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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推廣影視藝文電影放映之參與民眾性別分析 

113年 8月 

壹、 前言 

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與臺中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

作之性別目標，培養全民性別平等意識及尊重多元文化的觀念，政府

在推廣各式藝文活動來促進社會文化交流及文化素養等文化政策的

角色上顯得重要，在促進文化多元性交流、提升社會文化素養、活化

文化產業，以及提升城市形象和吸引力等面向上亦有其影響力。 

政府持續地推廣藝文活動，除作為不同文化間交流的橋樑外，民

眾能藉由各式活動，了解與尊重不同文化、價值觀及信仰，並增加藝

術人文的理解力、培養多元思維及文化美感修養。此外，透過藝文活

動的各種主題內容，能提供不同文化產業的培力，創造不同的就業機

會，對於文化產業活動與消費者間之串聯，提升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及

影響力皆十分重要。 

藝文活動同時也是城市形象與具吸引力的重要軟實力，具有豐富

藝文活動的城市往往更具魅力，能吸引更多遊客與投資者，推動城市

的經濟和發展。「中山 73 影視藝文空間」(以下簡稱中山 73)係本局

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影視基金會）營運之

藝文場館，秉持推廣優質影視音節目與活動的宗旨，深耕臺中地區影

視音發展群眾與影像教育。該空間一樓為常設「臺中電影故事展」靜

態展覽，提供參訪者了解本市影視產業的歷史與重要資源，以及放映

設備的演進。二樓則設有 36 席位之小眾電影放映廳，每月依規劃主

題，安排多元非主流藝文電影播映。 

自 107 年 11 月開館試營運迄至 112 年底，中山 73 累計放映逾

1,500 部藝文電影，吸引超過 2萬 7,000 人前來觀影，逐漸培養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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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非主流電影觀影人口。又，經查近年入館觀影人數數據，並將 112

年度節目放映片單類型、滿意度調查問卷之年齡、學歷等參數，納入

性別數據統計後發現女性之觀影民眾參與比率皆較高，但不同性別之

觀影偏好分布比例卻十分相近，顯示中山 73 在參與娛樂或文化生活

權利面向上已提供不分性別的平等參與基礎，惟因喜好藝文電影的程

度取決於個人的興趣、教育和文化背景，對於男性民眾的吸引程度未

較女性民眾高。 

本文透過檢視中山 73 辦理策展放映活動之相關數據，並從中觀

察是否有存在性別差異或不平等情形，或在性別平等議題上能否調整

與精進之作法，以作為中山 73 於未來策展規劃時，納入性別平等推

廣目標之參考。 

對於成果目標的訴求，則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 5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改變男女的社會

和文化行為模式，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

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以及第 13條「締約各國應採取

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

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特別是參與娛樂生活、運動

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為目標，並朝以下兩項政策方針來努力，

並作為未來推動性別平等策略之方向與願景：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第四點第(三)項，建構性別平等的社會

文化，培養全民性別平等意識及尊重多元文化的觀念，認同性別

平等的價值並採取積極行動，消除各領域性別刻板印象、偏見、

歧視，完善性別平等教育體制，避免教育及職業等性別隔離，重

視多元家庭的權利，以建構性別平等社會文化。 

二、 臺中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第 4組（教育媒體與文化組），

持續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及推動媒體自律及性別平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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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性別統計分析 

