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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為瞭解國人對於文化與文化教育的看法，包含了解與認識各種文

化的場合與態度、語言弱化是否造成傳統文化流失，以及接觸、落實

或影響文化教育的構面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別規劃本次

國人對於「文化」、「文化教育」的看法調查，藉以探討國人在文化與

文化教育落實的想法。 

二、研究方法 

(一)調查範圍及對象 

以臺灣地區(包含金門縣、連江縣)為調查範圍，並以調查範圍內

15~59 歲成員為調查對象。 

(二)抽樣方法 

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進行抽樣，以各縣市為分層，並按各縣市

(層)15~59 歲人口數占母體人口總數的比例進行樣本分配。 

以典通公司之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具備之完整臺灣地

區各縣市住宅電話為抽樣母體，並採電話後 2 碼 RDD(Random-digit 

dialing)抽樣，公司行號及營業用等電話於訪問之前排除。 

(三)調查方法 

本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配合「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

進行調查。 

(四)調查期間 

本調查期間為 113 年 9 月 7 日(六)至 9 月 9 日(一)，調查時間為

平日晚間時段(18:30~22:00)、例假日全天時段(9:00~22:00)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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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內容 

調查內容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提供調查問卷，並由典通

公司協助問卷內容的潤飾與修正，問卷內容的潤飾與修正以不影響問

卷題意為原則，潤飾與修正目的在使受訪者更容易理解題目意涵，以

及方便作答。依據調查目的，可分為： 

➢ 對家中使用語言影響文化的看法 

⚫ 國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 

⚫ 國人認為「在家中使用語言的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

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 

➢ 對文化教育的看法 

⚫ 家庭生活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 

⚫ 「生活環境（包含社區鄰里、地理人文）」會不會影響我

們對於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 

⚫ 「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含各級學校）」會不會影響我

們對於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 

➢ 對文化產品的看法 

⚫ 國人接觸比較多的文化產品 

⚫ 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

育」 

⚫ 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私人拜訪的原因 

⚫ 認為AR、VR、3D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

「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 受訪者基本資料 

⚫ 性別 

⚫ 年齡 

⚫ 族群別 

⚫ 教育程度 

⚫ 職業別 

⚫ 有無子女 

⚫ 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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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話樣本接觸狀況 

本次調查共計撥出 35,960 通電話號碼，其中 15,994 通是因為隨

機抽樣所產生的空號號碼，成功接聽的電話數為 4,565 通，成功完成

1,070 位受訪者。 

參考 AAPOR 之定義1，本調查之接觸率為 19.8%，成功訪問率為

32.0%，拒訪率為 7.9%，電話訪問之完整接觸狀況請參考表 1。 

表1  電話樣本接觸狀況彙整表 

接觸狀況 撥號數 
百分比 

(%) 

有效撥號 

(%) 

總計 35,960 100.0 100.0 

I.成功訪問 1,070 3.0 6.3 

P.約訪 873 2.4 5.2 

R.中途拒答與拒訪 1,341 3.7 7.9 

NC：無法聯繫(如無人接聽、答錄機等) 10,420 29.0 61.6 

O：其他類型(如生理或心理因素無法接受

訪問) 
61 0.2 0.4 

UH：無法判定是否為合格電話數住戶數

(如忙線) 
3,145 8.7 18.6 

UO：其他種類未知類型 - - - 

公司行號 1,093 3.0 

 

傳真 680 1.9 

空號 15,994 44.5 

暫停使用 63 0.2 

配額已滿 52 0.1 

無合格受訪者 1,168 3.2 

  

 

1見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16. Standard Definitions: Final 

Disposition of Case Codes and Outcome Rates for Surveys. 9th edition. Lenexa, 

Kansas:AAPOR.http://www.aapor.org/AAPOR_Main/media/publications/Standard-Definitions20169th

edition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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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樣本特性分析 

本次調查共完成有效樣本 1,070 份，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

誤差為±3.00 個百分點。計算公式如下： 

±𝑍𝛼
2
× √

�̂�(1 − �̂�)

𝑛 − 1
(
𝑁 − 𝑛

𝑁
) 

n=樣本數 

N=母體數 

�̂�以 1/2(最大可能機率)代入 

95%信賴區間，α=0.05，查表後，其值等於 1.96 

 

本次調查回收樣本與母體進行適合度檢定，由於縣市別方面進行

增補，因此結構與母體具顯著差異，本研究依據內政部 112 年 12 月

發布之戶籍人口數進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縣市別」

之加權，加權方式採用「多變項反覆加權」(Raking)方式，依序以各

人口變項進行權數調整，加權後之樣本結構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及縣市別具有母體代表性，後續皆以加權推估後的樣本結構進行各項

分析及推估。其加權前後樣本與母體之結構，請參考表 2 及表 3。 

表2  加權推估前後樣本與母體之結構-按性別及年齡分 

單位：人；% 

項目別 
母體 加權前樣本數 加權後樣本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卡方檢定 
(P 值) 總計 14,575,323 100.0 1,070 100.0 1,070 100.0 

性別       

0.9951 男 7,318,938 50.2 479 44.8 537 50.2 

女 7,256,385 49.8 591 55.2 533 49.8 

年齡       

1.0000 

15~19 歲 1,036,497 7.1 87 8.1 76 7.1 

20~24 歲 1,312,835 9.0 93 8.7 96 9.0 

25~29 歲 1,546,787 10.6 98 9.2 113 10.6 

30~34 歲 1,592,344 10.9 96 9.0 117 10.9 

35~39 歲 1,648,966 11.3 137 12.8 121 11.3 

40~44 歲 2,002,576 13.7 136 12.7 147 13.8 

45~49 歲 1,892,585 13.0 205 19.2 139 13.0 

50~54 歲 1,764,060 12.1 109 10.2 130 12.1 

55~59 歲 1,778,673 12.2 109 10.2 131 12.2 

母體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112 年 12 月縣市人口數。 

註：P 值>0.05 表示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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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加權推估前後樣本與母體之結構-按教育程度及縣市別分 

單位：人；% 

項目別 
母體 加權前樣本數 加權後樣本數 

卡方檢定 
(P 值)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14,575,323 100.0 1,070 100.0 1,070 100.0 

教育程度       

1.0000 

小學及以下 136,444 0.9 3 0.3 10 0.9 

國初、中 1,078,033 7.4 30 2.8 79 7.4 

高中、職 4,445,375 30.5 224 20.9 326 30.5 

專科 1,674,347 11.5 98 9.2 123 11.5 

大學 5,652,364 38.8 536 50.1 415 38.8 

研究所及以上 1,588,760 10.9 179 16.7 117 10.9 

縣市別       

1.0000 

新北市 2,542,645 17.4 186 17.4 187 17.4 

宜蘭縣 277,054 1.9 20 1.9 20 1.9 

桃園市 1,494,433 10.3 110 10.3 110 10.2 

新竹縣 378,878 2.6 28 2.6 28 2.6 

苗栗縣 331,406 2.3 24 2.2 24 2.3 

彰化縣 769,056 5.3 56 5.2 56 5.3 

南投縣 288,832 2.0 21 2.0 21 2.0 

雲林縣 404,251 2.8 30 2.8 30 2.8 

嘉義縣 293,503 2.0 22 2.1 21 2.0 

屏東縣 489,897 3.4 36 3.4 36 3.4 

臺東縣 130,483 0.9 10 0.9 10 0.9 

花蓮縣 193,962 1.3 14 1.3 14 1.3 

澎湖縣 68,525 0.5 6 0.6 5 0.5 

基隆市 222,861 1.5 16 1.5 16 1.5 

新竹市 288,604 2.0 21 2.0 21 2.0 

臺中市 1,819,504 12.5 133 12.4 134 12.5 

嘉義市 163,193 1.1 13 1.2 12 1.1 

臺南市 1,152,129 7.9 84 7.9 85 7.9 

金門縣 94,619 0.6 7 0.7 7 0.6 

連江縣 9,376 0.1 1 0.1 1 0.1 

臺北市 1,459,849 10.0 107 10.0 107 10.0 

高雄市 1,702,263 11.7 125 11.7 125 11.7 

母體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112 年 12 月人口數。 

註：P 值>0.05 表示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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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樣本特性分析表 

單位：人；% 

項目別 人數 百分比 項目別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總計 1,070 100.0 

性別   年齡   

男 537 50.2 15~19 歲 76 7.1 

女 533 49.8 20~24 歲 96 9.0 

教育程度   25~29 歲 113 10.6 

小學及以下 10 0.9 30~34 歲 117 10.9 

國初中 79 7.4 35~39 歲 121 11.3 

高中職 326 30.5 40~44 歲 147 13.8 

專科 123 11.5 45~49 歲 139 13.0 

大學 415 38.8 50~54 歲 130 12.1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9 55~59 歲 131 12.2 

縣市別   族群別   

新北市 187 17.4 閩南人 783 73.2 

宜蘭縣 20 1.9 客家人 119 11.2 

桃園市 110 10.2 大陸各省市人 55 5.1 

新竹縣 28 2.6 原住民 15 1.4 

苗栗縣 24 2.3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0.6 

彰化縣 56 5.3 新住民(原外國籍) 7 0.7 

南投縣 21 2.0 閩東人 2 0.1 

雲林縣 30 2.8 台灣人 60 5.6 

嘉義縣 21 2.0 不知道/拒答 23 2.1 

屏東縣 36 3.4 職業別   

臺東縣 10 0.9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3.2 

花蓮縣 14 1.3 專業人員 120 11.2 

澎湖縣 5 0.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4.9 

基隆市 16 1.5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3.8 

新竹市 21 2.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7 

臺中市 134 12.5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2 

嘉義市 12 1.1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5.4 

臺南市 85 7.9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7.6 

金門縣 7 0.6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4.5 

連江縣 1 0.1 待業/無業 68 6.3 

臺北市 107 10.0 退休 19 1.8 

高雄市 125 11.7 家管 74 6.9 

有無子女   學生 117 10.9 

有未成年子女 285 26.7 軍人 11 1.1 

有 0~12 歲子女 211 19.7 拒答 6 0.5 

有 13~17 歲子女 119 11.1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20.9    

沒有子女 56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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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分析 

依據調查內容分為「國人族群身分認同」、「對家中使用語言影響

文化的看法」、「對文化產品的看法」、「對文化教育的看法」四個面向

來進行探討，分述如下： 

一、國人族群身分認同 

受訪民眾有 73.2%認為自己是「閩南人」、11.2%自認為是「客家

人」、5.6%為「台灣人」、5.1%為「大陸各省市人」、1.4%為「原住民」、

1.3%為「新住民（含原大陸、港澳及外國籍）」、0.1%為「閩東人」，

另有 2.1%表示不知道/拒答。 

 

圖1  國人族群身分認同 

  

73.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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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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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族群身分認同

%
樣本數：1,0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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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家中使用語言影響文化的看法 

(一)國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 

受訪民眾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以「國語」(68.6%)較高，其

次為「閩南語」(29.7%)，另有「客語」(1.4%)、「原住民語」、「英語」、

「其他」各占 0.1%。 

 

圖2  國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國人認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

語言」，經卡方獨立性檢定在有無子女及地區別沒有顯著差異，在不

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族群別及職業別因為有 25%以上統計格期

望值低於 5，此現象會造成檢定結果不穩定，因此以下數據分析僅供

參考。 

◆ 年齡：隨著年齡的提高，平常在家中主要使用閩南語的比例越高，

其中 15~49 歲的青、壯年族群在家中使用國語的比例較高，與閩

南語有明顯的差距，而 50~59 歲受訪者兩種語言的差異不大，其

中 55~59 歲受訪者，使用閩南語的比例高於國語。 

◆ 教育程度：整體而言，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平常在家中主要使

用閩南語的比例愈低。 

  

68.6 

29.7 

1.4 0.1 0.1 0.1 
0

20

40

60

80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英語 其他

國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
%

樣本數：1,070人。



9 

(二)在家中使用語言的習慣對原生族群了解程度的影響 

61.5%受訪民眾認為在家中使用語言的習慣會影響對原生族群文

化的了解（27.4%非常有影響、34.1%有些影響），37.6%認為不會影

響對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26.4%不太有影響、11.2%完全沒有影響），

另有 0.9%未表態。 

 

 

圖3  國人認為「在家中使用語言的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

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國人認為「在家中使用語言的習慣

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經卡方獨立性檢定

在有無子女及地區別沒有顯著差異，在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族群別及職業別因為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此現象會造成

檢定結果不穩定，因此以下數據分析僅供參考。 

◆ 性別：女性認為語言使用習慣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

解程度的比例略高於男性。 

◆ 年齡：年齡層愈高者認為在家中的語言使用習慣不會影響我們對

於原生族群文化了解程度的比例愈高。 

◆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愈高者認為在家中的語言使用習慣會影響我

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了解程度的比例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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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文化教育的看法 

(一)家庭生活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 

國人認為在家庭生活之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

以「節俗應時產品」(78.0%)、「宗教祭祀」(71.5%)以及「節俗活動」

(66.2%)較高，其次依序是「生活態度」(58.1%)、「親友往來」(56.4%)

及「飲食習慣」(56.3%)。而「家庭旅遊」(45.5%)、「消費行為」(29.9%)

