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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用者觀點探討河濱自行車道之遊憩滿意度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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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由提出以相似度為基礎之重要-表現度(similarity-based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SBIPA)分析，並結合分類與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定義衍生

重要度(derived importance)之方法，由使用者角度探討河濱自行車道之遊憩滿意度與安全性，

並以基隆河左岸與右岸自行車道為例，進行問卷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需優

先改善的屬性為會車安全，次要改善為盥洗設備；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需優先改善的屬性則為

盥洗設備，其次為寬度及會車安全；建議建議管理單位多設置告示牌，並改善鋪面平整度，以

提升使用者安全性，而在廁所方面，由於基隆河左右岸多為流動廁所且清潔度不佳導致使用者

較不滿意，建議管理單位可加強流動廁所之清潔衛生，以提升使用者滿意度。 

關鍵字：自行車道、迴歸與分類樹、重要-表現度分析、SBIPA 

一、前言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為解決日益嚴重的地球暖化問題，各國政府均開始限制二氧化

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提倡減少自行駕車、多搭乘公共運輸系統，鼓勵騎自行車等活動。 

在地理上，台北市與新北市被包括淡水河、基隆河、大漢溪、及新店溪等多條主要

河川所切割，形成面積廣大的河灘地，在平時提供民眾休閒活動之用，到汛期則成為河

川的行水區，為有效利用廣大的河灘地，台北市與新北市政府除於各主要河川沿岸興建

河濱公園外，自民國 86 年開始更開始於河灘地興建河濱自行車道，長達 9 年的施工，

在 94 年時完成了環繞臺北市河濱的自行車道，路線包含淡水河、基隆河及新店溪等三

大自行車道系統。系統南起景美、東自內湖，車道沿著河岸二側向下延至關渡濕地，總

長超過 200 公里的河濱自行車道網。 

台北市政府依據各河川沿線不同的景觀、特色及風俗，將河濱自行車道規劃為︰「基

隆河左、右岸親水自行車道」、「關渡、金色水岸、八里左岸自行車道」、「景美溪左、右

岸親子生活自行車道」、「社子島環島與二重疏洪道自行車道」、「雙溪生活水岸自行車道」

及「新店溪、大漢溪與淡水河自行車道」等六條車道網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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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河灘地本身於汛期需擔負行水功能，興建於河灘地的河濱自行車道在建

置之初，即以較低規格興建，以利汛期過後之復原方便，因此，許多路段自始即未畫設

行車分向線，不僅路幅狹窄，車道上除供自行車騎士通行外，許多民眾將自行車道作為

休閒遊憩場所，進行諸如慢跑、攝影、散步、遛狗等多種休閒活動，從事不同休閒活動

之使用者間彼此干擾極大。 

本研究由使用者觀點探討河濱自行車道之遊憩滿意度及安全性，並於基隆河左岸與

右岸河濱自行車道之使用者較常休息停留的區域進行問卷發放，在問卷回收後，本研究

提出以相似度為基礎之重要-表現度分析(similarity-based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SBIPA)，結合分類與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定義衍生重要度

(derived importance)之方法，進行問卷分析，研究成果期望可提供管理單位後續擬定自

行車道改善計畫之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 

一般而言，自行車道依設置目的分類，可區分為運動休閒型、競技比賽型、及生活

通勤通學型等三類(郭瓊瑩, 2002)，而河濱自行車道則屬於運動休閒型自行車道(黃勝傑, 

2010)，目前觀光休閒領域關於自行車道之研究，大多集中於探討自行車道服務屬性評

估(Chang and Chang, 2009;黃勝傑, 2010;Fang et al., 2011;李仁灝, 2011;Chu and Guo, 2015;

黃秀玉等, 2016)、車道設計(郭瓊瑩, 2002;董景翔, 2010;Sohn, 2011)、使用者行為(吳聲汶, 

2010;吳子健, 2016)、及使用者特性(方萱玉, 2010;許志源, 2011;郭芳琪, 2011)等議題。 

關於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之研究方面，陳蘭灃 (2013)首先透過現況調查及行為製圖

