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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大學生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觀賞動機與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情

形。方法：採便利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 400份問卷，回收 383份有效

問卷，回收問卷經統計分析後。結果：1.大學生對美國職棒大聯盟賽事整體有中

等偏高的觀賞動機，而各構面由高至低依序為「享受刺激」、「豐富生活」、「獲得

資訊」及「社交互動」動機。2.大學生對美國職棒大聯盟周邊商品整體有中等偏

高的購買意願。3.不同性別大學生在「獲得資訊」、「豐富生活」、「享受刺激」三

構面觀賞動機達顯著差異；而有無固定支持球隊大學生在觀賞動機各構面皆達顯

著差異；不同共視習慣之大學生在「獲得資訊」、「豐富生活」、「社交互動」觀賞

動機構面達顯著差異。4.除了性別外，其他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在美國職棒大聯

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上皆達顯著差異。5.大學生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觀賞動機對

週邊商品購買意願具顯著正向之影響。 

 

關鍵詞：職棒大聯盟、觀賞動機、購買意願、週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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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民眾的休閒意識正興起，對於休

閒生活的品質日益重視，在眾多的休

閒活動裡，運動觀賞也頗受國人的喜

愛（陳正男、曾倫崇、王沛泳，2003），

而在台灣的棒球比賽則是觀眾人數最

多的球類競賽（黃淑芬、曾智彥、鄭

榮基，2004）。近年更因運動全球化的

潮流帶動下，國內的運動產業發展已

稍具規模，例如熱門運動項目棒球成

立了職業球團、大型國際賽會的舉

辦、美國職業運動在台灣的表演賽如

NBA，以及運動彩券的發行。加上近年

來，臺灣有許多的運動選手在世界體

壇發光發熱，例如網球選手盧彥勳、

高爾夫球好手曾雅妮、美國職棒大聯

盟選手王建民、陳偉殷、郭泓志等，

其在大型運動賽事中的優異表現，經

由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後，使得國內

民眾能夠得知國外各大型運動賽事的

資訊。 

在國際間，觀賞性產業的蓬勃發

展也為運動賽事帶來龐大的商機，而

對於職業運動的發展而言，最需要的

就是球迷的支持與鼓勵，有了廣大的

球迷，職業運動方能持續經營(雷文

谷，2007)。故，球迷與觀眾可說是職

業運動之母(施致平，2002)。另外，

對於觀賞性運動迷而言，以前必須親

臨比賽現場才能一睹運動員的精彩表

現，但現在由於運動轉播資訊技術的

普及與進步，球迷可透過電視，甚至

網路收看到如現場般的實況轉播

(Live)，也因為透過電視等媒體的轉

播，使得觀眾可立即掌握最新、最完

整的比賽內容，甚至運動員精彩表現

的重播。現今大眾媒體已成為民眾取

得運動相關訊息、了解運動賽事的重

要管道，在運動全球化的持續發展趨

勢下，無論是運動賽事消息傳遞或是

拓展運動產業版圖，這些賽事轉播的

媒體都扮演著重要的通路角色。周靈

山（2007）認為傳播媒體的助力讓運

動休閒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而觀賞運動競技具有調劑身心、娛樂

舒壓的效果。郭進財（2001）認為透

過大眾媒體轉播體育運動節目能推動

全民體育之發展，引發國人愛好運動

的習性。因此，提升民眾的運動觀賞

習慣及運動素養，亦能讓運動贊助廠

商重視觀賞性運動的重要價值與其所

帶來豐厚的利潤，使民眾從願意觀賞

球賽進而將消費相關產品深植於消費

意識中，甚至轉化成具體的消費行

為。換句話說，運動轉播為媒體帶來

無限商機，而媒體促進運動產業之發

展。也就是說，媒體與運動的結合讓

大眾傳播領域再延伸，運動的發展需

要大眾傳播媒介的推波助瀾，方能提

高能見度，加速體育運動的推廣，而

精彩表現的體育運動則成為媒體播報

的材料（周靈山，2004）。 

故，運動比賽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滲

透，也影響了國人的生活，使得運動

更貼近人們的生活，與人們的生活息

息相關。觀眾可透過實際觀賞運動競

賽或經由電視、報紙、廣播、網路等

媒體的報導，形成自我運動觀賞的經

驗，藉由國人自我的參與及媒體的轉

播，使觀賞運動成為日常生活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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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吳佳玲，2006）。而在眾多的

