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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探討即時交通資訊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研究，較缺乏直接納

入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與路線移轉障礙等潛在變數。為釐清廣播資訊對高速公

路小汽車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關係，本研究採兩階段研究方法，首

先應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潛在變數，接著以結構方程模式確認潛在變數及其

間因果關係。針對行駛於高速公路基隆至新竹間的小汽車駕駛人進行問卷調

查，取得潛在認知與態度之有效樣本。模式分析結果顯示，駕駛人所認知的廣

播資訊價值與使用態度，顯著且正向影響路線移轉行為意向，至於路線移轉障

礙則會負向牽制改道意願，所提出模式假設經檢定後均成立。本研究並依據研

究結果探討其政策意涵，建議後續駕駛者資訊系統之改善方向。 

關鍵詞： 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路線移轉障礙、移轉行為意向、探索性因素

分析、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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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studies on drivers’ route switching behavior intentions did not 
discuss the effects of drivers’ acceptance of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switching barriers. We used a two-stage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on freeway drivers’ switching behavior 
intentions. First,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method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measurable variables in order to extract key latent variables. Then we 
appli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confirm these variables that 
affect drivers’ route switching intentions and to explore the causal effect between 
them. A relationship model for explaining drivers’ switching behavior intentions 
was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The questionnair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drivers traveling between Keelung and Hsinchu Cit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rivers’ acceptance of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switching barriers, and their 
route switching inten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and all the hypotheses we made have been confirmed. 
The main variables which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drivers’ switching 
behavior intentions are the perceived value and usage attitude of real-time 
information, while switching barriers negatively affect drivers’ switching 
behavior intention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traffic management suggestions 
about the content of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offered to drivers for traffic 
management agencies. 

Key Words: Acceptance of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Switching barrier; 
Switching behavior intentio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一、前 言 

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證實先進駕駛者資訊系統 (advanced driver information system, 

ADIS) 所提供的即時交通資訊，確實可以影響駕駛人的路線移轉決策，但在國內即時交通

資訊蒐集技術尚未發展成熟與普及應用之際，駕駛人所獲取的旅運資訊往往是片斷或不完

整，使得駕駛人在獲知資訊的同時，往往須根據經驗及加上自己的判斷或偏好，因此資訊

的提供可能產生 Ben-Akiva 等人 [1]
所指出的過度飽和  (over-saturation)、過度反映 

(over-reaction) 及集中 (concentration) 等三種負面效應，致使 ADIS 未必能發揮其應有成

效。此多半是因即時交通資訊內容是從管理者的供給角度提供，較少從需求面探討駕駛人

是否能接受即時交通資訊，使得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看法或期待，未必全然反映在實

質內容的提供上。 

過去探討即時交通資訊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影響的研究，多半於模式中假設一定比

率的駕駛人順從 (compliance) 資訊建議而改道 [2]
，近年來陸續也開始有研究將駕駛人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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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觀測的潛在變數 (包括認知、態度等) 納入行為模式中討論 [3-7]
，至於駕駛人對即時交

通資訊的接受度或者所認知的路線移轉障礙等心理感受與限制，則較少被具體納入行為模

式中討論。惟即時交通資訊對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需視駕駛人對該即時交通資訊的

接受程度而定，在駕駛人接受資訊後才會願意順從資訊內容的建議，才能真正對駕駛人的

路線移轉行為發生作用。 

然而，接受即時交通資訊的內容，卻不必然會順從其建議而改道，原因在於即時交通

資訊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雖可能存在正向的影響力，但也可能會有負向的阻力因素左右

駕駛人的決策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除了有必要深入剖析駕駛人對所獲得即時交通資訊

的接受度如何之外，亦需考量駕駛人在面臨改道決策時，可能需要額外付出的時間或努力

等內在認知的路線移轉障礙，這些均可能是影響駕駛人改道行為意向的關鍵因素。有關探

討接受度的研究文獻，資訊系統領域已提出科技接受度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的概念 [8-10]
，用來評估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硬體面的接受度，另外亦有研究著重於評

估所要執行交通政策或方案的接受度 [11-19]
；至於移轉障礙的概念，則多在其他領域的行為

研究中引用 [20-27]
，較少在路線移轉行為分析中視為潛在變數進行討論。據此，本研究將著

重於此議題，探討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接受度  (acceptance) 與路線移轉障礙 

(switching barrier) 等認知、態度之隱藏變數，分析正負向因素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 

(switching behavior intention) 的影響。 

從交通管理者的角度來看，了解影響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因素，將有助於解釋

交通資訊對駕駛人改道行為的影響性，有利於需求管理策略之調整。除了外在可量化的旅

運成本或旅運條件限制外，許多刺激改道動機的因素可能是主觀認知或態度等不易量化的

潛在變數所造成，而這些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過去研究多半被忽略，卻是主導駕駛人行

為的重要催化劑。因此，為了確實探究影響駕駛人對交通資訊需求的重要心理因素，確實

有必要深入的討論這些潛在變數如何影響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意向，因此本研究提出這

樣的一個研究架構，透過探索性與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納入交通資訊接受度和移轉障礙等

對交通資訊之正負向影響因子，建構此移轉行為意向的因果模式。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

重要影響因子之探索與驗證程序，確認潛在變數對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性，及變數間的因

果關係，並透過分群樣本的特性分析，俾利相關交通資訊改善策略之研擬。 

本文主要分為六個部分，首先說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與目的，第二部分則是回顧相

關移轉行為研究文獻，並定義資訊接受度與移轉障礙等潛在變數，第三部分則建構模式基

礎架構及提出研究假設，並說明本研究採用的方法與資料調查方式，第四部分則進行探索

性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第五部分説明相關的政策意涵，最後則是結論與建議。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藉由文獻回顧，探討影響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的重要因素，並回顧相關行為

研究，以定義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資訊接受度與路線移轉障礙等影響路線移轉行為意向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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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潛在變數。 

2.1 路線移轉行為 

為改善模式中僅考量量化因素無法充分解釋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近來已有許多研

究將駕駛人內在的認知與態度等隱藏變數納入行為模式中討論 [3-7]
，俾利有效地改善模式

的解釋能力。Khattak 等人 [3] 指出影響駕駛人改變習慣行駛路線意願的因素，包括擁擠的
時間和原因、擁擠資訊的來源、所接收擁擠資訊的正確性及可靠性、習慣和替代路線的旅

行時間和安全性、駕駛人的社會經濟特性和個性、旅次起迄點以及時間壓力、時間 (即白

天時間或晚上時間)、天氣狀況等，除了外在旅運條件影響之外，亦考量駕駛人認知資訊的

價值等影響因素。Madanat等人 [4] 則利用敘述性偏好問卷與羅吉特模式、線性結構關係模

式，發現在交通擁擠的狀況及交通資訊影響下，對於延滯有較低容忍度者，較容易接受交

通資訊且變換其習慣路徑，且提供的資訊越詳細，則有越多人變換其習慣路徑。 

路線移轉行為的影響變數，涉及道路屬性、旅次特性、運輸環境及駕駛者經驗與偏好

等方面，並非所有因素皆能具體被描述甚或加以量化，因此 Kroes 與 Sheldon [5] 針對個體
旅運需求選擇程序，提出三個屬可觀察變數之出發點 (如圖 1 )：第一是情境的限制，即本

身是否具有使用某種運輸設施的能力；第二是個人社經特性，包括性別、年齡、所得等；

第三個是運輸環境，如運輸設施特性。構建模式時，可將上述因子歸類為可觀察之變數。

其次階段為選擇者不可觀察的心理變數，包括了對情境限制的感受、對旅運替選方案的態

度及行為意向、對運輸環境評估的信念等，這些變數屬選擇者個人內部主觀且不易觀察的

變數，意即駕駛者的習慣與偏好，難以用定性或定量衡量。綜合上述外在可觀察變數與內

在不可觀察的心理變數，最後影響選擇者對選擇行為的判斷。 

 

圖 1 個體旅運需求選擇程序圖 [5] 

