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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漢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在創設之初，已

於 1982 年 1 月發行《漢學研究通訊》（以下簡稱《通

訊》）。《通訊》旨在報導臺灣地區漢學研究、教學、活

動、資料等項訊息，並兼及中國大陸、海外地區各地漢

學研究訊息。報導內容包括：專論、研究綜述、國際漢

學、漢學人物、新書評介、資料介紹、國內外學術會

議、海內外各學術機構及學校動態等。為進一步拓展報

導層面，《通訊》積極加強建立國內外通訊員聯絡網，於

海內外各漢學相關機構，及大學設置碩士班以上系所，

設有通訊員，定期匯報各項漢學研究訊息。《通訊》做

為漢學學界資訊往來之橋樑，開國內風氣之先，是人文

學類最早發行的報導期刊之一。

為提供讀者更即時的服務，自 2006 年元月發行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以下簡稱電子報，網址 : 

http://ccsnews.ncl.edu.tw/）首期，報導國內外漢學界即時

性消息，分為「研討會資訊」、「學術活動」（含演講、

展覽等）、「人事動態」（含新聘、升等、獲獎、出國研

究等）、「出版訊息」（含新近出版學報、論文集以及專

書）、「本中心訊息」和「其他事務」（含徵人、徵稿、

獎助等）6 項主題，於每月 1 日準時出刊後，立即以電

子郵件寄發國內外相關學者專家約 1 萬 2 千餘人，平均

每期點閱次數高達 5 萬次左右，受到學界重視與高度利

用。在發行了 11 年後，中心考量到通訊電子報作為收集

及整理資料的平臺，但現有的展示方式較為平面，且缺

乏搜尋功能及與全使用者互動的功能，所以在 2017 年

申請教育部計畫補助，將資料通訊技術與通訊電子報內

容加以整合應用，建立一個行動體驗的漢學知識平臺。

透過行動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以 下 簡 稱 GIS）的 功 能，結 合 全 球 定 位 系 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以下簡稱 GPS）定位功能，以時間、

空間作為橫縱軸來駕馭上萬筆各類學術資訊，使用者可

透過手機、個人可攜式裝置，依目前所在的位置，獲得

電子報的行動加值服務，例如獲得所在地之學術活動消

息、當地漢學機構及漢學學人相關學術資訊等。1

新版電子報在 2018 年 2 月正式上線，新系統利用

GIS 整理過去通訊電子報積累的豐富資料，並將電子報

消息逐條予以立體化及行動化，擴大電子報的閱讀縱

深，在改版一年後中心想要了解，新版電子報是否符合

使用者需求？使用者是否在搜尋、閱讀上更加迅捷、便

利？針對使用者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改善的考量。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使用者滿意度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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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系統規劃，部分內容參考廖箴，〈「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加值服務介紹〉《漢學研究通訊》3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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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直接將問卷統計結果羅列如附錄，並分析於下：

本研究樣本共 327 份，就電子使用者基本資料分

析結果，使用者之中男女比例平均，年齡以 30-39 歲最

多，其次是 40-49 歲及 50 歲以上。教育程度博士占半

數，博士及碩士所占的比例則高達 86%，身分上則以學

校教員及研究人員居多（如圖 1、2 所示），此顯示電子

報所報導的 學術消息受到學界高度的利用。

使用者居住地以北部居多占 64%，另外在國外地區

的也有 8%，9 成以上的使用者為電子報訂戶，並於每月

一日準時從電子郵件收到電子報，在詢問其得知電子報

的管道，42% 的使用者是因為曾拜訪過電子報網頁，進

而訂閱成為訂戶，另 24% 為師長或系所主角推薦，而

其他的部分則有「從紙本時代開始關注」、「就讀研究所

時即已得知並應用」、「過去工作時得知」、「對漢學有興

趣」、「網路搜尋」等。（詳見圖 3）

二、問卷編製過程及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本問卷的編製過程可分為六個步驟：1. 決定研究目

的，建立分析架構；2. 決定採取何種調查訪問方式；3. 