法分析台北市自行車騎乘者於河濱自行車道的衝突現象，該研究選定台北市的「關渡、

金色水岸、八里左岸自行車道」、「社子島環島與二重疏洪道自行車道」、「新店溪右岸與

淡水河自行車道」、「基隆河左右岸親水自行車道」、「景美溪左右岸親子生活自行車道」、

「雙溪生活水岸自行車道」等六條河濱自行車道為主要研究對象，實地調查各自行車道

之路線衝突及衝突現象，並輔以 300 份問卷調查之結果，針對台北市各河濱自行車道之

規劃提出改善建議；黃勝傑 (2010)運用層級分析法配合專家問卷，針對河濱型自行車道

建立包括生態景觀、休閒遊憩、以及安全性等三個面向之評估指標，並根據所建立出之

各項評估指標與權重，實際選定四條河濱自行車道進行評估，研究結果顯示，在河濱自

行車道環境評估上，首先應以安全面向作為優先考量，其次才是生態景觀和休閒遊憩面

向，而在所選定之四條自行車道中，以浮洲橋～華江橋自行車道獲得最佳的環境分數；

向婉惠 (2006)則探討臺北縣樹林市市民使用大漢溪河濱自行車道之現況與參與動機，研

究結果顯示樹林市市民對河濱自行車道參與動機依序為：「休閒遊憩」、「追求健康」、「自

我挑戰」、「體重控制」、「社交活動」，且不同性別、年齡、職業、收入、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之市民，使用動機有顯著差異。 

而在自行車道服務屬性評估之相關研究中，IPA 為一經常被使用之方法，如 Chang 

and Chang (2009)即以新竹科技人為研究對象，利用 IPA 探討休閒自行車騎士對於 17 公

里海岸線自行車道的環境偏好與滿意度，研究結果顯示，自行車道的路權對於所有族群

來說均位於優先改善區；Fang et al. (2011)利用 IPA 針對淡水金色水岸自行車道的設計、

景觀、及其他設施之服務屬性進行評估，研究結果顯示以自行車騎士之觀點，金色水岸

自行車道需改善之項目包括道路寬度、夜間照明、盥洗設備以及標誌標線等；陳美智等

(2017)則利用 IPA 方法探討使用者與管理者對自行車道環境屬性在重要性與表現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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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與管理者對車道環境屬性之重要性與表現程度看法差異不

大； Chu and Guo (2015)則提出了以相似度為基礎的 IPA 方法(SBIPA)，以改善傳統 IPA

可能因象限切分點不同而產生的分類結果不一致現象，並利用該研究所提出的 SBIPA 方

法針對淡水金色水岸自行車道之服務屬性進行評估，研究結果顯示與金色水岸自行車道

之自然環境與景觀之服務屬性均落在持續保持區，但鋪面平整度、交通標誌、及休息區

與盥洗設備等與設施有關之屬性則落在優先改善區。 

除上述研究外，本研究將所蒐集到國內外關於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之研究，彙整如

表 1。  

表 1 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主題 主要分析方法 研究路段 

向婉惠 (2006) 
使用者現況與

動機 

因素分析、卡方同質性

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大漢溪河濱自行車道 

黃勝傑 (2010) 環境評估指標 AHP 

永福橋至大稻埕、彩虹

橋至大直橋、浮洲橋至

華江橋、關渡大橋至挖

子尾自然保留區 

吳聲汶 (2010) 

傳播媒介使用

對風險知覺影

響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

差相關、迴歸分析 

臺北市河濱自行車道 

方萱玉 (2010) 
使用者持續涉

入與幸福感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

差相關、迴歸分析 

關渡水岸公園河濱自

行車道 

Fang et al. (2011) 服務屬性評估 IPA 淡水金色水岸自行車道 

許志源 (2011) 

環境識覺及其

遊憩體驗滿意

度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

差相關分析 

淡水河沿岸自行車道 

郭芳琪 (2011) 
騎乘者休閒態度

與車道滿意度 

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獨

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相關

分析、單因子變數分析 

八里左岸自行車道 

李仁灝 (2011) 回應性評估 
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

法 
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 

梁忠岳 (2012) 

遊 客 參 與 型

態、服務品質認

知及滿意度 

t 檢定、ANOVA、典型

相關 
景美至淡水河右岸 

朱純孝等(2012) 使用者願付價格 Tobit模式 淡水金色水岸自行車道 

陳蘭灃 (2013) 

