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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園停車場與校園外停車場之管理方式以及考量因素在其不同之客觀條件限制下應

有不同。校園停車場的主要使用者應為學校學生以及教、職員工，其使用者特性、設立

之宗旨與服務目標等客觀環境與校外之商業競爭環境下之停車場之各項條件與獲取最大

利益之性質差異頗大，然而在不同客觀條件之下，獲得使用者之最佳滿意度與肯定方面

則應目標相同。 

本研究將以校園停車場為研究主體，採用量化研究之調查研究法，結合相關之統計

理論以及統計分析應用軟體，企圖探討並歸納校園停車場之各項關鍵成功管理要素，並

結合其主要使用族群之各項滿意度作一整體之研究，並將成果提供給學校相關單位參

考，期為學校停車場之長久穩定管理以及獲得最大之校園停車場使用者滿意提供建議。 

壹、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學校設立校園停車場為時已久，其管理確有其一定之挑戰性，但由長期觀察發現校

內停車空間再不同時段的使用率有顯著差異，此外，也常聽到使用者對於停車需求及問

題多有意見。總體觀之，停車位之供給少於需求是事實，但如何讓有限之停車位能發揮

最大之效益及服務品質，滿足使用者之需求是重要的課題。因此，對於校園停車場之管

理有其實務上之重要性。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校園停車場與校園外停車場之管理方式以及考量因素在其不同之客觀條件限制下應

有不同。校園停車場的主要使用者應為學校學生以及教、職員工，其使用者最大特性、

設立之宗旨與服務目標等客觀環境與校外之商業競爭環境下之停車場之各項條件與獲取

最大利益之性質差異頗大，然而在不同客觀條件之下，獲得使用者之最佳滿意與肯定方

面則應目標相同。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期對校園停車場管理之關鍵成功要素與使用者滿意度作一了解與探

討，歸納出影響校園停車場使用者滿意度之管理關鍵成功要素，並藉由研究成果，提供

校園停車場實務管理之參考。關於本主題之直接相關研究如本文件參考文獻所列，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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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研究議題之重要性，仍有進一步進行研究探討之空間與實務上之需要。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 因受限於人力、物力、資金、與時間之限制，本研究僅選取北部某大專院校為主要

研究對象。 

2. 基於研究題目，本研究僅以北部某大專院校為主要研究市場。 

3.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無法推論至該校以外同一體系之校園。 

第五節 名詞定義 

1. 關鍵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Hofer and Schendel 於 1978 年提出：高階管理者因應這些變數所做的決策，該決策對

於企業在產業中整體的競爭力具有重大的影響，而該因素會隨著產業的不同而有所差

異。而本研究將關鍵成因素定義為：當企業組織面臨一個競爭環境時，所需擁有的基本

條件，並針對此條件做最適當的資源及有效的能力整合，使其發揮最大的效益。 

2. 空間規劃(Airspace Formulation) 

空間設計的目的在於提昇使用上的效能，而不同的空間性質，因設計階段預設其使

用效能的不同而有所差異。(顏志鵬，1994) 

3. 設施安全(Security) 

「設施」乃指一個企業所擁有之有形資產(林立千，2001)，「安全」依建築法第九十

一條規定，以落實建築物公共安全制度，確保人民生命及財產之安全。本研究將設施安

全定義為：「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沒有身心及財務上安全的疑慮」。 

4. 設備完善性(Tangibles) 

建築物內除了一般必備的設備外，尚有其它相關設備，使其設施更加完善，以確保

人身財產安全。 

5. 使用滿意度(User Satisfaction) 

陳怡君於 1995 年提出：一個人所感覺的程度高低，源自其對產品功能特性(或結果)
的認知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兩者相比較所形成的。本研究將使用者滿意度定義為：當

使用者購買或使用某一產品及服務，其購買或使用後內心的認知期望高於購買或使用前

的期望，則稱之為使用者滿意度，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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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停車問題已存在許久，許多學校亦都面臨不同嚴重程度之停車問題，汽、機車數量

每年穩定成長，但停車位數的成長卻相對緩慢，甚至有不敷使用的情形，如何有效運用

有限的土地空間，發揮停車位最大的效能，使每一位車主能安心停車，不用再擔心找無

停車位的問題，也不會有人車爭地的情況發生，本研究將針對校園停車場關鍵成功要素

分四個部分加以探討：包括關鍵成功因素、空間規劃、設施安全、及整體使用滿意度。 

第一節 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 (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FS，又稱 Key Success Factors，KSF )這觀

