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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爾夫練習場具有健身、便利、廉價等多項優點，且不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於是練

習場如雨後春筍般成為最受歡迎的休閒場所之ㄧ，參與高爾夫球練習消費者將練習場為

是下場的前哨站，也是平日鍛鍊球技的好地方。本研究試圖以較務實觀點來探討北部地

區高爾夫練習場的消費者參與動機，研究結果期望能提供愛好高爾夫運動者及經營者，

行銷策略、策略經營方針及未來遠景，為本研究動機。 

本研究目的是：（一）探討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之類型。（二）分析參與高爾夫

練習場消費者之參與動機。（三）探討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之參與行為。（四）根據

研究結果提供有關推廣高爾夫運動參考及相關產業擬定經營策略。本研究以北部各大練

習場的消費者為對象，實施問卷調查。資料分析方法本研究所得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套裝統計軟體分析，顯著水準定為 α=.05。 

一、 有效樣本參與消費者：男性參與人口高於女性。年齡以 31 至 40 歲最多。已婚者居

多。教育程度以大專院校為多數。職業類別中軍、公、教人員居多。月平均收入以

50001 至 75000 元多數。 
二、 練習場參與行為特徵情形有效樣本中發現：資訊來源，經朋友介紹多數。參與時段，

17 時至 22 時多數，12 時至 17 時居次。每週次數，以每星期 2 至 3 次多數。每次

擊球盒數，4 至 6 盒多數，而 7 至 9 盒居次。擊球時間，每次以 2 至 4 小時 2 多數，

1 至 2 小時居次。 
三、 消費者參與動機情形：性別來看動機因素顯著水準差異。在休閒育樂的參與動機上

且達顯著水準。不同年齡在參與動機上未達顯著差異存在。婚姻狀況達顯著差異。

教育程度除服務品質外，其餘均達顯著水準差異。「健康」與「自我成就」，大專院

校學歷之練習場參與者動機高於高中職畢業者。職業類別：除「健康」外其餘均達

顯著水準差異。除「提升社會地位」外其餘未達顯著水準差異。 
四、 參與人口在參與行為的情形：而性別在擊球時間上並未達顯著差異。資訊來源差

異：婚姻、教育程度、職業類別達顯著差異存在。擊球次數差異：年齡、教育程度、

每月平均收入達顯著差異存在。平均擊球盒數差異：年齡、婚姻、職業類別、每月

平均收入達顯著差異存在。參與時段差異：年齡、婚姻、教育程度達顯著差異存在。 

關鍵詞：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參與動機、參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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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近幾年來，打高爾夫休閒在國內愈來越普遍，雖然價位偏高，運動人口卻是有增無

減。在高爾夫球場有一個很大轉變，打球年齡降低，由以前主力 40 歲以上的中老年球友，

現在球場卻出現一批年齡 25 至 30 歲出頭的高爾夫球員。拜經濟繁榮、所得提高所賜，

打高爾夫球在相較之下已經不再是昂貴的運動，於是打高爾夫球蔚為時尚（引自沈莉青，

1994）。 

政府於九十年元月起，全面實施全國週休二日，由於國人生活水準提高﹐對於健康

及休閒活動日益需求，導致興起許多休閒產業活動之蓬勃發展。在許多休閒產業中，以

高爾夫活動族群較為特殊，由於消費能力較高，故一般人有對高爾夫運動另一稱呼（高

而富）運動。台灣高爾夫運動是從民國三年（1914 年）起至今有八十九年歷史（中華民

國高爾夫協會）。由於台灣地區人口密集受限地形，因此能下場打一場高爾夫球享受大自

然綠地，在寬闊草原將球打遠，是一種人生享受，也因此造成國內目前休閒運動風潮之

一。 

台灣地區高爾夫球場有半數以上位於北部（台北縣、桃園縣、新竹縣）共計有四十

餘座球場，有學者提到可能是大台北地區之消費能力較高及較多球友集中此區域有關（許

世銘，2000）。 

高爾夫練習場具有健身、便利、廉價等多項優點，且不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於是練

習場如雨後春筍般成為最受歡迎的休閒場所之ㄧ，參與高爾夫球練習消費者將練習場為

是下場的前哨站，也是平日鍛鍊球技的好地方。它不受時間、氣候影響，不分男女老少

甚至學生上課，都是以練習場為平日好地方。 

本研究試圖以較務實觀點來探討北部地區練習場的消費者參與動機，研究結果期望

能提供愛好高爾夫運動者及經營者，行銷策略、策略經營方針及未來遠景，為本研究動

機。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整理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探討參與高爾夫練習場者消費者之類型。 
（二） 分析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之參與動機。 
（三） 探討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之參與行為。 
（四） 根據研究所獲得結果，提供有關政府推廣高爾夫運動產業參考外，並提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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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企業，作為行銷擬定經營策略。 

