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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賽會觀光參與者行為意圖之研究 

 

李佳鴻 

屏東大學體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探討運動賽會觀光參與者行為意圖模式。本研究以立意抽樣的方

式進行問卷，參與 2014 年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項目，運動賽會觀光參與者為研究對

象，共發放 300 份問卷，有效問卷 231 份，有效問卷率 77%。研究方法：以 SPSS12.0

進行資料處理及描述性統計，以 AMOS20.0 進行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研究

結果顯示：一、本研究之亞運運動賽會觀光觀賞者樣本分佈情形，在性別部分是

以男性、年齡則是以 16~25 歲、職業則是以學生、教育程度則是以大專、平均月

收入則是以 10,000 元以下居多、朋友親人同學 178 次。二、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項

目的運動賽會觀光參與者「態度」對「行為意圖」、「行為信念乘結果評價」對「態

度」、「規範信念乘依從動機」對「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

「控制信念乘知覺強度」對「知覺行為控制」均達顯著影響。「主觀規範」對「行

為意圖」未達顯著影響。本研究建議如下，提供體育委會，希冀透過學校體育單

位、體育系所單位，以及休閒運動所單位來做推廣，並提供運動賽事行程給予學

生參考，使得能親自體驗到真實的賽況，獲得寶貴的運動知識。 

 

關鍵詞：運動賽會觀光、行為意圖、軟式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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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isiting Participa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for Soft Tennis Sports 

Event in the 2014 Incheon Asian Gam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iscuss visiting participa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for Sports Event. This research adopted purposive sampling for questionnaire 

collection and took visiting participants for Soft Tennis Games in the 2014 Incheon 

Asian Games as research objects.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which, 231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an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io was 77%. 

Research method: adopted SPSS12.0 for data process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dopted AMOS20.0 for SEM analysis.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I. audience sample 

distribution for the Asian Games in this research, the most are male in sex, 16~25 

years old in age, students in occupation, junior college in educational status, below 

10,000 yuan in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and friends, relatives and classmates were 

178. II. As for visiting participants in Soft Tennis Project of Incheon Asian Games, 

[attitude] to [behavioral intention], [behavioral beliefs × outcome assessment] to 

[attitude], [normative beliefs × motivation to comply] to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to [behavioral intention], [control beliefs ×perceived intensity] to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ll of the above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However, 

[subjective norm]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Suggestions 

on this research as follow: The Sports Authority is suggested to be provided, we hope 

the promotion can be done by school sports units, sport department units and leisure 

sports units, and sports events schedules are provided for students' reference to make 

them experience the real match result by themselves and get valuable exercise 

knowledge.  

Key words: Sports Event Visi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Soft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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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1 年開始實施休二日後，工作時間減少，休閒活動時間增加，經濟的成長，

生活品質水準的提升，民眾對休閒運動的需求日益提升，休閒型態也逐漸多元化，

因此，休閒運動的觀賞式以及參與式的運動賽事也大幅增加，使得運動觀光產業

日益蓬勃發展。臺灣在經濟上的成就有著驚人的表現，使人民有更多的休閒時間，

更重視健康，所以運動商業會更加繁榮，臺灣政府意識到運動產業的重要性，並

開始計畫提升運動產業，然而經濟繁榮是影響運動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

(Huang,2006)。運動觀光使民眾離開日常生活居住地，參與運動性活動行為或觀

賞性競賽等運動觀光活動 (劉照金、顏鴻銘、蔡永川、謝志偉，2012)。徐茂洲、

潘豐泉與黃茜梅 (2011)隨著休閒意識的興起與國民休閒生活形態逐漸改變，全民

「人人運動、時時運動、處處運動」的健康意識日益抬頭，全民運動參與以及對

健康興趣的增加，逐漸讓「運動」成為一項新興產業，無形中為運動觀光產業帶

來新革命，更讓龐大的消費市場充滿無限商機。 

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World Tourism and Travel Committee, WTTC)指出 2010

