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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乃探討彰化農村地區休閒產業相關人員對地方朝向永續發展的研究包括生活品質及生態保育。 本研究問卷發放採立

意抽樣，共計發出317份問卷，有效問卷279份。資料分析方法包括：信度檢定、敘述性統計、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Pearson積差相關。 本研究發現結果如下： 一、農村休閒產業從業人員同意發展休閒產業對地方經濟生產與社會生活有

幫助。 二、參與保育活動次數的多寡在生活品質方面的態度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參與次數愈高，愈同意發展休閒產業對

生活品質有幫助。 三、不同的年齡、職業別和參與保育活動次數的多寡，在生態保育方面的態度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參

與次數愈高，愈同意發展休閒產業對生態保育有幫助。 四、農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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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 五、農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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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著線性正相關。 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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