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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花蓮地區的健身房快速增加。從 2006 年開始的亞威運動休閒中心(亞緻會

館)，到 2016 年相繼開張的數十家健身房。對於這個現象，我感到非常好奇，希望透過

量化的問卷與質性的訪談，來了解花蓮地區民眾對於此現象的看法，以及健身產業的

進駐對花蓮民眾帶來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五項： 

        (一) 探討近年來花蓮地區健身房快速增加的原因。 

        (二) 了解花蓮地區健身房消費族群的職業、性別與年齡層。 

        (三) 研究花蓮地區健身產業可能產生的瓶頸或遇到的問題。 

        (四) 了解花蓮地區民眾對於健身房的看法。 

        (五) 探討花蓮地區健身房興起對花蓮民眾的影響。 

 

    三、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花蓮地區民眾。利用文獻研究法，透過博碩士論文網、圖書館

與網際網路蒐集文獻，統整分析以了解健身運動俱樂部的特性、概況等。也採用問卷

調查法，以自編問卷對花蓮民眾施測，了解健身房的消費群、民眾看法以及影響。並

以訪談調查法針對花蓮市區的健身房業者進行訪談，探討花蓮健身房快速增加的原

因，並整理成逐字稿與編碼再分析。 

 

 

 

 

 

 

 

 

圖一、自繪健身房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二、訪談教練 B1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三、訪談教練 B2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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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流程 

 

 

 

 

 

 

 

 

 

    五、研究架構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健身房的定義 

本研究所指健身房中，包括健身俱樂部與私人運動工作室： 

            1、健身俱樂部 

         根據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2002）對健身運動俱樂部（Sport ＆Health 

Club）的定義為：「採取會員制的經營方式，提供具健身器材之活動場地與專業指

導人員服務之營利事業。」。健身運動俱樂部也能滿足消費者改善健康體適能及社

交等目的，特定付費從事休閒健康相關活動的商業性運動服務事業（姜慧嵐，

1999）。除此之外，健身俱樂部除了應具備健身功能外，更應具有休閒、社交的價

值（萬哲睿，2016）。依照上述資料可得知，健身運動俱樂部是一具有健身、休閒

與社交功能的會員制營利場所。 

圖五、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四、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校稿 

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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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人運動工作室 

提供消費者客製化的課程，大多為一對一，並且針對消費者個人擬定訓練，屬

於較精緻的健身訓練方式。stockfeel 股感知識庫提到：「近年來逐漸興起的私人小

型運動工作室，以較高的收費額度為高消費族群打造精緻化的健康管理。」而這類

型的運動工作室在北部是密集度較高的運動場所。 

 

  (二)台灣健身運動俱樂部概況 

    1、歷史發展 

  1980 年台灣第一家健身運動教室─克拉克健康俱樂部成立，引進美式健身俱

樂部的訓練方法及營運方式，加入的會員以外商為主。1981 年佳姿韻律中心成

立，開始設計專為女性量身打造的課程。 

  台灣健身運動俱樂部大幅增加於 1993 年，亞歷山大健康休閒俱樂部開拓健身

運動俱樂部市場，並將原女性專屬的韻律中心逐漸轉型為全民體適能休閒俱樂部；

而第一家百貨公司投資經營的健身中心，是中興百貨於 1986 年成立的中興健身俱

樂部。 

  1990 年台灣建商與外商開始加入健身運動產業之列，興建大型現代化健身中

心，引進美式經營理念，為台灣的健身運動俱樂部經營生態，注入一股新氣象。之

後，健身房就開始蓬勃發展，總家數與營業額持續增加(如圖六)。 

 
 

 

             2、地區分佈概況 

        姜慧嵐(1999)於「台灣健康體適能俱樂部產業之研究」中提到，目前健身運

動俱樂部的地區性裡，北部的健身運動俱樂部數量是全國的 73.8%，其次是南部

(14.8%)，東部地區則是台灣數量最少的，僅有 1.6%。 

 

