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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參與者知覺價值、滿意度及行為意

圖建構賽會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以 adidas 盃網球賽運動參與者為研究對象，採

問卷調查法為資料蒐集工具，以便利取樣進行問卷發放，共計發出 492 份問卷，

有效樣本數為 455 份，有效回收率為 92%。所得資料經描述性統計、驗證性因素

分析、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結果如下：一、本研究建構之 adidas 盃

網球賽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配適良好；二、賽會運動參與者之賽會意象與賽會服

務品質對知覺價值呈正向影響；三、賽會服務品質對滿意度呈正向影響；四、賽

會運動參與者知覺價值與滿意度對行為意圖呈正向影響。本研究結論為，賽會運

動參與者對 adidas 盃網球賽所呈現的重要性及資訊等意象認知愈高，將有助於提

高參與者對賽會服務品質的正向感受，且參與後知覺之價值感及滿意度亦會提升，

最終可促進運動參與者對賽會的正向行為意圖，此結果將有助於賽會的持續辦理

及網球運動的推廣。最後根據分析之結果提出實務與研究建議，可提供給運動賽

事推廣單位及相關研究作為參考。 

關鍵字：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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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construct the participants’ behavior model during the event 

sport with the confirmative factors of event image, event service quality, participants’ 

perceived value,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 intentions. With the use of convenient 

sampling, 455 questionnaires out of 492 were completed and analyzed, achieving 92% 

effective collection rat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The following four 

main results were found. Firstly, the constructed model in the present study fitted 

participants’ behavior during adidas cup tennis event. Secondly, participants’ event 

image during the event sport positively affected event service quality and perceived 

value. Thirdly, event service quality positively affected satisfaction. Fourthly, 

participants’ perceived value and satisfac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ehavior 

intentions during the event sport. In conclusion, the higher the image cognition 

participants obtained, the more positive feeling toward the service quality, perceived 

value, and satisfaction of adidas cup tennis event participants had. Finally, such 

cognition also helped improve the positive behavior intentions of sport participants and 

promote relevant tennis sport as well.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were offered to sport event promo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Keyword: Event image, Event service quality, Perceived value, Satisfac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s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政府於2002年實施「運動人口倍增計畫」政策，主要倡導全民運動、擴增運

動參與人口及改善國民運動休閒環境，並將此計畫列為2002年至2007年體育資源

整合中重要的施政重點計畫之一。而近年來國人在運動場上表現屢獲佳績（如：

盧彥勳、詹詠然、莊佳容、謝淑薇、王建民、曾雅妮等選手），更促使政府有意

擴增運動參與人口之政策及提升國家運動素質之意識。從教育部體育司（2010）

於運動人才中長程培育計畫書可知，世界各國推展體育運動之目的，均不外全民

運動之普及與競技運動水準之提升兩大範疇，但在常態分配上，競技運動在人數

比例上呈相對少數，然而世界各國卻對這些相對少數的運動選手，投注大量國家

資源，其意義與價值乃因國際運動競賽成績，是國力的象徵。 

高俊雄與劉照金（2008）研究中指出，政府及相關民間組織推動運動推廣活

動確有其必要性，對提昇民眾運動認知、滿足民眾運動興趣及運動參與有其提昇

效果。因此運動推廣及人才培育已成為現今社會的趨勢，不管是在政府或民間機

構皆是運動推廣的基礎動力。而近年來，網球運動的推廣逐漸普及，其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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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內網球選手在國際舞臺人才日增月益，讓臺灣在國際體壇的曝光率提升了不

