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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旅  遊  管  理  學  系  旅  遊  管  理  碩  士  班 

一  百  零  五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碩  士  論  文  摘  要 

論文題目：高雄市大專生夜市運動休閒消費之研究-以左營瑞豐夜市為例 

研究生：羅双輝                     指導教授：趙家民  博士 

                                             林倩綺  博士  

論文摘要內容： 

近年來，國人在夜市消費行為逐漸行成，在這種社會風氣潮流養成

之下，許多的產業選擇跟消費活動合而為一，進而促使消費休閒觀光產

業逐漸的被重視，本篇的研究是在於瞭解高雄市大專生前往夜市所產生

的消費行為，更進一步探討夜市消費受訪者在夜市體驗消費以後的情況

與感受。來提供有關主管管理單位與夜市經營業者在學術或經營策略上

的改善或規劃夜市經營者之參考依據。 

本篇的是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問卷之內容包括接受訪問的

消費者的基本屬性、夜市的消費經驗與消費的行為等三部份，有效問卷

為 457份。利用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獨立樣本 T 檢定、皮爾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實證

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消費行為的分析中，以「行為意向」的因素平

均數為最高，最受到消費受訪者的認同；而不同屬性及消費經驗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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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夜市體驗之消費行為部分具有顯著性的差異；再者於皮爾森相

關分析當中，滿意度對行為意向具有顯著性之相關，即表示當夜市消費

者對體驗滿意程度越高時候，後續行為意向無論在鼓勵親友及重遊意願

上皆具有正向的影響力。 

 

關鍵詞：消費行為、滿意度、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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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consuming behavior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night market. In this trend of social culture, many industry chooce to combine 

with consuming activities into one formation,.To promote consuming leisure 

tourism industry is being taken gradually.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ollege students’s consuming behavior of Kaohsiung citizens in the night 

market,to further explore the night market  consumer’s consumption and 

feelings after consuming in the night market.To  provide academic or 

business strateigs for improving or planning the night market operators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units and night market operators. 

The study fund that by questionnaire,including three parts: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consumer,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of night market and the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457. By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nalysis of consumer behavior, the average number 

of "behavioral intention" factors is the highest ; While in the P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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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behavior intention which means that when the night market consumer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experienc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ime, follow-up intention 

to encourage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the re-visit will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Keywords: Consumer Behavior, Satisfac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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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近幾年來隨著國人生活水準的提高與政府大力提倡並鼓勵週休二日

之影響，產業觀光休閒頗受到國內人士的愛好與重視，視為受社會結構

風潮與時代潮流之變遷，同時，過去舊思維也面臨空前未有的挑戰，以

前或過去或現在的價值觀，也已經無法負荷當今社會的潮流。現今面對

21 世紀的休閒活動已經成為人類生活的基本需求，絕大多數人透過觀光

休閒活動與運動，來促進身心健康與體會運動的興趣，嘗試去瞭解真實

的自我，並同時增進周遭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 

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現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2016）調查結果

發現，我國民眾在 104 年之運動消費支出總額為新台幣 1,188 億元，相較

於 103 年約成長 2.6%；隨著週休二日逐漸普及，每年民眾之休閒運動支

出皆有明顯上升，故在休閒消費中，運動消費占據了其中很重要的部分，

隨著政府極力推動「333 運動」及「運動人口倍增計畫」之政策，實施以

來，國人對於休閒運動的需求與重視程度已日益提升。 

「夜市」一詞是由東南亞地區極為盛行的一種兼具消費與休閒之綜

合觀光市集，在台灣是從北到南都有夜市的蹤跡，各城鎮與都市的夜市

消費及型態也都各具特色，夜市匯集了許多在地的美食、小吃與流行商

品，頗具有觀光休閒、食、衣、育、樂及生活消費的功能，逛夜市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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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夜間重要的觀光休閒經濟活動，在台灣人心目中也被視為台灣最

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在地文化。依據交通部觀光局（2012）統計資料指出，

夜市在遊客旅遊觀光景點中排名高居第 1，顯示台灣夜市最近幾年來已受

到本國人民及觀光休閒產業經營者相當的重視，同時也在國際間享有名

氣，是外國遊客來台觀光休閒行程內，必規劃的重要旅遊之選項。 

 

1.1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與人民生活習慣需求的改變，夜市裡所販賣的產品與內容

已不只限制於生活民生用品與飲食，更增加許多休閒運動遊戲機、服務

及表演性質的消費項目，使得台灣夜市的發展更有多元化。在國際上，

台灣更有「美食王國」的封號，「飲食」已形成民眾逛夜市的必要消費項

目之一，一些缺乏運動和飲食偏差之消費者，所引起導致的健康問題，

根據相關的醫學報、導報章雜誌或在電視新聞媒體上從未間斷過，很久

以來至今「活得健康」一直是台灣人最關切的問題（陳倩妮，1999）。因

此，在國人消費支出日漸成長當中，台灣人將有更多的所得收入花費在

休閒娛樂與身心保健之上（劉維公，2006）。近幾年來，在有關主管關單

位的宣傳與推動之下，許多夜市也因此轉型為頗具有國際化的休閒觀光

夜市，綜合了多元化的發展與動靜態相結合，也帶動了更多消費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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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研究中，郭嘉倫（2004）士林夜市顧客滿意度分析-以中國文

化大學學生消費行為為例；黃柏欽（2012）中國大陸觀光客的消費時空

行為探討-以高雄市六合國際觀光夜市為例；白誌傑（2012）外國旅客對

台灣夜市小吃購買行為之解析；李佳虹（2006）外籍人士對台灣夜市體

驗與意象之研究；洪千閔（2011）休閒逛街者之生活形態與消費行為研

究-以逢甲夜市商圈為例；郭子寧（2012）夜市遊客消費經驗、需求滿足

對參與意願之影響；陳慧珊（2013）觀光夜市遊客滿意度之研究－以士

林夜市為例…等人之研究者，普遍探討夜市的環境認知、夜市對經濟消

費的影響、夜市體驗、夜市意象、遊客逛夜市的行為等研究，但普遍缺

乏對夜市運動消費行為的相關探討。最近幾年來，民眾的運動習慣已逐

漸被養成，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許多產業選擇與運動活動做結合，進

而使運動休閒產業逐漸被重視，而居住在高雄市大專生在課餘之暇，夜

間的運動休閒都以逛夜市為主，本人因從事有關夜市器材之銷售並對此

議題之興趣，認為有探究之必要性，為本次研究之動機。 

 

1.2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的研究背景與動機，首先要瞭解到高雄市大專生前往左營

區對瑞豐夜市所產生的消費行為，更進一步加以探討消費受訪者在夜市

體驗運動相關的消費情形與感受。研究結果，期盼能提供給相關管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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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夜市攤商經營業者或在於學術上，來改善或規劃夜市經營時的參考

依據。 

本篇研究欲達成之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居住在高雄市大專生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的個人背景屬性與消費

經驗。 

二、想探討居住在高雄市大專生體驗夜市運動休閒的消費行為。 

1.3  研究假設 

本次研究擬提出之研究假設為： 

假設一：不同屬性之受訪者對消費行為有顯著差異性。 

假設二：不同在夜市消費經驗之受訪者對消費行為有顯著差異性。 

假設三：受訪者參與夜市消費之滿意度與行為意向有顯著性相關。 

1.4  名詞釋義 

  本研究的名詞操作型定義如下： 

1.4.1  夜市 

夜市為主要於夜間做買賣的市場，可能販售飲食、服飾、雜貨、遊

戲等生活息息相關。夜市是熱帶、亞熱帶國家的重要觀光景點，所以逛

夜市活動成為一項，兼具消費與休閒機能的特殊文化。本研究係以位於

高雄市的瑞豐觀光夜市為例（維基百科，201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C%E9%9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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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消費行為的解釋 

消費行為（Consumer Behaviour）又稱消費者行為，硏究對象是個人，

團體或組織：他們去選擇、保存，使用和處置產品、服務，經驗或想法，

以滿足需求，而這些過程對消費者和社會有所影響。它融合了心理學、社

會學、社會人類學，市場學和經濟學的元素，試圖了解買方的決策過程，

包括個人及團體：例如情緒如何影響購買行為。它研究個體消費者的特徵，

如人口結構及行為變數，以了解人們的需求，還試圖評估家庭、朋友、運

動，參照群體和一般社會群體對消費者的影響（維基百科，2017）。 

1.5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如下： 

1.5.1 研究文獻 

文獻包括台灣國碩博士論文系統所蒐集的碩博士論文，其他國內外

書籍、雜誌、學術期刊等的資料。 

1.5.2 研究地區與對象 

本研究以大專生到過高雄市瑞豐觀光夜市進行運動休閒消費行為的

族群為研究對象。（請參閱圖目錄一：高雄市瑞豐觀光夜市地圖）  

1.5.3 研究內容 

以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等所蒐集的資料，來研究高雄市的消費者前

往瑞豐夜市進行運動休閒遊戲的大專生族群消費行為做研究，來提出結

論與建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A0%B4%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3%E7%AD%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3%85%E7%B7%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7%B5%90%E6%A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2%E7%85%A7%E7%BE%A4%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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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探討第一節台灣夜市的起源與歷史背景、第二節即針對消

費行為之內涵、意義、活動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等相關理論模式與研究，依

序對相關文獻加以回顧與整理，以作為本研究之架構建立與理論基礎。 

2.1 夜市 

2.1.1 夜市相關文獻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之「中華民國 103 年來臺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之研究報告，受訪旅客主要遊覽景點依序為夜市（每百人次有 79 人次）、

臺北 101（每百人次有 58 人次）、故宮博物院（每百人次有 49 人次）、

中正紀念堂（每百人次有 38 人次）及日月潭（每百人次有 32 人次）

等。受訪旅客在臺期間參加活動以購物為最多（每百人次有 90 人次），

其次依序為逛夜市（每百人次有 79 人次）、參觀古蹟（每百人次有 47 人

次）、遊湖（每百人次有 26 人次）、泡溫泉浴（每百人次有 21 人次）

等（交通部觀光局，2014）。夜市不只是讓他們休閒娛樂的場所，更是來

台灣必經之處。台灣美食文化深植於國外旅客的印象，全賴政府近年來

全面啟動觀光資源的發展，並積極推廣台灣美食，將道地台灣文化美食

做為觀光的重要發展訴求（觀光局網站，2014）。 

夜市是東南亞地區特有的一種兼具消費與休閒功能的夜間綜合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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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iz, & Sapindal, 2012 ; Aziz, & Yeng, 2011），在台灣則處處可見，有常

態性夜市，亦有周期性夜市；有為小區域服務的地方性夜市，亦有知名

的國際性觀光夜市。逛夜市早已成為台灣民眾習以為常的休閒活動（Hsieh, 

& Chang, 2006 ; Lee, Chang, Hou, & Lin, 2008），夜市不僅提供獨特的夜間

休閒遊憩生活體驗，更匯集了美食、逛街、購物、餐飲、觀光、散步、

遊戲、街頭叫賣表演及地方文化特色，來滿足遊客的各種需求（Aziz, & 

Sapindal, 2012 ; Hsieh, & Chang, 2006; Lee etal., 2008），遊客可置身其中，

實地感受人群熱鬧歡愉擁擠的氣氛，與攤商彼此討價還價的爭勝趣味，

以及體驗在地文化、品嘗美食或探索新奇事物，這些都是台灣夜市獨具

的特色，亦是令許多人對夜市好奇造訪的原因。當觀光旅遊早已被視為

一種強調體驗的服務產業時（Martín-Ruiz, Barroso-Castro, & Rosa-Díaz, 

2012 ; Walls, 2013），夜市是台灣夜生活的一部份，提供了國人消費與休

閒的夜間場所，夜市代表著台灣獨特的夜間生活型態，同時也象徵著台

灣傳統文化的保存，所以逛夜市活動和台灣人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

並且成為兼具消費與休閒機能的特殊文化。（瑞豐夜市運動休閒活動：請

參附錄二） 

交通部觀光局在 2010年 7月舉辦了「2010年特色夜市的選拔活動」，

希望吸引更多國外旅客造訪，且藉由評選的過程鼓勵各夜市提升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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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展現夜市無限魅力。由此可知，政府將夜市視為觀光發展的重要資

源與指標，希望藉由評選方式達到對夜市的觀光價值與能見度。同時也

形成其他夜市彼此間良性競爭與提升更好的夜市環境與服務品質。 

台灣的夜市可追溯至清末時期的廟會與市集，由小吃攤販聚集逐漸

聚市形成夜市，藉由民俗節慶活動聚集廟宇及廟會活動等。在周圍或廣

場聚集攤販以進行飲食小吃、娛樂遊戲、商業買賣等交易行為。在清代

時期雖然無具體的文獻針對夜市有相關記載，但可能是人口日益增加的

因素，市集和市場逐漸自然形成，而漸漸成為現今夜市的雛型，也是人

民購物及社交的主要場所（吳世光、陳建和、潘江東，2004；陳慧珊，

2013）。而台灣夜市的持續存在，具有歷史、社會及經濟等意義，夜市提

供消費者獨特之夜間休閒遊憩的生活體驗，匯集了逛街、購物、餐飲、

觀光瀏覽、散步以及地方文化特色，已成為當地民眾及外來旅客夜間休

閒活動的重要一環（蔡長清、張雪玲、黃淑貞，2001）。蔡文彩（1985）

在「台北地區夜市之研究」中提到，夜市顧名思義是以夜間為主的街路

市集，因此可了解夜市最主要是提供人們購物之便利，並且能感受台灣

固有風土民情的地方。 

夜市以販賣商品的種類作分類，大致上可分為多機能型夜市、服飾

飲食型夜市、飲食服飾型夜市、飲食型夜市；若以等級分則可分為地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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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地攤、固定攤、延長攤、商店等數種。夜市除了提供消費者多樣

