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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culture），源自於拉丁文cultura，原意為對土地的耕耘和對植物

的栽培，其後引申為對人的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培養。文化一詞後

來經過人類學者的援引和使用，現在已成為人文社會領域中廣被接受的概

念，也是一般大眾朗朗上口的名詞。

人類學者在使用「文化」一詞時，所談的是兩類截然不同的東西，

且他們常在定義的兩類意義上反覆遊走（Goodenough,1961）。第一，「

文化」一詞指的是可觀察的現象，也就是可見的東西或事物；第二，「文

化」一詞用來指涉組織性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和信仰體系，一個族群或

社群藉以建構他們的經驗和知覺，規約他們的行為，決定他們的選擇，文

化的這個意義指的是觀念的領域，在這個脈絡下，文化被視為是一個理念

體系，也有人稱作是宇宙觀，也就是說文化是一種「指引生活的設計」。

文化的定義隨著研究方向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由於本書著眼於整體

的文化體系之外在展現，故在文化的概念上，採狹義的文化定義：「即以

藝術、文學、大眾傳播媒體為主體的文化」，將重心放在文學、藝術、戲

劇、音樂等領域，另一方面也加入了人類學方面的文化議題，例如承接文

化傳統的民俗文化慶典，以及民眾的社會參與等。

因此，這本文化統計只是文化的一個視角，能夠幫助瞭解文化的現狀

及趨勢，但不見得能夠涵蓋文化的全貌。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我們所談的

文化指的是狹義的文化，也就是由社會所製造出來具有象徵意義的事物，

這些事物是以書寫、語言、圖形、聲音符號或影響所呈現出來，其中當然

也包含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種媒體。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有鑑於此，乃於民國80年
嘗試編製文化統計，並於該年出刊《80年文化統計彙編》，復於次年出

版《81年文化統計彙編》，之後即以年刊方式逐年出刊至《88年文化統

計》。自89年開始，文建會即以委外方式辦理文化統計編纂、出刊事宜，

且由《90年文化統計》之後，在體系上的建立採演繹法，以衡量文化程度

及水準為目標主題，將文化抽象的概念分為文化環境、文化活動及文化素

養三個主要領域，再逐級推出人文環境、文化資產等十四個次要領域，及

三十五個統計類別，另外再作主要國家文化指標比較。全書內容架構調整

為文化環境、文化活動、文化素養及主要國家文化指標比較等單元，編輯

架構仍為提要分析、統計表及附錄等三個部分。

本（93）年文化統計架構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茲將本《93年文化統

計》的架構扼要表示如下：

93年文化統計主要分為文化環境、文化活動、文化交流、文化創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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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文化素養五大部分，本年度新增了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商品貿易等統計資料；在文化活動

部分，增列國內重要展演場所的藝文活動概況；在文化經費部分，增列中央和縣市文化支出概

況及結構分析。最重要的是，本年度的文化素養資料，特別針對本書統計之需要，獨立進行專

案調查，以取得相關研究數據，打破歷年文化統計引用次級資料之慣例。

由於本年度在統計架構上大幅調整，因此有許多資料是歷年文化統計均未納入統計的項

目，故對於所蒐集資料的信度和效度評估上，研究團隊特別擬定一套對於所蒐集資料的稽核流

程。首先，在與各單位索取數據前，先對數據下明確的操作型定義，並要求單位提供數據的同

時，針對各項目定義作確認，若有定義不同處需標註說明。資料回收後，研究團隊會先進行資

料的人工比對和複查，進行時會比較不同年份在相同統計項目的差異，找出不同單位在相同統

計項目的差異，以及不同縣市在相同統計項目的明顯差異，找出其中不合邏輯的數字，並與原

提供單位進行確認；之後進行統計比對，針對不同年份、不同單位、不同縣市在相同統計項目

進行趨勢分析或加總分析，以確認資料的可信度。最後，將資料於不同來源的相關資料進行勾

稽，若有過大差距，將找出差距過大的項目予以確認，若資料數據差異過大，將選擇放棄該資

料來源數據，或標註資料定義與特性，及說明數據明顯差異之處。

由於本年度資料蒐集日期離統計日期過久（94年底蒐集93年文化統計相關資料），造成填

報單位資料蒐集的困難；或單位資料負責人更換，而導致資料變異過大，為恐影響資料之可信

度，建議明年度起全面更動文化統計資料蒐集時程，並加強文建會藝文資料庫之資料品質及管

理系統之完善化，以建立完整及精確的文化統計資料蒐集機制為目標。

93年文化統計

文化環境

˙總體環境

˙文化機構

˙文化設施

˙文化經費

˙文化資產

˙文化人力

˙文化傳播

文化活動

˙全國藝文活動

˙� 重要展演場所

��文化活動

˙� 重要文化藝術

節慶活動

文化交流

˙國際交流

˙兩岸交流

˙� � � � � 文化商品貿易

交流

文化創意產業

˙企業數

˙金額

˙產值� � 

˙就業人口

文化素養

˙文化參與

˙文化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