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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99, the 921 earthquake made Sun Moon Lake had a serious disaster. In the next yea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to

found the “Sun Moon Lake National Scenery Bureau” in order to proceed the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ng work.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conferring the Sun Moon Lake local leisure industry workers’ attitudes in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e in this study. Totally 400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04 of them were effectiv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utilized to analyze data.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are as follows. 1.In

the production aspect, people in different sex,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careers , and the times of involv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ons were all agree the leisure industry developing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in local’s economy. In the whole, people

’s attitudes in developing leisure industry were approval. 2.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pect, people in different ag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ttitudes to develop leisure industry were not impact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more level of education, the more disagree developing leisure industry were not affect the environment. 3. In the

quality of life aspect, not engage in making profit organization’s workers were most agreement that developing leisure industry had

non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quality of life. 4. The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d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the

produ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ad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suggestions to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uture researcher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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