編擬問卷初稿；4. 檢視和修訂初稿；5. 預試問卷；6. 問

卷定稿。此次問卷採網路問卷調查法，與傳統問卷調查

法（例如郵寄法、電話問卷調查法與傳真問卷調查法）

不同，其優點是節省時間、降低傳送成本，並可以確知

傳遞狀況，因為大多數的電子郵件系統對於無法投遞之

郵件可以立即回應，可幫助研究者確認錯誤與無效的地

址，也允許受訪者有較大的作答彈性。因此，本問卷採

網路發送，以 Google Doc「網路問卷調查表」服務，設

計問卷表單，於 2019 年 6 月 1 至 7 日期間，與 162 期電

子報同時發送，並於電子報上公告，回收 332 份問卷，

剔除內容缺漏過多及明顯矛盾之無效問卷 5 份，得有效

問卷 327 份。

 問卷以「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使用者問卷調查」為

標題，在問卷的一開始說明如下：

本問卷共分為 3 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使用者特

性」問卷調查受訪者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身分、居住地等，第二部分針對電子報「使用者習

慣」進行調查，第三部分為「使用者滿意度」對於電子

報網頁介面、內容、效能及建議等 37 個題目，為便於

圖 1　使用者教育程度分析

圖 2　使用身分分析

敬愛的讀者們大家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的支持。本電子報

自 2018 年元月改版，首次結合地理資訊系統與檢索功能，傳播國

內外漢學與臺灣文史哲研究的訊息，充分發揮動態報導的特性。

　　為了提供讀者更深度且便利的服務。我們希望能邀請長期關注

電子報的大家一同參與，歡迎留下任何您對於「漢學研究通訊電子

報」的想法與建議，以提升電子報服務。即日起至 6 月 7 日下午 5

時止，完成問卷者，將以亂數抽出 100 位幸運者致贈 100 元超商禮

券喔！

* 本調查為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使用者問卷，未曾使用者請先至 

https://ccsnews.ncl.edu.tw/ 瀏覽或訂閱後再進行填答。 

※得獎名單將於 6 月 10 日公布，請關注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FB 專

頁 https://www.facebook.com/ccsenews/

 漢學研究中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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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使用者得知電子報管道分析

三、使用習慣及網頁介面調查分析

在分析使用者使用電子報的頻率，1 個月 1 次的為

最多占 67%，其次是 1 周 1 次 21%。大部分的使用者

都是電子報的忠實訂戶，訂閱電子報的時間在 3 年以

上的占 55%，1 年以上則占 85%。最常使用的電子報功

能依序為「信箱訂閱瀏覽」（32%）、「提供學術訊息」

（31%）、「直接到官網查看最新訊息」（19%）、「搜尋訊

息資料」（15%）、「漢學研究通訊 GIS 地理資訊系統」

（3%）。7 成 以 上 的 使 用 者 使 用 電 腦 瀏 覽，2 成 使 用

手機。7 成以上的使用者習慣觀看電子報的瀏覽器為

Chrome。

「漢學研究通訊 GIS 地理資訊系統」為新版電子報

最引以為傲的功能，通訊電子報裡每則學術消息末端的

GIS 座標定位相鍵結，可服務使用行動裝置之讀者，以

GPS 定位後，可以查看「此時此地附近」的漢學人物、

漢學機構、漢學資源、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有助於移動

中的使用者全面掌握資訊、即時規劃行程。但在詢問有

無使用此服務，僅有 13% 的使用者有使用過此系統功

能。細部分析這 13% 的 GIS 使用者，發現年齡層較年

輕，以 30-49 歲的年齡層居多，絕大部分的學歷是在研

究所以上。

在詢問這 13% 的使用者在 GIS 地理資訊系統最常使

用的功能依序為「搜尋學術活動訊息」、「搜尋世界各地

的漢學學人」、「搜尋世界各地的漢學資源」、「搜尋臺灣

漢學資源中心」、「搜尋世界各地的漢學機構」（詳見圖

4），不過 8 成以上的使用者還是認為 GIS 地理資訊系統

的地圖入口容易辨識，63% 的使用者認為此系統的功能

實用且功能說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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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使用者在 GIS 地理資訊系統最常使用的功能

在電子報 6 大消息區塊的主網頁部分，詢問「哪個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網頁分類對您最有幫助？」使用者

依次認為「學術活動」、「研討會訊息」、「出版訊息」是

最有幫助的消息，「人事動態」、「本中心訊息」及包括

徵稿徵才的「其他事務」，是比較沒有幫助的。（詳見圖

5）87% 的使用者認為電子報網頁介面是容易閱讀、操

作，85% 認為電子報網頁設計吸引人。對於電子報的功

能上，僅有 35% 的使用者用過電子報搜尋功能，61% 認

為電子報網頁查找資料方便，可見在電子報功能宣傳上

需要再加強。至於新設計之響應式網頁設計是否適合智

慧型裝置，僅 34% 的使用者覺得適合，有 58% 的使用

者從未使用。

在本次調查中，也針對未來電子報計畫建置個人化

頁面進行調查，未來規劃新增個人化整合介面，透過這

個整合入口，使用者的瀏覽查詢可被記錄下來，不僅對

使用者有益，也可從中了解其使用行為與興趣主題，甚

至主動提供使用者有興趣的資訊到他的個人收藏。所以

圖 5 對使用者最有幫助的電子報網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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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詢問「如果提供個人化頁面（例如推薦你可能會

