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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臺灣運動彩券相關研究進行期刊文獻回顧探討，綜整 2002 年至 2019 年期

間，臺灣運動、體育、休閒期刊探討過的運動彩券議題。研究方法採用內容分析法，

以數據化的方式分類，使用 Excel 編碼並進行描述性統計。研究結果發現：一、研究

作者數以單一作者較多；二、發表以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間為國內探討的高峰；三、

使用之研究方法有三種，以文獻分析法最多；四、研究學門為運動行政與管理和運動

社會學；五、研究發表期刊多為未列入分級的期刊。結論：臺灣運動彩券研究可從運

彩發展歷史軌跡中，找到脈絡。在 2008 年之前，是借鏡他國發行經驗，提供臺灣運

動彩券推行相關建議的研究為主；在 2008 年之後，因 2008 年運動彩券正式發行，運

動彩券研究開始有行銷、運動偏差行為及運動彩券發行與發展的相關課題研究，緣此

2008 年至 2010 年是運動彩券研究發表次數最多的期間；到了 2013 年，因即將進入第

二屆運動彩券發行期，研究發表次數又再次提升，研究多數是針對過去的經營方式進

行檢討，並提出相關的建議與改進之道；而最近一篇研究是 2019 年，是探討運動彩

券參與者行前期望、體驗感受與再次消費。本研究端視臺灣運動彩券研究發展的統計

數據，提出對應之看法與建議。

關鍵詞：運動彩券、文獻回顧、內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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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國際趨勢上，各領域的學科研究發

展分析已成為一項相當重要的基礎研究，

綜觀區域學門、科學教育、管理學、教育、

檔案學、心理學門、人文學科、經濟學門

及體育運動等領域的學術期刊文章 ( 林巧

敏、范蔚敏，2010；耿立群，2013；翁儷

禎等，2012；張俊彥等，2002；陳世哲等，

2005；許秉翔等，2001；許建民、許齡之，

2017；曹添旺等，2013；黃毅志，2009)，
皆是透過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的探

討，回顧歷年的學術發展重點，來具體地

呈現該領域的研究發展方向 ( 徐振德等，

2014)。

關於臺灣運動彩券的發展，張少熙與

方佩欣 (2013) 認為臺灣運動彩券概念的

提出，是在 1990 年臺北市發行愛心彩券

之際，各地方政府計畫推出以運動為主題

之彩券，但為遏止彩券狂熱而宣布停售。

1994 年政府推動《公益彩券法草案》並規

劃發行運動彩券，教育部也評估發行體育

運動彩券，但難以取得共識，發行再度停

擺。劉代洋 (2021) 則將臺灣運動彩券的

發行，分成四個時期，2002 年至 2007 年

是先期規劃，2008 年至 2013 年是第一屆

發行期，2014 年至 2023 年是第二屆發行

期，2024 年之後為第三屆發行期。發行的

原因，是在 2002 年，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舉辦國家競技運動發展會議，會中增列充

