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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濕地擁有豐富生物多樣性資源，對人類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極為重要。台灣西部海岸過度開發，造成生態環境衝擊，其中緊

鄰福寶溼地之福寶生態園區是經由人為操作將嚴重鹽化農田轉為半人工溼地。本研究藉由「三生」構面及居民對於政府政

策的支持度探討福寶生態園區是否朝向永續發展。 本研究以近普查方式於95年4月28日至5月19日針對福寶村346戶居民發

放問卷，回收213份有效問卷並訪談8位公部門、非營利組織成員及村長。問卷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檢

定、單因子檢定與t檢定得到其結論，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居民的社經背景不同，對園區永續發展認知有顯著差異

。年齡層較低者對於園區永續發展的認知上有較高的支持態度。 二、居民的保育活動參與程度不同，對園區永續發展認知

有顯著差異。參與活動次數多者對於園區永續發展的認知上較不曾參與者有較高的支持態度。 三、居民的居住地不同，對

園區永續發展認知有顯著差異。福寶村居民因居住位置及職業類別因素，對園區永續發展認知呈現不同態度。 最後，根據

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對政府、非營利組織與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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