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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球迷對中華職棒納入運動彩券後之預期效益與購買因素，以「中華職棒納入運動彩券預期效益與購買意

願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透過??取樣方式發放問卷，以2009年5月間進場觀看中華職棒20年??賽之球迷為研究對象，共計

發放6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53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經統計分析後，所得結果如下：

一、球迷在預期效益認知屬中度偏高程度(M=3.47)，預期效益認知排行依序為盈餘效益、球迷效益、職棒環境發展、球員

影響與社會看法；球迷在購買因素屬中度偏高程度(M=3.30)，在影響球迷購買因素各構面依序為外部因素、消費情境因與

一般購買因素。

二、不同性別、教育程度與購買運動彩券經驗之球迷在預期效益上呈現顯著差異。

三、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及購買運動彩券經驗之球迷在購買因素上有顯著差異。

四、球迷對中華職棒納入運動彩券的預期效益與購買因素間呈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 : 運動彩券、預期效益、購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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