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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行車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持續涉入與護具購買意願之關係，以彰化縣自行車運動參與者為研究對象，

採用問卷調查法，有效問卷共計412份。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事後比較及皮爾森

積差相關等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發現：1.自行車運動參與以男性居多，參與者年齡集中於31~50歲，且多未參加車隊。2.自

行車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與持續涉入達顯著正相關，顯示參與者參與動機愈高，其持續涉入也愈高。3.自行車運動參與

者之持續涉入與護具購買意願達顯著正相關，代表涉入程度較高的參與者，對購買護具的意願也愈高。4.自行車運動參與

者之參與動機與護具購買意願達顯著正相關，顯示參與者的參與動機愈高，其護具的購買意願也愈高。最後，根據研究發

現，提出具體建議提供自行車參與者、護具相關行業與後續研究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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