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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研究者所居住的社區金銀紙使用行為對環境的現況與其相關影響的因素，並探討社區居民金銀紙使用行為對

環境之知識、態度與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希望提供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者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方法，以彰化縣員林鎮南東社區居民為母體群進行便利取樣調查，共發出420份問卷，回

收352份問卷，回收率83.4％，利用SPSS統計軟體為分析工具，以瞭解本社區居民金銀紙使用的現況，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

在知識層面上：居民性別以男性優於女性。婚姻狀態已婚顯著優於未婚者，學歷以研究所以上表現最好，宗教信仰則是以

一貫道者表現顯著優於佛教與道教，居住時間以居住31年以上者對環保知識的了解程度愈高。

 在態度層面上：學歷較高者較重視環保，以研究所以上表現顯著高於小學與高(中)職，職業以軍公教表現顯著高於學生與

服務業，月收入以40001元-50000元者表現最好。

 在行為層面上：學歷較高者環保行為表現也比較好，宗教信仰則是以佛教者表現顯著優於一貫道與道教，居住成員以獨居

者表現優於小家庭、與大家庭。

知識、態度、行為有顯著的正相關，居民對金銀紙使用行為的瞭解程度愈高，其態度的表現愈好，在行為的表現也愈好。

關鍵詞 : 金銀紙、民俗信仰、環保、空氣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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