自行車道之路

線衝突及衝突

現象 

現況調查及行為製圖法 台北市河濱自行車道 

Chu and Guo 

(2015) 
服務屬性評估 SBIPA 淡水金色水岸自行車道 

吳子健 (2016) 騎乘衝突 深度訪談法 永福橋至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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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問卷設計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調查，採立意抽樣法，並利用 SPSS 軟體分析問卷以取

得基隆河左右岸自行車道使用者之滿意度及間接重要度。本研究將問卷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自行車道使用者特性，第二部分為使用者對於自行車道實際體驗的滿意度。 

第一部分：自行車道使用者特性 

調查受訪者之使用者特性，內容包含：性別、出生年份、結伴同行者、婚姻狀況、

小孩數量、職業、教育程度、是否受過觀光休閒相關教育、是否曾或正從事觀光休閒相

關行業、使用自行車道之頻率、是否曾以步行或騎自行車方式遊憩整條基隆河左右岸自

行車道。 

第二部分：使用者對於自行車道實際體驗的滿意度。 

主要將使用者體驗之滿意度分為四大構面，分別為：騎乘環境(空氣清新及環境優

雅、環境整潔、生態景觀及週邊景點)、車道規劃(長度及寬度、坡度及彎度、會車安全

性、路面平整度)、週邊設施(指示及標誌、廁所盥洗設備、休息區、觀景台視野及位置)、

服務管理(容易取得自行車道資訊、導覽地圖內容、停車及轉乘設施方便性)，總共十七

項，加上整體體驗的滿意度，分為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作為

探討及評估，了解使用者對自行車道滿意度為何。本研究對自行車道之所有使用者進行

問卷調查，但由於並非所有遊客皆有使用過週邊設施及服務管理之服務屬性，因此本研

究在問卷上添加一項「無使用經驗」之選項，並在數據分析時設置遺漏值將無使用經驗

之資料排除。 

3.2 資料分析方法 

3.2.1 分類與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 

CART 係 Breiman et al. (1984)所提出之演算法，其概念為建立包含一連串二元分割

規則的樹狀分類結構，以針對龐大的資料集進型歸納、分析進而加以預測，為目前運用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進行大數據(Big data)分析所經常使用的方法之一，CART 演

算法之優點為不需任何模式假設，亦不需事先定義依變數與自變數之關係，且對於連續

型以及間段型之資料均適用，CART 之步驟包括： 

步驟一，將樣本資料分為訓練組跟測試組 

步驟二，利用訓練組資料建立最大決策樹： 

步驟三，利用測試組資料進行決策樹修剪： 

步驟四，決定最佳決策樹： 

當挑選出最佳決策樹後，CART 除了產出決策規則外，Breiman et al. (1984)亦針對

個別自變數對於分類之重要度(variable importance measure, VIM)加以定義，一個自變數

的 VIM 主要係以樹狀結構之每個節點的比例作加權，計算在所有分割節點中，該變數

所能減少的不純度之加權平均數，而不純度之定義如式（１）所示： 

2K

1

I( ) 1 k

k

N
t

N=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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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t)為第 t 個節點的不純度 

K 為目標變數之類別個數 

Nk表屬於第 k 分類之樣本數 

N 表樣本總數 

由式(1)可發現，假如節點為”純”的，亦即節點內之所有樣本皆被分類為同一類別，則

I(t)=0。 

由於 VIM 必為正值，故可適合用於定義 IPA 方法之衍生性重要度，而可避免傳統

以多元迴歸係數或偏相關係數定義衍生性重要度時，因自變數間之多重共線性問題而可

能產生之重要度為負值，造成難以解釋之窘境。 

3.2.2. 以相似度為基礎之重要-表現度分析(SBIPA) 

