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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各大城市、區域與國家無不冀望藉由舉辦大型且重要之運動賽事來吸引觀

光人潮。本文以 2013年臺灣地區之 LPGA（Ladies Professional Golf Association, 
LPGA）賽事的觀眾800位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收集相關資料，並應用線性結構方
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SEM）分析觀光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
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知覺價值會正向影

響行為意圖和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但行為意圖不會影響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吸引力

會正向影響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涉入程度會正向影響知覺價

值和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但卻不會影響行為意圖。研究結果有助於提供國內相關單

位做為未來籌辦大型國際運動賽事之參考，期能提升運動觀光產業之發展。

關鍵詞：觀光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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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 on 
Tourism Attraction, Involvement, Perceived Value,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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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scale and important sports competitions are a means to attract tourists by many 
cities, region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study treated 800 spectators at Ladies 
Professional Golf Association (LPGA) competitions in Taiwan in 2013 as the subjects fo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the linea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m attraction, involvement, perceived value,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ceived valu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However, behavioral intention did not influence attitude toward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Attrac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d perceived value,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Involvement positively influenced perceived 
value and attitude toward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however, it did not influence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 result coul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units in Taiwan to hold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enhanc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tourism attraction, involvement, perceived value, behavioral intention, attitude 
toward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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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運動觀光被視為全球觀光旅遊產業成長最為快速的市場，根據調查資料顯示 
2003年全球運動觀光市場約為510億美元，佔全球觀光市場的10%，而每年市場將
以10%的比例快速成長，目前工業化國家運動觀光對於GDP的貢獻約為1-2％（劉宏
裕，2010）。由於運動觀光市場前景隨著全球旅遊人口增加，加上運動賽事活動帶
給遊客身歷其境的經驗而快速發展，其所引發的經濟活動前景使得全球各大城市、

區域與國家，期望藉由舉辦運動賽事來吸引更多的觀光人潮，由此可見運動觀光市

場的前景將隨著全球旅遊人口增加，以及運動賽事價值觀的提升而迅速發展。

全球各大城市、區域與國家無不冀望藉由舉辦大型且重要之運動賽事來吸引觀光

人潮。就臺灣的發展而言，我國高爾夫選手曾雅妮在國際高爾夫球壇的優異表現，

不僅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注，更讓高爾夫運動一時之間在臺灣備受關切。為了積極

推展該項運動，美國職業女子高爾夫巡迴賽2011年起連續三年在臺灣舉辦，希冀能
帶動國內高爾夫運動的發展。如何善用2013年LPGA臺灣錦標賽的機會，為臺灣帶
來城市產業改造與永續發展的可能，也就成為重要的議題。為了籌辦LPGA臺灣錦標
賽，臺灣在這幾年顯見蛻變，除了經濟活動之外，社會文化與實體環境面的影響也

因此而產生。國際運動賽事的舉辦不僅能彰顯一國對於運動的重視，亦有助於提升

國家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並提升觀賞高爾夫運動人口，以帶動國人從事運動觀光的

機會與意願。

隨著休閒活動的普及，國人從事運動的比例普遍成長。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2011）所公佈的2011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的報告中，在國人旅遊目的中，以「觀
光休憩渡假」出遊的項目中，以「純觀光旅遊」占66.3%為最多，其次是為「健身
運動渡假」（5.4%），而2010年則是占4.7%。從上述的數據顯示，運動觀光已成
為我國民眾喜愛從事的觀光旅遊活動之一。觀察國際間推展運動觀光之發展潮流，

運動結合觀光已經是觀光產業的主流市場，特別是運動賽會更是世界各國觀光產業

發展的重點，積極爭取主辦權。近幾年臺灣在推展運動觀光更是積極發展之，策略

上亦結合國人休閒運動參與的現今潮流，使之有效地推動國人參與運動觀光有關的

活動，創造國際運動賽事發展的環境，奠定以觀賞或參與賽會為導向的運動觀光發

展，為地方經濟帶來正面的助益，進而透過活動或事件的辦理提昇國家知名度。舉

凡國際自由車環臺公路大賽、臺北國際馬拉松、太魯閣國際馬拉松賽、恆春半島鐵

人三項、日月潭萬人泳渡嘉年華活動、秀姑巒溪與荖濃溪泛舟、綠島浮潛、溯溪、

攀岩、LPGA職業高爾夫巡迴賽等活動，已成為國人旅遊活動的另一種新趨勢。希望
藉由賽事將臺灣風光明媚的景色與特色文化宣傳至世界各地，大幅帶動國內外觀光

人潮，推廣運動觀光風氣，以達到運動目的並帶動觀光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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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籍世界球后曾雅妮的產生，於2008年及2011年，在LPGA錦標賽中陸續傳
出奪冠佳績。亮麗的成績促使臺灣在國際體壇上締造了響亮的名聲，進而國人也開

始注意高爾夫球運動。2011年LPGA臺灣錦標賽是臺灣發展高爾夫運動的轉捩點， 
LPGA賽事第一次在臺灣舉辦，加上曾雅妮的世界球后聲譽，如此之魅力推動了高爾
夫產業的加值，湧進數萬名的觀眾，讓臺灣高爾夫的熱度因此而沸騰。由於曾雅妮

出色的表現，不禁令人對此產生興趣，因此，本研究旨為瞭解國際運動觀光賽事之

發展為課題，以參與2013年LPGA臺灣錦標賽之觀眾為研究對象，探究運動觀光對觀
眾的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其發展態度為目標，研究結果將提

供國內相關單位作為未來辦理LPGA國際運動賽事與籌辦大型國際運動賽事之參考，
藉以提升運動觀光產業之發展。

貳、文獻回顧

一、運動觀光之定義與分類

運動和觀光乃是觀光休閒產業全球化的焦點現象，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運用
行銷管理，吸引全球觀光客參與觀賞奧運賽會，將運動結合觀光旅遊形成潮流，

是開啟運動觀光旅遊活動的關鍵（蘇維杉，2005）。國外學者對運動觀光之界定 
Standeven和De Knop（1999）對運動觀光定義為運動觀光乃是參與者必須離開居
住地與職場，從事旅遊行為，其中包括運動活動，其方式不論主動性或被動性的參

與，且均基於非商業屬性。學者 Hinch和Higham（2001）則認為運動觀光的定義如
下：在限定的時間內，離開居住環境並從事與運動相關的旅遊，其中所指的運動具

有下列特徵：（1）有特定的規則；（2）具有遊憩特性；（3）與身體相關之比賽。
學者Neirotti（2003）指出運動觀光應包含三個要點：（1）離開主要居住地從事參
與休閒性或競技性運動的旅遊活動；（2）旅遊去觀看運動比賽或活動；（3）旅遊
去參訪具有運動吸引力的景點。運動觀光定義係為個人離開日常生活居住地參與運

