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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術研究上作系統性回顧，可以有類別的歸納、分析與量化數據，幫助研究建立完整

文獻回顧內容，強化理論基礎。本研究旨在瞭解自行車研究四大主軸：一、發表年

分；二、研究方法；三、學門分類；四、期刊級別。研究方法以內容分析法做為分析

理論基礎，先使用 Excel 表作編碼，再使用 SPSS 22 版做描述性統計分類，在信度上

為 .98。研究結果發現自行車研究自 2011 年後開始大幅增加，其中研究方法多以問卷

調查法為主，研究領域多為運動行政與管理學門，期刊級別以未入 TSSCI 期刊居多。

研究結論發現自行車研究常發表在跨領域研究中如機械工程、機械設計與地理資訊等

領域，但是在體育、休閒、觀光領域中互動性較強且主題內容較為專一性。未來研究

可針對不同運動項目領域作調查，整合不同運動術科領域作跨域研究。

關鍵詞：文獻回顧、內容分析法、發展趨勢



張智涵　張意德

18 

壹、緒論

自行車是一項運動、休閒活動、觀光

遊憩，也是一個產業鏈的發展。自行車過

去所扮演的角色是運輸工具，節省人類交

通時間。現在是一種全民跟風的運動，每

逢週末假期都可以看到許多民眾參與自行

車活動。這項風潮也引領著國內自行車產

業的蓬勃發展。根據經濟部統計處 (2017) 
所公布的產業經濟統計來看，自行車及其

零件在荷蘭、英國、中國大陸進口市占均

居冠，具有全球市場領先優勢。自行車產

業近八成集中在臺灣，其中自行車工廠占

86 家，自行車零件工廠占 734 家，總計

全臺灣共有 820 家自行車產業相關廠商，

自行車產業比重在臺灣的密集程度可見一

斑。在產業上的發展，可以分為生產階段 
(1950 ~ 1970 年 )、輸出階段 (1970 ~ 1980
年 )、產業升級階段 (1980 ~ 1990 年 )、國

