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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0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十三行博物館因應疫情「虛實整合」數位推廣成效研究 

期 程 110 年 1月 1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 0 

緣 起 與 目 的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為北臺灣唯一考古博物館，也是新

北市考古文化資產保存重要機構，致力於保存及推廣北臺

灣在地史前文化，呈現北臺灣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發展。自

2018 年起規劃建置「十三行數位博物館」，2019 年 3 月正

式上線迄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新北市藝文場館 2 年

內分別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3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 至 7 月 23 日、2021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共 3

次閉館，尤以 2021 年新北市屬疫情嚴重災區。「十三行數

位博物館」於疫情期間發揮功能，成為博物館文化推廣相

當重要的數位平台。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疫情期間透過「虛實整合」方式，

以「十三行數位博物館」為平台，強化線上數位推廣，本

研究以 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近 3 年期間之 Google 

Analytics（GA）數據進行研究分析，觀察變化趨勢與成效，

並提出未來發展之因應策略建議，期作為日後數位博物館

升級強化或政策規劃之參考。 

方 法 與 過 程 

本文透過學者專書、論文、期刊、新聞等相關資料，初探

疫情下的全球博物館，了解國內博物館的應變與轉型，闡

述十三行博物館因應疫情，以「虛實整合」雙軌方式進行

國際研討會交流、典藏展示規劃、國定遺址推廣、教育推

廣活動等，以兼具實體與虛擬之參與模式，提供民眾實體

與線上互動服務之數位推廣成果，並透過 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近 3 年期間 Google Analytics（GA）數據，

比對閉館期間前後瀏覽量增減狀況，分析瀏覽量增減與博

物館虛實整合推廣關係；並彙整歷年瀏覽量之於不同國

家、城市、語言、使用者年齡及性別、最受歡迎單元等排

行，觀察其變化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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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一、研究發現： 

(一)「網頁瀏覽量」的部分 

  1.以歷年「總瀏覽量」而言： 

 2020 年較 2019 增加 62%，2021 年較 2020 年增加
105%，3年內有明顯上升趨勢。 

 單次工作階段頁數(每個工作階段平均瀏覽量)3年內
由 6.93 個頁面提升至 7.29 個頁面，平均工作階段時
間長度(每個工作階段平均耗時) 3 年內由 3分 14 秒
提升至 3分 51 秒，顯示使用者閱讀頁面工作率增高，
停留時間增長，未來持續增加多元素材內容，將有助
於造訪者量與質的需求滿意度。 

 回訪的使用者佔比，3 年內由 10.2%提升為 14.7%，
顯示造訪者黏著度提升，漸漸形成固定客群，數位博
物館逐漸打出口碑建立使用者的忠誠度。 

  2.以歷年「使者造訪頻率」而言： 

 2019 年 3 月數位博物館正式上線產生造訪率高峰。 

 2020 年 4-5 月、2021 年 6-7 月、9月分別出現高峰，
比對時間與博物館於 2020 年 3月 20 日至 5月 3日、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及 9月 9 日至 9月 15
日 3次閉館期間重疊，顯示民眾轉為線上參訪，造訪
率激增。 

 連續 3年 10-12 月皆同樣出現高峰，係每年「國際考
古日」推出系列活動，有助造訪頻率提升且形成規
律。顯示博物館辦理實體活動，有助線上瀏覽量提升。 

  3.以瀏覽量增減比對虛實整合推廣關係： 

 博物館舉辦「史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
壇」及線上持續推廣會議實錄與論文集，並虛實整合
推出「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及「南島食代-
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實體展覽及虛擬線上互動，
比對 6-7 月、9月瀏覽高峰，驗證推出成效。 

 疫情嚴峻下學校停課不停學，父母伴讀、線上教學、
多元自學比例增加，造訪率驟然提升。 

 2021 年 12 月甫新增「遺址現場」專區推廣國定十三
行及大坌坑考古遺址，上線「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
互動遊戲及「第 13 號事件簿-你所不知的十三行」中
英文電子書，比對 20021 年 12 月之瀏覽量再次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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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顯見其成效。 

(二)「網頁瀏覽對象」的部分 

  1.以歷年網頁瀏覽「國家」排行而言： 

 3 年內已從臺灣、美國、東亞、東南亞區域，擴大到
「西亞」及「歐洲」之地區國家，該區之其他國家為
潛在客層開發之國際對象，可進一步了解需求喜好，
做為未來客層開發之策略。 

 美國、日本屬忠實瀏覽客群，連續 3年維持於第 2名
及第 4名。評估日本之瀏覽客群黏著度較高，係與博
物館長期透過「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
「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2所姊妹館與日本考古
相關博物館國際交流互動有關。 

 未來可透過「韓國全谷史前博物館」與韓國考古相關
博物館交流互動，以擴增「東北亞」之瀏覽客群。 

  2.以歷年網頁瀏覽「城市」排行而言： 

 連續 3年「中壢」、「桃園」皆位列前 4名。 

 「淡水」則 3年內從第 9名，跳到第 5名，再到第 4
名，評估係淡水區中小學多，且國小五年級社會課「追
尋臺灣遠古行」、國中歷史課「十三行文化」已將新
北考古遺址納入課程。「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已然成
為整個大淡水地區及八里地區中小學，停課不停學非
常重要的線上教學教材與多元學習管道之一，促使瀏
覽排行逐年往上攀升。 

 前 10 名之排行城市，3年內已由「桃園以北至宜蘭」
區域為主，擴大至「中部及南部」區域，並且城市類
型已由「都會型」城市，漸漸轉變為「非都會型」之
農鄉村，如頭份、彰化、員林、民雄等，足見「十三
行數位博物館」多元數位學習資源，有助於疫情期間
各縣市及城鄉之線上學習。 

 未來國內可將考古相關博物館、各縣市中小學、交流
協議博物館(姊妹館)—基隆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宜
蘭蘭陽博物館等做為未來長久客層經營之策略對
象，多元擴充中小學教學教材以及博物館研究資源，
可擴大不同城市瀏覽客群。 

  3.以歷年網頁瀏覽「語言」排行而言： 

 「中文-臺灣」、「英文-美國」3年內皆位列前 2名。 

 「英文-英國」、「英文-澳大利亞」、「英文-加拿大」、
「英文-香港」於 3年內擠進了前 10 名排行。 

 顯示，使用者之語文類別主要為「中文」，其次為使
用「英文」語系之歐美國家，再其次「日文」。 

 未來應著重增加網站之「英文」語言別，以提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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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做為未來長遠擴充多元國際瀏覽客群經營之
方向策略。 

(三)「使用者年齡及性別」的部分 

  1.以歷年網站瀏覽使用者「年齡層」排行而言： 

 45-54 歲者 3 年內由第 3 名晉升為第 1 名，18-24 歲
者則由第 4名降為第 5名。 

 顯示「青少年」使用者低於「青壯年」之使用者，未
來可進一步了解青少年學習需求，評估增加數位學習
資源，做為未來經營 18-24 歲使用者之方向策略。 

  2.以歷年網站瀏覽使用者「性別」排行而言： 

 連續 3年男性高於女性，且 3年內兩性比例有逐漸
拉大之趨勢，評估與考古領域工作者多為男性有
關。 

 後續可關注了解女性使用者之需求喜好，未來之經
營應儘可能持續朝向兩性比例平衡的內容目標發
展。 

(四)「各單元瀏覽量」的部分 

  1.以歷年網站瀏覽「各單元」排行而言： 

 「展覽」3年內由第 2名晉升為第 1名，顯示「線上
看展」的知名度提升，從 2021 年《DailyView 網路
溫度計》透過《KEYPO 大數據關鍵引擎》評比，「十
三行數位博物館」榮獲臺灣十大線上展覽名列第 5名
可證實其成效。 

 「典藏」單元連續 3年位居第 4名，係與逐年擴充精
選文物、3D 掃描建模供民眾多元近用有關，未來應
持續累積擴充，建立品牌口碑。 

 2021 年新增的「遺址現場」、「遊戲」單元擠進了排
行前 10 名的排行，短短不到 3個月時間即進入第 10
名，由此可見其受歡迎程度，未來應可延續累積開
發，以促進 18-24 歲者之關注與參與，多元學習。 

  2.以「各單元」整體最受歡迎排行而言： 

 第 1名-線上看展（包含常設展、當期展、歷史展） 

 第 2名-數位典藏（包含重要古物、典藏檢索、3D 文物檢索） 

 第 3名-漫遊樂學（包含八里漫遊、影音遊戲、電子書、學習資源） 

 第 4名-遺址現場（包含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大坌坑考古遺址） 

 第 5名-戶外園區（包含新北考古公園、其他戶外空間） 



 

v 
 

 未來可持續增加數位科技學習資源導入，除增加使用
者之停留學習意願度外，亦可增進青少年使用者之關
注度與參與度，並可擴充戶外具特色或尋寶之圖文影
音，以增加造訪者自行探索空間環境之樂趣。 

二、未來經營建議： 

(一)持續累積更新環景影像、數位影音、學習資源等，提
升造訪者量與質的需求滿意度，以建立更多造訪者的
忠誠度。 

(二)實體活動及對外演講分享，有助於線上瀏覽量提升，
故應持續且節奏性規劃推出博物館特色專屬活動，如
考古生活節、國際考古日系列活動等，有助造訪頻率
提升且形成規律。 

(三)博物館應多元與國內外簽訂交流協議之姊妹博物館互
動交流與行銷，除培養忠實的國家、城市瀏覽客群外，
也藉由互動交流拓展新增不同的國家、城市瀏覽客群。 

(四)國小五年級社會課及國中歷史課皆有「史前文化教育」
之課程內容，博物館應善用中小學課程主題，多元開
發「新北考古遺址」相關之教案教材與數位學習資源
於線上推廣，鎖定中小學師生客群，廣為擴展容納全
國「都會型」城市與「非都會型」農鄉村之學校相關
瀏覽客群，並促進 18-24 歲青少年族群瀏覽率之提升。 

(五)目前使用者之語文類別，英文語系國家為第二大宗，
且 3 年內英語系之歐美國家使用者有攀升趨勢，因
此，近年應考量規劃增加網站之「英文」語言別，以
提升國際能見度，長遠擴充多元國際瀏覽客群。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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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博物館因應疫情「虛實整合」數位推廣  

成效研究 

王 韻 涵1 

提 要 

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自 2020 年 1 月起影響全

球甚鉅，世界各地許多城市、學校、博物館、社教機構等相繼封城、關閉，國際性大型

體育賽事活動延期、停辦。臺灣於 2021 年 5 月起疫情急遽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宣布全臺防疫提升至三級警戒，因應中央防疫政策，相關藝文場館暫停開放；接續 7

