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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職棒 20 年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與觀賞滿意度

之研究-以新莊棒球場為例 
 

李俞麟 1  呂芳陽 2  倪兆良 2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班  2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新莊棒球場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觀賞滿意度與消費者背景

變項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以 2009 年 8 月 1、2 日兩天於新莊棒球場觀看球賽之現

場觀眾 492 位為對象，以「中華職棒 20 年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與觀賞滿意度問卷」

進行調查，經以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本研究

之考驗，所得結果如下：（一）本研究之觀眾以男性最多、年齡多分布在 24 至 31

歲、學歷多為大專/學、職業以學生最多、月平均收入以 3000 元以下最多；（二） 

在參與行為部分，大部分觀眾都曾到現場看過球賽最多、平均每季會到現場觀看

球賽以 10 場（含）以下最多、平均觀看中華職棒球齡在 4 年以下最多、最常到現

場看球的時段以假日最多、並且以和家人到現場看球最多；（三）滿意度構面以「人

員服務」得分最高、其次為「專業表現」、「硬體設施」、「周邊商品」，最不滿意為

「交通動線」；（四）不同背景變項之現場觀眾在「人員服務」、「專業表現」、「硬

體設施」、「周邊商品」及「交通動線」上皆有顯著差異存在；（五）不同現場觀眾

之參與行為與觀賞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存在。結論：新莊棒球場位於新莊市中心，

現場觀眾對於交通規劃與動線最不滿意，改善交通狀況及場內動線規劃是觀眾最

希望樂見的。 

 

關鍵詞：職業棒球、觀賞者、參與行為、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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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棒球運動於臺灣發展是起源於日治時代所引進的，並且於 1968 年紅葉少棒隊

擊敗日本隊及 1969 年金龍少棒隊贏得世界冠軍，將臺灣棒球首次推向國際舞台，

加上許多業餘比賽，更使得臺灣揚名於世界棒壇，也讓臺灣將棒球運動視為「國

球」（陳其懋，2000；施致平，2002）。隨著棒球運動的發展及國內棒壇人士的大

力支持下，國內於 1987 成立「職棒推動委員會」，並於 1988 年 9 月 5 日成立「職

棒籌備委員會」確定兄弟、三商、統一、味全四支球隊，1990 年於台北市立棒球

場開打，雖然當時球場設施簡陋，不過竟創造職棒元年總進場觀眾達 89 萬 9955

人次，平均每場球賽進場觀眾達 5000 人的水準（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2004），

也因此開啟了觀賞臺灣職業棒球運動的新紀元。 

葉公鼎（2001）在運動產業分類中提出，職業棒球賽會活動屬於運動產業核

心中的觀賞性運動服務業；鄭志富、吳國銑、蕭嘉惠（2000）更指出職業運動屬

於整個運動產業的核心，為了促使國內運動產業的發展，首要工作就是增加職業

運動的觀賞人口，獲得更多球迷的支持（黃蕙娟、施致平，2008）。職業棒球在開

打期間，球賽的精采度是吸引球迷進場觀賽的主要因素（林千源，1995），然而、

球迷會因為球賽整體的滿意度而選擇繼續重覆觀賞，進而產生忠誠度(Reichheld & 

Sasser,1990)，觀賞球賽的滿意度不單只有球賽的精采度，其他周邊的設施及人員

服務也會影響觀賞的滿意度（呂銀益，2002；張孝銘、高俊雄，2002）；Stammer 

與 Webster (2002)指出消費者會因為不滿意的經驗而產生不繼續消費的行為；

Kolter(1999)也提出同樣的看法，當顧客或消費者在消費時，心理會產生有滿意或

不滿意的情形，當顧客不滿意時，亦不會再產生消費行為。根據上述文獻指出，

影響職棒球賽觀賞者進場觀賽的滿意度，可以從球賽精采程度、周邊硬體設施及

人員服務三個部分進行探討，藉本研究來發現 2009 年中華職棒現場觀眾實際背景

變項分布情形，並瞭解其滿意度及現場觀眾參與情形為何，進而擬定策略來增加

現場觀眾觀賞的滿意度。 

 