在 Chu and Guo (2015)之研究中，主要係依以下步驟及圖 1 判別各評估屬性所歸屬

之象限。 

步驟 1：將受訪者對於各屬性之評分以及由 CART 所得之重要度予以標準化與正規化； 

步驟 2：將標準化與正規化後之評分予以直觀模糊化； 

步驟 3：計算各屬性之總體直觀模糊集； 

步驟 4：計算第 j 個屬性與表 3 中第 i 個象限標準型態(Qi)之相似性測度值，並將第 j 個

屬性歸類至具有最高相似性測度值之象限； 

步驟 5：重複步驟 4 直至所有屬性均被歸類完畢。 

觀察上述步驟可發現，SBIPA 之分類方式完全不需決定各象限之分界點，亦即避免

了採用不同統計量(如平均數、中位數或量表中間點)為分界點所可能產生的分類結果不

一致現象，且由於 Chu and Guo (2015)係直接採用直觀模糊集進行歸類，並無解模糊化

的步驟，因而避免了因不同解模糊方法所造成的分類結果不一致，因此為一相當穩健

(robust)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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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hu and Guo (2015) 

圖 1 SBIPA 求解屬性分類流程圖 

3.2.3 實例驗證 

為探討本研究所建立結合 CART 之 SBIPA 方法對於實際問題的適用性，本研究將

以基隆河左、右岸親水河濱自行車道為對象，透過語意變數進行 IPA 問卷設計與分析，

並利用 CART 獲得各服務屬性對於解釋整體滿意度之 VIM 值作為各服務屬性之衍生性

重要度，針對其服務屬性進行評估，最後再與傳統使用迴歸分析及偏相關分析定義衍生

性重要度之 IPA 方法進行比較，以驗證本研究所提方法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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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調查部分，本研究首先進行問卷設計與前測，以針對問卷內容進行確認，本

研究再根據前測問卷結果，決定正式問卷之內容，最後針對基隆河左、右岸親水河濱自

行車道進行重要-表現分析，以研擬未來自行車道之管理策略，並提出具體結論與建議。 

在問卷設計部分，本研究將使用者之滿意度區分為車道規劃、環境景觀、服務管理

及周邊設施等四項評估構面進行評估，評估屬性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隆河左、右岸親水河濱自行車道評估屬性 

構面 評估屬性 構面 評估屬性 

騎乘環境 

車道空氣清新，環境優雅 

周邊設施 

車道指示標誌 

自行車道環境整潔 休息區 

生態景觀與周邊景點 盥洗設備 

車道規劃 

車道的長度 觀景台的視野與位置 

車道的寬度 

服務管理 

容易取得自行車道資訊 
車道的坡度 

車道的彎度 
停車或轉乘設施方便性 

會車時的安全性 

車道的路面平整度 
觀光導覽地圖內容詳

細、易了解 

四、資料分析結果 

正式問卷發放於 2017 年 4 月 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8 日，發放對象為基隆河左右岸

自行車道之使用者，本研究將問卷發放給受訪者者作答，若受訪者有漏題或全部填寫一

樣的數據將視為無效問卷，而本研究分為四個發放地點，分別為基隆河左岸的大佳河濱

公園及南湖河濱公園；基隆河右岸的彩虹橋及美堤河濱公園，各地點問卷發放狀況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共發放 342 份問卷，其中有 2 份無效問卷，基

隆河右岸自行車道則發放 20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540 份，回收率為 100%。 

表 3 各地點問卷發放狀況 

地點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 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 

大佳河濱公園 南湖河濱公園 美堤河濱公園 彩虹橋 

份數 141 199 100 100 

發放時間 4/29~6/18 10/12~10/28 4/28~6/30 4/29~6/16 

4.1 受訪者基本特性 

表 4 所示為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之樣本分布狀況，由表 4 可知，受訪者以女性佔多

數 52.1%；同行者以家庭旅遊佔多數 37.6%；婚姻狀況已婚為多數佔 62.9%；小孩則以

沒有小孩為多數 51.2%；年齡則以 30~39 歲為居多 37.9%；居住地以台灣北北基為最高

數佔 87.1%；職業以商業為最高佔 23.8%，學歷以大學及專科畢業為最多 64.1%；主要

從事活動為散步 37.4%；頻率為有時佔居多 41.5%；是否遊憩整條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

則為否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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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受訪者基本特性 