傳播媒介如電視、報紙、電影、雜誌

中，就屬「電視」的影響力最大（陳

湘眉，2003）。根據行政院體委會於

2008年統計國人觀賞運動比賽的使用

媒介，其中電視就佔了 42.1%（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2008），民眾將看電視

當作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活動之一，

可看出電視媒體在臺灣民眾心目中的

重要性（吳美瑩，2006），透過電視

提供立即實況的精彩運動賽事轉播，

讓運動迷與大眾傳播媒體間的關係更

密不可分。更進而對運動迷產生影

響，拉近觀眾與運動員的距離，透過

電視的運動轉播吸引廣告商促銷運動

商品（財團法人廣電基金會，2000）。 

在臺灣，電視轉播體育運動節目

不僅只有棒球，還包含網球、高爾夫

球、籃球、撞球等，不過相較於其他

職業運動，棒球運動在國內是最早成

形，也是發展較為健全的職業運動，

觀賞人數也最多（鍾志強，2008）。體

育運動新聞與賽會活動轉播節目從以

往的偶發性出現，到現在的專屬版面

和頻道，形成一個特定的內容領域，

藉此滿足閱聽眾的需求與偏好（莫季

雍，1999）。目前有關體育運動媒介的

相關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以媒

介為研究對象，探討各種體育運動媒

介傳播內容、報導形式；另一種則以

閱聽人為研究對象來探究大眾傳播行

為（張家榮，2004）。以媒體使用的角

度而言，民眾對媒體的收看動機來自

於社會及心理需求，而產生對大眾傳

播媒體或其他來源的期望。也就是

說，一個人接觸媒體是基於個人需

求，在懷抱著某種動機之下，透過媒

體來達成自己的期望，將動機轉換成

尋求滿足的需要（曹勝雄，2001），例

如對球隊（員）的認同（周靈山，

2002），進而對周遭商品產生購買意

願。 

二、研究動機 

美國職業運動在亞洲的全球化現

象主要有兩階段：第一階段為 1990年

代後期，開始有一些亞洲球員加入美

國職棒大聯盟行列。在通訊技術進

步、電視轉播頻道增加，且亞洲人收

入增加及休閒觀念逐漸建立，亞洲市

場日漸受到重視。第二階段則是美國

職業運動改變經營策略，網羅來自世

界各地的優秀選手，包括召募亞洲地

區的球員（蔡政益，2009），例如韓國

的朴贊浩、早期的野茂英雄、伊良部

秀輝，到現在的鈴木一朗、松井秀喜、

松坂大輔及岡島秀樹等好手相繼加盟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 Major League 

Baseball，簡稱 MLB）。以及近幾年來

大聯盟陸續在亞洲地區舉辦開幕戰，

吸引眾多球迷購票前往觀賞比賽，帶

來可觀的票房收入，可見亞洲地區在

MLB 的市場擴張佔有一席之地（陳嘉

弘，2008）。 

另外，由於一些臺灣好手在美國

職棒大聯盟的優異表現，再加上各大

媒體直播賽事，臺灣民眾自 1992年起

即可透過衛星運動頻道收看美國職棒

大聯盟(MLB)球賽轉播，再度掀起國人

對觀賞棒球的熱愛，願意收看美國職

棒大聯盟的賽事轉播（郭進財、黃朝

嘉、孫美蓮，2010；雷文谷，吳靜怡，

2010），而美國職棒大聯盟高水平的比

賽內容及精彩賽況，每年的賽季更吸

引無數的美國民眾前往觀賞比賽(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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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穎、雷文谷、熊婉君，2008)。但對

