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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社區居民投入保生文化祭，以社會資本論中的三個要素(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社會規範)進行實證

分析，研究結果提供社區發展中提升居民參與文化祭活動之參考。 　　本研究以參加過保生文化祭，並且居住在大龍峒地

區超過五年以上，年齡滿十八歲者為調查對象，在2010年11月期間共發放2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00份，另外並2010

年11月7日至99年11月14日再進行保安宮九位志工的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 受訪人的屬性平均年齡在51.62歲，男性

佔45.5%，女性佔54.5%，居住時間長達45.54年的已婚女性，且教育程度在高(中) 職以下從事家管、工商業(自營)的居民，

投入保安宮文化祭活動的程度比年輕且未婚教育程度高的居民來得高。 因素分析裡在社會資本中，社會規範的可解釋變異

百分比最高(23.661%)，社會信任的可解釋變異百分比次高(20.0665%)，社會網絡最低(13.418%)，顯示在大龍峒地區社區居

民容易受到社會制約號召，參加社區的活動。 迴歸分析裡標準化係數中分數最高的為社會信任達.451，達到顯著水準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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