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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討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方法：以中興大學與亞洲大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便利抽樣的方式收集樣本，以網路

上發放問卷與 站點不定時的發放，回收的問卷 份，包含 份的站點問卷 中

興大學 份、亞洲大學 份 ，網路問卷 份，取得有效問卷 份，有效回收率為

。統計方法為 線性迴歸分析。

結果：本研究架構四變項態度 ＝ ， ＜ 、主觀規範 ＝ ， ＞ 、知覺

行為控制 ＝ ， ＜ 與過去行為 ＝ ， ＜ 皆對意圖有影響力，其中

又以過去行為對意圖的影響力最大。

結論：本研究用計畫行為理論來進行研究，將可以洞悉大學生選擇使用公共自行車的背

後原因，甚至可用於做市場區隔的基礎。

關鍵詞：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公共自行車

通訊作者：林致呈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國立中興大學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電話： 傳真 ：

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26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26 2022/11/23   上午 11:42:382022/11/23   上午 11:42:38

NCHU



興大體育學刊

壹、緒論

隨著科技發展迅速進步、汽、機車的使用數量也不斷增加，所造成的噪音以及排放

的廢氣日益影響空氣品質。然而，現代人對於環保議題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政府也開

始鼓勵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提倡綠色出行。幾年來，許多國家開始實施公共自行車

系統，以降低能源消耗及減少環境的污染 王義川、林彥合， 。大學生活是人格發

展和生活適應的關鍵期，此時的成長經驗、觀念及行為的建立，對日後人格發展和行為

特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謝明材， 。大學生的交通方式以機車為主，但騎機車儼

然已經成為一種校園風氣，不僅造成上下課時間交通混亂、停車位不足機車亂停等現象。

為了解決此問題，學校開始在校園內部與周遭設置了公共自行車租借站，提供一個便利

又環保的運具選擇，希望學生能以騎公共自行車來代替騎機車。因此，瞭解大學生對騎

乘公共自行車的潛在傾向與行為模式，除了可以達到節能減碳與城市行銷之目的，還可

推廣市民參與健康的休閒活動；另一方面，將有助於臺中公共自行車經營管理者擬定策

略以增加租借率，改善整體都市道路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及能源損耗目的，提升都市生

活文化。此議題實有深入研究之必要，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民眾在決策過程中相當複雜，常會受到個人心理因素 如：態度、知覺 、外部環境

因素 如：群體、家庭 與當下購買情境因素 時間、環境 等三種力量同時影響 余宗

龍、李永祥， ； 。綜觀行為決策相關文獻後，發現過去在探討個人在購

買行為歷程有內部心理因素、外部環境因素以及購買情境因素等影響，先有 與

於 年提出理性行為理論。此理論假設個人的行為可以從他／她的「行為意圖」

來預測，行為意圖是指個人進行某行為的機率或是可能性，也可反

映出個人執行某行為的意願 ；而行為意圖又可從他／她對該行為

的「態度」 以及重要他人對他／她從事該行為時所帶來的影響力 亦即：主觀

規範， 來預測。舉例來說，大學生如果對租借公共自行車抱持著正面的

看法，那他／她租借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圖就會高；身邊的親朋好友贊成或鼓勵他／她

去租借公共自行車，則他／她的行為意圖也會增強，因而比其他無此行為意圖的人更有

可能實際去租借腳踏車。

然而，理性行為理論是假設人類的行為都是合乎理性，並且都能夠靠著個人的意

志來掌握行為 。但在實際上，並非所有人類的行為都能由個人

意志所控制 如：休閒行為、旅遊行為 ，可能還會受到外在環境、資源限制所影響，

所以無法給予較有效且合理的解釋 。譬如：個人對行為的控制常受

到時間、金錢或個人的能力等因素所影響，所以無法給予有效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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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了解決此理論的缺陷，

