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健身俱樂部個人教練之專業知能,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研究

林孟潔、李城忠

E-mail: 9503949@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運動健身俱樂部個人教練之專業知能對於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是否有正向影響效果。並以台

中市世界健身俱樂部與加州健身俱樂部有個人教練指導之會員為研究對象，共發放4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47份。資料

經LISERL8.20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教練之專業知能與顧客滿意度呈現正向效果；而顧客滿意度與

顧客忠誠度也有正向關係；由此可知，專業知能對於顧客忠誠度有間接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建議，良好的服務態度將會帶

給消費者好的感受與滿意，當消費者滿意度高時，運動健身俱樂部的口碑與評價也會隨著顧客忠誠度大幅的提升。因此，

業者在努力提升業績的同時，應著重於加強個人教練的專業素養以及提供良好的服務，顧客才會有好口碑及高忠誠度，業

者才可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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