實體育經費的政策目標，提出運動彩券發

行的議題。2004 年臺灣運動彩券進入實際

規劃，至 2006 年財政部發布《運動特種公

益彩券管理辦法》，前行政院體委會提出

申請發行運動彩券，2007 年 3 月臺北富邦

銀行取得 6 年的發行權，於 2008 年 5 月 2
日進入第一屆發行期，然其法源依據為《公

益彩券發行條例》，盈餘無法用於體育運

動發展。至 2009 年 7 月 1 日《運動彩券發

行條例》公布，運動彩券的發行、管理及

盈餘運用等層面，才有了正式的法源依據 
 ( 張少熙、方佩欣，2013)。第一屆發行期，

運彩實際銷售與計畫所估測相去甚遠，在

2012 年又發生賠率管理主管舞弊事件，是

臺灣運動彩券發行的第一次重大危機。第

二屆運動彩券，改善各項缺失之後，平均

年成長 10–15%，在 2018 年世足賽期間，

銷售更是明顯提升，讓年銷售額達到歷年

尖峰，但 2020 年因受新冠肺炎影響，國際

賽事幾乎停擺，所幸發行機構因應得宜，

搜尋全球有進行的運動賽事，作為投注標

的，讓運動彩券的投注得以進行 ( 劉代洋，

2021)。

在臺灣運動彩券的賽事投注標的與玩

法上，初期的投注標的只有棒球、籃球、

足球三種球類，玩法則依運動種類而異  
( 徐茂洲，2009a)，根據臺灣運動彩券 ( 無
日期 ) 投注標的搭配玩法之介紹，目前除

了棒球、籃球、足球之外，還有網球、冰

球、美式足球、排球、羽毛球等，其玩法

皆有不讓分、讓分、大小等三種基本玩法，

其中足球的玩法最多種，還有單雙、正確

比分、總進球數、雙勝、第一球、下一球、

主客隊大小、半場不讓分、半場雙勝、半

全場、得分較高半場、半場大小、兩隊是

否都進球、半場正確比數、正確進球數、

冠軍及特別項目等，共有 19 種玩法；而電

子競技的玩法，會依據內容進行調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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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唯一的投注標的是英雄聯盟世界大

賽，因此，除了基本玩法外，有獲得首殺

之隊伍、獲得首隻巴龍之隊伍、獲得首隻

小龍之隊伍、獲得首塔之隊伍等特定的玩

法；另外，也有一些投注標的玩法只有不

讓分，像是格鬥、桌球；亦有一些投注標

的玩法只有冠軍與特別項目，像是高爾夫

球、撞球、賽車。最後，還有兩項簡化型

且機運性質較高的玩法，分別是籃球特尾

樂與棒球一路發。現在，投注金額仍為每

注新臺幣 10 元，每次交易最低投注金額是

新臺幣 100 元 ( 陳永洲，2013；臺灣運動

彩券，無日期 )。

在學術研究上進行系統性的文獻內

容分析，除了協助研究主題建立完整的文

獻回顧，亦能利用明確的目標與具體化的

名詞，透過學術資料庫的蒐尋，讓研究者

在前人的指引下，針對同一個主題持續探

討。而且利用文獻計量分析，可將過去的

期刊文章有系統的歸納、分類與量化，經

由深入的探究，以強化原有的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新投入探討的研究者，亦可藉

由此方式瞭解過去的研究，其研究方式之

採用及研究對象的選定，在整理相關研究

的內容之後，能建立合適的研究方法。此

外，對於學術期刊文章進行內容分析，能

夠描述出該領域的研究與出版的趨勢，亦

可瞭解此領域的重要主題，並辨別出忽略

的部分，再者，能發掘出研究概念的模式，

以及各研究內容的差異，最後，能釐清出

版的研究類別，及瞭解研究者與出版機構

的貢獻，而且期刊文章也能反映出各領域

期刊審查委員的觀點、興趣及客觀性，展

現出該領域的核心價值與信念，並展露當

代社會文化現況與研究走向 ( 葉寶玲等，

2010)。

有鑑於此，為確實瞭解臺灣過去發表

在體育、運動、休閒領域學術期刊，以運

動彩券為主題之研究的概況、歷年數量與

發展脈絡，本研究將以「運動彩券」為關

鍵詞，進行相關文獻之蒐集。其研究探討

目的為：一、瞭解臺灣運動彩券相關研究

歷年的發表狀況與受重視之程度；二、透

過量化方式統整運動彩券研究文獻內容，

作為未來運動彩券研究發展之參考；三、

以研究作者人數、發表西元年、研究方法、

體育運動學門分類，以及期刊級別等方式，

作為本研究之分類標準，建立計量性回顧

研究指標。

貳、方法

一、文獻搜尋方式

為瞭解運動彩券相關之研究領域文

章，本研究於 2022 年 10 月 17 日，使用「華

藝線上圖書館」，以「運動彩券」對所有

欄位進行搜尋，結果獲得 58 篇期刊文章，

刪除不合主題者及非體育、運動、休閒領

域學術期刊者，其中如主編的話、意見交

流、會議記錄與委託專題研究計畫，亦不

列入，最後剩餘 27 篇文章。本研究於華藝

線上圖書館，下載 26 篇期刊文章的電子全

文，其中 1 篇無全文電子檔案，則節錄其

摘要與參考文獻內容。取得 27 篇期刊文章

後，研究者從中選取出版西元年較晚的文

章，分別是 2019 年、2018 年、2017 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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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各一篇，以及 2013 年兩篇，共 6
篇文章，詳閱其後的參考文獻，逐篇人工

