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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0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新北市公共自行車(YouBike)租賃系統發展現

況與未來發展 

期 程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一、 「公共自行車」兼具便利性、零汙染、經

濟及運動休閒、連結運輸系統及串聯旅遊

路線的綠色載具，使得各國政府紛紛將自

行車納入公共運輸系統之中。有鑑於此，

同時也為了落實節能環保的理念，本局自

103 年起辦理公共自行車建置及營運服

務，截至 110 年共提供 669 站、提供車輛

數 2萬 1,314輛、每日騎乘均達 10萬人次

以上，累積 1億 7,000萬餘人次。 

二、 為了瞭解新北市 YouBike 的使用者，對於 

YouBike 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及使用情形的

評價與意見，乃藉由民意調查的方式，來

探知使用者的滿意情形、需求及期待，並

建立獲取使用者評價及意見等相關資訊之

機制，做為提供公共自行車未來在服務政

策及措施之規劃、研擬、修正及評估之參

考，以提升 YouBike 使用及騎乘的便利

性，更期望能提升使用者的滿意度，進而

提高 YouBike 的租借率或使用率。 

方 法 與 過 程 

問卷調查：以 110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間

曾於新北市地區租借 YouBike 之民眾為調查對

象，訪問對 YouBike之使用、傷害保險之投保

情形、整體、騎乘及服務方面之評價、對YouBike

再次使用及推薦使用之意願需要加強及改善方

面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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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一、 本研究顯示使用者有 48.6%於平日使用、

有 33.4%於假日使用，而使用的用途平日

以通勤為主、假日則以休閒娛樂為主，表

示新北市之 YouBike 租賃系統是一項兼具

多元化功能的載具系統，研究結果一致。 

二、 本研究顯示 68.1%的旅次前後會轉乘捷

運、火車或公車，顯示新北市推動之

YouBike 確實扮演著第一哩及最後一哩轉

乘接駁的重要角色，代表市民外出已經逐

漸捨棄汽機車，改以公共自行車作為代步

交通工具。 

三、 本研究顯示「整體服務」方面整體而言，

有近 9 成 5 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對 YouBike

的整體服務感到滿意，而不滿意原因的前

3項為：「車子維護不好」、「常常借不到車」

及「費用過高」。 

四、 本研究顯示有 9 成 8 的受訪者表示未來會

考慮再次使用 YouBike 的服務，顯示新北

市之 YouBike 租賃系統所提供的公共自行

車系統的服務，除了獲得全體使用者的正

面肯定外，也建立了相當穩固的顧客忠誠

度。 

五、 自 110 年 8 月起啟動建置 YouBike2.0 系

統，未來除持續增加 YouBike2.0 站點外，

亦應思考設站原則，將資源發揮最大效

用，並利用 GPS 軌跡資料分析應用，探討

民眾騎乘行為。 

六、 檢討尖離峰無車可借及無車可還之系統性

問題提出具體改善方案，如租借資料分析

各站租借之尖離峰，加以優化調度路線或

規劃機動支援之調度人員。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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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為提供新北市更完善的低碳轉乘運具，本市建置 YouBike 租賃系統

作為大眾運輸最後一哩接駁，以落實綠色運輸無縫接軌的綠色交通概

念，本市自 103 年起開始 YouBike 建置計畫，租賃站已於 105 年達到

340 站、106 年建置完成 440 站，107 年建置完成 500 站，109 年完成

600 站及 110 年達成共 669 站租賃站之目標，而本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