基本 

資料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基本 

資料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性別 
女性 177 52.1 

學歷 

國中 2 0.6 

男性 163 47.9 高中/高職 71 20.9 

遊憩整

條車道 

是 157 46.2 大學/專科 218 64.1 

否 183 53.8 研究所以上 49 14.4 

同行者 

獨自一人 68 20 

主要從

事活動 

騎乘自行車 102 30 

家庭旅遊 128 37.6 散步 127 37.4 

朋友同事 106 31.2 慢跑 45 13.2 

情侶 34 10 滑板直排輪 3 0.9 

團體出遊 4 1.2 遛狗 55 16.2 

婚姻 

狀況 

未婚 123 36.2 玩遙控模型 1 0.3 

已婚 214 62.9 攝影 4 1.2 

離婚 3 0.9 其他 3 0.9 

小孩 

個數 

0 174 51.2 

職業 

學生 27 7.9 

1 54 15.9 軍公教 47 13.8 

2 83 24.4 商業 81 23.8 

3 29 8.5 工業 50 14.7 

年齡 

19 歲以下 4 1.2 服務業 38 11.2 

20~29 歲 69 20.3 自由業 41 12.1 

30~39 歲 129 37.9 家管 42 12.4 

40~49 歲 85 25 待業中 7 2.1 

50~59 歲 40 11.8 退休 7 2.1 

60 歲以上 13 3.8 

居住地 

台灣北北基 296 87.1 

騎乘 

頻率 

經常 15 4.4 台灣桃竹苗 37 10.9 

有時 141 41.5 台灣中彰投 1 0.3 

偶爾 137 40.3 台灣雲嘉南 1 0.3 

第一次來 47 13.8 台灣宜花東 5 1.5 

 

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之受訪者特性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發現以男性佔多數為

51.5%；同行者以家庭旅遊為最高 38.5%；婚姻狀況以未婚居多 54.5%；沒生小孩佔多數

高達 62.5%；年齡層則以 30~39 歲佔最高 40.5%；居住地區以台灣北北基佔多數 96%；

職業則以服務業最多 25.5%；學歷以大學及專科畢業為最多 59.5%；主要從事活動以騎

自行車佔居多 39.5%；遊憩頻率為偶爾佔多數 36%；是否遊憩整條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

比例為各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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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受訪者基本特性 

基本 

資料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基本資

料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性別 
女性 97 48.5 

學歷 

國中 1 0.5 

男性 103 51.5 高中/高職 21 10.5 

遊憩整

條車道 

是 100 50 大學/專科 119 59.5 

否 100 50 研究所以上 59 29.5 

同行者 

獨自一人 36 18 

主要從

事活動 

騎乘自行車 79 39.5 

家庭旅遊 77 38.5 散步 63 31.5 

朋友同事 63 31.5 慢跑 40 20 

情侶 14 7 滑板直排輪 3 1.5 

團體出遊 10 5 遛狗 9 4.5 

婚姻 

狀況 

未婚 109 54.5 攝影 2 1 

已婚 91 45.5 其他 4 2 

離婚 0 0 

職業 

學生 15 7.5 

喪偶 0 0 軍公教 31 15.5 

居住地 

北北基 192 96 商業 48 24 

桃竹苗 4 2 
工業 21 10.5 

中彰投 3 1.5 

雲嘉南 1 0.5 服務業 51 25.5 

小孩 

個數 

0 125 62.5 自由業 22 11 

1 26 13 家管 8 4 

2 32 16 待業中 1 0.5 

3 13 6.5 退休 3 1.5 

4 4 2 

年齡 

19 歲以下 3 1.5 

騎乘 

頻率 

每天 10 5 20~29 歲 37 18.5 

經常 27 13.5 30~39 歲 81 40.5 

有時 56 28 40~49 歲 60 30 

偶爾 72 36 50~59 歲 18 9 

第一次來 35 17.5 60 歲以上 1 0.5 

4.2 各服務屬性之滿意度評價 

表 6 所示為受訪者針對基隆河左岸與右岸自行車道各項服務屬性滿意度之平均數，

由表 6 可知對於整體服務品質之評價上，使用者普遍體驗感受不佳，在 Likert 五點量表

中，整體體驗平均數皆低於 4 分，低於「同意」的標準，顯示目前的使用者對於基隆河

兩岸自行車道之服務品質均認為有改善空間。大佳河濱公園超過 4 分的有環境整潔及休

息區位；南湖河濱公園超過 4 分的有休息區位、觀景台及轉乘設施；美堤河濱公園超過

4 分的有空氣清新、環境整潔、生態景觀、彎度、車道資訊、地圖、轉乘設施、活動區

隔；彩虹橋下超過 4 分的有空氣清新、環境整潔、坡度、彎度、車道資訊、地圖、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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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活動區隔；稻香路超過 4 分的只有空氣清新；八仙產業道路超過 4 分的有空氣清

