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府中 15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嬰兒車電影院」適性評估報告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藝術展演科 

為落實文化平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體認到爸媽們的需求，於 102 年 10 月

起，設立全國首創的「嬰兒車電影院」專場放映，於每週五下午及週日上午各放

映 1場，讓爸媽帶寶貝上電影院，享受親子時光。 

府中 15設立「嬰兒車電影院」，希望打造一個像「家」一樣自在的友善觀影

環境，針對照顧 3歲以下嬰幼兒無法上電影院看電影的爸爸媽媽族群，提供休閒

環境與增進育兒經驗交流。場內外皆設置嬰兒車停放區、場內提供柔和燈光、降

低影片音量，且寶寶可於場內進食、走動、小聲說話，甚至哭鬧，這些都是在「嬰

兒車電影院」被允許發生的，現場也會有志工協助照護小孩安全。 

府中 15 精心挑選各國普遍級動畫片、劇情片、紀錄片，並避免過度影音效

果，讓父母安心帶著嬰幼兒進電影院，一起享受看電影的樂趣。爸爸媽媽可以帶

著小寶貝一起看電影、陪伴小孩成長，認識新朋友、接觸藝文活動。現今家庭生

活型態，仍是以女性照護小孩居多，期望透過「全家」觀影的過程，宣導性別平

等意識，培養照顧小孩是父母共同責任的觀念。 

為評估「府中 15 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嬰兒車電影院」觀影使用的友善措施

是否符合民眾需求，本文以「觀影人次」、「成年觀眾群性別比率」及「新北市嬰

幼兒人數」、「學齡前家長最常從事之親子休閒活動型態」等性別統計指標，觀察

「府中 15 嬰兒車電影院」專映場次之配適性，並將相關數據及分析作為市府推

動性別平權之評估依據。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 觀影人次統計： 

「嬰兒車電影院」讓育有嬰幼兒的親子家庭能放心地帶寶寶去看電影，讓爸

媽在舒適、友善環境中，重拾看電影的樂趣，並學習共同觀影的分擔照顧。 

影片類型的選擇上，臺灣父母多以小孩喜愛的動畫片為選片依據，1 歲半至

3 歲間之嬰幼兒已會選擇自己喜愛的電影，故「嬰兒車電影院」動畫片參與人數

均達 100 多人滿座；劇情片參與人數略少，約為 7 成；紀錄片最少，約為 5 成。

故在選片調整上，動畫片佔 1/2、劇情片佔 1/4、紀錄片佔 1/4，以滿足臺灣父母

之需求。 

102 年播映 20 場電影，計 678 組親子家庭，共計 1,579 人次參與；103 年播

映 80 場電影，計 2,590 組親子家庭，共計 6,403 人次參與；104 年播映 105 場電

影，計 2,797組親子家庭，共計 7,571人次參與；105年播映 89場電影，計 1,668

組親子家庭，共計 4,728 人次參與；106年截至 7月，共播映 59場電影，計 1,255

組親子家庭，共計 3,616 人次參與。從 102年 10月開辦至 106年 11月共播映 361

場電影，共計 9,214 組親子家庭，計 24,556 人次參與(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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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府中 15 嬰兒車電影院觀眾參與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計算整理。 

 