比例較低，另有 1.5%未表態。 

 

圖4  家庭生活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 

依受訪者性別觀察，男性認為「宗教祭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比

例高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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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環境對原生族群了解程度的影響 

84.2%國人認為生活環境會影響我們對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

（34%非常有影響、50.2%有些影響），15.7%國人認為生活環境不會

影響我們對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4.3%完全沒有影響、11.4%有些影

響），另有 0.1%未表態。 

 

圖5  國人認為「生活環境（包含社區鄰里、地理人文）」會不會影

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國人認為「生活環境（包含社區鄰

里、地理人文）」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經卡方

獨立性檢定在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族群別、職業別、有無子

女及地區別皆因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此現象會造成檢定

結果不穩定，因此以下數據分析僅供參考。 

◆ 教育程度：專科以上學歷者，認為有影響的比例較高。 

◆ 有無子女：有已成年子女的受訪者認為不會影響者，略高於有未

成年子女及無子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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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對原生族群了解程度的影響 

74.3%國人認為學校會影響我們對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35.5%

非常有影響、38.8%有些影響），24.0%國人認為學校不會影響我們對

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6.4%完全沒有影響、17.6%有些影響），另有

1.7%未表態。 

 

圖6  國人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含各級學校）」會不會影

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國人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

（含各級學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的了解程度，經卡方

獨立性檢定在不同性別方面有顯著差異，在有無子女方面則沒有顯著

差異。不同年齡、教育程度、族群別、職業別及地區別則因有 25%

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此現象會造成檢定結果不穩定，故以下數

據分析僅供參考。 

◆ 性別：女性認為學校會影響我們對原生族群了解程度的比例

(76.5%)略高於男性(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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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文化產品的看法 

(一)國人接觸比較多的文化產品 

國人接觸比較多的文化產品，以「影視作品」(60.0%)、「音樂歌

謠（含樂器）」(52.1%)較高，皆超過半數。其次依序為「旅遊、參訪

紀念品(47.8%)、「報刊圖書（文具、卡片）」(41.2%)、「傳統戲曲」(32.6%)、

「繪畫雕塑」(24.7%)及「服裝設計」(20.6%)，另有 0.9%未表態。 

 

圖7  國人接觸比較多的文化產品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20~39 歲受訪者接觸「影視作品」

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年齡層，均高於六成。45~59 歲受訪者接觸「傳

統戲曲」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均高於三成六。而接觸「音樂歌謠

（含樂器）」的比例則呈顯現 M 字型的趨勢，以 15~34 歲、55~59 歲

兩個年齡層為高峰，35~54 歲接觸的比率高低逾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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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

教育」有沒有幫助 

89.3%國人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

「文化教育」有幫助（33.7%非常有幫助、55.6%還算有幫助），9.7%

國人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

沒有幫助（2.0%非常沒有幫助、7.7%不太有幫助），另有 1.0%未表態。 

 

圖8  國人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

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國人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

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經卡方獨立性檢

定，在不同性別及有無子女沒有顯著差異，而在不同年齡、教育程度、

族群別、職業別及地區別皆因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此現

象會造成檢定結果不穩定，因此以下數據分析僅供參考。 

◆ 年齡層：20~24 歲受訪者認為有幫助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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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私人拜訪的原因 

國人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私人拜訪的原因/目的，

以「休閒娛樂」(78.4%)、「尋幽訪勝」(69.3%)以及「體驗外地生活」

(63.8%)較高。其次，包含選擇「學習新知」(63.8%)、「交際聯誼」(48.6%)、

「拜訪親友」(44.8%)及「購物消費」(38.8%)。另有 0.8%未表態。 

 

圖9  國人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私人拜訪的原因/目的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國人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

訪、私人拜訪的原因/目的，男性表示「交際聯誼」及「拜訪親友」

的比例高於女性；沒有子女者表示「休閒娛樂」、「購物消費」的比例

高於其他特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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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R、VR、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

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80.5%國人認為 AR、VR、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

推動「文化教育」有幫助（29.4%非常有幫助、51.1%還算有幫助），

17%國人認為 AR、VR、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

「文化教育」沒有幫助（3.6%非常沒有幫助、13.4%不太有幫助），

另有 2.5%未表態。 

 

圖10  國人認為 AR、VR、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

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依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觀察，國人認為 AR、VR、3D 動畫、電

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經卡方獨立

性檢定在不同性別、有無子女及地區別方面有顯著差異。不同年齡、

教育程度、族群別及職業別則因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此

現象會造成檢定結果不穩定，故以下數據分析僅供參考。 

◆ 性別：女性認為有幫助的比例(82.9%)高於男性(78.0%)。 

◆ 年齡層：隨著年齡層的增加，認為 AR、VR、3D 動畫、電玩遊

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幫助的受訪者愈低。 

◆ 教育程度：專科以上者認為 AR、VR、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

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幫助的比例均高於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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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子女：沒有子女者認為 AR、VR、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

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幫助的比例(83.4%)高於其他特

性者。 

◆ 地區別：居住在高屏離島、中彰投、北北基地區者認為 AR、VR、

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幫助

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地區者，均高於八成三。 

 



附錄一-1 

附錄一、調查問卷 

國人對於「如何從事有效的文化教育」的看法 調查問卷 

小姐/先生您好： 

我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電訪員，我姓 O，正在進行一項「臺灣民眾對文化教

育看法」的訪問，想要請問您幾個簡單的問題，謝謝您。 

請問這裡是住家(住商合一)嗎？(公司、商業電話中止訪問) 

請問您今年幾歲？(若非 15-59 歲，請家中任何一位 15-59 歲的人來接聽電話) 

必要時查詢電話：師範大學國文系電話 02-7749-1748 

Q1. 為了訪問上的需要，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縣市？ 

(01)新北市 (63)臺北市 (03)桃園市 (19)臺中市 (21)臺南市 

(64)高雄市 (02)宜蘭縣 (04)新竹縣 (05)苗栗縣 (07)彰化縣 

(08)南投縣 (09)雲林縣 (10)嘉義縣 (13)屏東縣 (14)臺東縣 

(15)花蓮縣 (16)澎湖縣 (17)基隆市 (18)新竹市 (20)嘉義市 

(28)金門縣 (29)連江縣 (94)其他【請記錄在工作紀錄表】 

(95)拒答 (98)不知道  

Q2. 請問您今年幾歲？(問實際年齡 ) 

(01)15~19 歲 (02)20~24 歲 (03)25~29 歲 (04)30~34 歲 (05)35~39 歲 

(06)40~44 歲 (07)45~49 歲 (08)50~54 歲 (09)55~59 歲  

(95)拒答【中止訪問】 (98)不知道【中止訪問】 

Q3. 請問您是漢人、原住民或是新住民？ 

回答「台灣人」請追問：我們都是台灣人，請問您是漢人、原住民或是新住民？ 

回答「漢人」請追問：請問是閩南人、客家人、閩東人，還是大陸各省市人？ 

回答「新住民」請追問：請問是大陸港澳新住民，還是外國籍新住民？ 

(01)閩南人 (02)客家人 (03)大陸各省市人 

(04)原住民 (05)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06)新住民（原外國籍） 

(07)閩東人 (08)台灣人【至少追問一次才能勾選】  

(09)漢人【至少追問一次才能勾選】 

(94)其他【請記錄在工作紀錄表】  

(95)拒答 (98)不知道 

 

以下請教您對語言與文化的看法。 

必要時可解釋說明： 

「文化」是指社會發展所表現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傳統與信仰，大致可區分為精緻文化

及常民文化；精緻文化如歌舞劇、美術展等文藝創作展演；常民文化如生活起居、過年過節、

飲食消費等。 

Q4. 請問您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什麼語言？ 

(01)國語 (02)閩南語 (03)客語 (04)原住民語 

(05)英語 (94)其他【請記錄在工作紀錄表】 (98)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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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請問您認為在家庭中使用語言的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  

必要時可解釋說明：「原生族群」是指父母所屬族群；可於父母雙方族群擇一認定。 

(01)非常有影響 (02)有些影響 (03)不太有影響 (04)完全沒有影響 

(98)不知道/拒答 

 

「文化教育」是指「學校介紹各種文化的課程，或文教事業的讀經活動等等」，以下請教您對

文化教育的看法。 

若受訪者詢問課程包含什麼，可以舉例說明： 

例如：高中歷史科的「中國文化史」、「西洋文化史」課程、高中國文科的「中國文化基本教

材」課程，或各級學校在課程中介紹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各國文化，以及各種文

教事業的讀經活動等。 

Q6. 請問您覺得家庭生活之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是哪裡？【選項 01~07 隨

機輪替，訪員直接唸出選項供受訪者回答，可複選】 

(01)生活態度  

(02)飲食習慣  

(03)宗教祭祀（含祭祖） 

(04)節俗活動  

(05)親友往來  

(06)消費行為 

(07)家庭旅遊（含參訪、觀光、娛樂）  

(94)其他【請記錄在工作紀錄表】 

(98)不知道/拒答 

Q7. 請問您認為生活環境（包含社區鄰里、地理人文），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

程度？ 

(01)非常有影響 (02)有些影響 (03)不太有影響 (04)完全沒有影響 

(98)不知道/拒答 

Q8. 請問您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含各級學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

程度？ 

(01)非常有影響 (02)有些影響 (03)不太有影響 (04)完全沒有影響 

(98)不知道/拒答 

 

以下請教您對文化產品的看法。 

必要時可解釋說明：「文化產品」包含歌舞、戲劇、圖書、在地特產名產、文創產品等等。 

Q9. 以下有幾種文化產品，請問您個人接觸比較多的是哪些產品？【選項 01~08 隨機輪替，

訪員直接唸出選項供受訪者回答，可複選】 

(01)影視作品 (02)傳統戲曲 (03)音樂歌謠（含樂器） 

(04)繪畫雕塑 (05)服飾設計 (06)報刊圖書（文具、卡片） 

(07)旅遊、參訪紀念品  

(08)節俗應時產品（例如粽子、月餅、元宵燈籠）  

(94)其他【請記錄在工作紀錄表】 (98)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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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請問您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01)非常有幫助 (02)還算有幫助 (03)不太有幫助 (04)非常沒有幫助 

(98)不知道/拒答 

Q11. 除了工作、校外教學以外，您認為一般民眾是為了什麼原因/目的才會參加團體或個人

旅遊、參訪、私人拜訪？【選項 01~07 隨機輪替，訪員直接唸出選項供受訪者回答，可

複選】 

(01)休閒娛樂 (02)尋幽訪勝（古蹟、景點）  

(03)交際聯誼 (04)購物消費  

(05)拜訪親友 (06)學習新知 

(07)體驗外地生活 (94)其他【請記錄在工作紀錄表】  

(98)不知道/拒答 

Q12. 請問您認為 AR、VR、3D 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

幫助？ 

(01)非常有幫助 (02)還算有幫助 (03)不太有幫助 (04)非常沒有幫助 

(98)不知道/拒答 

最後請教一些您的個人問題。 

Q13.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讀到什麼學校)？ 

(01)小學及以下 (02)國、初中 (03)高中、職 (04)專科 

(05)大學 (06)研究所及以上 (94)其他【請記錄在工作紀錄表】 

Q14. 請問您有沒有未成年(未滿 18 歲)的子女？【選項 01、02 可複選，其餘選項為單選】 

回答「有」請追問：請問子女是未滿 12 歲，還是 13~17 歲？（或是都有） 

(01)有 0~12 歲的子女（國小及以下） (02)有 13~17 歲的子女（國中、高中職） 

(03)子女都已成年  (04)沒有子女 

Q15. 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什麼？ 

(0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02)專業人員 

(0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04)事務支援人員 

(0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0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0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0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0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待業/無業  

(11)退休  (12)家管  

(13)學生  (14)軍人 

(90)其他(請說明)_______ (98)不知道/拒答 

Q16. 性別：(訪員自行勾選) 

(01)男 (02)女 (03)其他(多元性別) 

~~我們的訪問到此完成，非常感謝您的協助，祝您有個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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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統計表 

 

 

 

 

 

 

 

統計表說明 

 

 

 

1.統計表是各題答案與基本資料之交叉分配表。  

2.每一橫列的百分比加總應等於100.0%，有些不等於100.0%是因為四捨五入

的關係。「－」表示該交叉格無資料。  

 

 

 



調查時間：113年9月7日至113年9月9日

委託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執行單位：典通股份有限公司

目錄 頁碼

各題項次數分配統計結果 3

表1　國人族群身分認同 7

表2　國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 9

表3　國人認為家庭語言使用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 11

表4　國人認為家庭生活之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 13

表5　國人認為生活環境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15

表6　國人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17

表7　國人接觸比較多的文化產品 19

表8　國人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

　　 有沒有幫助
21

表9　國人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私人拜訪的原因/目的 23

表10　國人認為AR、VR、3D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

　　　教育」有沒有幫助
25

國人對於「如何從事有效的文化教育」的看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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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新北市 187       17.4      

