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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隊員在某次營隊中訪問背包客，希望花蓮以後可以有什麽改變，他回答：「我

希望花蓮可以提升縣內的大眾運輸。」這讓我們意識到很多遊客在花蓮觀光，真的很

少搭花蓮境內的大眾運輸，除了鐵路運輸外，公車鮮少搭乘。加上有隊員在金門搭乘

過「台灣好行」的經驗，感受很好。因此我們想了解觀光客對大眾運輸的看法與使用

率，以「台灣好行」為研究對象，期望進一步提出改善的方法。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花蓮縣內觀光的主要大眾運輸 

    (二)實地探查主要的觀光路線 

    (三)調查觀光客使用大眾運輸的原因 

    (四)了解觀光客使用大眾運輸的困難點 

    (五)分析花蓮觀光大眾運輸的優缺點 

    (六)提出未來改善的方案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蒐集相關資料、論文等，進行討論、歸納、分析，以準備研究與充實內容。 

    (二)田野調查: 

為了瞭解台灣好行在花蓮路線實況，我們組員各自搭乘花蓮四條觀光路線，

實際體驗各路線的觀光行程。 

    (三)問卷調查: 

由田野調查的發現來設計問卷，發放紙本問卷或線上問卷給遊客填寫，針對

問卷所蒐集的資料，進行資料分析，以瞭解大眾對於台灣好行的看法。 

    (四)實地訪談: 

利用搭乘台灣好行時機，訪問客運司機與遊客，並至客運公司訪談業者台灣

好行執行相關情形。 

 

貳、正文 

 
一、花蓮大眾運輸 

 

    (一)花蓮觀光大眾運輸使用現況: 

 

    在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107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中顯示，台灣旅遊使用交

通工具主要為自用汽車，其次為台鐵。而台灣旅遊使用的大眾運輸有：遊覽車(公、民

營客運)、臺鐵、高鐵、捷運、飛機、船舶、計程車、旅遊專車、纜車，其中以遊覽車

最多，但在東部地區觀光使用交通工具有59.1%是自駕汽車，而大眾運輸工具以台鐵最

多，其次才是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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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幅員遼闊，來到花蓮的旅客若無汽車，多會選擇台鐵，而且花蓮的客運班次不

多，在花蓮的遊客要到各景點，實以自駕汽車最方便，自駕的時間可以自己決定，也

可以隨時移動到別的地方，要放置東西也會比較方便。遊客多選擇自駕汽車觀光，這

也就是每逢旅遊旺季，花蓮各地總是塞車的原因。 

 

    (二)什麼是台灣好行？ 

 

     台灣好行旅遊服務，簡稱台灣好行，是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為了遊客方便前往臺

灣各個主要旅遊景點，並且彌補現有公路客運系統的不足，而規劃設計並在2010年推

出的接駁公車服務。 

 

    (三)花蓮台灣好行 

 

    在108年交通部觀光局提供兩條臺灣好行路線服務花蓮地區的遊客 (王晉元、盧宗

成、 李晟豪、陳其華、吳東凌、陳翔捷 ，2019) ，現在花蓮台灣好行已經有四條路

線，台灣好行從各主要景點接送旅客來往鄰近各主要臺鐵、高鐵車站，其最主要服務

對象為自由行旅客與背包客，目前路線已遍布臺灣本島與離島各縣市。 

 

    除了台灣好行外，花蓮縣政府也有一些類似的方案，像近期(2021.10)因應溫泉季，

推行溫泉專車，有「瑞穗線」與「安通線」二路線(更生日報，2021.10.3)，目的皆是為

了推廣花蓮本地的觀光景點。但臺灣好行是較持續的，有一些另外曾開的班車就是暫

時的，也算是另一種方案，或是在活動中結合季節性的景點，讓觀光客注意到平常不

會前往的景點。 

 

二、花蓮台灣好行體驗 

 

    (一)花蓮台灣好行執行面:      

 

