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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07 年度傳統藝術展演活動性別統計分析暨改善措施 

 

一、概述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傳統藝術之傳承、推廣

與發展為核心業務工作，每年均規劃超過百場以上的展演活

動，本次性別統計分析報告，主要係透過「劇／樂團各場年度

公演、季公演、專題音樂會之演出及工作人員」、「傳統藝術人

才培育計畫」、「傳統藝術相關調查研究或資料徵集計畫」、「補

助團隊團長」、「傳藝園區志工」、「工藝師作品展示」、「傳藝園

區參觀人數」等項目之統計結果，進行性別統計分析，藉以瞭

解傳統藝術展演領域在臺前幕後人員、觀眾參與人數、人才培

育、團隊補助等項目之兩性別參與統計結果，作為規劃相關傳

統藝術推廣之參考。 

二、性別統計結果分析 

本中心根據目前職掌之核心工作，將性別統計數據歸納為七大

項目，並整理 107 年度相關工作內容之性別統計資料。 

(一)劇／樂團年度演出： 

本中心所屬劇樂團包括國光劇團、臺灣豫劇團、臺灣國樂團

每年皆辦理超過百場之傳統戲曲與音樂演出活動，提供傳統

表演藝術人才有演出的舞台。107 年，共計有 4,763 人次參

與演出工作，其中 2,243 人次為男性，占 47.09%；2,520 人

次為女性，占 52.91%。性別統計結果女性多於男性(多出約

6%)，分析原因係因本中心所屬劇樂團之演出人員及工作人

員性別分布以女性佔多數，但相較於 106 年度男女性別比率

差距已減少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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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才培育 

本中心 107 年度，針對傳統藝術人才培育計規劃 7 項培訓計

畫，包括「劇場專業人才培育計畫」、「京劇青年團團員培訓計

畫」、「特約指揮助理」、「特約演奏團員」、「民間戲曲後場人才

培育計畫」、「107 年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傳習演出計畫」、「107

年接班人傳統工藝示範與推廣計畫」，接受培訓人數總共 80

人，其中 40 人為男性，占 50%、40 人為女性，占 50%。其中

「特約指揮助理」男性學員占比為 100%，反應目前指揮人員以

男性居多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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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作業 

本中心每年皆辦理傳統藝術補助作業，鼓勵民間傳統藝術團隊進

行傳統藝術之展演及傳習等活動，本次調查 107 年度補助之團隊

及補助金額，共計 64 團，補助新臺幣 11,403 千元整。其中補助

45 團由男性團長帶領之團隊，占 70.31%，補助新臺幣 6,773 千

元整，占 59.40%；補助 19 團由女性團長帶領之團隊，占

29.69%，補助新臺幣 4,630 千元整，占 40.6%。顯示雖然傳統戲

曲演出人員以女性居多，惟領導者(團長)仍以男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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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賽夏族音樂調查計畫暨拉阿魯哇族音樂調查計畫 

    本中心臺灣音樂館於 107 年辦理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賽夏族

音樂調查計畫，對 37 位歌者進行研究，其中 13 位為男性歌者，

占 35%、24 位為女性歌者，占 65%；拉阿魯哇族音樂調查計

畫，對 22 位歌者進行研究，其中 7 位為男性歌者，占 32%、15

位為女性歌者，占 68%，顯示被研究的歌者以女性占大多數。 

 

(五)傳藝園區展示館展出 

本中心宜蘭傳藝園區展示館 107 年延續辦理工藝·經典·美學-盡

看臺灣百年工藝特展，共計展出 244 件工藝師之作品，其中 186

件為男性工藝師作品，占 76.20%、58 件為女性工藝師作品，占

23.8%，參展男性工藝師 170 位、女性工藝師 56 位，男女性工藝

師占比為 75.2%:24.8%，此可能與傳統工藝生態中男性工藝師多

於女性工藝師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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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宜蘭傳藝園區及臺灣戲曲中心志工服務 

本中心成立志工團提供機會有意願參與文化服務之民眾加入服

務，截至 107 年共招募 100 位志工，其中宜蘭傳藝園區志工 72

人，男性志工 35 人，占 49%、女性志工 37 人，占 51%；臺灣

戲曲中心志工 36 人，男性志工 7 人，占 25%、女性志工 21 人，

占 75%。數據顯示參與本中心志工團以女性佔較多數。 

 

(七)宜蘭傳藝園區參訪人數 

本中心傳藝園區 107 年有約 106 萬以上人次造訪，本中心每年皆

委託專業單位進行園區滿意度調查評析，107 年分別依遊客屬性

類型作調查，A 卷為一般遊客、B 卷為教師、C 卷學生，以上三

種問卷之數量及性別統計數據如下：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人數合計 

A 卷 924 43.1% 1222 56.9% 2146 

B 卷 8 72.7% 3 27.3% 11 

C 卷 47 52.2% 43 47.8% 90 

依調查結果顯示一般遊客(A 卷)、預約學生團(C 卷)之性別比例

大約為各半，園區辦理之各項展演活動皆適合各性別參與。受訪

教師(B 卷)以男性受訪者較多。 

分析 107 年度受訪遊客性別比例，男女比例大約各半，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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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偏好，教師比例落差稍大，教師以男性受訪者較多，可能

受來參訪學校所屬地域性別分布而有影響。 

 

 (八) 臺灣戲曲中心展演活動參與觀眾之性別比 

臺灣戲曲中心 107 年度參與觀眾人數計 142,471 人次，其中男性

觀眾 42,741 人次,占 30%;女性觀眾 99,730 人次,占 70%，顯示觀

賞傳統藝術表演以女性占多數。 

 

三、 本中心改善措施 

本次性別統計分析資料將提供本中心各業務單位參考，做為日

後辦理展演活動時能注意性別相關問題， 期達到性別平等的目

標。107 年度劇/ 樂團年度公演、專題音樂會演出工作人員性別

比分布仍以女性佔多數，但相較於 106 年度男女性別比率差距

已減少 21%。另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賽夏族音樂調查計畫暨拉

阿魯哇族音樂調查計畫、臺灣戲曲中心志工服務及臺灣戲曲中

心展演活動參與觀眾之性別分布比例亦仍以女性居多;而補助作

業以由男性團長帶領之團隊居多，前述各項計畫未來仍應加強

相關鼓勵措施，在規劃辦理過程中，仍需注意參與者性別比例

之問題以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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