動活動、觀賞運動賽會或是運動景點的旅遊行為，其旅遊之目的是為了休閒或是競

賽（Gibson, Attle, & Yiannakis, 1998）。學者Weed（2009）將歷年運動觀光之相關
研究做回顧並且探討未來之發展，認為運動觀光目前與其他學科一樣，正在累積相

關的學術研究，加強其基礎，並且將會朝向獨特且專業化的趨向發展。由此可知運

動觀光在未來將會是一門專業學科且極具有發展潛力的顯學。

學者Hall（1992）認為運動觀光可分為兩個類別，一為旅行中參與運動，另一為
旅行中觀賞運動；因此，運動觀光的發生情境可以被詮釋為觀光客離開住家之地，

旅行之中從事參與或觀賞運動；運動觀光的遊客是以運動為最主要目的，而從事運

動相關的活動。學者高俊雄（2003）依產品服務的核心資源及遊客停留時間，將運
動觀光區分成三種型態：（1）運動觀光景點：遊客所停留時間並不長久，通常不會



國際運動賽事對觀光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之研究　　59

過夜，整體遊程主要以實際參與運動或觀賞。（2）運動渡假觀光：遊客所停留的時
間較為長久，整體遊程主要以實際參與運動。（3）運動賽會觀光：遊客時間部份可
長久停留或是短暫停留，整體遊程以觀賞運動賽會為主。

此外，學者Standeven與De Knop（1999）認為旅遊地區發展運動觀光必須具
備以下九個基礎構面：（1）自然景觀；（2）服務；（3）娛樂；（4）交通運輸；
（5）建造設施；（6）住宿；（7）運動遺產；（8）設置便利設施及；（9）相
關組織。根據Standeven與De Knop（1999）所提出的運動觀光基礎構面，黃仲凌
（2004）將其概念繪出「運動觀光發展所需資源整體架構圖」，如圖1所示，說明觀
光地區結合運動發展觀光所需之資源與基礎設施如后：

圖1　運動觀光發展所需資源整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黃仲凌（2004）

此架構圖與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課題有密切之關係，主要是基於辦理國際運動賽

事的同時，也正值發展運動觀光事件，因此就上述的基礎條件而言，除了運動遺產

之外，其餘8個基礎條件皆是LPGA臺灣錦標賽之中所具備的基礎條件，同時觀光發
展吸引力與觀光資源密不可分，其中運動觀光吸引力也是以發展運動觀光資源為基

礎。透過運動觀光發展所需資源整體架構圖的概念，促使本研究在觀光吸引力的研

究變項之中，更具體的理解過去研究文獻所涉及的相關影響因素，藉此透過實證研

究，加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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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運動觀光的分類型態而言（劉照金，2010），可歸納為運動景點觀光、運
動渡假觀光、運動賽會觀光、假期性運動觀光、非假期性運動觀光、運動觀光渡假

村、運動觀光郵輪等。綜合上述學者之定義，本研究之運動觀光是指運動賽會觀光

的型態，用以吸引遊客前往旅遊目的地，其主要目的是參與臺灣地區LPGA賽事活
動，觀賞該運動競賽為主要目標。 

二、運動觀光吸引力

Leiper（1990）以觀光客吸引力系統模式（Tourist Attraction Systems）主張觀
光客吸引力的定義為：觀光客在旅遊或參訪中尋找與休閒活動有關之經驗，其包含

了觀光客、核心吸引力與資訊吸引力；而觀光客是指離開居住地，以休閒活動相關

之因素為觀光行為動機之遊客；核心吸引力為觀光客吸引力系統模式之主要因素，

其為觀光目的地或任何活動之特徵或特色，吸引遊客來此從事觀光活動謂之；資訊

吸引力為觀光地區所提供之資訊，其有類似核心吸引力之潛力，以資訊傳播吸引觀

光客，而結合此三點因素之概念即為觀光客吸引力模式之定義。

Hinch和Higham（2001）進一步結合觀光客吸引力系統模式之觀點與觀光的
概念提出之運動觀光吸引力為：在一定之時間內，離開居住地以運動為主要目的

之觀光旅行，且運動過程中包含規則結構（Rule Structure）、實質競賽（Physical 
Competition）、樂趣化（Playful）三種特徵，而運動本身即是觀光目的之主要吸引
力。由於關於運動觀光吸引力之文獻甚少，而運動觀光之研究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

興起，因此，綜合先前研究的發現可知，運動賽會形象對遊客之重遊意願有顯著影

響，Hinch和Higham（2001）表示運動觀光可分為觀賞型、參與型、懷舊型，而無
論係何種類型之運動觀光，凡是與運動相關之活動，即是以運動觀光為主要目的與

吸引力。林宏恩等（2009）提出觀光吸引力係以運動作為觀光旅遊中之吸引力，由
運動、空間及時間構面所建構完成。

本研究屬於運動觀光之範疇，且運動觀光賽會通常是指體驗運動性活動的旅遊，

而觀眾通常比參與競賽的選手來得重要（Hincb & Higbam, 2001）。一個成功的運動
觀光賽會，必能吸引眾多的運動賽會觀賞者，並且為該賽事創造更多的正面效益。

林樹旺、蔡進發、張良漢與劉又慈（2007）指出，一項具有吸引力之運動賽會，除
了賽會活動本身之外，賽會活動地點的地方特色及景點也是賽會觀賞者選擇的主要

因素之一。

運動觀光吸引力是指在有限的時間之內，以運動為主要目的之觀光旅遊活動，

其中運動的獨特規則結構與競賽有關的身體活動，以及活動本身的樂趣是觀光過程

中最主要特徵與吸引力的來源（Hinch & Higham, 2001）。過去學者認為運動觀光
主要的吸引力包含三個主要的構面，其分別為運動構面（Sport  Dimension）、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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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構面（Spatial Dimension）與時間構面（Temporal Dimension）；藉由Williams 
（2004）、Gibson（2006）等學者以運動觀光吸引力的理論基礎概念，針對運動、
空間及時間三個構面之定義進一步釐清如下：