周榮昌等人 [6] 
研究即時交通資訊對高速公路使用者路徑選擇之影響，該研究應用線性

結構關係模式之子模式—測量模式，將無法直接被衡量之隱藏性變數 (例如態度、認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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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等) 連結至另一子模式—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當中，以求得

變數彼此之間的關係；最後，將所得到的隱藏性變數視為選擇模式之解釋變數，以更精確

地描述用路者之路徑選擇行為。 

董啟崇等人 [7] 
亦將無法量化的因素如認知、態度與偏好等真實駕駛人行為主觀因素，

轉化為隱藏變數處理，反映用路者個人行為內部 (implicit) 特性，由此了解駕駛人與車內

導引資訊系統所提供資訊的互動關係；利用圖示範例配合敘述性偏好問卷，探討旅運者在

熟悉及不熟悉路網環境，以及不同質量資訊型態組合下的決策行為機制、影響其路線決策

之因素及駕駛人之態度和認知問題的反映，再應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 LISREL)，歸納出駕駛人態度及認知之隱藏變數，並納入解釋變數中構建羅吉特選

擇模式。校估結果顯示即時交通資訊的提供，對駕駛人有正面的影響，且會因此增加其路

線移轉之傾向；駕駛人態度及認知特性，也會因路網環境的熟悉程度與決策點區段的不同

而有所變化。 

因此，除了個人的社會經濟條件及外在旅運條件之外，尚有許多不可量化的潛在變數

會左右駕駛者的改道決策，而上述研究也證實這些代表駕駛人內在認知與態度之變數，例

如對資訊正確性與可靠性的認知、對替選方案的態度等，均可能影響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

為意向，而這些潛在變數也較能真正表達駕駛人實際的看法與需求。 

2.2 接受度 

為能有效了解使用者的實際需求情況，近來有關系統設計或政策研擬的研究文獻
[8-19]
，著重於使用者「接受度」的評估。至於有關「接受度」尚缺乏明確概念、相關定義、

方法論及研究架構，一般所謂的「接受度」可表達許多概念，例如支持 (support)、同意 

(agreement)、可行性 (feasibility)、表達意見 (vote for)、滿意的反映 (favorable reaction) 等，

可定義為受訪者的態度，以及包括經歷策略後的行為反映 [11]
。 

Davis 等人 [8,10] 
於 1989 年提出科技接受模型 (TAM)，此模式係以理性行動理論為基

礎，針對科技使用行為而發展出的模型；透過一般化模式解釋 TAM 的決定性因素，經理

論驗證以解釋大部分科技使用行為。Davis [9] 
認為使用者的接受度通常是決定資訊系統成

功與否的關鍵因素，TAM 呈現為何使用者接受或拒絕資訊科技，以及系統特徵如何影響

使用者接受度。站在實用的角度來看，不僅要解釋為何系統未被使用者所接受，亦要了解

如何透過系統的設計，改善使用者的接受度。假設使用者預期使用系統的整體態度，為是

否使用該系統的主要決定因素，使用態度  (attitude toward using) 依次為認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及認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兩個信念的函數，認知易用性

影響認知有用性，系統設計特徵則透過對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的直接效果，間接影響

使用態度及實際使用行為，其關係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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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科技接受模型 [8] 

運輸策略要能成功實行的重要前提在於大眾的接受度 [11,16]
，近來有許多研究著重於探

討實施各種運輸政策之接受度 [11-19]
。Floyd等人 [12] 

針對美國兩大國家公園的觀光客進行環

境衝擊接受度的調查，利用因素分析法將 25 個問項萃取出 5 個主要影響接受度的因素，

該研究發現對環境考量程度越高者，對環境衝擊的接受度則越低。溫傑華、藍武王等人 [13]

則針對乘客對國道客運車輛下層設置座位或臥舖之接受度進行研究，利用排序普羅比模式 

(ordered probit models) 探討接受度之影響變數。 

Schade與 Schlag [11] 
以啟發式接受度模式 (heuristic acceptability model)，探討決定道路

定價策略的因素，以歐洲城市 952名駕駛人作為大眾接受度調查研究之實證對象，針對不

同都市運輸定價策略分析其接受度，並藉由構建接受度模式解釋接受度；調查研究結果顯

示駕駛人對定價策略的接受度很低，而影響接受度的因素包括社會標準、個人所得預期和

認知效果等變數，與訂價策略的接受度有正向關係，這些變數解釋約 40％的標準變異，此

種方式的解釋能力比過去直接包括社經變數還佳。Jakobsson等人 [14]
、Fujii等人 [15] 

及周榮

昌、劉祐興等人 [16] 
亦探討駕駛人對道路定價接受度之重要影響因素，並比較不同國家在

道路定價接受度上的差異 [15,16]
，當使用者對道路定價政策的接受度越高，該政策越有機會

成功地施行。 

Jou等人 [17] 
利用探討使用者內在的隱藏性變數，評估臺灣中山高實施高速公路高乘載

專用道之可行性；周榮昌、劉祐興等人 [18] 
應用排序普羅比模式，探討高速公路用路人對

於設置高乘載專用車道的接受程度，評估三種不同誘因方案對高乘載專用車道接受度之影

響。陳永霖  [19] 
則採用排序普羅比模式建立各運輸需求管理  (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TDM) 方案之接受度模式，歸納影響用路者接受意向之相關變數，並以多項

羅吉特模式及巢式羅吉特模式建構旅運行為選擇模式。 

當接受度越高時，系統運作或政策執行越容易達成，深究接受度將有助於更加了解需

求面，並有助於改善供給面的缺失。將此概念運用於交通資訊的提供上亦然，本研究所探

討駕駛人對交通資訊的接受度，可協助交通管理者了解駕駛人對目前所提供即時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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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程度，及接受度對路線移轉行為的影響，並了解可能影響接受度的相關因素，進一

步則可研擬改善方案以提高資訊接受度。 

2.3 移轉障礙 

有關移轉障礙 (switching barrier) 的探討，在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較多著墨， Jones

等人
[20,21] 

認為移轉障礙是當消費者預期要轉換服務對象或購買產品時，可能遭遇到的困難

程度或成本，並且會影響購買行為意向。Maute與 Forrester [22] 
則將移轉障礙視為改變替選

供應商之成本 (包括財務、時間或心理等成本)，其作用為抑制因子或避免改變心意的障

礙。潛在的移轉障礙因子可能包含搜尋成本、社會關係的減損、計畫成本、功能風險、替

選方案的吸引力及特殊利益損失等 [23]
，當這類因素的影響程度越高時，表示消費者越傾向

維持既有的選擇 [24]
，若要轉換購買對象，則需付出更多額外的時間、金錢或努力等成本，

因此移轉障礙的高低，將會是影響消費者行為意向的重要因素 [20]
。過去相關行銷研究中，

在探討消費者面臨決策時，可能會遇到一些外在環境或本身資源的限制因素，移轉障礙通

常是最常用的評估指標 [25]
。 

部分的消費者行為研究，則是希望透過提高移轉障礙，以維持既有顧客群的再購買意

願。對於消費者既有供應商而言，移轉障礙通常也包含忠誠度計畫效益，是設計用來勸阻

消費者改變供應商之策略，供應商可透過提供兩種不同的利益形式，提高消費者的移轉障

礙，一為供應商花費直接的財務成本 (例如提供消費者免費的商品)，另一種利益形式則透

過增強消費者對特殊地位的感覺，催化更高的情感連結和更深的忠誠度 [26]
。從相對的角度

來看，其他競爭的供應商則需思考如何降低消費者移轉障礙，以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轉移購