際化階段 (1990 年至今 ) 等四個時期 ( 張
景弘、許龍池、王建臺，2004)。從以上文

獻資料就可以發現，自行車已經在臺灣落

地生根，從生活面、產業面、經濟面而言

都脫離不了關係。

政府非常重視自行車運動政策的推

展，在教育部 (2013)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

書》上就指名推展自行車活動，與建置全

島自行車道。自 2002 年開始推動「全國自

行車道系統計畫」，在 2009 ~ 2011 年推

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

2013 年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聯建設

計畫」，從 2002 ~ 2016年統計共完成 3,524
公里的自行車道，在 2015 年與交通部合作

建置「環島 1 號線」；另一方面，加入其

他政府部會補助建置自行車道與環島系統

路線，全臺灣目前自行車道統計已達 5,889

公里 ( 教育部體育署，2017)。在觀光發展

上，交通部觀光局把自行車落實在特色觀

光與推廣體驗觀光政策中，建置臺灣騎跡

網站，將各項自行車活動與車道紀錄在網

站中，並且每年固定舉辦臺灣自行車節 ( 

交通部觀光局，2018)。從政府各部會的政

策推廣與落實以及產業數據中，瞭解外銷

國際市場到國內民眾注重自行車議題，再

再顯示出社會風氣對於這項運動的重視程

度。

自行車產業蓬勃發展之際，國內學

術界對自行車產業的研究也相當重視。例

如曾有學者作臺灣運動產業的產值估算與

組成分析，運動製造產業中以自行車製作

為最主要，自行車生產總額為 196.7 億，

零件配備為 305.9 億 ( 許秉翔、吳仁泰，

2006)。「運動生理學門」曾有探討運動

髂脛束摩擦症候群 ( 徐文淵、李恆儒，

2009)、人體生理代謝影響 ( 黃裕哲、杜瑞

澤，2014)、呼吸肌訓練對男性鐵人三項選

手訓練效果之影響 ( 吳家瑋、傅正思、李

淑玲，2014)。「運動生物力學門」曾探討

自行車振幅對頸部之影響 ( 黃貫倫、吳佳

蓉、陳秀榮、陳彥廷、涂瑞洪，2012)、

自行車把手型式對上肢肌群活動之影響 

( 邱文信、黃斯胤、楊振宏，2013)、穿著

自行車卡鞋對下肢肌肉活化之影響 ( 陳家

昇、魏振展、鍾寶弘，2015)、自行騎乘

姿勢對運動學、力學、生理負荷與主觀費

力程度之影響 ( 邱敏綺、吳欣潔，2014)。

「運動心理學門」曾探討自行車運動對心



國內自行車研究回顧

19 

理健康的影響 ( 張清源、曾秋美，2011)、

參與動機、休閒動機 ( 方靖凱、馬上閔，

2015；吳國銑、洪佑賢，2012；蘇榮裕，

2013)、滿意度 ( 謝雯玲、孔仁華、謝雯

萍，2011)。「體育行政與管理學門」曾有

分析自行車運動觀光發展 ( 李永恆等人，

2017；狄懋昌，2014；陳韻竹、李晶，

2013)；產業面上曾有討論臺灣自行車產業

經營管理策略 ( 吳正謙、李忠穎，2013)。

「體育課程教學門」曾有自行車教育課程

融入綜合活動對學童休閒態度影響 ( 王伯

宇、李雅鈴，2017)、推廣教育、教學、手

冊 ( 陳子儀，2006；陳叡智，2006；蔡政儒，

2006)、數位媒體資訊融入體育課之實例探

討 ( 杜光玉、馮曼琳、賀國英、林韻文、

張育誠，2012) 等。以上文獻建立在單方

體育學術領域面上，本研究認為需要一個

全面性研究整合，綜觀自行車的學術發表

與歷程。

學術研究上作系統性回顧，可以幫

助研究建立完整文獻回顧內容。利用目標

明確與具體化名詞，立基於良好的學術資

料庫使用，可以使研究者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持續針對同一話題探討。透過計量文獻

分析，將過去文章有類別的歸納、分析、

量化作探討，強化過去理論基礎。另一方

面，新加入研究者可以立即瞭解過去研究

曾用過哪些方法與對象，吸取經驗以建立

新研究方法。在其他學術領域中如醫學、

工程學、教育心理學、區域學門、管理學

門等 ( 施惠芬、陳妮婉、李欣怡、黃采薇，

2018；陳世哲等人，2005；許秉翔、黃慧琦、

華昌宜，2001；葉寶玲、陳秉華、陳盈君、

蔡毅樺，2010；蔡明月、郭政遠，2009)，
都有類似的研究幫助該領域學者精進。

有鑑於此，為確實瞭解過去國內發表

在體育運動學術領域相關自行車文獻之研

究主題概況、數量分布與成長脈絡，本研

究將依據「自行車」相關文獻設定搜尋範

圍在「休閒」、「運動」、「觀光」等作

文獻蒐集；另一方面為避免搜尋關鍵詞有

重疊或遺漏部分，將關鍵詞設定為「自行

車」、「單車」、「自由車」、「鐵馬」

四項。其探討目的鎖定在：一、瞭解在臺

灣休閒、觀光、體育、運動領域的歷年發

表狀況與重視程度；二、透過計量化方式

綜整自行車研究文獻內容，幫助未來研究

發展；三、以發表年分、研究方法、體育

運動學門分類與期刊級別等方式作為分類

標準，建立計量性回顧研究指標。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瞭解國內自行車相關之研究領域

文章，本研究設定搜尋字眼範圍為「自行

車」、「單車」、「自由車」、「鐵馬」等， 
蒐集歷年所發表之臺灣中文期刊。期刊以

「華藝線上圖書館」為搜尋基礎，以關鍵詞

蒐集過去臺灣學術界之期刊主題、摘要、關

鍵詞。研究主軸鎖定在以休閒、運動、體

育、觀光等學術領域發表者為限，若發表

在交通、資訊科學、地理資訊等，不在此

討論範圍內；另一方面，若探討到鐵人三

項運動，雖包含自行車運動內容，但運動

討論內容還包含其他運動如游泳、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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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排除在此次議題外。因此，經搜尋後