統亦於 110 年 8 月啟動建置 YouBike2.0，規劃於 114 年建置達 1,500 站

目標。本研究針對計畫執行現況進行統計調查及分析，探討現況問題

及未來發展方向，並藉由過去建置經驗，分析未來設站原則，以利後

續政策推動，期使 YouBike 能夠更加貼近民眾實際需求。 

貳、 主旨及背景說明 

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暖化影響、環保意識抬頭及國際石油變動急

遽，使得節能減碳、環境保育、降低噪音及防止空氣污染等綠色政策

與思維，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自行車兼備有交通運輸、休閒娛

樂及運動強身等特性，且不需外加任何燃料動力，為節能減碳的環保

綠色交通工具。因此，公共自行車系統近年來逐漸受到世界各大都市

的重視，相關改善及提昇自行車使用環境的計畫亦不斷地推動與增

加，並且積極規劃推動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作為都會區內大眾運輸

系統接駁運具之選項。 

公共自行車為一種無汙染且不耗能的交通運具，不但可節省使用者

購買自行車的成本，民眾亦可透過公共自行車轉乘大眾運具或完成短

程旅次需求(陳品竹，2014)，藉由公共運具的共享，民眾不用自行購置

自行車，而能滿足日常生活的交通需求，因此新北市政府希望讓公共

自行車真正作為市民交通的第一哩及最後一哩路。自行車是一種具吸

引力的接駁運具，能夠使運輸系統之可及性更高，亦可使旅客避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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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鐵路、捷運或輕軌站等候(Rietveld, P. ,2000)，因此期望藉由推廣

民眾騎乘自行車作為短程接駁交通工具，搭配大眾運輸系統場站無縫

轉運功能，鼓勵民眾使用低費率、無能耗、零汙染的運輸工具前往大

眾運輸場站，帶動整體綠色運輸系統，減少及移轉私人機動車輛之持

有及使用，以達改善都市道路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及能源損耗目的，

並期望透過使用調查探討現況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進而提供更完善

的公共自行車服務。 

參、 研究方法及發現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電話詢問受訪者之基本背景資料（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職業、個人月收入、居住地區），據此做進一步的分析，以瞭解

不同特質的受訪民眾在意見分布上的異同，在研究方法方面，茲將本

次調查的問卷設計、調查對象、抽樣設計、調查方法、調查時間及調

查樣本數、樣本代表性檢定及加權，分別說明如下： 

1.1 問卷設計 

    問卷設計經考量民眾使用需求與公共自行車營運管理現況擇定調

查主題及問卷內容之後施行。 

2.2 調查對象 

以 110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間曾於新北市地區租借 YouBike 之

民眾為調查對象。本調查預計完成有效樣本數 1,068 份以上。 

2.3 抽樣設計 

本次調查是以前述調查對象之電話號碼為母體清冊，設定層間級

距後（依該會員於該月份借用 YouBike 次數作為分層依據，共分 10

層），各層分配樣本數依該層佔母體比率而分配，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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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抽樣分層及各層樣本配置數 

抽樣分層 借用 YouBike 次數 會員數 會員數比率 樣本配置數 

第 1 層 1 次 158136 27.37% 292 

第 2 層 2 次 94655 16.38% 175 

第 3 層 3 次 53736 9.30% 99 

第 4 層 4 次 38253 6.62% 71 

第 5 層 5 次 27280 4.72% 50 

第 6 層 6 次 21662 3.75% 40 

第 7 層 7-8 次 31323 5.42% 58 

第 8 層 9-10 次 22440 3.88% 41 

第 9 層 11-19 次 54066 9.36% 100 

第 10 層 20 次及以上 76309 13.21% 141 

總和 577860 100.00% 1068 

因此，藉由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出一套樣本 A（樣本數為 1,068，

依序編號為 A1、A2…至 A1,068），本次調查總共抽出 10 套電話樣本

以供調查使用。若是因為受訪對象拒訪、無法聯絡等情況導致電訪所

需樣本數不足，則於該樣本所屬層級再行隨機抽取替代樣本。由於本

次調查在使用 9 套電話樣本之情況下，並無樣本不足的情形發生，所

以就毋需進行抽取替代樣本之程序。 

2.4 調查方法 

    本調查是以電話訪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問，並全程以「電腦

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來進行訪問。CATI 系統可將訪問過程制式化，舉凡題目順序、跳題追

問、隨機選項、隨機題目等電話訪問所需要的功能，都可以藉由 CATI

系統完成。同時，再配合「訪問監督系統」進行控管程序，調查人員

可對訪問過程即時監控，以確保調查及研究品質。 

2.5 調查時間及調查樣本數 

    本次調查於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至 11 月 30 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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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執行。本調查共計完成有效樣本 1,086 份，以 95%信賴度估計，