 

144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九期，142~162 頁(2010.5)                中華職棒 20 年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與觀賞滿意

度之研究-以新莊棒球場為例

二、研究目的 

（一）調查新莊棒球場現場觀眾觀賞滿意度。 

（二）調查新莊棒球場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與背景變項之情形。 

（三）調查新莊棒球場現場觀眾背景變項、參與行為與觀賞滿意度之間的差異情      

形。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 2009 年 8 月 1、2 日於臺北縣立新莊棒球場的現場觀眾為對象，透

過「中華職棒 20 年現場觀眾觀看球賽滿意度問卷」調查，來分析中華職棒 20 年

現場觀眾觀看球賽之參與行為與滿意度。 

四、名詞界定 

（一）現場觀眾 

觀眾(spectator)，是由體驗一場運動競賽的一個群體所組成（李鏡興，2002），

本研究之職棒現場觀眾指中華職棒二十年（2009 年）8 月 1、2 兩天親自前往球場

觀賞中華職棒大聯盟的現場觀眾。 

（二）參與行為 

    主要的題項包括每季參與的次數、觀賞球賽的年數、最常何時觀看球賽及最

常與誰一起觀看球賽。 

（三）觀賞滿意度 

    顧客滿意(satisfaction)指一個人所感受到愉悅程度，這種愉悅係源自對產品的

認知及期望，兩相比較所形成，在購買此產品或服務後，心理會有某種程度的滿

意或不滿意(Kolter,1999)，本研究之觀賞滿意度即觀眾觀賞中華職棒後的心理滿意程度。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2009 年 8 月 1 及 8 月 2 日兩天於台北縣新莊棒球場所舉辦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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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賽進場觀眾，問卷採便利取樣蒐集相關資訊，於觀眾排隊入場時，在內野入口

處發放，並於球場內回收問卷，共計發放 500 份問卷，回收 498 份，經人工剔除

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492 份。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之量表，參考自王沛泳（2001）、陳正男、曾倫崇、王沛泳（2003）、 

王忠茂（2005）、黃蕙娟、施致平（2008）等人，為配合本研究之需要加以修編

而成，問卷共分三部分，分別為參與行為量表、觀賞滿意度量表及人口統計變項

量表，係以單題之情形作答，並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設計本問卷，為實地瞭解觀

眾之研究工具。 

（一）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即可測量的正確性，指測驗或其他測量工具是否能真正測量到

它所要測量的問題（王文科，2005），本問卷採用內容效度及因素效度以考驗問卷

之效度。 

1.內容效度 

為符合邏輯效度(logical validity)及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本研究邀請國內運

動管理學專家、統計測量專家與職棒領域專家共三名，以進行問卷之審視與校正，

使問卷內容更具有完整性與代表性。 

2.因素效度 

    利用主成份分析法，並透過斜交轉軸法刪除特徵值小於 1 的因素，經第一次

因素分析共將 25 題負荷不足題項刪除 8 題後，剩下 17 題做因素分類，以特徵值

大於 1 進行因素分析。依題目屬性將因素一命名為「硬體設備」其特徵值為 5.37，

解釋變異量為 31.61%；因素二命名為「人員服務」其特徵值為 1.84，解釋變異量

為 10.85%；因素三命名為「專業表現」其特徵值為 1.72，解釋變異量為 10.16%；

因素四命名為「周邊商品」其特徵值為 1.40，解釋變異量為 8.27%；因素五命名

為「交通動線」其特徵值為 1.14，解釋變異量為 6.70%，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62%。

各因素之命名、特徵值、解釋變異量、累積解釋變異量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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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滿意度之因素構面與因素負荷量表 

