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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13 年度民眾參訪滿意度問卷調查統計、分析 

114.01 

一、 前言： 

本中心於 113 年重新設計民眾參訪滿意度問卷調查表，性別欄

內容新增「 跨性別」欄位「，另增加針對提供樂齡休憩環境與設施「 

親善廁所（包含哺集乳室 性別友善廁所 無障礙廁所等），以

及其他無障礙設施「 各項親善服務等進行問卷調查「 本次調查樣

本計 54份  

二、 調查期間：113 年 11 月「 28「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三、 調查方式：：以服務台「 導覽活動「 民意信箱及現場發放等方式進

行觀眾滿意度抽樣調查  

四、 問卷內容： 

（一） 本問卷提問計 6大題，採 5段式量表  

（二） 另設計開放性建議事項欄「，鼓勵民眾依自由意志提供意見與建

議  

（三） 問卷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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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滿意度問卷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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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整體硬體設施： 

• 建築空間「：大多數受訪者「（51 人「：94.5%）對建築空間非常滿意

或滿意「，顯示大部分人對空間的設計和使用感受非常正面「，只有

少數人表達不滿意  

• 休憩設施「：46 人「（85.2％）對休憩設施非常滿意或滿意「，顯示出

設施在休息方面的功能相對符合需求「 不過「，有部分人覺得普通

或感到非常不滿意，表明休憩設施仍有改進空間  

• 親善廁所「：大部分人「（39 人「 72.2％）對廁所的設施感到非常滿

意「，少數不滿意「，說明大多數人對廁所的設施和便利性印象良好「  

• 停車設施：42人（77.「8％）對停車設施非常滿意或滿意  

• 指引標示「：52 人「（96.3％）對指引標示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顯

示指示標誌的清晰度和導向性大多符合使用者需求  

• 無障礙設施「：大多數人「（50 人「 92.6％）對無障礙設施感到非常

滿意或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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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整體展覽： 

• 展示主題「：52 人「（96.3％）對展示主題非常滿意或滿意「，顯示主

題選擇和呈現的內容大致符合大多數參觀者的期望  

• 動線「：53 人「（98.2％）對展覽的動線非常滿意或滿意「，顯示參觀

者對展覽空間的流線設計有很好的印象  

• 內容「：51 人「（94.5％）對展覽內容非常滿意或滿意「，顯示內容深

度和品質獲得大多數受訪者的認同  

• 展示手法「：50 人「（92.6％）對展示手法非常滿意或滿意「，顯示展

示方法有效吸引並使參觀者更易理解和參與展覽  



10 

 

 

C.3.： 整體服務： 

• 人員服務品質「：52 人「（96.3％）對人員服務品質非常滿意或滿意「，

顯示服務人員的態度和專業性獲得大多數受訪者的高度認可  

• 導覽服務品質「：45 人「（83.3％）對導覽服務非常滿意或滿意「，但

仍有提升空間  

• 各項親善服務「：47 人「（87％）對親善服務非常滿意或滿意「，惟少

數人表示不滿意「，顯示服務設施和員工在提供親切服務方面做得

比較到位，但仍有改善空間  

總結與建議： 

整體而言「，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設施和服務獲得參觀者的高度滿意「 

特別是在建築空間「 展示主題「 動線設計和人員服務品質等方面表現

突出 惟休憩設施 停車設施和無障礙設施仍有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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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滿意度問卷調查分析： 

根據 54份有效問卷的性別比例「，男性 17人「（31.5%） 女性 37

人「（68.5%），顯示女性參觀者比例較高「，此結果由性別平等與友

善平權的角度進行分析如下： 

(一) 性別比例與性別平等： 

 女性參觀者遠多於男性「（約 2:1），可能反映出女性對此類型展覽

或文化活動興趣較高「，或展覽內容「 推廣方式較符合女性族群的

需求  

 亦可能顯示男性對文化展覽的參與度較低，未來在活動規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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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思考如何設計更具性別包容性的展覽主題與活動「，以吸引更多

男性 非二元性別者參與  

建議： 

✔「展覽策劃納入多元性別觀點「，確保展覽內容不偏向單一性別需求「，

例如增加對性別角色探討 男性也能共鳴的議題  

✔「行銷宣傳時使用更中性、多元的語言與形象設計，避免特定性別

導向的廣告  

(二)動機與性別關聯性： 

 主要參觀動機為「 對展覽有興趣」(57.4%)「，其次是「 紓解壓力「 

純粹休閒」(18.5%)  

 若進一步分析「，可能女性較容易透過文化活動尋找休閒與情感共

鳴「，而男性則較少透過此類活動來紓壓或學習「 亦可能反映出性

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例如男性較少被鼓勵參與文化展覽「 社會對

男性的興趣期待與行為模式有既定框架  

建議： 

✔「舉辦性別友善主題活動，如性別平等 LGBTQ+文化 女性藝術

展覽，讓不同性別背景的觀眾都能找到共鳴點  

✔「透過男性受訪者意見調查： 進一步了解他們對參觀的態度與障礙「，

並根據回饋調整展覽內容或宣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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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播媒體與性別影響： 

 根據數據顯示 LINE 為要的資訊傳播媒介（64.8%），其次是

Facebook（42.6%）和 Instagram（35.2%）  

 LINE 與 Facebook 是最主要的資訊管道，這兩個平台的使用者

男女比例較為均衡，顯示資訊傳遞上並無明顯性別落差 

Instagram使用率高「，而該平台的女性用戶比例通常較高「，可能

與女性較積極參與展覽的結果相符  

 若想提升男性或多元性別族群的參與度「，可考慮擴展至其他更具

性別多樣性的傳播管道，如「 YouTube Podcast 等  

建議： 

✔「 維持 Facebook 現有宣傳力度，並嘗試拓展 LINE YouTube 影

片行銷，以影像與紀錄片方式吸引不同性別族群參與文化活動  

(四)友善平權與性別包容度的提升： 

 此次問卷未有 LGBTQ+族群的參與情況「，但性別平權的推動應納

入更多元的性別認同群體，例如非二元性別者 跨性別者等  

 展覽場地與環境設計是否符合性別友善標準，例如： 

• 是否設有無性別廁所或友善標示 

• 是否提供多元家庭友善空間 

• 展覽內容是否避免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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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確保展覽空間與服務符合性別友善標準，例如提供無性別廁所 

使用包容性語言 培訓工作人員對多元性別友善的應對方式  

✔： 舉辦性別平權相關展覽或講座「，提高社會對不同性別經驗的理解「，

讓參觀者在文化活動中學習性別平權概念  

七、結論： 

 女性參觀者遠多於男性「，顯示展覽可能更吸引女性「，但未來可考

慮如何吸引更多男性與非二元性別者參與  

 性別刻板印象仍可能影響參觀動機「，應思考如何設計更具包容性

的活動與行銷策略  

 社群媒體行銷方式應擴展至更具性別多樣性的管道「，如 YouTube

等  

 場地設施與展覽內容應確保符合性別友善標準「，例如無性別廁所「 

多元家庭友善空間等  

 透過性別平權主題展覽與講座「，提升社會大眾的性別意識「，推動

更平等的文化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