（一） 運動構面：運動是運動觀光吸引遊客的主要核心。其包含以下三項要素

（Hinch & Higham, 2001）。

1. 規則結構（Rule structure）：各種運動的特徵是由於其本身的規則，規則

支配了遊客對運動的空間與時間的吸引程度。

2. 比賽（Physical competition）：包含目標導向（goal-oriented）、競技比

賽（competitive）、一般運動（contest based）。目標導向是為了達成某

一個目標而有相關聯性的能力、勝任性、努力、困難程度、熟練度或表

現。比賽可包含休閒運動、戶外運動，以及全民運動的概念。

3. 樂趣（Playful）：其包含了結果的不確定性（sanct ioned display），

運 動 結 果 的 不 確 定 性 本 質 即 為 真 實 性（ A u t h e n t i c）與 可 恢 復 性

（Renewable），且其可創造出遊戲中的興奮性。

（二） 空間構面：空間的範圍可從一個較小的目標地方到一個較大的地區（例

如：整個國家），但兩者本身的吸引力是相當重要的因素。而地方上普

遍的屬性，包含優美的自然環境、名勝景點、氣候、文化與社會習俗等

特徵（Williams, 2004）。

（三） 時間構面：

1. 滯留時間（Duration）：為觀光遊客從居住地到觀光目的地，以及在目的

地遊玩所需要花費最多與最少的時間。

2. 季節性（Seasonality）：季節性為觀光時間上主要的構面，其可分為自然

與社會制度因素。

有關高爾夫運動觀光吸引力相關研究，學者林秋慧（2009）研究高爾夫運動觀
光吸引力、參與動機、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調查，結果發現高爾夫運動觀光吸引力

主要因素前三名為球場自然生態與人造景觀設施，其次為該球場是否由知名設計師

規劃或曾舉辦過著名賽事，以及球場知名度等。國人參與高爾夫運動觀光主要動機

為紓解壓力與健康適能，不同運動涉入程度者在參與動機體驗大自然、社交參與以

及成就滿足等構面上具有差異性。研究顯示旅遊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具有正相關。

據估計在美國有近2500萬的高爾夫參與人口、在日本約1500萬參與人口、在歐
洲則有約250萬的參與人口（Martins & Correia, 2004），臺灣地區高爾夫運動人口，
在1981年僅約10萬人，而2010年已提升至200萬人（趙新天，2010）。近年來由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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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觀光旅遊需求大幅提升，如何將觀光產業與運動休閒結合已成為觀光產業發展

中重要的議題。據調查指出結合大自然、運動、娛樂的戶外高爾夫運動產業正處於

快速發展的階段，教育部體育署（2015）高爾夫球場資訊記載國內目前有高爾夫球
場 62座，已能提供舒適的運動空間給愛好者，且國人參與觀光活動與休閒運動的風
氣興盛，又高爾夫運動觀光之相關學術研究尚屬匱乏，本研究將以此為題加以探究

之。

三、涉入程度

在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ement Theory）的研究中Sherif和Cantril（1947）
是最早提出涉入概念的學者，主要用意是說明個人對於任何刺激或情境，所感受到

與其自身的相關程度，進而引發個人對於此事件的興趣。簡言之所謂的「涉入」

（Involvemant）乃是個人處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經由特定的刺激而引發的興趣。涉
入主要是以個人的認知狀態來探討個人的主觀心理狀態，而個人在對於標的物之程

度可以看成是一個連續帶，從毫無興趣產生到充滿熱切投入的極端兩種不同狀態，

都會深深影響個人的涉入程度。

涉入是為一種顧客消費行為，使用於市場判斷中的重要過程，涉入為個人在特殊

情境下，經由外界刺激個人所能察覺的狀態（Zaickowsky，1986）。曾詩馨、李明
聰（2009）在其研究中主張涉入為個人受環境刺激或是情境，如觀光、休閒、娛樂
活動或相關影響所產生的心理狀態。Funk, Ridinger和Moorman（2004）則主張球迷
涉入為對某一球隊感興趣、刺激或覺醒的一種狀態，而衍生出之一系列支持球隊之

舉動。學者張孝銘、高俊雄（2002）針對影響職棒比賽觀賞人數之因素研究，研究
指出持續涉入對觀賞滿意度有正向的因果關係存在。陳薇先與邵于玲（2006）針對 
2004年ING國際馬拉松參賽者之涉入程度加以研究，結果發現：參賽者之涉入程度與
滿意度呈正相關；參賽者之涉入程度與再參加意願呈正相關；涉入程度高之參賽者

在滿意度及再參加意願上較涉入低者表現強烈；參賽者之涉入程度越高，其涉入程

度對滿意度之影響也越大。洪宇慶、廖壯偉（2008）針對超級籃球聯賽運動觀賞者
涉入程度與球隊認同感對忠誠度之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涉入程度上

有顯著差異存在。宋威穎（2009）研究不同涉入程度的球迷對中華職棒品牌形象認
知與行為意圖之關係，發現中高涉入的球迷族群，在重遊意願上面顯著高於低涉入

的球迷。

Mc Intyre和Pigram（1992）針對露營以及具風險性的相關研究提出，活動涉入
包含：重要性（important）、愉悅性（enjoyment）、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
以及中心性（centrality）。社會心理涉入是藉由動機喚醒個人對事物、活動或主題
的興趣，也是驅動個人參與休閒活動的內在心理歷程。當人們投入喜好的觀光、休

閒活動時，會感受到興奮、投入、專注等心理狀態的認知程度，其中便能看出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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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於個人所展現的重要性、愉悅程度、可藉由活動表現自我的程度，及該活動與

個人自我生活網絡的連結程度（戴有得、陳冠仰、李素馨，2008）。

歸納以上學者對於涉入程度的定義與研究得知：涉入程度對於消費者在購買產品

上有著密切的關聯性，若消費者對於該產品的關心程度越高則涉入程度就會越深，

涉入程度越深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要性、重要性及興趣越高，其對於產品的注意程

度與處理方法也會比涉入程度較淺者更為積極。藉由以上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涉入

程度是衡量消費者購買行為的一種方式，學者藉由涉入程度來瞭解消費者對於產品

關心的程度與重要性，消費者涉入程度的高與低，將會對於其蒐集產品訊息的處理

方式產生不同的影響，越高將會更為積極與投入，越低則反之。而對於LPGA運動
觀光賽事之涉入程度高之觀眾，可能代表其對於高爾夫運動賽事的關注程度高，因

此，有可能影響其對於觀賞LPGA賽事的意願。因此，本研究欲探討LPGA運動觀光
賽事觀眾的涉入程度，對於高爾夫運動參與意願的影響關係。

四、知覺價值的定義與構面

學者Zeithaml（1988）指出知覺價值為消費者購買產品意願時，所產生一種知
覺利益與知覺價值犧牲間的抵換關係，也就是消費者所得到和所付出的知覺，對所

購買產品可帶來之價值的整體評估。Butz和Goodstein（1996）將其定義為顧客經由
使用供應商所產出的產品或服務後，產品所提供的附加價值，彼此建立的雙方情感

之結合，這種結合會產生顧客重複購買行為，甚至介紹他人購買此供應商之產品。 
Woodruff（1997）指出所謂知覺價值包括有組織觀點價值及顧客觀點價值，其中組
織觀點價值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組織對公司擁有者的價值，另一種即是高價值的顧

