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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係以線上遊戲玩家為對象，探討不同生活型態、網際網路使用狀況對線上遊戲消費行為及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另亦探討不同個人口變項的影響，其目的在找出影響線上遊戲玩家消費的原因。 研究以台北、新竹、台中及高雄地區為

分析單位，共發出1,068份問卷；實收966份，回收率90.45%，有效樣本數933份，有效回收率96.58%。資料經由描述性統

計、集群分析、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因素分析、項目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研究結果顯示： ㄧ、人口統計變項：1.

線上遊戲消費者仍以男性、未婚、學生及平均月收入15,000 元以下佔大多數。2.在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方面各區段都有

線上遊戲之消費者，顯示線上遊戲已普及化，融入日常生活一部份。3.女生較男生接觸網際網路的時間為久，且每天使用

網際網路時間及每週使用網際網路天數均較男生多，此一現象似乎顯示女生較常使用網際網路。4.學歷越高其每天使用網

際網路時間及每週使用網際網路天數均較明顯增加。5.在職業方面，在接觸網際網路時間最久的反倒是軍公教，而每天使

用網際網路時間及每週使用網際網路天數仍以學生居多。 二、線上遊戲消費者生活型態經集群分析總共有3種，分別是「

休閒自信族」、「嚐新好奇族」及「理性自主族」：1.休閒自信族在線上遊戲消費行為中「每天花費在線上遊戲時間」、

「每月花費在線上遊戲之金額」及「同時玩幾種線上遊戲」均有顯著之差異。2.嚐新好奇族在線上遊戲消費行為中「同時

玩幾種線上遊戲」及「玩線上遊戲之類型」均有顯著之差異。3.理性自主族在線上遊戲消費行為中「每天花費在線上遊戲

時間」、「同時玩幾種線上遊戲」及「玩線上遊戲之類型」均有顯著之差異。 三、經卡方檢定，顧客滿意度與線上遊戲消

費行為之關係為：1.客戶服務方面：每天花費2小時以上、每個月不論花費多少金錢、花費最多時間玩角色扮演及運動類型

、喜歡玩角色扮演、策略及運動類型之線上遊戲消費者，低滿意度多於高滿意度。2.產品品質方面：每天花費2小時以上、

每月花費 600元以上、花費最多時間玩角色扮演及運動類型、喜歡玩角色扮演及運動類型之線上遊戲消費者，低滿意度多

於高滿意度。3.持續參與度方面：參與2年以上、每月花費600元以上、同時參與數量2至3個、花費最多時間玩格鬥動作、

喜歡玩格鬥動作類型之線上遊戲消費者，有較高的持續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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