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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分析

壹、前言

   性別主流化概念在1975年出現在奈洛比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婦女會議，之後

一直持續在聯合國的各個發展組織之中活動。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

婦女會議正式宣示了此概念，之後於1997年 2月聯合國經齊及社會理事會確定

定義：所謂社會性別主流化是指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有計畫的行

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男女雙方的不同含義。作為一種策略方法，它

使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

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發生。

納入主流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男女平等。

    「性別統計分析」係為實施「性別主流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可應用於政

策或計畫階段，因此本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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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鄉性別統計指標

   一、人口結構指標分析

       (一)現居人口數性別與年齡結構分析

           109年底總人口數5,782人，其中男性3,109人，佔全鄉總人口數

53.77%，女性2,673人，佔全鄉總人口數46.23%，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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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性均以65歲以上人口數最多、其次為未滿15歲、再其次為

55-59歲，男性人口數分別為429人、335人及313人，分別佔男性人口

數13.80%、10.78%及 10.07%；女性人口數分別為431人、298人及264

人，分別佔女性人口數16.12%、11.15%及 9.88%。

           各年齡組以15-19歲、65歲以上，女性比例大於男性，餘均為男性

比率大於女性。

表一、本鄉109年底現居人口性別與年齡結構分析     單位：人；% 

年齡

性別

未滿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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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296 417 416 375 387 436 414 486 577 485 860 5,782

男性 335 144 230 237 220 201 225 235 268 313 272 429 3,109

女性 298 152 187 179 155 186 211 179 218 264 213 431 2,673

男性% 52.92 48.65 55.16 56.97 58.67 51.94 51.61 56.76 55.14 54.25 56.08 49.88 53.77

女性% 47.08 51.35 44.84 43.03 41.33 48.06 48.39 43.24 44.86 45.75 43.92 50.12 46.23

資料來源：苗栗縣泰安鄉戶政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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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鄉 109 年底現居人口性別與年齡結構分析

男性
女性

       (二)現居原住民人口數性別與年齡結構分析

           109年底現居原住民人口數為4,208人，佔全鄉總人口數72.78%，

男性人口數為2,198人，佔原住民人口數52.23%；女性人口數為2,010

人，佔原住民人口數為47.77%，以男性居多。

           男性以未滿15歲人口數最多、其次為65歲以上、再其次為20-24

歲，男性原住民人口數分別為303人、198人及193人，分別佔男性原

住民人口數13.79%、9.01%及 8.78%；女性以未滿15歲人口數最多、其

次為65歲以上、再其次為55-59歲，女性原住民人口數分別為277人、

275人及180人，分別佔女性原住民人口數13.78%、13.68%及 8.96%。

各年齡組以15-19歲、60-64歲及65歲以上，女性比例大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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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60歲以上，隨著年齡增加，男性有減少之趨勢。

表二、本鄉原住民 109年底現居人口性別與年齡結構分析    單位：人；%

年齡

性別

未滿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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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265 348 322 295 286 318 319 334 365 303 473 4,208

男性 303 126 193 182 179 153 168 186 178 185 147 198 2,198

女性 277 139 155 140 116 133 150 133 156 180 156 275 2,010

男性% 52.24 47.55 55.46 56.52 60.68 53.50 52.83 58.31 53.29 50.68 48.51 41.86 52.23

女性% 47.76 52.45 44.54 43.48 39.32 46.50 47.17 41.69 46.71 49.32 51.49 58.14 47.77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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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本鄉原住民 109 年現居人口性別與年齡結構分析

男性
女性  

4



二、教育指標分析      

        109年底15歲以上人口數為總人口數5,149人，其中男性2,774人，

佔15歲以上人口數53.87%，女性2,375人，佔46.13%，以男性居多。

        男女性教育程度均以國(初)中人口數最多，其次為高中(職)、再其次

為國小以下，男性人口數分別為990人、985人及363人，佔15歲以上男

性人口數比例分別為35.69%、35.51%及 13.09%；女性人口數分別為821人、

690人及505人，佔15歲以上女性人口數比例分別為34.57%、29.05%及

21.26%。

        教育程度女性比例高於男性比率僅為國小以下，其他皆以男性教育程

度為高，顯示男性教育程高於女性。

表三、本鄉109年底15歲以上人口性別與教育程度結構分析  單位：人；%

   學歷

性別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國小以下 總計

總計 2 62 450 281 1,675 1,811 868 5,149

男性 2 41 227 166 985 990 363 2,774

女性 0 21 223 115 690 821 505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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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100 66.13 50.44 59.07 58.81 54.67 41.82 53.87

