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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大學生運動鞋品牌偏好對行為意圖之影響，以北部地區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以便

利取樣方式進行樣本蒐集，共發放700份問卷，總計回收657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42份，實得有效樣本615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87.9﹪。經SPSS統計分析後，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受試者最喜歡的運動品牌以耐吉（Nike）居多、最近五次購買

中所占次數最多的運動品牌以耐吉（Nike）最多。 二、在品牌偏好方面，大學生對運動鞋有中等偏高的品牌偏好；在行為

意圖方面，大學生在行為意圖的「忠誠度」構面最為明顯。 三、人口統計變數中的不同每週零用錢在品牌偏好達顯著差異

；不同性別、每週零用錢、運動習慣在行為意圖達顯著差異。 四、大學生運動鞋的品牌偏好與行為意圖呈現顯著正相關。

五、大學生運動鞋品牌偏好可以有效解釋行為意圖。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作為運動鞋業者的參考。

關鍵詞 : 品牌偏好、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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