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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休閒活動在忙碌緊湊的都ѿ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都ѿ綠帶，具備近距

離享受綠意盎然的空間氛圍之功能Ȅ同時此類綠帶設計亦兼具都ѿ特有魅力之呈

現Ȅ本研究探討步行空間中人ȃ物與環境的關係，並提出都ѿ綠帶中區域特色的

建立，以塑造藝術ȃ文化氣質與城ѿ魅力的都會特色空間Ȅ 

臺中以完善的公共建設及深度文化，創造都會綠化再生的城ѿ舞臺；在全球

提倡環保之際，大臺中已建築 18條綠園道；因此本研究選擇其中長達 3.6公里，

從國立科學博物館到國立美術館之間最精華的部分－草悟道為研究場域Ȅ草悟道

計畫於 101年 3月 7日重新整頓開放啟用，為全台灣最長的城ѿ綠帶Ȅ草悟道係

以充滿律動與韻律之綠園道為步行空間，沿路串聯起台中多項特色景點，包含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ȃѿ民廣場ȃ勤美誠品綠園道ȃ藝文空間ȃ國立台灣美術館ȃ

美食街等活動結點，尤其晚上和假日常會定點舉辦各式表演ȃ藝文活動，因此吸

引許多居民與絡繹不絕的遊客到此放鬆心情ȃ一探究竟Ȅ 

本研究針對此範圍內從事遊憩的遊客其休閒的屬性及行為進行研究，並紀錄

此範圍內的綠景ȃ設置物及鋪面設計Ȅ透過深度訪談法與遊客進行深入的訪談，

以瞭解遊客對於都ѿ綠帶的需求與期待，確認出獨具特色的魅力因子Ȅ而先前研

究常將研究場域與遊客的魅力知覺視為一種線性關係，甚至少對魅力知覺屬性進

行深入探討，本研究旨在透過 Kano品質模式之ȶ雙向問卷ȷȃȶ決策矩ଲȷ方法

檢視遊客對研究場域不同魅力知覺屬性的需求，研究成果預期可以提供ѿ府相關

單位作為日後草悟道後續規劃與設計之建議與方向Ȅ 

 

關鍵字：草悟道ȃ都ѿ綠帶ȃ步行空間ȃ魅力 



 

 

 

II 

 

Abstract 

The Calligraphy Greenway in Taichung was re-opened in 2012, and is the 

longest metropolitan green belt in Taiwan. The walking space of the Calligraphy 

Greenway is a greenway filled with rhythm and cadence. There are many featured 

scenic spots in Taichung along the greenway, including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Civic Square, Park Lane by CMP, Artistic Space,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Food Street, etc. In particular, various performances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are held in fixed location in the evenings and on holidays. 

Therefore, many residents and tourists are attracted to visit these loca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eisure properties and behaviors of tourists engaging 

in leisure activities within this scope, and recorded the green scenes, settings, and 

pavement designs within this scope. In-depth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with touris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needs and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metropolitan green belt, 

and identify unique factors affecting its charm. Past studies regard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y site and tourists’ charm perceptions as a linear relationship, and 

seldom probed into the properties of charm perception. This study aims to use the 

“two-way questionnaire” and “decision-making matrix” of Kano’s quality model to 

examine tourists’ needs for different charm perception properties of the study sit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City Government as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Calligraphy 

Greenwa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alligraphy Greenway , Green Belt , pedestrian street , Charm 



 

 

 

III 

 

謝  誌 

感謝陳明石老師在研究所這三年日子裡的諄諄教誨ȃ循循善誘，總是在我迷

途之際點亮明燈，領我向前；總是在我們研究生活水深火熱之際，帶我們走向戶

外，除了在學術方面的專業帶領外，這些年跟在他身邊更見識到他無私的一面，

使我深信不論是在校學習專業或是人生態度上，他皆為值得學習的師長Ȅ 

產品環境研究室在陳老師的帶領下，我們的 meeting 時而熱血沸騰討論熱

烈ȃ時而開懷大笑Ȅ研究室裡的小邱ȃ魚狗ȃ小花ȃ小俊ȃ伯鴻ȃ強尼學長們在

成熟男人的外表下，有顆像小孩般柔軟的心，除了逗弄學弟妹，他們彼此也時常

上演逗趣的戲碼娛樂大家Ȅ另外溫柔美麗的學姊巧玲ȃ貝綺則代表了保護學弟妹

及主持正義的一方，而同學鍾興更能在關鍵時刻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Ȅ在這樣溫

馨熱鬧的氣氛下，我們有更大的力量及默契，完成國科會ȃ業界廠商ȃ政府單位

及全國比賽等的佳績Ȅ 

在論文後半段的撰寫過程中，感謝山林書的夥伴智豪ȃ慧娟及志工夥伴們

大力的支持與鼓勵，有你們暖暖的陪伴，讓這條研究之路不孤獨Ȅ也感謝台灣這

片母土在這個時刻讓我看見了你的美麗與哀愁，也了解在完成論文的這一刻，只

是一個小小的逗號，而後，還有更大的挑戰及ֆ力的方向Ȅ 

最後論文的完成除了感謝陳明石教授的指導ȃ學長姐及同學的協օȃ學弟妹

小雨傘ȃ昱儒ȃ宣宣的幫忙外，更感謝口試委員李俐慧老師ȃ老師的建議，才能

讓我的論文更加完整Ȅ最後感謝我可愛的家人及親密的朋友們，只有你們看得見

這段日子以來的忙碌及難熬，研究的歲月裡終究繁複且辛苦，感謝你們一路相

伴ȃ一路支持與諒解，有你們真好，我愛你們Ȅ 

感謝天ȃ地！ 

 

 

2014夏 



 

 

 

IV 

 

目    錄 

 

摘要…………………………………………………………………………….….…ɚ 

Abstract………………………………………………………………………….…...ɛ 

謝誌…………………………………………………………………………….….…III

目錄………………………………………………………………………………..…IV 

圖目錄……………………………………………………………………………....VII  

表目錄……………………………………………………………………………..…X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1-2 研究目的 .............................................................................................................. 2 

1-3 研究範圍界定 ...................................................................................................... 3 

    1-3-1 研究區域選定 ........................................................................................... 3 

    1-3-2 研究時程效益 ........................................................................................... 4 

1-4 研究流程與架構 .................................................................................................. 5 

 

⊙引用文獻 ................................................................................................................. 6 

 

 

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2-1 城ѿ行銷 .............................................................................................................. 7 

    2-1-1行銷目的與 4P ........................................................................................... 7 

    2-1-2 城ѿ行銷的內涵 ....................................................................................... 8 

2-2綠園道及步行空間相關研究 ............................................................................. 10 

    2-2-1綠園道規劃與設計原則 .......................................................................... 10 

    2-2-2步行空間規劃與設計原則 ...................................................................... 12 

2-3魅力因子相關研究 ............................................................................................. 14 

    2-3-1人的活動與行為 ...................................................................................... 15 

    2-3-2環境意象 .................................................................................................. 25 

    2-3-3遊客與設置物的關係 .............................................................................. 30 

2-4文獻小結 ............................................................................................................. 34 

 



 

 

 

V 

 

 

⊙參考文獻 ................................................................................................................ 35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3-1調查流程與步驟 ................................................................................................. 39 

3-2環境實地調查 ..................................................................................................... 40 

3-3遊客訪談調查 ..................................................................................................... 41 

    3-3-1調查目的與方法 ...................................................................................... 41 

    3-3-2口語協定分析法編碼系統建立與過程 .................................................. 42 

3-4遊客問卷調查 ..................................................................................................... 48 

    3-4-1調查目的與方法 ...................................................................................... 48 

    3-4-2問卷設計與內容 ...................................................................................... 50 

 

⊙引用文獻 ................................................................................................................ 55 

 

 

第四章 遊客使用意識調查 

4-1環境實地調查 ..................................................................................................... 57 

    4-1-1草悟道的形成與發展 .............................................................................. 57 

    4-1-2周邊景點及商家型態 .............................................................................. 59 

4-1-3設置物 ...................................................................................................... 62 

4-1-4遊客行為 ................................................................................................ 69 

4-2遊客訪談調查 ..................................................................................................... 74 

4-2-1訪談對象選定 .......................................................................................... 74 

4-2-2訪談結果與分析 .................................................................................... 75 

4-3遊客使用意識小結 ............................................................................................. 80 

 

⊙引用文獻 ................................................................................................................ 81 

 

 

 

 



 

 

 

VI 

 

第五章 問卷整理分析 

5-1樣本特徵調查 ..................................................................................................... 83 

    5-1-1受訪者基本資料 ...................................................................................... 83 

    5-1-2受訪者經驗與偏好 .................................................................................. 86 

5-2 Kano雙向問卷分析............................................................................................ 91 

    5-2-1.問卷信效度分析 ...................................................................................... 91 

    5-2-2項目屬性分類 .......................................................................................... 93 

5-3綜合因素評價分析 ............................................................................................. 96 

    5-3-1重要程度評價 .......................................................................................... 96 

    5-3-2魅力與減分因素 ...................................................................................... 97 

5-4設置物使用評價 ............................................................................................... 100 

5-4-1重要程度評價 ........................................................................................ 100 

5-4-2滿意程度評價 ........................................................................................ 101 

5-4-3設置物小結 ............................................................................................ 102 

5-5問卷調查小結 ................................................................................................... 10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綜合討論 ........................................................................................................... 107 

    6-1-1魅力品質 ................................................................................................ 106 

    6-1-2一元品質 ................................................................................................ 109 

6-2改善建議 ........................................................................................................... 110 

6-3後續研究發展 ................................................................................................... 111 

     

附錄 

附錄 1遊客訪談題目.............................................................................................. 115 

附錄 2遊客訪談斷句編碼表.................................................................................. 116 

附錄 3遊客問卷題項.............................................................................................. 138 

附錄 4遊客設置物問卷題項.................................................................................. 142 

 



 

 

 

VII 

 

圖 目 錄 

 

 圖 1-1 民國 91-100年國人國內旅遊總旅次變化 ................................................... 1 

 圖 1-2 台中草悟道區域範圍及周邊景點圖 ............................................................ 3 

 圖 1-3 本研究主要研究區域：草悟道北起台灣大道南至公益路 ........................ 4 

 圖 1-4 研究流程與架構 ............................................................................................ 5 

 圖 2-1 城ѿ行銷鑽石體系 ...................................................................................... 10 

 圖 2-2 草悟道魅力因子相關研究關係圖 .............................................................. 15 

 圖 2-3 草悟道上的攤販與人群 .............................................................................. 16 

 圖 2-4 廣場上聚集的人群 ...................................................................................... 18 

 圖 2-5 廣場上聚集的人群 ...................................................................................... 18 

 圖 2-6 圍觀藝術表演的群眾 .................................................................................. 19 

 圖 2-7 觀賞街頭藝人的群眾 .................................................................................. 19 

 圖 2-8 步行區旁巷弄內的商店街 .......................................................................... 20 

 圖 2-9 附近居民使用空間的狀況 .......................................................................... 21 

 圖 2-10 遊客使用空間的狀況 .................................................................................. 21 

 圖 2-11 遛貓的人們 .................................................................................................. 23 

 圖 2-12 遛狗的人 ...................................................................................................... 23 

 圖 2-13 逗留在十字路口的人們 .............................................................................. 23 

 圖 2-14 受攤販吸引而逗留的人們 .......................................................................... 23 

 圖 2-15 觀察環境的人們 .......................................................................................... 24 

 圖 2-16 觀察他人活動的人們 .................................................................................. 24 

 圖 2-17 步行移動於街區中的人們 .......................................................................... 25 

 圖 2-18 廣場上熱鬧的氛圍 ...................................................................................... 27 

 圖 2-19 為夜裡妝點的藝術裝置 .............................................................................. 29 

 圖 2-20 為夜裡妝點的路燈 ...................................................................................... 29 

 圖 2-21 在石階上休憩的人們 .................................................................................. 31 

 圖 2-22 在階梯上席地而坐的人們 .......................................................................... 31 

 圖 2-23 長椅上觀察行人的長者 .............................................................................. 32 

 圖 3-1 調查流程圖 .................................................................................................. 39 

 圖 3-2 口語協定分析法分析過程 .......................................................................... 42 

 圖 3-3 Kano 品質模式－品質績效與滿意度之關係 ........................................... 49 

 圖 3-4 單複選題計算方式 ...................................................................................... 51 

 圖 3-5 Kano品質屬性之問卷設計 ........................................................................ 52 

 圖 4-1 街頭藝人表演摺氣球 .................................................................................. 59 

 圖 4-2 街頭藝人表演 .............................................................................................. 59 



 

 

 

VIII 

 

 圖 4-3 街頭藝人表演 .............................................................................................. 60 

 圖 4-4 販售氣球的流動攤販 .................................................................................. 60 

 圖 4-5 販售藝品的流動攤販 .................................................................................. 60 

 圖 4-6 販售小吃的流動攤販 .................................................................................. 60 

 圖 4-7 草悟道商家型態分Ҁ圖 .............................................................................. 61 

 圖 4-8 勤美誠品 1F草悟道旁餐廳 ........................................................................ 62  

 圖 4-9 勤美誠品 ...................................................................................................... 62 

 圖 4-10 勤美術館 ...................................................................................................... 62 

 圖 4-11 范特喜微型創意店 ...................................................................................... 62 

 圖 4-12 長椅底部線狀照明 ...................................................................................... 63 

 圖 4-13 直立式路燈 .................................................................................................. 63 

 圖 4-14 地嵌式球型照明 .......................................................................................... 64 

 圖 4-15 情境燈 .......................................................................................................... 64 

 圖 4-16 休憩設施－吧檯式 ...................................................................................... 64 

 圖 4-17 休憩設施－長椅式 ...................................................................................... 64 

 圖 4-18 地嵌式地名資訊圖 ...................................................................................... 65 

 圖 4-19 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 .................................................................................. 65 

 圖 4-20 直立式導覽地圖 .......................................................................................... 65 

 圖 4-21 草悟道上的綠化植栽 .................................................................................. 66 

 圖 4-22 草悟道上的綠化植栽 .................................................................................. 66 

 圖 4-23 草悟道鋪面 .................................................................................................. 67 

 圖 4-24 草悟道鋪面 .................................................................................................. 67 

 圖 4-25 公共藝術 ...................................................................................................... 67 

 圖 4-26 允執厥中字牌 .............................................................................................. 67 

 圖 4-27 水的幕簾 ...................................................................................................... 68 

 圖 4-28 水的幕簾 ...................................................................................................... 68 

 圖 4-29 腳踏車停車架 .............................................................................................. 69 

 圖 4-30 收費停車格 .................................................................................................. 69 

 圖 4-31 草悟道上的垃圾桶 ...................................................................................... 69 

 圖 4-32 遊客欣賞街頭藝人的表演 .......................................................................... 70 

 圖 4-33 遊客欣賞街頭藝人的表演 .......................................................................... 70 

 圖 4-34 草悟道旁的誠品 .......................................................................................... 71 

 圖 4-35 ѿ民廣場的遊客 .......................................................................................... 71 

 圖 4-36 爵士音樂節 .................................................................................................. 71 

 圖 4-37 創意藝術ѿ集 .............................................................................................. 71 

 圖 4-38 親子散步 ...................................................................................................... 72 

 圖 4-39 遊客於草悟道上漫步 .................................................................................. 72 



 

 

 

IX 

 

 圖 4-40 騎腳踏車ȃ慢跑 .......................................................................................... 72 

 圖 4-41 競技單車 ...................................................................................................... 72 

 圖 4-42 Ͽ後坐在草悟道階梯上休憩 ...................................................................... 73 

 圖 4-43 閱讀ȃ聊天 .................................................................................................. 73 

 圖 4-44 遊客坐在草地上休憩 .................................................................................. 73 

 圖 4-45 遊客於吧檯型長椅觀察人群 ...................................................................... 73 

 圖 4-46 遊客於草悟道上遛狗 .................................................................................. 73 

 圖 4-47 飼主讓狗兒們自由在草悟道上嬉耍ȃ奔跑 .............................................. 73 

 圖 5-1 遊客性別比例 .............................................................................................. 83 

 圖 5-2 遊客年齡 ...................................................................................................... 84 

 圖 5-3 遊客工作型態 .............................................................................................. 84 

 圖 5-4 遊客居住地 .................................................................................................. 85 

 圖 5-5 遊客造訪時段 .............................................................................................. 86 

 圖 5-6 遊客交通方式 .............................................................................................. 86 

 圖 5-7 遊客停車位置 .............................................................................................. 87 

 圖 5-8 遊客停留時間比例 ...................................................................................... 87 

 圖 5-9 遊客同行人數 .............................................................................................. 87 

 圖 5-10 遊客造訪次數比例 ...................................................................................... 88 

 圖 5-1 遊客造訪目的 .............................................................................................. 89 

 圖 5-12 遊客再訪意願 .............................................................................................. 89 

 圖 5-13 問卷調查前五大魅力因素 .......................................................................... 97 

 圖 5-14 問卷調查前五大減分因素 .......................................................................... 99 



 

 

 

X 

 

表 目 錄 

 

 表 2-1 行銷組合分類ȃ要素及可能決策與行動 .................................................... 7 

 表 3-1 斷句編號整理表 .......................................................................................... 43 

 表 3-2 草悟道遊客訪談之編碼系統 ...................................................................... 44 

 表 3-3 遊客口語資料分析編碼過程表 .................................................................. 47 

 表 3-4 Kano品質模式與滿意度之關係 ................................................................ 50 

 表 3-5 李克特量表之五點量表 .............................................................................. 52 

 表 3-6 品質屬性判定的決策矩ଲ (五乘五) ......................................................... 53 

 表 4-1 遊客訪談案例基本資料 .............................................................................. 74 

 表 4-2 遊客訪談編碼總斷句數比較 ...................................................................... 75 

 表 4-3 遊客訪談編碼系統 ...................................................................................... 79 

 表 5-1 受訪者基本資料 .......................................................................................... 85 

 表 5-2 受訪者經驗與偏好 ...................................................................................... 90 

 表 5-3 可信度高低與 Cronbach’s α 係數之對照表 ........................................ 91 

 表 5-4 問卷信效度分析 .......................................................................................... 92 

 表 5-5 屬性分類的決策矩ଲ .................................................................................. 93 

 表 5-6 Kano問項屬性分類 .................................................................................... 94 

 表 5-7 構成因子之重要性排序 .............................................................................. 96 

 表 5-8 魅力因素排序統計表 .................................................................................. 98 

 表 5-9 減分因素排序統計表 ................................................................................ 100 

 表 5-10 步行空間構成因素之重要程度 ................................................................ 101 

 表 5-11 步行空間構成因素之滿意程度 ................................................................ 101 

 表 5-12 Kano魅力品質與重要度交叉分析 .......................................................... 103 

 表 6-1 魅力品質與構面之統整表 ........................................................................ 108 

 表 6-2 一元品質與構面之統整表 ........................................................................ 109 

 表 6-3 活動具體建議 ............................................................................................ 110 

 表 6-4 周邊景點具體建議 .................................................................................... 111 

 表 6-5 環境意象具體建議 .................................................................................... 112 

 表 6-6 造景及設置物具體建議 ............................................................................ 112 

 表 6-7 交通方面具體建議 .................................................................................... 11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2 研究目的  

1-3 研究範圍界定  

1-3-1 研究區域選定 

1-3-2 研究時程效益  

1-4 研究流程與架構  

 

⊙引用文獻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觀光事業的發展沒有極限，其成功要件在於不斷的創新ȃ求變Ȅ台灣的觀光產

業在二十一世紀開始，因政府的高度重視而有了突破性的轉變，將以ȶ掌握優勢ȷȃ

ȶ提高價值ȷȃȶ創造品味ȷ為前提，用宏觀的角度來訂定策略，展現台灣豐沛的

觀光魅力，行銷全球Ȟ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2002ȟȄ另外從近十年國人旅遊變

化Ȟ圖 1-1ȟ來看，可見國人對休閒活動愈來愈重視，對於觀光的品質及吸引力的要

求將相對提升 Ȅ然而在此背景之下，卻因全球化的影響，造成許多觀光地區為迎合

大眾消費口味而趨於一致，使觀光魅力不易具有獨特性Ȅ因此如何打造城市魅力將

是市府單位規畫的重點Ȅ 

 

圖 1-1 民國 91-100年國人國內旅遊總旅次變化(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年表) 

 

台中市草悟道於 102年 3月以都市中具有自然ȃ藝文的都市空間之姿開放啟用Ȅ

園道沿途有著筆直濃密的樹蔭提供遊客休憩，並具有能夠聚集人潮的大型草皮廣場

之條件Ȅ沿途串聯自然科學博物館ȃ勤美術館ȃ勤美誠品ȃ市民廣場ȃ美術館等周

邊景點Ȅ不僅是台中市市民周ґ假日ȃϿ後及夜晚的最佳休憩地點，更於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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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國際宜居城市大賽ȷ中以關懷人文設計榮獲自然類首獎，堪稱是具有競ތ力的

國際型觀光魅力據點Ȅ 

然而除了提升區域的魅力外，營造出友善迷人的步行空間也是觀光客願意不斷

前來的基本要素Ȅ因此將針對遊客對於研究場域中，不同品質的知覺屬性需求進行

研究，期待對於台中草悟道的城市行銷，能夠提出更具魅力及競ތ力的發展建議及

方向Ȅ 

 

1-2 研究目的 

台中市政府定義ȶ草悟道ȷ為藝文行草綠園道，將綠園道打造出具有都會特色

的綠色空間，期待遊客能感受到台中文化的深度與質感，並流於有藝術氛圍的

都市綠帶Ȅ然而遊客在體驗政府單位與設計團隊共同規劃出的草悟道中，是否能夠

感受到執行方所期待呈現出的核心價值，將是後續發展的重要參考依據Ȅ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草悟道吸引遊客前來的魅力因子，並評估不同魅力屬

性對於滿意度的影響程度，辨識出其重要性的排序，提供市府單位對於草悟道後續

規劃重點與城市行銷的方向與建議Ȅ 

綜合以上資料，本研究的目的分為四點，說明如下： 

(1) 分析草悟道現況與資源Ȅ 

(2) 瞭解目前遊客對於草悟道滿意度及空間需求Ȅ 

(3) 提出草悟道魅力因子及針對重要性進行排序以了解吸引人潮因素Ȅ 

(4) 針對草悟道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期盼能促進台中市城市行銷的發展方向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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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範圍界定 

圖 1-2 台中草悟道區域範圍及周邊景點圖(本研究繪製)Ȅ 

 

1-3-1研究場域選定 

草悟道位於台中市西區，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起頭，一路經市民廣場，銜接

至美術園道，至柳川為底的一條綠色步行景觀園道，全長 3.6 公里Ȅ沿途串起金典

酒店ȃ勤美術館ȃ勤美誠品ȃ范特喜微型創意店ȃ國立美術館ȃ大墩文化中心ȃ美

術館餐廳街等周邊景點Ȅ 

綠園道帶狀的都市空間架構，時而緊湊ȃ時而靜謐的活動強度ȃ氛圍與空間尺

度，有濃有淡ȃ有密有疏，如同書法裡ȶ 行草 ȷ般自然流暢的氣韻Ȅ希冀將綠．

園．道打造出都會特色空間Ȅ因設計上ȶ 行草悟道 ȷ的概念，另有ȶ草悟道ȷ的

別稱，英文名稱則定名為ȶ Calligraphy Greenway ȷȄȞ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2012ȟ 

本研究將以ȶ綠園道 - 都會綠帶再生ȷ計畫中的主要工程路段Ȟ第一段後段ȟ

北起：台灣大道Ȟ原中港路ȟ至公益路為主要研究區域Ȟ圖 1-3ȟȄ因၎路段進行全

面性環境改造，增加亮點設計新增燈具及指標系統，是草悟道的規劃重點路段，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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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現Ϭ街頭藝人ȃ攤販及展覽的重要據點Ȅ 

 

圖 1-3：本研究主要研究區域：草悟道北起台灣大道南至公益路(本研究繪製)Ȅ 

 

1-3-2研究時程效益 

本研究總實驗調查時程，始自民國 101年 9月至 102年 12月，期間草悟道剛從

前身－綠園道重新規劃設計完成Ȅ周邊有部分景點正進行整修建設Ȟ包括勤美術館ȃ

周邊停車場等ȟ，園道上的樹由於新移植，尚未形成大片林蔭；此類須隨時間累積增

加之魅力因素，將對部分因子強度造成準確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盡可能ࡎ除各項

時程差異因子，以確保研究客觀性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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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流程與架構 

 

圖 1-4：研究流程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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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 

1.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2002，交通政策白皮書：觀光Ȅ  

2. 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草悟道宣傳專頁

http://www.tccalligraphy-greenway.com.tw/02event/01news-01.html  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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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在本章節中將針對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進行收集與討論Ȅ依據內容屬性

可分別為(1)城市行銷 (2)綠園道及步行空間相關研究 (3)魅力因子相關研究等

面向進行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中的理論基礎及調查時的參考依據Ȅ 

2-1城市行銷 

2-1-1行銷目的與 4P   

行銷學大師KotlerȞ1990ȟ定義ȶ行銷ȷ乃是個人與群體經由創造或交換

產品與價值，滿足其需求與慾望的過程ȄAMA美國行銷協會Ȟ2004ȟ提出行銷

是為了創造ȃ傳達ȃ分配價值給顧客的一項組織功能與一系列過程，並且是使

組織和其ց害關係人皆能獲ց的顧客關係管理過程ȄDruckerȞ1973ȟ說明行銷

的目的在使銷售成為多餘，亦即行銷是在於真正瞭解顧客，且所提供的產品或

服務，能完全符合其需要，產品本身就可達成銷售之功能Ȅ 

1965年Borden提出行銷組合ȞMarketing Mixȟ的概念，將行銷分為四個部

分，即產品ȞProductȟȃ價格ȞPriceȟȃ通路ȞPlace)及促銷ȞPromotionȟȄ

針對4P的行銷組合，Watt定義如表2-1Ȅ 

 

表2-1 行銷組合分類ȃ要素及可能決策與行動 

行銷組合分類 要 素 可能的決策與行動 

產品ȞProductȟ 展覽ȃ活動ȃ競賽ȃ 

研討會ȃ表演秀 

研發ȃ修正新產品，除去無法滿足客 

戶的產品，建立品牌ȃ品質保證的政 

策及包裝的規畫Ȟ包含規模ȃ品質ȃ 

形狀與顏色等ȟ 

價格ȞPriceȟ 建議售價ȃ折扣ȃ 

交易折讓ȃᇿ銷條 

件 

分析競ތ者的價格ȃ擬訂價格與銷售 

政策，針對不同的買者給予不同的折 

扣Ȅ 

促 銷

ȞPromotionȟ 

廣告ȃ小冊子ȃ海 

報ȃ記者會ȃ宣傳ȃ 

建立促銷目標ȃ決定主要的促銷類 

型ȃ選擇媒體及廣告ȃ錄用及訓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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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ȃ商標ȃ推銷 銷人員ȃ規劃及執行促銷活動及舉辦 

