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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博物館出版品之特性、觀眾應用效能、目

標功能等實際情況，並進一步的觀察博物館出版品輔助參觀與

觀眾參觀經驗的關係，以供博物館參考。經過理論的研究與實

際的調查結果，歸納出研究的各項發現，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

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文嘗試藉由傳播研究的相關理論，探討有關博物館出版

品的傳播模式與媒介、博物館出版品的行銷管理與顧客服務，

透過博物館出版品的傳播效能，檢視教育推廣的成效。本研究

可歸納出如下成果： 

一、博物館出版品的傳播模式與操作 

從傳播研究的經驗中證實，博物館出版品對畫家、藝評家、

收藏家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就博物館出版品的場域而言，畫家、

藝評家、收藏家普遍認為能夠在博物館出版品中刊登文章，對

他們是很有幫助的，但由於博物館出版品並非以商業利益為導

向，而是以教育推廣與研究為主，再者目前博物館多已建立編

審制度多年，得以控制其出版品的學術品質，由此可見博物館

對其出版品的運作機制是可以完全掌控的。博物館並與畫家、

藝評家、收藏家盡量保持良好的關係，利用新書出版提供學術

單位與畫家、藝評家、收藏家們贈閱的機會，作請益與賜教的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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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博物館出版品在展覽開幕之際，部分博物館會同展覽

舉辦新書發表會，這是博物館出版品與傳播媒介的一種新聯絡

方式，透過這樣的行銷方式，將博物館出版品推向觀眾，使更

多的觀眾瞭解近期的展覽，未來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舉辦展覽開

幕與新書發表，博物館出版品的傳播模式正邁向多元化的腳步

前進。 

二、博物館出版品的概況 

綜觀國內博物館相關出版品種類繁雜，依其目的性功能予

以區分為四類：為社會普及運用、為呈學術成果、為輔助展覽

參觀、為間接傳播教育等。近年來出版品的印製數量有年年增

加的趨勢，在輔助參觀的展覽說明書亦有不斷增印的趨勢。根

據研究者在博物館實際觀察的結果發現，一般參觀民眾在參觀

完畢之後，對於輔助參觀的展覽說明書多攜帶回家，然而回去

之後再應用的機會卻相當的低，故在觀看展覽的同時，使用展

覽說明書的效果是最大的，但為了節省印製的成本，可改變有

關展覽說明書的使用習慣，於展覽會場進入時取閱，並於參觀

完畢出口處歸還。如有需要再至販售處購買，一可節省印刷製

作上龐大的費用，二可增加博物館出版品的收入，三可使博物

館出版品真正達到使用的效果。 

三、教育推廣活動運用博物館出版品的情形 

目前有關教育推廣活動可區分為常設性活動與特殊性活動

兩類，目前博物館都會在當年度規劃下一年度的常設性活動，

一是提早規劃可以有充裕的時間安排相關事宜，二是可將博物

館空間、時間達到更理想的使用效率，無閒置與浪費的情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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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由於是常設性的活動，在博物館出版品的應用類別上多侷

限於展覽圖錄、導覽手冊、典藏目錄、展覽說明書等。對於規

劃有關分級、分齡的學習單，則較為缺乏，目前學習單的設計

仍處於一般性質，不論是十歲或者是四十歲，學習單的內容是

一樣的，這樣的學習單實際的學習效果並不佳，對於十歲的小

學生而言，內容艱澀難懂；反之對於四十歲的成年參觀者，卻

不易得到其所需的知識。未來學習單的分級、分齡制度應該建

立，並且提高出版品種類的多樣與變化，可提高參觀群眾的學

習興趣。 

四、博物館的組織體系運作 

依照各博物館的組織規劃，略可分為研究組、展覽組、典

藏組、教育推廣組等組織單位，每一個單位對博物館出版品在

製作上，無不層層對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標題、每一個版面進

行謹慎與嚴密的把關；除了透過既有的編審制度之外，各單位

的水平溝通，相互聯繫以確保資訊的正確性；時常的溝通觀念

與修正是必須的，除了對教育推廣的態度與執行必須達成一致

性外，亦要建立博物館出版品即是代表博物館的無聲代言人之

觀念。 

而博物館鼓勵研究風氣盛行，是促成博物館出版品的出版

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從解說員到研究員皆有發表學術論文的能

力，間接帶動博物館的研究風氣。 

博物館在出版品的後製作能力上較為薄弱，多為委託館外

公司製作，館方站在監督的立場，由於不同性質的出版品由不

同的單位負責，例如展覽組負責展覽說明書與展覽圖錄、研究

組負責月刊與叢刊，各單位對於後製作的瞭解能力不一，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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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物館出版品的設計水準不易掌控與企業視覺形象系統的運

