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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運動參與運動涉入、運動行為及社會支持之研究 

 

周俊三 1、張佩婷 2*
 

 

[摘要]  人們重視休閒的成份越高，其對生活品質的感受也相對的越高。

因此，休閒運動的需求成為現在人們生活的重心。本研究採立意抽樣

法選取在 Facebook、手機通訊電子 APP 程式 Line 連結問卷填寫網址，

隨機進行發放問卷，探討運動參與者之運動涉入、運動消費行為、社

會支持之關係。結論得知對於休閒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男

生低於女生；已婚低於未婚；願意高於不願意。收入分析中

20,001-30,000 元高於收入 20,000 元以下；年齡分析中在 20 歲-30 歲高

於年齡 20 歲以下；職業分析中農、工、商對服務業在決定上有明顯差

異性。對實務上的建議可熱絡國內運動消費之風氣，對後續研究者的

建議可增加滿意度、幸福感、服務品質等因素，針對此一現象去瞭解

在運動場館從事休閒運動參與者所填寫問卷其運動消費行為的阻礙因

素為何，使研究更為完整，俾利在了解休閒運動參與者之滿意度上更

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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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台灣社會每人可支配所得提高(行政院主計處，2007)、工時逐漸減少、

提早退休、週休二日、空閒時間增多、休閒遊憩產業的蓬勃發展等趨勢中，不難

發現休閒時代已經來臨。樂活休閒風興盛、女性消費勢力抬頭、以及追求個人風

格與身分象徵的價值觀當道，在在都影響台灣地區民眾的生活型態，進而使消費

結構產生明顯的改變，魏書娥、蔡春燕、李美玲(2003)研究中也發現台灣社會的消

費活動明顯地呈現必需性消費減少，地位性消費增長。在消費行為的相關研究中

除了原有的社會階級概念探討外，劉維公(2001)認為面對多樣的消費文化世界，現

代人變得更加強調生活風格的形塑。透過生活風格，現代人認識到自己以及他人

在社會上存在著不同生活風格位置。若是把社會生活風格世界當作是一本百科全

書，能夠充分掌握其內容的即是生活風格，所以除了社會階級的概念外，生活風

格也成為一種個人化獨特的社會分類標準，甚至促使各種各樣的生活風格社群形

成。 

政府自民國九十年元旦起全面實施周休二日制，伴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以及

休閒日數的增加及連貫性，休閒行為已經由偶發行為轉化為例行行為，更因休閒

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國人對於休閒活動的需求也與日俱增；王

碧宗(2000)認為，民眾如能因應其年齡、職業、性別與興趣，從事田徑、球類、體

操、游泳、舞蹈以及遠足郊遊等休閒活動，對於身體健康的幫助是不言可喻的。

陳啟森(2001)指出，參與休閒運動有助於體能之改善、健康之促進以及紓解壓力，

進而提高生活品質。 

從 1997 年 10 月起的「陽光系列活動」、1998 年的「陽光健身計畫－厝邊相

招來運動」、1999 年舉辦 21 項身心障礙者運動和比賽、2000 年進行國民體能檢

測、2001 年規劃休閒推廣中心 12 處、乃至於 2002 年的「運動人口倍增計畫」(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1999；http://www.ncpfs.gov.tw/)，不難發現政府在豐實國人休閒

生活品質上所做的諸多努力。由於人們健康意識的醒覺、週休二日閒暇時間增加、

醫療進步、與高齡化社會來臨，人們對運動健康的知能需求及運動健身的參與需

求也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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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休閒運動都具有許多正向教育及放鬆身心調整生活步伐的功能。在強調