    為了更了解台灣好行在花蓮執行現況，為了完成效率，我們組員各自搭乘一條路

線，並記錄過程，以下為組員統整花蓮台灣好行的資料與分析。 

表一：花蓮臺灣好行四條路線比較表 

路線名稱 客運公司 
搭乘 

總時間 

一班次乘客

上限數量 
購票方式 搭乘方式 

玉長豐濱線 鼎東客運 約6小時 約12人 

1.車上購票：現金、電子票卡 

2.官網訂位購票。 

3.網路預約購買一日券。 

郵輪式 

洄瀾東海岸線 華聯客運 約9小時 約9人 

1.依里程計費。 

2.於乘車日2天前電話或網路

預約購買一日券。 

郵輪式 

花東縱谷線 太魯閣客運 約4小時 約10人 

1.依里程計費自備零錢、電子

票證(上下車支付) 

2.線上購票 

依時刻公車

站牌上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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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線 統聯客運 約4小時 約30人 

1.自備零錢、電子票證(上下

車支付) 

2.於指定購買點購買一日、二

日券。 

依時刻公車

站牌上下車 

(資料來源：台灣好行旅遊服務網、組員整理資料) 

    我們在體驗過後，討論後發現每條路線營運狀況都不相同，像是購票方式因運作方

式不同，也會有差異，郵輪式公車(玉長豐濱線、洄瀾東海岸線)因為旅客都是搭乘同

一班，有人數限制，所以要先預約，額滿就無法上車；公車站牌式(花東縱谷線、太魯

閣線)則可以依站牌時刻和公車一樣上下車；購票平台也不相同，所以乘客常搞不清楚

購票窗口，造成不便。 

 

    (二)花蓮台灣好行各路線心得: 

表二、花蓮台灣好行四條路線優缺點比較 

路線名稱 體驗者 優點 缺點 

玉長豐濱線 黃宥恩 1.每一站的停留時間大約在30~5

0分鐘，時間充足，午飯的停

留時間特別長，可以安心的

吃午飯。 

2.停留的景點都很美，很適合

拍照。 

3.車上有usb充電孔可以使用。 

4.候車亭就在車站前方，指標

明確，容易尋找。 

1.班次只有一班，容易客滿，導致沒預

約的乘客可能搭不上。 

2.付款方式僅能刷悠遊卡跟一卡通，如

果沒有先儲值，會沒辦法付費，現金

可以買套票，無法買兒童票。 

3.車上沒有導覽手冊、導覽人員或是導

覽影片跟語音。 

4.素食者要先自備午餐上車，中午停留

點沒有素食。 

5.候車亭沒有椅子或遮陰的地方。 

洄瀾東海岸線 黃采寧 1.行程安排緊湊，每一站中間

不會間隔太久。 

2.沿途都有海景，行車穩定，

自然景觀沒有被破壞，每一

個景點都保有原本的景色。 

3.景點路線不會太複雜。 

1.此線多為自然景觀，所以中途有些景

點得要在特定的時間才看得到(例如新

社梯田在6月及11月以外無法看到稻

田，或是天氣好才看得到的景觀(例如

石門洞旁邊的天空之鏡要天氣好才拍

的漂亮)。 

縱谷花蓮線 洪維昀 1.電子導覽廣播，介紹各景

點。 

2.座椅和空間寬大舒適 

3.車身標示清楚。 

4.中間有停靠火車站讓旅客轉

乘多了一項選擇。 

1.購票方式不便。 

2.各候車亭無電子看板、班次訊息，及

遮雨避風處。 

3.共有五個班次，其中兩班次會到大農

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其餘去程只到雲

山水。 

4.若要以同班車來回，部分站別沒有充

裕的時間觀光；若不以同班車來回，

需等待較久的候車時間。 

太魯閣線 李泓毅 1.車況穩定，可以安心地休 1.沒有導覽廣播，必須隨時注意現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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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2.沿途自然景觀豐富，每站附

近大部分都有步道可以下去

走走。 

哪一站。 

2.導覽書上的時間與現場到達時間不一

致，在山區容易誤點。 

3.如果提早到達站，司機就不停留，導

致準時到站的旅客搭不上車。 

(資料來源：組員整理資料) 

(三)小結  

  

    綜合上述資料，四條路線共同優點為車子的硬體設備一致得到好評，除了縱谷線其

他三條路線展現出花蓮令人難忘的海岸景色。玉長線和太魯閣線共同的問題是在缺乏

車上導覽的資訊，無法讓旅客更加深入了解此景點特色。假日縱谷線迄站的部分只有

兩班回到花蓮車站，其餘皆在壽豐雲山水，這樣不便的轉乘會降低旅客搭乘的意願，

在此發現導覽和班次是花蓮台灣好行共通的問題處。 

 

