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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政府在推動地方產業及凸顯地方特色的過程中，對地方產業文化活動日漸重視，而地方產業文化活動的舉辦，除了政

府的規劃及相關單位的運作外，民眾的參與動機與效益認知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居民對於地

方產業文化活動的參與動機及效益認知。 本研究針對草鞋墩國際稻草文化節所在地之草屯鎮鎮民作為研究對象，問卷發放

自2005年3月21日起到2005年4月30日止共發放500份問卷，回收490份，有效問卷459份，本研究參考相關量表並加以修改

後，以參與動機、效益認知量表為測量工具，並以敘述性統計、t檢定、成對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ANOVA)來做資料分析。

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1.16-25歲居民在知識效益認知方面普遍低於其他年齡層居民，而職業為學生之居民其知識效益認

知方面也普遍低於其他職業之居民。 2.草屯鎮居民在社交需求動機與效益認知方面皆高於知識需求動機與效益認知、壓力

紓解需求動機與效益認知。 於本文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研究者提出對相關單位與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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