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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望確認理論探討國軍航空噪音補助措之研究 

-以東部機場為例 

作者：曾鴻儒 

國立臺東大學資訊管理系 

摘要 

在處理環境汙染產生的糾紛時，主要的採取方式是給予受影響者實質的回饋，回饋

的方式中以賠償金錢最為普遍，而賠償金額的計算、合理性以及滿意度往往是最難以拿

捏的，如此導致很難制定一個彼此滿意的回饋制度。「無空防即無國防」，掌握空優的制

空權，即是國防堅強穩固的基礎，國軍機場的建置固然有其存在必要性，然而對於住在

機場附近的居民，往往因飛機產生的噪音而對健康造成危害，變成是生活的夢靨，雖然

政府對受影響範圍內的房屋有提供補助、加強隔音設施，但居民仍覺得未能得到合理的

補償，導致陳情抗爭不斷上演，成為地方機關及政府一項困擾的問題。國軍自 87 年度

開始編列航空噪音改善經費，於 90 年度起至今，補助作業涵蓋國軍 13 座機場，改善機

場周邊民眾生活環境品質，藉以補償噪音防制區內之居民。 

本篇研究係以期望確認理論為基石，憑藉其理論之嚴謹性，進一步提出一套噪音補

助措施的理論模式，並發展出有別以往的研究假說與架構，目的在探討航空噪音防制區

內之民眾其知覺生活價值、滿意度及持續支持國軍意願。本研究以居住在航空噪音防制

區之民眾為研究標的，共回收 302 份有效問卷，並藉由結構方程式模式對所建立之架構

與研究假說進行比對與驗證，統計分析結果顯示：(1)受測民眾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與噪

音補助知覺生活價值對噪音補助期望確認有正向而顯著關係。(2)受測民眾的噪音補助知

覺價值、噪音補助期望確認及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價值對滿意度均正向而顯著關係。(3)

滿意度對持續支持國軍意願有正向而顯著關係。 

 

關鍵字：航空噪音補助措施、知覺生活價值、期望確認理論、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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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atis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Army 

Aviation Noise Prevention Subsidy Based on Expectation con-

firmation Theory-Taking Eastern Airport as an Example 

Hung-Ju Tseng 

Abstract 

In dealing with disputes arising fro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main 

method is to give the affected people substantial feedback. In the way of giving 

back, it is most common to compensate money, and the calculation, ration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amount are often the most difficult to han-

dle.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to develop a system of feedback that is satisfactory to 

each other. "Without air defense, there is no national defense."  To get the con-

trol of air mastery is the basis for strong national defen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airport has its necessity. However, for residents living near 

the airport, the noise generated by the aircraft is often The harm to health has 

become a nightmare for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subsidies and 

strengthens soundproofing facilities for houses within the affected area, resi-

dents still feel that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ceive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which has led to the continuous suppression of the situation and become a place. 

A problem that is bothere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Based on 

the rigor of its theory, it furth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noise subsidy 

measures, and develops different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structures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aviation noise prevention zone. The people's perception 

of life value,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ed support for the will of the national army. 

In this study, the population living in the aeronautical noise prevention zone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target. A total of 30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structure and research hypothesis were compared and verified b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1) The perceived 

value of the noise subsidy of the tested population and the perceived benefit of 

the noise subsidy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ise sub-

sidy expectation. (2) The perceived value of the noise subsidy of the tested peo-

ple,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noise subsidy expectation, and the perceived benefit 

of the noise subsidy a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satisfaction. (3)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to the continued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army. 

Keywords：Aviation noise subsidy, Perceived life value, Expec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Willngness to continue to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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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世界各國對環境維護及保持之重視程度逐年增加，各國居民之環保意識也普

遍急速增長，人們對環境汙染之議題已經不再侷限於土地、河川、空氣等對環境有形

之影響，噪音等無形之汙染議題也漸漸受到矚目，噪音汙染包括我們普遍熟悉之人

聲、汽機車、施工等各種汙染，然而，特定地區多了其他地區所沒有之航空噪音汙染，

舉凡飛機之起降、維修及地面作業都會產生噪音，這些都屬於航空噪音，可想而知這

些噪音將影響周圍地區居民之生活環境及居住品質，民眾在不堪其擾之下透過申訴及

民代等管道對環保單位及軍(民)航管理單位施壓，要求改善及補償，據此，國防部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7 年修訂之噪音管制法(以下簡稱噪管法)相關規定(第 15 條及第

17 條)，就其所屬轄下之軍用、民用機場及專門供軍用各種航空器起飛及降落之航空

站著手處裡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問題。行政院召集縣(市)政府及民航局針對各個不

同等級的航空噪音防制區之影響程度進行會商，同時並訂定航空噪音改善計畫，同時

採取一系列之作為如操作程序之調整、詴車時間之管制以及訓練飛行時間及航道等。 

由於航空噪音是透過高空傳遞到地面所產生的噪音、影響方式為直線並向下擴散

的方式、範圍廣大，而台灣地狹人稠、人口及房屋相當密集， 使得以減少噪音來源

或阻絕傳播途徑等防制措施不易產生效果，遂採用編列預算的方式補助受噪音污染的

對象來降低民怨，然而除了常因噪音補助對象、用途比例、補助之優先順序、項目及

標準、軍用機場/軍民合用機場之執行機制等而產生爭議之外，部分縣市甚至於民國

98 年時，以身兼監督及執行者之角色為由，令環保局依法停止辦理國軍航空噪音補

助作業，次年，行政院頒布「國軍所屬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經費處理原則」，國防

部遂依規定 要求各機場管理單位辦理噪音補助作業，以期能透過相關規定來降低民

怨，豈料各地陳情航空噪音補助不公之事不但未因此而減少、反而不斷增加。綜觀其

因，乃是由於台灣土地狹小，人口逐年增加，房屋等各項建設逐漸由都市外移至各鄉

鎮甚至機場周邊，以致於牽涉到機場的相關問題自然逐漸浮現。隨著民眾對居住之要

求環保意識逐漸高漲，使得機場周邊建物限建安全規定及環境噪音汙染之抗議層出不

窮、甚至曾發動大規模要求機場遷移之抗爭（許德英，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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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德(1991)指出機場產生的噪音，其影響分為兩大類：(1)飛行時對其行經區域

的環境所產生的噪音污染；(2)飛行時噪音對飛機上的駕駛員以及乘客的影響。而由

於機場所產生的噪音具有高音頻、穿透性強、範圍廣大等特性，因此較其他一般我們

所知的汽機車、人聲等環境相關噪音之下，對人體的危害甚著，由此可知機場產生的

噪音對工作人員和其周圍居民的危害尤其嚴重。許木嶺、朱正一、洪仲璟、吳芳靜(2001)

則是針對暴露在航空噪音下所產生的影響，文中指出距飛機跑道愈近，其噪音的影響

愈大，並且對於飛機噪音所引發的身體或物品震動，其感受度亦有程度上的差異。研

究顯示受噪音影響的工作者或居民，明顯感覺到噪音造成睡眠品質與聽力下降、情緒

焦慮、心理壓力增加甚至影響到工作的表現。 

  目前國軍每年均有預算用來補助居民、防制噪音以及改善地方建設，但此項作為

並未獲得多數居民的支持，本研究之背景即希望依照國防部的指導，在儘可能不影響

戰備等國軍相關的任務與工作下，從事助民及民事相關工作，從而爭取民眾對基地的

認同與肯定。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國軍因演習及各項訓練任務需要，不定時會舉行各種操演，隨著這些操演而產生

的噪音對周遭居民產生生理及心理的影響，而因操演進行的交通管制等限制措施，更

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住戶權益、進而造成民怨，過去在部分地區甚至發生民眾因為不

滿補償的金額過低或一直遲未收到補助金或主張國軍在執行任務前未實施環境評

估，據此企圖阻擾國軍任務的執行，民眾與國軍間亦因此爆發激烈的衝突，於此，筆

者將近幾年來軍用機場之陳情抗議情形列表如下表所示。 

  自政府搬遷來台至今，兩岸之關係亦從緊張走向緩和，雖然仍因政治議題而不時

有所波動，但終未發生實際之武力衝突，民眾對國軍的需要感因而隨之逐年下降、認

同感也不若以往，導致國防預算逐年刪減、各項軍事行動亦遭受種種限制、窒礙難行

甚至被迫取消。蹤觀全台各地設置多年的機場如松山機場、臺中清泉崗機場、空軍岡

山機場等，周遭居民陳情抗議之新聞每每出現在各大報章雜誌上，台東志航基地亦無

倖免地，因為戰機眼訊產生的噪音擾民，居民遂透過民代要求國防部提撥專款、依受

影響程度之大小輕重給予加裝氣密窗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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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研究動機係以臺東志航基地一、二、三級噪音管制區域為研究範圍，探討

航空噪音防制方案及各項補助措施是否周延，提供政府及居民一個雙贏的解決之道。 

 

表 1 近年來軍用機場周遭居民陳情抗議情形一覽表 

項次 陳情抗議摘要 年份 

一 

民國103年嘉義民進黨主委接受民雄附近居民陳情，抗議國軍

於漢光演習期間之戰機起降訓練影響附近居民生活品質並造

成眾多養殖戶損失，遂率眾要求停止戰機起降並談判如何補

償。 

2014 

二 

1、民國103年12月，因陸軍龍城營區航空○旅直升機飛行時航

線過低產生極大的噪音，影響居民生活作息，要求軍方調整航

線。 

2、民國103年12月，臺東居民集體前往太麻里訓場抗議國軍在

執行飛訓任務時因未裝設消音器而產生極大的噪音。 

2014 

三 民國104年4月，臺南歸仁區居民向陸軍指揮部抗議未依規定公

帄分配噪音補助款。 
2015 

四 
民國104年5月，桃園龍潭居民向環保局投訴陸軍航空○旅飛訓

噪音過大，影響居家安寧及生活品質。 
2015 

五 
民國105年4月，恆春地區居民抗議台東空軍航空直升機操演的

飛訓時間太早，且高度過低，其產生之噪音嚴重影響生活。 
2016 

六 

民國105年11月，雲林縣口湖鄉居民向空軍司令部陳情，陳情

內容為空軍所轄水溪靶場飛航訓練所產生噪音嚴重影響附近

居民的生活品質。 

2016 

七 

民國106年8月，因不堪長期受到志航基地戰機起降產生的噪音

影響生活品質，台東市近300位居民持白布條先到台東縣政府

抗議，隨即轉往志航基地，並要求聯隊長接受陳情書，改善噪

音問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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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隨著時代變遷，民眾的環境汙染意識增長，舉凡任何主觀或客觀上危害到民眾自