三、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本文認為有待解答的問題如次： 

（一） 瞭解參與高爾夫練習場之不同消費者人口統計特徵為何？ 
（二） 分析參與高爾夫練習場不同消費者之參與行為分佈如何？ 
（三） 探討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參與動機區分為哪些因素？ 
（四） 分析參與高爾夫練習場之不同消費者其動機上有否差異？ 
（五） 不同人口統計特徵在參與高爾夫練習場之消費者行為是否有差異？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本研究範圍為北部地區練習場，前往消費的練習者為受試對象，隨機抽樣 10 家。 
（二） 本研究以北部地區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為對象，故研究結果較難推論至整

個台灣所有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為本研究限制。 

五、名詞解釋 

（一） 高爾夫練習場：本研究之高爾夫練習，是指練習場所提供的場地、設備、人員

等，是以便利及服務大眾的參與、學習技巧運動的場所。 
（二） 練習場消費者：本研究指北部地區 10 家練習場前去練習的消費者，也是從事高

爾夫球練習者。 
（三） 人口統計變項：本研究係指參與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的各種基本資料，本研究

人口變項有: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每月平均收入、職業類別及是

否擁有球場會員證為本研究變項。 
（四） 參與動機：本研究是定義為參與練習場者，為獲得本身樂趣參與動機之因素。 
（五） 參與行為：本研究係指北部地區 10 家練習場消費者，前往練習行為行為以頻率

擊球次數、擊球時數、擊球盒數及擊球時段。 
（六） 高、低動機參與者：本研究以受試者在動機量表上所獲得平均數為依據；平均

數高者為高動機，平均數低者為低動機。 

貳、文獻探討 

一、動機理論 

戴遐齡（1995）提到有學者（Maslow,1970）將需求層次理論分為：生理需求、安全

需求、愛與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林煒迪（2000）將學者盧俊宏（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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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動機理論歸納以下幾點：1.對於參與運動者運動帶來快樂、放鬆、興奮是動機來源。

2.健康與體適能的需求也是重要動機之一。3.運動是良好社交場合。4.運動轉換情緒放鬆

等作用是參與動機另一個因素。5.運動滿足追求成就自主需求的作用。張春興（1992）書

中提到 frued 的動機理論對人類的動機持有兩種獨特的解釋：（一）人類的一切行為導源

於性與攻擊兩種本能。（二）以潛意識動機來解釋人的行為。理論應用在行銷方面，利用

動機研究以潛意識來探討購買情境及產品的選擇。 

二、參與動機相關文獻探討 

鄭淑芬（1987）在研究中將休閒動機量表，分析出有：自我實現需求、社會需求以

及身心平衡的需求。而陳人麟（1985）針對台北市市民休閒行為研究中採用國外學者之

研究，萃取出五種構面因素：知性的追求、社會性的需求、成就性的需求、刺激的避免、

體能發揮等。 

鄭浩宗（1995）以嘉義地區保齡球館 226 位縣場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研究探討在選

擇球館時各項重視程度。結果顯示逃生設備、設備是否經常故障、服務人員態度，為優

先考慮項目。而餐飲部份價格過高視為消費抱怨主要原因。李志峰（1996）以高雄 12 家

保齡球球館六百位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對球館各因素之滿意程度皆界於滿意與

普通間，其中以交通為最滿意而附設餐飲價格為不滿意。 

黃彥翔、賴正全（2001）以高雄 6 家高爾夫練習場消費者為對象，研究探討消費評

估因素十項：停車空間、環境、擊球設備、服務態度、接待情形、衛浴設備、高爾夫相

關資訊、動線規劃、餐飲收費、休閒閱讀。而滿意程度依序為：停車空間、服務態度、

接待情形、環境因素、衛浴清潔。王克武、賴珊珊、賴正全（2001）以高雄 6 家高爾夫

練習場消費者為對象，探討參與動機有：健康成就、成就需求、學習需求、社會需求。

研究結果發現每星期練習擊球 4-5 次者購買會員卡比其他類型消費者高，而選擇練習場

以價格為主要依據。許世銘（2000）以球場會員（東方球場）為對象探討購買動機及滿

意度。結果顯示購買動機以運動休閒為主要因素，而球場會員對於管理品質最為滿意其

次設備、維護狀況。 

章志昇（2000）以台北地區高爾夫消費者 421 位為對象，主要探討消費者在人口統

計、參與行為、購買決策及顧客滿意度的特徵。結果顯示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球友，在