少，同時也帶動國內的網球運動風氣。另外，連玉輝、陳志榮、林俊城、盧威儒

與戚海倫（2009）更指出，網球是世界上曝光度僅次於足球的全球性運動，是一

項曝光率極高的全球性運動項目。因此若能提升網球運動參與人口，並積極培訓

專業人才，讓更多網球好手站上國際舞臺，不僅可提升國人參與運動之意願，更

可增加國家曝光率，帶來正面效益。而陳小英與周良君（2010）及林立港（2011）

實證研究更指出，成功推廣運動賽事且舉辦高水準運動賽事，將有助於提升該項

運動及賽事參與人口，而從舉辦小型運動賽會著手，是帶動的運動參與人口及推

廣該項運動最好的方法之一。 

在網球運動方面，臺灣目前則以辦理小型賽會方式來推廣網球運動居多，主

要以adidas盃網球運動賽會最為知名，而此賽會成立理念係以推廣運動人口及積極

推廣培育我國網球運動人才站上國際舞臺為主要訴求，而推廣至今該賽會於2008

年舉辦時僅約1,000人次參與報名，然而至2011年時已超過10,000人次參賽（蓬勃

運動事業有限公司，2011），顯示目前參與網球運動之人口仍不斷成長，參與此

賽事之網球選手也逐年增多，由此可知，adidas盃網球運動賽會是臺灣現今成功的

網球運動賽會之一（Gwinner，1997）。因此，藉由瞭解網球選手持續參與adidas

盃網球運動賽會行為之影響因素即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 

林東興、楊子孟、陳培季與涂鵬斐（2011）更指出，舉辦一場運動賽會所呈

現之內容產品與服務，包括有形的金錢、運動設施、時間資源等軟硬體之實務面

向因素，皆是舉辦及經營運動賽會的基本方程式。鐘志強（2008）研究則指出，

有效提升運動賽會的服務品質，將有助於維持與賽會運動參與者之良好關係。 

Boulding (1956) 提出意象之概念，意指人的行為除了是由知識和資訊所引導，

更是個人所知覺意象之結果。爾後意象經常被用於觀光旅遊研究中，甚至Hunt 

(1975)認為意象在觀光領域是最重要的指標，可表達遊客對原觀光發展之態度以及

反應旅遊之感受。在Woodside and Lysonski (1989)、Court and Lupton (1997) 和

Baloglu and McCleary (1999) 研究結果發現，當消費者決定造訪首次目的地時，意

象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並且是影響決定因素之一的要件。若將意象之概念若延申

至不同的研究，則有不同之說法，如旅遊目的地意象（劉瓊如、林濰榕、廖葆禎，

2010）、觀光意象（梁家祜、王翰元、郭沅志，2009）、運動賽會意象（張書榮，

2009）等，而主要概念都是在反應意象是個人所知覺之結果，並是指對一個特定

地點經過一段時間整合不同資訊來源後的整體知覺（Boulding, 1956; Assael, 1984）。

而意象普遍的文獻皆指出一個目的地的意象是對旅遊行為有所影響（Bigne, 

Sanchez, & Sanchez, 2001; Fakeye & Crompton, 1991）。另外，Lee, Lee and Lee (2005)

也指出，一個重視目的地形象的人，將積極看待現場的體驗品質，進而評日後再

次消費及參與之意願。換而言之，意象套用於賽會時，亦可被用於評估賽事運動

參與者賽後行為意圖之影響要素，且扮演著預測參與者未來行為意圖的重要評估

之一。 

另外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 指出服務品質乃顧客對服務的事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第十一卷  第一期  1-19頁 民國一○三年三月  DOI:10.6214/JSRM.1101.001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2014, Vol.11, No.11,1-19   .ISSN：1815-4093 

4 

前期望與顧客接受服務後，實際感間的差距。Bigne,Sahchez and Sanchez (2001) 實

證研究指出，證實了當參與者對一特定地點或活動意象越深刻，對該地服務品質

的評價也會越高。Kim, Holland, and Han (2012) 研究中亦指出，意象重向影響服務

品質感受的重要因素。有鑑於此，可得知運動賽會的服務品質，即是運動參與者

對賽會的事前期望及實際接受服務後之間的知覺差距。其參與者對賽會之意象亦

是影響該賽事服務品質感受的前置因素之一，因此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建立以下

假設：運動參與者之賽會意象對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具正向顯著影響性。 

Zeithaml (1988) 認為意象所傳達給消費者的是一種期待，亦認為知覺價值是

一項高層次抽象概念，即消費者對產品所付出和得到對產品或服務知覺效用的整

體評估，代表付出和獲得的一種抵換關係。另亦有學者研究指出，良好的意象，

可以先行塑造給消費者及參與者一種產品或服務具有高價值的感受。而參與行為

可分為前、中、後三階段，其中〝中〞是指體驗及體驗評價，（Ryan, 2002; Williams 

& Buswell, 2003）。換而言之，一個地點之意象可影響其知覺價值，有鑑於此，綜

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設：賽會意象對參與者知覺價值具正向顯著影響。 

Kotler et al. (1996) 提出「意象－品質－滿意度－行為」因果關係模式。指出

意象為服務品質、滿意度、後續行為的前因變數，服務品質也會對滿意度產生正

向影響。另亦有多數學者實證研究指出服務品質與滿意度之正向因果關係（Agus, 

Barker, & Kandampully, 2007; Jiang & Wang, 2006、Malik, 2012）。而國內學者研究

結果亦同樣指出服務品質對滿意度是有顯著相關性存在，且賽會的服務品質是影

響參與者滿意度的重要前置變項之一（盧瑞山、張家銘、黃芳銘，2005；吳政隆、

張良漢，2008）。因此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設：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對

參與者滿意度具正向顯著影響。 

根據張孝銘（2008）對知覺價值定義為，消費者衡量付出的時間成本、金錢

成本與購買產品之後，自我內在的一種主觀感受，也就是對於產品與所付出的有

形或無形的一種整體性衡量。而國外眾多學者研究大多指出，知覺價值是可預測

未來行為意圖之前置因素（Bojanic, 1996、Cronin, Brady & Hult, 2000、Tam, 2000; 

Petrick, 2004；許龍池、鄭峰茂，2008）。Swait and Sweeney (2000) 、林聰哲（2008）

及莊茹倩、田麗與鍾志強（2010）研究亦指出，消費者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圖具有