抽樣誤差在±2.97 個百分點之內。 

抽樣誤差之計算公式： 

1. P 以 1/2 (最大可能機率) 代入 

2. 95%信賴水準，α=0.05，其值等

於 1.96 

3. n 為有效樣本數 

2.6 樣本代表性檢定 

    為瞭解本次調查的 1,073 份有效樣本之代表性如何，以下就抽樣層

別予以檢定，如表 2.2 所示： 

表 2.2 訪問成功樣本之代表性檢定：抽樣層別 

 
樣 本 母 體 

檢 定 結 果 
人 數 百分比 百 分 比 

第 1 層 296 27.6 27.37 

卡方值=0.066 

p>0.05 

樣本與母體一致 

第 2 層 175 16.3 16.38 

第 3 層 99 9.2 9.30 

第 4 層 71 6.6 6.62 

第 5 層 50 4.7 4.72 

第 6 層 40 3.7 3.75 

第 7 層 58 5.4 5.42 

第 8 層 41 3.8 3.88 

第 9 層 101 9.4 9.36 

第 1 0 層 142 13.2 13.21 

合 計 1073 100.0 100.00 

    由表 2.2 的樣本代表性檢定之結果顯示：本調查的成功樣本與母體

分布並無顯著差異。 

 

2.7 分析方法及統計資料之說明 

本調查所使用的統計電腦軟體為「SPSS 統計分析軟體」（Statistical 

n

PP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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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針對本次調查主題，各題目的類型、特

性、代表意義而定，適切採取下列的統計分析方法： 

2.7.1 次數分配分析（Frequency Analysis） 

    用以瞭解受訪樣本之基本特性、認知、評價、滿意狀況之分配狀

況，主要功能為針對分類性變數進行整體分析之用。例如：各題項及

基本資料之分析。 

    計算次數百分比的公式為：（x/y）*100，x 代表某問項意見相同之

次數，y 代表總次數，透過計算各項意見表達態度或意見佔全體的百分

比，可以觀察各因素分布情形及重要性。使用百分比的時機有二，說

明相同子群在母體所占比率，如趨勢比較時，觀察項目增加、減少程

度或幅度。 

proportion (p)=f/n 

percentage(%)=(f/n)×100=p×100 

f=次數(frequency)，在某一類別中之數目或件數 

n=所有類別或項目中之數目的總和 

2.7.2 卡方考驗分析（Chi-square Test Analysis） 

    針對各題項與受訪樣本之基本資料所進行的統計方法。藉由兩個

變項間次數的交叉列聯表，來檢視受訪者基本背景變項與各題項間是

否存在顯著的差異性。若交叉表的卡方機率值小於顯著水準（0.05）時，

才認定兩變數間並非獨立。卡方檢定統計量公式如下： 

 

 

i=交叉表中橫列所載變項的選項數目， 

j=交叉表中直行所載變項的選項數目 

=交叉表中第 i 列與第 j 行的觀察次數 

=在獨立性假設之下，交叉表中第 i 列與第 j 行的期望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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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自由度為 n 的卡方分配 

在獨立性假設成立的情況下， 個估計值為： =第 i 列合計×第 j 行合

計/樣本合計數 

此外，本調查之數值資料呈現的方式，「百分比」計算方式為計算

至小數點後兩位，並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一位。故各百分比相加可能

不等於 100%，或兩選項的百分比加總亦可能不等於合計，此乃因採用

四捨五入處理所致。以下報告本文及附錄內容之各圖表計算方式皆

同，呈現方式亦相同，故不予贅述。 

2.8 成功樣本結構 

本次調查成功樣本之受訪民眾的樣本結構，分別描述如下： 

2.8.1 性別 

如圖 2.1 所示，有 56.3%的受訪者是男性，43.7%是女性。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男性 604 56.3 

女性 469 43.7 

總計 1073 100.0 

圖 2.1 受訪民眾之成功樣本結構：性別 

2.8.2 年齡 

   如圖 2.2 所示，受訪者的年齡層比例分布，以「50 歲及以上」的 26.4%

為最多，其次是「20-29 歲」（25.5%）及「30-39 歲」（23.2%），「40-49

歲」和「19 歲及以下」分別為 19.4%及 5.1%。 

 

男性

56.3%

女性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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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次數 百分比 