化的消費功能外，也提供了都市中另一種的休閒遊憩空間，在台灣的許

多都市之中夜市往往成為一個觀光的據點，在生活上除了基本的消費之

外，並且兼顧了休閒與觀光的意義；在許多的觀光宣導短片中常出現「台

灣夜市小吃」或「觀光夜市」，作為以夜市行銷台灣的題材手法（侯錦雄、

莊士瑩，1997）。 

休閒產業服務業者融入顧客體驗做為行銷經營模式，以達到提高顧

客滿意之目的。本文擬探討風景區夜市是否依然如此。以問卷調查搭配

觀察法、顧客深入訪談質性研究，分析消費者在台南市北門地區夜市顧

客休閒的消費特性，再依據 Schmitt（1999）將策略體驗模組（SEMs）中

的感官、情感體驗，針對消費者分別進行深入訪談，期望由顧客對風景

區夜市休閒體驗的回應，供業者建構對消費者有利的體驗策略。研究結

果顯示，風景區夜市發展，選擇以休閒、樂活（LOHAS）型態導向為服

務體驗包裝架構，有助於增進顧客的滿意回應。戴伯芬（1993）在探討

流動攤販與都會區趕集夜市的的形成中，將夜市區分為三類：1.觀光夜市：

須經由政府規劃，並配合當地資源；2.固定夜市：有固定的地點，每天營

業。3.流動夜市：只於特定日期營業。  



 
 
 
 
 
 
 
 
 
 
 
 

 

10 

 

郭子寧（2012）於研究中指出，夜市不論其服務機能、規模大小與

發展源起，提供遊客購物之便利，並具備消費、休閒遊憩、情感交流、

需求滿足功能之場所。 

過去的夜市研究中，黃柏欽（2012）中國大陸觀光客的消費時空行

為探討-以高雄市六合國際觀光夜市為例；白誌傑（2012）外國旅客對台

灣夜市小吃購買行為之解析；李佳虹（2006）外籍人士對台灣夜市體驗

與意象之研究；洪千閔（2011）休閒逛街者之生活形態與消費行為研究-

以逢甲夜市商圈為例；郭子寧（2012）夜市遊客消費經驗、需求滿足對

參與意願之影響；陳慧珊（2013）觀光夜市遊客滿意度之研究－以士林

夜市為例。針對上述文獻研究以普遍探討夜市的環境認知、夜市對經濟

消費的影響、夜市體驗、夜市意象、遊客逛夜市的行為等。又近年來因

國人的運動習慣逐漸被養成，使運動休閒產業逐漸被重視，但仍鮮少對

夜市運動消費行為的議題進行探討。因此有針對此議題探究之必要性。 

夜市的定義說法有下列多種： 

一、夜市就是以夜間為主要營業時間的街路市集（蔡文彩，1995）。 

二、夜市是都市中人群聚集的開放空間，提供人們會晤聯誼，非正式的

社交休閒娛樂場所，是社會生活的親密空間及風土性商業聚落的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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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攤販夜市是由許多流動的或半固定的攤販所聚集成的夜間市場。其

特徵為裝備容易，便於流動，一個人的人力即可做生意，成本低廉

數量限，大多位於室外公有空地上，營業時間多於傍晚到深夜（葉

錠坤，1981）。 

四、夜市是由沿街的商業及攤販所組成，營業時間以夜間為主，且夜間

的活動為白天時間的好幾倍（侯靜華，1988）。 

五、夜市為晚上攤販集中地方，是個甚麼東西都有賣的地方，其性質為

親切方便，家庭化，適合家庭出遊，想去就去，屬於人多熱鬧的地

方（余舜德，1992）。 

六、夜市是指夜間才有長時間，定期且大規模泛商業活動的店頭業者與

流動攤販的聚合體（王旭煌，1996）。 

七、夜市本身是一種非正式部門組織，其機動性極高，營業的時間無論

其開始於何時，均包含夜晚的時間，夜市的消費屬於一種隨性的消

費，在夜市消費的項目與價格的貴賤均為消費自由心靈（顏家芝、

林子傑、盧遠平、邱怡傑、李志仁，1999）。 

八、夜攤之營業時間為 PM 18 時至 24 時，即所謂夜市（紀世訓，1985）。

夜市提供了獨特的夜間休閒遊憩生活體驗，匯集了逛街、購物、餐

飲、觀光瀏覽、散步、街頭表演及地方文化特色，成為當地民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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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遊客夜間休閒活動的重要一環（蘇影倫，2006）。詹月雲、黃

勝雄（2002）在研究中提到，夜市不僅能夠提高社會經濟價值，亦

具有觀光休閒價值，亦能夠突顯傳統地方特色，其商品多樣化足以

滿足消費者的心理價值，達到促進情感交流。夜市雖為其傳統文化

的傳承，卻也益充實內涵，發展出具有「國際觀」的觀光夜市型態

（顏家芝等人，1999）。 

又從交通部觀光局進行「來台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中，顯示排名

以「夜市」（59％）居首，旅客遊覽觀光夜市以到訪士林夜市者（每百人

有 40 人）最多，華西街夜市（每百人有 7 人）次之。且於「2008 年觀光

客倍增計畫」之行銷策略中提到，欲將既有之觀光景點重新包裝，將其

發展為具有觀光魅力景點加以行銷，強調以夜市、美食等之魅力，代表

台灣地方特色之具吸引力的旅遊產品。 

夜市即是台灣人重要的觀光遊憩資源，而士林觀光夜市又是遊客遊

覽之首，故若藉由來士林觀光的遊客作為研究對象，從中分析遊客的社

經背景、消費體驗及購後行為之影響，並配合政府有關單位政策與計劃

之宣導，觀光夜市應可激發更多的遊客，並滿足遊客們新奇追求與體驗

觀光購物，以能使台灣的觀光夜市文化更加繁榮並發展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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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文獻得知與學者之敘述，夜市是由早期簡單販賣商品為

主的經營模式，漸漸轉變為講求提供遊客多樣化的消費功能、休閒遊憩

功能、需求滿足功能的綜合型場所。 

 

2.2 消費行為 

2.2.1 消費者行為之定義 

消費行為是「搜尋、評估、購買、使用和處理一項產品、服務、理念

時，所表現的各種行為。」（林靈宏，2006）。消費者會因為外在環境、

心裡因素及購買反應，來決定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可分為內在刺激（個

人與心理的刺激，如：動機、人格、生活型態等）與外在刺激（來自他

人與外界的刺激，如：文化、產品、價格等），藉由內外在彼此交互刺

激與作用，影響消費者行為（王韻，2010；李連鑫，2011）。「同一消

費行為，每位消費者背後的動機也有各不同。」（林建煌，2002）。Hu et 

al.（2009）指出「消費者行為是購買和使用產品的過程。為了滿足或解

決不同需求，消費者必須出示的搜索、購買、使用和價值的行為。」。

消費者行為不僅涉及個人在購買和使用的產品和服務，而且還會影響社

會和心理因素。他們還注意到消費者的飲食行為也受到社會-人口統計變

數，如年齡、社會階層和居住地點（Muhammad, 2012）。消費者的消費

行為背後動機不只有一個動機，而是多種動機混合而成的，因此了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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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行為，必須了解消費者的動機（林建煌，2002）。Engel、Kollat 與 Blackwell

（1968）提出 EKB 模式將決策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問題認知、訊息尋找、

方案評估、購買、購買結果。 

消費者行為是與產品或服務的交換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在現代市場

經濟條件下，企業研究消費者行為是著眼於與消費者建立和發展長期的

交換關係。為此，不僅需要瞭解消費者是如何獲取產品與服務的，而且

也需要瞭解消費者是如何消費產品，以及產品在用完之後是如何被處置

的。因為消費者的消費體驗，消費者處置舊產品的方式和感受均會影響

到消費者的下一輪購買，也就是說，會對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長期交換

關係產生直接的作用。傳統上，對消費者行為的研究，重點一直放在產

品、服務的獲取上，關於產品的消費與處置方面的研究則相對地被忽視。 

消費者行為是指人們購買和使用產品或服務時，所相關的決策行為。

經由人們評估、取得及使用具有經濟性的商品或服務的決策程序，也就

是決定購買行動以現金或支票交換所需的財貨或勞務。消費者為了滿足

需求，所表現出對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購買、使用評價和處置等

行為。由上述可知，現在消費者行為理論主要都是為購買決策形成的過

程的一種模式。 

消費者行為是研究個人、群體及組織如何選擇購買、使用與處置產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8D%A2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


 
 
 
 
 
 
 
 
 
 
 
 

 

15 

 

品及服務以滿足需求之活動（Kotler, 1997）。洪千閔（2011）歸納消費

者行為是購買行為形成過程的模式，包含消費者為滿足需求而購買和使

用產品時所表現出來的消費活動，與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項決策行為。徐

達光（2003）研究指出消費者行為是一門科學整合的學科，指消費者在

滿足需求及欲求的前提條件下，運用時間、金錢等購買相關產品，所形

成的消費者決策過程。曹采君（2013）的研究也提及，消費者為滿足需

求，所表現出對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購買、使用及評價和處置等

作為。綜合上述的文獻得知，消費者行為係指單一個體或一群消費者透

過選擇、購買、使用及處置產品、服務和經驗來滿足需求及欲求的整體

涉入過程。 

 

2.2.2 消費行為模式 

管理大師彼得․杜拉克（1973）曾說過：「企業的目的就是要創造顧

客並保有顧客」（The Purpose Of Business Is To Creat And Keep A 

Customer），雖然看起來是一句簡單的話，但背後卻是有許多道理的。而

要如何創造顧客？要如何保有顧客？都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所涉及的領

域包括企業管理、管理學、行銷學、商業心理學及顧客關係管理等等。

事實上，要創造顧客與保有顧客最基本的做法當然 是要先對顧客的行為

有深入的認識才行。因此，企業要生存就必須擁有豐富、完整的消費者



 
 
 
 
 
 
 
 
 
 
 
 

 

16 

 

行為相關知識，這些知識包括：消費者需求的了解、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因素、消費者的購買動機，及顧客 關係管理等相關知識。從管理大師彼

得‧杜拉克的觀點可以知道，沒有顧客就沒有企業，因此，認識消費者

行為對於企業來說，絕對是一門不能忽視的問題。 

要解開消費者行為的面紗，第一步當然先來了解其意義與其他相關

內涵。何謂消費者行為呢？消費者行為有何重要？為何要學消費者行為？

這些問題在本章節中皆有詳細的闡述與討論。首先說明消費者的定義：

消費者這個詞彙常被用來描述兩種消費實體，即個人消費者（Personal 

Consumer）與組織消費者（Organization Consumer）；個人消費者選購產

品或服務主要是為了自己的需要，因此這類消費者又可稱為最終消費者。

組織消費者則包括營利事業組織、政府單位、學校、醫院等機構，這些

組織都必需購買產品、設備與服務，以維持正常運作，多數的營利機構

都是將購買來的產品（相關零件或原料）再加工製造生產，進而轉賣給

其他消費者。一般來說，個人消費者可說是所有消費行為中最普及的，

因此，本書的內容是以個人消費者為主要的探討對象。 

在消費行為研究中，已陸續發展了各種不同角度切入之行為模式，

目的皆是為了建構出可以完整解釋消費者行為的理論架構。Engel、Kollat

與 Blackwell（1968）學者提出 EKB 模式，之後於 1968 年進行修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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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Miniard 教授的加入，改稱為 EBM 模式，詳述如下： 

1.EBM 模式： 

EBM 模式係由早期的（Engel-Kollat-Blackwell）EKB 模式修訂而來，

此模式消費決策過程分成七個主要階段：需求確認、資訊檢索、購前評

估、購買、消費、消費後評估與棄除等。如圖 2.1 所示。 

2.EBM 消費決策步驟： 

(1)需求確認： 

是決策過程中的第一個階段，當個體感覺理想狀況跟實際狀況之間

有差異時，便會產生問題認知，意識到需求的存在。 

(2)搜尋資訊： 

在有需求確認時，消費者便開始找可滿足其需要的資訊與答案。有

些搜尋是內在的，從記憶中掃描、取用與決策有關的知識；外部搜尋則

是從同儕、家人或市場中收集資訊。 

(3)購前評估： 

指的是消費者的評估準則以及比重，不同的消費者有不同的評估準

則，來比較不同的產品或品牌，以縮小選擇範圍。此階段包含了四個重

要的部分： 

（a）評估準則：為消費者用以評估產品的因素或標準，而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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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定將受個人內在因素、生活型態與個性影響。 