三、問卷設計與調查    

 

   (一)問卷來源：   

       

    我們研究小組歸納田野調查時發現的一些問題，想了解其他乘客的看法，設計題目

來訪問搭乘台灣好行的遊客。本問卷共有 14 題，包含 4 題複選題，以及 10 題單選

題，我們也依不同路線做滿意度分析，希望能夠比較不同路線的差異。 

 

   (二)調查方法： 

 

    本問卷採用兩種方式進行，一個是紙本，一個是電子問券（含QR code），除了請客

運業者幫忙發送、網路推銷，組員們也利用假日親訪。 

問卷結果與分析如下表： 

    總共回收120份有效問卷，N=120，各路線分別為洄瀾線49份（佔40.8%）縱谷線22份

（佔18.3%）玉長豐濱線18份（佔15.0%）太魯閣線31份（佔25.8%），各題分析如下

表： 

表三 花蓮台灣好行問卷分析表（洄瀾線、縱谷線、玉長豐濱線、太魯閣線） 

      題目 分析 

1.請問您的年齡是？

 

以統計資料來看，在法定年紀之上，

可選擇旅遊交通工具者，大概分布在4

0~64歲之區間，其中又以18~24歲佔的

比例最少。從此推敲出：可能為半退

休人士較無旅遊時間的壓迫，因此會

選擇台灣好行。 

比照107年國人從事國內旅遊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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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齡分組，發現有一樣的結果。 

2. 請問您是從哪裡來的？ 

 

大部分以北部出發為主，最少為南部
者，我們推測這個可能跟行車距離到
達目的地有極大的關係。 

3.請問您為甚麼會來花蓮? 

 

其中旅遊以82.1%穩佔第一名，這也是

間接證明花蓮是個觀光為主的城市。 

4.請問您的性別？ 

 

女性的比例高於男性，女性的問卷回

答意願較高。 

5.請問您的同行人數？ 

 

在同行人數大多以2~4人小團體居多。 

 

6.請問您是搭乘哪一條路線?

 

比例最高為東海岸線，其次是太魯閣

線。此結果可能跟客運業者與司機是

否積極推行問卷有關；現場問卷調查

願意填問卷的遊客，也以東海岸線居

多，推測是東海岸線班次少，幾乎每

班都滿車，班次乘客量越多，能做的

問卷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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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是您搭乘過台灣好行嗎？(包含其他縣市)

 

有超過半數都是第一次搭成，第二次

搭乘居次。表示遊客來花蓮觀光，在

未搭乘過情況下，是願意選擇台灣好

行做觀光旅遊的。而搭乘三、四次以

上民眾也有，也表示台灣好行是有回

購率的。 

8.請問您如何得知台灣好行旅遊資訊?(可複選) 

 

前三名是旅遊相關網站、親友介紹和

遊客服務中心。顯示民眾多從網站得

知訊息，而親友介紹比例也高，顯示

台灣好行的行程已有口碑，遊客服務

中心的推廣也很重要。而宣傳海報比

例最低的情況，推測現在民眾獲取訊

息多依賴網路，所以網路行銷是很重

要的。 

9.請問您此次選擇搭乘台灣好行的原因？(可複選)

 

最高比例是好行路線規劃吸引人，花

蓮台灣好行的路線都是花蓮熱門景

點；其次是價格合理，這也是公路大

眾運輸的優點；而曾搭乘過台灣好

行、不熟悉花蓮路況，願意再搭乘，

也占頗高比例，其中願意再搭乘台灣

好行，表示此民眾對台灣好行是信任

的，而對路況不熟由公車帶到景點，

是大眾運輸的好處。 

10.請問您此次印象深刻的景點是?(可複選)                  

花蓮台灣好行景點: 

1.洄瀾東海岸線：蕃薯寮、大石鼻山步道、石梯坪、

石梯漁港、石門班哨角(雙心石)、石門洞、新社梯田、

芭崎瞭望台 

2.太魯閣線：天祥、綠水、合流露營區、慈母橋、九

曲洞、燕子口、長春祠、太魯閣遊客中心、新城火車

站、玩味蕃樂園、七星潭、花蓮曼波園區(華西路) 

