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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門的歷史背景及其特殊地位，蘊藏著許多台灣在快速成長後所遺失的珍貴文化資源，無論是傳統文化史蹟、戰役遺蹟或

特殊產業活動，都是當地文化特有的表徵。本研究透過當地居民進行調查，目的主要是在探討金門開放觀光後，當地傳統

聚落文化發展的情形，以及居民對於傳統聚落文化的態度。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金門當地居民對金門傳統聚

落文化發展的態度。 二、了解金門傳統聚落文化發展的情形。 三、了解居民對國家公園的態度、對民間社團的態度、對

社會參與的態度與對文化維護的態度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採叢集及便利抽樣，乃依各鄉鎮村里人口比例作為樣本發放的比

例。問卷的發放共發放1200份，回收913份，回收率約為76％；有效問卷為780份，有效率約為85％。資料分方法包含信度

檢定、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後多重比較、Pearson相關分析等，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金

門地區居民同意國家公園在自然生態保育、文化資源維護，甚至金門整體發展有所貢獻。 二、金門地區居民同意民間社團

在提升生活品質的貢獻。但在公共事務推動上的影響力仍有待提升。 三、不同的社經背景金門地區居民對於社會參與方面

，均表現出較低參與度。 四、金門地區居民對於文化維護的態度方面相當重視，在不同的社經背景，皆有高度同意的看法

，但在古蹟維修的技術上仍有相當改善的空間。 五、金門地區居民在「對金門國家公園的態度」、「對民間社團的態度」

、「對社會參與的態度」以及「對文化維護的態度」四個構面間有顯著線性相關。 根據研究之結果，提出相關的建議，期

能活絡金門傳統聚落文化，並對金門整體發展能有所助益。

關鍵詞 : 金門 ; 傳統聚落 ; 聚落文化

目錄

目錄 封面內頁 簽名頁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iii 中文摘要..................................................iv 英文摘

要..................................................vi 誌謝....................................................viii 目錄......................................................ix 圖目

錄....................................................xi 表目錄...................................................xi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4 第三節 研究問題......................................4 第四

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5 第五節 研究限制......................................5 第六節 名詞解釋......................................6 第

二章 文獻探討...........................................8 第一節 金門傳統聚落文化的特色........................8 第二節 金門傳統聚落文化保存與

維護...................15 第三節 環境態度的理論...............................21 第四節 相關實證研究.................................24 第三章 研究方

法..........................................35 第一節 研究變項之建立與操作型定義...................35 第二節 研究架構.....................................42 

第三節 研究假設.....................................43 第四節 問卷設計與預試...............................44 第五節 正式問卷發

放.................................46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49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53 第一節

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53 第二節 當地居民之人口統計變項在各構面之分析.........67 第三節 各變項間之關

係...............................7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81 第一節 依構面主題分析調查資料結果...................81 第

二節 假設驗證結果.................................91 第三節 建議........................................102 參考文獻.................................................108 

附錄一 訪談問卷.........................................115 附錄二 訪談名單.........................................116 附錄三 原計畫原始問

卷...................................117 附錄四 問卷校度審核專家名單.............................120 附錄五 訪談大意稿.......................................121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1.王文偉（2002）。論古蹟保存法制度---建構一個符合文化資產保存理念及財產權保障概念的古蹟保存環境。碩

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2.王芝芝譯（1997）。（Ritchie原著）。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 4.王柏青（1995）。遊

客之環境態度及其與生態旅遊經營管理關係之研究--以關渡濕地為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景觀學研究所。 5.文建會---文化知識網

（2004）。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2004/06/09， http://www.cca.gov.tw/law/html/4-1.html 6.江柏煒（2003）。大地上的居所---金門

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導覽。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7.江柏煒、陳閔惠、莊舜惠（1998）。老聚落新生命---金門社區總體

營造之觀念、作法與借鏡。金門:金門縣政府。 8.李宗信（2004）。小琉球的社會與經濟變遷（1622-1945）。碩士論文。臺南師範學院

台灣文化研究所。 9.李怡燁（2001）。地方再發展新途徑---生態博物館以南投縣埔里鎮為例。碩士論文。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 10.李美枝（1986）。社會心理學---理論研究與應用。台北:大洋。 11.李美枝（1989）。社會心理學。台北:大洋。 12.李增德主持

（1997）。金門人文采丰:金門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13.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Patton原著）。質的評鑑與研究。台北:桂冠。 14.吳明隆（2003）。SPSS統計應用學習實務。台北:知城。 15.吳培暉（1991）。

金門聚落的變遷與空間意義的再界定。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建築工程研究所。 16.吳培暉（1996）。金門聚落風情。金門:金門縣政府。

17.吳運全（2002）。環境態度與遊憩體驗關係之研究---以綠島生態旅遊為例。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18.呂嘉泓﹙2000

﹚。我國鄉村社區發展之研究---以山美及蓮潭社區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19.林玉婷（2002）。社區總體營造

永續觀光評估模式之研究。碩士論文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 20.林明毅（1991）。金門傳統建築保存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

