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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在探討HBL (High-School Basketball League)球迷參與動機及HBL行銷策略對於球迷參與動機之影響，利用問卷調

查法對HBL現場球迷進行調查，於台北市立體育館(紅館)比賽現場實地發放問卷，共發放600份，回收問卷563份，回收

率93％，扣除部份填答之無效問卷32份，有效問卷共計531份，問卷有效率94％，用SPSS 統計軟體將資料統計分析，以描

述性統計與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探討變數之間的關係。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進行假設檢定，五個研究假設全部成立，因此

五個行銷策略對球迷參與動機之間均呈現正向關係，而HBL球迷參與動機認同程度前五名為「可以豐富個人休閒生活」、

「符合個人興趣」、「受到出賽球員精湛的球技所吸引」、「表達自己對喜愛的球員(隊)的支持」、「表示對台灣籃球運

動發展的關心」。行銷策略影響球迷參與動機的排列順序為「良性競爭行銷策略」、「媒體行銷策略」、「產品行銷策略

」、「代言人行銷策略」、「網路行銷策略」。 本研究根據結果及文獻回顧之發現，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一)決賽地點移

師南部地區，吸引更多北部以外的球迷前來參與比賽。(二)以籃球明星取代當紅藝人來代言活動。(三)加強網路功能，進而

達成宣傳效果。(四)塑造籃球明星與指標性人物，藉此製造話題性。

關鍵詞 : 高中籃球聯賽,行銷策略,球迷參與動機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3 　　第三節　　研究目的．．．．．．．．．．．．．． 5 　　

第四節　　研究問題．．．．．．．．．．．．．． 5 　　第五節　　研究範圍．．．．．．．．．．．．．． 6 　　第

六節　　研究限制．．．．．．．．．．．．．． 6 　　第七節 研究流程．．．．．．．．．．．．．． 7 　　第八節 

名詞解釋．．．．．．．．．．．．．．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第一節　 　

高中籃球聯賽．．．．．．．．．．．． 11 　　第二節　 　行銷相關策略．．．．．．．．．．．． 18 　　第三節　 

　參與動機．．．．．．．．．．．．．． 2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2 　　第一節　

　研究架構．．．．．．．．．．．．．． 32 　　第二節　 　研究假設．．．．．．．．．．．．．． 33 　　第三節　

　研究對象．．．．．．．．．．．．．． 33 　　第四節　 　研究工具．．．．．．．．．．．．．． 33 　　第五節　

　資料處理．．．．．．．．．．．．．． 44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45 　　第一節

　　回收問卷資料分析．．．．．．．．．．． 45 　　第二節　　問卷資料分析．．．．．．．．．．．．． 46 　　第

三節　　問卷資料統計分析．．．．．．．．．．． 4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4 　

　第一節　　結論．．．．．．．．．．．．．．．．． 54 　　第二節　　建議．．．．．．．．．．．．．．．．．

56 參考文獻．．．．．．．．．．．．．．．．．．．．．． 59 附錄A 　　研究問卷．．．．．．．．．．．．．．．

．． 66 附錄B　 　效度分析表．．．．．．．．．．．．．．．． 69 附錄C　 　信度分析表．．．．．．．．．．．．

．．．． 75 附錄D　　 問卷資料統計分析表．．．．．．．．．．．． 81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Bernard J. Mullin, Stephen Hardy, William A. Sutton (2003)，運動行銷學(程紹同譯)，台北:藝軒(原文於2000年出版)。 Brenda

G. Pitts ＆ David K. Stotlar,(2000)，運動行銷學(鄭志富譯)，台北:華泰。 王宗吉(1996)，體育運動社會學，台北:銀禾文化。 王尉晉(2000)

，運動理念行銷策略之研究－以adidas「街頭籃球運動」與Nike「高中籃球聯賽」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王

瑤芬(1998)，開創6億4360萬個商機，廣告雜誌，第八十七期，59-60。 行政院體委會(2000):中華民國體育統計，台北:編著者發行。 行政

院體委會(2002):中華民國體育統計，台北:編著者發行。 吳明隆(1999)，電腦統計應用分析，台北:松崗。 李後宗(1999)，追憶流失的球迷-

中華職籃的回顧與展望，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李政道(2006)，羽球場管消費者參與動機與參與行為之研究， 成

大體育，39(1)， 28-43。 李展元，林房儹(1994)，觀賞運動之參與動機分析與探討，大專體育，73，108-112。 李淑珍(1994)，台北市大

學生收看體育運動電視節目的動機與行為及相關因素之研究，體育學報，17，143-158。 李孟麗、徐村和(1999)，廣告學:策略與管理，

台北:五南。 沈易利(1999)，台灣省民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國立台灣體育學報，319-370。 易善佑(1994)，台北地區居民

觀賞職業籃球比賽市場之區隔化研究，私立東吳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林千源(1994)，兄弟象職業棒球消費者行