臺中市雖為目前全臺灣第二大電影消費市場，但相較於大臺北地

區，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相對不足，有鑑於此，中山 73 的營運和成

立，即以推廣優質影視音節目，每月策劃多元主題單元或影展活動，

並放映國內外不同風格的藝術電影，透過不同類型的電影放映，增加

臺中的影視消費內容多元性。 

而藝術電影（art film），一般而言係為著重藝術品質、非以盈

利為導向的電影，大多數為獨立電影，旨在成為藝術品、非為取悅普

羅大眾而創作的作品，通常的表徵形式，較著重於社會寫實，甚至藉

由意識流的抽離手法或以實驗性的影像處理方式來說故事（註1）。如

同「純文學」和「大眾文學」一般，藝術電影和商業娛樂電影的區別，

有著本質和受眾上的程度差異，因此，藝術電影在性質上，通常具有

較多的嚴肅議題、意圖刺激受眾的智性或道德觀，並讓作品成為一個

審美的對象，而非為取悅大眾或娛樂而創作的商業作品（註2），故在

中山 73的受眾定位以此前提設定而偏向小眾。 

檢視中山 73於 112年度觀影人次數據，入館觀影民眾共計 5,348

人次，參與觀影活動之男女民眾，女性為 3,245人次（佔比 61%）、男

性 2,103人次（佔比 39%），女性佔比高於男性。 

其次，自 112 年 8 月起，中山 73 發放參與館內活動民眾填寫滿

意度調查問卷，統計至 112 年 12 月止，共有 303 份問卷，扣除填答

不全或填答錯誤之無效問卷，有效問卷數為 249份。本文將該份滿意

度調查問卷內容分為三個類別，即「觀影與活動參與」、「場館設施與

 
註1 綜合參考引自： 

1. 維基百科，〈藝術電影〉，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8%97%9D%E8%A1%93%E9%9B%BB%E5%BD%B1#cite_note-1，檢索日期：2024年 8

月 22日。 

2. 風傳媒，〈為何大多數的人都比較喜歡看商業片，一看藝術片就想睡覺？他揭背後 3個最

大差異〉，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755883，檢索日期：2024年 8月 22日。 

註2 轉引自聯合新聞網鳴人堂，〈林斯諺／藝術電影和爽片差在哪？哲學家告訴你〉，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3637898，檢索日期：2024年 8月 22日。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7%9D%E8%A1%93%E9%9B%BB%E5%BD%B1#cite_note-1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7%9D%E8%A1%93%E9%9B%BB%E5%BD%B1#cite_note-1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755883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363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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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民眾個人背景調查」，各類別之問題設計及回填選項如附表。 

中山 73之調查問卷第一類「觀影與活動參與」，主要詢問民眾進

入中山 73 觀影或活動的參與情形，包括觀影目的、頻率，以及他們

的偏好和回饋；調查問卷第二類「場館設施與服務」，則詢問民眾有

關中山 73 的設施和服務品質，並進一步了解民眾對場館設施與服務

方面的滿意程度與具體意見；調查問卷第三類「民眾個人背景調查」，

主要用於蒐集民眾的基本個人資訊，以進一步了解因喜愛藝文電影而

至中山 73 觀影的民眾，他們的性別、年齡、學歷、職業與地區的分

佈情形。 

綜觀前述調查問卷的問題與回覆選填設計，主要用於蒐集民眾前

往中山 73 消費的動機、觀影偏好，並透過民眾對各項設施及服務的

滿意重視程度，提供中山 73 未來於節目優化安排或提升服務品質的

參考，以提高觀眾滿意度和忠誠度。 

本文就前揭問卷於 112 年蒐集調查 249 份有效問卷，嘗試以性

別、年齡、學歷數據分別交叉統計，觀察喜愛藝文電影而前往中山 73

的民眾背景與偏好，分析其中之性別因素。 

首先，以調查問卷數據中之性別及年齡層交叉統計(暫不納入非

二元性別（其他）人數比較)，資料顯示除 18歲以下民眾，在男女人

數比例上較平均外，其它年齡層之比例皆顯示女性參與程度高於男性，

尤以 19-30 歲民眾差異 19 人最為明顯，其次則為 41-50 歲民眾，差

異 18 人；另觀察填報問卷者之年齡分布，偏好觀賞藝文電影者，以

31-40歲民眾為最多，約占 29.7%；其次為 19-30歲民眾，約占 26.5%；

再者為 41-50歲民眾，約占 25.7%，其他年齡層分佈請參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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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2年度中山 73 滿意度調查問卷— 

觀影民眾性別及年齡層統計人數 

年齡 
性別區分 總計 

女男 

差異 
比率 

女性 男性 其他    

18歲以下 3 4 
 

7 -1 2.8% 

19-30歲 42 23 1 66 19 26.5% 

31-40歲 43 30 1 74 13 29.7% 

41-50歲 41 23 
 

64 18 25.7% 

51歲以上 26 11 1 38 15 15.3% 

總計 155 91 3 249 64 100.0% 

表 2 則續以調查問卷中之性別、年齡與學歷數據交叉統計(暫不

納入非二元性別（其他）人數比較)，資料顯示除 18歲以下民眾，男

性人數(4 人)比女性(2 人)較多外，其它年齡層之比例顯示女性參與

程度皆高於男性，其中，又以 19-30歲、大專院校學歷之女性民眾人

數最多(38人)，其次則為 41-50歲、大專院校學歷之女性民眾(34人)，

總體而言，於中山 73 觀賞藝文電影的民眾仍以女性且有大專院校學

歷者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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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2年度中山 73問卷調查 

