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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研究旨在瞭解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消費者之參與動機、人 格特質與產品使用行為之關係為何；以彰化市限制級電子遊戲

場 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採便利抽樣方式選取650 人發放問卷，得 有效問卷為623 份。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人格特

質量表」 及「參與動機量表」為工具，進行資料蒐集整理，並利用SPSS Windows 10.0 中文版本及卡方關聯分析、集群分

類、獨立樣本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獲致以下研究結果: 一、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電子遊戲場消費

者與消費頻率、消費時 日、消費時段、消費同伴、消費金額、消費時數、參與時間 等產品使用行為具部分顯著關聯。 二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電子遊戲場消費者在參與動機上有部分 顯著差異 三、不同參與動機之電子遊戲場消費者在產品使

用行為上有部分 顯著差異。 四、不同人格特質集群分類之電子遊戲場消費者與消費頻率、消 費時日、消費時段、消費同

伴、消費金額、消費時數與參與 時間等產品使用行為有顯著關聯。 五、不同人格特質集群分類之電子遊戲場消費者在參

與動機上具 有部分顯著差異。

關鍵詞 : 電子遊戲場、產品使用行為、人格特質、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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