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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一直是國家發展計畫中執行的重點之ㄧ，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居民自主力量來提振地方的經濟與產

業發展。在發展產業的同時，了解居民對產業發展效益的認知是有其必要性，將有助於作為公部門決策時的參考。本研究

之目的在探討居民對地方特色產業遊憩資源認知情形與發展效益之看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在田尾公路花園內對居

民進行調查，問卷發放自2006年4月1日至4月30日，共回收有效問卷290份。利用SPSS統計軟體，分別以描述性統計、信度

檢定、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關係等統計方法進行研究分析。茲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有參與地方

團體組織的居民比未參與的居民對當地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的遊憩資源特色有較多的認識。 二、從事「工作與當地產業相關

者」的居民比從事「工作與當地產業無關者」的居民較同意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在經濟、社會文化、實質環境上所產生的效

益。有參與地方團體組織的居民比未參與的居民較同意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帶來的效益。 三、居民愈能認識當地遊憩資源的

特色，也愈能贊同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所產生的效益也愈高。 最後，針對上述相關現象加以討論及

描述，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應建立地區資源交流、學習之平台，加強花卉行銷通路開發、創造花卉產業附加價值等幾

項參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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