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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隨著科技的發達，現今社會中 3C 產品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3C 產

品帶給我們許多的便利，所以也造就了大家過於依賴 3C 產品的情況，導致有許多人到了假

日足不出戶，如果不想變成這樣的人，過著乏味又鬱悶的人生，就讓我們一起走出戶外，

脫離 3C 產品的魔掌。 

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這裡原本是禁衛森嚴的軍營，經過民間團體及各界 20 多年的努力，

終於在 2010 蛻變為一座綠意盎然、生機勃發的都會公園。以自然生態為前提理想的衛武營

都會公園，成為一座樂活的大高雄地區綠色之肺，並且將積極發揮文化、藝術、教育、觀

光等多元化功能。 

衛武營都會公園內動植物解說板具有教育意義，衛武營都會公園內的藝術文化中心也

常舉辦各類活動，這是與一般公園較不同的，因此本組藉由此主題，讓大家進而了解高雄

衛武營都會公園的生探環境及讓民眾更了解如何運用都會公園內所提供之資源，並了解民

眾對衛武營都會公園的整體觀感。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民眾對衛武  營都會公園的整體感受 

  (二) 分析民眾如何運用衛武營都會公園 

三、研究流程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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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公園的進步 

早期清代台灣沒有公園，只有大戶有錢人家才會擁有私人庭園。台灣第一個現代化公

園是圓山公園。然而圓山公園當初成立目的，主要為了提供日本貴族統治當局與權貴人士

獨享的御用花園，雖名公園，卻無公共之實。看到公園發展的歷程，從只有大戶有錢人家

擁有，而後終於以至國民公有，除了供市民親近使用之外，也需顧及到棲地生態保育，讓

許多都市中的各種其它生物享有使用與棲息權益的自然生態公園，「代表都市公共開放空

間的公園，其空間功能也從運動休閒、環境美化、觀光遊憩等逐漸發展出公民意識、生態

環保等更多重意義，然而隨著時代演進與觀念進步並不能僅止於此。」 (生態公園官網，

2018 年) 

二、衛武營都會公園簡介 

「在全球暖化的環境變遷下，都會公園扮演著公園綠地系統中，串連國家公園與都市

公園間重要的中介角色，提供節能減碳、生態永續及健康環境之空間機能及都會發展緩衝

空間。」(衛武營都會公園官網，2018 年)衛武營都會公園開園後，將可提供休閒、文教、

社會互動、觀賞動植物、文化展演、綠化諮詢中心及自行車與體能活動等使用外，亦可調

節都會區之生態機能、增進環境景觀資源及改進地區環境品質。 

三、衛武營都會公園內藝術文化中心 

位於衛武營公園內的衛武營藝文中心，原為鳳山區一軍營基地，以世界級水準之表演

空間為目標，南部兩廳院為定位，開始興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不僅是南臺灣第一座國

家級表演藝術場館，更為東亞最大的演藝音樂場館，中心內的藝文空間定期展出藝術家的

藝文作品，民眾也可在衛武營公園內享受悠閒。「這座藝文中心由荷蘭建築師法蘭馨•侯

班設計，長方形線條宛若音波流動的造型，也如海洋中的魟魚，帶給人們詩意想像。」(

衛武營藝術中心官網，2018 年) 

四、問卷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組使用問卷調查以及實地勘查的方式，進而了解當地居民對於衛武營都會公園生

態環境的了解與認知。並以問卷調查的方法為例，本組也對於當地居民與其他到訪過衛

武營都會公園的民眾們發放問卷，將所有數據統一整理具體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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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分析結果 

 

圖 2-4-1 性別統計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女生佔 50%，男生佔 50%，到訪衛武營都會公園的男女比例平均。 

 

圖 2-4-2 年齡統計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20 歲以下佔 7.3%，21 歲~30 歲佔 16%，31 歲~40 歲佔 30%，41 歲~50 歲佔

25.3%，51 歲~60 歲佔 13.3%，60 歲(含)以下佔 8%，由此分析可得知多數到訪衛武營都會公園

的年齡層多為 31 歲~5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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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職業分析統計圖 

說明: 

由圖可知，學生佔 8%，軍公教佔 23.3%，服務業佔 27.3%，自由業佔 10.7%，士農工商佔

20%，其他 11.2%，由此分析可得知到訪衛武營都會公園職業多數為服務業及軍公教佔五成。 

 

圖 2-4-4 居住地統計圖 

說明: 

由上圖可得知，鳳山區佔 49%，高雄市(鳳山除外)佔 37%，南部地區佔 9%，中部地區佔

2%，北部地區佔 1%，東部地區佔 1%，離島佔 1%，由此分析可得知，到訪衛武營都會公園

的民眾多數八成為高雄市民其中又以鳳山區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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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主要活動分析統計圖 

說明: 

由圖可知，休閒活動最多佔 42.7%，接著親子踏青佔 28%，遛狗佔 15.3%，野餐佔 12.7%，

路過佔 1.4%，由此分析可得知，到訪衛武營都會公園主要活動以休閒運動為主  。 

 

圖 2-4-6 資訊來源統計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親友告知佔 25%，學校推廣教育佔 1%，網路資訊佔 30%，電視廣告佔 4%，

居住在附近佔 40%，由此分析可得知，到訪衛武營都會公園多數是以居住在附近所得之資訊

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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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適合親子活動同意度統計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衛武營都會公園適合親子旅遊同意度調查，非常同意佔 78%，同意佔 16%，

普通佔 4%，不同意佔 2%，非常不同意佔 0%，由此可得知，適合親子活動同意度佔七成。 

 

圖 2-4-8 藝術中心具有知名度同意度統計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衛武營藝術中心具有知名度同意度調查，非常同意佔 51%，同意佔 29%，

普通佔 18%，不同意佔 1%，非常不同意佔 1%，由此可得知，對於藝術中心具有知名度同意

度佔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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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9 綠化程度同意度統計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衛武營藝術中心具有知名度同意度調查，非常同意佔 66%，同意佔 28%，

普通佔 5%，不同意佔 1%，非常不同意佔 0%，由此可得知，綠化程度同意度佔六成。 

參、結論與分析 

一、結論與建議 

到訪居民以男女比例平均，年齡均介在 30 歲~50 歲多為中年，職業以軍公教及服務業

佔五成比例，到訪民眾居住多數民眾八成為高雄市民其中又以鳳山區居多，主要活動以休

閒運動佔多數，接著以親子旅遊為第二，民眾資訊來源為居住附近佔近四成。 

但由此調查可得知，衛武營都會公園適合從事休閒活動、親子旅遊，藝術中心也具有

相當的知名度，及綠化程度也相當的好，但在調查資訊來源卻以居住附近為最多，因此可

以已與學校合作推廣都會公園，以及使用網際網路和透過電視傳播來增進衛武營都會公園

知名度，可以讓大家不再只是居住在附近才能得知衛武營都會公園，也可藉此 拓展衛武營

都會公園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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