比對所列參考文獻，是否有運動彩券相關

文獻未在前述 27 篇名單之列；如果有，就

加入文獻名單之中。經重複此人工對比作

業之後，得到 2 篇未列於原本文獻名單之

中的研究。最後，本研究獲得 29 篇臺灣過

去發表在體育、運動、休閒領域學術期刊，

以運動彩券為主題之期刊文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非介入性研究的內容分

析法，作為研究分析理論基礎，為達到科

學方法的要求，須確定探討對象並進行

分析對象與類目之操作性定義 ( 林秀雲，

2016)。爰此，本研究參考張智涵與陳安寶 
(2019) 研究之分類，以期刊文章之作者人

數、發表西元年、研究方法、學門分類與

期刊級別，作為類目。其中，學門分類與

期刊級別為求研究的一致性，並有所依據，

本研究參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領

域之分類，以及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

之分類。在編碼流程上，一位固定研究者

透過間隔數日，進行多次分類，確定每次

分類結果相同，並以研究工具 Microsoft 
Excel 進行編碼。

本研究將進行作者人數、發表西元

年、研究方法、學門分類、期刊級別等五

大分析主軸，以下針對五大主軸說明。

( 一 ) 作者人數
本研究按每一篇文章之作者數量作描

述性統計，以瞭解歷年期刊文章之作者人

數，共分為四個群落。

( 二 ) 發表西元年
本研究以搜尋到最早發表之期刊文

章，即 2002 年為開始，截至 2019 為止，

採用每三年為一個群落，共分為六個群落。

( 三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歸類此主題期刊文章所使

用之研究方法，作為分類取向，有文獻分

析法、問卷調查法、深度訪談法，共計三

個群落。

( 四 ) 學門分類
本研究採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21 年編製之「人

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門總表」( 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21)，體育學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體育學

的次領域有運動哲學、體育運動史學、運

動社會學、運動行政與管理、體育課程與

教學、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生

物力學、運動教練學、運動術科等，共計

10 個群落。

( 五 ) 期刊級別
本研究採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9 年編製之「臺

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

錄」期刊名單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9)，將社會科學

領域中，隸屬教育學學門的體育學分類為

三個級別，並加上未入級別之期刊，共計

四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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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有關運動彩券期刊文章之內容的統計

分析，本研究使用 Microsoft Excel 建立檔

案及表格製作，並進行相關的次數分配及

百分比統計分析。

四、研究限制

在內容分析研究中，分類編碼常因主

觀性而有所差異。不可諱言，若是更換另

一研究者進行分析，或許也會產生些許差

異。但本研究已確立分類編碼的依據，並

盡力處理所有資料。

參、結果

一、研究發表作者人數

本研究表 1 為研究發表作者人數次數

表，可以得知，在歷年發表的期刊文章上，

研究發表作者人數之次數，由多至少，依序

為一位作者，共計 11 篇 (37.93%)；其次為

兩位共同作者，共計 9 篇 (31.03%)；第三

為三位共同作者，共計8篇 (27.59%)；最後，

則為四位共同作者，僅有 1 篇 (3.45%)。

二、運動彩券研究發表西元年

本研究表 2 為研究發表西元年次數

表，可以得知，在發表運動彩券研究的時

間上，次數最多的為 2008 年至 2010 年期

間，共計有 15 次 (51.72%)，其次為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間，共計有 6 次 (20.69%)，
其他期間，次數都在 3 次以下。

