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體驗自行車休閒生活的整合性服務設計 

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8-2218-E-009-014- 

執 行 期 間 ： 98年 09 月 01 日至 99年 08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計 畫主持人：鄧怡莘 

共同主持人：游曉貞 

計畫參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周雨虹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翁晨豪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夏承捷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歐陽佩君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人員：張風鈴 

 

  

  

  

  

處 理 方 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9年 11 月 30 日 
 



一、 前言 

    隨著能源危機與環保意識的抬頭，全球先進的國家早已掀起一股「自行車城

市」風潮，自行車不僅是今日人們面對高油價的因應之道，更逐漸從交通工具演

進為一種健康環保的生活態度。在這股環保熱潮的推波助瀾下，台灣也興起了自

行車休閒風，有越來越多的樂活族選擇以單車做為休閒活動。從高級單車市場的

高度成長數字與自行車廠的銷售資料顯示，台灣已經準備好迎接這股新潮流了。 

    但是在活動規劃及服務上，自行車休閒活動仍多倚賴傳統的指令式的政策與

硬體科技的基礎建設，而現有的研究調查僅探究人們的反應意見，未能深入了解

其原因。因應這波節能的單車熱，台灣現有的自行車相關調查僅針對人們對目前

自行車價位、使用頻率、場合、時間、功能需求、產業趨勢、銷售統計…等表象

化的數據與意見進行調查。缺乏以生活體驗為中心的設計思維，未能理解個人的

自我警覺與自發性的行為，也忽略了人性化的日常真實需求與感性因素。 

 

二、 研究目的 

本計劃的主要目標在於建構一個健康樂活的服務體驗平台。利用符合人們期

待的自行車休閒生活體驗為中心，提出一個具整體規劃的服務，讓參與體驗的人，

能夠漸進式的接受以自行車為主的休閒生活文化。 

為了提昇人們對於自行車休閒生活的參與和體驗，我們選定埔里做為設計發

展的場域，埔里為一觀光小鎮，以其自然風景、傳統產業及人文風情聞名。 

而整體設計的基本架構是整合自行車休閒體驗於埔里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藉由提供符合使用者期待之「埔里休閒生活模式」的服務，讓在地人開始使用、

習慣，進一步吸引外地遊客到此體驗這環境友善的系統，進而視自行車為生活代

步之工具，從中落實樂活精神及對於環境的永續經營。 

此體驗服務設計之最終目標，即遊客回到原本居住的城市，「埔里休閒生活

模式」仍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發酵、影響更多的人，甚而改變人們對於自行車活動

的態度。而漸進式落實設計的影響架構圖，如圖一所示: 

 

圖一 漸進式影響架構圖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埔里做為研究場域，其連貫台灣南北的絕佳地理位置，豐沛的自然

景觀、濃厚的人文風情，及深具特色之造紙廠、酒廠及在地藝術，深深吸引各地

遊客到此一覽。除此之外，與其在車子裡急駛而過，隔窗觀賞美景，越來越多的

遊客選擇騎乘單車，深入到訪小鎮的各個角落，以優閒、自在的步伐，漫遊此城

鎮。故，本研究以此新興崛起的單車遊地做為整體研究及服務體驗設計之場域。 

 

3-2「實地觀察法」以及「深度訪談」的方式進行 

為了理解人們對於休閒生活的多面向需求，本案以反思與對話的理念尋求使

用者的回饋建議，並藉由脈絡訪談及參與式設計，以避免設計師的構想與假設和

真實情境偏離的情形。 

    在一開始的研究階段，經由實地觀察、訪談來建構在地人的生活模式與脈絡，

及遊客對於埔里的期待。設計師們於 2009年 11月 1日至 3日，實地到訪埔里，

邀請八位來自不同領域的在地人參與訪談，從中獲得他們對於埔里的特色理解及

期待，而此八位受訪者分別為:在地藝術家兩名、民宿業者、餐廳老闆、long-stay

日本遊客、當地解說員、單車遊客，如圖二所示。 

    我們稱此一階段之受訪者為「埔里專家」，由訪談所得建立出何謂當地居民

的「埔里休閒生活模式」，確立設計的對象與需求，在彙整觀察與研究分析後的

資訊，進一步規範使用者的特質來確立設計過程中，作為使用者典型的persona 

類型；並同時提出各類persona 的需求要項，詳見圖三。 

 
圖二 邀請不同領域之受訪者，共同建立埔里的休閒生活模式 

 