年區域旅遊占全球觀光旅遊市場 87％以上的營收，全球觀光旅遊產業規模約占全

球 GDP 的 9.1%(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2011)。根據觀光局(2014)統計資料，國人

在 2004 年旅遊人次有 7,780,652，而在 2013 年旅遊人次達到 11,052,908，顯然國

人觀光旅遊人次是逐年增加，而國人對旅遊觀光有明顯的重視度存在。世界觀光

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2010 年的調查，顯示每年約有六億人從事

國際觀光，而且預估至 2020 年，全世界從事旅遊之國際觀光客將可達 16 億人次，

從每年巨額的經濟收益而言，觀光已成為世界上最大而且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謝

智謀、王怡婷譯，2001)。 

運動賽會可增加觀光客在舉辦地的消費，可有新的就業機會與額外收入，國

際間許多城市積極爭取主辦運動賽會是因為它可以提升城市的形象與經濟發展

(Edginton & Mills,1996;Donovan,1998)。從國際運動觀光發展潮流可知，運動觀光

已是觀光產業的主流市場，尤其是運動賽會，不僅可以替主辦國家增加在世界的

曝光度、能見度，也替主辦國帶入龐大的觀光收益(黃金柱，2006)。 

臺灣 2009 年在高雄市舉辦之世界運動會，是台灣第一次申辦大型國際運動賽

會，吸引全世界各地觀光客與運動員也會將當地的觀光、旅館、住宿、餐飲、交

通業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徐茂洲，2010)。同時，臺灣在 2009 年亞洲第一次，台

灣的驕傲，每四年一次的聽障運動會在臺北舉辦，全世界將近 80 個國家，4000

位運動選手共同參與。目前臺灣已申請到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主辦權，

以及，臺中市政府也積極爭取 2017 年世界青年運動會。觀光發展是一個國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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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現代化的指標，結合觀光、休閒、運動產業，同時也創造高經濟效益與非直

接經濟效益，為開發中國家為賺取外匯，創造就業機會，振興經濟，提升國家形

象，不僅影響深遠且受到全民的關切與支持，相當值得政府重視 (徐茂洲、李福

恩、吳玲嬛，2011)。 

運動觀光參與人口日益增多，國人在觀光旅遊中，所從事的運動觀光比例也

逐年增加，運動觀光的參與者在選擇觀光旅遊活動時，會依據個人在運動觀光活

動中有所獲得的預期、滿足、體驗的認知，在運動觀光體驗的認知當中，會對該

次參與行程產生的一個正面及負面的評價，從中得到運動觀光的價值，進而對運

動觀光行為與態度產生改變，因此，在選擇運動觀光旅遊活動的參與者會較為謹

慎，因觀光旅遊活動是屬於一個較高投入性的活動，是理性的思考過後決策購買

的過程，也是參與者對運動觀光旅遊的一個重要決策。行為計畫是為達到行為的

目標而設計，是一個意識歷程的結果，需要一些謹慎的考慮 (Gibbons, Pomery & 

Gerrard, 2008)。 

計畫行為理論延伸於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提出的理性行動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在原本的 TRA 理論中為基礎加上知覺行為控制

