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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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念演進至今為在所有範疇的法例、政策和計劃的設計、實施、監察和

評估過程中，考慮性別觀點及需要，以致力確保兩性可以同等享有並受惠於社

會的資源和機會，因為性別不同就有著不同的生命歷程、需要與經驗，一些政

策與措施如未考量性別差異，施行起來就會對不同的性別產生不同的影響。 

     鑑於「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為推動與評估「性別主流化」之重要工

具，本文依據本鄉各村人口、年齡、教育程度、參與公益活動、社會福利、社

會參與等五大面向，研撰相關性別統計分析，俾利瞭解本鄉各類面向性別結構

差異，以作為後續訂定或調整施政計畫之參考依據。 

 

貳、性別統計分析 

一、各村人口性別分析 

    111年底本鄉總人口 4,149人，較 110年底增加 32人。其中男性 2,292人，

占 55.24%，女性 1,857人，占 44.76%，男性多於女性 435人。性比例為 123.42%。 

    各村人數以新店村 977人最多，占 23.55%，其次為竹木村 704人，占 16.97%，

再其次為豐林村 617人，占 14.87%。 

各村男性皆多於女性，其中性比例超過 20%以上者，依序為豐林村、百壽村、

新店村、竹木村及和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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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111年底各村現居人口性別分析表       

村  別 
人口數 男性 女性 

性比例%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合  計     4,149  100.00   2,292  55.24    1,857  44.76 123.42 

百壽村 351 8.46 197 56.13 154 43.87 127.92 

永興村 561 13.52 298 53.12 263 46.88 113.31 

新店村 977 23.55 545 55.78 432 44.22 126.16 

和興村 602 14.51 332 55.15 270 44.85 122.96 

豐林村 617 14.87 349 56.56 268 43.44 130.22 

新豐村 337 8.12 181 53.71 156 46.29 116.03 

竹木村 704 16.97 390 55.40 314 44.60 124.20 

 資料來源:獅潭鄉戶政資訊網 

 說明:性比例=男性人數/女性人數*100 

 

 

 圖一 111年底各村現居人口性別結構圖           

二、年齡性別分析 

111年底本鄉現居人口各年齡區間人口最多為 60-64歲 465人，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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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9歲 388人，再其次為 65-69歲 378人。 

年齡區間中以 5-9歲、25-29歲及 75歲以上，女性多於男性外，其餘各區

間皆為男性多於女性，顯示隨著年齡越高女性有高於男性的現象。 

 

            表二、111年底現居人口年齡性別分析表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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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
歲 

70-74
歲 

75-79
歲 

80-84
歲 

85-89
歲 

90-94
歲 

95-99
歲 

男性 34 40 45 62 119 109 108 124 149 140 192 255 288 237 142 66 80 68 24 10 

女性 30 41 41 55 99 118 92 95 133 106 158 133 177 141 98 74 114 90 45 17 

合計 64 81 86 117 218 227 200 219 282 246 350 388 465 378 240 140 194 158 69 27 

男性

% 
53.13 49.38 52.33 52.99 54.59 48.02 54.00 56.62 52.84 56.91 54.86 65.72 61.94 62.70 59.17 47.14 41.24 43.04 34.78 37.04 

女性

% 
46.88 50.62 47.67 47.01 45.41 51.98 46.00 43.38 47.16 43.09 45.14 34.28 38.06 37.30 40.83 52.86 58.76 56.96 65.22 62.96 

性比

例% 
113.33 97.56 109.76 112.73 120.20 92.37 117.39 130.53 112.03 132.08 121.52 191.73 162.71 168.09 144.90 89.19 70.18 75.56 53.33 58.82 

資料來源：獅潭鄉戶政服務網 

說明:性比例=男性人數/女性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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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11年底現居人口年齡性別結構圖 

 

 

三、教育程度性別分析 

    本鄉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以高中人數最多 1,618人，占 41.30%，其次為

國小 771人，占 19.68%，再其次為國中 673人，占 17.18%。 

    除大學及國小女性多於男性外，餘各教育程度皆為男性多於女性，碩士以

上男性皆多於女性，顯示高等教育以男性教育程度高於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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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11年底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性別分析表   

性別 

學歷 

總計 男性 女性 性比例%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計 3,918 100.00 2,173 55.46 1,745 44.54 124.53  

博士 6 0.15 4 66.67 2 33.33 200.00  

碩士 66 1.68 40 60.61 26 39.39 153.85  

大學 502 12.81 246 49.00 256 51.00 96.09  

專科 282 7.20 180 63.83 102 36.17 176.47  

高中 1618 41.30 1021 63.10 597 36.90 171.02  

國中 673 17.18 376 55.87 297 44.13 126.60  

國小 771 19.68 306 39.69 465 60.31 65.81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主計處 

