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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調查係由國立教育廣播電臺委託異視行銷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於 101 年 10
月 19 日至 101 年 11 月 05 日，每天 15 時 30 分至 21 時 30 分進行電話訪問調查。調查

範圍為教育廣播電臺電波涵蓋地區，包含全國 22 縣市，並按照內政部公布之 101 年 1
月份全國人口統計資料，以 13 歲以上之民眾為調查母體，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本次實

際有效樣本完成 1080 份，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不超過正負 3.0%，此目的是

為了推估各地區教育廣播電臺的收聽率。 

另外，為瞭解教育廣播電臺的閱聽眾行為模式，第二階段將與第一階段所訪問到的

教育廣播電臺閱聽眾的有效份數合併，將教育廣播電臺的閱聽眾訪問數補至 300 份，其

訪問數則按 99 年調查之各分臺比例進行配置，本次實際完成至 329 份，在 95%的信心

水準下，抽樣誤差不超過正負 5.4%。 

在六個月內有聽過廣播的受訪民眾比例為 51.4％，而有 24.5％在空中收聽過教育廣

播電臺，比率較 99 年之收聽率略為上升 0.1%。整體來說，101 年有 86.0％的聽眾欣賞

教育廣播電臺的節目，93.6％的聽眾認為教育廣播電臺節目對臺灣社會有貢獻，教育廣

播電臺節目品質滿意度為 86.2％，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整體評分為 81.9 分。調查結果摘

要如下： 

 

壹、對教育文化資訊需求與廣播收聽行為 

一、第一階段-一般民眾（受訪民眾 1080 人） 

1. 取得教育文化資訊的媒介以有線電視最多，比例占 54.6％，其次為網際網路（37.0
％）、無線電視（31.8％）、報紙（20.0％）、廣播（12.2％）、教育相關（11.4％）、

書籍（9.2％）、雜誌（7.3％）、人際傳播（2.3％）、宣傳單（1.6％）。 

2. 受訪民眾裡，有 40.1％的受訪民眾認為目前各種媒介（媒體）所提供的教育文化相

關訊息是不足夠的，而有 43.6％認為是足夠的。青壯年、教育程度越高的受訪民眾，

認為目前各媒體的教育文化訊息不足夠的比例愈高。 

3. 受訪民眾裡，有 55.4％希望從廣播中收聽教育文化的相關訊息，44.6％不希望。其

中，年紀較輕、學歷愈高的民眾，希望從廣播中收聽教育文化的相關訊息的比例較

高。另外，受訪民眾希望從廣播中收聽的教育文化廣播節目類型，以音樂娛樂節目

的比例最高，占 49.2％，其次為文教新聞（44.1％）、教育議題節目（44.0％）。 

二、第二階段-教廣聽眾（受訪民眾 329 人） 

1. 取得教育文化資訊的媒介以有線電視最多，比例占 56.0％，其次為網際網路（32.3
％）、無線電視（29.1％）、報紙（28.2％）、廣播（26.6％）、教育相關（12.7％）、

雜誌（9.5％）、書籍（7.6％）、人際傳播（2.2％）、宣傳單（1.6％）。 

2. 受訪民眾裡，有 42.6％的受訪民眾認為目前各種媒介（媒體）所提供的教育文化相

關訊息是不足夠，有 45.3％認為足夠。13-19 歲受訪民眾，認為各媒介（媒體）提

供的教育文化訊息是足夠的，比例占 56.3%；其餘年齡層者則傾向認為不足夠。 

3. 受訪民眾裡，有 74.3％的受訪民眾表示，希望從廣播中收聽教育文化的相關訊息。

普遍來說，各類別受訪民眾均傾向希望從廣播中收聽教育文化相關訊息。 

4. 受訪民眾裡，希望從廣播中收聽的教育文化廣播節目類型，以音樂娛樂節目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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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占 56.0％，其次為教育議題節目（54.7％）、文教新聞（52.1％）、社教節目（47.4
％）。 

 

貳、一般廣播收聽行為 

一、第一階段-一般民眾（受訪民眾 1080 人） 

1. 一般民眾的廣播閱聽率為 51.4％。其中，以男性、13-59 歲、研究所以上、專門/技
術性有關人員、行政及主管人員、現役軍人及教師，回答有收聽廣播的比例較高。 