變數，以加強 TRA 理論在無法全由個人意志控制之下所產生的行為的預測及解釋

力。Ajzen (1985) 指出計畫行為理論主張從事特定行為之意圖可以態度、主觀規

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等三個變數來衡量；在參與特定活動的行為方面，會受到行為

意圖與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而且行為意圖越強，其未來從事該行為的可能性會

越高(王月鶯、李世昌、徐茂洲、顏君彰，2014)。行為意圖是一種行為意圖，其

可預測個體的行為，早期的研究認為行為意圖來自於態度，而態度又來自認知、

情意與意圖三種要素所組成(Assael,1998)。Schiffman 與 Kanuk(1991)行為意圖是

消費者為滿足需求，所表現出對於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購買、使用、評價

和處置等行為。Oliver(1980)提出滿意決策因果之認知模式，主張購買行為所產生

的滿意評估與判斷會影響行為意圖，主要是由心理學認知理論探討心理認知過程

而來，依循著「知覺→態度→意圖」的階段性過程。顏世冠(2012)為了降低購買

高涉入的產品和服務的風險，消費者通常會採取一種複雜的購買決策過程，屬於

理性思考的購買決策歷程，在面對龐大的運動觀光市場商機中，觀光業者除了多

方瞭解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外，還要瞭解運動觀光遊客的行為意圖，而運動觀光遊

客之觀光行為決策，就是在於獲得預期的滿足與體驗。 

行為意圖則是指個人對於標的物將進行一項明確的活動或行為的可能性或傾

向，也就是指行為選擇之決定過程下，所引導而產生是否要採取此行為的某種程

度表達，因此行為意圖是任何行為表現的必需過程，當行為的意願愈強，亦代表

著個人愈有可能去從事該行為，透過對意願的測量，可增進對行為的預測準確性

(Fishbein & Ajzen,1980)。價值－態度－行為模式通常用來預測觀光客對旅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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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意圖、評價、信念與實際行為(余泰魁、李能慧、吳桂森，2005；Vaske & 

Donnelly,1999 ; Zinn, Manfredo,Vaske & Wittmann,1998)。 

軟式網球在台灣發展的歷史已有數多年，軟式網球在台灣的歷史發展比起

1912 年時發展的硬式網球更久遠，由於硬式網球的崛起，許多人漸漸的淡忘軟式

網球是適合亞洲人所從事的運動；近年來國際軟式網球協會不斷的修改規則以符

合世界的潮流，並積極的推動軟式網球運動，我國軟式網球在國際舞台更是屢獲

佳績(林廣義，2006)。現今觀光產業以成為國人從事休閒、運動觀光的新趨勢，

為了使國人更加瞭解參與觀賞球賽主要目的與意義之行為意圖，透過參與運動觀

光學習到軟式網球的新知及技術之行為意圖。藉由 2014 年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項目

之運動觀光參與者的行為意圖進一步作探討，瞭解參與者對軟式網球的概念、認

知、行為，希冀對運動觀光參與者有更佳的瞭解，以及對於運動觀光產業發展有

更具體的推廣方針，將研究結果作為爾後舉辦運動觀光城市(如：2017 年臺北世

界大學運動會、2017 臺中世界青年運動會)發展規劃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透過結構方程模式(SEM)驗證 2014 年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項目之運

動觀光參與者的行為意圖模式之信效度、路徑關係與模型適配度。 

 

貳、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參考呂宛蓁與鄭志富(2008)之研究成果問卷，並參考國內有關職

業運動文獻與前述文獻加以整理後修訂再重新編製。蘇郁卿(2013)太魯閣峽谷馬

拉松賽參與型運動觀光客行為模式之研究、黃詩雯(2009)運動觀光賽會服務品質

與參與者滿意度之研究─以 2009 臺東之美鐵人三項國際邀請賽為例，經由修改與

編製後為本研究量表。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並參考相關文獻資料整理分析及

考慮研究需求，量表經編製後，將本問卷共分九部份，本研究工具之內容，第一

部份為「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量表、第二部份為「態度」量表、第三部分

為「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量表、第四部分為「主觀規範」量表、第五部分

為「控制信念」與「知覺強度」量表、第六部分為「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第七

部分為「行為意圖」量表、第八部分為「觀眾背景變項與參與特性」。 

 

（一）行為意圖量表 

「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題項為9題、「態度」題項為5題、「規範信念」

與「依從動機」題項為5題、第四部分為「主觀規範」題項為2題、「控制信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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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強度」題項為6題、「知覺行為控制」量表題項為2題、「行為意圖」題項為3

題，共計32題。問卷測量將採用李克特(Likert) 5點尺度量表，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5、4、3、2、1分。得分越高，表示對該項認

同程度越高，反之得分越低，表示對該項認同程度越低。 

 