感興趣的主題或學術活動），你是否會有興趣使用？」

有 86% 的使用者表示有興趣，對於「個人化頁面」希望

能提供的功能歸納如下：

（一） 個人化頁面：提供會員登入功能、可設定自己喜

好的閱讀介面、個人檔案夾、關鍵字標籤、資訊

分類儲存文章、閱讀歷程檔案等。

（二） 活 動 通 知 及 推 薦 功 能：跟 行 事 曆 結 合 或 連 結

google，提供提醒活動即將展開，或是推薦使用者

可能會感興趣的主題或學術活動。

（三） 查詢下載：提供學術資訊搜尋及下載功能。2

（四） 內容補充：有關現有電子報內容補充部分，使用

者提出需要更多大學專兼任教師訊息、免費資料

庫資訊、研究計畫申請訊息、各大專院校碩士博

士畢業論文資訊、佛學資源、經學與思想學術研

討會、臺灣歷史地理等內容補充。

（五） 提供新知：包括國際漢學研究的趨勢、國際研究

新知、學術論壇討論、學術活動及學者介紹、學

術活動及學者介紹等。

（六） 交流互動：提供同領域學者的交流、活動、研習

或主題分享、互動等。

（七） 新技術及新增功能：影音 5G 運用、常點選的項目

排序在前，依區域提供活動通知，追蹤熱門點閱

紀錄、課程搜尋、學術專長搜尋等。

也有使用者提出不希望提供個人化頁面，或是認為

個人化很美好，但會窄化資訊管道。功能以廣面為第一

層，深化則第二層之後。

四、網頁內容及效能調查分析

電子報毎期提供使用者 170 則左右的學術消息，除

了使用者自行提供投稿，電子報編輯需要到個文史哲相

關系所最新消息網頁收集資料，所以在詢問使用者電子

報網頁內容是否豐富？有 89% 的使用者認為豐富及非

常豐富，超過七成的使用者認為電子報網頁資訊足夠即

時，高達 97% 的使用者同意電子報網頁資料的正確度極

高，92% 認為電子報網頁分類適當，超過八成的使用者

願意向學界同道推薦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可見大部分

使用者對於電子報的內容感到滿意。

有關通訊電子報網站系統效能，也是本次調查想要

了解的部分，93% 的使用者認為本系統是穩定的，電子

報被誤判為垃圾郵件的頻率非常低，僅有 2% 的使用者

曾經發生電子報被誤判為垃圾郵件。有關電子報網頁讀

取速度，超過八成的使用者認為快速，且網頁頁面切換

流暢。電子報訊息若有附圖，100% 都能順利顯示，97%

電子報網頁內資料鍵結都有效。

從網頁的內容及效能調查來看，近 9 成的使用者對

電子報所提供的內容豐富度及正確度感到滿意，對系統

的穩定度及速度都給予肯定。

五、結  論

新版電子報建置的目的是讓既有的內容資料對話，

開啟新的「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應用面貌。透過 GIS

地理資訊技術與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庫的資源整合，讀者

可透過此單一檢索介面，找到所需的資料。藉由電子報

的改版，將國內外學術消息及漢學資源介紹放置在同一

平臺上，不僅可以拓展臺灣學界的國際視野，更可充分

於國際學界呈現豐富多元的臺灣學術研究成果、展示臺

灣的精深文化內涵。

本研究根據電子報使用者滿意度調查結果，從「使

用者特性」問卷調查受訪者背景資料，可以發現電子報

的訂戶性別平均，年齡分布在 30-50 歲間，超過 8 成的

使用者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有博士學位者占 50%），且

服務於學術機構，充分展現本電子報以學術消息為主要

內容，與一般的電子報不同。在使用者習慣上，發現大

部分的使用者都是 3 年以上的長期訂戶，每個月收到電

子報而養成閱讀習慣，並有 3 成的使用者會主動提供學

術消息。

2 　 目前的電子報已有搜尋及資料分享功能，但尚無下載儲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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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意度上，使用者對該系統呈現高度認同與肯