題號及內容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5.觀眾席設施清潔衛生 0.78     

6.洗手間清潔衛生 0.98     

7.洗手間數量充足 0.88     

21.座位舒適度 0.63     

8.售票人員服務態度 0.88   

9.剪票人員服務態度  0.94   

10.販賣周邊商品人員服務態度  0.61   

11.音控人員及解說人員表現  0.66   

12.裁判人員專業表現  0.69   

13.服務人員及時服務效率  0.62   

14.整體服務人員態度  0.49   

15.食物販賣處的品質   0.68  

17.食物販賣處的選擇性   0.94  

18.販賣周邊商品的選擇性   0.84  

20.往返球場看球的交通便利性     0.65 

23.汽機車停車方便性     0.97 

24.汽機車停車安全性     0.90 

特徵值 5.37 1.84 1.72 1.40 1.14 

解釋變異量 31.61% 10.85% 10.16% 8.27% 6.70% 

累積解釋變異量 31.61% 42.47% 52.64% 60.91% 67.62% 

 

（二）信度分析 

    信度即是測量的可靠性、係指測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邱皓政，2004）。

本研究採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係數，以考驗問卷之信度。由表 2 得知，因素「硬

體設備」信度值為.81，因素「人員服務」信度值為.756，因素「專業表現」信度

值為.79，因素「周邊商品」信度值為.79，因素「交通動線」信度值為.74，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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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信度值達.85，各因素之信度值皆達.70 以上的水準，顯示本問卷具有相當良好

之信度（吳明隆，2003），而整體內部一致性高達.85，顯示本研究工具之整體信

度頗佳。 

表 2  各因素信度摘要表 

因素 內含原始題目 題數 Cronbach’α 係數 

硬體設備 5.6.7.21. 4 .81 

人員服務 8.9.10. 3 .75 

專業表現 11.12.13.14. 4 .79 

周邊商品 15.17.18. 3 .79 

交通動線 20.23.24. 3 .74 

總量表  17 .85 

 

三、研究過程及資料處理 

（一）以文獻分析發展「中華職棒 20 年現場觀眾觀看球賽滿意度問卷」。 

（二）於 2009 年 8 月 1 及 8 月 2 日兩天於台北縣新莊棒球場，以便利取樣方式發    

放，共計發放 500 份問卷，回收 498 份，經人工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

卷為 492 份。 

（三）使用統計軟體 SPSS 15.0 版為工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背景變項、因素    

分析將滿意度做題項分類及縮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檢定參與行為、背景變項與滿意度各構面之差異情形。 

參、結果 

一、現場觀眾之背景變項 

    本研究樣本中在性別方面以男性觀眾共 354 人最多，佔全體有效樣本 72%；

女性觀眾共 138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28%。在年齡方面，24 歲至未滿 31 歲者共

223 人最多，佔全體有效樣本 45.3%；最少為 31 歲（含）以上者共 50 人，佔全

體有效樣本 10.2%。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專／學者共 340 人最多，佔全體有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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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69.1%最少為國中（含）以下者共 4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0.8%。在平均月收入

部分以 3000 元以下共 150 人最多，佔全體有效樣本 30.5%；最少為 30001 元以上

共 79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16.0%。詳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現場觀眾描述統計表 

背景變項 組別     次數           百

分比 

男 354 72% 
性別 

女 138 28% 

20 歲(含)以下 75 15.2% 

20 歲-未滿 24 歲 144 29.3% 

24 歲-未滿 31 歲 223 45.3% 
年齡 

31 歲(含)以上 50 10.2% 

國中(含)以下 4 0.8% 

高中/職 35 7.1% 

大專/學 340 69.1% 
教育程度 

研究所(含)以上 113 23.0% 

軍公教 24 4.9% 

商業 41 8.4% 

服務業 57 11.6% 

自由業 26 5.3% 

學生 270 55.0% 

家庭主婦 2 .4% 

工業 30 6.1% 

職業 

其他 41 8.3% 

3000 元以下 150 30.5% 

3001 元-10000 元 139 28.3% 

10001 元-30000 元 124 25.2% 
平均月收入 

30001 元以上 7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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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觀眾參與行為 