（二）觀眾背景變項與參與特性量表 

本部分主要在蒐集受試者個人背景資料，包括下列幾項：性別、年齡、職業、

學歷、您每月平均收入等五題。 

 

二、施測方式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的方式，研究對象以參與觀賞 2014 年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項

目的台灣國籍人士，並將以 300 人進行正式測試，在 2014 年 9 月 29 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4 日，共六天，進行正式問卷發放。問卷共計發放 300 份問卷，回收問卷

231 份，剔除資料填答不全者其中有 69 份，有效回收問卷率 77.0％。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所得各項資料，運用SPSS12與Amos20.0統計軟體分析及

整理，將統計分析之結果進行探討進行統計分析，驗證各項假設分析方法如下：

描述性統計：本研究對於觀眾背景變項與參與特性的不同屬性例如性別、年齡、

職業、學歷、平均月收入，採用次數分配、百分比方法來分析。結構方程模式資

料分析：本研究利用AMOS20.0統計軟體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在評估模

式配適度之前，必須先檢驗「違犯估計」(offending estimates)，來估計係數是否

於可接受範圍(邱政皓，2005)。進行SEM模式分析前，必須評估「模式適合度評

估」、「測量模式評估」、「結構方程模式」等三類指標，確認各構面的觀察變項是

否可以接受後，接著用SEM進行研究模式與假設檢驗。 

 

參、結果 

一、運動觀光觀眾參與樣本分佈情形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之亞運運動賽會觀光觀賞者樣本分佈情形，在性別部分是以男性為主

佔 50.6％、年齡則是以 25 歲以下人數為主佔 27.3％、職業則是以學生比例為最

多佔 29.9％、教育程度則是以大專人數比例為最多佔 53.2％、平均月收入則是以

10,000 元以下居多，佔 23.4％、朋友親人同學 178 次，佔 39.1%、朋友、同學 123

次，佔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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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性別背景變項資料分析表 

問項 組別 人數(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17 50.6 

女 114 49.4 

年齡 

25 歲以下 63 27.3 

26~35 歲 45 19.5 

36~45 歲 21 9.1 

46~55 歲 51 22.1 

56 歲以上 51 22.1 

職業 學生 69 29.9 

工商業 18 7.8 

服務業 33 14.3 

軍公教 60 26.0 

家管 21 9.1 

 其他 30 13.0 

學歷 國中以下 18 7.8 

 高中/職 45 19.5 

 大專院校 123 53.2 

 研究所以上 45 19.5 

平均月收入 10,000 以下 54 23.4 

10,001~20,000 元 30 13.0 

20,001~30,000 元 27 11.7 

30,001~40,000 元 18 7.8 

40,001~50,000 元 27 11.7 

50,001~60,000 元 21 9.1 

60,001~70,000 元 24 10.4 

70,001 元以上 30 13.0 

 

二、收斂效度 

   本研究根據 Bagozzi 與 Yi (1988)建議選三項最常用指標來評鑑測量模式

收斂效度。當標準化路徑係數很大，(一般要求> .7)就稱具有收斂效度，大部分題

項> .7，表示測量系統尚可。若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在 .6 以上，表示模式的內在

品質理想，另一個指標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可以直接顯示被潛在構念所解釋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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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多少，變異量是來自測量誤差，若平均變異數抽取量越大，指標變項被潛在

變項構念解釋的變異量百分比越大，相對的測量誤差就越小，一般判別的標準是

平均變異數抽取量需大於 .5 (吳明隆，2007)。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以 ρV 表示，可解釋為所解釋的變異量中有多少變異量來自指標變數。