整體而言，嬰兒車電影院的觀眾還是以親子娛樂場所的角度參與影片放映，

他們傾向選擇兒童喜歡的動畫片，對紀錄片、劇情片的接受度較低，建議未來選

片方向還是以此為主。 

(二) 成年觀眾群性別比率：依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執行之

「『105年 5月至 106年 4月紀錄片放映院放映策劃及推廣計畫』委託專業服

務案」之問卷統計資料顯示： 

嬰兒車電影院之成年觀眾群，性別方面高達 86.2%為女性，多為大學或專科

學歷(77%)，大多數家中僅有 1 位未滿 3 歲之兒童(81.1%)，居住地以新北市板橋

為主，接近五成的比率職業是在家帶小孩的家管(49%)。 

本案參與之成年觀眾性別以女性較多，且

佔 8 成以上觀眾群。考量嬰兒車電影院觀影

時間為每週五下午及週日上午各放映 1 場，

平常日時間男性多必須上班無法參加觀影，

故參與之成年觀眾接近五成比率為家管。若

要改變觀眾的性別差異，可嘗試舉辦爸爸帶

寶寶看電影之類的活動，鼓勵全家看電影，

爸爸爺爺奶奶一起出遊，並以家庭座位區概

念，共同分擔照顧小孩的責任。並在推廣上

加強鄰近企業的宣傳，或是透過社區把資訊

傳遞給目標群眾。 
 

(三) 新北市嬰幼兒人數 

依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 7 月新北市年齡人口統計：0 歲男嬰數為 1 萬

5,702人、女嬰數為 1萬 4,838人，合計 3萬 540人；1歲男嬰數為 1萬 7,426人、

女嬰數為 1萬 6,438 人，合計 3萬 3,864人；2歲男嬰數為 1萬 7,999 人、女嬰數

為 1萬 6,644人，合計 3萬 4,643人；故新北市未滿 3歲之嬰幼兒人數為 9萬 9,047

人。且近三年來，出生率有微幅遞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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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嬰兒車電影院成年觀眾群性別百分比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計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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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新北市 0 至 2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現今嬰兒車電影院參與群眾，以新北市板橋區、新莊區等鄰近區域為主，再

擴散至大台北地區的觀影民眾，但仍有部份觀眾是從基隆、桃園地區開車前來，

遠地參與的情形多會以家庭組合(三代同堂、姐妹)較多。從民政局最新統計資料，

新北市嬰幼兒人數已達 9萬 9,047多人，可見在行銷推廣上仍有尚待努力的空間。 

(四) 學齡前(2-6歲)家長最常從事之親子休閒活動型態 

依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由歐姿秀副教授指導的一篇嬰幼

兒保育專題研討成果報告中顯示，學齡前(2-6 歲)之家長最喜歡的休閒型態即是待

在家裡(佔 57%)，其次是學校(佔 24％)，再其次是公園(佔 20％)。 

親子休閒場所的頻率，不曾參與的前三名，則分別為兒童劇場(佔 40％) ，運

動中心(佔 36％)，圖書館(佔 30％)。 

故嬰兒車電影院，期望打造一個像家一像的友善空間，用電影陪伴育齡家庭

共同成長，創造美好的親子回憶。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0歲 1歲 2歲 

女嬰 

男嬰 

20% 

4% 

57% 

24% 

5% 

4% 

2% 

2% 

0% 

2% 

3% 

4% 

0% 

0% 20% 40% 60%

公園 

風景區 

家裡 

學校 

圖書館 

親子館 

親子餐廳 

休閒農場 

兒童樂園 

兒童劇場 

運動中心 

親子遊戲場 

其他 

1% 

7% 

1% 

16% 

30% 

24% 

25% 

28% 

20% 

40% 

36% 

15% 

0% 

0% 10% 20% 30% 40% 50%

公園 

風景區 

家裡 

學校 

圖書館 

親子館 

親子餐廳 

休閒農場 

兒童樂園 

兒童劇場 

運動中心 

親子遊戲場 

其他 

圖四 學齡前家長積極參與之親子休閒活動 

資料來源：嬰幼兒保育專題研討成果報告。 

 

人 

圖五 學齡前家長不曾餐與之親子休閒活動 

資料來源：嬰幼兒保育專題研討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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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本計畫以親子共同觀影為辦理方式，除希望提供給育兒的爸爸媽媽，能夠擁

有優質的休閒環境外，也期望能從小培養孩子接觸藝文活動。故在活動設計上，

並非以「臨托」為主軸，而是希望營造一個像「家」一樣的溫馨環境，讓新手爸

媽能放心地看電影交流情感。 

 方案一：配合辦理親子教養或育兒講座 

嬰兒車電影院“從新手爸媽的觀影需求”為出發，配合辦理新手爸媽親子教養及

育兒講座，提高父母參與意願。 

 方案二：辦理說故事、遊戲活動 

考量嬰幼兒需求，針對不想看電影的小朋友，安排志工說故事，或是開闢遊

戲區，由導覽員帶領孩子畫畫等。 

(一) 達成目標之統計指標訂定 

1. 年度觀影人次成長率 2%。 

2. 106年藝文活動人數目標 4,850人次。107 年藝文活動人數目標 4,950人次。 

表一 嬰兒車電影院改善之提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名稱 配合辦理親子教養或育兒講座 辦理說故事、遊戲活動 

方案內容 嬰兒車電影院“從新手爸媽的觀影需

求”為出發，配合辦理新手爸媽親子教

養及育兒講座，提高父母參與意願。 

考量嬰幼兒需求，針對不想看電影的小

朋友，安排志工說故事，或是開闢遊戲

區，由導覽員帶領孩子畫畫等。 

 

預算金額 2 萬。 5 萬。 

時間 2 個月。 3 個月。 

考量 考量年度場次較多，將以階段性擇合適

場次推廣行銷。 

俟放映院座椅空間改善後，利用原 B1

貴賓室空間或 6F 活動教室，擇場次搭

配辦理說故事及親子塗鴉活動，帶領不

想觀影的嬰幼兒玩遊戲，增加親子觀眾

參與意願。 

意願調查 建議時間不宜過長，可選映親子教養電

影舉辦講座活動。 

小孩對於動畫片的接受度較高，可配合

劇情片及紀錄片場次辦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整理。 

 

