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訂閱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
挑戰與機會

▌羅勝文、許桓翊

博物館在新冠肺炎（COVID-19）期間應用 Facebook維繫觀眾關係，疫情解封後線上觀眾
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持平或呈成長趨勢。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的觸及人數隨著疫情趨
緩逐漸回升，如何兼顧場館經營與線上服務是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議題。本文從近幾年的觀

眾意見調查報告及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人口結構探討粉絲專頁的經營現況，結果顯示女
性青少年、青年族群及嘉義縣市居民的比例相對較少；除了展覽文物介紹外，觀眾期望故

宮南院應提早發布活動訊息以便及早報名參加。本文建議故宮南院應力圖提高女性青少年

及青年族群，將該族群常用的網路社群平臺列入整體社群經營計畫；透過線下和線上活動、

發布在地相關議題或與在地網路社群合作，創造與在地居民對話的機會以提高嘉義縣市居

民的粉絲專頁訂閱人數。

前言
  Facebook是博物館在疫情期間最倚重也最

受觀眾喜愛的線上服務之一，1許多博物館藉

由增加貼文數量維繫觀眾關係，持續提供資訊

資源。2隨著疫情解封線上觀眾不僅沒有減少，

反而持平或增長，3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

區（下稱故宮南院）Facebook粉絲專頁的觸及

人數自 2021年 7月疫情解封後一直穩定上揚 

（圖 1），2023年 5月的追蹤者人數超過 18萬。

後疫情時代博物館一方面要經營場館，另一方

面又要維持 Facebook訂閱數，瞭解線上觀眾

的人口結構、使用動機與行為有助於重新調整

網路社群經營。本文將從故宮南院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粉絲人口結構及 2020∼ 2022年的

觀眾意見調查報告，討論粉絲專頁經營的機會

與挑戰。

Facebook的主要客群 
一、粉絲年紀區間
  博物館應用 Facebook粉絲專頁已逾十年，

成立目標大致有與觀眾溝通互動、推廣行銷

博物館、維繫觀眾關係等。4國立故宮博物院

（下稱故宮）粉絲專頁的經營策略是吸引觀眾

入館，即使沒有到訪也能透過網路取得資訊，

貼文內容包含近期展覽與活動、院方政策、創

造具話題性的主題等等。5再者，每種行銷推

廣工具皆有其目標客群，有些博物館設定年輕

學生族群、教師家長、愛好者或潛在觀眾為

Facebook的目標觀眾；有些則從年齡層劃分；

另也有未明確定義目標觀眾者。6國內研究顯

示 Facebook粉絲專頁的粉絲以女性（性別比約

6：4）、居住在博物館臨近區域的居民居多，7 

年紀區間略有差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要

集中在 18∼ 34歲；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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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歲佔 60.4%，其中又以 35∼ 44歲佔比最高，

達 31.6%；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略同，集中

在 25∼ 44歲，綜上可以看出 25∼ 44歲的女性

是博物館 Facebook粉絲專頁的主要客群。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的客群，綜合

2020∼2021年觀眾意見調查結果以25∼44歲，

居住在嘉義縣市的觀眾比例較高，其他特質尚

有研究所（以上）學歷、至少到訪過故宮南院 1

次、8女性、從事醫療業 9的比例較高。實際營

運資料卻呈現不同趨勢，如圖 2所示粉絲年紀

區間集中在 25∼ 54歲，女性比例略多。單就

男性而言，18∼ 24歲的佔比明顯高於女性，且

18∼ 54歲的四個區間的比例沒有明顯變化。女

性在 18∼ 24歲的佔比很低，25∼ 44歲等兩個

區間快速成長，直至 55歲以後下降。

二、粉絲居住地
　　博物館 Facebook粉絲大多是臨近區域居

民，粉絲專頁的目標是要與粉絲建立長期關

係，發布近期訊息給觀光客並非主要目的。10研

究也指出企業透過網路社群行銷能與社群成員

維持長久關係，11消費者加入網路社群後將更願

意購買企業或品牌產品，12雙方的直接溝通、回

應、口碑分享等也會提升其購買意願。13然而故

圖 1　 2021年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觸及人數　取自〈110年度國立故宮 
博物院數位資源網路調查報告〉，《國立故宮博物院．施政計畫、業務統 
計及研究報告》：https://www.npm.gov.tw/NewFileAtt.ashx?lang=1&id= 
10054778，頁 10，檢索日期：2023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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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所在城市排名（2023年 5月）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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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年齡和性別分布圖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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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南院 Facebook的地緣關係並不明顯（圖 3），