平均變異數抽取量越大，表示指標變異數可解釋潛在變數的程度越高，平均變異

數抽取量 >.5 表示模式的內部品質佳(榮泰生，2007)。如表 2 所示，七個潛在變

項的組合信度為.91、.78、.92、.79、.90、.78、.80 均＞.60；平均變異抽取值分別

為.58、.55、.69、.66、.60、.64、.58 均＞.50，表示模式內在品質佳，具有收斂效

度。 

表 2  

觀察變項信度及潛在變項建構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因 素 負 荷

量 

SMC 組 合 信

度 

平均變異抽取

量 

行為信念 X 結果評

價 

BBXOV1 .73 .53 .91 .58 

BBXOV2 .73 .53   

BBXOV3 .52 .27   

BBXOV5 .90 .81   

BBXOV6 .75 .56   

BBXOV7 .71 .50   

BBXOV8 .85 .72   

BBXOV9 .82 .67   

態度 AT1 .80 .64 .78 .55 

AT2 .67 .45   

AT3 .74 .59   

規範信念 X 依從動

機 

NBXM1 .86 .74 .92 .69 

NBXM2 .89 .79   

NBXM3 .78 .61   

NBXM4 .82 .67   

NBXM5 .81 .66   

主觀規範 SN1 .81 .66 .79 .66 

SN2 .81 .66   

控制信念 X 知覺強

度 

CBXI1 .64 .41 .90 .60 

CBXI2 .75 .56   

CBXI3 .7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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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因 素 負 荷

量 

SMC 組 合 信

度 

平均變異抽取

量 

CBXI4 .79 .62   

CBXI5 .88 .77   

CBXI6 .82 .67   

知覺行為控制 PBC1 .74 .55 .78 .64 

PBC2 .85 .72   

行為意圖 BI1 .63 .40 .80 .58 

BI2 .83 .69   

BI3 .80 .64   

 

三、區別效度 

應用 bootstrap 計算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 95%信賴區間，若小於 1，則有區別

效度 (Torkzadeh, Koufteros, pflughoeft , 2003)。由表 3 所示 Bias corrected 法評估

Bootstrap 相關係數 95%信賴區間為均低 1 故具區別效度。 

表 3 

Bootstrap 相關係數 95%信賴區間表 

參數 估計 下界 上界 P 

行為意圖 X 結

果評價 
<--> 

規範信念 X 依從

動機 
.67 .60 .75 .00 

行為意圖 X 結

果評價 
<--> 

控制信念 X 知覺

強度 
.82 .75 .88 .00 

行為意圖 X 結

果評價 
<--> 態度 .70 .61 .80 .00 

行為意圖 X 結

果評價 
<--> 主觀規範 .73 .63 .82 .00 

行為意圖 X 結

果評價 
<--> 知覺行為控制 .51 .37 .63 .00 

行為意圖 X 結

果評價 
<--> 行為意圖 .48 .36 .60 .00 

規範信念 X 依

從動機 
<--> 

控制信念 X 知覺

強度 
.77 .70 .83 .00 

規範信念 X 依 <--> 態度 .65 .53 .7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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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估計 下界 上界 P 

從動機 

規範信念 X 依

從動機 
<--> 主觀規範 .77 .70 .84 .00 

規範信念 X 依

從動機 
<--> 知覺行為控制 .46 .33 .56 .00 

規範信念 X 依

從動機 

      

<--> 
行為意圖 .41 .28 .52 .00 

控制信念 X 知

覺強度 

      

<--> 
態度 .70 .62 .79 .00 

控制信念 X 知

覺強度 

      

<--> 
主觀規範 .89 .82 .95 .00 

控制信念 X 知

覺強度 

      

<--> 
知覺行為控制 .66 .56 .75 .00 

控制信念 X 知

覺強度 

      

<--> 
行為意圖 .67 .56 .75 .00 

態度 
      

<--> 
主觀規範 .67 .55 .80 .00 

態度 <--> 知覺行為控制 .59 .43 .73 .00 

態度 <--> 行為意圖 .57 .44 .71 .00 

主觀規範 <--> 知覺行為控制 .68 .52 .81 .00 

主觀規範 <--> 行為意圖 .56 .39 .69 .00 

知覺行為控制 <--> 行為意圖 .63 .52 .74 .00 

 