月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疫情發展，考量展覽場館屬性單純、人流動線具有一

定程度之可控制性，為適度開放民眾安全參觀藝文展覽，滾動調整逐步解封、階段開放

之相關措施迄今，以於整體防疫措施規範下維持藝文產業之基本動能。博物館亟待面臨

思考，當觀眾無法來館時，如何持續維溫，面對衝擊與轉型，提供博物館典藏、研究、

展示、教育之功能服務。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為北臺灣唯一考古博物館，也是新北市考古文化資產保存重

要機構，致力於保存及推廣北臺灣在地史前文化，呈現北臺灣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發展。

自 2018 年起規劃建置「十三行數位博物館」，2019 年 3 月正式上線迄今。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新北市藝文場館前分別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3 日、2021 年 5月 13 日 至

7 月 23 日、2021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共 3 次閉館，尤以 2021 年新北市屬疫情

嚴重災區。「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於疫情期間發揮功能，成為疫情期間博物館文化推廣

相當重要的數位平台。 

本文透過學者專書、論文、期刊、新聞等相關資料，初探疫情下的全球博物館，了

解國內博物館的應變與轉型，闡述十三行博物館因應疫情，以「虛實整合」雙軌方式進

行國際研討會交流、典藏展示規劃、國定遺址推廣、教育推廣活動等，以兼具實體與虛

擬之參與模式，提供民眾實體與線上互動服務之數位推廣成果，並透過 Google 

Analytics（GA）數據比對觀察進行成效分析，提出相關建議，期作為日後博物館升級

強化或政策規劃之參考。 

 

關鍵詞：十三行博物館、虛實整合、數位推廣、數位博物館 

                                                 
1
 本文作者為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教育研究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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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自 2020 年 1 月起影響全球甚

鉅，世界各地許多城市、學校、博物館、社教機構等相繼封城、關閉，國際性大型體育

賽事活動延期、停辦。臺灣於 2021 年 5 月起疫情急遽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

布全臺防疫提升至三級警戒，因應中央防疫政策，相關藝文場館暫停開放；接續 7 月起，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疫情發展，考量展覽場館屬性單純、人流動線具有一定程度

之可控制性，為適度開放民眾安全參觀藝文展覽，滾動調整逐步解封、階段開放之相關

措施迄今2，以於整體防疫措施規範下維持藝文產業之基本動能。博物館亟待面臨思考，

當觀眾無法來館時，如何持續維溫，面對衝擊與轉型，提供博物館典藏、研究、展示、

教育之功能服務。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為北臺灣唯一考古博物館，也是新北市考古文化資產保存重

要機構，致力於保存及推廣北臺灣在地史前文化，呈現北臺灣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發展。

自 2018 年起規劃建置「十三行數位博物館」，2019 年 3 月正式上線迄今。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新北市藝文場館前分別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3至 5 月 3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4至

7 月 23 日、2021 年 9 月 9 日5至 9 月 15 日期間共 3 次閉館，尤以 2021 年新北市屬疫情

嚴重災區。「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於疫情期間發揮功能，成為疫情期間博物館文化推廣

相當重要的數位平台。 

本文透過學者專書、論文、期刊、新聞等相關資料，初探疫情下的全球博物館，了

解國內博物館的應變與轉型，闡述十三行博物館因應疫情，以「虛實整合」雙軌方式進

行國際研討會交流、典藏展示規劃、國定遺址推廣、教育推廣活動等，以兼具實體與虛

擬之參與模式，提供民眾實體與線上互動服務之數位推廣成果，並透過 Google Analytics

（GA）數據比對觀察進行成效分析，提出相關建議，期作為日後博物館升級強化或政

策規劃之參考。 

二、疫情下的全球博物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蔓延全球，博物館屬

                                                 
2
 文化部，文化部各項防疫管理措施-展覽場館防疫管理措施，文化部於 2021 年 07 月 13 日訂定，分

別於 2021 年 07 月 26 日第一次修正、2021 年 08 月 09 日第二次修正、2021 年 08 月 27 日第三次修正、

2021 年 10 月 01 日第四次修正、2021 年 11 月 09 日第五次修正、2021 年 12 月 07 日第六次修正，

https://www.moc.gov.tw/webarticle_130791.html，2021 年 12 月 19 日檢索。 
3
 風傳媒新聞網，「新北市全面戒備！侯友宜宣布明天起關閉這些地方」，2020 年 3 月 19 日 12:27 新聞

發布，https://www.storm.mg/article/2421165，2021 年 12 月 19 日檢索。 
4
 自由時報，「防疫升級！侯友宜宣布新北八大行業、運動中心、圖書館即起關閉」，2021 年 5 月 12

日 17:52 新聞發布，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529504，2021 年 12 月 19 日檢索。 
5
 台視新聞網，「新北市宣布 9/9-9/15 取消內用、關閉公有場館」，2021 年 9 月 8 日 15:15 新聞發布，

https://news.ttv.com.tw/news/11009080002600W，2021 年 12 月 19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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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人群密集、群聚、接觸、互動等特性的文化場館，首當其衝！疫情嚴峻區域的博物

館紛紛延期、取消活動及展覽，或以限期或無限期閉館管控，因應洶湧而來的疫情，防

疫警戒迄今尚未停歇，對於博物館界生態影響甚鉅。6 

    根據 2020 年聯合國教育、科技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518 博物館日釋出的研究報告-”Museum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COVID-19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藝術文化界影響嚴峻，首波疫情

在 2020 年延燒至歐美大陸，美國、英國、義大利等歐美國家的疫情高居當時全球首位，

全球近 9 成的博物館，超過 85,000 個博物館所為防止疫情擴大，宣布暫停對外開放。7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為了解疫情對博物館產

生哪些衝擊，於 2020 年對全球博物館人進多次線上問卷調查，目的在了解博物館面臨

的難題與復原能力。調查結果顯示博物館閉館潮、博物館人失業危機與數位轉型此三大

難題。其一，亞洲、非洲、阿拉伯國家、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等皆受疫情影響，博物

館關閉的比例高於其他地區，博物館閉館潮蔓延全球。其二，博物館、館員與相關工作

者，工作情狀況岌岌可危，部分遭解僱或未續約，博物館人面臨失業危機。其三，高達

7 成的博物館人認為，博物館必須重新思考數位政策與整備數位環境；超過 5 成的受訪

者認為，館員的數位素養與技能培訓相當重要，數位轉型可帶給博物館一線生機。8 

    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博物館未來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於 2021 年初公布《趨勢觀察》（TrendsWatch），聚焦關注非營利的

複雜網絡中，博物館可如何成為一股力量，支持自身走出疫情危機，也協助社會渡過難

關。其中更提及「數位覺醒」的重要性：博物館為確保於疫情下持續發展，須即刻提升

效率與效能，運用數位科技，短期以社群媒體持續服務觀眾；長期可開發線上與線下活

動，並藉此擴展財務來源。因此，博物館應有將數位政策列為永續發展策略的自覺。同

時，也可在疫情期間提供學校之學生、研究員與教師所需學習資源，對鄰近社區做出貢

獻。
9
 

    全球博物館自 2020 年起共同面了臨參觀人數減少以及數位轉型等問題迄今。過去

博物館最引以為優勢、最具行銷強項、博物館辨識特色的典藏真品、現場多媒體互動、

動手操作的學習體驗等，在疫情影響下，卻反而成為博物館閉館或有條件開館下，因防

疫考量無法往外推廣或暫停開放體驗的嚴重劣勢。如何將劣勢反轉模式再成為優勢，並

                                                 
6
 翟振孝，＜博物館永續發展＞，《博物館與文化》，第 20 期，2020 年 12 月，頁 1-2。 

7
 陳思妤、許家瑋、陳諾、陳映廷、林詠能，＜新冠肺炎疫情對臺灣民眾參觀博物館決策之影響＞，《博

物館與文化》，第 20 期，2020 年 12 月，頁 6-7。 
8
 文化部-博物館之島-新訊，「疫情對全球博物館產生哪些衝擊？ICOM 調查報告揭露危機與轉機」，藍

敏 菁 （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藝 術 管 理 與 文 化 政 策 研 究 所 博 士 生 ）， 2021 年 1 月 31 日 ，

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NewsDetail/0c7de1bc-64a7-4049-ba50-02590683033b，2021 年 12 月 16 日

檢索。 
9
 文化部-博物館之島-新訊，「2021 年 AAM《趨勢觀察》報告熱血出爐！危機時刻博物館如何成為一

股力量」，藍敏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2021 年 3 月 2 日，

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NewsDetail/037e7ede-d652-44c4-8006-d5fae73e6154，2021 年 12 月 16 日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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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因應疫情的轉型策略，重新思考博物館的風險內控管理，是全球博物館與疫情共存

持續經營發展的嶄新課題。 

三、博物館的應變與轉型 

全球於 2020 年 1 月起受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影響，

臺灣亦於 2021 年 5 月起疫情急遽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臺防疫提升至三

級警戒，普羅大眾的生活受到極大的影響，也衝擊公機關、藝文單位的營運，當沒有人

來博物館，或有條件開館少部分人來博物館，博物館如何在有限資源下應變與轉型，提

升關注熱度、促進參與度、持續傳播知識，是博物館刻不容緩亟需思考的面向。
10 

    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與 Wilkening Consulting 於

疫情期間調查民眾對博物館所提供的數位資源需求，結果顯示大部分民眾希望博物館在

疫情期間能提供數位資源，然而對於提供什麼樣的資源及內容，以什麼樣的方式獲取，

不同觀眾族群的需求有相當大的差異。
11
 

    隨著疫情反覆變化並與人民生活常態共存，博物館採取防疫措施的同時，為兼顧藝

文機構的經營，原有的工作方式也產生重大的改變，如：線上展覽免費開放，典藏品數

位高解析影像多元開放，博物館群共享資源以及跨界行銷合作等，博物館開始重新評估

展覽和教育之推廣內容、模式及先後順序，加速了博物館數位科技的學習、適應與運用

的可能，也以更活潑有趣、貼近生活的方式吸引大眾，鼓勵博物館人發揮創造力拉近與

民眾互動連結，博物館陸續換回博物館原來的觀眾，卻也意外開啟了新的博物館觀眾群

與合作夥伴。 

（一）數位運用跨界合作 

    根據歐洲博物館組織網路的調查
12

，博物館在閉館期間開始將重心轉移至數位網

路，40%的博物館線上瀏覽量顯著增加，而其中以每週瀏覽量來看，41%的博物館增加

20%，38%的博物館增加 50%，8%的博物館增加 100%，13%的博物館增加 500%。另一方

面，超過 70%的博物館增加其社群網絡的活動，而其中 80%使用 Facebook 以及 20%使用

Instagram 作為即時分享。全球各地博物館開始加速結合相關數位科技的應用，投入更多

的資源在線上活動，包括線上典藏資料庫、發展線上展覽以及線上教育課程等，期豐富

博物館的參與內容。
13
 

    臺灣受疫情影響，以觀光客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國立故宮博物院，2020 年 4 月門票收