正向影響性。另一方面，在針對運動產業參與者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參與者對

其賽事或產品的知覺價值感受是影響其再購意願及再次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

（Petrick & Beckman, 2002）。有鑑於此，當運動參與者在消費過程中或是參與過

程中所知覺到的利益（有形的金錢）與犧牲（無形的時間、精神）的總和，並綜

合其衡量所獲得的東西和付出的代價之後，所得的內心感受與評價，此將影響消

費者或顧客心理層面的值得感，並進而成為再次前往消費或是推薦他人前往消費

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藉以參與者知覺價值衡量其影響運動參與者未

來再次參與之行為指標。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設：參與者知覺價值對

行為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 

多數實證研究證實，滿意度是一種消費後的整體評估，觀光運動休閒研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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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被視為參與者或遊客對其歷程的整體評價，影響未來的重遊及再次參與意願，

兩者的正向影響關係已被驗證（Cronin et al., 2000; Shu, Crompton, & Willson, 2002）。

林秉毅、劉田修與徐茂洲（2010）則以行銷研究的角度指出，運動賽會服務如讓

消費者體驗若是正面、舒適的，相對會提升消費者對賽會的滿意程度，並對往後

的賽會行銷有良好之助益，並提升後續更多參與者之投入。更有研究指出，參與

者對運動賽事的意象和滿意度對賽事參與者往後的行為意圖有顯著影響性（Huang, 

2011）。因此本研究據此建立研究假設如下：參與者滿意度對行為意圖具正向顯著

影響。 

彙整以上所述，賽會意象、服務品質、參與者滿意度、知覺價值，乃探討賽

會參與者未來行為意圖之影響要件，亦可能是運動賽會能日滋月益的重要影響因

素。然而在國內賽會的相關研究，多是以服務品質、滿意度、知覺價值（林士彥、

張良漢、蘇士博，2007；林聰哲，2008；鍾志強，2008；吳政隆、張良漢、丁淑

君，2008；林東興等人，2010）來進行衡量參與者的行為意圖，甚少研究加入意

象層面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認為運動賽會應透過參與者對賽會服務品質及知覺

價值感知，及其滿意度與後續之行為意圖深入探討，故加入賽會意象進行運動賽

會參與者行為模式之建構。期望藉由本研究結果，提供給推廣單位及相關研究以

作為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以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及行為意圖建構 adidas 盃

網球賽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 

（二）瞭解 adidas 盃網球賽運動參與者之運動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

值、滿意度及行為意圖之現況。 

（三）探討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及行為意圖之關聯性。 

三、研究假設 

H1：行為模式行期望共變異數矩陣與樣本共變異數矩陣沒有差異，即S − ∑(θ) = 0， 

其中 S 為樣本共變異數矩陣，∑(θ)為模型期望共變異數矩陣。 

H2：賽會意象對賽會服務品質具正向顯著影響性。 

H3：賽會意象對參與者知覺價值具正向顯著影響性。 

H4：賽會服務品質對參與者滿意度具正向顯著影響性。 

H5：參與者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性。 

H6：參與者滿意度對行為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性。 

四、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賽會意象 

本研究賽會意象意指為運動參與者於參賽後，賽會給予運動參與者在心理層

面的一種印象，主要依據張書榮、張孝銘與陳秀榮（2009）提出賽會意象量表，

以「賽會認知」、「賽會重要性」及「賽會資訊」等三分構面進行衡量。 

（二）賽會服務品質 

本研究賽會服務品質意指運動參與者於參賽過程後對賽會主辦單位之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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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一種感受，包含運動參與者的事前期望，若感知與期望相等則同意此服務

品質，高於則滿意，反之則失望。主要依據盧瑞山、張家銘與黃芳銘（2005）的

自編「路跑賽服務品質量表」，將其構面分為「活動品質」、「互動品質」、「成

果品質」以及「環境設施品質」等四個分構面進行衡量。 

（三）參與者知覺價值 

本研究參與者知覺價值意指賽會參與者對賽會付出與得到之整體感受價值感。

主要依據Petrick (2002, 2004) 所提出之五項知覺價值結構，並參考參考蘇瑞蓮、金

喆（2008）之研究，將知覺價值分為「金錢」、「時間」、「精神與體力」、「品

質」、「名譽」等五個分構面進行衡量。 

（四）參與者滿意度 

本研究參與者滿意度意指運動參與者在評估參與賽事之前的預前期望與參與

賽事過程中的實際感受。主要依據Czepiel (1974) and Day (1988) 所提出的觀點，

採整體滿意度衡量。並參考沈進成、趙家民與陳金北（2007）、林立港（2011）、

陳怡婷（2009）及吳柏叡（2009）等學者滿意度衡量方式，以「便利性」、「環

境品質」、「人員服務品質」、「硬體設施」、「人力資源」、「流程規劃」等

六個分構面進行衡量。 

（五）參與者行為意圖 

本研究行為意圖乃是預測與評估參與者在未來的行為，並可藉由行為意圖瞭

解參與者對該賽會之未來行為意圖。主要依據鍾志強（2008）所提出的「行為意

圖量表」，將量表構面共分為四個題項，分別為「推薦他人」、「再參賽意願」

及「分享此次賽會相關情形」進行衡量。 

 