於許多喜好國外職業運動的臺灣運動

迷而言，可能因為距離、時間，甚至

價格的因素而無法親臨現場觀賞比

賽，但現在藉由媒體轉播便可立即且

完整地掌握國際體育賽事。收視率甚

至超越同期國內職棒收視（胡婉玲、

蔡明宏，2008），收看美國職棒大聯盟

賽事轉播已漸成為許多臺灣球迷生活

的一部分（陳維智、陶武訓，2008）。 

在競爭激烈且蓬勃發展的媒體傳

播產業中，電視促銷亦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消費者藉由觀賞球賽進而引發

週邊商品消費意願才能帶來商機。至

於運動產業要永續經營，應透過適當

的行銷策略去知悉「目標市場」，也就

是瞭解球迷背景、動機、參與程度與

看球的感受（陳建勳、雷文谷、林昭

璿，2006），或是影響觀眾觀賞球賽的

因素(林千源，2005)。換句話說，愈

能瞭解消費者個人觀賞運動節目動機

就愈能進一步掌握消費者需求（鄭佳

宜，2008）。大眾傳播產業也應當迎合

消費者收視動機及觀賞行為的需求，

使得媒體與運動能夠相輔相成地結

合，透過大眾傳播媒介提高曝光率（周

靈山，2002），進而產生消費意願。本

研究希望透過瞭解國內大學生收看美

國職棒大聯盟球賽之動機與其購買週

邊產品意願間的關係，將結果提供國

內職棒電視轉播、相關贊助廠商作為

參考、借鏡，進而擬定行銷策略參考

之依據，並拓展更廣大消費市場、培

養國人更佳的運動節目收視習慣，促

使國人提升更深厚的運動休閒素養。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大學生收看美

國職棒大聯盟球賽動機對美國職棒大

聯盟球隊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影響，

並進一步探討不同基本資料大學生在

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收看動機與週邊

商品購買意願之差異。 

四、研究問題 

（一）大學生收看美國職棒大聯盟球

賽動機為何？ 

（二）大學生對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

週邊商品之購買意願為何？ 

（三）不同基本資料大學生在美國職

棒大聯盟球賽收看動機與週邊商品購

買意願上是否有差異？ 

（四）大學生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收

看動機與週邊商品購買意願是否有顯

著相關？ 

（五）大學生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收

看動機對週邊商品購買意願是否顯著

影響？ 

五、名詞解釋 

（一）觀賞動機 

購本研究參考許士軍(2003)後，

定義收看動機係大學生為滿足特定的

需求，而觀賞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轉

播之動機。 

（二）週邊商品 

週邊商品(accessory products)

是指產品或品牌的附屬品，代表著品

牌或主產的衍生性商品（黃中人，

2006）。本研究之週邊商品是美國職棒

大聯盟各球團所開發的器材、服飾配

件、生活用品、紀念珍藏、公仔玩偶

等商品。 

（三）購買意願 

購買意願(purchase intention)

是消費者未來會購買某產品或服務的

可能性(Ellen & Mark, 1999)。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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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定義購買意願係指消費者可能購買

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之意願。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問卷的樣本數最好為題數的 10倍

（邱皓政，2002），因此推估應在 300

份以上，目前中彰地區之一般公私立

綜合大學共計有 11所，但礙於研究人

力、時間等限制，將其區分成台中市/

彰化縣兩集體，其中台中市計有 9 所

大學，並從中選出逢甲大學、靜宜大

學及東海大學；彰化縣共計 2所大學，

抽選出大葉大學為受試學校，並針對

有收看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實轉播之大

學生為施測對象，透過便利取樣方式

共發放 40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17

份，共計有效問卷 383 份，有效問卷

率為 95.8%。 

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 

本問卷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為

「美國職棒收看動機量表」，目的在瞭

解大學生對美國聯棒大聯盟球賽觀賞

動機，題項內容主要參考周靈山

(2004)、莫季雍(2002)、張家榮(2004)