整理重複及與主題不相符合內容，在研

究期刊文章部分原有統整後搜尋共計 565
篇，刪除不合題目、領域剩餘共計 252 篇。

以分篇而論，搜尋關鍵詞「自行車」共得

403篇，刪除不合題目、領域剩餘共 208篇；

搜尋關鍵詞「單車」共得 107 篇，刪除不

合題目、領域與重疊剩餘共 23 篇；搜尋關

鍵詞「自由車」共得 35 篇，刪除不合題目、

領域與重疊剩餘共 18 篇；搜尋關鍵詞「鐵

馬」共得 20 篇，刪除不合題目、領域與重

疊剩餘共 3 篇。

二、研究程序

研究方法分類部分，以林秀雲 (2016)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非介入性研

究之內容分析法做為分析理論基礎，為達

到科學方法之條件，參考鄭文卿與蔡熙銘 
(2007) 之研究分類，將各研究分類為出版

年度分析與研究方法等。另一方面，參考

科技部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門及次領域

分類與 2017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

暨核心期刊收錄指標作為 TSSCI 之分類。

在編碼流程上，為能明確觀察單位，將各

項分析單位與類目定義清楚，並透過研究

者多次討論的意見進行分類。在研究工具

先使用 Excel 表作編碼，再使用 SPSS 22
版作描述性統計分類。本研究歸類為四大

分析主軸：( 一 ) 發表年分、( 二 ) 研究方

法、( 三 ) 學門分類、( 四 ) 期刊級別，以

下針對四大主軸一一說明：

( 一 )  發表年分：以各年度為區隔，從文

獻搜尋到最早發表期刊文章開始，

截至 2018 為止。

( 二 )  研究方法：透過歸類該期刊研究使

用方法作為分類取向，共計有文

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運動技術

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實驗調查

法、電話調查、德爾菲法、分析

網路程序法、田野調查法、三角檢

核法、個案研究法、條件評估法、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分析法，共計 13 種。

( 三 )  學門分類：採用科技部 (2011) 編製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門及次領域

分類」，在體育學上分類為運動哲

學、體育運動史學、運動社會學、

運動行政與管理、體育課程與教

學、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

動生物力學、運動教練學、運動術

科，共計分類為 10 個群落。

( 四 )  期刊級別：採用科技部 (2017) 「臺

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

期刊收錄」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

單，將體育學門分類為二個級別與

第三級觀察名單，並加上未入級別

評比等期刊，共計四個級別。

三、資料處理

研究者在編列本文章編碼後，進行編

碼者間信度計算，參考依據為 ( 許禎元，

2003；葉寶玲等人，2010) 曾提出評估信

度的方法，當評分者只有兩位或多位以上

時，須透過兩個步驟來檢驗彼此的編碼結

果正確性，首先須計算相互同意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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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百分比一致性作為評估標準，並且計

算編碼者間的複合信度。本篇研究共計有

兩位作者參與，並使用 Excel 表作編碼，

先初步確認共同編碼方式，爾後進行自我

編碼，第三次進行交互比對編碼內容，若

有相異處，經雙方互相檢核對方編碼內容，

再進行歸類編碼確認。其相互同意度 (A) 
公式推導如下：

2
1 2

MA
N N

=
+

 (1)

