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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型運動賽會民眾參與行為意圖之驗證 

呂宛蓁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 

摘要 

運動賽會為運動休閒服務業之核心商品之一，藉由運動賽會之舉辦，可提升城市之

能見度，並蓬勃當地旅遊觀光產業。另一方面，隨著健康意識的提升，民眾對於運動賽

會之關注，也逐漸從單純的觀賞層級，轉化為運動參與層級，身體力行地成為運動賽會

參與者的一員。本研究以計畫行為理論為架構，旨在瞭解民眾參與運動賽會之行為，並

依據 Ajzen（1991）所提出建議編訂研究工具。資料蒐集分成兩階段：第一階段調查主要

進行線上與現場問卷調查，以瞭解民眾參與排球運動賽會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

控制。第二階段調查於 3 個月後，以電子郵件、電話訪查方式蒐集受試者之行為意圖，

並以徑路分析進行資料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態度、主觀規範無法影響行為意圖，惟知

覺行為控制能有效影響行為意圖。本研究之成果不僅可供未來研究運動賽會參與行為之

參酌，更可提供政府單位在促進運動賽會活動辦理與行銷策略規劃上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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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運動休閒產業在 20 世紀可謂是世界經濟發展中重要產業之一，時至 21 世紀，更成

為跨世紀產業新主流。早在 2004 年 2 月 1 日，行政院就以提出健康台灣年的規劃構想，

基於健康廣義的理念與目標，透過促進國民身心、環境永續、政府體質、經濟體制、社

會互信、生活品質等，提升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健康狀態。其中在促進國民身心健康方

面以提升規律運動及觀賞運動人口，營造健康校園、生活教育及健康生活為施政重點（行

政院研考會 2004 年 2 月 1 日）。因運動競技為運動休閒服務業之產業核心，故體委會乃

依循行政院所推動之服務業政策，以「活化運動賽會」主軸措施為主要推動方向，陸續

進行運動賽會相關活動，例如規劃輔導「2007 臺灣國際馬拉松」、「2007 行銷臺灣之美-

自由車環臺賽」、「亞洲男排 4 強挑戰賽」、「世界女排大獎賽」及「臺北羽球公開賽」等

賽事活化作業，可見政府在推動休閒運動賽會上已趨重視。 

然而，回顧過去文獻可知，以理論架構來探討運動賽會觀眾之議題尚不多見。有鑑

於此，本研究將以 Ajzen（1991）計畫行為理論為架構，配合開放式問卷及文獻蒐集之方

式，自編「觀賞性運動賽會觀眾參與行為意圖問卷」進行問卷調查。研究對象以潛在觀

眾（線上球迷、排球運動之參與者）為主要群體，以瞭解影響運動產業中之觀眾行為要

素。資料分析以描述統計、路徑分析驗證觀眾參與行為意圖模式，以深入瞭解參與行為

意圖之整體架構，以及各變項間之影響路徑。最後，本研究之成果不僅可供未來研究運

動賽會消費行為之參酌，更可提供政府單位在促進運動賽會活動辦理與行銷策略規劃上

之實務依據。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計畫行為理論為基礎，旨在瞭解民眾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行

為意圖之影響程度，並依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政府推展運動比賽參與之參

考。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瞭解運動賽會民眾之參與行為意圖，並以結構方程模式來驗證民眾參與

運動賽會之意圖。因此研究第一階段之對象，主要以排球比賽之潛在參與者為對象，故

包含線上論壇（包括排球討論區、BBS 專區、民間團體網站等）之排球參與者，以及參

與室內、室外排球運動之民眾為對象，由於樣本數量會影響到後續追蹤的效果，因此預

計蒐集樣本數 1000 人以上，以作為後續追蹤之基礎。第一階段以問卷調查之方式來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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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參加排球賽會之意願，等待 3 個月後遂進行第二階段之調查，針對第一階段已填

答之受試者進行追蹤，以瞭解其參與行為意圖。 

四、名詞解釋 

（一）態度：民眾對參與排球運動賽會之主觀評價。 

（二）主觀規範：民眾對參與排球運動賽會所知覺之社會壓力，包括重要關係人的評價

與參與程度。 

（三）知覺行為控制民眾知覺自己有能力去參與排球運動賽會的程度。 

（四）行為意圖構面：民眾對參與排球運動賽會之意願。 

 