宜蘭縣 20         1.9        

桃園市 110       10.2      

新竹縣 28         2.6        

苗栗縣 24         2.3        

彰化縣 56         5.3        

南投縣 21         2.0        

雲林縣 30         2.8        

嘉義縣 21         2.0        

屏東縣 36         3.4        

臺東縣 10         0.9        

花蓮縣 14         1.3        

澎湖縣 5           0.5        

基隆市 16         1.5        

新竹市 21         2.0        

臺中市 134       12.5      

嘉義市 12         1.1        

臺南市 85         7.9        

金門縣 7           0.6        

連江縣 1           0.1        

臺北市 107       10.0      

高雄市 125       11.7      

總數 1,070    100.0    

15~19歲 76         7.1        

20~24歲 96         9.0        

25~29歲 113       10.6      

30~34歲 117       10.9      

35~39歲 121       11.3      

40~44歲 147       13.8      

45~49歲 139       13.0      

50~54歲 130       12.1      

55~59歲 131       12.2      

總數 1,070    100.0    

Q1.為了訪問上的需要，請

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縣

市？

各題項次數分配統計結果

題目 選項
加權後

Q2、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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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各題項次數分配統計結果

題目 選項
加權後

閩南人 783       73.2      

客家人 119       11.2      

大陸各省市人 55         5.1        

原住民 15         1.4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0.6        

新住民(原外國籍) 7           0.7        

閩東人 2           0.1        

台灣人 60         5.6        

拒答 1           0.1        

不知道 22         2.0        

總數 1,070    100.0    

國語 734       68.6      

閩南語 318       29.7      

客語 15         1.4        

原住民語 1           0.1        

英語 1           0.1        

其他 1           0.1        

不知道/拒答 -       -       

總數 1,070    100.0    

非常有影響 293       27.4      

有些影響 365       34.1      

不太有影響 283       26.4      

完全沒有影響 119       11.2      

不知道/拒答 10         0.9        

總數 1,070    100.0    

生活態度 622       58.1      

飲食習慣 602       56.3      

宗教祭祀（含祭祖） 765       71.5      

節俗活動 708       66.2      

親友往來 604       56.4      

消費行為 320       29.9      

家庭旅遊（含參訪、觀光、娛樂） 487       45.5      

其他 3           0.3        

不知道/拒答 16         1.5        

總數 1,070    100.0    

非常有影響 364       34.0      

有些影響 537       50.2      

不太有影響 122       11.4      

完全沒有影響 46         4.3        

不知道/拒答 1           0.1        

總數 1,070    100.0    

Q3.請問您是漢人、原住民

或是新住民？

Q4.請問您平常在家中生活

使用什麼語言？

Q5.請問您認為在家庭中使

用語言的習慣，會不會影

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

的了解程度？

Q6.請問您覺得家庭生活之

中，最能表現「文化教

育」的具體項目是哪裡？

【可複選】

Q7.請問您認為生活環境（

包含社區鄰里、地理人

文），會不會影響我們對

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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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各題項次數分配統計結果

題目 選項
加權後

非常有影響 379       35.5      

有些影響 416       38.8      

不太有影響 189       17.6      

完全沒有影響 68         6.4        

不知道/拒答 18         1.7        

總數 1,070    100.0    

影視作品 641       60.0      

傳統戲曲 349       32.6      

音樂歌謠（含樂器） 558       52.1      

繪畫雕塑 264       24.7      

服飾設計 221       20.6      

報刊圖書（文具、卡片） 441       41.2      

旅遊、參訪紀念品 512       47.8      

節俗應時產品（例如粽子、月餅、元宵燈籠） 835       78.0      

其他 2           0.2        

不知道/拒答 9           0.9        

總數 1,070    100.0    

非常有幫助 361       33.7      

還算有幫助 595       55.6      

不太有幫助 82         7.7        

非常沒有幫助 21         2.0        

不知道/拒答 11         1.0        

總數 1,070    100.0    

休閒娛樂 839       78.4      

尋幽訪勝（古蹟、景點） 742       69.3      

交際聯誼 520       48.6      

購物消費 415       38.8      

拜訪親友 479       44.8      

學習新知 572       53.5      

體驗外地生活 682       63.8      

其他 2           0.2        

不知道/拒答 9           0.8        

總數 1,070    100.0    

非常有幫助 314       29.4      

還算有幫助 546       51.1      

不太有幫助 144       13.4      

非常沒有幫助 39         3.6        

不知道/拒答 27         2.5        

總數 1,070    100.0    

Q9.以下有幾種文化產品，

請問您個人接觸比較多的

是哪些產品？【可複選】

Q10.請問您認為學校校外

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

訪，對於推動「文化教

育」有沒有幫助？

Q11.除了工作、校外教學

以外，您認為一般民眾是

為了什麼原因/目的才會參

加團體或個人旅遊、參

訪、私人拜訪？【可複

選】

Q12.請問您認為AR、

VR、3D動畫、電玩遊戲等

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

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Q8.請問您認為自己或子女

就讀的學校（含各級學

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

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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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百分比

各題項次數分配統計結果

題目 選項
加權後

小學及以下 10         0.9        

國、初中 79         7.4        

高中、職 326       30.5      

專科 123       11.5      

大學 415       38.8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9      

總數 1,070    100.0    

有0~12歲的子女（國小及以下） 211       19.7      

有13~17歲的子女（國中、高中職） 119       11.1      

子女都已成年 224       20.9      

沒有子女 561       52.4      

總數 1,070    10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3.2        

專業人員 120       11.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4.9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3.8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7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2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5.4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7.6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4.5        

待業/無業 68         6.3        

退休 19         1.8        

家管 74         6.9        

學生 117       10.9      

軍人 11         1.1        

不知道/拒答 6           0.5        

總數 1,070    100.0    

男 537       50.2      

女 533       49.8      

總數 1,070    100.0    

Q15.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

什麼？

Q16.受訪者性別

Q13.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

什麼？

Q14.請問您有沒有未成年

(未滿18歲)的子女？【可複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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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

數

百分

比

總計 1,070 100.0 73.2 11.2 5.1 1.4 0.6 0.7 0.1 5.6 0.1 2.0

性別 a

男性 537 100.0 72.6 10.8 4.8 1.2 0.2 0.2 - 7.2 0.1 3.0

女性 533 100.0 73.8 11.5 5.5 1.5 1.0 1.2 0.3 4.0 - 1.0

年齡層 a

15~19歲 76 100.0 54.8 13.8 6.2 6.6 1.2 - - 11.5 - 5.9

20~24歲 96 100.0 76.8 11.9 3.0 - - 0.9 - 3.1 - 4.3

25~29歲 113 100.0 70.2 12.7 2.0 2.7 - - - 8.5 - 3.9

30~34歲 117 100.0 70.9 15.0 1.3 - - - - 10.2 - 2.6

35~39歲 121 100.0 79.4 9.3 5.3 - - - - 4.3 - 1.8

40~44歲 147 100.0 71.6 12.8 5.5 1.7 - - 1.1 5.0 - 2.4

45~49歲 139 100.0 77.7 9.7 5.6 1.2 1.8 0.4 - 3.3 0.4 -

50~54歲 130 100.0 74.6 9.8 5.4 1.0 2.2 2.4 - 4.5 - -

55~59歲 131 100.0 75.8 7.2 11.1 0.9 - 2.3 - 2.7 - -

教育程度 a

國小及以下 10 100.0 74.6 - - - 25.4 - - - - -

國初、中 79 100.0 78.8 2.4 2.4 2.6 3.6 7.8 - - - 2.4

高中、職 326 100.0 70.4 9.3 6.0 2.8 0.3 - - 9.6 - 1.8

專科 123 100.0 69.2 15.6 5.8 2.0 - - 1.3 4.2 - 2.0

大學 415 100.0 75.4 13.1 4.6 0.3 - 0.3 - 4.0 0.1 2.1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0.0 73.5 11.6 6.3 - - - - 6.2 - 2.5

職業 a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100.0 68.4 18.8 8.6 - - - - 2.4 - 1.9

專業人員 120 100.0 70.4 12.9 7.6 0.4 - - - 8.0 - 0.8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00.0 79.7 11.5 2.1 1.1 - 0.3 - 3.2 0.3 1.7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00.0 79.4 12.8 1.8 - - - 1.1 3.2 - 1.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0.0 76.9 9.9 4.6 2.7 - 2.7 - 3.2 -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00.0 65.1 24.9 - 10.0 - - - -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100.0 82.5 9.2 2.6 - - - - 5.6 -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100.0 73.9 11.4 1.7 - - - - 9.7 - 3.3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100.0 65.2 3.4 4.2 - 11.2 6.3 - - - 9.7

待業/無業 68 100.0 66.1 11.7 10.7 - - - - 10.3 - 1.3

退休 19 100.0 93.5 3.7 2.8 - - - - - - -

家管 74 100.0 73.5 3.1 14.8 4.4 - - - 4.2 - -

學生 117 100.0 63.1 13.8 6.0 2.6 0.8 0.7 - 9.1 - 3.9

軍人 11 100.0 33.7 22.8 8.6 15.9 - - - 9.7 - 9.4

拒答 6 100.0 25.0 - - - - - - 53.6 - 21.4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客家

人

大陸

各省

市人

新住民

(原大陸

、港澳

地區)

新住民

(原外

國籍)

台灣

人
拒答

不知

道

表1　國人族群身分認同

項目別

總計
閩南

人

原住

民

閩東

人

註1：Q3. 請問您是漢人(閩南人、客家人、閩東人，還是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或是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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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

數

百分

比

總計 1,070 100.0 73.2 11.2 5.1 1.4 0.6 0.7 0.1 5.6 0.1 2.0

有無子女 a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100.0 74.0 12.2 4.9 0.9 - 1.3 0.6 5.0 0.2 0.9

有0~12歲的子女 211 100.0 75.7 10.8 4.3 0.3 - 1.7 0.8 4.9 0.2 1.2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100.0 73.1 11.3 7.5 2.1 - - 1.3 4.3 0.4 -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100.0 74.6 8.6 8.1 1.6 2.4 1.4 - 3.3 - -

沒有子女 561 100.0 72.2 11.6 4.1 1.5 0.2 0.2 - 6.8 - 3.4

地區別 a

北北基 310 100.0 74.2 7.1 6.0 - - 1.1 - 9.6 0.2 1.8

臺北市 107 100.0 69.0 6.9 8.5 - - 3.3 - 9.9 - 2.5

新北市 187 100.0 77.0 7.8 4.6 - - - - 9.3 0.3 1.0

基隆市 16 100.0 75.5 - 6.6 - - - - 11.9 - 6.0

桃竹苗 183 100.0 57.9 35.1 5.8 0.4 - - 0.9 - - -

桃園市 110 100.0 61.6 31.0 5.9 - - - 1.4 - - -

新竹縣 28 100.0 33.5 56.6 9.8 - - - - - - -

新竹市 21 100.0 90.7 9.3 - - - - - - - -

苗栗縣 24 100.0 40.6 51.2 5.3 2.9 - - - - - -

中彰投 211 100.0 77.9 5.6 5.1 2.4 1.6 - - 6.0 - 1.4

臺中市 134 100.0 75.1 7.1 6.7 3.2 - - - 6.5 - 1.4

彰化縣 56 100.0 85.1 4.2 - - 1.6 - - 7.3 - 1.8

南投縣 21 100.0 76.0 - 8.9 3.1 12.0 - - - - -

雲嘉南 148 100.0 81.7 4.5 4.0 0.9 - 0.6 - 3.2 - 5.1

雲林縣 30 100.0 71.5 6.6 6.3 - - - - 5.9 - 9.6

嘉義縣 21 100.0 86.8 - - 6.0 - - - 4.2 - 3.0

嘉義市 12 100.0 66.3 16.9 16.8 - - - - - - -

臺南市 85 100.0 86.2 3.2 2.4 - - 1.0 - 2.4 - 4.8

高屏離島 174 100.0 75.5 7.2 4.1 1.3 - 1.8 - 7.3 - 2.8

高雄市 125 100.0 72.8 5.0 5.6 0.9 - 2.5 - 10.2 - 3.1

屏東縣 36 100.0 81.0 15.6 - 3.4 - - - - - -

澎湖縣 5 100.0 79.8 - - - - - - - - 20.2

金門縣 7 100.0 100.0 - - - - - - - - -

連江縣 1 100.0 - 100.0 - - - - - - - -

宜花東 44 100.0 69.5 5.0 4.4 12.3 6.5 - - - - 2.2

宜蘭縣 20 100.0 85.0 4.7 5.6 - - - - - - 4.7

花蓮縣 14 100.0 52.6 8.8 5.8 12.5 20.2 - - - - -

臺東縣 10 100.0 61.8 - - 38.2 - - - - - -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客家

人

大陸

各省

市人

註1：Q3. 請問您是漢人(閩南人、客家人、閩東人，還是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或是新住民？

新住民

(原大陸

、港澳

地區)

新住民

(原外

國籍)

台灣

人
拒答

表1　國人族群身分認同(續)

項目別

總計
閩南

人

原住

民

閩東

人

不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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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68.6 29.7 1.4 0.1 0.1 0.1

