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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觀賞表演藝術付費意願之因素，並利用聯合分析法來衡量最佳付費意願組合偏好 和屬性的相對重要性

。以自填式問卷，針對表演藝術消費者，運用整體輪廓法收集資料。自民國91年一 月至三月兩個月期間內演出的音樂、舞

蹈和戲劇三類表演藝術活動中，發出2,120份問卷，回收681份， 剔除填答不實之問卷116份，最後以565份有效問卷進行統

計分析，有效回收率26.65%，並運用因素分析 、集群分析、ANOVA與聯合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一、休

閒生活型態區隔分析 　　表演藝術消費者可以依「支持性友誼休閒」、「社交與流行購物休閒」、「宗教休閒」、「獨處

休 閒」、「運動休閒」、「美食休閒」、「家事休閒」、「電視休閒」和「網路休閒」等九項休閒生 活型態因素，區分

為「居家重友誼型」、「親情依賴」、「花蝴蝶型」、「消極淡漠」、「獨立自 主」和「現代雅痞」等六個集群。 二、

全樣本屬性水準偏好之關係 　　受測者對各水準間之偏好以「知名度極高」最高，「對演出內容很清楚」次之，最不偏好

「高價位 」。在屬性之相對重要性方面，以「表演團體知名度」最受重視，最不重視「表演團體國籍」。 三、消費地區

與產品屬性偏好之關係 　　無論台北或台中地區都以「知名度極高」最受偏好，「對演出內容很清楚」次之，但在屬性水

準偏 好上卻無顯著差異。在相對重要性方面，兩地區重視順序為表演團體知名度、演出內容、票價。 四、表演藝術類型

與產品屬性偏好之關係 三大表演藝術類型在「縣市文化中心表演場地」、「國家級表演場地」、「台灣表演團體」、「非

台灣表演團體」、「對演出內容不太清楚」、「對演出內容很清楚」和「票價」等屬性水準上有顯 著差異。在相對重要性

方面，除了表演團體知名度外，音樂類較重視票價，舞蹈類和戲劇類則比較 重視演出內容。 五、人口統計變項與產品屬

性偏好之關係 　　除了性別以外，付費意願會因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期、職業與所得而有顯著差異。最受偏 好

的屬性水準皆為「知名度極高」與「對演出內容很清楚」。在相對重要性方面，全部人口統計變 項區隔都很重視表演團體

知名度、票價和演出內容。 六、消費者休閒生活型態類型與產品屬性偏好之關係 　　不同休閒生活型態類型在「台灣表

演團體」與「非台灣表演團體」屬性水準上有顯著差異。「現代 雅痞」對「對演出內容很清楚」最為重視。其他休閒生活

型態類型最偏好「知名度極高」。轉換成 相對重要程度後，「獨立自主」重視順序為表演團體知名度、票價與演出內容，

「現代雅痞」則為 演出內容、表演團體知名度和票價，其他類型者重視順序則為表演團體知名度、演出內容與票價。 七

、聯合模擬分析 　　本研究以虛擬的八種產品組合進行市場模擬，找尋最佳產品組合，研究結果發現：以「國家級、低 

價位、非台灣表演團體、對演出內容很清楚、知名度極高」的市場佔有率為最高，「縣市級、低價 位、台灣表演團體、對

演出內容很清楚、知名度極高」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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