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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環境與經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七股在放棄工業區預期帶來的經濟利益後，居民對溼地永續

的看法、生態保育態度與公部門的發展計劃與定位是我們所想要了解與探討的。 本研究以322份有效問卷及訪談40位公部

門、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成員，問卷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檢定、單因子檢定與t檢定得到其結論，將

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1.在經濟方面：居民不希望將生態旅遊設定為七股唯一的選擇，希望也能重新評估工業區的設立與低

污染工業區之設立的可行性；選擇生態觀光發展時，能夠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與提供就業機會。 2.發展定位：七股的發展定

位需整合當地漁業資源、溼地的特色與居民的發展意願，居民會較為支持此項開發定位方案。 3.年齡部分：年輕的居

民(30~34歲)較能接受環境保護的開發方案；較年長的居民(40~44歲)較支持能促進七股當地繁榮與滿足生活所需的開發方

案。 4.保育課程與主題相關資訊：居民受生態保育課程、主題相關的口語傳播與大眾傳播的影響，環境態度與保育態度會

趨於正向。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對政府、非營利組織與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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