客為組織所帶來的價值；顧客觀點價值是指顧客從銷售者或生產者所得到的或所想

要得到的產品價值，其包含顧客直接的觀點；Sirdeshmukh, Singh, 和Sabol（2002）
主張知覺價值是消費者所知覺欲維持與提供服務的廠商持續保有關係時，其獲得的

利益與必須支付的成本之間的差距。所以知覺價值以消費者的立場而言，就是當購

買產品所付出的代價與其所得到的價值知覺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公司立場而言，是

因為消費者有了知覺價值後，進而購買其產品而為公司所帶來的利益。

學者Sweeney和Soutar（2001）主張顧客價值衡量模式：認為顧客認知價值含有
四個不同的價值構面，包括情緒價值、社會價值、品質價值與價格價值。依知覺價

值之定義可認為所謂知覺價值係指業者對消費者所提供有形與無形的服務，消費者

對該商品的知覺價值，此價值包含有情緒價值、品質服務價值、價格價值與功能價

值；Parasuraman和Grewal（2000）提出知覺價值具有四項構面，其四構面屬性敘述
如下：（1）獲取價值（AcquisitionValue）：指消費者因購買取得產品或服務而獲得
利益，都是跟貨幣成本有關；（2）交易價值（Transaction Value）：指消費者因交
易行為所產生的愉悅快樂感；（3）使用價值（In-use Value）：指消費者從購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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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廠商提供服務中所獲得的效用；（4）殘餘價值（Redemption Value）：指當
產品生命週期結束後，該產品的最後殘餘利益，尚可提供作為其他用途所產生的價

值。

學者 Monroe 和 Krishnan（1985）所提出的模式圖（如圖2所示），假設消費者
購物時的知覺價格為知覺品質與知覺犧牲衡量基準，而知覺品質與知覺犧牲之間正

負關係會影響知覺價值高低，進而改變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圖2　知覺價值模式圖 
資料來源：Monroe & Krishnan（1985）

學者Thaler（1988）所提出的交易效用理論，如圖3所示，其中說明關於產品整
體的知覺價值是由交易價值（transaction utility）及獲得價值（acquisition utility）
所組成，獲得價值是由知覺利益與實際知覺貨幣價格比較而來，消費者本身在產品

與服務所獲得的部分稱為知覺利益，其包括產品與服務本身基本特性，使用及獲得

感受；交易價值是參考知覺貨幣犧牲與實際知覺貨幣犧牲比較而來，所支付的部分

稱為知覺犧牲或是知覺成本，包括獲得產品與服務所支付的有形的金錢，無形的時

間等等。亦即是知覺價值等於知覺獲得價值與知覺支出代價。針對上述學者所提出

有關知覺價值的定義與構面，本研究逐一綜合整理，如下表1所示。

圖3　知覺價值相關理論圖 
資料來源：Thaler（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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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知覺價值的定義與構面之綜合整理 
作者 年代 定義與構面

Monroe & Krishnan 1985
提出知覺模式，假設消費者購物時的知覺價格為知覺品質與知覺

犧牲衡量基準，而知覺品質與知覺犧牲之間正負關係會影響知覺

價值高低，進而改變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Thaler 1988
提出的交易效用理論，說明關於產品整體的知覺價值是由交易價

值（transaction utility）及獲得價值（acquisition utility）所組成。

Zeithaml 1988
消費者購買產品意願時，所產生一種知覺利益與知覺價值犧牲間

的抵換關係，是消費者所得到和所付出的知覺，是針對其購買的

產品，所能帶來的價值之整體評估。

Butz & Goodstein 1996
顧客經由使用供應商所產出的產品或服務後，產品所提供的附加

價值，彼此建立雙方情感的結合，這種結合會產生顧客重複購買

行為，甚至介紹他人購買此供應商的產品。

Woodruff 1997

知覺價值包括有組織觀點價值及顧客觀點價值，組織觀點價值分

為兩種：即組織對公司擁有者的價值，以及高價值的顧客為組織

所帶來的價值；顧客觀點價值是指顧客從銷售者或生產者所得到

的或所想要得到的產品價值。

Parasuraman & Grewal 2000

提出知覺價值具有四項構面：

（1）獲取價值（AcquisitionValue）；
（2）交易價值（Transaction Value）；
（3）使用價值（In-use Value）；
（4）殘餘價值（Redemption Value）。

Sweeney & Soutar 2001
顧客認知價值含有四個不同的價值構面，包括：情緒價值、社會

價值、品質價值與價格價值。

Sirdeshmukh, Singh, & 
Sabol

2002
知覺價值是消費者所知覺欲維持與提供服務的廠商持續保有關係

時，其獲得的利益與必須支付的成本之間的差距。

大型國際運動賽會動輒吸引數千人，甚至上萬人的注意與關切，如此無限的商

機，造就各國積極爭取之重要活動，承辦各種運動賽會產生的效益有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以及休閒娛樂等效益諸多方面（程紹同，2002）。李城忠、沈德裕
（2007）提出運動觀光賽事之特色將影響遊客認知價值，同時影響其滿意度。陳
全壽（2006）指出運動賽會之舉辦已不僅僅是運動競技層面，亦牽動著組織的專業
與分工、科技與文化的展現以及經濟價值之創造；更是現代化先進國家的指標與開

創政治、外交、文化經濟與社會重要關鍵（蘇貞昌，2004），較具代表性的有如：
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及LPGA臺灣錦標賽等。藉由舉辦國際運
動賽會，整合公共關係，增加群體對企業組織形象、知名度、提高消費者認同感，

提昇企業品牌競爭優勢，進而開闢企業組織銷售管道，更開拓運動文化意識、運動

觀光層面的市場與消費族群，無疑地是一種開拓企業組織本身以外的異質性市場，

足以提升市場的廣度與建立市場的多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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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GA臺灣錦標賽，2011與2012年分別吸引數萬名熱情球迷進場參觀世界級的
高球賽事，觀眾們無疑是為了親眼目睹全球頂尖的女子高球選手之風采與精湛的球

技，無形中帶給觀眾熱血沸騰的精采感受，也證明觀賞國際運動賽會是無國界之

分，只要有興趣便能享受比賽帶來的樂趣與體驗。因此，本研究以知覺價值作為主

要研究變項之一。過去有相關研究指出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圖有正向關係，然在高爾

夫運動觀光領域至今尚未有相關研究議題，故其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是本研究所欲

探討之目的。

五、行為意圖

Fishbein和Ajzen（1975）認為行為意圖為個人想要採取某一特定行為之行動傾
向，也就是指行為選擇之決定過程中，所引導而產生是否要採取此行為的某種程度

表達，行為意圖是任何行為表現的必要過程，是行為未顯現之前的決定。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 BI）是反映個人對從事某項行為的意願，是為預測行為最好
的指標。個人對某一個行為的意圖越強烈，代表個體越有可能從事該項事情；是一