四、配適度分析 

結構模式分析包括研究模式的配適度分析(Model Fitness)與整體研究假設的

解釋力。本研究參考吳明隆（2009）、Bagozzi 與 Yi(1988)、Bentler(1995)與

Hair ,Anderson, Tatham 與 Black (1998)與的意見，利用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

指標與精簡適配指標三類模式瞭解假設的觀念模式與實際資料契合程度，其中以

七項指標進行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包括卡方值(χ2)檢定、卡方值(χ2)與自由度

的比值、適配指標(GFI)、調整後適配指標(AGFI)、適配殘差變異數共變數的平均

值之平方根(RMR)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及比較配適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精簡比較適配指標(Parsimony-Adjusted Comparative Fi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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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FI)，卡方檢定的 p value= .00，卡方值(χ2)愈小表示整體模式之徑路圖與實際資

料愈適配，對於卡方值的顯著性，當研究樣本數夠大時，p 值會更趨近於 0(徐茂

洲、李福恩、吳玲嬛，2011；榮泰生，2011)。 

SEM 樣本大於 200 以上常易造成卡方值(χ2=(n-1)Fmin)過大，Fmin 為樣本矩

陣與期望矩陣差異的最小值。樣本數過大卡方值就大，因此 p 值容易拒絕 (張偉

豪、2011；徐茂洲、顏漢平，2013)。因此 Bollen 與 Stine(1992)提出 Bootstrape

修正。卡方值(χ2)與其自由度比值來檢定模式配適度，其比值應該越小越好，本研

究模式修正後卡方值(χ2)與自由度的比值=1.18＜3。陳順宇(2007)指出，GFI＞0.9

且 AGFI＞0.8 才可接受，本研究模式 GFI、AGFI 分別為 0.93、0.91，本研究模式

RMSEA 為 0.03；CFI 可容許標準為＞0.90，本研究模式 CFI 為 0.99；NFI 值至少

需大於 0.90，本研究模式 NFI 為 0.93，整體而言適配指標都在標準值，顯示本研

究結果是可接受之模式，因此本研究樣本資料可用來解釋實際的觀察資料。 

     表 4  

     研究模式的配適度分析 

配適指標 

(Fit Indices) 

可容許範圍 本研究模式 模式配適判別 

χ2(Chi-square) 越小越好 535.31  

χ2與自由度比值 <3 1.18  符合 

GFI >0.9 0.93 符合 

AGFI >0.9 0.91 符合 

RMSEA <.08 0.03 符合 

CFI >0.9 0.99 符合 

NFI >0.9 0.93 符合 

 

五、研究假設檢定 

由圖 1 研究模式中自變項對依變項其直接效果：態度對行為意圖路徑值為

0.26；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路徑值為 0.07；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路徑值為 0.49；

行為信念乘結果評價對態度路徑值為 0.72 達顯著水準；規範信念乘依從動機對主

觀規範為 0.82 達顯著水準；控制信念乘知覺強度對知覺行為控制為 0.68 達顯著

水準；所以假設一、二、四、五、六成立。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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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運動觀光參與者行為意圖統計模式圖 

 

 表 5  

 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一覽表 

假設 路徑關係 路徑值 假設成立 

1 態度 --> 行為意圖 0.26* 是 

2 行為信念乘結果評

價 

--> 態度 0.72* 是 

3 主觀規範 --> 行為意圖 0.07 否 

4 規範信念乘依從動

機 

--> 主觀規範 0.82* 是 

5 知覺行為控制 --> 行為意圖 0.49* 是 

6 控制信念乘知覺強

度 

--> 知覺行為控制 0.68* 是 

*p<0.05 

 

肆、討論 

一、運動觀光賽會觀眾參與樣本分佈情形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有 117 人，佔 50.6％；女性有 114 人，佔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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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試者性別分佈情形以男生居多，男生對於運動觀光競賽的參與較踴躍，

並能藉由觀賞比賽累積學習經驗，女生對運動觀光的參與度可能偏於靜態活動。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15 歲以下有 6 人，佔 2.6％；16~25 歲有 57 人，佔 24.7％；