貳、方法 

一、網球賽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 

本研究依據運動賽會管理相關文獻，以量化取樣方式進行 adidas 盃網球賽運

動參與者行為模式之研究，並以結構方程模式（SEM）驗證本研究之模式，研究

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賽會意象 

賽會服務品質 

知覺價值 

滿意度 

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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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主要以 adidas 盃全國分級網球排名賽運動參與者為對象，預試抽

樣對象為 2012 年 7 月 14 日高雄站 adidas 盃全國分級網球排名賽運動參與者；正

式抽樣對象為參與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2 日臺北林口站及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4日臺中站與 2012年 12月 8日至 12月 9日臺南站之 adidas盃全國分級網球排名

賽運動參與者。並以便利取樣進行抽樣，由研究者親自前往，以當日實際參與運

動競賽之選手進行問卷調查，而施測問卷前皆先與填答者詢問是否同意施測問卷，

經同意後說明問卷內容及施測準則，填答時間約十五分鐘，預試發放時間為早上

九點至晚上六點，共發放 120 份，有效樣本數為 105 份，有效回收率為 88%。正

式發放時間則為早上八點至晚上八點，共計發放 492 份問卷，有效樣本數為 455

份，有效回收率為 92%。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經參考相關文獻後，改編成「adidas盃網球賽會運動參

與者感受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內容部分分為，個人基本資料、賽會意象、賽會

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及行為意圖等六部份。並採李克特五點量表，將尺

度衡量分為，「非常滿意/同意」5 分；「滿意/同意」4 分、「普通」3 分；「不滿意/

不同意」2分；「非常不滿意/不同意」1分，給予計分。 

（一）各構念之衡量構面與問卷編制 

1.基本人口統計變項 

基本人口統計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居住地、參賽級別、教育程度、曾經

參賽 adidas盃網球賽次數（包含本次）等共計 6題。 

2.賽會意象量表 

量表主要是採用張書榮、張孝銘與陳秀榮（2009）之賽會意象量表，並依照

adidas 盃網球賽之特性進行修編，共計 15 題。經預試施測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採主成分法抽取因素，以最大變異法抽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共同因素，分析結

果球形考驗達顯著（p < .05）及 KMO量數為 .78。後續依據因素負荷量小於 .50

與隸屬構面不清落入錯誤構面等題項作為刪減之準則，共刪除 6、7、10、12等四

題題項後，萃取出「賽會認知」、「賽會重要性」及「賽會資訊」等三構面，累

積解釋變異量為 66.75%，Cra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82、 .75、 .79，整體信度

為 .84。 

3.知覺價值量表 

本量表主要是採用 Petrick (2002)所提出的五個知覺價值結構，並參考參考蘇

瑞蓮與金喆（2008）學者的研究編製而成。並以「金錢」、「時間」、「精神與

體力」、「品質」、「名譽」等 5 題項進行知覺價值之衡量。經由預試之探索性

因素分析結果，球形考驗達顯著（p < .05）及 KMO量數為 0.78。後續依據因素負

荷量小於 .50 與隸屬構面不清落入錯誤構面等題項作為刪減之準則，未刪除任何

題項，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9.25%，Cranbach’s α整體信度係數為 .84。 

4.賽會服務品質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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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主要根據盧瑞山、張家銘、黃芳銘（2005）、盧瑞山與陳弘慶（2007）

及林立港（2011）等人的服務品質量表，並配合 adidas盃網球賽之特性進行修編，

進而發展出十九題賽會服務品質題項。量表經預試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得知，

球形考驗達顯著（p < .05）及 KMO量數為 .81。後續依據因素負荷量小於.50與隸

屬構面不清落入錯誤構面等題項作為刪減之準則，共刪除 1、9、13、18、19等五

題後，萃取出「活動品質」、「互動品質」、「成果品質」及「環境設施品質」

等四構面，而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6.20%，Cranbach’s α 係數為 .66、 .81、 .74、 .78，

整體信度為 .86。 

5.滿意度量表 

本量表主要是採沈進成、趙家民與陳金北（2007）等學者的滿意度量表來進

行修改，衡量方式採用「整體滿意度方式」，並以「便利性」、「環境品質」、「人

員服務品質」、「硬體設施」、「人力資源」、「流程規劃」等 6 題項進行衡量。

量表經預試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得知，球形考驗達顯著（p < .05）及 KMO量數

為 .80，顯示可進行因素分析。後續依據因素負荷量小於 .50與隸屬構面不清落入

錯誤構面等題項作為刪減之準則未刪除任何題項，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1.11%，

