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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台閩地區藝文節目類型參與趨勢研究(嚴祖弘，2001)」，發現民眾對觀賞表演藝術節目會有價付 價格的差異，因此本

研究將利用經濟學中的假設市場評估法理論，來衡量表演藝術團體國別屬性及場地 因素，對北、高兩市民眾觀賞表演藝術

節目付費意願的影響。本研究目的包括： 1、應用假設市場評價法探討民眾參與表演藝術節目的付費意願。 2、民眾觀賞

四類表演藝術節目是否有不同的付費意願。 3、場地因素是否會影響民眾觀賞表演藝術節目時的付費意願。 4、台北市與

高雄市民眾對不同類型的表演藝術節目，是否有不同的付費意願。 研究中將表演藝術節目類型分為音樂、舞蹈、戲劇及傳

統戲曲四大類。場地分為國家級表演場地及地 方級表演場地。以家戶調查方式，實地訪問北、高兩市居民，問卷共發

出823份，實得有效樣本數為811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約98.5%。統計分析方法為敘述統計分析及配對檢定。研究結果證實

： 1、北、高兩市民眾觀賞表演藝術節目的付費意願，會因表演藝術團體國別屬性不同而有付費意願上的差別； 2、北、

高兩市民眾對於各類表演藝術節目於國家級表演場地演出時，會有較高的付費意願，； 3、北、高兩市居民的付費意願會

因不同類型表演藝術節目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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