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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及目的 

隨著電腦及上網普及率逐年提升，民眾對於網路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而網路世界的互動模式，Web 2.0概念的開放、即時、互動、同步、多元的資

訊傳遞方式逐漸被廣泛運用。Web 2.0一詞源自美國電腦出版商 O'Reilly 公司

正式於2004年10月一場大會中發表1，其認為 Web2.0應用廣泛，並沒有一個

統一定義，但首要原則為將網路視為平臺，在此平臺上發揮 Web 2.0概念的

核心價值，例如使用者兼具開發者、群體智慧、持續測試、豐富使用者的經

驗，以及在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使用者與網站之間的雙向互動和分享，透

過多人貢獻提升使用者的參與意識，創造出更多的群體價值。在此之後，人

們陸續開始談論 Web 3.0，從討論中可以嗅出 machine to machine的發展2，然

而這已非純粹是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雙向互動和分享的議題範圍，社群應用

分享依然是 Web 2.0的主軸。 

在 Web 2.0的概念與核心價值的發展之下，Web 2.0的應用在這幾年風行

全世界，以目前全球最大流量前十名網站中3Facebook（臉書）排名第三，臉

書則是全球流量最大的社群網站，截至2016年3月，全球的用戶使用數量有

16.5億，每日的活躍用戶數量逾7億，每日按讚或分享總數達220億次，每天

使用臉書上的平均時間為5.85小時，平均每名用戶對40個粉絲專頁按讚4。 

面對推陳出新的網路活動，各先進國家政府機關，已將 Web 2.0概念和工

具應用到政府網站和公共政策的服務上。Gov 2.0的意涵就是政府部門充分運

用 Web 2.0網路工具中的社會網絡媒體(Social Media)以吸引公民參與(Civil 

Participation)在網路上交流及互動。政府部門經營臉書粉絲專頁，利用傳播速

度快的社群網站進行政策宣傳行銷、政策溝通等，透過新形態與民眾互動的

工具，使民眾更了解政策內容，進而政務更順利推廣，從而使各項公共政策

更加開放和透明，並能與民眾進行更有效的溝通與政策推動。 

 

                                                 
1 Web 2.0,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eb_2.0#cite_note-7 
2 從 Web 2.0到 Web 3.0, 數位時代,from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9186/BN-ARTICLE-9186 
3 The Top 500 Sites on the Web. Retrieved August 24, 2013, from http://www.alexa.com/topsites 
4 Smith, Craig (2016). By the Numbers: 200 Surprising Facebook Stats. Retrieved 2016, from 

http://expandedramblings.com/index.php/by-the-numbers-17-amazing-facebook-stats/#.UqBExNIW3Kg 
 

http://www.alexa.com/topsites
http://expandedramblings.com/index.php/by-the-numbers-17-amazing-facebook-stats/#.UqBExNIW3Kg


 

2 

貳、 政府機關社群服務健檢 

為強化政府機關社群網路經營品質，本報告依據本專案所研析適合評量

政府社群經營之指標，進行政府社群服務維運健檢，產出質化與量化診斷報

告，以提供機關追蹤改善。 

一、 健檢對象 

本次健檢對象主要以行政院及所屬二、三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

關所經營的臉書社群為主，以確保其影響力及服務品質，成為後續推廣

至其他政府機關之標竿。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共計31個，行政院所屬

三級機關29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22個，共計82個機關臉書社群。 

(一)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 

下表所列為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經營臉書社群情況及健檢的對

象，其中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未經營臉書社群者有外交部、財政部、中

央銀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平交易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等6個部

會。 

另部會首長經營臉書社群者有文化部鄭麗君部長、科技部陳良基部

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李應元署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聰賢主任委

員、原住民族委員會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等5位(部會首長粉絲專頁未

納入本次健檢對象，列表僅呈現粉絲專頁資訊)。 

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首長臉書粉絲專頁 

1 行政院 中華民國行政院 
林全 

(粉絲人數36,326) 

2 內政部 內政大小事 － 

3 外交部 － － 

4 國防部 國防部發言人 － 

5 財政部 － － 

6 教育部 教育部電子報 － 

7 法務部 人權大步走 － 

8 經濟部 經濟部 － 

9 交通部 
交通部：美好生活的

連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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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首長臉書粉絲專頁 

10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 

11 文化部 文化部 
鄭麗君 

(粉絲人數15,608) 

12 勞動部 勞動部 － 

13 科技部 科技大觀園 
陳良基的創新筆記 

(粉絲人數9,079) 

14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發會 － 

15 蒙藏委員會 蒙藏文化中心 － 

16 僑務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 ocac-i僑 － 

17 中央銀行 － － 

18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 

19 行政院主計總處 － － 

2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 E學院 
李應元-台灣應元團 

(粉絲人數9,156) 

2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巡找北海英雄 I Need 

You 
－ 

2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

um 

－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

院區 

South Branch of Na-

tional Palace Museum 

－ 

2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2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會 － 

2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 

26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輻務小站 －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聰賢 

(粉絲人數64,108) 

產銷履歷  

農業易遊網 FunClub  

28 公平交易委員會 － － 

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30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夷將.拔路兒 

(粉絲人數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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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首長臉書粉絲專頁 

31 客家委員會 

好客之家~i-Hakka!~客

委會粉絲專頁 
－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32 中央選舉委員會 － － 

3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二) 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 

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1 警政署 NPA署長室 

2 消防署 消防署 

3 役政署 服役大小事 

4 移民署 我愛自動通關 

5 財政資料中心 電子發票 e起8-VAVA熊 

6 賦稅署 賦稅署點點通 

7 青年發展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8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NMNS 

TW 

10 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 

11 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12 智慧財產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3 水利署 E河川-交流水知識 

1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電力粉絲團 

1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 

16 中央氣象局 報天氣 

17 臺灣鐵路管理局 fun臺鐵 

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 郵你真好 

19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21 疾病管制署 1922防疫達人 

22 國民健康署 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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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23 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用玩家 

24 食品藥物管理署 睡睡平安 

25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6 檔案管理局 檔案 ing 

27 林務局 森活情報站 

28 勞工保險局 勞工保險局 

29 勞動力發展署 台灣就業通 

 

(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 

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首長臉書粉絲專頁 

1 新北市 我的新北市 － 

2 臺北市 智慧臺北 幸福生活 － 

3 桃園市 桃園事 － 

4 臺中市 大玩台中 － 

5 臺南市 我在台南 － 

6 高雄市 高雄款 － 

7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 

8 新竹縣 新竹縣 ing － 

9 苗栗縣 苗栗縣1999服務讚 － 

10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 

11 南投縣 樂旅南投 － 

12 雲林縣 雲林縣稅務局 － 

13 嘉義縣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 

14 屏東縣 i屏東～愛屏東 － 

15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 

16 臺東縣 － 台東縣長黃健庭 

17 澎湖縣 澎湖縣 政府 － 

18 金門縣 樂遊金門 － 

19 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環境資源局 － 

20 基隆市 基隆旅遊網 － 

21 新竹市 新竹市新鮮事 － 

22 嘉義市 － 嘉義市長涂醒哲 

註：臺東縣及嘉義市以首長個人粉絲頁做為機關社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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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群優化健檢指標及執行方式 

(一) 檢測方式與使用工具 

本專案針對各機關之臉書粉絲專頁提供社群經營健檢服務，係採用

工具檢測及人工檢視二種方式並行。工具檢測項目約佔80%，人工檢視

約項目佔20%，以提供檢測結果在整體上具相當程度的客觀性。 

健檢作業採前測及追蹤檢測兩階段進行，於前測後約2個月進行追

蹤檢測。追蹤檢測目的除有追蹤機關社群經營現況外，也避免檢測結果

可能因機關季節性活動影響，而粉絲互動有較大幅度差異所導致得分高

低的現象，以利展現檢測結果的客觀性。 

工具檢測係引進德國公司研發之 Fanpage Karma 及中華民國資訊軟

體協會自行開發之臉書留言回應解析工具(Facebook Response Analytics 

Tool，簡稱 FRAT)。前者是專為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群經

營提供完善分析報告之產品，其中包含貼文表現、粉絲喜好、廣告價

值、競爭分析等，可隨時掌握臉書粉絲專頁經營狀況，目前全球有超過

500家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及企業使用。 

FRAT 是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為提供社群健檢服務所開發的工具

之一，可針對粉絲專頁特定期間內之留言回應進行統計與分析，同時呈

現粉絲留言的回應內容及平均回應時間。本專案透過使用 FRAT 與

Fanpage Karma 檢測工具為政府機關臉書社群健檢服務進行全方位的解

析。 

 

