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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職棒網站為一個球隊向球迷呈現各項球隊相關活動的訊息管道，而職棒球隊官方網站的內容有豐富、多樣的球隊資訊，可

展現出球隊在職棒聯盟之價值。本研究選擇職棒球隊官方網站進行球迷認同感與網站使用滿意度間之關係研究。 本研究透

過網路問卷以立意抽樣方式進行施測，共取得有效問卷430份。有關球迷基本資料：研究樣本每週瀏覽瀏覽官方網站頻率

以五次以上最多，男女生比例約為 7:3，年齡多在19到27歲，並以學生為主，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學歷者最多，接觸職棒

官方網站時間以三年以上居多(66%)。 研究結果發現： (1)不同背景球迷在球隊認同感上達顯著差異。(2)不同背景球迷在球

隊官方網站使用滿意度上達顯著差異。(3)「球隊認同感」與「官方網站使用滿意度」間呈現顯著正相關。(4)球隊官方網站

使用滿意度會受球隊認同感之影響，且以「球隊形象」最能預測球迷球隊官方網站使用滿意度。 最後就研究結果加以分析

討論，並提供具體建議作為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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