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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凡凡凡    例例例例    

一 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性別有關議題之統計數據，俾以提供施政考核及

釐訂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 本書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本區公所各業務單位編報之公務統計表及本所會計室

直接蒐集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表下，以利查考  

 三 本書所列統計數字，以民國 100 年至 106 年；內容包括人口 婚姻 教育 社會

福利 醫療保健 政府服務等六大類，共 23 小類 茲為明瞭歷年性別分布情形起

見，儘量將時間數列資料予以併入，藉資比較  

四 表內所列 年 係指全年動態數字 自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 ， 年底 係指

12 月底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 年度  

五 本書各表所列度量衝單位，一律採用公制，以資劃一，方便比較，其有特殊情形

者，均分別予以註明  

六 本書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 或尚未產生資料  

-- 符號者表示有數值，但 數值無意義  

   0 符號者表示有數值，但數值不及半單位  

七 表中兩數值比較增減%時，如為 - 除以 - - 除以 數值 數值 除以

- ，均以 -- 無意義表示；括號」 )內係為增減百」千)分點  

八 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數字，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期數字為

準  

九 本書荷蒙本區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謹致謝忱，惟

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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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摘要 析摘要 析摘要 析摘要 析 

一一一一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男性人口少男性人口少男性人口少男性人口少 女性人口女性人口女性人口女性人口且總人口數 增且總人口數 增且總人口數 增且總人口數 增 ，，，，而幼而幼而幼而幼 ~~~~ 歲歲歲歲 人人人人

口結構中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口結構中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口結構中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口結構中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青壯青壯青壯青壯 ~~~~ 歲歲歲歲 人口結構及老人口結構及老人口結構及老人口結構及老 歲歲歲歲

人口結構中女性人數大 男性人數人口結構中女性人數大 男性人數人口結構中女性人數大 男性人數人口結構中女性人數大 男性人數 原 民人口中女性人口多 男性人口且原 民人口中女性人口多 男性人口且原 民人口中女性人口多 男性人口且原 民人口中女性人口多 男性人口且男男男男

女人口皆女人口皆女人口皆女人口皆 增增增增 ，，，， 中 地原 民約為山地原 民的中 地原 民約為山地原 民的中 地原 民約為山地原 民的中 地原 民約為山地原 民的 倍倍倍倍     

106 底本區總人口數為 416,524 人， 中男性為 203,329 人，女性為 213,195 人，且男

女性人口近 皆 升 幼 男性人口為 30,582 人(占 7.34%)，女性人口為 人 占

% ，青壯 男性人口為 人 占 % ，女性人口為 人 占 % ，老 人

口男性人口為 人 占 % ，女性人口為 人 占 % ，幼 人口 減少，而

青壯 人口 首次減少， 亦為減少，老 人口 增 ，顯見本區老 社會已 漸

形 106 原 民總人口數為 5,334 人， 中男性人數為 2,446 人，女性人數為 2,888 人

中 地原 民 3,732 人，山地原 民 1,602 人  

    

    婚婚婚婚姻姻姻姻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15 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 餘 偶餘 偶餘 偶餘 偶 婚婚婚婚 喪偶女性人喪偶女性人喪偶女性人喪偶女性人

數大 男性人數數大 男性人數數大 男性人數數大 男性人數 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 攀升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 攀升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 攀升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 攀升，，，，結結結結婚 齡層 向 展之趨婚 齡層 向 展之趨婚 齡層 向 展之趨婚 齡層 向 展之趨

勢勢勢勢  

15 歲 未婚男性人數為 70,555 人，女性人數為 61,201 人，35 歲 未婚人口增

2,308 人而 25 34 歲未婚人口減少 248 人 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婚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婚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 喪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人數為 人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15 歲 人口教育程度大學 及高中歲 人口教育程度大學 及高中歲 人口教育程度大學 及高中歲 人口教育程度大學 及高中(職職職職)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

科及科及科及科及高中高中高中高中(職職職職) 女性比率多 男性女性比率多 男性女性比率多 男性女性比率多 男性 106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國國國國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職職職職 當中當中當中當中

任教師 女性占多數任教師 女性占多數任教師 女性占多數任教師 女性占多數，，，，而而而而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則則則則 男性多 女性男性多 女性男性多 女性男性多 女性，，，，因近 少子 現象因近 少子 現象因近 少子 現象因近 少子 現象，，，，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2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之學生人數 降之現象之學生人數 降之現象之學生人數 降之現象之學生人數 降之現象，，，，另另另另大學大學大學大學中中中中 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且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且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且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且近近近近 男男男男性教師性教師性教師性教師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之現象之現象之現象之現象，，，，學生數 女性多 男性學生數 女性多 男性學生數 女性多 男性學生數 女性多 男性  

本區 歲 人口識 率為 %， 中男性識 率為 %，女性人口識 率

為 % 教育程育來看大學 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科男性

人數為 人，女性為 人 高中 職 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為 人 國中

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為 人 國 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為 人 自修

及不識 男性人數 人，女性為 人 現任國 男女教師 為 人 人，

男女學生數 為 人 人 國中男女教師 為 人 人，男女學生數

為 人 人 高中 職 男女教師 為 人 人 男女學生數 為

人 人 大學男女教師 為 人 人，男女學生數 為 人

人  

 