買。任維廉等人 [27] 
將移轉障礙納入探討影響國道客運乘客搭乘行為意向的重要潛在變

數，根據其所定義的移轉障礙包含人際關係、移轉成本和替代品吸引力等 [21,24,27] 
衡量因

子，對乘客行為意向各存在正、負向的影響關係。究竟要將移轉障礙視為正向因素或負向

因素，應視研究是從何觀點切入，站在欲紓解既有路線擁擠的交通管理者角度來看，應是

希望降低駕駛人的路線移轉障礙，提高改道的動機，因此本研究所定義的移轉障礙係屬負

向限制條件。 

移轉障礙的概念應用在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分析上，則較少被明確定義並具體

納入模式，本研究參酌其他領域的行為研究，判斷必然有某些內心潛在因素，會限制行為

者轉換其決策，並可運用於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研究上，此意味著必然有某些認知

障礙因素，限制駕駛人改道的動機。因此，本研究除了考量過去研究所著重的即時交通資

訊之正向影響效果之外，亦納入移轉障礙之負向影響效果一併討論，俾能更加完整地衡量

即時交通資訊對於駕駛人內在觀點的影響變數。 

2.4 文獻評析 

綜合上述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的研究，除了外在旅運環境及社經條件等影響變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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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模式中已納入有關駕駛人的認知、態度與偏好等隱藏變數，包括駕駛人所認知的交通

資訊正確性與可靠性、以及對替代路線的態度等不可觀測的心理變數，這些隱藏變數作為

模式的解釋變數，對於提升行為模式的解釋能力有明顯的幫助，藉由這些研究的回顧，有

助於本研究釐清交通資訊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之重要衡量變數。 

至於接受度和移轉障礙的概念，在相關行為研究領域已被重視討論，這兩個潛在變

數，均可能為影響選擇者決策行為的重要因素。檢視國內外在路線移轉行為的相關研究，

雖已逐漸重視隱藏在決策者內在的認知、態度等影響變數，惟較少研究即時交通資訊接受

度與路線移轉障礙等兩項重要的正負向因素，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然而，

在駕駛人面臨改道決策時，即時交通資訊對駕駛人所造成的影響實不容小覷，無論是引力

或者阻力因素，均可能顯著影響駕駛人改道決策的判斷。 

因此，本研究嘗試綜合過去研究所考量之影響路線移轉行為之隱藏變數，將這些衡量

變數以因素分析的結構化萃取方式，明確定義此兩種正負向因素，並將這些重要的潛在變

數，納入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模式中探討，以了解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接受

度，以及路線移轉時可能考量的障礙因素，並深究駕駛人內心主觀且不可觀測的影響因

子，對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產生之影響關係與程度，並針對不同樣本分群找出其差

異性，以增加路線移轉行為模式之完整性與解釋性。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除了衡量過去有關即時交通資訊對路線移轉行為影響之研究模式中，所假設一

定比率駕駛人對資訊建議的順從度外，並將駕駛人是否接受即時交通資訊，以及可能的路

線移轉障礙等心理層面感受指標納入研究架構。 

有關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的衡量，本研究參酌 Davis [8-10] 
所提出視使用態度為認知有

用性和認知易用性兩信念的函數之科技接受度模型，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駕駛人對資訊系

統軟體面的感受進行探討，因此選取認知有用性 (即認知價值) 和使用態度，作為衡量駕

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的關鍵因素，與硬體使用有關的認知易用性則不予納入。 

至於有關駕駛人內心對路線移轉障礙的主觀認定，在過去路線移轉行為相關研究中尚

缺乏明確定義，移轉障礙變數多半出現在消費者行為的研究中，本研究認為在駕駛人進行

改道決策判斷時，路線移轉障礙亦將為影響路線移轉行為意向之重要變數，故亦納入本研

究架構中討論。 

因此，本研究所建構之研究架構，即為探討駕駛人之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 (包括認知

價值及使用態度兩個構面) 與路線移轉障礙等因素，對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各構面

均有其衡量的認知指標或態度指標，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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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架構圖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圖，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移轉行為意向，將受到即時交通資訊

接受度與路線移轉障礙的影響，當駕駛人所認知的即時交通資訊價值較高、使用態度傾向

較強及路線移轉障礙較低時，均可能提高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順從程度，進而刺激駕

駛人路線移轉行為的意向。因此，本研究提出四項關係假設： 

H1：駕駛人所認知交通資訊的價值，對其使用態度有正向直接影響關係。 

H2：駕駛人所認知交通資訊的價值，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正向直接影響關係。 

H3：駕駛人使用交通資訊的態度，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正向直接影響關係。 

H4：駕駛人所認知的路線移轉障礙，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負向直接影響關係。 

3.2 資料分析方法 

有鑑於本研究所探討之「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與路線移轉障礙對路線移轉行為意向影

響」課題，於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之相關研究中較少論及，為建立衡量問項與潛在變數間

之歸屬關係，將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確認衡量問項與潛

在變數，作為本研究所建構研究架構的基礎模式。 

由於探索性因素分析無法有效地檢核量表的效度，如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及

判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等，故後續將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來驗證因果關係模式，透過檢驗外顯變數 (manifest variables) 是否可充分

地衡量潛在變數 (latent variables)，以確認其歸屬關係，並改善模式之配適度。 

本研究將選擇結構方程模式 (SEM) 進行相關聯變項間之因果關係分析，由於潛在變

數無法直接衡量，必須透過外顯變數間接推測，其方法係利用外顯變數之相關係數矩陣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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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模式中潛在變數間關係。本研究以 SPSS 軟體作為探索性因素分析之校估工具，至於驗

證性因素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之校估，則採用 LISREL軟體。 

3.3 問卷設計與衡量問項 

由於國內駕駛人於高速公路上接收即時交通資訊的管道，除了路側可變訊息標誌  

(variable message signs, VMS) 外，八成以上的駕駛人是透過車內的廣播交通報導 (radio 

traffic reports, RTR) 獲知即時交通資訊 [28]
，為使受訪者明確表達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意見，

本研究所設計之問卷內容，將以評估駕駛人對廣播所報導的交通資訊之看法為主。 

本研究針對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認知價值與使用態度，及路線移轉障礙、路線移

轉行為意向等潛在感受，共設計衡量問項 13 題，如表 1 所示。問卷中的問項依題意採正

向敘述，詢問駕駛人對各敘述的同意程度，利用 Likert五點尺度衡量，分別為「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及「非常同意」。本研究將完成的問卷進行前測，

並依受訪者意見修改問項，修改後之衡量問項如表 1所示。 

表 1  衡量問項 

題號 衡 量 問 項 

V1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描述夠詳細 

V2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更新速度夠快 

V3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能幫助您預估所需行車時間 

V4 高速公路塞車時，廣播能明確指示替代路線 

V5 開車在高速公路上，收聽廣播路況報導對您開車非常重要 

V6 只要是一上高速公路，您就會收聽廣播了解路況 

V7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時，您會想要收聽廣播了解路況 

V8 您對其他替代路線熟悉 

V9 您認為塞車時要去了解如何改走替代路線很麻煩 

V10 您認為塞車時改走替代路線反而會花費更多時間 

V11 
開車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即使獲知如何改走替代路線的完整資訊，您仍然會

維持原來的行駛路線  

V12 您常因收聽廣播得知「前方塞車資訊」而改走替代路線 

V13 您常因聽從廣播「替代路線建議」而改道 

 

3.4 資料調查 

本研究將以高速公路的小汽車駕駛人為研究對象，考量受訪者所行駛路網環境的熟悉

性與所接收交通資訊內容的相似性，並參考高速公路管理局交通資訊系統所劃分的北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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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範圍，將研究地區界定在臺灣北部高速公路之基隆至新竹間，研究對象則以居住且行駛

於基隆至新竹間的小汽車駕駛人為主。問卷調查重點在於評估受訪者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接

受度與路線移轉障礙，以及其對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並進一步蒐集受訪者之社經特

性 (如性別、年齡、教育水準及所得等)，除有助了解樣本結構之外，後續並依研究需要區

分不同的樣本群體，俾利各群體間之差異性分析。 

由於要精確掌握北部高速公路小汽車駕駛人旅次數量與特性等母體資料實有困難，故

無法採用機率抽樣  (probability sampling) 方式，因此本研究採用常用的便利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與配額抽樣 (quota sampling) 方式。便利抽樣方式較為經濟且方