2. 受訪民眾裡，會想收聽廣播的原因最主要是無聊打發時間（38.9％），其次是習慣性

收聽廣播（26.0％）、消遣娛樂（24.8％）。 

二、第二階段-教廣聽眾（受訪民眾 329 人） 

1. 受訪民眾裡，會想收聽廣播的原因最主要是無聊打發時間（31.9％），其次為吸收新

知（27.1％）、習慣性收聽廣播（26.4％）。 

 

參、教育廣播電臺收聽行為 

一、第一階段-一般民眾（受訪民眾 1080 人） 

1. 在六個月內有聽過廣播的受訪民眾中，有 24.5％的民眾是有收聽過教育廣播電臺。 

二、第二階段-教廣聽眾（受訪民眾 329 人） 

1. 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受訪民眾，主要以年齡層在 60 歲以上（31.2%）、教育程

度在研究所及以上（46.3%）、職業別為教師（68.8％）、大中小型企業主╱老闆（44.3
％）、或自營商店老闆（42.4％）的受訪民眾比例較高。 

2. 在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裡，同時也有使用網路收聽的比例為 21.6％。其中，以年齡

層在 30-39 歲（32.9％）或 50-59 歲（26.2％）、教育程度為大學（29.5％）、職業為

大中小型企業主／老闆（50.0％）的比例較高。 

 

肆、教育廣播電臺聽眾意見（受訪民眾 329 人） 

一、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中，以廣播途徑知道教育廣播電臺者為最多，比例有 75.3％，

其次是由網際網路方面得知（11.9％），其餘管道皆在一成以下。 

二、星期一到星期五通常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時段以不固定最多，比例為 50.5％，

其次是 06：01 - 08：00（8.5％）、08：01-10：00（7.3％）、18：01-20：00（6.4％），

另有 7.3%表示平日沒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 

三、星期六到星期日通常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時段以不固定最多，比例為 52.2％，

其次是 10：01 - 12：00 （6.5％）、08：01-10：00（3.7％），另有 29.9%表示假日

沒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 

四、在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裡，有 43.1％的民眾表示，家中沒有小孩/沒有未

成年小孩，而家中目前有在就學者，以小學（23.5％）、大學院校（13.5%）、國中

（12.8%）、高中職（11.6％）居多；幼稚園（8.9%）與學齡前（4.3%）的比例較低，

均在 1 成下。 

五、家中目前有學生或小孩正在就讀的受訪民眾裡，僅有 25.7%的民眾表示，會與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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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一起收聽教育廣播電臺，而有 74.3%回答沒有。 

六、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以收聽過音樂娛樂節目最多，比例為 44.8％，

其次為教育議題節目（43.1％）、文教新聞報導（40.9％）、教學節目（39.1%）、兒

童少年節目（28.1%）、社教節目（27.8％）、銀髮族節目（22.4%）。 

七、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主要原因，以特定的節目內容及電臺特色最高，比例為 19.9
％，其次為習慣性收聽（18.6％）、蒐集資訊（17.9％）、語言教學（12.6％）、播放

時間（12.3％）。從各種人口特性來看，不同性別、年齡、教育程度、電臺涵蓋區域、

以及居住縣市對於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之主要原因為特定的節目內容及電臺特

色（只有教育廣播電臺才有提供）、蒐集資訊、習慣性收聽的原因居多。不同職業

別對於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之主要原因以特定的節目內容及電臺特色（只有教育

廣播電臺才有提供）、語言教學、播放時間（方便收聽）、習慣性收聽為居多。 

八、較常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節目類型以音樂娛樂節目及文教新聞最多，比例皆為 43.8
％，其次為教學節目（40.8％）、教育議題節目（34.6％）。 

九、最滿意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類型以教學節目最多，比例為 41.0％，其次為音樂娛樂

節目（35.2％）、教育議題節目（32.0％）、文教新聞（30.1％）。 

十、教育廣播電臺最應加強的節目類型以教育議題節目最多，比例為 33.7％，其次為兒

童少年節目（27.1％）、教學節目（25.1％）、文教新聞（22.6％）；選項為其他比

例為 3.5％，受訪民眾在選項為其他的內容，表示沒有需要加強的節目。 

十一、認為教育廣播電臺節目應該加強改進之處為內容設計（主題類型）最多，比例為

36.2％，其次為教學技巧（節目活潑性、互動性）（19.1％）、來賓的邀請（18.4
％）、聽眾服務(提供資訊、更新速度等）（15.6％）；選項為其他比例為 4.3％，受

