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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居民對2009高雄世運會的效益認知與居民地方認同，並進一步探討世運會效益認知對居民地方認同的影

響情形。本研究採便利取樣方式針對高雄市20歲以上居民進行施測，共計發放500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為472份，有效

問卷回收率為94.4%，經統計分析後所得結果如下： (ㄧ) 居民對2009高雄世運會之效益認知為中等偏高程度。 (二) 居民因

舉辦2009高雄世運會所產生之地方認同為中等偏高程度。 (三) 不同性別居民在世運會整體效益認知上有顯著差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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