(觀影民眾之性別、年齡及學歷統計) 

年齡 18歲以下 19-30歲 31-40歲 

性別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其他 女性 男性 其他 

研究所以上 
  

3 4 
 

11 8 
 

大專院校 1 
 

37 18 1 30 19 1 

高中（職） 
  

2 1 
 

2 3 
 

國中（含） 

以下 
2 4 

   
   

小計 3 4 42 23 1 43 30 1 

年齡 41-50歲 51歲以上 
總計 

性別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其他 

研究所以上 5 6 1 4  42 

大專院校 34 15 19 4  179 

高中（職） 2 2 4 3  19 

國中（含）

以下 

  
2 

 
1 9 

小計 41 23 26 11 1 249 

考量前揭問卷設計僅詢問民眾「平常喜歡觀賞的類型電影」，如

冒險動作、搞笑喜劇、浪漫愛情等，未問及民眾至中山 73 觀看影片

之劇情類別，而中山 73 每月皆依策展主題安排多元非主流藝文電影

播映，為進一步觀察入館民眾是否因節目影片類型、與性別相關，而

有不同的觀影偏好，本文另行嘗試將 112 年度 1 至 12 月之片單，依

劇情內容分類為「感情」、「職場」、「自我發現和成長」、「家庭」、「身

分認同」、「社會」、「奇幻冒險」、「歌舞」及「歷史和文化」九種類型，

然於影片分類時，同一影片內容類別可包含超過一種以上之類型（如

影片《本日公休》即含有「感情」、「家庭」、「社會」及「歷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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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類型），故若加總圖 1之 112年度中山 73入館觀影民眾性別區分

及觀影偏好分布各數據，總數大於總觀影人次數。 

以性別區分統計入館觀影民眾觀影偏好之數據顯示，112年度入

館觀影民眾，無論觀賞何種影片類型，女性比例皆高於男性，尤以觀

賞「感情」類型影片的男女民眾差異(552)最為明顯；其次則為觀賞

「自我發現和成長」類型影片(390)，再者為「家庭」類型影片(256)，

其他差異數請參閱圖 1，又，假設觀賞影片之男女民眾差異數字愈低，

表示該類型影片同時受到不同性別民眾的喜好，則此些差異便能提供

中山 73於未來節目策展安排之參考。 

 

圖 1、112年度中山 73入館觀影民眾-性別區分及觀影偏好分布 

 

 

圖 1係為入館觀影民眾之男、女性兩觀影族群的觀影偏好分布情

形，有趣的是，在檢視不同性別之觀影偏好分布後發現，即使入館觀

影民眾以女性比例較高，但男性與女性觀影偏好的分布比率情形竟十

分相近，男、女性偏好比率最高者皆為「感情」類型影片，其次則為

「自我發現和成長」類型影片，再者為「家庭」，其它類型的佔比亦皆

有相同情形，如圖 2、圖 3。顯示喜好藝文電影並至中山 73觀影的民

眾，他們的觀影偏好類型，應取決於個人興趣、教育、文化及成長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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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較不涉及性別因素。 

圖 2、112 年度中山 73放映影片類型與女性觀影偏好 

 

圖 3、112 年度中山 73放映影片類型與男性觀影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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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以性別區分統計檢視中山 73 於 112 年入館觀影人次