訪民眾在選項為其他的內容，有表示節目宣傳不夠，需多辦活動及相關演講增加

民眾的印象。 

十二、欣賞教育廣播電臺的節目比例為 86.0％。 

十三、教育廣播電臺節目對臺灣社會有貢獻比例為 93.6％。 

十四、對於教育廣播電臺節目品質滿意比例為 86.2％。 

十五、最滿意教育廣播電臺的地方以節目主題與來賓為最多，比例為 55.1％，其次為主

持人的風格與專業（45.2％）。從各人口特性，民眾仍傾向滿意上述兩項地方。 

十六、對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整體評分，有 97.9%的民眾，給予此電臺的分數在及格分

以上。其中，以分數落在 80-89 分的受訪民眾居多，比例占 50.2％。整體而言，

教廣的受訪聽眾給予此電臺節目的平均整體評分為 81.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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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廣播電臺節目收聽率與評價（受訪民眾 329 人） 

一、「長青天地」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19.6%的民眾有

收聽過「長青天地」，平均分數為 80.3 分。 

二、「晚安故事屋」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35.6％有收

聽過「晚安故事屋」，平均分數為 80.7 分。 

三、「文教新聞」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64.4％的民眾

表示，有收聽過「文教新聞」。平均分數為 82.1 分。 

四、「教育好夥伴」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25.2％收聽

過「教育好夥伴」。平均分數為 84.3 分。 

五、「教育開講」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13.7％的民眾

表示，有收聽過「教育開講」。平均分數為 82.5 分。 

六、「English Follow Me」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41.7%
的民眾表示，有收聽過「English Follow Me」。平均分數為 82.9 分。 

七、「快樂上學趣」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30.4％的民

眾表示，有收聽過「快樂上學趣」。平均分數為 82.9 分。 

八、「臺灣鹹酸甜」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22.6％的民

眾表示，有收聽過「臺灣鹹酸甜」。平均分數為 80.9 分。 

九、「技職紅不讓」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27.0％的民

眾表示，有收聽過「技職紅不讓」。平均分數為 79.2 分。 

十、「從心歸零」收聽率與評價：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中，有 15.9％的民眾

表示，有收聽過「從心歸零」。平均分數為 82.5 分。 

十一、民眾整體對教育廣播電臺的評分為 81.9 分；在各節目的評分部分，以「文教新聞」

的收聽率 64.4％最高，收聽比例較高的受訪民眾輪廓，男性、50-59 歲、國(初)
中、大中小型企業主／老闆、高雄分臺，平均分數為 82.1 分；其次「English Follow 
Me」的收聽率為 41.7％，收聽比例較高的受訪民眾輪廓，為女性、13-19 歲、國

(初)中、專科或大學、學生、台東分臺，平均分數為 82.9 分；「晚安故事屋」的

收聽率為 35.6％，收聽比例較高的受訪民眾輪廓，為女性、60 歲以上、小學及以

下、行政及主管人員、高雄分臺，平均分數為 80.7 分；「快樂上學去」的收聽率

為 30.4％為，收聽比例較高的受訪民眾輪廓，為男性、50-59 歲、國（初）中、

無業、待業、花蓮分臺，平均分數為 82.9 分；「技職紅不讓」的收聽率為 27.0
％，收聽比例較高的受訪民眾輪廓，為男性、20-29 歲、大學、行政及主管人員、

臺花蓮分臺，平均分數為 79.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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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未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受訪民眾需求分析（六個月內未收聽教育廣播電臺 945 位） 

一、此次調查有效受訪民眾 1080 位中，針對未在六個月內有收聽廣播，或有收聽廣播

而沒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知道教育廣播電臺比例為 32.9％。  

二、針對 945 位未在六個月內有收聽廣播，或有收聽廣播而沒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受

訪民眾，其中知道教育廣播電臺的受訪民眾為 310 位，沒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原

因以沒有收聽習慣最多，比例為 33.3％，依序為沒時間（27.0％）、不清楚該電臺的

頻率（21.4％）。從各人口特性來看，民眾沒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原因，仍以沒有

收聽習慣、沒時間、不清楚該電臺的頻率為前三大主要原因。 

三、受訪民眾願意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意願為 83.0％。 

四、願意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 243 位受訪民眾中，願意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類型以

音樂娛樂節目最多，比例為 57.8％，其次為文教新聞(42.3％）、教學節目（39.9％）。 

 