        (三)台灣民眾個人健康概況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94 年度的個人健康統計報告指出：「國人近年來有關運動養

生及促進健康的觀念普遍有略微提升。」約四成的民眾有持續或規律運動的習慣，

且男性的比率大於女性。若以 BMI 值來分析，有 30%至 40%的國人有運動習慣，

BMI 值在正常範圍的人中 40.80%維持運動習慣，重度肥胖也有 40.26%。 

        而自覺健康狀況的部份，約略 46%的國人認為自己健康狀況良好，且男性大於

女性。但是比率較 90 年的統計結果少 2.78 個百分點。 

圖六、台灣運動中心、健康俱樂部產業概況 

(資料來源：https://www.stockfeel.com.tw/) 

https://www.stockfeel.com.tw/%E4%B8%80%E8%B5%B7%E5%8E%BB%E9%81%8B%E5%8B%95%EF%BC%81%E5%81%A5%E8%BA%AB%E4%BF%B1%E6%A8%82%E9%83%A8%E4%BA%BA%E6%B0%A3%E6%AD%A3%E5%A4%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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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器材 

        (一)紀錄工具：紙、筆、電腦、相機、錄音筆 

        (二)使用軟體： 

               Microsoft Office Word、Microsoft Office Excel、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三)自編問卷：花蓮市區健身房快速增加對花蓮區民眾影響與看法之問卷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共發出 280 份問卷，回收 280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280 份，無效問卷 0

份。訪談調查部分，共訪談兩位健身房老闆兼教練。  

 

        (一)花蓮健身房消費族群 

            1、問卷調查結果 

 

 

 

 

 

 

 

 

 

 

 

 

 

 

 

 

 

 

         

        根據上圖，健身房的消費者性別中，超過半數為女性(58%)；消費者職業部

分，最多的是軍公教(44%)，其次是服務業(12%)，第三是學生(9%)；年齡部分，31

至 40 歲佔 31%，其次為 41 至 50 歲(23%)，第三則是 21 至 30 歲(19%)；消費者居住

鄉鎮中，有 58%的人居住於花蓮市，其次是吉安鄉(29%)。 

 

            2、訪談調查結果 

        根據訪談結果指出，健身房消費者大多為女性，可能是因為女性較注重保養

與身材，有的男性消費者覺得自己夠強壯，不需要健身(B1)，而性別不同，參加的

健身房消費者性別圓形圖 健身房消費者職業圓形圖 

健身房消費者年齡圓形圖 健身房消費者居住鄉鎮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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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也不同，女性多參加有氧運動，男性多為重量訓練(B2)；消費者職業部分，因

為健身房的費用較高，健身俱樂部一堂課大約五百元 ，運動工作室的市價大約一

堂課 1200 至 1500 元，所以消費者通常是收入穩定，社經地位較高的，如公務員；

消費者的年齡大部分介於 30 歲至 45 歲之間，因為此時邁入中年，身材開始走樣，

收入也較穩定，所以這段年齡層的人到健身房運動的意願較高(B1、B2)。 

 

        (二)花蓮地區健身房消費情形 

 

            1、問卷調查結果  

 

 

 

 

 

 

 

 

 

 

 

 

 

 

 

 

 

        根據上圖，消費者一週內去健身房運動的頻率，有 66%的人沒有固定時間，一

週四次以上者有 15%；而單次消費的時間在一小時以上未滿兩小時的佔 54%，有

32%是一小時以內。最後，對於「我喜歡去健身房運動。」的問題，有 85%的民眾

表示同意，僅 13.8%持反面意見。 

 

            2、訪談調查結果 

        根據訪談結果，教練認為到健身房運動適合的頻率是一週兩次，消費時間視課

程而定(B1)。 

 

        (三)民眾對健身房增加的看法(問卷調查結果) 

 

            1、問題一：我感覺花蓮地區的健身房在 2 年內有快速增加。 

 

 

健身房消費者消費頻率圓形圖 健身房消費者單次消費時間圓形圖 

我喜歡去健身房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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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圖得知，有 89.4%的民眾有感覺健身房在 2 年內有快速增加，不覺得健