念出自於組織經濟學者(Commons ，1934) 所提出的「限制因子」(Limited factor) 的觀念，

之後由(Barnard ，1948) 將應用於管理決策理論之中。關鍵成功因素(CFS，又稱 KSF ) 早
期的研究與應用範圍，主要鎖定在「管理資訊系統」(MIS)，但至近年來，組織管理領域

與「策略」的觀念越來越受到重視，才開始跨越資訊系統的領域，往策略管理領域發展。 

第二節 空間規劃 

空間設計的目的在於提昇使用上的效能，而不同的空間性質，因設計階段預設其使

用效能的不同而有所差異。空間規劃使用效率並非整個工程開發的某階段完成即可，從

規劃、設計延續至完工後的使用管理，對於提昇或確保空間規劃的角度，來探討停車空

間的配置、停車空間設計及停車方式三方面進行研究。 

第三節 設施安全 

校園停車場之管理，無論在校內或校外，首重為擁有足夠的腹地及空間，若周遭可

供使用者之停車空間或數量不足，造成使用者有車無位停放的情形，易致使抱怨聲不斷。

為減少此狀況之產生，校方就必須考慮到停車場面積之擴增或室內停車場之規劃。 

第四節 設施安全之定義 

在設施安全方面，有研究指出設施安全之評估，但沒有特別提到關於管理上之安全。

本研究將設施安全定義為：「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沒有身心及財務上安全的疑慮」以停車場

關鍵成功因素來看，所提供的是人身的安全，包含開放時間、人員管制等，主要是讓使

用者能感受到，在使用的過程中能夠放心並滿意的使用。在財產安全上，若無法對使用

者對財產做有效的保護，如無法定時巡視、位置任意停放等，不僅讓使用者抱有不安的

心情，也會留下負面的印象，若能改善停車場在安全上之規劃，相信對管理者擁有正面

的幫助。 

第五節 設施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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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乃指一個企業所擁有之有形資產，可分為下列三個部份來說明： 

1. 實體建築：無論建築物規模的大小，其所擁有設施中最外層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就是建築物本身的呈現。建築物的規劃設計和現行的設施需求及未來的彈性發展，

有密切的關連性。具有良好設計的建築物不僅能有效發揮內部設施的正常作業功

能，更是對外印象的表徵，同時，也能使在內部工作之員工擁有良好的工作士氣與

效率。 
2. 機器設備：機器設備會因其經營屬性的差異而有不同的需求，而機器設備的數量、

安置、排列，作業彈性與空間配置等安排，將對生產與服務系統的運作產生關鍵性

的影響。 
3. 工作人員：完整的設施規劃也將工作人員納入設施的內容中，因其具有彈性度最大

和活動面最廣之特性，同時也是上述資產類型的使用者及管理者。 

第六節 設備完善性： 

停車場之相關設備，除了一般建築物必備的設備之外，尚有以下之其他設備：照明

設備、電氣設備、防災設備、通風設備、標誌標線、管制設備 

第七節 顧客滿意度 

早在 1965 年 Cardozo 即以實驗操作研究消費滿意度相關領域；隨著消費者意識高漲

及市場競爭激烈，各行各業發展至今日，已然是個「以客為王、以客為尊」的訴求時代，

顧客滿意之成為今日企業經營之利器。顧客滿意是一種感覺，它能創造快樂，創造愉悅

的心情，也會令人失望或沮喪。然而，顧客對於滿意的感受皆有所不同，使得研究學者

對顧客滿意各有不同的見解。 

參、研究方法 

此章節在說明研究過程中所使用之研究方法以及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及相關參考文獻展出本研究之室內汽車

架構圖、室外架構圖及機車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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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停車場架構圖： 

 
 

圖 3-1 室外停車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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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停車場架構圖： 

 

 
 

圖 3-2 室內停車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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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停車場架構圖： 

 

 
 

圖 3-3 機車停車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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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探討校園停車場關鍵成功要素對使用者滿意度之關係。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為北部某大專院校之學生和教職員，採便利隨機抽樣的方式，發放預試問卷給 200 位受

試者填寫。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採問卷調查法，使用套裝軟體「SPSS 10.0 for Windows 視窗版」。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如圖 3-4 所示。 

 

圖 3-4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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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以下列統計方法進行分析，並檢定各假設。 

壹、 以次數分配描述樣本各項個人背景變項之分佈情形。 
貳、 以相關分析對「使用者預期滿意度」和「使用者實際滿意度」進行相關比較，分析

變數之間的影響。 
參、 採獨立 t 檢定分析，考驗性別分別對空間規劃、設施安全、有形性及使用者滿意度

間是否有差異情形。 
肆、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個人背景變項對空間規劃、設施安全、有形性及使用者滿意度