記者會Ȅ 

通路ȞPlace) 會場ȃ交通ȃ指標ȃ 

停車場ȃ地理環 

境ȃ舉辦場址ȃ輔 

助設施ȃ住宿服務 

選擇交通便捷ȃ停車方便ȃ各項輔助 

設施都完備場所舉辦節慶活動ȃ建立 

配銷中心減低總配銷成本，建立與執 

行產品運送的有效程序Ȅ 

資料來源：1.Watt(1998)，Event Management In Leisure And Tourism，p.66 

    2.本研究整理 

 

2-1-2城市行銷的內涵  

Kotler(1993)等在其著作ɆMarketing Placesɇ 中，將行銷(Marketing)概念導

入城市管理，強調各地區需ց用其地方特色與資源，並加以整合，以企業經營

的模式來進行地方發展，俾能吸引高素質人才ȃ觀光客ȃ產業或其他資源的進

入，而建立屬於၎城市之產業聚集並活絡工商發展，達成城市經濟的穩定及整

體生活品質的提升Ȅ 

莊翰華(1998)提到城市行銷的基礎乃將城市視為一種產品，為改善和其他都

市間的競ތ能力以及達到不同目標族群的要求，盡可能的去將其包裝和推銷Ȅ

城市行銷是被視為涵蓋空間和內容面的行銷策略，以使城市對市民ȃ遊客ȃ訪

客及企業界更具吸引力，及提供各ց益團體交換看法的機會ȄKotler (2002)認為

城市勢必將不斷提升本身的競ތ力，但首先要瞭解城市的競ތ優勢在哪裡，城

市整體競ތ力是由各種競ތ優勢綜合形成，而提升競ތ力不只是城市硬體環境

部分，軟體環境部分的水準也應同時加強Ȅ 

Kotler(1993)指出地方行銷包括四種活動：(1)為地方樹立強而有ց的地位和

形象；(2)為現有和潛在的商品與消費者提供具吸引力的優惠；(3)以有效ȃ可行

的方法配送地方產品和服務；(5)確保潛在使用者完全了解၎地獨特的長處，並

推廣地方吸引力及ց益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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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莊翰華將行銷理念演進至非營ց組織行銷乃至城市行銷的過程做

一完整的論述Ȅ他描述城市行銷的意義如圖 2-1所示Ȅ 

1. 以Ⱥ知彼ȻȞ顧客及競ތ者ȟ又Ⱥ知ϏȻ的理念為城市做一定位，根

據၎定位研擬出各種策略Ȟ如：產品ȃ定價ȃ通路ȃ促銷等ȟ，並使

之活絡與深植化，以營造出城市的Ⱥ雙贏ȻȄ 

2. 城市任務是提供城市活動，其活動的量／質則需視目標市場Ȟ顧客ȟ

及城市永續經營而定Ȅ藉此能較其他競ތ城市更有效果且更有效率的

滿足目標市場，城市經營更永續Ȅ 

3. 城市行銷為一個過程，視城市為一產品Ȅ如何使၎產品滿足市場的需

求及社會的福祉，且比其他競ތ城市更有效果且更有效率地提供၎產

品，以使城市經營環境更寬更廣，也更永續Ȅ 

4. 城市行銷係指以行銷學的原理與技巧來推展城市活動的誘因ȃ理念與

行為，即意謂著經營城市永續的技術，它包含了如何設計ȃ實行與控

制一個方案，使目標群更能接受新的思維理念Ȅ 

5. 城市行銷即是強化ȃ加速城市的競ތ優勢，使城市成為一有競ތ力的

城市之過程，時時刻刻自問：什麼是城市競ތ優勢？什麼才是城市對

顧客在市場競ތ中應扮演的角色？公部門與私部門如何攜手共創城市

競ތ優勢？公ȃ私部門要做哪些ֆ力，才能孕育出一個健康ȃ進取且

充滿競ތ力的大氣候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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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城市行銷鑽石體系，莊翰華(1998) 

(註：前 4P為產品ȃ定價ȃ通路及促銷，後 4P為包裝ȃ力量ȃ公共關係及理念) 

 

2-2綠園道及步行空間 

2-2-1綠園道規劃與設計原則 

1. 綠園道的設計原則： 

吳國賓Ȟ2002ȟ對於綠園道之設計原則提出以下四點想法： 

Ȟ1ȟ 文化因素：包括交通ȃ通道ȃ停車ȃ服務ȃ徒步動線ȃ公共用途ȃ現

有建物及設備的保養Ȅ 

Ȟ2ȟ 自然因素：包括土壤ȃ氣候ȃ地形ȃ地下水和植物Ȅ 

Ȟ3ȟ 社經因素：市場分析ȃ成本 / ց潤Ȅ 

Ȟ4ȟ 法律因素：建築許可執照的取得ȃ中央和地方的財源及相關法律Ȅ 

 

2. 綠園道的環境使命： 

王小璘Ȟ1986ȟ根據綠園道在都市中的各個面向，提出以下七點關於綠園道

之環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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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1ȟ 實質方面：可降低都市擠ȃ美化市容ȃ控制都市蔓延Ȅ 

Ȟ2ȟ 生態方面：可改善都市微氣候，減少都市之噪音及空氣Ȅ 

Ȟ3ȟ 社會方面：可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Ȅ 

Ȟ4ȟ 衛生方面：可促進居民之身心健康，並舒緩其壓力Ȅ 

Ȟ5ȟ 空間方便：可彌補都市綠色空間之不足Ȅ 

Ȟ6ȟ 交通方面：人車分享，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Ȅ 

Ȟ7ȟ 其它方面：可促進居民社區意識等等Ȅ 

 

3. 綠園道的功能： 

李朝強Ȟ1993ȟ整理林進益Ȟ1981ȟ及王小璘Ȟ1988ȟ對於綠園道之功能觀 

點，提出下面五點想法： 

Ȟ1ȟ 可提供人車分享，和諧共存的道路空間Ȅ 

Ȟ2ȟ 可提供多元性的街道活動藉以減少人際間疏離感，以增進都市居民社

區意識和地域感之場所Ȅ 

Ȟ3ȟ 可提供舒適而吸引人的逛街購物路徑和安全之學習環境Ȅ 

Ȟ4ȟ 可提供合乎人性的生活空間，使都市居民享受回歸自然的都市生活和

彌補都市綠地面積分Ҁ不足Ȅ 

Ȟ5ȟ 可有效串都市開放空間，建立都市紋理及特質之開放空間Ȅ 

由以上文獻可得知，綠園道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個面向： 

˙人－減少都市人之間的疏離感，並增加社區的認同感Ȅ 

˙自然－彌補都市中的綠地面積，進而改善都市微氣候Ȅ 

˙交通－提供人車共享的空間，有效減少交通事故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2-2-2步行空間規劃與設計原則 

1. 人行步道寬度原則： 

市區道路分為快速道路ȃ主要道路ȃ次要道路及服務道路Ȟ集散道路及巷

道ȟ 四個等級， 並依各層級道路所需寬度及相對應之人行空間ȃ公共設施空

間之基本寬度需求提出參考值， 作為都市計畫或道路規劃劃設路權寬度時參考

運用Ȅ人行步道寬度需視行人流量ȃ道路兩側土地使用及土地限制等因素決定；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Ȟ2002ȟ編撰之ȶ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ȷ中

提出，依不同土地使用分類， 其人行步道單側寬度規劃原則如下： 

Ȟ1ȟ 商業區與公共設施用地人行步道淨寬度宜留設 4 公尺以上為原則Ȅ 

Ȟ2ȟ 住商混合區淨寬度宜留設 2.5 公尺為原則Ȅ 

Ȟ3ȟ 住宅區淨寬度宜留設 1.5 公尺為原則Ȅ 

Ȟ4ȟ 工業區淨寬度宜留設 1.5 至 3.5 公尺為原則Ȅ 

Ȟ5ȟ 新設小學之人行步道寬度應依據當地實際情況予以彈性增加Ȅ 

 

2. 舖面設計準則Ȟ內政部營建署，2002ȟ： 

Ȟ1ȟ 人行步道應為續舖面，且與相鄰基地公共人行步道地坪高都會區人

行程齊平，車道穿越時其舖面可考慮續舖設Ȅ 

Ȟ2ȟ 地坪舖面儘量採用透水性之工法構造舖面Ȅ 

Ȟ3ȟ 人行步道舖面構造應堅實平且為防滑材料；伸縮縫寬度應小於 2 公

分， 以避免行動不便者拐杖或手杖陷入縫中Ȅ 

Ȟ4ȟ 人行步道內之人孔ȃ手孔等孔蓋應調整與舖面齊平，且孔蓋邊緣收邊

材質應與舖面材質諧調Ȅ 

Ȟ5ȟ 舖面材料應符合各類人行空間的需要，如人行密度高之地區應採用堅

固厚實之材料Ȅ 

Ȟ6ȟ 舖面材料的選擇可考慮地方特色，例如花蓮生產ȃ加工各種石材， 即

可加以運用於舖材上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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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7ȟ 在同一剖面上搭配不同舖材時，其厚度應相近，以減少多次施作之繁

複及增加造價Ȅ 

Ȟ8ȟ 在坡度轉換處及轉角地點宜採用尺寸較小之材料，便於轉換ȃ收邊之

施作， 減少現場切割的需要Ȅ 

Ȟ9ȟ 在寬度足夠Ȟ 3 公尺以上ȟ的人行步道上，舖面材料盡可能將公共設

施帶區分出來， 以保障身障同胞行走安全Ȅ 

 

3. 徒步區環境設施： 

游明國在 1985年也ෆ提及徒步區之環境設施相關敘述如下： 

行人徒步區基本上是一種街道式的都市空間，提供市民購物ȃ休憩ȃ社交

等活動場所，如果能把握住服務上述活動內容所需設施元素之特性與功能，則

不難設計出一高品質的步行街來Ȅ歸納一般徒步區內的環境設施，約可分類為

下列諸元素： 

Ȟ1ȟ 地坪舖面：以精緻的舖面材料，作圖案化的處理，並考慮高低變化ȃ

殘障使用及行走安全特性Ȅ 

Ȟ2ȟ 安全設施：消防栓ȃ路燈ȃ交通號誌ȃ阻車設施ȃ柵欄等，位置以不

妨礙通行及使用性為主Ȅ顏色ȃ造型宜適當設計，表達地區特色，尤

其街道照明燈具ȃ燈光設計，更能突顯徒步區夜晚人潮熱絡特色Ȅ 

Ȟ3ȟ 街道設施：例如休憩坐椅ȃ垃圾筒ȃ煙蒂缸ȃ郵筒ȃ電話ߪȃ詢問ߪ

或佈告ߪȞInformation kioskȟȃ販፲ߪȃ路標ȃ標識板ȃ飲水台ȃ公

車站等，為服務街道一般活動的主要設施，其位置及使用，與遊客的

視覺ȃ肢體接觸最頻繁，除考慮其不同於一般街道地區之機能性與需

求性外，比這更重要的是如何發揮造形或使用上的特殊效果，化解都

市生活中的緊張與煩躁，留給遊客深刻印象Ȅ 

Ȟ4ȟ 街道照明：徒步區為人群日夜活動之地區，故照明極為重要，燈具宜

適當特別設計，藉以表達此一地區之特色Ȅ 

Ȟ5ȟ 遊憩設施：空間足夠時，考慮設置小型兒童遊戲場ȃ涉水池ȃ涼ߪȃ

花架ȃ戶外休閒咖啡座ȃ小廣場ȃ表演ȃ社交等活動，主要目的是吸

引人潮逗留，形成人際間良性的接觸與互動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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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6ȟ 景觀飾物：植栽ȃ草地ȃ花台ȃ噴泉ȃ雕塑ȃ鐘塔ȃ裝飾等，主要目

的是軟化環境，創造悠閒氣氛，提供視覺休閒享受，經常以動態形式

展現Ȅ 

Ȟ7ȟ 植栽：種植行道樹ȃ灌木叢和花卉等，最能達到綠化都市及美化市容

的目的Ȅ 

Ȟ8ȟ 廣告招牌及展示櫥台：為商家傳遞商品情報之設施，配合徒步區內的

都市景觀，其尺寸ȃ形式ȃ顏色ȃ聲光ȃ位置等應有一系統性之規定

處理；展示櫥台供商品展示或宣傳廣告之用，則可給予較彈性之發揮Ȅ 

Ȟ9ȟ 全區音響設施：為服務區內遊客之情報吸收與聽覺休閒之設施，為區

內創造聽覺環境之活絡氣氛Ȅ其纜線與喇叭音響位置造形須經過思考

設計Ȅ 

Ȟ10ȟ 特殊活動空間：供街頭表演獻藝等之用Ȅ 

 

綜合以上各點，可得知在進行人行步道設計時有以下兩個重點： 

˙設施安全及意象－人行道的空間尺寸應注意活動的基本寬度，也應符合無障

礙空間標準；舖面則需兼具行走安全及意象美感；街道設

施除了透過評估遊客量來設置，也須注意整體景觀的意象

呈現Ȅ 

˙綠景觀的角色－植栽設計須達到綠化城市ȃ美化市容ȃ提供市民休閒場所的

目標Ȅ 

 

2-3魅力因子相關研究 

此小節針對設計中重要的三個環節：環境ȃ人ȃ物三面向來探討ȶ人在環

境中的行為及活動ȷȃȶ環境意象ȷȃȶ人與物的關係ȷ如圖 2-2，以了解彼此在空

間中的關係性，進一步為後續的訪談及問卷研究提供有效資訊Ȅ本章節之內文

係引用文獻資料，照片則使用草悟道現地觀察所拍攝與內文相對應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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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草悟道魅力因子相關研究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2-3-1人的活動與行為 

1.陽光與攤販 

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提到太陽燦爛的光和宜人的溫暖形

成吸引人的魅力，城市人類顯然難以抗拒，小咖啡館的座位，會跟著太陽的運

行路徑轉Ȅ同樣地，行人會走上陽光照耀的人行道和明亮的公共廣場，漫步光

與影之間Ȅ攤販會把商品挪至遮陰處，行人則會戴上墨鏡Ȅ太陽是否照得到商

店，也是地點的決定性優勢Ȅ人們會在享受陽光的同時默默的消費，而這種優

勢是暫時的，因為隨著陽光的移動，優勢會轉給隔壁店家Ȅ空間彈性難倒了店

家，卻成就了攤販：從日出到日落，可自由移動的攤販永遠能重新決定他們的

位置Ȅ  

攤販們匯集在人潮聚集處Ȅ他們了解人們非常喜歡走在陽光充足的人行

道，因此他們會跟著時辰，讓自Ϗ置身陽光下，在陽光下排地密密麻麻的Ȅ一

旦貨物在陰影下，他們就會轉移ଲ地，跟著太陽移動的路徑走Ȅ然而許多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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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攤販集中在人行道，攤販的機動性十分有限，因此陽光只能短暫接觸他們；

於是，無可避免地在陽光最受歡迎的地點，街販的競ތ十分激烈Ȅ早在第一批

行人踏上人行道之前，這些攤販已經畫好勢力範圍了Ȅ你甚至可以觀察到攤販

 先佔據Ͽ後和煦陽光率先照到的地點Ȅތ

 

 

圖 2-3：草悟道上的攤販與人群Ȅ 

攤販對於行人的流動有正面影響Ȅ攤販不僅成為行人與車流之間的緩衝，

也提供人們視覺和聽覺的停留點，有助於提升行人的安全感Ȅ在叫፲與談笑之

間，攤販創造了某種型態的街頭劇場，既能舒緩行人的壓力，也使他們成為愉

快的觀察家(如圖 2-3)Ȅ註：文中攤販一詞指販售藝品ȃ小吃等臨時性攤販Ȅ 

 

2.人潮的聚集 

Jane Jacobs 和 Bernard Rudofsky 認為理想的街道是有生動活潑看的見的

街道生活ȞDonald Appleyard, 1984:245ȟ，跟朋友見面ȃ吃東西ȃ聊天ȃ坐著或

看別人活動等Ȅ對於外部空間之所以能成為人們生活地點的記憶，其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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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ȶ社會性活動ȷ而不是形式，因此，空間的品質是因為人群生活互動而變得

精采 ȄȞ陳朝興，1996ȟ 

威廉˙懷特Ȟ1980ȟ描述了最吸引人的東西是其他人Ȅ藉由分析都市結構

來解釋公共廣場愈來愈受歡迎的原因Ȅ但人吸引他人的現象不僅印證於公共廣

場，也是都市生活的基本特色，即是؆落和城鎮會形成社區的原因Ȅ這種吸引

力並非源於個人，而是許多人們創造的經濟ȃ社會ȃ策略和文化依賴Ȅȶ全球

城市ȷ的出現，就是這種經濟依賴的絕佳見證Ȅ因此穿越黑暗的行人會憑本能

選擇人最多的路線，因為其他人的存在能提供他們安全感Ȅ至於白天，聚集的

人群能引發好奇，人們聚集的景象會吸引更多人聚集，這是都市計劃者和城市

建築設計師似乎無法理解的現象Ȅ他們都是基於這個假設來工作：城市人會尋

找空曠，尋求明顯的秩序和安靜Ȅ人們愛看熱鬧ȃ愛看其他人的習性，在世界

各地的城市皆歷歷可見Ȅ 

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也提到人對人的吸引力可形容為一

種組織的循環，一旦某個地方因人群開始聚集而看似有吸引力，這種循環就會

形成Ȅ如果要創造人群，就必須刻意設計終點來建立許多地方欠缺的公共生活Ȅ

為達此目的，現有都市生活的交點(existing intersections)必須加以分析及強化Ȅ

然而，要設想一個規劃整齊ȃ高密度活動的地區，就必須先規劃有品質的空間Ȅ

人潮集中地通常是空地Ȟ如圖 2-4ȟȄ這種現象在都市計畫中反覆上演－構成鎮

與縣ȃ中心與周圍ȃ主街與副街的基本差異，就都市計畫的各種理論，紐約市

都呈現出鮮明的反證Ȅ都會中心曼哈頓因為是座島，所以在空間上與城市其他

地區分離Ȅ雖只佔據၎市面積的一小部分，卻幾乎引來每一種為紐約市帶來全

球意義的機能：金融ȃ文化和商業Ȅ不過，若沒有周圍地區，曼哈頓也不可能

呈現當Ϭ這種風貌Ȅ宜人的居住空間ȃ偌大的工商業用地，以及重要的基礎建

設，全都平衡了城市稠密的核心Ȅ中心與周圍的極化程度也較微小Ȅ忙碌的街

道之所以忙碌，必是因為它吸引了原本走在其他街道的人潮Ȅ因此，空地與人

潮之間實有強烈的相互依賴性，而我們也不၎忘記，空地常常會成為人潮集中

處，人潮集中處也會回歸空地Ȟ如圖 2-5ȟȄ尤其是空著的地點－私有的空間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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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的空間ȃ新發現的空間ȃ以及建築棟隙(niche)－始終在城市機能上扮演舉

足輕重的角色Ȅ 

  

      圖 2-4：廣場上聚集的人群Ȅ                 圖 2-5：廣場上聚集的人群Ȅ 

蘇活區有許多情況每天都會多次促使人群自動形成：在其無數個十ԅ路

口ȃ知名商店外ȃ街販的攤子後面ȃ咖啡館外ȃ階梯口ȃ入口ȃ有趣的櫥窗前，

以及點心攤外Ȅ有時，太過擠的人行道上的正常行人密度和ȶ停／走ȷ動作，

或等紅燈，也會形成人群Ȅ但人群要聚集，光靠好奇心就足夠Ȅ凡是人都想知

道大家到底在看什麼或等什麼，也會想知道大家正在吃什麼Ȅ或者，表演會創

造觀眾Ȅ我們都見過這種情況：街頭畫家和一個要畫肖像的年輕人面對面坐著，

在畫家作畫時，其他人加入場景成為參與者，而其他人路過的人感到好奇，想

看看這些人在看什麼，也跟著圍觀，很快，那裡就聚集一群人了Ȟ如圖 2-6ȟȄ

街頭藝術家傾向在跟上都市生活脈動的地點演出Ȟ如圖 2-7ȟ，於是，會有更多

生命力注入這些地方，而其他地點仍然欠缺城市氛圍，留給都市計劃者一大難

題：如何創造刺激，為較無人造訪的地區帶來活力Ȅ人潮在一處密集集中，遠

比同樣的人數平均分Ҁ，更能營造街頭的氣氛Ȅ然而當街頭音樂家ȃ畫家和雜

耍表演者被禁止在公共場所出現，那或許是因為他們不適合房地產所有權人對

當地的印象，或是商店老闆將那種活動與獲ց損失畫上等號Ȅ但如果街頭藝人

不屬於城市體驗的一部分，都市生活的結構就有所缺憾了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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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圍觀藝術表演的群眾Ȅ              圖 2-7：觀賞街頭藝人的群眾Ȅ 

威廉˙懷特Ȟ1980ȟ另外指出：一如在討論露天劇場效應時所指出，真正

的節目通常是觀眾Ȅ很多人既看舞台上的演出，也看其他人的舉動Ȅ重要的不

是其他人的舉動有多精彩，而是那些舉動會把人們凝聚起來，而有時壞的舉動

會比好的舉動更有效果Ȅ而雖然 Christopher AlexanderȞ1977ȟ無法斷言，每平

方公尺要有多少人，人型區域才會充滿活力Ȅ其他因素如周圍土地的類別ȃ人

群聚集情況ȃ人們在做的事等顯然也有很大的影響Ȅ例如，一小群人被兩個民

歌手吸引到廣場中央，就遠比同樣人數在草地上曬太陽更能賦予生命力Ȅ 

 

3.步行區的商店街 

依據經濟部對於形象商圈之定義為：ȶ集合單一或多元商業功能，在同一

地區各自經營，稱之為商圈Ȅ而商圈是否具有競ތ力，取決於商圈是否因時фȃ

環境趨勢的改變，來調整商圈的型態與經營手法，以符合當地人文ȃ特產及景

觀特色；經整體規劃創造出共同的新商機ȷȄȞ張翎茵，2009ȟ 

而一旦從公共ሴ域跨進私人土地，人難免會被精心設計的店面所引導Ȅ這

種吸引力，加上消費產品推陳出新的飛快速度，會誘使顧客一再造訪且重新探

索這個地區Ȅ 

因店面小，可以有更多商店呈現於街景中Ȟ如圖 2-8ȟ，在此狀況中，街區

的深度通常被用到極致，以擴充商店的使用面積Ȅ有時兩家向深處延伸的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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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脆開闢一條通道，接兩條平行的街Ȅ這種ȶ橋梁ȷ常被視為捷徑而受到歡

迎，即使商店老闆不想這樣Ȅ但正因如此，這些象徵顯示公共與私人空間是可

以共生的，且行人和商家皆蒙其ցȄȞ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2012ȟ 

 

圖 2-8：步行區旁巷弄內的商店街Ȅ 

4.使用者和地區之間的關係 

一個地區日常生活的基礎愈多元，一日之中個別活動的地點就愈分散Ȅ例

如，在探討純住宅區的每日人口波動時，我們發現多數居民每天早上會在差不

多的時間出門，晚上也會在差不多時間回來Ȅ這樣的模式會造成暫時性堵住某

些街道，如果住宅大樓增添了第二種用途，例如辦公室，那每天早上的移出就

會被移入抵銷，或者晚上的移入會被移出抵銷Ȅ隨著可取得的辦公空間愈來愈

多，用於住宅的空間便會逐漸減少；可供ց用的總空間則維持不變Ȅ如此一來，

х人憎惡的尖峰時刻就會被稀釋Ȅ如果你透過結合文化機構ȃ商店ȃ各種公司

行號和餐廳來擴展一地目前受限的用途，將對幾乎不變的人口分Ҁ立刻發揮效

用Ȅ 

在一個有多元用途的地區，不同的人群會在一天不同的時間支配公共ሴ域

Ȟ如圖 2-9ȟȄ短期而言，他們的行為ȃ文化特徵和活動有助於決定這個地區的

風貌Ȅ例如他們步行的目的就反映了當時他們追求的特定興趣Ȅ上Ͽ，城市的

氣氛為就業人口的明快節奏掌控；下Ͽ，城裡湧入從容漫步的觀光客(包含各種

意義的觀光客)他們似乎憑本能接受了櫥窗展示的誘惑Ȅ若從上空俯瞰，他們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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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行進的路徑像無規律的 Z ԅ型，其中不時穿插著環形移動Ȅ傍晚，隨著愈來

愈多人打道回府，居民慢慢重新佔ሴ街道Ȅ這種循環會每天反覆出現－透過周

而ඈ始的ᄛ例成為一種韻律Ȟ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2012ȟȄ珍˙雅

各Ȟ2007ȟ也提到一個地區最好提供超過一種的主要功能Ȅ這些功能必須確保

這裡有各種類型的使用者，他們按照不同時間表外出，為了不同目的待在這裡，

但能共同使用場所設施Ȅ 

  

圖 2-9：附近居民使用空間的狀況Ȅ           圖 2-10：遊客使用空間的狀況Ȅ 

 

5.城市中的寵物夥伴 

美國在 1990 年，因愛狗人士希望能在都市中提供給狗活動的空間，於是在

市府與愛狗人士的推動下，計畫在公園內設置垣牆，而被垣牆所圍繞的區域，

是可以讓狗運動的空間Ȅ1992 年，紐約市第一個附設狗專用設施的公園誕生了

－ȶTompkins Square ParkȷȞEast Village Parks－Tompkins Square Park，2005ȟ，

而這個專門讓狗自由活動的區域也就是ȶDog Runȷ，意指ȶ犬的運動場ȷ，由

於使用牽ᛱ會使的狗將壓力轉嫁到其它狗的身上，因此進入此活動區內的狗是

不需牽ᛱ的Ȅ自此之後，在美國各地的類似設施不斷增加，以ȶ寵物犬活動區ȷ

或ȶ寵物犬公園ȷ的名稱，對世界各國帶來影響，如倫敦ȃ巴黎ȃ奧地ցȃ莫

斯科ȃ日本ȃ香港等，在政府和民間展開營運Ȅ而 Jeff Zahn 指出ȶ寵物犬活動

區ȷ和ȶ寵物犬公園ȷ名稱的差異，主要是考量區域所具有的機能和面積等，

並沒有明確的區別意義ȞNYCD dog，2005ȟ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目前紐約市營運的寵物犬活動區，官方的已經約有 33 處，若包含民間營運