Cranbach’s α整體信度係數為 .82。 

6.行為意圖量表 

本量表主要採用鍾志強（2008）所提出的行為意圖量表，分別為「推薦他人」、

「再參賽意願」、「分享此次賽會相關情形」及「購買相關產品」等四題項。然

而，本研究主要以參與者推廣參會意願為理念，因此將購買相關產品構面題項刪

除。量表經預試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得知，球形考驗達顯著（p < .05）及 KMO

量數為 .65。量表依據因素負荷量小於 .50與隸屬構面不清落入錯誤構面等題項作

為刪減之準則未刪除任何題項，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9.39%，Cranbach’s α整體信度

係數為 .70。 

 

參、結果 

一、樣本分佈 

本研究對象以男性運動參與者為多數（80.2%）；年齡集中在21~25歲（38.9%）；

居住地則以北部參賽者為最多數（37.6%）；參賽級別以 2.0級別之比例最多（33.6%）；

教育程度以大學（專）所佔之比例最多（69.2%）；曾參加 adidas盃網球賽次數以

1次之樣本數最多（31.2%）。顯示本次研究之參與者以男性年輕選手居多，並以初

次參賽為主。 

二、網球賽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適配度分析 

本研究以 AMOS 統計軟體進行 SEM 模式分析，以驗證賽會意象、服務品質、

知覺價值、滿意度及行為意圖整體關係之配適模式。檢驗方式主要以描述性統計

針對收集之資料進行常態性檢定，並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信效度檢驗，包含

收斂效度、區別效度、項目信度、組合信度等分析。另外，本研究賽會意象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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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服務品質為二階潛在變項，故將進一步檢驗是否可由一階簡化成二階，將可簡

化本研究模式。最後再以結構方程模式配適度指標進行整體行為模式之考驗，進

而探討潛在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及模式假設適配性。 

（一）常態性檢定評估指標 

根據West, Finch and Curran (1995) 指出常態性檢定評估指標主要是檢驗變項

分配情形，各變項偏態數值標準需小於 2，否則可被視為極端偏態，峰度則不可大

於 7，若大於則是不符合常態假設。經分析後，本研究各變項偏態數值介於 .00~ .66

之間，峰度數值介於 0.03~ 1.05，故各變項皆符合常態性檢定標準。 

（二）結構方程模式配適度評估指標 

本研究參考黃芳銘（2004）及蕭文龍（2007）之建議，將採用絕對配適度指

標（RMR < .05、GFI > .90、RMSEA < .08）、相對配適度指標（CFI > .90、NFI > .90）

以及簡效配適度指標（PNFI > .50、χ2/df < 5、CN > 200）等三種指標其衡量整體

模型適合度，而配適度之衡量乃是評估理論能否解釋實際觀察資料。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評估指標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正式問卷樣本之信效度，並刪除不符合標準之

題項進。其量標準為個別潛在因素的平均變異萃取量（AVE）須達 .50 以上之標準，

個別潛在因素負荷量須達 .50 以上之標準，此量表方可顯示具有良好收斂效度。

另外，於信度分析檢驗的部分，Joreskog and Sorborn (1989)建議項目信度（R2）需

大於 .20，而 Bagozzi and Yi (1988)則建議個別潛在因素之組合信度（CR）需大

於 .70，才可表示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其各變項分析結果如下。 

1.賽會意象量表 

經分析結果顯示，刪除 4 題個別潛在因素負荷量過低之題項後，因素負荷量

介於 .57~ .82，R2介於 .33~ .69，CR 介於 .71~ .77，AVE介於 .45~ .52，顯示大

部份指標已達配適標準。僅「賽會重要性」構面之 AVE未達學者建議值（ .45 < .50），

但賽會意象整體構面之平均變異萃取量為 .54，因此賽會意象量表整體而言仍具有

良好的信度與收斂效度。再將賽會意象以一階模式與二階模式進行檢驗時，模式

配適度指標皆達學者之建議值，且一階模型與二階模型之配適度指標值非常接近，

因此賽會意象構念能符合二階模型之定義形式，即三構面能以一潛在構念之形式，

以簡化賽會意象與本研究其他變項之結構模式，模型配適指標如表 1所示。 

 

表 1 賽會意象二階驗證因素之模型配適指標 

模式 絕對配適度指標 相對配適度指標 簡效配適度指標 

指標 RMR GFI RMSEA CFI NFI PNFI χ2/df CN 

評估標準 <.05 >.90 <.08 >.90 >.90 >.50 <5 >200 

一階三因子模式 ...02 ...97 ...06 ...97 ...94 ...63 2.46 213 

二階因子模式 ...02 ...97 ...06 ...97 ...94 ...63 2.4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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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賽會服務品質量表 

經分析得知，刪除 6 題個別潛在因素負荷量過低之題項後，因素負荷量介

於 .61~ .79，R2介於 .37~ .63，CR 介於 .67~ .79，AVE介於.45~.56，顯示大部份

指標已達配適標準。僅「活動品質」構面之 AVE未達學者建議值（ .45< .50），但

服務品質整體構面之平均變異萃取量為 .58，因此服務品質量表整體而言皆具有良

好的信度與收斂效度。再將賽會服務品質以一階模式與二階模式進行檢驗時，模

式配適度指標皆達學者之建議值且配適度指標值非常接近，因此以簡化賽會服務

品質與本研究其他變項之結構模式，模型配適指標如表 2所示。 

 