種行為傾向，其可預測個體的行為。

行為意圖係指消費者在消費後，對於產品或企業所可能採取特定活動或行為傾

向。要預測一個人的行為時，行為意圖通常是一個準確的衡量指標（Engel et  al . , 
1991）。行為意圖是任何行為表現的必須過程，是行為顯現的決定（Ajzen & Driver, 
1991）。游恆山（2001）指出若以消費者行為觀之，則意圖指的是購買或是使用
該產品的計畫，而行為指的是實際購買或使用該產品。國外學者Baker和Crompton
（2000）認為行為可以由意圖預測，若能對意圖進行適當的量測，則所獲得的資料
結果會與實際的行為非常接近，就旅遊地經營者而言，如能了解遊客的旅遊行為意

圖，將有助於行銷策略或經營方向之研擬。Bigne、Sanchez與Sanchez（2001）指出
遊客的行為相較於一般的生活產品、消費不算頻繁，換言之，亦即從本次到下一次

所參與或從事旅遊的時間可能是一段時間以後，且遊客可能因為自身或外在因素而

影響觀光旅遊的選擇，由於遊客未來是否會產生實際的忠誠行為是難以掌握的，因

此，過去有關遊客消費者忠誠度、行為意圖、重遊意願多傾向進行遊客之潛在行為

意向態度之研究。根據張和然、張菁敏（2011）提出行為意圖為遊客的認知，會受
到遊客旅遊經驗或停留期間所知覺到的因素，例如：服務品質、個人滿意度，進而

對目的地產生行動，或可能性的行為傾向。

Cronin、Brady與Hult（2000）之研究提及若能使顧客對服務提供者產生所謂的
忠誠度，則顧客會有正面的行為意向，包括：願意向他人訴說服務提供者的優良表

現、願意推薦給其他消費者、願意對服務提供者維持忠誠，例如再次購買、願意向

服務提供者購買更多、以及願意支付價格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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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文獻可知，消費者在產生消費行為之前，會因為外在及內在不同因素的刺

激而產生不同的消費行為模式。運用在遊客態度與旅遊行為過程上，遊客在選擇從

事觀光活動的因素，除了有內在因素，即遊客本身的心理因素如：旅遊知覺、認知

和記憶、學習、情緒、動機欲望之外，觀光地區的環境、服務、設施及活動多樣化

與否等外在因素，二者相互影響著遊客的觀光消費行為，其中遊客在體驗後所產生

的滿意程度的高低，是造成遊客對於觀光活動的整體意象經驗的累積與重遊意願的

重要指標。基於上述本研究將以探討參與2013年LPGA臺灣錦標賽之運動觀光賽事觀
眾的行為意圖為主，依研究核心概念試圖探討LPGA運動觀光之觀眾對於該賽事的再
次參與、推薦他人、選擇等方面之行為意圖趨向為研究衡量之目標。

六、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態度是指個體對於外在人、事及周圍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持久性及一致性的行

為傾向。此種傾向可由個體的外顯行為加以推測，但態度的內涵卻不限於單純的外

顯行為，還包含情感與認知；此三種成分的多寡，隨著個體不同的年齡、性別、個

性等而有所不同（張春興，1991），其會在人們的信念、情感和傾向性行為中表現
出來。實際上，這三個成份是屬於同一個連續函數，亦即個體的態度形成是先由認

知開始，經過情感而發展出行為傾向，這段過程所費的時間有長有短，甚至是同時

發生，而且態度一旦形成，就會導致人們願意或企圖以某種方式行動。

過去學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衍生出不同觀光發展態度之意涵；K a y a t 
（2002）將居民對觀光發展態度定義為：人們對於觀光的一種先天傾向或行動傾
向，而這種傾向是由人們對於觀光產生的結果，以及人們如何去評價這些結果的信

念所造成。先天傾向或行動傾向指的即是居民所期望的觀光發展方向，而這種傾向

就是由居民對觀光衝擊的知覺以及對觀光的評價所形成的，而居民對觀光發展的看

法，往往取決於其認知之獲益與否，而獲益與否通常不僅侷限於經濟上的考量。學

者Doxey（1975）提出遊客厭煩指數模式（Doxey’s Irridex Model）用以說明居民對
觀光發展的態度。此模式主要是依據觀光發展的過程中會產生各種衝擊，而在衝擊

的刺激與干擾下，居民與遊客之互動過程中會歷經四個階段的態度轉變，分別為：

陶醉（euphoria）、冷漠（apathy）、厭煩（ irritation）、及敵對（antagonism）
等，共四個階段用以分別探討觀光發展的狀況下，觀光地區接待者及居民對觀光客

的態度：

（一） 陶醉階段（Euphoria）：觀光發展初期由於觀光規劃與設施尚不足，居民

歡迎觀光客及投資者的到來，使居民得以直接從觀光活動中受益。

（二） 冷漠階段（Apathy）：此階段觀光產業成型發展重點以行銷為主。居

民視觀光客的出現為理所當然之現象，以獲益為其主要目標，對遊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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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熱情陶醉轉為冷漠，接觸的關係偏重於商業行為，規劃偏重為市場導

向，當地商店為遊客而存在，社區內道路擁擠，發生無處可停車之狀

況。

（三） 厭煩階段（Irritation）：由於觀光產業發展趨於飽和，無法容納新增之遊

客，設施與資源使用上產生衝突，居民對觀光之觀感不一，遊客開始與

居民競爭資源，且大量觀光客打擾居民的日常生活，使居民開始對觀光

客感到厭煩。

（四） 敵對階段（Antagonism）：居民視觀光客為導致所有不便與不悅的主

因，如：稅收提高、對居民資產權益不尊重等負面影響，居民排斥觀光

以致遊客漸趨流失。

此外，學者Ap和Crompton（1993）主張的居民反應模式是依據Dogan的模
式研究德州社區居民，發現參與研究的居民對觀光發展影響之反應有四種階，分

別為：接受（Embracement）、容忍（Tolerance）、調整（Adjustment）與退出
（Withdrawal），各階段居民的反應模式如下：

（一） 接受（Embracement）：居民熱衷歡迎遊客，其正面態度反映不只是順應

和接受，這些直接從觀光受益的居民對更多的遊客顯露出熱情態度，就

此反映出居民與遊客互動上的友好情誼，居民認為遊客人潮為社區帶來

活力。

（二） 容忍（Tolerance）：居民對觀光表現出矛盾的態度；部分喜愛，部分不

喜愛，其容忍不悅的程度有一定之負荷量，影響程度上雖有些妨礙但尚

能接受，其原因是居民認知得到觀光對社區經濟之貢獻。

（三） 調整（Adjustment）：居民會重新安排其日常活動，避開與遊客擁擠時

段，調整觀光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四） 退出（Withdrawal）：是極負面的表達方式，指居民暫時性的離開社區，