   說明:性比例=男性人數/女性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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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11年底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性別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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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福利性別分析 

(一)低/中低收入戶性別分析 

     111年度低收入戶總計為 80人，其中男性 53人，占 66.25%，女性 27人，

占 33.75%，性比例 196.30%。 

    中低收入戶 35人，其中男性 19人，占 54.29%，女性 16人，占 45.71%，

性比例 118.75%。 

兩者皆為男性多於女性，其中以低收入數性比例較為顯著。 

 

 

 

 

表四、111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人口性別分析表     

性別 低收入戶人口數 中低收入戶人口數 總計 

總計 80 35 115 

男性 53 19 72 

女性 27 16 43 

男性% 66.25 54.29 62.61 

女性% 33.75 45.71 37.39 

性比例% 196.30 118.75 167.44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說明:性比例=男性人數/女性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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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11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人口數性別結構圖 

 

(二) 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性別分析 

    111年度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依季別顯示，第一季 27人，至第四季為 25人，

減少 2人。 

    性別結構每季皆為女性人數多於男性，男性隨季別減少 2人，女性則無增

減。 

 

表五、111年度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性別分析表    

季別/ 

性別 

總計 

(人) 

男性 女性 

人數 % 人數 % 

第一季 27 11 40.74 16 59.26 

第二季 27 11 40.74 16 59.26 

第三季 25 9 36.00 16 64.00 

第四季 25 9 36.00 16 64.00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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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年齡結構性別分析中，每季以 85歲以上人口最多，其次為 70-74歲，並

80歲以上為女性多於男性。 

 

表六、111年度本鄉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年齡性別分析表   

 

年齡/ 

季別 

總計 

70~74 歲 75~79 歲 80~84 歲 85 歲以上 

男性 女性 小計 男性 女性 小計 男性 女性 小計 男性 女性 小計 

第一季 27 5 3 8 3 2 5 1 5 6 2 6 8 

第二季 27 5 2 7 3 3 6 1 4 5 2 7 9 

第三季 25 4 2 6 2 3 5 1 4 5 2 7 9 

第四季 25 4 2 6 2 3 5 1 4 5 2 7 9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五、社會參與性別分析 

(一)社區發展協會性別分析 

    111年度社區發展協會計 868人，其中男性為 490人，比率為 56.45%，女

性為 378人，比率為 43.55%;其中擔任理事長 7人，男性 6人，比率為 85.71 %，

女性 1人，比率為 14.29 %，擔任理、監事人數計 110人，其中男性 83人，比

率為 75.45%，女性 27人，比率 24.55%。 

    總幹事 7人，其中男性 3人，占 42.86%，女性 4人，占 57.17%，會員人數



9 
 

為 737人，其中男性為 392人，占 53.19%，女性為 345人，占 46.81%，除總幹

事為女性人數多於男性外，其餘皆為男性多於女性。並以理事長、理、監事，

男性顯著高於女性，顯示決策階層以男性為主。 

 

(二)調解委員會 

    111年底調解委員人數為 7人，男性 5人，占 71.43%。女性 2人，占 28.57%，

男性多於女性。 

    綜上，在社會參與性別結構中，女性參與意願不高。 

 

 

表七、111年度調解委員及推行社區發展工作性別結構表  單位:人;% 

個/人數 
調解 

委員 

社區發展 

協會總數 
理事長 

理事 

(不包含

理事長) 

監事 總幹事 
社區發展協

會會員數 
總計 

總計 7 7 7 82 28 7 737 868 

男性 5   6 64 19 3 392 490 

女性 2   1 18 9 4 345 378 

男性% 71.43   85.71 78.05 67.86 42.86 53.19 56.45 

女性% 28.57   14.29 21.95 32.14 57.14 46.81 43.55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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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本文以本鄉各村別、年齡、教育程度、社會福利及社會參與等面向分析性

別結構，在各村別人口性別分析，各村別男性皆多於女性。在年齡性別分析，

75歲以上女性多於男性，隨著年齡越高女性有高於男性的現象。在教育程度性

別分析，碩士以上男性皆大於女性，顯示高等教育以男性教育程度高於女性。

在社會福利性別分析，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性別分析，兩者皆為男性多於女

性，以低收入數性比例較為顯著。在列冊關懷獨居老人性別分析，每季皆為女

性多於男性。在社會參與性別分析，社區發展協會，除總幹事為女性多於男性

外，其餘皆為男性多於女性。並以理事長、理、監事，男性顯著高於女性，顯

示決策階層以男性為主。調解委員會性別分析，男性多於女性，以上顯示女性

在社會參與意願不高。 

    透過上述的資料分析，瞭解本鄉性別結構，期能協助於制定決策時，考量

不同群體的問題或需求，使得制定之政策於執行時更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