生活品質的社會中，休閒運動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針對網路平上的大眾歸納

出幾項，透過此研究可以瞭解到，網路平台上的大眾對於運動涉入、運動消費行

為、心裡需求與社會支持之研究，探討休閒運動參與者的運動涉入對運動消費行

為的關係；分析休閒運動參與者的運動消費行為與心理需求間的關係；分析休閒

運動參與者的心理需求與社會支持間的關係；分析休閒運動參與者的運動消費行

為對社會支持的關係。 

貳、研究方法 

一、休閒運動 

健康是個人事業的基礎，家庭幸福的泉源，利用閒暇時間從事休閒運動，放

鬆身心，不但可以擺脫一成不變的生活型態，也可以達到娛樂、滿足成就感、社

交功能、促進健康等效果，可見休閒運動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重要性。本節主要

在探討休閒運動定義與休閒運動相關研究，以作為本研究休閒運動的學理基礎。 

(一)休閒運動的定義 

休閒運動一詞，近二十年來在休閒與運動學術領域中逐漸被認同與使用。

MullandBayless(1987)指出:休閒運動以增進個人健康與體能為前提，並幫助發展自

信、快樂及個人滿足的情感。國內也有許多有關休閒運動的研究。歸納出休閒運

動的定義為在可自由支配時間裡，經由自主性的選擇，依自己的興趣喜好，從事

非強調競技性之動態身體活動，其可為自身帶來身心上的健康與滿足，紓解精神

壓力，享受休閒運動所帶來的流暢舒適、愉悅效果，達到滿足及自我實現的目的。 

(二)休閒運動的功能 

從事休閒運動所產生的生理與心理方面效益，正是吸引民眾持續不斷參與休

閒運動的原動力。首先，休閒運動對於生理效益來說，休閒運動具有促進身體健

康之功能，強化心肺功能、降低心血管疾病機率及增強體適能等益處；其次，休

閒運動對於心理而言，休閒運動有助於紓解身心壓力及維持情緒平衡(江良規，

1995)。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估計，缺乏運動的型態，導致全世界每年超過

兩百萬人的死亡；而運動是紓解壓力、預防疾病、避免肥胖最好的處方，也是減



休閒運動健康評論(2014.06）。5(2) 

休閒運動參與運動涉入、運動行為及社會支持之研究 

 

66 

少醫療資源無限增加的最好方式。 

從休閒運動的定義與特點可以得知，從事休閒運動不但具有休閒效益，而且

正向、有意義的身體活動能夠將原來一成不變的運動更加以豐富，且提昇個體深

層的內在身心靈價值，林敬銘、張家昌(2006)在「提升民眾休閒運動參與行為因素

之初探」中曾經說過，安排適當的休閒運動將增進身、心、靈各方面的效益。 

二、運動涉入 

「涉入」一詞最早是由學者Sherif和Cantril(1947)在其有關「社會判斷理論」的

研究中提出，乃是一個人對某一事件之「自我涉入」愈深，其將接受相反意見的

空間越小；反之，對於與自己相同的意見，則自我涉入深的人不但接受，同時也

會把它擴大解釋。人有不同形態投入的論點，如對活動、人物、理念或對社會事

件之投入。國內學者薛承甫(2000)提到，最早應用涉入觀念的是外國學者Krugman

於1965年對電視廣告效果的探討。其認為消費者在受到廣告影響時，會有兩種截

然不同的反應：低涉入者較不會聯想廣告內容； 高涉入者，較易聯想廣告內容。 

由於涉入程度的不同，致使消費者在處理各種接收訊息時有著顯著不同的結

果。對特定的產品，不同的消費者在涉入程度上也有所差異(Lastovick ＆ Gardner, 

1979)。 

(一)涉入的類別 

涉入的類別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中，也會有所差異。一般可以區分為涉入的對

象和本質等二個構面，茲將涉入的類別分述如下： 

1.涉入的對象區分：消費者由於涉入的型態不同，亦可將之區分為廣告涉入

(Advertising involvement) 、 產 品 涉 入 (Product involvement) 與 購 買 決 策 涉 入

(Purchasing decisions involvement)等三類。此三類內容分別為(賴昇宏，2006)： 

(1)廣告涉入(Advertising involvement)消費者對於接觸廣告訊息時，對廣告訊息給予

的關心程度或是接觸訊息時的心理狀態。而不同廣告的涉入水準，觀眾對訊息

認知處理也會不同。 

(2)產品涉入(Product involvement)消費者對產品的重視程度或個人對產品的主觀意

識，其程度可由對產品的完全投入到漠不關心，而這些變化是以個人的認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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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定義。 

