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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國內在過去普遍存有重男輕女之觀念，致女性權益長期以來備受壓抑，

隨著時代的變遷，性別平權意識逐漸抬頭，91 年 3 月公佈實施之「兩性工

作平等法」即為促進性別實質平等之重要法案。在 1995 年 9 月聯合國舉行

第 4 次婦女問題世界會議，會議中各國發現社會現實距兩性平權的目標仍

然遙遠，而問題的根本在於社會整體結構，而非婦女個人的問題，因此，為

使世界各地所有婦女享有平等、發展與和平的目標，來自 189 個國家的代

表通過了《北京宣言和行動綱領》及性別主流化議題，並提出了提高婦女地

位及加強婦女能力的 12 個重大關注領域，被視為性別平等之ㄧ重要里程碑。 

會後，性別主流化議題被各國廣泛的討論，簡單的說，性別主流化是一

種確保在所有的政府行動中都能反應出對於性別觀點以及性別平等的策略

與方法。即在所有的立法、政策擬定、計畫規劃、方案設計、資源分配、人

才培育等組織建構過程中，把女性與男性的觀點、經驗及需求完整的反應在

政策與方案的設計、執行、監督與評估中，讓兩性可以均等受惠，並由此帶

動深層的組織變革，來打造一個符合性別正義的社會。 

為達成上述目的，需透過性別統計分析，充分反映所有政策範疇中不同

性別的情況，俾對性別差異及性別議題進行有系統的研究。性別統計分析係

指運用性別統計之數據及相關資訊，從性別觀點分析造成不同性別者處境

差異之原因，並考量男性與女性的角色與責任、社會上的地位、取用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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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近性與需求的差異，以及社會對於兩性行為的影響，期使政府在研究、政

策決定與計畫發展時，讓不同性別者獲得真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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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北市泰山區性別統計指標 

一、 年齡分析 

年齡結構方面，112 年底，0 至 29 歲男性占比皆大於女性，45 至 54 歲

則趨近，55 至 65 歲以上則以女性居多，顯示男性人口較女性人口有減少的

趨勢。 

 

表 1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年齡別分 

單位：人/% 

中華民國 112 年底 

性別 總計 
0～4

歲 

5～9

歲 

10～ 

14 歲 

15～ 

19 歲 

20～ 

24 歲 

25～ 

29 歲 

30～ 

34 歲 

35～ 

39 歲 

40～ 

44 歲 

45～ 

49 歲 

50～ 

54 歲 

55～ 

59 歲 

60～ 

64 歲 

65 歲

以上 

總計 77,491 2,437 3,432 3,804 4,092 4,453 5,069 5,206 5,368 7,495 7,635 5,995 5,250 5,207 12,048 

男 38,156 1,277 1,750 1,971 2,160 2,356 2,640 2,773 2,640 3,594 3,757 3,047 2,453 2,388 5,350 

女 39,335 1,160 1,682 1,833 1,932 2,097 2,429 2,433 2,728 3,901 3,878 2,948 2,797 2,819 6,698 

男占比 49.24 52.40 50.99 51.81 52.79 52.91 52.08 53.27 49.18 47.95 49.21 50.83 46.72 45.86 44.41 

女占比 50.76 47.60 49.01 48.19 47.21 47.09 47.92 46.73 50.82 52.05 50.79 49.17 53.28 54.14 55.59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民政局 

 

 

圖 1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年齡分析圖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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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程度分析 

教育程度方面，研究所畢業男性占比 60.34%，遠大於女性比 39.66%，

大學畢業則女性比男性要多，顯示高等教育不再以男性為重，顯見女性漸獲

得家庭支持培養，藉由教育自我投資之意願提升。 

 

表 2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教育程度分 

單位：人/% 

中華民國 112 年底 

教育程度 研究院 
大學 

（含獨立學院） 
專科 高中（職） 國中（職） 小學 自修 不識字 

總計 4,511 20,060 7,936 21,262 8,683 5,073 79 214 

男 2,722 9,711 3,990 11,064 3,979 1,658 18 16 

女 1,789 10,349 3,946 10,198 4,704 3,415 61 198 

男占比% 60.34 48.41 50.28 52.04 45.83 32.68 22.78 7.48 

女占比% 39.66 51.59 49.72 47.96 54.17 67.32 77.22 92.52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民政局 

 

 
圖 2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教育程度分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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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姻狀況分析 

婚姻方面，男性未婚比率高於女性，有偶、離婚及喪偶比率則低於女性

，尤其喪偶女性占比 83.42%遠大於男性占比 16.58%，顯示女性壽命普遍較

男性長，如何讓高齡喪偶女性能安度晚年，是政府應面對的課題。 

 

表 3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婚姻狀況分 

單位：人/% 

中華民國 112 年底 

性 別 未婚 有配偶 離婚 喪偶 

總計 33,453 34,058 6,240 3,740 

男 17,947 16,780 2,809 620 

女 15,506 17,278 3,431 3,120 

男占比 53.65 49.27 45.02 16.58 

女占比 46.35 50.73 54.98 83.42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民政局 

 

 

圖 3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婚姻狀況分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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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參與公益活動分析 

公益活動參與度方面，各種志工人數仍以女性佔大宗，顯示女性對參與

公益活動較積極，如能善用婆婆媽媽的力量，可輔助政府施政效能，為弱勢

族群帶來更多社會資源。 

 

表 4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參與公益活動人口分 

   單位：人、％ 

中華民國 112 年底 

性 別 
社區發展 

協會會員 
一般志工 環保志工 

總計 2,749 105 843 

男 1,097 21 233 

女 1,652 84 610 

男占比% 39.91 0.76 8.48 

女占比% 60.09 3.06 22.19 
資料來源：新北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民政災防課 

 

 
圖 4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參與公益活動人口分 

資料來源：新北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民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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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福利分析 

社會福利方面，中低收入老人生活補助以女性申請比率較高，急難救助

則以女性申請比率較高，以工代賑皆以女性申請比率高，顯示女性在經濟自

主能力上已明顯上升。 

 
表 5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社會福利分 

單位：人、％ 

中華民國 112 年底 

性 別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補助 急難救助 以工代賑 

總計 316 35 4 

男 153 15 0 

女 163 20 4 

男占比% 48.42 42.86 - 

女占比% 51.58 57.14 100.00 
資料來源：新北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 

 

 
圖 5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社會福利分 

資料來源：新北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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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從事公共行政事務分析 

公共行政事務參與度方面，公職人數男多於女，顯示男性因家庭因素，

仍偏好從事較穩定之職業，里長則以男性為主，鄰長女多於男，顯示男性對

從政較積極熱情。 

 

表 6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參與公共行政人口分 

單位：人、％ 

中華民國 112 年底 

性別 
泰山區公所 

現有職員人數 
里長人數 鄰長人數 

總 計 44 17 433 

男 25 14 197 

女 19 3 236 

男占比% 56.82 82.35 45.50 

女占比% 43.18 17.65 54.50 
資料來源：新北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民政災防課 

 

 

圖 6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參與公共行政人口分 

資料來源：新北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民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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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結論 

性別統計為推動性別主流化之工具之一，期能藉由性別統計數據及相

關資訊之呈現，以性別觀點分析造成不同性別者處境差異之原因，提供各機

關作為制訂促進性別平等之相關政策及落實性別主流化之參考。為消除對

性別的刻版印象，未來除運用性別統計外，更應於政策規劃之初，加強各機

關政策制定者與執行者之性別意識，藉由各機關專業領域之判斷，考量不同

性別群體之問題或需求，使得制定政策更有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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