3.玉長豐濱線：奚卜蘭遊客中心、石梯坪、北回歸

線、金剛大道、長濱農拓中心 

4.縱谷花蓮線：好客藝術村、新光兆豐休閒農場、鳳

林火車站、吉安鄉公所(慶修院)、林田山林業文化園

區、鯉魚潭潭北遊客中心站、光復火車站、潭南遊憩

各路線前三名印象深刻景點分別是(由

高至低依序) 

東海岸線是石梯坪，熱門新增的石門

洞和大鼻山步道。 

太魯閣線依序排名是天祥，九曲洞和

燕子口。 

玉長豐濱線則是石梯坪、金剛大道和

北迴歸線。 

縱谷花蓮縣線最熱門有兩個(同票)：

花蓮觀光糖廠、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

區；第二高票則有四個：吉安鄉公所

(慶修院)、鯉魚潭潭北遊客中心站、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林田山林業文化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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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站、花蓮觀光糖廠、立川漁場、大農大富平地森林

園區、豐華再現館(雲山水) 

11.您對於台灣好行公車的班次時間是否滿意? 

        

四條路線滿意度平均落在滿意和非常

滿意間。滿意以上大約八成到九成。

玉長豐濱線和太魯閣線感到普通者，

比例也頗高，在此也可提供業者參考

是否要調整班次時間。 

12.您對於此次的購票方式是否滿意? 

                                                                                                                                                                                                                                                      

四條路線超過半數都是在滿意和非常

滿意的區間。 

13.您對於此次的路線安排是否滿意?              

 

大家對於路線安排都是落於4分和5分

兩者各約40~45%，但玉長線和太魯閣

線感到普通者，比例是和非常滿意一

樣的。而洄瀾東海岸線的滿意度看起

來最高。 

14.您對於此次的導覽方式所提供的旅遊資訊是否滿意? 

 

以洄瀾東海岸線非常滿意為61.2%最

高，洄瀾東海岸線是郵輪式公車，搭

乘過的組員說司機會在車上和乘客解

說地點特色，但是玉長豐濱線也是遊

輪式公車，滿意度卻沒其他三路線

高，所以是否為郵輪式公車，非決定

導覽滿意度原因；其餘三條路線則是

落在4分的滿意居多。大多乘客仍是滿

意。 

(資料來源：組員整理、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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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結果與討論 

 

    為了更深入了解花蓮台灣好行各層面狀況，我們訪問了駕駛台灣好行之司機、搭乘

的遊客與各家客運公司。 

 

(一)與遊客的訪談 

 

   我們在試乘台灣好行時，一邊和旅客聊天，一邊和他們訪談，在做問卷調查時，傾

聽乘客的心聲。搭乘台灣好行的乘客，通常都是朋友或家人一起前往，單獨前往的旅

客較少，得知資訊方式也多是使用網路。另有遊客提到他們會從旅遊社團得知訊息，

因為他們年紀大了，無法自駕，對路況不熟，且購票有優惠，因此選擇大眾運輸作為

旅遊的工具。也有家族旅遊的，從台南到花蓮，因此選擇大眾運輸，比較方便。 

    許多旅客有意見的地方是購票方式混亂，依照指示去好多地點卻買不到票的情況；

或是駕駛司機態度不友善、有景點封閉，客運公司卻未掌握訊息，導致下了車卻無法

進入景點，只好在站牌苦等下一班車才能離開。   

      
   (二)與司機的訪談 

 

    因玉長豐濱線是郵輪式公車，乘客遊覽都是在同一班車，漫長路途中組員在搭乘玉

長線訪談司機，司機說已從事台灣好行工作兩年半，從司機和旅客的互動來看，司機

經驗豐富，和旅客解說時總是有問必答非常親切，司機的態度其實和旅客旅行時的心

情有很大的關係。 

 

   (三)與客運業者的訪談 

 