(3)購買決策涉入(Purchasing decisions involvement)消費者對於一次購買行為的關

心程度。包括個人對購買決策及注意程度與選擇商品時可以反應個人價值及利

益的程度。購買決策涉入與產品涉入間互有相關性。當產品涉入程度高，購買

決策涉入程度也會相對提高。 

另外，Mitchell(1981)指出，產品涉入是描述個人的覺醒、興趣、或是某一特

殊的刺激或情境所激發的一種內心狀態。亦可說：是消費者基於本身價值、目標

及自我概念，反應個人攸關的決策程度(Celsi＆ Olson,1988)。而且，產品涉入具有

某種認知(recognition)功能，藉此功能可反應出消費者的生活、態度以及身份等各

方面與別人之差異(Traylor,1981)。 

2. 涉 入 的 本 質 區 分 ： 若 以 涉 入 的 本 質 區 分 ， 亦 可 分 為 情 境 涉 入

(Situationinvolvement) 、 持 久 涉 入 (Enduring involvement) 與 反 應 涉 入

(Responseinvolvement)等三類(Rothschild,1984)。此三類內容分別為(楊家銘，2003)： 

(1)情境涉入(Situation involvement)：情境涉入是說明消費者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個

人對某一事物短暫的關切，其起因是外在的。購買或使用該產品時所面對的社

會心理環境因素都可能是影響高低涉入的原因。 

(2)持久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持續涉入與消費者本身的特質有關，其原因來

自於個人的內在因素。其定義為個人對事或物相對持續性的關切。而所謂的持

續涉入，並不會因為情況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3)反應涉入(Response involvement)：反應涉入是指情境涉入與持續涉入結合所產生

對某一事物的心理狀態。事實上，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即使僅是一件產品的購

買，其所可能牽涉到的決策層面是相當複雜的。從其認知的架構中，循其脈絡

往往還是無法區分究竟是「情境涉入」還是「持續涉入」，因為它可能同時包

含了上述的兩種涉入狀態。 

(二)涉入的衡量 

涉入是用來描述人們對某事物所產生的心理反應，屬於一種抽象的中介變數，

故無法直接加以衡量，必須藉助其他變數間接推測(楊文壽，2001)。因此，此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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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由涉入前因之研究及考慮影響消費者對產品之主觀認知的種種因素(林佳民，