若以每年發表次數之平均數而言，

運動彩券相關研究文章從 2002 年至 2019
年，共計發表 29 篇，平均每一年發表約

1.61 篇，在 2003 年、2004 年、2015 年與

2016 年，無相關研究發表，只有 2008 年、

2009 年、2010 年 與 2013 年， 發 表 篇 數

在 2 次以上。從這裡可以顯現出國內研究

者對於運動彩券題目發表的興趣與重視程

度。由結果可見運動彩券議題在國內探討

的高峰，是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間，而

接續的 2013 年，亦有些許議題探討。

三、運動彩券研究方法

本研究表 3 為研究方法次數表，可以

發現，運動彩券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目

表 2
研究發表西元年次數表

西元年 次數 百分比 (%)
2002–2004   1     3.45
2005–2007   3   10.34
2008–2010 15   51.72
2011–2013   6   20.69
2014–2016   1     3.45
2017–2019   3   10.34
總計 29 100.00

表 1
研究發表作者人數次數表

作者數 次數 百分比 (%)
1 11   37.93
2   9   31.03
3   8   27.59
4   1     3.45
總計 2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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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僅有三種。採用最多的研究方法，為文

獻分析法，共計使用 17次 (58.62%)，其次， 
為問卷調查法，共計使用 10 次 (34.48%)，
第 三， 為 深 度 訪 談 法， 共 計 使 用 2 次 
(6.90%)。

四、運動彩券體育學學門次領域分
類結果

本研究表 4 為運動彩券體育學學門次

領域分類次數表，可以發現運動彩券文章，

若以體育學學門 10 個群落為基準進行分

類，目前發表之文章可歸類的群落只有 2
個，因此僅列出兩個次領域。其中，運動

行政與管理領域的文章是最多的，共有 20
次 (68.97%)，其次為運動社會學，共有 9
次 (31.03%)。

五、運動彩券研究發表期刊級別比
較

本研究表 5 為研究發表期刊級別次數

表，可以得知，運動彩券發表在各級期刊

的次數，最多的是未列入分級的期刊，共

14 篇 (48.28%)，其次為第三級期刊，有

11 篇 (37.93%)，再者是第一級期刊，有 4

篇 (13.79%)，而第二級期刊，則是無任何

篇數。

肆、討論

一、研究討論

( 一 ) 研究作者人數以一人較多
在學術研究論文作者人數多寡的部

分，殷向真等 (2016) 在論文被引用之機率

與該論文之合著作者人數的研究中，曾提

及學術期刊文章典型合著的作者人數，是

介於 1–4 人，與本研究所得之結果相同。

本次研究發現在運動、體育、休閒領域

中，發表運動彩券的作者人數，以單一作

者較多。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統計其單一

作者發表次數，最多者為徐茂洲 (2009a，

2009b) 與郭正德 (2010a，2010b) 皆為兩

次，其次為邱奕文 (2011)、高維良 (2009)、

張志堅 (2009)、陳伯儀 (2009)、陳永洲 

(2013)、謝宗霖 (2013)、蘇維杉 (2007)，

各有一次。

表 5
研究發表期刊級別次數表

期刊級別 次數 百分比 (%)
第一級   4   13.79
第二級   0     0.00
第三級 11   37.93
未列入分級 14   48.28
總計 29 100.00

表 3
研究方法次數表

研究方法 次數 百分比 (%)
文獻分析法 17   58.62
問卷調查法 10   34.48
深度訪談法   2     6.90
總計 29 100.00

表 4
體育學學門次領域分類次數表

次領域 次數 百分比 (%)
運動社會學   9   31.03
運動行政與管理 20   68.97
總計 2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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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研究發表次數最多的年分為 2008
年至 2010年期間

