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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aboriginal behavior on division culture reservation and identify of developing local

tourism. This study which is base on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Ren-ai County used method of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let

inhabitants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s. There are 355 effectual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Data analyses method include: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T 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Scheffe method and the Pearson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1. On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rvation, vari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ppear difference of significance ：

Respondents aged over 61 are the most agreeable for 「identification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 culture」and「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culture」than ther other. Respondents who engage in tourism business are more supportable i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preservation with government」than those do not engage in tourism business. 2. On developing local tourism, vari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ppear difference of significance： The results of their attitude-orient and support degrees of division inhabitants for

identify local tourism, identify of culture as a part of tourism resource, identify of developing local tourism towards traditional culture

effects, tends to agree and has high identify of - vii - developing local tourism. 3.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behavior and developing local tourism behavior.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which will b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local tourism and reservation divis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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