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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統計出版執行架構

文化統計架構
․文化與行政 ․文化與教育 ․文化與社會 ․文化與產業

文化統計資料蒐集與調查

公務機關與機
構調查及提報

公務統計報告
官方網站

民眾文化消費與
參與問卷調查

․文化部 ․觀光局
․考選部 ․陸委會
․主計處 ․僑委會
․教育部 ․NCC

資料整理與統計 期中期末報告 編製與出版 郵寄

․來台旅客消費及動向調
查

․臺灣地區家庭收支狀況
調查

․文化創意產業年報

․文化部各單位(提報)
․中央政府相關部會
․地方政府相關單位
․第三部門
․推廣教育中心

政府委託報告

․文化參與類型
․文化參與頻率/時間
․文化學習演出發表
情況

․文化消費金額



中央政
府文化
相關機
關人力
概況

中央政府文化人力概況

672(58.6%) 7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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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及所屬機關
在人力性別分布
上，女性占比2014
年達六成，較2013
年略增。

․中央政府文化相關
機關人力性別結構
上亦以女性居多，
2014年女性占比為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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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事務
財團
法人
人力
概況

地方政
府文化
局(處)
人力概

況

地方政府及文化事務財團法人文化人力概況

2,669(69.8%) 2,784(68.5%) 2,843(68.1%) 2,82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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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2年起，文化部成立，納入原新聞局所管轄的文化事務財團法人

․地方政府文化局處
人力性別結構上，
2014年女性占
68.9%，女性結構較
文化部及所屬、中
央政府文化相關機
關之占比高。

․在文化事務財團法
人之人力結構上，
女性占比亦超過五
成，2014年為
55.8%。

․2010及2011年文化
事務財團法人僅包
含文化藝術財團法
人，未包含影視及
流行音樂之財團法
人，女性占比高達7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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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志工

-
中央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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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工人力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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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志工性
別結構上，不
管中央或地方
之文化志工，
2014年女性占
比皆在75%以
上。

․歷年來女性占
比皆在七成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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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我國民眾文化參與及消費概況，文化部每年於文化統計出版計畫中，針對
大眾傳播類、視覺藝術類活動、表演藝術類活動、文化藝術機構與設施、文藝民
俗節慶活動等活動進行訪問15歲以上民眾之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

․參考美國作法，設計多題組題目以
期能涵蓋次產業題組，並將問卷設
計為三模組，以題組輪調型式進行
調查。

․參考英國作法，並針對次產業題
組，規劃面訪方式進行調查。

․參考英國及美國樣本數，本年持續
擴大調查樣本，由2012年之2,000
份樣本，增加至2013年之4,000份
外，本年調查更擴大增加至10,000
份。

․參考英國及美國作法，在動態年份
的設計上，過去為調查某一年，本
年為調查近一年狀況(過去12個
月)。

2014文化消費調查說明

項目 英國 美國 台灣 

調查對象 16 歲及以上 18 歲及以上 15 歲及以上 

調查週期 月/季 5 年 年 

調查方式 面訪(CAPI)、部分

網路 

電話(CATI、CAPI) 電話(CATI) 

樣本數 10,000 35,735 4,000 

調查題組 2 組(固定樣本、新

樣本) 

核心題組：2 組 

次要題組：5 組 

2 組 

調查主題 文化參與 

文化參觀 

休閒生活 

運動 

文化參觀 

創作與分享(文化參與) 

技藝學習 

電子媒體欣賞 

文化參觀 

文化創作發表與技藝

學習 

電子媒體欣賞 

文化消費 

項目指標 參與比率 參與比率與頻率占比 參與比率、參與頻

率、消費金額 

動態期間 近一年 近一年 指定年份 

 

背景說明

調查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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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題組及次產業題組(附掛題組)調查內容

核心題組問卷大綱

大眾
傳播
類

視覺
藝術
類

表演
藝術
類

文化藝
術機構
與設施

文藝民
俗節慶
活動

活
動
領
域

參與
類型

頻率
/時間

消費
金額

學習
/演出發表

固
定
問
項

基本資料

淺層參與 深層參與

參與管道(方式)