等研究改編而成，共 13個題項，採用

李克特尺度五點量表 (Likert 5- 

point scale)計分，受試者依照自身

感受與認同程度勾選答案，答案從「非

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給與 1

至 5分。 

第二部分為「週邊商品購買意願

量表」，目的在瞭解大學生對美國大聯

盟球賽相關產品之購買意願，並參考

范峻豪(2008)及陳祺富(2010)等相關

研究改編而成，共 8 個題項，採用李

克特尺度五點量計分，受試者依照自

身感受與認同程度勾選答案，答案從

「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

給與 1 至 5 分。第三部分為「個人背

景資料」，因研究對象為大學生，故在

職業、收入、婚姻狀況及教育程度部

分暫不予討論，而將受試者收看習慣

納背景調查部分，包括性別、收看美

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資歷、有無支持球

隊及共視情形。 

（二）問卷信度與效度 

本問卷參考相關研究後，經大葉

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江澤群副教

授、蔡孟娟博士及教育專業發展研究

所郎亞琴副教授檢視題項後進行修

正，再將問卷進行信度分析，「美國職

棒觀賞動機量表」與「週邊商品購買

意願量表」總信度 Cronbach’s α值

為.88及.84，顯示具有良好信度。 

在因素分析部分，「美國職棒觀賞

動機量表」與「週邊商品購買意願量

表」以主成分方法採最大變異法進行

轉軸分析後，KMO 與 Bartlett 檢定值

等分別為.79與.73，Bartlett球形檢

定卡方值分別為 383.127與 206.247，

皆達顯著（p<.05），表示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再將因素負荷量小於.40 的題

目刪除，求出每一題項的決斷值，「美

國職棒觀賞動機量表」共萃取出四個

因素，其特徵值分別為 5.405、1.836、

1.207、1.005，值皆大於 1，並將收看

動機命名為「獲得資訊」、「豐富生

活」、「社交互動」及「享受刺激」因

素，量表總累積解釋量為 72.72%。「週

邊商品購買意願量表」共萃取出二個

因素，其特徵值分別為 3.73、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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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皆大於 1，將購買意願命名為「商品

屬性」及「滿足與支持」因素，量表

總累積解釋量 64.52%。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18.0 中文版統

計軟體針對回收之有效問卷進行資料

分析，所有顯著性考驗之水準皆定為

α=.05，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如下： 

（一）以描述性統計分析樣本個人背

景資料、觀賞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動

機及購買週邊商品之意願。 

（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不同性

別、有無固定支持大學生在美國職棒

大聯盟觀賞動機與週邊商品購買意願

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不同

共視情形大學生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觀

賞動機與週邊商品購買意願是否有顯

著差異。 

（四）以迴歸分析檢驗美國職棒大聯

盟觀賞動機對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影

響力。 

參、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樣本基本資料 

（一）性別：本研究樣本共有 383 位，

其中男性有 224位，佔 58.5%，女性有

159位，佔 41.5%，觀賞美國職棒大聯

盟球賽轉播的男大學生多於女大學

生，此與周靈山（2004）、張家榮（2004）

針對不同性別職棒轉播收看者之研究

結果相同。 

（二）有無固定支持球隊：本研究樣

本中無固定支持球隊之大學生有 248

人，佔 64.8%；有固定支持球隊的有

135 人，佔 35.2 %。研究者認為可能

與臺灣不若美國地域色彩明顯，有固

定的主場，而主場球迷多會支持自己

所在城市所屬的球隊，而身處「國外」

的臺灣民眾難以感同身受的認同與支

持某一支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而有

固定支持球隊之大學生中，則以紐約

洋基隊球迷最多（50.37%），其次為洛

杉磯道奇隊球迷（16.3%），第三的為

波士頓紅襪（11.6%）。此可能與王建

民和郭泓志曾經在這些球隊打球有

關，在媒體的宣導及民族認同感的影

響下支持球隊。 

（三）共視情形：大學生獨自觀賞美

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轉播有 139 人（佔

36.3%），與家人共同觀賞球賽的有 135

人（佔 35.2%）為最多，與朋友共同觀

賞球賽的有 84人（佔 21.9%），與同學

一起觀賞球賽的有 25 人（佔 6.6%）。

有此可知家庭應是大學生收看美國職

棒賽事轉播最主要的場所。 

二、大學生觀賞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

之動機 

由表 1 整體有中等偏高的觀賞動

機（M=3.65），與黃婷筠（2012）針對

國小教師之研究發現有中等偏高的觀

賞動機相符，觀賞動機四個構面由高

至低依序為「享受刺激」（M=3.89）與

「豐富生活」（M=3.82）、「獲得資訊」

（M=3.51）及「社交互動」（M=3.44），

顯示大學生對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主

要以觀賞精彩刺激的球賽為考量因

素，此結果與施致平（2002）、雷文谷

（2007）發現相符，由於球賽的精彩

性、對球員或球隊的認同及喜愛皆是

民眾觀賞比賽的主要原因。在美國的

四大職業運動聯盟中，以美國職棒大

聯盟（MLB）的觀眾人數最多（宋威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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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文谷、熊婉君，2008），而大聯盟隊