間是否有差異情形，若有顯著差異則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伍、以迴歸分析

考驗使用者滿意度分別對空間規劃、設施安全、有形性之間的影響。 
伍、 以多元迴歸分析使用者滿意度分別對各構面間之子構面之間的影響。 

肆、結果與建議 

一、 結論 

（一） 相關分析 

根據相關分析發現，室外停車場之四大構面，多數達中度至高度正相關；而室內停

車場之三大構面，多數達中度至高度正相關；機車停車場之三大構面也達中度至高度正

相關。 

（二） 獨立性 t 檢定 

根據獨立性 t 檢定分析，可發現是否使用停車位對室內停車場之三大構面、室外停

車場之四大構面及機車停車場之三大構面均有顯著差異。 

（三）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將個人背景變項中的性別、是否申請停車證及是否使用停車位剔除，將剩餘變項以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法與室內外停車場之構面、機車停車場之構面作分析。可得以下： 

一、 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室外停車場之四大構面而言，於年齡、在校身份、就讀學制、任

職或就讀單位及教育程度有顯著影響。 
二、 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室內停車場之三大構面而言，於在校身份、任職或就讀單位及教

育程度有顯著影響。 
三、 個人背景變項對於機車停車場之三大構面而言，於婚姻狀況、年齡、就讀學制有顯

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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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迴歸分析 

1. 在室外停車場方面，以預期滿意度為依變項，顯示預期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89.1%、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94.2%、預期設備完善性解釋變異量為

91.2%、實際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29.6%、實際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38.4%、

實際設備完善性解釋變異量為 15.9，且標準化迴歸係數 β為正。 
2. 在室外停車場方面，以實際滿意度為依變項，顯示預期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26.1%、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28.4%、預期設備完善性解釋變異量為

24.6%、實際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78.8%、實際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79.1%、

實際設備完善性解釋變異量為 84.2%，且標準化迴歸係數 β為正。 
3. 在室內停車場方面，以預期滿意度為依變項，顯示預期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97.0%、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97.7%、實際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15.0%、

實際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15.2%，且標準化迴歸係數 β為正。 
4. 在室內停車場方面，以實際滿意度為依變項，顯示預期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20.7%、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15.7%、實際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89.1%、

實際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89.4%，且標準化迴歸係數 β為正。 
5. 在機車停車場方面，以預期滿意度為依變項，顯示預期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78.0%、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89.1%、實際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0.4%、

實際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3.9%，且標準化迴歸係數 β為正。 
6. 在機車停車場方面，以實際滿意度為依變項，顯示預期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2.1%、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1.9%、實際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70.0%、

實際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68.9%，且標準化迴歸係數 β為正。 

二、 建議 

壹、 以室外停車場之建議 

一、 以預期滿意度來說，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94.2%最高；預期空間規劃解釋

變異量為 89.1%較低，顯示使用者對停車場設施安全預期滿意度最高，而在停車

場空間規劃預期滿意度較低。 
二、 以實際滿意度方面，實際設備完善性解釋變異量為 84.2%最高；實際空間規劃解

釋變異量為 78.8%較低，顯示使用者對停車場設備完善性實際滿意度最高，而在

停車場空間規劃實際滿意度較低，可由此點著手改善。 

貳、 以室內停車場之建議 

一、 以預期滿意度來說，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97.7%最高；預期空間規劃解釋

變異量為 97.0%較低，顯示使用者對停車場設施安全預期滿意度最高，而在停車

場空間規劃預期滿意度較低。 
二、 以實際滿意度方面，實際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89.4%最高；實際空間規劃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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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量為 89.1%較低，顯示使用者對停車場設施安全實際滿意度最高，而在停車

場空間規劃實際滿意度較低，可由此點著手改善。 

參、 以機車停車場之建議 

一、 以預期滿意度來說，預期設施安全解釋變異量為 89.1%最高；預期空間規劃解釋

變異量為 78.0%較低，顯示使用者對停車場設施安全預期滿意度最高，而在停車

場空間規劃預期滿意度較低。 
二、 以實際滿意度方面，實際空間規劃解釋變異量為 70.0%最高；實際設施安全解釋

變異量為 68.9%，顯示使用者對停車場空間規劃實際滿意度最高，而在停車場設

施安全實際滿意度較低，可由此點著手改善。 

伍、結論 

本研究將以校園停車場為研究主體，採用量化研究之調查研究法，結合相關之統計

理論以及統計分析應用軟體，企圖探討並歸納校園停車場之各項關鍵成功管理要素，並

結合其主要使用族群之各項滿意度作一整體之研究，並將成果提供給學校相關單位參

考，期為學校停車場之長久穩定管理以及獲得最大之校園停車場使用者滿意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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