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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主要能源議題及民眾對大眾運輸的觀感作為預變項，以油價漲幅為前提以邏輯斯迴歸分析建立民眾轉乘大眾運

輸系統意願的機率。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萃取主要能源議題，再以典型相關分析驗證主要能源議題與民眾對大眾運輸的觀

感之相關性，說明本研究之有效性；最後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並應用邏輯斯迴歸分析建立以台中地區為研究對象，預測民眾

轉乘大眾運輸系統意願之模型。研究結果發現：（1）當油價漲幅10% 之前提下，無駕照者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機率比有

駕照的民眾高 （2）當油價漲幅50% 之前提下，男性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機率比女性高（3）當油價漲幅超過100% 前提下

，未婚者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機率比已婚者高。(4) 大眾運輸系統之「節能性」與「經濟性」在任何前提之下皆是重要的預

測變數，故大眾運輸系統具備「節能性」與「經濟性」會提高民眾轉乘的意願；但其 「方便性」與轉乘的意願呈現反比的

現象。 本研究之預測模型可提供規劃單位了解民眾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潛在需求，作為未來規畫大眾運輸系統時之參考。

關鍵詞 : 大眾運輸，預測，主成份分析法，典型相關分析，邏輯斯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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