19 歲及以下 55 5.1 

20-29 歲 274 25.5 

30-39 歲 249 23.2 

40-49 歲 208 19.4 

50 歲及以上 283 26.4 

拒答 4 0.4 

總計 1073 100.0 

圖 2.2 受訪民眾之成功樣本結構：年齡 

2.8.3 教育程度 

    如圖 2.3 所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比例分布，以「專科/大學」的

61.1%為最多，其次是「高中職及以下」（19.4%），「研究所及以上」則

是 18.9%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高中職及以下 208 19.4 

專科/大學 656 61.1 

研究所及以上 203 18.9 

拒答 6 0.6 

總計 1073 100.0 

圖 2.3 受訪民眾之成功樣本結構：教育程度 

2.8.4 職業 

    如圖 2.4 所示，受訪者的職業比例分布，以「白領」的比例為最高，

占 41.3%，其次是「學生」（15.4%）；其餘各項均在 10%以下。 

 

 

5.1%

25.5%
23.2%

19.4%

26.4%

0.4%
0%

10%

20%

30%

40%

19歲

及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

及以上

拒答

19.4%

61.1%

18.9%

0.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高中職

及以下

專科/大學 研究所

及以上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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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5.4%

6.2%

7.5%

6.5%

8.4%

6.3%

41.3%

8.0%

0% 10% 20% 30% 40% 50%

拒答

學生

家庭主婦

退休無業

企業家及雇主

自由業及專技…

勞動者

白領

軍公教

9.2%

13.1%

16.6%

32.3%

14.8%

13.9%

0% 10% 20% 30% 40%

拒答

70,001元及以上

50,001-70,000元

30,001-50,000元

10,001-30,000元

10,000元及以下

 

 

 

 

 

 

圖 2.4 受訪民眾之成功樣本結構：職業 

2.8.5 個人月收入 

受訪者的個人月收入分布，以「30,001-50,000 元」的 32.3%為最多，

其次是「50,001-70,000 元」（16.6%）及「10,001-30,000 元」（14.8%），

「10,000 元及以下」及「70,001 元及以上」分別為 13.9%及 13.1%，另

有 9.2%是拒答。 

 

 

 

 

 

 

 

圖 2.5 受訪民眾之成功樣本結構：個人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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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9.4%

10.5%

0.1%

2.8%

5.6%

8.0%

12.2%

11.3%

4.7%

9.5%

8.2%

16.3%

0% 10% 20%

拒答

其他縣市地區

臺北市地區

瑞平雙貢區

汐止萬金區

淡八石三區

土樹三鶯區

大文山區

新泰五林區

永和區

中和區

三蘆區

板橋區

2.8.6 居住地區 

    如圖 2.6 所示，受訪者的居住地區比例分布，居住在新北市者以 4

個區域為較高，依序分別為：板橋區（16.3%）、大文山區（12.2%）、

新泰五林區（11.3%）及中和區（9.5%）；另有 10.5%是居住在臺北市

地區、9.4%是居住在其他縣市地區。 

 

 

 

 

 

 

 

 

 

 

 

 

 

圖 2.6 受訪民眾之成功樣本結構：居住地區 

二、研究發現 

本次調查的目的，是希望以電話訪問調查方式來瞭解 YouBike 使用

者的滿意情形、需求及期待，進而提供未來在服務政策及措施之規劃、

研擬、修正及評估之參考依據。本次調查主要由 6 個主要面向所共同

建構而成： 

(一) 受訪者對 YouBike 之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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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每週使用 YouBike 的次數。 

