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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總體經濟低迷、景氣

不振，全球零售市場普

遍面臨顧客銳減、消費緊縮的

衝擊。自行車產業雖為近年來

少數逆勢成長的業種，然而身

處微利時代，面對內銷市場飽

和、外銷競爭益加激烈的險峻

環境，如何游向藍海、創新轉

型，是業者迫切尋求的答案。

經濟部商業司執秘周國欽指

出，由經濟部商業司委託工研

院資通所執行的「2009 年度商

業優質服務技術發展計劃」，

是希望藉由發展本土適用的創

新服務模式、普及化且低導入

成本的資訊技術應用，協助自行車業者提

升服務品質、開拓全新通路、增加產品開

發成功機率，進而有效掌握顧客偏好、回

應顧客需求。

單車使用人口調查分析

本次座談會也邀請全球知名的 Nielsen

調查公司，針對台灣 12-65 歲自行車族群

的消費行為與生活型態進行四年的統計調

查，並提供珍貴的分析情報；此外主辦單

位也針對三大主題：單車客製化服務、科

技化自行車隊隨團服務以及單車騎乘人口

分析調查，偕同與會自行車相關業者進行

分組討論與腦力激盪。

根據 Nielsen 調查顯示，2009 年 12-65

歲的單車騎乘人口約 396 萬人，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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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較 2006 年的 15.1% 成長許多，

其中輕度使用者（每週騎乘 1-2 天）佔

6.6%，大多為休閒活動，重度使用者（每

週騎乘 3-7 天）佔 15.8%，主要作為交

通工具；這四年來輕度使用者的比例從

2006 年的 19% 增加至 2009 年的 30%，

顯示將單車作為週末休閒活動的人口愈來

愈多，且女性的增加比率大於男性；若以

年齡層分，則以 20-34 歲族群增加比例最

多（16.3%）；若以職業分，則工作者增加

的比率最多（13.6%）。此外，不管在輕度

或重度使用者中，女性人口（51%）都跟男

性人口（49%）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男性，

捷安特總經理何友仁指出，這個結果與目

前單車休閒人口 7:3 的男女比率明顯差距甚

大，這也突顯該調查的單車使用人口樣本涵

蓋許多交通工具的使用者使然。在輕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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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以年齡層分布，可看出青壯年族群

（20-49 歲）是主力，佔 60%；重度使用

者則以 12-19 歲（35%）比例最高；以學

歷分，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口佔輕度使用者

的大宗（38%）；以區域分，則由自行車

專用道最多的北部拔得頭籌（42%），接

著依序為中部（32%）、南部（23%）與

東部（3%）。業者反應，將單車使用人口

以騎乘天數區分輕度與重度，並不客觀，

更無法實際反應出真正的單車休閒人口，

應該以騎乘用途、騎乘車種甚至單車價格

做區分，篩選出真正的單車休閒運動與健

身族群，再進行進一步的統計調查，對業

者的貢獻度與參考價值會更高。

在消費風格方面，發現單車族群喜歡「與

眾不同」、「使用名牌」、「比別人更早用新產

品」、「在重視氣氛的商店消費」的人口比例

明顯增加，而北部單車族對流行事物較敏

感，也願意多花錢購買具設計感的產品，

他們喜歡與眾不同且比別人更早使用新產

品，是一個適合推廣新服務模式的區域。

東部地區的單車族則願意花錢買具環保與

設計感的產品，並偏好在重視氣氛的商店

消費，屬於體驗型消費風格的消費者。有

設計感的商品以及流行事物對年輕人（20-

34 歲）有較大的吸引力，他們有意願花

錢買環保產品。

在休閒活動方面，因為單車運動的流

行，也增加單車使用者參與戶外活動的

意願，但總體來看，單車使用者最主要的

休閒活動還是以室內為主，但比例逐年下

滑，尤其是 12-34 歲的族群，其中男性喜

歡從事宅活動與激烈運動的比例遠高於女

性，業者可以設計一些較有挑戰性的活動

來吸引男性參與單車運動。此外，受經濟

不景氣影響，自行車族出國意願降低許

多，從事國內旅遊的比例則逐年增加，因

此如何在這些觀光景點結合單車服務，也

是未來很大的商機。

自行車產業未來策略方向

台灣自行車產業正處於高速成長期，為

避免自行車風潮過後快速進入衰退期，業

者應該未雨綢繆，儘早想對策籌劃產業的

下一步。

1. 政府政策方面：

從世界各國經驗發現，政府在產業推動

上扮演重要的推手，除了日前馬總統宣示

要讓台灣變成自行車島，廣建自行車專用

道，相關的法令規範也要儘快訂立。隨著

高價單車的普及，自行車停放設備的規劃

也是一個重要的任務，政府應儘快跟產業

界合作研究發展停車設備，解決自行車停

放及失竊問題。

2. 通路發展方面：

自行車專門店在國外都有走向大型化的

趨勢。各自行車業者可以在適當的地點，

配合當地特色開設有主題風格的自行車旗

艦專門店，且可隨節日或主題活動不同，

營造不同主題氣氛，吸引更多自行車愛好

者前來。

3. 產品服務設計方面：

台灣的自行車族都喜歡與眾不同、有設

計感的產品，客製化單車是一個值得嘗試

的新經營模式，再者，自行車產業可以與

其他產業（例如：旅遊業、汽車租賃業）

結合，發展新且多元的服務模式。

4. 消費者拓展方面：

如何持續單車熱潮是最重要的課題，如

讓各公司或自行車店組織專屬車隊或俱樂

部，藉由團隊活動，可以讓那些追求流行

的高學歷、有工作的自行車族養成運動習

慣、培養出真正對自行車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