伍裡擁有世界頂尖的球員，比賽的精

彩性與戲劇性變化也一直是吸引觀眾

觀看球賽的重要動機。而本研究歸納

之美國職棒四大觀賞動機「獲得資

訊」、「豐富生活」、「社交互動」、「享

受刺激」亦與國內針對運動媒介之研

究（周靈山，2004；莫季雍，2002）

論點相近，包括學習棒球知識與技

術，滿足自身興趣、陪伴家人或同儕，

增進社交互動、娛樂及充實生活、舒

解壓力、尋求刺激比賽、喜愛精彩且

吸引人的賽事。 

 

表 1 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觀賞動機之分析 

構面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享受刺激 3.89 .62 

豐富生活 3.82 .67 

獲得資訊 3.51 .75 

社交互動 3.44 .61 

整體收看動機 3.65 .52 

 

三、大學生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

之購買意願 

由表 2 結果發現，大學生整體對

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有中等偏高

購買意願（M=3.53），再進一步探討週

邊商品購買意願各構面高低順序為

「商品屬性」（M=3.64）及「滿足與支

持」（M=3.46）。此結果顯示大學生購

買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時，仍是

以產品價格與實用性為優先考量之因

素，此與 Zeithaml(1988)認為消費者

的購買意願會受到客觀價格、認知品

質、認知價值及商品屬性影響一致。

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大學生的經濟能

力還不足，可支配所得受到限制，而

美國職棒的授權商品價格不低，可能

會影響大學生的購買意願。 

 

表 2 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分析 

構面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商品屬性 3.64 .66 

滿足與支持 3.46 .67 

整體購買意願 3.53 .58 

 

四、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在觀賞美國

職棒大聯盟球賽動機之差異 

（一）不同性別 

由表 3 發現不同性別大學生在美

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觀賞動機之「獲得

資訊」、「豐富生活」 及「享受刺激」

達顯著差異（p<.05），且男學生隊球

賽的觀賞動機皆明顯高於女學生，顯

示男學生較熱衷觀賞美國職棒大聯盟

賽事，並希望藉由收看賽事獲得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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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棒相關資訊、藉以豐富其生活，亦

覺得觀看美國職棒比賽是相當刺激

的。此結果與 Gantz(1981)、周靈山

（2004）、張家榮（2004）等人的研究

符合，皆發現男性對體育賽事有較高

關注、投入較深情感有關。 

 

表 3 不同性別與美國職棒大聯盟觀賞動機差異分析 

構面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獲得資訊 
男性 3.69 

3.25 

.74 

.70 

 

 
5.89* 

女性 

豐富生活 
男性 3.96 

3.61 

.64 

.66 

 

 
5.16* 

女性 

社交互動 
男性 3.48 

3.38 

.62 

.61 

 

 
1.64 

女性 

享受刺激 
男性 3.98 

3.75 

.60 

.63 

 

 
3.50* 

女性 

  * p<.05 

 

（二）有無固定支持球隊 

由表 4 發現是有無固定支持球隊

之大學生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觀賞動機

之「獲得資訊」、「豐富生活」、「社交

互動」及「享受刺激」構面上皆達顯

著差異（p<.05），其中有固定支持球

隊之大學生明顯高於無支持球隊者。

也就是說，大學生對球隊的支持行為

會影響其觀賞球賽之動機，此結果與

黃婷筠（2012）、彭小惠（2008）等的

研究結果相符，美國職棒觀賞動機是

會受到觀賞者是否有支持的球隊之影

響。

 

表 4 是否有固定支持球隊大學生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觀賞動機差異分析 

構面 固定支持球隊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獲得資訊 
有 3.73 

3.39 

.67 

.77 
4.20* 

無 

豐富生活 
有 4.04 

3.69 

.60 

.68 
4.98* 

無 

社交互動 
有 3.61 

3.35 

.57 

.61 
4.12* 

無 

享受刺激 
有 4.17 

3.73 

.51 

.63 
7.38* 

無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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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共視情形 

    由表 5 發現，不同共視情形大學

生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觀賞動機的「獲

得資訊」、「豐富生活」及「社交互動」

構面上皆呈顯著差異（p<.05）。經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發現，「獲得資

訊」構面中，與朋友共同觀賞者高於

與家人觀賞及獨自收看者；在「豐富

生活」構面中，與朋友共同收看 MLB

賽事高於與家人共同觀賞；「社交互

動」構面中，與朋友共同觀賞高於獨

自收看者。研究者認為大學生與朋友

共同觀賞 MLB 賽事較能從中獲得美國

職棒大聯盟相關資訊、豐富其生活及

增進與朋友談論 MLB的共同話題有關。 

 