    本研究樣本中在曾經到現場觀看球賽者共 402 人最多，佔全體有效樣本

81.9%；從未到現場觀看共 90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18.2%。平均每季到場觀看球

賽次數以 10 次（含）以下最多共 304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61.8%，最少為 31 次

以上共 11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2.2%；到球場觀看中華職棒的年數以 4 年（含）

以下最多共 29.3%，最少為 4 年~未滿 8 年共 99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20.1%；最

常到球場看球的時段以假日最多共 364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73.9%，非假日共 128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26.0%；最常和誰到球場看球賽以家人最多共 167 人，佔全

體有效樣本34.0%，最少為獨自一人共52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10.6%。詳如表4 所示： 

表 4  現場觀眾參與行為 

題項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是 402 81.9% 
是否曾到現場觀看球賽 

否 90 18.2% 

10 次(含)以下 304 61.8% 

11-20 次 129 26.2% 

21-30 次 48 9.8% 
平均每季到場觀看球賽次數 

31 次以上 11 2.2% 

4 年(含)以下 144 29.3% 

4 年-未滿 8 年 99 20.1% 

8 年-未滿 15 年 116 23.6% 
球場觀賞中華職棒年數 

15 年以上 133 27.0% 

假日 364 73.9% 
最常在什麼時段到球場看球 

非假日 128 26.0% 

獨自一人 52 10.6% 

朋友 155 31.5% 

同學 106 21.5% 

家人 167 34.0% 

最常與誰到現場觀看球賽 

其他 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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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統計變項與現場觀眾參與行為交叉表 

    由表 5 所示，參與中華職棒 20 年現場觀眾人口統計變項與參與行為，總計有

效樣本有 492 筆，以現場觀眾每月平均月收入與參與行為交叉分析總計結果得知

現場觀眾是否曾到現場觀看球賽以收入 3000 元以下， 曾經到球場看過球的觀眾

最多，佔 53.00%，平均月收入 3001~10000 元從未到現場觀看過球賽的觀眾佔最

少，佔 13.22%；平均每季到場觀看球賽次數，以收入 3000 元以下，每季到場觀

看 10 次（含）以下觀眾最多，佔 51.97%，收入 3001~10000 元每季到場觀看 11~20

場的觀眾佔最少，佔 10.07%；觀看中華職棒年數，以收入 3000 元以上，觀看年

數在 4 年（含）以下人最多，佔 48.05%，收入在 3001~10000 元觀看年數在 8~15

年的觀眾最少，佔 6.89%；收入在 3000 元以上最常在假日到場看球的觀眾最多，

佔 51.64%，收入在 10001~30000 元假日到場看球的觀眾最少，佔 8.79%；收入 3000

元以下和同學一起來看球的人最多，佔 67.92%。 

表 5  人口統計變項與現場觀眾參與行為交叉分析表 

平均月收入 

 
次數 

3000 元以

下 

3001 元

-10000

元 

10001 元

-30000

元 

30001 元以

上 

總計 492 150 139 124 79 

是否曾到現場觀看球賽    

是 402 53.00% 5.47% 23.11% 18.42% 

否 90 51.00% 13.22% 13.33% 24.45% 

平均每季到場觀看球賽

次數 
   

10 次(含)以下 304 51.97% 10.19% 21.71% 16.13% 

11-20 次 129 51.16% 10.07% 13.95% 24.82% 

21-30 次 48 41.66% 14.58% 12.50% 31.25% 

31 次以上 11 27.27% 9.09% 9.09% 54.54%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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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觀賞中華職棒年數 

