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埔里鎮休閒產業相關從業人員對地方邁向永續發展態度之研究

黃毓蓉、黃世明

E-mail: 9314227@mail.dyu.edu.tw

ABSTRACT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埔里鎮地方休閒產業從業人員對地方邁向永續發展的態度，包括經濟生產、社會生活以及環境生態

三個面向。 　　本研究問卷發放採立意抽樣，共計發出400份問卷，最後得有效問卷300份。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敘述性統

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埔里酒廠從業人員較同意發展休閒產

業對地方經濟生產與社會生活有幫助。二、不同的教育程度在生態環境方面的態度具有顯著差異，其中，教育程度愈高，

愈同意發展休閒產業對生態環境有幫助。三、不同的職業單位在生態環境方面的態度具有顯著差異，生態觀光休閒產業從

業人員較同意發展休閒產業對地方生態環境沒有負面影響。四、地方休閒產業相關從業人員對經濟生產方面的態度與對社

會生活方面的態度具有顯著線性相關。五、地方休閒產業相關從業人員對經濟生產方面的態度與對生態環境方面的態度具

有顯著線性相關。 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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