 

 

表 5 不同共視情形大學生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觀賞動機差異分析 

構面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獲得資訊 

獨自一人 3.47 

 3.30 

3.88 

3.60 

.70 

.69 

.69 

1.06 

 

 

 

 

11.66* 
3＞1 

3＞2 

與家人 

與朋友 

與同學 

豐富生活 

獨自一人 3.87 

3.68 

3.98 

3.69 

.57 

.75 

.69 

.64 

 

 

 

 

4.18* 3＞2 
與家人 

與朋友 

與同學 

社交互動 

獨自一人 3.30 

3.47 

3.65 

3.33 

.66 

.56 

.50 

.74 

 

 

 

 

6.35* 3＞1 
與家人 

與朋友 

與同學 

享受刺激 

獨自一人 3.87 

3.82 

4.02 

3.84 

.60 

.63 

.59 

.76 

 

 

 

 

1.84 無差異 
與家人 

與朋友 

與同學 

  * p<.0 

 

五、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在美國職棒

大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差異 

（一）不同性別 

    由表 6 發現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大

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商品屬性」

構面上達顯著水準（p<.05），且男性

的購買意願明顯高於女性，研究者認

為與男性大學生較女性大學生重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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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功能與實用性，故在「商品屬性」

構面較女性強烈。另外，不同性別美

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在

「滿足與支持」構面上並無 顯著水準

（p>.05），研究者推估「滿足與支持」

之購買意願是出自於消費者對球隊與

球員的認同與支持心理，與性別無關。 

            

表 6 同性別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差異分析 

構面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商品屬性 
男性 3.73 

3.52 

.68 

.63 
2.96* 

女性 

滿足與支持 
男性 3.48 

3.42 

.72 

.60 
.87 

女性 

* p<.05 

 

（二）有無固定支持球隊 

    由表 7 發現，有無固定支持球隊

大學生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購

買意願之「商品屬性」、「滿足與支持」

構面皆達顯著差異（p<.05）。其中，

有固定支持球隊的大學生在週邊商品

購買意願明顯高於無固定支持球隊

者。此與林育賢（2007）研究發現球

迷對球隊的支持程度愈高，其購買意

願也會愈高相符，且球迷的認同感對

購買意願有直接影響（ Arnett & 

Laverie, 2000；Fisher & Wakefield, 

1998；Wann & Branscombe, 1993；彭

小惠、陳全煌，2009），換言之，球迷

會透過購買球隊週邊商品來支持自己

喜歡或認同的球隊。 

 

表 7 有無固定支持球隊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差異分析 

構面 
固定支持球

隊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商品屬性 
有 3.85 

3.52 

.65 

.65 
4.67* 

無 

滿足與支持 
有 3.76 

3.30 

.62 

.64 
6.85* 

無 

   * p<.05 

（三）不同共視情形 

    由表 8 發現不同共視情形大學生

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

之「商品屬性」及「滿足與支持」構

面上呈顯著差異（p<.05）。進一步以

Scheffe 事後檢定發現，在不同收看

MLB共視習慣大學生在「商品屬性」構

面中無差異；而在「滿足與支持」構

面中與朋友共同觀賞者明顯高於獨自

收看者、與家人共同觀賞者。研究者

推測大學生正處同儕團體群聚階段，

若擁有可談論的共同討論話題，在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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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間較能有優越感與認同感，此與陳

祺富（2010）調查中華職棒球迷對週

邊商品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之研究結

果相符。 

 

表 8 不同共視情形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購買意願差異分析 

構面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商品屬性 

獨自一人 3.64 

3.59 

3.80 

3.43 

.67 

.69 

.63 

.46 

2.86* 無差異 
與家人 

與朋友 

與同學 

滿足與支持 

獨自一人 3.38 

3.39 

3.70 

3.46 

.73 

.62 

.60 

.73 

4.88* 
3＞1 

3＞2 

與家人 

與朋友 

與同學 

   * p<.05 

 

