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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日前發生的中華職棒假球風波對球迷球隊支持與觀賞意願之影響，並以兄弟象隊中部地區之球迷為研究

對象，以「假球風波對球隊支持與觀賞意願問卷」為研究工具，並採取便利取樣方式進行調查，總共發放550份，回收537

份，剔除無效問卷7份後，共計有530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6.4％。經統計分析後所得結果如下：1.球迷在假球

風波後對兄弟象隊仍有中等偏高的支持程度，未來對兄弟象隊的比賽仍有相當高的觀賞意願。2.不同教育程度、職業、個

人月所得、現場觀看次數、收看電視轉播場次、支持歷史及加入後援會之兄弟象球迷在球隊支持及觀賞意願上皆有顯著差

異；而不同年齡兄弟象球迷僅在球隊支持上有顯著差異。3.球迷球隊支持與觀賞意願間呈顯著正相關。4.球迷球隊支持對

於觀賞意願具有顯著正向的預測力，聯合預測觀賞意願達39.2％的變異量。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適當建議做為球團未

來經營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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