女性%
0 33.87 49.56 40.93 41.19 45.33 58.18 46.13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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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鄉 15 歲以上人口性別與教育程度結構分析

男性
女性

三、社會救助指標分析

  (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人口數概況

       109年度低收入戶人口數計276人，其中男性142人，比例51.44%，女

性134人，比例48.56%；中低收入戶人口數計147人，其中男性68人，比

例46.26%，女性79人，比例53.74%，顯示低收入戶人口數以男性居多，

而中低收入戶人口數以女性居多。

表四、本鄉109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人口數性別結構    單位：人；%

合計

低收入戶人口數 中低收入戶人口數 總人口數

276 147 5,782

男性
142 68

低收入戶人口數% 中低收入戶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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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134 79

男性% 51.44 46.26
4.77 2.54

女性% 48.56 53.74

  資料來源：苗栗縣泰安鄉戶政服務網、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二)冊列需關懷獨居老人概況

         109年度底冊列需關懷獨居老人依季別顯示，第4季人數最多男性

10人，女性19人，每季女性均高於男性且獨居老人有明顯增加之趨勢為

第3季，其比第2季增加 5人，其中男性增加 2人，女性增加 3人。

表五、109年度本鄉冊列需關懷獨居老人性別結構      單位：人；%

  季別

性別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合計 24 23 28 29

男性 7 7 9 10

女性 17 16 19 19

男性% 29.17 30.43 32.14 34.48

女性% 70.83 69.57 67.86 65.52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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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09 年度本鄉冊列需關懷獨居老人性別結構

男性
女性

     

    (三)申請急難救助概況

         109年底底申請急難救助人次總計為191人次，其中男性108人，佔

救助人數56.54%；女性83人，佔救助人數43.46%；依季別顯示，第2季人

數最多男性38人，女性29人，第3、4季人數有下降趨勢且接受急難救助

均以男性居多。

表六、109年度本鄉辦理急難救助性別結構              單位：人；%

  季別

性別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合計

8



合計 31 67 52 41 191

男性 20 38 28 22 108

女性 11 29 24 19 83

男性% 64.52 56.72 53.85 53.66 56.54

女性% 35.48 43.28 46.15 46.34 43.46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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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09 年度本鄉辦理急難助性別結構

男性
女性

四、社會參與指標分析

  (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

    109年底泰安鄉社區發展協會計723人，男性為498人，比率為

68.88%，女性225人，比率為31.12%；其中擔任理事長 8人中，男性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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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2人比例分別為75%、25%；擔任理、監事人數計92人，男性為67人、

比率為72.83%，女性25人，比率為27.17%；會員人數計616人，男性為

420人，比率為68.18%，女性196人，比率為31.82%，在擔任管理職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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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底調解委人數為7人，男性5人、佔71.43%；女性2人，佔

28.57%；男性多於女性。

      綜上，在社會參與指標中，顯示女性社會參與意願不高。

 表七、109年度本鄉調解委員及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性別結構  單位：人；個；%

  項目

性別 調解委員
社區發展

協會總數
理事長

理事(不含

理事長)
監事

社區發展協

會會員數
合計

合計 7 8 8 68 24 616 723

男性 5 - 6 47 20 420 498

女性 2 - 2 21 4 196 225

男性%

71.43 - 75 69.12

83.3

3

68.18 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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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28.57 - 25 30.88

16.6

7

31.82 31.12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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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109 年本鄉調解委員及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性別結構

男性
女性

參、結論

由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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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鄉整體人口數男性略多於女性，佔了5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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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收入戶人口數以男性高於女性；中低收入戶人口數以女性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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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列需關懷獨居老人以女性高於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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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在擔任管理職

位上，男性明顯大於女性，顯示決策階層以男性為主。透過上述統計

分析資訊，可提供本鄉有關單位業務應用及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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