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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管理的觀點而言，「社區總體營造」是一種新的管理手法，其經由活動的過程結合民眾促使「組織氣候」的形成，進而

塑造出共同的「組織文化」，強化組織的凝聚力。故在日本、臺灣其他縣市均致力於「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之推動，其成

效亦普獲各界認同。本言究的目的為： 一、對南港村居民之基本屬性與結構進行調查研究，並分析其結 構所代表涵意 二

、對南港村居民之社區總體營造理念分布情形及實質環境態度 進行測度與分析 三、探討居民基本屬性結構、社區總體營

造理念、環境態度三者 間相互關係及影響 四、指出研究發現於管理上之涵意，並由管理角度提出建言。 本論文根據研究

目的所建構之五項假設經實證研究之結果如下： 一、居民基本背景屬性與社區總體營造理念高低類群之間有顯著 相關。 

二、居民基本背景屬性不同，其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組成因素構面 不同。 三、居民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組成因素與環境態度

間有關聯性存在。 四、不同社區總體營造理念高低類群居民其環境態度不同。 五、居民基本背景屬性不同其環境態度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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