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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市民運動中心與私人健身俱樂部顧客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情形，從過去的研究中，皆僅有探討過單

一對象之研究，故本研究除探討市民運動中心與私人健身俱樂部顧客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外，並針對兩者之顧客參與動機與

滿意度進行比較，以探求市民運動中心與私人健身俱樂部兩者在參與動機與滿意度是上否有異，同時將研究結果提供給業

者，作為營運之參考。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共獲得有效問卷901份，研究結果如下： 一、市民運動中心參與動機依序

為健康需求、成就需求、社會需求及知性需求；私人健身俱樂部參與動機況依序為健康需求、知性需求、成就需求和社會

需求。 二、市民運動中心滿意度依序為價格、便利性、產品(設備)與服務(課程)和資訊與促銷；私人健身俱樂部滿意度依序

為產品(設備)與服務(課程)、便利性、資訊與促銷和價格。 三、私人健身俱樂部在參與動機中社會需求、成就需求與知性需

求明顯高於市民運動中心；市民運動中心在健康需求上明顯高於私人健身俱樂部。 四、私人健身俱樂部在滿意度中產品(

設備)與服務(課程)、便利性、資訊與促銷明顯高於市民運動中心；市民運動中心在價格滿意度明顯高於私人健身俱樂部。 

顯示顧客對於市民運動中心與私人健身俱樂部皆有不同之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如何增強顧客對兩者的參與動機與滿意度，

是市民運動中心與私人健身俱樂部經營者必須加強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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