便，研究者可自由的選擇受訪樣本，包括朋友、鄰居或路上遇到的人等，此方式適用於前

期解釋性的研究；至於配額抽樣則可改善樣本代表性的問題，根據對母體分配的推斷，可

依性別、教育水準或年齡等社會經濟條件之類別進行比率抽樣 [29]
。本研究初步是透過網路

問卷寄送的方式取得樣本，惟因網路使用者會有年輕化和高教育水準的傾向，因此搭配在

高速公路休息站面訪調查的方式，以增加高齡者與教育水準較低者的樣本數，並參考國內

相關路線移轉行為研究調查之樣本結構 [6,7,28,30] (如表 2)，取得較為合理的樣本社經分布。

經兩次初調了解受訪者意見後，對初調時原問題語意不清或困擾不明之處均予以修飾調

整，並刪除不適切的問題，最後才進行正式問卷調查，此問卷調查於 2005年 8月間進行，

所取得之有效分析樣本，將作為後續各項統計分析及模式建構之基礎資料。 

表 2 國內相關研究調查之樣本結構 

周榮昌等人[6] 董啟崇等人[7] 張美香等人[30] Jou 等人[28] 文獻 

項目 類別 比率 類別 比率 類別 比率 類別 比率 

男 77% 男 60% 男 52.2% 男 84.6% 
性別 

女 23% 女 40% 女 47.8% 女 15.4% 

20 歲以下 4% 18~30 歲 53.2% 18~30 歲 32.9% 

31~40 歲 26.3% 31~40 歲 40.0% 20~65 歲 98% 
21~50 歲 92% 

41~50 歲 11.2% 41~50 歲 19.7% 
年齡 

其他 2% 51 歲以上 4% 51 歲以上 9.3% 51 歲以上 7.4% 

國中以下 － 國中以下 4% 國中以下 3.2% 

高中職 33% 高中職 23% 高中職 16.9% 
高中職以下 30.9% 

大學專科 45% 大學專科 62% 大學專科 59.4% 大學專科 60.0%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 研究所以上 11% 研究所以上 19.4% 研究所以上 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回收的問卷數共 539份，扣除無效問卷後，獲得有效問卷數 528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97.96%，其中網路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402份，面訪調查的有效問卷則為 126份，

此兩種不同抽樣來源的有效樣本數比率約為 3：1。本研究所獲得的有效樣本數符合 LIS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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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所要求的理想樣本數大於 200的原則 [31]
，也避免過大樣本數可能造成模式無法收斂的

缺點 [32]
。 

四、結果分析 

4.1 樣本結構與初步分析 

茲將所回收高速公路小汽車駕駛人有效問卷樣本之社會經濟特性統計摘述於表 3，以

男性居多 (337人，占 63.83%)，年齡主要集中於 25~34歲與 35~44歲 (230人、136人，

共占 69.32%)，教育程度則多為大專與研究所以上學歷  (241人、124人，共占 69.13%)，

個人月所得以 2~4萬與 4~6萬為主 (180人、177人，共占 67.61%)，實際開車經驗多為 10

年以上 (260人，占 49.24%)。至於受訪者使用高速公路的狀況，最常行駛高速公路的頻率

為至少一星期 1次，共占 51.70% (273人)；最常行駛高速公路的旅次目的，分別為旅遊 (145

人，占 27.46%)、探親訪友 (132人，占 25.00%)、上班 (111人，占 21.02%) 及商務洽公 (98

人，占 18.56%)。 

4.2 探索性因素分析 

(一) 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進行構面萃取，選取特徵值大

於 1的共同因素，並利用最大變異法直交轉軸估計因素負荷量，結果如表 4所示。主成分

分析結果與本研究假設架構一致，共分為認知價值、使用態度、移轉障礙及移轉行為意向

四個因素。認知價值包括 V1 ~ V4 共四題問項，係為衡量駕駛人對所獲知即時交通資訊的

詳細度、更新速度、預估行車時間及明確指示替代路線等有關資訊有用性的看法；使用態

度則包括 V5 ~ V7 三題問項，係評估駕駛人行駛於高速公路時，對即時交通資訊的使用態

度；移轉障礙則是駕駛人行駛於高速公路時，降低其改道意向的障礙因素，V8 ~ V10 三題

問項係衡量包括駕駛人對替代路線熟悉度、是否覺得改道麻煩或甚至更耗時等；路線移轉

行為意向則由 V11 ~ V13三題問項衡量，係評估駕駛人在高速公路上獲知塞車及建議改道資

訊後，選擇改道的意向。 

(二) 信度分析 

為了評估探索性因素分析所獲得之各因素是否具有可信度，本研究以 Cronbach所創的

α係數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檢測測量結果是否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一般而言，各因素

之 Cronbach’s α係數至少要超過 0.6 [33]
；Cronbach’s α係數值大於 0.7以上最好，表示該

量表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與精確性 [34]
。本研究分析各因素之 Cronbach’s α係數均大於 0.7

或 0.8以上，表示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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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訪者之社會經濟特性與高速公路使用狀況 

項  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男 337 63.83 
性別 

女 191 36.17 

24 歲以下 37 7.01 

25~34 歲 230 43.56 

35~44 歲 136 25.76 

45~54 歲 54 10.23 

55~64 歲 41 7.77 

年齡 

65 歲以上 30 5.68 

國中以下 61 11.55 

高中職 102 19.32 

大學專科 241 45.64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124 23.48 

2 萬元以下 57 10.80 

2~4 萬元 180 34.09 

4~6 萬元 177 33.52 

6~8 萬元 68 12.88 

個人月所得 

8 萬元以上 46 8.71 

1 年以下 42 7.95 

1~3 年 71 13.45 

4~6 年 85 16.10 

7~9 年 70 13.26 

實際開車經驗 

10 年以上 260 49.24 

每天 1 次 87 16.48 

兩、三天 1 次 79 14.96 

一星期 1 次 107 20.27 

兩星期 1 次 68 12.88 

一個月 1 次 73 13.83 

最常行駛高速公路 

的頻率 

很少 114 21.59 

上班 111 21.02 

商務洽公 98 18.56 

探親訪友 132 25.00 

旅遊 145 27.46 

最常行駛高速公路 

旅次目的 

其他 42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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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量 
問  項 認知

價值 
使用

態度 
移轉

障礙 
移轉行

為意向 

V1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描述夠詳細 

V2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更新速度夠快 

V3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能幫助您預估所需行車

時間 

V4 高速公路塞車時，廣播能明確指示替代路線 

0.870 

0.897 

0.532 
 

0.773 

   

V5 開車在高速公路上，收聽廣播路況報導對您開車非

常重要 

V6 只要是一上高速公路，您就會收聽廣播了解路況 

V7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時，您會想要收聽廣播了解

路況 

 

0.871 
 

0.827 

0.784 
 

  

V8 您對其他替代路線熟悉 

V9 您認為塞車時要去了解如何改走替代路線很麻煩 

V10 您認為塞車時改走替代路線反而會花費更多時間 

  

0.690 

0.819 

0.761 

 

V11 開車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即使獲知如何改走替

代路線的完整資訊，您仍然會維持原來的行駛路線  

V12 您常因收聽廣播得知「前方塞車資訊」而改走替代

路線 

V13 您常因聽從廣播「替代路線建議」而改道 

   

0.722 
 

0.880 
 

0.862 

 

此外，使用信度分析篩選問項時，應先檢視項目總相關值 (item-total correlation)，以

辨別每一問項與同一因素其他問項的關聯性，若該問項之題目總相關值偏低 (小於 0.4) 或

呈現負值時，則應考慮刪除該問項，此係數越高，表示該問項和同一因素其他問項間的一

致性越高。之後再檢視各問項，若刪除該問項可提高 Cronbach’sα係數時，則亦可考慮刪

除該問項；當上述兩者均成立時，則該問項應予刪除。故本研究刪除移轉障礙之 V8問項，

及移轉行為意向 V11問項，刪除後移轉障礙因素之 Cronbach’sα係數為 0.781，移轉行為意

向因素之 Cronbach’sα係數則提高至 0.861 (見表 5)，刪除後各因素之衡量問項整理如表 6。 

4.3 模式驗證分析 

(一)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確認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之潛在變數與外顯變數間歸屬關係，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