整合社會心理相關文獻後，找到「知覺行為控制」

可更完整地解釋個人的行為，故發展出以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等變項

來預測、分析和解釋個人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的「計畫行為理論」。

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 ，整合多重屬

性的理論觀點，從個人內在主觀認知的解讀，檢視其購買決策歷程可能遭受到的內、外

在影響因素，深入洞悉個體之消費心理與行為傾向，以它完整的理論架構與預測模式，

比其它理論給予消費行為更完整且合理的解釋。該理論基礎源自社會心理學，是指利用

個人的態度 、主觀規範 與知覺行為控制

去預測個人參與某一活動的意圖和行為之理論

。此理論已廣泛運用於國內外不同行為預測的研究中，並皆具有高度的解釋力皆獲

得良好的效力 李永祥、余宗龍， ；余宗龍， ；林錫波， ；許家謙、凌家

如、林清同， ；陳進祥， ；戴友榆、王慶堂、高紹源、李明儒， ；

。

計畫行為理論以三個部分來分析整個行為模式的形成過程。行為由個人的行為意圖

決定；行為意圖再由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決定；行為態度、主觀規範以及知

覺行為控制之間會相互影響，如圖 所示，其中，知覺行為控制也可能直接影響最後實

際行為的發生 。透過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行為意

圖則可被準確的預測。計畫行為理論至今已被廣泛應用在許多不同領域行為，像是用消

費決策 、運動觀光 呂宛蓁、鄭志富， ；

、運動觀賞 余宗龍， ；陳進祥， 、運動行為 李永祥、余宗龍， ；

許建民， ； 、旅遊決策 戴友榆等人， ；

以及投票傾向 等領域，都有良好的解釋效力。經過不

同領域的實證研究後，卻有不一致的發現：模式內的三個變項對意圖與行為有著不同的

影響力 李永祥、余宗龍， ； 。會有這樣不同的結果，可能要從研究背

景以及研究工具面向談起 張俊一、許建民， 。但是，計畫行為理論是可應用在很

廣泛研究的模式，以它完整的理論架構與預測模式著稱 呂宛蓁、鄭志富， ；

。

近年來，使用計畫行為理論的學者經常討論外加變項對理論模式解釋力之影響。雖

然，應用計畫行為理論的前三變項來預測行為意圖是相當有效

。但 與 等 仍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其他預

測因子，來提高其對所想探討的行為意圖解釋力。本研究環視文獻後發現，有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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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行為能預測行為意圖

，經由上述文獻顯示過去行為對行為意圖之影響並不一致。因此，

本研究加入過去行為變項，擬瞭解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的預測能力。以下分

別為五構面做說明：

行為態度是指個人從事某項行為所得到正面、負面的感受，也可藉此反映出對該行

為的喜好程度；當對某行為所抱持的態度愈正向，則代表從事某行為的意圖愈高，相

反，對某行為所抱持的態度愈負向，則代表從事某行為的意圖則愈低

。也就是說，某人騎乘公共自行車認為是有意義的感受時，他 她越有可能租借

。

主觀規範是個人從事某行為所預期的社會壓力 。當從事某行為時會顧

及其他關係人 如：家人、朋友、師長等 或團體 如：班級、學校、社團等 的意見而

受影響。舉例而言，某人對租借公共自行車會考慮到親朋好友的鼓勵，而到現場租借。

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人感知到自己去完成某一行為容易或困難的程度；當個人察覺自己

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越多，或所預期的阻礙越小時，則個人對行為的控制能力就會越強

。以上述例子來說，某人想要騎乘公共自行車時，考慮自己有足

夠的能力去租借，而完成這行為。

提出行為常常重複原有的表現且成為習慣時，就會產生過去行為。

也就是說，過去行為是習慣形成的結果，當行為在相似的環境常常出現，那當下的意

識與動機可能消逝，行為為的控制可能由自動化的反應機轉所取代 黃耀宗、張永朋，

。

行為意圖是指個人進行某行為的機率或是可能性，也可反映出個人執行某行為的意

願。 主張行為意圖是預測個人行為最好的方法。一般來說，若對於某行為之

意圖較強烈，則實際行為較可能被執行，反之，若對於某行為之意圖較低，則執行該行

為之機率則較低 。行為意圖的預測是透過個人進行

某項行為之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三個因素所影響。因此，大學生對於使用公

共自行車之意圖亦會受到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以及過去行為的影響。若

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愈高，則實際使用公共自行車行為愈高。

本研究目的為：一、瞭解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的概況與行為意圖；二、比較理性

行為理論和計畫行為理論應用在本研究對象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上的適切性；三、

分析其他預測因子對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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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臺中市南區的國立中興大學與霧峰區的亞洲大學為研究範圍。因為兩間學

校具有地形平坦與交通方便等特性，是適合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的環境特性，從大一到

