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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中華職棒觀賞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人格特質、社會關係、球隊認同、外在環境與參與行為。使用網路問卷並採

用立意與便利性抽樣方法進行調查，共發出51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72份，有效問卷率為92.5%。假設驗證： 　　一、

觀賞者特性在人格特質、社會關係、球隊認同、外在環境與參與行為上有部分顯著差異。二、親和性與參與場數呈現負相

關。三、親和性、嚴謹性、硬體環境與現場氣氛與參與年資呈現顯著正相關。四、外向性、開放性、親和性、嚴謹性、社

會關係、球隊認同、外在環境與持續涉入呈現顯著正相關。五、親和性、朋友因素與神經質與對參與場數有顯著預測力。

六、嚴謹性對參與年資有顯著預測力。七、球隊認同、社群意識、朋友因素、硬體環境與球隊形象與經營對吸引力有顯著

預測力；球隊認同、社群意識、親和性、服務品質對自我表達預測力；球隊認同、家人因素、朋友因素、社群意識與開放

性對生活中心性有顯著的預測力。 　　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建議作為相關單位與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詞 : 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球隊認同(team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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