（b）信念：為消費者對各方案或品牌在各項評估準則上的評價。 

（c）態度：為消費者總合各方案或品牌在各項評估準則上的評價，

而產生對其一致的喜好程度。 

（d）意圖：指消費者對於產品或企業所可能採購特定活動或行為傾

向也是指消費者選擇某一特定方案或品牌的主觀機率。 

(4)購買： 

消費者決定是否購買後，會開始進行比價以及選擇的程序，此時會

考慮到購買通路、產品品質、價格、廣告促銷活動、銷售人員、服務品

質、整體的購買經驗。尤其是運動休閒服務業，購買的地點通常為現場

購買，由第一線人員進行促銷，消費者的決定總是瞬息萬變，干擾購買

程序的因素則是動機，或情況之改變、新的資訊、缺乏合適的產品等，

產生決策延遲。 

(5)消費： 

在購買行為產生之後，消費者擁有產品，一旦消費者使用產品，消

費就會發生。在運動休閒服務業來說，其產品就是業者提供的軟硬體服

務。也可以說，運動休閒場館的消費者進入館內使用其課程、器材與服

務的同時，就是在進行消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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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消費後評估： 

使用過產品後，會衡量原先預期與使用的感覺，如果使用 產品的感

覺或表現符合原本的期望，就會得到滿意的評價；但若低於原先的預期，

則會產生不滿意之評價。這會影響消費者再購意願與忠誠度。因為消費

者將此的印象存放於記憶中，在未來決策中還會加以參照，所以此結果

非常要，若是消費者高度滿意，接下來的決策時間就會大為縮短。 

(7)棄除： 

在有形的商品中，消費者可有很多作法，包括直接丟掉、回收、或

再售。 

而在運動休閒服務業中，消費者可能以解約退費、減少參與或完全

不參與來達成棄除的動作。本研究將以 EBM 消費行為模式，做為問卷題

項設計之參考，探究民眾參與夜市運動消費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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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EBM 消費決策過程模式 

資料來源：Blackwell, R. D., Miniard, P. W., & Engel, J. F.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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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運動消費行為 

然而在實務操作上，運動觀光的產業規模長年以來是併入觀光產業

計算，而非計入運動產業之中。尤其許多運動具有休閒性質，在結合觀

光旅遊活動之後，統計上均習慣性計入觀光旅遊產業。無論是聯 合國的

個人消費支出按用途別（ Clas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Purpose, COICOP），或是現行美、澳、日、中等主要國家的

運動消費統計調查，均未將運動觀光的相關產值計入。反倒是各主要國

家的家戶支出調查（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HES）中，觀光旅遊的

消費並不區分目的和方式，故此一支出應已包 含運動觀光的支出項目，

但卻也無法依照既有統計數據進行有效區隔。過去休閒活動文獻部分分

類之中，很多學者將運動行為明確分類在休閒活動行為之中，如周海娟

（1990）將休閒活動類型分為：知識型、社交型、娛樂型、運動型、藝

術型等五種類型。而運動消費是現代生活中的一種消費型態，當國家的

經濟顯著發達時，在健康休閒與運動有關的場地設施投資資本將會越大，

體育運動也越加蓬勃發展，以及國民生活素質及水準的明顯提昇（黃金

柱，1992）。Mullin、Hardy 與 Sutton（1993）認為消費者在運動消費行

為中應將參與者及觀賞者分成三個等級，以參與者角度來看，一級參與

者是指正在從事運動的人；二級參與者是指從事運動方面的專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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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是指媒體記者、播報員等。以觀賞者角度來看，一級觀賞者是指

現場的觀眾；二級觀賞者是指非現場觀賞，而是各種媒體欣賞運動競賽

或表演的消費者；三級觀賞者是指間接接觸相關運動產品的人。高俊雄

（2000）也將運動消費者及其使用的運動產品服務分類為四大項目： 

1.關心運動者（如報章雜誌）；2.觀賞者（透過媒體或現場）；3.購

買者（運動相關品項）；4.參與者（實地運動者）。 

本研究為探討民眾參與夜市運動消費行為，夜市具有上述學者所提

及的各項休閒活動類型，而在運動消行為的類型上，夜市所提供給民眾

的功能也皆符合實際之情形。我國自 2012年起已全面展開運動消費調查，

但依操作實務判斷，此一調查應無法涵蓋運動觀光的各種活動。交通部

觀光局所進行之年度「國人旅遊狀況調查」中雖已將「健身度假運動」

納入旅行目的，並將「運動型」納入偏好調查中，但卻缺乏實際消費行

為的分析與探究。 

故本研究擬改進「國人旅遊狀況調查」的問卷內容，針對運動觀光

的調查項目和調查內容進行更為嚴謹的操作型定義，並透過實證研究，

發掘我國的運動產業產值和規模。此一研究成果除具學術上的貢獻度之

外，尚可作為未來我國推動運動觀光產業調查的理論基礎，在實務上亦

存在極高的應用價值對於相關政策的制定和推動，可產生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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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滿意度 

2.4.1 滿意度之定義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認為，顧客滿意“是指一個人通過對個

產品的可感知效果與他的期望值相比較後，所形成的愉悅或失望的感覺

狀態”。亨利阿塞爾也認為，當商品的實際消費效果達到消費者的預期時，

就導致了滿意，否則，則會導致顧客不滿意。 

從上面的定義可以看出，滿意水平是可感知效果和期望值之間的差

異函數。如果效果低於期望，顧客就會不滿意；如果可感知效果與期望

相匹配，顧客就滿意；如果可感知效果超過期望，顧客就會高度滿意、

高興或欣喜。 

一般而言，顧客滿意是顧客對企業和員工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直接

性綜合評價，是顧客對企業、產品、服務和員工的認可。顧客根據他們

的價值判斷來評價產品和服務，因此，Philip Kotler 認為，“滿意是一種

人的感覺狀態的水平，它來源於對一件產品所設想的績效或產出與人們

的期望所進行的比較”。從企業的角度來說，顧客服務的目標並不僅僅止

於使顧客滿意，使顧客感到滿意只是營銷管理的第一步。美國維持化學

品公司總裁威廉姆泰勒認為：“我們的興趣不僅僅在於讓顧客獲得滿意感，

我們要挖掘那些被顧客認為能增進我們之間關係的有價值的東西”。在企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F%B2%E5%88%A9%E6%99%AE%C2%B7%E7%A7%91%E7%89%B9%E5%8B%92
http://wiki.mbalib.com/zh-tw/Philip_Kotler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9F%E6%9C%9B%E5%80%BC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4%BA%A8%E5%88%A9%C2%B7%E9%98%BF%E5%A1%9E%E5%B0%94&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1%BE%E5%AE%A2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8D%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8D%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Philip_Kotler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1%BE%E5%AE%A2%E6%9C%8D%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0%A5%E9%94%80%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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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顧客建立長期的伙伴關係的過程中，企業向顧客提供超過其期望的

“顧客價值”，使顧客在每一次的購買過程和購後體驗中都能獲得滿意。

每一次的滿意都會增強顧客對企業的信任，從而使企業能夠獲得長期的

盈利與發展。 

劉嘉文（2015）指出顧客滿意度為消費者在經歷消費過後，對產品

或服務產生的主反應。翁杉銘（2014）則認為顧客滿意度是顧客自己本

身對消費經驗與實際消費後，獲得之滿足的綜合評估。徐慶良（2011）

提出滿意度為有服務需求之一方，在付出代價或行動之前，心理先產生

一種期望，在原始的期望與實際的獲得之間是否合理或被滿足的心裡感

受即稱之。而林志偉（2010）則認為滿意度為顧客在使用產品或接受服

務前後實際經驗差距的認知。林慶村（2005）定義滿意度為消費者在購

買產品或服務之後的整體滿意評估。楊錦洲（2001）指出滿意度為消費

者在接受某一特定的交易或服務時，所感受到的一種合乎我意的愉悅程

度。 

國內學者對於滿意度之定義，郭嘉倫（2004）顧客滿意是顧客對一

種服務的期望與對服務的績效，二者相比較之結果。若知覺績效超過顧

客期望時，顧客會產生滿足的感覺，以達到產生顧客滿意的程度。張紫

菁（2006）曾指出產品的功能與特性若能達到顧客原本之期望或超越期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1%BE%E5%AE%A2%E4%BB%B7%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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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則能使顧客滿意；反之，若未達顧客期望時，則感到不滿意。 

國外學者對於滿意度之定義，Cardozo（1965）提出了顧客滿意度的

觀念，是最早提出此文獻的學者，主張顧客滿意度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

的行為，並且會購買其他產品，此主張已經引進到行銷學領域。Driver

與Toucher（1970）指出遊憩滿意度可用差異理論的觀點來解釋，並強調

滿意度是由遊客的期望與實際感受兩方面的知覺間差距來決定，而整體

滿意度則是由現況各層面差異的總合所決定。Kotler（1996）顧客滿意度

是指一個人愉快或失望的感受，源自其對產品的知覺績效或結果與個人

對產品的期望，二者比較後所形成的，具體而言，滿意即是知覺績效與

期望的函數關係。Crompton（2000）指出顧客滿意是遊客個人經歷活動

之後所產生的真實經驗，發自於個人與目的地經歷體驗之後所產生的心

理感覺與情感等狀況。 

 

綜合上述國內學者對滿意度研究之整理如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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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國內學者之滿意度定義 

研究者 年 份             定               義  

廖冠宇 2008 顧客購買與使用產品及所獲得的整體性經驗的評估。 

魏琉秦 2009 

顧客滿意度認為是發生在購買行為之後，消費者預

期的滿意度與實際接受服務的滿意度之間所產生的

差距，若預期較實際接受服務滿意度高，則滿意度

較低，反之則較高。 

劉牧隴 2010 針對使用服務後經驗上的一種認知。 

莊嘉滿 2011 
個人在使用系統中，感受到系統本身或其屬性所提

供之愉悅程度。 

林君品 2011 
滿意度是反映消費者在購買或使用某一產品或服務

之後的整體態度，以及是否與期待相符合。 

李思玉 2012 消費者對產品及服務使用後的整體性評量。 

張廣順 2012 

將消費者滿意度定義為自行車旅遊中，為旅客在參

與安麗紐崔萊心騎日行程後，針對服務人員所提供

的服務、旅客本身的認知與體驗過程中服務人員所

給予的服務，以及體驗後所獲得的經驗，進而產生

不同程度的情緒反應。 

蔡民生 2012 

將遊憩滿意度定義為遊客內心知覺的一種感受，遊

客依自己本身的心理感覺與情感狀況來衡量參與活

動的感受，在使用產品或服務後，一種發自內心的

情緒反應，是遊客實際體驗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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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國內學者之滿意度定義(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研究者 年 份             定               義  

謝明憲 2013 

滿意度為一種經驗累積，由認知觀點上比較後，所產

生的心理評價。若在使用後的評價達到或超出原先所

預期結果，及產生滿意；反之，則產生不滿意 

連央毅 2013 
滿意度是指馬拉松跑者實際感受到賽會主辦單位所提

供的服務，經過整體評估後的滿意程度。 

曹采君 2013 

顧客滿意度是指顧客購買產品或接受服務之後獲得滿

意、愉悅的感受，消費者會有較高的滿意度，反之則

否。 

黃梅芳 2014 

將休閒滿意度定義為個體從休閒活動中得到的需求滿

意程度，且為一種正向的感受，用來檢視休閒參與者

的認真休閒滿意度，個體在參與休閒活動時滿足程度

越高，滿意度越高。 

黃麗學 2014 
將滿意度定義為投入時間、財務、精力等從事此活動

後，對自己實際體驗後的感受。 

謝博任 2014 
滿意度是消費者在使用一項產品或是一項服務之後對

於該產品或服務所產生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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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陳俊男（2004）在七股鹽場鹽山遊客之遊憩動機、遊憩環境體驗與

遊憩滿意度之研究中，以遊憩環境屬性來探討遊客對遊憩活動之滿意度，

所使用之衡量構面包含：實質環境、社會環境、經營管理環境、活動設

施環境及整體滿意度等5項。結果發現，遊客對遊憩環境屬性的實際體驗

滿意度與整體滿意度之間有顯著相關，而遊客對遊憩環境屬性的實際體

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間也具有顯著相關，以及遊客對遊憩環境屬性的

整體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間也同樣呈現顯著相關。王伯文（2005）探討

奮起湖地區之民宿體驗、旅遊意象、遊客滿意度與忠誠度影響關係之研

究中，以整體滿意度作為衡量構面，研究結果得知，遊客滿意度與忠誠

度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在影響大學生休閒價值觀因素方面，相關文獻指出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社經地位、不同情境、地域等皆為可能因素（李元墩、張志強、

鄭瓊月、胡啟榮、傅永均，1994；彭說龍，1996；陳文長，1997；劉榮

聰、張霖家，2001），至於人格特質是否也為其中之影響因素則未見著墨。

然而，研究指出人格特質對個體的工作價值觀具有顯著的影響力，高親

和性，高經驗開放性、高勤勉正直性、低神經質者，對工作價值觀的重

視程度愈高（陳佐任，2002；蘇淑麗，2005），是故研究者推論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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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休閒價值觀可能 具有與工作價值觀類似的關係。此外，在休閒議題