數及觀影偏好，僅觀察到喜愛藝文電影並至中山 73 觀影的女性民眾

較男性民眾多，但觀影偏好並無特別差異，除未能進一步觀察出是否

有性別不平等或存在差異現象，現行問卷未調查民眾觀影之影片資訊，

亦無法從中運用年齡層與觀影影片交叉分析觀察不同世代的觀影偏

好。 

其次，以性別區分統計檢視中山 73於 112年 8月至 12月間之滿

意度調查問卷數據發現，無論於年齡或學歷分布，女性之觀影民眾參

與比例多較男性民眾高，男性民眾參與此類型活動意願較女性低，並

非男性參與活動受到歧視，而與個人興趣、教育、文化背景較有關，

若欲進一步提升不同性別民眾的參與人數，應加強中山 73 節目行銷

推廣方向與管道。 

再者，就前揭滿意度調查問卷之三個類別，亦無性別平等意識相

關之問題設計，爰無法由前述蒐集統計資料，檢視民眾是否因參與中

山 73 的觀影活動，有增進性別平等認知及認同情形，若欲進一步了

解於中山 73 觀影民眾對於性別平等的認知及認同情形，應調整修訂

問卷類別與設計。 

參、 規劃及目標 

一、 定義預期成果 

(一) 對成果目標的訴求 

綜觀前述以性別區分統計檢視中山 73 於 112 年之入館

觀影人數及滿意度調查問卷，發現無論參與民眾的年齡、學

歷等統計數據，女性之觀影民眾參與比例皆較男性民眾高，

且喜好藝文電影的程度與偏好類型，取決於個人興趣、教育、

文化及成長背景，較不涉及性別因素，而未能進一步觀察出

是否有性別不平等或存在差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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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中山 73 在藝文活動推廣應併兼顧性別平等意識提

升與教育的角色，朝向擴大場館觀眾參與基礎與提升品牌形

象，除有助於展現中山 73 對於藝文電影的支持，擴展品牌

知名度和影響力外，亦增進性別平等認知及認同，方符合推

廣教育意義。藝文電影因議題多元，可為跨文化間交流的橋

樑，提升不同性別觀眾藉由觀影，學習、理解和尊重不同文

化及價值觀，也提高尊重異性或消除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

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的機會。 

本文為了解參與中山 73 觀影活動民眾對於此場館之問

卷回饋性別平等意見的有效程度，訂定如下作法，以達成果

目標： 

1. 增加問卷第一類別「觀影與活動參與」之問題項目-觀賞

的電影單元及影片名稱：調查民眾所觀看的影片資訊，並

透過與年齡層數據交叉分析，理解不同世代對藝文電影

的偏好。 

2. 增加問卷第四類別—「性別平等意識」：透過調查民眾該

次觀影體驗，是否增進對性別平等的認知，或強化其理解。 

3. 強化行銷宣傳活動，拓展場館消費同溫層：透過多樣化的

行銷活動，鎖定不同於本場館的消費客群，藉此擴大中山

73的民眾參與客群基礎。 

(二) 訂定達成目標之統計指標 

為確認前述擴大中山 73 場館之觀眾參與基礎之方式，

以及得知民眾因參與中山 73 所推廣之藝文觀影相關活動，

其各年齡層民眾之觀影偏好與對性別平等的認知與認同之

有效性，增加「觀影影片偏好指標」、「觀影人數指標」及「性

別平等意識調查指標」三項統計指標，以持續觀察中山 73

於擴展品牌知名度外，不同年齡層民眾對藝文電影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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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能增進性別平等認知及認同推廣教育角色之程度。 

二、 發展選擇方案 

(一) 發展可供選擇的方案 

為達成中山 73 對成果目標的訴求，即擴大場館觀眾參

與基礎，擴展品牌知名度和影響力，以增進民眾對於性別平

等認知及認同，本文擬定兩項發展選擇方案並加以評估，另

修訂滿意度調查問卷，增加觀賞的電影影片名稱與增加第四

類別—推廣性別平等意識，提問「觀影後是否讓您增進性別

平等觀念與認知」、「觀影後是否提供您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

及價值觀」、「觀影後是否提高您尊重異性或消除基於男女任

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其它對於性

別平等推廣之建議」等項目，以觀察不同世代的觀影偏好，

以及民眾對於性別平等認知及認同情形。 

1. 方案 1：中山 73行銷觀影活動 

本方案著重於強化策展節目放映單元與主題影展（如

女性影展），並定期舉辦行銷活動，如買一送一（電影票）

或贈禮活動，吸引入館民眾攜伴共同觀影，並視民眾反應

滾動調整活動方式，期擴大場館觀眾參與基礎。 

2. 方案 2：中山 73出走放映活動 

中山 73之放映廳因場地空間限制，僅設置 36席位，

本方案著重於走出中山 73場域，於戶外或大型影城影廳

舉辦，或與晨露文化藝術基金會、富邦文教基金會等致力

於藝文、親子教育等外部單位合作辦理特定主題放映活

動，並就合適之主題增加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之座談活動，

以觀察民眾對於性別平等認知及認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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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方案並提出建議 