26~35 歲有 45 人，佔 19.5％；36~45 歲有 21 人，佔 9.1％；46~55 歲有 51 人，佔

22.1％；56 歲以上有 51 人，佔 22.1％。本研究受試者年齡分佈情形以 16~25 歲

居多，參加運動觀光的年齡層不僅此在 16~25 之間，還有其他年齡層的參與者，

其次包含 46~55 歲以及 56 歲以上，因此，此次運動觀光不分老少咸宜，而年齡

層最低的是 15 歲以下，此階段的運動觀光者較無選擇自主權。本研究調查結果發

現，學生有 69 人，佔 29.9％；工商業有 18 人，佔 7.8％；服務業有 33 人，佔 14.3

％；軍公教有 60 人，佔 26.0％；家管有 21 人，佔 9.1％；其他有 30 人，佔 13.0

％。本研究受試者職業分佈情形以學生居多，由此結果推測，學生對運動觀光有

較的參與感，其次是服務業，而最低的是工商業，對於運動觀光參與較不感興趣，

且可能參與運動觀光對於本身工作在職場較無幫助。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國中

以下有 18 人，佔 7.8％；高中/職有 45 人，佔 19.5％；大專院校有 123 人，佔 53.2

％；研究所以上有 45 人，佔 19.5％。本研究受試者學歷分佈情形以大專院校居

多，其次則是高中/職、研究所以上，顯然參與運動觀光者是不分學歷高低。本研

究調查結果發現，10,000 以下有 54 人，佔 23.4％；10,001~20,000 元有 30 人，佔

13.0％；20,001~30,000 元有 27 人，佔 11.7％；30,001~40,000 元有 18 人，佔 7.8

％；40,001~50,000 元有 27 人，佔 11.7％；50,001~60,000 元有 21 人，佔 9.1％；

60,001~70,000 元有 24 人，佔 10.4％；70,001 元以上有 30 人，佔 13.0％。本研究

受試者平均收入分佈情形以 10,000 以下居多，其次是 10,001~20,000 元、70,001

元以上，由此結果推測，運動觀光參與者的月收入多寡不會造成參與影響，且不

會因收入低而降低參與程度。 

 

二、結構方程模式之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嚴謹的分析步驟驗證模式之信、效度，交叉效度檢驗均符合

Kline(2005)的溫和檢定標準，因此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整體而言仁川亞運運動

觀光參與者行為傾向模式符合基本適配指標，且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皆具有良好

的組成信度、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交叉效度(徐茂洲，2013)。 

本研究假設 1：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態度」越正

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行為意圖」愈正向。態度對於行為意圖路

徑係數為.26，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假設 1：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

球運動觀光「態度」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行為意圖」愈正

向成立。此研究結果與李碧霞(1998)、吳忠宏、范莉雯與蘇珮玲(2003)、張志銘

(2007)Ajzen 與 Fishbein(1980)、Hagger,Chatzisarantis ,Biddle 與 Orbell(2001)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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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參與者的參與態度越正面，個人的意識認知程度會有

所不同，當態度正面心情愉快，相對在行為意圖會受到認知以及情感的影響，造

就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的一個認識程度與看法。 

本研究假設 2：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行為信念乘

結果評價」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態度」愈正向。行為信念

乘結果評價對態度路徑係數為.72，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之假設 2：運動觀光參

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行為信念乘結果評價」越正向，對於仁川亞

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態度」愈正向成立。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參與者對

於活動上的評價有著喜歡與支持的一個預設立場在時，顯然態度就會是正面且評

價也會是正向。 

本研究假設 3：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主觀規範」

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行為意圖」愈正向。主觀規範對於行

為意圖路徑係數為.07，未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之假設 3：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

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主觀規範」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