為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林如瀚，陳忠誠(2001)，國內籃球運動的難為與作為，大專體育，54，1-4



。 林建煌(2002)，消費者行為，台北:智勝。 施致平(2000)，高中籃球聯賽經營策略探討，中華體育，14(2)34-42。 施致平(2001)，中華職

籃觀眾參與之預測模式研究，體育學報，30，131-142。 徐 揚(1999)，正式運動行銷的功能－談運動從業人員的運動 行銷正確觀，大專

體育雙月刊，44，67-72。 徐煋煇(1999)，大專籃球聯賽的興革與展望，大專體育，45，9-12。 高俊雄(1998)，運動商品化之探討，國民

體育季刊，27(4)，79-83。 張士哲(1993)，職業棒球市場區隔與球團形象定位之研究，台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管理技術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 張宏源(1999)，媒體策略規劃與實務，台北:亞太。 張春興(1997)，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 張春興(2003)，心理學原理，台北:東

華。 張家豪(2004)，中華民國92年超級籃球聯賽現場觀眾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在職進修碩 士班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 張景然(1991)，休閒生活與青少年行為輔導，成人教育，48-49。 許傳陽(1992)，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運動:一個議題傳播模

式的初探－以宜蘭反六輕設廠之新聞導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陳美燕(2003)，運動理念與體驗行銷成功的

結合-HBL高中學校籃球聯賽，台灣地區運動產業典範集錦，35-60。 陳薇婷(2002)，職棒行，職籃行不行，國民體育季刊，31(1) 134-137

。 程紹同(1998)，大學生運動休閒參與模式研究(國科會，NO.:NSC87-2413-H-003-035)，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程紹同(1999)，

運動風雲2000，廣告雜誌，103，72-79。 程紹同(2002)，運動管理學導論，台北:華泰。 黃仲凌(1995)，職業棒球現場觀眾觀察行為之研

究:休閒滿意模式之驗證，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黃金柱(2005)，運動休閒觀光行銷，台北:師大書苑。 黃佑

鋒(2003)，運動賽會的媒體策略對企業贊助意願之研究: 以Nike 贊助HBL為例，台北巿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楊玉明(2005)，超級籃球聯賽現場觀眾生活型態、參與動機與參與行為之實證研究，私立輔仁大學體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楊福

珍(1994)，國際體操邀請賽現場觀賞者之初探，台灣體育，86，31-36。 楊政學(2005)，實務專題製作: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二版)Practical

monograph :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台北:新文京。 楊世瑩(2005)，SPSS統計分析實務，台北:旗標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榮

泰生(2000)，消費者行為，台北:五南。 劉俊卿、王信良(1999)，時光隧道-台灣籃運六十年，台北:民生報。 劉美稚(1998)，台灣職業棒球

消費行為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系碩士班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戴遐齡(1996)，台北是高爾夫練習場運動參與動機與行為之研究，台北

師院學報，28，509-532。 謝一睿(1998)，由運動行銷之觀點談「運動市場」及「運動產品」之特性，大專體育雙月刊，38，104-114。 

謝志謀(1996)，職業棒球運動觀賞行為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嚴雅馨(2003)，兄弟象棒球隊球迷之運動參

與程度及對其行銷策略滿意程度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二、英文部分: Boutilier, M., ＆San Giovanni, L.

(1983) The sporting woman. Chpaign, Illinois:Human Kinetics. Howard, D. R.(1992).Participation Rates in Seiected Sport and Fit-ness Activities.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6), P.191-205 Kahle, L. R. , Kambara, K. M. ,＆ Rose, G. A. (1996) .A functional model of fan attendance

motivation for college football. Sport Marketing Ouarterly, 5(4), 51-60 Kane, M. J (1989). The post Titel IX female athlete in the media.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creation and Dance, 60, 58-62. Kotler, P. (1984), Marketing management:Analysis, Planning, and Control, (7thed), New

Jersry:Prentice Hall. Mullin, B. J. , Hardy, S. ,and Sutton, W. A.(1993) .Sport Market-ing.Champaign:Huma Kinetics. Pitts, B. G. ＆ Stotlar, D. K.

(1996)Fundamentals of Sport Market-ing.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Fitness: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ank, M. D. (1999)Sport Marketing:A

Strategic Perspective.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Shih, C. P. (1998).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ver-age, audience behavior,

and sporting events:An analysis of Taiwan Professional Baseball booster club membe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Wenner, L. A. ＆ Gantz, W. (1998)Watching sports on televison: Audience experience, gender, fanship, and mar-riage. In wen-ner, L.

A. (Ed), Media Sport. New York:Rouledge. Wright, B. A,.＆ Goodale, T. L. (1991) Beyond Non-Participation:Vlaidation of Interest and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on Catego-ries in Constraints Research.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3(4) , P.314-331. Whiting, J. W. M., and Child, I, L, Child

(1953), Training and per-sonality : A Cross-culture Study, New Heven, Ca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