入僅有新臺幣 55 萬元，相較 2019 年同期 9 千多萬元，大幅減少 99%之收入。因此，國

                                                 
10
 林詠能，＜博物館社會參與＞，《博物館與文化》，第 21 期，2021 年 6 月，頁 1-2。 

11
 陳思妤、許家瑋、陳諾、陳映廷、林詠能，＜新冠肺炎疫情對臺灣民眾參觀博物館決策之影響＞，

《博物館與文化》，第 20 期，2020 年 12 月，頁 7-8。 
12
 NEMO, 2020.NEMO survey on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 crisis on museums in Europe. pp.5-6。 

13
 蔡翁美慧，＜疫情下博物館的危機與轉機＞，《博物館與文化》，第 20 期，2020 年 12 月，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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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故宮博物院積極採取數位化行動，並與知名日本任天堂遊戲《動物森友會》跨界行銷

合作，透過掃描 QR Code，將肉形石、翠玉白菜、清明上河圖等故宮經典文物圖像置入

遊戲中，引起社群網路年輕世代的熱烈討論。
14
 

（二）以人為本貼近生活 

    新冠肺炎的迅速傳播，大大改變全球民眾的生活習慣，透過數位科技應運，相對可

以減輕疫情帶來的不便利性與苦悶感，甚至可以創造博物館新的發展機會。以人為本，

以觀眾為導向，透過線上觀察觀眾喜好需求，推出更貼近生活，觀眾有興趣的內容，如：

線上看展、博物館人工作日常、線上遊戲、Podcast 等，是博物館努力調整的方向，並

且意外吸引不同的客群。 

    博物館把各種數位內容上線於網站，藉此與觀眾保持聯繫，內容從虛擬展覽、線上

教育、影音互動、館藏資料庫等，24 小時全天候開放，並透過大數據蒐集分析觀眾對於

那些內容最感興趣，進而對此加強行銷和發展。博物館藉由疫情擴大線上觀眾，同時也

鞏固了線下的社區群眾。15 

    疫情時代，博物館透過不同的線上形式，與博物館觀眾建立新關係，透過社群網路

保持線上話題與熱度，觀眾於有條件開館狀態下逐漸回流，也帶動新客群來訪，博物館

不再只是一個實體參觀展覽的場所，而是「線上線下」民眾日常生活的動態習慣，以及

有高度興趣的場域，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速這個改變。 

四、十三行博物館「虛實整合」數位推廣成效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為北臺灣唯一考古博物館，因十三行遺址搶救發掘而成立，

也是新北市考古文化資產保存重要機構，致力於保存及推廣北臺灣在地史前文化，呈現

北臺灣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發展。自 2018 年起規劃建置「十三行數位博物館」，2019 年 3

月正式上線迄今。受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影響，新北市

藝文場館前分別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 至 5 月 3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 至 7 月 23 日、2021

年 9 月 9 日 至 9 月 15 日期間共 3 次閉館，尤以 2021 年新北市屬疫情嚴重災區，博物館

以「虛實整合」雙軌方式進行國際研討會交流、典藏展示規劃、國定遺址推廣、教育推

廣活動等，以兼具實體與虛擬之參與模式，提供民眾實體與線上互動服務。「十三行數

位博物館」於疫情期間發揮功能，成為疫情期間博物館文化推廣相當重要的數位平台。 

（一）國際研討會虛實整合成果 

2021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影響，國外學者無法

                                                 
14 蔡翁美慧，＜疫情下博物館的危機與轉機＞，《博物館與文化》，第 20 期，2020 年 12 月，頁 181-182。 
15 蔡翁美慧，＜疫情下博物館的危機與轉機＞，《博物館與文化》，第 20 期，2020 年 12 月，頁 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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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參與國際交流研討會，為達跨國及跨域合作，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採「跨國視訊

會議」方式辦理「史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採「線上直播」方式辦理

「2021 臺灣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為博物館首次以「虛實整合」之模式辦理研

討會，有效增進博物館從業人員專業素養，提升博物館在國內外相關機關單位之能見度。 

另外，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7 年與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2019 年與韓

國「全谷史前博物館」簽訂交流協議迄今(姊妹館)，受疫情影響無法實際往返交流，以

「史前聚落探究」主題，透過跨國視訊，分享交流韓國首爾市中的岩寺洞史前居住遺址

保護與再利用、日本市民參與的史前建物重建之成果與課題、臺灣十三行遺址聚落再造

案例，達成國際館際學術交流之目標。 

1、史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 

「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以「史前聚落探究」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學者及相

關案例執行單位專題演講，在考古學、人類學、建築學及博物館學等相關研究基礎上，

探索運用各種遺留、現象、文獻圖像資料等資源，建構出過去的建築與聚落，瞭解過去

人類的生活模式與文化內涵，並討論其中的難處與侷限及未來發展面向，讓民眾更能認

識十三行遺址人群的生活面貌，並且達到教育、學習與娛樂目的。 

論壇於 2021 年 4 月 23 日舉辦，共計 10 個國內外單位參與，包含：韓國全谷史前

博物館、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等 2 個國外單位；以及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暨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

化中心及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等 8 個國內單位。為全臺首次彙集考古學、民族學、建

築學專家，跨域討論之國際論壇。 

因應疫情影響，國外講者無法來臺，博物館首次採「實體會議」搭配「跨國視訊會

議」之虛實整合模式辦理(表 1)，會議當日共計 133 人次參與(圖 1、2)，會後論壇之「實

錄影像」及「論文集」於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持續線上推廣(圖 3、4)，自 2021 年 4 月 23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 416 人次瀏覽。 

表 1 「史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實體會議 (現場實名制) 

 國內講者現場發表及交流 

 同步口譯 

 全程實錄 

  跨國視訊會議 (線上同步視訊互動)  

  國外講者視訊發表及交流 

  同步口譯 

 「實錄影像」上線數位博物館 (持續推廣) 

 「論文集」上線數位博物館 (持續推廣)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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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主視覺     圖 2 「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現場 

  
圖 3 「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實錄影像  圖 4 「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論文集 

      上線數位博物館-漫遊樂學-影音專區         上線數位博物館-漫遊樂學-電子書專區 

2、2021 臺灣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21 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為全臺唯一考古學盛會，由新北市立十三行博

物館與「臺灣考古學會」共同合辦，也是首次於新北市舉辦，提供考古學者發表近期臺

灣考古研究，並讓考古學子提出研究雛型獲取學者建議之場域，促進考古學研究與資訊

交換，並普及考古學知識。 

研討會於 2021 年 10 月 29 日、30 日舉辦，共計 15 個國內外單位參與，包含：日本

福岡縣大野城心之故鄉館、日本熊本大學災害防治研究教育中心、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等

3 個國外單位；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考古

學研究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言古文化有限公司、龍門顧問有限公司

及本館等 12 個國內單位，為全臺唯一考古盛會於新北會師，邀請國內外學者跨國影像

交流及直播。 

受疫情影響，國外講者無法來臺，博物館因應合作單位「臺灣考古學會」之作業模

式，以及國內外講者授權之影像、論文公開條件16，首次採「實體會議」搭配「線上直

播」之虛實整合方式辦理(表 2)，會議當日共計 565 人次參與(圖 5、6)，包含現場參與

220 人次，以及線上直播參與 345 人次。 

表 2 「2021 臺灣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實體會議 (現場實名制) 

 國內講者現場發表及交流 

  線上直播 (會議時段內線上參與)  

  國外講者影像發表及交流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16 國內外講者授權演講影像於直播時段露出，論文集以紙本於會議現場提供參與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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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21 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現場  圖 6「2021 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直播 

（二）典藏展示規劃虛實整合成果 

2021 年 5 月臺灣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急遽升溫，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臺防疫提升至三級警戒，因應中央防疫政策，新北市相關藝

文場館暫停開放，2021 年 5 月 13 日 至 7 月 23 日、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閉館。面

臨疫情嚴峻，民眾無法到館參觀，學生停課在家自學等因素，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積

極調整「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之展覽推

廣模式，首次應變轉型「實體展覽」及「虛擬線上互動」兼具之規劃，透過線上看展(虛

擬環景)、線上互動遊戲、線上簡介短片等，有效推廣展示文化內涵，提供民眾實體展

覽與線上看展互動服務，於疫情期間提升推廣效益。 

同時，為於疫情期間持續推廣典藏，除了精選適合主題之新北市文物納入展覽規劃

外；也修復 1 件新北市水碓尾遺址大坌坑文化時期「陶缽」文物，拍攝縮時攝影；修復

後文物於「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展出，並上線於數位博物館影音推廣。 

    另外，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2014年與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簽訂交

流協議迄今(姊妹館)，受疫情影響無法實際往返交流，雙方以臺日「史前狩獵文化」為

主題，透過館際網路聯繫方式，提供臺灣及十三遺址相關之展覽圖像、文獻等研究資料，

進行展覽研究互動交流，於日本展出山豬與人類-最熟悉的野生交涉史(イノシシと人

間：身近な“野生”との交渉史)，突破疫情限制，達成雙向國際館際展覽交流之目標。  

1、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 

自古以來，面具在人類社會皆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傳統儀式中做為與大自然、超

自然溝通的工具，代表著人類最深層的精神信仰。傳統社會的面具刻劃週遭的人、事、

物，形象多樣，不僅呈現精湛的工藝技術，也為近現代藝術家提供大量的創作靈感，影

響二十世紀諸多藝術流派的發展。
17
 

 

                                                 
17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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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策劃「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展出多件吳炫三藝術

家珍藏來自非洲、大洋洲及東南亞的面具收藏，呈現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述說傳統信

仰與現代藝術的深刻對話。展覽於 2021 年 9 月 18 日開展，展期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止，

為首次結合人類學與藝術美學觀點，呈現部落信仰文化與現代藝術的對話；並經館員長

時間研究比對及查找國內外資料，逐件辨識及撰寫部落面具基礎文化內涵，奠基特展底

蘊、增加展示教育深度，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計 36,142 人次參觀。 

2021 年 9 月起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有條件開放參觀，而疫情反覆可能為未來常

