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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居民生活幸福感之分析－以虎尾周邊農村為例 

梁大慶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助理教授 

摘   要 

我國農業產值 1960 年約占國內生產毛額 27.95%，40 年來漸漸衰退至僅占生產毛額之比重 1.64%，

並且農業從業人口占全體就業人口比重縮減至 2010 年 5.3%，由此可見台灣農業面臨多重的困境，包括

農村之生活條件、工作機會、農事技術、工作所得等，使得農村居民從農意願降低，更加喪失了對生活

的滿足和幸福感，為本研究旨在了解目前台灣農村居民其幸福感之現況。由大聚落（虎尾鎮）周邊的農

村開始，探討農民的個人背景變項及外在因素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再針對各個層面滿意度之高低做比

較及探討。透過彙整國內外幸福感基礎理論之相關文獻，參酌農村幸福感的相關項目而建立此問卷，採

用便利抽樣的方式，在虎尾鎮非都市計畫區 16 個村里發放問卷，經過統計軟體進行信效度分析、描述性

統計分析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事後比較法（LSD）等方法得之統計分析結果。 

本研究綜理彙整國內外幸福感指標，依指標內構面其重要性，並經專家預試修正後，綜理彙整九大

構面（收入、社群關係、教育、環境、政府治理、健康、生活滿意度、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經預試

問卷修正後彙整為“居民生活幸福感指標＂，其中有分在九大構面。問卷實測後受訪者最滿意的構面為

教育、社群關係、安全等三大構面；而最不滿意的面向為政府治理及收入二大構面。經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問項與基本資料，發現家中有 6 歲以下小孩及曾擔任社區幹部此兩項基本資料有正向顯著，表示家中

有小孩的受訪者會比家中無小孩的受訪者感到幸福，而曾擔任過社區幹部的居民比不曾擔任過社區幹部

的受訪者感到幸福，此二項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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