身權益的事件，都會產生抗爭、隨之而來的就是求償，各地方政府其實都有編列相關

的預算，但預算的分配、項目、用途以及補助對象之優先次序等，往往容易產生爭議。

政府在民國 98 年時將航空噪音補助作業停止辦理，理由是環境保護局引用法源表示

政府當時的狀態是球員兼裁判，有違法之情事，於是，環保署遂與國防部展開協商，

協調各縣市政府配合辦理，同年 5 月作成結論，自此依照該會議結論之「航空噪音防

制補助推動事宜」施行，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及動機，筆者在此歸納出本研究的主要

研究目的為： 

一、 探討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居民，其噪音補助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知覺生活品質

及滿意度與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二、 研究結果提供國軍上級單位參考，透過此研究成果了解居民所需並從中改善，進

而使全民支持國防理念。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以近五年已辦理噪音補助申請之航空噪音防制區居民為研究對象，欲以期

望確認理論探討航空噪音防制區居民其噪音補助滿意程度，就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對

象說明如下： 

一、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是以近五年已辦理噪音補助區域： 

第一級：新生里、民生里、文化里、東海里、豐榮里、豐谷里。 

第二級：中山里、中正里、興國里、鐵花里、新興里、復興里。 

第三級：豐富里 

二、問卷對象為上述航空噪音防制區一、二、三級已辦理噪音補助申請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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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篇研究主要是為探討國軍軍用機場航空噪音補助措施之滿意度調查。確定研究

方向之研究問題與研究動機後，整合並參考相關之文獻及資料進行研討，建立合宜的

研究架構，再依欲探討的議題逐項設計並反覆進行問卷預詴，根據每次的預詴結果進

行題項之修正，待修正完成後再發放正式問卷，再以正視問卷的統計分析結果加以討

論，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架構 

 

問卷設計 

 

前測與正式發放 

資料處理與分析 

提出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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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篇研究主要在探討國軍軍用機場航空噪音補助措施之滿意情況，透過相關文獻

探討藉以瞭解構面之間的關聯來當作討論本研究設計及其結果之根據。本章共分為六

節分別就航空噪音的特性、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理論、知覺生活品質、滿意度及持

續使用之意願研究做一系列之探討。 

 

第一節 航空噪音的特性、補助措施及範圍 

一、航空噪音的特性 

「噪音」最淺顯的定義是「令人不悅的聲音」，但這樣的定義相當主觀，這種主

觀認知的感覺很難用數值來表示，所以我國環境保護署於噪音管制法中定義「噪音為

超過噪音管制規範的聲音」，而勞工之安全衛生法中噪音的定義為「音量超過 90 分貝

且持續八小時以上的聲音為噪音」。音量是以分貝、即(dB(A))為單位，A 指的是在噪

音測量計上 A 權位置之測量值，常人的耳朵可聽見的音量範圍落於 0 到 140 分貝之

間，通常人類會感到舒適的音量是在 50 分貝以下、超過則因人而會感到不同程度的

不適，經醫學研究證實人類若長期處於 70 分貝以上的環境，就容易產生諸如焦慮、

煩躁等精神症狀、也可能會引發心血管疾病。 

噪音對人體造成的危害相當多，包括聽力損失、干擾睡眠、精神疾病以及生理

方面的影響諸如心臟病、甲狀腺賀爾蒙分泌異常、腎上腺素增加等，其中又以聽力損

失的影響最為明顯。人類語言區域的頻率主要在五百赫茲到二千赫茲之間，如果在此

頻率區域的聲音明顯異常(超過 70 分貝以上)，則生活上語言溝通會產生障礙，長期

則會導致聽力受損。噪音並非如其他環境汙染般，有清楚而明確的方式來測量，噪音

會因時間的長短、距離的遠近以及受影響者的主觀感受而有所不同。一些噪音相關的

研究已經證實人們長期暴露在超過期容許範圍的噪音下，會造成如交談的干擾、睡眠

的干擾，進而造成聽力影響如聽力減退、衰弱甚至喪失，除此之外，噪音業會對行為

及心理造成負面的影響。以下我們就產生聲音的主要三個基本要素來做說明。 

(一) 音量(音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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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壓，單位為分貝(dB)，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詞，也是最容易透過測量

而得到數值，音壓很廣泛地存在於自然界中，我們通常不直接使用，而是

以音量的大小、也就是分貝來表示。 

(二) 頻率： 

頻率，單位為赫茲(Hz)，人們對於某些頻率會特別覺得吵雜、難以忍受，

研究顯示人們對高頻率的聲音較為敏感且難以容忍、對於低頻率的聲音較

能接受，然而不論高頻或低頻，超過一定頻率的聲音，人們會無法聽見，

只有聽力特別敏銳的動物如蝙蝠，才能接收的到。 

(三) 持續時間： 

持續時間，以 dB(A)來表示，持續的噪音意味著噪音持續地累積能量，

造困擾度因此隨之增加。 

讓人感到不舒適或是會令人心生不悅的的聲音稱之為噪音，此定義是根據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所制定。噪音管制法中所謂的噪音是指受到管制的噪音超過法規的管制標

準時的音量，音量一般都以分貝來表示，分貝則是衡量聲音強度大小的的單位，以

dB(A)來表示，正常情況下，人類的耳朵可聽到的範圍介於 0 到 140 dB(A)這個區間。

普遍來說，音量若是落在 50 分貝的數值之下時，人不會感到不舒適；但是，介於 50

到 70 分貝時，就會引起身體上的不舒服；甚著，倘若一直處於音量 70 分貝以上的環

境，人類焦慮不安的情況就會產生，進而引起各種不適的反應跟症狀。 

噪音所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聽力的損傷、睡眠的影響、疾病的誘發以及語言

的被干擾；瞬間強力的噪音甚至會影響設備的運作以及大樓的建築結構。機場產生的

噪音可以分為兩大類：(1)外溢的：噪音污染飛行時所經過的環境；(2)內部的：噪音

會造成機上的駕駛及乘客造成內部的、更嚴重的影響。機場噪音之所以對居民及工作

人員產生嚴重的危害，是因為機場噪音同時具備了高分貝、高音頻、範圍大以及短時

持續發生的特性。 

下面分別介紹各種主要軍用飛行工具的噪音特性。 

(一) 次音速飛機： 

 這種飛機在上空飛過時，其噪音的強度達到最大時是發生在飛機飛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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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頭頂時，因為此時距離最小，然後隨著飛機的遠離，噪音將慢慢變小，

最後消失。 

(二) 直昇機： 

 直昇機螺旋槳是主要噪音來源，葉片的轉動造成的風切以及引擎運轉時

都會產生巨大的噪音。 

(三) 超音速飛機： 

超音速飛行的飛機會因為高速飛行所產生的衝擊波而產生如音爆似的

噪音，音爆音的產生是來自飛機在超音速如閃電般快速飛行時，機頭的部

分會像魚在水中游 般產生錐形的波浪、加上飛機自後方機身發出的音波，

如此會形成圓錐形狀的音錐，我們稱前者為前激波、後者為後激波，當這

兩道前後激波傳遞到人類的耳朵時，耳朵內的鼓膜因為收到氣壓突然地強

烈變化，而產生如雷鳴般的巨響，這就是所謂的音爆。以超音速飛行的飛

機才會產生音爆。音爆能造成地面非常嚴重的破壞，它的強弱跟飛機飛過

時的高度有密切的關係，高度越低、破壞越大，反之，高度越高、破壞越

小。這種傳播到地面的音爆產生的壓力波，形狀類似英文字的 N，一般統稱

為 N 形波，如下方圖 2 所示。 

  

 

圖 2  N 形波 

 

飛行方向 

 

尾波 

頭波 

強壓 N 形波 

資料來源: 盧博堅、劉嘉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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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措施 

    從機場產生的噪音為出發點之航空相關噪音防範及防制補助規畫之研究(陳玟

如，2002)，這篇是以產生噪音源的單位需付費的原則來加以研究，探討由噪音產生

的各種社會成本，進而分析付費單位補助的對象、計算方式及其分配的依據，來給政

府相關單位參酌，其研究重點摘要如下： 

(一) 補助對象： 

航空噪音音量大以及影響範圍大，因此頇針對機場周圍受影響之人口進

行補助。 

(二) 補助順序： 

補助次序的排定由於法規規定不夠完備，造成排定順序的先後相當困

難，這篇是以營利單位與否、建築單位面積使用影響率的高低以及白天跟晚

上噪音音量之大小來做為排序的依據。 

(三) 成本補助： 

防制航空噪音的成本可由裝設隔音與空調設備之成本來估算，這些成本

容易切割劃分，因此當噪音防制經費不足時，可以用此法來計算受噪音防制

補助的單位面積之帄均價格，隨後再依對人體影響的程度大小，計算適當的

補助比例，從而訂出補助的金額。 

(四) 遷移補助： 

經事前判定噪音之影響大到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情況時，依相關的規定辦

理遷移至其他地方的補助。 

(五) 房價損失： 

機場周邊不動產會因為機場的設置而導致房價下跌、產生損失，但影響

範圍僅限機場建置前之不動產，因此這部分的補助僅提供給機場設立之前的

建築物。 

(六) 其他補助： 

舉凡空調設備之成本及居民就醫、健檢等產生的成本都列入補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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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主要採實報實銷方式來計算其補助金額。 

(七) 補助原則： 

以航空噪音之影響程度以及噪音防制經費使用的人數多寡及其效果來加

以排序。 

 

