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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鄉公所性別統計專題分析 

壹、前言 

「性別主流化」概念源起於 1985 年在奈洛比舉行之第 3 屆世界婦女會

議， 其概念係指任何計劃的行動（包括立法、政策或方案）在各領域和層次

對男女的影響的進程。而此概念係將女性與男性的關注事項和經驗視為一個整

合體，納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所有領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設計、執行、監督和評

估，使男女都能平等受益，終止不平等的現象。最終目標是實現兩性平等。 

而本統計分析之目的即期望透過各項統計分析，俾利政府機關與社會

大眾瞭解本鄉各項內政事務之性別處境，以及政策執行之性別差異改善情形，

以作為後續訂定或調整施政計畫之參考依據。 

 

  貳、大湖鄉性別統計指標 

一、人口結構指標分析 

(一)現住人口性別與年齡結構分析 

    107 年底總人口數14,482人，其中男性7,684 人，佔全鄉總人口數53.06%，女性 6,798人，佔

全鄉總人口數46.94%，以男性居多。 

 

    男、女性人數均以65歲以上人口最多、55~59歲次之、50~54歲再次之，男性人數分別為

1,421人、770人及682人，分別佔男性人口數18.49%、10.21%及8.88%; 女性人數分別為1,583

人、540人及527人，分別佔女性人口數23.29%、7.94%及7.75%。 

 

    各年齡組以20~24歲、65歲以上，女性比例大於男性，餘均為男性比率大於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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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大湖鄉現住人口性別與年齡結構分析表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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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422   424   532   761   962 1,030   931   961   862   990 1,209 1,310 1,084 3,004 14,482 

男性   227   226   294   411   472   539   511   515   462   539   682   770  615 1,421  7,684 

女性   195   198   238   350   490   491   420   446   400   451   527   540   469 1,583  6,798 

男性% 53.79 53.30 55.26 54.01 49.06 52.33 54.89 53.59 53.60 54.44 56.41 58.78 56.73 47.30 53.06 

女性% 46.21 46.70 44.74 45.99 50.94 47.67 45.11 46.41 46.40 45.56 43.59 41.22 43.27 52.70 46.94 

資料來源：苗栗縣大湖戶政服務網 

 

                       圖1 大湖鄉現住人口性別與年齡結構統計分析圖 

                        

                       

 

 

 

 

 

 

 

 

 

 

(二)現居原住民人口性別與年齡結構分析 

    107年底大湖鄉現住原住民人口數為 190人，佔全鄉總人數1.32%，男性人數為80

人，佔原住民人數42.11%，女性人數為 110 人，佔原住民人數為57.89%，以女性居

多。 

 

    男性以5~9歲人數最多，10~14歲次之，分別為14人、13人，佔男性人數比例



3 
 

17.5%、16.25%。女性以10~14歲、15~19歲人數最多(兩組人數相等)，5~9歲次之，分別

為16人、12人，分別佔女性比例14.55%、10.91%。 

 

    各年齡組以5~9歲、20~24歲、25~29歲及30~34歲男性比例大於女性，而以0~4

歲、10~14歲及35歲以上女性比例大於男性，顯示隨著年齡增加，男性有減少之趨

勢。 

 

          表2 大湖鄉現居原住民人口性別與年齡統計分析表  單位：人；%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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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3 26 29 26 14 13 9 11 9 12 8 7 4 8 190

男性 6 14 13 10 9 7 6 4 3 4 0 1 0 3 80

女性 7 12 16 16 5 6 3 7 6 8 8 6 4 6 110

男性％ 46.15 53.85 44.83 38.46 64.29 53.85 66.67 36.36 33.33 33.33 0.00 14.29 0.00 37.50 42.11 

女性％ 53.85 46.15 55.17 61.54 35.71 46.15 33.33 63.64 66.67 66.67 100.00 85.71 100.00 75.00 57.89 

 

                       圖2  大湖鄉現居原住民人口性別與年齡統計分析圖 

 
 

二、教育指標分析 

 

    107 年底15歲以上人口數為總人口數13,104人，其中男性6,937 人，佔15歲以上人口數53%，

女性6,167人，佔47%，以男性居多。 

    男性教育程度以高中(職)人數最多、其次為大學、再其次為國(初)中，人數分別為3020



4 
 

人、1187人、1078人，佔15歲以上男性人口數比例分別為44%、17%、16%；女性教育程度以高

中(職)人數最多、其次為小學、再其次為大學，人數分別為1,738人、1,380人、1,220人，佔

15歲以上女性人口數比例分別為28%、22%、20%。 

 

