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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彰化市大佛風景區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與引人入勝的歷史文化，是彰化市的代表景點，也是當地居民平日進行休憩運動的

好場所。本研究以量化問卷調查及質性居民訪談進行當地居民對大佛風景區依附感之研究。問卷調查部分，將依附感分為

心理層面與功能依賴兩個層面，並對居民之使用情形、到訪頻率以及認知情形進行抽樣調查，以大佛風景區周遭之八個里

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共回收有效問卷422份。質化訪談部分，從居民對大佛風景區之情感記憶與殷殷期盼，藉以瞭解居民

之依附情形與大佛風景區之榮衰，研究所得結果如下： 一、居民依附感形成了三個構面：心理依附、社交活動依附與個人

家族活動依附。 二、心理依附較功能依附程度高。 三、年長者的高依附。 四、社經地位不同對大佛風景區之功能設施感

受也不同。 五、大佛風景區的改變影響了居民到訪的意願。 六、人潮聚集的體育休閒園區 七、未來的發展適合往親子活

動方面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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