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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彰化縣北斗鎮與芳苑鄉民眾之「一般環境態度」及「國光石化中止開發態度」，並探究民眾之不同背景變

項對「一般環境態度」與「國光石化中止開發態度」的影響，和「一般環境態度」與「國光石化中止開發態度」兩者間相

關性。 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運用自行設計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包括「民眾基本資料」、「一般環境態度量表」、「

國光石化園區中止開發態度量表」三大部份，並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進行調查，有效問卷數合計452份。將調查所得資料加

以整理後，利用SPSS12.0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相關分析。 本研究結果

顯示，彰化縣居民對一般環境態度表現積極良好，對國光石化中止開發之態度表示認同支持。影響居民對一般環境態度表

現之背景變項，「教育程度」存在顯著差異，其它變項皆無顯著差異，影響居民對國光石化中止開發態度表現之背景變項

，「性別」、「教育程度」、「個人月收入高低」存在顯著差異，其它變項皆無顯著差異，且兩種態度之間呈現顯著正相

關。 由此可知，彰化縣不同居住區域的居民，在對國光石化中止開發之態度表現並無顯著差異性，而一般環境態度表現越

佳之居民，對國光石化中止開發之態度越是認同支持。

關鍵詞 : 一般環境態度、國光石化中止開發態度、國光石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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