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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興農牛球迷運動參與之程度、了解牛迷選擇支持興農牛隊之因素，以及牛迷對於興農牛隊行銷策

略 之滿意程度，另外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是否會影響興農牛球迷運 動參與程度、選擇支持興農牛隊因素，以及牛迷對其

行銷策略之 滿意程度。本研究採用「運動參與程度問?f」、「選擇支持興農 牛隊因素量表」及「球迷滿意度量表」為研究

工具，並利用支持 興農牛到現場觀賽之球迷為其研究對象取樣選出560位進行現場問?f調查，經資料整理後，有效問?f527

份，有效問卷率為94.11%，而研究資料採用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卡方檢定等 統計方法進行資料之分析，

所得結果如下： 一、興農牛球迷以男性(66.98%)居多，年齡層主要分佈在18-35歲(61.70%)，教育程度大多為大專學

歷(60.53%)，職業則以學生族群最多(57.31%)，而每月平均收入則以23250元以下居多(54.46%)。 二、興農牛球迷在運動參

與程度方面以輕度消費者(1-10場)居 多，高達65.28%的比例。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興農牛球迷在運動參與程度差異之比較

只有 在「月平均收入」有達到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興農牛球迷對於選擇支持興農牛隊因素差異 之比較在「年

齡」及「教育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背景變項的興農牛球迷對其行銷策略滿意程度差異之比 較，在「年齡」及

「教育程度」上有達到顯著差異。 六、不同運動參與程度之興農牛球迷對於選擇支持興農牛隊因素 差異之比較，僅有「

令人欣賞的特質及戰績」因素上達到顯 著水準。 七、不同運動參與程度的興農牛球迷對興農牛隊行銷策略滿意程 度的差

異皆未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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