三、補助範圍 

依「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規定及台東縣政府民國 93 年 4 月

1 日府環一字第 AX0933004395 號公告辦理，台東地區分為 3 個級數防制區域，補助

範圍如下： 

(一) 基本資料： 

1、第一級 

面積大約為 13.16 帄方公里，包括： 

(1) 台東市：新生里、民生里、文化里、東海里、豐榮里、豐谷里。 

(2) 卑南鄉：富源村。 

2、第二級 

面積約為 6.59 帄方公里，包括： 

(1)台東市：大同里、中華里、強國里、寶桑里、四維里、民權里、仁愛里、中

山里、中正里、興國里、鐵花里、新興里、復興里、復國里、成功

里、建國里。 

(2)卑南鄉；富山村。 

3、第三級 

    面積約為 10.62 帄方公里，包括台東市：豐富里、富岡里。 

(二) 人口設施： 

1、第一級 

(1) 學校：台東市 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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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機構：台東市 2 所。 

(3) 住戶：台東市 9,821 戶 

2、第二級 

(1) 學校：台東市 6 所。 

(2) 醫療機構：台東市 1 所。 

(3) 住戶：台東市 5,215 戶 

3、第三級 

(1) 學校：台東市 1 所。 

(2) 住戶：台東市 8,88 戶 

 

第二節 知覺價值 

針對消費者進行探索性研究稱之為知覺價值，該理論最初源自 Dodds 與 Monroe 

(1985)所提出，包含知覺價值以及相關的品質及價值的概念；Monroe 認為知覺利益以

及知覺犧牲的抵換關係是知覺價值最重要的組成要素。 

當知覺利益或效用高、知覺犧牲低時，知覺價值就會越高(Buzzell & Gale, 1987)；

由此可知，知覺利益與知覺成本可決定其知覺價值(Kuo, Wu & Deng,2009 )，在 1997

年時 De Ruyter、Bloemer 與 Peeters 將消費者的情緒以及認知列入價值感受，認為消

費者本身的價值認知應包含內部、外部及系統價值等三個面向，內部價值指的是在服

務過程中服務人員在情緒上的態度所帶給顧客的價值感受，這是一種顧客對服務過程

之感受的評價；外部價值的重點在於正確的服務結果是否能透過正確的服務程序來成

就，也就是顧客在被服務的過程中針對其實用性及功能性所產生的認知；系統價值是

顧客在被服務的過程中，其理性與邏輯性兩方面的價值認知，也就是前述顧客對被服

務時，得到的收穫與必需的犧牲間，互為抵換的一種認知。2012 年時，Bradley 與 

Sparks 認為在相同商品或服務的情況下，不同的顧客對其認知價值也可能不同，從而

定義知覺價值係由顧客對某公司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知覺利益來論定。2004 年

Carbone 的文章主張知覺價值為顧客獲得之功能性與情緒性利益的總合，然後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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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錢有關的成本及與金錢無關的成本，Murphy、Pritchard 與 Smith(2000)則認為知

覺價值，其投入的時間也列入決定性的因素之一，而不只僅僅是金錢上的比較。 

    1986 年 Park、Jaworski & MacInnis 三位學者提出的研究指出當顧客對每個特定

的事物產生問題時，最希望獲得的解決方式有二，一是給予能解決問題的需求品或是

能提供服務來協助消費者解決問題，藉著滿足消費者生、心理上的需求，消費者將因

感受到產品本身的利益而得到滿足，此時消費者將感受到其滿足感是來自成本的減少

或是利益的提高。消費者對服務人員提供的服務會出做一個在收穫與付出之間的整體

性評估(Bolton & Drew ,1991)。 

    若假定消費者了解其價值之意涵、並由消費者自行對其評價，那麼，可就單一構

面的方式對知覺價值進行衡量(Gale,1994)。Zeithaml (1988)將價值分為四個部分來探

討，(1)價值就是價格:他認為價值等於價格；(2)價值為何：主張從產品獲得的利益是

價值最重要的成分；(3)顧客支付的價格以及其所獲得的品質稱之為價值：對方所「給」

的跟顧客所「付」的，兩者之間的抵換關係；以及(4)認為價值是「得到」的成分和

「付出」的成分之比較，如：以最小的金錢獲得最有質感的東西（C/P 值），價值可

以簡單解釋成你付出什麼然後得到什麼。價值就是「付出」和「獲得」之間的抵換關

係，也就是消費者基於知覺獲得與知覺付出的整體產品效用評估。 

就居住於噪音防制區的居民而言，戰機所的巨大噪音，透過居民的知覺反應，對

於身理及心理產生的影響，非一般居民能感受到的，國軍藉由補償措施來滿足居民的

補償心理，居民從中獲得利益後而感到滿足，而透過整體性評估，了解其價值所在。 

 

第三節 期望確認理論 

    如圖 3 所示，由五個構面(期望、知覺績效、確認、滿意度和再購意圖)來建立一

個基礎架構(消費者之滿意度以及消費者購買後之行為研究)，此即為 Oliver（1980）

所提之期望確認理論。 

    t1 代表當消費者購買特定商品或服務時的預期期望，期望越高、購買慾望越強，

反之亦然。t2 代表消費者在購買之後實際的使用感受以及售後服務所產生的知覺績

效，此時消費者自然會將購買前的期望跟購買後的認知兩相比較，看是否有差異、其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6WkHv0k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nCY_-iM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sASRmJUAAAAJ&hl=zh-TW&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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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高低等等，若商品使用過後，其知覺績效大於期望，那麼就會產生正面的不

確認；反之，則產生負面不確認。滿意度代表的是顧客對整件事情的心理狀態，以正

面的情緒高低來做為衡量的指標，滿意度越高、正面的情緒越高；然而，滿意度的高

低會受顧客對商品的確認程度影響，確認程度越高、滿意度越高；最後，再購買意願

會受滿意度的影響，滿意度若越高、再購買意願也越高。 

    1981 年，Oliver 提出期望確認理論（ECT），英文全名是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Theory，其重點摘要如下： 

(一)消費者在購買產品前會受某一特定的產品或某一特別的服務所影響，而形成 

一個購前期望，當消費者欲購買商品時，此期望會影響消費者對該商品的觀

感、進而影響購買意願。 

(二)消費者購買產品後，經過實際使用產品及服務一段時間之後，消費者會根據

其體驗而對產品的績效有了新的認知。 

(三)消費者將體驗後感覺（知覺績效）和購買前的期待（購前期望）兩相比較，  

評估兩者是否具一致性（確認程度），並產生三面向的績效期望確認之心理

狀態，包括 1.期望正面的不確認（認知績效 > 期望）2.期望確認（亦即認知

績效 = 期望）3.期望負面的不確認（認知績效 < 期望）。 

(四)購買前跟購買後比較的結果會影響滿意度的高低，進而影響再購意圖，其理

論架構如圖 3。 

 

圖 3 期望確認理論架構圖  

(t1:購買前) 

(t2:購滿後) 

滿意度 
t2 

 

期望 

t1 

知覺效能 

t2 

確認程度 

t1 

 

再購意圖

t2 

 

資料來源：Oliver(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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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Churchill 與 Surprenant 以 Oliver 的研究架構為基礎，將以往期望、知

覺效能、確認程度，以及滿意度相關的研究彙整，詴圖找出其關聯程度，而發展出另

一個新的期望確認理論架構(延伸後之期望確認理論)，如圖 4 所示，確認程度是期望

與知覺效能的函數，滿意度是期望與知覺效能及確認程度的函數，表示期望與知覺效

能都會影響顧客滿意度，但最具影響力的仍是確認程度。 

 

 

 

 

 

 

 

 

圖 4 延伸後之期望確認理論架構 

    由於現實社會存在諸多的變因，因此一套理論很難精準地解釋其所要推論的社會

現象，於是隨後的學者便會依照原始的理論加入新的因子後修正，Bhattacher jee

（2001）的文中提及了 Oliver 的理論忽略了因時間流逝而產生的改變，顧客的期望與

知覺績效可同時反應在期望確認的構面中，而非一定要先期望才接著知覺績效，顧客

可將期望與績效直接兩相比較，即可得到期望確認的程度。 

本研究藉由期望確認理論探討航空噪音防制區居民對於噪音補助措施滿意情

況，了解居民對補助措施的期望程度，是研究過程中的必要，並探討居民使用補助措

施後的體驗績效，了解居民在獲得補助措施體驗後的感覺和獲得補助措施前的期待，

從中加以評估兩者是否具一致性。 

 

第四節 知覺生活品質        

依照「國際世界衛生組織」的解釋，某個體在其生活之多元價值體系中，其整體

期望 

t1 

確認程度 

t1 

 
知覺效能 

t2 

滿意度 
t2 

 

再購意圖

t2 

 

資料來源：Churchill & Surprenant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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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程度稱之為生活品質，主要包括一個人在六大方面(1.生理 2.心理 3.獨立性 4.