範疇中，個體的價值觀與滿意度間是否有所關連並未發現類似探討，但

若就工作者而言，在不同工作領域中，出現不少研究 118 教育研究學報

指出價值觀與滿意度確實有所關聯，王弘明（2005）、楊書泓（2006）與

胡孟珠（2008）都認為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正相關，工作

價值觀可以預測工作滿意度。有鑑於此，是否個體在休閒活動方面的價

值觀與滿意度之間也同樣具有此種關係呢？此等推論有待藉由實徵數據

加以釐清。 

洪千閔（2011）在休閒逛街者之生活形態與消費行為—以逢甲夜市

商圈為例的研究中，以消費行為量表設計出滿意度問項，其使用之衡量

題項包括：商品或服務價格、購物空間、流行度、商品及服務齊全度與

行業種類等。結果發現，休閒逛街者屬性與消費經驗上對滿意度看法具

有顯著差異。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將做為本研究活動滿意度問卷設計上因

素構面選取之參考，將以「攤販服務」、「消費環境」、「動線規劃」、

「消費價格」等4個活動滿意度變項做為發展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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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行為意向 

2.5.1 行為意向之定義 

行為意向是一個人主觀判斷其未來可能採取行動的傾向（Folkes, 

1988）。Engel et al. （1995）認為，行為意向係指消費者在消費後，對產

品或企業可能採取的特定行動或行為傾向，所以行為意向比信念、感覺、

態度與實際行為間的關係來的直接；因此，在預測個人的行為時，行為

意向是較為準確的衡量指標。 

對於觀光意象的定義，林宗賢（1996）認為遊客對風景區所形成的

屬性知覺就是整體印象，且具有功能與心理性的特徵，觀光意象是對一

個地方的知覺或印象。林佳慧（1997）指出觀光意象是消費者對目的地

屬性的整體知覺，具有主觀性、總合性、推論性、累積性，四種特性。

廖健宏（1998）認為：「觀光意象係指對於一旅遊目的地的信念、想法、

與印象的總和，且旅遊經驗並不是形成觀光意象的必要條件」。楊文燦、

曾宇良與李艾琳（1999）針對觀光意象定義為：「遊客對各種觀點的印象

深刻的程度」。劉柏瑩與黃章展（2001）針對遊客從事觀光活動所產人文

社會學報 62 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第七卷第一期生的意象，定義

觀光意象為：「個人對於一觀光目的地停留在腦海中的印象」。陳惠美

（2001）認為：以當地居民觀點而言，人們對於當地環境與其周遭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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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知與態度判斷後所產生的心理圖像，稱為景觀意象；就遊客層面而

言，對於一觀光遊憩的觀點與認知判斷後，稱之為觀光意象。容繼業、

張凌翔與陳怡如（2002）將觀光意象定義為：「旅客對某一旅遊目的國各

種觀點的印象總合程度」。蔡宏進與湯幸芬（2004）認為，旅遊者對旅遊

地的所有客觀事實的知識、印象、偏見、想像及感情性的思想，稱為觀

光意象。張紋菱（2006）提出：「個人對於一觀光目的地停留在腦海中的

印象，此印象將會隨著個人經驗的累積、得到的資訊不斷地重新組織，

再加上個人情感的因素，而逐漸形成個人對此目的地的觀光意象，且影

響此一意象的因素除了觀光地本身以外，還包括與此地有關連之人、事、

物及一些商業化行為。」 

依據實際旅遊經驗重新累積意象。根據此七階段延續遊客對於旅遊

地之意象則可包括：原始意象（Organic Image）、誘導意象（Induced Image）

及複雜意象（Complex Image）（侯錦雄，1999； 侯錦雄與林宗賢，1996；

楊文燦與吳佩芬，1997；Fakeye & Crompton, 1991），並如下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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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旅遊經驗重新累積意象 

資料來源：（侯錦雄，1999； 侯錦雄與林宗賢，1996；楊文燦與吳佩芬，

1997；Fakeye & Crompton, 1991）：原始意象（Organic Image）、誘導意象

（Induced Image）及複雜意象（Complex Image） 

 

Zeithaml、Berry 與 Parasuraman（1996）認為行為意向可區分為正向

與負向的行為意向，當顧客對公司有正向的行為意向時，顧客的反應往

往能對公司產生偏好及增加對該公司的消費數量；反之，若顧客對公司

存有負向的行為意向時，其反應則是減少對該公司的消費次數，甚至拒

絕再購買。Boulding、Kalra、Richard 與 Zeithaml（1993）以再購意向及

是否願意推薦兩問項來對於服務品質進行衡量，而服務業購後之行為意

向包括了再購意願、正面口碑及對企業之認同感等後續行為。楊素蘭

（1994）對於行為意向之定義，意指顧客對環境體驗過程所產生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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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受，進而影響顧客態度、未來意向與向他人推薦的可能性，以及包

括再訪意願、介紹親友、多元參觀等。Singh 與 Sirdeshmukh（2000）顧

客忠誠度是顧客滿意與現有服務提供者維持關係的行為意向，認為在一

個關係結構中，顧客在購後對於企業信任的評價將會正面影響顧客對於

彼此關係的忠誠度。江建志（2001）顧客忠誠度可視為一種長期策略，

其所關心的是顧客行為，透過觀察顧客行為，來了解顧客長期的消費模

式，多數的顧客必定隨著消費經驗的累積與忠誠度的提昇而成為永久顧

客。劉秀瑞（2007）在民宿顧客忠誠度中指出，旅客於民宿住宿過程或

住宿過後能得到深刻的體驗，並導致顧客自發性地向他人介紹或宣傳民

宿之優點，或產生再度住宿與推薦親友的意願。 

綜合以上各學者的論述，本研究也將行為意向與忠誠行為定義為同

質性的論點，對於參與體驗後所產生的整體知覺感受，消費者對體驗感

到滿意與否，皆進而會影響後續之態度與行為，包括重遊意願、再購意

願及推薦他人等。 

2.5.2 行為意向之相關研究 

林美妙（2006）在集集地區觀光意象、遊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研

究中，以重遊意願與推薦他人兩者作為衡量行為意向之構面，研究顯示，

觀光意象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向，而滿意度對於行為意向也具有直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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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關係。 

劉彥良（2007）在探討集集鐵道觀光吸引力、遊客滿意度及行為意

向的研究中，不同社經屬性及旅遊消費經驗的遊客對後續行為意向具有

顯著差異，遊客整體滿意度上越高，對遊客後續行為意向也就越明顯，

遊客不論在鼓勵親友、重遊意願、個人需求及環境依戀上皆具有正面的

影響力。 

綜合以上學者的實證中發現，不同社經屬性及旅遊消費經驗的遊客

對後續行為意向具有顯著差異，而滿意度對於行為意向的關係也具有顯

著影響，故本研究依此例方式探討其相互影響關係，並以推薦親友、再

購意願等作為衡量行為意向之構面。 

1.行為意向之相關研究 

Parasuraman et al.（1996）指出當顧客接受服務後，會針對實際體驗

產生對服務品質之認知，而引發出行為意向。江素貞（2004）採用Mathwick 

et al.（2001）的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與享樂性四個構面

者進行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及消費者行為意向之關係研究，研究結果發

現四個體驗價值構面，皆會對消費者行為意向產生直接且正向的影響關

係，影響效果最大的構面為享樂性價值，其次則是服務優越性價值。鄒

文恩（2005）研究顯示，感官、情感與行動體驗會正向影響體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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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價值對顧客滿意呈現顯著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對消費者行為意向呈

現顯著正向關係。 

綜合上述學者對行為意向的定義與衡量方式，本研究定義行為意向

為「消費者在餐廳消費體驗後，對於體驗過程中所產生的評估與感受，

進而影響其主觀判斷及未來 採取的行為傾向」。 

林美妙（2006）在集集地區觀光意象、遊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研

究中，以重遊意願與推薦他人兩者作為衡量行為意向之構面，研究顯示，

觀光意象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向，而滿意度對於行為意向也具有直接的影

響關係。 

Parasuraman et al.（1996）衡量行為意向的量表，所衡量的項目與本

研究的研究興趣較為接近其亦受到國內對於行為意向衡量的廣泛使用

（莊瑞鑫，1999；林偉修，2003； 張雅薇，2004；林嘉柏，2004），因

此，本研究以 Parasuraman et al.（1996）行為意向評量之量表（表 2.5）

為基礎，以忠誠度、支付更多、轉換行為、內部回應與外部回應等構面，

作為衡量消費者行為意向之指標。 

因此綜合以上學者的實證中發現，不同社經屬性及旅遊消費經驗的

遊客對後續行為意向具有顯著差異，而滿意度對於行為意向的關係也具

有顯著影響，故本研究依此例方式探討其相互影響關係，並以推薦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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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購意願等作為衡量行為意向之構面。 

2.6 運動消費行為、滿意度及行為意向之相關研究 

從 1965 年起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CS）概念開始引進

至行銷學的領域，自此顧客滿意度開始成為一個正式的研究領域。顧客

滿意的重要性已經廣泛的被企業實務與學術研究所確認，顧客滿意不僅

是行銷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實務與學術研究所共同感興趣的研究議

題。 

外國學者 Haward 與 Sheth（1969）也指出滿意是判斷對於所承受的

犧牲而得到的報酬是否適當的一種認知的表現。國內學者許士軍（1977）

以心理學者的觀點說明：滿意是一種心理感覺或情異性的反應。另外

Oliver（1981）也指出滿意是在取得產品時附帶得到或在消費經驗中得到

的驚喜所做的評價，但是人們對於驚喜所帶來的興奮普遍不會持續很久，

所以 Oliver 認為滿意的感覺很容易消逝。  

又國內學者陳柔卿（2014）在台灣觀光夜市的觀光意象對重遊意願

之影響-以顧客滿意度為中介變數的研究中，在受訪遊客基本資料之差異

分析結果呈現，受訪者屬性不同在觀光意象、顧客滿意度、重遊意願構

面具有顯著差異。另觀光意象、顧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相關係數分析

結果顯示，三者彼此間皆呈現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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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仁華（2008）在大陸觀光客對台北觀光夜市之購物動機、購物行

為與購後行為關係之研究中發現，大陸觀光客購物動機對於購物行為有

顯著影響；大陸觀光客購物行為對夜市整體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大陸觀

光客之夜市整體滿意度對購後行為有顯著之影響。 

張雅媜（2009）在遊客旅遊動機、目的地吸引力與滿意度間之關係

研究中，以南鯤鯓代天府為例，研究結果顯示，遊客社經背景不同，其

旅遊動機、目的地吸引力與滿意度有顯著差異。遊客旅遊特性不同，其

旅遊動機、目的地吸引力與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梁文信（2006）在高爾夫球場球友參與動機及顧客滿意度之研究得

知，社經地位在高爾夫球友顧客滿意度分析中，教育程度、職業類別對

高爾夫球友在顧客滿意度之構面上也具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各學者之相關實證研究發現，不同消費者屬性、消費經驗、

消費特性，對於活動滿意度與行為意向具有顯著差異。而消費行為與活

動滿意度及行為意向三者之間也相互具有顯著相關，根據以上文獻，奠

定本研究之架構與理論基礎。 

國內學者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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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運動消費行為、活動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陳柔卿 2014 

台灣觀光夜市的觀光意

象對重遊意願之影響-以

顧客滿意度為中介變數 

受訪者屬性對顧客滿意度、重

遊意願（顯著差異）；顧客滿

意度與忠誠度（顯著相關） 

張哲瑜 2014 

應用計畫行為理論探討

消費者購買有機蔬果之

消費行為與行為意圖研

究－以台中地區為例 

消費者的「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與「信

任」越正向，則對其購買有機

蔬果的「行為意圖」有著越顯

著的正向影響 

鄭慧娟 2012 

運用計畫行為理論探討

準備早餐之行為意圖－

以基隆市國小高年級學

生家長為例 

準備早餐之行為態度、主觀規

範與準備早餐之行為意向呈現

高度正相關。 

楊芝青 2012 

以計畫行為理論探討決

策影響因素與旅遊意願

對環境行為之相關研

究—以高雄市國小教師

之生態旅遊為例 

一、個人背景及生態旅遊行為

對其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旅遊意願、決策影響

因素、行為意圖及環境行為有

正向顯著影響。二、主觀規範

是教師之生態旅遊意願最重要

影響因素，其餘依序為態度、

知覺行為控制及決策影響因

素。三、態度、主觀規範及知

覺行為控制會透過旅遊意願的

中介影響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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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運動消費行為、活動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年份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白玉鈴 2011 

國中教師參與專業學習

社群之行為意向--以計畫

行為理論為例 

國中教師參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態度」、「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向」

間具有顯著相關。 

劉美鈴 2011 

大學生健康飲食行為意

圖研究一以某私立技術

學院為例 

研究對象健康飲食行為意圖及

其影響因素，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之間會因人口變

項而部分有差異；研究對象健

康飲食的態度、主觀規範、與

知覺行為控制對健康飲食之行

為意圖具有正向影響。 

孔仁華 2008 

大陸觀光客對台北觀光

夜市之購物動機、購物行

為與購後行為關係之研

究 

滿意度對購後行為（顯著相關） 

 

張雅媜 2009 

遊客旅遊動機、目的地吸

引力與滿意度間之關係

研究，以南鯤鯓代天府為

例 

人口統計變數對旅遊動機、滿

意度（顯著差異）；旅遊動機與

滿意度（顯著相關） 

梁文信 2006 

高爾夫球場球友參與動

機及顧客滿意度之研究 

社經屬性對參與動機、顧客滿

意度（顯著差異）；參與動機

與顧客滿意度（顯著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摘錄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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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是以參照夜市消費之高雄市大專生夜市消費者18-24歲為研究