參與行為有顯著差異。購買決策以服務品質為主，最滿意之因素為球場品質維護。林樹

旺、黃宗成、盧龍泉（2002）以高爾球場（東洋棕梠湖球場）的球友為對象，探討球友

背景、參與動機與體驗程度之情形。結果顯示參與動機以鬆弛身心調劑生活、休閒娛樂

目的、紓解工作壓力、培養終身運動習慣為參與動機要素。 

巫昌陽（1992）以台北市 YMCA 游泳教室成人消費行為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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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方面滿意最高，而價格是大數認為較高。    林永森（2002）以台中高爾夫球練習

場參與者為對象共 202 人，探討人口統計變項、消費行為、消費評估因素及滿意度分析。

結果顯示消費者評估以服務人員解決或處理問題的態度、擊球設施、擊球價格為重視項

目。滿意度以停車位置、擊球價格、服務、動線規劃等為考量因素。戴遐齡（1995）以

台北高爾夫練習場運動參與者為對象，探討其參與動機因素。結果顯示健康與適能、獲

得成就感、提升社會地位為參與動機前三項。 

林煒迪（2000）研究高爾夫球友的擊球動機及體驗，探討個人背景與其擊球動機以

及擊球動機（預期服務品質）與擊球體驗之差異。結果受訪者以鬆弛身心調劑生活、休

閒娛樂目的、紓解工作壓力、培養終身運動習慣為主要擊球動機。經其分析結果分為四

個主要因素：運動體能因素、身份交際因素、精神習慣因素、休閒娛樂因素。 

由此了解到人是各種需求，也因為不同的刺激產生某種需求。其大致上從上述研究

中得到：健康與適能、成就性需求、知性的需求、避免刺激，這幾個因素可以瞭解消費

者的動機。 

三、消費者行為定義 

行銷學與消費行為研究學者普遍認為行銷是一個產品給消費者不只購買，希望進一

步真正消費產品與享受產品的利益，才會重複的購買。因此研究消費行為，必須從消費

者選擇消費著手，以獲得經營在擬定經營管理與行銷策略，能採取較正確行動。 

Gerold ＆Melanie（1979）提出消費者行為它存在社會中的各種組織中，是一種行為、

過程，是獲得和使用各種產品、服務、其他資源的結果。戴遐齡（民 84）提到 Engel , Kollat 
＆Blackwell（1993）將消費者定義為個人直接參與獲取與使用經濟財貨與勞務行為，包

括導引並決定這種行為決策程序。 

為目前常被各種研究使用模式之一，其內容如下： 

(1) 輸入：消費者受到行銷者影響而產生意願。 
(2) 資訊處理：展露、注意、理解、接受、記憶來處理。 
(3) 決策程序：包含五階段：需要認知、資訊需求、方案評估、購買決策、結果。 
(4) 決策過程影響變數：決策過程受情境因素及個人特性（消費者資源、動機參與程度、

知識、態度、人格、生活型態、人口統計變數）等變數影響。 

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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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對象：本研究以北部地區高爾夫練習場，前往運動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

以瞭解參與動機與行為之研究。 
（二） 抽樣方式：本研究採取便利抽樣方式，以北部地區 10 家練習場練習者為母群體

選取樣本。本人至練習場發放問卷並當場收回。 
（三） 調查方式：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三年七月一日至二十日分別於等十家練習場發

放。共發出500份，回收及剔除無效問卷後可用問卷共392份，可用問卷率78.4%。 

二、研究工具 

（一） 問卷架構：為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陳智仁（2005）之研究編製問卷。改編本

研究問卷分為三部份 1.練習場消費者個人資料 2.消費者行為部份 3.消費者動機

部份。 
（二） 測量尺度決定：計分方式採用李克特（Likert Scale）五點量表，從非常同意、

同意、沒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意分別給予：5、4、3、2、1 的分數。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參考學者戴遐齡（1995）、林永森（2002）、陳智仁（2005）等人之研究，提

