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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釣蝦場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及人格特質對持續涉入關係之研究。經由便利抽樣方法，總計發放320份問卷，

回收問卷320份，問卷回收率100%，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310份，有效回收率為96.7%。資料分析包括描述性統計、信

度分析、獨立樣本t撿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驗證結果摘要如下： 一、釣蝦參與者

背景變項不同，其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其中以「性別」、「學歷」、「每月前往釣蝦場次數」、「消費目的」、「結伴

對象」、「消費金額」有顯著差異。 二、釣蝦參與者背景變項不同，其人格特質有顯著差異，其中以「年齡」、「職業」

、「每月前往釣蝦場次數」有顯著差異。 三、釣蝦參與者背景變項不同，其持續涉入有顯著差異，其中以「性別」、「每

月前往釣蝦場次數」、「消費目的」、「結伴對象」、「消費金額」有顯著差異。 四、釣蝦參與者之參與動機與人格特質

有顯著相關，其中以「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謹慎性」達顯著相關。 五、釣蝦參與者之參與動機與持續

涉入達顯著相關 六、釣蝦參與者之人格特質與持續涉入部份達顯著相關。 七、釣蝦場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對持續涉入有部

份顯著預測力 八、釣蝦場參與者之人格特質對持續涉入有部份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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