性別 a

男性 537 100.0 65.4 32.8 1.7 - - -

女性 533 100.0 71.9 26.7 1.1 0.2 0.1 0.1

年齡層 a

15~19歲 76 100.0 90.7 8.1 - 1.2 - -

20~24歲 96 100.0 79.5 18.6 1.9 - - -

25~29歲 113 100.0 85.3 13.3 1.4 - - -

30~34歲 117 100.0 72.1 27.9 - - - -

35~39歲 121 100.0 68.5 30.5 1.1 - - -

40~44歲 147 100.0 67.9 30.5 1.6 - - -

45~49歲 139 100.0 68.2 30.3 0.8 - 0.3 0.4

50~54歲 130 100.0 54.9 42.0 3.0 - - -

55~59歲 131 100.0 45.3 52.4 2.3 - - -

教育程度 a

國小及以下 10 100.0 25.4 74.6 - - - -

國初、中 79 100.0 27.5 72.5 - - - -

高中、職 326 100.0 57.7 40.2 1.8 0.3 - -

專科 123 100.0 69.7 26.9 3.3 - - -

大學 415 100.0 81.2 17.5 1.2 - - 0.1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0.0 84.9 14.7 - - 0.4 -

族群別 a

閩南人 783 100.0 63.7 36.2 - - 0.1 -

客家人 119 100.0 80.4 7.0 12.6 - - -

大陸各省市人 55 100.0 89.5 10.5 - - - -

原住民 15 100.0 80.2 13.7 - 6.1 -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00.0 100.0 - - - - -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100.0 52.1 41.2 - - - 6.7

閩東人 2 100.0 100.0 - - - - -

台灣人 60 100.0 79.5 20.5 - - - -

不知道/拒答 22 100.0 84.8 15.2 - - - -

職業 a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100.0 85.5 14.5 - - - -

專業人員 120 100.0 73.5 22.0 4.1 - 0.4 -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00.0 72.7 24.4 2.6 - - 0.3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00.0 77.8 22.2 - - -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0.0 52.2 45.1 2.7 - -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00.0 40.9 59.1 - -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100.0 55.5 44.5 - - -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100.0 50.3 48.1 1.6 - -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100.0 51.4 48.6 - - - -

待業/無業 68 100.0 69.9 30.1 - - - -

退休 19 100.0 51.1 48.9 - - - -

家管 74 100.0 64.3 35.7 - - - -

學生 117 100.0 89.4 9.0 0.8 0.8 - -

軍人 11 100.0 93.8 - 6.2 - - -

拒答 6 100.0 75.0 25.0 - - - -

註1：Q4.請問您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什麼語言？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表2　國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

項目別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英語 其他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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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68.6 29.7 1.4 0.1 0.1 0.1

有無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100.0 73.1 25.0 1.6 - 0.2 0.2

有0~12歲的子女 211 100.0 75.3 23.3 1.0 - 0.2 0.2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100.0 68.5 28.8 2.8 - - -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100.0 54.7 44.0 1.3 - - -

沒有子女 561 100.0 72.0 26.5 1.3 0.2 - -

地區別

北北基 310 100.0 80.8 18.4 0.5 - 0.1 0.2

臺北市 107 100.0 92.8 6.3 - - 0.4 0.5

新北市 187 100.0 74.8 24.3 0.9 - - -

基隆市 16 100.0 70.1 29.9 - - - -

桃竹苗 183 100.0 79.5 15.3 5.2 - - -

桃園市 110 100.0 75.5 20.9 3.6 - - -

新竹縣 28 100.0 92.8 - 7.2 - - -

新竹市 21 100.0 85.8 14.2 - - - -

苗栗縣 24 100.0 76.6 9.0 14.4 - - -

中彰投 211 100.0 65.9 33.7 - 0.4 - -

臺中市 134 100.0 71.3 28.0 - 0.7 - -

彰化縣 56 100.0 56.6 43.4 - - - -

南投縣 21 100.0 56.3 43.7 - - - -

雲嘉南 148 100.0 42.5 57.5 - - - -

雲林縣 30 100.0 38.0 62.0 - - - -

嘉義縣 21 100.0 39.6 60.4 - - - -

嘉義市 12 100.0 68.8 31.2 - - - -

臺南市 85 100.0 41.1 58.9 - - - -

高屏離島 174 100.0 58.7 39.1 2.3 - - -

高雄市 125 100.0 65.5 32.6 1.8 - - -

屏東縣 36 100.0 29.1 68.3 2.6 - - -

澎湖縣 5 100.0 64.1 35.9 - - - -

金門縣 7 100.0 90.2 9.8 - - - -

連江縣 1 100.0 - - 100.0 - - -

宜花東 44 100.0 77.9 22.1 - - - -

宜蘭縣 20 100.0 71.4 28.6 - - - -

花蓮縣 14 100.0 90.8 9.2 - - - -

臺東縣 10 100.0 72.3 27.7 - - - -

註1：Q4.請問您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什麼語言？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其他原住民語 英語

表2　國人平常在家中生活使用的語言(續)

項目別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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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61.5 27.4 34.1 37.6 26.4 11.2 0.9

性別 a

男性 537 100.0 59.2 28.3 30.9 39.4 27.0 12.4 1.4

女性 533 100.0 63.8 26.5 37.4 35.7 25.8 9.9 0.5

年齡層 a

15~19歲 76 100.0 65.5 18.5 47.0 34.5 29.2 5.2 -

20~24歲 96 100.0 67.6 21.6 46.0 32.4 23.2 9.2 -

25~29歲 113 100.0 74.0 31.7 42.4 26.0 23.7 2.3 -

30~34歲 117 100.0 55.7 21.9 33.9 42.6 29.7 12.9 1.7

35~39歲 121 100.0 66.2 30.5 35.6 33.2 22.4 10.8 0.6

40~44歲 147 100.0 60.5 33.1 27.3 38.0 21.8 16.1 1.6

45~49歲 139 100.0 59.6 31.6 28.0 39.8 21.7 18.1 0.6

50~54歲 130 100.0 60.2 28.1 32.1 36.7 32.8 4.0 3.1

55~59歲 131 100.0 49.2 23.4 25.8 50.8 34.1 16.8 -

教育程度 a

國小及以下 10 100.0 - - - 100.0 67.1 32.9 -

國初、中 79 100.0 46.2 19.3 26.9 50.3 34.8 15.5 3.5

高中、職 326 100.0 51.1 20.2 30.9 48.1 32.5 15.6 0.7

專科 123 100.0 66.6 35.5 31.2 32.4 24.5 8.0 1.0

大學 415 100.0 68.5 29.9 38.5 31.0 22.5 8.5 0.5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0.0 76.0 37.6 38.3 22.8 16.0 6.7 1.2

族群別 a 100.0

閩南人 783 100.0 63.6 27.5 36.1 35.4 24.3 11.1 1.0

客家人 119 66.7 35.7 31.0 32.4 24.2 8.2 0.9

大陸各省市人 55 100.0 60.2 33.2 27.0 39.8 30.9 8.8 -

原住民 15 100.0 53.7 24.1 29.7 46.3 46.3 -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00.0 45.5 - 45.5 54.5 40.3 14.2 -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100.0 18.2 6.7 11.5 81.8 81.8 - -

閩東人 2 100.0 100.0 - 100.0 - - - -

台灣人 60 100.0 40.0 15.0 25.1 58.0 31.5 26.5 2.0

不知道/拒答 22 100.0 42.0 15.2 26.8 58.0 54.4 3.7 -

職業 a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100.0 79.0 42.9 36.1 21.0 12.6 8.4 -

專業人員 120 100.0 74.4 42.9 31.5 24.4 17.4 7.0 1.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00.0 65.6 29.1 36.5 34.4 29.7 4.7 -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00.0 59.5 27.7 31.8 37.5 25.1 12.4 3.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0.0 62.8 23.8 39.0 37.2 25.6 11.6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00.0 28.0 13.0 15.0 72.0 61.4 10.7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100.0 46.3 27.8 18.5 53.7 42.3 11.4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100.0 60.9 32.4 28.5 39.1 17.6 21.5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100.0 49.9 4.7 45.1 50.1 25.3 24.8 -

待業/無業 68 100.0 51.4 33.0 18.4 42.8 24.5 18.3 5.9

退休 19 100.0 55.4 21.2 34.2 44.6 33.6 11.0 -

家管 74 100.0 48.5 15.0 33.4 51.5 41.3 10.3 -

學生 117 100.0 71.6 20.9 50.7 28.4 22.1 6.3 -

軍人 11 100.0 61.1 17.7 43.5 38.9 38.9 - -

拒答 6 100.0 38.4 38.4 - 61.6 21.4 40.2 -

註1：Q5.	請問您認為在家庭中使用語言的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完全

沒有

影響

不太

有影響

有些

影響

有影響
沒有

影響

不知道/

拒答
非常

有影響

表3　國人認為家庭語言使用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

項目別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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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61.5 27.4 34.1 37.6 26.4 11.2 0.9

有無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100.0 67.8 31.4 36.4 31.9 19.8 12.1 0.3

有0~12歲的子女 211 100.0 68.3 29.4 38.8 31.7 20.2 11.6 -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100.0 72.3 34.3 38.0 27.0 16.6 10.3 0.8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100.0 53.5 25.6 27.9 45.9 31.8 14.1 0.5

沒有子女 561 100.0 61.5 26.0 35.4 37.1 27.6 9.5 1.4

地區別

北北基 310 100.0 66.0 31.4 34.6 33.8 27.2 6.5 0.3

臺北市 107 100.0 71.4 34.4 37.0 28.6 26.6 2.0 -

新北市 187 100.0 63.0 31.3 31.7 36.5 28.0 8.6 0.4

基隆市 16 100.0 63.9 13.4 50.5 36.1 22.9 13.2 -

桃竹苗 183 100.0 67.7 33.2 34.5 31.5 24.9 6.6 0.8

桃園市 110 100.0 58.8 29.6 29.2 39.8 31.7 8.1 1.3

新竹縣 28 100.0 84.6 31.6 53.0 15.4 10.8 4.6 -

新竹市 21 100.0 79.5 47.0 32.4 20.5 20.5 - -

苗栗縣 24 100.0 78.0 39.3 38.7 22.0 14.2 7.7 -

中彰投 211 100.0 58.4 22.1 36.2 40.8 25.7 15.1 0.8

臺中市 134 100.0 57.5 24.5 33.0 42.1 25.3 16.7 0.4

彰化縣 56 100.0 59.9 16.3 43.6 38.0 26.0 12.0 2.1

南投縣 21 100.0 59.5 22.6 36.9 40.5 27.0 13.5 -

雲嘉南 148 100.0 51.9 20.5 31.4 45.6 28.7 17.0 2.5

雲林縣 30 100.0 40.9 15.1 25.8 49.7 31.1 18.6 9.3

嘉義縣 21 100.0 62.4 23.7 38.7 37.6 26.1 11.6 -

嘉義市 12 100.0 82.8 40.0 42.8 17.2 17.2 - -

臺南市 85 100.0 48.7 18.7 30.0 50.3 30.1 20.2 1.0

高屏離島 174 100.0 55.3 21.7 33.6 43.3 27.7 15.6 1.3

高雄市 125 100.0 50.0 23.6 26.4 48.1 33.6 14.5 1.8

屏東縣 36 100.0 61.3 14.8 46.5 38.7 17.0 21.7 -

澎湖縣 5 100.0 100.0 25.2 74.8 - - - -

金門縣 7 100.0 83.4 13.7 69.8 16.6 - 16.6 -

連江縣 1 100.0 100.0 100.0 - - - - -

宜花東 44 100.0 75.8 45.1 30.7 24.2 17.4 6.8 -

宜蘭縣 20 100.0 93.2 71.1 22.1 6.8 6.8 - -

花蓮縣 14 100.0 79.4 25.1 54.3 20.6 13.8 6.9 -

臺東縣 10 100.0 33.5 19.5 14.0 66.5 45.4 21.1 -

註1：Q5.	請問您認為在家庭中使用語言的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非常

有影響

有些

影響

不太

有影響

完全

沒有

影響

沒有

影響

不知道/

拒答

表3　國人國人認為家庭語言使用習慣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於原生族群文化的了解程度(續)

項目別

總計

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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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總計 1,070 58.1 56.3 71.5 66.2 56.4 29.9 45.5 0.3 1.5

性別
男性 537 55.0 54.2 73.1 64.5 54.5 26.2 42.8 0.2 1.1

女性 533 61.3 58.3 69.9 67.8 58.4 33.7 48.3 0.4 1.9

年齡層
15~19歲 76 54.6 55.2 67.1 57.3 53.4 30.3 44.1 1.0 0.4

20~24歲 96 53.3 50.4 65.7 57.8 56.4 26.8 36.5 - 1.1

25~29歲 113 51.5 56.0 69.2 63.8 55.6 25.2 35.9 - 1.7

30~34歲 117 61.7 59.6 76.9 72.4 57.3 43.9 53.3 1.1 -

35~39歲 121 56.4 51.1 77.9 71.5 51.7 31.2 52.2 - -

40~44歲 147 61.8 55.3 71.6 66.4 56.2 32.6 51.2 0.4 2.4

45~49歲 139 57.3 60.9 69.8 63.3 55.1 23.7 39.2 - 2.7

50~54歲 130 55.6 61.6 71.0 66.3 55.6 24.0 44.1 - 2.1

55~59歲 131 67.1 54.2 71.6 71.6 65.3 32.2 50.1 0.5 2.1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0 74.6 - - - - - - - 25.4