六、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觀賞動機對

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預測力 

由表 9 發現，大學生美國職棒觀

賞動機整體能有效預測週邊商品購買

意願之變異量 R²為.337，達顯著水準

（p<.05），顯示觀賞動機對購買意願

具有正向影響。進一步檢視收看動機

之「獲得資訊」、「豐富生活」、「社交

互動」及「享受刺激」構面皆達顯著

水 準 （ p<.05 ）， β 值 分 別

為.520、.393、.408、.498，皆能顯

著預測對周邊商品之購買意願，其中

又以「獲得資訊」及「享受刺激」兩

項構面的預測力較高。結果顯示大學

生感受美國職棒戲劇性、刺激精采的

賽事，獲得美國職棒資訊及比賽中的

技術、知識之觀賞動機愈強，愈能引

起對美國職棒週邊商品之購買意願。

換言之，大學生對美國職棒大聯盟賽

事展現其興趣與熱情，觀賞動機愈

強，對週邊商品的購買意願也相對愈

高。 

 

     表 9 國棒球大聯盟球賽觀賞動機對週邊商品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標準化β係

數 
R² 調整過後R² 估計標準誤 F值 

獲得資訊 .520 .270 .268 .499 141.144*  

豐富生活 .393 .155 .152 .537 69.725*  

社交互動 .408 .167 .164 .533 76.140*  

享受刺激 .498 .248 .246 .506 125.90*  

整體 .582 .339 .337 .420 1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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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受試者基本資料顯示，觀賞美

國職棒大聯盟轉播球賽的大學生中，

男性高於女性；而大多數學生是沒有

固定支持的球隊，至於大學生支持的

球隊前三名分別為紐約洋基隊、洛杉

磯道奇隊及波士頓紅襪隊，此與黃婷

筠（2012）研究發現國小教師支持的

前三名球隊分別為洋基隊、國民隊及

紅襪隊大致相符；大學生觀賞美國職

棒大聯盟賽事時，以獨自一人和與家

人共視者最多，故家庭是大學生觀賞

美國職棒球賽最主要的場所。 

（二）大學生對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

整體有中等偏高的觀賞動機，各構面

高低順序分別是：「享受刺激」、「豐富

生活」、「獲得資訊」及「社交互動」

動機。其中「享受刺激」、「豐富生活」

也與施致平（2002）針對國內職棒觀

眾之研究發現相符。 

（三）大學生對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

商品整體有中等偏高的購買意願，各

構面高低依序為「商品屬性」及「滿

足與支持」。 

（四）不同性別大學生在美國職棒大

聯盟球賽「獲得資訊」、「豐富生活」

及「享受刺激」觀賞動機構面達顯著

差異，且男性皆高於女性，而在「社

交互動」構面則無明顯差別。有無固

定支持球隊與美國職棒「獲得資訊」、

「豐富生活」、「享受刺激」及「社交

互動」四個構面皆達顯著水準，且有

固定支持球隊者之動機明顯高於無支

持球隊者。不同共視習慣大學生在美

國職棒「獲得資訊」、「豐富生活」、「社

交互動」達顯著差異，其中與朋友共

同觀賞者之動機為最高，但在「享受

刺激」構面則未達顯著差異。 

（五）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周邊商品購

買意願之「商品屬性」構面達顯著差

異，且男性購買意願明顯高於女性。

有無固定支持球隊大學生在週邊商品

購買意願之「商品屬性」、「滿足與支

持」構面皆達顯著差異，其中有固定

支持球隊者之購買意願明顯高於無支

持球隊者。不同共視習慣大學生在週

邊商品購買之「「滿足與支持」構面達

顯著差異，且與朋友共視者之購買意

願為最高，明顯高於獨自及與家人一

同觀賞者。 

（六）以迴歸分析檢驗結果發現：大

學生美國職棒觀賞動機之「獲得資

訊」、「豐富生活」、「享受刺激」及「社

交互動」四構面對週邊商品購買意願

皆有顯著正向預測力，其中又以「獲

得資訊」及「享受刺激」構面對購買

週邊商品意願的預測力最大。 

二、建議 

（一）對轉播賽事電視台之建議 

    觀賞電視轉播職業棒球等運動競

賽是民眾居家休閒生活中調劑身心、

消遣娛斯樂的重要管道（黃啟明、劉

志華，2006），電視運動傳播媒體在現

今社會扮演提供民眾正面的價值訊

息。然而，臺灣收看美國職棒大聯盟

轉播賽事的人口比例雖有較往年提

升，但仍有努力的空間。建議轉播美

國職棒大聯盟賽事之電視臺應善用行

銷策略來塑造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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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加強觀眾印象以刺激更多民