M：完全同意數 ( 兩位編碼者回答相

同題數 )。

N1、N2：兩位編碼者各自回答數。

根據公式 (1)，共計得到 565 篇期刊，

並進行編碼。兩位研究者的編碼結果共計

有完全同意的 M 為 549 篇，編碼結果不同

的有 16 篇，可以透過公式求出期刊相互同

意度為 .97。

2 549
565 565

A ×
=

+
= 0.97

在計算信度 (B) 上，當具有兩位以上

的編碼者時，須進一步計算編碼者間的複

合信度。在期刊部分的互相同意度為 .97，
帶入信度公式 (2) 後，所得信度為 .98。楊

國樞、文崇一、吳聰賢與李亦園 (1982) 認
為透過此內容分析法之信度如有 .80 以上

就可靠，因此可支持本研究的編碼具有可

靠的信度之觀點。

1 [( 1) ]
n AB
n A
×

=
+ − ×

 (2)

n：參與編碼之人數。

參、結果

一、自行車文獻研究年分分類結果

從表 1 可以得知，在歷年發表自行車

研究的時間，最多的次數為 2014 年，共計

有 30 次 (11.9%)，自 2011 年以後至今幾

乎每年都超過 20 次。以平均數來看每年約

發表 7.8 篇，可見自行車在國內探討的議

題，在 2011 年後開始逐漸擴大。

從圖 1 的柱狀圖來看，從 2009 年開

始可以稱為一個分水嶺，自行車研究發表

表 1　期刊發表年分次數表

年分 次數 百分比 年分 次數 百分比

1987 1 0.4 2006 8 3.2
1988 1 0.4 2007 5 2.0
1990 2 0.8 2008 9 3.6
1991 1 0.4 2009 13 5.2
1993 3 1.2 2010 13 5.2
1994 1 0.4 2011 24 9.5
1995 1 0.4 2012 28 11.1
1997 2 0.8 2013 27 10.7
1999 5 2.0 2014 30 11.9
2000 1 0.4 2015 21 8.3
2002 2 0.8 2016 24 9.5
2003 1 0.4 2017 20 7.9
2004 2 0.8 2018 4 1.6
2005 3 1.2 總計 25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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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至兩位數。1987 ~ 2008 年共計發表

48 篇，2009 ~ 2018 年共計發表 204 篇，

而截制目前為止 2018 年仍有許多未刊登的

期刊，由此也可瞭解這兩個時期的自行車

期刊發表成長幅度達到將近四倍。

二、自行車文獻研究方法分類結果

從表 2 可以發現，自行車研究所使用

之研究方法可以分為 11 種方向。最多為問

卷調查法共計使用 129 次 (51.2%)，其次

為文獻分析法 66 次 (26.1%)，第三為實驗

調查法 30 次 (11.9%)，第四為使用兩種研

究法以上 11 次 (4.4%)。

三、自行車文獻體育學門分類結果

從表 3 可以瞭解，自行車曾發表的期

刊以體育學門為基準作分類，最多的是運

動行政與管理 121 次 (48.0%)，其次為運

動心理學 56 次 (22.2%)，第三為運動生理

圖 1　國內自行車研究發表年分柱狀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2　期刊研究方法次數表

研究方法 次數 百分比

文獻分析法 66 26.1
深度訪談法 9 3.6
問卷調查法 129 51.2
實驗調查法 30 11.9
電話調查法 1 0.4
德菲法 1 0.4
田野調查法 1 0.4
個案研究法 1 0.4
IPA 法 2 0.8
電腦模擬分析法 1 0.4
兩種研究法以上 11 4.4
總計 25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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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34 次 (13.5%)，第四為體育課程與教學