分析法檢測問項與因素之信度與效度，模式包括認知價值、使用態度、移轉障礙與移轉行

為意向等 4個潛在變數，以及 11個外顯變數。 

由表 7可知，本研究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50 ~ 0.80間，均符合需介於 0.5至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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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
[35]
，且在顯著水準 p < 0.001下，t值均顯著。至於個別問項信度的值，則為因素負

荷量的平方，若該值越大，代表其解釋能力越佳，大部分問項之項目信度大致符合 0.6 的

標準，認知價值之衡量問項第 4 題的項目信度略低，由於本研究問卷係著重於心理層面的

問項，受訪者內心感受差異較大，使得部分項目信度偏低，為避免忽略重要變項，不致使

模式設定產生偏誤 [36]
，因此因素負荷量已達標準的顯著性問項，仍維持於模式中討論；至

於四個構面信度的數值介於 0.662 ~ 0.772間，亦符合 0.6以上的標準，顯示模式信度表現

良好。 

表 5 項目總相關係數與信度係數 

Cronbach’s α 
因素 問項 項目總相關值 

項目刪除後 原係數 標準化係數 

V1 0.672 0.708 

V2 0.714 0.687 

V3 0.530 0.727 認知價值 

V4 0.621 0.731 

0.792 0.798 

V5 0.754 0.655 

V6 0.675 0.742 使用態度 

V7 0.583 0.812 

0.813 0.816 

V8 0.369 0.781 
V9 0.639 0.450 移轉障礙 

V10 0.568 0.548 

0.702 0.699 

V11 0.572 0.861 
V12 0.760 0.668 移轉行為意向 

V13 0.712 0.724 

0.822 0.824 

表 6 各因素之衡量問項 

因  素 衡量問項 

1.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描述夠詳細 

2.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更新速度夠快 

3.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能幫助您預估所需行車時間 
認知價值 

4.高速公路塞車時，廣播能明確指示替代路線 

5.開車在高速公路上，收聽廣播路況報導對您開車非常重要 

6.只要是一上高速公路，您就會收聽廣播了解路況 使用態度 

7.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時，您會想要收聽廣播了解路況 

8.您認為塞車時要去了解如何改走替代路線很麻煩 
移轉障礙 

9.您認為塞車時改走替代路線反而會花費更多時間 

10.您常因收聽廣播得知「前方塞車資訊」而改走替代路線 
移轉行為意向 

11.您常因聽從廣播「替代路線建議」而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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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需檢測 χ
2/df值，以及其他配適度指標，如 GFI、AGFI、RMR、

NFI、NNFI與 CFI。一般而言，χ
2/df必須小於 5，GFI、NFI、NNFI與 CFI的值須大於 0.9，

才可視為具有理想的配適度
[37]
，至於 RMR的值則必須小於 0.05。 

本研究模式的配適度結果如表 8，其卡方值具顯著水準，χ
2/df = 2.088，p < 0.0001，顯

示模式與資料間仍有些微差異，但屬可接受範圍。其他配適度指標表現為：GFI值為 0.95、

NFI值為 0.94、NNFI值為 0.95、CFI值為 0.97，均符合大於 0.9的配適標準，而 RMR值

為 0.041，亦達小於 0.05 的要求。整體而言，此模式之配適度指標均達理想數值，因此模

式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 

表 7 驗證性因素分析校估結果 

信度 
因素 衡量問項 

因素 

負荷量 
t 值 

項目 構面 

1.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描述夠詳細 0.777 12.64*** 0.604 

2.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內容更新速度夠快 0.796 11.09*** 0.634 

3. 廣播報導的高速公路路況，能幫助您預估所需行車時間 0.747 11.85*** 0.558 
認知價值 

4. 高速公路塞車時，廣播能明確指示替代路線 0.682 9.26*** 0.465 

0.772 

5. 開車在高速公路上，收聽廣播路況報導對您開車非常重

要 
0.769 13.24*** 0.591 

6. 只要是一上高速公路，您就會收聽廣播了解路況 0.765 13.18*** 0.585 
使用態度 

7.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時，您會想要收聽廣播了解路況 0.823 8.35*** 0.677 

0.752 

8. 您認為塞車時要去了解如何改走替代路線很麻煩 0.894 7.33*** 0.799 
移轉障礙 

9. 您認為塞車時改走替代路線反而會花費更多時間 0.836 8.80*** 0.699 
0.716 

10. 您常因收聽廣播得知「前方塞車資訊」而改走替代路線 0.887 13.68*** 0.787 移轉行為

意向 11. 您常因聽從廣播「替代路線建議」而改道 0.885 13.03*** 0.783 
0.662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 < 0.001。 

表 8 驗證性因素配適度分析 

χ
2 df χ

2/df GFI AGFI RMR NFI NNFI CFI 

79.35 38 2.088 0.95 0.91 0.041 0.94 0.95 0.97 

註[36,37]：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RMR=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NFI=Normed Fit Index; NNFI=Non-Normed Fit Index; 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二) 路徑分析 

經上述驗證性因素分析獲致良好的配適度後，再以路徑分析檢定各潛在變數間之因果

關係，了解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接受度 (包括認知價值與使用態度)、路線的移轉障礙

與移轉行為意向間的路徑係數與因果關係 (如表 9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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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結果顯示，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所認知的價值 (PV)，對其使用態度 (UA) 有顯

著的影響，至於駕駛人認知資訊的價值 (PV)、使用態度 (UA) 及移轉障礙 (SB)，對移轉

行為意向 (SBI) 亦存在顯著的影響關係；其中使用態度為所謂的「中介變項」 (mediation 

variable)，意即雖然認知價值會直接影響移轉行為意向，但透過使用態度，更可說明認知

價值對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關係。errorvar 表示方程式殘差項之變異數，若該值越小表示

殘差項之變動程度越小，結構方程式之解釋能力則越佳。 

UA = 0.38 × PV                                       errorvar = 0.34 

SBI = 0.14 × PV＋0.30 × UA－0.40 × SB                errorvar = 0.38 

認知價值和使用態度對移轉行為意向有正向的影響關係，移轉障礙對移轉行為意向則

為負向的影響關係，符合先驗知識，表示路線移轉障礙愈高，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意向

會愈低；惟值得注意的是，移轉障礙對移轉行為意向的路徑影響係數值 (−0.40) 高於使用

態度 (0.30)，顯示該阻力因素對駕駛人改道意向影響甚鉅，這也說明了為何一般駕駛人雖

接受交通資訊，但卻不必然順從資訊建議而改道。 

表 9 整體模式路徑分析結果 

變項 假設 標準化路徑係數 t-value 
使用態度 (UA)  

認知價值 (PV)  
 

H1 
 

0.38 
 

7.15*** 
移轉行為意向 (SBI)  

認知價值 (PV)  
使用態度 (UA)  
移轉障礙 (SB)  

 
H2 

H3 

H4 

 
0.14 
0.30 

−0.40 

 
5.05*** 
5.55*** 

−7.50***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 < 0.001。 

 

圖 4 整體模式之主要變數及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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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樣本分群分析 

本研究依受訪者「性別差異」、「年齡差距」、「行駛高速公路頻率」及「行駛高速

公路旅次目的」進行樣本分群分析，以探討廣播資訊對不同社經特性及旅運特性的駕駛

人，於改道行為意向可能存在的差異。由於上述已針對整體模式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因

此對於分群樣本，將直接採用整體模式驗證結果進行路徑分析。 

有關性別及年齡之路徑分析結果如表 10所示，性別依男女分群 (圖 5)，而為避免樣本

群區分過多，及考量分析樣本數的足夠性 (SEM分析樣本數至少需大於 50) [32]
，年齡則以

合併接近的年齡組別來分群，依年齡歲數相似性大致區分為三群 (圖 6)：第一群為年輕族

群 (24歲以下與 25 ~ 34歲)、第二群則為青壯年族群 (35 ~ 44歲與 45 ~ 54歲)、第三群為

年長族群 (55 ~ 64歲與 65歲以上)。各分群模式之路徑係數均存在顯著影響關係，認知價

值正向影響使用態度，認知價值及使用態度對路線移轉行為意向，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關