態，因此，除了館內實體展覽外，轉型增加展場 720 度環景影像之線上看展(表 3)(圖 7、

8) 、線上簡介短片(圖 9)，以及「AR 戴面具」、「消失的面具尋寶」線上互動小遊戲(圖

10 至 1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計 5,234 人次線上使用。 

表 3 「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實體展覽  

 展場多媒體互動 

 展覽摺頁、學習單 

 線上看展 

 展場 720 度環景影像 (自動/走動/VR 三種模式) 

 資訊光點提供展示圖文影音說明 

 線上學習資源 

 線上互動小遊戲-AR 戴面具 (面具 AR 互動) 

 線上互動小遊戲-消失的面具尋寶 (主題式闖關) 

 線上展覽簡介短片 

 線上展覽摺頁、學習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圖 7「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線上看展 圖 8「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720 度環景 

   

圖 9「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影音    圖 10「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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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消失的面具尋寶」遊戲進入畫面及第 1-2 關 

   
圖 12 「消失的面具尋寶」第 3-4 關 

   
圖 13 「消失的面具尋寶」面具創作及分享 

資料來源：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漫遊樂學-影音遊戲，https://sshm.vm.ntpc.gov.tw/game，2021 年 12

月 26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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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 

南島語系是世界上分布範圍最廣的語系，分佈範圍東至復活島，西迄馬達加斯加

島，南達澳洲東部的紐西蘭群島，最北為臺灣。南島人群居住區域廣闊，有數以萬計的

島嶼、横越半個地球的海洋，自然環境複雜多樣，發展出多元的在地文化。然而，在南

島語族的飲食與生活方式中，仍有許多跨區域的相似性，某些馴化的動植物如稻米、芋

頭、豬、狗等亦隨著人群遷移而擴散，而海島文化更是南島語族共同的特色。
18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以南島傳統的飲食文化為主題策劃「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

食文化特展」，從農耕、採集、漁獵、畜養等方面，介紹南島語族自古以來的生計活動，

以及隨著居住環境不同而產生的適應改變。展覽於 2021 年 9 月 29 日開展，展期至 2022

年 9 月 25 日止，展示南島語族五千年飲食文化共享與變遷，經館員綜整館藏及新北市

相關出土文物，透過文物修復及手工仿製展件，完善展示內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計 35,515 人次參觀。 

除了館內實體展覽外，轉型增加展場 720 度環景影像之線上看展(表 4)(圖 14、15) 、

線上簡介短片(圖 16)，以及「史前南島覓食趣」線上互動小遊戲(圖 17 至 2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計 6,174 人次線上使用。 

表 4 「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實體展覽  

 展場互動打卡點 

 展覽摺頁、學習單 

 線上看展 

 展場 720 度環景影像 (自動/走動/VR 三種模式) 

 資訊光點提供展示圖文影音說明 

 線上學習資源 

 線上互動小遊戲-史前南島覓食趣 (主題式闖關) 

 線上展覽簡介短片 

 線上展覽摺頁、學習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圖 14 「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線上看展   圖 15 「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720 度環景 

                                                 
18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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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影音      圖 17 「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互動遊戲 

  
圖 18 「史前南島覓食趣」遊戲進入畫面 

  
圖 19 「史前南島覓食趣」遊戲第 1、2 關 

  
圖 21 「史前南島覓食趣」遊戲第 3、4 關 

  
圖 22 「史前南島覓食趣」遊戲過關及分享 

資料來源：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漫遊樂學-影音遊戲，https://sshm.vm.ntpc.gov.tw/game，2021 年 12

月 26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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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豬與人類-最熟悉的野生交涉史(イノシシと人間：身近な“野生”との交渉史) 

    在東亞地區考古遺址中最常見的獸骨為鹿和野豬。然而，這兩種野生動物與人類的

關係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鹿通常生活在起伏稍小的低海拔地區。野豬則經常出現在人類

定居和耕種且相對平坦的土地上。在日本，野豬與人的關係是從繩文時代末期到彌生時

代初期開始的，但在實際情況和進展中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豬在奈良/平安時代之後

從日本歷史上消失，而在江戶時代重新出現，這個原因目前尚在研究。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4 年與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簽訂交流協

議迄今(姊妹館)，2021 年更以臺日「史前狩獵文化」為主題，透過館際網路聯繫方式(表

5)，十三行博物館提供臺灣及十三遺址相關之展覽圖像、文獻等研究資料，雙方進行展

覽研究互動交流，雙方合作於日本「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特展廳展出「山豬與人類-最

熟悉的野生交涉史(イノシシと人間：身近な“野生”との交渉史)」國際交流展。展覽

於 2021 年 10 月 2 日開展，展期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止，除了日本考古遺址出土的文物

外，九州和沖繩的民俗知識、臺灣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的出土資料，以及臺灣原住民民

族志等皆為素材，展出日本九州與臺灣自史前到現代，人類與野豬的關係，了解「野豬

與人類」的過去與現在，共計 17,754 人次參觀。 

    兩館於 2021 年 9 月 28 日透過視訊致謝，表達雙方多年來良好互動交流，並希望未

來持續簽訂交流協議。10 月 2 日日方舉行開幕式，日本「西都原考古博物館」透過線上

影像交流，由十三行博物館柏麗梅館長參與開幕致詞，進行國際展覽互動交流(圖 23)。 

表 5 「山豬與人類-最熟悉的野生交涉史」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實體展覽 (於日本展出) 

 

 館際網路聯繫  

 跨國視訊互動 

 學術分享交流 

 參與展覽開幕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圖 23 「山豬與人類-最熟悉的野生交涉史」國際交流展開幕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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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定遺址推廣虛實整合成果 

    臺灣目前共計 11 處國定考古遺址，其中新北市八里區即占 2 處，包含國定十三行

考古遺址、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由「文化部」委託「新北市政府」，再由「新北市政

府文化局」所屬「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執行 2 處「國定考古遺址監管保護工作」。 

    由於「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之遺址保存區位於八里汙水處理廠內，廠區作業安全

維管下，民眾無法隨時入內參觀；而「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位於新北市八里區觀音山

西北山麓，9 成以上為私有地，遺址環境有樹林、果園、墓園等，登高望遠視野極佳，

惟民眾自行參觀不易。2 處遺址長期皆由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規劃相關推廣活動，專

人導覽解說，帶領民眾走入遺址，聽遺址的故事，踏在遺址的土地上了解史前文化內涵。   

    2021 年受疫情影響，遺址推廣活動無法辦理，博物館即刻積極轉型線上推廣，拍攝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遺址保存區 720 度戶外環景，以及由館員自行編導、拍攝、剪輯國

定大坌坑考古遺址「慢步遺址之上-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環境快閃」、「探索八里秘境-國

定大坌坑考古遺址線上導覽」影片，於疫情期間持續推廣。 

1、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 

    位於新北市八里區淡水河口的海岸平原，以當地的最小地名「十三行」命名，遺址

範圍目前為八里污水處理廠西側廠區及十三行博物館後方的「陽光廣場」。十三行遺址

的年代為距今 1,800~500 年前，除了有豐富的生活遺留，也出土臺灣同時期少見的煉鐵

遺跡，以及數量眾多來自島外的物品，對臺灣考古研究具重大意義。 

    而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之「遺址保存區」，是遺址唯一完整保存的土地，位於八里

污水處理廠內，因廠區範圍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市衛工處)」

管理，相關廠區作業安全考量，須管制進出，民眾無法隨時入內參觀。因此，「遺址保

存區」之教育推廣活動，長期由博物館規劃專人導覽、重點解說，活動限定式的帶團現

地參觀(圖 24)，往往時間有限而意猶未盡。 

    2021 年受疫情影響，避免群聚考量，取消遺址推廣活動，為持續推廣遺址，轉型以

「數位行銷」方式推廣遺址文化。以「十三行數位博物館」為平臺，除了十三行遺址之

常設展、主題特展 720 度環景及數位典藏外，新增「遺址現場」專區，內容包含遺址簡

介及遺址保存區 720 度戶外環景(圖 25 至 27)。民眾只要透過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即可線上

參觀遺址(表 6)，打破限制無隔閡，在防疫期間達到推廣考古遺址之效果。 

表 6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遺址踏查 (實地走訪)  遺址現場 (線上參訪) 

 現場 720 度戶外環景影像  

 資訊光點提供展示圖文影音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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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志工導覽培訓活動 

  
 圖 25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遺址現場   圖 26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保存區介紹及環景 

 

 

2、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 

 

圖 27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720 度戶外環景影像 

2、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 

    位於新北市八里區觀音山麓，是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命名的考古遺址。

自史前到近代涵蓋六千年以上的文化脈絡，從而確認北臺灣地區史前文化層序關係，並

可能是南島語族的祖型文化。自 1958 年發現後，雖受墓葬、果園旱田種植等當代人群

活動行為影響環境，但考古遺址上並無大規模開發行為，目前保存狀況尚屬良好。遺址

有六個文化層疊壓，包括大坌坑文化、訊 塘埔文化、圓山文化、植物園文化、十三行

文化及近代漢文化等，顯示從距今約 5,600 前至約 350 年前都有人群在此生活。 

    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 9 成以上為私有地，遺址環境有樹林、果園、墓園等，民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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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參觀不易。因此，「遺址保存區」之教育推廣活動，長期由博物館規劃，透過專業帶

導多元解說，帶領民眾於郊山走訪，探索遺址的豐富生態。 

    2021 年疫情期間，為持續推廣遺址，轉型於「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新增「遺址現場」

單元，讓民眾不受疫情、交通、時空、身體不便等限制，透過線上觀看也能夠認識大坌

坑遺址，開發數位資源及行銷(表 7)(圖 28 至 30)。因受限於遺址範圍 9 成以上為私有土

地，無法拍攝 720 度戶外環景影像，由館員自行編導、拍攝、剪輯，製作「慢步遺址之

上-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環境快閃」30 秒短片、「探索八里秘境-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線

上導覽」8 分鐘影片，民眾只要透過手機(表 7)，就可線上參觀、專人導覽，更深入介紹；

並融入學校教學資源，精華濃縮、快速認識，可輕鬆自在地學習，是認識大坌坑考古遺

址環境的新途徑。 

表 7 「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遺址踏查 (實地走訪)  遺址現場 (線上參訪) 

 環境快閃影像 (30 秒) 

 秘境探索專覽 (8 分鐘)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圖 28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遺址現場   圖 29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介紹及影片 