(二) 檢測面向 

社群服務健檢指標分為5大構面22項指標，包括基本資料、社群

廣度、社群互動、社群關係、貼文營運等5大構面，其中僅基本資料

構面採人工檢視，其餘構面均使用工具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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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分說明 

本專案健檢依據5大構面22項指標，各項指標分別以0至5分評分

(滿分5分），各構面分項滿分20分，由構面分項下所有指標得分以加權

方式計算加總而得；5大構面分項得分總和即為健檢總積分，詳細說

明如下所述。 

1. 檢測指標計分 

就5大構面22項檢測指標，依據機關提供之社群服務內容分別

進行評分(1-5分，滿分5分)，同時說明評分之理由。 

2. 構面分項計分 

依據構面分項下所有檢測指標之得分，計算其構面分項加權

分數(滿分20分)，加權分數計算公式如下： 

   

3. 健檢報告總分 

5大構面分項之分項加權分數總和即為該機關社群粉絲專頁健

檢之總積分。報告中以雷達圖呈現社群服務在5大構面之整體表

現，從雷達圖即可看出機關社群服務經營的強項與弱項，同時也

針對健檢的社群粉絲專頁提出整體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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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分標準(包含各項構面之細項指標及評分標準) 

1. 基本資料構面 

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粉絲專頁名稱 粉絲專頁的名稱 

5 

成功塑造精神與價值主張 

可識別機關單位名稱 

主題明確 

4 
可識別機關單位名稱 

主題明確 

3 可識別機關單位名稱，但相對較無特色 

2 
無法識別機關單位名稱 

主題明確 

1 
可識別機關單位名稱 

主題不明確 

0 
無法識別機關單位名稱 

主題不明確 

大頭貼 
粉絲專頁的專屬

代表圖示 

5 

可識別機關單位 

搭配封面設計可呈現整體意象 

吉祥物或代言人之設計更具親切感 

視覺設計效果活潑 

4 

可識別機關單位 

吉祥物或代言人之設計更具親切感 

視覺設計效果活潑 

3 
可識別機關單位 

視覺設計效果活潑 

2 
可識別機關單位 

視覺設計相對較無特色 

1 
無法識別機關單位 

視覺設計效果活潑 

0 
無法識別機關單位 

視覺設計相對較無特色 

封面照片 粉絲專頁上的封

面標題圖示 5 

Banner設計風格獨特，能依節日或活動更換 

視覺設計效果活潑，且更換頻率高 

(每季一次以上) 

4 
視覺設計效果活潑，Banner更換頻率高(每季

一次) 

3 
Banner更換頻率尚可 

(每半年一次) 

2 
Banner更換頻率偏低 

(每年一次) 

1 
幾無更換 Banner 

(一年以上未更換) 



 

9 

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0 無封面照片 

簡介資料完整

性-關於 

粉絲頁簡介、機

關簡介、聯絡資

訊等內容 

5 

以下四種資訊備齊外，另主動增加方便性或親

和性之內容(如：位置地圖) 

營業時間：應含平日或假日之上班時間 

商家資訊：應含機關成立時間 

聯絡資訊：應含機關電話、聯絡人信箱、機關

官網網址 

更多資訊：應含機關類別及組織簡介 

4 

須備齊以下四種資訊： 

營業時間：應含平日或假日之上班時間 

商家資訊：應含機關成立時間 

聯絡資訊：應含機關電話、聯絡人信箱、機關

官網網址 

更多資訊：應含機關類別及組織簡介 

3 以上四種必備資訊缺一項者 

2 以上四種必備資訊缺二項者 

1 以上四種必備資訊缺三項者 

0 以上四種必備資訊全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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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群廣度構面 

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粉絲數 
該粉絲頁之累計

粉絲人數 

5 
粉絲累計人數極佳 

(累計人數10,001以上) 

4 
粉絲累計人數較佳 

(累計人數7001～10,000) 

3 
粉絲累計人數尚可 

(累計人數5001～7000) 

2 
粉絲累計人數偏低 

(累計人數2001～5,000) 

1 
粉絲累計人數過低 

(累計人數501～2,000) 

0 
粉絲累計人數明顯不足 

累計人數500以下 

粉絲數每週平

均成長率 

平均一週粉絲數

成長比率 

5 
粉絲成長動能佳 

(成長率5%以上) 

4 
粉絲成長動能佳 

(成長率3%～4.99%) 

3 
粉絲成長動能尚可 

(成長率1%～2.99%) 

2 
粉絲成長動能偏低 

(成長率0.5%～0.99%) 

1 
粉絲成長動能過低 

(成長率0.1%～0.49%) 

0 
粉絲成長無動能 

(成長率0.1%以下) 

談論粉絲頁的

用戶數(觸及數) 

近一週觸及互動

粉絲人數 

5 
粉絲週成長人數極佳 

(粉絲週成長人數1,001以上) 

4 
粉絲週成長人數佳 

(粉絲週成長人數501～1,000) 

3 
粉絲週成長人數尚可 

(粉絲週成長人數101～500) 

2 
粉絲週成長人數偏低 

(粉絲週成長人數51～100) 

1 
粉絲週成長人數過低 

(粉絲週成長人數50以下) 

0 粉絲人數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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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群互動構面 

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平均每日貼文

則數 

平均每日貼文的

則數 

5 
每日平均貼文數佳 

(每日平均則數0.71～1.5) 

4 
每日平均貼文數佳 

(每日平均則數0.57～0.70) 

3 
每日平均貼文數尚可 

(每日平均則數0.42～0.56) 

2 
每日平均貼文數偏低 

(每日平均則數0.28～0.41) 

1 
每日平均貼文數過低 

(每日平均則數0.14～0.27) 

0 
每日平均幾無貼文 

(每日平均則數0.14以下) 

參與率 
每篇貼文粉絲回

應的比率 

5 
粉絲參與率佳 

(每篇貼文5.0%以上) 

4 
粉絲參與率佳 

(每篇貼文3.0% ~ 4.99%) 

3 
粉絲參與率尚可 

(每篇貼文1.0% ~ 2.99%) 

2 
粉絲參與率偏低 

(每篇貼文0.5% ~ 0.99%) 

1 
粉絲參與率過低 

(每篇貼文0.1% ~ 0.49%) 

0 
幾無粉絲參與 

(每篇貼文0.1%以下) 

貼文互動率 

(CTR) 

所有貼文數、粉

絲回應數的比率 

5 
貼文互動率佳 

(貼文互動率5.0%以上) 

4 
貼文互動率佳 

(貼文互動率3.0% ~ 4.99%) 

3 
貼文互動率尚可 

(貼文互動率1.0% ~ 2.99%) 

2 
貼文互動率偏低 

(貼文互動率0.5% ~ 0.99%) 

1 
貼文互動率過低 

(貼文互動率0.1% ~ 0.49%) 

0 
粉絲幾無互動 

(貼文互動率0.1%以下) 

貼文回應狀況 
粉絲回應貼文的

狀況 

5 
粉絲回應貼文狀況佳 

(已處理留言比率81%以上) 

4 
粉絲回應貼文狀況佳 

(已處理留言比率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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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3 
粉絲回應貼文狀況尚可 

(已處理留言比率41%～60%) 

2 
粉絲回應貼文狀況偏低 

(已處理留言比率21%～40%) 

1 
粉絲回應貼文狀況過低 

(已處理留言比率不足20%) 

0 幾無處理 

回應平均時間 
回應留言的平均

時間 

5 
留言回應速度佳 

(1日內回應) 

4 
留言回應速度佳 

(2日內回應) 

3 
留言回應速度尚可 

(3日內回應) 

2 
留言回應速度偏慢 

(7日內回應) 

1 
留言回應速度過慢 

(14日內回應) 

0 超過14日以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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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群關係構面 

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活躍粉絲排名 活躍粉絲的排名 

5 活躍粉絲排名超過100人 

4 活躍粉絲排名51～100人 

3 活躍粉絲排名31～50人 

2 活躍粉絲排名11～30人 

1 活躍粉絲排名10人以下 

0 無活躍粉絲 

粉絲分布與社

群服務關連性 

 

粉絲分布與社群

服務關連性 

 

5 
粉絲分布與社群服務關連性高 

(目標粉絲佔81%以上) 

