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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觀光旅遊是現今十分興盛的休閒活動，根據 2010 至 2012 年交通部觀光局

統計資料顯示，國人國內旅遊以非旅行社承辦平均高達約 88%，因此如何有效

規劃行程內容及安排各景點間的交通路線，就成為旅遊前的重要準備工作。 

  檢視目前旅遊規劃的數位服務平台並無法真正解決旅遊需求。故本研究設計

與建置一套旅遊支援平台，首先藉由訪談，了解使用者需求，歸納出平台設計重

點，分析系統的使用流程，再設計功能模組化與操作介面，最後建置平台並進行

原型評估。本平台以雲端資料庫為基礎，無縫結合網站與行動應用兩端的資訊流。

使用者在行前利用網站規劃行程內容，完成後上傳至雲端資料庫，網站端內容會

自動同步於行動應用端，並以適合行動應用的界面呈現。使用者之行程安排因此

更便利與彈性，在行動中亦能利隨時以手機查看行程，並依當地情況修改行程、

即時安排交通路徑，使得旅遊行程計畫可以依實際的變化機動調適。而更新後的

行程亦同步儲存於雲端。 

  本研究未來方向可以往更多的服務串流發展，如景點的多媒體內容、社群結

合、智慧邏輯排程或外部資訊連結等等。隨著未來資訊技術的提升，將為系統平

台帶來更多可能性、讓整體服務擁有更佳的整合性，提供使用者更好的體驗。 

 

 

 

關鍵字：資訊服務設計、旅遊行程規劃平台、行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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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ouring is a popular leisure activit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Taiwan Tourism Bureau, people arranged their own domestic travels as high as 88%. 

Because backpacking can be economical and more flexible, many young people tend 

to travel by themselves. Therefore travel plannin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reparation work. How to plan an effective schedule and how to arrange the routes 

between attractive points are the tasks that backpackers often need to face. 

    However there are few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he needs currently. The thes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travelling support platform. First, the research identified 

design key elements by interviewing users and analyzing travelling behaviors. Second, 

the research mapped the touring process into functional models. Finally, we built and 

tested the platform prototype. This platform is Cloud-based and seamlessly integrates 

both website and mobile application to achiev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Users use the 

website to schedule their trips and upload the schedules to the cloud database. Then 

the user can access the same schedule made at website on the mobile APP 

synchronously. They can check their schedule while they are traveling on the mobile 

phones. In addition, they can edit the schedule and rearrange new traffic routes 

real-time to adjust to the local circumstanc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the platform will include more integrated services, 

such as multimedia contents, social network, and intelligent logic scheduli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the platform will provide better user 

experience. 

 

 

 

 

 

 

Keyword: Information Service Design, Tour Planning Platform Design, Mobil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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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近年來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詳見表 1-1），國內旅遊以自助旅遊

者占絕大多數，加上網路資訊傳播普及化，自助旅遊的門檻已降低許多。雖然自

助旅遊自主性高，能自行控制預算、時間、行程內容，可以完全依照個人喜好與

需求來規劃安排，但是規劃行程成為一件既重要又繁瑣的工作。有別於一般旅遊

者仰賴旅行社旅遊規劃，自助旅遊者規劃模式特徵為：旅行前大量蒐集資訊，並

自己查詢住宿、景點與交通，最後再依個人需求安排行程內容。隨著數位時代的

來臨，自助旅遊者旅行前的安排需要一套更有效率、更具彈性的整合平台來規劃

行程，搭配雲端服務與行動應服務，讓自助旅遊的規劃更具效率與便利。許多研

究都是針對自助旅遊的推薦系統，但是對於自助旅遊者來說，即使有的推薦系統，

還是有相當多的自助旅遊者喜歡自己蒐集資訊，例如：閱讀旅遊書籍、瀏覽部落

格文章、查詢論壇等等。因為這些內容都是具有故事性與經驗分享，對自助旅遊

者在蒐集資訊的過程中，也同時是在閱讀別人的旅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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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交通部觀光局旅遊統計資料 

  近年來，行動應用大幅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其中適地性服務（Location）

是最常見的改變之一，利用智慧型手機的 GPS 或網路定位，即時導航與觀看地

圖，此乃自助旅遊時在最實用的一項功能。 

  根據 12位自助旅遊訪談者的經驗，雖然旅遊相關的 App很多，但是對於訪

談者而言真正實用的旅遊 App卻不多。通常他們會先上網蒐集資訊，再加以篩

選彙整，並利用Word、Excel 編輯軟體來安排行程，若是旅行途中有空檔的時段，

他們才會考慮下載 App 來即時查詢景點。由於利用手機 App來規劃行程不是很

方便，所以多數訪談者表示還是會選擇用電腦來查詢資料，而最後的輸出方式以

紙本居多，或者利用手機拍照儲存隨身攜帶，並非仰賴行動應用裝置具有的功能。

一般而言，數位行動載具比起紙本更方便、多功能之優勢，但是使用者卻選擇紙

本輸出與拍照儲存居多，這顯示出目前使用者需求與數位資訊工具之間的落差。

數位化工具雖然普及，但是根據訪談調查解果顯示，多數的訪談者認為目前數位

化工具並不符合真正的需求，故本研究想深入探討自助旅遊者安排行程之需求與

模式，設計實作出合乎使用者需求服務之數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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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現今網路資訊傳播日益發達，旅遊平台的資訊越來越豐富，雖然目前旅遊相

關的平台眾多，但是哪些才是自助旅遊者真正需要的設計？多數旅遊網站只提供

制式化的資訊，無法符合自助旅遊者的需求。自助旅遊者除了蒐集資訊外，更著

重於整體規劃。目前旅遊相關規劃平台，皆無法真正有效幫助自由行旅遊者規劃

之需求。故本研究旨在設計並建置更實用的自由行旅行規劃支援平台，提供使用

者更佳的使用體驗。 

  本研究欲透過使用者行為分析，藉由訪談整理出使用者旅遊前規劃模式，找

出真正的使用需求，再依此需求加以設計並建置。使用者出發前在網站端安排詳

細行程內容，完成後上傳儲存至雲端資料庫，再利用智慧型手機下載至 App，將

行程隨身帶著走。在旅行時可隨時查看行程內容，依照實際情況修改行程、自動

安排交通路徑、將重要的備註記錄下來等。利用雲端資料庫同步網頁與行動應用

兩端資料，達到資訊與服務的整合，讓自由行旅遊者能利用此服務平台增加行前

規劃的效率，提供更具彈性與便利性的旅遊支援平台。 

 

第三節 論文架構 

  首先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針對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討論闡述，探討自助旅

遊的行前規劃目前狀況，提出藉由網站平台整合至雲端服務、與行動載具同步，

提升規劃行程的便利性與組織性。接著進行文獻探討與使用者行為分析，分成自

助旅遊相關研究、旅遊規劃平台案例之分析、自助旅遊規劃需求前置研究三個部

分。自助旅遊相關研究在探討自助旅遊者蒐集資訊、安排行程之行為相關文獻，

歸納出自助旅遊者在安排行程時主要的需求與行為。旅遊規劃平台案例之分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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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現有旅遊規劃平台案例，分析其優缺點是否真正符合使用者需求，彙整旅遊

規劃平台特性，作為系統設計之參考基礎。自助旅遊規劃需求前置研究則是透過

對於自助旅遊規劃者深度的訪談，瞭解使用者的需求，並整理出重點需求分析。 

  完成前置研究分析後，開始進行系統設計與建置。系統設計主要分成使用流

程設計、功能設計、介面設計三項。依照使用者需求來設計系統功能與服務，其

中包含網站端、雲端資料庫、行動應用端的整體功能規劃。最後再進行使用介面

設計。設計完成後再進行系統建構，本研究系統實作將利用 php、html5 與

JavaScript 撰寫網路平台端；行動應用端將以 xCode5.1.1 版 iOS 開發，兩者再搭

配MySQL資料庫雲端同步。系統原型開發完成後，將對使用者者進行實際測試，

評估系統整體的服務，再進行調整修正，將針對需要改進之問題進行調整與修正。

最後提出研究之結論與後續研究發展建議（詳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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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論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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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設計符合自助旅遊者的規劃服務平台，首先必須回顧自助旅遊者資