四四四四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本區社會福利救 情形本區社會福利救 情形本區社會福利救 情形本區社會福利救 情形，，，， 急 救急 救急 救急 救 馬 關懷急 救馬 關懷急 救馬 關懷急 救馬 關懷急 救 身心 礙身心 礙身心 礙身心 礙

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 獨 老人補 案件獨 老人補 案件獨 老人補 案件獨 老人補 案件男男男男性人數多性人數多性人數多性人數多 女女女女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 身心 礙人口 攀升身心 礙人口 攀升身心 礙人口 攀升身心 礙人口 攀升

之現象之現象之現象之現象，，，， 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及中 收入戶及中 收入戶及中 收入戶及中 收入戶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起連 減少 今起連 減少 今起連 減少 今起連 減少 今

人人人人及及及及 人人人人  

本區急 救 ，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馬 關懷急 救 ，男性

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身心 礙人口，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收入戶補 ，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中 收入戶補 ，男性人數

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獨 老人，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亦為 人  

 

五五五五     醫療保健醫療保健醫療保健醫療保健  

本區死亡原因 惡性腫瘤為首本區死亡原因 惡性腫瘤為首本區死亡原因 惡性腫瘤為首本區死亡原因 惡性腫瘤為首，，，，與國人死因相與國人死因相與國人死因相與國人死因相 ，，，， 次為心臟疾病次為心臟疾病次為心臟疾病次為心臟疾病 糖糖糖糖

病病病病 肺炎肺炎肺炎肺炎 腦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 男女性前五男女性前五男女性前五男女性前五大死因大死因大死因大死因序 皆相序 皆相序 皆相序 皆相 ，，，，而而而而前五大死因中前五大死因中前五大死因中前五大死因中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死亡人數皆大 女性死亡人數皆大 女性死亡人數皆大 女性死亡人數皆大 女性  

罹患惡性腫瘤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罹患心臟疾病男性為 人，女性為



 

3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人，，罹患糖 病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罹患肺炎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罹

患腦血管疾病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 與 相較罹患惡性腫瘤 心臟疾病 糖 病

肺炎人口 增 之趨勢 慢性疾病 漸影響國人之健康，除改善人民飲食及保健觀念 勤

運動增強身體抵抗力 減少生活及工作壓力 改 不良姿勢及調整作息時間，更要 強 共

衛生觀念及做好定期身體健康檢查的工作， 維護身體健康  

 

    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  

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職人員薦任職人員薦任職人員薦任職人員薦任及委任人員均 女性多 男性及委任人員均 女性多 男性及委任人員均 女性多 男性及委任人員均 女性多 男性 齡齡齡齡 歲 職歲 職歲 職歲 職

人員最多人員最多人員最多人員最多，，，， 次為次為次為次為 歲 齡層歲 齡層歲 齡層歲 齡層，，，，本所各 齡層本所各 齡層本所各 齡層本所各 齡層女性人員女性人員女性人員女性人員則則則則大多大多大多大多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觀之觀之觀之觀之，，，，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職職職職 及大學及大學及大學及大學畢業畢業畢業畢業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大大大大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多多多多，，，，而而而而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畢業人數畢業人數畢業人數畢業人數呈呈呈呈 增增增增 ，，，， 科畢業人數 減少科畢業人數 減少科畢業人數 減少科畢業人數 減少 職人員考試及格觀之職人員考試及格觀之職人員考試及格觀之職人員考試及格觀之，，，，

特種特種特種特種考試及格人員為最多考試及格人員為最多考試及格人員為最多考試及格人員為最多，，，， 次為升等考試次為升等考試次為升等考試次為升等考試 除除除除高等考試高等考試高等考試高等考試 普 考試普 考試普 考試普 考試及 他考及 他考及 他考及 他考

試試試試外外外外，，，，各 考試各 考試各 考試各 考試及格人數均為及格人數均為及格人數均為及格人數均為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  

本所薦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人數為 人，委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為 人 歲 職人員 占 % 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 歲 職人

員 占 % 男性人員為 人 女性為 人 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 大學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 科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

高中 職 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國 初 中畢業男性為 人，女性 人 職人員各

考試及格觀之，高等考試及格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人數為 人，普 考試及格男性人

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初等考試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為 人，特種考試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人數為 人，升等考試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人數為 人， 他考試男性人數

為 人 女性人數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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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口口口口    

1.人口 長人口 長人口 長人口 長 

本區女性人口多本區女性人口多本區女性人口多本區女性人口多 男性人口男性人口男性人口男性人口，，，，且且且且男女性人口男女性人口男女性人口男女性人口皆皆皆皆 升升升升，，，，性比例 降性比例 降性比例 降性比例 降  

106 底本區總人口數為 416,524 人， 中男性為 203,329 人，女性為213,195 人，性比例為95.37，

與 相較總人口增 人 %，男性人口增 人 %，女性人口增 人 % ，

性比例減少  

15 歲 人口為 357,525 人， 中男性為 172,747 人，女性為 人，性比例為 ，男

女性人口 較 增 人 % 與 人 %  

 

