大的依序為「其他行人也使

用手機」、「一群人一起走」、「自己情緒不佳」，可以得知男性與學生

較容易受到他人給影響，也較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所導致的分心行為，因

此對於男性強調分心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其增加自我控制的能力是非常

重要的；對於女性而言，衡量變數負荷量較大的依序為「趕時間的時候」、

「一群人一起走」、「路口寬度大」；對於非學生而言，衡量變數負荷量

較大的依序為「其他行人也使用手機」、「趕時間的時候」、「一群人一

起走」，女性與非學生多因為環境性的促進控制信念而導致分心行為，因

此交通環境的改善與公權力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由分群模式可以看出，朋友對於男性、女性、學生與非學生的分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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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程度的規範力，而男性較不在乎伴侶的看法；女性則是較不在意父

母的想法；學生較不在乎父母的看法；非學生則是較不在意伴侶的想法。因

此若要針對主觀規範方面去降低分心行為，應該透過同儕間的影響力去灌

輸不該分心的想法，而父母雖然較無約束力，但家庭教育的落實也是非常

重要，因為透過家庭教育灌輸良好的觀念，也可以間接影響同儕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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