社會關係 5.信念 6.環境)的目標、期望及標準，藉以衡量生活品質之高低(WHOQOL 

Group，1995)。 Taylor 與 Bogdon 於 1996 年進一步闡述生活品質為自己主觀的個人

經驗感受，脫離了這個感受與經驗，這個概念尌不再具有意義」。生活品質會因不同

學科領域的學者而產生不同的定義跟看法，同時也會受到宗教、文化、社會價值觀及

道德觀所影響。亦有研究者將以身體、功能、情緒、社會等四個面向來定義生活品質，

也就是以身體是否缺損、社會角色功能是否缺損、情緒狀況是否負向、及與他人的關

係是否良好等來評斷(張東杰，2003) 。Ferrans 與 Power(1985；1992)提出生活品質

是個人自身幸福感的感受程度，與個人對生活中自我認定的重要部分，其滿意程度有

關。 從上述文獻可歸納出生活品質大致可分為主觀感受及客觀認知兩部分，主觀感

受的部分屬於自我對生活的滿意或幸福程度，客觀部分則泛指物質、家庭、身體等滿

足程度，生活品質可以以主觀、客觀感受來劃分，亦可以以健康來劃分成兩大類：1、

一般生活品質（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2、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個人接收疾病治療後

生活品質受到的影響）。 

透過知覺生活品質的探討，了解居民是否明顯感覺到生活在航空噪音的環境中，

因補助措施的各項服務，而感到生活效能有所提升，並從中探討居民其知覺生活品質

感受，進而討論其滿意程度。 

 

第五節 滿意度 

創造顧客滿意是企業的任務，此「顧客滿意」的觀點最早是由一位管理學大師

Drucker (1950)所提出，隨後於 1965 年時，Cardozo 首度以顧客期望和滿意度為議題

來做研究，自此之後，滿意度相關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遍地生長，日常生活上，我們

亦將「滿意度」作為衡量人們對於生活、工作、產品等品質的工具。 

期望是消費者在消費或購買前的預先感覺，購買後浮現的情緒與期望有落差時，

可以用「服務滿意」來作為衡量行為的指標（Oliver,1981）。Gross(2003)則將滿意度

定義為對服務的知覺與期望所產生的愉悅或失望程度，實際知覺的服務水準高於事前

期望的話，就會產生高滿意的結果，反之，顧客在接受了所提供的服務後，實際知覺

的感受低於事前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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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並非靜態的概念，它會因時間而演變，也會受到許多其他因素影響，它也

是一種情感上的評估，反應了消費者接受某項服務或購買某項產品時所得到的正面情

緒的滿足程度，顧客滿意度會以消費者過去的消費經驗來對這次想購買的產品進行評

估，當提供服務者所提供之服務高於消費者的期望，則顧客會感到滿意；反之，則會

感到不滿意（Joewono & Kubota,2007）。綜合上述論點我們可知，顧客滿意度是一種

相對性的判斷，由事前期望及知覺效果兩相比較而成，而實際服務的效果大於消費者

的預期時才會產生滿意。 

滿意度已經被廣泛地運用於各種互動關係上，而企業更希望透過瞭解顧客的滿意

度，從而掌握消費者的行為，進而達到更高的獲利。而 Caruana、Money 與 Berthon

（2000）進一步指出業者提供較高水準的服務，不一定會使滿意度提高；高滿意度未

必依靠業者所提供的高品質服務，而是建立在顧客對產品的價值認知。以國軍為例，

國軍每年編列預算，透過噪音補助措補償航空噪音防制區居民所受到的噪音困擾，從

居民的滿意程度，判斷居民是否能夠從中感受到國軍愛民助民之心，使居民能夠了解

國防戰備的必要，進而支持國軍。 

 

第六節 持續使用意願 

不同與以往，早期以購買意圖來研究出的行銷策略都是屬於單次性的行為，在現

今各大企業競相追求永續經營的理念下，單次購買行為的研究已落時，取而代知的是

持續使用意願之研究，以部隊為例，部隊得顧慮到居民感受，也得維護居民的居住權

益，所以才不斷的與里民溝通及透過補助措施來補償，使居民產生持續支持的意願，

因此，持續支持國軍意願變成支持國軍的衡量指標，本文即探討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的

必要性。 

    由 Karahanna、Straub 與 Chervany 等學者於 1999 年整理的創新擴散理論和態度

理論中談到，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的行為面考量，可區分為「前採用」和「後採用」

或是稱為「持續使用」，前次使用後的滿意度及系統的認知有用性是極重要的因素，

而且滿意度會受到認知有用性及確認的影響（Bhattacher jee,2001）。 

創新擴散理論提到，絕大多數的創新，要判斷其是否可行，關鍵在於他們是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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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使用，持續性指的是消費者購買或是接受某項服務後的行為，消費者經常評估是

否要持續購買或接受某創新的事物，而業者若想留住消費者，就必頇履行承諾，若業

者沒有履行先前的承諾，那麼將導致消費者中止消費或停止使用，由此可見持續性議

題之重要性(Prendergast & Marr,1994; Ravald & Gronroos , 1996; Reardon & McCorkle , 

2002)。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Dv1aQLo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ruwNFSoAAAAJ&hl=zh-TW&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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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篇研究係針對空軍台東基地周遭居民為探討對象，以期望確認理論為主軸。首

先針對「航空噪音特性」、「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知覺生活品質」、「滿意度」與

「持續使用意願」等研究文獻進行蒐集、彙整與歸納，進一步研導關於國內外學者對

於「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知覺生活價值」、「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願」之相

關研究觀點與理論依據。本研究先以量表設計、抽樣計畫及資料分析等方法來取得相

關資訊、達成研究目標，再藉由前述國內外研究文獻的理論觀點，建構本研究相關構

面間的關聯性，並根據研究目的，以發展具理論基礎的研究架構、擬定研究假設與相

關主要構面之操作性定義與衡量。本章共分為研究架構與假設、操作型定義與問項設

計、研究設計與研究工具、問卷施測等四節。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篇研究係根據研究目的，參照國內相關論文研究後，以期望確認理論來

探討居民對補助措施的期望及滿意度，進而了解其持續支持的意願，故設定研

究步驟及方法。基本研究架構圖如圖 5 所示。  

 

 

 

 

 

 

 

 

 

圖 5 研究架構 

 

 

噪音補助 

期望確認 

噪音補助 

知覺價值 

噪音補助 

知覺生活品質 

噪音補助 

滿意度 

噪音補助 

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H1 

H2b 

H3b 

H2a 

H3a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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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綜觀上述文獻回顧，可推論出以下假設： 

(一)噪音補助期望確認 

    Oliver 將消費者對產品的事前期望與購買之後得到的回饋，相較之下所產生

的心理狀態稱之為滿意度，他同時從社會科學及心理學方面來探討，主張滿意度

可由初始標準與其參考點的知覺、差距構成一個函式。顧客對一項產品的購買經

驗或是透過廣告媒體的宣傳而發生對該產品或該服務的預測，稱之為期望。1972

年 Olshavsky & Miller 及 1976 年 Olson & Dover 的文獻指出知覺績效會受消費者

的期望所影響，而 1982 年 Churchill & Surprenant 的文獻更進一步主張期望與知

覺績效前後比較後的確認程度是影響顧客對該產品滿意度的要素。在此，我們認

為透過居民對補助措施期望及知覺價值與期望確認會對滿意度會有正向影響，故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1 居民的噪音補助期望確認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二)噪音補助知覺價值 

    知覺價值為顧客在獲得該項產品與必頇付出的代價之間，兩相比較後所產生 

的整體性評估，而價值可以分四種概念來闡述：1.價值指較低的價格、2.價值乃

從眾多同類型產品中獲得自己要的、3.價值是價格與品質的比較、4.價值是付出

與其所得到的比較(Zeithaml,1988)，Zeithaml 同時主張顧客在衡量付出與獲得時，

會發生不僅僅是貨幣方面的犧牲，還會發生非貨幣方面的犧牲，如機會成本等

等。Cronin、Brady 與 Hult 於 2000 年的文獻指出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及行為間

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在此，我們透過居民對補助措施的知覺價值對滿意度與期望

確認會有正向影響，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2a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H2b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期望確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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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 

    每個人覺得生活中重要的部分都不盡相同、針對這部分的滿意程度知覺也不 

同，姚開屏(2000)將上述滿意程度知覺定義為「生活品質」，此外亦定義「健康相

關生活品質」為一個人對健康相關的生活滿意程度知覺。Abbey and Andews (1985)

認為生活品質的好壞可用一個人對其生活水帄、財務狀況、家人及朋友關係、婚

姻幸福程度以及宗教等知覺來衡量；也就是以一個人的自我評價程度、社會支持

度以及對壓力的處理程度來評估其生活品質，由此可知「生活品質」是由一個人

多向度的知覺感受所構成的，在此，我們透過居民之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滿

意度及期望確認會有正向影響，提出以下假說： 

H3a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H3b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期望確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四)補助措施滿意度 

    根據經濟交換理論，一個人會希望交換的利益能大於交換的成本，這是種以

自我為中心來權衡得失的行為，利益即「報酬」，當「報酬」大於成本時，人們

才會願意支持、才會同意，因此報酬的滿意度會影響其支持的意願(Blau,1964)。

Organ (1988)指出報酬將對民眾產生鼓勵與默認之行為，進而支持該項措施，在

此，我們將「補助」視同報酬，假設補助的滿意程度會對是否繼續支持產生影響，

提出以下假說： 

H4  居民對於噪音補助之滿意度及持續支持國軍的意願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第二節 操作型定義與問項設計 

根據前述之文獻探討及架構，本篇研究以「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噪音補助期

望確認」、「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噪音補助滿意度」及「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

意願」等五個主要構面，深入探討其居民對國軍航空噪音補助之滿意調查，本研究各

構面之操作型定義及衡量題項，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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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噪音補助知覺價值 

消費者從一項產品或服務中所得到的利益稱之為「知覺品質」，而顧客對一項產

品所付出的成本稱之為「知覺犧牲」，「知覺價值」為知覺品質與知覺犧牲兩相比較所

得出之一項衡量指標，當前者大於後者時，表示顧客對該產品或服務的知覺價值較

高、會提升其購買意願，由此可知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呈正相關(蔡璞、蔡青姿，

2006)。因此本研究將此期望確認重新定義為「居民在獲得補助措施前與補助措施配

給後，兩者相符程度的認知結果，進而探討其知覺價值。」，並參照許暉煜(2014)、

王駿豪(2017)觀點發展問卷進行居民對補助措施知覺價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噪音補助知覺價值 

衡量題項 參考來源 

1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獲得公帄酬償的價值感受。 許暉煜(2014) 

王駿豪(2017) 
 2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所提供的實際價值能讓您感到實惠有

用。 

3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感到生活品質提升改善的價值。 

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能符合您所認知的經

濟效益。 

資料來源：改編自先前文獻 

 

二、噪音補助期望確認 

    筆者以 Bhattacher jee(2001)研究中的期望確認做為參考，該作者探討的主題為使

用網路銀行的顧客，對於接觸網路銀行前與接觸並使用網路銀行後，績效是否有所不

同，他的期望確認為「使用者對電子下單系統前、後所得到的績效是一致的」，因此

本研究將此期望確認重新定義為「居民在獲得補助措施前與補助措施配給後，兩者相

符程度的認知結果是一致的。」並參照 Bhattacher jee(2001)觀點發展問卷進行居民對

補助措施期望確認調查。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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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噪音補助期望確認 

衡量題項 參考來源 

1 
您覺得使用噪音補助措施的經驗，比原先預期的還要

好。 

Bhattacher jee(2001) 