單 人 男/百女 

目 
人口數 歲 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199,224 
202,461 

203,329 

204,865 

211,695 
213,195 

97.25 

95.64 

95.37 95.03 

93.76 

93.49 

91.0

92.0

93.0

94.0

95.0

96.0

97.0

98.0

 190,000

 195,000

 200,000

 205,000

 210,000

 215,0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人口 女性人口 性 比 15歲 性 比
人 男/百女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人口計算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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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 齡人口 齡人口 齡人口 齡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本區幼 人口本區幼 人口本區幼 人口本區幼 人口數數數數男性大 女性人數男性大 女性人數男性大 女性人數男性大 女性人數，，，，青壯 及老 人口則女性人數大 男性青壯 及老 人口則女性人數大 男性青壯 及老 人口則女性人數大 男性青壯 及老 人口則女性人數大 男性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近 幼近 幼近 幼近 幼 及青壯及青壯及青壯及青壯 總人口呈 降總人口呈 降總人口呈 降總人口呈 降，，，，而老 人口而老 人口而老 人口而老 人口數數數數呈現 升且呈現 升且呈現 升且呈現 升且 升 度遠大升 度遠大升 度遠大升 度遠大 幼幼幼幼

及及及及青壯青壯青壯青壯 人口減少的人口減少的人口減少的人口減少的 度度度度，，，，顯然本區少子顯然本區少子顯然本區少子顯然本區少子 老人社會 形老人社會 形老人社會 形老人社會 形     

106 男性幼 人口為 30,582 人(占 7.34%) 青壯 人口為 人 占 % 老 人口為

人 占 % ，結構占率 較 減少 個百 點 減少 人 減少 個百 點 減

少 人 增 個百 點 增 人 而女性幼 人口為 人 占 % 青壯 人口

為 人 占 % 老 人口為 人 %，結構占率 較 減少 個百 點 減

少 人 減少 個百 點 減少 人 增 個百 點 增 人  

 

 單 人 

目 

人口結構 

幼 ～ 歲  青壯 ～ 歲  老 歲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39.37

36.98

7.46

6.93
4.82

4.45

39.04

36.69

7.34

6.82

5.32
4.79

青壯 女性

青壯 男性

幼 男性

幼 女性

老 女性

老 男性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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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3.原 民人口概況原 民人口概況原 民人口概況原 民人口概況 

本區原 民人口女性人口數大 男性人口數本區原 民人口女性人口數大 男性人口數本區原 民人口女性人口數大 男性人口數本區原 民人口女性人口數大 男性人口數，，，，且原 民人口數呈 升且原 民人口數呈 升且原 民人口數呈 升且原 民人口數呈 升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106 本區原 民總人口數為 5,334 人， 中男性人數為 2,446 人，女性人數為 2,888 人，性比

例為 ，與 相較原 民總人數增 人 % 男性原 民人口增 人 % 女性

原 民人口增 人 % ，性比例增 個百 點，顯示 原 民男性人口較女性人口在

比率 略 增 幅度  

 

單 人 男/百女 

目 
原 民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2,193 2,414 2,446 

2,636 
2,857 2,888 

83.19 

85.13 

84.49 
84.70 

82.0

82.5

83.0

83.5

84.0

84.5

85.0

85.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 女性 性比例
人 男/百女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人口計算機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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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4. 地山地原 民地山地原 民地山地原 民地山地原 民人口概況人口概況人口概況人口概況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地原 民人口數約為山地原 民人口數的地原 民人口數約為山地原 民人口數的地原 民人口數約為山地原 民人口數的地原 民人口數約為山地原 民人口數的 2.33 倍倍倍倍，，，， 地地地地 山地山地山地山地原 民人口原 民人口原 民人口原 民人口

女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皆皆皆皆大 男性人口數大 男性人口數大 男性人口數大 男性人口數而 地原 民而 地原 民而 地原 民而 地原 民總人口數總人口數總人口數總人口數呈 升趨勢呈 升趨勢呈 升趨勢呈 升趨勢，，，，山地山地山地山地原原原原 民人民人民人民人

口數則相反口數則相反口數則相反口數則相反  

106 本區 地原 民總人口數為 3,732 人， 中男性人數為 1,749 人，女性人數為 1,983 人，

性比例為 ，與 相較 地原 民總人數增 人 % ，性比例增 個百 點 而

山地原 民總人口數為 1,602 人， 中男性人數為 697 人，女性人數為 905 人，性比例為 ，與

相較山地原 民總人數減少 人 減少 % ，性比例減少 個百 點  

 

 

單 人 男/百女 

目 
地原 民 山地原 民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1,570 1,713 1,749 

1,823 1,955 1,983 

623 701 697
813 902 905

86.12 

87.62 88.20 

76.63 
77.72 77.02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地男性原 民 地女性原 民 山地男性原 民

山地女性原 民 地原 民性比例 山地原 民性比例人 男/百女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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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婚婚婚婚        姻姻姻姻 

5.婚姻概況婚姻概況婚姻概況婚姻概況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歲 未婚男性人數大 女性人數，，，， 餘 偶餘 偶餘 偶餘 偶 婚婚婚婚 喪偶女性人數大喪偶女性人數大喪偶女性人數大喪偶女性人數大

