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年部落音樂會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96 年原音原舞--部落音樂會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太魯閣部落音樂會活動」自 94 年始至今已持續辦理兩年，深獲社會各界及部

落社區居民的肯定與好評，為延續及加強本處與週邊部落居民之良好夥伴關係與傳

統文化之宣揚等之立意，續於今年繼續辦理「原音原舞--部落音樂會活動」。辦理方

式為邀請秀林鄉內頗具表演水準之團體共同演出太魯閣族歌舞，為時五十分鐘，今

年企劃辦理 8 場，從 4 月到 11 月，於每月最後一週之週六舉辦，詳細日期為 4/28、

5/26、6/30、7/28、8/25、9/22、10/27、11/17，但 9/22 日第六場次當日適逢豪大雨

臨時取消，故總共辦理 7 場，總參與人數為 18800 人。問卷調查地點為太魯閣台地

廣場，由 2 位義務解說員訪談欣賞部落音樂會活動之參與者，7 場次部落音樂會活

動共計發出 380 份問卷，回收 36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48 份。 

一、個人社經背景特性 

基本特性包括受訪遊客之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以及居住地等五項。 

在性別方面，受訪之活動參與者以女性居多，佔 58.6％，男性則佔.39.9％；在

年齡方面，則以 21-40 歲者佔最大宗，約佔所有受訪者之 56.3％，其次則為 41-50

歲者佔 16.1%；在教育程度方面，則以大學者居多，佔 59.2％；在職業方面，則以

學生佔 25.6％為最多數，其次則為軍警公教及工商貿易服務業，佔 18.4％及 17.8%；

在受訪活動參與者之居住地方面，以來自於北部地區為最多，佔 39.4％，其次則為

花蓮地區，佔 39.1％。文化型的部落音樂會活動，較能吸引女性參與，同時因為部

落音樂會活動為週六舉辦，大多為家庭親子活動、朋友相約出遊的時間，以北部及

花蓮當地參訪居多。有關各項受訪者之詳細個人社經背景特性，詳表 1-1-1 所示。 

表 1-1-1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之個人社經特性分析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未填 5 1.4 未填 8 2.3 

男 139 39.9 學生 89 25.6 

女 204 58.6 軍警公教 64 18.4 
姓 
別 

小計 348 100 農林漁牧 2 0.6 

未填 3 0.9 專業技術 31 8.9 

10 歲及以下 5 1.4 退休、家管 33 9.5 

11-15 歲 7 2.0 工商貿易服務業 62 17.8 

16-20 歲 26 7.5 自由業 34 9.8 

21-30 歲 117 33.6 其他 25 7.2 

31-40 歲 79 22.7 

職

業

小計 348 100 

41-50 歲 56 16.1 未填 11 3.2 

51-60 歲 47 13.5 花蓮縣市 136 39.1 

61 歲及以上 8 2.3 北部地區 137 39.4 

年 
齡 

小計 348 100 中部地區 21 6.0 

教 未填 11 3.2 

居

住

地

宜蘭、台東 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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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及以下 28 8.0 南部地區 25 7.2 

高中職 57 16.4 外島 1 0.3 

大專/大學 206 59.2 其他 9 2.6 

研究所及以上 46 13.2 小計 348 100 

育 
程 
度 

小計 348 100     

二、部落音樂會活動之參與特性分析 

為瞭解遊客在參與本活動過程中之選擇與特性，以作為未來承辦部落音樂會活

動之參考依據，故分別探討活動參與者的參與頻率、參與場次、活動消息來源、是

否專程參加、主要聯外交通工具、同行伙伴性質及參與目的，以下依分析結果個別

討論之。 

1.參與頻度 

部落音樂會活動迄 2007 年，已為第 3 年舉辦，且每年參與活動者之人數亦有增

加之趨勢。根據受訪者對本活動之參與頻度顯示，第一次參加者佔最多數，有 83.3

％，其次則為第二次參加，佔 7.8％，第三次參加則佔 5.2％，詳見表 1-1-2 所示。

此項數據結果說明部落音樂會活動之宣傳是有成效的，吸引更多新的參與者參加部

落音樂會及鼓勵更多的遊客再次前來參加各場次部落音樂會，爾後太管處更需以創

新的角度，規劃內容豐富的部落音樂會活動。 

表 1-1-2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之活動參與頻度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第 1 次 290 83.3 
第 2 次 27 7.8 
第 3 次 18 5.2 

第 4 次以上 13 3.7 

 

小計 348 100 

2.參與場次 

受訪者中，以參加11/17場次佔21.7%為最多，其次為10/27場次，佔18.6%，詳

見表1-1-3所示。 

表 1-1-3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之活動參與場次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4/28 32 8.7 
5/26 49 13.3 
6/30 56 15.2 
7/28 47 12.7 

