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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umption enhancing, they made all kinds of waste generated surge in activity, but there is still

a recyclable material resources, for the sak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cycling, waste reduction actually reduce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beautify life positiv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in Hsinchu prison inmates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the recycling knowledge, attitude of recycling, recycling behavior correlation. In 2013 is still the

case in Hsinchu prison because the inm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 appropriate number of randomly selected sample of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to "knowledge recycling", "recycling attitude", "recycling behavior" as research tools, recycling effective

sample of 780, and using Spss Windows 15.0 Chinese version of data processing. By one-way ANOVA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Hsinchu prison inmates in the recycle knowledge age, offense, into the prison time, education, occupation, etc. into the

prison before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recycling attitude the age, offense, prison time, etc. into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for recycling behavior age, into the prison time, occupation and other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 The results discussed expectations for inmates, correctional officers, unit competent authority

specific and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we hope working together to make prision environment more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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