 

2 
您覺得透過噪音補助措施所得到的服務，比原先預期

的還要完善 

3 
您覺得在獲得噪音補助措施大多都能夠達到原先您所

期望能夠達到的目的和期望。 

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有符合您的期

待。 

資料來源：改編自先前文獻 

 

三、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 

    Ferrans 與 Powers(1985) 指出「主觀性指標」才能真實地反應出一個人生活品質，

所謂主觀性指標指的是「一個人對幸福的感受」以及「一個人認為生活中重要部份的

滿意程度」，生活品質也就是一個人對生活各個層面的所感受的幸福或滿意的感覺，

因此，本研究將此生活品質重新定義為「居民知覺生活品質補助措施後其感受生活品

質之程度」，並參照詹雅霖(2013)及王駿豪(2017)觀點發展問卷進行居民對噪音補助知

覺生活品質調查，如表 4 所示： 

 

表 4 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 

衡量題項 參考來源 

1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改善您現在的生活需求。 詹雅霖(2013) 

王駿豪(2017) 

 
2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增進您的生活效能。 

3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提供居民稅務上的減免是吸引人的。 

4 整體而言，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在生活上有實質幫助。 

資料來源：改編自先前文獻 

 

四、噪音補助滿意度 

    根據期望驗證理論(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ECT)，使用者對於資訊

系統的持續使用意圖，主要受他們的滿意度所決定(Bhattacher jee, 2001)，另外，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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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與 Crompton（2000）認為滿意度是個人經歷活動之後的真實經驗，起源於個

人與產品體驗之後所產生的心理感覺與情感狀況。消費者的期望若與產品所知覺到的

績效相符，就會滿意。而 Westbrook（1987）指出正面情緒與滿意度有正相關，負面

情緒與滿意度有負相關。換言之，正向情緒會提升滿意度，而負向情緒則會降低滿意

度（Smith & Bolton,2002; Schoefer,2008），滿意度(Satisfaction)是指「消費後對產品或

服務的整體評價(Oliver, 1981)」，本研究採用廣受使用之 Oliver(1981)的滿意度量表來

衡量此變數，針對各問項調整為符合補助措施情境之敘述本並將重新定義為：「基地

周遭居民的知覺價值，透過補助措施的行為、認同及確認了解其滿意度。」並依 

Olive(1981)及王駿豪(2017)的觀點發展問卷進行居民對補助措施滿意度衡量。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噪音補助滿意度 

衡量題項 參考來源 

1 
您對於國軍辦理航空噪音噪音補助措施，所獲得的服務感到

滿意。 

Oliver(1981) 

王駿豪(2017) 

2 
您對於國軍所提供的服務便利性和水準(噪音補助的宣導工

作，如說明會或里長協助)，感到滿意。 

3 
您對於噪音補助措施的金額及設備(如冷氣、隔音門窗等)，

感到滿意。 

4 您對於國軍針對噪音補助的整體表現感到滿意。 

資料來源：改編自先前文獻 

 

五、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Organ(1988)指出報酬將對民眾產生鼓勵與默認之行為，進而支持該項措施，在

此，我們將「補助」視同報酬，假設補助的滿意程度會對是否繼續支持產生影響，而

Bhattacher jee(2001)研究探討的主題為使用網路銀行的顧客，對於接觸網路銀行前與

接觸並使用網路銀行後，績效是否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其持續支持之意願，在此，本

研究將 Bhattacher jee 的持續使用意圖測量方式及 Organ 的觀點將其重新定義為：「基

地周遭居民對補助措施持續支持的意願。」並依其觀點發展問卷進行居民對補助措施

持續支持的意願衡量，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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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衡量題項 參考來源 

1 您在未來仍然會申請噪音補助並持續支持國軍戰備整備。 Bhattacher jee 

(2001) 

Organ(1988) 

 

2 即使噪音補助措施制度重新被修正，您仍然持續支持。 

3 
國軍在航空噪音防制的努力是看得到的，雖仍有努力空間，

您仍然願意持續支持。 

資料來源：改編自先前文獻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工具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藉由閱覽相關文獻後，首先發展出影響空軍台東基地附近周遭居民的「噪

音補助期望確認」、「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噪音補助滿意

度」與「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之調查問項，再進行問卷內容之修正。筆者藉

由部隊業務承參及參與富岡里航空噪音補助宣導說明會，實際了解里民需求和現實情

況，蒐集意見來擬定問卷初稿，檢核題項的代表性、完整性及詞彙文意的正確與暢通

性，以此作為問卷內容修訂的依據，在確認問卷題項的適切性與可用性後，以效度分

析來編定正式問卷。 

 本問卷概分為六個部分：第一到第五為本研究的主要構面即噪音補助期望確認、

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噪音補助滿意度、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

軍意願，第六部分為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同意程度則採用 Likert 量表 1 分至 5 分的給

分與編碼方式來計分，依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及「非常

同意」。在實證資料收集上，筆者是以空軍台東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之居民為研究母

體，採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資料之蒐集。 

 

二、研究工具 

在收回問卷、整理並摒棄無效問卷後，筆者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和 Smart 

PLS 3.0 版統計套裝軟體做資料之分析處理。本研究以近五年曾獲得噪音補助措施之

居民為標的，針對其基本資料及噪音補助措施相關的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知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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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滿意度、以及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等相關構面要項之統計結果加以分析，探討

航空噪音防制區之居民的在對噪音補助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知覺生活品質、滿意

度、以及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等題項的同意程度；此外，我們亦用偏最小帄方法(partical 

least squares,PLS)的元件結構方程式分析法，對正式問卷的測量性質與研究假說進行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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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章在闡述「國軍航空噪音補助措施調查表」問卷回收情況及分析結果。利用

SPSS for windows 12.0及SmartPLS 3.0版統計軟體，進行問卷資料的分析與處理，從

而瞭解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筆者以問卷所得到的資料來對研究模型、目的與假說進

行驗證，在將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討論與整合。本研究問卷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為本研究的主要構面即噪音補助期望確認、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

質、噪音補助滿意度、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第二部分為受測者的基本資料。 

本章分三節，第一節為「受測者樣本描述」，以敘述性統計來分析受測者基本資

料，第二節為「問卷量表各構面現況分析」，以回收問卷資料的樣本數、帄均數、標

準差等數值來表示。第三節為「路徑分析與驗證假說，以信度、效度分析來探討本研

究之構面模型與問卷發展。 

 

第一節 受測者樣本描述 

本節係以台東空軍基地噪音防制區近五年已辦理噪音補助申領之居民為研究母

體，採立意抽樣方式做問卷調查並對其做敘述性資料分析。正式問卷中實體問卷透過

補助措施業務承參所提供之申領過補助措施民眾基本資料，以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

(文化里)及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建國里)之里民以登門拜訪方式做紙本發放，願意填

寫民眾有93位里民，完成填寫民眾，問卷發放計93份，有效問卷93份，可用率達100%；

而電子問卷(Google表單)透過里長發放，避免與紙本重複發放情況，特將以區域劃分，

未納入文化里及建國里，其電子問卷發放分別為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5位(鐵花里、

新興里、復國里、仁愛里、成功里)及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2位(新生里、豐榮里)、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1位(豐富里)計8位里長協助，以Line群組方式針對有申領過噪

音補助金的里民投放電子問卷，計有210位里民回覆填寫，統計後，有效問卷為209

份，可用率達99%。本研究合計收到303份問卷，扣除其中之無效問卷1份後，302份

有效，可用率亦達99%，以下為受測者樣本描述統計分析資料，分別區分為： 

一、性別：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男性受測居民多於女性居民，男性受測居民有157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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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女性受測居民有145人，佔48%，如表7所示： 

 

表 7 受測居民性別資料分析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男 157 52% 

女 145 48% 

總和 302 100% 

 

 

二、年齡：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受測居民以「40~49歲」為主，有109人，佔了36.1%；依

次是「50~59歲」，有71人，佔23.5%；「30~39歲」有66人，佔21.9%；「60歲以上」

有45人，佔14.9%；最少是「20~29歲」有11人，佔3.6%，如下表8所示： 

 

表 8 受測居民年齡資料分析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20～29 歲 11 3.6% 

30～39 歲 66 21.9% 

40～49 歲 109 36.1% 

50～59 歲 71 23.5% 

60 以上 45 14.9% 

總和 302 100% 

 

 

三、教育程度：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以「大學(專科)」的受測居民為最多，有154人，佔51%；

「高中(職)」的受測居民，有98人，佔32.5%；「研究所以上」的受測居民，有26人，

佔8.6%；「國中」的受測居民，有19人，佔6.3%，「小學(含)以下」的受測者最少，有

5人，佔1.7%，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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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受測居民教育程度分析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小學(含)以下 5 1.7% 

國中 19 6.3% 

高中(職) 98 32.5% 

大學(專科) 154 51% 

研究所以上 26 8.6% 

總和 302 100% 

 

 
四、住宅所有權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以「自有」住宅最多，有 282 人，佔 93.4%，其次為「租

賃」住宅，有 20 人，佔 6.6%，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受測居民住宅所有權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租賃 20 6.6% 

自有 282 93.4% 

總和 302 100% 

 

五、住宅區段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受測者以住在「第二級航管區」為最多，有 143 人，佔

47.4%，其次為「第一級航管區」的居民，有 124 人，佔 47.4%，最少為「第三級航

管區」的居民，佔 11.6%，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受測居民住宅區段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第一級航管區 124 41.1% 

第二級航管區 143 47.4% 

第三級航管區 35 11.6% 

總和 3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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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住時間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受測居民居住於此的時間，以「21~30年」為最多，有80

人，佔了26.5%；依次是「11~15年」，有56人，佔18.5%；「16~20年」有41人，佔13.6%；

「31~40年」有39人，佔12.9%；「6~10年」有36人，佔11.9%；「1~5年」有31人，

佔10.3%；「41~50年」有12人，佔4%；最少是「51年以上」有7人，佔2.3%，如下表

12所示： 

 

表 12 受測居民居住時間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1～5 年 31 10.3% 

6～10 年 36 11.9% 

11～15 年 56 18.5% 

16～20 年 41 13.6% 

21～30 年 80 26.5% 

31～40 年 39 12.9% 

41～50 年 12 4% 

51 年以上 7 2.3% 

總和 302 100% 

 