 

 

 

 

 

 



 

  
圖三 8位受訪者的 persona 

 

3-3 構想展開 

3-3-1 服務特質與定位 

    經由第一階段的訪談、實地觀察，設計師們歸結出整體服務的四大特質如下: 

1. 慢:以恢復農村時期之「慢城運動」，讓使用者可以到此體驗寧靜、放鬆的鄉

村生活。 

2. 元氣:藉由提供參與、體驗的活動，讓使用者從中獲得健康、活潑與充實感。 

3. 和諧:多多利用在地資源，將產業與自然有效結合，從中體會埔里的不同面

貌。 

4. 安心:提供完善的硬體設備、充分的指示，滿足使用者之安全感需求。 

 

 

 

 

 

 

 

 

 

 

 

圖 4 四大服務特質與定位 

 

3-3-2 參與式的設計 

    在主要的服務特質確立之後，設計師便將發展出多種可行的活動設計。過程

中，舉行了兩次設計工作坊，邀請埔里居民、遊客實際參與概念的提案與發想。

也希望藉由人們對於自身的了解將想法反映在構想上，見圖五。 

 



 

 

 

 

 

 

圖五 於2010年1月舉行的兩次設計工作坊 

 

3-4 概念產出 

    根據研究階段所做之工作坊及腦力激盪，本研究產出六個主要的概念，而此

六概念可以根據遊客和在地人之互動方式區分為三大類型如下: 

1. 在地生活的展演:在此一類型的概念，主要以在地人的單車生活展現埔里特有

的人文與風景，藉此吸引遊客參與體驗。 

2. 特色經歷的提供: 在地人需扮演主動參與的角色，除了風景名產，還須展現

人情味的一面。 
3. 共同經歷的創造: 無論是在地人或是遊客，都扮演著參與者的角色，從互動

中建立良好的自行車休閒生活經驗。 

 

3-4-1 在地生活的展演 

楚門的單車 

    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此概念是在單車上加裝攝影設備，讓在地人的埔

里生活選擇性地在網上撥放，進而打響商家的知名度。而遊客在觀賞影片受到吸

引而來，也能以攝影自行車記錄旅行的過程。 

 

圖六 楚門的單車:埔里的人文、風景與活動，皆能在網上傳播 

 

 

 

 



單車野生活 

    結合單車與食材收集的活動， 將單車搭配不同的工具(採收籃、釣魚竿)作

為覓食的導引工具， 讓使用者在騎乘過程中， 更進一步認識當地的特產與飲食

文化， 體驗自足的鄉村生活。 

 
圖七 單車野生活:透過不同的覓食單車類型，體驗自給自足生活 

 

3-4-2特色經歷的提供 

行動診療室 

在埔里自然景色環繞下，利用騎乘單車的時間，同時由在地醫療團隊進行心

理諮商活動，讓單車和健康畫上等號。 

 

圖八 行動診療室:讓騎車不僅等同身體健康，同時獲得心靈平靜 

 

貼心俱樂部 

    利用埔里的人情味做為設計手法，建構一個互助平台，當騎乘過程有人需要

幫助時，可以出發救援以賺取口碑及網路平台點數。也可認養樹木，做為供給單

車客休息的地方。 

 

圖九 貼心俱樂部:以互助做為手段，展現小鎮的濃厚人情味 



3-4-3 共同經歷的創造 

埔里島 online 

針對埔里當地小孩，讓他們在實體環境中騎車執行任務認識埔里，來獲取遊

戲平台的點數，在周末假日時，外地的親子遊客也能來體驗當地小孩特有的遊戲

學習模式，進而將這樣的體驗方式帶回自己的城市。 

 

 

 

 

 

 

 

圖十 埔里島 online:親子共體驗，在單車遊戲中學習 

 