之對象，研討大專生的夜市運動休閒遊戲消費行為、參與滿意度與行為

意向之關係。並且分析不一樣受訪者的屬性與消費經驗分別對夜市運動

休閒遊戲消費行為、參與滿意度與後續行為意向之差異情況，再者分析

受訪者夜市運動休閒遊戲消費行為，包含參與滿意度與後續行為意向的

相關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並參考相關文獻Engel、

Blackwell與Miniard（1995）的消費行為模式為衡量基礎的實證研究，提

出研究的基本架構。如下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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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H2 H1 

消費行為(量表) 

1.消費動機 

2.資訊收集 

3.夜市吸引力 

4.交通便利性 

5.最常消費地點 

6.滿意度 

7.行為意向 

 

 

受訪者之基本屬性 

1.男女性別。 

 

H3 

受訪者 

消費經驗 

1.逛夜市同行對象 

2.最近三個月內逛夜

市的次數 

3.逛夜市所使用之交

通工具 

4.逛夜市花費之金額 

5.逛夜市所花的時間 

6.逛夜市最主要的運

動消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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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流程圖 

本節次之研究流程總共分成五個重要的順序與步驟，如下圖 3.2 所

示： 

1.探討研究本篇主題與運動消費行為之相關文獻記載，確立本次所得之

研究背景動機與問題分析與確認研究範圍及目的。 

2.透過文獻探討及蒐集各學者之相關文獻，共包括如下：夜市發展的歷

史淵源、消費者行為之內涵與意義、活動滿意度與忠誠度等構面的相

關文獻，進而定義研究變數與推論出研究假設。 

3.確定本篇之研究架構、研究之對象與設計量化之問卷內容後，隨即進

行實施對受訪者問卷前測，問卷回收後並做評估與修正，作為正式問

卷設計之參考依據。 

4. 發放問卷與調查，作完成以後，進行問卷資料篩選總整理和分析。 

5.根據問卷調查分析之結果，提出結論、建議與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並

提供業者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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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 

3.3 研究對象 

問卷調查時間設定於2017年2月7日起至3月15日止，每星期二至星期

日晚間約19：00-23：00在高雄市瑞豐夜市進行問卷發放，預定發放出之各

回收比率為50%的問卷份數比例。調查地點於瑞豐夜市的夜市出口及入口

進行便利抽樣，由現場放問卷之人員針對逛夜市的高雄市大專生進行問卷

調查意願探查，受訪前需獲得該受訪者同意後，才能提供問卷請求受訪者

填答。問卷填答後，由現場人員稍作檢查且確認問卷填答沒有遺漏方才能

完成問卷的答卷，填完問卷之大專生現場發放者贈與紀念品一份。 

    研究方向的確立 

總結論與建議 

   問卷前測與修正 

 
問卷正式發放 

 如何設計問卷 

建立本研究架構 

 

定義變數與研究假設 

 

文獻之探討 

 

 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料整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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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精確度和信賴度之條件限制下決定其樣本之大小。透過運用

以下統計公式來求得所需樣本數： 

 

上述的公式之中： n：樣本個數  

    e：最大可容許之誤差 

    p：母體比率 

    z：在信賴度為 α 之下之標準常態值 

本研究是以參與夜市消費之高雄市大專生為研究對象，在α＝.05，e

＝.05的條件下，透過公式，求得所需之樣本數。由於母體比率無法得知，

因此，採較保守的做法，取p＝.05，經過計算求得所需樣本數最少要達到

385份。為避免龐大壅擠逛夜市的人潮造所成太多無效問卷，因此總共預

計發放480份左右問卷。 

 

3.4 研究工具 

本章節問卷設計的研究變項含概三部分，分別為夜市消費經驗、夜

市運動消費行為、個人資料（研究變項定義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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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夜市消費經驗 

夜市消費經驗變項為：逛夜市同行對象、在最近三個月之內逛夜市

的次數、逛夜市時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逛夜市之花費費用、逛夜市所花

費時間、逛夜市最主要的運動消費種類等共有 6 個問題。此部分主要是

根據國內相關實證研究之作者陳柔卿（2014）、洪千閔在（2011）等所

提出的消費經驗，作為本次問卷問題之參考依據。 

 

表3-1  夜市消費經驗研究變項定義如： 

構 面 題 號 問    題 

夜 

市 

消 

費 

經 

驗 

1 逛夜市同行對象 

2 最近三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 

3 逛夜市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4 逛夜市花費之金額 

5 逛夜市所花的時間 

6 逛夜市最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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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夜市運動消費行為 

本篇研究為探討針對高雄市大專生夜市休閒遊戲運動消費之行為，

而消費行為量表主要是根據Engel、Blackwell與Miniard（1995）的消費行

為模式為衡量基礎。本次的研究消費行為量表分為「消費動機」、「資

訊收集」、「夜市吸引力」、「交通便利性」、「最常消費地點」、「滿

意度」、「行為意向」等七大構面進行研究探討，共計有28個變項，採

用李克特之五點量表評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如表

3.2。詳細題項分別敘述如下： 

1、消費動機 

本研究消費行為量表中的「消費動機」構面共計分成 11個議題項目： 

(1).將逛夜市當做是一種休閒運動 

(2).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要紓緩壓力 

(3).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無聊想打發時間 

(4).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激發創造性思考與發揮潛能 

(5).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身體充滿青春活 

(6).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能獲得實際的滿足感 

(7).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個人喜歡接近人群 

(8).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増加人和人和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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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來考驗自己參與活動的能力 

(10).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友人邀請而來 

(11).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增加求知慾望 

2.資訊收集 

消費行為在量表中的「資訊收集」構面共分成2個議題項目： 

(1).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親戚朋友的推薦 

(2).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經由網路推薦而來 

3.夜市吸引力 

消費行為量表中的「夜市吸引力」構面分成3個題目： 

(1).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活動種類非常齊全 

(2).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消費價格公道合理 

(3).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有相當的知名度。 

4.交通便利性 

針對交通便利性的消費行為量表中的「交通便利性」構面共分成2個

題項： 

(1).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夜市停車不但方便而且免費停車而來。 

(2).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當地夜市交通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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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常消費的地點 

對消費行為量表中的「最常消費地點」構面可共分成4個項目： 

(1).體驗夜市一般民眾的運動消費是因有固定前往的店家 

(2).一般.民眾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店家環境設計 

(3).一般民眾.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店家服務品質佳 

(4).一般民眾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店家氣氛具有吸引 

6.滿意度議題 

在消費行為量表中的「滿意度」構面共分成4個項目： 

(1).我對夜市的攤販服務品質感到滿意 

(2).我對夜市的動線規劃感到非常滿意 

(3).我對夜市的消費環境品質感到滿意 

(4).我對夜市的消費價格公道感到滿意 

7.行為意向議題 

針對一般消費行為量表中的「行為意向」構面共分成2個項目： 

(1).我下一次仍會在消費於夜市之相關運動活動 

(2).我會推薦親朋好友消費夜市之有關運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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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夜市運動一般民眾對消費者行為研究變項定義 

構面 題號 問    題 

消費者

動機 

1 將逛夜市當做是一種消費運動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無疑是想解除心中壓力 

3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來打發時間 

4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想來激發出創造性思考和潛能 

5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本身充滿著活力 

6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能夠得到滿足感 

7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比較喜愛接觸人群 

8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增加人際關係與關係的和諧 

9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考驗本身參與活動之能力 

10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友人邀請才來的 

1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增加追求知識的慾望 

資訊 

收集 

1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親戚或朋有的推薦 

13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經由網路推薦而來的 

夜市 

吸引力 

14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品與種類非常齊全 

15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價格公道合理 

16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知名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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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夜市運動一般民眾對消費者行為研究變項定義(續) 

構面 題號 問    題 

交通 

便利性 

17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免費停車很便利 

18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交通非常方便 

 

最常消

費地點 

19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有固定的商家 

20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商家對於環境很用心的設計 

2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家有很好的服務態度 

2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被店家優美氣氛所吸引住 

 

滿意度 

23 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感覺滿意 

24 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動線規劃感覺滿意 

25 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消費環境感覺滿意 

26 我對於夜市擺攤消費價格感覺滿意 

行為 

意向 

27 本人下一次仍會再參加夜市相關運動活動 

28 也會推薦親戚朋友參與夜市相關運動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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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變項方面共分為性別男、女、2個變相來檢測：這部分主要

是根據國內實證研究者洪千閔（2011）所提出的人口統計變項，作為本

次研究個人基本資料屬性之參考。 

 

表3.3  個人資料研究變項定義 

構 面 題 號                   問    題 

個人資料 1                            性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3.5  資料處理 

3.5.1 資料蒐集方法 

1.文獻回顧法 

收集國內夜市一般民眾消費行為與運動消費行為之間的相關資料，

為了解目前他的發展現況、活動內容以與特色等等。在理論上所引用的，

主要包括消費動機、活動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等一般民眾消費行為之間的

相關性理論。又經整理綜合所有研究的討論，建立遊客對夜市運動消費

行為的消費動機、活動滿意度則以行為意向的研究架構，作為本實證研

究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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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調查法 

針對高雄市大專生消費情況用問卷調查方式來收集資料，並以隨機

抽取方式來進行。 

 

3.統計分析方法 

（1）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itive  Analysis） 

運用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數值，藉以瞭解樣本結構在各

項之間所呈現的分佈情形。 

（2）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什麼叫做「信度」就是指測量的一致性的程度。但是「信度」並不

是表示效度的絕對保證，但「信度」高就是構成這一份有效度測驗應有

的基 本條件。本次的研究採用Cronbach’s α係數來檢測問卷題目之間的

一致性與穩定性。若Cronbach’s α係數愈高，則表示各項目彼此之間的關

聯性愈高，即問卷具有一致性高。（Cuieford，1965）認為當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0.7時，屬高信度；當Cronbach’s α係數介於0.7-0.35之間，屬中

性度當Cronbach’s α，而係數小於0.3者，屬低信度。 

（3）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以對消費行為模式中的「消費動機」、「資訊收集」、「夜市吸引

力」、「交通便利性」、「最常消費地點」、「行為意向」、「活動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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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等進行因素分析。 

（4）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則運用比較與檢定消費者的消費經驗，分析對消費行為的差異性。 

（5）皮爾森積差相關測量（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主要是用來檢測兩個都是等距或比率變數之間的相關性研究，此種

方法能瞭解活動滿意度對行為意向之間的相關性。 

（6）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 Samplet - Test） 

在人口統計變項之中，如性別屬於兩種變項者，則採用獨立樣本t 檢

定，藉以辨別二組獨立樣本的平均數是否相等與顯著性差異。 

（7）雪費（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法 

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性差異時，藉以檢定各變數組間之差異

性。 

（8）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使用強迫進入法對活動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相互進行迴歸分析，當具

有某種顯著性的水準下，把所有對依變項產生解釋力的預測變項納入迴

歸方程式中，且在不考慮預測變項間的關係，算其所有變項的迴歸係數，

使用上以檢視每個預測變項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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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本研究檢測方式是以問卷調查來收集樣本資料，問卷共計發放 480

份，扣除沒有回收及填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 23 份，共計回收 457 份，其

有效回收率高達 95%，運用統計軟體 SPSS 分析，以描述性統計、信度分

析、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皮爾森相關分析、

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各種研究假設之驗證並討論其實證分析的

結果。 

 

4.1 基本資料分析 

4.1.1  受訪者屬性分析 

本次研究問卷設計中，受訪者基本屬性之問項分別為：性別及居住

地等 2 個問項。如表 4.1： 

1. 性別 

受訪者性別方面，在 457 份有效問卷樣本之中，「男性」為 243 人，

占總樣本數的 53.2%，「女性」有 214 人，占總樣本數的 46.8%，本研究

受訪人數以男性略多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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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受訪者屬性統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4.2 受訪問者接受消費經驗分析 

此次在問卷設計當中，受訪者之消費經驗問答項目分別為： 

其中在針對詢問逛夜市同行的對象題目，將其分為：於最近三、四

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最近一次逛夜市所使用之交通工具、最近一次逛

夜市的花費及本次逛夜市所花的時間與逛夜市最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等

共計分為 6 個問項。敘述如表 4.2。 

1.逛夜市同伴的對象 

在受訪者同行成員的分佈以「自家人」居多，占總樣本數中的 62.8%，

其次是「好友」，占整體數中的 19.7%，而「同學」前往者，占整體數 10.3%，

而最少者是與「其他」成員同行，僅佔整體數中之 2.0 %。由此知，逛夜

市最適合與家人及好友同遊歡樂的最好去處。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43 53.2 

女 214 46.8 

總計  4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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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至四個月內逛夜市之次數 

針對在最近受訪者最近三、、四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比例則以「二~

四次的比例為最多，占所有樣本比率的 43.3%（第一順位），以「一次」

的受訪者居次（第二順位），占總樣本數的 33.7%，也有「五~七次」的受

訪者，約佔占 12.9%，而「八次以上」受訪者最少，僅占整體數的 10.1%。

由結果發現，整體數有 66.3%屬於最近三個月內至少第二次以上受訪者表

示接訪問者都普遍具有高度的重遊意願及定期逛夜市之頻率。 

 