係，移轉障礙則負向影響路線移轉行為意向。 

表 10 性別及年齡樣本分群路徑分析結果 

性別分群模式 年齡分群模式 
變項 

整體 

模式 男 女 年輕 青壯年 年長 

使用態度 (UA)  

認知價值 (PV)  

 

0.38*** 

 

0.38*** 

 

0.38*** 

 

0.43*** 

 

0.41*** 

 

0.26* 

移轉行為意向 (SBI)  

認知價值 (PV)  

使用態度 (UA)  

移轉障礙 (SB)  

 

0.14*** 

0.30*** 

−0.40*** 

 

0.10*** 

0.34*** 

−0.37*** 

 

0.18** 

0.21* 

−0.43*** 

 

0.16*** 

0.20* 

−0.37*** 

 

0.19*** 

0.32** 

−0.34*** 

 

0.17* 

0.38*** 

−0.57***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 < 0.0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 < 0.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

準 p < 0.1。 

 

就性別分群模式之路徑係數來看，對移轉行為意向的路徑影響係數中，女性 (−0.43) 

所認知的移轉障礙明顯高於男性 (−0.37) 及整體模式 (−0.40)，且女性對資訊的使用態度

也偏低，顯示女性在面臨改道決策時，容易受限於資訊取得性及替代路線不確定性之顧

慮；至於不同年齡差距之路徑影響係數，年長者 (−0.57) 對移轉障礙的認知遠高於年輕族

群 (−0.37)、青壯年族群 (−0.34) 及整體模式 (−0.40)，且其所認知的移轉障礙阻力因素影

響程度，遠超過資訊接受度 (認知價值與使用態度) 的引力因素，因此提供即時交通資訊，

並不易刺激年長者的改道意向。 

本研究依受訪者行駛高速公路頻率的不同分為兩群，一群為每天均需行駛高速公路的

通勤者，其餘受訪者則歸為另一非通勤者樣本群；至於旅次目的則主要針對工作、商務洽

公、探親訪友及旅遊等四種樣本群分析。各分群模式中路徑係數亦均存在顯著影響關係 (見

表 11及圖 7、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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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圖 5 性別樣本分群路徑係數 

 
年輕                                      青壯年 

 
年長 

圖 6 年齡樣本分群路徑係數 

 
通勤者                                     非通勤者 

圖 7 行駛頻率樣本分群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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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商務洽公 

 
探親訪友                                      旅遊  

圖 8 旅次目的樣本分群路徑係數 

表 11 行駛頻率及旅次目的樣本分群路徑分析結果 

行駛頻率分群模式  旅次目的分群模式 
變項 

整體 

模式 通勤者 非通勤者 工作 商務洽公 探親訪友 旅遊 

使用態度 (UA)  

認知價值 (PV)  

 

0.38*** 

 

0.28* 

 

0.40*** 

 

0.44*** 

 

0.26* 

 

0.32** 

 

0.35*** 

移轉行為意向 (SBI)  

認知價值 (PV)  

使用態度 (UA)  

移轉障礙 (SB)  

 

0.14*** 

0.30*** 

−0.40*** 

 

0.08* 

0.35** 

−0.32* 

 

0.16*** 

0.29*** 

−0.40*** 

 

0.08* 

0.33** 

−0.28* 

 

0.29*** 

0.40*** 

−0.52*** 

 

0.21*** 

0.38*** 

−0.38*** 

 

0.17* 

0.15* 

−0.36***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 < 0.0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 < 0.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 < 0.1。 

 

對移轉行為意向的路徑影響係數，通勤者對即時交通資訊之認知價值明顯偏低，使用

態度之路徑係數卻高於非通勤者，顯示每日行駛高速公路且經常收聽廣播的駕駛人，對交

通資訊內容最為不滿意；工作旅次的分群模式結果類似通勤者，其所認知的資訊價值偏

低，明顯低於其他旅次目的和整體模式，亦可說明經常收聽廣播的駕駛人，對資訊價值的

評價均偏低，惟其移轉障礙路徑係數均低於整體模式和其他樣本群，可能與其對資訊使用

及替代路線之高熟悉度有關，因此未來可透過資訊價值的提升，影響這群大部分在尖峰時

間通勤的高速公路高頻率使用者，增加其移轉行為意向。 

商務洽公旅次之移轉障礙係數偏高，但其認知價值和使用態度係數高於整體模式及其

他旅次，顯示此樣本群並非受限於資訊的取得性，主要應是考量抵達目的地等旅運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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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衡量若改走其他替代路線反倒會花費更多時間。旅遊旅次之使用態度的路徑係數偏

低，可能與此種旅次無時間急迫性，且通常行駛高速公路時路況較不擁塞有關，因此較少

使用廣播收聽交通資訊。 

4.4 小結 

本研究經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出即時交通資訊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之主要潛

在影響變數，包括認知價值、使用態度、移轉障礙及移轉行為意向等，再經驗證性因素分

析，確認這些潛在變數與其衡量之外顯變數間的歸屬關係成立，並以路徑分析檢定各潛在

變數間之正負向因果影響關係。 

就整體模式及各樣本分群模式，本研究針對先前所提出的四個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分

析結果分述於後： 

1. 所有模式分析結果，均顯示駕駛人所認知的交通資訊價值，對其使用態度有正向直接影

響 (H1)。 

2. 所有模式分析結果，均顯示駕駛人所認知的交通資訊價值，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正

向直接影響 (H2)。 

3. 所有模式分析結果，均顯示駕駛人使用交通資訊的態度，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正向

直接影響 (H3)。 

4. 所有模式分析結果，均顯示駕駛人所認知路線移轉的障礙，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負

向直接影響 (H4)。 

依據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四項研究假設經檢定均具一致性，所有模式之假

設均成立 (如表 12)，無論在整體模式或性別、年齡、行駛頻率及旅次目的的樣本分群模式，

均顯示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接受度 (認知價值與使用態度)，將會正向的影響其路線移

轉行為意向，認知價值會正向影響使用態度，駕駛人所認知的移轉障礙會負向的牽制其路

線移轉行為意向。 

根據上述因素分析與模式路徑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影響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

重要因素，可以從幾個向度來剖析： 

1. 對交通資訊品質的評價 

當所提供交通資訊的品質獲得駕駛人認可時，除了會正向反映在其對資訊的使用態度

上，也會加深駕駛人對該資訊內容的信賴感，進而影響其改道意願。 

2. 替代路線資訊的取得性 

有關塞車描述性的資訊 (例如：行駛車速、旅行時間、塞車原因和回堵長度等) 較易

被駕駛人所接受；惟一旦涉及有關導引性的資訊 (即如何改走替代路線等)，駕駛人對資訊

的接受度就不必然會很高，除了替代路線資訊的呈現是否明瞭易懂之外，替代路線的規劃

也須能獲駕駛人認同，此將反映在移轉障礙的負向影響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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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研究假設分析結果 

樣本分群模式 
性別 年齡 行駛頻率 旅次目的 

 
分析結果 

 
 

研究假設 

整體
模式 

男 女 年 
輕 

青
壯
年 

年
老 

通
勤
者 

非通
勤者 

工
作 

商務 
洽公 

探親
訪友 

旅
遊 

H1：駕駛人所認知交通資訊的價值，

對其使用態度有正向直接影響

關係。 
○ ○ ○ ○ ○ ○ ○ ○ ○ ○ ○ ○ 

H2：駕駛人所認知交通資訊的價值，

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正向

直接影響關係。 
○ ○ ○ ○ ○ ○ ○ ○ ○ ○ ○ ○ 

H3：駕駛人使用交通資訊的態度，對

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正向直

接影響關係。 
○ ○ ○ ○ ○ ○ ○ ○ ○ ○ ○ ○ 

H4：駕駛人所認知的路線移轉障礙，

對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有負向

直接影響關係。 
○ ○ ○ ○ ○ ○ ○ ○ ○ ○ ○ ○ 

註：○表該項研究假設成立 

 

