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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為了提高公共工程之建造品質及營運效率，吸引外資、 引進新技術，提升公務部門的績效管理能力，並促進區域平衡

， 提供民眾一個更優值得生活環境，而引進BOT 專案制度，本研究 係以彰化縣各鄉鎮市公所之基層公務人員為對象，來

探討其對休 閒產業BOT 專案的認知，就其認知與其執行意願之間的相互關係。 本研究是針對彰化縣各鄉鎮市公所之基層

公務人員進行接近 普查之問卷調查，委請彰化縣各鄉鎮市公所之人事同仁幫忙發放 ，問卷之發放共發處260 份，回收257 

份，回收率為98.85%，有 效率98.85%。資料分析方法包括信度檢驗，描述性統計、敘述性 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 事後比較 法、Pearson 相關分析等，分析結果摘要如下： 一、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基層公務人員，

在BOT 背景知識、BOT 認知、BOT 權責及BOT 執行意願等構面，有部份顯著差異。 二、基層公務人員之BOT 背景知識

與BOT 認知、BOT 認知與B 執行意願，存在部分顯著線性相關。 三、基層公務人員之BOT 認知與BOT 權責認知、BOT 

權責認知 與BOT 執行意願、BOT 背景知識與BOT 認知，均存在顯著 線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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