身房有增加的人有 10.6%。 

 

             2、問題二：我覺得健身房的增加，讓我開始注意個人健康。 

 

 

 

 

 

 

 

        根據上圖得知，因健身房的增加而開始注意個人健康的人達 67.7%，而問卷中

選擇不同意的有 26.2%，非常不同意有 6%。 

 

            3、問題三：我覺得健身房的增加，會增加我運動的動機。 

 

 

 

 

 

 

 

        根據上圖得知，有 67.4%的人因健身房數量的成長而增加運動動機，覺得沒有

增加運動動機的人有 32.6%。 

 

            4、問題四：我覺得到健身房運動，會讓我和別人有更多社交的互動。 

 

 

 

 

 

 

 



「健」入佳境─花蓮民眾對健身房快速增加看法之研究 

7 

        根據上圖得知，覺得到健身房運動能增進社交互動的人有 70.5%，持反對意見

的人有 29.5%。 

 

            5、問題五：我覺得到健身房運動，會很有成就感。 

 

 

 

 

 

 

 

 

        根據上圖得知，覺得到健身房運動能獲得成就感的人有 61%，但也有 39%的人

不覺得能獲得成就感。 

 

            6、問題六：我覺得上健身房運動，更能給我正確的運動健身概念。 

 

 

 

 

 

 

 

        根據上圖得知，覺得健身房可以帶給消費者正確健身觀念的人達 83%，有 17%

的人持反對意見。 

 

            7、問題七：我覺得花蓮地區健身房數量增多，有助於提升花蓮人的就業機會。 

 

 

 

 

 

 

 

        根據上圖得知，認為健身房的增加能提升花蓮人就業機會的人有 69.8%，覺得

不會增加工作機會的人有 30.2%。 

 

         8、問題八：我覺得健身房數量增加，有助於花蓮人跟得上北部等大都市的生活型態。 

 

 



「健」入佳境─花蓮民眾對健身房快速增加看法之研究 

8 

 

 

 

 

 

 

 

 

        根據上圖得知，超過一半(55.4%)的人認為健身房數量的增加，沒有讓花蓮人跟

得上大都市的生活型態，但也有 44.7%的人覺得健身房增加是有助於花蓮人跟得上

大都市的生活型態的。 

 

      9、問題九：我覺得健身房數量增加是流行的趨勢之一，可以表示花蓮日漸進步與繁榮。 

 

 

 

 

 

 

 

 

        根據上圖得知，有 57.8%的人認為花蓮健身房增加是流行的趨勢，但也有的人

42.2%持反面意見。 

 

            10、問題十：對於花蓮市區健身房數量增多，我樂見其成。 

 

 

 

 

 

 

 

        根據上圖得知，樂意看到健身房繼續發展的民眾有 81.5%，而持反對意見的僅

佔 18.5%。 

 

        (四)健身房業者對於健身房增加的看法(訪談調查結果) 

           1、花蓮健身房興起的原因 

(1)花蓮健身產業的商機在於健康意識的抬頭，過去從歐美一直傳到台北的健身風 

氣，也漸漸到了花蓮(B1、B2)。 

              (2)健身房有教練也可以指導運動健身的觀念以及營養的攝取(B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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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蓮在這之前沒有健身俱樂部或運動工作室，花蓮消費者基於好奇的心態可以帶 

    來商機(B1)。 

(4)長久以來的直銷市場遇到瓶頸，因此有部分業者利用健身房做直銷，這樣的風氣

從北部引進，這也可能是興起的原因之一(B2)。 

 