20 次 (7.9%)，第五為運動生物力學 13 次 
(5.2%)。

四、自行車文獻期刊級別分類結果

從表 4 可以得知，自行車發表在各級

期刊的次數，最多是未入 TSSCI 收錄期

刊，共 189 篇 (75.0%)，其次為第三級觀

察名單 32 篇 (12.7%)，第一級期刊 24 篇 
(9.5%)，第二級期刊 7 篇 (2.8%)。

肆、討論

一、研究討論

(一 )  研究發表年分最多的次數為 2014
年，自 2011年開始大幅成長

文獻計量分析可發掘該學術領域期

刊發表數量成長及分布狀況，透過文獻整

理可預測該領域在社會科學發展趨勢。研

究期刊文章成長與分布內容隨時間與政策

的改變，會有修正或擴張發展的研究，但

是基本研究議題主軸仍會持續鎖定在自行

車上，會依據該時代的科技產生新的啟發

與討論議題 ( 林巧敏、范蔚敏，2010)。

例如中國大陸將書目計量分析運用在檔案

學中，針對特定期刊與研究主題為範疇，

瞭解該學術圈的文獻生產力。國外也有針

對計量分析檔案研究並加入計量與內容分

析法等內容，使研究期刊文章更具有主題

性 (Brichford, 1988; Cox, 1987)。以篇幅數

而言，透過華藝線上圖書館搜尋自行車相

關在各年分發表共有 565 篇，但專論自行

車研究與體育學術領域有關的文章則共計

有 252 篇。從統計數字上看，因使用關鍵

詞搜尋會有重疊文章部分，但是在篩選完

後，仍有 252 篇幅在探討泛體育運動領域

部分，可以想見學術領域對自行車議題已

逐漸白熱化，而且愈來愈多人重視。

從圖 1 國內自行車研究發表年分柱狀

圖結果而論，自 2009 年以來自行車的發表

數字開始有雙位數的成長，與 1987 ~ 2008

年以來都是個位數的篇幅數比較，有兩倍

數的成長。究其原因，2008 年適逢金融海

嘯、能源危機與節能減碳觀念興起，行政

表 3　研究學門領域次數表

學門 次數 百分比

運動哲學 2 0.8
體育運動史學 1 0.4
運動社會學 3 1.2
運動行政與管理 121 48.0
體育課程與教學 20 7.9
運動生理學 34 13.5
運動心理學 56 22.2
運動生物力學 13 5.2
兩種領域以上 2 0.8
總計 25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4　期刊發表級別次數表

期刊級別 次數 百分比

第一級 24 9.5
第二級 7 2.8
第三級觀察名單 32 12.7
未入級 189 75.0
總計 39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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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引述蓋洛普市場調查，