在發表運動彩券研究的時間上，次數

最多的為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間，共計有

15 次，占本研究之對象整體的 51.72%，

其中，2008 年有 2 次，2009 年有 7 次，

2010 年有 6 次，2009 年是發表次數最多

的年分，而 2013 年有 4 次，發表次數的排

序是第三。

從臺灣運動彩券的歷史軌跡來看，臺

灣的運動彩券是在 2008 年 5 月 2 日正式發

行，臺灣運動彩券的專用法令《運動彩券

發行條例》，是在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

施，因此，在 2008年之前的運動彩券研究，

多數都是透過各種觀點進行探討，以提供

臺灣運動彩券推行建議的研究 ( 鄧寀縈、

陳麒文，2006；蘇維杉，2007)，還有，借

鏡鄰近國家的發行經驗，韓國運動彩券的

收益利用方式 ( 金兌妍、洪煌佳，2002)，

以及運動彩券對運動員賭博成癮行為的影

響及防治方法 ( 黃順顯、方怡堯，2005)。

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間，運動彩券已經

正式發行，運動彩券的研究，就開始出現

各種行銷方式對顧客購買意願的探討 ( 李

來福等，2009；徐茂洲，2009b；徐茂洲等，

2008；張家銘等，2010)，還有運動偏差行

為與運動彩券的相關探討 ( 李士範、張家

銘，2008；張家銘等，2009)，運動彩券發

行與發展的相關課題 ( 林永森等，2010；

徐茂洲，2009a；高維良，2009；陳伯儀，

2009)，針對 2010 年實施《運動彩券發行 

條例》，亦有對發行條例的評估比較研究  

( 張志堅，2009；黎萬錩、張少熙，2010)， 

以及對運動彩券從業人員與相關產業的探

討 ( 郭正德，2010a，2010b)。

然而，在 2011 年 9 月運彩科技內部

有舞弊情事，臺灣運動彩券研究並沒有相

關事件的探討。反而是在運動彩券於 2014
年進入第二屆發行期之前，2013 年的發表

次數又再次提升。在 2013 年的運動彩券研

究中，有借鏡日本的發行經驗 ( 林郁偉等，

2013)，以及探討運動彩券投注者的資訊需

求與消費行為感受情形 ( 謝宗霖，2013)。
以及認為第一屆運動彩券的發行結果，未

如預期，但也成為臺灣運動彩券發展的重

要基準點 ( 陳永洲，2013)，另外，相關研

究也重申運動彩券對國家體育事業及社會

公益發展是有助益的 ( 張少熙、方佩欣，

2013)，應建構完善的運動彩券架構與機

制，讓營運銷售更蓬勃。

以發表篇幅數而言，透過華藝線上圖

書館搜尋運動彩券，在各年分發表共有 58
篇，但與體育、運動、休閒領域有關的文

章僅有 29 篇。從統計數字上整體而言，學

術領域對運動彩券議題並不重視。

( 三 ) 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為主
在表 3 研究方法次數中的數據可以

發現，運動彩券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大致以文獻分析法為主，共計使用 17 次 
(58.62%)，其次，為問卷調查法，共計使

用 10 次 (34.48%)，第三，為深度訪談法，

共計使用 2 次 (6.90%)。另一方面，從表

6 研究方法與學門分類交叉表可以發現，

文獻分析法比較常使用在運動行政與管理 
(14 篇 )；問卷調查法，兩個學門次領域

採用的次數是相同的；深度訪談法，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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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次領域採用的次數亦是相同的。若以