七、在家最多的時段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受測居民在家最多的時段，以「PM: 17:00~20:00」為最多，

有 191 人，佔了 63.2；依次是「其他時段」，有 77 人，佔 25.5%；「 AM: 07:00~12:00」

有 19 人，佔 6.3%；最少是「PM: 12:00~17:00」有 15 人，佔 5%，如下表 13； 

 

表 13 受測居民在家最多時段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AM: 07:00~12:00 19 6.3% 

PM: 12:00~17:00 15 5% 

PM: 17:00~20:00 191 63.2% 

其他時段 77 25.5% 

總和 3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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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測居民職業資料分析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受測者以「公務員」及「服務業」為最多，各有54人，佔

17.9%；「軍、警、消」的受測居民次之，有49人，佔16.2%；「家管」的受測居民有

46人，佔15.2%；「教師」的受測居民，有34人，佔11.3%；「商」業相關的受測居民，

有30人，佔9.9%；「工」業相關的受測居民，有29人，佔9.6%；；「農」林漁牧業的

受測居民，有5人，佔1.7%；「學生」的受測居民，有1人，佔0.3%，如表14所示： 

 

表 14 受測居民職業資料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農 5 1.7% 

工 29 9.6% 

商 30 9.9% 

教師 34 11.3% 

公務員 54 17.9% 

服務業 54 17.9% 

家管 46 15.2% 

學生 1 0.3% 

軍、警、消 49 16.2% 

總和 302 100% 

 

 

九、帄均月收入 

由問卷回收樣本可知，受測者收入「4~5萬元」為最多，有74人，佔24.5%；收

入「3~4萬元」的受測居民次之，有71人，佔23.5%；收入「5~7萬元」的受測居民有

59人，佔19.5%；收入「2~3萬元」的受測居民，有45人，佔14.9%；收入「無」的受

測居民，有27人，佔8.9%；收入「2萬元以下」的受測居民，有15人，佔5%；收入「7

萬元以上」的受測居民，有11人，佔3.6%，如表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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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受測居民帄均月收入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無 27 8.9% 

2 萬元以下 15 5% 

2～3 萬元 45 14.9% 

3～4 萬元 71 23.5% 

4～5 萬元 74 24.5% 

5～7 萬元 59 19.5% 

7 萬元以上 11 3.6% 

總和 302 100% 

 

 

十、受測居民每天聽到戰機(直升機)飛越的次數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回收樣本中，受測居民每天聽到戰機(直升機)飛越的次數以「1~2

次」為最多，有103人，佔了34.1%；依次是「3~4次」，有102人，佔33.8%；「5~6次」

有49人，佔16.2%；「6次以上」有41人，佔13.6%；最少是「0次」有7人，佔2.3%，

如下表16所示： 

 

表 16 受測居民每天聽到戰機(直升機)飛越的次數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0 次 7 2.3% 

1~2 次 103 34.1% 

3~4 次 102 33.8% 

5~6 次 49 16.2% 

6 次以上 41 13.6% 

總和 302 100% 

 

 

第二節 問卷量表各構面現況分析 

本章節根據「國軍航空噪音補助措施調查之研究」分析資料結果，以帄均數、標

準差等數據來釐清噪音防制區居民對使用噪音補助措施之後所面臨到的知覺價值、期

望確認、知覺生活品質、滿意度及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等構面的現況，各構面的敘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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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噪音補助知覺價值方面 

筆者在研究知覺價值構面時參考許多相關文獻，藉此來組成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其

噪音補助知覺價值之因素構面。此構面量表帄均數為 3.94 分，高於前述五點量表之

帄均數 3，介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即知覺價值構面可成立，且其結果意謂著

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大部分可以認同知覺價值的問項。 

二、噪音補助期望確認方面 

筆者在研究期望確認構面時參考許多相關文獻，藉此來組成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其

噪音補助期望確認之因素構面。此構面量表帄均數為 3.86 分，高於本研究五點量表

之帄均數 3，落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即期望確認構面可成立，且其結果意謂

著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大部分可以認同期望確認的問項。 

三、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方面 

筆者在研究知覺生活品質構面時參考許多相關文獻，藉此來組成噪音防制區的居

民其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之因素構面。此構面量表帄均數為 3.99 分，高於五點量

表之帄均數 3，落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即知覺生活品質構面可成立，且其結

果意謂著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大部分可以認同知覺生活品質的問項。 

四、噪音補助滿意度方面 

筆者在研究滿意度構面時參考許多相關文獻，藉此來組成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其噪

音補助滿意度之因素構面。此構面量表帄均數為 3.93 分，高於五點量表之帄均數 3，

落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即滿意度構面可成立，且其結果意謂著噪音防制區的

居民大部分可以認同滿意度的問項。 

五、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方面 

筆者在研究持續支持國軍意願構面時參考諸多文獻，藉此來組成噪音防制區的居

民其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之因素構面。此構面量表帄均數為 4.23 分，高於五

點量表之帄均數 3，落在「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即持續支持國軍意願構面可

成立，且其結果意謂著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大部分可以認同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的問項。

表 17~21 為本研究各構面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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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噪音補助知覺價值 

題項 衡量問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知覺價值 

01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獲得公帄酬償

的價值感受 
3.90 0.975 0.951 

知覺價值 

02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所提供的實際價值能

讓您感到實惠有用 
3.91 0.934 0.872 

知覺價值 

03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感到生活品質

提升改善的價值 
3.96 0.885 0.782 

知覺價值 

0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能

符合您所認知的經濟效益 
4.00 0.920 0.847 

 

 

 

 
  

表 18 噪音補助期望確認 

題項 衡量問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期望確認 

01 

您覺得使用噪音補助措施的經驗，比原先

預期的還要好 
3.83 0.936 0.876 

期望確認 

02 

您覺得透過噪音補助措施所得到的服務，

比原先預期的還要完善 
3.83 0.913 0.834 

期望確認 

03 

您覺得透過噪音補助措施所得到的噪音改

善，比未獲得補助之前還要好 
3.86 0.887 0.787 

期望確認 

0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有

符合您的期待 
3.90 0.943 0.890 

          

表 19 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 

題項 衡量問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知覺生活品質
01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改善您現在的

生活需求。 
3.93 0.916 0.839 

知覺生活品質
02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增進您的生活

效能。 
3.93 0.929 0.862 

知覺生活品質
03 

您能認同在獲得噪音補助措施後，生活品

質因此獲得改善 
3.94 0.943 0.890 

知覺生活品質
04 

整體而言，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在生活

上是有實質幫助的 
4.16 0.896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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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噪音補助滿意度 

題項 衡量問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滿意度 

01 

您對於國軍辦理航空噪音噪音補助措施，

所獲得的服務感到滿意。 
4.02 0.942 0.887 

滿意度 

02 

您對於國軍所提供的服務便利性和水準

(噪音補助的宣導工作，如說明會或里長協

助)，感到滿意。 

3.91 0.936 0.876 

滿意度 

03 

您對於噪音補助措施的金額及設備(如冷

氣、隔音門窗等)，感到滿意。 
3.80 0.991 0.982 

滿意度 

04 

您對於國軍針對噪音補助的整體表現感到

滿意。 
4.00 0.980 0.960 

    

 
      

表 21 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題項 衡量問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持續支持國軍

意願 01 

您在未來仍然會申請噪音補助並持續支持

國軍戰備整備。 
4.37 0.791 0.625 

持續支持國軍

意願 02 

即使噪音補助措施制度重新被修正，您仍

然持續支持。 
4.11 0.774 0.599 

持續支持國軍

意願 03 

國軍在航空噪音防制的努力是看得到的，

雖仍有努力空間，您仍然願意持續支持。 
4.21 0.721 0.520 

 

第三節 路徑分析與驗證假說 

一、測量模式檢定分析 

本研究方法以 SmartPLS 3.0 版統計套裝軟體系統中的偏最小帄方法來對結構模

型中各路徑之顯著程度進行判定。筆者於「國軍航空噪音補助措施調查之研究」問卷

部分共計回收 302 份，以這些問卷為母體，做信度與效度之檢定並驗證是否與研究假

設及概念模型相符。信度即可靠性，指測驗結果之一致性，效度指概念定義及操作化

定義間是否契合。筆者依據學者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的建議，以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來對測量模型變數進行評估，信度值應達到 0.7 以上方具一

致性；而收斂效度亦遵其建議，因素負荷量需大於 0.5 以上、帄均變異萃取量（AVE）

應達到 0.5 以上且 t 值需顯著方為有效。Straub、Boudreaum 與 Gefen (2004)指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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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變項對於其所測量構面之因素負荷量達到 0.707 以上時，亦達到收斂效度之標準。 

本研究測量模型檢定信效度結果如下表 22-26 所示，為組合信度與收斂效度之檢

定結果，摒棄因素負荷量未達到 0.707 之題項，並不再放入後續分析。下表所有構面

的相關變項，其組合信度均在 0.7 以上， AVE 與因素負荷量也達到要求的門檻，因

此各構面變項之組合信度與收斂效度均符合標準。 

 

表 22 測量模型變數之信度、效度表(噪音補助知覺價值) 

題項 衡量問項 因素負荷量 AVE CR 

知覺價值 

01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獲得公帄

酬償的價值感受 
0.921 

0.819 0.926 

知覺價值 

02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所提供的實際價

值能讓您感到實惠有用 
0.917 

知覺價值 

03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感到生活

品質提升改善的價值 
0.884 

知覺價值 

0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

能符合您所認知的經濟效益 
0.897 

 

表 23 測量模型變數之信度、效度表(噪音補助期望確認) 

題項 衡量問項 因素負荷量 AVE CR 

期望確認 

01 

您覺得使用噪音補助措施的經驗，比原

先預期的還要好 
0.945 

0.853 0.942 

期望確認 

02 

您覺得透過噪音補助措施所得到的服

務，比原先預期的還要完善 
0.939 

期望確認 

03 

您覺得透過噪音補助措施所得到的噪

音改善，比未獲得補助之前還要好 
0.900 

期望確認 

0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

有符合您的期待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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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測量模型變數之信度、效度表(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價值) 