嘉義市只佔 5.2%，北部地區（雙北地區、桃園

市及新竹市）佔 26%，其次是南部地區（高雄

市、臺南市及嘉義市）24.2%，接著是中部地區

（臺中市與雲林縣）佔 12.1%。北部地區比例較

高可能是粉絲同時訂閱南北兩院的 Facebook粉

絲專頁，南部地區及臺中市都有接近 10%也反

映鄰近城市對於故宮南院的關注程度，另一隱

憂是故宮南院所在地：嘉義縣市居民的比例過

低，粉絲專頁做為一種行銷宣傳與觀眾互動的工

具，較低的訂閱比例代表故宮南院少了一個與

在地居民溝通的渠道，甚至可能影響入館意願。

　　本文依據 2020年及 2022年的觀眾意見調查

報告估算入館參觀的年紀區間、性別比及居住

地區，這兩份報告均採便利抽樣法調查當天的

入館遊客，有效樣本數達 900份以上具一定參

考價值。估算結果之趨勢（圖 4-1、4-2）略符合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的實徵資料，本文

據此假設 Facebook粉絲群與入館觀眾有一定程

度重疊，若能提高嘉義縣市居民訂閱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比例能增加在地居民的入館人數，

而哪些訊息是在地居民所期待者是接下來要討

論的議題。

觀眾期待的 Facebook貼文
　　博物館的 Facebook貼文通常以典藏展覽、

教推活動、博物館經營、園區景色為主，貼文

型式以圖文混合為主，疫情期間還有線上講座

直播、深度導覽影片等多媒體內容。觀眾期待

看到展覽資訊和文物介紹，喜歡有趣、輕鬆又

兼具知識深度的貼文內容，偏好諸如博物館幕

後工作、園區景色、生活分享等軟性議題以及

門票優惠訊息，較不喜歡政令宣導類的官方訊

息，14後者加上趣味梗圖等幽默元素後反倒受到

圖 4-1　故宮近年入館觀眾人口統計分布（年紀、性別）　作者整理繪製

圖 4-2　故宮近年入館觀眾人口統計分布（居住地區）　作者整理繪製

觀眾及媒體的喜愛與報導。15博物館應善用各種

統計資料找出最容易激發觀眾互動的內容，適

時調整發文內容，滿足觀眾的期待。16

　　表一整理 2023年 5月至 6日間最受觀眾

喜愛（依按讚數排序）的 10則貼文，5則貼文

為近期展覽相關（如圖 5），3則為近期活動

推廣（如圖 6），2則為園區景色及設施介紹 

（如圖 7），宣傳推廣展覽與活動仍佔較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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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貼文均採圖文混文型式，有 3則貼文混搭

幽默梗圖和對話創造趣味性。（如圖 8、9）依

據故宮南院 2022年觀眾意見調查報告，觀眾

期望 Facebook粉絲專頁增加文物知識和展覽介

紹的內容與次數，還有不少觀眾建議提早發布

活動報名訊息並加強推播以便及早報名、舉辦

線上活動、增加專題演講場次、改善線上直播

品質等。以上結果反映故宮南院長期經營教育

推廣活動並透過 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宣傳已

具成果，不少觀眾經由粉絲專頁追蹤線下活動

訊息，換言之 Facebook粉絲專頁串聯了博物館

的線上資訊傳播與線下活動體驗。本文也藉以

推論部份 Facebook粉絲是故宮南院的經常性觀

眾，粉絲專頁有助於他們掌握規劃博物館參訪

行程，行事曆功能提醒他們報名參加，成為他

們日常行程安排的一部份。

圖 5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 5月 11日貼文　取自《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
575728914662868&set=a.315148300720932，檢索日期：2023
年 7月 20日。