國初、中 79 60.9 58.8 60.8 52.3 46.3 35.1 42.1 - 5.3

高中、職 326 51.5 51.9 68.9 57.6 58.0 29.3 47.9 0.2 2.0

專科 123 61.5 58.5 73.6 68.6 68.4 31.6 50.7 - -

大學 415 61.0 58.5 74.2 72.3 55.1 30.3 43.8 0.5 0.7

研究所及以上 117 59.4 61.5 80.5 81.0 56.2 27.9 45.8 0.6 -

族群別
閩南人 783 57.8 54.0 72.9 65.3 56.0 30.0 45.8 0.4 1.0

客家人 119 62.0 59.9 72.6 70.7 60.9 23.5 46.3 - 2.0

大陸各省市人 55 72.8 64.4 69.9 70.9 54.0 27.5 45.2 - 2.1

原住民 15 52.2 58.4 53.7 61.9 55.4 26.0 33.1 -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45.5 59.7 59.7 45.5 59.7 45.5 59.7 - 40.3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59.4 93.3 11.5 47.3 52.1 81.8 - - -

閩東人 2 100.0 - - 100.0 100.0 - - - -

台灣人 60 46.5 70.4 66.7 67.3 56.7 37.7 51.3 - 3.3

不知道/拒答 22 46.1 45.3 74.0 69.5 51.2 31.6 40.0 - -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74.7 60.6 80.1 75.8 71.5 29.2 36.6 - -

專業人員 120 58.5 61.0 80.8 80.0 62.0 28.7 43.5 1.6 -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52.7 58.8 81.6 74.1 55.4 21.1 45.6 - 0.8

事務支援人員 147 58.1 55.2 71.3 69.9 56.0 32.9 50.1 0.4 0.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59.0 57.9 62.7 57.9 52.0 37.5 45.6 - 1.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60.8 55.8 87.0 52.9 72.5 36.2 59.9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52.6 47.4 65.2 62.3 61.7 22.1 45.4 -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59.3 62.2 77.4 73.8 65.3 32.9 57.9 - 2.5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49.4 38.2 65.1 52.5 60.4 35.0 30.3 - 5.3

待業/無業 68 54.4 47.2 61.2 42.3 42.3 26.0 46.1 - 5.7

退休 19 42.5 42.2 67.9 56.5 51.3 8.8 20.8 - -

家管 74 70.2 64.8 61.3 68.2 47.6 38.1 47.1 - 5.2

學生 117 59.8 55.0 67.5 59.4 52.8 29.2 41.5 0.6 0.3

軍人 11 54.4 64.1 88.2 60.6 84.4 39.7 42.2 - -

拒答 6 100.0 65.2 40.2 78.6 53.6 61.6 86.6 - -

註：Q6.請問您覺得家庭生活之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是哪裡？【可複選】

樣本數
生活

態度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表4　國人認為家庭生活之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

項目別
飲食

習慣

宗教

祭祀

(含

祭祖)

節俗

活動

親友

往來

消費

行為

家庭

旅遊(含

參訪、

觀光、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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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總計 1,070 58.1 56.3 71.5 66.2 56.4 29.9 45.5 0.3 1.5

有無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58.8 61.0 76.1 76.7 59.1 29.4 48.6 0.2 1.2

有0~12歲的子女 211 59.8 60.3 76.8 76.3 54.5 31.7 51.6 0.3 1.3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55.7 63.2 76.2 78.2 67.5 24.8 40.2 - 0.6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62.8 56.0 67.0 65.3 61.4 28.8 50.3 0.3 2.9

沒有子女 561 55.9 53.9 71.0 61.1 53.1 30.7 42.1 0.4 1.1

地區別

北北基 310 61.2 62.3 68.7 71.2 54.9 33.4 45.7 0.2 1.1

臺北市 107 63.1 60.0 64.7 70.9 52.9 32.5 48.6 - -

新北市 187 58.7 63.2 71.6 71.9 55.9 31.8 42.8 0.3 0.8

基隆市 16 77.1 68.5 62.7 66.0 57.1 57.3 59.5 - 11.9

桃竹苗 183 60.8 58.0 72.3 67.1 59.3 28.6 46.5 0.3 1.5

桃園市 110 61.1 55.0 72.2 66.8 64.4 28.9 46.3 - 1.3

新竹縣 28 51.2 61.1 60.1 55.6 50.9 10.4 41.6 - -

新竹市 21 48.9 66.0 92.5 74.2 46.7 35.2 56.8 3.0 -

苗栗縣 24 80.8 61.2 69.1 75.4 56.9 42.6 44.2 - 5.3

中彰投 211 54.6 51.8 70.8 67.3 58.8 30.7 46.9 1.0 2.7

臺中市 134 51.2 54.6 73.1 67.6 55.8 27.3 49.6 1.0 0.9

彰化縣 56 63.7 51.1 73.5 73.0 63.6 33.3 43.0 1.3 3.6

南投縣 21 51.9 35.6 49.1 49.8 65.0 44.9 40.4 - 12.0

雲嘉南 148 53.9 49.4 76.3 59.8 56.1 30.0 45.0 - 1.9

雲林縣 30 25.7 36.4 50.3 33.6 37.9 14.3 35.6 - 9.3

嘉義縣 21 60.1 48.2 84.4 69.8 60.3 50.0 42.0 - -

嘉義市 12 60.3 28.4 74.0 53.1 69.2 32.0 41.6 - -

臺南市 85 61.3 57.3 83.7 67.3 59.6 30.1 49.6 - -

高屏離島 174 55.5 52.6 73.0 60.2 54.5 24.4 43.5 - -

高雄市 125 55.2 55.4 75.5 59.6 56.5 25.2 43.9 - -

屏東縣 36 61.8 46.3 69.9 63.4 44.9 18.2 42.1 - -

澎湖縣 5 73.4 35.9 40.5 60.6 15.3 34.0 59.2 - -

金門縣 7 20.2 50.7 64.3 50.7 100.0 36.7 36.7 - -

連江縣 1 - - 100.0 100.0 - - - - -

宜花東 44 66.8 65.0 69.1 66.1 53.1 29.1 43.0 - 3.3

宜蘭縣 20 75.0 65.9 89.9 73.2 53.7 39.0 55.3 - -

花蓮縣 14 68.8 71.1 56.8 64.7 61.1 26.1 36.0 - -

臺東縣 10 46.7 53.9 43.2 53.3 39.9 12.7 27.2 - 15.0

註：Q6.請問您覺得家庭生活之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是哪裡？【可複選】

樣本數
生活

態度

表4　國人認為家庭生活之中，最能表現「文化教育」的具體項目(續)

項目別
飲食

習慣

親友

往來

消費

行為

家庭

旅遊(含

參訪、

觀光、

娛樂)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宗教

祭祀

(含

祭祖)

節俗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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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84.2 34.0 50.2 15.7 11.4 4.3 0.1

性別 a

男性 537 100.0 82.7 34.9 47.9 17.1 12.0 5.1 0.1

女性 533 100.0 85.7 33.2 52.5 14.3 10.8 3.5 -

年齡層 a

15~19歲 76 100.0 87.1 29.0 58.1 12.9 5.3 7.5 -

20~24歲 96 100.0 88.8 35.0 53.8 11.2 9.3 1.9 -

25~29歲 113 100.0 89.8 28.0 61.9 10.2 7.5 2.7 -

30~34歲 117 100.0 89.7 38.6 51.0 10.3 6.4 4.0 -

35~39歲 121 100.0 85.1 42.1 43.1 14.2 12.5 1.8 0.6

40~44歲 147 100.0 83.8 35.8 48.0 16.2 10.6 5.5 -

45~49歲 139 100.0 83.1 34.1 49.1 16.9 11.5 5.4 -

50~54歲 130 100.0 77.6 32.1 45.5 22.4 19.9 2.6 -

55~59歲 131 100.0 76.8 29.8 47.0 23.2 15.7 7.5 -

教育程度 a

國小及以下 10 100.0 58.4 - 58.4 41.6 41.6 - -

國初、中 79 100.0 82.2 33.7 48.5 17.8 11.5 6.4 -

高中、職 326 100.0 72.5 26.0 46.5 27.5 17.5 10.0 -

專科 123 100.0 88.6 33.7 54.9 11.4 9.4 2.0 -

大學 415 100.0 90.5 38.8 51.8 9.3 8.2 1.1 0.2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0.0 93.5 43.2 50.3 6.5 5.0 1.4 -

族群別 a 100.0

閩南人 783 100.0 85.6 34.1 51.5 14.3 10.9 3.4 0.1

客家人 119 84.2 40.5 43.8 15.8 9.1 6.7 -

大陸各省市人 55 100.0 83.9 36.5 47.4 16.1 16.1 - -

原住民 15 100.0 76.1 37.8 38.4 23.9 15.5 8.3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00.0 100.0 - 100.0 - - - -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100.0 59.4 18.2 41.2 40.6 40.6 - -

閩東人 2 100.0 100.0 100.0 - - - - -

台灣人 60 100.0 69.5 20.1 49.4 30.5 13.5 17.0 -

不知道/拒答 22 100.0 85.6 36.1 49.4 14.4 14.4 - -

職業 a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100.0 86.9 44.0 42.9 13.1 10.9 2.3 -

專業人員 120 100.0 92.3 45.7 46.6 7.7 5.5 2.1 -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00.0 90.1 35.9 54.1 9.4 7.8 1.6 0.5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00.0 85.4 29.5 55.9 14.6 10.2 4.4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0.0 73.9 37.7 36.2 26.1 17.0 9.1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00.0 85.7 52.1 33.7 14.3 - 14.3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100.0 74.3 24.1 50.2 25.7 19.7 6.0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100.0 78.3 29.4 48.8 21.7 13.0 8.8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100.0 76.7 12.5 64.2 23.3 22.1 1.2 -

待業/無業 68 100.0 94.7 38.9 55.8 5.3 5.3 - -

退休 19 100.0 72.6 19.3 53.2 27.4 19.3 8.2 -

家管 74 100.0 75.2 32.1 43.1 24.8 23.1 1.7 -

學生 117 100.0 89.7 33.0 56.7 10.3 5.9 4.4 -

軍人 11 100.0 100.0 55.7 44.3 - - - -

拒答 6 100.0 46.4 21.4 25.0 53.6 13.4 40.2 -

註1：Q7.	請問您認為生活環境（包含社區鄰里、地理人文），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不太

有影響

完全

沒有

影響

表5　國人認為生活環境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項目別

總計

有影響
沒有

影響

不知道/

拒答
非常

有影響

有些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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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84.2 34.0 50.2 15.7 11.4 4.3 0.1

有無子女 a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100.0 86.2 36.6 49.6 13.8 10.5 3.2 -

有0~12歲的子女 211 100.0 86.9 35.9 51.0 13.1 10.8 2.3 -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100.0 85.4 35.8 49.6 14.6 9.5 5.1 -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100.0 73.8 31.7 42.0 26.2 20.7 5.6 -

沒有子女 561 100.0 87.4 33.6 53.8 12.5 8.1 4.3 0.1

地區別 a

北北基 310 100.0 85.1 34.4 50.7 14.6 11.7 2.9 0.3

臺北市 107 100.0 89.9 38.6 51.3 10.1 8.6 1.4 -

新北市 187 100.0 82.7 32.2 50.4 16.9 12.9 4.0 0.4

基隆市 16 100.0 82.0 32.0 50.0 18.0 18.0 - -

桃竹苗 183 100.0 82.9 35.4 47.5 17.1 13.8 3.3 -

桃園市 110 100.0 81.3 33.5 47.8 18.7 16.6 2.1 -

新竹縣 28 100.0 69.7 27.4 42.3 30.3 17.8 12.4 -

新竹市 21 100.0 96.9 32.0 64.8 3.1 3.1 - -

苗栗縣 24 100.0 93.4 56.2 37.2 6.6 5.3 1.3 -

中彰投 211 100.0 87.3 31.7 55.5 12.7 8.3 4.5 -

臺中市 134 100.0 87.8 30.2 57.7 12.2 9.1 3.0 -

彰化縣 56 100.0 88.9 34.5 54.4 11.1 4.7 6.4 -

南投縣 21 100.0 79.3 34.4 44.9 20.7 12.2 8.5 -

雲嘉南 148 100.0 79.9 33.5 46.4 20.1 13.9 6.2 -

雲林縣 30 100.0 68.4 19.0 49.4 31.6 31.6 - -

嘉義縣 21 100.0 100.0 45.3 54.7 - - - -

嘉義市 12 100.0 80.0 48.9 31.1 20.0 2.8 17.2 -

臺南市 85 100.0 78.8 33.4 45.4 21.2 12.8 8.4 -

高屏離島 174 100.0 82.5 35.0 47.6 17.5 11.5 6.0 -

高雄市 125 100.0 83.6 35.9 47.7 16.4 13.7 2.7 -

屏東縣 36 100.0 83.1 31.3 51.8 16.9 4.8 12.1 -

澎湖縣 5 100.0 79.4 25.2 54.2 20.6 20.6 - -

金門縣 7 100.0 61.4 37.9 23.5 38.6 - 38.6 -

連江縣 1 100.0 100.0 100.0 - - - - -

宜花東 44 100.0 89.4 34.3 55.1 10.6 6.0 4.6 -

宜蘭縣 20 100.0 100.0 51.8 48.2 - - - -

花蓮縣 14 100.0 100.0 27.9 72.1 - - - -

臺東縣 10 100.0 51.2 6.8 44.4 48.8 27.7 21.1 -

註1：Q7.	請問您認為生活環境（包含社區鄰里、地理人文），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非常