    我們想聽聽經營者的聲音，所以我們整理了幾個問題去拜訪華聯客運的林小姐和統

聯客運的站長。從承接花蓮台灣好行之前，各家業者都需要先擬定好經營的方案，得

標以後還要滾動式的調整，例如車班的調度和景點的開拓。搭乘率則是受疫情影響有

明顯的下滑，有幾個月是完全沒有出車；撇除疫情因素，過往以淡旺季區分，旺季是

寒暑假或是連假，但海岸線較特別，一、二月非旺季，可能是冬天海岸氣候較不佳所

致。各線景點異動，海岸線最近有打卡熱點石門洞，太魯閣線業者則表示沿路都是特

色景點，無法刪減，若是旅客有反映，他們也會參酌，但也要徵詢太管處的意見。 

     

在執行台灣好行也有許多考驗，前述的疫情是近期最大的衝擊，而政府並未因疫情

另行補助。疫情期間，客運業者會在客流量少時做內部教育訓練，強化服務品質；做

好消毒與防疫工作，平日五小時消毒一次，假日三小時就要清消一次。除此，太魯閣

線業者因為今年(110年)才接手台灣好行，前業者並未再經營台灣好行，但用台灣好行

外殼公車載客，導致民眾混淆，誤以為台灣好行外裝的公車就是台灣好行專車，但縣

府與中央並未強制業者更換外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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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向客運業者提出購票問題，業者回應每個路線的購票平台都不相同，客運業

者也想整合購票平台，但牽涉系統與整合等問題，執行不易，但業者會積極與其他路

線聯營，推出套票優惠方案，吸引遊客，購票也較方便。統聯客運針對太魯閣線的改

善也有想法：推行太魯閣境內循環公車，還要搭配外圍的接駁與客運班次等；還有候

車亭的改善，如加裝遮雨棚等，讓等候乘客有較舒適的候車環境，因為太魯閣是國家

公園，任何建設都要經過太管處評估，還有很多努力空間。 

 

    而兩業者對於推廣花蓮觀光都保有熱情，台灣好行能推動在地觀光、提升大眾運輸

搭乘率，進而帶給花蓮在地工作機會與經濟效益，是值得推廣的低碳旅遊。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花蓮縣內觀光主要為自駕汽車，大眾運輸工具最多的是鐵路，其次為公路運

輸。因為自駕汽車便利性高，大眾運輸工具到達景點有限。 

2.實地探查台灣好行的四條路線分別是洄瀾東海岸線、縱谷花蓮線、太魯閣縣、

玉長豐濱線，大多是熱門景點的路線。我們覺得滿意的部分:停靠站路標明

確、車身標示清楚且座椅舒適。 

3.我們調查搭乘台灣好行的原因主要是景點吸引人，路況不熟，且價格合宜；搭

乘者年紀較大，因開車不方便；多數乘客搭乘過台灣好行，願意再搭乘一次。  

4.我們發現了一些台灣好行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購票資訊不足、觀光客使用大

眾運輸時會對班車到達時間會覺得不確定、或是當地景點正在管制而無法前

往，有些路線的導覽資訊也不足。 

5.使用大眾運輸較自駕汽車環保，也不會有停車的問題，縱谷花蓮線的所有車輛

皆為電能車，減少廢氣排放。 

 

二、建議 

 

1.景點多樣性:停靠點可以增加一些遊客會聚集的地方或是接駁站，才方便交通

工具轉接。或是依照季節更換景點，讓遊客欣賞花蓮四季之美。增加班次，若

班次太少，等車時間過長，會讓遊客不耐煩。 

2.購票方便性:某些路線不接受現金付款，只接受一卡通和悠遊卡，應考慮各層

面遊客購票方便性，開放多元支付方式。每個路線的購票方式和平台不同，建

議使用同一個平台購票，提升民眾購票便利性。     

3.導覽設備:部分路線公車上都無導覽設備，導致旅客須時時注意現在的站點。

建議可以在車上配置導覽人員，撥放導覽影片、用QR code連結各景點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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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候車站設備:在等候公車的時候，無遮風避雨處。司機看到沒人就不會停留，

導致遊客搭不上車。所以應加裝候車亭。候車站沒有電子看板或班次動態，導

致遊客無法得知車班的行駛狀況。在山區公車的到站時間，和導覽書上的到達

時間不一致，最久誤點20分鐘，建議各站加設電子看板顯示好行車輛預計幾分

到站或過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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