 

圖 30 「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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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推廣活動虛實整合成果 

    2021 年 5 月臺灣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急遽升溫，新

北市所屬藝文館舍於 2021 年 5 月 13 日 至 7 月 23 日、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閉館，

實體互動場域因疫情暫停開放。以往博物館最受歡迎且最具學習效果的互動裝置、學習

體驗空間，閉館後無法體驗，即便疫情趨緩再度開館，因擔心互動裝置成為接觸傳染的

散播途徑，從全面暫停開放，續視疫情狀況滾動調整逐步開放。學習資源線上轉型，儼

然成為博物館的趨勢。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以「魔幻考古沙坑」實體的多媒體互動場

域，將考古學家搶救發掘的專業工作，轉譯為一般民眾可理解的內容，且具學習樂趣的

線上互動小遊戲「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也將艱深難懂的科技考古知識，透過繪本圖書，

結合考古偵探隊尋找線索，帶領讀者破解十三行人的秘密，並同步以中、英文電子書於

數位博物館推廣，成為國小五年級學生社會課程認識十三行遺址重要的線上學習資源。 

1、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 

    「魔幻考古沙坑」數位互動，為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結合科技藝術與考古教育，

打造全臺唯一的「考古數位劇場」，於「2019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首次登場，短短 9 天

創下高達 1 萬 2 千人次體驗紀錄；2020 年榮獲「第 53 屆美國休士頓國際影展」多媒體

展示類金獎，讓國際看到臺灣。自 2020 年 1 月起，更於「新北考古公園」常態開放，

廣獲民眾青睞。 

    為於疫情期間，持續提供民眾體驗與學習服務，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轉型推出「魔

幻考古沙坑 online 」線上版互動小遊戲，民眾只要動動手指，就可線上體驗挖沙、發掘

古文物，與文化層互動，認識史前文物之使用方式。博物館將實體互動體驗學習概念，

轉型開發「線上互動遊戲」，把沙坑倒進手機裡，不怕風沙、不怕病毒、不怕中暑，一

指玩考古，提升推廣效益，開館期間亦可實體虛擬雙效體驗推廣(表 8)。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 」遊戲內容共 2 個關卡(圖 31)：進入遊戲後點選開始(圖 32)，

第 1 關為「發掘及搶救十三行遺址文物」，倒數計時尋找埋藏在古沙丘裡的 10 件十三行

遺址文物，蒐集完成後過關(圖 33 至 35)。第 2 關為「認識史前文物及使用方式」，以文

化層上的 10 件文物，配對 10 組文物使用的十三行人，全數配對完成後過關(圖 36 至 38)，

並可分享遊戲給親朋好友(圖 39)。 

表 8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魔幻考古沙坑 

 實體考古數位劇場 

 現場領取工具發掘文物 

 文化層互動認識文物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  

 線上互動小遊戲 (主題式闖關) 

 分享遊戲至社群媒體 

 上線數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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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圖 31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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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2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進入畫面 

 
圖 33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第 1 關-開始倒數計時 

 
圖 34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第 1 關-發掘到文物 

 
圖 35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第 1 關-搶救文物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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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第 2 關-開始倒數計時 

 
圖 37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第 2 關-配對文物使用方式 

 
圖 38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遊戲第 2 關-配對文物過關 

 
圖 39 「魔幻考古沙坑 onlin」分享遊戲 

資料來源：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漫遊樂學-影音遊戲，https://sshm.vm.ntpc.gov.tw/game，2021 年 12

月 26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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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13 號事件簿-你所不知的十三行」圖畫書 

    「科技考古」是考古學工作的重要一環，隨著現代科技逐漸進步，考古學家得以妥

善運用科技儀器與實驗方法，分析研究古代人類與文化活動信息，更精確重現古代人類

社會的面貌。 

    為增進民眾對史前生活及考古研究的認識，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以「科技考古」

為主題，透過「考古偵探事件簿」的敘事方式，運用科學手法逐步破解十三行遺址重要

文物所蘊含的史前生活秘密，以兼具趣味性與知識性的繪本故事呈現，引發學齡階段學

童對於考古學的興趣，促進親子共讀，達到考古學與科普教育的推廣效益(圖 40)。發行

對象為國小中、高年級以上至國中階段學生，為於疫情期間推廣學習資源，除了紙本圖

畫書外，也製作中、英文版電子書上線數位博物館，實體及線上推廣雙軌並行(表 9)。 

表 9 「『第 13 號事件簿-你所不知的十三行』圖畫書」虛實整合模式 

實體 虛擬 

 精裝本圖畫書 

 分贈新北市高中、國中、小學 

 

 中文電子書 

 英文電子書 

 上線數位博物館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圖 40 「第 13 號事件簿-你所不知的十三行」圖畫書內頁版面 

資料來源：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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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虛實整合數位推廣成效分析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受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影響，

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3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2021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共 3 次閉館。閉館期間透過虛實整合方式，以「十三行數位博物館」為平

台，強化線上數位推廣，並透過 Google Analytics（GA）數據了解網站流量，統計分析訪

客 之 客 層 及 使 用 狀 況 。 以 下 透 過 「 十 三 行 數 位 博 物 館 」 Google Analytics 

(https://analytics.google.com/analytics/web/?authuser=0&pli=1#/report/content-overview/a1332000

39w192997679p188680410/_u.date00=20210101&_u.date01=20211231&_.advseg=&_.useg=&_.s

ectionId=/) ，自 2019 年 3 月上線迄 2021 年 12 月期間，比對閉館期間前後瀏覽量增減狀

況，分析瀏覽量增減與博物館虛實整合推廣關係；並彙整歷年瀏覽量之於不同國家、城

市、語言、使用者年齡及性別、最受歡迎單元等排行，觀察其變化及趨勢，提出未來發

展之因應策略建議。 

1、網頁瀏覽量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2019年 3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間，網頁總瀏覽量計 281,879

人次，單次工作階段頁數(每個工作階段平均瀏覽量)為 6.89 個頁面，平均工作階段時間

長度(每個工作階段平均耗時)為 3 分 29 秒(圖 41)；第 1 次造訪的使用者佔 87.3%，回訪

的使用者佔 12.7%(圖 42)。 

 

     

 

 

 

 

 

 

                                                             

 圖 41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使用者瀏覽數據  圖 42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使用者第 1 次及回訪比率 

    就歷年「網頁瀏覽量」觀察(表 10)，2020 年全年總瀏覽量 77,441 人次，3 月至 12

月總瀏覽量 73,510 人次
19
，較 2019 年 3 月至 12 月同期 45,505 人次增加 62% (1.6 倍)；2021

年全年總瀏覽量 158,933 人次，較 2020 年 77,441 人次增加 105% (2.1 倍)，網頁瀏覽量有

明顯上升趨勢。 

                                                 
19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Google Analytics (GA)，2021 年 12 月 27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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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年起至 2021 年(表 10)，以單次工作階段頁數(每個工作階段平均瀏覽量)而

言，由 6.93 個頁面提升至 7.29 個頁面；以平均工作階段時間長度(每個工作階段平均耗

時) 而言，由 3 分 14 秒提升至 3 分 51 秒，顯示使用者閱讀頁面工作率越來越高，且停

留時間也越來越久，倘持續增加多元素材內容，將有助於造訪者量與質的需求滿意度。

另外，第 1 次造訪的使用者佔比由 89.8%下降為 85.3%，回訪的使用者佔比則由 10.2%提

升為 14.7%，顯示造訪者黏著度提升，漸漸形成固定客群，數位博物館逐漸打出口碑影

響使用者的忠誠度。 

表 10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量」彙整表 

 網頁總瀏覽量 
單次工作 

階段頁數 

平均工作 

階段時間長度 

第 1 次造訪 

的使用者佔比 

回訪 

的使用者佔 

2019年 45,505 6.93 03:14 89.8% 10.2% 

2020年 77,441 6.16 02:58 88.5% 11.5% 

2021年 158,933 7.29 03:51 85.3% 14.7% 

全覽值 281,879 6.89 03:29 87.3% 12.7%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Google Analytics 數據彙整製表，2019 年統計期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全覽值統計期間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再觀察歷年「使者造訪頻率」，2019 年 3 月，數位博物館因正式上線行銷，造訪率

較高(圖 43)；其次，2020 年 4-5 月、2021 年 6-7 月、9 月分別出現高峰(圖 44、45)，比對

為受疫情影響，博物館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3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

及 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 3 次閉館，實體博物館無法參觀，民眾轉為線上參訪數位

博物館，進而造訪率激增；再者，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0-12 月皆同樣出現高峰(圖

43 至 45)，為博物館每年搭配「國際考古日」推出系列活動，有助造訪頻率提升，且形

成規律。 

    顯示博物館辦理實體活動，有助於線上瀏覽量提升，故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21

年積極轉型推出「史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會議實錄及論文集上線，

於研討會後持續於線上推廣；並虛實整合雙軌推出「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及

「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實體展覽及線上看展、線上簡介短片、線上互動

小遊戲等數位資源，比對 6-7 月、9 月高峰，應證所推出之成效。另外，受疫情影響，

民眾參訪博物館方式改變為線上，且於疫情嚴峻下學校停課不停學，而數位博物館提供

多元學習資源，以及父母伴讀與「線上教學」、多元自學比例增加，造訪率驟然提升。

博物館 2021 年也積極線上推廣遺址，於數位博物館新增「遺址現場」專區，可線上參

訪國定十三行及大坌坑考古遺址，並上線「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互動遊戲及「第 13 號

事件簿-你所不知的十三行」中英文電子書，於 12 月再次衝上高峰，顯見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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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2019 年 3 月至 12 月造訪頻率圖 

 

                   圖 44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造訪頻率圖 

 

                   圖 45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造訪頻率圖 

2、網頁瀏覽對象 

    觀察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國家」排行(表 11)，2019 年、2020 年瀏覽國

家由高而低前 4 名依次為臺灣、美國、香港、日本，而 2021 年卻有了變化，第 1、2、4

名仍維持為臺灣、美國、日本，第 3 名則由香港轉變為「愛爾蘭」。另外，第 5 名至第

10 名的排行國家中，2020 年、2021 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德國」更擠進了排行。

比對 2020 年至 2021 年全球受疫情影響嚴重區域之阿拉伯國家、歐洲等，顯示十三行數

位博物館的瀏覽客群，因疫情間接促使各國人民線上參訪博物館及搜尋學習資源等因

素，已從臺灣、美國、東亞、東南亞區域，擴大到「西亞」及「歐洲」之地區國家。西

亞及歐洲地區之其他國家，可為未來潛在客層開發之國際對象，並進一步了解該區域客

群的需求喜好，做為未來客層開發之策略。 

    而美國、日本則屬忠實瀏覽客群，2019 年至 2021 年連續 3 年維持於第 2 名及第 4

名的排行紀錄。查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分別於 2014 年、2017 年、2019 年與日本宮崎