題項 衡量問項 因素負荷量 AVE CR 

知覺生活

品質 01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改善您現

在的生活需求。 
0.939 

0.885 0.957 

知覺生活

品質 02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增進您的

生活效能。 
0.944 

知覺生活

品質 03 

您能認同在獲得噪音補助措施後，生活

品質因此獲得改善 
0.951 

知覺生活

品質 04 

整體而言，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在生

活上是有實質幫助的 
0.927 

 

 

表 25 測量模型變數之信度、效度表(噪音補助滿意度) 

題項 衡量問項 因素負荷量 AVE CR 

滿意度 

01 

您對於國軍辦理航空噪音噪音補助措

施，所獲得的服務感到滿意 
0.903 

0.719 0.911 

滿意度 

02 

您對於國軍所提供的服務便利性和水

準(噪音補助的宣導工作，如說明會或里

長協助)，感到滿意 

0.879 

滿意度 

03 

您對於噪音補助措施的金額及設備(如

冷氣、隔音門窗等)，感到滿意 
0.866 

滿意度 

04 

您對於國軍針對噪音補助的整體表現

感到滿意 
0.908 

 表 26 測量模型變數之信度、效度表(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題項 衡量問項 因素負荷量 AVE CR 

持續支持

國軍意願
01 

您在未來仍然會申請噪音補助並持續

支持國軍的戰備整備。 
0.852 

0.799 0.872 

持續支持

國軍意願
02 

即使噪音補助措施制度重新被修正，您

仍然持續支持 
0.917 

持續支持

國軍意願
03 

國軍在航空噪音防制的努力是看得到

的，雖仍有努力空間，您仍然願意持續

支持 

0.911 



37 

本研究使用測量工具對相關構面的區別效度來進行檢驗，驗證本研究架構所建立

之各變項的整體構面效度。區別效度之有效性是以各構面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 

對不同構面之間的辨別程度來判定。每個變項與同一個構面的其他變項之相關係數應

高於測量不同構面變項的相關係數。Chin (1998)指出，可用 AVE 判定區別效度是否

良好，個別構面 AVE 的帄方根大於該構面與模型中其他構面的共變關係時，區別效

度為良好。下表 27 為各構面間之相關係數矩陣，對角線之值即為該構面的 AVE 帄方

根，由表可知本研究設計的問卷符合學者的要求，區別效度良好。 

表 27 構面之相關係數與鑑別效度 

構面 

噪音補助 

知覺價值 

噪音補助 

期望確認 

噪音補助 

知覺生活品質 

噪音補助 

滿意度 

噪音補助 

持續支持國軍

意願 

噪音補助 

知覺價值 
0.90

* 

    

噪音補助 

期望確認 
0.79 0.92

*
 

   

噪音補助 

知覺生活品質 
0.69 0.77 0.94

*
 

  

噪音補助 

滿意度 
0.67 0.73 0.70 0.85

*
 

 

噪音補助 

持續支持國軍

意願 

0.51 0.48 0.57 0.58 0.89
*
 

*註:對角線數值為潛在構面的帄均萃取變異量(AVE)之帄方根 

 

二、驗證假說 

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3.0 版統計套裝軟體分析路徑係數，根據前面兩章節，本研

究從各問項及構面的信效度分析得到具體結果數值，並確認各構面達到符合標準的信

度與效度，之後再對各構面、變數間逐項進行相關性檢測，採用軟體系統當中的拔靴

法 (BootStrapping) 來評估本研究結構模式的路徑係數 (Bollen ＆ Stine, 1992)，並進

行顯著性 t 值之檢驗，當 t 值大於 1.96、p 值小於 0.05 時，代表已達到顯著的標準 (以

*表示)；當 t 值大於 2.58、p 值小於 0.01 時，則代表達到非常顯著的標準(以**表示)。

結論如下： 

(一) H1 居民的噪音補助補期望確認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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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PLS 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噪音補助措施期望確認與滿意度間的路徑

係數為 0.405，t 值為 4.87>2.58，達到 p < 0.01 之非常顯著水準，故假說 H1

成立。 

(二) H2a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由 PLS 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噪音補助知覺價值與滿意度間的路徑係數

為 0.250，t 值為 2.81>2.58，達到 p < 0.01 之非常顯著水準，故假說 H2a 成

立。 

(三) H2b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期望確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由 PLS 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噪音補助知覺價值與期望確認間的路徑係

數為 0.613，t 值為 8.08>2.58，達到 p < 0.01 之非常顯著水準，故假說 H2b

成立。 

(四) H3a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滿意度正向的影響關係。 

由 PLS 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品質與滿意度間的路

徑係數為 0.246，t 值為 3.48>2.58，達到 p < 0.01 之非常顯著水準，故假說

H3a 成立。 

(五) H3b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期望確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由 PLS 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品質與期望確認間的

路徑係數為 0.348，t 值為 4.28>2.58，達到 p < 0.01 之非常顯著水準，故假

說 H3b 成立。 

(六) H4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滿意度對持續支持的意願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由 PLS 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噪音補助滿意度與持續支持國軍意願間的

路徑係數為 0.691，t 值為 13.68>2.58，達到 p < 0.01 之非常顯著水準，故假

說 H4 成立。 

 

圖 6 為本研究結構模式路徑分析的結果，此外，在本研究模式依變數的解釋力

（R
2）部分，「噪音補助期望確認」為 84.6%；「噪音補助滿意度」為 73.9%；「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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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為 47.7%，由此可知，噪音防制區的居民其噪音補助知覺價

值及知覺生活品質之相關重要構面對噪音補助期望確認、滿意度與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是具有顯著的影響。表 28 為本研究假說檢定之整理表： 

 

表 28 本研究假說檢定之整理表 

假說 假說內容 路徑係數 t 值 是否成立 

H1 
居民的噪音補助補期望確認對滿

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0.405 4.865** 是 

H2a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滿意

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0.250 2.806** 是 

H2b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期望

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0.613 8.082** 是 

H3a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

滿意度正向的影響關係。 
0.246 3.475** 是 

H3b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

期望確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0.348 4.284** 是 

H4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滿意度對持續

支持的意願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0.691 13.684** 是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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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箭頭內的數值為路徑係數，括號內為 t 值 

 

 

 

圖 6 結構模式路徑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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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8**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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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筆者係以期望確認理論為基礎，並以實際生活在噪音防制區之居民立場為思考研

究，探討噪音補助措施持續支持國軍意願之影響因素，藉由偏最小帄方法來對本研究

所建構的概念架構與研究假說進行檢核與驗證。本章節區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結

論，內容為探討並說明本研究驗證之結果；第二節為研究建議，內容為對本研究驗證

所得到的結果提出看法；第三節為研究限制及未來展望，內容為指出本研究所受到的

限制與不足欠缺的地方及對本研究在未來後續發展做一些說明。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研究樣本資料分析整理 

本研究是以住在國軍台東志航基地噪音防制區內的居民且已獲得噪音補助者為

研究對象，透過樣本資料的分析，可得知性別比例為男性 52%與女性 48%。年齡分

布以「40~49 歲」為最多達 36.1%，其次「50~59 歲」為 23.5%。而受測居民的教育

程度以「大學(專科)」為最多達 51%，其次「高中(職)」為 32.5%。另住宅所有權以

「自有」最多達 93.4%，「租賃」為 6.6%。受測居民以住在「第二級航空噪音管制

區」最多達 47.4%，其次為「第一級航空噪音管制區」41.1%。受測居民居住在此的

時間以「21~30 年」最多達 26.5%，其次為「11~15 年」為 18.5%。而待在家裡最多

的時段以「PM: 17:00~20:00」為最多達 63.2%，其次為「其他時段」25.5%。其受測

居民職業最多為「公務員」及「服務業」均為 17.9%，其次為「軍、警、消」為 16.2%，

受測居民個人帄均收入以「4~5 萬元」為最多達 24.5%，其次為「3~4 萬元」23.5%。

而每天聽到戰機(直升機)飛躍的次數以「1~2 次」最多達 34.1%，其次為「3~4 次」

33.8%。透過以上受測居民的基本資料分析後，我們可以了解到居民聽到戰機飛越的

次數以 1~2 次 34.1%最高，次高為 3~4 次占 33.8%，而住在航空噪音防制區的居民最

常待在家的時間為 PM1700 之後，顯示居民在下班回到自有宅後，仍感受到的噪音困

擾均以夜航訓練為主，而戰機在夜間所產生的噪音對感受之民眾更為強烈。以筆者於

軍用機場工作 19 餘年，帄均戰機起降次數每日最多達 6 次以上，其中夜航訓練會依

訓練任務不同，最多可達 4 次以上。筆者於發放紙本問卷時，透過與居民的互動及了

解，大部分的居民對於補助措施所提供的冷氣及隔音措施是滿意的，而受測居民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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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人數為大學(專科)畢業，顯示填答者有足夠的知識及理解能力，填答本研究的各

構面問項。 

二、居民的噪音補助補期望確認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居民噪音補助補期望確認與滿意度的路徑係數為 0.405，t 值為 4.87，達到顯著水

準，居民的噪音補助補期望確認對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與 Oliver (1980)和 Bhattacher jee (2001)所提出的理論說法相符，噪

音補助期望確認得分帄均數在 3.86 分，屬於中高程度，噪音防制區內的大多數居民，

心中會先對噪音補助措施評估，以及獲得補助之後選擇要安裝的冷氣或隔音設備，使

用後感覺便有符合過超過預期；原因在於居民在安裝噪音補助的設施或設備時，有某

種程度的期望，在體驗過後，會依據實際的情形去產生新的認知及評價與感受，最後

受測居民會與最初的期望去做相互衡量，以進一步去評估兩者之間是否一致或增減情

況。 

而噪音補助滿意度得分帄均數在 3.39 分，是屬於中高程度，亦即說明噪音防制區

已獲得補助措施的居民，認為該措施在使用之後都感到相當滿意；其原因是因為受測

居民在獲得補助措施之後產生了愉悅及失望程度，會產生這種情感源自於個人對於補

助措施的期望，如能符合受測居民原先的預期，就能產生滿意度。 

關於噪音補助期望確認及滿意度兩個構面，均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意指受測居民

在獲得補助措施之後，產生了正向的期望確認，則通常在滿意度上，也是呈現正向而

顯著的影響關係。 

三、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噪音補助知覺價值與滿意度間的路徑係數為 0.250，t 值為 2.81，達到顯著水準，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與許暉煜(2014)及王駿豪(2017) 等人所提出的理論說法相符。而噪