3. 旅運本身的限制條件 

當排除交通資訊可能帶來的影響，駕駛人該趟旅次的特性，亦是影響路線移轉行為意

向的關鍵因素，將反映在移轉障礙對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中。若駕駛人對於是否要改走替

代路線，會考量到達旅次目的地所行駛的距離是否會增加，或者行駛的時間是否會加長，

以及旅次目的之急迫性等。由於交通資訊對駕駛人的助力，並不易克服旅運本身的限制條

件，這也導致駕駛人即使在滿意交通資訊品質的情況下，仍會選擇維持行駛原路線的重要

原因。 

4. 駕駛人社經特性的差異 

不同的性別、年齡、行駛頻率等分群樣本，對於移轉行為意向亦會有不同的考量。例

如：女性、年長者移轉障礙較高，不容易受交通資訊影響而改道，偏好淺顯易懂的導引資

訊；男性則較不滿意現況的廣播資訊品質，但會習慣主動收聽廣播報導，屬於需求殷切但

不被滿足者；經常行駛高速公路的駕駛人，或者經常遭遇塞車經驗者，對交通資訊的需求

最高，雖然最常使用交通資訊，但對現況的資訊品質大多甚不滿意，只有提供完整清楚可

靠的替代路線資訊，才能提高其改道機會。 

五、政策意涵 

當高速公路塞車時，交通管理者為了達到紓解車流改善擁擠的目的，可利用廣播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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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資訊顯示設備提供即時交通資訊，以刺激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意向，因此須思考如何

整體提升駕駛者資訊系統的品質，以提高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接受度，並降低駕駛人

認知的移轉障礙。雖然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駕駛人對廣播資訊的看法，惟分析結果仍可作為

國內高速公路相關交通資訊系統改善之參酌。以下針對本研究調查樣本之分析結果及衍生

的政策意涵予以說明，並提出交通管理上之建議。 

5.1 整體模式 

根據本研究所建構之整體模式可知，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使用態度 (0.30) 與移轉

障礙 (−0.40)，為影響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最主要的因素，其中駕駛人所認知資訊的價值 

(0.38) 是影響其使用態度的關鍵因素，因此，為了讓即時交通資訊所提供的改道建議，確

實對駕駛人發揮作用，交通管理者首要的課題應在改善交通資訊品質，以提高駕駛人對交

通資訊系統的使用率與對交通資訊內容的接受度，並克服移轉障礙，進而順從改道建議以

避開塞車路段。 

為有效執行提供即時交通資訊的管理手段，以提高駕駛人順從資訊而改道的意願，可

從提高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與降低路線移轉障礙來思考，重點均在於改善所提供交通資訊

的品質，當駕駛人認知資訊價值提升後，必然會明顯增加其資訊使用率，當提供更符合駕

駛人需求的即時交通資訊後，自然會降低其認知的移轉障礙。針對即時交通資訊的提供，

本研究提出以下改善建議： 

1. 提供詳細的交通資訊內容 

對於駕駛人而言，資訊的詳細度若不足以協助其判斷路網交通狀況，則這些不充分的

訊息，反而會讓駕駛人產生懷疑或混淆的疑慮，無助於協助駕駛人調整路線決策。至於所

謂詳細的交通資訊內容，應能提供行駛路線及替代路線之路況詳細報導，例如：行駛車速、

區間行車時間、事件發生原因、時間和里程、事件處理狀況或排除估計時間、車陣回堵長

度等資訊項目。詳細的交通資訊內容可協助駕駛人預估行車時間，並考量自身旅運限制，

比較其行駛路線與替代路線的路況，評估改道是否可節省其行車時間。 

為了解駕駛人對不同交通資訊項目之重要性看法，本研究同時調查受訪者對不同交通

資訊項目的優先性排序，統計結果如表 13 所示。近四成的受訪者最關心的交通資訊項目

是「塞車路段的車速和行車時間」、「塞車原因和回堵長度」居次、其次依序為「預測塞

車排除時間」、「如何行駛至替代路線」及「替代路線的車速和行車時間」等。值得注意

的是，受訪者對於是否塞車、塞車原因、塞車程度及何時排除較為關心，顯示駕駛人偏好

完整塞車資訊的掌握，此類資訊項目將有助於其判斷是否能繼續忍受塞車或評估是否須調

整旅運決策，亦能協助減輕塞車時不確定性的焦慮感。因此，建議交通管理者在交通資訊

項目的提供上，應著重於塞車資訊的完整性描述，並盡量以具體的行駛車速與行車時間等

量化資訊呈現，提高駕駛人對廣播資訊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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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交通資訊項目優先性排序統計結果 

第一重要 第二重要 第三重要 第四重要 第五重要 優先性 

 

資訊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樣本數 
百分比 

(%)  
樣本數 

百分比 
(%)  

樣本數 
百分比 

(%)  
樣本數 

百分比 
(%)  

塞車路段的車速和行

車時間 
222 42.0  124 23.5  85 16.1  51 9.7  46 8.7  

塞車原因和回堵長度 193 36.6  169 32.0  64 12.1  51 9.7  51 9.7  

預測塞車排除時間 61 11.6  128 24.2  205 38.8  62 11.7  72 13.6  

如何行駛至替代路線 34 6.4  59 11.2  107 20.3  179 33.9  149 28.2  

替代路線的車速和行

車時間 
18 3.4  48 9.1  67 12.7  185 35.0  210 39.8  

 

2. 提供即時的交通資訊內容 

依即時交通資訊認知價值的衡量變數來看，駕駛人最重視所獲得的資訊內容更新速度

要夠快夠即時，因此未來若配合交通資訊蒐集技術的改良 (例如：車輛定位系統、電子收

費系統等)，利用密集的偵測車 (probe) 資料蒐集方式，所蒐集的資訊內容將可更為即時，

且可達以分計甚或以秒計的更新頻率。即時更新的資訊也可降低過度飽和、過度反映及集

中等負面效應 [1] 
的產生，有效提高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的信賴感。 

3. 明確指示替代路線資訊 

當高速公路任一路線塞車時，交通管理者若欲建議駕駛人改道，除了須詳細說明替代

路線的路況供駕駛人比較之外，尚必須明確且清楚的指示如何行駛至高速公路，例如明確

告知駕駛人從多少里程的幾號交流道出口轉接至什麼道路，如此可降低駕駛人對如何行駛

至改道路線的困惑，增加駕駛人改道的動機。 

4. 改善即時交通資訊的顯示介面 

交通資訊的提供，除了內容需能即時更新且正確無誤之外，尚須重視資訊的處理以及

傳遞，過於繁複或含糊的顯示方式，可能會誤導駕駛人或者造成使用上的不便，人性化的

資訊顯示內容與介面，方能真正發揮傳遞資訊的最佳功效。廣播係以語音播報方式陳述路

況，較不受限於文字顯示字數過多或影響駕駛行車安全的顧慮，惟仍須清楚表達路況內容

與指引路線，以精確明瞭的方式播報。 

5.2 樣本分群模式 

根據樣本分群模式的分析結果，本研究針對部分特性的樣本群提出交通管理上的建

議： 

1. 男性樣本 

根據分析結果，相對於女性而言，對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男性認知的資訊價值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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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使用態度卻偏高，表示男性對資訊的需求雖高但並不滿意，而其認知移轉障礙較低，

因此透過交通資訊品質的改善，可有效影響此族群之路線移轉行為意向。 

2. 上班通勤族 

由於上班通勤族幾乎每天均需行駛高速公路，其使用廣播的需求與頻率最高，但對目

前廣播所提供的交通資訊內容最不滿意，這群人最能代表對廣播所報導交通資訊接受度的

看法。這些族群通常多半在尖峰時間通勤，最常忍受高速公路塞車之苦，其實也是交通管

理者最需引導改道的對象，而分析結果顯示他們認知的移轉障礙較其他族群低，顯示這些

資訊認知價值低但移轉障礙低的通勤上班族，是最能透過即時交通資訊品質的提升而影響

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因此，透過即時交通資訊內容的改善，將可提升其資訊接受度，並