(二) 館舍生活圈概念行銷 

以館舍經營概念，畫出「共同生活圈」，並加強周邊鄰里及企業宣傳。第一

階段已達成周邊鄰里的文宣派送，8 月並和「親子天下」雜誌合作，提供嬰兒車

電影院參與名額做為抽獎贈品。 

嬰兒車電影院在成年觀眾參與比率上，女性約佔 80%，如果希望提高父親參

與觀影的意願，推廣上要加強鄰近企業的宣傳，讓新手爸爸掌握嬰兒車電影院影

片放映的最新動態，以提升參與觀影的意願。 

另透過社區(里辦公室、發展協會、文康中心等)把資訊傳遞給目標群眾，聽

取社區民眾意見，才能掌握鄰近觀眾的需求。讓他們知道館舍有這樣的服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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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一個區域，然後再慢慢發散出去。 
 

(三) 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開會議討論後，初步決議以方案一、二「配合辦理親子教養或育兒講座」、「辦

理說故事、遊戲活動」，來改善嬰兒車電影院觀眾性別差異的參與情形，並交由

文化局藝術展演科執行後續計畫，另將由文化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擔任監督單

位。 

相關改善之時程規劃，如表二所示。 

表二 嬰兒車電影院改善之時程規劃 

 106 年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紀錄片放映院 
觀眾席座椅空間改善 

        
       
        

講師邀約及說故事志工教育訓練 
        
        
        

活動宣傳 
        
        
        

執行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整理。 

- 158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性別分析檢視表 

一、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府中 15 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嬰兒車電影院」適性評估報告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  

(三)問題、現況或

性別不平等

情形之描述 

為落實文化平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體認到爸媽們的需

求，於 102 年 10 月起，設立全國首創的「嬰兒車電影院」專

場放映，於每週五下午及週日上午各放映 1 場，讓爸媽帶寶貝

上電影院，享受親子時光。 

府中 15 設立「嬰兒車電影院」，希望打造一個像「家」一

樣自在的友善觀影環境，針對照顧 3 歲以下嬰幼兒無法上電影

院看電影的爸爸媽媽族群，提供休閒環境與增進育兒經驗交

流。場內外皆設置嬰兒車停放區、場內提供柔和燈光、降低影

片音量，且寶寶可於場內進食、走動、小聲說話，甚至哭鬧，

這些都是在「嬰兒車電影院」被允許發生的，現場也會有志工

協助照護小孩安全。 

「府中 15」精心挑選各國普遍級動畫片、劇情片、紀錄

片，並避免過度影音效果，讓父母安心帶著嬰幼兒進電影院，

一起享受看電影的樂趣。爸爸媽媽可以帶著小寶貝一起看電

影、陪伴小孩成長，認識新朋友、接觸藝文活動。現今家庭生

活型態，仍是以女性照護小孩居多，期望透過「全家」觀影的

過程，宣導性別平等意識，培養照顧小孩是父母共同責任的觀

念。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指標分析 1：

「觀影人次統計」 

文字說明 

「嬰兒車電影院」讓育有嬰幼兒的親子家庭能放心地帶寶

寶去看電影，讓爸媽在舒適、友善環境中，重拾看電影的樂趣，

並學習共同觀影的分擔照顧。 

影片類型的選擇上，臺灣父母多以小孩喜愛的動畫片為選

片依據，參與人數均達 100 多人滿座；劇情片參與人數略少，

約為 7 成；紀錄片最少，約為 5 成。故在選片調整上，動畫片

佔 1/2、劇情片佔 1/4、紀錄片佔 1/4，以滿足臺灣父母之需求。 

102 年播映 20 場電影，計 678 組親子家庭，共計 1,579 人

次參與；103 年播映 80 場電影，計 2,590 組親子家庭，共計

6,403 人次參與；104 年播映 105 場電影，計 2,797 組親子家庭，

共計 7,571 人次參與；105 年播映 89 場電影，計 1,668 組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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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共計 4,728 人次參與；106 年截至 7 月，共播映 59 場電

影，計 1,255 組親子家庭，共計 3,616 人次參與。從 102 年 10

月開辦迄今，共播映 361 場電影，共計 9,214 組親子家庭，計

24,556 人次參與。 

整體而言，嬰兒車電影院的觀眾還是以親子娛樂場所的角

度參與影片放映，他們傾向選擇兒童喜歡的動畫片，對紀錄

片、劇情片的接受度較低，建議未來選片方向還是以此為主。 

圖表說明 
 

 
 

