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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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性別平等之一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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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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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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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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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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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呈現新北市林口區性別統計分析全貌，謹將各項統計指標予以

綜合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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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北市林口區性別統計指標 

一、年齡分析 

年齡結構方面，111年底25～29歲以下男性占比皆大於女性，惟

男女占比差異幅度不大，而30～34歲以後則女性占比皆大於男性，且

有擴大的趨勢，顯示女性人口較男性人口成長幅度較大。  

 

 
 

圖1、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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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87     6,533  8,512  7,867  6,097  6,761  7,946  8,672  9,766     12,506    11,300    9,433  8,859  7,760  15,875   

男 62,040        3 378 4 377 4 095 3 192 3 487 4 064 4 266 4 589 5 761 5 404 4 479 4 104 3 678 7 166 

女 65,847        3 155 4 135 3 772 2 905 3 274 3 882 4 406 5 177 6 745 5 896 4 954 4 755 4 082 8 709 

男占比% 48.51          51.71  51.42  52.05  52.35  51.58  51.15  49.19  46.99     46.07       47.82      47.48  46.33  47.40  45.14     

女占比% 51.49          48.29  48.58  47.95  47.65  48.42  48.85  50.81  53.01     53.93       52.18      52.52  53.67  52.60  54.8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表1、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年齡別分

中華民國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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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性別 總計 博士 碩士
大學(含專

科)
高中(職)

國中

(含初職)
小學

(含自修)
不識字

總計 104,975     1,351         11,547       50,830       26,649       8,051         6,011         536            

男 50,190       886            6,799         23,754       12,774       3,905         2,023         49              

女 54,785       465            4,748         27,076       13,875       4,146         3,988         487            

男占比% 47.81         65.58         58.88         46.73         47.93         48.50         33.65         9.14           

女占比% 52.19         34.42         41.12         53.27         52.07         51.50         66.35         90.8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表2、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教育程度分

中華民國111年底

二、教育程度分析 

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畢業男性占比58.88 %，遠大於女性占比

41.12%，而大學及專科畢業則女性比男性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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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性別統計分析圖-按教育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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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性　　別 總 計 未婚 有配偶 離婚 喪偶

總    計 127,887     56,514       57,132       9,458         4,783         

男 62,040       29,204       28,005       3,982         849            

女 65,847       27,310       29,127       5,476         3,934         

男占比% 48.51         51.68         49.02         42.10         17.75         

女占比% 51.49         48.32         50.98         57.90         82.2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表3、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婚姻狀況分

中華民國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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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5%遠大於男性占比17.75%，顯示女性

壽命普通較男性長，如何讓高齡喪偶女性能安度晚年，是政府應面對

的課題。 

 
圖3、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婚姻狀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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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公益活動分析 

公益活動參與度方面，各領域的志工人數以女性人數為多，顯示

男性及女性對參與公益活動領域之積極度不同。因此，善用諸如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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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參與公益活動人口分 

 
 

單位：人

性　　別 總 計
社區發展協會

會員
一般志工 環保志工

總    計 2,039               1,664               30                    345                  

男 983                  861                  4                      118                  

女 1,056               803                  26                    227                  

男占比% 48.21               51.74               13.33               34.20               

女占比% 51.79               48.26               86.67               65.80               

表4、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參與公益活動人口分

中華民國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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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福利分析 

社會福利方面，除急難救助男性申請比例較高，餘老人生活補助

及以工代賑以女性申請比率較高，顯示女性在經濟自主能力上還是略

低於男性。

 

圖5、性別統計分析圖-按社會福利分 

單位：人

性　　別 總 計 老人生活補助 急難救助 以工代賑

總    計 528                  493                      9                      36                    

男 211                  197                      4                      10                    

女 317                  296                      5                      16                    

男占比% 39.96               39.96                   44.44               27.78               

女占比% 60.04               60.04                   55.56               72.22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人文課

表5、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社會福利分

中華民國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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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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數女多於男，顯示女性因家庭

因素，仍偏好從事較穩定之職業，而里、鄰長則以男性為主，顯示男

性對從政較積極熱情。

 
 

圖6、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參與公共行政人口分 
 

 

 

 

 

單位：人

性　　別 公所現有職員人數 里長人數 鄰長人數

總    計 41                              17                           433                         

男 17                              14                           244                         

女 24                              3                             189                         

男占比% 41.46                         82.35                      56.35                      

女占比% 58.54                         17.65                      43.65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及民政課

表6、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參與公共行政人口分

中華民國11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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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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由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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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