設施的話，共計有 70 處以上Ȅ而寵物犬活動區的營運方式，大都是由自願參加

的市民組成團體去支援，經費是採取使用者負擔的方式，區內常見的設施包含：

圍牆或圍籬ȃ飲水器ȃ長椅ȃ垃圾箱等Ȅ 

美國訓練狗聯盟表示，寵物犬活動區的效用主要是針對都市環境

ȞKowazama Dog Run，2005ȟ，其功能包含：幼犬和成犬皆能在受限制的範圍

內，自由且充分的活動ȃ能降低公園內狗破壞公物ȃ減少狗驚嚇民眾的事件ȃ

不侵犯到小孩和怕狗民眾使用公園的權ցȃ民眾與狗一同進出公園，能防禦公

園內的犯罪情形ȃ新的居民能藉由溜狗，拓展人際關係ȄȞ蔡珮芸，2005ȟ 

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提到人們對城市密碼的認知，會受

到當地飼犬行為的狀況所影響Ȅ鄉下的狗和城市裡的不一樣，鄉下的狗會捍衛

牠的勢力範圍，可ф警報系統，城市裡的狗則乖乖的繫著鍊條溜達，在景致

單調的紐約市當人類最好的朋友和生活伴侶Ȅ牠沒有防衛的衝動，反成為都市

限制和忠誠的表徵Ȅ不僅是空間受限，也必須考慮其他人和狗的存在Ȅ鍊條必

須拉緊，行程要近ȃ排泄物要立刻處理乾淨Ȅ很少城市居民，特別是退休老人

或單身男女，可以與這些限制一搏Ȅ對這些人來說，遛狗也是一種參與街道生

活ȃ促進社交活動的方式，讓他們不再孤單Ȅ清晨的遛狗更是超越了平常的世

俗意義，成為一種預先制定的常規，一種ᄛ例Ȅ這種ᄛ例賦予序時發展

(chronological development)一種韻律，傳達了社交基礎ȃ安全感和方向感－特別

是對長者而言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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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1：遛貓的人們 Ȅ                      圖 2-12：遛狗的人 Ȅ 

6.使用者行為 

Amos Rapoport ෆ說過ȶ環境不決定行為，環境支持行為ȷȄJan Gehl 透

過設計成功戲劇化的改善哥本哈根，更成功的將市中心由車行的大街變成有

露天咖啡座的徒步街，更證明如果空間被塑造成可提供適合人們使用，支持人

的行為發生，在街道的活動也會因此而改變ȄȞ林家羽，2007ȟ 

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提到十ԅ路口有較高的行人密度，

但不會使人們在此長久停留，通常只是短暫的逗留地點Ȅ行人等紅綠燈ȃ迷路

的人在街名路標之前停下腳步ȃ朋友約在十ԅ路口碰面，以便繼續前往目的地ȃ

攤販供應食物給飢腸轆轆的行人，行人大排長龍，等待美味的熱狗等都是在街

區中的路口常見的景象Ȅ 

  

圖 2-13：逗留在十ԅ路口的人們Ȅ         圖 2-14：受攤販吸引而逗留的人們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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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珍˙雅各Ȟ2007ȟ指出人們下意識尋求保護的本能，會在我們選擇座

位時產生決定性的影響Ȅ但就算眼前有一排欄杆，而欄杆外的景色是淒涼悲慘

的荒地，我們也不可能坐在那裡Ȅ因此，還有一個因素會影響座位選擇：活動Ȅ

坐著的人們喜歡觀察環境，有時在觀察者的眼中，街頭事件就相當於戲劇表演Ȅ

透過巧妙的干預措施，都市計畫者可以創造刺激ȃ多變的背景，以及高度多樣

化的潛在用途Ȅ城市劇場愈是曲折離奇，人們就會坐得ȃ看得愈久Ȅ不同於傳

統戲劇，ȶ街頭劇ȷ的演員和觀眾都是主角Ȅ對於故事情節的相互觀察，正是

穩固地域性的來源，也是一條街要運作良好的基本要素Ȅ 

在老城市表面的失序下－無論這個城市在哪方面運作ց－有一種同時維

護街道安全與城市自由的神奇秩序Ȅ這是一種複雜的秩序Ȅ它的本質是人行道

錯綜複雜的用途，這使之不斷引來人們的目光Ȅ這種秩序概由動作與變化構成，

而雖然它是生活而非藝術，我們或許會出於幻想地稱它為城市的藝術形式，並

將它比作舞蹈－不是那種單調而嚴謹，所有舞者一起踢腿ȃ一齊旋轉ȃ全體鞠

躬謝幕的舞蹈，而是一種複雜的芭蕾，每名舞者ȃ各支舞團都有自Ϗ獨特的動

作，但這些動作神奇地彼此加強，構成一個井然有序的整體Ȅ優質城市人行道

的芭蕾從來不會在兩地重複演出；不管在哪裡，都會一直展現全新的即興創作Ȅ 

  

        圖 2-15：觀察環境的人們Ȅ            圖 2-16：觀察他人活動的人們Ȅ  

另一方面，GantvorrtȞ1972ȟ認為行人徒步區有鼓勵人們往返購物的作用，

即行人流量的增加與步行環境有直接的關係，人們在良好的步行環境內願意增

加步行的次數與距離，而步行次數的增加亦促成生活訊息的傳達，進而增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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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吸引力Ȅ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就提到當步行的人們在抵

達之前，每個目的地都是目標Ȅ或許也可以將這種在兩地之間的ȶ短暫位移ȷ

視為真正的目標Ȅ如此一來就四處閒晃或流公園板凳所顯露的漫無目的，

都可視為目標Ȅ目標不見得非得是一段過程的終點，它不必象徵什麼目的Ȅ目

標也可以只是休閒，甚至無所事事Ȅ而一個人的目標愈不清楚，商店就愈容易

巧妙地把它變成準顧客Ȅ公司發掘顧客潛在需求的速度會比顧客本身來的快Ȅ

每個地方的門開著櫥窗亮著ȃ食物的氣味飄送ȃ音樂撥放ȃ油油亮亮的培根ȃ

傳單四處展示等Ȅ我們可以說，由於充滿各種х人無法抗拒的欲望，對所有能

偶爾享受這些樂事的人而言，這裡的公共ሴ域都是妙不可言的散步區Ȅ 

 
 圖 2-17：步行移動於街區中的人們 (鍾興拍攝)Ȅ 

2-3-2環境意象 

1.行人對環境的意象 

張昌明Ȟ1987ȟ認為空間認知除了在物理上對樣式ȃ顏色ȃ材質的感覺之

外，還會因為環境中與個人經驗有關的因素或空間氣氛的呈現，對環境賦予較

深層的意義Ȅ李厚強Ȟ2002ȟ也提到：空間認知並非只是單純的反映周遭環境，

通常還會加入許多過去的經驗ȃ情緒等因素Ȅ意即當人們知覺到空間中的色彩

或光線等訊息時，認知的過程隨即展開，而所有過去累積的經驗及記憶，也開

始展開訊息處理的運作，進而對空間產生整體的感知經驗與印象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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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be et al.Ȟ1982ȟ提出景觀偏好是個體過去之經驗ȃ目前之需求及將來之

期望，將感官資訊潤飾及意義化並認知各事物間關係的ȶ弖理歷程(Mind 

process)ȷ就稱為ȶ知覺(Perception)ȷ，由景觀知覺發展成景觀認知而形成景觀

偏好，是一串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結果Ȅ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

豪爾Ȟ2012ȟ則提到每當行人走進一個५生的地區，他們會針對這個新環境，

憑直覺在心底描繪一幅畫面，這幅畫面足以讓他們確定方位ȃ歸納事實，進而

除不重要的資訊Ȅ而每一個行人都會對一個地區有屬於自Ϗ的意象，但不同ࡎ

人的意象之間仍存在著基本的相似點Ȅ因此都市計畫人員不必在乎這些意象的

個別差異，僅需專注於整體概念ȃ大部分行人共有的心理意象即可Ȅ如此它們

便能找出各種物質現實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將辨認出一個地區憑直覺即可察知

的標識，以及所欠缺的東西Ȅ 

例如進入蘇活區的人們，怎麼可以這麼快就建立清楚的環境圖像呢？棋盤

式街道決定了移動模式，也建構了心裡意象的基礎Ȅ商業活動集中ȃ行人密度

奇高，以及已落地生根的商家都讓蘇活成為曼哈頓中心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區Ȅ

本區四面八方都以幹道為界，數千個小型熱點構築了接到生活的特色─東北部

的地鐵站ȃ湯普森街的遊樂場ȃ遊樂場對面的披薩店ȃ街角的咖啡館ȃ春天(Spring)

街上的小市集Ȅ而在找路的過程中，行人會運用的策略性結為ȶ環境意象ȷ

(environmental image)，意即個人對於外在物質世界既有的概括性心理圖像Ȅ這

種意象是當下的感應和過去經驗記憶的共同產物，用以詮釋資訊ȃ引ሴ行動Ȅ

但 Kevin LynchȞ2004ȟ提到受訪者在被問到覺得哪個城市的方向性最明顯時，

他們提到好幾個，但不約而同指出了紐約Ȟ指曼哈頓地區ȟ這個城市會被提及，

主因並非棋盤式街道；而是因為他有數個特性明確的地區，坐落在河流與街道

構成ȃ整齊有序的框架裡Ȅ 

 

2.廣場上熱鬧的氛圍 

1971年 Lynch提到廣場的空間型式應為建築ȃ公共設施或柱列等量體所圍

塑，可供民眾多元活動使用的無遮蔽Ȟ具續性的硬鋪面ȟ場所，扮演著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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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重要角色，而ȶ活動ȷ是最能展現廣場生命力的重要元素，ȶ廣場ȷ意

味著都市中心的活動焦點Ȅ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就提到公共

廣場ȃ中庭或十ԅ路口愈小，遇見鄰居或朋友的機率就愈高，因此不單是這些

地方的ȶ存在ȷ，這些地方的ȶ規模ȷ也對地區的社交網絡有影響Ȅ廣場的面

積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都市環境中的廣場規模通常是依使用人數而定Ȅ如果

有十五個人同時在小廣場，就堪稱忙碌了Ȅ稍大一點的廣場，如果也是十五個

人使用，或許看來就很荒涼了，我們有可能依照用途及訪客人數來決定一個廣

場最適當的大小，讓它在特定背景中顯得吸引人Ȅ例如，需要親密感與安全感

的住宅區向來需要一些小廣場：只要上頭同時有三ȃ四個人便能活絡起來的廣

場Ȅ威廉˙懷特Ȟ1980ȟ也提到小空間有巨大的加乘效果Ȅ不只要看使用它的

人數，還有更多經過它ȃ對它產生共鳴，甚至把它當成城市中心而前來探聽消

息的人Ȅ對一個城市來說這樣的地方是無價之寶，不計成本也要開創Ȅ 

 
圖 2-18：廣場上熱鬧的氛圍Ȅ 

 

3.城市是由數個獨特的區塊組成 

城市是由不同的區塊組成，這有助於我們建立空間方向感Ȅ城市的特定地

區就是這樣的區塊，一個綜合建築區ȃ一座遊樂場ȃ一扇門ȃ一段樓梯或一條

迴廊也是Ȅ要在城市裡找到我們的方向，將路線分解成一串較小的部分會有

幫助，我們先到一個地區，經過第三個街區左手邊的遊樂場，然後穿過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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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正對面的街販在፲五彩繽紛的圍巾Ȅ寬敞的樓梯帶ሴ我們到最後的目地的

－頂樓長廊盡頭的一扇門Ȅ如果沒有憑本能將路線細分成各個片斷，要確定方

位就很難了Ȅ如果憑單調的棋盤式街廓來穿越蘇活區，我們會難以回想走過的

路線Ȅ唯有運用當地特色－建物壁面的突出部分ȃ一段段階梯ȃ一系列小精品

店和街頭攤販，以及特別的氣味和光線的效果－整個地方的空間才可能分解成

有特色的區域Ȅ在許多情況下，與環境下意識的抽離，能使我們不必刻意尋找

有關方位的線索Ȅ當我們並未全神貫注的維持方向感時，我們的心會自由地漫

遊，享受平靜的思緒和生動地場景Ȅ因此，有方向的行人也較有安全感，以及

滿足感，因為他能充分享受街道提供的所有體驗Ȅ街道之所以會被ց用是因為

它們接了一座城市的不同區塊Ȅ但若純粹作為通道使用的街道，會缺乏讓人

們愉快停留所需的品質Ȅ事實證明，相較於建築物之間的殘餘空間，人在置身

邊界明確劃定的主要空間時，會覺得比較自在ȄȞ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

爾，2012ȟȄ街道之機能不僅只是通行，更是提供民眾停留ȃ休憩ȃ與人交流ȃ

發生活動的場所Ȅ街道向來與市民有親密關係，是市民體驗都市的主要衢道，

它既是流通人ȃ貨的途徑，也是市民的非正式公共社交場合，又是帶狀的市場

Ȟ華昌琳，1995ȟȄ 

然而在由眾多的區塊組合而成的都市裡，Christopher AlexanderȞ1977ȟ說

明若只是被ȶ殘留ȷ在建築物之間的戶外空間，一般不會有人ց用Ȅ事實上，

戶外空間有兩種本質截然不同的類型：消極的空間與積極的空間Ȅ沒有輪廓的

戶外空間就是消極的空間，但當戶外空間有明確的輪廓，且其輪廓和周圍建築

物的輪廓同樣重要時，才是積極的空間Ȅ 

 

4.夜裡的城市樣貌 

現ф城市細緻的分工，在台灣出現了工作性質多樣化的趨勢，有愈來愈多

的人需要在夜間工作，一天內的活動分配趨向平均，不再大量集中於日間，夜

晚也同樣需要日間的商業種類，因而引發了夜間消費的需求Ȅ又各種社會因素，

將台灣人的睡覺時間不斷往後延，更擴大了夜間營業的商機，各類型商店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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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24 小時的行列Ȅ從 80 年ф 7-Eleven 帶動了 24 小時的經營革命，到 2007

年甫推出 24 小時營業的麥當勞，都顯示台灣的現ф都會已是全天不打烊的不夜

城Ȟ陳瓊甄，2008ȟȄ而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提到為克服人

類的原始恐懼，夜晚的人工照明是最普遍的工具Ȅ電燈泡的發明不僅擊退了對

黑暗的恐懼，也等於延長白晝Ȅ當人們開始把夜晚變成白天，商店也營業做晚

間生意Ȅ為了讓人們在晚上也能安心，傳統的城市地標－主要是那些以往天一

黑就會消失的建築物－現在必須為夜晚進行改裝Ȅ街燈ȃ櫥窗燈光ȃ告示牌ȃ

房間照明和耀眼的頭燈都已冒出地面，成為夜晚的指標Ȅ他們的外觀扭曲了人

們對白天的熟悉印象，透過刻意強調的手法，劃出中心與外圍的界線Ȅ明亮燈

光與漆黑夜色的強烈對比，很快變成公共ሴ域最顯著的廣告媒ϭȃ燈火通明的

商店和繽紛燦爛的廣告，正熱鬧的出現在夜間的街道旁Ȅ 

     

     圖 2-19：為夜裡妝點的藝術裝置Ȅ            圖 2-20：為夜裡妝點的路燈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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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遊客與設置物的關係 

鍾定真Ȟ2012ȟ認為街道傢具泛指在街道ȃ道路上為各種不同使用需求而

設置的設備ȃ物件Ȅ這些物件的設置與設計通常對交通安全ȃ公共安全ȃ公共

空間中公眾生活之便ց等方面有相當程度的影響Ȅ陳明石Ȟ1993ȟ在Ȯ屋外環

境道具的研究與設計—Ȟ一ȟ街具的概說ȯ一文中，依據街道家具的機能將其

分為 11 類，分別為休憩類ȃ衛生類ȃ፲店類ȃ情報資訊類ȃ照明類ȃ交通類Ȟ與

交通工具有關ȃ與行人有關ȟȃ臨時飾物類ȃ遊具類ȃ管理類ȃ殘障者類ȃ修

景類Ȅ同時也提及街具的存在與空間及使用者三者之間，有著不同程度之互動

關係，亦因地域性的差異及使用者生活習ᄛ的不同之差別，街具的設計會有所

不同Ȅ蕭炳欽Ȟ2003ȟ則提到街道家具ȃ植栽ȃ交通號誌等細部設施，固然被

認為是以使用機能取勝ȃ藝術價值不高，但其多變的造型ȃ豐富的語彙及在公

共空間展開的特性，也能賦予人們多元的情緒ȃ認知及美感經驗Ȅ同樣地以公

共座椅而言除了提供基本的乘坐功能外，在外觀的設計規劃上需能讓使用者感

到心情愉悅，又或者能增加人們話題的特殊外形設計，如此一來物件與使用者

的溝通便能暢行無礙，也能滿足人們心靈層次上的美感體驗，並感知其思想與

意涵，與物件達到互動交流的模式Ȅ 

例如針對在公共廣場上的座椅威廉•懷特Ȟ1980ȟ的實證研究即顯示，座

位雖非公共廣場活力的唯一變數，卻是最重要的Ȅ據他觀察，沒有座位的公共

場所，明顯人煙稀少Ȅ階梯和牆壁也可以發揮長椅和座椅的效用Ȅ最受歡迎的

座位選擇向來是有木質靠背ȃ依人體工學設計的傳統長椅，以及活動椅Ȅ如果

長椅使用者不只有機會體驗它，還能改變它的位置ȃ面向陽光，這樣的移動與

調整將賦予周遭地區蓬勃的生氣Ȅ而長椅若位於城市廣場上，且視野良好ȃ讓

使用者以觀察廣場一切活動，鼓舞的力量就更強大Ȅ通常最能吸引人們坐下來

欣賞的是遊樂場多采多姿的畫面Ȅ然而蘇活區的年輕人和長者之間有種出於下

意識且具穩定功用的共生關係，這在街上就看得到，因為銀髮族使用街道的方

式與年輕人不同Ȅ年輕人常是從一個目的地會快速移往下一個，長輩們則會慢

慢走，心平氣和ȃ安靜地做他們的事Ȅ他們會坐在長椅上放鬆休息，觀察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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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演的事件Ȅ對他們來說，街道主要是駐足和會面的地點，而非開發ց用的

區域，是社會接觸與融合的空間Ȅ現Ϭ蘇活區的許多目的地Ȟ超市ȃ銀行ȃ郵

局或陽光普照的廣場ȟ都在年長居民的步行範圍內，他們常進行短距離的ȶ遠

足ȷ，但簡單服務的供應者，諸如藥局ȃ醫師或教堂，年長者則需要多花一點

力氣Ȅ除了提供全面性的基礎服務，一個好城市還需要適合長者的街道配置，

要有人行道ȃ交通號誌ȃ行人穿越道ȃ可一再去的休憩處ȃ遊戲場前的長椅ȃ

可坐著欣賞宜人風光的地方，以及廣場中的長椅Ȅ長椅顯然獲得最多ց用，因

為它結合了兩種基本需要：放鬆與觀察Ȅ在備受歡迎的公共廣場的騷動吵雜中，

長者可坐在那裏休息，看大家表演Ȅ 

Christopher AlexanderȞ1977ȟ也提到，選擇好的戶外座位設置地點遠比打

造美輪美奐的長椅來得重要Ȅ事實上只要地點正確，即使是最簡單的的椅子也

很完美Ȅ 

  

圖 2-21：在石階上休憩的人們Ȅ           圖 2-22：在階梯上席地而坐的人們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圖 2-23：長椅上觀察行人的長者Ȅ 

 

安尼•米柯萊ȃ摩里茲•普克豪爾Ȟ2012ȟ則提到散步區是因人類需求而產生

的空間Ȅ散步ȃ走上走下ȃ看與被看，這些體現了從感官ȃ社會接觸到消費等

需求Ȅ因此，散步區不只具聯繫的功用，它還具備許多強化公共社群的功能，

它仰賴最基本的行人交通密度Ȅ為了這個目的，散步區需要強而有力的標的以

便經常引發和集中活動，例如教堂和咖啡館ȃ樹木和雕像ȃ商店和餐廳ȃ博物

館和橋梁Ȅ這類標的的密度越高ȃ變化愈多，沿散步區來往的人就會愈多元ȃ

愈大量，它也可能成為當地重要的熱點Ȅ 

然而許多目的地都會產生人們大排長龍ȃ不耐久候的情境，例如人滿為患

的郵局，或在某部自動櫃員機前排隊；有些目的地則會吸引人逗留，例如電影

ȃ咖啡館或陽光普照的廣場，能讓使用者心情平靜ȃ愉快；這些地點與大排

長龍的地點之所以不同，主因是他們不會強迫人們留下來Ȅ同樣的情況也發生

在烘培坊門外的長椅：它讓人們得以斷然改變原本只想趕快買些麵包回家的意

圖Ȅ讓人停留的目的地可創造交易以外的經驗，購物者不會逐一劃掉採買清單

上的項目，而會在饒富魅力的廣場上打發時間ȃ高興地打量新商品，然後購買

本來沒打算買的東西Ȅ街販早已看出人們的需求並列入盤算，不只有奢侈品會

刺激購買慾，購物本身也是愈來愈美好的經驗Ȅ商品也會結合動人的服務，於

是顧客愈來愈難決定到底要買什麼東西Ȅ自由不斷被操弄，隨著街販業績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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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條街道也受益良多Ȅ只要對人們進行各種簡單的干預，就能提升街道的價值，

維持它的吸引力Ȅ但我們很容易忘記，一個地方的價值不是來自其內部的社會

微型結構，這種優勢是從供應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逐步形成Ȅ於此產生的經

濟依賴性，對地區的永續發展可能相當不ց，而如果需求陷入停滯，則可能致

使其吸引人的外表迅速凋零Ȅ因此，超商ȃ藥局ȃ烘培坊和理髮廳的存在變得

重要，以因應居民的基本需求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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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獻小結 

藉由此章節可了解到城市行銷的基礎即將城市視為一種產品，而為了提升

其都市的競ތ力，以及達到不同目標族群的需求，應盡可能的使၎產品滿足市

場需求及社會福祉，且比其他競ތ城市更有效果且更有效率的提供၎產品，尤

其在進行行銷的過程應注意：產品ȞProductȟȃ價格ȞPriceȟȃ通路ȞPlace)

及促銷ȞPromotionȟ等四個部分，以使得在經營城市環境時面向更寬廣，同時

也更永續Ȅ另外在綠園道及人行道的設計原則下，草悟道的設計規劃應朝向提

供人車分享ȃ多元性的街道活動ȃ舒適而吸引人的逛街購物路徑和安全之學習

環境ȃ合乎人性的生活空間ȃ有效串都市開放空間，同時人行步道上應注意

鋪面的高低ȃ透水性ȃ防滑ȃ伸縮縫寬ȃ堅固ȃ地方特色Ȟ包含視覺及材質ȟȃ

分區等重點Ȅ 

人在環境中易受到陽光ȃ空地及人群的影響而聚集；在步行空間中會逗留

於十ԅ路口ȃ攤販前；休憩時會依照活動或能觀察人們行為的地點選擇座位；

遛狗則是一種參與街道生活ȃ促進社交活動的方式Ȅ另外城市中的廣場為聚集

人群ȃ製造熱鬧氣氛的無價之寶，商店街創造出的是迷人的街景氛圍，然而藝

術表演者及街頭藝人，則是吸引目光的重要因素；但步行空間除了聯繫外，它

還具備強化公共社群的功能，因此需要強而有力的標的物可以經常引發和集中

活動Ȅ設置物部分最受歡迎的座位是有木質靠背ȃ依人體工學設計的傳統長椅

及活動椅，尤其若長椅使用者不只有機會體驗它，還能改變它的位置ȃ面向陽

光，這樣的移動與調整將賦予周遭地區蓬勃的生氣Ȅ 

由文獻探討可知，若想打造國際級的魅力城市，突破全球化限制Ȅ就必須

針對城市行銷的概念來滿足市場需求及社會福祉，於設計規劃時注意友善的環

境，且應依照人的特性及環境的特點創造具有陽光ȃ廣場等不同類型的空間，

同時創造如藝術表演者ȃ街頭藝人及活動等容易讓人們停留的熱點，最終，人

會因為好奇心及喜愛觀察其他人的特性而吸引更多人群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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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為瞭解遊客使用草悟道的情況，以及目前遊客對於草悟道所產生之困擾

點，因此本研究進行實地調查ȃ遊客訪談及遊客問卷等三階段調查來探討遊客

行為ȃ問題點及魅力因子Ȅ以下說明各階段調查之目的ȃ內容及進行方式Ȅ 

 

3-1調查流程與步驟  

本研究調查包含環境實地調查ȃ遊客訪談調查(遊客使用意識調查)與問卷

調查(遊客經驗調查) ，共三階段Ȅ藉由各階段之調查結果整理，最後以統計量

化方式進行分析與歸納Ȅ研究流程圖整理如圖 3-1所示Ȅ 

 

圖 3-1：調查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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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為Ⱥ環境實地調查Ȼ，此階段藉由現場調查的方式，觀察遊客在

草悟道中的行為並記錄草悟道周邊商家ȃ設置物及活動現況，並以拍照及文ԅ

紀錄的方式歸納整理Ȅ 

第二階段為Ⱥ遊客訪談調查Ȼ，共計 13人；以文獻探討與實地調查所歸納

整理出之結果為基礎進一步擬定相關問題，對遊客進行訪談以得到實際現況之

問題點Ȅ初步了解遊客來到草悟道的原因ȃ被吸引的因素ȃ困擾點與相關狀況Ȅ

並以此階段調查找出的魅力因子與問題點為基礎進一步擬定相關問題，作為遊

客問卷調查之依據Ȅ 

第三階段為Ⱥ遊客問卷調查Ȼ，以 220 份有效問卷針對遊客進行驗證，根

據 Kano, Seraku, Takahashi, and Tsuji (1984)的二維品質模式(即 Kano Model)，

服務品質包含了源自 Herzberg (1959)的雙因子理論(two factor theory)，將此理

論結合在二維的架構上，針對魅力屬性的特質加以分析，評估不同魅力屬性對

於滿意度的影響程度，並辨識出重要性排序，提供草悟道後續規劃重點與設計

的方向與建議Ȅ 

 

3-2環境實地調查 

在不同時間點對草悟道上的遊客採取ȶ觀察行為法ȷ(Observation Behavior 

Method ，OB)Ȟ王敏，1988ȟ，分析環境空間與遊客之間的互動情形，及環

境對遊客行為的影響因子Ȅ過程以ȶ非參與式觀察法ȷȞFrancis T.McAndrew，

1995ȟ進行調查，研究人員以不干擾研究對象為原則，直接觀察並使用相機及

筆記方式紀錄遊客觀光的行為與過程Ȅ同時၏盡的紀錄草悟道周邊商家的類型

及分Ҁ，作為評估草悟道觀光魅力的客觀因子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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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遊客訪談調查 

為實際探討草悟道的魅力因子及使用行為上所面臨的問題點或使用困擾，

將分別對 13位遊客進行初步訪談，遊客包含各個年齡層並以有到過草悟道之遊

客為主要訪談對象Ȅ 

訪談完遊客後以口語協定分析法(Verbal Protocol Analysis)Ȟ黃耀榮，2000ȟ

分析其訪談內容，口語協定分析法是一種直接獲得研究對象口述與認知過程的

研究方法，此研究方法是可探究某些行為的動機與模式，藉由研究對象經歷某

些事件過程中所產生的言語或是事後追溯的言語紀錄，從事認知過程的分析，

它是具有認知心理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基礎且使用上有具體的步驟可以遵循Ȅ

透過此階段的調查歸納整理其分類的因子並進行分析與結果討論，並作為後續

實際問卷調查的評估依據Ȅ 

 

3-3-1調查方法與目的 

   問卷內容依照相關文獻探討與先前調查所歸納出的相關因子來擬訂Ȅ並透

過此階段深入瞭解草悟道吸引遊客的因素及掌握遊客使用草悟道之情形，訪談

過程由研究者採用一對一直接訪談，以錄音方式全程紀錄，再藉由口語協定分

析法將其分析Ȅ期望在進行量化問卷之前，尋求最佳的問卷題型，調查目的如

下： 

 

(1)藉由訪談問卷調查，瞭解遊客在使用草悟道遇到的問題點與使用情況Ȅ 

(2)透過遊客訪談調查之結果，以進行第三階段量化問卷之參考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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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口語協定分析法編碼系統建立與過程 

分析口語資料前，必須先行建立斷句原則與編碼系統，編碼系統之建立可

分成ȶ斷句原則與編碼ȷȃȶ編碼細項定義與分類ȷȃȶ編碼過程ȷ等步驟而得到

結果，分別說明如圖 3-2Ȅ 

 

圖 3-2：口語協定分析法分析過程 (本研究繪製) 

 

(1)斷句原則與編碼 

本研究ց用深度訪談之方法來收集大量的資料，將實驗進行中之受測者的

口述過程加以錄音，實驗者在旁錄音並隨時提醒受測者主動思考，適時詢問受

測者的感受，而將所獲得的原始口語資料再轉錄為逐ԅ稿，以便進行後續的分

析工作，取得訪談資料後，便可以透過對口語的內容來進行分析，理解受測者

在認知過程中所釋放出的資訊，予以概念化Ȅ再將口語內容轉換為正式的編碼，

整個編碼過程是將口語資料依照斷句原則斷句並編碼之後，依據口語內容進行

編碼，初步先整理出原始文ԅ資料，省略研究者詢問與提醒的部分，及一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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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內容無關之對話，其餘受測者思考後而得的口語資料即是主要分析內容Ȅ 

進行分析的第一步驟是將所有文ԅ資料細分成更小單位，稱之為ȶ斷句ȷ

Ȟsegmentȟ，斷句方式往往根據研究目的或分析需求有不同原則，例如以口語

資料中口氣停頓ȃ語調轉折等事件(verbalization events)作為斷句依據ȞEricsson, K. 