有影響

有些

影響

不太

有影響

完全

沒有

影響

表5　國人認為生活環境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續)

項目別

總計

有影響
沒有

影響

不知道/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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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74.3 35.5 38.8 24.0 17.6 6.4 1.7

性別 *

男性 537 100.0 72.1 37.7 34.5 25.4 17.9 7.5 2.5

女性 533 100.0 76.5 33.2 43.3 22.6 17.4 5.3 0.8

年齡層 a

15~19歲 76 100.0 70.1 26.8 43.3 29.9 20.5 9.5 -

20~24歲 96 100.0 76.6 29.9 46.7 23.4 20.0 3.4 -

25~29歲 113 100.0 70.2 34.6 35.7 28.0 24.9 3.1 1.7

30~34歲 117 100.0 86.8 39.1 47.7 12.3 7.3 5.0 0.9

35~39歲 121 100.0 82.1 42.0 40.1 16.2 13.8 2.4 1.6

40~44歲 147 100.0 69.1 37.8 31.3 28.9 19.2 9.6 2.0

45~49歲 139 100.0 73.8 39.1 34.7 23.7 16.4 7.3 2.5

50~54歲 130 100.0 68.7 27.7 41.0 27.4 22.2 5.1 3.9

55~59歲 131 100.0 72.1 37.2 34.9 26.7 15.7 11.0 1.2

教育程度 a

國小及以下 10 100.0 67.1 41.6 25.4 32.9 32.9 - -

國初、中 79 100.0 71.3 29.9 41.4 22.5 7.8 14.7 6.3

高中、職 326 100.0 62.1 27.7 34.5 35.5 25.5 10.0 2.4

專科 123 100.0 75.9 37.5 38.4 22.7 18.1 4.7 1.4

大學 415 100.0 82.7 39.4 43.3 16.7 13.5 3.2 0.6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0.0 79.6 44.2 35.4 19.5 15.4 4.1 0.9

族群別 a 100.0

閩南人 783 100.0 74.9 37.3 37.6 23.7 17.6 6.1 1.4

客家人 119 80.3 34.1 46.3 19.1 14.4 4.7 0.5

大陸各省市人 55 100.0 74.4 35.9 38.5 22.0 20.3 1.6 3.6

原住民 15 100.0 38.6 18.5 20.2 61.4 26.2 35.2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00.0 85.8 - 85.8 14.2 14.2 - -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100.0 59.4 6.7 52.7 40.6 40.6 - -

閩東人 2 100.0 100.0 - 100.0 - - - -

台灣人 60 100.0 62.2 28.6 33.6 30.7 17.7 13.0 7.1

不知道/拒答 22 100.0 76.6 29.1 47.5 23.4 19.8 3.7 -

職業 a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100.0 60.5 25.1 6.6 6.0 1.9

專業人員 120 100.0 75.4 44.4 31.0 23.0 19.3 3.7 1.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00.0 77.5 39.0 38.6 21.4 18.3 3.1 1.0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00.0 80.4 36.7 43.7 18.0 12.7 5.3 1.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0.0 75.8 35.1 40.7 23.7 13.5 10.2 0.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00.0 70.1 55.1 15.0 29.9 29.9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100.0 68.6 38.1 30.5 27.6 27.6 - 3.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100.0 67.8 28.7 39.1 32.2 19.0 13.2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100.0 68.1 9.3 58.8 31.9 24.4 7.5 -

待業/無業 68 100.0 74.0 37.0 37.0 19.0 11.8 7.1 7.0

退休 19 100.0 60.0 30.6 29.4 31.8 18.0 13.8 8.2

家管 74 100.0 67.0 34.9 32.1 29.8 23.2 6.6 3.2

學生 117 100.0 73.6 28.1 45.6 26.4 20.7 5.7 -

軍人 11 100.0 84.1 18.4 65.7 15.9 - 15.9 -

拒答 6 100.0 59.8 13.4 46.4 40.2 - 40.2 -

註1：Q8.請問您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含各級學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不太

有影響

完全

沒有

影響

表6　國人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項目別

總計

有影響
沒有

影響

不知道/

拒答
非常

有影響

有些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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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74.3 35.5 38.8 24.0 17.6 6.4 1.7

有無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100.0 75.2 36.8 38.4 23.0 16.2 6.8 1.9

有0~12歲的子女 211 100.0 77.7 36.2 41.5 20.1 15.1 5.0 2.2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100.0 73.0 31.5 41.5 26.1 17.2 8.9 0.9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100.0 72.8 36.0 36.8 26.5 19.1 7.4 0.7

沒有子女 561 100.0 74.4 34.6 39.9 23.6 17.8 5.8 2.0

地區別 a

北北基 310 100.0 75.6 42.6 33.0 22.8 16.9 5.9 1.5

臺北市 107 100.0 76.4 44.1 32.3 23.6 16.3 7.3 -

新北市 187 100.0 76.2 41.8 34.4 22.4 16.8 5.6 1.5

基隆市 16 100.0 65.1 42.7 22.4 23.0 23.0 - 11.9

桃竹苗 183 100.0 78.4 38.3 40.1 21.3 18.5 2.9 0.3

桃園市 110 100.0 72.8 35.1 37.7 26.7 23.0 3.7 0.5

新竹縣 28 100.0 81.7 21.3 60.4 18.3 14.2 4.2 -

新竹市 21 100.0 82.9 55.9 27.1 17.1 17.1 - -

苗栗縣 24 100.0 96.0 56.9 39.1 4.0 4.0 - -

中彰投 211 100.0 72.6 32.6 40.0 26.7 20.4 6.3 0.7

臺中市 134 100.0 72.8 28.1 44.7 26.1 21.1 5.0 1.1

彰化縣 56 100.0 70.8 43.7 27.1 29.2 19.1 10.0 -

南投縣 21 100.0 76.2 31.1 45.1 23.8 19.0 4.8 -

雲嘉南 148 100.0 66.4 29.5 36.9 31.3 21.4 9.9 2.3

雲林縣 30 100.0 38.2 11.5 26.7 52.4 25.8 26.6 9.3

嘉義縣 21 100.0 88.9 42.5 46.4 11.1 11.1 - -

嘉義市 12 100.0 71.7 35.6 36.1 28.3 25.5 2.8 -

臺南市 85 100.0 69.8 31.5 38.2 29.5 21.9 7.6 0.8

高屏離島 174 100.0 76.5 30.3 46.2 18.9 12.6 6.3 4.6

高雄市 125 100.0 80.9 31.3 49.7 15.6 11.0 4.6 3.4

屏東縣 36 100.0 65.1 25.3 39.8 28.8 17.9 10.9 6.1

澎湖縣 5 100.0 79.4 41.9 37.5 20.6 20.6 - -

金門縣 7 100.0 51.1 23.5 27.6 26.9 10.3 16.6 22.0

連江縣 1 100.0 100.0 100.0 - - - - -

宜花東 44 100.0 73.7 27.2 46.5 26.3 13.3 13.0 -

宜蘭縣 20 100.0 82.5 43.5 39.0 17.5 17.5 - -

花蓮縣 14 100.0 71.6 18.2 53.4 28.4 10.9 17.5 -

臺東縣 10 100.0 58.2 6.1 52.1 41.8 8.0 33.8 -

註1：Q8.請問您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含各級學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非常

有影響

有些

影響

不太

有影響

完全

沒有

影響

表6　國人認為自己或子女就讀的學校，會不會影響我們對文化的接受或了解程度(續)

項目別

總計

有影響
沒有

影響

不知道/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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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總計 1,070 60.0 32.6 52.1 24.7 20.6 41.2 47.8 78.0 0.2 0.9

性別
男性 537 60.1 30.9 49.5 23.1 17.3 37.1 43.9 72.7 0.3 1.3

女性 533 59.8 34.4 54.8 26.3 24.0 45.3 51.8 83.4 - 0.4

年齡層
15~19歲 76 59.6 27.1 51.6 19.8 24.2 31.7 53.3 71.3 - 1.4

20~24歲 96 63.8 29.6 57.1 26.4 29.3 41.4 43.3 77.7 - -

25~29歲 113 65.7 22.3 53.5 20.3 19.1 41.9 51.4 78.0 - -

30~34歲 117 67.7 35.2 61.2 27.1 21.8 45.2 55.1 78.0 - -

35~39歲 121 67.5 30.2 49.8 22.6 18.4 34.6 41.2 80.6 - 0.5

40~44歲 147 58.8 33.4 45.6 32.2 19.5 52.1 50.3 81.3 - 0.5

45~49歲 139 54.0 37.7 49.8 24.3 20.1 40.1 49.7 75.9 - -

50~54歲 130 59.1 36.9 45.6 17.7 19.2 34.9 35.2 76.1 - 3.9

55~59歲 131 47.0 36.4 58.0 28.3 17.7 43.5 52.1 80.3 1.2 1.3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0 74.6 - 41.6 - - - - 67.1 - -

國初、中 79 47.8 42.1 53.1 16.2 6.8 23.3 29.8 66.4 - 3.5

高中、職 326 53.0 31.7 47.0 23.5 20.3 40.0 48.2 74.5 - 1.3

專科 123 58.0 34.0 56.6 23.4 19.6 40.8 47.5 86.0 1.3 -

大學 415 66.6 33.3 54.2 27.4 22.7 45.0 50.1 77.8 - 0.3

研究所及以上 117 65.1 27.7 54.8 27.3 26.4 46.7 55.3 89.1 - 0.7

族群別
閩南人 783 59.4 32.9 51.5 24.9 20.5 43.0 48.4 78.3 0.2 1.1

客家人 119 61.3 32.6 53.7 27.3 19.7 40.5 51.3 78.3 - -

大陸各省市人 55 75.2 38.9 57.7 22.0 24.5 50.2 50.2 77.5 - -

原住民 15 46.1 60.4 67.5 30.8 39.7 13.1 37.9 79.5 -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4.2 - 14.2 - - 45.5 - 100.0 - -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59.4 - 59.4 11.5 - 18.2 6.7 88.5 - -

閩東人 2 - - 100.0 - - - 100.0 100.0 - -

台灣人 60 58.1 26.1 54.6 22.2 22.3 27.5 44.6 71.8 - -

不知道/拒答 22 67.3 28.3 41.1 24.1 17.9 21.5 42.3 72.5 - 3.4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64.6 50.1 65.9 21.2 18.4 45.4 52.8 81.8 - -

專業人員 120 66.2 38.6 64.5 32.7 23.9 52.1 60.5 85.2 - -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55.5 32.5 52.3 27.7 22.0 38.6 45.8 89.0 1.0 0.5

事務支援人員 147 56.3 26.1 46.2 21.5 24.9 44.2 53.7 80.4 -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62.1 30.4 52.4 22.3 14.3 43.8 47.0 74.7 -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70.1 35.7 58.2 46.2 37.2 27.9 35.7 52.2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52.0 34.2 49.5 27.8 6.9 41.2 42.3 76.8 - 1.0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58.8 40.7 53.4 22.7 21.4 38.8 53.5 78.2 - 2.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45.4 34.7 31.1 15.4 9.7 26.9 31.3 62.5 - -

待業/無業 68 74.6 17.6 55.1 19.7 10.1 38.3 33.2 60.7 - 4.1

退休 19 33.6 24.4 36.4 27.0 - 27.5 24.9 80.1 - 4.2

家管 74 63.3 36.3 42.4 20.4 18.9 47.0 43.2 80.4 - 2.1

學生 117 62.7 31.2 58.2 26.8 33.9 37.4 52.4 74.0 - 0.9

軍人 11 66.4 36.7 64.4 28.1 24.5 38.2 52.0 55.0 - -

拒答 6 75.0 40.2 21.4 - 61.6 - 21.4 100.0 - -

註：Q9.以下有幾種文化產品，請問您個人接觸比較多的是哪些產品？【可複選】

傳統

戲曲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表7　國人接觸比較多的文化產品

項目別 樣本數
影視

作品

音樂

歌謠

(含樂

器)

繪畫

雕塑

服飾

設計

報刊

圖書

(文具.

