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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原住民對於部落文化保存與發展地方 觀光的認知態度。 本研究對象為仁愛鄉的原住民居民，採用

便利抽樣法，讓居 民填答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355 份。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 性統計分析、信度檢定、t 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 後多重比較、Pearson 相關分析等。茲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1.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居民，在保

存文化態度有顯著差異的情況： 年齡層在61 歲以上的居民，對傳統部落文化的保存態度上， 在支持面及傳承面都較其他

年齡層同意。 「從事觀光事業」的居民較「不是從事觀光事業」的居民對「公 部門在文化保存的發展面」有較支持的同

意態度。 母語能力非常流利者，對傳統部落文化的保存態度上持較為同 意的態度。 2. 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居民，對發展地

方觀光的態度有顯著差異的 情況： 「從事觀光事業」的居民較「不是從事觀光事業」的居民對 「發展文化觀光的態度」

持較同意的態度。 3. 部落居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與對發展地方觀光的態度具有顯 著正相關。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供

發展地方觀光與保存部落文化的 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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