3.此次逛夜市所使用何種交通工具 

在這次調查受訪者（此次逛夜市）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徒步」者

為最多，占總樣本數的 34.8%，其次則為「汽車-接送」者，占整體的 29.5%，

依序為「機車-接送」，占 21.0%，而「騎自行車」，約占 14.7%。由其結

果得知，逛夜市是屬於地區性的活動，民眾會選擇以就接近住處的夜市

為參與活動的選擇，因此多數以走路方式前往就可以。而整體數目中的

各項交通工具使用分布平均，其中因逛夜市都以家人陪同為最主要，因

此大約有 50.5%的受訪者是由家長以汽、機車接送的方式前往最近的夜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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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次逛夜市所要花費的金額 

在受訪者這趟在消費金額方面，則以消費在「101－500 元」者之間

的比例為最多，占所有樣本數的 53%，其次為消費在「500－1,000 元」

者，約占 20.6%，而消費「100 元以下」者，約占 13.1%，而消費在「1,001

－1,500 元」與「1,501 元以上」者為最少數，僅占整體數的 13.3%。由此

得知，有將近有 86.7%的受訪者在此行花費上低於 1,000 元，尚有符合未

成一般消費者的消費能力。 

 

 

表4.2 受訪者消費經驗統計表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逛 夜

市 同

伴 的

對象 

家人 287 62.8 

逛 夜

市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半小時內 52 11.4 

好友 90 19.7 
半小時~未

滿一小時 
133 29.1 

情侶 24 5.3 
ㄧ小時~未

滿二小時 
174 38.1 

同學 47 10.3 
二小時~未

滿三小時 
63 13.8 

其他 9 2.0 
三小時（含

以上） 
3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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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受訪者消費經驗統計表（續）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三 至

四 個

月 內

逛 夜

市 之

次數 

一次 154 33.7 

逛 夜

市 最

主 要

的 運

動 遊

戲 消

費 

釣蝦 45 4.5 

二~四次 198 43.3 撈魚 95 9.4 

五~七次 59 12.9 射箭 63 6.3 

八次 

（含以上） 
46 10.1 射飛鏢 81 8.1 

逛 夜

市 所

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徒步 159 34.8 套圈圈 102 10.1 

自行車 67 14.7 打彈珠 123 12.2 

機車 

（接送） 
96 21.0 籃球機 130 12.9 

汽車 

（接送） 

 

135 

 

29.5 
賓果遊戲 33 3.3 

逛 夜

市 所

要 花

費 的

金額 

100 元（含

以下） 
60 13.1 

玩 具 槍 射

擊 
96 9.5 

101~500 元 242 53.0 
棒 球 打 擊

場 
72 7.2 

501~1,000

元 
94 20.6 

棒 球 九 宮

格 
66 6.6 

1,001~1,500

元 
32 7.0 其他 100 9.9 

1,501 元 

（含以上） 
29 6.3 總樣本數 N＝4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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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逛夜市所需要花費的時間 

再接受訪問者本次逛夜市所需要花費的時間，以「ㄧ小時~未滿二小

時」為最多，占所有樣本比率的 38.1%，「半小時~未滿一小時」居次位，

占總樣本數的 29.1%，「二小時~未滿三小時」則占 13.8%，而「三小時（含

以上）」為最少，僅占整體的 7.7%。所以發現，在整體所有將近 80%受

訪問者在最近一次逛夜市所需要花的時間約在二小時之內。 

 

6. 本次逛夜市最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 

受訪者本次逛夜市最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以「投籃機」比例為最多，

佔據所有樣本比率之 12.9%，以「打彈珠」的受訪者居次，占總樣本數的

12.9%，「套圈圈」的受訪者，占 10.1%；而「釣蝦」與 「賓果遊戲」的

受訪者最少，僅分別占整體的 4.5%及 3.3%。由結果發現，夜市內各種運

動消費項目都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大專生體驗的選擇也趨向於平均。 

 

4.3 消費行為統計分析 

4.3.1  消費動機之分析 

在調查研究問卷之設計當中，對夜市運動消費的「消費動機」問項

共計有 11 個題目，如表 4.3。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前五名排序分別為：「藉

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無疑是想解除心中壓力（4.14）」、「（藉體驗夜市運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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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來打發時間 3.86）」、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能夠得到滿足感「（3.80）」、「將

逛夜市當做是一種消費運動（3.71）」及「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本

身充滿著活力（3.61）」。由此得知證明，接受訪問者普遍想藉由下班後的

時間，到夜市進行休閒運動，紓解工作壓力、放鬆身心並當獲得滿足。

而運動消費動機較弱勢的前三名分別為：「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想來激發

出創造性思考和潛能（3.47）」、「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比較喜愛接觸人

群（3.38）」及「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增加追求知識的慾望（3.35）」。

結果發現，受訪者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較傾向於純粹放鬆，想暫時擺脫工

作上所帶來的壓力，參與活動大多屬於自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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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消費動機統計表 

題號 排序 消費動機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2 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無疑是想解除

心中壓力 

4.14 0.878 

3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來打發時間 3.86 0.983 

6 3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能夠得到滿足感 3.80 0.958 

1 4 將逛夜市當做是一種消費運動  3.71 1.027 

5 5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本身充

滿著活力 

3.61 0.994 

9 6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考驗本身

參與活動能力 

3.58 0.993 

10 7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友人邀請

才來的 

3.56 0.955 

8 8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增加人際關

係與關係的和諧 

3.53 1.009 

4 9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想來激發出創

造性思考和潛能 

3.47 1.016 

7 10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比較喜愛接

觸人群 

3.38 1.050 

11 1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增加追求

知識的慾望 

3.35 1.0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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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資訊收集分析說明 

本次的研究問卷設計中，夜市運動消費之「資訊收集」問項共計有 2

項題目，如表 4.4。經描述性統計分析檢測，依序分別為：「藉體驗夜市

運動消費是因親戚或朋有的推薦（3.48）」、「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經由

網路推薦而來（3.17）」。 

由此得知，再接受訪問者消費者主要是透過親友口耳相傳的介紹而

進行運動消費，而較少參考網路推薦的部分。 

 

表4.4  資訊收集統計表 

題號 排序 資訊收集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12 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親戚或朋有

的推薦 

3.48 0.983 

13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經由網路推薦

而來的 

3.17 1.053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整理 

 

4.3.3  吸引力分析 

對於夜市運動消費的「吸引力」之問項總共計有 3 項題目，如表 4.5。

經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依序分別為：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價格公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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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3.71）」、「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品與種類非常（3.51）」、「（藉體驗

夜市運動消費知名度非常高（3.46）」。 

由此可知，受訪者對體驗高雄市瑞豐夜市的運動休閒遊戲消費係考

量其價格，以及活動種類是否齊全所吸引。 

 

表4.5  吸引力統計表 

題號 排序 吸引力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15 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價格公道合理 3.71 0.941 

14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品與種類非

常齊全 

3.51 0.995 

16 3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知名度非常高 3.46 0.9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整理 

 

4.3.4  交通便利分析 

至於對問卷中，夜市運動消費之「交通便利」問項總共計有 2 項題

目，如表 4.6。經描述性統計分析，排序分別為：「（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

交通非常方便 3.36）」、「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免費停車很便利（3.25）」。

由此得知，受訪者體驗瑞豐夜市在交通便利性方面比教不滿意，平均數

相較其他構面皆較為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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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交通便利統計表 

題號 排序 交通便利性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18 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交通非常方便 3.36 0.966 

17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免費停車

很便利 

3.25 1.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整理 

 

4.3.5  最常消費地點分析 

對於夜市運動消費之「最常消費地點」問項總共計有 4 題目，如表

4.7。經描述性統計分析，排序分別為：「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有固定的商

家（3.51）」、「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被店家優美氣氛所吸引住（3.43）」、「（藉

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家有很好的服務態度 3.40）」、「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

是因商家對於環境很用心的設計（3.29）」。由此得知，受訪者夜市運動消

費的最常消費地點，是因具有高度的再購意願，此意願會受到店家氣氛

吸引及服務態度的好壞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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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最常消費地點統計表 

題號 排序 最常消費地點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19 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有固定的商家 3.51 0.982 

22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被店家優美氣氛

所吸引住 

3.43 0.947 

21 3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家有很好的服

務態度 

3.40 0.98 

20 4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商家對於環

境很用心的設計 

3.29 0.9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整理 

 

4.3.6  對滿意度檢測分析結果發現 

對夜市運動消費之「滿意度」問項總共計有 4 項題目，如表 4.8。經

由描述性統計分析，排序分別為：「整體而言，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感覺滿

意（3.69）」、「整體而言，我對於夜市擺攤消費價格感覺滿意（3.63）」、「整

體而言，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動線規劃感覺滿（3.57）」、「整體而言，

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消費環境感覺滿意（3.49）」。 

由此推論其結果得知，受訪者對夜市運動消費的滿意度以服務及消

費價格感到較為滿意，至於對消費環境之評價來說，受訪者之滿意度值，

較為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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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排序 滿意度之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23 1 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感覺滿意 3.69 0.892 

26 2 我對於夜市擺攤消費價格感覺滿意 3.63 0.917 

24 3 
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動線規劃感

覺滿意 

3.57 0.929 

25 4 
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消費環境感

覺滿意 

3.49 0.9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4.3.7  行為意向分析 

對夜市運動消費之「行為意向」問項題目總共計有 2 項，如表 4.9。

經由描述性統計分析，排序分別為：「本人下一次仍會再參加夜市相關運

動活動」其行為意向有（3.79）、「也會推薦親戚朋友參與夜市相關運動活

動」其行為意向有（3.61）。 

由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本人下一次仍會再參加夜市相關之休

閒運動的活動」是有意願的、至於對「也會推薦親戚朋友參與夜市相關

之運動活動」則意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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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行為意向統計表 

題號 排序 行為意向之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27 1 
本人下一次仍會再參加夜市相關

運動活動 

3.79 0.962 

28 2 
也會推薦親戚朋友參與夜市相關

運動活動 

3.61 1.0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4.4 消費行為因素分析 

此章節之研究為探討消費者在夜市從事休閒運動消費之行為，而消

費行為量表是根據 Engel、Blackwell 與 Miniard（1995）的消費行為模式

為衡量基礎。  

消費單元行為量表檢測分為「消費動機」、「資訊收集」、「夜市吸引

力」、「交通便利性」、「最常消費地點」、「滿意度」、「行為意向」等七大

構面進行研究分析探討，共計 28 個變項。 

下列敘述是將 28 個消費行為變項進行因素分析，進而使用信度分析

法檢測，以瞭解各因素間彼此間之可信度及穩定性。各因素信度

Cronbach’s α 值均達到 0.7 以上，屬於高信度，檢測顯示消費行為構面在

問卷變項中具有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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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因素一「消費動機」 

  本單元因素題項共計包含： 

1. 將逛夜市當做是一種消費運動 

2.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無疑是想解除心中壓力 

3.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來打發時間 

4.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想來激發出創造性思考和潛能 

5.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本身充滿著活力 

6.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能夠得到滿足感 

7.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比較喜愛接觸人群 

8.藉體驗夜市消費可增加人際關係與關係的和諧 

9.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考驗本身參與活動之能力 

10.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友人邀請才來的 

11.藉體驗夜市運動休閒遊戲消費是想增加追求知識的慾望 

等 11 個「消費動機」變項，因素平均數為 3.64，KMO 值為 0.939，

解釋變異量為 55.451%，因素平均數為 3.67，Cronbach’s α 信度值為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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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因素二「資訊收集」 

本因素題項包含： 

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親戚或朋有的推薦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經由網路推薦而來的 

以上二個「資訊收集」之變項，因素分析顯示平均數為 3.28，KMO

值為 0.616，其解釋變異量為 81.218%，因素之平均數為 3.31，Cronbach’s 

α 信度值為 0.789。 

 

4.4.3  因素三「夜市吸引力」 

針對以上「夜市吸引力」因素題項包含： 

1.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品與種類非常齊全 

2. 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價格公道合理 

3.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知名度非常高 

等議題共計 3 個「夜市吸引力」之變項，因素分析顯示其平均數為

3.57，KMO 值為 0.717，解釋變異量為 73.197%，因素平均數為 3.57，

Cronbach’s α 信度值為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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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因素四「交通便利性」  

分析因素「交通便利性」之題項本研究共歸類 2 個包含： 

1.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免費停車很便利 

2.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交通非常方便 

結果顯示「交通便利性」之變項，平均數為 3.28，KMO 值為 0.661，

解釋變異量為87.341%，因素平均數為3.28，Cronbach’s α信度值為0.859。

屬高信度。 

 

4.4.5  因素五「最常消費地點」 

因素「最常消費地點」題項分析包含： 

1.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有固定的商家 

2.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商家對於環境很用心的設計 

3.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家有很好的服務態度 

4.藉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被店家優美氣氛所吸引住 

等共計 4 個「最常消費地點」之變項，因素分析值平均數為 3.41，

KMO 值為 0.793，解釋變異量為 69.342%，因素平均數為 3.41，Cronbach’s 

α 信度值為 0.852。也達高信度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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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因素六「滿意度」 

此因素「滿意度」題項包含： 

1.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感覺滿意 

2.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動線規劃感覺滿意 

3.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消費環境感覺滿意 

4.我對於夜市擺攤消費價格感覺滿意 

等共計 4 個「滿意度」變項，分析結果因素值之平均數為 3.61，KMO

值為 0.832，解釋變異量為 73.423%，因素平均數為 3.56，Cronbach’s α

信度值為 0.881。 

 