2.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的日別。 

3.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的用途。 

4.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所代替的交通工具。 

5.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前後的轉乘交通工具。 

(二) 受訪者對 YouBike 整體服務方面之評價 

1. 對 YouBike 整體服務之滿意度。 

2. 對 YouBike 整體服務感到不滿意的原因。 

(三) 受訪者對 YouBike 騎乘方面之評價 

1. 對 YouBike 在硬體設備方面之滿意度。 

2. 對 YouBike 在車體設備方面之滿意度。 

3. 對 YouBike 在租借便利方面之滿意度。  

(四) 受訪者對 YouBike 服務方面之評價 

1. 對 YouBike 在資訊提供方面之滿意度。 

2. 對 YouBike 在電話客服方面之接觸經驗及滿意度。 

(五) 受訪者對 YouBike 再次使用及推薦使用之意願 

1. 未來會不會考慮再次使用 YouBike。 

2. 未來推薦親友使用 YouBike 之意願。 

(六) 受訪者認為 YouBike 需要加強及改善方面之看法 

3.1 受訪者對 YouBike 之使用情形 

3.1.1 受訪者每週使用 YouBike 的次數 

    每週使用 YouBike 的次數：12.5%為「每週使用超過 5 次」，16.5%

為「每週使用 3 到 5 次」，35.7%為「每週使用 1 到 2 次」，35.3%為「平

均每週不到 1 次」。整體而言，有 6 成 5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每週至少會

使用 1 次以上的 YouBike 服務。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每週使用 YouBike 的次數，在各項社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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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3.1.2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的日別 

    使用 YouBike 主要是平日或假日：48.6%為「平日比較多」，33.4%

為「假日比較多」，16.9%為「兩者一樣多」。整體而言，有近 4 成 9 左

右的受訪者主要會在平日使用 YouBike，而有 3 成 3 的受訪者主要會在

假日使用 YouBike。顯示目前 YouBike 在平日時段的使用率有較高的現

象。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使用 YouBike 的日別，在各項社經背景及

YouBike 的使用情形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3.1.3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的用途 

    使用 YouBike 的用途：平日時段以「通勤」（56.2%）、「休閒娛樂」

（23.1%）、「運動健身」（21.8%）及「購物」（19.6%）為主。假日時段

以「休閒娛樂」（44.8%）、「運動健身」（31.4%）、「通勤」（24.8%）及

「購物」（22.2%）為主。由上述的調查結果來看，受訪者在平日及假

日使用 YouBike 的用途，有著頗為明顯的差異；亦即平日時段以「通

勤」用途為主，假日時段以「休閒娛樂」用途為主，相當符合使用者

在不同時段的需求。整體而言，目前 YouBike 確實是一項兼具多元化

功能的載具系統。 

3.1.4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所代替的交通工具 

    使用 YouBike 所代替的交通工具：前 3 項依序為：「機車」（30.1%）、

「公車」（29.5%）及「步行」（27.7%）。整體而言，有近 3 成 6 左右的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來代替非公共運輸系統的交通工具（機車 30.1%、

汽車 6%），顯示「YouBike-微笑單車」公共自行車系統在取代汙染性

交通工具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成效。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使用 YouBike 所代替的交通工具，在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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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背景及 YouBike 的使用情形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3.1.5 受訪者使用 YouBike 前後的轉乘交通工具 

    使用 YouBike 前後的轉乘交通工具：前 3 項依序為：「捷運」

（51.2%）、「步行」（27.4%）及「公車」（14.4%）。整體而言，由於捷

運在新北市的公共運輸系統占有重要的地位，再加上 YouBike 租賃站

的設置地點大多鄰近捷運站，故而使用 YouBike 前後的轉乘交通工具，

就會以捷運的比率為最高。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使用 YouBike 前後的轉乘交通工具，在各

項社經背景及 YouBike 的使用情形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3.2 受訪者對 YouBike 整體服務方面之評價 

    「整體服務」方面：滿意度為 94.8%，不滿意比率為 4.4%。整體

而言，有近 9 成 5 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對 YouBike 的整體服務感到滿意。 

    其次，針對前述表示「不滿意」YouBike 整體服務之受訪者，本調

查再詢問他們不滿意的原因為何？對 YouBike 整體服務感到不滿意的

原因：在可以複選的情形之下，不滿意原因的前 3 項為：「車子維護不

好」、「常常借不到車」及「費用過高」。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對 YouBike 整體服務之滿意度，在各項社

經背景及 YouBike 的使用情形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3.3 受訪者對 YouBike 騎乘方面之評價 

3.3.1 對 YouBike 在硬體設備方面之滿意度 

  「租賃站設置地點的位置」方面：滿意度為 92%，不滿意比率為

7.1%。「進出車架的順暢度」方面：滿意度為 86.7%，不滿意比率為

12.5%。整體而言，有近 9 成 2 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對 YouBike「租賃站

