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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生態旅遊遊客的環境素養、環境態度與保育行為之關係研究。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為工具，進行便利性抽

樣調查，以彰化縣二水鄉台灣獼猴自然保護區的遊客為調查對象，先於100年1-2月間發放160份預試問卷，所得信度水準

為高信度。於是在同年3-4月，分四次在現場發放正式問卷340份，剔除16份無效問卷後，得有效問卷324份，根據回收問

卷進行統計分析，其結果摘述如下：(一)遊客的教育程度與具備的環境素養有關，其中以專科、大學者表現最佳。(二)遊客

的教育程度與環境態度有關，學歷愈高者表現愈佳。(三)遊客的年齡與保育行為有關，年齡愈大，在保育行為的表現上愈

佳。(四)遊客的環境素養、環境態度都和保育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而環境素養、環境態度能有效預測保育行為，因此環境

素養較高和環境態度較佳的遊客，在保育行為的表現也會比較好。(五)生態旅遊遊客的環境素養與環境態度有顯著正相關

。(四)遊客的環境素養、環境態度都和保育行為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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