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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民國88年九二一大地震造成日月潭風景區災情慘重，而隔年行政院在日月潭即成立了「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來進行規劃和重建工作，本研究目的為日月潭地區邁向永續發展探討當地休閒產業相關人員的態度研究。 　　本

研究採用立意與便利抽樣法，以實地調查和託人代發問卷的調查方式收集資料，共計發出400份問卷，有效問卷304份。資

料分析方法包含信度檢定、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LSD事後多重比較、Pearson相關分析等，分析結果

摘述如下。 　　一、經濟生產方面不同的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參與保育活動次數者，皆同意發展休閒產業對地方經

濟生產有正面幫助，整體而言當地所有的人在發展休閒產業的態度是同意的看法。 　　二、生態環境方面年齡、學歷在發

展休閒產業不會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有負面影響的同意度有達到顯著差異，其中教育程度越高者，越不同意發展休閒產業不

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三、生活品質方面非營利人員最為同意發展休閒產業對地方生活品質沒有負面影響。 　　四、

在相關分析中發現經濟生產與生態環境兩者呈正相關，經濟生產與生活品質也呈正相關。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研究

者提出對政府與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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