圖 6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 6月 3日貼文　取自《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pmsouth/posts/ 
pfbid02y4RgT9LjjnHejasiF5KS59x93Komkz5rZE9EUb82nC2MQ7
FrznGoByhz1moDPSFml，檢索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圖 7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 6月 30日貼文　取自《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pmsouth/posts/
pfbid0n8ZBb9T91Q1tdG641MaRpi5nt2SByV2F9P4zguzRPdhb3Ace
AGzvVkCwaozekNpSl，檢索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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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觀眾按讚數最高的 10則貼文 作者製表

日期 類型 標題 觸及人數 按讚數 留言 分享

5月 11日 展覽文物介紹

• 西方人眼中的媽祖廟，竟是歐式風格
•  今天 5月 12日（農曆 3月 23日）是 #天上聖母媽
祖的生日，神聖的日子一起來看看，300多年前時，
西方人眼中的媽祖廟長什麼樣子吧

136,191 4,572 82 496

【端午連

假逛故宮】

5月 20日
展覽推廣

• 亞洲織品展 #包羅萬象 新品亮相
•  「院藏亞洲織品展」五月二十日起以「包羅萬象」
為題全新換展

86,653 2,535 34 152

6月 17日 園區景色
•  夢幻阿勃勒 陰雨綿綿嗎？故宮南院下的是 #黃金
雨 ！！明天就來賞花吧

51,934 2,518 30 36

6月 3日 節日活動

•  【端午連假逛故宮】手作香包、五毒扇福氣保安康
•  初夏六月，暑氣漸盛，端午連假去哪玩？故宮南北
院區配合端午節應景推出香包、五毒扇等手作體驗

活動

75,238 2,092 26 125

6月 30日 園區設施

•  炎炎夏日，一場博物館的清涼冒險，共創親子回憶
•  親子互動遊憩區—飛白泉（Flying White Fountain）
• 園區開放時間：5:00-24:00全年不休園

46,374 1,977 22 29

6月 25日 活動推廣

•  住在嘉義縣市的大家，這幾天在路上有沒有看到超
可愛的路燈旗呢？看過來看過來！

• #夏日親子藝術月—時空探險家
32,096 1,764+2 18 42

5月 21日 展覽文物介紹

• 都說要看緊「荷包」了！
• 但錢錢總是離我而去，投向酷東西的懷抱
•  清代的荷包其實不只用來裝錢 也可以用來裝隨身
的常用或重要之物

44,671 1,640 36 114

6月 29日 展覽文物介紹

• 乾隆皇帝的袖珍家具珍藏大公開
•  明朝流行的家具「頂箱櫃」，在乾隆時期成為微型
家具收藏啦

55,028 1,651-1 17 86

5月 13日 節日活動
• 你只聽過「為母則強」卻不知道⋯⋯
• “媽媽不是本來就強大，只是為了你所以勇敢＂

37,736 1,626 43 65

6月 18日 展覽文物介紹

• 隨著世俗前進還是要繼續堅持理想⋯⋯？
• 靈活的變通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  下禮拜就是端午節了那就一定要提到代表人物「屈
原」了 !

26,509 1,609+2 9 3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故宮南院臉書粉絲專頁，統計時間：2023年 5月∼ 6月，依按讚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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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機會
　　本文認為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有兩