 

貳、文獻探討 

 

研究有關文獻，將分成一、計畫行為理論之脈络發展與架構；二、計畫行為理論之應

用研究，分述如下： 

一、計畫行為理論之脈络發展與架構 

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Ajzen於1985年時提出，主要衍生於

Fishbein and Ajzen所提出的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以及更早的期望─

價值模式（Expectancy-value Model）。從國內外研究成果顯示出，計畫行為理論之架構

確實可以有效驗證人類行為與意圖之傾向，如個人對該行為的態度愈正面、所感受週遭

社會壓力愈大，以及對該行為的實際控制愈多，則個人採行該行為的意圖將愈強；當預

測的行為不完全在意志控制之下時，則知覺行為控制也可能直接對行為產生影響。 

二、計畫行為理論之應用研究 

國內應用計畫行為理論所進行的研究，大部分著重於公共衛生方面。諸多例子顯示，

計畫行為理論已成功地應用於各種健康行為的研究，如醫療行為、運動行為、疾病預防

及社會行為等。而根據劉德芳在2006年整理國內計畫行為理論之文獻後發現，從1994年

至2005年止，共有96篇相關研究，且應用層面分佈的很廣。Ajzen之計畫行為理論已被許

多學者廣泛地應用於各種情境下，作為探討個人採取某一特定行為之理論基礎。本研究

所探討之運動參與議題，屬個人有計畫採行之特定行為，因此適合採用計畫行為理論來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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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依據 Ajzen（1991）直接測量量表之題項，作為本研究之工具。 

一、量表設計 

（一）問卷設計： 

第一階段問卷設計採取 Ajzen（1991）計畫行為理論中直接測量之問卷題項，將之

翻譯成中文後，再酌以調整語意使其符合研究欲測量內涵。問卷內容分為「態度」、「主

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圖」、等四大構面進行測量，各構面問卷內容

如下： 

1.態度構面： 

態度構面旨在測量民眾對參與排球運動賽會之主觀評價，共計有 5 題，分為七等尺

度進行測量。 

2.主觀規範構面： 

主觀規範構面旨在測量民眾對參與排球運動賽會所知覺之社會壓力，包括重要關係

人的評價與參與程度，共計有 4 題，分為七等尺度進行測量。 

3.知覺行為控制構面： 

知覺行為控制構面旨在測量民眾知覺自己有能力去參與排球運動賽會的程度，共計

有 4 題，分為七等尺度進行測量。 

4.行為意圖構面： 

行為意圖構面旨在測量民眾對參與排球運動賽會之意願，分為七等尺度進行測量。 

二、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後，即將所得問卷加以整理，並依據理論架構，以迴歸分析來瞭解各變項

對意圖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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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來瞭解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意圖的預測效果，數據

結果請參見表1及圖1所示。 

表1 迴歸分析表 

依變數 自變數 係數 t值 F值 R平方 

行為意圖 態度 .069 .898  11.402* .186 

  主觀規範 -.035 -.469  

 知覺行為控制 .410 5.265* 

 

 

 

 

 

 

 

 

 

 

 

圖2  徑路分析圖 

從本研究路徑可知，態度、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圖不具影響力，惟知覺行為控制對行

為意圖有顯著影響力。由此可知民眾之知覺行為控制，可有效影響其參與運動賽會之意

願。從過去文獻可知，知覺行為控制是影響行為意圖的主要因素。知覺行為控制包含了

自我效能及可控制性兩大概念，惟有在民眾評估自身能力（例如體能、技術等）以及外

在條件（如時間、地點遠近、報名費用等）皆可配合下，方能興起參加運動賽會的意圖。

因此，賽會主辦單位在規劃賽程時，除須考慮場地、時間、報名費用的合宜性外，也應

全盤考量選手技術的強弱，例如以分齡、技術分級（菁英組、樂活組）的方式，避免比

賽產生強弱差距太大，選手逐漸退出比賽的情況發生，也可以間接鼓勵大眾多多參與排

球運動。 

 

 

 

主觀 
規範 

知覺行
為控制

行為
意圖 

態度 

.069

-.035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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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本研究在探討民眾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的影響。經由討論後

可知態度、主觀規範無法影響行為意圖，惟知覺行為控制能有效影響行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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