提供適當的路線導引資訊，提高其改道意願，對於尖峰時段主要的擁擠車流將能有效疏導。 

3. 女性樣本 

由於女性認知資訊價值和移轉障礙較男性高，使用態度則略低，與一般認為女性較易

受限於資訊搜尋與資訊閱讀的認知相符，因此，在替代路線資訊或改道建議的提供上，應

改善資訊提供的介面與易用性，並簡化替代道路資訊呈現的複雜度，使替代路線的規劃與

表達清楚易懂，可讓女性更易認同其資訊價值，而有效地影響其路線移轉行為。 

4. 年輕族群 

年輕族群是屬於認知價值稍高、使用態度偏低但移轉障礙偏低者，顯示此族群可透過

密集提供資訊的方式，將可有效影響此族群路線移轉意向。因此，應設法增加此類族群對

交通資訊的使用率，例如透過路側可變訊息標誌、告示牌或其他傳播管道，告知駕駛人收

聽路況報導或其他交通資訊傳播管道。 

5. 旅遊旅次 

對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相較於整體模式，旅遊旅次在使用態度上明顯偏低，而其移

轉障礙亦稍低，顯示此族群因旅次特性較具時間彈性，通常並無收聽廣播的習慣，也容易

變換行駛路線，以避開可能的擁擠路段。對於此族群主要應著重於假日收假時段及事故發

生的疏導，透過各種資訊傳播管道告知駕駛人路況及事故訊息，俾能有效於假日塞車時段

疏散車流。 

6. 年長族群 

年長族群對廣播資訊的認知價值和使用態度均較整體模式為高，惟因其移轉障礙較

高，主要可能是年長者認為替代路線的資訊複雜，對如何獲取替代路線資訊多半感到困

擾，因此，即使遇到塞車，該族群仍多半容忍選擇繼續行駛原路線。故針對此族群應著重

於簡化替代路線資訊，並以清楚易懂的顯示方式呈現，以提高年長者對於改道資訊的吸收

程度，進而提高其改道意願。 

7. 商務洽公旅次 

對於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商務洽公旅次亦是屬於認知價值和使用態度偏高，且

移轉障礙也偏高者，此類旅次多半在非尖峰時段行駛高速公路，行駛經驗較不感受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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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考量改走替代路線未必更節省時間、行駛距離可能反倒較遠等顧慮，故其改道意願會較

低。事實上，若是受到本身旅運條件限制的高移轉障礙者，並不容易受外在提供資訊的因

素而刺激其改道意向，只有在強烈感受到高速公路擁擠嚴重或發生嚴重事故時，才比較有

改道的念頭，此時交通資訊的提供才較有可能發揮作用。 

六、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為了解廣播所提供的即時交通資訊對高速公路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本研

究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所建構之模式，依所蒐集調查的樣本進行分

析，並利用 SEM探究模式中各變數間之因果關係，研究結果可歸納以下結論： 

1. 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模式之建構 

本研究彙整相關文獻，參酌科技接受模型，選取認知價值和使用態度等正向因素，作

為衡量駕駛人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的關鍵因素，並引入相關行為研究中所考量的移轉障礙

負向因素，明確定義正反兩類因素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的影響關係及程度。 

2. 衡量變數之選取 

依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除了衡量路線移轉障礙之「對其他替代道路熟悉度 

(V8) 」，及衡量移轉行為意向之「執意維持原行駛路線 (V11) 」不適用外，其餘外顯變數
均可有效地衡量各潛在變數，且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均達理想值，顯

示模式具良好的解釋能力。 

3. 潛在變數之因果關係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檢定各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假設，四個研究假設均獲一致性

結果，包括 H1、H2、H3、H4均成立。駕駛人對即時交通資訊認知價值，是影響使用即時

交通資訊態度的關鍵因素，至於路線移轉行為意向，則受到駕駛人所認知的即時交通資訊

價值與使用態度之正向影響，並受到路線移轉障礙的負向因素限制。且其中交通資訊接受

度 (認知價值及使用態度) 對駕駛人改道的引力程度，大於路線移轉障礙對駕駛人改道的

推力程度，顯示駕駛人在面臨路線移轉決策時，雖受限於斟酌自身的時間成本以及是否需

額外付出心力獲取資訊等阻力因素影響，但資訊的顯示介面改善或內容品質提升，將有助

於增加駕駛人對路線移轉的意願。 

4. 政策意涵與建議 

為提高駕駛人之交通資訊接受度，關鍵在於改善交通資訊的品質，包括提供詳細且即

時的交通資訊內容、明確地指示替代路線、及改善即時交通資訊的顯示介面。對於大部分

於尖峰時段行駛高速公路的通勤族或上班族，更應著重提供精確詳實的導引資訊及完整性

描述塞車資訊，並以具體的量化方式呈現 (如行駛車速與行車時間等)，提高駕駛人對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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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接受度，刺激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達到紓解擁擠車流的管理目的。 

對於認知價值偏低，而使用態度偏高，但移轉障礙影響較低的族群，例如：男性、通

勤者、上班族，均可透過交通資訊品質的提升，刺激其路線移轉行為意向；而移轉障礙較

高，但認知價值較高的女性，則可透過資訊顯示介面與表達形式的改善，簡化替代路線資

訊的複雜度，提高女性對資訊的認同度，有效影響其改道行為；至於使用態度偏低者，而

認知移轉障礙較低者，例如：年輕族群、旅遊旅次駕駛人等，透過宣導手段提醒駕駛人收

聽廣播或其他交通資訊傳播管道，亦有利於增加其移轉行為意向；認知價值、使用態度與

移轉障礙均偏高者，例如：年長者及商務洽公旅次駕駛人，需考量導致其高移轉障礙的原

因，若非旅運條件的限制，則仍可透過資訊易用性和簡單化的改善，試圖影響其改道意向。 

6.2 建議 

1. 擴增模式架構 

由於駕駛人路線移轉決策過程相當複雜，影響因素亦相當多樣，而本研究的重點主要

在於探討資訊接受度與路線移轉障礙兩大正反因素，是否顯著影響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

意向，因此本研究所選取的幾個隱藏構念，不盡然可完全解釋真實世界中即時交通資訊對

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的實際影響，未來研究可加入更多的隱藏變數討論，以建構更符合

真實的行為模式。 

2. 選取衡量變數 

過去有關路線移轉行為的研究文獻，較少於量表中納入即時交通資訊接受度與路線移

轉障礙的概念，因此衡量這些潛在構念的變數，需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萃取，及驗證

性因素分析確認這些衡量變數的解釋能力。未來可選取更多適切的變數，建立路線移轉行

為意向量表，提升模式的解釋能力。 

3. 調整抽樣地區 

考量資訊內容的相似性與路網特性的一致性，此次研究主要針對高速公路北部區域的

駕駛人調查，為了解駕駛人的路線移轉行為意向，未來可針對不同的樣本群進行研究，包

括不同區域 (如中部地區或南部地區)，或者不同旅次長度 (如從臺北至高雄等長途旅次) 

進行分析比較。 

4. 後續延伸應用研究建議 

應用 SEM 主要是為了解決個體選擇模式無法直接衡量潛在變數的問題，但欲探討各

變數之因果關係對移轉行為意向之影響，需利用個體選擇模式進一步討論。由於本研究主

要是著重於探究即時交通資訊對駕駛人路線移轉行為意向之重要潛在變數，因此重點在於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確認所建構之模式與各假設是否成立，以確認各

正負向潛在影響變數之顯著性和其間因果關係，故僅採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SEM 方法，至

於後續研究可將這些潛在變數納入個體選擇模式中討論，並設計不同的交通資訊情境，以

確認其對駕駛人移轉行為意向之影響關係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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