出以本研究架構如下： 

人口統計變數 

 

四、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資料分析方法本研究所得資料以中文版 SPSS FOR WINDOWS 10.0 套裝統計軟體分

析。分析歸類如下所示。 

（一） 描述性統計：分析練習場參與者受試者基本資料。 
（二） 因素分析：考驗量表的效度及不適合的題目，以便進一步分析。 
（三） 信度分析：檢定問卷各題目內部間是否有一致性與可靠性。 
（四） t 考驗：考驗男女及婚姻狀況在練習場參與動機有無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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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人口變數為自變項，檢定參與動機是否差異存在。 
（六） 卡方考驗：考驗在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中對參與行為上是否有差異存在及參與高

低動機與參與行為有無差異存在。 
（七） 本研究統計分析中，顯著水準定為 α=.05 

肆、結果 

一、參與消費者人口統計 

有效樣本人口統計變項分配狀況，如表一所示。 

表一 人口統計變數分配表 

組別 人口統計變數 人數 百分比% 

男生 344 88% 
性別 

女生 48 12% 

30 歲以下 61 15% 

31 歲至 40 歲 155 40% 

41 歲至 50 歲 139 35% 

51 歲至 60 歲 23 6% 

年齡 

61 歲以上 14 4% 

已婚 292 74% 
婚姻 

未婚 100 26% 

高中、高職以下 112 29% 

大專院校 217 55% 教育程度 

研究所以上 63 16% 

商業 112 29% 

工業 45 11% 

公、教、軍 142 36% 

自由業 66 17% 

職業類別 

其他 27 7% 

25000 元下 32 8% 

25001 元至 50000 元 127 32% 

50001 元至 75000 元 158 40% 
每月平均

收入 

75001 元以上 75 20% 

N=392 人 

將回收有效問卷之樣本特徵加以描述，表 4-2 為人口統計變項之分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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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結果以男生者佔 88％、女生佔 12％。此結果陳智仁（2005）、林永森（2002）、
戴暇齡（1995）、沈莉青（1994）等研究中所發現皆為相同，男生參與人口高於

女性許多。此結果可提供經營者思考經營方向，可朝女性方面著手，並可以增設

親子等活動的場地，搭配目前受歡迎的熱門減重課程及有關健康體適能概念的活

動，如此增加價值吸引更多消費者到場消費。 
（二） 年齡：結果以 31 歲至 40 歲佔 40％其次 41 歲至 50 歲佔 35％。此結果與陳智仁

（2005）研究中以41歲至50歲佔38.6％其次31歲至40歲佔37.3％、戴暇齡（1995）
研究中 31 至 40 歲佔 44.6％、沈莉青（1994）研究中 35 至 55 歲佔 73％結果相當

接近及吻合。從幾個研究結果發現大部份高爾夫練習場參與人口年齡為 30 至 50
歲，此年齡層正值事業的黃金時期，因此較對本身健康重視所影響。 

（三） 婚姻：結果以已婚者佔 76％為多數，與之前所針對中壢地區參與者結果相同已婚

者佔多數。已婚者較重視身體以及懂得休閒放鬆生活有關。 
（四） 教育程度：結果顯示大專院校佔參與者 55％為多數過半。此結果與陳智仁

（2005）、戴暇齡（1995）、沈莉青（1994）、陳秀華（1993）等人研究結果中發

現運動參與者的學歷，皆以大專專院校以上學歷較多相似。就整個國內教育結構

來看，大專院校的數量有一百多間，因此知識水準提升然而練習場的環境也應提

高，更須加強服務及教練素質，來滿足參與消費者的需求。 
（五） 職業類別：結果以軍公教佔 36％為多數，其次商 29％。此結果與之前研究有不

同結果，陳智仁（2005）研究中職業以商佔 43％，其次軍公教佔 18％。不過可

見現階段穩定的收入者較容易參與休閒活動。 
（六） 每月平均收入：結果以 50001 至 75000 元佔 40％，其次 25001 至 50000 元佔 32

％。雖然與之前研究結果不相符合，但差距不大。顯示收入可能是影響參與動機

之ㄧ因素。但由於練習場消費不高，所以大致上參與者收入穩定大概就可以消費。 

二、練習場參與行為統計 

參與者之參與行為分佈結果分析如下： 

（一） 資訊來源：結果得知在資訊獲得來源方面，以經朋友介紹佔 79％最多，而以電話

行銷及電腦網路各佔 2％。此結果與陳智仁（2005）、戴暇齡（1995）、陳秀華（1993）
等人研究結果相當一致。其實根據結果，網路及資訊目前極為發達，然而這個板