特定議題：文化觀光

次產業題組問卷大綱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文化設施
活動
領域

淺層參與：類型、頻率、消費金額
參與管道

基本資料

資訊來源 考慮因素

觀看場所 購票管道

願付金額與不
願意付費原因

購買意願

對文創園區、
BOT看法

博物館數位參與

文化觀光：參與頻率、金額

對設施足夠性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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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題組與調查方式規劃

題組 電訪一 電訪二 電訪三 面訪 

核心題組 A：大眾傳播     

核心題組 B：流行音樂     

核心題組 C：表演藝術 
 

   

附掛題組 C：表演藝術  
  

 

核心題組 D：視覺藝術  
 

  

附掛題組 D：視覺藝術 
 

 
 

 

核心題組 E：節慶     

核心題組 F：文化設施   
 

 

附掛題組 F：文化設施 
  

  

核心題組 G：學習與發表     

附掛題組 H：文化觀光     

預計樣本數 4,000 4,000 2,000 2,400 

 

題組與預計樣本數規劃 面訪地點與份數規劃

地點類別 地點數 地點範例 

博物館/美術館

/紀念館 

4 或 3 

(各 30

或 40) 

1.國立臺灣博物館 

2.臺北市立美術館 

3.臺北當代藝術館 

4.國立歷史博物館 

表演廳/劇場 4 或 

(各 30

或 40) 

1.國家音樂廳 

2.國家戲劇院 

3.城市舞台 

4.國立國父紀念館 

文化創意園

區、藝術村 

2 

(各 20) 

松山文創園區 

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圖書館 1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工藝景點/場所 1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其他藝文場地 2 

(各 20)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西門紅樓 

 
 

調查方式 題組  進度說明 

電訪 核心題組 附掛表演藝術題組 於 2015.9.30 完成 4,002 份問卷 

  附掛視覺藝術題組 於 2015.11.30 完成 4,054 份問卷 

  附掛文化設施題組 於 2015.12.31 完成 2,041 份問卷 

面訪 次產業題

組 

臺中市 2015.10.20 完成 417 份問卷 

 桃園市 2015.10.30 完成 414 份問卷 

  臺北市 2015.11.30 完成 411 份以上有效問卷 

  新北市 2015.11.30 完成 413 份以上有效問卷 

  臺南市 2015.12.10 完成 414 份以上有效問卷 

  高雄市 2015.11.30 完成 414 份以上有效問卷 

 

進度
說明



各類藝文活動參與者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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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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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64.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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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41.5 

37.0 

43.0 
50.8 

43.1 51.7 

49.6 

74.8 

67.4 

36.5 

18.2 

24.6 

47.9 

44.5 

42.7 

電影

廣播

報紙

雜誌

書籍

數位閱讀

戲劇戲曲舞蹈

古典與傳統音

樂

流行音樂

視覺藝術

博物館

文藝民俗節慶

活動

男性

女性

2014/2015年文化參與概況

․男女在各類活動的參與率
差異不大。

․男性民眾僅在閱讀報紙、
聽廣播、文藝民俗節慶活動
的參與率高於女性，其餘項
目(雜誌、書籍、數位閱
讀、戲劇戲曲舞蹈、古典及
傳統音樂、視覺藝術、博物
館)則為女性略高於男性

•雷達圖為以不同座標軸來比較多個資料的值，以各類型文化參與率為例，類型為座標軸，各類型參與比率則
繪於相對應的座標軸上，中心點數值設定為0%，同一性質會以線串連成一個多邊形。
•右圖愈靠近中心點的活動，參與率越低，因此，古典與傳統音樂參與率最靠近中心點，則表示參與率較低，
書籍參與率則較遠離中心點，則參與率較高。
•若欲比較各類活動性別參與比率，男性與女性參與率各串成一個多邊型，形狀越類似或距離越近表示差異程
度較小，距離越遠則表示差異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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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 