用不一。博物館出版品的製作人員應不定期加強在職訓練，以

提升專業能力；目前出版品的製作方式已日新月異，運用更有

效的製作方式，一可解決日漸窘境的人事問題，二可解決經費

上的不足。 

五、博物館出版品的未來趨勢 

博物館電腦化是未來的趨勢，電腦化可從博物館館內的電

腦化與建立網際網路的管道兩方面談起。首先博物館的電腦化

有加強有關博物館出版品的電腦製作、館內的研究資料建立、

典藏分類制度的電腦化等。而網際網路的建立改變了一般博物

館出版品傳統的傳播與應用方式，展覽訊息的快速傳遞、數位

化的展示方式、可提供偏遠地區雙向溝通的遠距離教學等，未

來博物館出版品並不單只是一張紙的聯想，從平面空間轉移至

立體空間的接觸。博物館有關電腦化的部分可分為：館內的電

腦化及網際網路的服務；在館內的電腦化部分，旨在進行典藏

品的管理、博物館經營管理的需求與研究資料的建立，在網際

網路的部分，是提供遠距離觀眾一個訊息與展覽的窗口。 

六、參觀觀眾回饋影響 

當參觀群眾愈來愈容易接近博物館的同時，參觀群眾對博

物館的影響力也愈漸增長。有趣的是參觀群眾向來少有與博物

館直接聯繫，針對博物館的教育推廣、經營方向與出版品等提

出建言。就研究者在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觀察，參觀群眾多為要

求得知盥洗間位置，或是索取活動表等資訊，不過，未發聲的

參觀群眾在其他場域有著不同的聲音，諸如展覽的內容、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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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不易瞭解、出版品內容的可讀性等，只不過這樣的聲音並

未傳達到博物館內，甚至未浮出檯面。換言之，就目前為止，

博物館出版品在設計的同時多屬內部自己的改革，不見參觀群

眾與讀者訊息回饋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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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的成果，研究者提出數點建議供有關單位或

人員參考： 

一、博物館出版品的分級分類：因參觀閱讀群眾背景懸殊，

勢必難以顧及所有讀者。然而在博物館出版品的內容與閱讀率

達成一個較佳的平衡點；未來的博物館出版品中，如學習單可

可採分齡、分級的方式作為特定對象的使用，也是普及教育推

廣的方式之一。 

二、提供參觀群眾意見回饋的管道：博物館是直接面對觀

眾的社教機構，當博物館出版品透過教育推廣活動與參觀群眾

接觸的同時，要瞭解觀眾的反應，作必要的改進，研究者在進

行效益調查的同時發現，設置留言版、意見箱或透過問卷調查

的方式，鼓勵民眾適當的提供意見與回饋，則有助於博物館出

版品與教育推廣品質之改善。 

三、加強博物館出版品的傳播效果：參觀觀眾到博物館的

同時，並不瞭解在有關博物館出版品與教育推廣上，所提供的

服務項目為何，博物館本身應主動提供服務與諮詢；未來除了

活動表的宣導之外，網際網路與博物館現場的宣導，增進觀眾

的參與率及學習成效，更能達到博物館出版品教育推廣之效益。 

四、提高賣店的教育潛能：博物館內的賣店在販賣出版品

的同時，也為博物館賺取了相當大的報酬，但目前賣店傾向於

技巧性的商業販售經營為主，將博物館出版品建立在銷售的目

的上；未來應以博物館教育和專業資訊推廣為經營的重點，進

而成為推動博物館教育推廣的首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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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物美價廉的博物館出版品：博物館出版品的銷售

態度，應以提升社會教育首要；降低出版品的售價，使教育推

廣的效能真正的落實，更有助於博物館社會教育機能的開展。 

六、開拓館外銷售網路：目前博物館出版品的銷售仍侷限

於館內賣店與館外少部分據點；未來可增加銷售管道，如郵購

系統、網際網路的販售、書籍批發商、成立營業據點等，開拓

不同的銷售管道，在增加選擇購買的地點的同時，不也將博物

館出版品帶出館外，增加與民眾的接觸機會，進一步吸引到館

參觀。 

七、成立博物館出版品借閱中心：目前國內對於博物館出

版品的收藏，並無建立收藏與借閱中心；未來國內各博物館出

版品予以集中蒐集，有益於博物館出版品的保存，有助於學術

資料的整合，有利於參觀觀眾資訊查詢。 

八、博物館出版品人力的培訓：目前博物館在人力的培訓

上多著重於展覽、研究、教育推廣與典藏，對於博物館出版品

在邁向電腦化出版同時，應以人才培訓為首要；尤其國內博物

館出版品在尋求館外製作的同時，也應有培訓與提升館內製作

之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