訊行為蒐集論文，以及旅遊相關的數位行動應用載具使用研究。再來必須探討瞭

解自助旅遊者的行程規劃行為，整理出使用需求。接著，蒐集並分析目前的自助

旅遊規劃平台其優缺點，最後綜合分析自助旅遊者的行為模式與需求，以提供系

統平台設計之依據。 

 

第一節 文獻回顧 

  本研究欲透過自助旅遊行前計畫之需求分析，設計並建置數位服務平台來幫

助自助旅遊者規劃行程的工作，故本研究將文獻回顧分為以下三節進行探討： 

〈一〉、自助旅遊定義：瞭解自助旅遊基本定義與其特性。 

〈二〉、自助旅遊者資訊行為：探討自助旅遊者在計畫旅遊時，會有那些資訊行

為、以什麼方式蒐集資訊、從什麼管道查詢等相關行為研究。 

〈三〉、自助旅遊與行動應用載具相關研究：探討在過去研究之中，自助旅遊與

行動應用服務是如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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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助旅遊定義 

  國內自助旅遊專家陳德立（1987）認為：「所謂自助旅遊就是從開始計畫行

程到經歷整個旅行過程，一直到旅行結束，完全由自己設計、調配、掌握和實行，

這就是自助旅遊最簡單的解釋」。而自助旅遊推廣者鄭有利（1990），則點出自助

旅遊的特色有： 

1. 不同於一般旅遊團旅行方式，參加者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自己行動。  

2. 旅遊內容自主性強，旅遊內容與行程由旅遊者自行主導。  

3. 經費操控可達最高效益，旅遊者可以把錢花在自己最想花的地方。  

4. 自助旅遊是計畫性的旅遊，從開始到旅程結束，都必須有計畫，但計畫需具

有彈性。  

5. 可依個人的喜好，衡量自己的時間與財力，再安排恰當行程的旅遊方式。故

自助旅遊的特點是：旅遊具有計畫性、行程安排具有彈性、內容具有自主性

等，自助旅遊者需要在旅行前做好充足的規劃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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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助旅遊者資訊行為 

  根據蘇慧捷對於自助旅遊者資訊行為探討旅遊網站內容之規劃（2002）指出，

自助旅遊者的資訊行為可分成旅遊前的蒐集、旅遊中的依據、旅遊後的反思三個

階段。其中自助旅遊者的旅遊前資訊行為主要為蒐集住宿、景點、交通等資訊，

許多自助旅遊者會採用填空式安排。對於自助旅遊者而言，旅遊規劃重點在於交

通與景點與行程順序來規劃。自助旅遊者在每階段都有不同的資訊需求與行為，

旅行前著重於資訊蒐集與規劃；旅行中會隨時隨地仰賴資訊所提供的協助；旅行

後則可能由資訊接收者的角色變成為資訊的傳佈者，網際網路確已成為現代人收

集生活資訊的來源之一。蘇慧捷指出關於自助旅遊者的資訊蒐集行為有四項重點

結論： 

1. 資訊對於自助旅遊者十分重要性。 

2. 自助旅遊者展現歷程的資訊行為。 

3. 旅遊網站是自助旅遊者重要資訊管道之一。 

4. 台灣旅遊網站之內容深廣度不足。 

  其中，由於本篇研究當時的網站資訊與現今情況不完全相同，故與現今網站

之內容有相當大程度的改變。然而，針對自助旅遊者的資訊蒐集行為是依據使用

者的心理與需求模式，所以使用者蒐集行為還是與現今情況仍然相符。自助旅遊

者在規劃時會先大量從不同管道蒐集資訊，並不會依賴單一資料來源。再將蒐集

後的資料彙整，依照景點、住宿與交通安排旅遊內容，在旅行中亦會隨時隨地將

查詢的資料作為參考。而現今蒐集旅遊資料最主要的來源之一就是透過網際網路，

諸如旅遊網站、論壇、部落格、官方網站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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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助旅遊與行動應用載具相關研究 

  廖正閔（2006）對於 3G行動電話之即時旅遊資訊系統研究指出，使用者利

用手機 3G上網即時旅遊資訊查詢，研究結果發現行動應用介面採單一向度選單

操作較能達到易用性，並且能夠減少使用者操作的記憶經驗時間。顯現使用者在

行動應載具上偏向簡單易操作的介面設計，過度複雜的功能反而讓使用者難以學

習使操作方法。廖正閔亦提出旅遊資訊以地圖選取方式可以增加旅客對旅遊地區

的了解，增加使用趣味與地理知識之研究。顯示使用者在規劃旅遊行程時，會參

考地理位置，需要搭配地圖瀏覽查詢。 

  鄭仰廷（2011）在旅遊行程編輯系統之設計與實作研究指出，傳統紙本記錄

旅遊行程資訊方式攜帶不易、容易遺忘與更新緩慢等不方便因素存在，行動應用

載具能夠解決紙本問題的選擇。研究結果亦指出旅遊行程安排除了Word編輯軟

體外，使用者可以在電腦使用結合 Google Maps 的編輯系統計畫，出遊時再使用

行動應用裝置來瀏覽，就不需要攜帶其他旅遊書籍或地圖。雖然此研究並未實作

至行動應用軟體部分，但是其系統結合 Google Maps 讓旅遊規劃大幅提升效率。

這顯示一個完整的旅遊規劃平台，是需要整合電腦網站平台端與行動應用端兩者

之應用特性，讓整個系統平台服務串聯成一整套，才能讓旅遊規劃系統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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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旅遊規劃平台分析 

案例一、Niceday 

 

圖 2-1 Niceday 

  Niceday（詳見圖 2-1）為一專門為國內旅遊規劃行程的網站，網站有豐富的

國內熱門景點簡介資訊。使用者可以將喜歡的景點加入最愛，最後安排行程時就

會在地圖上出現所有使用者曾經加入最愛的景點。其概念類似快速打包行程，讓

使用者可以快速的規劃內容，排行程的介面是採用以日為單位之清單與地圖搭配

對照。另外，若是行程是開放分享，他人則可觀看使用者分享的行程內容，所以

使用者間能夠互相參考他人之經驗。最後行程安排好之後，輸出 PDF電子檔案。 

優點： 

 豐富國內旅遊資訊。 

 不用一個一個景點輸入。 

 地圖有計算行程之間路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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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條列式清單與地圖同時顯示對照。 

缺點： 

 最後輸出為 PDF檔案，若是更改景點，交通路線無法跟著改變。沒有

與行動應用結合，最後輸出 PDF檔案的結果與紙張差不多。 

 

案例二、Tripwon 

 

圖 2-2 Tripwon 

  Tripwon（詳見圖 2-2）是一專門旅行規劃的網站，有一些主題規劃建議的行

程。自行規劃旅遊行程則是全部都要手動輸入，無論是景點、交通、住宿與時間，

輸入之後是以清單式顯示結果。Tripwon有出 App版本，但是資料完全沒有與網

站版同步，也就是說網站與智慧型手機是分開的兩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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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具有標籤紀錄包含與人物、時間、地點。 

 有旅遊小提醒。 

缺點： 

 交通景點住宿每次新增，就要填一個表格很麻煩。 

 表格缺乏彈性，若要修改日期又要重新填寫。 

 有推出 App 提供行動應用服務，但資料與網站並未同步。 

 

案例三、Dorling Kindersley 旅遊電子書 

 

