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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針對運動用品專櫃消費者購買行為進行調查。並以台中市百貨公司消費者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並

利用便利取樣的方式進行取樣，共計發出問卷250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共9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36.4%，經統計分析

後發現： 1.運動用品專櫃消費者生活型態，以「生活品味」構面最為明顯、其次是「追求新知」，而以「精打細算」及「

規律生活」等類型較不明顯。2.運動用品專櫃消費者在商店形象重視程度方面，以「商品選擇性」得分最高。3.運動用品

專櫃消費者在商店形象滿意度方面，以「商品選擇性」得分最高。4.不同平均消費金額運動用品專櫃消費者在生活型態之

「生活品味型」購面有顯著差異，在其它類型生活型態上皆無顯著差異。5.不同平均消費金額運動用品專櫃消費者在商店

形象重視程度之「軟硬體設施」上有顯著差異，在其它商店形象購面之重視程度上皆無顯著差異。6.不同平均消費金額運

動用品專櫃消費者僅在商店形象滿意度之「商品選擇性」上有顯著差異，在其它商店形象購面之滿意度上皆無顯著差異

。7.運動用品專櫃消費者在生活型態上越注重「社群參與」、「規律生活」及「生活品味」者其對商店形象的重視度越高

。8.運動用品專櫃消費者在生活型態上越注重「追求新知」、「生活品味」及「都會時尚」者其對商店形象的滿意度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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