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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探討從中華職棒球迷不同涉入程度對球迷認同感與企業贊助效?之影響。研究對象為台中地區到場觀看中華職棒

球誠泰Cobras隊賽事球迷為主，共發出300份問卷，有效樣本數共264份。所蒐集資料經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

爾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分析結果如下：

ㄧ、整體受試者以男性居多，年齡以19歲至25歲居多；學歷以大學為主；且以學生族群居多。

二、中華職棒球迷對誠泰隊的涉入程度集中在中度涉入程度之球迷，對誠泰隊的認同感為中度認同感。

三、中華職棒球迷在誠泰隊之企業贊助效益中，以誠泰銀行的品牌形象認知影響程度最高。

四、中華職棒不同涉入程度球迷在誠泰隊之球迷認同感及企業贊助效益(品牌認知、品牌形象認知與購買意願)呈顯著差異

；球迷涉入程度越高，對誠泰隊之球迷認同感及企業贊助效益越高；反之；球迷涉入程度越低，對誠泰隊之球迷認同感及

企業贊助效益越低。

五、中華職棒高、低涉入程度球迷對誠泰隊認同感及贊助效益品牌認知、品牌形象認知與購買意願)具有影響力。

關鍵詞 : 運動贊助、品牌認知、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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