國內自行車使用者自 2008 年將大幅增加，

從 2006 年的 33 萬人成長到 2007 年的 46
萬人，另外預估 2008 年使用人數更可能

大幅成長到 70 萬人，2008 年較 2006 年使

用人數大幅成長 112% ( 大紀元，2008)。
由此可以瞭解，國內學術界對於自行車的

重視程度，也因為全民熱愛的風潮開始有

了轉向。依統計數據而言，1987 ~ 2008 年

歷經 20 年時間發表篇數為 48 篇，但是自

2009 ~ 2018 年只有 10 年時間，且 2018 年

尚在出版中，發表篇數卻已經達到 204 篇，

等同於近十年比起前二十年的內容，有將

近四倍的發表漲幅。這對於學術圈內來說，

是一項很大的轉折與重視程度。

從另一個角度以年分兼論發表年分與

研究方法，以表 5 發表年分與學門分類交

叉表來看，自 2010 年後開始，討論議題多

鎖定在運動行政與管理類，每年發表數幾

乎都有雙位數，歷年來共計有 121 篇；其

次為運動心理學類共計有 56 篇。在表 6 發

表年分與研究方法交叉分析表中，也可以

瞭解自 2011 年以後，問卷調查法使用次數

也是雙位數，歷年來共計有 129 篇，其次

為文獻分析法共計有 66 篇。由此可以瞭解

國內體育學術圈對於自行車的討論主軸在

自行車產業的發展、消費者行為、消費者

心理、行銷策略等議題。研究方法使用上，

選用問卷調查對於蒐集受測者對象而言是

比較容易，也方便分析預測消費者行為，

制定良好行銷管理策略。

如表 5 發表年分與體育運動學門領域

交叉分析表所示，早期自行車研究發表多

談論在運動生物力學上 ( 許樹淵，1987；
黃榮達，1993) 與運動生理學上 ( 施正人，

1993；黃榮松、鄭虎、陳俊忠，1988；衛

沛文，1995；劉建恒、李寧遠，1990) 的
說明與應用，甚至還有運動傷害等 ( 邱然

偉、周正亮、詹瑞棋、陳俊忠、徐道昌，

1991；周正亮、陳俊忠、劉作仁、徐道昌，

1990)。近年研究期刊文章多談論到運動行

政與管理上與運動心理學上的應用行為，

從這可以發現自行車討論議題與學術上的

領域轉向。

(二 ) 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為主流
從表 2 期刊研究方法次數表數據可

以發現，自行車所討論研究方法大致集

中在問卷調查法 (51.2%)、文獻分析法 
(26.1%)、實驗調查法 (11.9%)、深度訪談

法 (3.6%) 這四種。另一方面，可從表 7 研

究方法與學門分類交叉表發現，問卷調查

法比較常使用的學門領域為運動行政與管

理 (78 篇 )，其次為運動心理學 (45 篇 )。
文獻分析法比較常使用在運動行政與管理 
(29 篇 )、體育課程與教學 (17 篇 )、運動

生理學 (10 篇 )。比較常使用實驗調查法

的為運動生理學 (18 篇 )、運動生物力學 (8
篇 )、運動行政與管理 (2 篇 )、體育課程

與教學 (1 篇 )。比較常使用深度訪談法的

為運動心理學 (4 篇 )、運動行政與管理 (3
篇 )、運動社會學 (1 篇 )、運動生理學 (1
篇 )。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瞭解，在問卷調

查法上多使用心理問卷調查，以李克特式 
(Likert-type) 五點作分量表，探討受訪者

對於自行車運動產業在行銷策略、參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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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使用態度、購後行為等方面。透過心

理問卷可以瞭解參與者在選擇自行車運動

時所面臨的心裡抉擇問題，當研究者設定

研究題目範圍，確認所要瞭解之目標對象，

可以發掘受測者面對問題時所決策的過程

與內容，進而透過各項因子去發現相關社

會心理因子，預測受測者的行為取向，達

到解釋內容範圍。

從另一個角度看，問卷調查法是最

方便與簡易於研究者作社會科學研究。主

要原因在於研究者可選用簡單與便利的方

式作消費者族群調查，使用適當的量表或

問卷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可以克服在人力

與物力上的花費成本，且因地因時方便取

得受測者資料。不同於自然科學必須藉助

實驗室研究器材，需要花費大量金錢才能

作研究。此社會科學研究不論是對於研究

初學者或是專家學者而言是相當經濟實惠

的方式，因此在本研究比例上，有 129 篇 

(51.2%) 使用問卷調查法。

不同的運動項目在學術的研究主軸與

研究方法表現也有所不同，例如孫佳婷與

劉家琦 (2018) 曾針對 1980 ~ 2016 年之臺

灣女子快速壘球文獻回顧作研究，發現在

期刊發表上，研究方法以實驗研究法 36
篇 (34.62%) 與內容分析法 14 篇 (13.46%) 
為最多。稅尚雪、王俊明與黃正一 (2010) 
也曾針對排球科學近十年 (2000 ~ 2009
年 ) 的研究主題與發展趨勢進行研究，研

究指出排球科學以技術分析共有 117 篇 
(21.75%) 最多。黃賢哲與康正男 (2018) 針
對臺灣運動場地設施作綜整性研究，發現

在量化研究上以問卷調查法 105 篇 (94.5%) 
最多，在質性研究上以文獻分析法 117 篇 
(61.2%) 為最多。由此可以看出，在各運

動項目類別或學科上都有各領域常使用的

研究習慣方法，並無特別哪一種方法較為

突出，然而在方便性與易取得性上，仍是

表 7　研究方法與學門分類交叉表

研究方法

運動

哲學

體育運

動史學

運動社

會學

運動行政

與管理

體育課程

與教學

運動生

理學

運動心

理學

運動生

物力學

兩種領

域以上 總計

文獻分析法 2 2 29 17 10 2 3 1 66
深度訪談法 1 3 1 4 9
問卷調查法 78 5 45 1 129
實驗調查法 2 1 18 8 1 30
電話調查法 1 1
德菲法 1 1
田野調查法 1 1
個案研究法 1 1
IPA 法 1 1 2
電腦模擬分析法 1 1
兩種研究法以上 1 5 2 3 11
總計 2 1 3 121 20 34 56 13 2 252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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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卷調查法較容易取得，因此在許多社

