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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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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呈現新北市泰山區性別統計分析全貌，謹將各項統計指標予以综合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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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市泰山區性別統計指標性別統計指標性別統計指標性別統計指標 

一一一一、、、、年齡分析年齡分析年齡分析年齡分析 

    年齡結構方面，111 年底，0 至 29歲男性占比皆大於女性，45-54 歲則

趨近，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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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一) 表⼀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年齡別分 中華⺠國 111 底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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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82 2,582 3,537 3,858 4,083 4,465 5,273 5,097 5,561 7,739 7,338 5,685 5,377 5,035 11,352 男 37,930 1,327 1,807 2,020 2,117 2,389 2,778 2,649 2,724 3,744 3,601 2,841 2,521 2,293 5,119 女 39,052 1,255 1,730 1,838 1,966 2,076 2,495 2,448 2,837 3,995 3,737 2,844 2,856 2,742 6,233 男占比% 49.27 51.39 51.09 52.36 51.85 53.51 52.68 51.97 48.98 48.38 49.07 49.97 46.88 45.54 45.09 女占比% 50.73 48.61 48.91 47.64 48.15 46.49 47.32 48.03 51.02 51.62 50.93 50.03 53.12 54.46 54.9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局 

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

圖⼀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年齡分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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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育程度分析教育程度分析教育程度分析教育程度分析 

      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畢業男性占比 60.45%，遠大於女性比 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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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二) 

 表二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教育程度分 中華⺠國 111 年底 單位：人、％ 教育程度 研究所 大學 (含獨立學院) 專科 高中(職) 國中(職) 小學 自修 不識字 總計 4,260 19,366 7,938 21,137 8,756 5,226 85 237 男 2,575 9,430 3,977 10,991 4,037 1,728 20 18 女 1,685 9,936 3,961 10,146 4,719 3,498 65 219 男占比% 60.45 48.69 50.10 52.00 46.11 33.07 23.53 7.59 女占比% 39.55 51.31 49.90 48.00 53.89 66.93 76.47 92.4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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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教育程度分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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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婚姻狀況分析婚姻狀況分析婚姻狀況分析婚姻狀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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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3%遠大於男性占比 1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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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

三)  表三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婚姻狀況分 中華⺠國 111 年底 單位：人、％             性  別 未 婚 有 配 偶 離 婚 喪 偶 總    計 33,373 33,899 6,080 3,630 男 17,895 16,687 2,743 605 女 15,478 17,212 3,337 3,025 男占比% 53.62 49.23 45.12 16.67 女占比% 46.38 50.77 54.88 83.3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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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婚 有 配 偶 離 婚 喪 偶圖三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婚姻狀況分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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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參與公益活動分析參與公益活動分析參與公益活動分析參與公益活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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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四) 

 表四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參與公益活動人口分 中華⺠國 111 年底  單位：人、％           性  別 社區發展 協會會員 ⼀般志⼯ 環保志工 總    計 2,747 108 885 男 1,094 22 241 女 1,673 86 644 男占比% 39.83 20.37 27.23 女占比% 60.90 79.63 72.77           資料來源：新北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政災防課 
 

0500100015002000
社區發展協會會員 ⼀般志⼯ 環保志工人數

圖四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參與公益活動人口分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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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社會福利分析社會福利分析社會福利分析社會福利分析 

  社會福利方面，中低收入老人生活補助以男性申請比率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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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五)  表五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社會福利分 中華⺠國 111 年底    單位：人、％            性  別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補助 急難救助 以工代賑 總    計 394 29 4 男 211 11 0 女 183 18 4 男占比% 53.55 43.24 - 女占比% 46.45 56.76 100.             資料來源：新北市泰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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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社會福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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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從事公共行政從事公共行政從事公共行政從事公共行政事務事務事務事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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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表六) 
 表六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參與公共行政人口分 中華⺠國 111 年底                  單位：人、％ 性  別 泰山區公所 現有職員人數 ⾥⻑⼈數 鄰⻑⼈數 總    計 43 17 434 男 23 14 199 女 20 3 235 男占比% 53.49 82.35 45.85 女占比% 46.51 17.65 54.15           資料來源：新北市泰⼭區公所社會⼈文課、⺠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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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職員人數 ⾥⻑⼈數 鄰⻑⼈數圖六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參與公共行政人口分
男女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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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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