    教育程度男性比例高於女性比率為博士、碩士、專科、高中(職)及國(初)中，女性比例

高於男性比率為大學、小學、自修及不識字，顯示男性教育程度高於女性。 

 

 

表3 大湖鄉107年底15歲以上人口性別與教育程度統計分析表 

性別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小學 自修 不識字 合計 

合計     28    374  2,407   1,097   4,831   2,108   2,156    116      60 13,104

男性     22    203  1,187     615   3,020   1,078     776     22      14   6,937 

女性      6    171  1,220     482   1,738   1,030   1,380     94      46   6,167 

男性%     79     54     49      56      63      51      36     19      23      53 

女性%     21     46     51      44      36      49      64     81      77      47 

 

圖3  大湖鄉107年底15歲以上人口性別與教育程度統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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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救助指標分析 

(一)冊列需關懷獨居老人概況 

    107 年度冊列需關懷獨居老人計378人，其中男性154人，比例41%;女性224人，比例59%；依

季別顯示，獨居老人有增加之趨勢，以女性增加稍高於男性。  

 

 

表4 大湖鄉冊列需關懷獨居老人性別分析表     單位：人 

性別/季別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合計 

合計 88 90 97 103 378 

男 37 38 38 41 154 

女 51 52 59 62 224 

男性% 42 42 39 40 41 

女性% 58 58 61 60 59 

    資料來源：本所社會暨福利課 

 

 

圖4  大湖鄉冊列需關懷獨居老人性別分析圖 

 
 

 

(二)申請急難救助概況 

    107年度申請急難救助人次總計為25 人次，其中男性人數佔救助人數64%，女性人數為36%，接

受急難救助比例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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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以第1季人數最多、第3、4季次之，人數分別為8人、3人，比例分別為50%、18.75%；女性以第

3季人數最多、第1季次之，人數分別為4人、3人，比例分別為44%、33%。 

 

   各季申請救助，以第2季女性比例大於男性，餘均為男性比例大於女性。因此從上述資料顯示，以

男性為大宗。 

 

                     表5 大湖鄉辦理急難救助性別分析 

性別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合計 

合計 11  2  7  5  25  

男 8  2  3  3  16  

女 3  0  4  2  9  

男性(%) 73  100  43  60  64  

女性(%) 27  0  57  40  36  

 

圖5 大湖鄉辦理急難救助性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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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參與指標分析 

(一)推行社區發展工作概況 

    107年底大湖鄉社區發展協會計1,910人，男性為1,165人、比率為61%；女性745

人、比率為39%；其中擔任理事長、總幹事12人中，均為男性11人，女性1人，比例均分

別為92%、8%；擔任理、監事人數計266人，男性為149人、比率為56%，女性117人，比率

44%；會員人數計1,620人，男性為994人、比率為61%、；女性626人，比率39%。 

 

    在擔位管理職位中，以理事長及總幹事職位相較於理、監事及社區會員，男性以懸殊

的比例高於女性，顯示決策階層以男性為主。 

 

(二)調解委員 

    107年底調解委員人數為9人，男性6人、佔67%;女性6人、佔33%；男性多於女性。 

 

    綜上，在社會參與指標中，女性可能受傳統「男主外、女主內」家庭角色觀念的影響，社會參

與意願不高。 

 

 

 

表6 大湖鄉調解委員及推行社區發展工作性別分析表   單位：人；個 
 

人數/個 
調解委

員 
社區發展

協會總數 
理事長 總幹事 理、監事 社區會員數 合 計 

合計      9 12 12 12      266      1,620      1,910 

男 6 - 11 11      149        994      1,165 

女 3 - 1 1      117        626        745 

男性% 67 - 92 92 56 61 61 

女性% 33 - 8 8 44 39 39 

    資料來源：大湖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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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大湖鄉調解委員及推行社區發展工作性別分析圖 

 

 

参、結論 

性別統計為推動性別主流化之方法之一，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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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機關未來作為

制訂促進性別平等之相關政策及落實性別主流化之參考。而本次分析將性別分析分為

四大面向，分別為人口結構指標分析、教育指標分析、社會救助指標分析、社會參

與指標分析。在人口結構指標分析中，大湖鄉整體人口中男性略多於女性，佔了 

53%；在教育指標分析中顯示男性教育程度高於女性；社會救助指標分析中，冊

列需關懷獨居老人以女性增加稍高於男性、接受急難救助比例以主要經濟來源男

性提出申請居多；社會參與指標分析中，可發現在管理職位上，男性明顯大於女

性，顯示男性在職位升遷方面還是較女性有優勢。透過上述的資料分析，可協助公

務機關於未來制定決策時，考量不同群體的問題或需求，能制定更有成效的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