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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間運動博弈在台灣市場需求下存在已久，政府嘗試藉由發行運動彩券來轉移消費者長期之民間投注行為，可民間運動博

弈市場依然活躍熱絡，然此一議題並未獲得學術研究領域之關注。因此本研究期透過問卷調查來了解參與民間運動博弈消

費者之屬性特徵及投注行為，盼能拓展對民間運動博弈消費市場之認識 。本研究以SPSS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使用

敘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對樣本進行分析處理。所得結果如下: 一、民間運動博弈消費者以

男性居多；年齡層集中於18~25歲；職業別以學生為最多；教育程度以大學生最多；月收入以10,001~30,000最多；喜好觀

賞的運動項目以棒球為多數；喜好參與的運動項目則以籃球為多；平時運動習慣則以每週一天為多數。 二、在民間運動博

奕投注情形及民間運動博弈消費者在政府運動彩券的投注情形均為，時間一年以下、平均每次投注金額1,000元以下及投注

標的一項為最多。 三、接觸民間運動博奕時間越久者，其投注金額與投注標的數也會隨之提高與增加。而民間運動博弈消

費者在接觸政府運動彩券時間越久者在投注標的數也會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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