29.2 

89.7 
40.3 

18.6 
30.8 

68.4 
49.4 

81.0 

48.2 

45.6 

45.5 

17.9 

61.0 

40.9 

53.9 
36.9 

15.5 

35.8 

34.0 

電影

廣播

報紙

雜誌

書籍

數位閱讀

戲劇戲曲舞蹈

古典與傳統音樂

流行音樂

視覺藝術

博物館

文藝民俗節慶活

動

15-24歲

25-39歲

40-59歲

60歲及以上

17.9 
48.9 

25.9 

37.4 

29.6 

10.4 
24.8 

26.0 

37.6 

66.5 

59.0 

56.8 

68.0 

94.4 

86.7 

43.2 

26.2 
35.1 

67.2 

62.7 

51.0 

電影

廣播

報紙

雜誌

書籍

數位閱

讀

戲劇戲

曲舞蹈

古典與

傳統音

樂

流行音

樂

視覺藝

術

博物館

文藝民

俗節慶

活動

國(初)

中以

下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研究

所以

上

各類藝文活動參與狀況人口特性分析

教育程度 年齡

․年齡越高對電影、書籍、戲劇戲曲舞蹈、流行音樂的
參與率越低，報紙的參與率則是年齡越高，參與率越
高。

․數位閱讀則以25歲至39歲青年族群較高
․雜誌及文藝民俗節慶活動以壯年族群(40~59歲)的參與

率最高

․教育程度越高對藝文活動參與度越高。
․電影、雜誌、數位閱讀、書籍及視覺藝術的參

與率各教育程度之差異較大。
․報紙、戲劇戲曲舞蹈、古典及傳統音樂及文藝

民俗節慶活動的參與率各教育程度差異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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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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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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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戲曲

舞蹈

古典與傳

統音樂

流行音樂

視覺藝術

博物館

文藝民俗

節慶活動
30,000
元以下

30,001~
50,000
元

50,001
元以上

53.1 

42.9 

50.0 

76.5 

69.4 

45.9 

42.7 
39.0 

42.0 

60.9 

44.3 

20.9 
27.7 

52.4 

電影

廣播

報紙

雜誌

書籍

數位閱讀

戲劇戲曲

舞蹈

古典與傳

統音樂

流行音樂

視覺藝術

博物館

文藝民俗

節慶活動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及其他地區

地區

各類藝文活動參與狀況人口特性分析

個人月收入

․除電影外，其餘各項藝文活動參與率以收入在5萬以
上者最高

․以雜誌及廣播的參與率與其他收入級距者差異較
大，戲劇戲曲舞蹈、音樂類、文藝民俗節慶活動的參
與率差異較小

․電影參與率以收入在3至5萬者之參與率最高

․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及其他
地區在大多數項目的參與率差異並不大

․北部地區民眾在電影、書籍及雜誌的參與比率
最高，在文藝民俗節慶的參與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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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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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41.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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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民俗節慶

活動

學生 家管及無業 退休人員

各類藝文活動參與狀況人口特性分析

․在有職業者中，從事服務業者在各藝文活動的參與率較從事製造業者高，但差異程度不大，從事農林漁牧業者
對藝文活動的參與率最低

․學生族群在電影、書籍、數位閱讀、戲劇戲曲舞蹈、流行音樂、古典及傳統音樂的參與率明顯高於其他族群。
․報紙則以退休人員參與率最高。

• 各類活動參與率在性別及居住地區差異程度不大，男性民眾在閱讀報紙、聽廣播、文藝民俗節慶活動的參與率
略高於女性，(雜誌、書籍、數位閱讀、戲劇戲曲舞蹈、古典及傳統音樂、視覺藝術、博物館)則為女性略高於
男性

• 北部地區民眾在電影、書籍及雜誌的參與比率最高
• 職業亦會影響民眾的參與，但職業狀況與民眾之年齡有相當大的關係。
• 教育程度、年齡及收入為影響民眾文化參與的重要因素，未來政策上可因應年齡、教育程度不同者規劃不同的

方案以促進民眾之付費參與。

職業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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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付費意願