以避免觀光與遊客的相互影響。

從上述模式可發現在觀光發展的過程中，每個地區的情況並非同質，每一個地區

皆有其獨特的現象存在，居民經由對觀光整體利益的考量及價值觀在交互作用下，

呈現出對觀光發展的態度。隨著地區觀光發展程度的不同，居民感受到的衝擊亦會

有所改變，進而影響其對觀光發展的態度，亦即居民的態度並非固定且是會改變

的。

張淑青（2009）指出居民對於觀光發展會產生不同的反應，而這些反應態度受



國際運動賽事對觀光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之研究　　69

到時空的推進、與遊客自身的接觸程度、社會、文化特徵，以及觀光影響程度等影

響，使得居民可能接受觀光活動的辦理，甚至參與其中，相對地，也可能以負面的

心態選擇逃避，或是維持中立不採取任何行動。這些態度反應模式，皆是將居民對

觀光發展的態度，根據不同的影響變項，如：時間、或遊客接受程度等進行分類，

然而所謂的支持度或接受度也是一種態度的形式。

學者Perdue等（1990）針對美國Colorado的16個鄉村社區的居民，欲驗證正、負
面的觀光衝擊知覺、居民支持額外的觀光發展與特別的觀光發展政策之關係；經多

元迴歸分析後，研究結果發現居民知覺正面的觀光衝擊會正向影響居民支持額外的

觀光發展；相對地，居民知覺到負面觀光的衝擊，則負向影響居民支持額外的觀光

發展。

在McGehee與Andereck（2004）針對美國Arizona的12個社區的研究中，亦得到
相同的結果，此外，居民知覺到觀光產業所帶來個人利益，亦是正向影響居民支持

額外的觀光發展。林樹旺、葉進發、張良漢、劉又慈（2007）探討國際運動賽會對
地方運動觀光發展影響態度，研究結果指出居民之正面運動賽會衝擊認知，對未來

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均呈現正相關；居民之負面運動賽會衝擊認知，對未來運動觀光

發展態度均呈現負相關；而居民之個人利益，例如：個人工作與運動觀光有關、個

人應發展運動觀光收益等，對未來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均呈現正相關。此外，居民對

觀光衝擊的知覺與觀光發展態度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得到證實，正面的觀光衝擊知覺

會正向地影響觀光發展的態度。

認知為態度形成的前驅物，在歷經大型賽會洗禮過後，個人會形成不同的判斷與

認知，進而影響到其對地方發展的態度。經實證研究指出，運動賽會衝擊屬於認知

構念，且會影響態度構念。由於國內目前有關運動觀光賽事發展態度之研究尚顯不

足，因此，本研究擬以此為基礎探討 LPGA臺灣錦標賽之觀眾，對於我國運動觀光發
展態度之趨向。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之操作變項共有五個，其分別為「運動觀光吸引力」、「涉

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本研究主要在

瞭解臺灣地區LPGA觀眾參與運動觀光的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
對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之影響情況；依據文獻探討並根據相關研究，發展建構出本

研究欲探討與驗證之研究架構，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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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探討運動觀光對觀眾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其發展

態度三者間之影響程度與關係，以建構整體關係模式。根據研究架構提出相關假設

如下： 

H1：運動觀光的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

H2：運動觀光的知覺價值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3：運動觀光的行為意圖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正向顯著影響。

H4：

H4-1：運動觀光吸引力對知覺價值有正向顯著影響。

H4-2：運動觀光吸引力對行為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

H4-3：運動觀光吸引力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5：

H5-1：涉入程度對知覺價值有正向顯著影響。

H5-2：涉入程度對行為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

H5-3：涉入程度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結構式問卷，問卷問題主要分為六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個人基本資

料，第二部份為運動觀光吸引力。第三部份為衡量LPGA觀眾對知覺價值的看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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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份則是觀眾對高爾夫運動的涉入程度，第五部份為對於LPGA賽事的行為意圖，

第六部份為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衡量指標，整體問卷來源主要依據文獻探討與過去

相關研究問卷修改而成，各問卷皆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作為評分方式。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臺灣地區LPGA運動觀光賽事的吸引力、涉入程度、知
覺價值、行為意圖與觀眾對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之影響情況，研究對象以參與2013
年在臺灣所舉辦的LPGA賽事之觀眾為母群體，研究者針對賽事期間曾前往揚昇球場
觀看LPGA臺灣錦標賽的觀眾進行便利抽樣調查，以達本研究受測對象之合宜性。問
卷發放共計800份，發收期間為2013年10月臺灣LPGA賽事舉辦期間，經回收問卷共
計800份，回收率為100%，編碼後有效問卷數為758份，有效回收率為94.75%。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1.0與AMOS 17.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使用的統計方法
除了採用基本的敘訴統計分析外，為探究本研究之最適模型，則利用結構方程模式 
（SEM）進行多次試驗，來驗證研究架構中變數之影響方向及其影響效果是否具顯
著性，並利用SEM作為檢測運動觀光賽事的吸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
圖與觀眾對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等五個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係以參與2013年在臺灣所舉辦之LPGA賽事之觀眾為研究對象（如表
2），整體有效問卷的性別分佈以女性居多，有389人，佔全體樣本數51.32%；在年
齡類別分布上則是以21歲~30歲最多，有298人，佔全體樣本數39.31%；婚姻類別
分布狀況則是以未婚最多，有566人，佔全體樣本數的74.67%；教育程度以高中職
居多，有514人，佔全體樣本數67.81%；職業以學生最多，有356人，佔全體樣本數
46.97%；居住地點以北部居多，有470人，佔全體樣本數62.01%；每月收入以20,000
元以下最多，有418人，佔全體樣本數55.15%。

表 2　基本背景分析（n = 758）
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69 48.68
女 389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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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年齡

20歲以下 261 34.43
21歲~30歲 298 39.31
31歲~40歲 109 14.38
41歲~50歲 60 7.92
51歲~60歲 28 3.69
61歲以上 2 0.26

婚姻狀況

未婚 566 74.67
已婚無小孩 73 9.63
已婚有小孩 119 15.70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34 4.49
國中 82 10.82
高中職 514 67.81
大專院校 121 15.96
研究所（含以上） 7 0.92

職業

農林漁牧 25 3.30
工業 57 7.52
商（自由業、服務業） 162 21.37
軍公教 36 4.75
學生 356 46.97
無（退休、家管） 94 12.40
其他 28 3.69