塊還有待開發。 
（二） 參與時段：結果得知在參與時段方面，以 17 時至 22 時佔 29％最多，其次是中午

12 時至 17 時 23％居次。此結果相當與陳智仁（2005）的研究相當接近。 
（三） 每週擊球次數：結果得知每週擊球次數，以每週 2 至 3 次佔最多 40％。此結果與

陳智仁（2005）、巫昌陽（1995）及戴暇齡（1995）研究中指出 2 至 3 次為最多，

結果相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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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參與擊球盒數：結果得知在參與盒數，以 4 至 6 盒佔 40％最多，其次 7 至 9 盒佔

34％。此結果雖然與陳智仁（2005）、戴暇齡（1995）研究結果相當類似均以 4
至 6 盒最多相同。 

（五） 參與時間：從研究中得知在參與時間方面，以 2 至 4 小時佔 45％最多，其次 1
至 2 小時佔 40％。此結果與陳智仁（2005）、戴暇齡（1995）及陳秀華（1993）
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研究結果都是以 1 至 2 小時的參與時數最多。 

表二參與者參與行為統計分配表 

變 項 參與行為變數 人數 百分比% 

經朋友介紹 312 79% 

廣告媒體報章雜誌 50 13% 

電話行銷 7 2% 

電腦網路 7 2% 

資訊來源 

其他 17 4% 

早上 7 時至 12 時 47 12% 

中午 12 時至 17 時 90 23% 

17 時至 22 時 112 29% 

特惠時段 12 3% 

參與時段 

無任何固定時段 131 33% 

1 次 78 20% 

2 至 3 次 158 40% 

4 至 5 次 79 20% 
每週次數 

6 至 7 次 77 20% 

1 至 3 盒 23 6% 

4 至 6 盒 155 40% 

7 至 9 盒 134 34% 
每次擊球盒 

10 盒以上 80 20% 

1 小時以下 45 11% 

1 至 2 小時 156 40% 

2 至 4 小時 178 45% 
花多少時間 

4 小時以上 13 4% 

N=392 人 

三、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參與者動機量表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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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將不同人口統計變項與練習場參與者，分析統計結果如下： 

（一） 性別：性別來看動機因素顯著水準差異（P<0.05）。結果顯示男性比女性在休閒

育樂的參與動機上且達顯著水準。 
（二） 年齡：年齡在動機量表的差異情形經統計處理，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

示不同年齡之受試者在參與動機上未達顯著差異存在（P<0.05）。 
（三） 婚姻：已婚及未婚在動機量表差異情形以 t 考驗加以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婚姻狀

況來看達顯著差異（P<0.05）。 
（四） 教育程度：教育程度在動機量表的差異情形經統計處理，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不同教育程度之受試者，除服務品質外，其餘均達顯著水準差異（P<0.05）。
「健康」與「自我成就」構面，大專院校學歷之練習場參與者動機高於高中職畢

業者。 
（五） 職業類別：職業類別在動機量表的差異情形經統計處理，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結果顯示除「健康」構面外其餘均達顯著水準差異（P<0.05）。 
（六） 收入情形：男、女生受試者的樣本，每月不同收入情形在動機量表的差異情形經

統計處理，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每月不同收入之受試者，除「提升

社會地位」構面外其餘未達顯著水準差異（P<0.05）。 

四、不同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者參與行為分析 

本研究以不同人口統計變項，來探討練習場消費者對於參與行為之差異情形，分別

有擊球時間差異、資訊來源、擊球次數、擊球盒數、參與時段等行為，統計分析如下： 

（一）擊球時間差異： 

將不同統計變項於練習場擊球時間之差異。結果顯示，年齡（26.44>22.15）、婚姻

（29.11＞20.87）、教育程度（32.45>19.82）、職業類別（47.46>27.12）、每月平均收

入（26.09>15.74），由於卡方值大於標準卡方值達顯著差異存在，而性別在擊球時間

上並未達顯著差異。 

（二）資訊來源差異： 

將不同統計變項於資訊來源之差異。結果顯示，婚姻（11.48>8.45）、教育程度

（49.93>21.03）、職業類別（41.33>31.41），統計分析結果卡方值大於標準卡方值達

顯著差異存在。 

（三）擊球次數差異： 

將不同統計變項於每星期平均擊球次數之差異。結果顯示，年齡（44.38>27.16）、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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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度（49.77>20.79）、每月平均收入（33.55＞23.35）。統計分析結果卡方值大於標