藝文活動付費意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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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42.1%

50.7%

15.2%
23.2%

30.8%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流行音樂 古典與

傳統音樂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舞蹈 視覺藝術

次

年

觀賞次數 付費次數占比

2.2 
3.1 2.6 

1.9 

0.4 

4.4 

0.2 0.3 0.2 0.0 0.0 0.2 

41.8% 33.8%

57.5%

29.3%

30.7% 32.0%

76.5%

64.0%

91.3% 88.3%
75.5%

61.2%

0

2

4

6

8

10

流行音樂 古典與

傳統音樂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舞蹈 視覺藝術

次

年

觀賞次數 觀賞外國團體次數

付費次數占比 觀賞外國團體付費次數占比

•民眾在藝文參與上，
雖以免費次數較多，
但在流行音樂、古典
與傳統音樂、現代戲
劇及視覺藝術的付費
比率亦有3成。

•各類活動付費次數以
現代戲劇付費占比最
高，占57.5%
•付費活動占比上，觀
賞外國個人/團體付費
演出占比高於全部活
動付費占比，可能因
外國團體來臺演出為
經過篩選與評估，民
眾重視的為活動的內
容，因此對於有品質
的活動較願意付費觀
賞

全體
民眾
藝文
觀賞
付費
概況

六都
民眾
藝文
觀賞
付費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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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花費, 

25.6%

300元及以

下, 8.4%

301~500元, 

12.9%501~1000元, 

20.8%

1001~2000
元, 12.1%

2001~3000
元, 6.1%

3000元以上, 

4.7%

不知道, 

9.4%

表演活動願意付費最高金額與比率

․最高願付金額上，不願意花費者占25.6%。500元以
下占21.3%，500~1000元以上占20.8%，1000元以上者
占22.9%。

․女性願意付費的比率較男性高，年輕族群願意付費
的比率最高，教育程度高者付費意願較高，北部地
區付費意願較其他地區高，學生付費意願亦較高。

․有觀賞藝文表演者，願意付費的比率高，達83.6%，
高於未觀賞者，有付費觀賞者，願意付費的比率更
高達89.3%。

  不願意花費 願意花費 不知道 

總計 總計 25.6% 65.0% 9.4% 

性別 男性 28.7% 62.3% 9.0% 

女性 22.5% 67.7% 9.8% 

年齡 15-19歲 16.8% 78.1% 5.1% 

20-29歲 11.3% 83.6% 5.0% 

30-39歲 19.4% 75.4% 5.2% 

40-49歲 24.1% 68.0% 7.9% 

50-59歲 29.7% 57.4% 12.9% 

60-64歲 35.7% 49.8% 14.6% 

65歲及以上 48.1% 34.3% 17.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57.2% 22.3% 20.5% 

初中、國中 41.7% 43.3% 15.0% 

高中、高職 29.1% 59.4% 11.5% 

專科/大學 17.8% 76.2% 6.0% 

研究所以上 10.9% 85.4% 3.7% 

不知道/拒答 52.7% 12.0% 35.3% 

地區 北部地區 24.2% 67.9% 7.9% 

中部地區 27.8% 61.6% 10.6% 

南部地區 25.5% 63.8% 10.7% 

東部及其他地區 28.3% 62.8% 8.9% 

是否為學生 非學生 27.1% 63.0% 10.0% 

學生 14.9% 80.0% 5.1% 

曾就讀文化

學科 

非文化相關學科 27.0% 63.3% 9.7% 

文化相關學科 13.6% 80.2% 6.2% 

觀賞藝文表

演 

未觀賞 36.7% 52.6% 10.7% 

有觀賞 9.0% 83.6% 7.4% 

付費觀賞藝

文表演 

未付費觀賞 30.5% 59.4% 10.1% 

有付費觀賞 4.3% 89.3% 6.4% 

 

藝文活動付費意願2

民眾對於觀賞藝文表演活動付費意願高，過去
一年未付費觀賞者仍有近六成民眾表示願意付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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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15.6%