眾收看意願。 

    1.由研究結果發現，認同與支持

對收看動機與購買意願皆有顯著影

響，有固定支持球隊者其收看動機更

為強烈，電視轉播頻道可針對大眾較

喜愛之球隊強力播放賽事，且近年臺

灣旅美選手在大聯盟相繼有傑出表

現，電視轉播頻道可藉由民族認同與

支持正向影響收看動機，藉此提升臺

灣民眾收看動機。另外，研究結果發

現「享受刺激」構面為收看動機中最

強，精彩賽事一直是吸引民眾看球賽

的關鍵因素，製作精彩賽事回顧或明

星球員花絮，除一般轉播賽外，於球

季外製播賽事回顧播出，讓民眾可回

顧球季經典賽事，進而提升收視率。

另外，塑造話題或世仇對戰組合，轉

播具話題性的跨聯盟球隊對決，例如

紐約洋基隊和紐約大都會的「地鐵大

戰」（Subway Series）、芝加哥白襪和

芝加哥小熊的「風城大戰」（Wind City 

Series）、安納罕天使隊和洛杉磯道奇

隊的「高速公路大戰」（ Freeway 

Series）等話題性球隊對戰（張元培，

2008）；另外，世仇對戰組合，例如紐

約洋基隊與波士頓紅襪隊、舊金山巨

人隊與洛杉磯道奇隊，藉由高知名度

球賽對抗，增加球賽事話題刺激民眾

收看意願。 

    2.「獲得資訊」構面對購買意願

有顯著影響，故強力播送、報導介紹

美國職棒大聯盟或國人較熟悉的隊

伍，增加媒體曝光度，以提高對賽事

的了解，與國人對美國職棒大聯盟的

認識，進而提升美國職棒賽事的收看

率。 

    3.研究結果發現收看美國職棒賽

事轉播之大學生在與朋友共同收看之

收看動機高於獨自收看，故研究者認

為，拓展潛在收視群，可透過異業結

盟策略，與運動轉播賽事商家結合促

銷活動（例如「三人同行，一人免費」

或於女性顧客免費入場），吸引民眾收

看轉播球賽刺激收看市場，亦可開發

潛在收視群。  

（二）美國職棒大聯盟週邊商品的開

發 

    1.由研究結果發現週邊商品價格

是影響大學生購買意願重要因素之

一，故除了商品本身功能性、實用性、

設計風格，廠商應時常推出促銷價

格、優惠活動，以提升民眾購買意願。

另外，在周邊商品的設計上也應注重

產品對於消費找所代表的意涵(Kwon, 

Trail, & James, 2007)，也就是商品

對消費者應有象徵性的意義。 

    2.研究結果發現男性的購買意願

強度較高於女性，男性較女性投入較

多情感與興趣，且購買週邊商品最能

表現出對球隊或球員的支持，故在設

計週邊商品時，可針對女性消費者開

發產品，考量其女性族群需求（例如

色調、風格）以增加購買意願。 

（三）給未來研究者之建議 

    本研究仍有未盡周詳之處，必須

仰賴後續研究者進行更深入且完整的

研究分析。茲提供以下建議，作為後

續研究者參考： 

    1.研究對象部分：本研究礙於人

力及財力限制，僅針對中彰地區大學

生進行研究，且大學生基本資料僅以

性別、美國職棒大聯盟賽事收看資

歷、每週收看美國大聯盟賽事頻率、

 

57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刊   第二十期 2012年 6月 

 

 

 
有無固定支持球隊及共視情形，若要

在大學生族群中加以探討，可再增加

其他背景變項，或是未來可將研究對

象擴大，將擴及其他地區大學生或其

他族群，應可得到更豐富資料。 

    2.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在收看

動機因素及購買意願上，解釋總變異

量分別是 72.7%與 64.5%，顯示可能有

其他影響因素存在。因此未來研究可

透過質化分析，除量化外加入深度訪

或焦點團體以獲得更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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