4 年(含)以下 144  48.05% 11.58% 14.27% 26.10% 

4 年-未滿 8 年 99 46.46% 15.15% 20.20% 18.19% 

8 年-未滿 15 年 116 42.41% 6.89% 14.48% 36.22% 

15 年以上 133 13.53% 18.79% 21.80% 45.88% 

最常在什麼時段到球場

看球 
   

假日 364 51.64% 15.38% 8.79% 24.19% 

非假日 128 43.75% 15.62% 13.28% 27.35% 

最常與誰到現場觀看球

賽 
   

獨自一人 52  32.69% 11.53% 15.38% 40.40% 

朋友 155  44.51% 11.61% 13.54% 30.34% 

同學 106  67.92% 16.98% 10.37% 4.73% 

家人 167 34.73% 10.77% 8.38% 46.12% 

其他 12 58.33% 8.33% 25.00% 8.34% 

 

四、現場觀眾之滿意度分析 

    如表 6 現場觀眾觀賞滿意度構面所示，得分最高為「人員服務」平均值為

3.58，其次分為「專業表現」平均值為 3.43、「硬體設施」平均值為 3.11、「周邊

商品」平均值為 3.10，分數最低為「交通動線」平均值為 3.00。 

 

表 6  觀賞滿意度平均值 

     構面 

平均值 
硬體設施 人員服務 專業表現 周邊商品 交通動線 

得分 3.11 3.58 3.43 3.10 3.00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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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背景變項之現場觀眾與觀賞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一）性別 

    如表 7 所示，不同性別之現場觀眾在滿意度得分差異分析，有顯著的差異存

在(p <.05)。進一步分析發現，在「硬體設備」及「交通動線」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p <.05)。 

 

   表 7  不同性別之觀眾於觀賞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構面 

 
男 女 t 值 

硬體設備 
M 

SD 

3.17 

 .62 

2.95 

 .78 
 3.17＊ 

人員服務 
M 

SD 

3.60 

 .55 

3.53 

 .64 
1.22 

專業表現 
M 

SD 

3.41 

 .60 

3.47 

 .53 
 -.87 

周邊商品 
M 

SD 

3.09 

 .55 

3.12 

 .61 
 -.36 

交通動線 
M 

SD 

2.97 

 .77 

3.09 

 .65 
 -1.62＊ 

     ＊p <.05 

 

（二）年齡 

    如表 8 所示，不同年齡之現場觀眾在觀賞滿意度的得分差異有顯著差異存在

(p <.05)。進一步分析發現，在「硬體設備」、「人員服務」及「周邊商品」有顯著

的差異存在(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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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年齡之觀眾於觀賞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

別 

構面 

 
1.20 歲

(含)以下

2.20 歲-

未滿 24

歲 

3.24 歲-

未滿 31

歲 

4.31 歲

(含)以上
F 值 

事後比

較 

硬體設備 
M

SD

3.07 

 .46 

3.31 

 .65 

3.16 

 .38 

3.35 

 .78 
 1.99＊ 2,3,4>1 

人員服務 
M

SD

3.44 

 .66 

3.64 

 .50 

3.73 

 .61 

3.90 

 .16 
 2.08＊ 2,3,4>1 

專業表現 
M

SD

3.41 

 .66 

3.50 

 .61 

3.65 

 .43 

3.40 

 .50 
1.49  

周邊商品 
M

SD

3.11 

 .55 

3.03 

 .53 

3.11 

 .48 

2.90 

 .39 
 2.52＊ 1,3>4 

交通動線 
M

SD

3.00 

 .69 

2.95 

 .65 

2.94 

 .81 

3.12 

 .79 
1.62  

＊p <.05 

 