表 2 賽會服務品質整體配適度指標 

二階因素模式 絕對配適度指標 相對配適度指標 簡效配適度指標 

指標 RMR GFI RMSEA CFI NFI PNFI χ2/df CN 

評估標準 <.05 >.09 <.08 >.90 >.90 >.50 <5 >200 

一階四因子模式  .02  .98  .04  .98  .97  .57  1.71  413 

二階因子模式  .02  .98  .04  .98  .96  .61  1.90  366 

 

3.知覺價值量表 

經分析得知，刪除 1 題個別潛在因素負荷量過低之題項後，因素負荷量介

於 .63~ .84，R2介於 .40~ .70，CR 為 .80，AVE為 .50，顯示所有指標已達配適

標準。因此知覺價值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收斂效度。 

4.滿意度量表 

經分析得知，刪除 2 個別潛在因素負荷量部分過低之題項後，因素負荷量介

於 .53~ .74，R2介於 .28~ .55，CR 為 .73，AVE為 .40，顯示大部份指標達到配

適標準，具有良好之信效度，僅 AVE仍未達 .50之標準。 

5. 行為意圖量表 

經分析得知，因素負荷量介於 .67~ .87，R2介於 .45~ .76，CR 為 .80，AVE

為 .57，顯示所有指標已達配適標準。因此知覺價值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收斂效

度。 

（四）區別效度檢驗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信賴區間法進行整體行為模式區別效度檢驗，Torkzadeh, 

Koufteros, and Pflughoeft (2003)指出，如使用此分析法信賴區間未包含 1，即完全

相關，表示研究變項間具有區別效度。而本研究以拔靴法（bootstrap）的方式進行

重覆估計（1000次），信心水準在 95%以下，並以分析結果偏誤校正法與百分位法

之估計方式進行衡量，結果顯示此二種方法之信賴區間皆未包含 1，表示行為模式

變項間皆無完全相關，故本研究整體行為模式各構念間具有區別效度。 

（五）整體行為模式配適度分析結果 

於模式配適度檢驗前，需先檢驗模式裡的變異數，並且需符合：1.所有誤差變

異數均為正值，無負數出現；2.所有誤差變異數均為顯著；3.迴歸估計值無超過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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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賽會服務品質

.43

活品總均e1

.66

.49

互品總均e2

.70

.35

成品總均e3 .59

.48

環境設施品質總均e4

.69

.57

知覺價值

.35

名譽價總均e5

.51

精神與體力價總均e6

.55

時間價總均e7

.44

金錢價總均e8

.60

.71

.74

.66

.60

滿意度

.48

服品滿總均 e9

.46

活規滿總均 e10

.31

人資滿總均 e11

.34

硬體設施滿總均 e12

.69

.68

.55

.59

賽會意象

.50

賽會認知總均e13

.41

賽會重要性總均e14

.39

賽會資訊總均e15

.71

.64

.63

.50

行為意圖

.52

分享他人總均 e16

.69

再參賽總均 e17

.50

推廌總均 e18

.72

.83

.70

.80

.75

.77

.39

.43

e19

e20

e21

e22

以上；4.無過大標準誤等四條件，即可進行整體模式討論與分析。經由分析顯示，

本研究行為模式之標準差介於 .06~ .70，標準誤介於 .012~ .036，迴歸估計值介

於 .39~ .80 且皆達顯著，因此符合學者建議的四種條件，表示行為模式無違犯估

計的情形，故可進行主模式的最後討論與分析。 

經由表 3結果顯示，整體行為模式僅有相對配適度的 NFI值（ .87）及簡效配

適度 CN 值（190）未達標準，但亦趨近於標準。整體而言，在絕對配適度、相對

配適度及簡效配適度上皆達到良好標準，故本研究 adidas 盃網球賽運動參與者的

整體行為模式上達良好配適度，而整體行為模式路徑如圖 2所示。 

表 3 整體行為模式配適度分析表 

類別 絕對配適度指標 相對配適度指標 簡效配適度指標 

指標 RMR GFI RMSEA CFI NFI PNFI χ2/df CN 

評估標準 <.05 >.90 <.08 >.90 >.90 >.50 <5 >200 

原始模式  .02  ...91  ..07  .90  .87  ..74  3.19  190 

符合程度  O  O  O  O  接近  O  O  接近 

O：代表符合 

 

 

 

 

 

 

 

 

 

 

 

 

 

 

 

 

 

 

圖 2 網球賽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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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況分析 

各變項經由統計分析結果得知，賽會意象整體平均數為 4.12，顯示運動參與

者對於 adidas 盃網球賽有高度認同感，而賽會意象給予運動參與者感受最高的意

象為賽會重要性（M=4.30，SD=0.51），其次為賽會認知（M=4.04，SD=0.51），最

後則是賽會資訊（M=3.98，SD=0.56）；賽會服務品質整體平均數為 3.89，可得知

adidas盃網球賽會運動參與者對於賽會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有中高度認同感，而服務