圖 2-3 Dorling Kindersley旅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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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ling Kindersley旅遊電子書（詳見圖 2-3）以城市為單位的主題電子書，

擁有世界知名旅遊勝地的詳細介紹，例如：西班牙的巴塞隆納、英國的倫敦、法

國的巴黎等等。電子書的內容非常詳盡的介紹城市主要的旅遊景點，包含文化歷

史內容、景點建築的 3D剖面圖、景點模擬 3D地圖等等，像是一本旅遊百科全

書，內容非常詳細。其中，也有地圖路線規劃之功能，以及住宿與餐廳的簡介。 

優點： 

 以城市為單位，深入介紹知名景點。 

 電子書的內容很豐富，包含各類 3D圖示，讓使用者更加容易了解建築

體或是地區樣貌。 

缺點： 

 電子書很專精於介紹特定景點，其他小景點就沒有被包含在其中。 

 雖然有地圖路線規劃，但是也僅止於電子書內含的景點，無法彈性新

增。 

 比較像是一本很詳盡的導覽，而非一個具彈性安排行程的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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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7-WATCH行動旅遊家 

 

圖 2-4 7-WATCH行動旅遊家 

  7-WATCH行動旅遊家（詳見圖 2-4）為電子旅遊雜誌《7-WATCH》所推出，

景點報導遍及全台灣。結合雜誌與簡單的書籤、路線規劃等功能。讓使用者可以

一邊看雜誌內容，一邊安排行程內容。規劃行程的介面是條列式清單搭配地圖。 

優點： 

 電子雜誌結合行程規劃的功能，資料來源很豐富。 

 能一邊閱讀景點介紹之內容，一邊安排行程。 

 概念為結合旅遊電子雜誌與旅遊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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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內容太豐富反而讓整體畫面很雜亂，無法條理清晰的找到資訊。 

 介面有點過度複雜，使得操作上不是很方便。 

 

案例五、旅遊趣 

 

圖 2-5旅遊趣 

  旅遊趣（詳見圖 2-5）為一 Apple Store的付費旅遊行程規劃 App。沒有景點

介紹的內容，全部景點需要手動輸入。提供分類行程、住宿、交通規劃的記錄，

以及預算試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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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結合行動應用，不用帶著紙本。  

缺點： 

 所有景點需打字輸入很不方便，尤其是在智慧型手機打字實在是非常耗

時。 

 沒有結合地圖路線規劃之功能 

 

  Niceday的日程規劃方式很符合自助旅遊者慣用的模式，一邊搭配地圖查詢

交通路線，一邊安排行程內容。然而，所有的景點一次顯示在地圖上顯得雜亂，

最後的輸出為 PDF檔案，其交通地圖只給一張縮圖根本無法使用，而且相關資

訊都無法直接使用行動載具直接點選連結到網頁查詢，實在很不方便。Tripwon

需要使用者詳細的填寫資料，每新增一個景點就填寫一次，也無法自動交通路線

規劃，使用起來過度繁瑣且沒有幫助到自助旅遊者需求的重點。Dorling    

Kindersley旅遊電子書與 7-WATCH 行動旅遊家則是以旅遊電子書方式來顯現，

雖然內容資訊相當詳細，但由於是在平板電腦操作，對使用者安排行程上相當不

便。另外，旅遊趣 App 除了要手動輸入資料不方便之外，在智慧型手機上做編

輯規劃，對使用者來說相當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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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助旅遊規劃需求前置研究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進行對於自助旅遊者之旅遊規劃行為蒐

集分析。透過文獻分析法，初步探討自助旅遊的資訊蒐集行為、自助旅遊相關行

動應用之背景後，再以深度訪談法來瞭解現今自助旅者行為與需求，分析後加以

彙整，作為設計平台之依據。 

一、問題訪談與瞭解需求 

  本研究邀請到 12 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詳見附錄一），平均年齡為 24歲，

其中多數為學生，亦有資訊業、國外度假打工等。受訪者共有女性 9 位，男性 3

位；台灣人 11位，大陸人 1位；集體焦點訪談 6位，個別訪談 6位。訪談對象

限制至少有 2次以上自助旅遊經驗，訪談過程皆由研究者親自進行，部分訪談者

因為地理因素採電話訪談。訪談進行期間自民國 102年 5月至民國 103年 1月，

共計 7個月。 

  欲瞭解自助旅遊者在旅行前規劃之行為模式，本研究訪談採取集體焦點訪談

與個別深入訪談，透過訪談能夠更深入瞭解自助旅遊者規劃行程之需求。訪談討

論過程中會適時彈性追加問題來引導訪談者描述其行為與需求，問題大綱如下： 

1. 基本背景介紹，安排自助旅遊的經驗與次數。 

2. 在安排行程時，通常以什麼為優先順序來考量安排？ 

3. 在安排行程時，蒐集資訊的來源？ 

4. 簡述旅遊前規劃行程的過程與方式。 

5. 關於旅遊相關的行動應用載句使用經驗簡述？ 

6. 是否會於旅遊前下載好相關 App來使用？ 

a. 是，經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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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否，為何不會考慮於是先安排行程時使用？ 

7. 若是將整個行程安排數位化，搭配網站平台，一邊查詢也資料一邊做整理，

甚至最後可輸出在行動應用載具（手機、平板電腦等等…）隨身查看修改行

程及查詢交通，覺得會滿足使用需求嗎？或是對於這類的數位產品有什麼其

他的需求？ 

 

二、訪談結果分析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自助旅遊者在規劃行程的過程中，主要的行為模式與需求可歸

納為五項重點，其中涵蓋使用者如何蒐集資料，編輯內容，安排交通等事前準備

工作。結果分析重點如下：  

1. 規劃內容以交通、景點、住宿三種來分類。 

絕大多數訪談者都是以交通、景點、住宿三種分類來查詢資訊。通常會先依

照地理位置來決定住宿後，再安排行程順序與交通方式（詳見圖 2-6）。多數

訪談者一開始會將景點以條列式清單紀錄，再考慮地理位置依序填入日期表

格。 

 

圖 2-6旅遊行前規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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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來源並非仰賴單一管道。 

自助旅遊者在旅行前蒐集資料並非單一管道，非常多元，因為不同來源擁有

不同特性，他們依照自己欲蒐集的資訊而選擇不同的來源。部落格、旅遊論

壇、Ptt、詢問朋友蒐集素人的經驗分享；旅遊書籍、雜誌擁有豐富的詳細

介紹；官方網站能夠確認景點基本資訊。 

3. 景點以條列式與表格式來整理；交通以Google Map查詢；攜帶資料會選擇

印出紙本或翻拍存在手機裡。 

多數訪談者在旅遊前的規劃景點會以條列式與表格式來整理，交通會利用

Google Map查詢，最後印出紙本或翻拍存在手機裡。訪談者表示紀錄方式通

常會以Word、Excel來編輯，也有部分的訪談者會使用手寫紀錄，交通安排

訪談者都是使用Google Map查詢詳細路線，最後再將彙整記錄列印出紙本以

便旅遊攜帶。然而查詢交通時，紙本記錄只能大概確認位置，無法詳細導航

路線。而且有部分訪談者表示若是紙本記錄遺失會感到很困擾，所以會將重

要資訊翻拍存在手機裡面隨身攜帶。 

4. 行動應用載具主要是作為即時查詢的工具，而非編輯詳細行程內容。 

多數訪談者不會以行動應用載具作為旅遊規劃工具，也不會偏好單一旅遊

App，甚至不使用。反而在旅遊中比較常使用導航App。有部分訪談者認為

目前的旅遊App畫面過度雜亂，或是功能複雜而導致不想使用；有部分訪談

者覺得旅遊App資訊普遍不足，不像部落格、論壇資訊豐富，所以查資料還

是會自己上查詢；也有訪談者覺得智慧型手機字太小、瀏覽網站不便查，所

以只考慮用導航相關App；亦有部分的訪談者表示，會將許多資訊以拍照儲

存於手機相簿內，隨身攜帶以供隨時觀看，避免紙本損毀與不見的缺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 