單車串聯市集 

在埔里各處設置多個市集，利用騎乘單車，將各市集串連起來，在地人可在

此進行日常交易或是人際交流，遊客則可體驗當地風俗民情。 

 

 

 

 

 

 

 

 

圖十一 單車串聯市集:以分佈的傳統市集，將所有單車路線連接起來 

 

四、 研究結果 

    在產出三種類型，共六個設計概念後，設計師們帶著構想再度踏上埔里，舉
行了兩場使用者評估訪談，而此次的訪談對象，由埔里的一般民眾組成，包含:
小學老師、在地生意人、當地學生等等。本研究期望透過訪談，回收目標族群的
回饋與意見，做進一步概念的汰選與整合。 
     
4-1 概念評估中，設計師和使用者的對談 
    在訪談過程中，本研究採取參與式的概念設計評估，因應新科技需要對話和
積極參與的特質，在設計過程中更加重視人們生活脈絡因素的影響性，在主要活
動經修正確立之後，發展出多種可行的關鍵元件。 
    在評估過程中將會讓居民們實際參與元件的提案與發想。也希望藉由人們對
於自身的了解將想法反映在構想上。其用意在於設計開發之初即加入提供終端使
用者的意見及觀點，可避免產品服務發展者與設計師的構想與假設與真實產品使
用情境偏離的情形。而在訪談過程中，我們有以下之發現: 



 

4-1-1在服務設計中，和使用者的對談可以幫助設計師修正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設

計偏差 

    在進行設計之前，設計師往往對使用族群的生活做了全面性的調查，甚至會

形成刻板印象深植入腦海中，並以此作為設計的全盤依據。但前端的調查也許取

樣過少或是不夠精準，而因此形成偏差。若在設計中段加入和使用者對談的機會，

便可即時修正這樣的錯誤。 

 

4-1-2在服務設計中，和使用者的對談可以提供設計師更多元的想法 

    設計師在進行設計時，容易執著於某一切入點，而自行窄化了概念的發展性，

透過非設計師的參與、回饋，可以提供更多元的觀點，更寬廣的可能性。 

 

4-1-3在服務設計中，和使用者的對談可以做為設計的評估 

    從本研究的概念發展中，我們可以發現多數為當地居民所發展的概念，都是

設計師單方面的認知，認為這樣的設計能夠確切的提供幫助，而需要經過訪談後，

才能斷定是否能真的被目標族群所接受。 

 

4-1-4在對談中，設計師應避免受訪者做不需要之評估考量 

    由於服務設計所涵蓋的範圍廣大，常常涉及人、裝置與網路平台，居民容易

聯想到配套的措施、技術的可行性、政府政策配合等等，而這些也許不是概念設

計需要預設立場的，若設計師沒有事先告知，那麼受訪者容易因為考量現實因素，

而對概念提出質疑及負面評價。 

 

4-2 概念評估中，概念的呈現方式 

    在呈現服務設計概念時，設計師必須將其中之流程、接觸點完整呈現，才能

讓使用者身歷其境，做出最適當的回饋。 

  在訪談過程中，如圖十二所示，主持人以圖像卡片(concept card)搭配故事情

境(scenario)，來向居民們闡述概念，同時，另一名設計師將服務中出現之元件

模型放置於規劃路線上，隨著情節描述做示意移動，以幫助服務流程的理解，見

圖十三。而當受訪者提出建議產出概念修正時，也能立即做在路線上更換調配以

利溝通。 

    每當呈現完一個概念後，主持人會詢問受訪者對於該提案的想法與建議，並

準備形容詞表單，讓其圈選適當的形容詞，以幫助表達想法及感受，避免受訪者

因陳述不清所造成之誤會，如圖十四。而在完成六個概念訪談後，受訪者會選出

他最喜愛的一個提案。 

    這樣的評估方式及設計，可以作為設計師和使用者溝通的媒介，藉由適當的

工具，完整的呈述兩方的想法，做為更進一步的交流。 



 

 

 

 

 

 

圖十二 以情境圖片組成的圖像卡片concept card 

 

 

 

 

 

 

圖十三 以元件模型來幫助概念說明 

 

 

 

 

 

 

圖十四 幫助受訪者表達感受的形容詞列表 

 