會科學上，會以問卷調查法為居多。

(三 )  自行車研究學門以運動行政與管
理學門為主

若初論自行車在各種學門領域上，例

如機械工程、設計、美術、地理資訊等各

領域都有發展。本次研究將自行車鎖定在

體育學術領域，並涵蓋有關觀光休閒學術

類項，研究發現有關以自行車為標題、關

鍵詞、摘要等研究相當多，自 1987 年到

2018 年 7 月已出版為止，將關鍵詞設定為

「自行車」、「單車」、「自由車」、「鐵

馬」等四項，經初步搜尋在期刊文章部分

原有 565 篇，刪除不合題目、領域剩餘共

計 252 篇。從以上數據可以得知，研究自

行車在泛體育學術領域中，其實占有很大

的比例。再從細項方面看，表 3 研究學門

領域次數表，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 (48.0%) 
占有較多的研究比例。由此可以說明，國

內針對自行車研究領域以行政與管理類項

為主流。

另外，曾有學者針對運動管理學的

研究發展趨勢作探討 ( 施致平、張琪、倪

瑛蓮，2012)，發現在運動管理學界中在

排序上以運動參與 (40.26%)、行銷管理 
(15.51%) 與場地設施 (11.55%) 等三大領

域較多。黃賢哲與康正男 (2018) 針對臺

灣運動場地設施作研究調查，發現研究主

軸以營運管理 59 篇 (19.4%) 居多，其次

為使用者心理 52 篇 (17.1%)、效益評估

39 篇 (12.8%)、政策討論 37 篇 (12.1%)、
個案討論 33 篇 (10.8%)；而孫佳婷與劉

家琦 (2018) 將期刊與論文議題鎖定在臺

灣女子快速壘球文獻，發現運動生物力學

有 27 篇 (25.96%) 居多，其次為運動訓練

學 22 篇 (21.15%)、運動行政與管理 18 篇 
(17.31%)、運動心理學 14 篇 (13.46%)、
運動生理學 11 篇 (10.58%)。由此可以瞭

解各項學術研究主題會依據該領域學者的

研究趨向而占的比例有所不同。從表 3 研

究學門領域次數表可以明顯知道研究領域

達到 10% 以上的學門有運動行政與管理

121 篇 (48.0%)、運動心理學 56 篇 (22.2%) 
與運動生理學 34 篇 (13.5%)。各學門在綜

整上而論，在運動行政與管理上偏多，研

究發表狀況比較久的為運動生理學與運動

生物力學。

(四 )  自行車研究級別發表以未入
TSSCI期刊居多

國內體育學門上的學術期刊在評比排

名上有作過幾次調查，例如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 現已改為科技部 ) 在 2008 年

國內教育學門體育學術期刊評比之研究、

2014 年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報告、

2017 年臺灣社會科學期刊評比，都曾有針

對體育學門期刊作過評比。而國內相關學

者也對期刊評比與發表趨向論述上也多有

著墨 ( 張育愷、洪聰敏，2014；張育愷、

祝堅恆，2012；張俊彥、邱貴發、林陳涌，

2002；郭家驊，2009，2010 )。目前科技

部 2017 年的期刊評比收錄之指標與比重，

以形式指標 (5%)、引用指標以五年內期刊

影響係數 (15%)、問卷調查 (30%) 與學門

專家審查 (50%) 為主要比分。建立 TSSCI
用意在於瞭解與衡量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

刊的影響力與發表素質，透過系統性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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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化方式，幫助研究者在選讀與歸類各項