5. 系統平台使用上的重點是不要太複雜，要簡單容易操作。 

訪談者對於旅遊規劃數位平台與行動應用結合有幾項期許：功能不要太複雜，

要簡單容易操作、交通路線能夠自動規劃、智慧型手機能自動備份規劃內容、

表格式的規劃。 

 

第四節 本章小結 

  從第二節的旅遊規劃平台案例與自助旅遊者規劃需求前置研究，本研究發現

現今旅遊規劃平台之設計並未符合真正使用者需求。現今多數旅遊規劃平台分為

兩類，網站平台與行動應用平台。網站平台優點是擁有豐富的內容與方便瀏覽編

輯；行動應用平台則是攜帶方便與即時查詢的優勢。然而，現今旅遊規劃平台都

沒有整合兩者優勢。 

  Niceday、Tripwon 、Dorling Kindersley是屬於網站平台，Dorling Kindersley

多著重於旅遊資訊的豐富，規劃行程只是附加的功能，所以能讓自助旅遊者談性

規劃範圍非常小；Niceday、Tripwon雖然著重於規劃功能，但是使用上不夠簡潔，

每次新增景點，就要很繁瑣的資訊非常麻煩。而且規劃行程的最後輸出無法彈性

更改，跟使用者自己輸出紙本無太大差異。Tripwon 有推出 App提供行動應用服

務，但 App端與網站只是兩種不同型態並無法同步規劃內容，然而使用者表示

在 App上排行程其實很不方便。7-WATCH、旅遊趣是行動應用平台，7-WATCH

就是一本旅遊電子雜誌，擁有豐富的旅遊資訊，然而在旅遊規劃的地圖非常雜亂，

一次顯示過多的資訊在同一個地圖上，很容易找不到讓人找不到要找的資料。旅

遊趣雖然有符合規劃行程的概念，但是行程內容都要智慧型手機上一一輸入，反

而增加使用者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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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旅遊規劃平台都無法符合自助旅遊者真正的需求，從訪談可以得知使用

者要的不是一個旅遊資訊平台，而是一個旅遊規劃平台。因為自助旅遊者不會仰

賴單一旅遊資訊平台，而他們真正需要是一個旅遊規劃整合平台。訪談結果可以

得出對於自助旅遊者而言，規劃行程的平台需要有幾項重要的特點： 

1. 以日為單位的填空表，讓使用者自由的更動行程順序。 

2. 可以記錄景點的重要資訊，而非詳細資訊。 

3. 利用 Google Map 來查詢景點路線，交通路線能夠自動規劃 

4. 不會想在行動應用裝置編輯規劃行程，但是會將重要資訊存於行動應用裝置

備份，因為紙本紀錄容易遺失，而行動應用裝置方便攜帶又能即時查詢。 

5. 介面與功能不要太複雜，要簡單容易操作，能夠記錄重點資訊。 

  一個好的數位產品除了利用技術來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需要符合使用者的

行為模式，方能真正的解決問題與提升服務體驗。故訪談結果之重點分析將做為

系統設計重要的依據，系統的設計過程必須將使用者真正的需求納為考量，以人

為出發點來運用科技解決問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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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設計 

  本研究系統設計將旅遊過程所需要的服務整合成一個串流，從自由行出發前

利用網站安排行程開始，至旅行中搭配的行動應用服務。系統設計分為服務流程

設計、功能模組設計與介面設計三個部分。先從服務流程分析使用者行為與操作

步驟，瞭解使用者如何與系統互動。再規劃系統功能，將使用者需求模組化，最

後是介面設計。 

第一節 服務流程設計 

服務流程為服務人而設計，本研究將旅遊規劃平台視為一種提供給使用者的

服務進行設計，並根據 Shostack（1984）提出服務藍圖的概念，探討使用者與系

統互動的過程。服務藍圖是將服務過程以視覺化的圖型呈現，用服務結構來分層，

並由互動線、可視線和內部互動線分隔開來，分為顧客行動、前場行動、後場行

動、支援行動四個部份。在服務藍圖中，互動線區隔了顧客與前場的行動，通過

互動線的關係代表顧客與前場互動。可視線區隔顧客可視與不可視的部分；即看

的到的前場行動，與看不到的後場部分。內部互動線的功能則是將後場行動和支

援前場與後場的行動分隔開來（Kingman-Brundage, 1989）。 

本研究將服務藍圖簡化並修改，以表示使用者利用系統平台規劃行程的過程，

保留了服務藍圖的互動線，並將可視線與內部互動線結合，最後分為三層：使用

者行為、使用介面與內部系統。使用者與使用介面之間即為互動的關係，而使用

介面與內部系統同時有使用者可視與不可視的差異，也有著內部互動的關係。使

用者行為闡述了使用系統的過程；使用介面為系統前端，為系統與使用者互動的

可視部分；內部系統為系統後端，處理內部的運算，並提供資料庫。透過服務設

計，能將使用者需求更加系統化的組織。本系統平台服務藍圖（詳見圖 3-1），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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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三個步驟如下： 

1. 使用者從地圖上新增或選取景點，將景點加入行程表，亦可瀏覽景點資訊。 

2. 將加入行程表內的景點彈性編輯順序，平台依照行程安排自動規劃交通路徑

與預估時間。 

3. 透過內部系統後端的雲端資料庫將網站平台端與行動應用端同步，讓使用者

能在兩端皆可查詢或修改行程。 

圖 3-1系統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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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功能模組設計 

  根據既有之旅遊平台與使用者需求探討，透過訪談整理後，研究發現一套真

正符合使用者需要的平台需要具備以下功能： 

1. 地圖路線規劃之功能。訪談結果顯示自助旅遊者在安排行程時，交通因素是

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所以景點之間的路線該如何安排，成為自助旅遊者行程

順序的參考依據。目前訪談結果顯示 Google Maps 的自動路線規劃最具參考

價值。 

2. 具有調整彈性之行程表。以日為單位的行程表能讓使用者一目了然，並且確

認每日行程的景點內容與順序，讓自助旅遊者更具彈性的調整行程。每項景

點內容能讓使用者自由加入備註。 

3. 規劃完成後的資料自動存於雲端資料庫，不但可以避免紙本損毀不見的問題，

甚至還能自動同步下載至行動應用裝置上，攜帶更便利。 

4. 行動應用端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即時更改行程，並且自動規劃交通路線，而

其他介面功能盡量精簡化，避免過度複雜降低使用者的使用意願，讓使用者

能夠更直覺的操作。訪談結果顯示出許多使用者在事前規劃上，會利用行動

應用載具進行備註記事、預先拍下旅行需要圖片之行為，故本平台設計亦將

這兩項重點功能整合至行動應用服務。 

  本研究結合以上功能之設計概念為：首先使用者利用網站平台端規劃行旅遊

程內容，系統平台自動規劃交通路線與時間計算，再將行程內容儲存至雲端資料

庫，最後將資料同步於行動應用載具（詳見圖 3-2）。並將主要功能分成四大模組，

地圖功能模組、行程表功能模組、雲端資料庫整合模組、行動應用功能模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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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於地圖功能模組與行程表功能模組許多資訊功能是需要互相搭配考量，故

兩者設計上在網站平台端時是同時呈現，以滿足使用者規劃時需要參考交通路線

之需求。雲端資料庫整合與行動應用功能模組則為各自獨立功能模組。 

 

圖 3-2模組設計概念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6 

一、地圖功能模組 

  地圖主要功能為新增景點、瀏覽景點並顯示景點資訊、路線規劃，而這些功

能都會利用 Google Maps API來實踐，故交通路線將直接使用 Google Maps 所提

供的規劃。（詳見圖 3-3） 

 