個主要挑戰。第一、提升女性青少年及女性青

年族群的粉絲數量。15∼ 24歲的青少年及青年

族群佔整體入館遊客第二位，僅次於 35∼ 44歲 

（見圖 4-1、4-2），「百萬學子悠遊博物館專案

計畫」每年超過 1萬 5千名學生申請入館，青少

年及青年族群是穩定的觀眾族群：再者該年紀

區間的男性粉絲數與 25∼ 44歲的男性相當（見

圖 2），可以推論女性青少年及女性青年有入館

經驗但無意願訂閱 Facebook粉絲專頁。青少年

使用行動社群工具的動機依序是擴展人際關係、

查找下載資訊及娛樂打發時間，17哪些動機無法

滿足女性青少年及青年族群？又有哪些原因促使

25歲以上的女性訂閱人數跳躍式成長？種種現

象及背後成因值得故宮南院進一步探究。

　　第二、提升嘉義縣市居民粉絲數量。綜合

Facebook粉絲居住地區（見圖 3）與入館觀眾人

口統計資料（見圖 4-1、4-2），此一族群是入館

意願不高也較無意願訂閱 Facebook粉絲專頁的

族群。在地居民通常是博物館 Facebook粉絲專

頁的重要成員，Facebook粉絲專頁也是博物館

經營在地關係，宣傳行銷的重要渠道，較低的

訂閱比例表示故宮南院的最新訊息很難在第一

時間觸及嘉義縣市居民，即便他們可以從官網、

網路/部落格、電視、路旗等管道得知，但這些

圖 8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 5月 13日貼文　取自《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pmsouth/posts/
pfbid0PtZmuEXF7F9xPXobNwDmWgZvxukcqeEeYgRPXU6aP6i6Tr
VSrPcMNmEygZ7Xu9k5l，檢索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圖 9　 故宮南院 Facebook 粉絲專頁 6 月 18 日貼文　取自《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pmsouth/posts/pfb
id02bPcvbuYWA7NrmymCpYYaV8HDcYGJaL7aMmZrr9b7ExoSG9un
HddL6oRdGgefrd3hl，檢索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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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被動管道，觀眾需要打開網路、電視或行

經特定路段方能得知訊息，容易導致資訊傳播

的時間落差因此錯失報名參訪的機會。另一個

造成訂閱比例較低的可能原因是嘉義縣市居民

已進入故宮南院園區但未入館，導致他們沒有

機會參與調查，這點也需要故宮南院再多留意，

提出更多誘因吸引當地居民入館參觀。

　　故宮南院曾在開館初期辦理活動鼓勵到館

觀眾訂閱粉絲專頁，亦可透過線上活動、發布

與當地相關且具討論性的議題、或與當地知名

社群合作等創造與鄰近區域居民對話的機會。

「西方人眼中的媽祖廟，竟是歐式風格」貼文（見

圖 5）獲得「北港在地生活」、「六腳鄉的未來

與事」及「嘉義新港人（讚）出來」等在地網

路社群轉載分享，此外擁有數十萬追蹤者的「綠

豆嘉義人」、「嘉義綠豆大小事」等在地網路

社群也貼文宣傳故宮南院水舞燈光秀、夏日親

子藝術月等活動，這些都有助於宣傳推廣訊息

觸及更多的線上觀眾。

　　本文認為提升嘉義縣市居民訂閱粉絲專頁

的比例能提高他們的入館意願和人數，當地居民

願意加入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圖 10） 

代表他們願意與故宮南院發展長期關係且有較

高的忠誠度，故宮南院也與他們直接溝通藉以

促成入館參觀。在地居民訂閱粉絲專頁的比例

較低是一大挑戰，同時也是機會，故宮南院可

藉此管道深化在地經營，建立更順暢的在地訊

息傳播管道，增加博物館所在地區的入館人數

以致於整體入館參觀人數。

　　再者，圖 2顯示故宮南院的 Facebook粉絲，

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在 18∼ 24歲、55歲以上

中高齡族群的比例皆較低，中高齡族群可能因行

動社群 APP操作不方便進而降低其使用意願。

在青年及青少年族群部份，即便 Facebook目

前還是臺灣民眾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體平臺，

自 2019年以降用戶數從 1,900萬下降至 1,600

萬，特別是年輕用戶大幅減少導致並呈現老化

趨勢，新興網路社群平臺如 Instagram的用戶從

830萬增加至 1,055萬，18故宮南院的 Instagram

粉絲約 2萬人還有很大幅的成長空間，經營青

年及青少年族群常用的網路社群平臺也應列入

整體社群經營計畫。

圖 10　故宮南院 Facebook粉絲專頁首頁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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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新冠肺炎重創博物館線下經營的同時也帶

來新的線上服務經營機會，疫情後的全新挑戰

是如何吸引遊客入館又能兼顧廣大的線上觀

眾，受惠於故宮近幾年在觀眾意見調查報告增

列全球資訊網、Facebook粉絲專頁、線上故宮

等線上服務的調查研究，本文得綜合相關調查

報告及 Facebook的粉絲人口結構資料探討粉絲

專頁經營現況，找出兩個未來經營的挑戰與機

會並提出建議。故宮可以再探討其他線上服務

的經營現況以做為擬定疫情後線上服務發展方

向的參考依據，更應持續地調查線上觀眾意見

隨時面對未來的挑戰與機會。

羅勝文為長庚大學資訊中心技士
許桓翊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