新及坡度；基隆河左岸超過 4 分的有休息區位、觀景台及轉乘設施；基隆河右岸超過 4

分的有空氣清新、環境整潔、彎度、車道資訊、地圖、轉乘設施及活動區隔。 

表 6 各車道服務屬性之滿意度平均數 

構
面 

項目 

基隆河左岸 基隆河右岸 

基隆河

左岸 

基隆河

右岸 

大佳 南湖 美堤 
彩虹橋橋

下 
河濱 河濱 河濱 

公園 公園 公園 

騎
乘
環
境 

1.空氣清新 3.99 3.99 4.02 4.02 3.99 4.02 

2.環境整潔 4.05 3.81 4.04 4.05 3.91 4.04 

3.生態景觀 3.96 3.74 4.04 3.82 3.84 3.93 

車
道
規
劃 

4.長度 3.94 3.9 3.89 3.97 3.91 3.93 

5.寬度 3.76 3.78 3.52 3.49 3.77 3.51 

6.坡度 3.68 3.83 3.99 4.00 3.77 3.99 

7.彎度 3.88 3.92 4.11 4.09 3.90 4.10 

8.會車安全 3.88 3.47 3.5 3.52 3.64 3.51 

9.平整度 3.48 3.88 3.78 3.8 3.71 3.79 

周
邊
設
施 

10.標誌設置 3.87 3.88 3.73 3.93 3.87 3.83 

11.休息區位 4.09 4.26 3.82 3.89 4.19 3.86 

12.盥洗設備 2.63 3.05 3.62 3.49 2.88 3.56 

13.觀景台 3.87 4.24 3.98 3.82 4.09 3.90 

服
務
管
理 

14.車道資訊 3.94 3.81 4.01 4.07 3.86 4.04 

15.地圖 3.87 3.82 4.00 4.15 3.84 4.08 

16.轉乘設施 3.88 4.13 4.00 4.00 4.03 4.00 

17.活動區隔 3.97 3.71 4.18 4.01 3.82 4.10 

整體體驗 3.86 3.69 3.71 3.67 3.76 3.69 

4.3 SBIPA 結果 

表 7 所示為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各服務屬性之 SBIPA 分類結果，由表 8 可發現在車

道規劃構面中，「會車安全」落在優先改善區，「坡度」、「寬度」、「彎度」落在繼續保持

區，「長度」及「鋪面平整度」則落在過度努力區；在周邊設施構面中，「盥洗設備」落

在次要改善區，而「休息區位」、「標誌設置」及「觀景台」則落在過度努力區；在服務

管理構面中，「活動區隔」落在繼續保持區，而「車道資訊」、「地圖」及「轉乘設施」

則落在過度努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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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基隆河左岸 SBIPA 分類結果 

優先改善 繼續保持 

會車安全 

空氣清新 

環境整潔 

寬度 

彎度 

坡度 

標誌設置 

活動區隔 

次要改善 過度努力 

盥洗設備 

生態景觀 

長度 

鋪面平整度 

地圖 

休息區位 

觀景台 

車道資訊 

轉乘設施 

表 8 所示則為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各服務屬性之 SBIPA 分析結果，透過表 8 可發

現，在服務管理構面的四項服務屬性均落在過度努力區；在騎乘環境構面中，「空氣清

新」及「環境整潔」落在繼續保持區，而「生態景觀」則落在過度努力區；在車道規劃

構面中，「長度」、「坡度」、「彎度」及「平整度」落在過度努力區，「寬度」落在次要改

善區，「會車安全」則落在優先改善區；在周邊設施構面中，「標誌設置」及「休息區位」

落在繼續保持區，「觀景台」落在過度努力區，而「盥洗設備」則落在優先改善區。 

表 8 基隆河右岸 SBIPA 分類結果 

優先改善 繼續保持 

盥洗設備 

空氣清新 

環境整潔 

鋪面平整度 

標誌設置 

休息區位 

次要改善 過度努力 

寬度 

會車安全 

生態景觀 

長度 

坡度 

彎度 

 