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韓國全谷史前博物館等 3 所博物館

簽訂交流協議(姊妹館)，評估日本之瀏覽客群黏著度較高，應與十三行博物館長期透過

2 所姊妹博物館與日本考古相關博物館國際交流互動有關。因此，未來可透過韓國全谷

史前博物館，多加與韓國考古相關博物館交流互動，以擴增「東北亞」之瀏覽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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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國家』排行」彙整表 

 N0.1 N0.2 N0.3 N0.4 N0.5 N0.6 N0.7 N0.8 N0.9 N0.10 

2019 年 
臺灣 

(94.49%) 

美國 

(3.32%) 

香港 

(0.99%) 

日本 

(0.41%) 

馬來 

西亞
(0.17%) 

加拿大 

(0.15%) 

未分區 

其他
(0.14%) 

英國 

(0.06%) 

澳門 

(0.06%) 

新加坡 

(0.06%) 

2020 年 
臺灣 

(93.02%) 

美國 

(4.76%) 

香港 

(0.92%) 

日本 

(0.26%) 

加拿大 

(0.14%) 

未分區 

其他 
(0.12%) 

馬來 

西亞 
(0.11%) 

新加坡 

(0.08%) 

阿拉伯
聯合酋
長國

(0.06%) 

德國 

(0.06%) 

2021 年 
臺灣 

(97.59%) 

美國 

(0.95%) 

愛爾蘭 

(0.3%) 

日本 

(0.26%) 

香港 

(0.24%) 

中國 

(0.07%) 

新加坡 

(0.06%) 

德國 

(0.05%) 

英國 

(0.05%) 

澳門 

(0.05%) 

全覽值 
臺灣 

(95.53%) 

美國 

(2.62%) 

香港 

(0.6%) 

日本 

(0.29%) 

愛爾蘭 

(0.16%) 

加拿大 

(0.09%) 

馬來 

西亞 
(0.08%) 

未分區 

其他 
(0.08%) 

新加坡 

(0.07%) 

中國 

(0.06%)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Google Analytics 數據彙整製表，2019 年統計期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全覽值統計期間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觀察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城市」排行(表 12)，2019 年至 2021 年，「中

壢」、「桃園」皆位列前 4 名，評估近 3 年桃園「大園尖山考古展示館」籌備開館
20
，多

方查考研究考古與博物館相關資料，間接促進十三行數位博物館之瀏覽率。 

    值得注意的是，「淡水」的瀏覽排行，3 年內從第 9 名，跳到第 5 名，再到第 4 名。

評估因淡水鄰近八里，八里區之中小學僅有 8 所，然而淡水區之中小學則有 23 所之多，

並且國中歷史課「十三行文化」，以及國小五年級社會課「追尋臺灣遠古行」等相關課

程，已將史前文化教育及新北考古遺址文化資產內容納入課程。而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

館為北臺灣唯一考古博物館，也是新北市考古文化資產保存重要機構，因此，疫情期間，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儼然已成為整個大淡水地區及淡水河對岸八里地區中小學，停課不停

學非常重要的線上教學教材與獲取多元數位學習資源的管道之一，促使淡水之瀏覽排

行，逐年往上攀升。 

    再者，觀察 2019 年前 10 名之排行城市，多以「桃園以北至宜蘭」區域為主。而 2020

年、2021 年，第 6 名至第 10 名的排行城市中，頭份、彰化、員林、民雄擠進了排行。

顯示，受疫情影響，瀏覽客群已從「桃園以北至宜蘭」區域，擴大至「中部」及「南部」

區域，並且城市類型已由「都會型」城市，漸漸轉變為「非都會型」之農鄉村，足見十

三行數位博物館多元數位學習資源，有助於疫情期間各縣市及城鄉之線上參訪與學習。 

    綜上，臺灣考古相關博物館、全臺各縣市中小學等，可做為未來長久客層經營之策

略對象，倘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未來加強與臺灣考古相關博物館，以及與國內交流協

議博物館(姊妹館)-基隆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宜蘭蘭陽博物館之館際交流互動，並且多

元擴充與中小學課程相關可運用之教學教材與學習資源，廣為行銷推廣，將可擴大不同

的瀏覽城市客群。 

                                                 
20 桃園市政府，「桃園「大園尖山考古展示館」開館，保存近 10 萬件出土文物，帶領民眾認識土地和

歷 史 」 ， 2021 年 10 月 30 日 新 聞 發 布 ，

https://www.tycg.gov.tw/ch/home.jsp?id=10412&parentpath=0,10401&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

2110300006&aplistdn=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tycg,c=tw&toolsflag=Y，2021 年 12 月 28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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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城市』排行」彙整表 

 N0.1 N0.2 N0.3 N0.4 N0.5 N0.6 N0.7 N0.8 N0.9 N0.10 

2019 年 
未分區 

其他 
(77.62%) 

中壢 

(4.08%) 

芝加哥 

(2.86%) 

桃園 

(2.19%) 

竹東 

(1.35%) 

竹南 

(0.96%) 

竹北 

(0.87%) 

宜蘭 

(0.77%) 

淡水 

(0.77%) 

草屯 

(0.65%) 

2020 年 
未分區 
其他 

(78.93%) 

中壢 

(4.36%) 

芝加哥 

(3.88%) 

桃園 

(3.28%) 

淡水 

(1.8%) 

竹北 

(0.96%) 

彰化 

(0.67%) 

宜蘭 

(0.62%) 

花蓮 

(0.4%) 

員林 

(0.34%) 

2021 年 
未分區 
其他 

(80.84%) 

中壢 

(7.53%) 

桃園 

(2.07%) 

淡水 

(1.18%) 

竹北 

(0.62%) 

蘆竹 

(0.41%) 

民雄 

(0.38%) 

宜蘭 

(0.37%) 

頭份 

(0.362%) 

龜山 

(0.31%) 

全覽值 
未分區 
其他 

(79.49%) 

中壢 

(5.96%) 

桃園 

(2.18%) 

芝加哥 

(1.76%) 

淡水 

(1.32%) 

竹北 

(0.77%) 

宜蘭 

(0.53%) 

彰化 

(0.45%) 

竹南 

(0.4%) 

竹東 

(0.36%)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Google Analytics 數據彙整製表，2019 年統計期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全覽值統計期間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觀察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語言」排行(表 13)，2019 年至 2021 年，「中

文-臺灣」、「英文-美國」皆位列前 2 名；「中文-中國」由 2019 年第 4 名，晉升至 2020 年、

2021 年之第 3 名。而第 6 名至第 10 名的排行語言中，「英文-英國」、「英文-澳大利亞」、

「英文-加拿大」、「英文-香港」擠進了排行。顯示，十三行數位博物館使用者之語文類

別，主要為「中文」，其次為使用「英文」語系之歐美國家，再其次為使用「日文」國

家。然而日本之「漢字」有助於理解中文語意，而英文為國際通用語言，因此，未來應

著重增加網站之「英文」語言別，以提升國際之能見度，做為未來長遠擴充多元國際瀏

覽客群經營之方向策略。 

表 13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語言』排行」彙整表 

 N0.1 N0.2 N0.3 N0.4 N0.5 

2019 年 
中文-臺灣 

(93%) 

英文-美國 

(5.47%) 

日文-日本 

(0.37%) 

中文-中國 

(0.35%) 

日文-其他 

(0.19%) 

2020 年 
中文-臺灣 

(90.75%) 

英文-美國 

(7%) 

中文-中國 

(0.51%) 

英文-其他 

(0.42%) 

中文-香港 

(0.4%) 

2021 年 
中文-臺灣 

(95.31%) 

英文-美國 

(2.81%) 

中文-中國 

(0.33%) 

日文-其他 

(0.32%) 

程式語言 

(0.24%) 

全覽值 
中文-臺灣 

(93.39%) 

英文-美國 

(4.65%) 

中文-中國 

(0.39%) 

英文-其他 

(0.25%) 

中文-香港 

(0.24%) 

 N0.6 N0.7 N0.8 N0.9 N0.10 

2019 年 
中文-香港 

(0.19%) 

英文-英國 

(0.12%) 

中文-其他 

(0.06%) 

英文-澳大利亞 

(0.04%) 

英文-香港 

(0.04%) 

2020 年 
英文-英國 

(0.22%) 

日文-日本 

(0.2%) 

日文-其他 

(0.13%) 

中文-其他 

(0.06%) 

英文-加拿大 

(0.04%) 

2021 年 
英文-其他 

(0.21%) 

英文-英國 

(0.17%) 

中文-香港 

(0.15%) 

中文-其他 

(0.13%) 

日文-日本 

(0.05%) 

全覽值 
日文-其他 

(0.24%) 

英文-英國 

(0.18%) 

日文-日本 

(0.16%) 

程式語言 

(0.12%) 

中文-其他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Google Analytics 數據彙整製表，2019 年統計期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全覽值統計期間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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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者年齡及性別 

    觀察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站瀏覽使用者「年齡層」排行(表 14) (圖 46 至 48)，

2019 年、2020 年使用者年齡層由高而低前 3 名依次為 35-44 歲、25-34 歲、45-54 歲，而

2021 年卻有了變化，45-54 歲由第 3 名晉升為第 1 名，而 35-44 歲、25-34 歲則分別退居

第 2 名及第 3 名。比對臺灣 2021 年 5 月起疫情急遽升溫，5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期間博

物館閉館，學校停課不停學，教師在家線上教學，學生在家線上學習，家長或祖父母則

在家伴讀，因此，45-54 歲之使用者激增，領先居冠。而 18-24 歲之使用者，由 2019 年

第 4 名，降為 2020 年、2021 年之第 5 名，顯示數位博物館之「青少年」使用者低於「青

壯年」之使用者。因此，可進一步了解青少年學習需求，評估增加數位學習資源，做為

未來經營 18-24 歲使用者之方向策略。 

表 14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年齡層』排行」彙整表 

 N0.1 N0.2 N0.3 N0.4 N0.5 N0.6 

2019 年 
35-44 歲 

(32.42%) 

25-34 歲 

(26.7%) 

45-54 歲 

(15.55%) 

18-24 歲 

(13.32%) 

55-64 歲 

(6.35%) 

65+歲 

(5.66%) 