單一學門次領域來看，運動社會學領域，

在運動彩券研究的探討上，採用問卷調查

法的較多，而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則有

70% 是採用文獻分析法，25% 是採用問卷

調查法。

( 四 )  運動彩券研究次領域為運動行政
與管理和運動社會學

運動彩券研究除了體育、運動、休閒

領域上有所探討，在法律領域亦有著墨。

本研究以「運動彩券」進行搜尋，結果獲

得 58 篇期刊文章，其中，即有 5 篇為法律

領域之學術期刊，因本研究鎖定於體育、

運動、休閒領域，因而刪除，繼而剔除不

合主題者及非學術文章者，如主編的話、

意見交流、會議記錄，委託專題研究計畫，

亦不列入，最後共計有 29 篇臺灣過去發表

在體育、運動、休閒領域學術期刊，以運

動彩券為主題之期刊文章。從此數據可以

得知，研究運動彩券在整體體育運動學術

領域中，比例相當地小。再從表 4 體育學

學門次領域分類次數表來看，運動彩券研

究次領域只有運動行政與管理和運動社會

學。由此可以說明，國內針對運動彩券研

究之領域為運動行政與管理和運動社會學。

( 五 )  運動彩券研究級別發表以未列入
分級期刊較多

學術期刊是研究者公開分享自身研究

結果，及參考其他研究成果資訊的交流平

臺 ( 張智涵、陳安寶，2019)。國內各領域

學術期刊眾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建立期刊評比收錄，

是為了瞭解與衡量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相

關學術期刊的影響力與發表品質，經由系

統化與科學化的方式，協助研究者在瀏覽

各項期刊時能有所依據，以促進學術期刊

水準之提升，並建立國際學術交流之能見

度 ( 張智涵、張意德，2020)。目前，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22 年的期刊評比收

錄之指標及比重，以形式指標 (5%)、引用

指標以採用五年內期刊影響係數 (15%)、

問卷調查 (25–35%) 與學門專家審查 (45–

55%) 為主要比分。

從本研究表 7 為期刊級別與學門次

領域分類交叉表，可瞭解本研究期刊文獻

29 篇文章的比例分配。從 2002 年發表至

2019 年，有 18 年的歷史，在發表比例中，

進入期刊級別第一級、第二級與第三級，

運動社會學領域有 8 篇，運動行政與管理

領域有 7 篇；再細分第一級期刊，運動社

表 6
研究方法與學門次領域分類交叉表

研究方法 運動社會學 運動行政與管理 總計

文獻分析法 3 14 17
問卷調查法 5   5 10
深度訪談法 1   1   2
總計 9 2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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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領域 3 篇，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 1 篇；

第二級期刊皆為 0 篇；第三級期刊，運動

社會學領域 5 篇，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 6
篇；未列入級別，運動社會學領域 1 篇，

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 13 篇。由上述結果可

以發現，運動彩券研究以體育行政與管理

領域和未列入級別期刊，在比例上居多。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近半數的期刊文章都

投稿在未列入級別的期刊中。先不論研究

內容的優劣，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知識的推

進，以及學術溝通管道的建立。研究者在

各類期刊發表的同時，能夠多方面的探索

與學習，也可以精進自身的研究方法，並

累積學科知識。各學科領域必須先在量能

上擴充，才有機會談論到研究品質的提升  
( 張智涵、張意德，2020)。有鑑於此，鼓

勵運動彩券相關學術領域研究的投入，增

加運動彩券研究數量，才能進一步推升運

動彩券學術領域研究的品質。

二、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國內運動彩券研究為研究基

礎，從作者人數、發表西元年、研究方法、

學門分類與期刊級別作討論，建立運動彩

券文獻回顧基礎。研究發現運動彩券研究

發表在體育、運動、休閒與法律領域研究

中。在研究發表上，從臺灣運動彩券的歷

史發展軌跡中，可以找尋到一些脈絡。在

2008 年之前，運動彩券即將發行，運動彩

券的研究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發行經驗，

提供臺灣運動彩券推行相關建議的研究為

主；在 2008 年之後，運動彩券已經正式

發行，運動彩券研究開始有行銷方式對顧

客購買意願的探討、運動偏差行為與運動

彩券的相關探討，以及運動彩券發行與發

展的相關課題研究。在 2008 年至 2010 年

是運動彩券研究發表次數最多的期間。到

了 2013 年，臺灣運動彩券進入第二屆發行

期之前，運動彩券研究發表次數又再次提

升，研究多數是針對過去的經營方式進行

檢討，並提出相關的建議與改進之道。最

近的一篇研究是 2019 年發表的，是探討運

動彩券參與者行前期望、體驗感受與再次

消費。從臺灣運動彩券研究發展的統計數

據而言，體育、運動、休閒學術領域對於

運動彩券的議題並不重視。

過去的運動彩券研究，多數集中在政

策面、制度面，接續有研究探討運動彩券

的行銷模式對消費者的影響，未來研究者

可以針對運動彩券的經營模式、管理方式，

表 7
期刊級別與學門次領域分類交叉表

研究方法 運動社會學 運動行政與管理 總計

第一級 3   1   4
第二級 0   0   0
第三級 5   6 11
未列入級別 1 13 14
總計 9 2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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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運動彩券對政府組織、對社會大眾、

