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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機車改裝者同儕關係、人格特質、認真性休閒、休閒阻礙與機車改裝參與之研究。 本研究以大專院校學生

為調查對象發放問卷，共得有效問卷249份，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回歸分析等。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如下: (1)機車改裝者之同儕關係，溝通與信賴與機車改裝行為有顯著相關。 (2)機車改裝者之人格特質，

神經質、外向性、嚴謹性、開放性與機車改裝行為有顯著相關。 (3)機車改裝者之認真性休閒，堅持不懈、生涯性、持續利

益、個人努力、次文化、強烈認同與機車改裝行為有顯著相關。 (4)機車改裝者之休閒阻礙，內在阻礙與機車改裝行為有顯

著相關。 (5)機車改裝者之每月改裝花費與機車改裝行為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最後就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對政府相關單

位、機車相關業者與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 : 同儕關係，人格特質，認真性休閒，休閒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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