男性人數男性人數男性人數男性人數 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未婚及 婚男女人口 攀升攀升攀升攀升趨勢趨勢趨勢趨勢，，，，顯現社會顯現社會顯現社會顯現社會經濟價值觀經濟價值觀經濟價值觀經濟價值觀日益日益日益日益變變變變     

106 15 歲 未婚男性人數為 70,555 人，女性人數為 61,201 人， 較 105 增 58 人(增

0.08%) 增 人 % 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較

增 人 % 增 人 % 婚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

較 增 人 % 增 人 % 喪偶人口中男性人數為 人 女性人數為

人， 較 增 人 % 增 人 %  

 

單 人 

目 合計 
未婚 偶 婚 喪偶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單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未婚男性 未婚女性 偶男性 偶女性 偶男性 偶女性 喪偶男性 喪偶女性

0

30,000

60,000

90,000

120,000

民國105

民國106

70,497 

70,555 

60,889 

61,201 

85,533 

86,187 

91,823 

92,384 

12,747 

13,140 

16,939 

17,322 
2,804 

2,865 

13,357 

13,871 

未婚男性 未婚女性 偶男性 偶女性 偶男性 偶女性 喪偶男性 喪偶女性

人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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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婚婚婚婚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 未婚未婚未婚未婚 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歲 未婚人口歲 未婚人口歲 未婚人口歲 未婚人口中中中中，，，， 歲歲歲歲 歲歲歲歲未婚未婚未婚未婚男性男性男性男性比率比率比率比率大大大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歲 齡歲 齡歲 齡歲 齡

層未婚比率層未婚比率層未婚比率層未婚比率則女性多 男性則女性多 男性則女性多 男性則女性多 男性 男女性男女性男女性男女性 歲 晚婚情形歲 晚婚情形歲 晚婚情形歲 晚婚情形 增增增增     

本區 歲 未婚人口性比例為 男 百女， 歲 來看，未婚男性占 %，

未婚女性占 %， 中男 女性 歲及 歲 所占比率最高， 為 %及 %，

而 歲未婚男性占 % 女性占 % 與 相較 歲 歲未婚結構比率減少而

歲 未婚結構比率增 ，表示本區 歲 未婚情形減少而 歲 晚婚人數增  

 
單 % 男/百女 

度 

歲 未婚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0               

民國 101               

民國 102               

民國 103               

民國 104               

民國 105               

民國 106               

106 增

減數 
             

106 件增

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22.16 

20.29 
20.40 

21.21 

19.80 19.88 

16.27 

15.32 14.87 

13.68 
13.09 12.80 

7.31 

10.62 11.19 

6.54 

9.13 9.55 
8.66 

13.11 
14.23 

9.62 

14.74 
16.00 

0

4.0

8.0

12.0

16.0

20.0

0

5.0

10.0

15.0

20.0

25.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25-29歲男性 25-29歲女性 30-34歲男性 30-34歲女性

35-39歲男性(右標) 35-39歲女性(右標) 40歲 男性(右標) 40歲 女性(右標)

% %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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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婚婚婚婚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 偶偶偶偶 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歲 偶歲 偶歲 偶歲 偶人口中人口中人口中人口中，，，， 歲歲歲歲 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 歲歲歲歲 各各各各 齡層齡層齡層齡層女女女女

性性性性比率比率比率比率則則則則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  

本區 歲 偶人口中性比例為 男 百女 ， 中男女性均 歲 所占比例

最多為 %及 %，與 相比男性增 個百 點，女性增 個百 點 男女性次

等比重為 歲 齡層，男性為 %，女性為 %，與 比較男性結構比率減少

個百 點，女性減少 個百 點  

 

單 % 男/百女 

度 

歲 偶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 歲 歲 ~ 歲 ~ 歲 ~ 歲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增減數              

件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12.27 12.53 12.12 11.87 
12.97 

14.06 
13.80 

13.66 

75.38 

77.90 79.03 
79.88 

69.45 

72.10 
73.41 

74.62 

64.0

68.0

72.0

76.0

80.0

84.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35-39歲男性 35-39歲女性 40歲 男性(右標) 40歲 女性(右標)

% %

資料瀲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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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婚婚婚婚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 婚婚婚婚 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歲 婚歲 婚歲 婚歲 婚人口中人口中人口中人口中，，，， 歲歲歲歲 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 歲 各 齡層歲 各 齡層歲 各 齡層歲 各 齡層中中中中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比率比率比率比率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  

本區 歲 婚人口中性比例為 男 百女 ， 中男女性均 歲 所占比例

最多為 %及 %，與 相比男性增 個百 點，女性增 個百 點 男女性次

等比重為 歲 齡層，男性為 %，女性為 %，與 比較男性減少 個百 點，

女性減少 個百 點  

 
單 % 男/百女 

度 

歲 婚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例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0               

民國 101               

民國 102               

民國 103               

民國 104               

民國 105               

民國 106                    

106 增減數              

106 件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13.45 

11.35 

10.77 

13.34 12.69 

12.21 

75.73 

82.43 
83.56 

70.72 

77.67 
79.31 

64.0

68.0

72.0

76.0

80.0

84.0

88.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35-39歲男性 35-39歲女性 40歲 男性(右標) 40歲 女性(右標)

