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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國內運動休閒風氣的盛行，使得國人對於運動消費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本研究主要目的以國際知名品牌運動鞋為例，

探討產品涉入、品牌權益對顧客終身價值影響三者間之彼此相關性，以及探討不同生活型態族群對品牌權益之彼此關係。 

本研究問卷針台灣北部地區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一共發出420份問卷，得到有效問卷數為307份，有效回收率為73%。透

過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透過本研究針對運動鞋品牌實證之研究

，歸納出幾點實證結果如下： 1.產品涉入對於品牌權益呈正向關係。由其以產品愉悅性影響品牌權益最為顯著。 2.品牌權

益對顧客終身價呈正向關係。由其以品牌忠誠度與品牌聯想影響顧客終身價值最為顯著。 3.產品涉入對顧客終身價值呈正

向關係。由其以忠誠者確認與口碑效果影響顧客終身價值最為顯著。 4.不同生活型態族群對品牌權益有顯著差異。 希望藉

由本研究分析所得之結果，用以了解現今國內消費者對於運動鞋品牌之忠誠及喜好，作為運動鞋品牌商研擬行銷策略時之

參考，促使顧客持續購買該品牌，以提升企業之顧客終身價值。 關鍵字：產品涉入，品牌權益，顧客終身價值

關鍵詞 : 產品涉入 ; 品牌權益 ; 顧客終身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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