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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e researcher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behavior,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people on using Joss paper

in the same community. We also studied the connections of their environments where people using Joss paper. We wish others could

study further.

Questionnaire survey carried on people who living in South-East Community of Yuanlin town in Changhua county. 42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recovery rate 83.4％, after that we analysised the question using with SPSS. Analysi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knowledge: the gender of people, male is better than female. People who married are better than unmarried. The bes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s the master degree. In terms of religion, Yit Kuan tao is better than Buddhism and Taoism. People who

lived here more than 31 years can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er.

 In terms of attitude: people who have higher education can respe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ery well. The master degree is better

th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About occupation, soldiers,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teachers are better and

students and the service sectors. The range of monthly income from 40001-50000 is the best.

 In terms of behavior: the action of people who have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tter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bout the religion, the

Buddhish acting better than Yit Kuan and Taoism. Focus on the family, people who live alone are better than small families and big

familie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have their different correlations. People who use Joss paper know the benefits well, their attitude

and behavior are better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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