居住地點

北部 470 62.01
中部 166 21.90
南部 52 6.86
東部 41 5.41
離島地區 25 3.30
其他 4 0.53

每月收入

20,000元以下 418 55.15
20,001~40,000元 221 29.16
40,001~60,000元 87 11.48
60,001~80,000元 23 3.03
80,001~100,000元 9 1.19

二、測量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評鑑量

表的因素結構（factor structure）及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由表3分析結果顯示，本研

表 2　基本背景分析（n = 758）（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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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採用採用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測量各構面的內部一

致性，組合信度值愈高，顯示衡量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愈高。本研究包含的所有潛在

變項的組合信度數值0.896~0.940都大於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的最小臨

界值0.60，表示研究模式的內部品質良好。在效度方面，個別項目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評估觀察變項對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都在0.664
以上，且t值均達顯著水準，代表各觀察變項與其所屬的潛在變項間具有顯著的相關

性（Anderson & Gerbing, 1988; Bagozzi & Yi, 1988）。並且所有構面的平均變異數

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皆達0.5以上的可接受水準（Fornell & 
Larcker, 1981）如表4所示，故本研究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表 3　測量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標準
誤差
(SE)

組合
信度
(CR)

吸引力

X1. 優美的球場景觀 0.664*** 0.132

0.896
X2. 有世界各國女子高爾夫名將的聚集 0.909*** 0.119
X3. 它是國際女子高爾夫賽事 0.913*** 0.118
X4. 有臺灣之光球后曾雅妮參賽 0.802*** 0.124

涉入程度

X5. 運動觀光/高爾夫體驗是我的主要休閒活動方式 0.883*** 0.156

0.940
X6. 高爾夫是我生活中不能缺少的活動 0.919*** 0.152
X7. 對我而言高爾夫是有意義的活動 0.846*** 0.152
X8. 高爾夫是表現我個人風格的休閒活動 0.808*** 0.163
X9. 我在意別人對於我參與高爾夫活動的看法 0.883*** 0.157

知覺價值

Y1. 舉辦的場地設施與服務是值得的 0.751*** 0.118

0.912
Y2. 我所付出觀看賽事的時間是值得的 0.882*** 0.111
Y3. 我所付出觀看賽事的體力與精神是值得的 0.900*** 0.112
Y4. 整體 LPGA運動賽事是值得的 0.861*** 0.111

行為意圖

Y5. 我會再次觀賞LPGA賽事 0.808*** 0.118

0.914

Y6. 我會向親友或他人介紹並推薦 0.733*** 0.111
Y7. 若日後有機會從事觀光活動，我還是會選擇LPGA運動觀
光活動

0.856*** 0.112

Y8. 如果價格調高或優惠減少，我還是會選擇LPGA運動觀光
活動

0.850*** 0.111

Y9. 我會主動注意LPGA賽事的活動資訊 0.870*** 0.118

運動觀光
發展態度

Y10. 我覺得運動觀光發展能使自己獲得更多利益 0.859*** 0.128

0.936
Y11. 我覺得運動觀光發展能使本地居民獲得更多利益 0.899*** 0.120
Y12. 我覺得臺灣地區適合發展運動觀光活動 0.896*** 0.125
Y13. 我支持臺灣發展運動觀光活動 0.795*** 0.143
Y14. 我願意以行動來支持臺灣地區未來運動觀光的發展 0.866*** 0.137

註：*表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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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關係數矩陣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的平方根

吸引力 涉入程度 知覺價值 行為意圖
運動觀光
發展態度

平均變異數
抽取量

吸引力 0.828 0.686

涉入程度 0.385 0.870 0.757
知覺價值 0.764 0.523 0.850 0.723
行為意圖 0.460 0.292 0.475 0.825 0.680

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0.630 0.704 0.706 0.406 0.864 0.746

註：相關係數分別列示在矩陣的下半部，AVE的平方根在對角線上

（一）結構模式的檢定與假設驗證

本研究分析方法以AMOS17.0統計分析軟體設立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結構模式分
析，並分兩階段過程檢證，分別為第一階段的檢測研究架構模型，以確切衡量評估

整體理論模式之適切性，以及第二階段的驗證各潛在變項之影響結果，檢測結構模

式中各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並加以檢視研究假設。

（二）結構模式檢定

整體模式配適標準評鑑的目的，旨在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的

資料，或是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之間是否配適（Anderson & Gerbing，1988）。因
此，本研究參考Bagozzi及Yi（1988）提出的評鑑項目加以評鑑（如表5）。雖χ2 = 
872.068（p = .00 < .05），但因卡方值對大樣本與偏離常態分配很敏感，當樣本數
多或資料偏態常態嚴重時，將造成卡方值增加，有鑑於此，本研究參照Bagozzi和
Yi（1988）的意見，採較不受自由度限制的殘差分析指標（RMSEA = 0.062）來衡
量，以Hu和Bentler（1995）所建議的最小臨界值0.08為參考指標。另以三項指標進
行研究模式的配適度評鑑。整體衡量模式絕對適配量測－「配適度指標」（GFI = 
0.911），增值適配量測－「基準適配度指標」（NFI = 0.943）、「比較配適度指
標」（CFI = 0.957），均超過0.90，達可接受範圍。以上各項檢定值均能符合檢定
要求的標準，表示整體模式配適度為佳。

表 5　整體模式適合度之評鑑指標

衡量指標配適度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χ2 872.068（P = .000） 否

RMSEA 0.062 是

GFI 0.911 是

NFI 0.943 是

CFI 0.95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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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果關係的驗證

經由最大概似法（MLE）估計本研究之路徑值，將其繪製成路徑圖，如圖5所
示。顯著水準α = .05標準下成立之路徑以實線表示，不顯著的路徑以虛線表示。吸
引力、涉入程度、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各潛在變數間之關係估

計值與假說檢定結果，如表6所示。

由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三者間之因果關係結果顯示，在知覺

價值與行為意圖上，其假說路徑0.250（p < .001），具有顯著水準。表示「知覺價
值」對「行為意圖」的關係為顯著正向影響，亦即知覺價值會提昇對於行為意圖的

關係傾向。因此，假設1：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立。在知覺
價值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上，其假說路徑0.281（p < .001），具有顯著水準。表示
「知覺價值」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為顯著正向影響，亦即知覺價值會提

昇對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傾向。因此，假設2：知覺價值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立。在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上，其假說路徑0.039 
（p > .05），不具有顯著水準。表示「行為意圖」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
為不顯著正向影響，亦即行為意圖不會提昇對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傾向。因

此，假設3：行為意圖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未獲得成立。

由運動觀光吸引力對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間之因果關係結果

顯示，在運動觀光吸引力與知覺價值上，其假說路徑0.705（p < .001），具有顯著水
準。表示「運動觀光吸引力」對「知覺價值」的關係為顯著正向影響，亦即運動觀