大四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採便利抽樣的方式，將問卷設置於網路 表單，

並將問卷連結網址傳給兩校的學生，與在 站點不定時發放。發放時間為 年

日，回收的問卷 份，包含 份的站點問卷 中興大學 份、亞洲大學

份 ，網路問卷 份，取得有效問卷 份，有效回收率為 。

在個人基本資料中，男性 人，占總樣本數 ，女性 人，占總樣本數 ；

以過去的騎乘頻率來看，「偶爾」 所占比例最高，「未曾」 所占比例次高，

「幾乎有空」就騎的比例為 。詳如表 。

表

本研究樣本基本資料表

變項 基本資料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女生

過去三 六個月，您

騎乘公共自行車的頻

率為何？

幾乎有空就騎

有時候

偶爾

未曾

圖 　計畫行為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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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設計「大學生對公共自行車 的騎乘行為

研究問卷調查」。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七點量表 予以計分，問卷內容包

括態度 題、主觀規範 題、知覺行為控制 題、行為意圖 題、過去行為 題。問卷

最後請受試者填上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態度構面，是個人評估某一特定事物的想法，所反映出喜歡或不喜歡的持

續性評估，譬如：大學生對使用 所認知到的正面或負面評價；第二部分主觀規範構

面，指個人考量某一特定行為時，會受到身旁重要他人影響，來決定是否執行行為，譬如：

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時，其參考團體所給予的認同與帶來的影響程度；第三部分知覺

行為控制構面，個人在從事某一特定行為時，對所需要的資源與機會之控制能力，譬如：

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時所知覺到其能掌握的程度；第四部分行為意圖構面，指個人想

從事某一特定行為的行動傾向與程度，譬如：大學生對於未來騎乘公共自行車行為的意

願與可能性；第五部分為過去行為構面，不斷重複出現的行為，最終演變為習慣動作，

譬如：大學生去 到 個月使用公共自行車的頻率。以上的操作則參考 與

的問卷量表之設計，再依據本研究主題作適當的修改。  

三、資料處理

研究問卷回收後，剔除填寫不完整與空白的問卷，進行問卷編碼與建檔工作，用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採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做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各變項的分佈情形，

以瞭解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環保意識

與體驗價值情形。

二 一般線性迴歸分析

瞭解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的預測情形。

四、階層迴歸分析

比較理性行為理論、計畫行為理論與本研究對於預測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的模式

解釋力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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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先探討模式內各變項與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可從表

看出：此模式內三變項皆與使用公共自行車之行為意圖達到顯著相關。其中，知覺行

為控制與行為意圖的相關最高 ，態度與行為意圖的相關次之

，而主觀規範與意圖的相關為三者中最低 。態度、重要他人的鼓勵及

知覺行為控制越高者，其行為意圖亦越強。

表

各變項的相關係數與描述統計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 過去行為

平均數
標準差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
過去行為

＜ ＜

 本研究對象在未來四周使用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圖以正向者居多，整體平均分數為

，屬於中間值，顯示仍有半數的人呈現不確定或負向的看法。然而，態度、主觀規

範及知覺行為控制三個變項對行為意圖皆有正相關，顯示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

控制愈正向者，其使用的意願愈強。

二、比較理性行為理論、計畫行為理論以及本研究架構對行為意圖的適切性

 以階層複迴歸分析理論模式內各變項對大學生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的預測能

力。模式一以態度及主觀規範為自變項，來預測大學生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的結果，

此階段亦為理性行為理論的驗證。結果如表 所示，態度與主觀規範兩變項對意圖具有

的預測力，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另外，檢視方程式中的標

準化複迴歸係數 值 ，發現態度 與主觀規範 皆可顯著影響意圖，且態

度的重要性大於主觀規範，即態度對意圖的影響力大於主觀規範。

 模式二在態度與主觀規範之後，將知覺行為控制加入複層迴歸模式中使之成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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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自變項如表 ，可發現整體的解釋量 提升至 ，顯著增加了 ％，同時增加的

解釋力亦達到顯著水準 ， ＜ 。

 亦即知覺行為控制可在態度、主觀規範之外，有效地增加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意

圖的解釋量。由此可知，在預測行為意圖上，計畫行為理論優於理性行為理論。此結果

與國內外的研究發現一致。此外，從標準化複迴歸係數來看，可發現計畫行為理論中的

三變項態度 ＝ ， ＜ 、主觀規範 ＝ ， ＞ 與知覺行為控制 ＝ ，

＜ 皆對意圖有影響力，其中又以知覺行為控制對意圖的影響力最大。從本研究結

果得知，知覺行為控制和態度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力大於主觀規範。

 模式三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後，將過去行為加入複層迴歸模式中，可

發現整體的解釋量從 增加到 ，顯著增加了 ％，同時增加的解釋力亦達到顯

著水準 ， ＜ 。亦即本研究將過去行為加入自變項中後，可在態度、

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之外，有效地增加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意圖的解釋量。此外，