定，僅在部分問題需要繼續強化修正，在問卷的最後一

個問題「您對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系統的其他建議」，

大部分的使用者都給予了鼓勵與加油。對於使用者希望

未來電子報能夠新增的功能、新增的內容，已整合於未

來期許如下，將藉由網路無遠弗屆的行銷，利用各種媒

介，建立「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在社群中的影響力量

（FB 粉絲專頁：facebook.com/ccsenws）。不僅可以有效

建構臺灣漢學學術研究全球人際網絡，也能呈現我國的

文化內涵及軟實力，並作為國際社會認識臺灣文化的傳

播平臺，以期於國際間樹立優良的臺灣學術形象。

透過問卷調查，中心也對未來電子報可以朝向以下

三個方向提出期許：

（一）新增個人化整合介面

在統整使用者的建議後，更確認需要新增個人化整

合介面，利用 AI 人工智慧優化訊息的擷取與推播，奠

基於電子報資料庫內容，預測並篩選訊息，製造使用者

個人化體驗。系統將透過不斷學習針對使用者需求生成

個人化介面，同時邀請使用者自行設置喜好產生客製化

樣態，結合兩者即時調整變動以切合使用者當下所需，

提供更精進化之服務。

（二）加強宣傳現有之 GIS 加值功能

現今學界逐漸重視人文與科技整合與相互合作的意

義，藉由 GIS 平臺的建置構想，可將具有時間縱深的漢

學消息，以及空間分布的漢學資源地理資訊相整合。透

過行動加值的延伸，用 GIS 的進行國際漢學機構及資源

座標校正或空間屬性的標記。但根據本次研究調查結果

僅有 13% 的使用者曾經使用過電子報 GIS 加值服務，

可見中心對於現有之 GIS 加值功能宣傳不夠，需要提供

更多元的教育推廣及學術研究宣傳。藉由 GIS 的時空定

位除了可以有效整合包含既有資料，亦可將其有關時間

與空間的屬性，建置在一跨平臺的資料庫中，不僅可以

服務學界，亦可以延伸學校的教學，讓學生更了解國際

漢學的資源，讓文史知識得以更廣泛地發布、流傳、應

用，深化民眾對國際資源了解。

（三）持續充實內容以提升系統效益

數位科技進入互動網路時代，讓使用者成為資訊

分享者，提供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以及使用者與網站之

間的互動模式，強化了各界溝通、開創了多元文化。透

過調查，可以得知使用者需要更多各學門的學術活動、

國際漢學研究的趨勢、漢學新知、學術論壇討論等內容

等。除了持續充實內容以提升系統效益，未來將運用知

識和社群，將人文和科技結合，透過持續的資料充實，

集結國際漢學消息、國際漢學機構、國際漢學人物、國

際漢學資源等，在人文與科技的跨領域的互動討論中尋

找資料與地理空間資料相互整合的最佳方法，儲存漢學

發展的歷史軌跡。

附錄　問卷統計結果

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性別

女 153 47%

男 171 52%

其他 3 1%

年齡

 

19 歲以下 0 0%

20~29 歲 30 9%

30~39 歲 116 36%

40~49 歲 93 28%

50 歲以上 84 26%

未填 4 1%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3 1%

大專（大學） 40 12%

碩士 117 36%

博士 163 50%

未填 4 1%

身分

學生 66 20%

研究人員 45 14%

學校教員 153 47%

公務單位及學校職員　 12 3%

通訊員 3 1%

其他 4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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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居住地 北部地區 210 64%