1987)，之後再利用這些因素來衡量消費者的涉入程度。 

學者鍾寬仁(1989)曾說到，消費者在不同態度形成方式、不同程度的情報蒐集

及購買決策行為上，會因涉入程度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行為反應。由此可知，涉

入程度對於消費者的行為影響屬於整體性。 

三、運動消費行為 

運動消費是現代生活中的一種消費型態，當一國的經濟顯著發達時，與健康

休閒和運動等有關的場地設施之資本投資越大，體育運動也越加蓬勃發展，以及

國民生活素質或水準明顯提昇(黃金柱，1992)。 

(一)休閒消費行為之定義 

葉智魁(1996)指出休閒與消費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象徵，消費的普

及化與休閒受重視的程度，可以做為社會進步的指標。有別於那些盡義務及責任

而做的活動有所區別，休閒活動是可以自由選擇的。休閒是一種非工作時間；休

閒是一種消費；休閒是一種參與特殊型態的活動(黃士鑑，1990)。其中休閒活動被

視為是「時間」的定義，指的是除了必須的工作、家庭和維持個人生計的時間外

所剩下的非義務性或可自由支配的時間 (Kraus, 1990)。Neulinger (1981)將休閒定

義為一種精神狀態，而非活動或時間、環境與行為。 

(二)休閒消費行為之分類 

休閒活動因個人看法與觀察角度不同而有不同分類，不同的學者也常會因不

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而產生不同的休閒行為分類方式。 

周海娟(1990)將休閒活動的類型分為：知識性、娛樂性、社交性、運動性、藝

術性等五類。李文題(1991)則將休閒活動分為：家庭型、社交型、消遣型、逛街型、

休憩型、活動型、進修型。從以上休閒活動文獻分類中發現，多位學者皆在分類

中明確指出運動行為為休閒活動的一種，並將運動行為歸為獨特的一類，而本研

究將藉由休閒活動的概念將運動消費行為抽出來探討，並以運動消費行為視為本

研究重點變項之一。 

(三)運動消費行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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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柱(2005)提出運動消費行為指的是：「消費者經過尋求、參與和評估運動

活動之後所採取的行為，且消費者在經過消費行為之後可以感受到此行為能滿足

其需求。」 

(四)運動消費行為之分類 

黃金柱(1992)從消費的觀點來看，體育運動可分為觀賞性運動(spectators sport)，

指消費者購票或取得門票親自進入現場觀賞有組織的比賽、運動節目或表演等。

另一種為參與性運動(participants sport)，即消費者親自到球場、健康俱樂部和其他

運動、休閒場地設施等進行運動或從事休閒性運動。鍾志強(1997)將國內目前的運

動消費行為分為五種類型，分別為學習運動技能、使用運動場地設施、觀賞運動

競賽或表演、消費運動器材及企業贊助等。而在第一類運動消費行為類型為學習

運動技能的運動消費，如學習網球、跆拳道等的運動消費行為均屬此類。 

四、心裡需求之內涵 

(一)心理需求： 

自我決定理論強調目標的達成與成就，取決於三個基本心理需求是否得到滿

足，此三種需求分別是自主性(autonomy)、勝任感(competence)與歸屬感

(relatedness)(Deci&Ryan,2000)，其內涵分述如下。 

1.自主性(autonomy)：個體是行動的發起者，擁有自由選擇的意念，對於外在

行為與行動都是自我統合一致的。個體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意願自由選擇自己

喜愛的休閒運動項目，不受任何外力影響(蔡俊傑、潘哲偉，2009)。 

2.勝任感(perceivedcompetence)：Deci and Ryan(2002)認為勝任感的需求會引導

個體追求挑戰，這些挑戰就個體能力而言是相稱的，而且會讓個體在活動中堅持

下去並增強本身的技能，其所傳達的訊息就是一種在活動中對自我信心和效能的

知覺。個體會為了獲取足夠的勝任感，會去從事他們認為挑戰性適中的工作或任

務 (蔡俊傑、潘哲偉，2009)。 

3.歸屬感(relatedness)：歸屬感(relatedness)是指個體與其他人或其所隸屬的群

體有歸屬感，與他人建立互相尊重、關懷及信任的感覺(Baumeister&Leary,1995；

Ryan＆Deci,2002)。當環境越能夠提供或滿足這些心理需求，同時也越能夠激發個



休閒運動健康評論(2014.06）。5(2) 

休閒運動參與運動涉入、運動行為及社會支持之研究 

 

70 

體後續的行為動機。例如：個體如果在參與休閒運動時認識了很多志同道合的好

朋友，則會增加個體休閒運動參與的動機； (蔡俊傑、潘哲偉，2009)。在Maslow(1954)

的需求層次理論當中，基本需求裡的自尊需求的內涵便是與自主性及勝任感的涵

義相通；愛與歸屬需求的內涵與歸屬感的感覺是一致的(Sato,2001)。 

五、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socialsupport)包含「社會」和「支持」兩個概念，「社會」是指個