圖 3-3地圖功能模組 

 

二、行程表功能模組 

  行程內容主要是從地圖上的景點加入至行程表內，也可隨時刪除、更改順序，

更改景點順序後地圖模組會自動改變規劃路線，可讓使用者一邊考量交通路線一

邊安排行程，讓整體規劃彈性提高。行程表亦有提供景點備註，讓使用者可自行

加入旅遊資訊的筆記與備註。另外，行程表提供自動估算時間功能，若是修改景

點停留時間或順序，行程表會自動跟著自動更改整體行程時間。（詳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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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行程表功能模組 

 

  地圖功能模組與行程表功能模組兩者於網站平台端時是同時呈現，地圖功能

模組中的景點即是新增至行程表功能模組之行程。而行程順序更改時，地圖功能

模組的路線規劃亦會自動變更，兩模組間的資訊功能是互相傳遞。另外，在行程

表功能模組內提供行程備註，此功能即是在景點資訊中讓使用者編輯，編輯後無

論是在行程表或是地圖上的景點資訊皆會呈現。（詳見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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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地圖功能模組與行程表功能模組關係圖 

 

三、行動應用功能模組 

  行動應用功能模組主要是將雲端資料同步，讓網路平台端的資料可以下載至

行動應用載具中。行動應用端亦提供更改行程順序後，交通路線就會自動規劃之

功能，讓使用者即時更改行程亦能隨時掌握交通。在行動應用端另外將旅遊規劃

的重點需求一併整合至行動應用服務，除了景點安排與交通規劃，亦整合備註記

事與圖片存取（詳見圖 3-6） 

 

圖 3-6行動應用功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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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雲端資料庫整合模組 

  雲端資料庫整合模組是將行程表資訊完整備份至雲端資料庫，再讓行動應用

端皆可下載並同步，無論在網站平台端或行動應用端平台更改行程內容，系統都

會自動同步至雲端資料庫（詳見圖 3-7）。 

圖 3-7雲端資料整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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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介面設計 

  介面設計以服務流程來規劃畫面的呈現與佈局，為考量使用者需求與提升平

台易用性，無論是網站端或是行動應用端，在實作前先繪製手稿原型確認介面呈

現方式，經由使用介面流程設計後，確認細節並修正後才進行平台實作，故手稿

原型與實際實作的介面呈現會有些許差異。 

一、網站端介面設計 

  網站端介面設計需將地圖與行程表兩者結合，讓使用者能更加有組織的規劃

行程內容，配合交通路線達到行程最佳化選擇。故介面設計上，網站端左半部區

塊為地圖（詳見圖 3-9），右半部區塊為行程表內容。左半部區塊的 Google Maps

地圖主要是顯示行程交通路線，讓使用者可以隨時查詢景點間的交通路程；右半

部區塊的行程表是景點規劃內容。右半部區塊上方是以日為單位顯示，點擊即可

進行當天行程安排，若要添加規劃天數，只需點擊最右方「+」圖示就能增加旅

遊天數。右半部區塊分成景點列表與行程表，從景點列表拖曳景點加入行程表排

序後，使用者可以直接在行程表內拖曳景點變換順序，平台會自動上傳存至雲端

資料庫。當使用者在網路端的右半部行程表點擊景點時，左方的 Google Maps 會

自動產生交通路線規劃，隨著景點順序改變跟著變換路線，以供使用者參考。此

介面設計將地圖查詢與行程規劃功能整合在同一畫面中對照，讓使用者一目了然，

更清楚掌握交通路線，且更具彈性的調整景點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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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網站端介面設計手稿原型 

 

 

圖 3-9網站端實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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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應用端介面設計 

  行動應用介面依照功能分成主要四個頁籤：行程、備註、照片與設定，讓整

體介面呈現簡單且明瞭。行程頁籤為 App預設首頁，第一層顯示行程總天數（詳

見圖 3-12），選擇哪一天後，進入第二層當天行程內容（詳見圖 3-13）。景點按

照順序條列出，點選景點列右邊地標圖示後，會直接跳至 Google Maps 的 App，

自動規劃兩景點間的交通路徑（詳見圖 3-16）。而點選景點列本身會連接至景點

資訊網站（詳見圖 3-17）。 

 

       

 

圖 3-11行程頁籤第二層 

手稿原型 

圖 3-10行程頁籤第一層 

手稿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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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行程頁籤第一層總天數 圖 3-12行程頁籤第二層 

行程內容 

圖 3-15行程頁籤第三層 

景點資訊手稿原型 

圖 3-14行程頁籤第三層 

Google Maps 手稿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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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頁籤功能為讓使用者能記錄一些文字資訊，例如：電話號碼、預約代號

等紀事（詳見圖 3-20）。圖片頁籤可從智慧型手機相片庫加入旅行中需要使用的

圖片，例如：購物品項參考圖片、店家外觀照片等圖片資訊（詳見圖 3-21）。 

圖 3-16行程頁籤第三層 

景點資訊 

圖 3-17行程頁籤第三層 

Googl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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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圖片頁籤原形手稿 圖 3-19備註頁籤原形手稿 

圖 3-20圖片頁籤 圖 3-21備註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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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在第三章完成系統設計後，經由原型修正，在第四章完成系統實際建置。系

統建置分為系統技術架構、系統資訊流、系統實作與原型評估。系統技術架構說

明系統的技術如何實施與組織；系統資訊流分析系統的內部資訊流程；系統實作

顯示實作功能結果，分為網站端與行動應用端；原型評估除了在政治大學數位內

容畢業展覽，讓參觀者操作之外，亦邀請先前訪談受訪者實際使用以獲得回饋。 

 

第一節 系統技術架構 

系統主要分成三大部分（詳見圖 4-1）： 

1. 網站端：網頁以 php、html5 與 JavaScript 撰寫。php處理資料傳輸部份；

JavaScript 負責實現網頁功能，其中亦包含 Google Maps API應用；html5 則

是網頁介面整合。 

2. 雲端資料庫：資料庫是使用 MySQL。 

3. 行動應用端：App 以 xCode5.1.1 版 iOS 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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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系統架構 

 

第二節 系統資訊流 

本研究之系統提供使用者規劃旅遊行程的功能，主要是以資訊輸入與輸出的

方式，在此將探討系統之資訊流。首先為系統輸入之資訊，使用者透過使用介面

搜尋與決定需要輸入的資訊；也就是利用地圖與行程表的部分，從地圖中選取或

新增景點加入至行程表當中。接著在行程表當中，可以規劃景點順序、行程時間

與添加備註。以上動作主要是規劃行程的內容，即為資訊輸入的部分。 

 研究設計之系統流程以使用者為出發點，首先會與網站端互動，將景點

資訊與順序輸入。有了輸入的資訊，系統即可做出資訊輸出的動作。一樣透過介

面當中的地圖與行程表，將使用者所需的行程資訊輸出，包括每個行程景點之間

的路徑規劃與交通時間。同時也計算出整體行程的預估時間，讓旅遊所需的資訊

輸出整理給使用者。最後，上傳至雲端資料庫讓網路同步平台端與行動應用端，

而且能夠即時修改並同步資料。網站端接收到資料會產生行程相關資訊，而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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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再傳至雲端系統，最後再將景點排程輸出至行動應用端同步。而使用者無論是

從網站端或行動應用端修改內容，另外一端即會透過雲端資料庫自動同步（詳見

圖 4-2）。 

 

圖 4-2系統資訊流分析 

 

  使用者藉由系統網站端選取或輸入景點以規劃旅遊行程，並且隨時可以修改；

而系統將自動排程，做路線規劃且預估時間。這些資料都將上傳存至雲端資料庫，

這些內容都會被下載至網站端與行動應用端同步；行動應用端即能利用手機隨時

查看行程，也可以隨時修改行程（詳見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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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系統流程圖 