2020 年 
35-44 歲 

(23.15%) 

25-34 歲 

(21.95%) 

45-54 歲 

(18.88%) 

55-64 歲 

(14.56%) 

18-24 歲 

(12.76%) 

65+歲 

(8.17%) 

2021 年 
45-54 歲 

(24.04%) 

35-44 歲 

(21.29%) 

25-34 歲 

(17.58%) 

55-64 歲 

(14.31%) 

18-24 歲 

(13.23%) 

65+歲 

(9.56%) 

全覽值 
35-44 歲 

(24.03%) 

25-34 歲 

(20.82%) 

45-54 歲 

(20.63%) 

18-24 歲 

(13.07%) 

55-64 歲 

(12.91%) 

65+歲 

(8.54%)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Google Analytics 數據彙整製表，2019 年統計期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全覽值統計期間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再觀察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站瀏覽使用者「性別」排行(表 15) (圖 46 至 48)，

2019 年至 2021 年連續 3 年男性高於女性，2019 年趨近兩性比例平衡，2020 年、2021 年

有兩性比例逐漸拉大之趨勢，評估與考古領域工作者，或對領域議題有興趣者以男性居

多而影響，因此，可關注了解女性使用者之需求及喜好，未來之經營應儘可能持續朝向

兩性比例平衡的內容目標發展。 

表 15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性別』排行」彙整表 

 N0.1 N0.2 

2019 年        男 (53.2%)        女 (46.8%) 

2020 年        男 (58.9%)        女 (41.1%) 

2021 年        男 (66%)        女 (34%) 

全覽值        男 (68.8%)        女 (39.2%)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Google Analytics 數據彙整製表，2019 年統計期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全覽值統計期間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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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2019 年 3 月至 12 月網頁瀏覽之「年齡層」與「性別」客層表 

 

圖 47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網頁瀏覽之「年齡層」與「性別」客層表 

 

圖 48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網頁瀏覽之「年齡層」與「性別」客層表 

4、各單元瀏覽量 

    觀察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站瀏覽「各單元」排行(表 16)，2019 年、2020 年各單

元由最受歡迎由高而低前 4 名依次為首頁、展覽、常設展、典藏，而 2021 年卻有了變

化，展覽由第 2 名晉升為第 1 名，而首頁則退居第 2 名。顯示數位博物館「線上看展」

的知名度提升，大部分使用者不一定從首頁進入參觀，而是會選擇展覽單元直接進入觀

看。從 2021 年《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透過《KEYPO 大數據關鍵引擎》
21
評比調查臺

灣有哪些網友熱議的線上展覽結果，「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名列第 5 名可證實其成效。 

                                                 
21 以國際級的語意分析架構、先進的機器學習技術與人工智慧推論引擎、感知網友語意脈絡與情緒，

分析評比網路大數據，分析期間 2021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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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典藏」單元連續 3 年位居第 4 名，評估與新北市立十三行博館逐年編列預算拍

攝典藏文物，以及精選文物 3D 掃描建模，依序進行典藏數位化，以供民眾典藏、研究

觀看近用有相當關聯影響，未來應持續累積擴充，建立品牌口碑。 

    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第 6 名至第 10 名的排行單元中，「遺址現場」、「遊戲」擠進

了排行。顯示 2021 年受疫情影響，臺灣 5 月至 7 月期間疫情嚴峻，新北市立十三行博

物館為推廣國定十三行及大坌坑考古遺址，積極轉型，於數位博物館新增「遺址現場」

單元頗受歡迎。另為因應疫情反覆，展覽規劃以虛實整合模式辦理，除實體展覽外，更

開發製作搭配展覽之線上互動「遊戲」，2021 年 9 月開展迄 12 月，短短不到 3 個月時間

即進入第 10 名，由此可見其受歡迎程度，未來應可延續累積開發，並可促進 18-24 歲使

用者之關注與參與，多元學習，寓教於樂。 

    綜上，就 2019 年至 2021 年各單元整體瀏覽量排行，顯示造訪者對於十三行數位博

物館單元內容的喜好順序如下：其一、線上看展（包含常設展、當期展、歷史展）為造

訪者有極高興趣的單元，後續於經營規劃上可持續累積補充拍攝資源。其二、數位典藏

（包含重要古物、典藏檢索、3D 文物檢索）為次要受歡迎單元，須逐年持續累積擴充，

可提供民眾多元近用。其三、漫遊樂學（包含八里漫遊、影音遊戲、電子書、學習資源）

為第 3 受歡迎單元，現階段資源豐富已促進疫情期間之線上學習，未來可持續增加數位

科技學習資源導入，除增加使用者之停留學習意願度外，亦可增進 18-24 歲青少年使用

者之關注度與參與度。其四、遺址現場（包含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國定大坌坑考古遺

址）為第 4 受歡迎單元，2021 年甫推出近 3 個月即進入前 9 名排行，顯示極具推廣潛力，

接續可持續擴充 2 處遺址之影音資源，增加對國定遺址線上觀看之內容豐富度。其五、

戶外園區（包含新北考古公園、其他戶外空間）為第 5 受歡迎單元，未來可新增戶外具

特色或尋寶之介紹圖文或影音，以增加造訪者自行探索空間環境之樂趣。 

表 16 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歷年網頁瀏覽『各單元』排行」彙整表 

 N0.1 N0.2 N0.3 N0.4 N0.5 N0.6 N0.7 N0.8 N0.9 N0.10 

2019 年 
首頁 

(25.95%) 

展覽 

(20.62%) 

常設展 

(9.79%) 

典藏 

(4.26%) 

學習 

(3.9%) 

戶外 
空間 

(3.23%) 

3D 文物 
檢索 

(2.58%) 

歷史展 

(2.42%) 

考古 
公園 

(2.4%) 

網站 
導覽 

(1.63%) 

2020 年 
首頁 

(24.07%) 

展覽 

(22.68%) 

常設展 

(8.88%) 

典藏 

(4.8%) 

當期展 

(3.15%) 

學習 

(2.83%) 

歷史展 

(2.63%) 

考古 
公園 

(2.15%) 

戶外 
空間 

(2.1%) 

3D 文物
檢索 

(1.99%) 

2021 年 
展覽 

(22.24%) 

首頁 

(21.41%) 

常設展 

(7.47%) 

典藏 

(5.58%) 

學習 

(4.51%) 

歷史展 

(3.31%) 

典藏 
檢索 

(2.42%) 

戶外 
空間 

(2.11%) 

遺址 
現場 

(1.87%) 

遊戲 

(1.63%) 

全覽值 
首頁 

(22.87%) 

展覽 

(22.10%) 

常設展 

(8.23%) 

典藏 

(5.15%) 

學習 

(3.95%) 

歷史展 

(2.98%) 

戶外 
空間 

(2.28%) 

典藏 
檢索 

(2.04%) 

遺址 
現場 

(2.03%) 

3D 文物
檢索 

(1.81%)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Google Analytics 數據彙整製表，2019 年統計期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全覽值統計期間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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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全球博物館自 2020 年起受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影響，

共同面了臨參觀人數減少以及數位轉型等問題迄今。過去博物館最引以為優勢、最具行

銷強項、博物館辨識特色的典藏真品、現場多媒體互動、動手操作的學習體驗等，在疫

情影響下，卻反而成為博物館閉館或有條件開館下的嚴重劣勢。如何因應疫情發展轉型

策略，重新思考博物館的風險管理，是全球博物館與疫情共存持續經營發展的嶄新課題。 

    而隨著疫情反覆變化並與生活常態共存，博物館面臨應變與轉型。其一、數位運用

跨界合作。其二、以人為本貼近生活。博物館需以更活潑有趣、貼近生活的方式吸引大

眾，鼓勵博物館人發揮創造力拉近與民眾互動連結。透過數位應用，博物館陸續換回原

來的觀眾，卻也意外開啟了新的博物館觀眾群與合作夥伴。疫情時代，博物館不再只是

一個實體參觀展覽的場所，而是「線上線下」民眾日常生活的動態習慣。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自 2018 年起規劃建置「十三行數位博物館」，2019 年 3 月正

式上線迄今。2021 年受疫情影響，以「虛實整合」方式進行國際研討會交流、典藏展示

規劃、國定遺址推廣、教育推廣活動等，提供民眾實體與線上互動服務。「十三行數位

博物館」於疫情期間發揮功能，成為博物館文化推廣相當重要的數位平台： 

「國際研討會」部分，2017 年與日本「兵庫縣立考古博物館」、2019 年與韓國「全

谷史前博物館」簽訂交流協議迄今(姊妹館)，2021 年採「跨國視訊會議」方式辦理「史

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分享交流韓、日、臺史前聚落案例，達成學術

國際交流，會議共計 10 個國內外單位、133 人次參與，「實錄影像」及「論文集」於線

上持續推廣，4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共計 416 人次瀏覽，線上線下共計推廣 546 人次。

另外，採「線上直播」方式辦理「2021 臺灣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會議共計 15

個國內外單位、565 人次參與，包含現場參與 220 人次，以及線上直播參與 345 人次。

為博物館首次以「虛實整合」之模式辦理，有效提升博物館之學術能見度。 

「典藏展示規劃」部分，2021 年面臨 2 度閉館，積極調整「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

化特展」、「南島食代-古代南島飲食文化特展」之展覽推廣模式。首次應變轉型「實體

展覽」及「虛擬線上互動」兼具之規劃，透過線上看展(虛擬環景)、互動遊戲、短片，

於疫情期間有效推廣。面具展 9 月 18 日開展持續展出中，「實體展覽」截至 12 月 31 日

計 36,142 人次參觀，「虛擬線上互動」截至 12 月 31 日計 5,234 人次線上使用，線上線下

105 天共計推廣 41,376 人次。南島展 9 月 29 日開展持續展出中，「實體展覽」截至 12 月

31 日計 35,515 人次參觀，「虛擬線上互動」截至 12 月 31 日計 6,174 人次線上使用，線上

線下 94 天共計推廣 41,689 人次。另外，2014 年與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

簽訂交流協議迄今(姊妹館)，2021 年以臺日「史前狩獵文化」為主題，透過館際網路聯

繫方式，提供臺灣及十三遺址相關之展覽圖像、文獻等研究資料，於日本展出「山豬與

人類-最熟悉的野生交涉史」，10 月 2 日舉行開幕式，由柏麗梅館長線上開幕致詞互動交

流，展出至 12 月 5 日，65 天共計 17,754 人次參觀，突破疫情限制，達成展覽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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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遺址推廣」部分，臺灣 11 處國定考古遺址中新北市八里區即占了 2 處，包