4 
粉絲分布與社群服務關連性高 

(目標粉絲佔61%～80%以上) 

3 
粉絲分布與社群服務關連性尚可(目標粉絲佔

41%～60%以上) 

2 
粉絲分布與社群服務關連性偏低(目標粉絲佔

21%～40%以上) 

1 
粉絲分布與社群服務關連性過低(目標粉絲佔

20%以下) 

0 粉絲皆非服務目標 

粉絲停留率 粉絲停留率 

5 
粉絲黏著度佳 

(粉絲重返佔81%以上) 

4 
粉絲黏著度佳 

(粉絲重返佔61%～80%) 

3 
粉絲黏著度尚可 

(粉絲重返佔41%～60%) 

2 
粉絲黏著度偏低 

(粉絲重返佔21%～40%) 

1 
粉絲黏著度過低 

(粉絲重返佔20%以下) 

0 粉絲無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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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貼文營運構面 

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圖文內容編排 圖文內容編排 

5 
圖文影片編排及整合性佳 

特別設計與主題相符之圖片 

4 圖文影片編排及整合度佳 

3 圖文影片編排及整合度尚可 

2 圖文影片編排及整合度偏弱 

1 
圖文影片過少 

編排及整合度弱 

0 無圖文影片 

效果最佳貼文 效果最佳貼文 

5 
最佳貼文之粉絲互動佳 

(所有回應指標總數800以上) 

4 
最佳貼文之粉絲互動佳 

所有回應指標總數500～799) 

3 
最佳貼文之粉絲互動尚可 

所有回應指標總數300～499) 

2 
最佳貼文之粉絲互動偏低 

所有回應指標總數100～299) 

1 
最佳貼文之粉絲互動過低 

所有回應指標總數不足100) 

0 無粉絲互動 

貼文類型分析 貼文類型分析 

5 

以貼文類型個數及其相對使用／互動程度

高低進行評分 

(至少3種貼文類型＋至少3種貼文類型之互

動程度高) 

4 
至少3種貼文類型＋至少2種貼文類型之互

動程度高) 

3 
至少3種貼文類型＋至少1種貼文類型之互

動程度高) 

2 
3種以下貼文類型＋至少1種貼文類型之互

動程度高) 

1 
3種以下貼文類型＋無互動程度高之貼文類

型) 

0 無貼文 

貼文類型效果

分析 

貼文類型效果分

析 
5 

貼文回應效果佳 

善用各種媒體展現貼文 

(貼文類型至少3個+回應平均值5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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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4 

貼文回應效果佳 

善用各種媒體展現貼文 

(貼文類型至少3個+回應平均值301～499) 

3 

貼文回應效果尚可 

善用各種媒體展現貼文 

(貼文類型至少3個+回應平均值101～299) 

2 

貼文回應次數偏低 

善用各種媒體展現貼文 

(貼文類型至少3個或回應平均值51～99) 

1 

貼文回應次數過低 

可善用各種媒體展現貼文 

(貼文類型不足3個或回應平均值不足50) 

0 無貼文回應 

每日貼文時段

效果分析 

每日貼文時段效

果分析 

5 
貼文時段與互動情形搭配效果佳 

(每週至少4個時段效果佳) 

4 
貼文時段與互動情形搭配佳 

(每週至少3個時段效果佳) 

3 
貼文時段與互動情形搭配尚可 

(每週至少2個時段效果佳) 

2 
貼文時段與互動情形搭配偏低 

(每週至少1個時段效果佳) 

1 
貼文時段與互動情形搭配過低 

(每週無時段效果佳) 

0 
貼文時段與互動情形無法搭配 

(無貼文) 

常用字／熱標

籤 
常用字／熱標籤 

5 
關鍵字與政策相關性高 

#hashtag熱標籤使用度高 

4 
關鍵字與政策相關性尚可 

#hashtag熱標籤使用度高 

3 
關鍵字與政策相關性尚可 

#hashtag熱標籤使用度低 

2 
關鍵字與政策相關性尚可 

無使用 #hashtag熱標籤 

1 
關鍵字與政策無關 

#hashtag熱標籤使用度低 

0 
關鍵字與政策無關 

無使用 #hashtag熱標籤 

常轉載網站 常轉載網站 

5 
與外部相關網站之連結佳 

(與官網資訊相關連結點至少5個) 

4 
與外部相關網站之連結佳 

(與官網資訊相關連結點至少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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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 指標說明 
評分 

(滿分5分) 
評分說明／標準 

3 
與外部相關網站之連結尚可 

(與官網資訊相關連結點至少3個) 

2 
與外部相關網站之連結偏低 

(與官網資訊相關連結點至少2個) 

1 
與外部相關網站之連結過低 

(與官網資訊相關連結點至少1個) 

0 無連結外部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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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社群健檢彙整分析與建議 

本次健檢係針對行政院及所屬二、三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經營

的臉書粉絲專頁進行檢核，期望透過完整規劃之指標，進一步協助改善社群

網路服務經營、內容與營運，提升社群服務品質。 

一、 健檢結果彙整及分析 

本次健檢依據5大構面22項指標，各項指標分別以0至5分評分(滿分5

分），各構面分項滿分20分，由構面下之指標得分以加權方式計算加總而

得；5大構面分項得分總和即為健檢總積分。現將各級機關從總積分、構面

分項得分、各構面重要檢測指標得分三個面向來彙總呈現，並從彙總資呈現

各級機關之整體表現，機關個別健檢報告則請參見附錄二。 

二、 積分彙總與分析 

下表說明本次健檢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粉絲頁之總積分得分情形。 

機關類別 71-80 61-70 51-60 41-50 31-40 
30(含) 

以下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
(31) 

0 
10 

(32.2%) 

14 

(45.2%) 

5 

(16.2%) 
0 

2 

(6.4%) 

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29) 0 
11 

(37.9%) 

12 

(41.4%) 

3 

(10.4%) 

2 

(6.9%) 

1 

(3.4%)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22) 
1 

(4.5%) 

8 

(36.4%) 

10 

(45.5%) 

2 

(9.1%) 
0 

1 

(4.5%) 

 

上表數據顯示本次健檢各級機關之健檢成績普遍落在50-70分之間，顯示

仍有進步及改善的空間。 

以下再就行政院所屬二級、三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三大類分別呈

現本次健檢之各項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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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共計31個機關粉絲頁) 

1. 總積分表 

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健檢評分 

(5月底追蹤) 

1 行政院 中華民國行政院 60.5 

2 內政部 內政大小事 58.4 

3 外交部 － － 

4 國防部 國防部發言人 61.4 

5 財政部 － － 

6 教育部 教育部電子報 49.6 

7 法務部 人權大步走 24.1 

8 經濟部 經濟部 62.7 

9 交通部 交通部：美好生活的連結者 57.4 

10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53 

11 文化部 文化部 62.3 

12 勞動部 勞動部 51.5 

13 科技部 科技大觀園 57.4 

14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發會 63.6 

15 蒙藏委員會 蒙藏文化中心 52 

16 僑務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 ocac-i 僑 60.4 

17 中央銀行 － － 

18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41.5 

19 行政院主計總處 － － 

2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 E 學院 21 

2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巡找北海英雄 I Need You 48.4 

2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

ace Museum 
62.3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 Branch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60.4 

2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50.4 

2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會 60.8 

2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55.4 

26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輻務小站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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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健檢評分 

(5月底追蹤)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61.6 

產銷履歷 61.8 

農業易遊網 FunClub 53.6 

28 公平交易委員會 － － 

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5.8 

30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56.8 

31 客家委員會 

好客之家~i-Hakka!~客委會粉絲

專頁 
54.4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53.7 

32 中央選舉委員會 － － 

3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50.8 

 

2. 各構面分項得分彙總 

        個數及比例 

構面 

各項構面分數 (滿分20分) 

0-0.9 1.0-5.9 6.0-10.9 11.0-15.9 16-20 

基本資料 0 0 2 18 11 

(所佔比例) 0% 0% 6.4% 58.1% 35.5% 

社群廣度 0 4 27 0 0 

(所佔比例) 0% 12.9% 87.1% 0% 0% 

社群互動 1 2 16 12 0 

(所佔比例) 3.2% 6.4% 51.6% 38.8% 0% 

社群關係 0 3 12 15 1 

(所佔比例) 0% 9.6% 38.8% 48.4% 3.2% 

貼文營運 0 1 12 16 2 

(所佔比例) 0% 3.2% 38.8% 51.6% 6.4% 

 

