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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藉由平溪鄉與鹽水鎮之比較，探討不同地區之居民對於 節慶活動衝擊知覺與態度、影響態度因素之差異情況，並分

析不 同地區居民之節慶活動衝擊知覺與態度、影響態度因素與支持度 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在平溪

鄉與鹽水鎮兩地共發放 900 份問卷，回收平溪鄉有效問卷為182 份，鹽水鎮為412 份， 共594 份。並運用敘述統計、t 檢定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以及複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研究之 發現如下： (1)兩地居民在

「社區依附」、「觀光依賴」、「與遊客接觸程度」，以 及「規畫參與程度」皆有顯著差異。其中，鹽水鎮居民在社區 

依附程度、與遊客接觸程度，以及規畫參與程度等三部份比平 溪鄉居民高。平溪鄉居民則僅有觀光依賴程度較鹽水鎮居民

高。 (2)兩地居民在「經濟面」、「環境面」，以及「擁擠面」上的態度有 顯著差異。其中，平溪居民較鹽水居民喜愛節

慶活動所衝擊的 經濟改善，且較鹽水居民不喜愛節慶活動所衝擊的擁擠增加。 鹽水居民則較平溪居民喜愛節慶活動所衝

擊的環境改善。 (3)平溪居民比鹽水居民更支持現在或未來節慶活動的舉辦。 (4)鹽水之男性居民較女性居民喜愛經濟上的

改善。 (5)兩地居民對節慶活動支持度之預測力部分，經濟態度對現在平 溪天燈節或未來節慶活動支持度的預測力最大，

社會文化態度 對現在鹽水蜂炮祭或未來節慶活動支持度的預測力最大。 最後，根據研究之發現，本研究就重點部份進行

討論，並分 別對節慶活動舉辦地區，以及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之建議。

關鍵詞 : 節慶活動、態度、知覺、支持度、比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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