設置地點的位置」感到滿意，不滿意者比例相當低，顯示 YouBike 目

前租賃站設置地點的位置，符合絕大多數使用者的需求；有近 8 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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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對 YouBike「進出車架的順暢度」感到滿意，顯示目

前 YouBike 在硬體設備方面，能符合大多數使用者的需求。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對 YouBike「硬體設備方面」之滿意度，在

各項社經背景及 YouBike 的使用情形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3.3.2 對 YouBike 在車體設備方面之滿意度 

    「車輛的清潔程度」方面：滿意度為 71.4%，不滿意比率為 27.6%。

在可以複選的情形之下，不滿意原因次數較多的前 4 項為：「置物籃髒

汙」、「手把髒汙」、「坐墊髒汙」及「車身髒汙」。「車輛的維修保養」

方面：滿意度為 83%，不滿意比率為 16.2%。在可以複選的情形之下，

不滿意原因次數較多的前 4 項為：「座墊」、「車輪」、「變速器」及「煞

車」。整體而言，有近 7 成 1 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對 YouBike「車輛的清

潔程度」感到滿意，不滿意者比例為 2 成 8，顯示 YouBike 在車輛清潔

度方面，雖符合大多數使用者的需求，也仍有改善的空間。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對 YouBike「車輛的清潔程度」之滿意度，

在性別變項具有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男性表示「滿意」的比率較

全體受訪者顯著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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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對 YouBike 在租借便利方面之滿意度 

    「借車的等候時間」方面：滿意度為 88.1%，不滿意比率為 11%。

全體受訪者在「借車方面」的平均等候時間為 2.05 分鐘。全體受訪者

在「借車方面」可以忍受的平均等候時間為 5.65 分鐘。「還車的等候時

間」方面：滿意度為 96.2%，不滿意比率為 3.6%。全體受訪者在「還

車方面」的平均等候時間為 0.91 分鐘。全體受訪者在「還車方面」可

以忍受的平均等候時間為 5 分鐘。 

    變異數分析（ANOVA）發現：受訪者「借車方面」的平均等候時

間，在使用頻率、使用日別等變項具有顯著差異。在使用頻率方面，「每

周使用超過五次」與「平均每周不到一次」、「每周使用三到五次」與

「每周使用一到二次」、「每周使用三到五次」與「平均每周不到一次」，

這 3 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在使用日別方面，「平日比較多」與「假

日比較多」，這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受訪者在「借車方面」可以忍

受的平均等候時間，在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個人月收入等變項具

有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19 歲及以下」與「50 歲及以上」、「20-29

歲」與「40-49 歲」、「20-29 歲」與「50 歲及以上」、「30-39 歲」與「50

歲及以上」，這 4 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在教育程度方面，「專科/大

學」與「研究所及以上」，這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在職業方面，「學

生」與「白領」，這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在個人月收入方面，「10,000

元及以下」與「30,001-50,000 元」、「10,000 元及以下」與「50,001-70,000

元」、「10,000 元及以下」與「70,001 元及以上」，這 3 組之間具有顯著

性差異。 

    變異數分析（ANOVA）發現：受訪者「還車方面」的平均等候時

間，在年齡及使用頻率等變項具有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19 歲及以

下」與「50 歲及以上」，這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在使用頻率方面，

「每周使用超過五次」與「每周使用一到二次」、「每周使用超過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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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均每周不到一次」，這 2 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受訪者在「還