卡片)

旅遊、

參訪

紀念品

節俗

應時

產品

附錄二-19



單位：人；%

總計 1,070 60.0 32.6 52.1 24.7 20.6 41.2 47.8 78.0 0.2 0.9

有無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57.6 36.7 56.1 28.9 18.6 45.6 51.1 84.7 - 0.3

有0~12歲的子女 211 59.0 32.2 56.4 26.8 18.8 46.3 48.9 87.8 - 0.4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52.4 45.6 53.7 29.2 17.4 43.5 51.4 82.0 - -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50.4 39.0 48.8 25.2 19.8 42.0 45.7 79.4 0.7 1.8

沒有子女 561 65.0 28.0 51.4 22.3 22.0 38.6 47.0 74.0 - 0.8

地區別

北北基 310 65.2 31.2 51.7 22.8 21.2 45.4 52.0 79.2 0.5 0.6

臺北市 107 68.2 28.4 53.4 21.4 20.6 43.6 54.5 77.3 1.5 0.7

新北市 187 63.5 33.7 50.9 23.7 23.4 45.8 50.9 79.7 - 0.6

基隆市 16 64.3 21.9 50.2 21.9 - 52.8 48.5 86.0 - -

桃竹苗 183 62.4 34.6 55.5 25.4 24.0 41.4 51.0 80.4 - 1.3

桃園市 110 59.3 29.6 54.4 21.5 20.6 34.7 51.5 73.7 - 2.2

新竹縣 28 73.5 35.3 60.9 31.8 21.4 55.0 48.7 89.0 - -

新竹市 21 77.1 51.2 77.1 43.5 35.5 48.2 53.5 97.8 - -

苗栗縣 24 51.0 41.4 35.5 19.4 32.6 50.3 49.6 85.5 - -

中彰投 211 60.3 29.2 53.2 23.3 15.9 39.6 44.3 74.9 - 0.7

臺中市 134 61.7 32.2 54.0 26.2 14.8 36.1 47.0 75.8 - -

彰化縣 56 57.9 26.5 56.5 17.1 21.9 51.1 40.5 79.1 - -

南投縣 21 57.6 17.8 39.2 21.1 6.5 31.6 37.5 58.4 - 7.4

雲嘉南 148 53.0 39.0 52.4 29.2 22.3 35.3 43.0 76.6 - 2.3

雲林縣 30 29.9 30.8 48.2 11.9 21.9 7.7 41.2 69.2 - 9.3

嘉義縣 21 67.4 41.7 49.5 43.1 32.4 30.0 57.8 72.8 - 2.8

嘉義市 12 63.6 36.7 32.7 33.3 35.1 56.8 18.4 77.9 - -

臺南市 85 55.9 41.5 57.4 31.1 18.0 43.2 43.4 80.1 - -

高屏離島 174 54.7 33.6 48.7 25.1 20.4 42.3 47.5 79.1 - -

高雄市 125 56.1 30.7 49.6 22.4 19.2 41.8 43.5 76.6 - -

屏東縣 36 51.3 42.3 52.0 32.9 19.4 43.1 55.9 90.0 - -

澎湖縣 5 64.1 35.9 39.4 18.8 18.8 37.5 54.6 81.2 - -

金門縣 7 36.7 40.8 26.9 40.6 50.7 53.7 64.3 72.4 - -

連江縣 1 100.0 - - - - - 100.0 - - -

宜花東 44 55.3 25.8 48.9 24.3 20.7 33.5 39.3 75.0 - -

宜蘭縣 20 72.7 33.5 68.1 35.0 28.5 50.1 51.8 68.7 - -

花蓮縣 14 45.2 22.5 30.5 16.6 23.5 32.3 26.2 75.2 - -

臺東縣 10 33.5 14.6 35.4 12.7 - - 32.1 87.9 - -

註：Q9.以下有幾種文化產品，請問您個人接觸比較多的是哪些產品？【可複選】

傳統

戲曲

旅遊、

參訪

紀念品

節俗

應時

產品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表7　國人接觸比較多的文化產品(續)

項目別 樣本數
影視

作品

音樂

歌謠

(含樂

器)

繪畫

雕塑

服飾

設計

報刊

圖書

(文具.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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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89.3 33.7 55.6 9.7 7.7 2.0 1.0

性別
男性 537 100.0 87.5 31.2 56.3 11.7 9.2 2.5 0.8

女性 533 100.0 91.2 36.3 55.0 7.7 6.1 1.5 1.1

年齡層 a

15~19歲 76 100.0 82.7 21.1 61.6 17.3 12.9 4.4 -

20~24歲 96 100.0 97.8 27.4 70.4 2.2 2.2 - -

25~29歲 113 100.0 88.6 25.2 63.4 11.4 8.6 2.8 -

30~34歲 117 100.0 91.0 39.2 51.8 8.0 7.3 0.7 1.1

35~39歲 121 100.0 92.8 40.4 52.5 6.2 5.8 0.4 0.9

40~44歲 147 100.0 83.3 38.5 44.8 14.7 12.1 2.6 1.9

45~49歲 139 100.0 91.5 40.2 51.4 7.6 5.4 2.2 0.8

50~54歲 130 100.0 88.1 26.3 61.7 9.2 7.3 1.9 2.8

55~59歲 131 100.0 88.5 36.9 51.6 11.0 7.9 3.1 0.5

教育程度 a

國小及以下 10 100.0 100.0 25.4 74.6 - - - -

國初、中 79 100.0 91.5 40.3 51.2 5.0 2.4 2.6 3.5

高中、職 326 100.0 84.6 28.0 56.6 14.8 12.1 2.7 0.6

專科 123 100.0 92.2 33.1 59.0 6.7 5.4 1.3 1.1

大學 415 100.0 90.9 35.8 55.1 8.3 6.6 1.7 0.8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0.0 91.5 38.9 52.6 7.6 5.8 1.8 1.0

族群別 a 100.0

閩南人 783 100.0 89.8 34.9 54.9 9.3 7.5 1.9 0.8

客家人 119 84.5 31.9 52.6 14.7 13.4 1.3 0.7

大陸各省市人 55 100.0 93.7 31.8 61.9 6.3 6.3 - -

原住民 15 100.0 80.2 31.2 49.0 19.8 6.1 13.7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00.0 85.8 40.3 45.5 14.2 14.2 - -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100.0 100.0 52.1 47.9 - - - -

閩東人 2 100.0 100.0 100.0 - - - - -

台灣人 60 100.0 91.8 27.4 64.4 5.0 3.0 2.0 3.2

不知道/拒答 22 100.0 82.2 11.5 70.7 12.2 4.3 8.0 5.5

職業 a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100.0 93.1 40.3 52.8 6.9 6.9 - -

專業人員 120 100.0 88.3 36.3 52.0 9.6 8.2 1.4 2.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00.0 91.9 32.7 59.2 7.8 6.4 1.4 0.3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00.0 91.5 38.6 52.9 7.4 5.0 2.4 1.1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0.0 91.9 33.7 58.3 8.1 5.9 2.2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00.0 73.8 15.1 58.7 26.2 26.2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100.0 85.1 31.6 53.6 14.9 14.9 -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100.0 85.0 35.1 49.9 15.0 13.3 1.7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100.0 94.9 34.8 60.0 5.1 5.1 - -

待業/無業 68 100.0 84.7 35.1 49.6 10.4 5.4 5.1 4.9

退休 19 100.0 73.9 30.3 43.6 22.7 10.2 12.6 3.4

家管 74 100.0 92.5 40.1 52.4 7.5 3.8 3.7 -

學生 117 100.0 89.5 22.5 67.0 10.5 9.3 1.2 -

軍人 11 100.0 92.0 34.2 57.8 - - - 8.0

拒答 6 100.0 53.6 13.4 40.2 25.0 25.0 - 21.4

註1：Q10.請問您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不太

有幫助

非常

沒有

幫助

表8　國人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項目別

總計

有幫助
沒有

幫助

不知道/

拒答
非常

有幫助

還算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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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89.3 33.7 55.6 9.7 7.7 2.0 1.0

有無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100.0 92.4 40.4 52.0 6.9 6.2 0.7 0.8

有0~12歲的子女 211 100.0 93.2 43.2 50.0 6.1 5.5 0.6 0.7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100.0 87.8 34.7 53.1 11.5 10.5 1.0 0.7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100.0 87.6 36.7 50.9 11.2 7.8 3.5 1.2

沒有子女 561 100.0 88.5 29.1 59.4 10.5 8.5 2.1 1.0

地區別 a

北北基 310 100.0 90.4 40.3 50.1 8.1 6.4 1.7 1.5

臺北市 107 100.0 95.2 42.9 52.3 3.6 3.6 - 1.1

新北市 187 100.0 87.4 38.8 48.5 10.8 8.6 2.2 1.9

基隆市 16 100.0 93.4 39.7 53.7 6.6 - 6.6 -

桃竹苗 183 100.0 89.1 33.7 55.3 10.9 9.4 1.5 -

桃園市 110 100.0 91.7 35.0 56.7 8.3 7.6 0.7 -

新竹縣 28 100.0 82.7 19.2 63.4 17.3 17.3 - -

新竹市 21 100.0 82.7 32.6 50.1 17.3 15.1 2.2 -

苗栗縣 24 100.0 90.0 45.5 44.6 10.0 3.5 6.5 -

中彰投 211 100.0 82.9 29.2 53.7 16.7 13.7 3.0 0.4

臺中市 134 100.0 81.4 27.9 53.5 18.0 14.3 3.7 0.6

彰化縣 56 100.0 81.6 24.9 56.7 18.4 15.8 2.6 -

南投縣 21 100.0 95.4 48.4 47.1 4.6 4.6 - -

雲嘉南 148 100.0 91.8 29.7 62.1 5.8 3.4 2.4 2.4

雲林縣 30 100.0 83.8 26.5 57.4 6.8 4.1 2.7 9.3

嘉義縣 21 100.0 96.1 36.2 59.9 3.9 - 3.9 -

嘉義市 12 100.0 97.2 17.2 80.0 2.8 2.8 - -

臺南市 85 100.0 92.7 31.0 61.8 6.4 4.2 2.2 0.9

高屏離島 174 100.0 92.8 32.1 60.7 6.7 5.3 1.4 0.5

高雄市 125 100.0 90.0 30.1 59.9 9.3 7.3 1.9 0.7

屏東縣 36 100.0 100.0 37.6 62.4 - - - -

澎湖縣 5 100.0 100.0 15.3 84.7 - - - -

金門縣 7 100.0 100.0 44.2 55.8 - - - -

連江縣 1 100.0 100.0 100.0 - - - - -

宜花東 44 100.0 91.8 28.3 63.5 6.7 4.6 2.2 1.4

宜蘭縣 20 100.0 87.5 35.5 52.0 12.5 7.8 4.7 -

花蓮縣 14 100.0 97.0 13.4 83.6 3.0 3.0 - -

臺東縣 10 100.0 93.4 35.4 58.0 - - - 6.6

註1：Q10.請問您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非常

有幫助

還算

有幫助

不太

有幫助

非常

沒有

幫助

表8　國人認為學校校外教學、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續)

項目別

總計

有幫助
沒有

幫助

不知道/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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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總計 1,070 78.4 69.3 48.6 38.8 44.8 53.5 63.8 0.2 0.8

性別
男性 537 76.1 66.4 49.9 36.5 46.1 48.5 60.3 0.3 1.3

女性 533 80.7 72.3 47.3 41.0 43.4 58.5 67.3 - 0.3

年齡層
15~19歲 76 78.7 58.9 45.1 39.9 47.2 56.7 62.6 - 1.4

20~24歲 96 74.6 66.8 45.6 47.2 47.3 61.0 74.1 - -

25~29歲 113 86.2 70.1 55.6 43.3 48.5 45.4 55.5 - -

30~34歲 117 87.8 76.4 47.6 48.6 39.7 60.7 71.9 - -

35~39歲 121 79.0 72.4 50.8 40.5 54.7 50.6 63.4 - -

40~44歲 147 75.9 73.4 50.5 32.7 47.6 59.7 66.5 - -

45~49歲 139 78.4 71.5 50.6 36.6 37.0 53.1 62.7 - -

50~54歲 130 73.0 60.4 38.0 30.4 35.4 40.2 61.9 - 3.3

55~59歲 131 73.4 69.4 51.9 35.0 47.8 56.1 57.2 1.2 2.5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0 32.9 41.6 - - - 41.6 25.4 - -

國初、中 79 66.3 38.3 30.3 36.8 40.8 46.0 47.1 - 3.5

高中、職 326 76.0 66.8 48.6 40.1 47.4 50.6 65.3 - 1.8

專科 123 75.0 79.7 49.8 41.2 46.6 50.0 64.4 1.3 -

大學 415 83.0 74.0 53.0 38.1 45.1 59.0 66.0 - -

研究所及以上 117 84.4 72.5 48.2 39.4 40.8 51.8 65.6 - -

族群別
閩南人 783 78.4 67.8 49.3 39.5 43.8 51.9 61.4 0.2 1.1

客家人 119 75.9 79.6 48.6 25.1 54.4 57.4 75.7 - -

大陸各省市人 55 75.6 78.3 53.0 39.7 43.0 73.5 74.4 - -

原住民 15 67.8 86.3 54.5 22.6 72.9 73.7 64.1 - -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4.2 14.2 - - - 59.7 54.5 - -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52.7 18.2 18.2 88.5 52.1 6.7 59.4 - -

閩東人 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

台灣人 60 94.4 72.1 45.8 51.0 31.3 48.7 60.2 - -

不知道/拒答 22 87.7 56.6 35.5 51.1 54.0 49.1 69.0 - -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85.4 82.0 39.4 44.8 48.8 51.8 58.9 - -