% %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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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婚婚婚婚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姻概況 喪偶喪偶喪偶喪偶 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齡結構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歲 喪偶歲 喪偶歲 喪偶歲 喪偶人口中人口中人口中人口中，，，， 歲歲歲歲 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男性比率大 女性，，，， 歲 各 齡層歲 各 齡層歲 各 齡層歲 各 齡層中中中中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比率比率比率比率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多 男性  

本區 歲 喪偶人口中性比例為 男 百女 ， 中男女性均 歲 所占比例最

多為 %及 %，與 相比男性增 個百 點，女性增 個百 點 男女性次等

比重為 歲 齡層，男性為 %，女性為 %，與 比較男性減少 個百 點，女

性亦減少 個百 點  

 
單 % 男/百女 

度 

歲 喪偶人口結構概況 
性比

例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100               

民國 101               

民國 102               

民國 103               

民國 104               

民國 105               

民國 106                                   

106 增減數              

106 件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1.05 0.78 0.73 

1.26 0.97 
0.92 

98.65 

99.11 
99.20 

97.76 

98.64 
98.80 

96.8

97.2

97.6

98.0

98.4

98.8

99.2

99.6

0

0.2

0.4

0.6

0.8

1.0

1.2

1.4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35-39歲男性 35-39歲女性 40歲 男性(右標) 40歲 女性(右標)

% %

資料來源 新 市政民政 人口計算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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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歲 人口教育程度歲 人口教育程度歲 人口教育程度歲 人口教育程度大學 及大學 及大學 及大學 及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職職職職 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為男性比率多 女性，，，， 科科科科

及及及及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職職職職 為女性比率多 男性為女性比率多 男性為女性比率多 男性為女性比率多 男性，，，， 中 自修及不識 男女性比率差距最多中 自修及不識 男女性比率差距最多中 自修及不識 男女性比率差距最多中 自修及不識 男女性比率差距最多     

本區男性識 率為 %，女性識 率為 % 在高中 職 男女性教育程度人數比

率相當，高中 職 男女性教育程度比率 明顯差距 男性 大學 比率最高為 %， 次

為高中 職 %，與 相較，男性大學 比率減少 個百 點，男性高中 職 比率減少

個百 點 而女性 自修及不識 比率最高為 %， 次為國 占 %，與 相比皆增

個百 點  

 
單 % 

目 

歲 教育程度結構比 歲  

識 率 大學  科 高中 職  國中 學 自修及不識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

減數 
              

較 增

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51.31 50.74 50.63 50.50 
48.69 49.26 49.37 

49.50 

50.22 49.16 49.10 
49.41 

49.78 
50.84 50.90 

50.59 

50.34 50.44 50.44 50.25 

49.66 49.56 49.56 49.75 

46.0

48.0

50.0

52.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大學 男性 大學 女性 科男性

科女性 高中(職)男性 高中(職)女性
%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民政 人口計算機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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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國 教育國 教育國 教育國 教育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國 任教師 女性國 任教師 女性國 任教師 女性國 任教師 女性占多數占多數占多數占多數，，，，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 教師及學生人數教師及學生人數教師及學生人數教師及學生人數呈呈呈呈

降降降降     

國 男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女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與

相比男女 任教師人數 增減率 減少 人 % 及減少 人 減少 % 男性學生人數為

人 占 % ，女性學生人數為 人 占 % ，與 相比男女學生人數 增減率 減少

人 減少 % 及 人 減少 % 近 因少子 趨勢，學生招生人數減少而教師人數亦隨教

育部政策修改 減少， 均每 教師需輔 學生  

 
單 人 % 

目 

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教育  

479 410 392

1,277 1,227 1,221 

14,515 

12,240 
11,983 

13,136 

11,239 
11,033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 任教師 女性 任教師

男性學生(右標) 女性學生(右標)
人 人

資料餋源 新 市政府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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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國中教育國中教育國中教育國中教育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國中 任教師 女性國中 任教師 女性國中 任教師 女性國中 任教師 女性占多數占多數占多數占多數，，，，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 任教師及任教師及任教師及任教師及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降降降降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國中男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女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與 相

比男女 任教師人數 增減率 減少 人 減少 % 及減少 人 減少 % 男性學生人數為

人 占 % ，女性學生人數為 人 占 % ，與 相比男女學生人數 增減率 均減

少 人 減少 % 及減少 人 減少 % 因少子 因素，學生人數 減少之現象，

特 明顯， 均每 教師輔 學生  

 

 

單 人 % 

目 

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教育  

233 212
204

579 533

510

8,691 

7,126 
6,730 

7,394 

5,706 
5,430 

4,000

6,000

8,000

10,0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 任教師 女性 任教師

男性學生數(右標) 女性學生數(右標)
人 人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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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職職職職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高高高高中中中中 職職職職 任教師 女性任教師 女性任教師 女性任教師 女性占多數占多數占多數占多數，，，，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學生數 男性多 女性 為每 教師為每 教師為每 教師為每 教師

均均均均輔 學生數輔 學生數輔 學生數輔 學生數為為為為 人人人人最最最最 之 份之 份之 份之 份，，，，而而而而 為為為為 人人人人  

高中 職 男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女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與