上表數據顯示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在基本資料構面普遍獲得高分，已

具相當高之成熟度。但在其他構面的表現仍有進步及改善的空間。 

 



 

20 

3. 各構面重要指標得分彙總 

(1)  基本資料構面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粉絲專頁名稱 

(無法識別+主

題不明確) 

(可識別+主題

不明確) 

(無法識別+主題

明確) 

(可識別但無

特色) 

(可識別+主題

明確) 

(可識別+主題

明確+價值主

張) 

0 0 1 17 10 3 

－ － 3.2% 54.9% 32.3% 9.6% 

粉絲專頁的專

屬代表圖示 

(無法識別+視

覺無特色) 

(無法識別+視

覺活潑) 

(可識別+視覺無

特色) 

(可識別+視覺

活潑) 

(可識別+吉祥

物+視覺活潑) 

(可識別+吉祥

物+視覺活潑

+整體意象) 

2 0 1 11 14 3 

6.4% － 3.2% 35.6% 45.2% 9.6% 

粉絲頁簡介、

機關簡介、聯

絡資訊等內容 

(四項全缺) (缺三項資料) (缺二項資料) (缺一項資料) (四項齊備) 
(四項齊備+方

便性設計) 

0 1 2 4 14 10 

－ 3.2% 6.4% 12.9% 45.2% 32.3% 

 

(2) 社群廣度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累計粉絲數 

(500人以下) (501~2000人) (2001~5000人) (5001~7000人) (7001~10000人) (10001人以上) 

0 1 2 2 3 23 

－ 3.2% 6.4% 6.4% 9.6% 74.4% 

近一週粉絲成

長人數 

(0人) (50人以下) (51~100人) (101~500人) (501~1000人) (1000人以上) 

30 1 0 0 0 0 

96.8% 3.2% － － － － 

平均一週粉絲

數成長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2.99%) (3~4.99%) (5%以上) 

8 15 4 4 0 0 

25.8% 48.4% 12.9% 1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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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群互動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每日平均貼文

則數 

(0.14以下) (0.14~0.27) (0.28~0.41) (0.42~0.56) (0.57~0.7) (0.71以上) 

2 0 1 1 1 26 

6.4% － 3.2% 3.2% 3.2% 84% 

每篇貼文粉絲

回應的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0~2.99%) (3.0~4.99%) (5%以上) 

4 12 10 5 0 0 

12.9% 38.7% 32.3% 16.1% － － 

所有貼文數、

粉絲回應數的

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2.99%) (3~4.99%) (5%以上) 

4 18 7 2 0 0 

12.9% 58.1% 22.6% 6.4% － － 

回應粉絲留言

的比率 

幾無處理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15 6 5 2 2 1 

48.4% 19.5% 16.1% 6.4% 6.4% 3.2% 

回應留言的平

均時間 

(14日以上) (14日內) (7日內) (3日內) (2日內) (1日內) 

6 0 3 0 3 19 

19.5% － 9.6% － 9.6% 61.3% 

 

(4) 社群關係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活躍粉絲人數 

(0人) (10人以下) (11~30人) (31~50人) (51~100人) (100人以上) 

3 0 2 26 0 0 

9.6% － 6.4% 84% － － 

粉絲停留率 

(無黏著度)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8 15 4 4 0 0 

25.8% 48.4% 12.9% 1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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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貼文營運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貼文類型分析 

(無貼文) 
(3種類型以下

+無互動高) 

(3種類型以下+1

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1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2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3種互動高) 

1 1 4 15 10 0 

3.2% 3.2% 12.9% 48.4% 32.3% － 

貼文類型效果

分析 

(無貼文回應) 
(3種類型以下 

或回應50以下) 

(至少3種類型 

或回應51~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101~2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301~4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500以上) 

1 14 3 7 3 3 

3.2% 45.3% 9.6% 22.7% 9.6% 9.6% 

每日貼文時段

效果分析 

(無貼文) 
(每週無時段

效果佳) 

(每週1個時段效

果佳) 

(每週2個時段

效果佳) 

(每週3個時段

效果佳) 

(每週4個時段

效果佳) 

1 3 3 12 7 5 

3.2% 9.6% 9.6% 38.8% 22.7% 16.1% 

 

(6) 整體表現分析 

 基本資料構面 

A. 29個機關粉絲頁(94%)能在此構面取得11分以上(滿分

20分)，顯示此構面的表現已具備相當高的成熟度。 

B. 29個機關粉絲頁 (94%)之專屬代表圖示可有效識別機

關，使民眾能快速找到相關服務的負責機關。僅2個機

關粉絲頁(6%)之專屬代表圖示無法識別。此項指標整

體表現甚佳。 

C. 7個機關粉絲頁 (23%)仍須強化機關簡介內容的完整

性。 

 社群廣度構面 

A. 23個機關粉絲頁(74%)之累計粉絲人數達10,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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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5分），顯示民眾於粉絲頁互動之接受度已成熟。 

B. 23個機關粉絲頁 (74%)之粉絲週成長人數和週成長率

低於0.5%(得分2分以下)，顯示成長動能仍有很大努力

空間。 

C. 未來可設計粉絲互動參與之各種社群活動，以增加粉

絲人數。 

 社群互動構面 

A. 26個機關粉絲頁(84%)每週貼文5則以上(得分5分)，表

現甚佳。 

B. 22個機關粉絲頁(71%)之參與及互動率低於0.5%(得分

2分以下)，顯示粉絲並未積極參與社群互動。 

C. 21 個機關粉絲頁 (68%) 之回應粉絲留言比率低於

20%(得分1分以下 )，顯示機關並未積極回應粉絲留

言，仍應強化或落實粉絲留言回應的機制。  

D. 19個機關粉絲頁(61%)可於1日內(得分5分)回應粉絲留

言，表現甚佳。相對有6個機關粉絲頁(19%)之平均回

應時間在14日以上(得分0分)，顯示部份機關極待建立

或改善留言回應機制。 

E. 未來需加強互動方式或引用工具協助解讀民意，針對

凝聚力及品牌認知等方面的課題，進行更深入研究與

探索。 

 社群關係構面 

A. 26個機關粉絲頁 (84%)之活躍粉絲有 31-50人 (得分3

分)，且無機關之活躍粉絲超過50人，整體表現僅達中

等水平。另有3個機關粉絲頁(10%)完全無活躍粉絲(得

分0分)。 

B. 23個機關粉絲頁 (74%)之粉絲造訪重返率20%以下(得

分1分以下)，顯示機關之粉絲黏著度普遍過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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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重訪社群之誘因。 

C. 未來可強化貼文內容之吸引力，增加粉絲之關注度；

也可設計增加粉絲留言及互動的活動，培養粉絲的黏

著度。 

 貼文營運構面 

A. 25個機關粉絲頁(81%)有3種以上之貼文類型，顯示機

關均能運用多種方式貼文，增加貼文的活潑性及可看

性。 

B. 15個機關粉絲頁 (48.5%)貼文類型回應平均值50以下

(得分1分以下)，顯示機關貼文類型與粉絲互動效果普

遍過低。 

C. 24個機關粉絲頁 (77%)每週貼文與互動效果搭配佳之

時段有2個以上(得分3以上)，整體表現達中上水平，

顯示貼文時段與粉絲互動效果搭配佳。  

D. 未來可透過觀察粉絲頁洞察報告之數據，分析粉絲偏

愛之內容主題，依此調整或強化貼文方向，持續優化

社群經營成效。同時可規劃系列性主題或以多國語言

提供更多元內容，並連結機關屬性相關族群，提供更

多專業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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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共計29個機關粉絲頁) 

1. 總積分表 

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健檢評分 

(5月底追蹤) 

1 警政署 NPA署長室 63.8 

2 消防署 消防署 63 

3 役政署 服役大小事 42.1 

4 移民署 我愛自動通關 28.4 

5 財政資料中心 電子發票 e起8-VAVA 熊 55.7 

6 賦稅署 賦稅署點點通 66 

7 青年發展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53.8 

8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68.5 

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NMNS 

TW 
54.7 

10 調查局 法務部調查局 51.6 

11 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67.7 

12 智慧財產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61.3 

13 水利署 E河川-交流水知識 55.6 

1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電力粉絲團 57.9 

1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 54.9 

16 中央氣象局 報天氣 54.2 

17 臺灣鐵路管理局 fun臺鐵 57.1 

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 郵你真好 61.3 

19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51.8 

20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46.7 

21 疾病管制署 1922防疫達人 59.6 

22 國民健康署 國民健康署 62.5 

23 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用玩家 59.7 

24 食品藥物管理署 睡睡平安 40.2 

25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44.4 

26 檔案管理局 檔案 ing 39 

27 林務局 森活情報站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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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健檢評分 