建築研究所。 21.林清山（1992）。心理與教育統計學。台北:東華。 22.林慧雯（2003）。推展觀光文化策略之研究---以阿罩霧地區在開

發為例。碩士論文。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 23.林憶蘋（2002）。金門地區觀光發展衝擊認知變遷之研究。碩士論文。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研究所。 24.金以蕾（1993）。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25.金

門縣政府（2001）。走訪金門古厝。金門:金門縣政府。 26.洪佳慧（1997）。傳統聚落保存之研究---以北埔客家聚落為例。碩士論文。

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27.卓文倩、華蓉（2000）。從「社區主義」論古蹟保存法制的落實。中華民國觀光學會，千禧年古蹟

管理與周休二日休閒活動研討會論文集（pp.49-60）。台北:中華民國觀光學會。 28.柯惇貿（1999）。社區居民對社區總體營造的認知

與態度。碩士論文。逢甲大學建築都市計畫研究所。 29.姜瑞玉（2003）。朴樹林聚落區永續發展之地理研究---以新豐鄉鳳坑村樹林子

聚落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 30.時蓉華。（1996）。社會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 31.陳水在（2001）。金

門解嚴前後。台北:稻田。 32.陳威志（2003）。文化產業在金門兼論金門國家公園的政策及角色定位。國立金門技術學院，2003閩南文

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Ⅱ（pp.22-1─22-16）。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33.陳炳容主持（1998）。金門民俗文物。金門縣政府委託計畫。

34..陳詩炎（2003）。文化資產保存與金門觀光行銷之關係。碩士論文。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 35.陳詩炎（2003）。金門文化資產保存

困境與對策之研究。金門季刊，75，32-39。 36.陳榮昌（2003）。擺盪的命運，未知的歸途。金門日報（92/04/15）。 37.梁郁玲

（20004）。台灣地區民宅古蹟保存爭議之探析:以台中縣四個民宅古蹟個案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 38.張守

剛、黃肇新（2003）。宗族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對遇---以金門後豐港社區社造經驗為例。國立金門技術學院，2003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Ⅱ（pp.20-1─20-33）。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39.張春興（1992）。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 40.莊瑞續（2003）。探索地

方永續發展議題與願景之研究---以金門島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41.郭肇立（1998）。聚落與社會。台

北:田園城市。 42.許維民（2001）。走訪金門古厝。金門:金門縣政府。 43.黃文華（2003）。金門島環境意識之探討。碩士論文。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35.黃世明主持（2003）。金門永續發展客觀因素分析建議。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

究報告。 44.黃世明、李琮閔、沈育鈴（2003）。從文化行銷談金門聚落文化的發展。國立金門技術學院，2003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Ⅱ（pp.24-1─24-31）。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45.黃安邦（1988）。社會心理學。台北:五南書局。 46.黃俊英（1996）。多變量

分析。台北:華泰。 47.黃琇玫（2003）。地方文化活動與地方認同。碩士論文。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 48.黃翠梅（1996）。九份

現地居民對觀光衝擊的知覺與態度。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 49.曾湋茹（2002）。北埔傳統聚落之文化資源商品化現

象。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50.曾維屏（2002）。地方文化產業之振興與社區營造---以美濃地區為個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

大學地學研究所。 51.喻蘋蘋（1997）。與歷史共舞-文化資產保存的困境與生機。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52.楊日融

（2003）。咖啡店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53.楊國樞（1989）。普通心理學。台北:桂冠

。 54.楊樹清（1996）。金門，大歷史下的一頁驚奇。陳炳容，金門風獅爺（pp.Ⅸ-ⅩⅡ）。金門:金門縣政府。 55.廖敏惠（2003）。大

溪老街保存之地理意涵。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56.鄭世元（2004）。中部溫泉區遊客休閒活動與旅遊消費行為之研

究---以渡假生活型態為區隔變項。碩士論文。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57.鄭仲昇（2001）。環境共生理念應用於歷史建築再生

之研究---以台北市西門紅樓為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58.賴如怜（2002）。南庄蓬萊村居民對原住民觀

光發展衝擊認知之研究。碩士論文。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所。 59.謝育倫（2001）。現代都市中歷史古街的再生---以剝皮寮為例

。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60.謝淑芬（1994）。觀光心理學。台北:五南。 61.蕭新煌主持（2002）。永續台灣2011研究計畫第

三年期末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 二、西文部份 1.Arnstein（1997）.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240-243. 2.Breckler, S. J.(1984).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affect, behavior, and cognition as distinct components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1191-1205. 3.Glass（1979）.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 the relation- ship retween object and thechniques.

Journal of APA, April, 180- 189. 4.Katz, D and Stotland, E. (1959). A preliminary seatement of a theory of attitude structure and change. New

york:McGraw Hall. 5.Kerjcie, R. V., ＆ Morgan, D. W. （1970）. Determining sam- 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 ment, 30, 607-610. 6.Liu, J. C., and T. Var, 1986.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impacts in Hawaii. Annals of Tourism Resrarch, 13,

193-214. 7.Unger, D. G and A. Wandersman（1982）. Neighboring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Psychology,10, 493- 509. 8.Tosun, C.（2002）. Host perceptions of impacts---A comparative tourism stud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9(1),

231-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