從標準化複迴歸係數來看，可發現計畫行為理論中的三個變項，態度 ＝ ， ＜ 、

主觀規範 ＝ ， ＞ 、知覺行為控制 ＝ ， ＜ ，以及過去行為 ＝ ，

＜ 皆對意圖有影響力，其中又以過去行為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力最大。

表

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與描述統計

步驟 自變項 值 值 平方 值

模式一 態度
理性行為理論 主觀規範

模式二

計畫行為理論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模式三

本研究架構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過去行為

依變項 行為意圖 ＜ ＜ ＜

註 模式一的決定係數 ；模式二的決定係數改變量△ ；模式三的決定

係數改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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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研究結果支持計畫行為理論，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

控制等三大理論變項，皆可以有效的解釋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達 ；加入過去行

為外在變項後，其行為意圖解釋力達 。以下分別就大學生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的現

況和其主要影響因素進行探究：

一、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大學生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的影響力具有顯著差

異性

至於模式內三大變項的影響力，從標準複回歸係數可發現：態度 ＝ ， ＜ 、

主觀規範 ＝ ， ＞ 與知覺行為控制 ＝ ， ＜ 皆對意圖有影響力，

其中又以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力最大，態度次知。

回顧先前有關的消費決策研究發現，態度和主觀規範對意圖和行為的影響遠超過知

覺行為控制 。不過，本研究卻發現知覺行為控制與態度最能有效解釋租

借公共自行車行為，研究者認為此結果可能與樣本自身能力有關。大學生本身有沒有時

間、金錢或是環境適切性等，可能會影響大學生騎乘公共自行車的選擇。像運動觀賞 許

建民， 、旅遊決策 戴友榆等人， ，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力極為顯著。從本研

究結果得知，個人的行動能力可能在決定大學生租借公共自行車時，發揮了很大作用。

總體而言，此部分的研究成果除了實證對過去文獻的彙整分析，也驗證

提到在不同的行為或環境下，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對意圖的影像力會有不一

樣的結果。

二、理論模式的適切性

本研究發現在預測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上，計畫行為理論 解釋力 優於理

性行為理論 解釋力 。亦即知覺行為控制可在態度、主觀規範之外，有效地增加租

借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的解釋量，此結果與國內外的研究成果一致 許建民， ；戴

友榆等人， ； ； 。

所以，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是個人無法完全由意志所能控制的行為；以「租借公共

自行車」來說，大學生即使對租借公共自行車抱持正面的態度，親朋好友也鼓勵其租借

公共自行車，依據理性行為理論 ，則他／她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

的意圖應該很高，可能實際租借公共自行車；然而，此行為決策往往牽涉到「公共自行

車使用方便性」、「租借的取得性」與「天氣狀況」等因素，亦即在缺乏這些自己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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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能力下，儘管有正面的態度與主觀規範，個人租借公共自行車行為可能還是無法

發生。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加入知覺行為控制的計畫行為理論，或許會比理性行為理論

提供顯著且良好的預測與解釋力 許建民， ；戴友榆等人， ；

。

三、外加變項的解釋力顯著

本研究亦發現，加入「過去行為」這個變項可能會有效地提升理論模式的預測能力；

也就是說，大學生在過去有騎乘這個行為可能會直接影響個人參與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

圖。此研究結果與國內研究相仿 黃耀宗、張永朋， ；同時也應證 建

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其它預測因子，以致提升其對行為之解釋力的論點。

四、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分別針對理論模式、策略的應用與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可提供相關單位及公共自行車管理者，在未來針對大學校園擬定宣傳計畫、站點設計與

校園推廣策略時的參考依據。

一 態度方面

本研究發現態度能有效影響行為意圖。這表示大學生如果對使用公共自行車持正面

的態度，就能夠增加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圖。所以我們可以多在校園內多推

廣 如海報與宣傳影片的構思上 ，讓騎乘者從心情愉悅的角度出發。又以「慢活」的精

神作為口號，使更多大學生認同公共自行車的慢活步調，強調交通行為的改變可以帶來

心靈的愉悅，對於環保也具有正面意義。

二 主觀規範方面

主觀規範對於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影響最小，但同儕團體的影響力仍不可忽略，

本研究針對團儕與重要參考團體提出以下建議：

校園 大使的宣導

舉辦校園 大使的選拔，提供這些學生特別的租借優惠，大使主要工作是在校園內推

廣公共自行車的優點，使公共自行車在校園的曝光率變高，透過網路社群的影響力，帶

動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的意願。

明星的宣導

由於青少年都有偶像崇拜與模仿心理，日後從事公共自行車推廣時，可善加利用演藝人

員感染力、運動員的健康形象，邀請人氣明星擔任代言人；或邀請運動明星到校園宣導

公共自行車的重要性，讓學生有正面的感受。

三 知覺行為控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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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行為控制構面包含了體力、時間、金錢、環境的外在因素的評估，以下針對大