參加場次 

8/25 3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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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68 18.6 
11/17 80 21.7 
小計 368 100 

註：本題複選 

3.活動消息來源 

部落音樂會之活動參與者，其主要之活動訊息來源以其他(例如剛好路過)佔

38.7%佔最多，其次為他人告知者佔34.1％為最多，其次為透過報紙訊息，佔9.7％，

再其次是經由網路，佔7.8％，詳見表1-1-4所示。 

表 1-1-4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之活動消息來源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報紙 36 9.7 
海報 31 8.3 
廣播 5 1.3 
網路 29 7.8 

他人告知 127 34.1 
其他 144 38.7 

活動消

息來源 

小計 372 100 
註：本題複選 

4.是否專程安排參加 

受訪者中，得知活動消息後專程安排參與部落部落音樂會活動者佔40.5%，此項

數據結果說明部落音樂會活動為原住民文化展演活動，對於一般社會大眾普邀具有

吸引力及特殊性。詳見表1-1-5所示。 

表1-1-5  96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之是否專程安排參加本活動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未填 12 3.4 
是 141 40.5 
否 195 56.0 

是否專程安

排參與活動 

小計 348 100 

5.主要交通工具 

參與者活動之遊客主要交通工具彙整如表1-1-6所示。主要的交通工具以小客車

或休旅車57.6％佔最多，次為遊覽車佔17.5％，再其次為機車佔14.9%；係因為部落

音樂會活動的參與者以北部及花蓮地區作多，多半自行駕駛小客車或搭乘遊覽車前

來，次外本次問卷調查學生佔多數，而學生交通工具以機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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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之主要交通工具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未填 1 0.3 
機車 52 14.9 
客運 9 2.6 
火車 18 5.2 
小巴士 3 0.9 

小客車/休旅車 199 57.2 
遊覽車 61 17.5 
其他 5 1.4 

主要聯

外交通

工具 

小計 348 100 

6.同行同伴性質 

根據受訪者資料顯示，參與部落音樂會活動的性質組成以家人者佔46.8％為最

多，次為朋友或同學共同攜伴參與組成之團體，各佔27.6％及6.0％，詳見表1-1-7所

示。這個結果說明部落音樂會活動讓人感覺是一項可以與家人共賞、結集朋友、同

事參與並獲良好體驗的社交活動，可促進親人、朋友與同儕之情感。 

表 1-1-7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之同伴性質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未填 1 0.3 

無人陪同 11 3.2 
家人 163 46.8 
朋友 96 27.6 
同學 21 6.0 
同事 18 5.2 

旅行社團體 9 2.6 
特殊團體 20 5.7 
其他 9 2.6 

同行同

伴性質 

小計 348 100 

7.參與目的 

從調查資料分析得知，參與部落音樂會活動的主要目地以「放鬆心情」佔18.9%

為最高，其次為「郊遊旅遊」，佔13.7%，再來分別為「體驗當地文化」及「體驗自

然」各佔12.9%及12.8%，詳見表1-1-8所示。部落部落音樂會活動的靜態、文化藝層

面，屬於心靈獲取的活動，部分參與者因至太魯閣國家公園遊玩，巧遇本活動而留

下參與，體驗當地文化。 

表 1-1-8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參與活動主要目的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參與活 新的體驗 9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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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心情 198 18.9 
體驗自然 134 12.8 
心靈沉靜 62 5.9 
舒解壓力 87 8.3 
陶冶身心 55 5.3 
喜愛音樂 80 7.7 
學習新知 45 4.3 
郊遊旅遊 143 13.7 

體驗當地文化 135 12.9 
其他 13 1.2 

動主要

目的 

小計 1045 100 
註：本題複選 

三、活動參與之旅遊特性 

部落音樂會活動除了希望能增加遊客對太魯閣族文化的認識外，亦希望能藉由

活動之舉辦，吸引遊客放慢腳步，走進太魯閣美麗園區，用心欣賞鬼斧神工的太魯

閣峽谷之美。以下針對參與者與園區內的旅遊計畫進行調查，包括參與部落音樂會

外否有會前往園區其他地方、將在太魯閣國家公園內停留多久及進行的主要活動。

以下為各項結果說明。 

1.是否前往園區其他地方 

受訪之活動參與者中，有94％者是除前來太魯閣峽谷聆聽部落部落音樂會活動

外，也安排在園區內參觀遊覽，詳見表1-1-9所示。 

表 1-1-9  96 年落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除聽部落音樂會外是否前往園區其他

地方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是 327 94.0 
否 21 6.0 

是否前網園

區其他地方 
小計 348 100 

2.在園區內停留的時間 

有關受訪活動參與者停留在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之時間，以停留2-3小時以上最

多，佔26.1%，其次為1-2小時及4小時以上，分別佔23.9%及19.3%，詳見表1-1-10所

示。部落音樂會活動為週六下午3:30-4:30，參與之遊客大多已在園區遊玩或至附近

步道或台地健行後至遊客中心廣場參與部落音樂會活動。 

表 1-1-10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在園區內停留的時間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未填 3 1.1 