相比男女 任教師人數 增減率 減少 人 減少 % 及增 人 增 % 男性學生人

數為 人 占 % ，女性學生人數為 人 占 % ，與 相比男女學生人數 增減率

增 人 增 % 及增 人 增 %  

 
單 人 % 

目 

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教育  

159
178

164

297 293
305

2,379 2,315 2,339 

1,852 1,965 1,973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 任教師 女性 任教師

男性學生數(右標) 女性學生數(右標)
人 人

資料來源 新 市政府教育



 

17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大學教育大學教育大學教育大學教育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大學 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大學 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大學 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大學 任教師 男性占多數且且且且近近近近 男男男男性教師性教師性教師性教師 略減之趨勢略減之趨勢略減之趨勢略減之趨勢 學生數 女性學生數 女性學生數 女性學生數 女性遠遠遠遠

多 男性且學生人數 減少多 男性且學生人數 減少多 男性且學生人數 減少多 男性且學生人數 減少 ，，，，而而而而 連連連連 增增增增 ，，，， 學生數略減學生數略減學生數略減學生數略減  

大學男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女性 任教師為 人 占 % ，與 相

比男性 任教師人數滅少 人 減少比率 % ，女性 任教師人數減少 人 減少比率 % 男

性學生人數為 人 占 % ，女性學生人數為 人 占 % ，與 相比男女學生人

數 增 率 減少 人 減少 % 及減少 人 減少 %  

 

 

單 人 % 

目 

任教師 學生數 

男  女  男  女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教育部統計處及新 市政府統計要覽 

413

402
389300

310 309

11,190 

9576 9444

15,667 

13,664 13,291 

0

4,000

8,000

12,000

16,000

20,0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 任教師 女性 任教師 男性學生數(右標) 女性學生數(右標)

人 人

資料來源 教育部統計處及新 市政府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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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四四四四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急 救急 救急 救急 救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急 救 補急 救 補急 救 補急 救 補 及馬 關懷急 救及馬 關懷急 救及馬 關懷急 救及馬 關懷急 救 男性人數男性人數男性人數男性人數高高高高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多多多多 中急 救中急 救中急 救中急 救

補 人數為最多補 人數為最多補 人數為最多補 人數為最多，，，，而馬 關懷急 救而馬 關懷急 救而馬 關懷急 救而馬 關懷急 救 補 人數最多補 人數最多補 人數最多補 人數最多  

急 救 男性補 人數為 人，女性補 人數為 人，與 相比 減少 人

及 人，增減率 減少 %及減少 % 而馬 關懷急 救 男性補 人數為 人，女性

補 人數為 人，與 相比 減少 人及減少 人，增減率 為減少 %及減少

%  

 

 

單 人 

目 
合計 急 救  馬 關懷急 救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50 237 18957

183
169

198

154

111

161

145

96

0

50

100

150

200

250

0

50

100

150

200

25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急 救 女性急 救

男性馬 關懷急 救 (右標) 女性馬 關懷急 救 (右標)
人 人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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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身心 礙身心 礙身心 礙身心 礙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身心 礙人口男性人數大 女性身心 礙人口男性人數大 女性身心 礙人口男性人數大 女性身心 礙人口男性人數大 女性，，，， 且男性與女性身心 礙人口且男性與女性身心 礙人口且男性與女性身心 礙人口且男性與女性身心 礙人口 增增增增

之趨勢之趨勢之趨勢之趨勢  

本區男性身心 礙人口為 人，女性為 人，性比例為 男 百女 ，與

相較男性身 人口增 人，女性身 人口增 人， 增減率來看男性身 人口增 %，

女性身 人口增 % 本區身 人口 增 且男女性身 人數亦 增 ，但

性比例卻 降情形，顯示在女性身 人口增 之 度高 男性身 人口  

 

 

單 男 百女 

目 
身心 礙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8,041 

9,071 9,138 

5,601 

6,573 6,718 

143.56 

138.00 

136.02 

132.0

134.0

136.0

138.0

140.0

142.0

144.0

146.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身心 礙人數 女性身心 礙人數 性比例

人 男/百女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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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 收收收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 收入戶人口收入戶人口收入戶人口收入戶人口數數數數

近 性比例 增近 性比例 增近 性比例 增近 性比例 增 ，，，， 男性 收入男性 收入男性 收入男性 收入戶戶戶戶人口數略大 女性人口數略大 女性人口數略大 女性人口數略大 女性，，，，近近近近 收入戶總收入戶總收入戶總收入戶總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本區 男性 記戶長之 收入戶戶數為 戶， 女性 記戶長之 收入戶戶數為

戶，與 相比，男性 記戶減少 戶，女性 記戶減少 戶，增減率 減少 %及 %

而 收入戶人口中，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性比例為 男 百女 ，與 相較，

男性 收入戶人口減少 人，女性則減少 人， 增減率來看男性 收入戶人口減少 %，

女性則減少 %  

 
單 戶 人 男 百女 

目 

收入戶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355 

3,337 3,134 

2,804 2,447 2,189 

2,536 

3,416 3,242 

2,817 2,383 2,080 

92.86 

95.35 

97.69 
96.67 

99.54 

102.69 

105.24 

84.0

88.0

92.0

96.0

100.0

104.0

108.0

0

1,000

2,000

3,000

4,000

民國100 民國101 民國102 民國103 民國104 民國105 民國106

男性 收入戶人口 女性 收入戶人口 性比例
人 男/百女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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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中中中中 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收入戶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中中中中 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收入戶戶數 男性 記戶長戶數大 女性 記戶長戶數 中中中中 收入戶人收入戶人收入戶人收入戶人