（三）教育程度 

    如表 9 所示，不同教育程度之現場觀眾在觀賞滿意度的得分差異有顯著差異

存在(p <.05)。進一步分析發現，在「硬體設備」、「人員服務」、「專業表現」及「交

通動線」有顯著差異存在(p <.05)。 

表 9  不同教育程度之觀眾於觀賞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

別 

構面 

 
1.國中

(含)以下

2.高中/

職 

3.大專/

學 

4.研究

所(含)以

上 

F 值 
事後比

較 

硬體設備 
M

SD

3.25 

 .86 

3.42 

 .62 

3.12 

 .71 

2.95 

 .53 
4.68＊ 1,2 >4 

人員服務 
M

SD

3.50 

 .57 

3.92 

 .60 

3.55 

 .58 

3.59 

 .55 
4.3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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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表現 
M

SD

3.50 

 .57 

3.63 

 .54 

3.44 

 .59 

3.34 

 .57 
2.19＊ 2>4 

周邊商品 
M

SD

3.00 

1.15 

3.25 

 .62 

3.09 

 .57 

3.10 

 .51 
.93  

交通動線 
M

SD

3.16 

 .96 

3.56 

 .77 

2.99 

 .74 

2.87 

 .66 
8.23＊ 2>4 

＊p <.05 

（四）職業 

    如表 10 所示，不同職業之現場觀眾在觀賞滿意度的得分差異分析，有顯著差

異存在(p <.05)。進一步分析發現，在「硬體設備」、「專業表現」及「交通動線」

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存在(p <.05)。 

 

表 10  不同職業之觀眾於觀賞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

別 

構面 

 
1.軍

公教 

2.商

業 

3.服

務業 

4.自

由業

5.學

生 

6.家

庭主

婦 

7.工

業 

8.其

他 
F 值 

事後

比較 

硬體

設備 

M 

SD 

2.81 

 .94 

2.79 

 .77 

3.40 

 .64 

3.11

 .83

3.08

 .61

3.00

 .00

3.21

 .60

3.32 

 .55 
4.31＊ 

3>1,

2,4,5,

6 

人員

服務 

M 

SD 

3.44 

 .54 

3.58 

 .61 

3.67 

 .56 

3.53

 .64

3.54

 .56

3.00

 .00

3.75

 .59

3.67 

 .61 
1.72  

專業

表現 

M 

SD 

3.22 

 .51 

3.32 

 .53 

3.47 

 .65 

3.57

 .63

3.43

 .56

3.00

 .00

3.28

 .48

3.64 

 .61 
2.09＊ 

8>1,

2 

周邊

商品 

M 

SD 

2.94 

 .72 

3.01 

 .48 

3.04 

 .48 

3.20

 .63

3.11

 .54

3.00

 .00

3.03

 .72

3.29 

 .62 
1.80  

交通

動線 

M 

SD 

2.94 

 .84 

2.88 

 .59 

2.88 

 .82 

2.66

 .63

2.95

 .70

3.00

 .00

3.15

 .87

3.05 

 .69 
3.92＊ 6>4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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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均月收入 

    如表 11 所示，不同平均月收入之現場觀眾在觀賞滿意度的得分差異分析，有

顯著差異存在(p <.05)。 

表 11  不同平均月收入之觀眾於觀賞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構面 

 
1.3000

元 

以下 

2.3001

元

-10000

元 

3.10001

元

-30000

元 

4.30001

元以上 
F 值 

事後比

較 

硬體設備 
M

SD

3.11

.69

3.19

.41

3.27

.52

2.66

.78
3.46＊ 1,2,3>4 

人員服務 
M

SD

3.52

.53

3.55

.56

3.51

.65

3.20

.57
2.21＊ 1,2,3>4 

專業表現 
M

SD

3.37

.52

3.44

.55

3.48

.62

3.18

.46
2.32＊ 1,2,3>4 

周邊商品 
M

SD

3.18

.63

3.16

.36

3.12

.71

2.70

.50
2.33＊ 1,2,3>4 

交通動線 
M

SD

3.05

.69

2.91

.73

3.01

.81

2.67

.79
1.61＊ 1,2,3>4 

＊p <.05 

六、現場觀眾與觀賞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如表 12 所示，現場觀眾在每季觀看球賽次數對硬體設備與交通動線方面的得