期刊時能有所依據，並且建立國際交流與

能見度。

本次研究所得數據如表 8 期刊級別與

學門分類交叉表，可瞭解本研究所蒐得期

刊文獻 252 篇的比例分配。從 1987 年發

表至今已有 32 年的歷史，在發表比例中，

進入 TSSCI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觀察

名單與未入級，皆以運動行政與管理類最

多，共計有 121 篇，再細分第一級期刊以

運動行政與管理類最多共有 14 篇，其次為

運動生理學 5 篇；第二級期刊前二名為運

動行政與管理 3 篇、運動生理學 3 篇；第

三級觀察名單前三名為運動行政與管理 13
篇、運動心理學 6 篇、運動生物力學 6 篇；

未入級以運動行政與管理 91 篇、運動心理

學 48 篇、運動生理學 23 篇為前三名。由

以上數據可以發現，自行車研究以體育行

政與管理類和未入級期刊在比例上居多，

從另一個方面解讀，大多數的期刊都投稿

在未入級期刊中。研究並無好壞之分，而

是要能夠在知識上的推進與建立學術溝通

管道。發表各類期刊可以幫助研究者多方

學習，精進研究方法應用與學科知識的累

積。各學科必須先建立在量能的擴充上才

能談論到研究品質的提升，因此多增加該

項學術領域研究是需要多鼓勵，以達到能

進入國際學術領域的品質。

二、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國內自行車研究為研究基

礎，從發表年分、研究方法、學門分類與

期刊級別作討論，建立自行車文獻回顧基

礎。研究發現自行車研究常發表在跨領域

研究中如機械工程、機械設計與地理資訊

等領域，但是在體育、休閒、觀光領域中

互動性較強且主題內容較為專一性。在研

究發表上自 2011 年後開始大幅增加，其中

研究方法多以問卷調查法為主，研究領域

多為運動行政與管理學門，期刊級別以未

入 TSSCI 期刊居多。

以前國內自行車研究未作有關綜整性

回顧研究，而在其他體育學門領域中，常

有針對 10 ~ 20 年作統整性回顧研究。本

次研究將自行車運動項目歷年發表，作圖

表數據分析並交叉比對相關數據，瞭解到

過去國內研究者常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

領域、發表分布情形，有助於未來研究者

在發表相關研究學說時，能夠有一個完整

表 8　期刊級別與學門分類交叉表

期刊級別

運動

哲學

體育運

動史學

運動社

會學

運動行政

與管理

體育課程

與教學

運動生

理學

運動心

理學

運動生

物力學

兩種領

域以上 總計

第一級 1 0 0 14 0 5 2 2 0 24
第二級 0 0 0 3 0 3 0 1 0 7
第三級觀察名單 1 0 1 13 1 3 6 6 1 132
未入級 0 1 2 91 19 23 48 4 1 189
總計 2 1 3 121 20 34 56 13 2 252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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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去瞭解過去的發表情形。

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單一領域與單一

學門作分析比較，例如自行車運動在運動

行政與管理學門的發表狀況，其用意在於

更深化研究內容。本次研究是基於大方向

的統整，初步規劃研究架構圖，使其他研

究者可以瞭解目前國內自行車研究發表現

況，而細目可以再透過後續研究發現各學

門的研究方法、使用心理問卷類別與研究

結果。目前自行車研究常有跨學門領域發

表，此為未來的研究趨勢主軸。學術研究

不應只鎖定在同一個領域中，要跳脫到其

他領域獲得不同文化上的研究想法，更能

充實自行車研究實務與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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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cademic research can provide a summary,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data to help the study establish a complete literature review and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four major aims 
of bicycle journals: (1)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2) research methods, (3) classification of 
schools, and (4) journal level.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s the 
basis of analysis theory, first used the Excel table for coding, and then uses the SPSS 22 
version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reliability, the resulting reliability 
was .98.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cycle research had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2011, and most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wa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fields 
were mostly sport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journals were not in the TSSCI 
journal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bicycle journals were often published in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such a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design,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but they were more interactive in the fields of sports, leisure and tourism, and the subject 
matter was more specific. Future research can be conducted for different sports field areas, 
integrating different sports science fields for cross-domain research.

Keywords: literature review, content analysis,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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