品質構面中又以互動品質（M=4.00，SD=0.60）讓運動參與者最有認同感，其次為

成果品質（M=3.91，SD=0.62）、環境設施品質（M=3.84，SD=0.65），最後則是活

動品質（M=3.82，SD=0.62）；知覺價值整體平均數為 3.86，顯示 adidas 盃網球賽

之運動參與者對於參與此賽會有中高程度的價值感，而其中又以精神與體力

（M=4.06，SD=0.70）給予運動參與者有最高價值感，其次為名譽與聲望價值

（M=3.92，SD=0.67）、時間價值（M=3.81，SD=0.74），最後則是金錢價值（M=3.69，

SD=0.77）；滿意度整體平均數為 3.75，顯示運動參與者給予 adidas 盃網球賽之滿

意度感受評價為中高程度認同，而其中又以服務品質整體滿意度（M=3.93，SD=0.67）

之認同度最高，其次為硬體設施整體滿意度（M=3.84，SD=0.68）、活動規劃整體

滿意度（M=3.78，SD=0.72）、最低則是人力資源整體滿意度（M=3.62，SD=0.84）；

行為意圖整體平均數為 4.09，顯示運動參與者對於 adidas 盃網球賽有高度的行為

意圖，而其中又以再參與意願（M=4.19，SD=0.61）得分最高，其次為推薦他人

（M=4.12，SD=0.63），最後則是分享此次參賽情形（M=3.95，SD=0.75）。 

 

肆、討論 

一、網球賽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配適良好 

本研究發現，adidas 盃網球賽主辦單位對於衡量運動參與者未來行為意圖時，

可將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及滿意度納入探討之因素。 

二、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及行為意圖之現況 

經由分析結果顯示，運動參與者對於 adidas 盃網球賽有高度認同感，而 adidas

盃網球賽之主辦單位所重視的推廣及培育價值理念，讓運動參與者皆有高度認同；

同時，運動參與者對於賽會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有中高度認同感，其中運動參與者

於參賽過程中，感受到工作人員的互動性良好，即工作人員的親切感及積極態度；

於知覺價值的部分，運動參與者對於參與此賽會有中高程度的價值感，而其中發

現運動參與者認為花費精神與體力於參與賽會是最有價值感的；於整體滿意度的

部分，運動參與者給予 adidas盃網球賽之服務品質整體滿意度問項之認同度最高，

顯示一個能持續辦理且參與者日增越益的賽會，服務品質的感受及滿意有著重要

的影響因素；於行為意圖的部分，運動參與者對於 adidas 盃網球賽有高度的行為

意圖，而其中又以再參與意願得分最高，表示運動參與者高度認同 adidas 盃網球

賽，使得運動參與者願意再參與此賽會，並分享參賽相關情形推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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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行為模式分析 