口數近 性比例口數近 性比例口數近 性比例口數近 性比例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而而而而 略略略略為為為為增增增增 ，，，，中 收入戶中 收入戶中 收入戶中 收入戶女性女性女性女性人口數略大 男人口數略大 男人口數略大 男人口數略大 男性性性性，，，，

中中中中 收入戶總人口 減少收入戶總人口 減少收入戶總人口 減少收入戶總人口 減少  

本區 男性 記戶長之中 收入戶戶數為 戶， 女性 記戶長之中 收入戶戶數為

戶，與 相比，男性 記戶減少 戶，女性 記戶減少 戶，增減率 減少 %及 %

而中 收入戶人口中，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性比例為 男 百女 ，與 相較，

男性中 收入戶人口減少 人，女性則減少 人， 增減率來看男性中 收入戶人口減少 %，

女性則減少 %  

 

目 

中 收入戶 

戶數 人口數 
性比例 

合計 男 女 男 女 

民國  … … … … … …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1,156 1,656 1,649 1,57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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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中 收入戶人口 女性中 收入戶人口 性比例
人 男/百女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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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獨 老人獨 老人獨 老人獨 老人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獨 老人獨 老人獨 老人獨 老人 男男男男性人數與性人數與性人數與性人數與女女女女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相等相等相等相等 獨 老人男獨 老人男獨 老人男獨 老人男女女女女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為近為近為近為近

最最最最 ，，，，且女性獨 老人人數首次超過男性獨 老人人數且女性獨 老人人數首次超過男性獨 老人人數且女性獨 老人人數首次超過男性獨 老人人數且女性獨 老人人數首次超過男性獨 老人人數  

本區獨 老人，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亦為 人，性比例為 男 百女 ，與

相比，男性人數增 人，女性增 人， 增減率來看，男性獨 老人增 %，女

性獨 老人增 % 民國 除 外 性比例大幅超過 男 百女 ，而

為 男 百女 ，表示女性人數首次超越男性人數  

 

單 人 男 百女 

目 
獨 老人人口數 

合計 男 女 性比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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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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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五五五五 醫療保健醫療保健醫療保健醫療保健    

主要死因主要死因主要死因主要死因    

本區本區本區本區男女性死亡原因皆 惡性腫瘤為首男女性死亡原因皆 惡性腫瘤為首男女性死亡原因皆 惡性腫瘤為首男女性死亡原因皆 惡性腫瘤為首，，，，前五大死因中男性死亡人數前五大死因中男性死亡人數前五大死因中男性死亡人數前五大死因中男性死亡人數皆皆皆皆大大大大

女性死亡人數女性死亡人數女性死亡人數女性死亡人數且 罹患惡性腫瘤人數且 罹患惡性腫瘤人數且 罹患惡性腫瘤人數且 罹患惡性腫瘤人數為罹患為罹患為罹患為罹患死因死因死因死因第第第第 心臟疾病的心臟疾病的心臟疾病的心臟疾病的 倍倍倍倍  

前五大死因為惡性腫瘤 心臟疾病 糖 病 肺炎及腦血管疾病， 中死 惡性腫瘤男

性為 人，女性為 人，總人數較 增 人，死 心臟疾病男性為 人，女性 人，

總人數較 增 人，死 糖 病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總人數較 增 人

性比例來看，第 為腦血管疾病 男 百女 ，第 為心臟疾病 男 百女 與 比

較，除腦血管疾病之外， 餘四 死因中男性相 女性罹患比率皆減少， 肺炎性比例 明顯減

少情形  

 

                                        單 人 男 百女 

主要死亡原因按性  

死因 

死因  
民國  民國  

主要 

死因 
男性 女性 

男 女 性比例 男 女 性比例 

惡性腫瘤          

心臟疾病          

糖 病          

肺炎          

腦血管疾病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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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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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    

職人員職人員職人員職人員    

職人員職人員職人員職人員薦任人員薦任人員薦任人員薦任人員 起女性人員 漸遞增起女性人員 漸遞增起女性人員 漸遞增起女性人員 漸遞增，，，， 薦任薦任薦任薦任女性人員首次高女性人員首次高女性人員首次高女性人員首次高

男性人員男性人員男性人員男性人員 委任委任委任委任人員人員人員人員長 來為長 來為長 來為長 來為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  

本區 所 職人員男性為 人，女性為 人，性比例 含簡任區長男性 人 為 男

百女 ， 中薦任人員，男性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性 比率 為 %與 %，與

相較增減人數 增減率 ，男性為增 人 % ，女性為減少 人 減少 % 委任人員男性

人數為 人，女性人數為 人，性 比率 為 %與 %，與 相較增減人數 增減率 ，

男性為增 人 % ，女性為增 人 %  

 

單 人 % 男 女 

目 

薦任人數 委任人數 

性比例 男  女  男  女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性 比率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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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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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職人員 齡職人員 齡職人員 齡職人員 齡    