「行為意圖」愈正向不成立。此研究結果與張千培與鄭志富 (2009)Ajzen 與

Driver(1992)、Suzanne, Jeanne 與 William(1996)相似。主觀意圖並無法直接影響

行為意圖其可能原因參與仁川亞運動觀光客有一定的門檻，時間金錢等知覺行為

控制因素相對重要，而同儕或朋友等主觀規範因素就顯得較不顯著影響行為意圖。

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參與者在特定的主關規範會受到其他人的影響，相對

會影響到是否繼續參與的一個行為意圖，因會考量到團體對於是否該進行觀賞球

賽的一種行為。 

本研究假設 4：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規範信念乘

依從動機」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主觀規範」愈正向。規範

信念乘依從動機對於主觀規範路徑係數為.82，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之假設 4：

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規範信念乘依從動機」越正向，

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主觀規範」愈正向成立。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

動觀光參與者會因個人因素間接影響到其他參與者，主要還是要考量到團體及他

人的意見，此時規範信念乘依從動機正向，間接主觀規範就會正向。 

本研究假設 5：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知覺行為控

制」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行為意圖」愈正向。知覺行為控

制對於行為意圖路徑係數為.49，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之假設 5：運動觀光參與

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知覺行為控制」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

球運動觀光「行為意圖」愈正向成立。此研究結果與李碧霞(1998)、吳忠宏、范

莉雯與蘇珮玲(2003)、李柏慧與劉淑燕(2005)、林新龍(2006)、張志銘(2007)、徐

茂洲、潘豐泉與黃茜梅(2011)、王耀聰與洪煌佳(2012)Hagger ,Chatzisarantis ,B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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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Orbell(2001)、Okun ,Ruehlman , Karoly , Lutz , Fairholme 與 Schaub(2003)相似。

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參與者所具備的行為能力、相關資源越多時，參與者

的知覺行為控制就越強，行為意圖就越正向。 

本研究假設 6：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控制信念乘

知覺強度」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知覺行為控制」愈正向。

控制信念乘知覺強度對於知覺行為控制路徑係數為.68，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之

假設 6：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控制信念乘知覺強度」

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知覺行為控制」愈正向成立。研究結

果與李碧霞(1998)、陳美華(2004)、吳玲嬛(2009)相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

光參與者對於個人參與產生的阻礙因素所延伸得知的一個結果越正向時，相對在

知覺行為控制個人所具備的執行能力越俱全時產生出的結果越是正向。 

 

三、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會顯著影響行為意圖，仁川亞運運動

觀光參與者以男生居多、年齡則是 16~25 歲、職業為學生為主。 

（一）仁川亞運運動觀光參與者以男生居多、年齡則是 16~25 歲、職業為學生。

因此，建議體育委會可提供運動賽事行程給予學校，透過學校體育單位、體育系

所單位，以及休閒運動所單位來做推廣，並提供給予學生參考，使得能親自體驗

到真實的賽況，獲得寶貴的球技知識。 

（二）由研究結果得知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會顯著影響行為意圖。因此，建議運

動觀光參與者應清楚瞭解參與賽事的過程、情形、及看法，並在行程規劃上能達

到自己所理想的期待，使得參與越正面，態度越正面；而運動觀光參與者在參與

運動觀光時應增加自己的能力，當資源越多，知覺行為控制就越強，而所產生的

任何行為都會影響行為意圖。 

（三）由本研究問卷知觀察變項得知觀眾覺得是有益的影響最大，故提出下列建

議：1.結合多元周邊產品，不單一只是觀賞運動賽事。2.推出公益形象廣告，體

委會可藉由選手拍攝公益廣告，增加在媒體上的曝光率，使國人注意賽事活動。

3.發放觀賞運動有益身心之傳單，增加國人對運動賽事的興趣，藉由宣傳增加更

多的愛好運動者前往觀賞運動賽事，而不在只是運動代表選手的事。 

（四）在本研究中，尚有需釐清之研究結果，即在運動觀光參與者對仁川亞運軟

式網球運動觀光「主觀規範」越正向，對於仁川亞運軟式網球運動觀光「行為意

圖」愈正向，未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不成立，需要再進一步證明，因此，未來

研究者可再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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