A., & Simon, H. A.1993ȟ，或者以具有完整一致之設計論點為一轉折單位

ȞGoldschmidt, G.. 1991ȟ來進行斷句Ȅ從口語資料裡面區分每一個斷句，在口語

斷句單位分析中，每一斷句須給予一個編號以方便後續的紀錄以及舉例說明時

的標注，第一句話開始從 01開始編號，第二句話編號為 02，依序編號；而斷句

編號 AȃBȃC…則是依使用者來區分，並序標示號碼，第一位遊客所提及到

的第一句話即編碼為 A-01，第二句話則為 A-02…，依此類推，I-01ȃI-02…，

斷句編號整理如表 3-1Ȅ其餘၏細完整資料請參考附錄Ȅ 

 

表 3-1：斷句編號整理表 

斷句編號 口語資料 

A-11 增加行走過程中的變化性 

A-18 如果在室內逛街逛累或吃完飯可以休息散步 

A-23 建議就是他的設計感還不夠好 

A-26 其實走久了就會失去那種多元性，感覺不夠有趣 

A-27 
對阿，比如可以加入不同元素例如植物上的多樣ȃ水的設計更多貫穿他ȃ或燈

光效果 

A-….. ………………………………………………………………………………………… 

 

(2)編碼細項定義與分類 

透過先前的文獻整理與分析，環境必須以使用者為中心，因此為探討遊客

觀光行為與魅力因子之關聯，本研究將分別針對 13 位遊客進行口語資料編碼

分類Ȅ將口語資料內容統整分析後歸納為 1.造景及設置物，2.活動，3.周邊景

點，4.環境意象，5.魅力因素，6.減分因素 7.期待內容等七項分類Ȅ將所得之因

子進一步明確定義成編碼的項目，並分別予以歸類Ȅ 

最後將此七項分類歸納成三個範疇，分別為實質景觀ȃ知覺景觀和未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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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三個範疇加以討論Ȅ因此，將編碼架構整理如表 3-2，以此作為編碼系統Ȅ 

 

 表 3-2：草悟道遊客訪談之編碼系統 

範疇 分類 

實質景觀 

造景與設置物 

活動 

周邊景點 

環境意象 

知覺景觀 
魅力因素 

減分因素 

未來發展 期待內容 

 

以下內容為斷句編碼後的口語資料： 

1.造景及設置物 

意指遊客在使用草悟道時，對於綠色植栽ȃ水幕ȃ水流ȃ噴霧ȃ舖面ȃ街

道家具ȃ裝置藝術ȃ路燈ȃ步道ȃ坡道等的使用情況與評價因素Ȅ例如： 

 噴霧夏天涼爽ȃ冬天夢幻Ȅ(受測者 A-斷句編號 16) 

 比如像鋪面整條看起來都一樣，座椅也是，就很多重複性的元素一直存在，其實走

久了就會失去那種多元性(舖面ȃ街道家具)，感覺不夠有趣Ȅ(受測者 A-斷句編號 25) 

 

2.活動 

意指遊客對於草悟道舉辦之活動，如街頭藝人ȃ流浪狗認養ȃ爵士音樂節ȃ

流動攤販ȃ展覽ȃ創意市集ȃ休閒活動ȃ運動ȃ遛狗等的參與狀況及使用情形

與評價內容Ȅ例如： 

 每個星期日都有流浪狗的認養攤位，便去看一下狗Ȅ(受測者 B-斷句編號 06) 

 因為她有坡道的關係所以有時候會有人騎腳踏車上去Ȅ(受測者 B-斷句編號 25) 

3.周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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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遊客對於草悟道周邊的景點，如商家ȃ誠品書局ȃ勤美術館ȃ科博館ȃ

美術館ȃ市民廣場ȃ餐廳ȃ停車場ȃ旅客中心ȃNOVAȃ特色名產等的評價與

具備的吸引力為何Ȅ例如： 

 有時候是去逛街和看展覽Ȅ(受測者 D-斷句編號 03) 

 像勤美誠品或是琴美術館的展覽會比較容易吸引去那邊觀光的人Ȅ(受測者 D-斷句

編號 24) 

 

4.環境意象 

意指遊客對草悟道營造的環境意象，而引起的注意力及興趣，如氛圍營造ȃ

地理環境ȃ燈光效果ȃ人潮聚集Ȅ例如： 

 所以我覺得室外空間像草悟道還不錯Ȅ(受測者 C-斷句編號 39) 

 聚集在那邊的人都是同樣性質比較多，都是想放鬆Ȅ(受測者 C-斷句編號 41) 

 

魅力因素： 

意指遊客對草悟道的魅力因素，如景觀綠化ȃ安全感ȃ休憩完善ȃ商家型

態ȃ藝術氣氛ȃ文化氣息ȃ休閒感ȃ動線佳ȃ人群ȃ自在感ȃ新鮮感ȃ景點豐

富ȃ規劃完善ȃ遮蔭佳ȃ機能完備ȃ人文素質ȃ環境整潔ȃ活動易親近等因素

的評價Ȅ例如： 

 散步的動線比起一般人行道好很多Ȅ(受測者 C-斷句編號 13) 

 我可能會說是一個比較輕鬆又有一些小的藝文活動的地方Ȅ(受測者 C-斷句編號 33) 

 

減分因素： 

意指遊客對草悟道印象不佳的減分因素，如元素單調ȃ步行Ӡ險ȃ燈光昏

暗ȃ不安心感(步道上有人騎腳踏車ȃ玩滑板)ȃ街道家具設計不良ȃ規劃不足ȃ

通用設計不足ȃ停車處不足ȃ街道家具不足ȃ周邊施工處Ȅ例如： 

 其實有一些階段(段差)沒有做的很明顯，所以偶爾會踩空Ȅ(受測者 B-斷句編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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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其實有很多一些小巷道或者是向外的接道路，可是像那一些的話其實到現

在都沒有整理Ȅ(受測者 B-斷句編號 43) 

 

期待內容： 

意指遊客對草悟道未來期待的內容，如豐富造景ȃ氣氛營造ȃ統整性規劃ȃ

無障礙空間ȃ設置物ȃ空間機能劃分ȃ停車功能完善ȃ增加藝文類活動Ȅ例如： 

 對阿，比如可以加入不同元素例如植物上的多樣ȃ水的設計更多貫穿他ȃ或燈光效

果Ȅ(受測者 A-斷句編號 26) 

 如果可以讓他的空間再更擴散，不侷限在那一條的話Ȅ(受測者 B-斷句編號 45) 

 

 (3)編碼過程 

整個編碼過程將口語資料依照斷句原則斷句並編碼後，再依據口語內容之

紀錄進行編碼，將相關不同層面的口語內容列出來，對受訪者口語內容進行編

碼，由於斷句原則是以一個操作動作完成或語氣轉換時，作為一個口語斷句單

位，因此，同一個斷句有可能包含兩個以上的編碼細項，這些細項可能屬於同

一種範疇，亦有可能涵蓋兩種或兩種以上範疇；舉受測者之內容為例如下： 

覺得街頭藝人很有活力帶來娛樂Ȅ(A-15) 

受訪者 A在第 15句話中將街頭藝人這部分屬於Ȫ活動ȫ，又提到很有活力，

可編碼為Ȫ環境意象ȫ，再提到帶來娛樂，根據編碼系統的定義，即可編碼為Ȫ魅

力因素ȫ，此斷句內容即包含三個分類兩個範疇Ȅ將實際編碼後的斷句ȃ口語內

容ȃ編碼細項與範疇列舉來對應所歸類的範疇與分類，以ց於後續之分析探討，

如表 3-3，其餘完整၏細的編碼結果請參見附錄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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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遊客口語資料分析編碼過程表Ȟ例ȟ  

A.平日遊客：青年男性(學生)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及 

設

置

物 

1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A1-05 散步  ●      

A1-08 散步  ●      

A1-10 蠻新的蠻好走的(步道)    ● ●   

A1-11 增加行走過程中的變化性     ●   

A1-15 街頭藝人覺得很有活力帶來娛樂  ●  ● ●   

A1-16 噴霧夏天涼爽ȃ冬天夢幻 ●   ● ●   

A1-18 如果在室內逛街逛累或吃完飯可以休息散步  ●      

A1-19 是個還不錯的地點     ●   

A1-21 他是一個很難得的都市綠帶，以台中市區來講 ●    ●   

A1-22 
他是一條很長的散步道，也像一個公園般富有休閒性質的戶外空

間 
   ●●    

A1-23 建議就是他的設計感還不夠好(重複元素)      ●  

A1-24 整條這麼長的路徑上感覺有點單調就是很多重複性的元素在      ●  

A1-25 

比如像鋪面整條看起來都一樣，座椅也是，就很多重複性的元素

一直存在，其實走久了就會失去那種多元性(舖面ȃ街道家具)，

感覺不夠有趣 

●     ●  

A1-26 
對阿，比如可以加入不同元素例如植物上的多樣ȃ水的設計更多

貫穿他ȃ或燈光效果 
●●   ●   ● 

總  

計 

總斷句數: 26句 
6 4 0 6 6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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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遊客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是一種對個人行為和態度測量的技術，它的用處在於測量，並能

將多數人的想法加以整理，藉由統計技術整理，及相關分析技術來達到了解問

題的本質或解決問題的關鍵性要素Ȟ阮綠茵 2006ȟȄ透過遊客訪談調查的結果與

分析來進行問卷調查與驗證，採取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次數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ȃ交叉分析(cross analysis)ȃkano二維品質模式歸類，歸類並探討問

題之間的相關顯著性，以了解其相關結果，並以統計圖表呈現說明，調查對於

草悟道的魅力因子及使用行為之困擾點與對未來期待之觀點的比較與改善建

議Ȅ 

 

3-4-1調查目的與方法 

相關服務品質滿意度的研究大多試圖找出影響消費者衡量品質的屬性，進

而驗證服務品質屬性與消費者滿意間的線性關係Ȅ亦即產品品質的強化能增加

消費者的滿意度，相對地，產品品質的減弱亦會提高消費者不滿意度Ȅ然而，

對於某些心理層面的品質而言，當產品已符合消費者的滿意程度，或提供的品

質被視為理所當然時，強化၎品質項目並不能對滿意度的提升有所影響；相反

地，消費者往往會因為某些х人愉悅或驚喜的品質項目之提供或改善，而在滿

意度方面有大幅的提升Ȅ換言之，品質績效與滿意度之間的關係，未必是線性

的關係；不同的品質屬性對滿意度的影響力是不同的  (Anderson & 

Sullivan,1993)ȄKano, Seraku, Takahashi, and Tsuji (1984) 為了改進以往人們較注

重ȶ物理層面ȷ而忽略了ȶ心理層面ȷ的品質觀念，以及品質線性假設之缺點，

而提出了 Kano 品質模式 (Kano Model) Ȟ李志仁 2012ȟȄ 

原則上，Kano, et al. 的研究是藉由修改 Herzberg, Mausner, and Snyderman 

(1959) 的激勵–保健理論(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M-H Theory) 特質所發展

的二維 (two-dimensional) 品質模式，其認為一維品質並不能用來解釋使用者的

品質概念，品質可從主觀與客觀兩個層面來看：主觀層面指的是消費者的ȶ滿

足感ȷ，而客觀層面指的是事物品質本身，是一種ȶ物理性充足狀態ȷȄ將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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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作為縱軸與橫軸，便成為二維的 Kano Model 基本架構 (如圖 3-3) ，本

研究中並藉此模式來了解與ց用不同的魅力屬性，以滿足遊客的需求與期望Ȅ 

 

圖 3-3：Kano 品質模式－品質績效與滿意度之關係(本研究重新繪製) 

 

Kano 品質模式之縱軸ф表ȶ遊客ȷ的滿意或不滿意，橫軸表示ȶ魅力要素ȷ

充足或不充足的程度Ȅց用這兩個座標的相對關係，將魅力要素的具備狀況與

遊客滿足感區分為：魅力品質ȃ必要品質ȃ一元品質ȃ無差異品質及反向品質

等五種，分別說明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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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Kano品質模式與滿意度之關係(本研究整理)  

品質模式 品質條件 滿意度 

魅力品質 

attractive quality 

品質充足 滿意度大幅提昇 

品質不充足 不滿意度不會顯著提昇 

必要品質 

must-be quality 

品質充足 滿意度不會因此提昇 

品質不充足 不滿意度會大幅增加 

一元品質(線性品質) 

one-dimensional quality 

品質充足 滿意度隨充足程度的增加，呈現等比例的上升趨勢 

品質不充足 消費者的不滿意度亦隨著不充足程度的增加，呈現等

比例的下降趨勢 

無差異品質 

indifferent quality 

品質充足 品質充足或不充足，消費者的ȶ滿意度ȷ皆不受影響 

品質不充足 

反向品質 

reverse quality 

品質充足 滿意度成等比例下降 

品質不充足 滿意度成等比例上升 

 

 

運用此品質模式可以有效地評估現有狀況或發展新的方向，以滿足遊客的

需求與期待Ȅ藉由上述品質的判定，能更清楚不同品質與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找出有效提升遊客滿意度的重要品質項目Ȅ而這類品質特性也是用以創造觀光

的差異化，及創造競ތ優勢的主要因素Ȅ 

 

3-4-2問卷設計與內容 

藉由訪談發現可能吸引遊客的魅力因子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與困擾點，整

合文獻與訪談中之資料進而彙整成相關之問卷題目，分別對不同族群發放，有

效問卷共有 220份，本問卷調查內容分為三部分，分別為：(一)基本資料(二)魅

力因素(三)現況評估Ȅ問卷會因調查目的與所預期結果，而發展出不同的問卷設

計，其中問卷設計之內容可分為單選與複選題ȃ李克特量表ȃkano 雙向問卷以

下三大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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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選與複選題 

問卷內容中ȶ基本資料ȷȃȶ魅力因素ȷ此兩部分的主要問卷題型分為單選

題與複選題，因而採用不同方式進行統計，單選題以計算全體樣本當中對於၎

選項的回答率為主，即將ȶ၎選項的回答數除以全體有效樣本數ȷ；複選題由於

回答數之不同，採用ȶ各選項的回答數除以全體有效樣本數ȷ來得知整體受訪

者對၎選項之看法，若計算၎選項在၎題回答數的出現率，則個別將ȶ各選項

的回答數除以၎題總回答數ȷ如圖 3-4Ȅ 

 

圖 3-4：單複選題計算方式Ȟ本研究繪製ȟ 

 

2. 李克特量表 

問卷內容中ȶ重要程度ȷ此部分將以李克特量表ȞLikert scaleȟ來評估遊客

對草悟道使用的主觀評價Ȅ李克特量表是屬於ȶ評分加總式量表ȷ的一種，用

來測量每位受測者的態度反應(同意程度)，每一個反應都給一個數值，以ф表受

訪者對၎項目的贊同程度，將每位受訪者在這些項目的得分加總，即是受訪者

對၎題的態度Ȟ張紹勳 2004ȟȄ 

Likert量表的計分方式以ȶ五點量表ȷ為最常採用之計分方式，例如從 1

ф表ȶ非常不同意ȷ，到 5ф表ȶ非常同意ȷ之量表來計分Ȟ李志仁 2012ȟ，如

表 3-4所示，每位受測者會在一項目中，於五階的評量尺度中勾選一項，進行

主觀評選，評選結果能評定受測者對၎項目的量表信度之強弱程度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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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李克特量表之五點量表 

1 2 3 4 5 

毫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很
重
要 

 

3. Kano雙向問卷 

Kano 品質屬性的分類，最常使用與判讀的是透過 Kano 品質ȶ雙向問卷ȷ

的結果來界定Ȅ此種品質分類的執行方法，主要由一組ȶ相對的ȷ問題組合而

成，一為：當品質特性具備၎條件時(意即有此條件時)，消費者的反應為何？另

一為：當品質特性不具備၎條件時Ȟ意即無此條件時ȟ，消費者的反應為何？回

答的選項，是由填答者從五個不同的反應選項中勾選其一 (如圖 3-5)Ȅ 

 

 

圖 3-5：Kano品質屬性之問卷設計Ȟ本研究問卷設計ȟ 

在 Kano 品質屬性判定的決策矩ଲ中 (如表 3-5)，以品質ȶ充足ȷ與ȶ不充

足ȷ時的感受，交叉配對出五種不同的ȶ品質屬性ȷ( Matzler & Hinterhuber, 

1998)Ȅ類別ȶAȷф表ȶ魅力品質ȷ，當品質特性具備၎條件時消費者相當滿意，

但不具備၎條件消費者也不會因此而不滿意；類別ȶOȷф表ȶ一元品質ȷ，即

品質特性具備၎條件時消費者相當滿意，但不具備၎條件消費者會因此而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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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Ȅ類別ȶMȷф表ȶ必要品質ȷ，當品質特性具備၎條件時消費者不會因此而

滿意，但不具備၎條件消費者會極不滿意；類別ȶIȷф表ȶ無差異品質ȷ，不

論品質特性是否具備၎條件，都不會影響消費者滿意的程度；類別ȶRȷф表ȶ反

向品質ȷ，當品質特性具備၎條件時反而造成消費者不滿意，但不具備၎條件消

費者會覺得滿意Ȅ類別ȶQȷф表有問題的結果，可能為紀錄錯誤ȃ消費者填答

時不瞭解၎問題或圈選錯誤所造成Ȅ一般在正常的情形下，消費者回答的結果

應၎不會落在這個區域Ȅ因此，問題比率 (Q-rate) 可作為問卷有效性的衡量指

標，Matzler and Hinterhuber (1998) 認為問題比率 (Q-rate) 小於等於 2%是可被

接受的Ȟ李志仁 2012ȟȄ 

 

表 3-6：品質屬性判定的決策矩ଲ (五乘五) ( Matzler & Hinterhuber, 1998) 

 

 

在 Kano 品質屬性判定結果採多數決的部分，有其他專家認為，若問卷題

項比較深入或比較細節，可能會使消費者評定結果呈現比較分散的狀況，也可

能產生比較多的ȶ無差異要素ȷ結果，此時應對歸類時的百分比作一細究，以

下列方式來修正 (Berger et al., 1993)：若 (A＋O＋M) ＞ (I＋R＋Q)，則採 (Aȃ

OȃM) 中最大值，反之則採 (IȃRȃQ) 中最大值Ȅ 

由於品質屬性評價的結果只知其評價類型，並未能明確指出品質屬性與滿

意度的關係，因此，可透過消費者滿意係數 (customer satisfaction coefficient)，

了解ȶ品質充足與否ȷ影響消費者ȶ滿意ȷ或ȶ不滿意ȷ的程度 (Berger et al., 

1993)Ȅ၎係數包含兩部分：提昇滿意係數 (extent of satisfaction) 與消除不滿意

係數 (extent of dissatisfaction)Ȅ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 

 

提昇滿意係數：CS = (A + O) / (A + O + M + I) 

消除不滿意係數：DS = (M + O) / (A + O + M + I) × (-1) 

 

衡量方式為比較兩者效果的大小，作為後續品質屬性未來設定的目標，意

指當ȶ提昇滿意係數ȷ高於ȶ消除不滿意係數ȷ，則應將目標設為如何在此品質

屬性上追求更高的顧客滿意；反之，當ȶ消除不滿意係數ȷ高於ȶ提昇滿意係

數ȷ，則品質未來的重點應設為如何減少顧客的不滿意Ȅ亦可在ȶ品質屬性ȷ不

明確時，協助了解ȶ品質充足與否ȷ對於整體消費者ȶ滿意度ȷ的影響 (Sauerwein, 

Bailom, Matzler,& Hinterhuber, 1996) Ȟ李志仁 2012ȟ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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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遊客使用意識調查 

此章節為本研究調查流程第一步驟，目的為探尋都市中的綠廊道形成ȃ綠色公

園ȃ綠園道以至於現在ሳ負盛名的草悟道之歷史脈絡Ȅ並研究草悟道現況發展及都

市特色，了解人ȃ環境及物三者的關係Ȅ因此調查範圍包含草悟道上的設置物類型

及型態ȃ周邊景點ȃ店家類型和遊客的活動及行為等範疇，期待藉由此步驟了解草

悟道的過往Ϭ來，調查結果將ց於整理出下一章節針對遊客訪談時問題的方向性及

準確性Ȅ 

 

4-1環境實地調查 

4-1-1草悟道的形成與發展 

 草悟道前身－經國綠園道 

經國綠園道的闢設最早係因科博館於七十五年正式開放參觀，國立美術館也相

繼於七十七年落成，市府乃欲藉一條林園大道將二處相接，使形成觀光帶，乃於

七十八年台中市建府百週年之際，開闢自科博館經全國飯店至文化中心和國美館，

全長一．七公里的林園大道Ȅ更在八十四年於中段的公益路旁規劃一處一萬六千多

平方公尺的草坪，被稱為市民廣場，成為台中市各界舉辦大型戶外活動的理想地點Ȅ

後來，又陸續開闢美術館前的二條平行園道ȃ存中街的綠十八園道ȃ中興大學園道ȃ

東光園道ȃ雙十園道等，皆各具特色Ȅ美術館園道咖啡屋林立，又有一處餵鴿草坪，

有如小歐洲ȄȞ吳國賓，2002ȟ 

 草悟道形成與發展 

用自由和浪漫裝飾街道－Beth Galli 設計者協會會長說明＂公共場所開始改造

之後，會產生骨牌效應，市民們會希望整個城市就像自Ϗ的家一樣被裝飾地美美的

＂ȄȞ金美理ȃ崔寶允，2011ȟ 

草悟道是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起頭，一路經市民廣場，銜接至美術園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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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川為底的一條綠色徒步景觀園道Ȅ園道沿途有著筆直而濃密的綠樹遮映，大片的

青翠綠地與藍天白雲相互呼應，讓人漫步在此，心情為之放鬆Ȅ這條綠色的景觀步

道，也因此成為熱鬧繁榮的台中市裡，最珍貴的特色景點之一Ȅ 

草悟道大致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科博館前的ȶ梵谷藝術廣場ȷ，這裡經由蘇

格蘭ࣲ家銀行集團荷蘭銀行認養，展示多幅荷蘭印象派畫家梵谷的作品，為草悟道

增添了不少藝術氣息Ȅ在梵谷藝術廣場中央，可以看見巨大的立體雕塑聳立，這是

由故宮博物中國古ф美術史家楚戈先生所設計的ȶ台中市建府百週年紀念碑ȷȄ以

草書的ȶ中ȷԅ為設計概念，將二度空間的文ԅ轉便成為三度空間的立體雕塑，造

型特殊前衛Ȅ紀念碑下刻著ȶ允執厥中ȷ，符合中ԅ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之意Ȅ詩

人鄭愁予還在此留下Ȯ美自八方來ȯ這首新詩，雕塑與新詩的結合，也台中增添

了些許的浪漫氛圍Ȅ 

第二段是台中市民休閒運動最佳去處的市民廣場，因為地處中心地帶，加上鄰

近為住宅區，因此每到傍晚或是假日，都可以看到許多民眾前往運動散步，成為忙

碌的都市生活中，最佳的休閒調劑Ȅ除此之外，市民廣場周圍還有許多簡餐店家與

咖啡茶坊，來這裡散步遊憩之餘，也可以在這裡品嘗咖啡美食，度過一段優閒的下

Ͽ時光Ȅ特別在假日，廣場內還會舉辦如貓狗的愛心認養活動，也市民廣場增添

了些許的溫馨感Ȅ除此之外，市民廣場也是台中市爵士音樂節的舉辦地點Ȅ舉辦多

۩的爵士音樂節已經成為台中市一年一度的盛會，在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的合作

下，邀請國內外的知名爵士樂手與樂團前來演出，結合公共空間與藝文休閒場所，

發起週邊配合活動，為台中市注入更多的活力，也讓草悟道成為這年度盛會的新亮

點！ 

第三段則是延伸至國立美術館後的美術園道，濃濃的人文與藝術氣息是美術園

道的最大魅力所在Ȅ漫步在園道裡，沿途隨處可見各種藝術造景的特色雕塑品，因

為造型特殊引人注目，因此這裡也成為民眾前往攝影取景ȃ甚至拍攝婚紗照的最好

去處Ȅ除了園道本身的特色雕塑藝術品外，園道兩側也有許多富有特色的店家，包

含中式ȃ法式ȃ泰式ȃ美式ȃ意式及中東風情，優雅的景致搭配上多國美食與風格

建築，讓整條園道處處充滿驚喜，無處不х人驚艷！這種貼近自然ȃ品味藝術的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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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生活態度，正是草悟道帶給民眾最好的禮物Ȅ邀請您來到台中親自走一趟草悟道，

