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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重點於棒球運動之消費者，所以以到場觀看球賽之現場觀眾進行問卷之蒐集，總計發出問卷600份。回收有效

樣本數559份問卷，有效問卷率93.17%。根據問卷所得之資料，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考驗、皮爾遜積差相關、

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有效問卷在消費者人口變項中以男性最多

；年齡在21~25歲最多；教育程度以大學最多；每月可支配零用錢以1,001元至5,000元最多。 二、有效問卷在消費者行為

變項中以是否有支持特定球隊的消費者佔了78.9％；加入球隊或球員後援會組織的球迷佔所有球迷人數的34.92％；平均每

年至球場觀看比賽的次數以1~5次最多；經常收看職業棒球比賽轉播的佔所有人數的48.5％。參與棒壘球相關運動的佔所

有人數的43.3％。 三、消費者對於職業棒球運動的態度愈正面時，運動贊助的知名度效益、形象效益及促購度效益就會愈

顯著。消費者對贊助企業的態度愈正面，運動贊助的知名度效益及形象效益愈顯著，但促購度效益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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