中部地區 38 12%

南部地區 43 13%

東部地區 10 3%

離島地區 0 0%

其他 26 8%
您從何處得知漢學

研究通訊電子報？ 
師長或系所助教推薦 85 24%

家人朋友推薦 15 4%

社群媒體 56 16%

網站 149 42%

其他 49 14%
您是否為漢學研究

通訊電子報訂戶？
是 306 94%

否 21 6%

一、使用習慣調查

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1.　 您使用漢學研究

通訊電子報的頻

率？

多於 1 周 1 次 25 8%

1 周 1 次 69 21%

1 月 1 次 218 67%

1 年 1 次 4 1%

少於 1 年 1 次 11 3%
2.　 您訂閱漢學研究

通訊電子報多長

時間？

沒有訂閱 19 6%

6 個月以下 16 5%

6 個月 12 4%

1-2 年 61 18%

2-3 年 39 12%

3 年以上 180 55%
3.　 您最常使用的電

子報功能？（可

複選）

直接到官網查看最新訊息 118 19%

提供學術訊息 197 31%

搜尋訊息資料 99 15%

信箱訂閱瀏覽 200 32%
漢學研究通訊 GIS 地理資

訊系統
17 3%

4.　 您最常使用的瀏

覽工具？
電腦 253 77%

智慧型裝置 74 23%
5.　 您習慣觀看電子

報的瀏覽器為？

（可複選）

Chrome　 269 76%

Fire Fox 18 5%

Edge 3 1%

IE 47 13%

其他 Safari, opera 17 5%
6.　 您有無使用過漢

學研究通訊 GIS
地理資訊系統？

有 41 13%

無（跳答二之 5） 286 87%

二、網頁介面調查—地理資訊系統

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1.　 您在漢學研究通

訊 GIS 地理資訊

系統最常使用的

功能？（可複選）

搜尋世界各地的漢學資源 13 16%

搜尋學術活動訊息 32 38%

搜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13 16%

搜尋世界各地的漢學學人 14 17%

搜尋世界各地的漢學機構 11 13%
2.　 漢學研究通訊 GIS

地理資訊系統的

地圖入口容易辨

識？

是 35 85%

否 6 15%

3.　 漢學研究通訊 GIS
地理資訊系統的

功能是否實用？

非常實用 7 17%

實用 19 46%

普通 3 7%

不實用 2 5%

非常不實用 1 3%

未填 9 22%
4.　 漢 學 研 究 通 訊

GIS 地理資訊系

統的功能說明是

否清楚？

非常清楚 3 7%

清楚 22 54%

普通 3 7%

不清楚 4 10%

非常不清楚 0 0%

未填 9 22%

三、網頁介面調查—主網頁

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5.　 哪個漢學研究通

訊電子報網頁分

類對您最有幫

助？（可複選）

研討會訊息 227 23%

學術活動 284 28%

人事動態 161 16%

出版訊息 213 21%

本中心訊息 95 9%

其他事務 25 3%
6.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介面是

否容易閱讀、操

作？

非常容易 108 33%

容易 177 54%

普通　 38 12%

不容易 4 1%

非常不容易 0 0%
7.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設計是

否吸引人？

非常吸引人 46 14%

吸引人 150 46%

普通 127 39%

不吸引人　 3 1%

非常不吸引人 1 0%
8.　 你是否曾利用過

電子報搜尋功

能？

是 115 35%

否 212 65%



資 料 介 紹

40　總 153 期　民國 109 年 2 月（2020.2）頁 34-40　漢學研究中心

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9.　 在漢學研究通訊

電子報網頁查找

資料是否方便？

非常方便 37 11%

方便 162 50%

普通　 115 35%

不方便 12 4%

非常不方便 1 6%
10.　 響應式網頁設計

是否適合智慧型

裝置？

是 110 34%

否 26 8%

未曾使用 191 58%
11.　 未來電子報如果

提供個人化頁面

（例如推薦你可

能會感興趣的主

題或學術活動），

你是否會有興趣

使用？ 

是 281 86%

12.　 未來電子報如果增加個人化頁面，你希望提供的功能？

四、網頁內容調查

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1.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內容是

否豐富？

非常豐富 77 23%

豐富 216 66%

普通 32 10%

不夠豐富　 2 1%

略顯貧乏 0 0%
2.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資訊是

否足夠即時？

非常即時 54 54

即時　 179 55%

普通 69 21%

不夠即時 23 7%

相當不即時 2 1%
3.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資料的

正確程度？

非常正確 91 28%

正確 227 69%

稍有錯誤 9 3%

時常有誤 0 0%

多有錯誤 0 0%
4.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分類是

否適當？

非常適當 76 23%

適當 224 69%

普通　 27 8%

不夠適當 0 0%

非常不適當 0 0%
5.　 您願意向學界同

道推薦漢學研究

通訊電子報嗎？

非常樂意 272 83%

視情況而定 55 17%

五、網站效能調查

類別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1.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站系統是

否穩定？

非常穩定 102 31%

穩定 203 62%

普通 22 7%

不穩定 0 0%

非常不穩定 0 0%
2.　 電子報被誤判為

垃圾郵件的頻率

高嗎？

從來不會 228 70%

偶爾發生 85 26%

我都直接到網站瀏覽 1 0%

我總是要去垃圾郵件匣找 7 2%

未填 6 2%
3.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讀取速

度如何？

非常快速 83 25%

快速 193 59%

普通 48 15%

慢 3 1%

非常慢 0 0%
4.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頁面切

換的流暢程度？

非常流暢　 73 23%

流暢 207 63%

普通 43 13%

不流暢 3 1%

非常不流暢 1 0%
5.　 電子報訊息若有

附圖，是否都能

順利顯示？

均能顯示　 221 68%

偶有不能顯示 105 32%

完全無法顯示 1 0%
6.　 漢學研究通訊電

子報網頁內資料

鍵結有效程度？

幾乎均有效 170 52%

多數有效 147 45%

半數有效 10 3%

多數無效　 0 0%

幾乎全數無效 0 0%

六、 您對「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系統的其他建議：此題

為開放式問題，由受訪者自由填答。請參考結論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