感受它各個面貌的不同魅力！Ȟ台中市政府，2012ȟ 

4-1-2周邊景點及商家型態 

觀察草悟道上的商家型態，可區分為ȶ臨時性攤販ȷȃȶ周邊商家ȷ及ȶ大型景

點ȷ等三類，分別為： 

(1) 臨時性攤販：街頭藝人ȃ藝品ȃ小吃 

(2) 周邊商家：服飾店ȃ餐飲店ȃ廠商ȃ藝品店ȃ美容美髮ȃ金融業ȃ補習班ȃ園藝

店 

(3) 大型景點：勤美誠品ȃ勤美術館ȃ范特喜微型創意店ȃ市民廣場 

以下將以၏細的照片與圖說分析草悟道的周邊景點及商家型態： 

(1) 臨時性攤販： 

在平日及假日的Ͽ後，草悟道上常有臨時性的攤販吸引人潮的聚集，為長廊型

的草悟道增添許多活潑熱鬧的氣氛Ȅ街頭藝人主要以音樂ȃ魔術ȃ繪畫表演為主Ȟ圖

4-2ȃ4-3ȟ，其他包含摺汽球Ȟ圖 4-1ȟȃ造型氣球Ȟ圖 4-2ȟ等娛樂型攤販；販售冰

淇淋ȃ滷味等小吃型攤販及販售Ҁ作藝品Ȟ圖 4-5ȃ4-6ȟ的攤販Ȅ 

  

  圖 4-1：街頭藝人表演摺氣球Ȅ                     圖 4-2：街頭藝人表演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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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街頭藝人表演 Ȅ              圖 4-4 ：販售氣球的流動攤販Ȅ 

  

   圖 4-5：販售藝品的流動攤販 Ȅ                圖 4-6：販售小吃的流動攤販 Ȅ 

(2) 周邊商家： 

台灣大道至公益路段的草悟道兩旁及巷弄內總計有 63間商家，其中以ȶ服飾店ȷ

(19家，30.2%)及ȶ餐飲店ȷ(17家，17%)為主，其他如廠商(7家)ȃ藝品店(6家)ȃ

美容美髮(5家)ȃ金融業(3家)ȃ周邊景點(3家)ȃ補習班(2家)ȃ其他(1家)Ȟ商家分

Ҁ圖如 4-7ȟȄ在館前路一端的區域多為大型景點，店面商家則集中在勤美誠品的一

樓，以餐飲業為主，各店家紛紛於不同節日妝點店面，期待草悟道上如織的遊客造

訪，且多有室外的桌椅供遊客在享用美食的同時，也享受到綠意盎然的草悟道氛圍Ȅ

而中興街一端的店家則以服飾店為主要的商家類型，在狹小的巷弄內，使出渾身解

數Ҁ置櫥窗，х遊客造訪時目不暇給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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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草悟道商家型態分Ҁ圖 (2013.11) 

(3) 大型景點： 

而兩旁景點包含勤美誠品Ȟ圖 4-8ȃ4-9ȟȃ勤美術館Ȟ圖 4-10ȟȃ范特喜微型創

意店(圖 4-11)ȃ市民廣場等都是遊客來到草悟道逛街的主要目的，至於錯落在草悟

道巷弄之間的餐廳及特色商家，是遊客造訪時需要深入巷弄內探尋的驚喜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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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8：勤美誠品 1F草悟道旁餐廳 Ȅ                  圖 4-9：勤美誠品Ȅ 

  

     圖 4-10：勤美術館Ȅ                    圖 4-11：范特喜微型創意店Ȅ 

4-1-3設置物 

調查目前在草悟道上的設置物可依其屬性分為五大類，共 16種設施，依序為： 

(1)照明設施：長椅底部線狀照明ȃ直立型路燈ȃ地嵌式球型照明ȃ情境燈 

(2)休憩設施：長椅ȃ吧檯 

(3)資訊設施：地嵌式地名資訊圖ȃ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ȃ直立式導覽地圖 

(4)景觀設施：公共藝術ȃ植栽ȃ步道舖面ȃ親水設施 

(5)機能性設施：垃圾桶ȃ收費停車格ȃ腳踏車停車架 

以下將以၏細的照片與圖說分析草悟道設置物的型態與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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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照明設施 

草悟道上的照明設施分為ȶ長椅底部線狀照明ȷȃȶ直立型路燈ȷȃȶ地嵌式球

型照明ȷ及ȶ情境燈ȷȄȶ長椅底部線狀照明ȷ主要設置於長型座椅下方位置，在

夜間可有效辨識座椅位置，亦可防止被長椅絆倒的意外發生，視覺上與草悟道線

性特質相呼應，呈現出律動的氛圍Ȟ圖 4-12ȟȄ而ȶ直立型路燈ȷ平均間隔約 5m

建置於草悟道兩旁，材質以金屬為主，曲線的造型似豆芽般，為人工營造出的空

間增添有機造型的元素Ȟ圖 4-13ȟȄȶ地嵌式球型照明ȷ位於草悟道的音符之丘，

以嵌入式光源為夜間行走於草地上的遊客提供照明，能在提供功能性的同時，不

佔體積的隱身於空間之中Ȟ圖 4-14ȟȄ另外，ȶ情境燈ȷ有ȶ草悟道ȷԅ樣及在木

板上投影出樹影兩種，皆能為草悟道的夜晚妝點浪漫的氣氛Ȟ圖 4-15ȟȄ 

  

    圖 4-12：長椅底部線狀照明 Ȅ                    圖 4-13：直立式路燈 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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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4：地嵌式球型照明 Ȅ                       圖 4-15：情境燈 Ȅ 

(2) 休憩設施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包含ȶ吧檯ȷ及ȶ長椅ȷ兩種型態，吧檯式座椅提供桌面

及投影燈的照明，白天桌面的高度提供遊客背對桌面時腰部的支撐，夜間遊客多於

吧檯上進行閱讀及用餐Ȟ圖 4-16ȟȄ而ȶ長椅ȷ的材質以石造硬質為主，由於椅子長

度適合三兩好友或單獨前往草悟道的遊客自由選擇乘坐的距離，因此在遊客的使用

度上廣受喜愛Ȟ圖 4-17ȟȄ 

  

     圖 4-16：休憩設施－吧檯式 Ȅ                 圖 4-17：休憩設施－長椅式 Ȅ 

(3) 資訊設施 

資訊設施包含ȶ地嵌式地名資訊圖ȷȃȶ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ȷȃȶ直立式導覽地

圖ȷȄȶ地嵌式地名資訊圖ȷ由於嵌在草悟道的地面上，對於站在遠方的遊客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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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導致功能無法彰顯Ȟ圖 4-18ȟȄ而ȶ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ȷ位於草悟道的水韻

廣場，是最多遊客會使用的觀光資訊站，常見遊客站立於資訊站前尋找旅遊的相關

資訊，並藉此了解草悟道的重點特色Ȟ圖 4-19ȟȄ另外ȶ直立式導覽地圖ȷ設置於草

悟道兩旁，提供遊客清楚自身位於草悟道上的相關位置Ȟ圖 4-20ȟȄ 

  

        圖 4-18：地嵌式地名資訊圖 Ȅ               圖 4-19：互動導覽旅遊資訊版 Ȅ 

 

   圖 4-20：直立式導覽地圖 Ȅ 

(4) 景觀設施 

景觀設施包含ȶ公共藝術ȷȃȶ植栽ȷȃȶ步道舖面ȷ及ȶ水的設施ȷȄ其中ȶ植栽ȷ

包含喬木ȃ灌木及草皮Ȅ樹種主要為大葉桃花心木ȞSwietenia macropnyllaȟ及黑板

樹ȞAlstonia scholarisȟ，中間穿插種植羊蹄ҦȞBauhinia variegataȟ，及零星的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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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ȞDelonix regiaȟȃ火焰木ȞSpathodea campanulataȟȃ小葉欖仁ȞTerminalia mantalyiȟ

及美人樹ȞChorisia speciosaȟ不同的樹種具有不同的景觀意象，在四季變換之際，

也為草悟道增添豐富的景觀特色，讓都市中忙碌緊湊的人們漫步於此有放鬆及舒緩

壓力的感受Ȟ圖 4-21ȃ4-22ȟȄ 

  

             圖 4-21：草悟道上的綠化植栽Ȅ                圖 4-22：草悟道上的綠化植栽Ȅ 

本研究範圍長約 462.4m，其舖面設計是以不同明度的灰階為主要色調的硬質鋪

面，以長形及韻律的方式排列，企圖於草悟道上營造出活潑ȃ律動的氛圍Ȟ圖 2-23ȟȄ

其中位於音符之丘具有緩坡的鋪面設計，提供遊客運動及近距離親近公共藝術－允

執厥中雕塑Ȟ圖 2-24ȟ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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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3：草悟道鋪面Ȅ                       圖 4-24：草悟道鋪面 Ȅ 

在梵谷藝術廣場中央的公共藝術是由故宮博物中國古ф美術史家楚戈先生所

設計的ȶ台中市建府百週年紀念碑ȷ，其設計概念是將草書的ȶ中ȷԅ轉變成為三度

空間的立體雕塑Ȟ圖 4-25ȟ，下方的紀念碑下刻著ȶ允執厥中ȷȞ圖 4-26ȟȄ詩人鄭

愁予還在此留下Ȯ美自八方來ȯ這首新詩，為草悟道帶出了精神力的展現，呈現出

浪漫ȃ藝術的氛圍Ȅ 

  

    圖 4-25：公共藝術 Ȅ                   圖 4-26：允執厥中ԅ牌 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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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悟道上ȶ親水設施ȷ設置於行草之舞的水幕水景，採時間性啟動，主要目的

為隔絕草悟道兩旁車輛的噪音，夜晚還搭配 LED燈不同的燈光效果，營造出ჿ靜ȃ

自然的空間供遊客盡情的放鬆漫步於此，別有一番風味Ȟ圖 4-27ȃ4-28ȟȄ 

  

             圖 4-27：水的幕簾 Ȅ                         圖 4-28：水的幕簾 Ȅ 

(5) 機能性設施 

機能性設施分類為ȶ腳踏車停車架ȷȃȶ收費停車格ȷ及ȶ垃圾桶ȷȄȶ腳踏車停

車架ȷ以不鏽鋼曲線製成，在假日常會有滿停的狀況Ȟ圖 4-29ȟȄ另外ȶ收費停車格ȷ

由於沒有明顯劃分出車輛的大小位置，常見遊客將機車違規停放於停車格上，造成

開車的遊客使用不便Ȟ圖 4-30ȟȄ而ȶ垃圾桶ȷ設置於草悟道兩旁，9個垃圾桶中其

中 5個只有一般垃圾，另外 4個一般垃圾桶旁配置有臨時設置式的分類垃圾桶Ȟ如

圖 4-31)，臨時設置的分類垃圾桶主要分Ҁ於靠近公益路口人潮較集中之處，但常有

未裝置垃圾袋的狀況，亦容易因天候或人為因素使垃圾袋破裂，造成衛生及美觀度

不佳等問題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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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9：腳踏車停車架Ȅ                     圖 4-30：收費停車格 Ȅ 

 

     圖 4-31：草悟道上的垃圾桶 Ȅ 

4-1-4遊客行為 

假日及平日Ͽ後來到草悟道的遊客絡繹不絕，多為三兩好友ȃ親子ȃ情侶等關

係之遊客，各從事不同的行為活動，而本研究經過觀察分析及歸納後將多數遊客的

行為分類為三大類，分別為： 

(1) 參與當地特色景點及活動：欣賞街頭藝人ȃ逛街(誠品ȃ勤美術館ȃ范特喜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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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店)ȃ用餐ȃ流浪狗認養ȃ爵士音樂節等季節性活動Ȅ 

(2) 運動行為：散步ȃ跑步ȃ騎腳踏車ȃ競技單車 

(3) 休閒行為：聊天ȃ遛狗ȃ休憩 

以下將以၏細的圖文對照來說明草悟道遊客的行為： 

(1) 參與當地特色景點及活動 

參與當地特色景點及活動分類為ȶ逛街ȷȃȶ用餐ȷȃȶ流浪狗認養ȷȃȶ街頭藝人

的欣賞ȷȃȶ爵士音樂節ȷȃȶ創意藝術市集ȷ及ȶ其他季節性活動ȷ等Ȅ在平日及假

日的Ͽ後，常見魔術表演ȃ音樂演奏ȃ繪畫表演藝術等不同類型的街頭藝人於草悟

道進行表演活動，遊客多聚集於附近長條型休憩座椅或階梯處乘坐欣賞Ȟ圖 4-32ȃ

圖 4-33ȟ，為草悟道帶來熱絡的街頭氣氛Ȅ 

  

     圖 4-32：遊客欣賞街頭藝人的表演 Ȅ          圖 4-33：遊客欣賞街頭藝人的表演 Ȅ 

另外草悟道兩旁眾多的景點，如誠品書局Ȟ圖 4-34ȟȃ勤美術館ȃ市民廣場Ȟ圖

4-35ȟȃ范特喜微型創意店等景點亦吸引大量遊客前往造訪，勤美術館更是經常性地

舉辦定期展覽和演講，將此地打造成藝文的發散中心Ȅ豐富的周邊景點依市民所需，

提供教育ȃ藝術ȃ餐飲ȃ休閒等不同面向的選擇，每到假日人潮便蜂而至，使草

悟道成為一條貫穿台中市特色景點的綠色廊道Ȅ除了周邊景點外，草悟道於每個周

ґ舉辦流浪狗認養的活動，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舉辦創意藝術市集Ȟ圖 4-37ȟ，並於

每年的十月份舉辦一年一度的爵士音樂節Ȟ圖 4-36ȟȄ眾多活動不斷在草悟道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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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中市帶來活力與生命力Ȅ 

  

      圖 4-34：草悟道旁的誠品Ȅ                  圖 4-35：市民廣場的遊客Ȅ 

  

       圖 4-36：爵士音樂節(2013.2.18) Ȅ             圖 4-37：創意藝術市集(2013.3.16)Ȅ 

(2) 運動行為：  

運動行為分類為ȶ散步ȷȃȶ跑步ȷȃȶ騎腳踏車ȷȃȶ滑板ȷ及ȶ競技單車ȷȄ觀察

多數的遊客多散步於草悟道平坦處Ȟ圖 4-38ȃ4-39ȟȄ跑步及騎腳踏車則圍繞在兩旁

的專屬人行道Ȟ圖 4-40ȟ，以避免與中央的人群發生搶道的狀況，但有時音符之丘的

緩坡也成為騎腳踏車使用者的趣味型路線Ȅ而在草悟道上進行滑板活動的使用者，

多ց用長型座椅成為私人的練習道具，嚴重影響遊客的使用安全Ȅ另外競技單車常

佔據草悟道接近台灣大道處的廣場，雖有其他遊客圍觀但也成為草悟道安全的隱憂

Ȟ圖 4-41ȟ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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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8：親子散步 Ȅ                   圖 4-39：遊客於草悟道上漫步 Ȅ 

  

      圖 4-40：騎腳踏車ȃ慢跑Ȅ                    圖 4-41：競技單車 Ȅ 

(3) 休閒行為：  

休閒行為分類為ȶ聊天ȷȃȶ休憩ȷ及ȶ遛狗ȷȄ許多遊客受到人群聚集的吸引力

影響，會停留在吧檯式座椅的周邊Ȟ圖 4-42ȟ，也特別喜歡於階梯上聊天ȃ用餐ȃ閱

讀ȃ玩手機Ȟ圖 4-43ȃ4-44ȟ，甚至坐著的遊客除了欣賞草悟道上的動態活動，也有

喜歡觀察環境ȃ觀察人群等多元的行為產生Ȟ圖 4-45ȟȄ由於草悟道是都市中難得的

綠地，在Ͽ後及周ґ便出現許多附近居民及遊客帶著寵物來到此地共遊Ȟ圖 4-46ȟ，

除了貓狗之外，偶爾可見有特殊寵物類型如：大型蜥蜴ȃ貂等，吸引不少其他遊客

的目光Ȅ飼主們便於此機會交流分享養寵物的心得和經驗談，寵物們更是打打鬧鬧

的在草悟道上嬉鬧ȃ翻滾，為草悟道的景緻增添豐富的趣味性Ȟ圖 4-47ȟ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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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2：Ͽ後坐在草悟道階梯上休憩 Ȅ                圖 4-43：閱讀ȃ聊天 Ȅ 

          

      圖 4-44：遊客坐在草地上休憩 Ȅ           圖 4-45：遊客於吧檯型長椅觀察人群Ȅ 

  

       圖 4-46：遊客於草悟道上遛狗Ȅ         圖 4-47：飼主讓狗兒們自由在草悟道上嬉耍ȃ奔跑 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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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遊客訪談調查 

本章節將先透過對草悟道遊客訪談調查與相關現有文獻調查，掌握遊客對於草

悟道之使用性與魅力因素的認知，並整理相關因子，進而分析與探討，同時作為下

階段問卷之參考依據Ȅ 

4-2-1訪談對象選定 

訪談對象之樣本選取，針對有去過草悟道經驗之遊客，並願意接受與配合訪問

的遊客為主；訪談對象總計 13位遊客來進行訪談，其中男性 8位，女性 5位Ȅ年齡

多分Ҁ於學生到上班族之間 20-30歲年輕人，去過草悟道次數為：10次以上佔 8位，

5-10 次佔 4位，1-5 次佔 1位；而職業狀況為：學生佔 5位，上班族佔 6位，家庭

主婦佔 1位，自由業佔 1位，透過遊客之訪談以獲得更有效的調查結果與數據Ȅ資

料整理如表 4-1Ȅ 

表 4-1：遊客訪談案例基本資料(本研究整理)Ȅ 

個案 性別 年齡 去草悟道次數 職業 

A 男 25 5-10 次 學生 

B 男 27 10 次以上 上班族 

C 女 23 10 次以上 學生 

D 男 24 10 次以上 學生 

E 男 25 10 次以上 學生 

F 女 25 10 次以上 學生 

G 男 43 1-5 次 上班族 

H 男 27 10 次以上 上班族 

I 男 28 5-10 次 自由業 

J 男 40 5-10 次 上班族 

K 女 36 5-10 次 上班族 

L 女 56 10 次以上 家庭主婦 

M 女 56 10 次以上 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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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訪談結果與分析 

此部分ց用口語協定分析法分析比較其編碼結果，並依照遊客訪談調查中所歸

納整理之相關範疇與分類因子，根據所得將分類為ȶ實質景觀ȷȃȶ知覺景觀ȷȃȶ未

來發展ȷ來進行編碼討論與分析Ȅ以下將從Ⱥ編碼討論結果ȻȃȺ實質景觀範疇之探

討ȻȃȺ知覺景觀範疇之探討ȻȃȺ未來發展與建議之探討Ȼ四方面之相關結果說明如

下Ȅ 

1.編碼討論結果 

從口語資料中根據先前所建立的編碼系統進行編碼，得到的結果敘述如下Ȅ比

較各分類之斷句數目總合，表 4-2 統計出各受測者之斷句數目，將每位的斷句數加

總起來並依其分類依序歸納比較： 

表 4-2：遊客訪談編碼總斷句數比較(本研究整理) 

 
實質景觀 知覺景觀 

未來 

䔺展 

 
造景及
設置物 

活動 
周邊 

景點 

環境 

意象 

魅力 

因素 

減分 

因素 

期待 

內容 

A  6 4 0 6 6 3 1 

B  5 5 4 5 14 6 4 

C  3 9 2 4 21 4 7 

D  0 13 7 0 9 2 2 

E  1 14 6 1 8 4 1 

F  7 6 3 4 11 5 4 

G  3 3 2 2 7 6 1 

H  3 6 6 3 6 5 2 

I  8 4 9 4 14 2 0 

J  1 7 7 5 18 1 0 

K  2 10 8 2 8 2 0 

L  1 11 1 3 31 3 0 

M  3 5 0 0 11 0 3 

sum  43 97 55 39 165 43 23 

Sum   234   208 23 

Total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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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數據可明顯看出，在Ⱥ魅力因素Ȼ與Ⱥ活動Ȼ的總斷句數目較多；魅力因素

佔 165 句，活動佔 97 句，周邊景點佔 55 句，減分因素佔 43 句，造景及設置物佔

43句，環境意象佔 39句，期待內容則較少，佔 23句；遊客對於魅力因素的評價明

顯高於減分因素，顯示出訪談的遊客有近八成對草悟道有正向評價Ȅ另外在草悟道

上舉辦的活動每晚皆有街頭藝人，且周ґ常舉辦小型活動，是能讓遊客深刻體驗到

的部分，因此在實質景觀的範疇裡對於活動的描述較多；而草悟道周邊有不同類

型的景點，能滿足不同族群與目的的遊客，因此對於周邊景點的描述僅次於活動Ȅ 

最後在實質景觀及知覺景觀的總數差異不大即ф表，草悟道上造景及設置物ȃ

活動ȃ周邊景點及環境意象等內容帶給遊客豐富體驗的知覺感受，所以在訪談過程

中可見遊客對於實質及知覺兩大部分皆有相當比例的描述Ȅ 

2.實質景觀範疇之探討 

藉由遊客訪談調查中得到相關範疇與因子歸類後，將其分為三大範疇；如表 4-3

分別為ȶ實質景觀ȷȃȶ知覺景觀ȷ和ȶ未來發展ȷ三方面，其中ȶ實質景觀ȷ可再

分成(1)造景及設置物(2)活動(3)周邊景點(4)環境意象等四大類分別探討如下Ȅ     

(1)造景及設置物 

遊客認為草悟道是在都市中難得的綠帶，樹木形成的林蔭提供炎炎夏日乘涼ȃ

避暑的地方Ȅ而遊客也認為市民廣場在都市中有此類形態大片草地可供休憩ȃ野餐ȃ

遛狗等休閒活動是很迷人的Ȅ對於草悟道上噴霧裝置具有消暑及氣氛營造之功能表

達認同，但其他關於水的設置物及造景較少提及，顯示此類水的設置尚未獲得青睞Ȅ

而在草悟道鋪面的部份，遊客認為高低起伏的設計能增添變化度，並不會造成正常

人行走上的困擾，唯須考量到行動不便者的安全顧慮Ȅ街道家具的部分多認為目前

設置的數量足夠，在型態方面認為長條狀的設計可以滿足多人共同使用的功能，但

座椅尾端漸變至地面的設計反而容易造成意外Ȅ裝置藝術ȶ允執厥中ȷ的部分遊客

則認為增加草悟道的藝術氣氛及ф表性Ȅ另外設置於草悟道中段的ȶ遊客互動導覽

資訊站ȷ，目前為故障狀態，因而降低遊客對此的印象與評價Ȅ 

(2)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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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草悟道上的遊客多以散步ȃ運動及遛狗為目的，認為在草悟道的步行空間

中行走是吸引人的Ȅ對於每日Ͽ後及傍晚的街頭藝人表演均表達肯定與支持，認為

能增添空間中的活潑度Ȅ而定期舉辦的展覽活動亦成為吸引遊客不斷前來的重要魅

力，認為依時間變化不同主題的展覽內容，能為其帶來期待與驚喜Ȅ在定期舉辦的

活動中，如每周ґ的流浪狗認養及每年舉辦的爵士音樂節均能吸引一般大眾前來草

悟道同樂，也是容易參與及親近的活動Ȅ由於頻繁且受歡迎的大小活動在草悟道上

不斷上演，因此遊客對於活動的描述比例也相對最高Ȅ 

(3)周邊景點 

草悟道沿途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景點，如商場型態的誠品書局ȃNOVA；具教育性

質的植物園ȃ自然科學博物館ȃ勤美術館ȃ國立美術館；具文化創意特色的范特喜

微型創意店；大型的綠地空間：市民廣場及各富異國風趣的餐廳Ȅ遊客多為商場型

態的商家前來，也因草悟道串起各種不同機能的景點，使得遊客來到此地可滿足不

同需求而停留數個小時Ȅ 

(4)環境意象 

遊客均認為草悟道是都市中難得有綠意盎然的空間Ȅ在氛圍營造的部分達到

休閒ȃ藝術的氣氛，能為都市裡忙碌的生活空間留下些許空白Ȅ而聚集在草悟道上

人群的氣質則為此步行空間帶來放鬆及友善的感染力Ȅ 

 

3.知覺景觀範疇之探討 

而ȶ知覺景觀ȷ則分成(1)魅力因素(2)減分因素等二大類，分別探討如下： 

(1)魅力因素 

遊客認為草悟道吸引人的魅力在於具有休閒感ȃ安全感ȃ自在感ȃ新鮮感及藝

術人文的氣息，其中休閒感主因為人群散發出的氛圍及景觀綠化ȃ遮蔭性使遊客心

情隨之放鬆Ȅ安全感及自在感則因此步行空間人車分道，較能安心行走於步道上，

其一因素為聚集在草悟道上的其他遊客氣質友善，х人感到活動於此安全無虞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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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感來自於草悟道上依時間ȃ季節變化的多樣性活動，諸如公益性活動(流浪狗認

養)ȃ社會性活動(反核遊行ȃ同志遊行)ȃ藝文性活動(街頭藝人ȃ爵士音樂節)及同

樂性活動(千人植栽ȃ千人彩繪風車)等，及其豐富的周邊景點，讓遊客能針對不同

需求做選擇，也因此多數人認為此地是具有魅力的Ȅ 

(2)減分因素 

遊客認為草悟道印象減分之主因為規劃及設備不足，提出停車處距離草悟道太

遠ȃ夜間燈光昏暗，容易造成行走時意外等減分因素Ȅ在鋪面部分有多處起伏，並

無考量到無障礙設計，使行動不便者及高齡者很難單獨活動於草悟道Ȅ其次為假日

人潮太多，有擠感Ȅ及遊客認為常有騎 BMX 腳踏車及玩滑板的使用者佔用草悟道

空間及公共座椅，高速的動態活動會造成其他遊客有不安心感Ȅ另外草悟道上的設

計元素重複性過高，例如鋪面材質與公共座椅設計元素單調，行走於此空間時易感

到元素重複而缺乏多元性Ȅ 

 

4.未來發展與建議之探討 

經由歸納分析後發現，草悟道活動及周邊景點多元，具有豐富吸引遊客的魅力Ȅ

但對於草悟道仍有些未來期待，依據遊客訪談內容的描述中，歸納出四大內容為ȶ整

體性的規劃ȷȃȶ增加設置物及設施ȷȃȶ豐富元素ȷȃȶ增加藝文類活動ȷ四大類並說

明如下： 

 

(1)整體性的規劃 

草悟道長達 3.6 公里，中段有部分尚未進行一致性的規劃，造成遊客誤以為草

悟道僅至市民廣場，後端則像一般公園Ȅ另一期待為草悟道周邊之像弄宜擴大規劃

範圍，增加其不同訴求街區形成獨特之魅力Ȅ而長條形的空間則應分段進行空間機

能的劃分，讓草悟道每一段皆有其所屬的功能性，活絡整體空間並分散人潮Ȅ 

(2)增加設置物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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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認為應增設停車空間，且需鄰近目前周邊景點最為豐富的草物道中段Ȅ並

應注意到草悟道上無障礙空間的設計，確保任何族群的遊客來此觀光皆能無障礙的

使用空間設施Ȅ 

(3)豐富元素 

遊客認為草悟道整體的規劃可依不同區段作劃分，設計系列的元素，豐富行走

於長型綠帶上時的感官體驗Ȅ另外造景應多增加綠色植物的層次，使草悟道上的生

態更為多樣化Ȅ 

 