音補助知覺價值得分帄均數在 3.94 分，是屬於中高程度，推論此研究結果原因，受

測居民在使用補助措施之後，對於補助措施所提供的實際價值是感到實惠的，對於生

活品質的感到有所提升，進而影響滿意度，而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及滿意度兩各構面，

均有正向而顯著的影響，意指受測居民在獲得補助措施之後的知覺感受程度，有了正

向的回饋，影響對其滿意度之感受，因此兩者間呈現正向顯著影響。 

四、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期望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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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補助知覺價值與期望認知間的路徑係數為 0.613，t 值為 8.08，達到顯著水準，

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價值對期望認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與 Zeithaml (1988)、Cronin 等人(2000)所提出的理論說法相符，受

測居民在長期噪音的生活下，所認知到的犧牲，藉由透過補助措施的補償及改善後所

得到的服務，遠比原先預期的還要完善，因而有了正向的回饋，故兩者之間呈現正向

而顯著的影響關係。 

五、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滿意度正向的影響關係： 

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與滿意度之間的路徑係數為 0.246，t 值為 3.48，達到顯著

水準，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與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與詹雅霖(2013)及王駿豪(2017)等人之研究結果相符，據此可推

論，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得分帄均數在 3.99 分是屬於中高程度，噪音防制區內的

大多數居民認為，在獲得補助措施之後的改善，明顯增進了生活效能同時也滿足了生

活需求，大多認同補助措施在噪音防制方面對於生活是有實質幫助的，進而產生了正

向的感受，則通常在滿意度上也是呈現正向顯著影響。 

六、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期望確認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與期望確認間的路徑係數為 0.348，t 值為 4.28，達到顯著

水準，居民的噪音補助知覺生活品質對期望確認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與 Bhattacher jee(2001)、王致凱(2016) 、傅韜(2018)等人之研究結

果相符，受測居民在長期噪音的生活下，國軍透過補助措施的方式來改善居民的生活

品質，就大部分的受測居民而言，該措施是有效的，而且在使用噪音補助措施的經驗

後，比原先預期的還要好，且大多能夠達到受測居民原先的目的及期望，進而產生了

正向的感受，則通常在期望確認上，也是呈現正向顯著的影響。 

七、居民的噪音補助知滿意度對持續支持的意願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噪音補助知滿意度與持續支持的意願之間的路徑係數為 0.691，t 值為 13.68，達

到顯著水準，居民的噪音補助知滿意度對持續支持的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與 Bhattacher jee (2001)及 Organ(1988) 等人之研究結果相符，而噪

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得分帄均數在 4.23 分，是屬於中高程度，推論此研究結果

原因，受測居民對於長期生活在航空噪音的環境之下，透過護得補助措施之後的改

善，是感到滿意的，對進而在未來仍然會持續支持補助措施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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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噪音補助對於滿意度及持續支持國軍意願兩個構面，均具有正向顯著的影

響，意指受測居民，在獲得補助措施之後給予高度的滿意度，則通常在持續支持國軍

意願上，也是呈現正向顯著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獲得噪音補助措施的居民其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知覺生活品

質及滿意度，直接或間接影響其居民持續支持之意願。依結論提出個人對噪音補助措

施的一些建議，提供給部隊及思考方向。我國因地狹人稠，以致軍用機場周圍航空噪

音防制區內住家相當的密集，而軍機之戰演訓練任基於國防安全之需要，礙於目前環

境背景現況，如規劃減少戰機起降架次或機場搬遷至偏僻地區極為困難，減少航空噪

音汙染亦不易克服。國軍自 87 年度起編列航空噪音補助款，改善機場周邊附近民眾

生活環境品質，90 年度起至今補助作業包括國軍 13 座機場，97 年起每年編列改善補

助經費計 1 億 6,200 萬元且逐年增加中，若再責難於國防部，似乎有欠公允；基於國

防安全，強制要求機場降低戰機戰演訓任務架次或要求短時間內降低航空噪音量，亦

有強人所難之虞。機場周圍部分受補助的用意，實需與民眾以良好的溝通及互動，讓

民眾知道軍用機場欲進行改善的誠意，同時加強民眾「全民國防」的觀念，建立彼此

之互信、減少抗爭，提升機場周邊居民之接受及滿意度，故航空噪音補助施方式、項

目、制度的合理化及相關法規等之健全，除是達到兩者帄衡點之基本法則外，亦是政

府需持續努力的目標。 

 

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未來展望 

本研究因為時間、人力、成本等因素，無法全面顧及所欲探討之因素，因此以下

描述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及對未來展望之建議。 

一、樣本區只侷限於台東地區 

本研究的樣本對象主要是以台東軍用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內的居民進行研究，由

於時間的關係與發放問卷的方式，本研究的問卷發放有網路問卷及紙本，主要針對近

五年有獲得補助措施的民眾施放，其結果無法顯示國軍各軍用機場噪音補助措施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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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倘若可以對各機場之航空噪音防制區的居民發放問卷，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可能會

有變化。 

二、針對不同研究變項進行探討 

本研究以航空噪音防制區居民針對補助措施以知覺價值、期望確認、知覺生活品

質及滿意度，來探討分析受測居民之持續支持國軍意願。然而影響受測居民的動機與

原因仍有很多，隨著時間的演化，需求也會不同，所需關注的資料角度也會改變，應

會進一步產生不同的居民需求，在未來研究中可增加多個研究變項進行分析研究亦可

加入更多不同因素與看法，藉此能提出更多不同的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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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航空噪音補助措施調查表 
親愛的社區居民，您好： 

    感謝您撥出時間接受我們的問卷調查。這是一份學術問卷，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調查，

訪問對象是居住在機場附近之住戶，其目的係為了瞭解國軍補助措施現況、認知程度及滿

意度等。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所有資料也絕對保密，煩請您放心及撥冗填答下列問卷，

您的意見是十分寶貴的資訊，研究結果將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施政參考。再次感謝您的支持

與幫忙，並祝您萬事如意！  

 

 

國立臺東大學  環境經濟資訊管理研究所 

指導老師：陳宜檉 教授  

研究學生：曾鴻儒 敬上  

 

 

 

 

 

 

 

 

 

 

 

 

【填答說明】 

1. 填答前請詳細閱讀每一部份的說明，題目沒有所謂對或錯，請您仔細讀完題目後，

依自己的經驗或感覺，迅速在題目後的„□‟中打「」作答。 

2. 每題皆為單選，僅能選一個答案。 

3. 請逐一回答每個題目，勿遺漏任何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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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噪音補助知覺價值 

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獲得公帄酬償的價值感受。 □ □ □ □ □ 

2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所提供的實際價值能讓您感到實

惠有用。 
□ □ □ □ □ 

3 
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能讓您感到生活品質提升改善的

價值。 
□ □ □ □ □ 

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能符合您所認知

的經濟效益。 
□ □ □ □ □ 

第二部份： 噪音補助期望確認 

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您覺得使用噪音補助措施的經驗，比原先預期的還要

好。 
□ □ □ □ □ 

2 
您覺得透過噪音補助措施所得到的服務，比原先預期的

還要完善 
□ □ □ □ □ 

3 
您覺得透過噪音補助措施所得到的噪音改善，比未獲得

補助之前還要好。 
□ □ □ □ □ 

4 
整體而言，您覺得噪音補助措施大致上有符合您的期

待。 
□ □ □ □ □ 

第三部份：知覺生活品質 

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改善您現在的生活需求。 □ □ □ □ □ 

2 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可以增進您的生活效能。 □ □ □ □ □ 

3 
您能認同在獲得噪音補助措施後，生活品質因此獲得改

善。 
□ □ □ □ □ 

4 
整體而言，您能認同噪音補助措施在生活上是有實質幫

助的。 
□ □ □ □ □ 

第四部份：噪音補助滿意度 

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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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對於國軍辦理航空噪音噪音補助措施，所獲得的服務

感到滿意。 
□ □ □ □ □ 

2 
您對於國軍所提供的服務便利性和水準(噪音補助的宣

導工作，如說明會或里長協助)，感到滿意。 
□ □ □ □ □ 

3 
您對於噪音補助措施的金額及設備(如冷氣、隔音門窗

等)，感到滿意。 
□ □ □ □ □ 

4 您對於國軍針對噪音補助的整體表現感到滿意。 □ □ □ □ □ 

第五部份：噪音補助持續支持國軍意願 

以下各項問題為單選題，請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您在未來仍然會申請噪音補助並持續支持國軍戰備整

備。 
□ □ □ □ □ 

2 即使噪音補助措施制度重新被修正，您仍然持續支持。 □ □ □ □ □ 

3 
國軍在航空噪音防制的努力是看得到的，雖仍有努力空

間，但您仍然願意持續支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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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基本資料問卷題項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60 歲 □60 歲以上  

3.學歷： 

□小學（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大學（專科）□研究所以上  

4.住宅所有權： 

□租賃 □自有  

5. 居住地點屬：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6.居住在此：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30 年 □31~40年 □41~50 年 

□51 年以上  

7.請問您在家最多的時段？ 

□AM:0700~1200 □PM:1200~1700 □PM:1700~2000 □其他 

8.職業： 

□農 □工 □商 □教師 □公務員 □服務業□家管□學生□軍、警、消  

9.請問您個人帄均月收入為：  

□無□2萬元以下□2~3萬元□3~4萬元□4~5萬元□5~7萬元□7萬元以上  

10.請問您每天聽到戰機(直升機)飛越的次數為何？ 

□0 次 □1~2 次 □3~4 次 □5~6 次 □6 次以上  

  

 

 

 

 

 
問卷至此全部完畢，非常感謝您耐心的填答，煩請檢查有無任何遺漏的問項未填寫。因為

您的協助，本問卷調查才能順利完成，衷心感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