行為意圖的前置影響因素眾多，而經彙整相關文獻發現，賽會意象、賽會服

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皆可用於探討運動參與者的行為意圖，故本研究以賽

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做為行為意圖的前置變項，建構運動

參與者的行為模式，最後結果顯示，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模型期望共變異數矩陣

與樣本共變異數矩陣沒有差異，故本研究所提出之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成立。 

本研究經分析結果顯示，賽會意象對於賽會服務品質呈正向顯著影響，與 Lee 

et al. (2005)所提出，當參與者之目的地形象愈佳時，愈重視看待現場品質之理念。

因此，當運動參與者對於賽會的意象愈好時，對賽會所呈現的服務品質感受愈佳，

進而提升運動參與者對此賽會之滿意度。 

而賽會意象亦對知覺價值呈正向顯著影響。因意象是個人所知覺之結果，並

是指對一個特定地點經過一段時間整合不同資訊來源後的整體知覺（Boulding, 

1956; Assael, 1984）。眾多學者亦指出，可藉由旅遊行為之價值衡量來審視目的地

的意象影響旅遊者之後續行為的變化（Bigne, Sanchez, & Sanchez, 2001; Fakeye & 

Crompton, 1991; Lee et al., 2005; Ryan, 2002; Williams & Buswell, 2003）。因此賽會

給予運動參與者的意象越好，將有助於提高參與者的知覺價值感，進而影響後續

行為。另外，賽會服務品質對參與者滿意度確實呈正向顯著影響，此結果亦與 Oliver 

(1993)、Spreng and Mackoy (1996)、林士彥、張良漢與蘇士博（2007）、吳政隆、

張良漢與丁淑君（2008）、林聰哲（2008）相符合。服務品質確實為滿意度的前置

影響因素，且呈正向顯著影響，意即當主辦單位呈現的服務品質越高，參與者的

滿意度就越高。知覺價值的部分，參與者知覺價值對參與者行為意圖呈正向顯著

影響。於有關顧客、消費者與運動產業的相關研究確實成中亦證實，知覺價值能

有效影響再購意願或再參與意願的行為意向（張梨慧，2013）。而本研究將知覺

價值用於探討運動參與者的行為意圖亦證實，知覺價值確實對運動參與者的行為

意圖可產生正向影響，此結果亦與 Swait and Sweeney (2000)、林士彥、張良漢與

蘇士博（2007）、莊茹倩、田麗與鍾志強（2010）及盧美麗、李素箱、蔡文宬與

林志偉（2013）研究結果一致，當知覺價值感受越高行為意圖亦越高。此外，參

與者滿意度確實亦對參與者行為意圖產生正向顯著影響。本研究亦支持過去學者

的理念，Wirtz and Bateson (1995) 認為顧客滿意度或消費者的滿意度概念，不止可

運用於實務行銷上，亦可用於影響消費者行為決策中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將運

動參與者視為消費者，進而使用滿意度衡量運動參與者行為意圖，此結果與林聰

哲（2008）、李奇勳與蘇瑞蓮（2008）、陳仁精（2011）研究結果相符。當滿意

度越高時，後續的行為意圖就越高。 

四、結論 

運動參與者行為模式各變項之因果關係為，當運動參與者對賽會產生高的意

象將產生高的知覺價值感受，進而提升運動參與者的行為意圖，此外，賽會服務

品質亦可透過好的賽會服務品質，使運動參與者感到滿意感，進而提高運動參與

者的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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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以上因果關係，假設皆可支持過去研究，且賽會意象為本研究新發現，

賽會意象之源由是以觀光領域常用之目的地意象觀點進行假設，因 Kaplanidou and 

Christine (2007)認為目的地的意象與賽會意象有相關連性，並且意象常用於預測旅

客感覺的重要指標，並足以影響遊客決策過程（Fakeye & Crompton, 1991; Echtner & 

Ritchie, 1993)。經參考相關文獻後，本研究認為賽會乃是一個場域，是運動參與者

的目的地，因此，應亦有屬於自己的意象，基於此觀點意象皆是指一個目的地所

給予遊客、顧客、消費者、運動參與者的一種印象，故賽會意象亦可成為運動參

與者做為未來行為決策的影響因素。 

最後本研究發現，賽會主辦單位對於衡量運動參與者未來行為意圖時，賽會

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及滿意度是可以納入探討之因素。另外，目前國

內甚少納入意象層面進行探討運動參與者之行為，本研究證實賽會意象乃影響運

動參與者知覺感受的要件，並可進而影響運動參與者評估未來是否再參與賽會的

重要前置因素之一，因此賽會主辦者，應重視賽會所傳達給參與者的各種印象，

再經由參與賽會過程獲得良好的感受，將促進運動參與者未來參賽、分享賽會經

驗及推薦之意願，最終有助於賽會的持續辦理及網球運動的推廣。 

五、建議 

（一）實務建議 

1.提升賽會意象及賽會服務品質 

建議賽會主辦單位，若想保留舊有或吸引新的運動參與者，需持續保留現有

或提升賽會意象及賽會服務品質，因此，若在有限資源的情形下，賽會意象的部

分建議可從「賽會重要性」的部分持續加強（如：adidas盃網球賽主要是以推廣及

培育為理念，是一個提供給任何網球愛好者交流球技的平臺），因賽會重要性是

adidas盃網球賽最能使運動參與者留下較高的意象，當賽會所呈現的重要性越能讓

運動參與者認同，將進而提升後續的感知及行為；在賽會服務品質部分建議可從

「互動品質」的部分持續加強，若能持續保持且加強人員的素質，使工作人員更

積極且樂意協助運動參與者解決問題，將能進而提升後續的滿意感及行為。 

2.提升滿意度與知覺價值 

於分析結果顯示，滿意度與知覺價值皆能使運動參與者提高未來行為意圖，

而有限資源下滿意度的提升將以「整體服務品質」為優先考量，其為運動參與者

對賽會最為認同之滿意項目，當滿意度越高，運動參與者再參與及推薦分享他人

的意願就越高。此外，於知覺價值層面，則以提升「精神與體力價值」為優先考

量，建議賽會主辦單位多邀請國內水準較高之選手進行表演賽，讓運動參與者知

覺到參與賽會不僅是自我的賽程，更能欣賞到高水準之表演賽，並藉由觀賞高水

準球技吸取經驗，進而促進球技提升，將能使運動參與者感知賽會之價值感。 

（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已初步探討賽會意象、賽會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對參與者行

為意圖的影響性，並亦建構運動參與者之行為模是，未來的相關研究亦可將此關

係模式應用於其他種類的運動賽會進行再次驗證，並再次探討之間的關係，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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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更適合探討運動參與者對於參與運動賽會的關係模式，使欲辦理單位運動

賽會之單位有更多的參考資料。然而，亦可加入新變項或改變最前置變項（賽會

意象）進行探討，使運動參與者參與賽會之行為關係模式架構更為多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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