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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電視觀眾對中華、美國職棒大?盟球賽收視動機、滿意?及忠誠?。本研究以中部地區大學生為調查對象發放

問卷，共得有效問卷308 份。分析方法包括信、效?分析、描述性統計、獨?樣本t 檢定、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研究之主要

發現如下：

一、大學生對中華職棒與美國職棒球賽轉播，在收視動機方面，最受球迷重視的因素為比賽吸引人，其次依序為：滿足個

人偏好、消遣娛?、豐富休閒生活、人際互動與個人需求。

二、大學生對中華職棒與美國職棒球賽轉播，在收視滿意?方面，最受球迷滿意的因素為球賽活動和?與人員。

三、大學生對中華職棒與美國職棒球賽轉播，在收視忠誠?方面，均在中等以上程?。

四、大學生對中華職棒與美國職棒球賽轉播，在收視動機、收視滿意?、以及收視忠誠?上皆達顯著性差?。

五、收視動機對收視滿意?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效果。

?、收視滿意?對收視忠誠?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最後就研究結果進?綜合討?，並對職棒經營者與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 : 收視動機(viewer''s motivation)、滿意?(satisfaction)、忠誠?(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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