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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根據行政院新聞局2001年調查顯示，觀看電影已然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休閒娛樂活動之一；但國內電影業者卻面臨

觀影人口有顯著流失的重大危機，為力圖振作電影消費市場，引進多廳型態經營之影城模式以作為重新吸引觀影人潮的解

決之道。因此，本研究將以台中地區電影城觀影人所注重的利益屬性重視度探討其與消費動機、消費行為及滿意度之關係

。 本研究根據台中縣市電影片映演業者名冊選定五家電影城為範圍，並以前往電影城之觀影人為研究對象，採取便利抽樣

方式，由訪員至各大影城發放問卷並現場回收，共計發出750份，有效問卷687份。茲將研究結果摘述如下： 1.基本資料分

析： (1)應答者以女性、21~30歲、大學程度居多，職業以學生為主，每月個 人收入大多在10,000元以下。 (2)消費動機及商

店形象部份分別以「娛樂需要」及「商店氣氛」構面的得分最高。 (3)消費情形部份，應答者大多為有計畫性前往影城欣賞

影片，最常去的地點是派拉蒙環球影城，個人消費總金額多為251~500元，時間多集中於例假日，人數則以二人同行為主

，資訊蒐集管道主要是大眾媒體。 (4)購後態度上，應答者對電影影城整體表現大多呈滿意狀態。 2.研究發現： (1)性別、

年齡、職業、婚姻狀況及個人平均月收入不同的觀影人，所重視的利益屬性皆為不同，其所重視的利益主要是實體設備及

商店氣氛。 (2)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不同的觀影人，到電影城的消費動機皆為不同，主要皆是為滿足娛樂需要。

(3)消費地點、消費時日、消費人數、消費總金額、消費時機及資訊來源不同的觀影人，在利益屬性重視度上亦呈現不同狀

態，其中最重視的利益屬性為服務、便利性、實體設備及商店氣氛。 (4)利益屬性重視度與整體滿意度、重複購買意願及推

薦意願呈正相關，其中以便利性、實體設備及商店氣氛的相關程度較高。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對電影業者及後續

研究者相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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