觀景台 

車道資訊 

地圖 

轉乘設施 

活動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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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基隆河左右岸與貴子坑溪自行車道的使用者為研究對象，並以編修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問卷調查表」、「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問卷調查表」、「貴子坑溪自

行車道問卷調查表」之問卷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資料，並根據有效資料予以統計分析及

討論，本章將研究所得的主要發現綜合整理做為結論，並依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政

府相關單位參考。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茲分別說明如下。 

5.1 結論 

綜合本研究調查所得之資料經分析討論後，本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5.1.1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 

此條自行車道樣本為女性居多，大多結伴同行者為家庭旅遊，年齡層約落在 30~39

歲較多，多數為已婚但沒有小孩，最高學歷為大學居多，多居住於台灣北北基地區，從

事活動為散步較多，職業以商業為最多，騎乘頻率為偶爾及經常較多，是否遊憩整條為

否佔居多。 

由描述性統計分析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各服務屬性之滿意度可以得知，最低評分為

盥洗設備；根據 SBIPA 結果，基隆河左岸需優先改善的事項為會車安全次要改善為盥洗

設備，由實地考察可以得知，因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上多為流動廁所，因此盥洗設備較

為簡陋，且清潔度不佳，讓使用者望而卻步。 

5.1.2 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 

敘述統計分析顯示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樣本以男性佔多數；同行者以家庭旅遊為最

高；婚姻狀況以未婚居多；無小孩佔多數；年齡層則以 30~39 歲佔最高；居住地區以台

灣北北基佔多數；職業則以服務業最多；學歷以大學及專科畢業為最多；在自行車道主

要從事之活動以騎自行車居多；且多為偶爾至此自行車道騎乘；且約有一半之受訪者有

完整遊憩整條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之經驗。 

由描述性統計分析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各服務屬性之滿意度可以得知，最低評分為

會車安全；根據 SBIPA 結果，基隆河右岸需優先改善的事項為盥洗設備，次要改善為寬

度及會車安全，由實地考察可以得知，基隆河右岸多處有隆起，且有疏散門可使汽車通

行，故危險度高，廁所方面多為流動廁所，且清潔度不佳，導致使用者較不滿意。 

5.2 建議 

5.2.1 對管理單位之建議 

1. 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 

經由結論綜合出，基隆河左岸自行車道最優先改善事項為會車安全，次要改善為盥

洗設備，會車安全方面建議在有隆起的路段新增警告標示，盥洗設備方面建議興建非流

動式廁所，並加強廁所之清潔工作。 

2. 基隆河右岸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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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結論綜合出，基隆河右岸除了流動廁所以外，都是營利商家裡面的廁所為主，

根據分析結果及實地考察可得知，盥洗設備為最優先改善項目，建議興建非流動式廁

所，或定期清潔廁所環境。 

基隆河右岸大多為寬廣、一望無際的道路，且有許多汽機車都可以通過的疏散門，

因此 SBIPA 結果會車安全為次要改善項目，建議管理單位可考慮拓寬自行車道，並增設

告示牌、反光標誌、反光鏡等，並增加夜間照明亮度，讓使用者即使在夜晚也可安心使

用自行車道。 

5.2.1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 問卷設計方面 

本研究的問卷發放時間大部分於白天，因此對於夜間使用者並未加以探討，對於夜

間燈光照明及安全性等無從得知，因此在問卷設計方面建議新增是否夜晚騎乘經驗等問

題，得以探討；本研究問卷設計為中文設計，因此無法取得外國使用者之樣本，建議增

加外語問卷使外國使用者可以填答，增添樣本代表性。 

2. 研究範圍方面 

本研究範圍為基隆河左右岸自行車道，由於受到時間及人力限制，無法全區域的進

行調查，或比較不同季節時期的騎乘者之差異，無法討論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故後續

研究可針對不同區域的自行車道作探討及比較，可針對不同類型的自行車道進行調查，

以了解不同自行車道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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