人所接觸的社會環境，包括親密關係或信賴者、社會人士及網絡連結；「支持」

則指情感和工具性支持行動。社會支持的研究者 (Laireiter &Baumann,1992; 

Vaux,1988)應當從更為多元的面向來討論社會支持這個複雜的現象。社會支持可說

是一種多元且複雜的概念，大致上社會支持可區分為「來源」和「性質」兩大類，

其中，「來源」大多指個人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如：家人、朋友、同事等的支持；

另外，「性質」是社會支持的類型加以區分，有訊息性、情緒性、工具性、評價

性等的支持。 

(一)社會支持的功能 

House(1981)曾提出社會支持的效果模式，其認為社會支持對工作壓力及健康

的效果，主要有兩種，一為主要效果(maineffect)：係指無論壓力的大小，社會支

持均能減低個體承受壓力事件衝擊的程度，且能直接增進個體身心健康，減低壓

力對人的負面影響；另一為緩衝效果(bufferingeffect)：係指社會支持扮演緩衝效果

的角色，個體藉由獲得社會支持，以減緩壓力對個體所造成的影響。 

CohenandWills(1985)指出不同的來源及測量方式，亦會影響社會支持與壓力的

關係。其認為特定來源的社會支持，對某些特定的壓力具有緩衝效果，而一般社

交網路的交往，則有一般的主要效果。 

(二)社會支持的構面 

社會支持的來源，多為家人、親戚、朋友、同事及長官，也可尋求正式及非

正式團體的支持，不同的支持來源對於個體皆會產生某一程度的影響。在國內相

關社會支持文獻當中，劉翠薇、黃淑貞(1999)及鍾志強(2000)發現大專學生從事體

育運動的行為會受到家人、同儕很大的影響，而且自覺社會支持愈多者的運動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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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現愈好，陳其昌(1996)也強調社會支持可以使個人在人際關係上獲得滿足，倘

若缺乏良好的支持網絡，則必然會否定所有投注於參與運動的心血，而降低參與

運動的動機及認知價值。 

有關社會支持的理論觀點，緩衝理論視社會支持為生活壓力中的緩衝器，可

減少生活壓力對生理或心理健康所造成的衝擊，增進身心健康及幸福感；依附理

論則從依附關係看社會支持，從兒童的依附關係建立日後社會支持的關係能力，

同時也說明社會支持在個人日後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與嬰孩時依附經驗所扮演

者極為相似；而在社會交換論概念下，由互惠原則來解釋人際關係的理論，說明

交換行為乃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之一，將社會支持視為一種資源交換行為。 

五、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發放時間於民國103年1月10日星期五早上10點起至民國102年2月