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的行為意圖，提出外在因素的建議

提供大學生優惠的費率

可提供大學或高中職學生優惠的費率或前 分鐘免費的福利，讓大學生每天上課通

勤的成本可以降低，提升使用意願，以推廣的角度來說，提供優惠是直接且可行的方法。

規劃大學生專屬的自行車通學步道

針對學生宿舍與周邊住宿密集度高的地區，規劃自行車租借站與完善的自行車道，一方

面節省學生租借公共自行車的時間成本，一方面能增加學生騎乘公共自行車時的安全性，

讓使用公共自行車是一件方便又安全的事。

四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僅以中興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為母群體，因此在研究結果的

推論上受到限制，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宜擴大研究的範圍與樣本數，相信其研究結果能更

為完整且具有代表性。

本研究僅探討使用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深入追縱實

際行為，以深入探討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行為的影響。在行為

評估方面，可實際觀察大學生使用公共自行車行為的情形，進行深入訪談或焦點團體等

質性研究。

本研究僅探討研究對象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並沒有進一步瞭解行為意

圖與行為間的關係。雖然，過去有國內、外的研究顯示，行為意圖可有效解釋實際行為

。未來研究應深入追蹤實際行為，以提高研究結果的應用價值。

此外，本研究對象為大學生。若有把年級的變項放到基本資料裡，會強化研

究成果的解讀，以瞭解大學生的年級分布。

參考文獻

王義川、林彥合 。自行車共享系統分析。都市交通， ， 。

李永祥、余宗龍 。計畫行為理論對大學生從事規律運動行為之影響因素。大專體 

 育學刊， ， 。

呂宛蓁、鄭志富（ ）。職棒觀眾觀賞行為意圖模式之研究。大專體育學刊， ， 

 。

余宗龍、李永祥 。計畫行為理論於運動比賽現場觀賞研究領域之應用。中華體育 

 季刊， ， 。

余宗龍 。建構職棒球賽再次購票觀賞的行為意圖模式：以涉入程度為區隔變數。 

計畫行為理論對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探討年，第十八期， 頁

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6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6 2022/11/23   上午 11:42:422022/11/23   上午 11:42:42

NCHU



興大體育學刊

 大專體育學刊， ， 。

林錫波 。以計畫行為理論及階段行為改變模式探討大學生在中華職棒之觀賞意圖。 

 大專體育學刊， ， 。

張俊一、許建民（ ）。影響學童參與暑期運動育樂營意圖之研究 以新竹市國小五 

 年級為例。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論叢， ， 。

許家謙、凌家如、林清高 。齡者參與槌球運動行為模式之探討：計畫行為理論之 

 應用。戶外遊憩研究， ， 。

黃耀宗、張永朋 。習慣與過去行為為對運動意圖的影響。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 。

許建民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晨泳會員泳渡日月潭行為意圖之研究。臺灣體育學 

 術研究， ， 。

陳進祥 。計畫行為理論應用於 年全國運動會桌球比賽觀賞模式之研究。臺中 

 教育大學學報， ， 。

謝明材 。高中體育班學生休閒活動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 

 教練研究，臺北市。

戴友榆、王慶堂、高紹源、李明儒 。計畫行為理論應用於水域遊憩活動行為之探 

 討－以澎湖為例。管理實務與理論研究， ， 。

Action-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6

 of Applied Biobehavioral Research,  
 8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計畫行為理論對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探討年，第十八期， 頁

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7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7 2022/11/23   上午 11:42:422022/11/23   上午 11:42:42

NCHU



興大體育學刊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19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4

Tourism   
 Management, 31

Innovative Marketing, 3

Leisure Science,23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95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  
 13

Journal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

 Tourism Management, 31
Sport marketing: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4th ed.)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6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27,  

計畫行為理論對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探討年，第十八期， 頁

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8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8 2022/11/23   上午 11:42:422022/11/23   上午 11:42:42

NCHU



興大體育學刊

計畫行為理論對大學生從事公共自行車行為意圖探討年，第十八期， 頁

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9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39 2022/11/23   上午 11:42:422022/11/23   上午 11:42:42

NC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