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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文化平權」是一個很重要的平等人權之一，其意義為：文化生活是人

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必須積極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不會因為身份、年齡、

性別、地域、族群、身心障礙等原因產生落差。 

除此之外，善盡「社會責任」也是社會上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趨勢，任何

一個機關團體，不論公私部門，都有善盡社會責任的義務，以自身的優勢，

為社會提出貢獻，這也是淡水古蹟博物館利用原本擁有的文化資產之優勢，

舉辦「愛心滿紅城」活動之原始目的之一。 

國際上以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作為高齡化之量度，超過 7％

稱為「高齡化社會（ageingsociety）」，超過 14％者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超過 20％者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society）」。而根據內

政部統計處之報告，截至 109年底我國 65歲以上老年人口 378萬 7,315人，

已占總人口 16.07%，社會結構實為高齡社會的型態。如果依據國發會 2016年

提出的人口推估， 2026年恐將再超過 20％，屆時臺灣也會與日本相同，躋

升「超高齡社會」之列。 

另一方面，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數於 109 年底，總人口數為 119 萬 7,939

人，佔全國人口 5.08%，身心障礙者因為生理或心理限制，與一般人相比更難

以取得文化資訊等，無形中也造成文化上的不平等，這也是「友善平權」觀

點上較注重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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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原住民族人數於 109年底，臺灣原住民人口數為 57萬 6,792人（平

地原住民為 26萬 9,966 人，山地原住民為 30萬 6,826 人）佔全國人口總數

的 2.44%，居住地在都會區與非都會區之比率為 47：53，住於非都會區者通

常也是資訊落差之下的弱勢，因此如何消除資訊落差，達成文化平權的目的，

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表 1：109年臺灣總人口與 65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人口比率列表 
 計 佔總人口% 

總人口 23,561,236 100 

65 歲以上人數 3,787,315 16.07 

身心障礙者人數 1,197,939 5.08 

原住民族人數 576,792 2.4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報告 

 

貳、 「愛心滿紅城」規劃理念與內容 

「友善平權」在博物館的推展，是政策的實踐之一，以友善平權為目的，

最終達成文化平權的目標，如何幫助社會上各弱勢族群其需求能獲得滿足，

亦即友善平權相關計畫之主要使命。 

為了使偏遠學校、銀髮族、身心障礙、政府立案之育幼院或家扶中心等

需受關懷的社會福利團體、原住民族團體、新住民團體等，提升其生活境況

與生命品質，淡水古蹟博物館積極推動友善平權，目的使以上對象們，有積

極參與自然休閒與接觸文化藝術生命經驗的機會，如此推動古蹟環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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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最終能達到在文化權中「社會參與」的具體實踐。最終達成文化上友善

平權之目的。 

與一般博物館不同之處，淡水古蹟博物館是由古蹟群所串連起的博物館，

文化資產的先天優勢讓我們在活動的設計上，能提供民眾豐富的古蹟與文化

資產教育資源，滿足文化教育需求，因此愛心滿紅城活動內容特色為：  

一、落實文化平權 

愛心滿紅城活動之目的，在於提供偏遠學校、銀髮族、身心障礙、

政府立案之育幼院或家扶中心等需受關懷的社會福利團體、原住民族團

體、新住民團體等，能有一個平易接近古蹟之機會，希望藉此方式，消

除文化資訊落差，達成友善平權之目的。 

二、專業導覽帶隊解說 

由本館專業導覽隊帶領參加團體進行解說導覽，以淺顯易懂的解說

方式，簡單的方式親近古蹟。 

三、文化再陶冶—古蹟資源優勢的運用 

淡水古蹟博物館與一般博物館不同之處，它是由古蹟群所串連起的

博物館，如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等。文化資產的先天優勢讓我們

在活動的設計上，提供豐富的古蹟與文化資產教育資源，為愛心滿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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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者設計規劃三條參觀路線，陶冶參與者文化層次需求，落實文

化平權之目的。 

 

參、 「愛心滿紅城」參與團體屬性分析 

本館愛心滿紅城行程受理之報名資格，以偏遠學校、銀髮族、身心障礙、

政府立案之育幼院或家扶中心等需受關懷的社會福利團體、原住民族團體、

新住民團體等，以學校/機關團體為單位，於預定參觀日前二個星期提出申請。

因此本次統計分析以團體為單位，時間範圍為 104 年至 109 年之預約參與團

體屬性及地域為分析基礎。 

一、參與團體屬性分析 

愛心滿紅城自 104 年開始至 109 年間，團體預約場次共 84 場，其中

身心障礙團體參與最多共 57場，佔 68%；其次是高齡團體 15場，佔 18%；

其他類別團體(含弱勢、偏鄉、新住民等)12場，佔 14%。各年度參與團體

屬性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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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歷年愛心滿紅城參與團體屬性統計 

 

 

 

 

 

 

 

 

 

二、參與團體地域分析 

以參與團體所屬地域來看，104年至 109年間，團體預約場次的 84場中，

來自臺北市、新北市等大臺北地區的團體參與之場次最多，合計 72場佔 86%，

來自大臺北地區以外的團體，參與之場次合計 12場佔 14%，各年度參與團體

地域如下表。 

 

表 3：歷年愛心滿紅城參與團體地域統計 

 

 

 

 

 

 

 

 

 

 

 

 

 

年 身心障礙團體 高齡團體 弱勢團體 偏遠地區 新住民 總計 

104 7 0 0 1 0 8 

105 11 2 1 0 0 14 

106 5 5 3 0 3 16 

107 12 5 0 1 0 18 

108 11 2 1 1 1 16 

109 11 1 0 0 0 12 

總計 57 15 5 3 4 84 

合計

% 
68% 18% 6% 3% 5% 100% 

年 大臺北地區 其他地區 總計 

104 7 1 8 

105 9 5 14 

106 13 3 16 

107 17 1 18 

108 14 2 16 

109 12 0 12 

總計 72 12 84 

合計% 86% 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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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一、本報告「參與團體屬性」分析結果 

由於愛心滿紅城活動服務對象非常廣泛，因此特別以「參與團體屬性」

分析，檢視活動過去各參與團體屬性之組成，結果發現從 104 年到 109 年間

所有預約報名的 84 場團體場次中，身心障礙團體有 57 場，佔了全部數據的

67%，其次是高齡相關團體的 15場佔 18%，其他服務對象之團體僅佔 12%。

雖然愛心滿紅城活動的服務對象非常廣泛，有偏遠學校、銀髮族、身心障礙、

政府立案之育幼院或家扶中心等需受關懷的社會福利團體、原住民族團體、

新住民團體等。但從過往的數據來看，很明顯服務對象有往身心障礙團體傾

向之情形。 

二、本報告「參與團體地域」分析結果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做為地方二級機關，定位上為地方型博物館，

相對的亦具有地域性，因此參加團體的來源仍以大臺北地區在地團體為主，

佔全部的 86%，由於到達的可近性等諸多因素，造成愛心滿紅城活動參與團

體有在地化的情形。 

 

伍、 建議：加強宣導愛心滿紅城活動理念 

愛心滿紅城活動於每年初進行宣傳時，除了在本館網站公告之外，亦會

發函予和參與對象相關之團體、主管機關等，例如新北市各區公所、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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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身心障礙團體，亦可能發函對象主要為身心障礙團體，造成資訊傳達上的

理解偏差，使社會大眾認為愛心等於身心障礙，變成先入為主認為該活動只

限身心障礙團體可參與。因此未來宣傳時，將特別強調「愛心並不限於身心

障礙」之理念，提升其他同樣須受關懷之團體的參與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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