(4)增加藝文類活動 

如目前的爵士音樂節，每到活動時皆吸引大量的外縣市甚至是外國遊客前來共

襄盛舉Ȅ多舉辦一般民眾可輕鬆參與同樂的大型藝文類活動，也是能提升草悟道魅

力的方式之一Ȅ 

 

表 4-3：遊客訪談編碼系統(本研究整理) 

範疇 分類 因子 

實質
景觀 

造景及 

設置物 

綠色植㠤、水幕、水流、噴霧、舖面、街道家具、裝置藝術、路燈、步道、
坡道 

活動 
街頭藝人、流浪狗認養、爵士音樂節、流動攤販、展覽、創意市集、休敹
活動、運動、遛狗 

周邊 

景點 

商家、誠品書局、勤美術館、科博館、美術館、市民廣場、餐廳、停車場、
旅客中心、NOVA、特色⏴產 

環境 

意象 
氛圍營造、地理環境、燈光效果、人潮聚集 

知覺
景觀 

魅力 

因素 

景觀綠化、安全感、休憩完善、商家型態、藝術氣氛、文化氣息、休敹感、
動線佳、人群、自在感、新鮮感、景點豐富、規劃完善、遮蔭佳、機能完
備、人文素質、環境整潔、活動易親近 

減分 

因素 

元素單調、步行危險、燈光昏暗、不安心感(步道上有人騎腳踏車、玩滑板)、
街道家具設計不良、規劃不足、态用設計不足、停車處不足、街道家具不
足、周邊施工處 

未來
䔺展 

期待 

內容 

豐富造景、氣氛營造(燈光、)、統整性規劃、無障礙空間、設置物Ƌ垃圾桶、ƌ
空間機能劃分、停車⊆能完善、增⊇藝文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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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遊客使用意識小結 

藉由訪談調查之分析歸納，瞭解遊客對草悟道的魅力因子及減分因子Ȅ整體來

說，遊客對於草悟道的現況表達滿意，尤其是休閒感ȃ自在感等氛圍的營造，多數

受訪者表達認同並享受其中Ȅ其次為規劃完善ȃ休憩完善ȃ動線佳等部分，認為從

綠園道重新規劃成草悟道後，整體空間之運用大幅提升，也吸引更多遊客前來休憩Ȅ

再者於都市中能有此綠意盎然ȃ享受休閒的步行空間供大眾緩解都市中忙碌的生

活，是多數受訪者深受其吸引之因素Ȅ 

從上述遊客訪談調查後，亦從中得知遊客在草悟道上的使用情形與問題點，主

要為停車場數量不足或停車場位置離草悟道距離過遠而感到困擾，其次認為草悟道

並無規劃完善的無障礙設計，擔憂行動不便或年邁者在使用時容易造成意外Ȅ另期

待未來規劃時多增加其設計元素，豐富草悟道的層次與行走時的驚喜感Ȅ最後歸納

出ȶ造景及設置物ȷȃȶ活動ȷȃȶ周邊景點ȷȃȶ環境意象ȷ四方面進行調查，且透過

彙整之減分因素為依據來進行下階段分析與進一步之討論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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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問卷整理分析 

根據實地調查與訪談的結果，將影響遊客對於草悟道之因素作為問卷調查

之基礎，藉此進行更深入之調查與探討，並瞭解遊客對於草悟道的活動ȃ周邊

景點ȃ環境意象ȃ造景及設置物等面向的吸引力與評價，並找出遊客使用草悟

道之困擾點與對未來的期待Ȅ問卷調查部分，有現場及網路問卷兩種方式，總

共發放 226份，並回收 220份有效問卷，針對有到過草悟道的遊客為主要對象，

從問卷內容中來進行分析與比較Ȅ以下將分別針對受訪者基本資料ȃ經驗與偏

好ȃKano雙向問卷及重要度進行分析比較及討論Ȅ 

 

5-1樣本特徵調查 

5-1-1受訪者基本資料 

(1) 性別 

由 220位受訪遊客的性別組成中，男性為 97人(44%)，女性為 123人(56%)Ȅ 

 

圖 5-1：遊客性別比例(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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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齡 

本研究參考人類學書籍與國內法規將年齡層分為 5大階段，依序為：17歲

以下(少年)ȃ18～24歲(青年)ȃ25～44歲(壯年)ȃ45～64歲(中年)(James,W.,2008)

與 65歲以上(老年)(中華民國內政部社會司)Ȅ由圖 5-2可顯示在年齡層分Ҁ中以

ȶ青年ȷ(18～24歲)最多，占有 112人(51%)，其次為ȶ壯年ȷ(25～44歲)，占

有 92人(42%)，老年族群樣本數則為 0人(圖 5-2不列出)Ȅ 

 

圖 5-2：遊客年齡(單位／人) 

(3) 工作型態 

遊客的工作型態中以學生為最大族群，共計 103人(47%)，其次為上班族 86

人(39%)Ȅ由圖 5-3可知，造訪草悟道遊客多為學生及上班族Ȅ 

 

圖 5-3：遊客工作型態(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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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住地 

居住在台中市的遊客多達 160人(77%)，其次為北部地區(基ȃ北ȃ桃ȃ竹ȃ

苗)24人(12%)，而中部地區(彰ȃ投ȃ雲ȃ嘉)ȃ南部地區(南ȃ高ȃࡎ)及居住在

國外的遊客人數相對少量Ȅ另外東部地區的遊客人數為 0 人 (圖 5-4 不列出)，

顯示造訪草悟道的遊客多因地緣關係而前來Ȅ 

 

圖 5-4：遊客居住地(單位／人) 

 

此階段將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成表 5-1，以供၏細對照Ȅ 

           表 5-1：受訪者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選項 人數 比例 

(1)性別 
男 97 44.1% 

女 123 56.6% 

(2)年齡 

17 歲以ᷲ 1 0.0% 

18～24 歲 112 51.5% 

25～44 歲 92 42.4% 

45～64 歲 15 7.1% 

(3)工作型態 

學生 103 47.5% 

上班族 86 39.4% 

自由業 11 5.0% 

家庭主婦 1 0.0% 

已退休 1 0.0% 

⅝他 7 3.0% 

(4)居住地 

台中市 160 77.7% 

⋾部地區 24 12.1% 

中部地區 12 6.1% 

南部地區 8 4.0% 

國外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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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受訪者經驗與偏好 

(1) 造訪時段 

遊客造訪草悟道的時段集中在下Ͽ時段，尤其以假日下Ͽ高達 96人(44%)，

其次為平日下Ͽ有 51人(23%)，另外晚上時段以平日人數占較多，有 34人(15%)

假日晚上則有 28人(23%)，上Ͽ造訪草悟道的遊客多為零星(圖 5-5)Ȅ 

 

 

圖 5-5:遊客造訪時段(單位／人) 

 

(2) 交通方式 

遊客到達草悟道的交通方式中，機車占 137 人(62%)，其次為汽車 48 人

(22%)，公車人數占 23人(10%)，步行占 8人(4%)，腳踏車占 3人(1%)Ȅ圖 5-6

可顯示目前遊客到達草悟道的方式中，有八成多的人藉由汽機車前來Ȅ 

 

圖 5-6：遊客交通方式(單位／人) 

 

(3) 停車位置 

遊客將車輛停放在附近巷子內的情形最為普遍，占有 83人(39%)Ȅ其次也有

73位民眾(34%)將車輛停放在誠品書局旁停車格內，卻只有兩成(45人)的遊客將

車輛停放於停車場內，由進一步訪談中得知，遊客多認為停車場距離草悟道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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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或收費較高，因此遊客多找尋附近巷子內免費的空間停車，其次才會選擇

停在草悟道或誠品書局周邊的停車格Ȅ 

 

圖 5-7：遊客停車位置(單位／人) 

(4) 停留時間 

遊客於草悟道觀光的停留時間中，有 72%遊客會做 2-3小時的停留，有約兩

成的遊客停留在草悟道時間僅僅 1 小時內，另外約一成的遊客停留 4-5 小時，

由圖 5-8 顯示只有少數遊客會做長時間的停留Ȅ因此政府單位在推廣草悟道時

應思考如何使遊客願意在草悟道上從事多種不同的活動，以延長觀光體驗的停

留時間Ȅ 

 

圖 5-8：遊客停留時間比例(本研究繪製) 

(5) 同行人數 

在草悟道遊客的同行人數中，有高達 180人(82%)為 2-5人同行，另外有 40

人(18%)為 1人前往Ȅ顯示有八成的遊客會與親朋好友共同來到草悟道觀光，是

個適合呼朋引伴共同體驗的步行空間Ȅ  

 

圖 5-9：遊客同行人數(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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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造訪次數 

有 45%的遊客來草悟道的次數已達 10次以上，其次為占 31%有 2-5次造訪

草悟道的經驗，另外有 17%的遊客造訪草悟道的次數為 6-10 次，只有約 7%的

遊客是第一次造訪Ȅ顯示遊客對於草悟道的再訪次數比例很高，可見得草悟道

有其吸引人的獨特魅力Ȅ 

 

圖 5-10：遊客造訪次數比例(本研究繪製) 

 

(7) 造訪目的 

從圖 5-11顯示遊客造訪草悟道最主要的目的為逛街，占 157人(71%)，其次

為散步或運動與用餐約各有 53%的人，另外參與當地活動的遊客人數為 95 人

(43%)，為了周邊景點而造訪草悟道的遊客也有 79人(36%)Ȅ由於၎題設定為複

選題，因此在提供遊客多樣化選擇的條件下，平均勾選的項目為 2.6項，表示遊

客造訪草悟道的目的多為複合式的目的，也顯示草悟道串起的機能性多元，

可供遊客不同需求做選擇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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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遊客造訪目的(單位／人) 

 

(8) 再訪意願 

認為每 2-3個月來的遊客占 108人(49%)，其次為每個月來的有 69人(31%)，

而帶有不確定性的選項有 38 人(17%)表達可能再來Ȅ其中有確定再造訪意願的

遊客就高達八成Ȅ顯示草悟道有普遍遊客皆有意願再訪之魅力Ȅ 

 

圖 5-12：遊客再訪意願(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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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將受訪者經驗與偏好整理成表 5-2，以供၏細對照Ȅ 

表 5-2：受訪者經驗與偏好 

經驗與偏好 選項 人數 比例 

(1)造訪時段 

平日上午 4 2.0% 

平日ᷲ午 51 23.2% 

平日晚上 34 15.2% 

假日上午 7 3.0% 

假日ᷲ午 96 44.4% 

假日晚上 28 13.1% 

(2)交态方式 

汽車 48 22.2% 

機車 137 62.6% 

公車 23 10.1% 

腳踏車 3 1.0% 

步行 8 4.0% 

(3)停車位置 

停車場 45 21.2% 

誠品書局旁停車㠣 73 34.3% 

附近巷子ⅎ 83 39.4% 

⅝他 12 6.1% 

(4)停留時間 

1 小時ⅎ 41 19.2% 

2-3 小時 158 72.7% 

4-5 小時 20 9.1% 

(5)⏳行人數 
1 人 40 18.2% 

2-5 人 180 82.9% 

(6)造訪次數 

第 1 次 16 7.1% 

2-5 次 68 31.3% 

6-10 次 37 17.0% 

10 次以上 99 45.5% 

(7)造訪目的 

散步或運動 118 21.1% 

怂街 157 27.7% 

用餐 116 20.5% 

參與當地活動 95 17.4% 

周邊景點 79 14.4% 

⅝他 9 2.0% 

(8)再訪意願 

不想再來 5 2.0% 

⏖能再來 38 17.2% 

每 2～3 個㛯ⅎ 108 49.5% 

每個㛯 69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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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Kano雙向問卷分析 

5-2-1.問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 來檢驗問卷

內容的建構效度，分析過程採主成分分析法及正交轉軸來萃取特徵值大於 1 之

構面，並參考 Lederer and Sethi(1991)作為因素分析過程ւ除問卷題目的依據，

以因素負荷量(loadings)0.5當作ւ題的臨界值，因此問項之因素負荷量必須大於

0.5，否則沒有收斂效度 (convergence validity)應ւ之Ȅ而正式問卷中

KMO(Kaiser-Meyer-Olkin)值為 0.856%，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愈多，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Kaiser,1974)Ȅ另外，Bartlett's 球形考驗的 χ2 值為 927.083(自由度為

153)，P 值<0.00 達顯著，ф表母體的相關矩ଲ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一步

因素分析Ȅ 

同時為了確保所有題目在其所屬構面中，均有高度的一致性，本研究接著

進行 Cronbach's alpha信度分析Ȅ其對於活動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656，對

於周邊景點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679，對於環境意象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588，對於造景與設置物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715，整體的 Cronbach’s α 係

數為 0.840，根據學者所採用標準：若၎構面的 Cronbach's alpha內部一致性值

ϭ於 0.5與 0.7之間可信度為很可信，因此在正式問卷中所有類別均符合上述的

準則Ȅ 

表 5-3：可信度高低與 Cronbach’s α 係數之對照表 

可信度 Cronbach’s α係數 

不可信 Cronbach’s α係數＜0.3 

勉強可信 0.3≦Cronbach’s α係數＜0.4 

可信 0.4≦Cronbach’s α係數＜0.5 

很可信Ȟ最常見ȟ 0.5≦Cronbach’s α係數＜0.7 

很可信Ȟ次常見ȟ 0.7≦Cronbach’s α係數＜0.9 

十分可信 0.9≦Cronbach’s α係數 

資料來源：陳寬裕ȃ王正華Ȟ2010ȟ，論文統計分析實務： 

SPSS 與 AMOS 的運用，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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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問卷信效度分析 

構面 項目 
因素負荷量 

Loadings 

信ⵤ 

Alpha 

活 

動 

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0.750 

0.656 

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怂街、運動) 0.532 

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0.698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Ƌ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ƌ 0.732 

周 

邊 

景 

點 

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Ƌ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ƌ 
0.662 

0.679 

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Ƌ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ƌ 
0.632 

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Ƌ例如：科博館ƌ 0.679 

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Ƌ例如：范特喜微創ƌ 0.529 

草悟道旁有更多不⏳類型的商家 0.741 

環境

意象 

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0.704 

0.588 

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0.722 

˥怱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 0.851 

˥聚集的怱客˦具有ょ敹氣氛的感染力 0.729 

造景

及設

置物 

草悟道上的植㠤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0.724 

0.715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敞舒適 0.730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0.679 

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Ƌ例如：水幕、水流、噴霧ƌ 
0.543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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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項目屬性分類 

針對構成草悟道區域特色的各個構面與問項，Kano雙向問卷調查是分別以

一組假設性的相對問題詢問受訪者對於၎項目條件存在與否的多元感受，並透

過ȶKano屬性分類的決策矩ଲȷ(表 5-5) 判斷其項目的屬性分類Ȅ依調查結果(表

5-6)，將各ȶ項目屬性ȷ出現次數先各別累計加總，再取所占比例最高值的分類

作為၎項目的 Kano 屬性ф表Ȅ以項目 1：Ⱥ有舉辦爵士音樂節ȃ街頭藝人等表

演活動Ȼ為例，對於遊客的ȶ魅力ȷȃȶ一元ȷȃȶ必要ȷȃȶ無差異ȷȃȶ反向ȷ與

ȶ矛盾ȷ屬性所占比重，分別為：55.9%ȃ17.7%ȃ1.8%ȃ21.4%ȃ1.4%與 1.8%，

其中，以ȶ魅力ȷ屬性占 55.9%，大幅高於其他分類，即可判定其 Kano屬性為

ȶ魅力品質ȷȄ 

 

表 5-5：屬性分類的決策矩ଲ 

草悟道條件 

當具備 時 

喜歡 理所當然 無所謂 能忍受 不喜歡 

當

不

具

備

時 

喜歡 矛盾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一元品質 

理所當然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必要品質 

無所謂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必要品質 

能忍受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必要品質 

不喜歡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矛盾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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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Kano問項屬性分類(單位：%) 

綜合評價因素 

魅 

力 

(A) 

一 

元 

(O) 

必 

要 

(M) 

無 

差 

異 

(I) 

反 

向 

(R) 

矛 

盾 

(Q) 

Kano

分類 

活 

動 

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55.9 17.7 1.8 21.4 1.4 1.8 魅力 

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 

(例如：散步、怂街、運動) 
20.5 48.6 12.3 16.4 0.0 2.3 一元 

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49.1 20.9 4.1 23.6 1.4 0.9 魅力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 

Ƌ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ƌ 
44.7 8.2 1.4 43.8 1.4 0.5 魅力 

周 

邊 

景 

點 

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Ƌ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ƌ 
26.9 47.5 3.7 19.2 1.8 0.9 一元 

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Ƌ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ƌ 
38.8 43.4 5.5 11.4 0.0 0.9 一元 

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 

Ƌ例如：科博館ƌ 
39.7 25.6 4.1 28.8 0.9 0.9 魅力 

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 

Ƌ例如：范特喜微創ƌ 
47 16.9 0.9 33.8 0.9 0.5 魅力 

草悟道旁有更多不⏳類型的商家 41.6 22.8 4.1 27.9 1.8 1.8 魅力 

環境

意象 

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23.3 49.3 6.4 18.7 0.5 1.8 一元 

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18.7 61.2 6.8 12.3 0.0 0.9 一元 

˥怱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 16.8 6.8 2.3 58.2 15.0 0.9 無差異 

˥聚集的怱客˦具有ょ敹氣氛的感染力 31.8 17.3 2.7 42.3 4.5 1.4 無差異 

造景

及設

置物 

草悟道上的植㠤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26.4 40.9 7.7 23.2 5 1.4 一元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敞舒適 17.3 50.0 17.7 14.1 0.5 0.5 一元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32.3 27.7 11.8 26.8 0.5 0.9 魅力 

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Ƌ例如：水幕、水流、噴霧ƌ 
40.0 10.5 2.3 41.4 5.0 0.9 無差異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30.5 34.5 10.5 22.7 1.4 0.5 一元 

 

 



 

 

第五章 ▎問卷整理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5 

 

在此將各項目的屬性分類各別說明： 

(1) 魅力品質 

歸類在ȶ魅力品質ȷ的項目共有 7 項，其內容主要都集中在ȶ活動ȷȃȶ周

邊景點ȷ與ȶ造景及設置物ȷ的構面中，內容包括：Ⱥ有舉辦爵士音樂節ȃ街頭

藝人等表演活動ȻȃȺ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ȻȃȺ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

景點Ȟ例如：科博館ȟȻȃȺ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ȻȃȺ草悟道旁有更多不同

類型的商家ȻȃȺ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Ȟ例如：范特喜微創ȟȻȃȺ有舉辦各項藝

文參與活動Ȟ例如：寫書法ȃ千人彩繪風車ȟȻȄ說明上述項目的正向條件當ȶ具

備ȷ時，就能大幅地提升藝術街的魅力程度，但是當ȶ不具備ȷ時，遊客也不

會感到特別不滿Ȅ 

(2) 一元品質 

被歸類為ȶ一元品質ȷ的共有 8個項目，較集中於ȶ造景及設置物ȷ構面，

其餘分Ҁ在ȶ周邊景點ȷȃȶ環境意象ȷ與ȶ活動ȷȄ內容包括：Ⱥ都市中的綠帶

具備吸引人的特質ȻȃȺ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ȃ逛街ȃ運動)ȻȃȺ草

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ȃ寬敞舒適ȻȃȺ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Ȟ例如：

國立台灣美術館ȃ勤美術館ȟȻȃȺ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ȻȃȺ草悟

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Ȟ例如：誠品書局ȃ勤美誠品ȃNOVAȟȻȃȺ草悟道上的

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Ȼ與Ⱥ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ȻȄ表示此 8

個項目的績效與滿意度之間呈現線性關係，ȶ滿意度ȷ會隨ȶ正向條件ȷ的完備

性，有成正比的效果Ȅ 

(3) 無差異品質 

被歸類為ȶ無差異品質ȷ屬性的項目有 3項，即Ⱥȶ聚集的遊客ȷ具有悠閒

氣氛的感染力ȻȃȺ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Ȟ例如：水幕ȃ

水流ȃ噴霧ȟȻ與Ⱥȶ遊客的聚集ȷ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ȻȄ表示無論၎項目

之ȶ正向條件ȷ與ȶ反向條件ȷ具備與否，都不影響遊客的滿意程度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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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綜合因素評價分析 

5-3-1重要程度評價 

在項目的評分方式中採取李克特量表架構，將項目的重要程度劃分為：毫

不重要(1分)ȃ不重要(2分)ȃ普通(3分)ȃ重要(4分)以及很重要(5分)的 5分位

模式實行Ȅ再將 220位有效樣本的母體平均數進行由高至低的排序(表 5-7)Ȅ 

    表 5-7：構成因子之重要性排序 

排序 因子 重要性 構面 

1 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4.43 環境意象 

2 
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 

(例如：散步、怂街、運動) 
4.40 活動 

3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敞舒適 4.37 造景及設置物 

4 
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Ƌ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ƌ 
4.21 周邊景點 

5 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4.19 環境意象 

6 
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Ƌ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ƌ 
4.16 周邊景點 

7 草悟道上的植㠤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4.05 造景及設置物 

8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3.97 造景及設置物 

9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3.94 造景及設置物 

10 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3.90 活動 

11 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Ƌ例如：科博館ƌ 3.80 周邊景點 

12 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3.71 活動 

13 草悟道旁有更多不⏳類型的商家 3.67 周邊景點 

14 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Ƌ例如：范特喜微創ƌ 3.54 周邊景點 

15 ˥聚集的怱客˦具有ょ敹氣氛的感染力 3.50 環境意象 

16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 

Ƌ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ƌ 
3.35 活動 

17 ˥怱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 3.20 環境意象 

17 
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Ƌ例如：水幕、水流、噴霧ƌ 
3.20  造景及設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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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魅力與減分因素 

為了能更明確的瞭解遊客對於草悟道的魅力因子評價內容，本研究於問卷

中設計此複選題，讓受訪者在ȶ魅力因素ȷ與ȶ減分因素ȷ兩大題中勾選其認

為條件成立之選項Ȅ以下將各別以排序方式進行討論，並針對前五大因素作分

析說明Ȅ 

 

魅力因素排序 

魅力因素題目設計為：ȶ請問草悟道吸引您的魅力因素是？ȷ ，引導遊客

勾選作答此單元的 16個選項Ȅ在統計各項目的累積次數後，將前五大魅力因素

依序排序如下圖 5-13，並၏盡列出各選項的累積次數與比例統計提供比較對照

(表 5-8)： 

 

圖 5-13: 問卷調查前五大魅力因素(本研究繪製) 

 

從前五大魅力因素可知內容有：Ⱥ自在的感覺ȻȃȺ具有文化ȃ藝術氣息Ȼȃ

Ⱥ具有休閒感ȻȃȺ景觀綠化得宜Ȼ及Ⱥ周邊景點豐富Ȼ，其中前四大魅力因

素皆有超過一半的遊客認為條件成立，可見遊客主要是被草悟道成功營造之

氣氛所吸引，其次為景觀綠化得宜亦受遊客所認同，另外也有超過四成遊客

認為周邊景點豐富也是草悟道吸引人的魅力之一，綜合上述高比例認同的魅

力因素，因此常見每到下Ͽ遊客便湧入草悟道進行各項活動，尤其假日時更

有大量遊客絡繹不絕的為其魅力吸引而前來觀光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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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魅力因素排序統計表 

魅力因素排序表 

選項 次數 次數比例 人數比例 

自在的感覺 159 13.3% 72.3% 

具有文化、藝術氣息 150 13.5% 68.2% 

具有休敹感  133 11.1% 60.5% 

景觀綠化得宜 115 9.6% 52.3% 

周邊景點豐富  93 7.8% 42.3% 

商家型態 84 7.0% 38.2% 

活動多元 80 6.7% 36.4% 

環境整潔 70 5.8% 31.8% 

休憩完善 59 4.9% 26.8% 

活動容易親近 58 4.8% 26.4% 

草悟道聚集的人群是迷人的 56 4.7% 25.5% 

遮蔭佳 45 3.8% 20.5% 

機能完備 35 2.9% 15.9% 

規劃完善 35 2.9% 15.9% 

具有安全感 20 1.7% 9.1% 

⅝他 6 0.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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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分因素排序 

減分因素題目設計為：ȶ請問草悟道讓您印象不佳的因素是？ȷ ，引導遊

客勾選作答此單元的 10個選項Ȅ在統計各項目的累積次數後，將前五大減分因

素依序排序如下圖 5-14，並၏盡列出各選項的累積次數與比例統計提供比較對

照(表 5-9)： 

 

圖 5-14：問卷調查前五大減分因素(本研究繪製) 

 

在 220份有效問卷中，遊客認為草悟道的減分因素前五大項內容為：Ⱥ停車

場不足ȻȃȺ垃圾桶設置不足ȻȃȺ周邊建築施工ȻȃȺ不安心感(草悟道上有人騎單

車ȃ玩滑板Ȼ及Ⱥ休憩設施不足Ȼ等內容Ȅ從遊客基本資料的ȶ交通方式ȷ可

得知有超過八成的遊客以汽機車為到達草悟道為主要交通工具，其中又有超過

一半的遊客皆認為停車場不足是對草悟道印象不佳之主因，另外有三成遊客認

為草悟道上的垃圾桶設置不足，常х人感到不方便，其次因近期周邊有部分建

築物及停車場正在修建中，影響到來此觀光之感受Ȅ另外造成遊客不安心感主

因為常可見騎乘單車者及玩滑板的使用者穿梭於草悟道上，甚至占用街道家具

當成競技工具，使得遊客需要注意其Ӡ險性，降低步行空間的安心感Ȅ第五項

減分因素中也有近兩成的遊客認為休憩設施不足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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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減分因素排序統計表 

減分因素排序表 

選項 次數 次數比例 人數比例 

停車場不足 125 27.0% 56.8% 

垃圾桶設置不足 71 15.3% 32.3% 

周邊建築施工 56 12.1% 25.5% 

不安心感 

(草悟道上有人騎腳踏車、玩滑板) 

43 9.3% 19.5% 

休憩設施不足 40 8.6% 18.2% 

夜間燈光昏暗 37 8.0% 16.8% 

無障礙設計不足 31 6.7% 14.1% 

元素單調 23 5.0% 10.5% 

步行危險 19 4.1% 8.6% 

⅝他 18 3.9% 8.2% 

 

5-4設置物使用評價 

根據先前的問卷結果可得知對於草悟道步行空間中的構成，遊客皆認為極

其重要，除因步行空間中的設置物會影響行走時的舒適度及空間的友善度外，

對於氣氛營造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Ȅ因此本研究針對草悟道上的設置物再進

行逐項細部的問卷調查Ȅ總計發出 11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101 份，其中性別