光吸引力會提昇對於知覺價值的關係傾向。因此，假設4-1：運動觀光吸引力對知覺
價值傾向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立。在運動觀光吸引力與行為意圖上，其假說路

徑0.239（p < .001），具有顯著水準。表示「運動觀光吸引力」對「行為意圖」的關
係為顯著正向影響，亦即運動觀光吸引力會提昇對於行為意圖的關係傾向。因此，

假設4-2：運動觀光吸引力對行為意圖傾向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立。在運動觀光
吸引力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上，其假說路徑0.253（p < .001），具有顯著水準。表示
「運動觀光吸引力」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為顯著正向影響，亦即運動觀

光吸引力會提昇對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傾向。因此，假設4-3：運動觀光吸引
力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傾向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立。

由涉入程度對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間之因果關係結果顯

示，在涉入程度與知覺價值上，其假說路徑0.311（p < .001），具有顯著水準。表
示「涉入程度」對「知覺價值」的關係為顯著正向影響，亦即涉入程度會提昇對於

知覺價值的關係傾向。因此，假設5-1：涉入程度對知覺價值傾向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獲得成立。在涉入程度與行為意圖上，其假說路徑0.073（p > .05），不具有顯著水
準。表示「涉入程度」對「行為意圖」的關係為不顯著正向影響，亦即涉入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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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昇對於行為意圖的關係傾向。因此，假設5-2：涉入程度對行為意圖傾向具有顯
著正向影響未獲得成立。在涉入程度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上，其假說路徑0.508（p < 
.001），具有顯著水準。表示「涉入程度」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為顯著正
向影響，亦即涉入程度會提昇對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的關係傾向。因此，假設5-3：
涉入程度對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傾向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立。

圖5　整體關係模式估計結果

表 6　研究假設與驗證結果

路徑 假設關係 路徑值 對應假設 假設成果

知覺價值→行為意圖 正向 0.250*** H1 成立

知覺價值→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正向 0.281*** H2 成立

行為意圖→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正向 0.039 H3 不成立

運動觀光吸引力→知覺價值 正向 0.705*** H4-1 成立

運動觀光吸引力→行為意圖 正向 0.239*** H4-2 成立

運動觀光吸引力→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正向 0.253*** H4-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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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 假設關係 路徑值 對應假設 假設成果

涉入程度→知覺價值 正向 0.311*** H5-1 成立

涉入程度→行為意圖 正向 0.073 H5-2 不成立

涉入程度→運動觀光發展態度 正向 0.508*** H5-3 成立

註：*表p < .0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參與2013年在臺灣所舉辦之LPGA賽事觀眾的知覺價值、
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關係模式中，知覺價值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也會正

向影響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但行為意圖卻不會影響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換言之，大

多數的觀眾認為花時間、精神與體力在符合競賽水準的場地設施之中，觀看LPGA比
賽是相當值得的，同時也認為日後會注意LPGA的相關賽事資訊，不論入場的價格是
否有變動，只要有機會便會再次的觀賞LPGA賽事，且將其推薦給親友共襄盛舉，以
支持臺灣地區發展運動觀光活動。然而，在具有高知覺價值與高行為意圖之下，卻

發現受試者的行為意圖對於臺灣的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未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由此

可知運動觀光之發展對於觀眾個人本身或多或少有所益處，甚而會產生對於運動觀

光活動發展的支持，因此，可推論受測者對於有關高爾夫運動賽事的行為意圖較為

強烈，當論及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時，其範疇不僅只侷限於受試者感興趣的高爾夫運

動或賽事，且觀眾經由對觀光整體利益的考量及價值觀的交互作用之下，隨著運動

觀光發展程度的不同，所感受到的經驗亦會有所改變，進而影響其對運動觀光發展

的態度，亦即觀眾的態度並非固定，而且是會改變的，因而無法產生具體的行為意

圖。

運動觀光吸引力對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關係模式中，吸引力

對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等三個變數間的相關路徑係數p值均達正
向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所探討之LPGA賽事在臺灣不僅擁有優美的球場景觀，更聚
集世界各國女子高爾夫名將，是一項難能可貴的運動觀光賽事，因而觀眾認為在知

覺價值方面是有利益且值得的；相對的會產生參與該運動賽事的行為傾向，以及日

後支持運動觀光賽事活動的個體行為意圖，是故對於整體的運動觀光發展態度有正

相關之結果。

涉入程度對知覺價值、行為意圖與運動觀光發展態度關係模式中，涉入程度會

正向影響知覺價值，也會正向影響運動觀光發展態度。但涉入程度卻不會影響行為

表 6　研究假設與驗證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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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換言之，即使參與高爾夫運動有高度的涉入程度，但對於再次參與或推薦親

友參與LPGA賽事，卻未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由研究結果可知對於高爾夫運動涉入
程度高的觀眾，認為LPGA賽事是具有價值意涵，且值得花時間、精神與體力投注其
中，而且可使個體進一步的對於運動觀光發展秉持支持的態度。此外，由於本研究

的涉入程度是傾向於探究個人的情境感受，透過對於高爾夫運動的經驗歷程，以瞭

解個人自我喜好的表現與高爾夫運動的連結性，因此對於行為意圖構面之中，所涉

略的意向不具有顯著正向關係，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參與此次運動賽事的觀眾，

對於高爾夫運動的涉入程度高，但對於LPGA臺灣錦標賽這類觀賞性質的活動，由於
不是受測者本身個人當下所從事的運動展現，是故在本研究結果不具有相互影響的

關係存在。

二、建議

國際運動賽事是最好的外交手段，也是行銷臺灣的最大力量之一，由於運動賽事

沒有文化及語言的隔閡，只要懂得規則，全世界任何人都能參與或觀賞比賽，更是

凝聚國人向心力的重要催化劑。運動觀光發展至今，民眾對觀光發展抱持著支持的

態度，但在行為意圖方面仍持保守狀態，然而本研究已發現對於LPGA運動觀光賽事
的行為意圖，並不會影響運動觀光發展態度，因此建議未來相關當局在選擇辦理類

似的運動觀光賽事時，可朝多元化的運動觀光賽事發展為方向，以開拓LPGA運動賽
事之外的其他項目之運動觀光發展機會。此外，亦建議主辦運動觀光賽事之相關單

位，在未來如有機會辦理類似的運動賽事，則宜加強運動觀光賽事之宣傳與行銷廣

告曝光率，讓更多潛在參與者知曉國際運動賽事舉辦的訊息。再則，建議針對賽事

推展全臺巡迴場次，促進參賽選手技能上之精進，同時間接提升不同居住地區民眾

的參與率，以期促進消費能力、增加經濟效益，進而對臺灣地區在國際運動觀光賽

事的發展上形成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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