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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了解參與平地造林的農民對平地造林政策觀點，藉由深度訪談法收集平地造林執行上的各種意見，並

將研究結果提供政府施政的參考。 對參與平地造林的農民進行問卷調查，並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程式軟體SPSS 12.0為分

析工具，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透過問卷調查農民的基本資料背景變項，以了解農民對於推動平地造林政策之認知，

參與平地造林的動機、對推動平地造林政策的信任態度、對推動平地造林政策的滿意度是否有顯著之差異。深度訪談法以

有代表性的政府官員、專家、造紙廠、參與平地造林的農民、未參加平地造林的農民為主要訪談對象。 本研究結論如下：

多數農民期待政府建立碳交易機制來增加農民的收入，期待政府協助農民提煉精油、製造手工香皂、造紙、發展觀光旅遊

等附加價值，打造綠金產業。多數農民相信政府與台塑每年可如期發放獎勵金，但對政府輔導開發林木附加產業則沒有信

心。多數農民對推動造林政策的相關人員服務滿意度偏低。平地造林對國土保安有正面效果，尤其是海邊的地層下陷區造

林，可望減緩地層下陷。

關鍵詞 : 造林、滿意度、問卷調查法、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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