特徵為：男性遊客占有 32 人(31.7%)，女性遊客占有 69 人(68.3%)，年齡特徵

為：少年占有 10人(9.9%)ȃ青年占有 31人(30.7%)ȃ壯年占有 54人(53.5%)ȃ中

年占有 5人(5.0%)與老年占有 1人(1.0%)Ȅ 

5-4-1重要程度評價 

針對步行空間評價項目的內容對遊客進行重要程度的調查，藉此瞭解遊客

對於不同步行空間構成項目的觀點Ȅ評分方式則採取李克特量表作為測量工

具，將重要程度區分為：非常不重要(1 分)ȃ不重要(2 分)ȃ尚可(3 分)ȃ重要

(4 分)以及非常重要(5 分)的五分位模式實行；將 101 份有效樣本的平均數進行

由高至低排序Ȟ表 5-10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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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步行空間構成因素之重要程度 

排序 項目 ⴱ均數 

1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ⴱ坦好走、寬敞舒適 4.47 

2 設置多處垃圾桶，使遊客方便丟棄垃圾 4.43 

3 公共藝術的美感及創造性 4.34 

4 草悟道上的休憩ⵥ椅是充足完善的 4.14 

5 草悟道上的照明設備功能充足 4.10 

6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4.07 

7 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3.90 

8 旅遊導覽資訊充足且能提供協助 3.84 

9 草悟道上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3.61 

由表 5-10之整體排序可瞭解遊客首要重視的層面是以步道空間的舒適及安

全性(No.1)為優先考量，以及垃圾桶(No.2)是否達到方便丟棄垃圾的數量，另外

公共藝術的美感和創造性(No.3)則是被認為具草悟道ф表性而居於第三，其次為

休憩設施(No.4)及照明(No.5-6)Ȅ但對於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No.7)ȃ導覽資訊

(No.8)及水的設施(No.9)對遊客來說反而感到重要程度較低Ȅ 

 

5-4-2滿意程度評價 

表 5-11：步行空間構成因素之滿意程度 

排序 項目 ⴱ均數 

1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ⴱ坦好走、寬敞舒適 4.00 

2 草悟道上的休憩ⵥ椅是充足完善的 3.68 

2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3.68 

4 公共藝術的美感及創造性 3.60 

5 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3.54 

6 草悟道上的照明設備功能充足 3.51 

7 草悟道上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3.28 

8 設置多處垃圾桶，使遊客方便丟棄垃圾 3.18 

9 旅遊導覽資訊充足且能提供協助 3.02 

由表 5-11可見遊客對於草悟道現況的滿意程度在空間平坦好走ȃ寬敞舒適

(No.1)感到最為滿意；其次為草悟道上的遊客認為座椅數量及舒適度達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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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草悟道的夜晚華燈初上，路燈的點綴依舊吸引遊客流忘返(No.2)；另

外公共藝術(No.4)ȃ植栽造景(No.5)ȃ照明(No.6)等也平均有 3.5-3.6分的滿意程

度，最後遊客針對水的設施(No.7)ȃ垃圾桶數量(No.8)及旅遊導覽資訊(No.9)反

應出不滿意Ȅ 

 

5-4-3設置物小結 

ȶ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ȃ寬敞舒適ȷ此項目重要度及滿意度皆位於

首位，顯示草悟道的遊客最在意的是空間鋪面的平坦性及步行空間的舒適度，

且對於現況感到相當滿意，當人們最重視的得到最大滿足的同時，也或許是草

悟道絡繹不絕的原因Ȅ針對項目ȶ草悟道上的休憩座椅是充足完善的ȷ的部分，

重視程度達到第四名，滿意程度達第二名，呈現出遊客的休憩需求是被滿足的Ȅ 

另外項目ȶ設置多處垃圾桶，使遊客方便丟棄垃圾ȷ的重要程度位居第二，滿

意程度卻落在倒數第二，ф表遊客認為垃圾桶在長條型的步行空間中是重要

的，但目前數量及分類皆不進人意，垃圾筒適當數量的設置可有效減少亂丟垃

圾的機會，成為影響草悟道觀感重要的因素，因此應為政府部門急需解決的問

題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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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問卷調查小結 

從 5-2 小節的Kano雙項問卷分析結果與 5-3小節中重要程度之排序做比較

分析，可得知三項 Kano分類中，各分類中因子的重要程度，意即可於魅力品質ȃ

一元品質及無差異品質中，作優先發展序之排列Ȅ以下針對各分類作討論Ȅ 

表 5-12：Kano魅力品質與重要度交叉分析 

Kano 

分類 

重要ⵤ

排序 

重要ⵤ 因子 

魅 

力 

品 

質 

1 3.94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2 3.90 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3 3.80 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Ƌ例如：科博館ƌ 

4 3.71 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5 3.67 草悟道旁有更多不⏳類型的商家 

6 3.54 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Ƌ例如：范特喜微創ƌ 

7 3.35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Ƌ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ƌ 

一 

元 

品 

質 

1 4.43 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2 4.40 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怂街、運動) 

3 4.21 
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Ƌ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ƌ 

4 4.19 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5 4.16 
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Ƌ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ƌ 

6 4.05 草悟道上的植㠤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7 3.97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8 3.37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敞舒適 

無 

差 

異 

品 

質 

1 3.50 ˥聚集的怱客˦具有ょ敹氣氛的感染力 

2 3.20 
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Ƌ例如：水幕、水流、噴霧ƌ 

3 3.20 ˥怱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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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魅力品質 

所屬於ȶ魅力品質ȷ的因子其特性為，當品質特性具備၎條件時遊客相當

滿意，但不具備၎條件時，遊客也不會因此而不滿意Ȅ意即此品質為創造區域

魅力獨特性之重要關鍵Ȅ是х遊客感到驚喜ȃ有魅力之條件因素Ȅ 

然所屬 7 項魅力品質中，重要度的因子依序為Ⱥ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

氣氛ȻȃȺ有舉辦爵士音樂節ȃ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ȻȃȺ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

景點Ȟ例如：科博館ȟȻȃȺ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ȻȃȺ草悟道旁有更多不同

類型的商家ȻȃȺ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Ȟ例如：范特喜微創ȟȻ及Ⱥ有舉辦各項

藝文參與活動Ȟ例如：寫書法ȃ千人彩繪風車ȟȻȄ可見得在遊客心中，具重要

程度的魅力條件，除了草悟道夜間的氣氛營造成功，還包含舉辦動態性的藝文

活動及周邊具有教育與文化特色的老街等條件Ȅ當這些條件成立時，會大幅增

加遊客對於草悟道的滿意度Ȅ 

(2)一元品質 

ȶ一元品質ȷ之因子特性為當品質具備၎條件時遊客相當滿意，但不具備

၎條件時遊客會因此而不滿意，即具線性之特性Ȅ特別於此類品質中皆為重要

程度相當高之因子，ф表此類品質中的因子為草悟道基本應具備之條件，政府

單位在設法創造區域魅力特色的同時，必須並列發展之基本盤Ȅ 

屬於一元品質條件中 8項之因子內容依序為：Ⱥ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

特質ȻȃȺ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ȃ逛街ȃ運動)ȻȃȺ草悟道旁有藝文

方面的景點Ȟ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ȃ勤美術館ȟȻȃȺ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

迷人的魅力ȻȃȺ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Ȟ例如：誠品書局ȃ勤美誠品ȃ

NOVAȟȻȃȺ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ȻȃȺ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

足完善的Ȼ及Ⱥ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ȃ寬敞舒適ȻȄ可見草悟道之主要訴

求的都市綠園道相關之條件為遊客首重的關鍵，其次為步行空間中應有適合活

動之環境條件，另外包含藝文方面景點及商場型態之景點亦為需要並列發展的

部分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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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差異品質 

ȶ無差異品質ȷ之因子特性為無論品質條件具備與否，遊客滿意度皆不受

影響Ȅ此所屬品質內之因子共有 3項，分別為：Ⱥ聚集的遊客具有悠閒氣氛的感

染力ȻȃȺ遊客的聚集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Ȼ及Ⱥ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

能為景觀增添魅力Ȟ例如：水幕ȃ水流ȃ噴霧ȟȻȄ其品質中的因子皆為低重要

度，顯示此類關於遊客散發出的感染力及熱鬧的氛圍並不影響遊客對於草悟道

之滿意度Ȅ其次為水的設施亦為無差異品質，意即草悟道上有無此項建設，對

於遊客來說並不影響其對於草悟道之魅力條件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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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存在於都市中的綠園道，扮演著都市之肺的角色，在此地活動的人們得以

放鬆心情及進行各項活動，其中綠色造景與氛圍的營造不僅影響遊客各方面的

環境感知，進而影響到對於草悟道之魅力評價Ȅ本研究以使用者觀點探討草悟

道中的人ȃ環境與設置物之關係，找尋創造草悟道魅力因子Ȅ預期可作為政府

單位未來進行草悟道的規劃與發展時的參考指標，期盼能將草悟道推向國際級

景點，塑造出獨具特色的都市綠帶Ȅ 

 

6-1綜合討論 

本研究章節就第五章結論中，以 Kano雙向問卷分析出的魅力品質與一元品

質作進一步討論，與各因子間的重要程度作交叉比對，進而提出有效創造草悟

道差異化價值的因子及穩固遊客之滿意度的條件，以期提供政府單位在進行後

續發展與設計時，有優先序的考量與規劃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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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魅力品質 

Ȫ打造與眾不同的觀光體驗價值ȫ 

－х遊客感到驚艷，大幅提升草悟道差異化 

在魅力品質中，屬於活動類的範疇內容為：Ⱥ有舉辦爵士音樂節ȃ街頭藝人

等表演活動ȻȃȺ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Ȼ及Ⱥ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Ȟ例

如：寫書法ȃ千人彩繪風車ȟȻ；屬於周邊景點的內容為：Ⱥ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

的景點Ȟ例如：科博館ȟȻȃȺ草悟道旁有更多不同類型的商家Ȼ及Ⱥ草悟道周邊

有文創老街Ȟ例如：范特喜微創ȟȻ；屬於造景與設置物範疇內的有：Ⱥ路燈為草

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Ȼ，整理如表 6-1Ȅ 

而魅力品質中，屬於活動及周邊景點的構面各包含 3 項因子，顯示遊客對

於草悟道上舉辦的活動及沿路串起豐富的周邊景點，認為是具有創造草悟道魅

力及建立差異化之魅力因子，因此若能針對這兩大項構面進行更深入的品質提

升，例如在草悟道上的路燈部分作氣氛的營造，及舉辦參與性的動態式藝文活

動，更進一步於草悟道周邊規劃更多不同類型的商家，並且具有寓教於樂的教

育性質相關景點都將能創造遊客具有價值的觀光體驗而流忘返Ȅ     

    

   表 6-1：魅力品質與構面之統整表 

魅 

力 

品 

質 

構面 因子 

活動 

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Ƌ例如：寫書法、千人彩繪風車ƌ 

周邊 

景點 

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Ƌ例如：科博館ƌ 

草悟道旁有更多不⏳類型的商家 

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Ƌ例如：范特喜微創ƌ 

造景與 

設置物 

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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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一元品質 

Ȫ創造美好觀光體驗ȫ 

－創造遊客對觀光體驗的基本滿意度 

在一元品質中，屬於造景與設置物範疇的內容有Ⱥ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

備迷人的魅力ȻȃȺ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Ȼ及Ⱥ草悟道的步道空間

平坦好走ȃ寬敞舒適Ȼ；屬於環境意象的內容有Ⱥ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

質Ȼ及Ⱥ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Ȼ兩項；屬於周邊景點的內容為

Ⱥ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Ȟ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ȃ勤美術館ȟȻ及Ⱥ草悟

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Ȟ例如：誠品書局ȃ勤美誠品ȃNOVAȟȻ；而屬於活動範

疇內的只有Ⱥ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ȃ逛街ȃ運動)Ȼ，整理如表 6-2Ȅ 

屬於一元品質的構面中，造景與設置物ȃ環境意象ȃ包含藝文型態及商場

型態的周邊景點皆涵蓋兩項以上的因子，顯示遊客對於草悟道基本的綠色造

景ȃ基礎設施及部分周邊景點認為是會隨著建設程度而線性影響滿意度的因

子Ȅ因此若能維持並朝向都市中綠帶之環境條件持續發展，創造出適合遊客活

動的空間條件，並改善休憩設施不足之問題點，輔以草悟道兩旁藝文方面及商

場型態之景點，即能提升遊客對於草悟道的滿意度，創造出美好的觀光經驗Ȅ 

   表 6-2：一元品質與構面之統整表 

一 

元 

品 

質 

構面 因子 

造景與 

設置物 

草悟道上的植㠤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草悟道的步道空間平坦好走、⯓敞舒適 

環境 

意象 

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周邊 

景點 

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Ƌ例如：國立台灣美術館、勤美術館ƌ 

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Ƌ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ƌ 

活動 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步、怂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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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改善建議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ȃ實地調查ȃ訪談調查及問卷調查後將問題點與困擾

作整理，整體來說，遊客對於草悟道現況多表達滿意，尤以氛圍的創造更表達

了高度肯定，但使用上仍有部分問題點，也提出對於未來之期待Ȅ本研究綜合

所得，針對草悟道需要改善之處進行討論與建議，依訪談所得草悟道魅力特色

之分類及減分因素中未能歸納於其他構面中的交通部分，針對ȶ活動ȷȃȶ周邊

景點ȷȃȶ環境意象ȷȃȶ造景及設置物ȷ及ȶ交通ȷ等各項進行討論與建議Ȅ 

 

1.活動 

爵士音樂節ȃ街頭藝人等文藝活動深受遊客喜愛，唯每到年度舉辦的爵士

音樂節時，便湧入大量人潮，此時應၎將草悟道規畫不同區段有不同主題的活

動以分散人潮；而建議未來能依照季節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創造不同的節慶式

活動，吸引遊客同樂於其中，以提升草悟道豐富度及觀光魅力Ȅ 

另外所屬於活動中的一元品質因子為：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例如：散

步ȃ逛街ȃ運動ȃ跑步)Ȅ表示在草悟道中應維持適合活動之空間條件，因此若

行人與動態的活動(如騎腳踏車ȃ玩滑板)使用共同空間進行，會造成遊客不安

心感，建議腳踏車道應予以分道規劃，另闢場域提供動態活動Ȅ整理如表 6-3

說明如下： 

表 6-3：活動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活動 

 規畫不同區段有不同主題性的活動，以達到有效分散人潮 

 依季節舉辦大型活動，創造不同的節慶式ȃ祭典式活動Ȅ例如：中秋闔家賞月趣 

 腳踏車應予以分道規劃，另闢場域提供動態活動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1 

 

2.周邊景點 

建議增加更多不同類型具有特色的商家，以吸引遊客選擇不同景點作長時

間的停留，例如目前已規劃的文創老街(范特喜微創)，就受到多數遊客認同Ȅ

同時應將草悟道進行全面性周邊景點的規劃，活化草悟道第三段Ȅ同時應於不

同區段設置導覽系統，讓遊客到達此地後，可直接選擇需求景點作觀光Ȅ整理

如表 6-4說明如下： 

 

表 6-4：周邊景點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周邊景點 

 增加更多不同類型具有特色的商家，例如：台中老故事老照片文化館 

 全面性周邊景點的規劃 

 不同區段設置導覽系統 

 

3.環境意象 

遊客對於環境意象中的氣氛營造表達高度肯定，主要是因草悟道位於都市

叢林中，遊客可近距離的感受到悠閒ȃ自在的環境氣氛，進而讓遊客享受到彷

彿置身於大自然中，以達到舒緩心情之目的Ȅ若以此為環境意象中最主要經營

之目標，建議可豐富草悟道上的生態景觀，意即包含不同棲地的設計(如水池ȃ

草地ȃ樹林等景觀)，使其有不同層次之生態系統，此時草悟道將除了能達到

目前悠閒及人文藝術氣氛之外，更進一步有生態教育的資源Ȅ另外將草悟道

兩旁目前規劃的汽機車輛停車格取消，可有效提高草悟道景觀單純化，創造更

美好的步行空間Ȅ整理如表 6-5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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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環境意象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環境意象 

 豐富綠色景觀的種植種類(例如：種植四季不同景觀的台灣特有種) 

 豐富草悟道上的生態景觀(例如：設計不同棲地(水池ȃ草地ȃ樹林等景觀)) 

 改善汽機車雜亂景象(取消誠品書局兩旁汽機車格) 

 

4.造景及設置物 

在造景及設置物部分，目前遊客針對休憩設施ȃ夜間照明ȃ無障礙設計等

方面提出困擾點Ȅ本研究建議在增設休憩設施的同時，需考量到與草悟道景觀

的協調性，或是用生態造景方式達到休憩功能，亦能減少景觀上的衝突Ȅ而在

夜間照明的部分，除了達到基本安全照明的標準外，若能成功營造出夜晚時草

悟道獨具特色的氛圍，將能有效提升草悟道之魅力，例如可在不同時間點作燈

光的變化，讓遊客感受到時間於草悟道上的流動Ȅ另外無障礙設計建議可重新

檢視草悟道上的各項設施之使用狀況，秉持著無障礙設計的考量，使所有遊客

皆能盡情享受都市中難能可貴迷人的休憩空間Ȅ整理如表 6-6說明如下： 

 

表 6-6：造景及設置物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造景及 

設置物 

 增設休憩設施(例如：ց用生態造景方式達到休憩功能) 

 豐富夜間燈光變化(例如：在不同時間點作燈光的變化) 

 重新檢視草悟道上的各項設施之使用狀況(無障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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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通方面 

針對周遭停車處不足的問題，建議可新建大型停車場，增加停車空間，並

於大型活動時加開多線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供民眾使用Ȅ整理如表 6-7 說明

如下： 

表 6-7：交通方面具體建議 

構面類別 具體建議 

交通方面 
 新建大型停車場，增加停車空間 

 於大型活動期間加開多線旅遊公車 

 

6-3後續研究發展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遊客對於草悟道之魅力評價，因此研究對象以遊客為

主，但草悟道周邊由住家及商家等不同的族群構成，因此若能瞭解這兩大族群

對於草悟道各項魅力的評價，綜合不同面向之建議，將可達到良好之區域觀光

發展Ȅ 

 

因此對於後續建議分為以下兩點： 

(1)以草悟道附近居民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居民使用草悟道之情形，及對

於草悟道魅力特色的評價與建議Ȅ 

(2)探討附近商家對於草悟道之觀點，及如何運用商家特色創造草悟道更高

的觀光價值，使其具有獨特之魅力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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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遊客訪談題目  

 

1. 來這個地方的交通方式？停在哪裡？ 

2. 1-5ȃ5-10ȃ10以上 

3. 為什麼來到草悟道？來的原因？如何得知此訊息？居住地？ 

4. 通常來到草悟道從事什麼活動？ 

5. 你喜歡草悟道嗎？什麼因素吸引你？或為什麼？ 

6. 草悟道路面有一些高低起伏，你覺得有什麼使用上的狀況或感受嗎？ 

7. 走在草悟道上有何感受？(街頭藝人ȃ噴霧ȃ座椅ȃ活動ȃ綠樹..) 

8. 會推薦其他朋友來草悟道嗎？你會怎麼向他ϭ紹？ 

9. 你認為台中草悟道這個區域的魅力為何？ 

10. 對草悟道這樣的區域提出未來的建議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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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遊客訪談斷句編碼表 

 

A.平日遊客：青年男性(學生)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A1-05 散步   ●      

A1-08 散步   ●      

A1-10 蠻新的蠻好走的(步道)     ● ●   

A1-11 增加行走過程中的變化性      ●   

A1-15 街頭藝人覺得很有活力帶來娛樂   ●  ● ●   

A1-16 噴霧夏天涼爽ȃ冬天夢幻  ●   ● ●   

A1-18 如果在室內逛街逛累或吃完飯可以休息散步   ●      

A1-19 是個還不錯的地點      ●   

A1-21 他是一個很難得的都市綠帶，以台中市區來講 ●     ●   

A1-22 
他是一條很長的散步道，也像一個公園般富有休閒性質的戶外空

間 
    

●

● 
   

A1-23 建議就是他的設計感還不夠好(重複元素)       ●  

A1-24 整條這麼長的路徑上感覺有點單調就是很多重複性的元素在       ●  

A1-25 

比如像鋪面整條看起來都一樣，座椅也是，就很多重複性的元素

一直存在，其實走久了就會失去那種多元性(舖面ȃ街道家具)，

感覺不夠有趣 

 ●     ●  

A1-26 
對阿，比如可以加入不同元素例如植物上的多樣ȃ水的設計更多

貫穿他ȃ或燈光效果 

●

● 
   ●   ● 

總  

計 

總斷句數: 26句 
4 2 4 0 6 6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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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平日遊客：青年男性(上班族)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B1-05 閒著去晃一下   ●      

B1-06 每個星期日都有流浪狗的認養攤位，便去看一下狗   ●      

B1-07 還蠻好玩的      ●   

B1-10 經過人很多會下來看一下，不會特別查     ●    

B1-12 閒晃散步   ●      

B1-13 
經過商店便逛一下，不會特別要逛哪間店，有逛到什麼很有趣

的就看一下 
   ●  ●   

B1-15 還不錯Ȅ就是覺得其實在那邊有重新規劃過，環境不錯     ● ●   

B1-16 但車子雜了一點，就是他兩邊都還是算馬路，沒有這麼的安全       ●  

B1-17 環境是還蠻乾淨的     ● ●   

B1-18 可能是有派人清掃，因為去也都沒有看到垃圾或狗大便      ●   

B1-19 加上他是在城市裡的一個綠地     ● ●   

B1-20 看大自然看看草其實還蠻舒服的 ●     ●   

B1-21 走路要小心       ●  

B1-22 其實有一些階段(段差)沒有做的很明顯，所以偶爾會踩空       ●  

B1-24 只是偶爾會嚇到       ●  

B1-25 因為她有坡道的關係所以有時候會有人騎腳踏車上去   ● ●      

B1-27 所以這些坡道對我行走的時候沒有造成太大問題  ●    ●   

B1-30 心情…就因為本來就是去放鬆的嘛      ●   

B1-31 所以說去那邊逛的心情也都還不錯      ●   

B1-32 加上他的一些景點一些人阿ȃ樹，加上他如果有一些特別的表演 ●  ● ● ●    

B1-33 其實看的都蠻舒服的      ●   

B1-35 他是一個城市裡可以偷閒的一個小綠地或是小空間 ●        

B1-36 走在裡面還蠻舒服的      ●   

B1-37 魅力哦..我覺得應၎是他營造出來的感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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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8 
他隔壁又有誠品所以說加上書店的感覺ȃ加上他後面有一小塊展

覽區 
   

●

● 
    

B1-39 所以說讓人家去的話去那邊有一個文化氣息在      ●   

B1-41 我覺得他可以把周遭的環境再統整一點        ● 

B1-43 
可是他其實有很多一些小巷道或者是向外的接道路，可是像那

一些的話其實到現在都沒有整理 
      ●  

B1-44 感覺上面跟整個環境有落差的       ●  

B1-45 如果可以讓他的空間再更擴散，不侷限在那一條的話        ● 

B1-48 
可是如果他是整個規劃性的規劃，就可以待在那裏一整天就都可

以 
       ● 

B1-50 把整個社區做統整性(非點狀式)的規劃        ● 

總  

計 

總斷句數: 43句 
3 2 5 4 5 1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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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假日遊客：青年女性(學生)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C1-04 就是想休閒放鬆一下散散步走走路   ●   ●   

C1-05 因為誠品的關係    ●     

C1-07 在草物道上走兩圈   ●      

C1-08 
看看上面的活動或是看看認養小狗 

  
●

● 
     

C1-09 或是有時候有音樂的表演就會去那邊坐著   ●      

C1-10 或是誠品逛一逛出來會想又休閒一下坐在那邊一下  ●  ●  ●   

C1-11 還不錯，還蠻喜歡的      ●   

C1-12 因為他綠化空間很多 ●     ●   

C1-13 散步的動線比起一般人行道好很多      ●   

C1-14 所以就會想要有徒步空間就會想要去那邊      ●   

C1-16 我覺得對於行動不便的人來說比較不方便而已       ● ● 

C1-17 如果是正常人的話就是會跨過去  ●       

C1-18 
可是感覺應၎可以在設計之前就規劃，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沒有想

過 
      ●  

C1-19 可是如果Ϭ天像我之前推輪椅應၎就會很困擾       ●  

C1-20 我就會跳過這個地方，太麻煩了       ●  

C1-21 我覺得走在上面是很輕鬆的      ●   

C1-22 在那邊的人都不是在趕路都是在放鬆的      ●   

C1-23 所以你就不會有壓迫感      ●   

C1-24 另外我覺得很新鮮就是他們每次都有不同的活動   ●   ●   

C1-26 可能最近都在變換，每一次去都可以看到不同的事情在發生   ●      

C1-27 或是有時候有一些小市集還蠻有趣的   ●   ●   

C1-28 會， 會說這是秘密基地     ●    

C1-32 然後帶他們來這個地方他們都會覺得很新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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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3 
我可能會說是一個比較輕鬆又有一些小的藝文活動的地方 

  ●   
●

● 
  

C1-35 有一些新鮮的小東西      ●   

C1-39 所以我覺得室外空間像草悟道還不錯     ●    

C1-40 我覺得是人耶      ●   

C1-41 聚集在那邊的人都是同樣性質比較多，都是想放鬆     ● ●   

C1-42 或是對這些事情有興趣想要停下腳步來的      ●   

C1-43 然後所以你在那邊會被一起去那邊的人感受到那種舒適感     ● ●   

C1-44 就會比較自在一點      ●   

C1-45 對於身心不方便的人需要幫助他們一下        ● 

C1-46 如果路面可以改善最好        ● 

C1-47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有小志工在那邊做一點點的幫助        ● 

C1-48 或是旁邊可以有一些臨時性的來補償這一塊        ● 

C1-50 那如果垃圾桶可以多一點也不錯        ● 

C1-51 
但我是覺得那邊的人是不會太亂丟垃圾，應၎是還好，但如果有

的話是還不錯 
     ●  ● 

總  

計 

總斷句數: 50句 
1 2 9 2 4 2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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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假日遊客：青年男性(學生)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D1-03 有時候是去逛街和看展覽   ● ●     

D1-04 有時候純粹去運動走過去再走過來   ●      

D1-07 
比較常只是逛街ȃ走路跟運動 

  
●

● 
●     

D1-08 有時候..以前會騎腳踏車   ●      

D1-09 還算喜歡吧      ●   

D1-11 再來是氣氛蠻悠閒的      ●   

D1-12 鄰近的可以去的展覽和可以逛的地方算是比較多元的   ● ●  ●   

D1-14 
除非是要閒晃或運動的話才會去走那裡 

  
●

● 
     

D1-17 算是比較悠閒的感覺然後有時候有街頭藝人會停下來去欣賞   ●   ●   

D1-18 或是覺得有些新奇會留下來看一下      ●   

D1-20 
通常會跟他們說那邊有什麼展覽或活動 

  
●

● 
     

D1-21 
或是那邊可以做什麼樣子的運動或遊戲之類的活動 

  
●

● 
     

D1-22 應၎算是比較有規劃性的區域      ●   

D1-23 再來像是他周邊的景點    ●     

D1-24 
像勤美誠品或是琴美術館的展覽會比較容易吸引去那邊觀光的

人 
   

●

● 
 ●   

D1-25 
建議是他可能因為目前草悟道只到市民廣場，但他其實可以繼續

包含到美術館那邊 
       ● 

D1-26 因為最近市民廣場旁邊有一個停車場剛蓋好    ●     

D1-28 即使是開車的人也有地方可以停車      ●   

D1-31 夜晚的燈光有點昏暗       ●  

D1-34 會比較有氣氛是沒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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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5 但上面有高低起伏，那樣的話照明應၎要多一點點       ● ● 

