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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泰雅族社區居民對生態社區認知程度高 

生態社區為未來社區發展之趨勢，居民對其有正確的認知與概念對

於未來推展生態社區將有極大的幫助，本研究結果顯示泰雅族社區居民

有80%知道生態社區，此外民眾多認為生態社區是尊重生態循環與環境

保育的社區，並認同三生一體之概念，對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避免不當

開發感到認同，顯示其認知著重於社區生活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其

消息來源以親友、居住社區、座談會為主要消息來源，顯示社區民眾消

息流通極佳，並且透過座談會的舉行，推廣生態社區相關概念，再透過

民眾的傳遞達到良好的推廣效果，因此日後計畫的推廣即可藉由社區座

談會的舉行或透過社區組織之幫助，逐步推廣。 

 

二、 泰雅族民眾之環境態度 

泰雅族社區民眾受其文化與生活經驗的影響，在對於環境態度構成

中的環境認知上，因過去生活資源的貧乏因此對於能源節約不浪費與資

源回收再利用最為認同，此外由於成長於自然環境，因此認為社區是除

了人類之外，也是所有生物之棲地，更是良好的環境教育場所，對其環

境認同度高。 

在環境態度構成中環境情感方面，認為社區文化之發展與傳承非常

重要，並重視社區環境的改善，對於社區環境之現況之認同度較低，期

望能有所改善，顯示民眾對於社區環境情感著重於文化的傳承及良好社

區環境可提升其認同感與社區凝聚力。 

在環境行為傾向方面，研究顯示民眾對於能源之有效利用與環境綠

美化認同度較高，並且參與社區活動凝聚認同感，但其使用環保材質之

物品認同度較差，日後應推廣宣導低汙染可回收之環保用品。 

 

三、  泰雅族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程度高 

泰雅族社區居民在現今政府大量資源的投入與專家學者的輔導

下，社區組織與輔導團體相繼成立，使原住民可以由下而上的直接參與

部落建設與決定發展方向，此外由基督教長老教會與天主教會的深耕，

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如社區集會、宗教禮拜之頻率提高，多數人皆有參與

過社區相關公共事務，對於參與公共事務也希望能改善社區環境、凝聚

居民社區意識對於社區與文化能夠有所認同，可知泰雅族社區居民之凝

聚力與動員力量強大，在日後推動社區相關政策時，便可藉由社區組織

的推動與民眾廣泛的參與，達到更符合社區需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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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生態社區的推動與落實 

泰雅族由於傳統生活與族群特性，其社區聚落多位於偏遠山地，擁

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在現今生態旅遊與文化觀光蓬勃發展，大量觀

光人潮湧進原本偏僻的原住民部落，對於其生態環境與傳統生活方式皆

產生莫大的影響，因此社區永續發展與管理機制的建立變的格外重要，

生態社區的營造除了實質環境的永續經營外，亦重視社會、傳統文化上

的傳承與認同，因此生態社區的推動成為一種永續生活的實踐外，更使

族群文化得以延續。 

泰雅族千年的傳統與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居民對於自然生態已有

深刻的概念，並且從研究結果中可了解，社區居民其參與社區公共事務

程度極高並且對於文化有高度的認同，因此提高居民對於生態社區的認

知與概念，對於計畫的落實將更有幫助。 

 

二、強化政策宣傳管道並結合社區團體 

現今原住民社區營造在政府的支持下，各項政策與計畫不斷推動，

要實際落實在社區環境並對居民產生最大實質幫助，便要由下而上來執

行，在現今原住民意識高漲，對於族群認同與文化復興的行動下使地方

的原住民社區組織紛紛成立、動員，推動社區的發展與相關事務的推

展，因此藉由地方組織團體的幫助或社區領導人的號召之下，政策的宣

導與執行將可有更好的推動成效。 

 

三、問卷設計與抽樣應考量族群之特性 

由於原住民族群其生活方式與習慣較為特殊，多數散居於山地，分

布廣大造成抽樣之困難，並且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造成問卷填寫不便、

作答時間長並須人員從旁說明，廢卷率高回收率不佳等問題，因此研究

建議問卷設計需考量其易讀性，並且需人員從旁協助說明。在問項設計

方面，應針對其民族的特性與傳統文化做結合，其研究結果才能與現況

更為符合。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加強研究方法之運用 

本研究運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為問卷調查法，以spss 統計軟體分

析，針對問卷設計及待驗證假設，分析方法主要為t-test、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等，分析內容較基本且單一，呈現之研究結果所能解釋的程度

也較侷限，若能與問卷更密切呼應，加強待驗證之假設，了解因子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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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交叉比對，驗證的結果也能更加全面，有助於研究結果之解釋，

其研究貢獻度亦能更加提昇。 

此外，由於針對特定族群研究，對其文化背景與傳統須有更完整的

認識與概念，研究設計時結合理論與與議題，設計符合族群特色與文化

的研究問卷，加深研究與族群的關係使其更為契合。 

 

二、與不同地區做比較 

本研究以新竹縣尖石後山境內的原住民社區為調查研究對象，區內

社區多有社區組織運作並且進行社區營造，相對許多地區的泰雅族社區

如桃園復興鄉、南投信義鄉等地，其社區發展時間不盡相同，規模程度

及環境背景也有所不同，其研究結果可能有所差異，因此後續研究可針

對不同研究地點做比較。 

 

三、與不同文化背景與族群做比較 

本研究調查泰雅族社區居民對於生態社區之認知與環境態度，其特

殊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影響其對於環境的態度，相對於不同族群，其

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有所差異，對於環境的認知、情感、行為皆會有

所差異，因而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而生態社區之概念除了環境的永續

營造外，更重視精神、文化的傳承與認同，因此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文

化背景的居民做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