1 小時及以下 37 10.6 

在園區內停

留的時間 

1-2 小時 8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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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時 91 26.1 
3-4 小時 46 13.2 

4 小時以上 67 19.3 
N/A 21 5.7 
小計 348 100 

3.在園區內的主要活動 

從調查資料分析得知，受訪者除參與部落音樂會活動外，在園區內的主要活動

以欣賞風景佔40.5%最多，其次文化體驗，佔17.9%，再來為登山健行及野外觀察，

分別佔13.2%及10.9%，詳見表1-1-11所示。參與部落音樂會的民眾以與家人和朋友

一同前往佔73.4%最多，太魯閣國家公園舉辦的部落音樂會活動除可讓參與者了解太

魯閣族精緻的歌舞文化外，還可與同行的伙伴一同參訪太魯閣國家公園的風光，增

進情感。 

表 1-1-11  96 年部落音樂會活動受訪參與者在園區內的主要活動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登山健行 90 13.2 
欣賞風景 276 40.5 
文化體驗 122 17.9 
郊遊用餐 68 10.0 
教學活動 32 4.7 
野外觀查 74 10.9 
露營 11 1.6 
其他 8 1.2 

在園區內的

主要活動 

小計 681 100 
註：本題複選 

 

四、對部落音樂會之活動滿意度 

部落音樂會活動是展現太魯閣族精緻的歌舞文化及傳承活動，因此活動參與者

對各項活動的滿意程度與未來參與意願，將是部落音樂會活動績效表現的一種成

果。以下為針對場地佈置、活動內容、整體活動滿意度、未來參與意願及未來活動

形式等等分析進行結果說明： 

1.場地佈置及安排滿意度 

就受訪者對於96部落音樂會活動之場地安排及佈置滿意度而言，有69％之受訪

者表示對此安排「滿意」，24％之受訪者對場地佈置及安排「非常滿意」，而持「普

通」看法的受訪者有6％，詳見圖1-1-1所示。這個調查結果，場地安排與佈置以富

含太魯閣族的文化意境的方式搭建之舞台及背景，大致獲得參與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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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填

1% 非常滿意

24%

滿意

69%

普通

6%

2.活動內容安排滿意度 

就受訪者對於96年部落音樂會活動之內容滿意度而言，表示對此安排「滿意」

及「非常滿意」高達92.9％，而持「普通」看法的受訪者僅佔6.3％，詳見圖1-1-2所

示。這個調查結果，本次部落部落音樂會活動完全展現當地文化的表演內容，深受

參與者喜愛。 

83

3

240

22

0

50

100

150

200

250

非常滿意 未填 滿意 普通

圖1-1-2 對活動節目內容滿意度

 

 

 

 

 

 

 

 

 

 

3.活動整體滿意度 

就受訪者對於96年部落音樂會活動之整體滿意度而言，高達70％之受訪者表示

對此活動「滿意」，21％受訪者對此活動則「非常滿意」，而持「普通」看法的受

訪者有8％，詳見圖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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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3 對活動的整體滿意度

非常滿意

21%

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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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家公園是否繼續舉辦此類活動 

部落音樂會活動至96年已舉辦第3年，受訪者中，高達96.3%表示「非常贊同」

與「贊同」國家公園繼續辦理類似活動，國家公園除舉辦環境教育活動外，結合社

區推廣文化音樂之活動也深受喜愛。 

 

未填 非常贊同 贊同 沒意見

1

176 159

12

圖1-1-4 贊同國家公園繼續舉辦此類活動

 

 

 

 

 

 

 

 

 

5.部落部落音樂會是否為文化及美感教育宣導 

本項針對部落音樂會活動參與者對本活動的認知做定調，85%之受訪活動參與

者認為部落部落音樂會為一種文化及美感教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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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5 部落音樂會是否為美感教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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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未來參加部落部落音樂會或類似活動的意願 

96年部落音樂會活動之受訪參與者中，除了近九成滿意此活動外，對於未來的

參與意願上，則更有31.6％表示未來「非常願意」再次參與，有60.6％亦表示「願意」

再次參與，持「普通」的態度有6.6％，表示「不願意」再次參與者僅佔0.3％，詳見

圖1-1-6所示。這個結果顯示部落音樂會活動是吸引人的文化藝術型活動，受訪參與

者對部落部落音樂會節目內容規劃與持正面肯定的態度。 

圖1-1-6 未來參與部落音樂會或類似活動意願

非常願意

31.6%

普通

6.6%

未填

0.9%
願意

60.6%

不願意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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