準卡方值達顯著差異存在。 

（四）平均擊球盒數差異： 

將不同統計變項於每次擊球盒數之差異。結果顯示，年齡（37.66>24.07）、婚姻

（17.47>9.89）、職業類別（37.51>23.03）、每月平均收入（44.97>18.11）。統計結果

於卡方值大於標準卡方值達顯著差異存在。 

（五）參與時段差異： 

將不同統計變項於參與時段之差異。結果顯示，年齡（40.71>23.62）、婚姻

（12.2>7.42）、教育程度（42.45>21.93）。統計結果卡方值大於標準卡方值達顯著差

異存在。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有效樣本參與消費者 

1. 男性參與人口高於女性。 
2. 年齡以 31 至 40 歲最多。 
3. 已婚者居多。 
4. 教育程度以大專院校為多數。 
5. 職業類別中從軍、公、教人員居多。 
6. 月平均收入以 50001 至 75000 元多數。 

（二）練習場參與行為特徵情形有效樣本中發現 

1. 資訊來源，經朋友介紹多數。 
2. 參與時段，17 時至 22 時多數，12 時至 17 時居次。 
3. 每週次數，以每星期 2 至 3 次多數。 
4. 每次擊球盒數，4 至 6 盒多數，而 7 至 9 盒居次。 
5. 擊球時間，每次以 2 至 4 小時 2 多數，1 至 2 小時居次。 

（三）消費者參與動機情形 

1. 性別：性別來看動機因素顯著水準差異。在休閒育樂的參與動機上且達顯著水準。 
2. 年齡：不同年齡在參與動機上未達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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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婚姻：婚姻狀況達顯著差異。 
4. 教育程度：教育程度除服務品質外，其餘均達顯著水準差異。「健康」與「自我成

就」，大專院校學歷之練習場參與者動機高於高中職畢業者。 
5. 職業類別：除「健康」外其餘均達顯著水準差異。 
6. 收入情形：除「提升社會地位」外其餘未達顯著水準差異。 

（四）參與人口在參與行為的情形 

1. 擊球時間差異：而性別在擊球時間上並未達顯著差異。 
2. 資訊來源差異：婚姻、教育程度、職業類別達顯著差異存在。 
3. 擊球次數差異：年齡、教育程度、每月平均收入達顯著差異存在。 
4. 擊球盒數差異：年齡、婚姻、職業類別、每月平均收入達顯著差異存在。 
5. 參與時段差異：年齡、婚姻、教育程度達顯著差異存在。 

二、建議 

(一) 從特性來看，經營者可朝一種或者多種目標來設計。針對目標設計行銷組合，以

滿足市塲需求。也應對女性族群去開發，增加其他設施，如親子設施、健身設施

等，以達全方位的需求，有走向年輕化的，經營者應確切掌握這兩個重點，擬定

適當行銷方式，有助於消費人口成長。 
(二) 從結論中得知，資訊來源各大練習場沒有相當重視。行銷工作缺乏整體性規畫。

黃金柱（1992）促銷是銷售人員提供資訊與說服管道，助長產品或服務的銷售，

或接受一項觀念的協調。由此看來訊息來源是否有效傳給消費者，將是促銷成功

的關鍵。所以要多利用廣告媒體，或者網路資訊來吸引更多消費者參與活動。 
(三) 高爾夫練習場應以服務為重，可以學習日本，對於顧客至上的觀念，以顧客為主，

勿以經營者老大心態自居。 
(四) 經營策略可以延升到各方面，增加附加價值的產品，週邊商品如高爾夫球專業賣

店的配合。練習場本身要附設更衣設備，三溫暖的設備、spa 設備等，休息區及飲

料區的設備，提供更舒適的環境及空間，達到引吸消費的目的。 
(五) 對後續研究者建議： 

1. 未來擴大研究針對全國練習場調查，藉此瞭解全國地區性經營與消費者狀況等資

料，可提供政府有關單位推廣上參考。 
2. 未來研究可增加經營者訪談，以及收集經營策略相關資料，分析經營因素與行銷

策略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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