4-3 概念評估中，來自使用者的觀點 

    經由訪談過程，受訪者表示，第一類型概念「在地生活的展演」，對他們而

言太過刻意，並非平日的生活方式，但也許觀光客可以接受。且政策上需要有許

多的配套措施，可行性不高。 

    而第二類型概念「特色經歷的提供」，雖然是展現健康、熱情的單車社交生

活，但他們認為這樣的概念太過理想化，對於人性的門檻過高，且只有外來的觀

光客才會想投入，然而矛盾的是，醫療或是人際交往都應該是長期經營，而非像

遊客般的短暫停留。 

    第三類型「共同經歷的創造」，受訪居民們認為這一類型概念，較能貼近自

己的日常生活，也較有機會創造展現埔里特色的單車體驗，但無論是在活動的細

部規畫，或是吸引加入的誘因，都仍需做加強與調整。 

    由三種類型的概念訪談中，我們可以發現，埔里當地居民期待自行車休閒生

活的服務設計應該是日常、平易近人的，不需刻意的改變其原本的生活，且和外

來遊客所扮演的角色應是對等，並且具交流性。而無論是在地人或是遊客，都需

有鼓勵性質的誘因，來加強其參與體驗的意願。 

 



4-4 最終概念產出 

    本研究最終以「共同經歷的創造」中的單車串連市集發展出新概念-pulierGO，

由使用者評估訪談蒐集而來的意見做細部修改調整，架構出其資訊平台及元件模

型於新一代設計展展出。 

概念說明 

    PulierGO是一套將「綠色健康生活型態」融入埔里的整合服務系統。在單車

上裝載PulierGO裝置，記錄單車騎乘的健康數據與軌跡紀錄，於單車活動中累積

里程，可轉為點數福利用於分佈埔里各處的傳統周末市集中，無論是在地人或是

外來遊客，皆能力行環保與健康的生活，如圖十五所示。 

 

 

 

 

 

 

 

 

 

圖十五 服務中各項活動分佈圖 

服務使用流程 

    在收到市集活動的夾報與簡訊 ，一家人準備假日出遊 將pulierGO安裝於腳

踏車上，愉快的出發了。騎乘中，發覺pulierGO快要沒有電，於是利用單車道上

的租賃機，輸入會員帳號，更換一台新的pulierGO。到達市集，把單車停放在免

費停車與維修專區，開始體驗市集的腳底按摩服務，理髮折扣與親子創作等活動，

都可以用pulierGO內騎乘單車的點數折抵。到了傍晚，涼爽的天氣吸引了大家聚

集在一起看露天電影，閒話家常。騎著單車準備回家時，經過路上的租貸機，輸

入自己的帳號，便可取得今日騎乘紀錄。同時，網路平台也已經更新了今日騎乘

里程數，往後便可查詢累積點數與路程。 

 

 

 

 

 

 

 

 

 

圖十六 pulierGO服務系統架構圖 



五、 討論與建議 

5.1 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以埔里作為設計基地，並以發展在地人之單車生活體驗為核

心概念，開發體驗自行車生活的整合性服務設計。 

    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建構出人們所期待之埔里休閒生活模式，並

以此研究結果為依據，於第二階段提出六個構想，邀請在地人一同參與，提出意

見與回饋來產出最終概念，而在訪談過程中，許多受訪者皆表示，他們願意參與

這樣的自行車休閒體驗，進而實踐樂活永續的生活精神。 

 

5.2 討論  
    在兩階段的訪談，階段一所邀請的受訪者為埔里不同領域的特色人物，我們

稱之為「埔里專家」，並企圖從中建立出何謂「埔里休閒生活模式」；階段二的受

訪者則為埔里一般的民眾，來評估由階段一所產出的概念。因此，由訪談結果可

以看出，兩種類型的受訪者在休閒生活模式上有認知差距，專家們所認定的埔里

在地特色，對於在地民眾而言，有些脫離日常生活脈絡。 

    在階段一中，我們應可加入一般民眾的受訪者，來弭平兩者間的認知差距。

而於第二階段，也應加入專家受訪評估，除了可以檢視我們的概念是否合乎期待，

同時接受更多元的觀點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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