(5月底追蹤) 

28 勞工保險局 勞工保險局 66 

29 勞動力發展署 台灣就業通 64.6 

 

2. 各構面分項得分彙總 

        個數及比例 

構面 

各項構面分數 (滿分20分) 

0-0.9 1.0-5.9 6.0-10.9 11.0-15.9 16-20 

基本資料 0 0 5 16 8 

(所佔比例) 0% 0% 17.2% 55.2% 27.6% 

社群廣度 0 2 23 4 0 

(所佔比例) 0% 6.9% 79.3% 13.8 0% 

社群互動 1 3 13 10 2 

(所佔比例) 3.4% 10.4% 44.8% 34.5% 6.9% 

社群關係 0 1 12 14 2 

(所佔比例) 0% 3.4% 41.4% 48.3% 6.7% 

貼文營運 0 1 7 16 5 

(所佔比例) 0% 3.4% 24.1% 55.2% 17.3% 

 

上表數據顯示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在基本資料構面普遍獲得高分，已

具相當高之成熟度。但在其他構面的表現仍有進步及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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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構面重要指標得分彙總 

(1) 基本資料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粉絲專頁名稱 

(無法識別+主

題不明確) 

(可識別+主題

不明確) 

(無法識別+主題

明確) 

(可識別但無

特色) 

(可識別+主題

明確) 

(可識別+主題

明確+價值主

張) 

0 0 9 11 7 2 

－ － 31.0% 37.9% 24.2% 6.9% 

粉絲專頁的專

屬代表圖示 

(無法識別+視

覺無特色) 

(無法識別+視

覺活潑) 

(可識別+視覺無

特色) 

(可識別+視覺

活潑) 

(可識別+吉祥

物+視覺活潑) 

(可識別+吉祥

物+視覺活潑

+整體意象) 

0 12 2 8 4 3 

－ 41.4% 6.9% 27.5% 13.8% 10.4% 

粉絲頁簡介、

機關簡介、聯

絡資訊等內容 

(四項全缺) (缺三項資料) (缺二項資料) (缺一項資料) (四項齊備) 
(四項齊備+方

便性設計) 

0 1 1 12 5 10 

－ 3.4% 3.4% 41.4% 17.2% 34.6% 

 

(2) 社群廣度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累計粉絲數 

(500人以下) (501~2000人) (2001~5000人) (5001~7000人) (7001~10000人) (10001人以上) 

0 1 1 0 1 26 

－ 3.4% 3.4% － 3.4% 89.8% 

近一週粉絲成

長人數 

(0人) (50人以下) (51~100人) (101~500人) (501~1000人) (1000人以上) 

21 2 2 2 1 1 

72.5% 6.9% 6.9% 6.9% 3.4% 3.4% 

平均一週粉絲

數成長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2.99%) (3~4.99%) (5%以上) 

10 10 3 5 1 0 

34.5% 34.5% 10.4% 17.2%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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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群互動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每日平均貼文

則數 

(0.14以下) (0.14~0.27) (0.28~0.41) (0.42~0.56) (0.57~0.7) (0.71以上) 

1 1 2 1 3 21 

3.4% 3.4% 6.9% 3.4% 10.4% 72.5% 

每篇貼文粉絲

回應的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0~2.99%) (3.0~4.99%) (5%以上) 

5 13 4 6 0 1 

17.3% 44.8% 13.8% 20.7% － 3.4% 

所有貼文數、

粉絲回應數的

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2.99%) (3~4.99%) (5%以上) 

3 17 4 3 1 1 

10.4% 58.6% 13.8% 10.4% 3.4% 3.4% 

回應粉絲留言

的比率 

幾無處理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8 9 3 5 1 3 

27.5% 31.0% 10.4% 17.3% 3.4% 10.4% 

回應留言的平

均時間 

(14日以上) (14日內) (7日內) (3日內) (2日內) (1日內) 

8 0 0 0 2 19 

27.5% － － － 6.9% 65.6% 

 

(4) 社群關係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活躍粉絲人數 

(0人) (10人以下) (11~30人) (31~50人) (51~100人) (100人以上) 

9 0 2 18 0 0 

31.0% － 6.9% 62.1% － － 

粉絲停留率 

(無黏著度)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9 3 5 8 4 0 

31.0% 10.4% 17.3% 27.5%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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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貼文營運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貼文類型分析 

(無貼文) 
(3種類型以下

+無互動高) 

(3種類型以下+1

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1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2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3種互動高) 

0 0 9 16 3 1 

－ － 31% 55.2% 10.4% 3.4% 

貼文類型效果

分析 

(無貼文回應) 
(3種類型以下 

或回應50以下) 

(至少3種類型 

或回應51~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101~2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301~4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500以上) 

0 10 1 9 4 5 

－ 34.5% 3.4% 31% 13.8% 17.3% 

每日貼文時段

效果分析 

(無貼文) 
(每週無時段

效果佳) 

(每週1個時段效

果佳) 

(每週2個時段

效果佳) 

(每週3個時段

效果佳) 

(每週4個時段

效果佳) 

0 5 9 9 2 4 

－ 17.3% 31% 31% 6.9% 13.8% 

 

(6) 整體表現分析 

 基本資料構面 

A. 24個機關粉絲頁(83%)能在此構面取得11分以上(滿分

20分)，顯示此構面的表現已具備相當高的成熟度。 

B. 12個機關粉絲頁 (41%)之專屬代表圖示無法識別機

關，此項指標比例偏高，應儘速改善。 

C. 14個機關粉絲頁 (48%)仍須強化機關簡介的完整性，

此項指標比例偏高，應儘速改善。 

D. 粉絲頁專屬圖示應具識別性，以呈現機關整體業務與

專業形象，更須讓有需求的民眾能快速找到相關服務

的負責機關。 

E. 可針對粉絲專頁設計吉祥物或代言人，增添與民眾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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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親切感。 

 社群廣度構面 

A. 26個機關粉絲頁(90%)之累計粉絲人數達10,000人以上

(得分5分），顯示民眾於粉絲頁互動之接受度已成熟。 

B. 20個機關粉絲頁 (69%)之粉絲週成長人數和週成長率

低於0.5%(得分2分以下)，顯示成長動能仍有很大努力

空間。 

C. 未來可設計粉絲互動參與之各種社群活動，以增加粉

絲人數。 

 社群互動構面 

A. 21個機關粉絲頁(72%)每週貼文5則以上(得分5分)，表

現甚佳。 

B. 20個機關粉絲頁(69%)之參與及互動率低於0.5%(得分

2分以下)，顯示粉絲並未積極參與社群互動。 

C. 17 個機關粉絲頁 (59%) 之回應粉絲留言比率低於

20%(得分1分以下 )，顯示機關並未積極回應粉絲留

言，仍應強化或落實粉絲留言回應的機制。 

D. 19個機關粉絲頁(65%)可於1日內(得分5分)回應粉絲留

言，表現甚佳。相對有8個機關粉絲頁(28%)之平均回

應時間在14日以上(得分0分)，顯示部份機關極待建立

或改善留言回應機制。 

E. 未來需加強互動方式或引用工具協助解讀民意，針對

凝聚力及品牌認知等方面的課題，進行更深入研究與

探索。 

 社群關係構面 

A. 18個機關粉絲頁 (62%)之活躍粉絲有 31-50人 (得分3

分)，且無機關之活躍粉絲超過50人，整體表現僅達中

等水平。相對有9個機關粉絲頁(31%)完全無活躍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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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0分)，此比例偏高。 

B. 12個機關粉絲頁 (41%)之粉絲造訪重返率20%以下(得

分1分以下)，顯示機關之粉絲黏著度普遍過低，缺乏

粉絲重訪社群之誘因。 

C. 未來可強化貼文內容之吸引力，增加粉絲之關注度；

也可設計增加粉絲留言及互動的活動，培養粉絲的黏

著度。 

 貼文營運構面 

A. 20個機關粉絲頁(69%)有3種以上之貼文類型，顯示機

關均能運用多種方式貼文，增加貼文的活潑性及可看

性。 

B. 10個機關粉絲頁(34%)貼文類型回應平均值50以下(得

分1分以下)，顯示機關貼文類型與粉絲互動效果普遍

過低。 

C. 15個機關粉絲頁 (52%)每週貼文與互動效果搭配佳之

時段2個以上(得分3以上)，整體表現達中上水平，顯

示貼文時段與粉絲互動效果搭配佳。 

D. 未來可透過觀察粉絲頁洞察報告之數據，分析粉絲偏

愛之內容主題，依此調整或強化貼文方向，持續優化

社群經營成效。同時可規劃系列性主題或以多國語言

提供更多元內容，並連結機關屬性相關族群，提供更

多專業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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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共計22個機關粉絲頁) 