 

第三節 系統資料庫 

  整體系統運行分為三個部份，首先客戶端電腦僅負責輸入資料與輸出顯示，

並不負責主要資料運算與儲存。真正的資料運算是由雲端伺服器負責，包含計算

交通路徑、資料庫連結、資料結構化等工作，最後伺服器會將資料存至雲端資料

庫。如此一來，資料將結構化的存入雲端資料庫，讓網頁介面端與行動應用端兩

者實現資料整合同步（詳見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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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雲端資料架構 

 

  資料庫之實體關係圖（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ERD）如圖所示（詳見圖

4-5）。基本的使用者資料表 User有 ID、使用者名稱與密碼欄位，而系統提供之

景點資料儲存於 Travel_list 之中，欄位包含了 ID、名稱、地址、類型與景點網址，

以及一欄 user_id辨別是否為使用者自定義之地點。行程表之資料儲存於 Schedule

資料表，有天數欄位，以及景點與使用者之 ID與欄位與其他資料表連結。類型

資料表 Type則與 Travel_list 資料表連結，提供景點類型的資料。備註則由獨立

的資料表 Note處理，包含了 user_id、ID與備註內容三個欄位。 

雲端 

資料庫 

雲端 

伺服器 

客戶端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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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實體關係圖(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針對資料庫與功能之間的運作分為寫入、查詢、刪除與更新四種方式，主要

有八項功能與資料庫有關連（詳見圖 4-6），以下將解釋資料庫與各項功能之互

動： 

 

圖 4-6資料庫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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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入景點至行程：使用者主要是從網站端將景點加入行程，加入完成後系統

會即時更新行程表資料，並且將資料寫入資料庫當中（詳見圖 4-7）。 

 

圖 4-7 

2. 新增自訂地點：使用者可以於網站端新增自定義之地點，新增地點完成以後，

會自動更新景點列表之資料，並且寫入資料庫當中（詳見圖 4-8）。 

 

圖 4-8 

 

3. 刪除行程：無論是網站端與行動應用端使用者都可以從行程表當中移除行程，

此時系統即時更新行程表之資料，並且將更新後資料存於資料庫（詳見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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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4. 路徑規劃：使用者可以查詢行程表各景點之間的交通資訊，從資料庫讀取行

程表資料之後，利用 Google Maps API之功能進行路徑規畫。網站端與行動

應用端使用的Google Maps API不相同，但是資料來源皆來自相同資料庫（詳

見圖 4-10）。 

 

圖 4-10 

 

5. 查詢行程：當安排好行程之後，使用 App可以查詢現有行程，此時會查詢

資料庫中之資料，顯示於 App之行程表當中（詳見圖 4-11）。 

 

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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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變更行程：使用者可以編輯行程表，變更行程順序，變更完成後會即時更新

行程表資料，並且於資料庫更新資料（詳見圖 4-12）。 

 

圖 4-12 

 

7. 瀏覽景點資訊：對於行程表當中的每個景點，可以連結至景點介紹網站，此

時會查詢資料庫當中的網址資訊，並且移至該頁面（詳見圖 4-13）。 

圖 4-13 

 

8. 新增備註：App提供備註功能，使用者可以新增備註，此時會更新備註資料，

寫入資料庫當中儲存（詳見圖 4-14）。 

 

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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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系統實作 

系統實作分為網站端與行動應用端功能兩部分。網站端功能為加入、刪除、新增

自定義行程與自動規劃路線。行動應用端主要為查詢與變更行程、結合 Google 

Maps App的自動交通規劃、景點資訊瀏覽。另外，行動應用端亦提供備註記事

與圖片整合功能，讓自由行旅遊需求服務一併整合至行動應用端。 

一、網站端功能 

網站實作行程表功能主要為加入、更動、刪除與新增自定義景點至行程表，並可

從行程表排序，直接查詢任兩景點間交通路徑，顯示於左方 Google Maps 地圖。 

1. 加入行程：從景點列表拖曳景點至右方的行程表，加入景點。在行程表中可

上下拖曳景點變換順序（詳見圖 4-15）。 

 

圖 4-15加入行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6 

2. 刪除行程：在安排行程的過程中，將欲刪除之景點從行程表中拖曳至下方灰

色區塊即可移除（詳見圖 4-16）。 

 

圖 4-16刪除行程 

 

3. 新增自定義行程：點擊景點列表右方「＋」按鈕，即跳出新增景點視窗，輸

入景點名稱與地址後完成新增。自定義景點將顯示於景點列表最上方，且為

特殊顏色，讓使用者更方便找尋（詳見圖 4-17、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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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新增自定義行程 

 

 
圖 4-18新增自定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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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合 Google Maps 自動路線規劃：將景點排序在右方行程表後，點擊任一

景點後左方的 Google Maps 會自動顯示此景點與下一個行程的交通路線，隨

著行程排序改變交通規劃亦會跟著變動（詳見圖 4-19）。 

 

圖 4-19結合 Google Maps 自動路線規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9 

二、行動應用功能 

  行動應用端主要為即時查詢與變更行程，變更後的行程內容會自動與網站端

同步，並將行程自動連結 Google Maps App。行動應用端亦提供景點相關資訊瀏

覽、備註記事、圖片整合與基本設定功能。 

1. 查詢行程：在網站端安排的行程內容會自動同步至行動應用端，當使用者需

要查詢時，只需打開 App選擇欲瀏覽哪一天的行程（詳見圖 4-20），就能立

即查詢當天行程內容（詳見圖 4-21）。 

       

 

 

 

圖 4-20選擇查詢哪天的行程 圖 4-21當天行程內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0 

2. 變更行程：使用者能夠即時更改行程內容，更改行程順序（詳見圖 4-22）或

是刪除行程（詳見圖 4-23），編輯完成後的行程會自動存至雲端資料庫，網

站端亦會同步變更。 

 

     

 

 

 

 

 

 

圖 4-23刪除行程 圖 4-22變更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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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 Google Maps App 自動交通路線規劃：點擊景點右方的地標圖示後，

App會自動開啟 Google Maps App，並將景點地址一併傳送到 Google Maps 

App，自動出現查詢好的路線（詳見圖 4-24）。 

 

     

圖 4-22 景點右方的地標圖示開啟 Google Map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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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景點相關資訊瀏覽：點擊景點會跳轉至景點資訊頁面，此頁面是直接連結至

景點相關資訊或官方網站（詳見圖 4-25）。 

 

     

圖 4-23點擊景點跳轉至景點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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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備註記事：於備註頁籤新增記事內容，例如：飯店地址、電話等文字資訊，

新增完成後會顯示於備註列表（詳見圖 4-26）。 

 

     

圖 4-24備註記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6. 圖片整合：於圖片頁籤點擊右上方新增圖示，選擇欲加入的圖片後，即加入

至圖片頁籤（詳見圖 4-27）。 

 

     

圖 4-25加入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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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本設定：提供 App帳號管理、隱私設定等功能（詳見圖 4-28）。 

 

圖 4-26 設定頁面 

 

第五節 情境示範 

  宏翔想趁連假前往台中三日旅遊，旅遊前利用 TravelPlan 平台開始規劃台中

三日旅遊的行程內容。宏翔先在網站開始安排行程，一邊安排景點的同時，一邊

考量交通路線，希望能選擇比較順路的路線節省交通時間。規劃完後，宏翔下載

TravelPlan的 App，在網站規劃的行程內容自動同步至 App裡，出發時完全不用

攜帶任何筆記。宏翔將飯店電話號碼與友人拜託買的特產照片一併存在

TravelPlan的 App裡就出發前往台中了。宏翔到了台中後，沒想到突然下起午後

雷陣雨，臨時決定將當天行程全部改到室內，於是他開始利用 TravelPlan 的 App

更改行程內容。輕鬆的更改完行程後，宏翔打開 TravelPlan 確認等一下要去的地

點要怎麼前往，於是有著 TravelPlan 的幫助下宏翔愉悅的順利度過這三日旅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6 