柒、教育廣播電臺品牌形象分析 

一、第一階段-一般民眾（受訪民眾 1080 人） 

1. 教育廣播電臺聽眾及沒收聽但知道此電臺之民眾對於教育廣播電臺的印象，以「知

識」比例為最高，占 53.7％，其次為資訊（43.2％）、成長（34.9％）、陪伴（33.3
％）。 

2. 教育廣播電臺聽眾及沒收聽但知道此電臺之民眾可接受教育廣播電臺的簡稱，以教

育電臺的接受度為最高，比例為 60.1％，其次為教廣（31.9％）、教育之聲（26.0％）。 

二、第二階段-教廣聽眾（受訪民眾 329 人） 

1. 對於教育廣播電臺的印象，以「知識」比例為最高，占 53.3％，其次為資訊（42.5
％）、快樂（27.0％）、親切（25.4％）。 

2. 教廣聽眾可接受教育廣播電臺的簡稱，以教育電臺的接受度為最高，比例為 68.3％，

其次為教育之聲（20.1％）、教廣（15.8％）。 

 

捌、歷年比較 

一、101 年度廣播的收聽率為 51.5%，相較於 99 年之 54.0%，收聽廣播的情形有略減的

現象，收聽率微幅下降 2.5%。廣播聽眾會想收聽廣播的前三項原因，為無聊打發

時間、習慣性收聽廣播、以及消遣娛樂，其結果與 99 年大致一致。相較於 99 年之

調查結果，廣播聽眾因為習慣性收聽廣播而收聽廣播的比例增加 5.9％。 

二、101 年教育廣播電臺的收聽率與 99 年差距不大，101 年近六個月內有收聽過教育廣

播電臺的民眾占 24.5%，比 99 年略為增加 0.1%。 

三、101 年度在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裡，有網路收聽經驗的比例佔 21.6％，相較

於 99 年的 14.1%，於網路上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比例上升 7.5％。 

四、101 年度調查結果顯示，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以收聽音樂娛樂節目的比例最高，

其結果與 99 年一致。另外，在其它節目類型的部分，101 年收聽社教節目的聽眾比

例減少最多，有 17.9%，其次為兒童少年節目節目（減少 11.1％）。 

五、101 年度調查結果顯示，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會收聽此電臺的前四大主要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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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節目內容及電臺特色、習慣收聽、蒐集資訊及語言教學。相較於 99 年之調

查結果，聽眾因為習慣性收聽而收聽的原因增加較多，達 5.3％，其次為語言教學

（增加 4.1%）；而因為蒐集資訊及設計教材而收聽的原因則下降較多，分別下降為

5.0%及 3.7%。 

六、101 年度調查結果顯示，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在滿意比例方面，除了兒童少年節

目下降 7.5%之外，其餘節目類型較 99 年皆有上升，其中以教學節目上升最多（上

升 11.4％），其次為文教新聞(上升 9.0％)、教育議題節目(上升 6.9％)。 

 

七、101 年度調查結果顯示，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認為電臺最應該加強教育議題節目

（教育專題訪談節目）。另外，在其它節目類型的部分，認為應該加強教學節目（外

語教學節目）的比例增加最多，上升 8.2%；其次為社教節目（增加 5.8％）。 

八、101 年度調查結果顯示，教育廣播電臺的聽眾，表示欣賞電臺節目的比例從 99 年的

90.7%，下降至 86.0%，下降約 4.7%。 

九、101 年民眾對教育廣播電臺節目整體平均分數為 86.2 分，較 99 年提升 2.0 分，顯見

民眾對於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肯定；個別節目收聽率部分，「長青天地」收聽率部

分下降 12.4％、「台灣鹹酸甜」收聽率下降 9.5％、「快樂上學趣」收聽率下降 6.8％、

「文教新聞」收聽率下降 6.6％，而「晚安故事屋」相對收聽率成長較多，上升了

6.5％。 

十、101 年度調查結果顯示，在沒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民眾裡，有 32.9%仍知道此電

臺，與 99 年相比增加了 2.7%。進一步詢問沒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民眾，收聽此

電臺的意願，有 83.0%的民眾願意收聽，與 99 年差異不大。願意收聽的節目類型，

從歷年資料來看，民眾仍傾向收聽音樂娛樂節目。在其它節目類型的部分，與 99
年結果相比，民眾願意收聽文教新聞的比例上升 9.3％；願意收聽社教節目的比例

上升 8.8％；願意收聽教育議題節目的比例上升了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