車方面」可以忍受的平均等候時間，在年齡、職業、使用日別等變項

具有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19 歲及以下」與「50 歲及以上」、「20-29

歲」與「50 歲及以上」，這 2 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在職業方面，「學

生」與「白領」、「學生」與「退休無業」，這 2 組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

在使用日別方面，「平日比較多」與「假日比較多」，這組之間具有顯

著性差異。 

3.4 受訪者對 YouBike 服務方面之評價 

3.4.1 對 YouBike 在資訊提供方面之滿意度 

    「會員資訊通知管道的暢通性」方面：滿意度為 64.9%，不滿意比

率為 9%，無明確反應比率為 26.1%。「租借及使用辦法說明，清楚明

瞭的程度」方面：滿意度為 86.1%，不滿意比率為 4.1%，無明確反應

比率為 9.9%。 

3.4.2 對 YouBike 在電話客服方面之接觸經驗及滿意度 

    「電話客服專線」接觸經驗方面：34.6%表示「有」打過客服電話

專線，63.3%表示「沒有」打過。「電話客服的服務品質」方面：有接

觸經驗者的滿意度為 88.9%，不滿意比率為 8.7%。不滿意的原因前 3

項依序為：「電話語音太冗長」、「客服人員對問題不了解」及「電話難

以撥通」。 

3.5 受訪者對 YouBike 再次使用及推薦使用之意願 

    「考慮再次使用 YouBike」方面：98%表示「會」考慮再次使用，

1.9%表示「不會」。「推薦親友使用 YouBike」方面：93.5%表示「願意」

推薦，4.7%表示「不願意」。整體而言，有 9 成 8 的受訪者表示未來會

考慮再次使用 YouBike 的服務，顯示 YouBike 所提供的公共自行車系

統的服務，除了獲得全體使用者的正面肯定外，也建立了相當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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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忠誠度。 

    交叉分析發現：受訪者對未來會不會考慮再次使用 YouBike 的看

法、受訪者未來推薦親友使用 YouBike 之意願，在各項社經背景及

YouBike 的使用情形之間均無顯著差異。 

3.6 受訪者認為 YouBike 需要加強及改善方面之看法 

    認為 YouBike 最需要加強及改善的面向，前 3 項依序為：「租賃站

設置及設備方面」、「車輛進出、租借及調度方面」及「車輛設備及維

修方面」。 

肆、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本研究顯示使用者有 48.6%於平日使用、有 33.4%於假日使用，而

使用的用途平日以通勤為主、假日則以休閒娛樂為主，表示新北市

之 YouBike 租賃系統是一項兼具多元化功能的載具系統，研究結果

一致。 

(二) 本研究顯示 68.1%的旅次前後會轉乘捷運、火車或公車，顯示新北

市推動之 YouBike 確實扮演著第一哩及最後一哩轉乘接駁的重要

角色，代表市民外出已經逐漸捨棄汽機車，改以公共自行車作為代

步交通工具。 

(三) 「整體服務」方面整體而言，有近 9 成 5 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對

YouBike 的整體服務感到滿意，而不滿意原因的前 3 項為：「車子

維護不好」、「常常借不到車」及「費用過高」。 

(四) 本研究顯示有 9 成 8 的受訪者表示未來會考慮再次使用 YouBike

的服務，顯示新北市之 YouBike 租賃系統所提供的公共自行車系統

的服務，除了獲得全體使用者的正面肯定外，也建立了相當穩固的

顧客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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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調查結果發現，有近 9 成 7 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對 YouBike 的整體服

務感到滿意，同時近乎全數受訪者均表示會再次使用 YouBike、且

願意推薦親朋好友使用。以上皆顯示 YouBike 所提供的公共自行車

系統服務，已獲得絕大多數使用者的正面肯定與忠誠支持，並顯示

YouBike 可有效成為最後一哩的接駁運具，而為提供更好的服務，

自 110 年 8 月起啟動建置 YouBike2.0 系統，未來除持續增加

YouBike2.0 站點外，亦應思考設站原則，將資源發揮最大效用，並

利用 GPS 軌跡資料分析應用，探討民眾騎乘行為。 

(二) 章邵晶(2015 年)研究指出如欲提昇機車轉乘族轉換使用 YouBike 

的意圖，建議可加強改善車輛調度以及自行車道的規劃。而從本研

究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表示「不滿意」YouBike 整體服務之主要

原因之一為「常常借不到車」，表示 YouBike 調度問題為必須改善

的部分，而目前主要改善方式為增站、增柱及劃設臨時停放區，考

量土地空間有限，使用量大之場站周邊環境未必可持續增站、增柱

及劃設臨停區，持續增站、增柱及劃設臨停區非為長遠解決之道，

故建議後續應就尖離峰無車可借及無車可還之系統性問題提出具

體改善方案，如租借資料分析各站租借之尖離峰，加以優化調度路

線或規劃機動支援之調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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