總  

計 

總斷句數: 33句 
0 0 13 7 0 9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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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假日遊客：青年男性(學生)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E1-04 去看書    ●     

E1-05 看展覽   ●      

E1-06 逛街    ●     

E1-07 散步       ●  

E1-08 吃東西        ● 

E1-12 散步   ●      

E1-13 跟朋友散步聊天   ●      

E1-14 還蠻喜歡的      ●   

E1-15 因為還蠻多正妹在上面溜狗   ●      

E1-16 很多人在上面玩滑板   ●      

E1-17 騎腳踏車   ●      

E1-18 玩極限運動   ●      

E1-19 會避開他們因為有點Ӡ險       ●  

E1-20 如果沒有專心看前面可能會撞到       ●  

E1-21 撞到忽然高起來的小椅子，之前就差一點這樣  ●     ●  

E1-22 感覺晚上去還蠻舒服的      ●   

E1-23 白天去又有樹蔭，還不錯      ●   

E1-25 如果朋友來經過會帶他們去那邊散步   ●      

E1-26 晚上會有很多穿熱褲的正妹會來這裡遛狗   ●      

E1-27 還有街頭藝人   ●      

E1-28 然後附近有很多餐廳    ●     

E1-29 剛好可以來這邊逛街    ●     

E1-30 便吃飯    ●     

E1-31 吃完飯來散步   ●      

E1-32 周邊的景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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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3 還有提供一個散步的空間   ●      

E1-34 現在還蠻滿意的      ●   

E1-35 
……哦我想起來了，之前看到有一個貨櫃剛好放在那邊有一間家

具工作室的作品 
  ●      

E1-36 我覺得這樣不錯      ●   

E1-37 就是他們可以有固定空間可以給他們擺作品   ●      

E1-40 還不錯      ●   

E1-42 上次經過還蠻多人會去看的     ● ●   

E1-43 就不用特別進去勤美術館      ●   

總  

計 

總斷句數: 35句 
0 1 14 6 1 8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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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平日遊客：青年女性(學生)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F1-04 逛周邊景點    ●     

F1-05 有時候看展覽   ●      

F1-08 逛街    ●     

F1-09 休息   ●      

F1-10 散步   ●      

F1-11 蠻喜歡的      ●   

F1-12 走在上面有很悠閒的感覺      ●   

F1-13 旁邊有綠樹 ●        

F1-14 還有一些水景ȃ流水 ●        

F1-15 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喝飲料 ●        

F1-16 看看路過的人     ●    

F1-17 旁邊小巷道裡面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可以進去逛逛    ●     

F1-18 還蠻有趣的阿      ●   

F1-19 只是有一些鋪面的設計有些奇怪  ●     ●  

F1-20 例如明明像是地面上為了腳踏車設計的減速坡道卻出現在長座

椅上 
 ●       

F1-23 有些不懂       ●  

F1-24 感覺很悠閒      ●   

F1-25 浪漫      ●   

F1-27 遇到街頭藝人會停下來聆聽欣賞   ●      

F1-28 在繁雜的都市裡就可以有一個讓人放鬆心情的空間      ●   

F1-30 嗯…草悟道是一個都市綠帶的空間 ●    ●    

F1-31 上面常常會有一些不同的活動和展覽 
  

●

● 
     

F1-32 可以享受悠閒ȃ文藝氣息也可以逛逛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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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33 是一個地方就有多種面貌的地方      ●   

F1-34 不用跑太遠到台中的郊區     ●    

F1-35 就可以有點大自然 ●        

F1-36 而且結合文藝      ●   

F1-38 是個綜合性的景點      ●   

F1-41 草悟道後段幾乎沒有太多規劃和設計       ●  

F1-43 就說前中後段差很多       ●  

F1-44 後段比較像一般的公園，舊舊的     ●    

F1-45 不太吸引人       ●  

F1-47 例如把不同特性的空間劃分出來        ● 

F1-48 固定有某段是在展覽        ● 

F1-49 某段來做動態的活動        ● 

F1-50 如此一來可以吸引不同的人潮在不同的段落聚集，特色就可以拉

開 
       ● 

總  

計 

總斷句數: 40句 
5 2 6 3 4 11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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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平日遊客：中年男性(上班族)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G1-05 約會   ●      

G1-06 主要目的是去誠品    ●     

G1-07 之前去的時候就有點印象是綠地 ●        

G1-09 散步   ●      

G1-10 喜歡      ●   

G1-11 綠地 ●        

G1-12 感覺上很悠閒      ●   

G1-13 對老人或小孩來講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  

G1-15 就是很悠閒      ●   

G1-16 心情很輕鬆      ●   

G1-19 是個市區中散步不錯的地方   ●  ● ●   

G1-20 有很多人文氣息      ●   

G1-21 輕鬆      ●   

G1-22 車要再方便一點       ● ● 

G1-23 因為他處於市區當中     ●    

G1-24 
停車格的規畫相對其他周邊的綠地來講，例如文心公園ȃ中山公

園等等的停車規劃來講還是比較顯得不足 
      ●  

G1-25 
不然就要停到誠品旁邊的立體停車場或者是 NOVA旁邊的停車

場，那邊收費相對比較高 
   ●   ●  

G1-26 而且還要把車開到樓上去啊       ●  

G1-27 那一圈如果停在對角的話還是有點遠啊       ●  

G1-28 那一片草皮蠻大的耶 ●        

總  

計 

總斷句數: 24句 
3 0 3 2 2 7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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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假日遊客：青年男性(上班族)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H1-05 很遠       ●  

H1-07 有時候會停在誠品後面嘟嘟停車場   ●      

H1-10 有時候去誠品    ●     

H1-11 有時候去 NOVA    ●     

H1-12 有時候去買Ϭ日蜜麻花    ●     

H1-18 有參加過爵士音樂節   ●      

H1-19 如果真的要走在草悟道上是因為有活動才去   ●      

H1-21 市民廣場大草皮還不錯 ●   ●  ●   

H1-25 因為它是城市中少數的綠地 ●    ●    

H1-26 就會讓人家比較舒服      ●   

H1-27 不會擠      ●   

H1-28 是特別開拓出來的步道     ●    

H1-29 勤美誠品在那邊    ●     

H1-30 旁邊還有勤美術館    ●     

H1-33 是城市中少數綠地，又是很大片的綠地 ●    ● ●   

H1-34 讓人家不用離開城市就可以體驗到綠色的景觀      ●   

H1-35 比較空曠      ●   

H1-36 
因為那邊常常會辦活動，但是如果平常停車還好，一辦活動，周

邊停車場不夠用 
  ●    ●  

H1-37 像爵士音樂節根本進不去，開車根本停不到位置   ●    ●  

H1-38 如果你有寫到這部分的話，應၎是要增加        ● 

H1-42 我是覺得如果有辦活動，在點之外設立接駁車也是一個方式       ● ● 

H1-43 是針對舉辦活動時的交通問題   ●    ●  

總  

計 

總斷句數: 31句 
3 0 6 6 3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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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平日遊客：青年男性(自由業)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I1-05 其實但大部分是去誠品    ●     

I1-06 其實最主要是要逛誠品    ●     

I1-07 如果說那邊有特別活動的話，也會去那邊   ●      

I1-09 主要是逛街吧    ●     

I1-10 逛草悟道兩旁文創的店    ●     

I1-11 還會逛勤美術館    ●     

I1-12 還不錯      ●   

I1-13 除了規劃的還不錯之外      ●   

I1-14 剛剛有提到周邊有很多一些小巷    ●     

I1-17 雖然現在目前還沒有發展很好       ●  

I1-18 但我覺得是還蠻吸引人ȃ還蠻不錯的方向      ●   

I1-19 它的步道  ●       

I1-20 還有它很大的 LOGO標誌  ●       

I1-21 整體規劃還不錯      ●   

I1-22 蠻好走的  ●    ●   

I1-25 我是覺得跟台中市其他地區比起來已經是好非常多了      ●   

I1-33 很舒服      ●   

I1-35 
我覺得舒服的點是來自於我走到草悟道前端由蔣中正還誰題了

四個ԅ 
 ●       

I1-38 我是覺得那附近的感覺很舒服      ●   

I1-39 那幾個ԅ讓你覺得很漂亮和自然融為一體之外  ●   ●    

I1-40 地上還有一些水流 ●        

I1-41 就讓人覺得那好像是一個蠻接近自然的地方     ● ●   

I1-44 有很多東西可以逛    ●     

I1-45 有些綠色的景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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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47 至少可以看到很多街頭藝人   ●      

I1-48 狗狗   ●      

I1-49 文創商品    ●     

I1-50 展覽   ●      

I1-52 除了街道景觀很漂亮之外     ● ●   

I1-53 我還是很喜歡它旁邊林立的一些小的文創的店    ●     

I1-54 我覺得雖然他現在還沒有發展得很好       ●  

I1-62 我覺得草悟道在行走沒有問題      ●   

I1-63 規劃上沒有特別問題      ●   

I1-64 有綠化也做得蠻不錯的 ●     ●   

I1-65 然後就可以照著這個發展下去應၎就不錯      ●   

總  

計 

總斷句數: 41句 
3 5 4 9 4 1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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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假日遊客：中年男性(上班族)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J1-04 如果要去誠品才會停誠品    ●     

J1-07 一定是要去周邊商圈逛逛，會便去草悟道走走   ● ●     

J1-11 走一走ȃ散步   ●      

J1-12 如果有表演會看一下表演   ●      

J1-13 次看到一個全身穿豹紋的裝….在那邊…不知道在幹嘛Ȅ呵呵

呵…… 
  ●      

J1-16 學豹ދȃ或是定住不動，讓人家照相   ●  ●    

J1-18 有，有很多人     ●    

J1-19 喜歡      ●   

J1-20 走在上面很放鬆，很輕鬆      ●   

J1-21 不只是草悟道，是整個區塊讓人感覺很有人文氣息      ●   

J1-22 比起上班地方步調慢      ●   

J1-23 氣氛不用那麼繁忙ȃ緊張      ●   

J1-24 而且有很多藝術表演   ●      

J1-25 很多蠻可以看的地方      ●   

J1-27 就很悠閒ȃ自在ȃ樂活的感覺      ●   

J1-31 而且我覺得那個設計不錯！      ●   

J1-32 比如說它現在有一長條ȃ有座位，以前沒有  ●       

J1-33 我覺得那是一個蠻人性的設計      ●   

J1-34 不會，沒有位置讓我坐       ●  

J1-36 對阿，我覺得那個是蠻好ȃ蠻人性的設計      ●   

J1-37 走在上面很放鬆，很輕鬆      ●   

J1-38 其實我覺得草悟道除了本身的設計給人家感覺以外      ●   

J1-39 我覺得它所在位置很好     ●    

J1-40 如果它沒有其他旁邊的東西，可能沒那麼吸引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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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41 它是跟其他市民廣場ȃ誠品ȃNOVAȃ科博館    ●     

J1-42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幾個點結合在一起後才凸顯草悟道的價值      ●   

J1-43 因為我常跟朋友約在勤美誠品    ●     

J1-44 我們吃完飯聊完天就會去草悟道走一走   ● ●     

J1-45 大部分人跟我 一樣，走在上面感覺不錯      ●   

J1-46 尤其是晚上會覺得台中市是一個很美的城市     ● ●   

J1-48 但是如果光看到那個(草悟道)，會感覺很好      ●   

J1-50 地理位置     ●    

J1-51 因為它周邊的景點    ●     

J1-61 它可以為這個地方加分      ●   

總  

計 

總斷句數: 39句 
0 1 7 7 5 1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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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假日遊客：中年女性(上班族)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K1-04 散步   ●      

K1-06 散步   ●      

K1-07 喜歡      ●   

K1-08 樹木ȃ樹林 ●        

K1-09 步道  ●       

K1-10 書局    ●     

K1-11 大型活動(爵士音樂節)   ●      

K1-12 有時候不小心會踩空       ●  

K1-13 假日比較熱鬧     ● ●   

K1-14 平日比較沒什麼人ȃ空曠     ●    

K1-15 假日會比較擠       ●  

K1-16 但有活動還是會來   ●      

K1-17 心情想放鬆，還 OKȄ      ●   

K1-21 因為有特色      ●   

K1-22 有一些展覽   ●      

K1-23 有一個公園    ●     

K1-24 可以坐下來   ●      

K1-25 也可以散步   ●      

K1-26 想吃東西旁邊也有商場ȃ誠品    ●     

K1-28 比較多功能性，有不同選擇      ●   

K1-29 有景點    ●     

K1-30 有特色      ●   

K1-31 有展覽   ●      

K1-32 有規劃活動   ●      

K1-33 有商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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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34 想要買 3C也可以帶到這裡    ●     

K1-35 逛完可以來這裡散步   ●      

K1-36 也有餐廳可以吃飯    ●     

K1-37 主要是這邊是不錯的環境      ●   

K1-38 因為到科博館，向下到美術館，旁邊又是餐廳    ●     

K1-39 可以從那邊逛到這邊，一串過去，吃完飯可以散步到這邊，或

從這邊散步過去，覺得有一串的感覺 
     ●   

總  

計 

總斷句數: 32句 
1 1 10 8 2 8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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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平日遊客：老年女性(家庭主婦)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L1-02 環境蠻不錯的      ●   

L1-04 環境好ȃ空氣好     ● ●   

L1-05 感覺很休閒      ●   

L1-07 這邊感覺比較有安全感      ●   

L1-09 因為這邊有人潮     ●    

L1-10 感覺蠻舒服      ●   

L1-12 騎腳踏車比較多，特別來這邊運動   ●      

L1-13 當然喜歡阿，不然怎麼一直來      ●   

L1-14 單純的綠地 ●        

L1-15 蠻不錯的      ●   

L1-16 都會裡有這塊地算不錯      ●   

L1-18 這邊給人感覺蠻清爽的      ●   

L1-19 一些有水準的都會進駐到這邊      ●   

L1-20 來這邊遊玩的人應၎也蠻有水準      ●   

L1-21 不會像強烈的動作什麼的，都是柔柔的      ●   

L1-22 來這邊逛逛走走   ●      

L1-23 有的就去買一些東西    ●     

L1-26 然後這邊感覺從頭到尾都很清爽      ●   

L1-27 時常辦活動   ●      

L1-28 阿為什麼時常辦活動，就是因為這邊給人感覺蠻乾淨蠻清爽的   ●   ●   

L1-34 平地都是騎腳踏車   ●      

L1-35 我是很少，是帶狗才會騎   ●      

L1-36 阿不然我都散散步ȃ逛逛ȃ喝喝水   ●      

L1-37 這我們要鼓勵(街頭藝人)他阿   ●      

L1-41 景氣不好但多少可以求一些，蠻鼓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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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42 我會看表演   ●      

L1-45 有阿，我都是比如這邊有活動   ●      

L1-47 因為這邊愈晚愈舒服，給人感覺啦      ●   

L1-48 不會給人有一種恐懼感，不會啦      ●   

L1-49 就感覺很舒服，來這裡      ●   

L1-50 我們都到十一ȃ二點，也很不錯餒      ●   

L1-51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   

L1-57 阿所以我還是喜歡這邊      ●   

L1-59 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   

L1-61 基本上我是蠻喜歡的      ●   

L1-62 我覺得保持這樣狀況不錯      ●   

L1-65 阿就是現在這些東西比較雜一點(指著旁邊馬路旁的施工建築)       ●  

L1-71 感覺比較不舒服       ●  

L1-72 印象沒有那麼好       ●  

L1-74 我是覺得這邊很有自然風      ●   

L1-76 給人感覺很安全      ●   

L1-78 這邊的人基本上不會有大動作      ●   

L1-80 阿所以我喜歡來這裡      ●   

L1-87 像這邊我幾乎都沒看過，那麼久了      ●   

L1-91 所以我看這些人都不錯耶      ●   

L1-93 所以我蠻喜歡來這裡      ●   

L1-94 帶狗狗來這裡走走   ●      

L1-98 能把這一塊雞不拉ࡍ的地方弄成這樣      ●   

L1-99 我覺得蠻佩服，蠻用心的      ●   

總  

計 

總斷句數: 50句 
1 0 11 1 3 3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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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假日遊客：老年女性(上班族) 

斷 

句 

編 

號 

口語內容 

實質 

景觀 

知覺

景觀 

未來

發展 

造

景 

1 

設

置

物 

2 

活

動 

3 

周

邊

景

點 

4 

環

境

意

象 

5 

魅

力

因

素 

6 

減

分 

因

素 

7 

期 

待 

建 

議 

8 

M1-04 散步   ●      

M1-06 有時候慢跑   ●      

M1-07 參觀各種活動   ●      

M1-08 還蠻喜歡的      ●   

M1-09 綠地空間很多 ●     ●   

M1-10 辦的活動也都很有活力   ●   ●   

M1-11 還好，這樣比較有層次感，比較有變化      ●   

M1-12 覺得很有藝術氣息      ●   

M1-13 有悠閒的感覺      ●   

M1-14 比較有活力      ●   

M1-15 那裏的景觀不錯 ●     ●   

M1-16 綠地很多 ●        

M1-17 活動很多   ●      

M1-18 可以參與的很多      ●   

M1-19 他能讓人比較放鬆      ●   

M1-20 然後是一個很好休息的地方      ●   

M1-21 可以多辦一些藝文活動        ● 

M1-24 主要是辦活動   ●     ● 

總  

計 

總斷句數: 22句 
3 0 6 0 0 1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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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遊客問卷題項 

 

1.基本資料 (問題皆以勾選方式˥單選˦回答，唯獨最後一題為˥⏖複選˦̨ ) 

(1)請問您的性別？  

 (1)男   (2)女  
 

(2)請問您的年齡層？  

 (1)17歲以ᷲ   (2)18～24歲   (3)25～44歲   (4)45～64歲   (5)65歲以上  
 

(3)請問您的工作型態？  

 (1)學生   (2)上班族   (3)自由業   (4)家庭主婦(夫)   (5)待業中   (6)已退休  (7)⅝他  
 

(4)請問您最喜歡在哪個時段來草悟道？  

 (1)平日上午  (2)平日ᷲ午   (3)平日晚上   (4)假日上午   (5)假日ᷲ午   (6)假日晚上  
 

(5)請問您目前的居住地？  

 (1)台中市    台中以外： (2)⋾部地區(基、⋾、桃、竹、苗)   (3)中部地區(彰、投、雲、嘉)  

 (4)南部地區(南、高、屏)   (5)東部地區(宜、花、東)           (6)外島地區   (7)國外  
 

(6) 請問您到草悟道的交廘方式？  

 (1)汽車   (2)機車   (3)公車   (4)腳踏車   (5)步行  (6)⅝他  
 

(7) 請問您的車輛(包含汽機車、腳踏車)停放在？(無車輛免填)  

 (1)停車場   (2)誠品書局旁停車㠣   (3)附近巷子ⅎ  (4)⅝他  
 

(8) 請問您預計在㨢停留的時間？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空填⪩廗份問卷！本問卷目的在暸解遊客⫋㑺草悟道各方面的魅力評價Ʋ

請在閱讀完題目之後，勾選您寶貴的意見，以供本研究參考Ʋ  

問卷採不記⋋方式作答，僅供學術使用，個人資料不⫋外公開，請安心填⪩Ʋ 

敬祝您          闔家ⴱ安．旅途愉快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明石 博士  

研究生 䔻環禎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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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小時ⅎ   (2) 2-3小時   (3) 4-5小時   (4) 6小時以上   (5)住宿過夜  
 

(9)請問您的⋊行人數？(包含自己) 

 (1) 1人   (2) 2-5人   (3) 6-10人   (4) 10人以上  

 

 

(10)請問您曾經來過草悟道的次數？(包含本次)  

 (1)第1次   (2) 2-5次   (3) 6-10次   (4) 10次以上  
 

(11)請問您還會想再來草悟道的意願？  

 (1)不想再來   (2)⏖能再來   (3)偶爾會來(每2～3個㛯ⅎ)   (4)會常常來(每個㛯)  
 

(12)請問您前來草悟道的目的？(⊭複選)  

 (1)散步或運動   (2)怂街   (3)用餐   (4)參與當地活動   (5)周邊景點  (6)⅝他 

 

2.魅力因素 (勾選出草悟道⯴㖣您㭊面與負面的條件因素，並請各別以複選方式填寫˛) 

請問草悟道吸引您的魅力因素是？(⊭複選) 

 (1)周邊景點豐富  (2)自在的感覺    (3)休憩完善   (4)機能完備     (5)規劃完善   

 (6)具有安全感   (7)活動多元    (8)遮蔭佳    (9)景觀綠化得宜  (10)環境整潔  

 (11)商家型態  (12)活動容易親近  (13)具有文化、藝術氣息        (14)具有休敹感   

 (15)草悟道聚集的人群是迷人的     (16)⅝他 
 

請問草悟道讓您印象不佳的因素是？(⊭複選) 

 (1)元素單調      (2)垃圾桶設置不足   (3)夜間燈光昏暗   (4)停車場不足   (5)步行危險  

 (6)休憩設施不足  (7)周邊建築施工     (8)無障礙設計不足 

 (9)不安心感Ƌ草悟道上有人騎腳踏車、玩滑板ƌ     (10)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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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況評估  (每個假設條件需做出不⏳感受程度的回答，請以單選方式填寫完整˛) 

當該項條件要素具備時，您會感到… 當Ƽ有㨢條件ƽ時感到 當Ƽ無㨢條件ƽ時感到 具備的Ƽ重要程ⵤƽ 

喜歡：讓您感到喜歡Ʋ  

理所當然：您覺得是應該的Ʋ  

無所謂：您覺得沒有差別Ʋ  

能接受：雖不喜歡，但還⊭以忍受Ʋ  

不喜歡：讓您感到不喜歡Ʋ  

喜
歡 

理 

所 

當
然 

無 

所
謂 

能 

忍
受 

不 

喜
歡 

喜
歡 

理 

所 

當
然 

無 

所
謂 

能 

忍
受 

不 

喜
歡 

毫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㔬
廘 

重
要 

很 

重
要 

範例：草悟道具備足夠的諮詢服務Ʋ                

活動                

01.有舉辦爵士音樂節、街頭藝人等表演活動                

02.有適合活動的空間條件 

濑例如：散步、廙街、弉動濒 
               

03.草悟道有舉辦各項展覽活動                

04. 有舉辦各項藝文參與活動 

濑例如：⪩書法、千人彩繪風車濒 
               

周邊景點                

05.草悟道旁有商場型態的景點 

濑例如：誠品書局、勤美誠品、NOVA濒 
               

當該項條件要素具備時，您會感到… 當Ƽ有㨢條件ƽ時感到 當Ƽ無㨢條件ƽ時感到 具備的Ƽ重要程ⵤƽ 

喜歡：讓您感到喜歡Ʋ  

理所當然：您覺得是應該的Ʋ  

無所謂：您覺得沒有差別Ʋ  

能接受：雖不喜歡，但還⊭以忍受Ʋ  

不喜歡：讓您感到不喜歡Ʋ  

喜
歡 

理 

所 

當
然 

無 

所
謂 

能 

忍
受 

不 

喜
歡 

喜
歡 

理 

所 

當
然 

無 

所
謂 

能 

忍
受 

不 

喜
歡 

毫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㔬
廘 

重
要 

很 

重
要 

範例：草悟道具備足夠的諮詢服務Ʋ                

06.草悟道旁有藝文方面的景點 

濑例如：國立⊮灣美術館、勤美術館濒 
               

07.草悟道旁有教育性質的景點濑例如：科博館濒                

08草悟道周邊有文創老街濑例如：范特喜微創濒                

09.草悟道旁有更多不⋊類型的商家                

10.附近巷弄的規劃設計，擴大範圍後能更吸引人                

環境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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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草悟道的氛圍營造，具備迷人的魅力                

12.都市中的綠帶具備吸引人的特質                

13.Ƽ遊客的聚集ƽ使草悟道具有熱鬧的氛圍                

14.遊客具有⽞摐氣氛的感染力                 

15.豐富更多樣化的景觀生態，能增⅞‴魅力                

造景及設置物                

16.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17.草悟道的步道空間ⴱ坦好走、寬敞舒適                

18.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19.草悟道上有規劃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濑例如：水幕、水㯿、噴霧濒 
               

20.草悟道上的休憩設施是充足完善的                

21.設置多處垃圾桶，使遊客方便丟棄垃圾                

22.設置足夠的停車空間，使停放車輛更方便                

23.草悟道有足夠的諮詢服務提供協助                

期待草悟道能變得更有魅力的改善建議：  

 

 

本問卷到㭋結束，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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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遊客設置物問卷題項 

 

 
⊮中草悟道設置物 
滿意ⵤ問卷調查 

重要程ⵤ 

(㨢項設施的存在⫋㑺

草悟道來說是重要的

嗎?) 

滿意程ⵤ 

(⫋㑺㨢項設施目前的

滿意程ⵤ) 

非
常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尚
⊭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尚
⊭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草悟道上的休憩ⵥ椅是充足完善的           

2.草悟道上水的設施能為景觀增添魅力           

3.路燈為草悟道增添迷人的氣氛           

4.草悟道上的照明設備功能充足           

5.草悟道的步道空間ⴱ坦好走、寬敞舒適           

6.草悟道上的植栽造景具備迷人的魅力           

7.設置多處垃圾桶，使遊客方便丟棄垃圾           

8.公共藝術的美感及創造性           

9.旅遊導覽資訊充足且能提供協助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空填寫怀份問卷！本問卷目的在暸解怱客⯴㖣草悟道設置物重要程度及滿

意程度之評選，讀完題目之後，勾選您寶貴的意見，以供本研究參考˛  

問卷採不姿⏴方式作答，僅供學術使用，個人資料不⯴外公開，請安心填寫˛ 

敬祝您          闔家平安．旅途愉快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指⯵教授 陳㗵石 博士  

研究生 白環禎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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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性別   (1)男    (2)女  

(2)年齡   (1)17歲以ᷲ    (2)18～24歲    (3)25～44歲    (4)45～64歲    (5)65歲以上  

(3)工作型態 

 (1)學生   (2)上班族   (3)自由業   (4)家庭主婦(夫)   (5)待業中   (6)已退休  (7)⅝他  

(4) 請問您前來的交廘方式？  

 (1)汽車   (2)機車   (3)公車   (4)腳踏車   (5)步行  (6)⅝他  

(5)請問您前來草悟道的目的？(⊭複選)  

 (1) 散步或運動   (2)怂街   (3)用餐   (4)參與當地活動   (5)約會  (6)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