            2、花蓮健身房的現況與問題 

(1)教練均認為，現在的花蓮就像五年前的台北，愈來愈多的健身房進駐，每一家都

有自己的特色(B1)。 

(2)花蓮健身產業是有潛力，會繼續成長的，也代表花蓮逐漸進步(B1)。 

(3)因為目前沒有明文規定健身教練需要證照，沒有經驗的人也可以當教練，這會造

成消費者的權益受損(B1)。 

(4)健身房愈開愈多，但花蓮市區人口僅有大約 20 幾萬，各家健身房會賺不到錢，而  

最近有家世界連鎖知名品牌健身房進駐花蓮，可能也會集中客源，讓較小家的健

身房沒有市場，目前就有健身房產生退會員的現象(B1、B2)。因為健身房飽和的

發展，也許三到五年後就有倒閉關店的情形產生(B1)。 

 

3、健身房對花蓮的影響 

(1)運動健身方面：健身房會帶動民眾運動的習慣，也能帶來正確的健身觀念(B1、B2) 

(2)工作機會方面：並不會帶來很多工作機會，因為健身房大部分不會需要很多員

工，而且有的健身房會請北部的老師來花蓮上課，所以在就業上並不會有很大影

響(B1)。 

(3)其他產業方面，幾乎不會造成衝擊，可能會帶動健身器材專賣店，賣保健食品的

店家，甚至是像台北一樣的物理治療診所都會增加(B1)。 

 

參●結論 

一、探討近年來花蓮地區健身房快速增加的原因 

 (一)運動與健身風氣的引入 

        在質性訪談的結果中得知，現代人愈來愈注重身體保健，加上北部地區運動

健身風氣漸漸傳至東部地區，因而有了健身產業的發展。 

 (二)直銷產業經營模式的改變 

        透過資料蒐集與訪談結果，得知無論是外縣市或花蓮地區的健身房，部分是

與直銷產業合併經營的，顯示近年來各地健身房增加的原因之一，與直銷產業經

營模式的改變有關。 

二、了解花蓮地區健身房消費族群的職業、性別與年齡層 

根據問卷結果分析得知，花蓮地區健身房消費族群的性別多為女性，職業多為軍

公教，年齡層大都位於 30 至 45 歲之間，透過質性訪談業者與問卷數據分析，可了解

到女性通常比較注重身材與保養，所以相對於男性方面是比較重視健身運動的，而健

身房消費價位較高，因此在花蓮地區的消費族群，便以經濟能力較穩定的軍公教民眾

為多。 

三、研究花蓮地區健身產業可能產生的瓶頸或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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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蓮地區人口總數不多，健身房數量已達飽和 

        透過質性訪談的過程中，可得知近年來花蓮地區健身產業迅速增長，以花蓮

地區人口數來說，健身房數量已供過於求，加上今年開業的全國知名連鎖健身

房，更可能加速部分經營不利的業者產生關店的情形。 

(二)健身教練素質參差不齊 

透過質性訪談的過程中，可得知花蓮本地擁有合格健身教練證照者並不多，

隨著健身房快速增加，健身會員數量也隨之增多，許多健身業者只能選擇「差不

多教練」進駐，此現象可能會影響花蓮地區消費民眾的權益。 

    四、了解花蓮地區民眾對於健身房的看法 

                透過問卷結果可歸納出花蓮地區民眾的幾項看法： 

(一)超過六成以上的民眾認為，透過到健身房運動，可以增加運動動機，並帶來正確

的運動觀念。 

(二)將近七、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到健身房運動能增進社交能力、獲得成就感。 

(二)近七成民眾認為，隨著健身房數量的增加有助於提升就業機會。 

(三)約五成八的民眾認為健身房的增加是一種流行趨勢，但有五成五的民眾覺得此現

象並不表示花蓮人的生活型態跟上了大都市。 

(四)對於健身房數量增加的趨勢，有超過八成的民眾是樂見其成，足以見得此產業在

花蓮地區迅速成長，是有得到花蓮民眾支持的。 

    五、探討花蓮地區健身房興起對花蓮民眾的影響 

        透過量化的問卷，可以了解到健身房的增加，有助於花蓮民眾對於個人健康與運

動健身觀念的提升，經由質性的訪談，可以看到健身產業對花蓮地區帶來的經濟效

益，也能預期花蓮產業結構或商家的經營模式，也可能因此現象而漸漸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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