4.4.7  因素七「行為意向」 

本因素「行為意向」題項包含： 

1.本人下一次仍會再參加夜市相關運動活動 

2.也會推薦親戚朋友參與夜市相關運動活動 

等共計 2 個「行為意向」變項，統計顯示因素值之平均數為 3.69，

KMO 值為 0.618，解釋變異量為 80.764%，因素平均數為 3.69，Cronbach’s 

α 信度值為 0.77。也達高信度 0.7 以上。 

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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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消費行為因素分析表 

消費行為構面 KMO 

Bartlett 

顯著性 

總解釋 

變異量 

Cronbach's α值 

消費動機 0.939 0.000 55.451 0.924 

資訊收集 0.616 0.000 81.218 0.789 

夜市吸引力 0.717 0.000 73.197 0.821 

交通便利性 0.661 0.000 87.341 0.859 

最常消費地點 0.793 0.000 69.342 0.852 

滿意度 0.832 0.000 73.423 0.881 

行為意向 0.618 0.000 80.764 0.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整理      

*p<.05  **p<.01  ***p<.001 

 

4.5 受訪者屬性、消費經驗與各衡量構面之差異性檢定 

本節在於討論消費者在夜市從事運動消費之行為，其中不同的一般

消費者屬性及消費經驗對於「消費動機」、「資訊收集」、「夜市吸引

力」、「交通便利性」、「最常消費地點」、「滿意度」、「行為意向」

等衡量構面加以分析，是否能夠達到顯著性差異，並將運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及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判別敘述。此研究單元中的問卷設計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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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屬性包含了性別及居住地區等二項，而在夜市消費經驗方面分為

逛夜市同行對象、最近三至四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逛夜市時之所使用

的交通工具、逛夜市的花費、逛夜市所花的時間、逛夜市最主要的運動

消費項目等 6 項，下列將分項依順序探討敘述消費者的屬性及消費經驗

對各構面之彼此差異性。 

1.性別 

在消費行為方面而言，性別屬性之不同對於「消費動機」及「行為

意向」之構面分析顯示具有顯著性差異。在「消費動機」方面，男性接

受訪談者對於在夜市從事之運動消費，其結果顯示是偏向於運動需求上，

並體驗到其中遊戲競賽的成就感與滿足感；至於對於女性接受訪問者分

析，則較偏向於靜態的夜市運動消費及現場氛圍的感受。在「行為意向」

這方面分析結果，男性受訪問者對於喜愛的夜市運動消費項目上則重遊

意願非常的高，並設定為每次逛夜市必須玩之項目，消費者也因此特別

願意介紹親朋好友一同來競賽與體驗。而對於女性受訪問者分析，顯示

對於喜愛的夜市運動消費項目則比較不特定，屬於較隨機式的選擇型態，

不是每次逛夜市都會參與之運動消費項目，有時也僅是觀賞或鼓勵他人

運動而已。如表 4.11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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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受訪者性別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性  別 構  面 F 值 p 值 

A.男性 

B.女性 

消費動機 2.892    0.005** 

資訊收集 0.034 0.872 

夜市吸引力 0.000 0.998 

交通便利性 0.881 0.357 

最常消費地點 0.233 0.648 

滿意度 0.761 0.391 

行為意向 2.057  0.0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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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行對象 

在消費行為分析方面，對於同行對象以不同對於「消費動機」構面

分析結果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以消費者在消費動機上之分析，顯示高

於「家人」的陪同前往。如表 4.12 所示。 

表4.12  同行對象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同行對象 構  面 F 值 p 值 Scheffe 檢定 

A.家人 

B.好友 

C.情侶 

D.同學 

E.其他 

消費動機 3.312  0.016* D>A 

資訊收集 1.873 0.121  

夜市吸引力 1.481 0.259  

交通便利性 0.398 0.847  

最常消費地點 1.772 0.157  

滿意度 1.663 0.163  

行為意向 1.942 0.1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3.最近三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 

分析最近三至四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在有所不同對於「消費動機」、

「資訊收集」、「交通便利性」、「最常消費地點」、「滿意度」、「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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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構面結果具有顯著性差異，分析顯示其中以最近三個月內逛夜市的次

數為「五~七次」，在「消費動機」、「最常消費地點」及「交通便利性」

上有明顯高於「一次」的受訪者。而又對最近三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八

次以上」，在「資訊收集」及「滿意度」上具有明顯高於「一次」的受訪

者。又再對最近三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二~四次」及「八次以上」也有

明顯高於「一次」的受訪者。從以上分析敘述顯示得知，近期內逛夜市

的次數越多，越能影響與突顯受訪者的消費行為。如表 4-13 所示。 

 

表4.13  最近三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次  數 構  面 F 值 p 值 Scheffe 檢定 

A.一次 

B.二~四次 

C.五~七次 

D.八次（含以

上） 

 

消費動機 4.670 0.004** C A 

資訊收集 2.995 0.034* D>A 

夜市吸引力 1.460 0.229  

交通便利性 3.865 0.011** C A 

最常消費地點 5.157 0.003** C A，D A 

滿意度 3.967 0.009** D>A 

行為意向 6.820 0.000*** D A，B 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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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工具 

分析消費行為議題方面，逛夜市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對於有所不同之

「行為意向」等構面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具有顯著性的差異，其中以交

通工具「機車」有明顯的異於「自行車」的受訪問者。分析資料顯示，

使用機車為接送的受訪者，其可達性與成行性較高，並且有相互介紹前

來夜市消費的作用。 

如下表 4.14 所示。 

 

表4.14  交通工具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交通工具 構面 F 值 p 值 Scheffe 檢定 

A.徒步 

B.自行車 

C.機車 

（接送） 

D.汽車 

（接送） 

 

消費動機 1.357 0.262  

資訊收集 1.598 0.189  

夜市吸引力 0.018 0.997  

交通便利性 2.183 0.098  

最常消費地點 0.132 0.964  

滿意度 0.597 0.631  

行為意向 2.954 0.034* C 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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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花費金額 

對於逛夜市之花費金額分析，對於不同「夜市吸引力」、「交通便利

性」、「最常消費地點」、「滿意度」、「行為意向」等五個構面，資料分析

得知具有顯著性的差異，其中以花費金額為「1501 元以上」有明顯高於

「100 元以下」的受訪者。顯示受訪者願意花費較多的金錢於運動消費方

面，對其消費行為與意圖表示，也就越明顯。如表 4.15 所示。 

 

表4.15  花費金額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花費金額 構 面 F 值 p 值 Scheffe 檢定 

A.100 元 

（含以下） 

B.101~500 元 

C.501~1000 元 

D.1001~1500元 

E.1501 元（含

以上） 

 

消費動機 1.701 0.158  

資訊收集 1.731 0.146  

夜市吸引力 2.941 0.023* E A 

交通便利性 2.458 0.047* E A 

最常消費地點 4.027 0.004** E A 

滿意度 2.873 0.027* E A 

行為意向 5.974 0.000*** B，C，E 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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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花費時間 

針對消費行為構面內議題，逛瑞豐夜市之花費時間對於不同之「最

常消費地點」、「行為意向」等構面分析結果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以花

費時間「一小時以上者」有明顯高於「半小時內」的消費受訪問者。統

計顯示受訪者對夜市運動消費之題項，顯示最常消費地點，是具有高度

的再來逛購意願，其這種再來意願會受到商家氣氛的吸引及服務態度的

好、壞而有所影響，當消費者有願意消費體驗時，勢必需要有足夠的時

間來參與，其感受程度會有明顯差異於在極短時間參與或沒有參與者。 

如表 4.16 所示 

表4.16  花費時間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花費時間 構  面 F 值 p 值 Scheffe 檢定 

A. 半小時內 

B. 半小時~ 

未滿一小時 

C. ㄧ小時~ 

未滿二小時 

D. 二小時~未滿

三小時 

E. 三小時（含以上） 

消費動機 1.757 0.147  

資訊收集 1.163 0.345  

夜市吸引力 0.793 0.562  

交通便利性 0.742 0.594  

最常消費地點 2.785  0.029* D A 

滿意度 1.856 0.123  

行為意向 10.558    0.000*** C，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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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 

在一般消費行為方面，逛瑞豐夜市最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對於不同之「消

費動機」、「資訊收集」、「夜市吸引力」、「交通便利性」、「最常消費地點」、

「滿意度」、「行為意向」等衡量構面議題差異性檢定，皆無明顯的差異性。從

上節的研究結果也同樣發現得知，在瑞豐夜市內的各種運動消費項目，都受到

消費者的青睞，一般消費者體驗的選擇也趨於平均，因此，在整體消費行為之

分析比較上，各種類也無明顯性之差異，與前項之研究相符合。如表4.17所示。 

 

表4.17  最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與衡量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種類 構  面 F 值 p 值 Scheffe 檢定 

A.釣蝦 

B.撈魚 

C.射箭 

D.射飛鏢 

E.套圈圈 

F.打彈珠 

G.籃球機 

H.賓果遊戲 

I.玩具槍射擊 

J.棒球打擊場 

K.棒球九宮格 

L.其他 

消費動機 0.061 0.836  

資訊收集 0.947 0.342  

夜市吸引力 3.867 0.074  

交通便利性 0.984 0.345  

最常消費地點 1.252 0.281  

滿意度 0.091 0.772  

行為意向 0.773 0.3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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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對於大專生接受訪問者之基本屬性與夜市消費

經驗對各種構面檢測衡量，以「性別」、「本次逛夜市同行對象」、「最近

三至四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本次逛夜市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本次

逛夜市之花費金額」、「本次逛夜市所花費的時間」等總計六項進行，對

夜市運動消費行為的整體構面達到顯著性的差異。又依據本研究之假設

一：不同屬性的受訪者對消費行為有顯著性的差異，實證分析檢測結果

符合。而研究假設二：不同夜市消費經驗的受訪問者對消費行為也有顯

著性的差異，實證分析結果也都成立。 

 

4.6 夜市運動消費行為滿意度對行為意向之相關分析 

本章節在於討論夜市一般運動消費行為滿意度對行為意向之間的彼

此相互關係。如表 4.18 所示。將消費行為滿意度之「店家服務」、「動

線規劃」、「消費環境」與「消費價格」等四種變項與行為意向之「推

薦他人」、「重遊意願」等二個變項進行相關分析研究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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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相關分析表 

因素 

構面 

店家 

服務 

動線 

規劃 

消費 

環境 

消費 

價格 

推薦 

他人 

重遊 

意願 

店家 

服務 

相關 

顯著 

1 

 

.525** 

.000 

.515** 

.000 

.414** 

.000 

.371** 

.000 

.394** 

.000 

動線 

規劃 

相關 

顯著 

.525** 

.000 

1 

 

.683** 

.000 

.441** 

.000 

.332** 

.000 

.409** 

.000 

消費 

環境 

相關 

顯著 

.515** 

.000 

.683** 

.000 

1 

 

.419** 

.000 

.351** 

.000 

.484** 

.000 

消費 

價格 

相關 

顯著 

.414** 

.000 

.441** 

.000 

.419** 

.000 

1 

 

.354** 

.000 

.420** 

.000 

推薦 

他人 

相關 

顯著 

.371** 

.000 

.332** 

.000 

.351** 

.000 

.354** 

.000 

1 

 

.615** 

.000 

重遊 

意願 

相關 

顯著 

.394** 

.000 

.409** 

.000 

.484** 

.000 

.420** 

.000 

.615** 

.00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透過相關分析而得知，滿意度「店家服務」的變項與行為意向「推

薦他人」變項的彼此相互關係（r＝.371，p＜.01）有達顯著性相關；滿

意度「店家服務」變項與行為意向的「重遊意願」變項的相互關係（r＝.394，

p＜.01）也達到顯著性相關；滿意度「動線規劃」變項與行為意向「推薦

他人」變項的相互關係（r＝.332，p＜.01）也具有顯著性相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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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規劃」變項與行為意向「重遊意願」變項的相互關係（r＝.409，p

＜.01）達到顯著性相關； 滿意度「消費環境」變項與行為意向「推薦他

人」變項的相互關係（r＝.351，p＜.01）也達到顯著性相關；滿意度「消

費環境」變項與行為意向「重遊意願」變項的相互關係（r＝.484，p＜.01）

也達到顯著性相關；滿意度「消費價格」變項與行為意向「推薦他人」

變項的相互關係顯示（r＝.354，p＜.01）也達到顯著性相關；滿意度「消

費價格」變項與行為意向「重遊意願」變項的相互關係顯示（r＝.420，p

＜.01）也達到顯著性相關。 

實證分析結果，滿意度及行為意向在各變項之間皆相互具有顯著性

的相關。結果表示當受訪者對於滿意感受程度越高時候，對於後續行為

意向也會有直接深遠的影響。 

  

4.7 夜市運動消費行為滿意度對行為意向之迴歸分析 

本節在探討接受訪問之大專生在夜市運動消費行為之滿意度對遊客

行為意向之影響，此研究以強迫方式進入法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後續並

以標準化迴歸係數（β）來比較達到顯著水準之因素間之強弱關係，在調

整後 R²是用來推估其自變數對依變數的解釋能力，R²值越大，表示解釋

力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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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份是以行為意向為依變項，滿意度共計有四題項同時列為自變