(一) 成本評估 

1.方案 1：中山 73行銷觀影活動 

每月節目與主題影展設計之預算經費，係納入中山 73

年度營運成本中，其強化策展節目放映單元與主題影展，或

就滿意度問卷統計分析民眾觀影偏好、個人觀影背景因素、

推廣性別平等意識等，並滾動式調整後續節目片單策劃，其

辦理經費皆能於年度預算額度內執行。 

此外，因中山 73 為非營利之文化場館，故舉辦買一送

一贈送電影票活動，不影響購買節目片單或與合作單位辦理

之主題放映之成本，而贈禮活動亦能以贈送電影票，或運用

影視基金會年度經費中各項活動文宣品，搭配中山 73 各式

推廣活動，以及本局每年於臺中市 29 區巡迴辦理電影放映

季活動時贈送，在不增加成本條件下，吸引入館民眾攜伴共

同觀影。 

2.方案 2：中山 73出走放映活動 

活動設計之預算經費，係納入中山 73年度營運成本中，

惟場次預算編列有限，為提升觀影民眾人次數，設計增加主

題式放映或專屬活動，辦理經費需評估邀請活動主持人、知

名主講者、活動佈展軟硬體與相關文宣品等增加成本，可能

瓜分當年度其它規劃活動之經費。 

(二) 效益評估 

1.方案 1：中山 73行銷觀影活動 

藉由每月節目策劃與辦理買一送一贈送電影票或贈禮

活動，吸引較多民眾入場觀影，並透過每月累積的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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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持續不間斷蒐集民眾的觀影偏好，以及對於性別平權的認

知與認同情形。 

此外，中山 73 與外部單位合作辦理主題影展，如長期

推廣性別平權之女性影展，因放映內容並非一般通俗議題作

品，於歷年統計數據上顯示，於中山 73 影廳辦理相關放映

活動更為適合，且更利於辦理座談、專題活動。 

2.方案 2：中山 73出走放映活動： 

走出中山 73 場域舉辦特定主題放映活動，能跳脫場地

人數限制，吸引更多不同偏好之民眾參加，有益於回收問卷

之效度，並集中觀察民眾於性別平權的認知與認同情形。 

(三) 方案選定 

依前述成本與效益初步評估後，以方案 1「中山 73 行

銷觀影活動」來發展較為可行，因能依據行銷方案吸引力、

宣傳力度，以節目或主題影展放映月份為統計單位，了解目

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觀影後是否願意分享等因素適時調整

辦理內容，且若能於不增加成本之條件下，成功吸引民眾攜

伴觀影，並提升觀眾基礎與增進性別平等認知度，相較方案

1之效益將大於方案 2「中山 73出走放映活動」。 

四、 執行決策所需之溝通 

中山 73 係本局補助影視基金會營管之藝文場館，每年度皆編

列預算供其策展營運，本局將以監督機關之角色，提供影視基金會

前述中山 73之性別分析內容，以及對成果目標所訂之發展方案「中

山 73行銷觀影活動」，由影視基金會就每月策展節目活動、民眾觀

影情形，滾動式調整並精進辦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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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估計畫 