10日星期一下午6點止，填寫方式在Facebook、手機通訊電子APP程式Line連結問

卷填寫網址，隨機進行發放問卷，問卷共計1023份，其中有2份為無效問卷。每位

填寫者將會清楚的瞭解道問卷的每項問題內容，在問卷填完畢後，本研究會收集

及統整資料並研究。 

參、結果 

本研究之人口統計變項資料，包括「性別」、「婚姻狀況」、「未來意願」、「年

齡」、「職業」、「收入」等六問項，進行描述性分析。茲將受訪網友之人口統計變

項基本資料整理成表 4-1-1 所示。在受訪者男性有 317 人，佔 31%；女性有 704 人，

佔 69%。在受訪者已婚 553 人，佔 54.2%；未婚 468 人，則佔總樣本數 45.8%。在

受訪者有意願 988 人，佔 96.8%；無意願 33 人，則佔總樣本數 3.2%。「20 歲以下」

有 91 人，佔 8.9%；「20-30 歲」有 568 人，佔總樣本數 55.6%最多；「31-40 歲」有

214 人，佔 21%；「41-50 歲」有 76 人，佔 7.4%；「51 歲以上」有 72 人，佔 7.1%。

「軍公教」有 80 人，佔 7.8%；「農工商」有 469 人，佔總樣本數 45.9%最多；「學

生」有 200 人，佔 19.6%；「服務業」有 166 人，佔 16.3%；「其他」有 106 人，佔

10.4%。「20,000 元以下」有 36 人，佔 3.5%；「20,001~30,000 元」有 598 人，佔總

樣本數 58.6%最多；「30,001~40,000 元」有 355 人，佔 34.8%；「40,00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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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7 人，佔 1.7%；「50,001 元以上」有 15 人，佔 1.5%。 

在性別與運動參與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當中，P 值為為 0.000<0.05 是有差異性

的，t=-6.109，自由度=1019，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在性別與社會支持的獨

立樣本 T 檢定當中，P 值為 0.000<0.05 是有差異性的，t=-7.749，自由度=520.503，

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在性別與運動涉入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當中，P 值為為

0.000<0.05 是有差異性的，t=-4.430，自由度=539.914，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

且男生的平均數在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都低於女生的平均數，顯示男

生在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低於女生。 

在婚姻狀況與運動參與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當中，P 值為為 0.000<0.05 是有差

異性的，t=-6.109，自由度=1019，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在婚姻狀況與社會

支持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當中，P 值為 0.000<0.05 是有差異性的，t=-7.749，自由度

=520.503，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在婚姻狀況與運動涉入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當

中，P 值為為 0.000<0.05 是有差異性的，t=-4.430，自由度=539.914，亦即兩因素

之間有差異性。 

收入跟運動參與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 在兩者之間是有差

異性的，且 F 值為 11.247，亦即兩因素之間是有差異性；收入跟社會支持在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 在兩者之間是有差異性的，且 F 值為 15.266，

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收入跟運動涉入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在兩者之間是有差異性的，且F值為13.882，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

且收入 20,001-30,000 元的平均數在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都高於收入

20,000 元以下的平均數，顯示收入 20,001-30,000 元對收入 20,000 元以下再決定選

擇上有明顯差異性。 

年齡跟運動參與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 在兩者之間是有差

異性的，且 F 值為 22.351，亦即兩因素之間是有差異性；年齡跟運動涉入在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 在兩者之間是有差異性的，且 F 值為 21.192，

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且年齡 20 歲-30 歲的平均數在運動參與、社會支持、

運動涉入都高於年齡 20 歲以下的平均數，顯示年齡 20 歲-30 歲對年齡 20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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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決定上有明顯差異性。 

職業跟運動參與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 在兩者之間是有差

異性的，且 F 值為 42.016，亦即兩因素之間是有差異性；職業跟社會支持在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 在兩者之間是有差異性的，且 F 值為 63.382，

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職業跟運動涉入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中，P 值

0.000>0.05在兩者之間是有差異性的，且F值為46.525，亦即兩因素之間有差異性，

且職業農、工、商的平均數在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都高於職業服務業

的平均數，顯示職業農、工、商對職業服務業再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

決定上有明顯差異性。 

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之皮爾森(Pearson)相關性分析所示，在運動參與、

社會支持、運動涉入相關性分析當中，P 值為 0.000<0.05 是有相關性的，運動參與

對社會支持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為 0.684；運動參與對運動涉入皮爾森(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724；社會支持對運動涉入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為 0.721。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網路平台上的大眾進行休閒運動涉入、運動消費行為、社會支持