含國定十三行及大坌坑考古遺址，由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執行監管保護工作。因遺址

環境因素，民眾自行參觀不易，長期由博物館規劃專人導覽，帶領民眾走入遺址了解文

化內涵。2021 年積極轉型線上推廣，於「十三行數位博物館」開設「遺址現場」單元專

區，拍攝「國定十三行考古遺址」保存區 720 度戶外環景，以及館員自行編導、拍攝、

剪輯「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環境快閃短片及探索八里秘境線上導覽。獲文化部肯定為

疫情期間，臺灣 11 處國定考古遺址中，首創以數位博物館推廣國定遺址的成功案例。 

「教育推廣活動」部分，積極運用展場多媒體素材，轉型製作線上互動學習資源，

將榮獲「第 53 屆美國休士頓國際影展」多媒體展示類金獎的「魔幻考古沙坑」，轉型開

發「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線上互動遊戲，於「十三行數位博物館」的「影音遊戲」專

區推廣。另外，將艱深難懂的科技考古知識，透過繪本圖書，帶領讀者運用科技方法了

解十三行人的秘密。繪本同步以中英文版於「電子書」專區線上推廣，成為國小高年社

會及國中歷史課程認識十三行文化的重要學習資源。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於疫情期間，透過虛實整合方式，以「十三行數位博物館」

為平台，強化線上數位推廣，本研究以 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近 3 年期間之 Google 

Analytics（GA）數據進行研究，觀察變化趨勢與成效，並提出未來發展之因應策略建議： 

    有關「網頁瀏覽量」的部分，其一、以歷年「總瀏覽量」而言，2020 年較 2019 增

加 62%，2021 年較 2020 年增加 105%，3 年內有明顯上升趨勢。單次工作階段頁數(每個

工作階段平均瀏覽量)3 年內由 6.93 個頁面提升至 7.29 個頁面，平均工作階段時間長度(每

個工作階段平均耗時) 3 年內由 3 分 14 秒提升至 3 分 51 秒，顯示使用者閱讀頁面工作率

增高，停留時間增長，未來持續增加多元素材內容，將有助於造訪者量與質的需求滿意

度。回訪的使用者佔比，3 年內由 10.2%提升為 14.7%，顯示造訪者黏著度提升，漸漸形

成固定客群，數位博物館逐漸打出口碑建立使用者的忠誠度。 

    其二、以歷年「使者造訪頻率」而言，2019 年 3 月數位博物館正式上線產生造訪率

高峰；2020 年 4-5 月、2021 年 6-7 月、9 月分別出現高峰，比對時間與博物館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3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23 日及 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 3 次閉館

期間重疊，顯示民眾轉為線上參訪，造訪率激增；連續 3 年 10-12 月皆同樣出現高峰，

係每年「國際考古日」推出系列活動，有助造訪頻率提升且形成規律。顯示博物館辦理

實體活動，有助於線上瀏覽量提升。 

    其三、博物館舉辦「史前聚落探究-2021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及線上持續推廣會

議實錄與論文集，並虛實整合推出「面面具到-部落面具文化特展」及「南島食代-古代

南島飲食文化特展」實體展覽及虛擬線上互動，比對 6-7 月、9 月高峰，驗證推出成效。

而疫情嚴峻下學校停課不停學，父母伴讀、線上教學、多元自學比例增加，造訪率驟然

提升。12 月甫於數位博物館新增「遺址現場」專區推廣國定十三行及大坌坑考古遺址，

上線「魔幻考古沙坑 online」互動遊戲及「第 13 號事件簿-你所不知的十三行」中英文

電子書，比對 12 月瀏覽量再次衝上高峰，顯見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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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網頁瀏覽對象」的部分，其一、以歷年網頁瀏覽「國家」排行而言，3 年內

已從臺灣、美國、東亞、東南亞區域，擴大到「西亞」及「歐洲」之地區國家，該區之

其他國家為潛在客層開發之國際對象，可進一步了解需求喜好，做為未來客層開發之策

略。而美國、日本屬忠實瀏覽客群，連續 3 年維持於第 2 名及第 4 名。評估日本之瀏覽

客群黏著度較高，係與博物館長期透過「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日本兵庫

縣立考古博物館」2 所姊妹館與日本考古相關博物館國際交流互動有關。未來可透過「韓

國全谷史前博物館」與韓國考古相關博物館交流互動，以擴增「東北亞」之瀏覽客群。 

    其二、以歷年網頁瀏覽「城市」排行而言，連續 3 年「中壢」、「桃園」皆位列前 4

名；「淡水」則 3 年內從第 9 名，跳到第 5 名，再到第 4 名，評估係淡水區中小學多，

且國小五年級社會課「追尋臺灣遠古行」、國中歷史課「十三行文化」已將新北考古遺

址納入課程。「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已然成為整個大淡水地區及八里地區中小學，停課

不停學非常重要的線上教學教材與多元學習管道之一，促使瀏覽排行逐年往上攀升。而

前 10 名之排行城市，3 年內已由「桃園以北至宜蘭」區域為主，擴大至「中部及南部」

區域，並且城市類型已由「都會型」城市，漸漸轉變為「非都會型」之農鄉村，如頭份、

彰化、員林、民雄等，足見「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多元數位學習資源，有助於疫情期間

各縣市及城鄉之線上學習。未來國內可將考古相關博物館、各縣市中小學、交流協議博

物館(姊妹館)—基隆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宜蘭蘭陽博物館等做為未來長久客層經營之

策略對象，多元擴充中小學教學教材以及博物館研究資源，可擴大不同城市瀏覽客群。 

    其三、以歷年網頁瀏覽「語言」排行而言，「中文-臺灣」、「英文-美國」3 年內皆位

列前 2 名；而「英文-英國」、「英文-澳大利亞」、「英文-加拿大」、「英文-香港」於 3 年內

擠進了前 10 名排行。顯示，使用者之語文類別主要為「中文」，其次為使用「英文」語

系之歐美國家，再其次「日文」。因此，未來應著重增加網站之「英文」語言別，以提

升國際能見度，做為未來長遠擴充多元國際瀏覽客群經營之方向策略。 

    有關「使用者年齡及性別」的部分，其一、以歷年網站瀏覽使用者「年齡層」排行

而言，45-54 歲者 3 年內由第 3 名晉升為第 1 名，18-24 歲者則由第 4 名降為第 5 名。顯

示「青少年」使用者低於「青壯年」之使用者，未來可進一步了解青少年學習需求，評

估增加數位學習資源，做為未來經營 18-24 歲使用者之方向策略。其二、以歷年網站瀏

覽使用者「性別」排行而言，連續 3 年男性高於女性，且 3 年內兩性比例有逐漸拉大之

趨勢，評估與考古領域工作者多為男性有關，因此，可關注了解女性使用者之需求喜好，

未來之經營應儘可能持續朝向兩性比例平衡的內容目標發展。 

    有關「各單元瀏覽量」的部分，其一、歷年網站瀏覽「各單元」排行而言，「展覽」

3 年內由第 2 名晉升為第 1 名，顯示「線上看展」的知名度提升，從 2021 年《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透過《KEYPO 大數據關鍵引擎》評比，「十三行數位博物館」榮獲臺灣十

大線上展覽名列第 5 名可證實其成效。「典藏」單元連續 3 年位居第 4 名，係與逐年擴

充精選文物、3D 掃描建模供民眾多元近用有關，未來應持續累積擴充，建立品牌口碑。

另外，2021 年新增的「遺址現場」、「遊戲」單元擠進了排行前 10 名的排行，短短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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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時間即進入第 10 名，由此可見其受歡迎程度，未來應可延續累積開發，並可促進

18-24 歲使用者之關注與參與，多元學習，寓教於樂。 

    其二、整體而言，「各單元」最受歡迎排行第 1 名至第 5 名分別為線上看展（包含

常設展、當期展、歷史展）、數位典藏（包含重要古物、典藏檢索、3D 文物檢索）、漫

遊樂學（包含八里漫遊、影音遊戲、電子書、學習資源）、遺址現場（包含國定十三行

考古遺址、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戶外園區（包含新北考古公園、其他戶外空間）。未

來可持續增加數位科技學習資源導入，除增加使用者之停留學習意願度外，亦可增進青

少年使用者之關注度與參與度，並可擴充戶外具特色或尋寶之圖文影音，以增加造訪者

自行探索空間環境之樂趣。 

  綜上，「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具備展示、典藏、教育、研究等功能並以數位化的方

式呈現，觀眾可透過網路隨時進入數位博物館中觀看，不僅加速了知識的傳播，也於疫

情期間發揮功能，讓知識能夠無遠弗屆的傳遞與分享。自 108 年 3 月 1 日上線以來迄 2021

年 12 月已近 3 年，推廣成效頗佳。透過 Google Analytics（GA）數據進行分析研究，觀

察趨勢與成效後，提供未來滾動調整經營之對策建議如下：其一、持續累積更新環景影

像、數位影音、學習資源等，提升造訪者量與質的需求滿意度，以建立更多造訪者的忠

誠度。其二、實體活動及對外演講分享，有助於線上瀏覽量提升，故應持續且節奏性規

劃推出博物館特色專屬活動，如考古生活節、國際考古日系列活動等，有助造訪頻率提

升且形成規律。其三、博物館應多元與國內外簽訂交流協議之姊妹博物館互動交流與行

銷，除培養忠實的國家、城市瀏覽客群外，也藉由互動交流拓展新增不同的國家、城市

瀏覽客群。其四、國小五年級社會課及國中歷史課皆有「史前文化教育」之課程內容，

博物館應善用中小學課程主題，多元開發「新北考古遺址」相關之教案教材與數位學習

資源於線上推廣，鎖定中小學師生客群，廣為擴展容納全國都會型城市與非都會型農鄉

村之學校相關瀏覽客群，並促進 18-24 歲青少年族群瀏覽率之提升。其五、目前使用者

之語文類別，英文語系國家為第二大宗，且 3 年內英語系之歐美國家使用者有攀升趨勢，

因此，近年應考量規劃增加網站之「英文」語言別，以提升國際能見度，長遠擴充多元

國際瀏覽客群。相關建議期作為後續「十三行數位博物館」升級強化或政策規劃之參考。

同時，逐年持續系統化地將博物館長期累積之文獻、研究報告、圖片、音樂與影像等多

元文化資產加以數位化後，運用多媒體製作技術，依不同用途及使用族群之需求加以編

輯組合，讓各類族群觀眾可不受環境、時間、疫情等因素，可於網路即時互動學習，持

續向國際推廣十三行遺址文化及考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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