  

圖 4-27 TravelPlan 網站規劃搭配 App 

 

第六節 原型評估 

  將系統原型完成，透過政大數位內容畢業展覽，獲得使用者許多回饋與建議，

另外亦邀請到之前的訪談者做測試使用。實際操作者約十五位，平均年齡約為

24至 30歲。請使用者操作前會先簡介 5分鐘，說明設計概念與使用方式，再讓

使用者自行實際操作。使用者在操作時，我們都會從旁協助，且適時提出問題與

建議，使用者亦可隨時提問。 

  使用者實際操作後，普遍認為將網站與行動應用服務整合很方便，簡潔的介

面與功能增加易用性，所以操作上很容易。尤其是自動交通規劃路線，無須反覆

輸入景點地址，就可以直接變換順序，特別受到使用者肯定其便利與彈性。使用

者在操作後，提供許多修改建議與方向的回饋，我們將觀察結果與建議回饋彙整

如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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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點排序與交通規劃組織化有效提升行程規劃的效率：使用者操作後認為將

景點的交通安排更有效率的整合後，提高自由行的行程規劃便利性，並且減

少許多反覆輸入查詢地圖的動作與時間，利用本研究建置之平台，使得行程

規劃更有效率。 

2. 網站與行動應用服務串流提升易用性與便利性：本研究建置之平台將網站端

行程規劃的資料自動同步至行動應用端，減少數位載具轉換之間麻煩。使用

者表示操作起來相當容易，不需要額外下載或備份資料，將整體規劃行程服

務串流使得使用體驗更加流暢簡單。 

3. 支援彈性調整行程有效幫助即時性的規劃更動：本研究建置之平台提供使用

者具彈性調整行程之功能，幫助使用者解決實際旅遊面臨突發性、即時性的

變異動。 

4. 操作介面與功能簡潔提升使用意願：使用者認為本研究建置之平台支援重點

功能，且操作介面簡潔不複雜，大幅提升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5. 建議加入時間規劃功能：使用者表示只需約略的時間預估，因為實際旅遊時

的情況一定會有所出入，所以只需要大致的預估即可，並可察看總行程表內

容。例如：劃分為早上、中午、晚上三個時段，使用者會自行依照大概的時

間安排計畫內容，亦可查看總行程，每天的行程內容一目了然。另外，亦有

使用者提出，利用行動應用的適地性服務，提供即時時間預估，例如：如果

現在從這裡出發，到達下個景點的交通時間的功能。 

6. 建議增加不同的地圖顯示方式：目前平台只有提供任兩景點間的交通路徑的

地圖。使用者認為網站端可以增加全部景點地圖檢視方式，對於規劃行程時

會更有幫助；行動應用端建議增加顯示附近景點總覽地圖，讓查詢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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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將平台結合社群與紀錄功能：由於本平台設計是將網站與行動應用兩端

資料同步處理，所以許多使用者建議每次旅遊後能將行程存成個人紀錄，且

能透過社群分享給朋友們這項紀錄的行程內容。如此可以將個人旅遊經驗分

享給別人參考。 

  原型整體評估使用者多認為此平台對於自由行有相當大的幫助，從行前規劃

開始，至旅行中查詢路線都是實用的功能應用。使這者對於未來發展方向有許多

建議，以及目前系統需要的修正方向給予許多回饋，成為之後改進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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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自由行旅遊隨著行動應用服務的發展，將會越來越輕鬆與普及，而與其相關

數位內容服務的整合將成為重要的工作，使得服務串流更加完整。本研究透過自

助旅遊者相關文獻探討、案例分析與深入訪談來了解使用者行為與需求，設計出

符合使用者經驗之服務、功能與介面設計，以建置出原型系統並進行評估。本章

針對評估結果提出結論與研究貢獻，再描述系統建置之限制，最後對於未來發展

提出方向，給予自由行旅遊者有效的支援，並作為後續研究者與開發者參考。 

 

第一節 研究貢獻 

  現今旅遊規劃與行動應用相關的服務並無法滿足自由行旅遊者真正的需求，

由於未充足考量使用者行為經驗，所以產品對於使用者來說並不實用。本研究透

過文獻探討、案例分析與深入訪談瞭解並分析使用者需求與使用者行為，瞭解自

由行旅遊者行前規劃方式，最後分析結果彙整出符合自由行的行前規劃需求之設

計重點，如下： 

1. 提供行程表，可以自由安排行程與更動行程順序。 

2. 可以記錄景點的重要資訊。 

3. 提供地圖查詢景點路線，並自動規劃交通路線。 

4. 重要資訊存於行動應用裝置備份，並簡化功能。 

5. 介面與功能簡單直覺，操作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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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以上設計重點，首先透過使用者經驗行為分析後，依照使用者重點行為

進行服務流程設計，確立整個平台的使用流程。接著將需求功能模組化，分成網

站端模組、雲端資料庫模組、行動應用模組三大模組，規劃系統功能模組後，再

進行網站端與行動應用端的視覺介面設計，最後建置出系統原型。而建置系統一

開始先規劃系統架構，再設計資料庫，最後實作網站端與行動應用端。網站端平

台提供行程表與自訂景點功能，讓使用者能夠彈性調整行程順序與自訂內容。行

動應用端提供備註、照片記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記錄重點資訊。而交通路線規

劃無論網站端或行動應用端都是結合 Google Maps，自動排程使用者安排景點的

交通路線。介面採用簡潔風格讓整體操作簡單明瞭。實作系統原型後，進行原型

評估，整理出系統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建議。 

  經由原型評估顯示，本研究設計並建置之支援平台有效提升自由行規劃的使

用體驗，本支援平台提供自由行規劃所需要的服務整合，幫助使用者旅行規劃更

具組織性與效率。透過雲端資料庫將網站端與行動應用兩端服務串流，達到資訊

服務的整合，支援更便利的數位化服務，使用者搭配行動應用載具，隨時隨地掌

握行程變動。讓自由行旅遊者能利用此支援平台增加旅遊前安排規劃的效率，提

升旅遊中的彈性與便利性。從旅行前的計畫，至旅行中的使用整體過程，本研究

設計並建置之平台確實提供使用者更具便利性、具彈性的數位服務體驗。 

 

第二節 限制 

  由於網站端與行動應用端的資料要即時同步，所以行動應用端的服務皆必須

在有網路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而現今行動網路的日趨普及化將會降低此項限制問

題。另外，本研究設計並建置之平台交通路線皆使用 Google Maps 地圖，主要是

考慮目前 Google Maps 的普及性與資訊完整度，部分區域比較適用其他地圖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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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例如：中國大陸地區，也將會受到限制。不過，平台未來亦可對

於不同地區規劃適合當地的地圖來解決此限制問題。 

 

第三節 未來展望 

 本研究將網路端與行動應用端兩者服務串流並整合資訊，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

求的行程規劃平台，未來的研究與開發可以展望於更多元的服務串流。現在行動

網路之基礎建設已從 3G發展至 4G，未來更甚至於 5G，使得行動服務將會更加

便利與完整，更大流量的多媒體內容都能夠迅速傳遞，帶來更好的使用者體驗與

許多可能性。許多技術的提升，也將為系統平台帶來更便利的應用，如自動計算

最佳路線的行程安排、符合智慧邏輯的行程安排推薦等等。 

  本研究未來延伸服務的方向，可以結合社群服務與相關資訊網站，提高服務

整合與擴充性。如加入社群分享，讓使用者在網路上分享旅遊行程，並且彼此參

考，讓旅遊安排更具有參考性與討論價值；一些功能如留言、評價等等，也可以

增進朋友之間情誼，達到社群的傳遞性與互動性，使資訊快速傳遞，同時系統平

台的傳播性更高，可以得到更多使用回饋。而平台本身整合相關資訊與服務，可

以彙集資訊提升便利性，並讓整體服務串流提供使用者更佳的使用體驗與資訊導

向；如外部連結至餐廳預約、住宿或交通票券訂購訂房等等，可以整合旅遊相關

資訊並延伸服務。這些方向將使得整體服務擁有更佳的整合性，讓服務串流提供

使用者更便利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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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自助旅遊次數 