分有顯著差異；觀賞年數對硬體設備、人員服務的得分有顯著差異存在(p <.05)。 

表12  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與觀賞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差異摘要表 

變異來源 每季觀看球賽次數 觀賞年數 最常觀賞時段 

 F 值 F 值 F 值 

硬體設備  8.17＊  3.00＊ 0.54 

人員服務 1.47  3.05＊ 0.7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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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表現 1.88 1.69 0.93 

周邊商品 0.95 1.77 0.61 

交通動線  2.67＊ 1.46 1.74 
＊p <.05 

肆、討論 

一、人口統計分析 

    本研究現場觀眾在性別部分男性佔 72%、女性佔 28%，呈現男性高於女性的

現象，這與林千源(1995)、劉美稚(1999)、王沛泳(2001)、吳曉雯(2002)、廖俊儒(2004)

楊德偉(2006)、蔡翔証(2007)、呂宛蓁、鄭志富(2008)…等人研究相同，推測其原

因乃在於棒球運動的參與對象屬於男性居多，因此男性觀眾大於女性觀眾。球迷

年齡層介於 20 至 30 歲最多，佔 74.6%；教育程度以大專、大學程度者最多，佔

69.1%；職業以學生最多，佔 55.0%；平均月收入在一萬元以下佔 58.8%最多；平

均到現場觀看球賽年數以 4 年（含）以下最多，佔 29.3%。此結果與林千源(1995)、

劉美稚(1999)、王沛泳(2001)、吳曉雯(2002)、廖俊儒(2004)、王忠茂(2005)、楊德

偉(2006)、蔡翔証(2007)、呂宛蓁、鄭志富(2008)…等人研究相同，表示本研究所

抽樣的對象與文獻的資料相似，也具分析代表性。 

二、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現場觀眾觀賞滿意度構面，以「人員服務」平均值為 3.58 得分最高，

其次分為「專業表現」平均值為 3.43、「硬體設施」平均值為 3.11、「周邊商品」

平均值為 3.10，分數最低為「交通動線」平均值為 3.00。此研究結果同於林千源

(1995)、劉美稚(1999)、王忠茂(2005)的研究，不同於黃啟明(2005)針對職棒球迷

參與程度及對場地設施滿意度之研究-以統一獅隊台南主場為例，原因在於本研究

對象為新莊棒球場的現場觀眾，由於新莊棒球場啟用於 1997 年屬於比較新的球

場，反觀台南棒球場興建於日治時代（中華職棒大聯盟，2009），屬於比較老舊的

球場，因此觀眾在硬體設施上滿意度較低。 

    不同背景變項之現場觀眾在觀賞滿意度各構面間有顯著差異存在，此研究結

續上頁 



 

157
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第九期，142~162 頁(2010.5)     中華職棒 20 年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與觀賞滿意度之研究

-以新莊棒球場為例

果同於廖俊儒(2004)、彭小惠(2005)、黃啟明、劉志華(2005)、楊德偉(2006)，進

一步分析得知，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觀賞年數、平均月收入在「硬

體設施」上有顯著差異，代表不同背景變項的觀眾到場觀看球賽最注重是看球的

舒適度及環境的維護；此外，不同年齡及觀賞年數的觀眾在「交通動線」上無顯

著差異，顯示出年齡較輕且觀賞年數較少的觀眾並不在乎往返球場的便利性；不

同性別及職業的觀眾在「人員服務」上無顯著差異，代表球場上的服務人員對於

觀眾的性別和職業是無差別待遇的。 

三、參與行為分析 

    本研究現場觀眾參與行為與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其中觀看球賽次數與

硬體設備、交通動線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存在，此結果與陳正男等人(2003)研究相