1. 總積分表 

序號 機關 臉書粉絲專頁 
健檢評分 

(5月底追蹤) 

1 新北市 我的新北市 68.2 

2 臺北市 智慧臺北 幸福生活 61.9 

3 桃園市 桃園事 65.4 

4 臺中市 大玩台中 67.5 

5 臺南市 我在台南 59.5 

6 高雄市 高雄款 58 

7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58.4 

8 新竹縣 新竹縣 ing 55.6 

9 苗栗縣 苗栗縣1999服務讚 51.5 

10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42.1 

11 南投縣 樂旅南投 47.1 

12 雲林縣 雲林縣稅務局 50.8 

13 嘉義縣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66.4 

14 屏東縣 i屏東～愛屏東 73.4 

15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52.1 

16 臺東縣 台東縣長黃健庭 55 

17 澎湖縣 澎湖縣 政府 54.7 

18 金門縣 樂遊金門 56.7 

19 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環境資源局 16.7 

20 基隆市 基隆旅遊網 68 

21 新竹市 新竹市新鮮事 65 

22 嘉義市 嘉義市長涂醒哲 63.8 

註：臺東縣、嘉義市以首長個人粉絲頁代表機關社群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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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構面分項得分彙總 

        個數及比例 

構面 

各項構面分數 (滿分20分) 

0-0.9 1.0-5.9 6.0-10.9 11.0-15.9 16-20 

基本資料 0 0 4 14 4 

(所佔比例) 0% 0% 18.2% 63.6% 18.2% 

社群廣度 0 2 15 3 2 

(所佔比例) 0% 9.1% 68.2% 13.6% 9.1% 

社群互動 1 2 8 9 2 

(所佔比例) 4.5% 9.1% 36.4% 40.9% 9.1% 

社群關係 0 1 9 12 0 

(所佔比例) 0% 4.5% 40.9% 54.6% 0% 

貼文營運 0 1 4 10 7 

(所佔比例) 0% 4.5% 18.2% 45.5% 31.8% 

 

上表數據顯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在基本資料與貼文營運構面普遍

獲得高分，已具相當高之成熟度。但在其他構面的表現仍有進步及改善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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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構面重要指標得分彙總 

(1) 基本資料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粉絲專頁名稱 

(無法識別+主

題不明確) 

(可識別+主題

不明確) 

(無法識別+主題

明確) 

(可識別但無

特色) 

(可識別+主題

明確) 

(可識別+主題

明確+價值主

張) 

0 0 2 3 13 4 

－ － 9.1% 13.6% 59.1% 18.2% 

粉絲專頁的專

屬代表圖示 

(無法識別+視

覺無特色) 

(無法識別+視

覺活潑) 

(可識別+視覺無

特色) 

(可識別+視覺

活潑) 

(可識別+吉祥

物+視覺活潑) 

(可識別+吉祥

物+視覺活潑

+整體意象) 

0 7 2 3 9 1 

－ 31.9% 9.1% 13.6% 40.9% 4.5% 

粉絲頁簡介、

機關簡介、聯

絡資訊等內容 

(四項全缺) (缺三項資料) (缺二項資料) (缺一項資料) (四項齊備) 
(四項齊備+方

便性設計) 

0 3 6 7 3 3 

－ 13.6% 27.3% 31.9% 13.6% 13.6% 

 

(2) 社群廣度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累計粉絲數 

(500人以下) (501~2000人) (2001~5000人) (5001~7000人) (7001~10000人) (10001人以上) 

0 1 1 1 0 19 

－ 4.5% 4.5% 4.5% － 86.5% 

近一週粉絲成

長人數 

(0人) (50人以下) (51~100人) (101~500人) (501~1000人) (1000人以上) 

10 4 2 3 1 2 

45.5% 18.2% 9.1% 13.6% 4.5% 9.1% 

平均一週粉絲

數成長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2.99%) (3~4.99%) (5%以上) 

8 7 5 2 0 0 

36.4% 31.8% 22.7% 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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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群互動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每日平均貼文

則數 

(0.14以下) (0.14~0.27) (0.28~0.41) (0.42~0.56) (0.57~0.7) (0.71以上) 

1 0 3 0 2 16 

4.5% － 13.6% － 9.1% 72.8% 

每篇貼文粉絲

回應的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0~2.99%) (3.0~4.99%) (5%以上) 

2 8 3 8 1 0 

9.1% 36.4% 13.6% 36.4% 4.5% － 

所有貼文數、

粉絲回應數的

比率 

(0.1%以下) (0.1~0.49%) (0.5~0.99%) (1~2.99%) (3~4.99%) (5%以上) 

3 11 3 3 0 2 

13.6% 50.0% 13.6% 13.6% － 9.1% 

回應粉絲留言

的比率 

幾無處理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7 4 5 2 2 2 

31.8% 18.2% 22.7% 9.1% 9.1% 9.1% 

回應留言的平

均時間 

(14日以上) (14日內) (7日內) (3日內) (2日內) (1日內) 

6 0 0 0 1 15 

27.3% － － － 4.5% 68.2% 

 

(4) 社群關係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活躍粉絲人數 

(0人) (10人以下) (11~30人) (31~50人) (51~100人) (100人以上) 

5 1 12 4 0 0 

22.7% 4.5% 54.6% 18.2% － － 

粉絲停留率 

(無黏著度)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6 4 4 8 0 0 

27.3% 18.2% 18.2% 3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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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貼文營運 

        級別 

個數及比例 
檢測指標得分 (滿分5分) 

指標 0 1 2 3 4 5 

貼文類型分析 

(無貼文) 
(3種類型以下

+無互動高) 

(3種類型以下+1

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1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2種互動高) 

(至少3種類型

+3種互動高) 

1 0 1 10 9 1 

4.5% － 4.5% 45.6% 40.9% 4.5% 

貼文類型效果

分析 

(無貼文回應) 
(3種類型以下 

或回應50以下) 

(至少3種類型 

或回應51~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101~2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301~499) 

(至少3種類型+

回應500以上) 

1 4 3 5 3 6 

4.5% 18.2% 13.6% 22.7% 13.6% 27.4% 

每日貼文時段

效果分析 

(無貼文) 
(每週無時段

效果佳) 

(每週1個時段效

果佳) 

(每週2個時段

效果佳) 

(每週3個時段

效果佳) 

(每週4個時段

效果佳) 

1 4 5 6 5 1 

4.5% 18.2% 22.7% 27.4% 22.7% 4.5% 

 

(6) 整體表現分析 

 基本資料構面 

A. 18個機關粉絲頁(82%)能在此構面取得11分以上(滿分

20分)，顯示此構面的表現已具備相當高的成熟度。 

B. 15個機關粉絲頁 (68%)之專屬代表圖示可有效識別機

關，使民眾能快速找到相關服務的負責機關。相對有7

個機關粉絲頁(32%)之專屬代表圖示無法識別機關。 

C. 16個機關粉絲頁 (73%)仍須強化機關簡介內容的完整

性，此項指標比例偏高，應儘速改善。 

D. 粉絲頁專屬圖示應具識別性，以呈現機關整體業務與

專業形象，更須讓有需求的民眾能快速找到相關服務

的負責機關。 

E. 可針對粉絲專頁設計吉祥物或代言人，增添與民眾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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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親切感。 