不願意

53.3%
4折及以下,5.0%

5折,26.3%

6折,11.1%

7折,20.7%

8折,24.0%

9折,2.7%

不知道,10.3%

願意

31.1%

表演活動優惠票購買意願

․若市場推行對於賣不出的表演藝術活動票券，以更優
惠的價格賣出，願意購買的民眾占31.1%，表示不願
意購買的占53.3%。願意購買者其願意購買的折扣數
以5折占比最高，其次為8折。

․女性對優惠票購買意願高於男性，年齡越低對優惠票
購買意願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對優惠票購買意願越
高，學生、曾就讀文化相關科系者對優惠票購買意願
較高。

․過去一年有觀賞藝文表演者對優惠票購買意願為
42.3%，有付費觀賞者對優惠票購買意願為47.6%，未
觀賞者及未付費觀賞者對優惠票購買意願並不高

藝文活動付費意願3
 
  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總計 總計 31.07% 53.31% 15.62% 

性別 男性 28.33% 56.14% 15.53% 

女性 33.80% 50.49% 15.71% 

年齡 15-19歲 43.61% 46.45% 9.95% 

20-29歲 43.22% 42.00% 14.78% 

30-39歲 35.47% 47.57% 16.97% 

40-49歲 32.25% 51.94% 15.81% 

50-59歲 24.92% 56.76% 18.32% 

60-64歲 20.97% 63.10% 15.93% 

65歲及以上 15.20% 71.13% 13.67%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1.31% 76.69% 12.00% 

初中、國中 13.13% 72.17% 14.70% 

高中、高職 28.49% 57.04% 14.46% 

專科/大學 36.51% 46.27% 17.22% 

研究所以上 44.89% 39.49% 15.62% 

不知道/拒答 33.81% 66.19%   

地區 北部地區 31.08% 53.92% 15.01% 

中部地區 30.55% 52.71% 16.73% 

南部地區 31.41% 53.24% 15.35% 

東部及其他地區 31.98% 49.81% 18.21% 

是否為學生 非學生 29.19% 54.72% 16.09% 

學生 44.70% 43.12% 12.18% 

曾就讀文化

學科 

非文化相關學科 29.61% 54.79% 15.60% 

文化相關學科 43.94% 40.28% 15.78% 

觀賞藝文表

演 

未觀賞 23.57% 65.00% 11.43% 

有觀賞 42.33% 35.77% 21.90% 

付費觀賞藝

文表演 

未付費觀賞 27.21% 58.28% 14.51% 

有付費觀賞 47.60% 32.01% 20.38% 

 

雖優惠票仍會提高購賣意願，但效益不大，未
付費觀賞者購買意願並不高



國立
文化
設施
收費
人次
概況

․新北市政府2016年5月通過新北市公立博物館收費案，7月1日正式上路，每人每次80元；新北市
民、未滿12歲與年滿65歲者、身心障礙者及陪同者、年滿55歲的原住民、低收入戶、博物館學
會員及持有志願服務榮譽卡志工，仍維持免費。

․新北市公立博物館包括淡水古蹟博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黃金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坪林
茶業博物館，自免費入館以來，參觀人次呈爆炸性成長，2015年總人次近800萬，是2008年、
207萬人次的近4倍。

․大量民眾湧入公立博物館，卻讓參觀品質卻嚴重下降，新北市文化局在2015年進行民調，有高
達78％的受訪者認為應收取門票

39,915,428 

42,589,176 41,678,944 
43,067,765 

28.1%
26.0%

27.3%
30.3%

35,500,000

37,500,000

39,500,000

41,500,000

43,500,000

45,500,000

47,50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人次

年

觀賞次數 付費次數占比

地方
政府
博物
館收
費政
策

藝文活動付費概況

•國立文化設施參觀人
次逐年增加，2014年
30家國立文化設施參
觀人次達4,306萬人次
•自2012年以來，國立
文化設施付費參觀人
次占比逐年增加，
2014年為30.3%。

國立文化設施付費參觀比率近3年逐年升高，地方政府亦有縣市欲對博物館採取付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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