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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彰化溪州焚化廠營運至今，已屆滿10年，本研究目的在了解溪州焚化廠鄰近民眾對該廠的滿意態度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對

象為焚化廠所在地之溪州鄉與鄰近之北斗鎮成年民眾，本研究經由問卷調查方式來蒐集民眾之「背景變項」、「一般環境

態度」與「對溪州焚化廠的滿意態度」等相關資料，共得到有效樣本問卷數為340份。利用統計軟體進行描述統計、獨立

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受訪民眾的一般環境態度皆表現良好，表示不

分背景之受訪民眾之環境保護意識已成熟，而民眾對溪州焚化廠滿意態度之調查顯示，大多數民眾對焚化廠之滿意度並無

明顯支持或反對，另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之受訪民眾對焚化廠之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惟在不同居住地區之變項

中發現，距焚化廠愈近之民眾，對焚化廠的滿意度愈低，另民眾之一般環境態度愈佳者，其對焚化廠的滿意度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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