統計指標分析 2：

「成年觀眾群性

別比率」 

文字說明 

嬰兒車電影院之成年觀眾群，性別方面高達 86.2%為女

性，多為大學或專科學歷(77%)，大多數家中僅有 1 位未滿 3

歲之兒童(81.1%)，居住地以新北市板橋為主，接近五成的比

率職業是在家帶小孩的家管(49%)。 

本案參與之成年觀眾性別以女性較多，且佔 8 成以上觀眾

群。若要改變觀眾的性別差異，可嘗試舉辦爸爸帶寶寶看電影

之類的活動，鼓勵全家看電影，爸爸爺爺奶奶一起出遊，並以

家庭座位區概念，共同分擔照顧小孩的責任。並在推廣上加強

鄰近企業的宣傳，或是透過社區把資訊傳遞給目標群眾。 

圖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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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分析 3： 

「新北市嬰幼兒

人數」 

文字說明 

依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 7 月新北市年齡人口統計：

0 歲男嬰數為 1 萬 5,702 人、女嬰數為 1 萬 4,838 人，合計 3

萬 540 人，0 歲嬰幼兒性比例為 105.82；1 歲男嬰數為 1 萬 7,426

人、女嬰數為 1 萬 6,438 人，合計 3 萬 3,864 人，1 歲嬰幼兒

性比例為 106.01；2 歲男嬰數為 1 萬 7,999 人、女嬰數為 1 萬

6,644 人，合計 3 萬 4,643 人，2 歲嬰幼兒性比例為 108.14；故

新北市未滿 3 歲之嬰幼兒人數為 9 萬 9,047 人。且近三年來，

出生人數有微幅遞減情形。未滿 3 歲之嬰幼兒雖然仍是男多於

女，但性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 

性比例公式：(男性人口/女性人口)x100。 

圖表說明 
 

 
 

統計指標分析 4： 

「學齡前(2-6 歲)

家長最常從事之

親子休閒活動型

態」 

文字說明 

依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由歐姿秀副教

授指導的一篇嬰幼兒保育專題研討成果報告中顯示，學齡前

(2-6 歲)之家長最喜歡的休閒型態即是待在家裡(佔 57%)，其次

是學校(佔 24％)，再其次是公園(佔 20％)。 

親子休閒場所的頻率，不曾參與的前三名，則分別為兒童

劇場(佔 40％) ，運動中心(佔 36％)，圖書館(佔 30％)。 

故嬰兒車電影院，期望打造一個像家一像的友善空間，用

電影陪伴育齡家庭共同成長，創造美好的親子回憶。 

圖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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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針對照顧嬰幼兒無法上電影院看電影的爸爸媽媽族群，推出全

國首創「嬰兒車電影院」專場放映，期望透過全家觀影的過程，

宣導性別平等意識，培養照顧小孩是父母共同責任的觀念。本

計畫選定有 3 歲以下嬰兒之新手爸媽家庭為主要推動對象，係

對所有性別開放。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1. 年度觀影人次成長率 2%。 

2. 106 年藝文活動人數目標 4,850 人。107 年藝文活動人數目

標 4,950 人。 

(三)相關法規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性別平等及歧視禁止。 

依憲法第 153、155 條以及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12 項:對弱

勢族群、團體之特別扶助。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 4 條: 各級政府機關

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歧

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 

三、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配合辦理親子教

養或育兒講座 

嬰兒車電影院“從新手爸媽的觀影需

求”為出發，配合辦理新手爸媽親子教養

及育兒講座，提高父母參與意願。 

方案 2 辦理說故事、遊戲

活動 

考量嬰幼兒需求，針對不想看電影的小朋

友，安排志工說故事，或是開闢遊戲區，

由導覽員帶領孩子畫畫等。 

(二)延伸議題 

議題 1 加強周邊鄰里、托嬰/托兒中心、月子中心、醫院及企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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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 1：配合辦理親子教

養或育兒講座 

方案 2：辦理說故事、遊戲活動 

配套活動 配合辦理新手爸媽喜歡

之親子教養及育兒講

座，提高父母參與意願。 

考量嬰幼兒需求，針對不想看電

影的小朋友，安排志工說故事，

或是開闢遊戲區，由導覽員帶領

孩子畫畫等。 

(二)方案之選定：方案 1、2。 
 

五、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 僅本機關              2. 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無。 

六、評估與監督 

(一)計畫執行機關科室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二)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何瑛瑛/藝術展演科 

(三)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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