 社群廣度構面 

A. 19個機關粉絲頁(86%)之累計粉絲人數達10,000人以上

(得分5分），顯示民眾於粉絲頁互動之接受度已成熟。 

B. 15個機關粉絲頁 (68%)之粉絲週成長人數和週成長率

低於0.5%(得分2分以下)，顯示成長動能仍有很大努力

空間。 

C. 未來可設計粉絲互動參與之各種社群活動，以增加粉

絲人數。 

 社群互動構面 

A. 16個機關粉絲頁(73%)每週貼文5則以上(得分5分)，表

現甚佳。 

B. 14個機關粉絲頁(64%)之參與及互動率低於0.5%(得分

2分以下)，顯示民眾並未積極參與社群互動。 

C. 11 個機關粉絲頁 (50%) 之回應粉絲留言比率低於

20%(得分1分以下 )，顯示機關並未積極回應粉絲留

言，仍應強化或落實粉絲留言回應的機制。 

D. 15個機關粉絲頁(68%)可於1日內(得分5分)回應粉絲留

言，表現甚佳。但相對有6個機關粉絲頁(27%)之平均

回應時間在14日以上(得分0分)，顯示部份機關極待建

立或改善留言回應機制。 

E. 未來需加強互動方式或引用工具協助解讀民意，針對

凝聚力及品牌認知等方面的課題，進行更深入研究與

探索。 

 社群關係構面 

A. 12個機關粉絲頁 (55%)之活躍粉絲有 11-30人 (得分2

分)，且無機關之活躍粉絲超過50人，整體表現僅達中

下水平。相對有5個機關粉絲頁(23%)完全無活躍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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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0分)，此比例偏高。 

B. 10個機關粉絲頁 (45%)之粉絲造訪重返率20%以下(得

分1分以下)，顯示機關之粉絲黏著度普遍過低，缺乏

粉絲重訪社群之誘因。 

C. 未來可強化貼文內容之吸引力，增加粉絲之關注度；

也可設計會增加粉絲留言及互動的活動，培養粉絲的

黏著度。 

 貼文營運構面 

A. 20個機關粉絲頁(92%)有3種以上之貼文類型，顯示機

關均能運用多種方式貼文，增加貼文的活潑性及可看

性。 

B. 9個機關粉絲頁(41%)貼文類型回應平均值300以上(得

分4分以上)，整體表現達中上水平。相對仍有5個機關

粉絲頁(23%)貼文類型回應平均值50%以下(得分1分以

下)，顯示機關在貼文類型與粉絲互動效果上呈現兩極

化現象。 

C. 12個機關粉絲頁 (54%)每週貼文與互動效果搭配佳之

時段2個以上(得分3以上)，顯示貼文時段與粉絲互動

效果搭配佳。 

D. 未來可透過觀察粉絲頁洞察報告之數據，分析粉絲偏

愛之內容主題，依此調整或強化貼文方向，持續優化

社群經營成效。同時可規劃系列性主題或以多國語言

提供更多元內容，並連結機關屬性相關族群，提供更

多專業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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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分享及社群服務營運建議 

(一) 案例分享 

1.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共31個社群粉絲專頁，現以國家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之社群粉絲專頁做為案例分享。 

(1) 健檢得分與概述 

構面 配分 得分 

基本資料 20 15.0 

社群廣度 20 8.0 

社群互動 20 12.4 

社群關係 20 13.3 

貼文營運 20 14.9 

總        分 100 63.6 

由上表數據得知，基本資料及貼文營運是國發會之社群粉絲

專頁得分最高的2個構面，另在累計按讚人數、每週貼文則數、

粉絲黏著度、貼文互動上均有不錯的表現。惟有在社群廣度構面

得分較低，究其原因在於粉絲成長動能較低所致。國發會是國家

政策擬訂、發展與推動的主要負責機關，相對與民眾或粉絲的關

係不如三級機關或縣市政府般容易建立或貼近，粉絲人數確實不

易成長，但在粉絲專頁僅成立1年多的時間內，累計粉絲數已接

近6萬人，顯見其社群服務經營的成效。 

 

(2) 經營觀摩 

A. 目前粉絲數累計接近6萬人，粉絲專頁僅成立1年多的前

提下，確實在行政院及所屬三級機關的31個社群粉絲專

頁中表現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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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貼文類型多樣化，結合影片、照片及外部連結等方式貼

文，使得貼文更加生動活潑。除了有關國家發展政策相

關的貼文外，也有許多民眾關心的生活化議題，例如：

防蚊大作戰、常見食物過敏源等貼文，將更能貼近民眾

或粉絲，也因此獲得貼文類型平均回應數500以上的佳

績。 

C. 目前粉絲重返率超過40%，顯示在粉絲黏著度上已有不錯

的表現。 

D. 國發會粉絲專頁設有多種議題專區，例如：關於所得這

回事、IMD『世界競爭力是什麼?』等。專區內藉由懶人

包影片方式，以簡單易懂的文字結合圖像或影片，宣導

或說明複雜難懂的政策，對宣導法令或政策有事半功倍

之效。從以下二則範例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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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 

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共29個社群粉絲專頁，現以經濟部工業

局之社群粉絲專頁做為案例分享。 

(1) 健檢得分與概述 

構面 配分 得分 

基本資料 20 14.0 

社群廣度 20 14.7 

社群互動 20 7.2 

社群關係 20 14.7 

貼文營運 20 17.1 

總        分 100 67.7 

由上表數據得知，經濟部工業局之社群粉絲專頁在基本資

料、社群廣度、社群關係、貼文營運4大構面的得分均高，顯示

其不論在累計按讚人數、每週貼文則數、粉絲黏著度、貼文互動

上均有不錯的表現。然而在社群互動構面得分較低，究其原因在

於對粉絲留言未積極回應處理。惟在現有基礎下，再強化或落

實粉絲留言回應的機制，未來將會有更突出的表現，社群經營

的成效也將更加明顯。 

 

(2) 經營觀摩 

A. 目前粉絲數累計超過20萬人，在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的

29個社群粉絲專頁中表現卓越。 

B. 貼文類型多樣化，結合影片、照片及外部連結等方式貼

文，使得貼文更加生動活潑，特別是外部連結的貼文方

式上，獲得與粉絲高互動之效果；同樣也因此能在貼文

類型平均回應數達到600以上的佳績。 

C. 目前粉絲僅造訪一次的比率在40%以下，粉絲重返率達

60%以上，顯示在粉絲黏著度上表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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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因機關屬性所致，社群粉絲專頁常吸引他國粉絲造訪。

貼文中常藉由連結國外影片，增加粉絲對國際工業領域

發展趨勢的認識與瞭解，進而增進粉絲的互動。此種作

法值得其他機關參考。 

E. 工業局粉絲專頁設有懶人包專區，專區內藉由資訊圖像

方式，以簡單易懂的文字結合圖像或影片，宣導或說明

複雜難懂的法令或政策，對宣導法令或政策有事半功倍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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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共22個社群粉絲專頁，現以新北市政

府之社群粉絲專頁做為案例分享。 

(1) 健檢得分與概述 

構面 配分 得分 

基本資料 20 13.0 

社群廣度 20 14.7 

社群互動 20 11.2 

社群關係 20 13.3 

貼文營運 20 16.0 

總        分 100 68.2 

由上表數據得知，社群廣度及貼文營運是新北市政府粉絲專

頁得分最高的2個構面，除了在22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社群

粉絲專頁中表現優異外，同時在本次健檢82個機關粉絲專頁中，

表現也不遑多讓。另在社群互動、社群關係2個構面得分雖不

高，但相對仍是22個粉絲專頁中名列前茅，故新北市政府社群經

營方式確實可做為其他機關借鏡及參考。 

 

(2) 經營觀摩 

A. 進入粉絲專頁時自動啟動粉絲對話框，主動提供與粉絲

互動的機制，讓有話要說或有需求的民眾或粉絲，可直

接進行詢問及互動，拉近與民眾或粉絲的距離。 

B. 目前社群經營已滿6年，粉絲數累計超過61萬人，在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機關22個粉絲專頁中表現卓越，多出第2高

的高雄市2倍。 

C. 貼文類型多樣化，結合影片、照片及外部連結等方式貼

文，使得貼文更加生動活潑，且在影片及外部連結的貼

文方式上，獲得與粉絲高互動之效果；同樣也因此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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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類型平均回應數達到600以上的佳績。 

D. 目前粉絲僅造訪一次的比率在60%以下，粉絲重返率達

40%以上，顯示在粉絲黏著度上已有不錯的表現。 

E. 社群粉絲專頁除貼文生動活潑外，更經常舉辦能增加粉

絲互動或粉絲流量的活動，除可快速增加粉絲人數外，

有效提高與粉絲互動的機會，更可提升粉絲黏著度。這

種作法值得其他縣市參考或借鏡之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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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群服務營運建議 

根據本次健檢之結果及前述彙整數據加以分析及檢討，將依5大構面分

別提出機關未來社群經營可努力或改善的建議。 

 