之間的關係，並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假設問卷，茲彙整研究之結果，據以提出結

論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在下列敘述中可得知，描敘性分析當中比例佔最高的有女

性704人，佔69%；已婚有553人，佔54.2%；20,001元至30,000元有598人，佔58.6%；

20-30歲有568人，佔55.6%；農工商業有469人，佔45.9%；未來參與運動意願有988

人，佔96.8%。 

在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性別」、「婚姻狀況」在休閒運動參與者之運動涉入、

運動消費行為、與社會支持之關係之間均有明顯的差異性，且「性別」的男生與

女生的平均數上可以得知男生對休閒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低於女生；

「婚姻狀況」已婚與未婚的平均數上可得知已婚對休閒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

動涉入低於未婚；除了「未來意願」無顯著性外，可能是因為未來意願這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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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休閒運動參與者對運動涉入、運動消費行為、社會支持，亦此均無差異性，

且意願的平均數大於不願意的平均數，顯示願意對休閒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

動涉入高於不願意。 

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中「收入」、「年齡」、「職業」在休閒運動參與、運動

消費行為、社會支持與運動涉入之間均有明顯的差異性，且收入分析中

20,001-30,000 元的平均數在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都高於收入 20,000 元

以下的平均數，顯示收入 20,001-30,000 元對收入 20,000 元以下再決定選擇上有明

顯差異性；在消費行為裡休閒運動是什麼，收入 50,000 元以上高於收入 20,000 元

以下的平均數，顯示選擇健身運動高於戶外性運動；運動場地選擇，且收入 40,001

元-50,000 元以上高於收入 20,000 元以下的平均數，顯示場地選擇健身房高於家裡；

運動一星期次數，且收入 50,000 元以上高於收入 30,001 元-40,000 元的平均數，顯

示一星期運動 5-6 次高於從未運動；每次從事運動時間，且收入 40,001-50,000 元

以上高於收入 20,000 元以下的平均數，顯示運動時間 180 分鐘高於 30 分鐘、從事

休閒運動幾年，且收入 40,001-50,000元以上高於收入 20,001元-30,000元的平均數，

顯示從事運動時間 11-15 年高於 2-5 年。年齡分析中在 20 歲-30 歲的平均數在運動

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都高於年齡 20 歲以下的平均數有明顯差異性。職業分

析中顯示職業農、工、商對職業服務業再運動參與、社會支持、運動涉入決定上

有明顯差異性。由此可見在年齡、職業、收入上不同會影響到大眾的休閒運動。 

而在皮爾森相關分析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運動涉入、運動消費行為、社會支

持之關係之間是正相關。在研究目的的假設運動涉入、運動消費行為、社會支持

之關係之間是有關係的，在運動消費行為因素裡有您最喜愛的休閒運動是、休閒

運動場地選擇、休閒運動次數一星期、從事時間每次、從事休閒運動幾年，由這

些因素會影響到運動涉入、與社會支持的因素，皆會互相影響。 

綜合以上研究顯示，休閒運動參與上的女生所佔的比例高於男生，在這方面

恐是因未女生比男生更注重外表、內在與休閒的時刻。在每個人認知也或許會有

所不同，但唯一能夠確定是在休閒參與中不管男生還是女生、未婚還是已婚，這

皆會影響到生活中支持與心裡需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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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為熱絡國內運動消費之風氣，對於運動產業的發展，在政府積極大力推展全

民運動的同時，如何活絡運動消費市場更是關鍵因素之一，除了對於運動觀念之

長期培養外，國內職業運動的發展更是重要，職業運動屬於市場機制，因此當職

業運動市場機制成熟且穩定，各界的關注及資源必然會源源不絕的湧入，職業運

動市場熱絡後，球迷自然會進場看球、加油，對於運動開始產生認同感，進而投

入運動消費的市場內。所以穩定成熟的職業運動市場對於帶動整體運動發展必定

是關鍵因素之一。 

三、研究限制 

此研究限制在於分析結果無法完全瞭解大眾休閒運動的狀況，或休閒運動認

知與需求等。且不是每一位在網路平台上的大眾都願意填寫，範圍極廣只能透過

在網路上的一小部份大眾得知每個人對於休閒運動的看法不同，其調查不完全是

能由網路平台或有使用通訊軟體的喜愛者能仔細地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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