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迷支持因素與忠誠度之研究-以中華職棒大聯盟兄弟象為例

陳佩娟、雷文谷、尚憶薇

E-mail: 367785@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兄弟象隊球迷支持因素與忠誠度的關係，採用問卷調查法，以2012年中華職棒大聯盟球季間，天母、新

莊、桃園、新竹棒球場觀賽的兄弟象隊球迷為研究對象，計有有效樣本462份，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迴歸分析等進行資料處理。研究結果顯示，兄弟象隊球迷支持因素以「加油團與吉祥物」、「令人欣賞」兩個

構面較高；兄弟象隊的球迷有頗高的忠誠度。球迷支持因素六個構面中，僅「金錢上的考量」無法預測忠誠度；而以「令

人欣賞」的構面最能預測忠誠度。

關鍵詞 : 棒球球迷支持因素、忠誠度、兄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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