影視基金會依本文訂定中山 73 之「觀影影片偏好指標」、「觀

影人數指標」、「性別平等意識調查指標」三項達成目標之統計指標，

定期檢視觀影人次及調查問卷數據，並提供本局有關中山 73 之觀

眾參與基礎之提升程度，以及民眾參與中山 73 推廣之藝文觀影相

關活動之回饋意見，以持續觀察中山 73 於擴展品牌知名度外，其

各年齡層民眾之觀影偏好與增進性別平等認知及認同之推廣情形。 

中山 73 為推廣影視藝文電影放映與活動之重要場館，近年亦

與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持續辦理女性影展，設計月份之節目

內容亦含括性傾向與性別認同議題等多元作品。未來本局將持續輔

導基金會，視蒐集前述量化問卷數據數量與指標結果，滾動調整節

目策展內容，並視預算額度增加性別平等風格之主題月節目或評估

邀請酷兒影展至中山 73 辦理等，觀察提升不同性傾向民眾參與度

情形與效益。 

肆、 結語 

就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建構性別平等的社會文化，以培養

全民性別平等意識及尊重多元文化觀念之政策目標，以及臺中市性別

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及推動媒體自律及性別

平等宣導之性別目標下，推廣包含表演、展覽、各式媒體傳播等形式

之藝文活動，向公眾傳遞多元、跨文化的理念與價值觀，皆可涵蓋性

別平等的各式議題，提高公眾對性別平等的認識和理解，以及減少性

別歧視和偏見的機會。 

作為臺中市推廣影視藝文活動重要場館的中山 73，將持續推廣

豐富多元的電影作品與相關活動，期藉由不同作品的類型，涵蓋不同

性別、不同偏好的角度觀察或引發民眾共鳴，亦透過調查問卷增設性

別議題項目，持續理解來自不同性別、喜好、背景之觀影民眾，如於

參與藝文電影活動時確實提升民眾的性別平等意識，中山 73 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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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影視音節目與活動、深耕臺中地區影視音發展群眾與影像教育的

同時，亦能成為一個推廣性別平等意識的重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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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2年度中山 73滿意度調查問卷 

第一類「觀影與活動參與」 

問卷題號 問題與回填選項 

1 

請問您此次來中山 73 影視藝文空間的目的？ 

回填選項(單選)：觀賞電影、參加中山 73導覽活動、

參加講座活動 

2 

請問您今天觀賞的是哪個月份的節目呢？ 

回填選項(單選)：7-8 月節目片單、9-10月節目片單、

11-12月節目片單 

3 

請問您今天觀賞的電影單元？ 

回填選項(可複選)：焦點主題、首輪藝術電影、WOW!動

畫、臺中拍 

4 

4 請問您是否滿意這次觀賞的電影？ 

回填選項(單選)：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5 

請問您平常喜歡觀賞哪些類型的電影？ 

回填選項(可複選)：冒險動作、搞笑喜劇、浪漫愛

情、奇幻異想、寫實紀錄、恐怖驚悚、創意前衛、經

典懷舊、其它 

6 請問您期望未來在中山 73看到什麼作品呢？ 

9 

請問您平均多久來中山 73觀賞電影或參與活動呢？ 

回填選項(單選)：第一次來、每周一次、每周兩次

（或以上）、每月 1-3 次、半年 1-3次、一年或更久 

11 
請問您是否會推薦親友到中山 73看電影呢？ 

回填選項(單選)：是、否 

12 歡迎給中山 73影視藝文空間更多回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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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場館設施與服務」 

問卷題號 問題與回填選項 

7 

請問您對於中山 73各項場館設施及服務的滿意程度為

何？ 

回填選項：座椅舒適度、視聽效果感受、洗手間整潔度、

服務人員態度、購／索票流程、七三誌內容或設計(單

選)—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8 承上題，請填寫「不滿意」的原因？ 

10 

請問您是從那裡獲得中山 73的最新消息？ 

回填選項(單選)：中山 73臉書官方粉絲頁面、臺中市

政府 LINE官方帳號、新聞媒體網站、親友分享推薦、

中山 73誌、剛好路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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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民眾個人背景調查」 

問卷題號 問題與回填選項 

13 姓名 

14 電話號碼 

15 E-Mail 

16 
性別 

回填選項(單選)：男性、女性、其他 

17 

年齡 

回填選項(單選)：18歲以下、19-30歲、31-40歲、41-

50 歲、51歲以上 

18 

最高學歷 

回填選項(單選)：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大專

院校、研究所以上 

19 

職業 

回填選項(單選)：學生、教師、工商服務業、軍警公職

人員、專門技術人員、影視媒體相關從業人員、設計或

藝術工作者、自由接案、退休、其他 

20 
交通方式 

回填選項(單選)：自行駕車、搭大眾運輸、走路、其他 

21 

地區 

回填選項(單選)：我是台中人、彰化或南投、台北或新

北或基隆、桃園或新竹或苗栗、雲林或嘉義或台南、高

雄或屏東、花蓮或台東、離島或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