對運動組織、對運動產業等方面的影響，

進行各種探討。運動社會學，除了運動與

法律、運動與偏差行為、體育運動人際關

係學等學門之外，還有社會階級與運動、

體育運動與大眾傳播等領域議題，可以進

行探討；而運動行政與管理，除了運動政

策分析和運動行銷學領域之外，亦可從管

理學領域的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與理

論進行探討，以充實運動彩券研究之實務

與理論基礎。

另針對改善運動彩券發行的具體措施，

本研究對於臺灣運彩尚未實施或尚待加強的

部分，歸納相關研究所得之建議如下：

( 一 ) 運動彩券的銷售通路應重視地點，

考慮購買的便利性，而且可考慮

與全臺密度極高的便利商店，共

同合作銷售運動彩券 ( 徐茂洲等，

2008)。

( 二 ) 宣傳購買運動彩券對臺灣體育運

動發展的正面效益 ( 林振山等，

2019；徐茂洲等，2008；張少熙、

方佩欣，2013)。

( 三 ) 降低購買運動彩券時，需要學習

玩法與規則的時間 ( 徐茂洲等，

2008)，增加簡單明確的玩法 ( 謝宗

霖，2013)。

( 四 ) 增加促銷的行銷策略，例如獎金採

用累積制，或是不定時增加獎金，

以及大量購買運動彩券時，會有折

購優惠等 ( 徐茂洲等，2008)；以及

對於夜間部成年學生，可依學生證

提供折價優惠 ( 李來福等，2009)。

( 五 ) 提高投注賠率，發行機構要與主管

機關商討修改運動彩券獎金支出的

上限，盤口賠率才能修改至有競爭

力的地位 ( 邱奕文，2011；施婉婷、

王俊人，2014；張俊一、林家傑，

2012)。

( 六 ) 運動彩券經銷商應提高銷售人員之

專業知識 ( 李來福等，2009)，進

行定期的教育訓練，並對成果加以

考核，以確保投注站經營者能對各

種運動項目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並

具備運動賽事分析的能力，以提供

消費者投注所需的資訊 ( 施婉婷、

王俊人，2014；張少熙、方佩欣，

2013)。

( 七 ) 發行機構應強化運動彩券專屬網站

的功能，讓運動彩券購買者可主動

上網查詢與投注，除了增加運動彩

券的瞭解度與熟悉度，亦提升購買

運動彩券的行前期望和體驗感受，

達到再次購買的結果 ( 林振山等，

2019；張少熙、方佩欣，2013)。

( 八 ) 調整最低投注金額 100 元的限制，

以吸引年輕族群的參與動機和購買

意願 ( 邱奕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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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review and discuss the literature on sport lottery in journals 

in the fields of sport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leisure between 2002 and 2019. It is rare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d the issues of sport lottery and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five major aims of sport lottery. 
Methods: Use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classify according to data, used the Excel for 
cod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1) The number of authors was mostly individual 
author, (2) the research years were mostly 2008–2010, (3) there were thre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nd most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wa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4) the research fields were Sport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Sociology of Sport, 
(5) research publication journals were mostly no-level, the journals were not in the TSSCI 
journal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Taiwan sports lottery can be found with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sports lottery development. Before 2008, the research on Taiwan sports lottery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sports lottery in Taiwan. After 2008, sports lottery research began to marketing, 
sports deviation behavior, and the issu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lottery, because 
of the official issuance. From 2008 to 2010, it was the period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sports lottery research. In 2013, it was the second period of sports lottery, the 
number of sports lottery research was increased again, most of the research was to review 
the past business methods, and put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s. The latest study was in 
2019, which the sports lottery participants re-consumption impact of expecta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 Suggestion: The sport lottery research had so far, there were still many places to be 
discovered since the number of domestic research was rare. This study hoped to provide its 
own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sport lottery, literature review,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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