構面 改善建議 

基本資料 

1.粉絲專頁名稱或大頭貼應具識別性及主題明確，以呈現機關

整體業務與專業形象。 

2.可針對粉絲專頁設計吉祥物或代言人，增添與民眾互動之親

切感。 

社群廣度 

1.可設計粉絲互動參與之各種社群活動，增加粉絲人數。 

2.可依機關屬性開拓或增加國外或相關族群，多加相互串連、

分享內容，擴大粉絲專頁能見度，有效提升粉絲人數。 

社群互動 

1.可設計粉絲互動參與之各種社群活動，增進社群經營成效。 

2.可透過舉辦小型社群行銷活動或議題，強化社群互動經營機

制。 

3.可多提供影片或直播之內容，吸引粉絲關注。 

4.可引用各種社群媒體分析工具(Social Media Analytics)解讀民

意，並針對社群凝聚力及品牌認知等方面的課題，進行更深

入的研究與探索。 

社群關係 
1.可強化粉絲頁貼文之內容吸引力，以增加粉絲關注度。 

2.可設計鼓勵粉絲多留言、互動，培養粉絲黏著度。 

貼文營運 

1.可透過觀察洞察報告之數據，分析粉絲偏愛之內容主題，依

此調整或強化貼文方向，持續優化社群經營成效。 

2.可規劃系列性主題或以多國語言提供更多元內容，並連結機

關屬性相關族群，提供更多專業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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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改進 

本次為首次針對行政院及所屬二、三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經營

的臉書粉絲專頁進行健檢。整體而言，各機關社群經營在各健檢指標的得分

表現不盡理想。現就整體健檢作業及檢測結果進行分析與檢討，並提出未來

可改善的方向。 

 

(一) 現行健檢作業檢討 

1. 本次政府社群健檢作業採前測及追蹤檢測兩階段進行，於前測後

約2個月進行追蹤檢測，除追蹤機關社群經營現況，同時避免檢

測結果可能因機關季節性活動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檢測

時間點機關若無辦理活動，粉絲互動可能有大幅降低的現象。惟

間隔時間長短是否涵蓋機關季節性的經營週期，此議題值得再進

一步探討。 

2. 一般機關關注的經營重點在累計按讚人數及貼文數量等量化數

據，並未考量貼文內容或呈現方式對吸引民眾互動等質化影響。 

3. 機關無法落實粉絲留言回應機制，致使多個粉絲專頁雖有吸引民

眾之貼文內容，但因無適時回應，從而影響粉絲互動率過低，缺

少活躍粉絲及粉絲黏著度，也相對無法增加按讚人數，故在社群

互動與社群關係上無法得分。 

4. 部份機關有留言回應比例過低，或平均留言回應時間偏長的現

象，經與機關確認現況後，粉絲以私訊留言的方式，因檢測工具

無法偵測粉絲私訊留言，故僅能從粉絲頁之公開留言彙總及計

算。 

5. 機關在留言回應比例過低之現象，有部份係因留言僅為個人贙同

理念或感嘆字眼，機關認為無回應之必要性及迫切性，然而檢測

工具無法判斷未回應之原因，故所得數據偏低。建議機關可適時

綜整回應並引導持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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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檢測結果得知，貼文內容的互動佔舉足輕重的角色，貼文內容

與呈現方式直接影響社群廣度、社群互動及社群關係，更影響貼

文效果評估，甚至影響社群經營的成敗。故強化貼文內容確實為

機關在社群經營上必須深加研究的課題。 

 

(二) 未來健檢改進方向 

1. 本次政府社群健檢為首次試辦，檢測指標及評分標準(如級距)的

適切性尚未成熟，未來可考量邀集專家學者，針對現行指標、評

分標準、檢測時間等議題進行討論，並訂定符合各級機關特性之

檢測內容。 

2. 增加辦理檢測前後之推廣說明會，除說明健檢作業的方式與評分

標準外，也可藉由典範案例經驗分享，俾利機關能具體瞭解社群

服務經營改善的方向。 

 

(三) 機關社群經營未來改進方向 

1. 進入粉絲專頁時可自動啟動粉絲對話框，主動提供與粉絲互動的

機制，讓有話要說或有需求的民眾或粉絲，可直接進行詢問及互

動，拉近與民眾或粉絲的距離。 

2. 機關可考量增加辦理系列式主題活動，或以資訊圖像、影片或懶

人包方式增加貼文之活潑性，進而提高粉絲流量及粉絲黏著度。 

3. 目前少數機關以首長個人粉絲頁代表機關粉絲專頁，為能延續各

機關之粉絲頁經營成效，建議應即早建置代表機關社群服務之粉

絲專頁。 

4. 部份設有分支機構之機關，未來可考量集中資源經營社群服務，

除可避免資源分散、且能有效利用外，更可增加貼文內容的豐富

性，增進粉絲互動機會，進而提升社群服務之經營成效。 

 



 

48 

附錄、立法委員管碧玲質詢內容與本專案健檢差異比較 

 

106年5月26日立法委員管碧玲指出行政院及所屬部會34個官方臉書或粉

絲專頁經營成效不佳，並提列『行政部門粉絲團各項指標表現』彙總表供外

界參考。 

本專案執行行政院及所屬二、三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所經營的臉

書社群服務健檢作業。其主要任務即在針對上述相關機構之官方臉書或粉絲

專頁進行健檢，並提出改進建議。 

本章節將立法委員管碧玲質詢內容與本專案社群健檢結果，就檢測期

間、檢測工具、檢測指標及檢測結果等方面進行比較。 

 

一、檢測期間 

檢測單位  檢測期間  

立法委員管碧玲

辦公室 
106/4/23～106/5/20 

本專案 

․ 於106/2/01～106/5/15進行，並以檢測日期往前

推28日之粉絲專頁內容進行彙總及評估。 

․ 前測後約2個月進行追蹤檢測，並修調相關數

據。追蹤檢測目的除有追蹤機關社群經營現況

外，也避免檢測結果可能因機關季節性活動影

響，而粉絲互動有較大幅度差異所導致得分高

低的現象，以利展現檢測結果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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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工具 

(一) 由管立委提供之『行政部門粉絲團各項指標表現』彙總表中各項指

標如：按讚人數、粉絲成長率、總文章數、粉絲互動率、Page 

Performance 等研判，應是採用德國公司研發專為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 等粉絲專頁提供完善分析報告之產品 Fanpage 

Karma。 

(二) 本專案健檢所採用之檢測工具主要有2種，其一為前項所提及之

Fanpage Karma；另一為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之臉書留言回應解

析工具(Facebook Response Analytics Tool 簡稱 FRAT)，可針對粉絲

專頁特定期間內之留言回應進行統計與分析，同時呈現粉絲留言的

回應內容及平均回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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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測指標 

(一) 指標涵蓋層面 

檢測面向 檢測指標 
檢測單位 

立法委員管碧玲辦公室 本專案 

基本資料 

粉絲專頁的名稱   

粉絲專頁的專屬代表圖示   

粉絲專頁上的封面照片   

粉絲頁簡介、機關簡介、聯絡

資訊等內容 
僅檢測成立時間  

社群廣度 

累計粉絲人數   

近一週觸及互動粉絲人數   

平均一週粉絲數成長比率   

社群互動 

平均每日貼文的則數 
以檢測期間 

總貼文數呈現 
 

粉絲參與率(Engagement)   

貼文互動率(Post Interaction)   

回應留言比率   

回應留言的平均時間   

社群關係 

活躍粉絲人數   

粉絲分布與社群服務關連性   

粉絲停留率   

貼文營運 

圖文內容編排   

效果最佳貼文   

貼文類型分析   

貼文類型效果分析   

每日貼文時段效果分析   

常用字／熱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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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面向 檢測指標 
檢測單位 

立法委員管碧玲辦公室 本專案 

常轉載網站   

總    分  以 Page Performance呈現  

 

(二) 指標對應關係 

立法委員管碧玲 

辦公室檢測指標 

本專案社群健檢對應指標 

檢測面向 檢測指標 說明 

按讚人數 
社群廣度 

累計粉絲人數  

粉絲成長率 平均一週粉絲數成長比率  

總文章數 

社群互動 

平均每日貼文則數 平均每日貼文則數 x 30 

粉絲互動率 粉絲參與率(Engagement)  

貼文互動率 貼文互動率(Post Interaction)  

綜合表現率 

(Page Performance) 
粉絲頁之健檢總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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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測結果 

(一) 立法委員管碧玲檢測彙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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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檢報告(以國發會健檢報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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