專業人員 120 81.2 71.4 52.8 40.9 50.7 55.1 62.0 - -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81.4 75.5 51.4 32.9 43.0 59.2 63.3 1.0 -

事務支援人員 147 78.6 72.1 47.5 36.5 38.4 56.6 68.1 -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73.8 65.1 50.2 44.3 50.4 58.2 63.2 - 1.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57.2 52.3 69.8 27.0 32.0 32.6 52.9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78.0 62.4 36.6 36.3 42.0 38.6 66.0 -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75.6 77.5 64.8 41.0 51.8 45.0 73.4 - 2.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53.2 49.5 28.0 33.0 53.0 46.3 60.9 - -

待業/無業 68 87.2 60.6 46.0 40.8 38.0 41.5 55.5 - 4.1

退休 19 79.4 69.9 28.0 28.7 20.7 41.9 52.4 - 8.4

家管 74 78.1 70.6 43.5 36.5 34.5 60.0 61.6 - -

學生 117 82.0 64.5 47.7 43.9 46.4 58.3 65.0 - 0.9

軍人 11 83.4 88.2 64.7 31.3 65.5 46.4 70.8 - -

拒答 6 100.0 100.0 100.0 78.6 100.0 86.6 59.8 - -

註：Q11.除了工作、校外教學以外，您認為一般民眾是為了什麼原因/目的才會參加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

私人拜訪？【可複選】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表9　國人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私人拜訪的原因/目的

項目別 樣本數
休閒

娛樂

尋幽

訪勝

交際

聯誼

購物

消費

拜訪

親友

學習

新知

體驗

外地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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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總計 1,070 78.4 69.3 48.6 38.8 44.8 53.5 63.8 0.2 0.8

有無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80.1 76.2 52.3 37.8 47.1 57.4 69.2 - -

有0~12歲的子女 211 79.4 78.9 56.3 39.6 47.4 58.3 70.6 - -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79.6 73.7 47.0 32.7 51.6 56.4 67.7 - -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69.2 65.5 45.8 36.0 39.7 49.5 62.7 0.7 2.1

沒有子女 561 81.2 67.3 47.8 40.3 45.6 53.1 61.5 - 0.7

地區別

北北基 310 84.3 70.8 47.5 41.7 46.3 58.1 60.7 0.5 0.3

臺北市 107 89.6 73.0 50.4 46.9 44.6 57.3 60.3 1.5 -

新北市 187 81.8 70.2 43.7 39.1 46.8 58.2 61.2 - 0.6

基隆市 16 77.9 63.9 71.0 37.9 51.1 62.5 57.3 - -

桃竹苗 183 72.5 73.3 48.7 29.9 51.8 53.5 73.8 - 1.8

桃園市 110 69.6 70.3 46.4 28.4 56.3 54.7 75.2 - 1.5

新竹縣 28 86.6 78.1 37.6 36.1 39.3 44.2 79.5 - -

新竹市 21 74.5 78.2 64.9 21.0 45.1 51.3 71.5 - -

苗栗縣 24 68.0 77.1 57.7 37.3 51.8 60.2 62.9 - 6.5

中彰投 211 77.5 71.2 55.0 36.4 41.0 50.0 63.1 - -

臺中市 134 74.8 77.1 51.5 38.0 45.0 50.4 64.5 - -

彰化縣 56 81.7 60.7 64.5 36.9 28.2 45.0 58.1 - -

南投縣 21 83.0 61.8 51.9 25.0 49.8 61.6 68.0 - -

雲嘉南 148 72.9 64.8 48.9 34.3 38.9 48.9 64.2 - 1.9

雲林縣 30 63.4 46.6 46.8 21.1 33.2 28.2 46.8 - 9.3

嘉義縣 21 63.2 68.4 47.0 34.5 56.0 49.1 62.2 - -

嘉義市 12 77.6 69.9 48.4 26.8 24.8 48.8 78.1 - -

臺南市 85 78.0 69.5 50.2 39.9 38.5 56.2 68.9 - -

高屏離島 174 80.8 67.1 39.9 50.3 42.2 54.1 63.0 - -

高雄市 125 80.0 67.2 41.0 49.5 41.3 52.2 62.2 - -

屏東縣 36 78.9 66.1 38.7 45.9 40.9 64.9 62.9 - -

澎湖縣 5 100.0 40.5 15.3 93.6 54.2 34.0 60.6 - -

金門縣 7 89.7 86.3 48.4 62.1 62.1 52.5 76.5 - -

連江縣 1 100.0 100.0 - - - - 100.0 - -

宜花東 44 74.5 57.4 58.5 35.4 52.4 50.7 48.5 - 3.5

宜蘭縣 20 91.8 77.0 77.8 38.2 58.9 49.8 70.7 - -

花蓮縣 14 42.0 32.3 35.6 18.7 35.6 43.9 23.7 - 10.9

臺東縣 10 86.0 53.3 51.4 54.5 63.6 62.9 38.2 - -

註：Q11.除了工作、校外教學以外，您認為一般民眾是為了什麼原因/目的才會參加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

私人拜訪？【可複選】

拜訪

親友

學習

新知

體驗

外地

生活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表9　國人參加私人團體或個人旅遊、參訪、私人拜訪的原因/目的(續)

項目別 樣本數
休閒

娛樂

尋幽

訪勝

交際

聯誼

購物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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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80.4 29.4 51.1 17.0 13.4 3.6 2.5

性別 *

男性 537 100.0 78.0 29.8 48.1 19.9 15.8 4.1 2.2

女性 533 100.0 82.9 28.9 54.0 14.2 11.1 3.1 2.9

年齡層 a

15~19歲 76 100.0 88.0 29.8 58.2 12.0 9.7 2.3 -

20~24歲 96 100.0 87.0 25.2 61.8 13.0 8.9 4.2 -

25~29歲 113 100.0 84.6 28.0 56.6 13.5 9.3 4.2 1.9

30~34歲 117 100.0 84.2 37.7 46.4 15.8 12.1 3.8 -

35~39歲 121 100.0 85.2 34.1 51.0 14.8 13.9 1.0 -

40~44歲 147 100.0 82.1 33.3 48.8 15.8 12.7 3.1 2.1

45~49歲 139 100.0 77.3 28.9 48.4 21.0 17.0 4.1 1.7

50~54歲 130 100.0 70.8 21.8 48.9 22.4 17.9 4.5 6.9

55~59歲 131 100.0 71.0 25.0 46.0 21.1 16.1 5.0 7.9

教育程度 a

國小及以下 10 100.0 25.4 25.4 - 74.6 74.6 - -

國初、中 79 100.0 67.5 18.7 48.9 22.3 18.3 3.9 10.2

高中、職 326 100.0 74.1 24.7 49.4 23.7 17.9 5.8 2.2

專科 123 100.0 85.0 35.4 49.5 12.3 11.4 0.9 2.7

大學 415 100.0 87.1 32.7 54.4 12.0 8.6 3.5 0.9

研究所及以上 117 100.0 83.1 31.6 51.5 12.8 11.7 1.2 4.1

族群別 a 100.0

閩南人 783 100.0 81.1 29.0 52.1 16.8 13.4 3.3 2.1

客家人 119 80.2 29.3 50.9 17.5 10.5 7.0 2.3

大陸各省市人 55 100.0 83.8 36.7 47.1 14.0 13.3 0.7 2.2

原住民 15 100.0 64.7 34.4 30.2 27.0 11.5 15.5 8.3

新住民(原大陸、港澳地區) 6 100.0 54.5 40.3 14.2 - - - 45.5

新住民(原外國籍) 8 100.0 58.8 11.5 47.3 41.2 41.2 - -

閩東人 2 100.0 100.0 100.0 - - - - -

台灣人 60 100.0 81.0 30.0 51.1 17.7 15.1 2.6 1.3

不知道/拒答 22 100.0 71.7 17.3 54.4 21.2 21.2 - 7.1

職業 a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4 100.0 91.5 26.9 64.7 6.5 6.5 - 1.9

專業人員 120 100.0 86.3 36.3 50.0 13.3 10.5 2.8 0.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9 100.0 81.0 35.9 45.1 17.3 14.3 3.0 1.7

事務支援人員 147 100.0 81.0 29.4 51.5 17.6 11.9 5.8 1.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5 100.0 79.6 24.0 55.6 18.2 15.6 2.6 2.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3 100.0 84.4 37.8 46.6 15.6 - 15.6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7 100.0 66.1 22.6 43.5 33.9 26.5 7.5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82 100.0 76.0 25.1 50.9 20.4 13.9 6.5 3.6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 100.0 65.9 14.6 51.3 23.2 18.5 4.6 10.9

待業/無業 68 100.0 72.6 24.2 48.4 23.3 23.3 - 4.1

退休 19 100.0 58.3 35.1 23.3 30.1 21.2 8.9 11.5

家管 74 100.0 90.5 36.9 53.5 3.8 3.8 - 5.7

學生 117 100.0 88.3 26.5 61.8 10.7 7.6 3.0 1.0

軍人 11 100.0 100.0 51.9 48.1 - - - -

拒答 6 100.0 34.8 13.4 21.4 65.2 65.2 - -

註1：Q12.請問您認為AR、VR、3D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不太

有幫助

非常

沒有

幫助

表10　國人認為AR、VR、3D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項目別

總計

有幫助
沒有

幫助

不知道/

拒答
非常

有幫助

還算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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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樣本數 百分比

總計 1,070 100.0 80.4 29.4 51.1 17.0 13.4 3.6 2.5

有無子女 **

有未成年子女(未滿18歲) 285 100.0 79.4 30.6 48.8 18.3 14.3 4.0 2.3

有0~12歲的子女 211 100.0 78.8 31.0 47.7 19.1 15.3 3.8 2.1

有13~17歲的子女 119 100.0 80.9 32.3 48.7 14.9 11.5 3.5 4.1

子女全部都已成年 224 100.0 74.2 27.2 47.1 20.3 15.7 4.6 5.5

沒有子女 561 100.0 83.4 29.6 53.8 15.1 12.1 3.0 1.5

地區別 *

北北基 310 100.0 83.2 28.8 54.3 15.2 12.3 2.9 1.6

臺北市 107 100.0 88.2 28.4 59.8 8.6 7.8 0.9 3.1

新北市 187 100.0 80.3 29.2 51.2 18.8 15.0 3.8 0.8

基隆市 16 100.0 82.2 27.2 54.9 17.8 11.2 6.6 -

桃竹苗 183 100.0 76.8 29.9 46.9 19.7 14.1 5.6 3.6

桃園市 110 100.0 73.9 28.1 45.8 23.6 18.3 5.3 2.5

新竹縣 28 100.0 65.3 22.1 43.2 29.5 14.0 15.4 5.3

新竹市 21 100.0 89.2 22.3 66.9 - - - 10.8

苗栗縣 24 100.0 92.2 53.3 38.9 7.8 7.8 - -

中彰投 211 100.0 83.9 31.0 52.9 15.7 11.0 4.6 0.4

臺中市 134 100.0 86.7 29.3 57.4 12.7 6.9 5.8 0.6

彰化縣 56 100.0 74.4 31.7 42.6 25.6 22.1 3.6 -

南投縣 21 100.0 92.0 39.7 52.3 8.0 8.0 - -

雲嘉南 148 100.0 72.7 26.0 46.7 22.6 20.0 2.5 4.7

雲林縣 30 100.0 60.9 14.4 46.5 29.8 26.3 3.5 9.3

嘉義縣 21 100.0 78.4 21.9 56.5 10.4 10.4 - 11.2

嘉義市 12 100.0 80.0 46.4 33.7 9.6 2.8 6.8 10.4

臺南市 85 100.0 74.3 28.2 46.1 25.0 22.7 2.3 0.7

高屏離島 174 100.0 84.1 30.2 53.9 13.5 11.9 1.7 2.4

高雄市 125 100.0 83.8 29.8 53.9 15.9 14.3 1.6 0.3

屏東縣 36 100.0 89.3 32.1 57.2 7.3 4.7 2.6 3.4

澎湖縣 5 100.0 61.1 39.4 21.7 20.2 20.2 - 18.8

金門縣 7 100.0 78.0 13.9 64.1 - - - 22.0

連江縣 1 100.0 100.0 100.0 - - - - -

宜花東 44 100.0 71.4 31.3 40.1 20.6 14.0 6.7 8.0

宜蘭縣 20 100.0 87.8 36.1 51.7 12.2 12.2 - -

花蓮縣 14 100.0 68.9 37.4 31.5 10.9 - 10.9 20.2

臺東縣 10 100.0 40.3 12.1 28.2 53.1 38.5 14.6 6.6

註1：Q12.請問您認為AR、VR、3D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

註2：*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5；**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1。

　 　***表示經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value＜0.001；a表示該變項的組間期望值小於5的比例超過25%。

非常

有幫助

還算

有幫助

不太

有幫助

非常

沒有

幫助

表10　國人認為AR、VR、3D動畫、電玩遊戲等科技發展，對於推動「文化教育」有沒有幫助(續)

項目別

總計

有幫助
沒有

幫助

不知道/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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