項來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滿意度之「店家服務」、「消費環境」

與「消費價格」等變項均達顯著性水準 （F值為52.818，p值為0.000），

而調整後R²達0.313，其整體解釋力為31.3%。在標準化迴歸係數（β）的

比較上，滿意度影響受訪者行為意向之主要因素，依序由強至弱排列為

「消費金額」、「店家服務」、「消費環境」、「動線規劃」，如表4.19所示： 

 

表4.19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迴歸分析表 

構面名稱 

標準化 

迴歸係數（β） 

t 值 顯著性 調整後 R² F 值 

店家服務 0.246 3.917    0.000*** 

0.323 52.838 

動線規劃 -0.025 -0.248 0.821 

消費環境 0.136 2.176  0.041* 

消費金額 0.297 5.524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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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滿意度變項與行為意向達到顯著性的水準狀況下，其表示再接

受訪問者對於整體滿意程度愈高時，對於夜市運動之消費行為的後續行

為意向，不論是在鼓勵親友、重遊意願上皆具有正面的影響力。在整體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也都達到顯著性的水準，因此，依據本研究假設三：

受訪者參與夜市消費之滿意度與行為意向是有顯著性的相關的，實證分

析研究結果支撐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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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次研究主要目的是在瞭解高雄市大專生之消費者前往瑞豐夜市所

產生之消費行為做調查，之後可再進一步加以探討受訪者在夜市體驗運

動相關休閒遊戲消費的情形與感受。運用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度

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皮爾森相關分析、多元迴

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實證分析並加以敘述，分析結果，證實其研究假

設與達成研究的目的，將其所獲得的分析及比較結果做整合之後，並為

研究結論提出相關性的建議，同時期盼能提供給相關管理單位、經營之

業者、商家或在學術上有所改善或對往後規劃夜市經營時之參考根據。 

 

5.1 結論 

在對受訪者屬性方面，分析顯示男性多於女性，在受訪者消費經驗

方面，在對與共同成員的統計分析上以「家人」、「好友」為最多數，因

此夜市運動消費是適合與家人、好友共同參加此項的活動，也就是說，

要有親近的陪伴者逛夜市是較有趣且安全的。又從受訪者調查得知，消

費者最近四個月以內逛夜市的次數以「二~四次」為最多，且約有三分之

二受訪者屬於最近三個月內至少去二次以上，因此，從事夜市消費活動

的大專生，顯示普遍具有高度的重遊意願以及定期逛夜市的機率很高。

又再對受訪者逛夜市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使用分布情形作調查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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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到夜市之大專生，都以機車為代步者平均上居多，從量表得知，當

中逛夜市則以家人陪同為最主要項目，大約有二分之一的受訪者是由家

長並以汽、機車運送的方式來前往夜市消費。至於在消費金額方面，則

以消費「101－500 元」者之比例較多，經研究分析實證得知，有將近九

成的大專生消費者在逛夜市之花費上低於 1,000 元以下，量表結果顯示，

仍有符合一般大專生的消費能力。又針對受訪之消費者對逛夜市所花的

時間做分析，顯示以「ㄧ小時~未滿二小時」者居多，分析研究結果同時

也發現，整體大專生消費者將近八成在逛夜市所花費的時間約二小時之

內佔多數。又從分析值得知，逛夜市最主要的休閒運動消費項目雖以「投

籃機」居多，但從整體分析表來看，在夜市內的各種運動消費項目普遍

是受到消費者青睞的。對大專生體驗的選擇分析顯示是屬於平均分佈的

況，因此其選擇體驗運動消費之項目，彼此間沒有太大差距。 

在對大專生從事逛夜市運動消費之「消費動機」層面上分析顯示，

在排名順序最高的前兩項分別是：「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紓解壓力」、

「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打發時間」。又從量表分析得知，受訪者之大專

生普遍想藉由學校課餘的時間，到夜市進行休閒運動消費並以此來紓解

課業上的壓力、放鬆心情並從運動休閒與消費中獲得滿足。研究調查檢

測分析結果，運動消費動機最低的是：「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增加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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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議題，發現受訪之大專生消費者其體驗夜市運動消費，顯示較傾向

於純粹放鬆心情，想暫時擺脫課業上所帶來之壓力，而參與逛夜市活動

者大多屬於自願性的。在對大專生逛夜市運動消費之「滿意度」調查分

析結果，依排序得分最高的是：「整體而言，我對夜市的攤販服務感到滿

意」；而排序最低的則是：「整體而言，我對夜市的消費環境感到滿意」。

由此分析顯示得知，大專生受訪者以從事夜市運動消費的滿意度普遍以

服務層面感到滿意，因此可推斷，從事夜市之營利經營者，最好的行銷

方式，就是做好服務品質。而對消費者之消費環境滿意度調查，普遍之

受訪消費者的滿意度值數偏低，顯然夜市之消費環境是必須要加強的，

夜市經營者對夜市之整體規劃與維護等是必要的。 

對大專生從事逛夜市運動消費行為的七個構面上做調查分析結果，

在因素分析值顯示，因素之平均數由高至低依序分別為：「行為意向」>

「消費動機」>「滿意度」>「夜市之吸引力」>「最常消費地點」>「資

訊收集」>「交通便利性」。因素分析之平均數愈高，代表該消費行為之

構面對受訪消費而言是較為受重視的，因此，大專生之受訪者在「行為

意向」上，顯示具有高度的再遊意願，並且會介紹別人或同學一同參與

逛夜市，同時也間接表明對高雄瑞豐夜市在經營上的認同。而又從因素

分析表之平均數之排序來看，顯示第二高的是「消費動機」，量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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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雄瑞豐夜市的休閒運動設施普遍都能被大專生接受與滿足並同時可

達到娛樂、消費額度被接受、放鬆心情、紓壓情緒等。調查因素平均數

值最低的是「交通便利性」，分析結果顯示，大專生受訪者，在交通便利

性方面較為不滿意，其平均數比較於其他構面，屬偏低的情形。從資料

分析得知，對消費者選擇逛夜市之地點其夜市本身之交通便利性是很重

要的。 

在對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中，資料的顯示得知，消費者的滿意度對

行為意向兩構面具有顯著性之相關，又從統計值顯示滿意度構面對「店

家服務」、「動線之規劃」、「消費環境」、「消費價格」等變項分析結果皆

與行為意向構面，兩構面均達到顯著性水準，分析表示，大專生消費者

對體驗滿意程度越高時，後續逛夜市之行為意向不論在鼓勵攜伴親友及

重遊意願上都具有正面的影響。 

 

5.2 建議 

5.2.1 建議 

1.從高雄瑞豐夜市從事運動休閒消費行為的問卷調查中得知證實，對

接受訪問的大專生消費者最主要是透過親朋好友、鄰居口耳相傳的介紹

而前來瑞豐夜市進行運動休閒遊戲之消費，而比較少參考網路的推薦。

因此，建議政府單位或在夜市從事利益經營者，可增加網路行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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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將高雄瑞豐夜市之特色加入網路旅遊指南，藉以提升該夜市知名

度與曝光率。 

2.再對接受訪問之大專生對體驗瑞豐夜市在交通便利性議題方面分

析顯示較為不滿意。原因是：高雄瑞豐夜市屬開發較早，周邊之腹地有

限，常造成停車場及道路過於壅塞的現象，又因環境隨著時間改變，夜

市之集客率高，夜市附近之停車位幾乎一位難求，目前想要前往者，交

通工具僅能夠以座公車、搭捷運、徒步方式及駕駛自用車輛之方式前往

體驗，以高雄瑞豐夜市之知名度來說，當地政府單位應可規劃接駁專車

與宣導民眾道路使用路線，以促進夜市之來客數。在此建議夜市之管理

單位能規畫一個較大型之夜市專用停車場或與鄰近的量販店做消費之策

略聯盟增加停車區空間。便利前往者。 

3.透過此研究從量表檢測後進而了解到夜市消費者之特性，對未來發

展之建議高雄瑞豐夜市在府單位可採取觀光行銷（Local Marketing）結合

辦理夜市特色活動之方式，依特定之顧客群需求，加以規劃行銷，相信

可發展出特色與夜市體驗，對夜市本身之經營者，除提供優良產品和好

的服務外，也可讓消費者產生難忘的印象。 

4. 本研究又對逛夜市者進行主要的運動消費項目調查結果發現以「投籃

機」>「打彈珠」>「套圈圈」>「釣蝦」>「賓果遊戲」，夜市內的各種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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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消費項目都有不同之消費者的青睞，因此也建議從夜市經營者可引進

較多的運動休閒器具，不僅可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也可增加收入更能

讓夜市多元化兼具食、樂的功能。 

 

5.2.2  後續研究建議 

1.對於本次之研究範圍限制，僅集中於逛高雄瑞豐夜市之大專生休閒

項目做調查，並未探討調查夜市關聯性及差異性之營業品項，因此，建

議後續的研究可以擴大研究範圍，使研究內容更具多樣性與參考。 

2.此次調查之對象，僅鎖定大專生消費者為研究對象，建議後續研究

者，若能夠擴大至一般消費大眾，進行採樣，將可提升研究之客觀性及

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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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高雄市瑞豐夜市的位置地圖 

 

圖 1  夜市的位置地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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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瑞豐夜市經營者從事運動休閒有關營利活動之項目 

  

圖 2 營業時間廣告看板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3 公有停車場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4  投籃機(1)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5  投籃機(2)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6  手槍打靶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7  長槍打靶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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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打彈珠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9  推彈珠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0  套圈圈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1  射飛鏢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2  兒童遊戲馬車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 13  短槍打靶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106 

 

附錄三  運動消費行為之研究  問卷 

高雄瑞豐夜市大專生消費運動消費行為之研究問卷 

敬愛的先生/小姐： 

您好，我是南華大學研究所的學生。在此懇請您撥空協助回答這一

份有關於「大專生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行為」的研究問卷，期望你(妳)能協

助填寫問卷，謝謝您的合作。本問卷調查是一份不記名的學術性問卷，

對您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必定確保個人之隱私。 

請安心作答。謝謝您~~在此 

                          敬祝  

                              身體健康快樂 

                             指導教授:趙家民、林倩綺  博士 

                                      研 究 生:羅双輝  敬上 

 

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 

下列題目請您依實際情況，在□中打勾。 

一、 性別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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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夜市消費經驗 

下列題目是您在高雄市瑞豐夜市的消費經驗，請您依實際情況在□中打

勾。 

一、與您逛夜市同行對象為？ 

□家人 □好友 □情侶 □同學 □其他______ 

二、您最近三個月內逛夜市的次數是？ 

□一次   □二~四次  □五~七次  □八次(含以上) 

三、您逛夜市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為何？ 

□徒步   □自行車  □機車(接送)  □汽車(接送)     

四、您逛夜市之花費金額為： 

□100 元(含以下)   □101~500 元足  □501 元~1000 元足   

□1001 元~1500 元足  □1501 元以上 

五、您逛夜市所花的時間為？ 

□半小時內足 □半小時以上一小時足 □一小時以上~二小時足 

□二小時以上~三小時足 □三小時以上 

六、您逛夜市最主要的運動遊戲消費選項是： 

□籃球機 □棒球打擊場 □棒球九宮格 □射飛鏢 □玩具槍射擊  

□套圈圈 □撈金魚 □釣蝦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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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消費行為 

下列各項敘述，主要衡量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的行為，請您仔細閱讀下列

各項題目，並依據您實際的看法，在每題最適當的□中打勾。 

項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將逛夜市當做是一種消運動 □ □ □ □ □ 

2.藉由體驗夜市運動休閒消費無疑是想解除心中壓力 □ □ □ □ □ 

3.藉由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來打發時間 □ □ □ □ □ 

4.體驗夜市運動休閒消費可激發出創造性思考和潛能 □ □ □ □ □ 

5.藉由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為本身充滿著活力 □ □ □ □ □ 

6.藉由體驗夜市運動消費能夠得到滿足感 □ □ □ □ □ 

7.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比較喜愛接觸人群 □ □ □ □ □ 

8.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增加人際關係與關係的和諧 □ □ □ □ □ 

9.藉由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考驗本身參與活動之能力 □ □ □ □ □ 

10.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友人邀請才來的 □ □ □ □ □ 

11.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想增加追求知識的慾望 □ □ □ □ □ 

12.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親戚或朋有的推薦 □ □ □ □ □ 

13.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經由網路推薦而來的 □ □ □ □ □ 

14.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品與種類非常齊全 □ □ □ □ □ 

15.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價格公道合理 □ □ □ □ □ 

16.體驗夜市運動消費知名度非常高 □ □ □ □ □ 

17.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可以免費停車很便利 □ □ □ □ □ 

18 體驗夜市運動消費交通非常方便 □ □ □ □ □ 

19.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有固定的商家 □ □ □ □ □ 

20.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因商家對於環境很用心的設計 □ □ □ □ □ 

21.體驗夜市運動消費商家有很好的服務態度 □ □ □ □ □ 

22.對體驗夜市運動消費是被店家優美氣氛所吸引住 □ □ □ □ □ 

23.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感到滿意 □ □ □ □ □ 

24.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動線規劃感覺滿意 □ □ □ □ □ 

25.我對於夜市擺攤的攤販消費環境感覺滿意 □ □ □ □ □ 

26.我對於夜市擺攤消費價格感覺滿意 □ □ □ □ □ 

27.本人下一次仍會再參加夜市休閒消費之相關運動活動 □ □ □ □ □ 

28.也會主動推薦親戚朋友參與夜市相關休閒運動活動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