A01 女 23 學生 5～10次 

A02 女 25 學生 3～5次 

A03 女 21 學生 3～5次 

A04 女 25 行政助理 5～10次 

A05 女 24 學生 2～3次 

A06 男 25 學生 5～10次 

A07 男 24 資訊業 2～3次 

A08 女 23 學生 3～5次 

A09 女 24 國外度假打工 10次以上 

A10 女 24 學生 10次以上 

A11 女 24 國科會助理 5～7次 

A12 男 25 廣告業 2次 

表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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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重點詳細整理 

1. 絕大多數訪談者都是以交通、景點、住宿三種分類來查詢資訊。 

「我通常會考慮交通，因為要考慮時間問題。再來是排景點，我會蒐集看附近有沒有好玩的

地方，比方說哪一區是景點比較密集的地方。最後才是決定住宿，有時候如果是租機車比較

機動就會先決定住宿。」（A01） 

「先決定時間與地點，例如決定要去幾天，去哪個城市。接下來就開始查詢相關資訊，包含

地方特色、景點、氣候季節等等。確定景點後開始安排交通方式，再決定住宿。對我來說，

自助旅遊最重要的是交通。」（A09） 

「通常我會先大概查一下要去哪些景點，然後再開始考慮要住哪裡。因為住宿要考慮到交通

跟價格，還有可能旺季很難訂，所以會先確定住宿後才開始規劃細節。」（A07） 

 

2. 自助旅遊者在旅行前蒐集資料並非單一管道，非常多元。 

因為不同來源擁有不同特性，他們依照自己欲蒐集的資訊而選擇不同的來源。

部落格、旅遊論壇、Ptt、詢問朋友蒐集素人的經驗分享；旅遊書籍、雜誌

擁有豐富的詳細介紹；官方網站能夠確認景點基本資訊。 

「我會先Google搜尋部落格的心得文，也會查論壇看行程安排順不順，有沒有什麼私房推

薦景點，因為論壇累積的意見比較多。也會看旅遊書跟地圖，地圖會帶出去但是常常沒有

用到，因為朋友都會用手機導航。」（A12） 

「官方網站的照片有時會騙人，所以我也看部落格分享文章，我朋友會查Ptt的hotel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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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會去書店看相關的旅遊書、上網查部落客心得，看完之後才會查官方網站，因為有些

文章的資訊過了一兩年可能不準確，所以會查官網確認資訊是正確的。」（A06） 

「我一定會先上網查詢，旅遊論壇、部落格文章分享之後，再查一下官方網站的營業時間

與票價之類的資訊，最後排路線幾乎都是用Google Map。」（A10） 

 

3. 旅遊前的規劃景點會條列式、表格式來整理，交通會利用Google Map查詢，

最後印出紙本或翻拍存在手機裡。 

訪談者表示紀錄方式通常會以Word、Excel來編輯，也有部分的訪談者會使

用手寫紀錄，交通安排訪談者都是使用Google Map查詢詳細路線，最後再將

彙整記錄列印出紙本以便旅遊攜帶。然而查詢交通時，紙本記錄只能大概確

認位置，無法詳細導航路線。而且有部分訪談者表示若是紙本記錄遺失會感

到很困擾，所以會將重要資訊翻拍存在手機裡面隨身攜帶。 

「我先用Word把查到的資料放上去一起整理比較方便，然後再照日期與路線順序安排，路

線就是會用Google Ｍap查尋，會把路線擷取成圖片存起來。全部排完後會放一份在DropBox

上，以免檔案損毀或是印出來的紙本不見，也比較方便分享給朋友。」（A02） 

「我會建立Word檔， 表格以日期為單位劃分，每天的表格內景點則是條列式，因為我覺

得行程很容易變動，規劃很詳細也沒有意義，所以我就大概規劃一下而已，最後會把Word

檔案印出來。可是曾經有一次我把紙本搞不見，連同重要的購票證明一併搞丟，好險有智

慧型手機可以立即上網下載購票證明。」（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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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ord跟Excel，Word主要是整理景點內容介紹之類的，Excel則是用來計算花費與一

些聯繫電話等等，最後再印出來。交通會用手機的Google Ｍap或是導航App。」（A07） 

「我比較習慣手寫，若是需要與他人協同討論，會使用word檔。而且我一定會帶著手寫紙

本一起去旅遊。若是比較麻煩無法帶去的細部地圖，我會用手機拍下來。安排方式會以日

期為表格像是：Day1、Day2之類的，像是功課表來排序。」（A09） 

 

4. 多數自助旅遊者不會以行動應用載具作為旅遊規劃之工具，但會利用行動應

用載具作為即時查詢的工具。 

多數訪談者不會以行動應用載具作為旅遊規劃工具，也不會偏好單一旅遊

App，甚至不使用。反而在旅遊中比較常使用導航App。有部分訪談者認為

目前的旅遊App畫面過度雜亂，或是功能複雜而導致不想使用；有部分訪談

者覺得旅遊App資訊普遍不足，不像部落格、論壇資訊豐富，所以查資料還

是會自己上查詢；也有訪談者覺得智慧型手機字太小、瀏覽網站不便查，所

以只考慮用導航相關App；亦有部分的訪談者表示，會將許多資訊以拍照儲

存於手機相簿內，隨身攜帶以供隨時觀看，避免紙本損毀與不見的缺點。 

「旅遊規劃的話還是網站比較方便，手機打字不方便，而且瀏覽網頁更是難用。用過幾個

旅遊的App都覺得滿爛的，因為App資訊量很少，網站比較多。所以我還是會自己上網查資

料。」（A01） 

「在旅遊時的空檔會下載App查詢附近景點，或是臨時查詢交通路線時會使用。但不太喜

歡目前多數旅遊App，因為不必要的功能太過，搞的很複雜。而且需要的功能又不夠好用。

APP可能搭配網站會比較好，網站有大量資訊，APP比較適合簡潔、即時使用。」（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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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手機很小，比較適合即時查詢，事前規劃還是會用電腦。而且App雖然有各式各樣

功能，但都覺得不夠好用，讓人難以信任。不如自己查找。我覺得手機只要能Google Map

查詢就夠了。」（A11） 

 

5. 旅遊規劃平台重點是功能不要太複雜，要簡單容易操作。 

訪談者對於旅遊規劃數位平台與行動應用結合有幾項期許：功能不要太複雜，

要簡單容易操作、交通路線能夠自動規劃、智慧型手機能自動備份規劃內容、

表格式的規劃。 

「如果有行程表格做好，只要把景點丟進去就好，APP又能自動把自己規劃的旅遊行程加

入應該很不錯。但是不要太複雜，盡量簡單一點，有核心功能就好，不然太複雜很懶的去

使用。」（A05） 

「原則上還是比較喜歡手寫，但是手寫會不見或忘記攜帶，所以若是手機能有備份還不錯，

在多人自助旅行時就更方便，可以直接傳給大家行程規劃。功能越簡單越好，只需要重要

的功能即可，不用過多搞的很複雜。」（A09） 

「覺得很方便， 能夠放在手機裡隨身攜帶也不錯，但是還是會攜帶紙本一份，萬一沒有網

路或手機沒電就會看紙本。希望能即時改變行程時，就能自動查詢交通路線。」（A12） 

「最重要的是表格製作，因為每次旅遊建置表格是最麻煩的，因為會一直改來改去。」（A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