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i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Mandator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Changhua County─Taking Sihu and Chu

巫秀麗、李清華

E-mail: 381610@mail.dyu.edu.tw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sident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n Mandator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nforcement in His-hu Township and Zhu-tang Township in Changhua County.

Further,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s among resident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n Mandator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nforcement. This can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policy. This study has adopted the

methods of survey and used 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 as the research tool. The content includes four main parts: “(1)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idents”, “(2)the scale of the garbage recycling knowledge”, “(3)the scale of the garbage recycling attitude

”, and “(4)the scale of garbage recycling behavior”. The target of the sampling testeee is residents in His-hu Township and

Zhu-tang Township in Changhua County. This research applies a total of 500 questionnaires, and 392 questoinnaires were valid.

The author used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12.0 to process an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statistic methods include descriptive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Resident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re at a high level.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As for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their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n Mandator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nforcement, residents’ “age”, “vocation”, and “monthly income” showed a visible difference. However, 

“gender” only showed a visible difference in the behaviors about Mandatory Gargabe Sorting Enforcement. Also, “education”

only showed a visible difference in the knowledge about Mandator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nforce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s of the garbage sorting and recycling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vi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Residents

’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have shown a visi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other, and so have “resident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nd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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