同，也說明著觀眾會因參與的次數愈多，對球場硬體設備及交通動線規劃上有更

高的標準，也造成不滿意的結果；觀看球賽年數與硬體設施、人員服務有顯著差

異存在，此研究結果也同於林千源(1995)的研究，代表觀眾觀看球賽年數愈久，

對於球場的硬體設備、服務人員…等，會產生不滿意，原因可能為觀眾會以歷史

的看球印象來評析球場設備及服務人員，也是造成不滿意的主要原因。 

四、結論 

    本研究最主要的貢獻在提出中華職棒聯盟現場觀賞球賽滿意度與參與行為情

形，並利用因素分析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觀眾，在觀賞滿意度

上的差異情形。由研究結果可看出，將滿意度分為硬體設施、人員服務、專業表

現、周邊商品及交通動線五個構面，其中在本研究中觀眾對於「人員服務」具有

較高的滿意程度，對於「交通動線」則最不滿意；現場觀眾每季觀看球次數與觀

賞年數對球場硬體設備及交通動線上有顯著差異，代表觀看球賽次數與年數愈多

的觀眾，對於硬體設備與交通動線最不滿意，也提供新莊棒球場及中華職棒聯盟

應注意此現象，為了減少觀眾流失，可從此兩構面著手努力。 

五、建議 

（一） 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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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研究中可發現觀眾對於「交通動線」最不滿意，因此，建議中華職棒聯盟 

  可針對觀眾的停車問題給予折扣，可與新莊體育場地下停車場及附近民營停車 

  場合作，憑門票可予以打折的優惠，此行動可以為觀眾帶來方便；另外，亦可 

  增加往返鄰近的捷運站及球場的接駁車班次，可以解決觀眾往返的方便性。 

2. 觀眾最常與家人到現場看球，球團在擬訂行銷策略時，可以針對此族群來設 

  計一系列的行銷方案，例如：周六家庭日，買票進場贈送紀念品，鎖定主要目 

  標族群。 

3. 中華職棒 20 年例行賽在新莊共排定 40 場球賽，天母排定 31 場球賽，而本研

究觀眾到現場觀看球賽以 10 場（含）以下最多，代表觀眾觀看球賽的連續性並

不顯著，因此建議球團可以參考美國大聯盟的方式，販賣套票的方式，可以吸

引連續性的觀眾來球場觀看球賽。 

（二） 未來研究建議 

因研究時程之限制，本研究乃屬個案式研究，建議未來可延伸研究之時

程，對於全省各球場做普遍性的調查，可比較全省各球場間觀眾滿意度的

差異為何，進而成為中華職棒聯盟及各球團改善觀眾滿意度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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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Spectators’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Baseball Stadium: The Case of the Sinjhuang 

Baseball Stadium 
 

Yu-Lin Lee1  Fang-Yang Lu2  Zhao-Liang Ni3 
1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behavior of spectator 

participation, spectators’ demographic and satisfaction differences among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CPBL) spectators in Taiwan. Methods: Five hundred 

spectators visiting game on August 1, 2 2009 in Sinjhuang baseball stadium participated 

in this survey based research. We used canonical descript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o analyze 492 vali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1) More female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aged between 24 and 31 with less than 4 year CPBL 

game watching experience and monthly income less than NT$3,000 came to the ball 

game. (2) I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most viewers have seen the game up to the site, with 

an average 10 games per season will be on site to watch a baseball match in 10 game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up, the average viewing age of CPBL in four years up to the 

most frequently to the site to see the game most of holiday time, and with their family 

watching the scene .(3) Customers’ satisfaction consists of 5 factors ranked as “personal 

factor”, “professional factor”, “equipment factor”, “product factor”, “traffic factor”.(4) 

Spectator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s show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atisfaction with 

personal, profession, equipment, product, and traffic factors.(5)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different spectators viewing behavior and existence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Many spectators dissatisfied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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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L should coordinate a game day transportation plan with local transit system. 

 

Keywords: professional baseball, spectato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satisf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