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職人員 齡職人員 齡職人員 齡職人員 齡 歲最多歲最多歲最多歲最多，，，， 次為次為次為次為 歲歲歲歲及及及及 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職人職人職人職人

員員員員各 齡各 齡各 齡各 齡層層層層多 女性 多多 女性 多多 女性 多多 女性 多  

本所 職人員 歲 男性 人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歲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歲

歲男性 人 女性 人 與 相比 歲 男性增 人， 歲男性減少 人，

歲男性減少 人， 歲男性增 人，女性減少 人， 歲男性減少 人，女性減少

人， 歲男性性減少 人，女性增 人， 歲男性增 人，女性減少 人，

歲女性增 人， 歲女性增 人， 歲 女性減少 人  

 
 單 人 

目 

務人員按 齡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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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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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職人員教育程度職人員教育程度職人員教育程度職人員教育程度    

本本本本所所所所 職人員教育程度職人員教育程度職人員教育程度職人員教育程度，，，，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職職職職 及大學及大學及大學及大學畢業 女性人數畢業 女性人數畢業 女性人數畢業 女性人數大大大大 男性人數男性人數男性人數男性人數 多多多多，，，，

另另另另 職人員學歷 科職人員學歷 科職人員學歷 科職人員學歷 科 畢業人數 減少畢業人數 減少畢業人數 減少畢業人數 減少，，，，而大學畢業而大學畢業而大學畢業而大學畢業 增增增增     

本所 職人員學歷研究所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 大學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

為 人， 科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高中 職 畢業男性為 人 女性為 人，國 初 中畢

業男性為 人，與 相比，研究所畢業者男性增 人，女性增 人，大學畢業者男性增

人 女性不變， 科畢業者男性不變 女性減少 人，高中 職 畢業者男性不變 女性減少 人，國

初 中畢業者人數不變  

 
單 人 

目 

務人員教育程度 

研究所畢業 大學畢業 科畢業 高中 職 畢業 國 初 中畢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較

增減數 
               

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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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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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職人員考試及格錄職人員考試及格錄職人員考試及格錄職人員考試及格錄     

本區 職人員本區 職人員本區 職人員本區 職人員各各各各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及格錄及格錄及格錄及格錄 中中中中，，，，除除除除高等考試高等考試高等考試高等考試 普 考試普 考試普 考試普 考試及 他考試及 他考試及 他考試及 他考試男男男男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性人數

多 女性人數多 女性人數多 女性人數多 女性人數外外外外，，，， 餘餘餘餘考試考試考試考試及格人數均為及格人數均為及格人數均為及格人數均為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女性多 男性     

本所考試及格人數為 人 占 % ，依相關法 進用人數為 人 占 % ， 中考試

錄 之 職人員 特種考試及格人數最多，男性 人 占 % 女性 人 占 % ，與

比較男性增 人，女性減少 人， 次為升等考試， 中男性 人 占 % 女性 人 占 % ，

與 相較男性人數增 人，女性減少 人 再 次為高等考試，男性為 人 占 % 女性

為 人 占 % ，與 相較男性增 人 女性不變  

 

 

單 人 

目 

考試及格種類 依 他法

進用 高等考試 普 考試 初等考試 特種考試 升等考試 他考試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與較 增減數                      

與較 增減率                        

資料來源 本所人  

男性高考及格

8.40%

女性高考及格

7.63%

男性普考及格

5.34%
女性普考及格

4.58%

男性初等考試及格

0%

女性初等考試及格

2.29%

男性特等考試及格

12.98%

女性特等考試及格

28.24%

男性升等考試及格

9.16%

女性升等考試及格

11.45%

男性 他考試及格

1.53%

女性 他考試及格

0%
男性依 他法

進用

4.58%

女性依 他法 進用

0%

男性高考及格
女性高考及格
男性普考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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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初等考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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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升等考試及格
男性 他考試及格
女性 他考試及格
男性依 他法 進用
女性依 他法 進用資料來源 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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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性 主流 之意涵性 主流 之意涵性 主流 之意涵性 主流 之意涵     

 

    1995 聯合國第 4 世界婦女會 過 行動 言 ， 式 性 主流 作為各國

性 等之 球性策略 性 主流 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價值，希望所 政府的計劃與法 要

性 觀點，並在作 決策之前， 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 析， 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

不 性 等獲得 參與社會 共 務及資源 得之機會，最終 到實質性 等 要反應性

觀點，就必須先瞭解性 處境，國 間所重視的性 主流 ，須藉由 大工 (性 統計 性

析 性 預算 性 影響評估 性 意識 力 性 等機制)如 圖來完 ，茲簡述如  

 

一 性 統計性 統計性 統計性 統計  

      性 統計是由 婦女統計 演變而來，性 統計為依生理區隔的統計數據，適 的反應不

性 在政策面向 的處境， 呈現不 性 的處境 待遇及進 等實況， 過系統及科學的方法收

集與 析數據， 確保制定政策並非建構在錯誤的假設及偏見 ，並藉由 實數 ，提供各界作為

理性 析與討論的 實 礎 性 統計的 本要件 各種 個人為統計單 的資料皆應 生理 即

男 女 性 作為 類 2.必須確認相關資料的統計收集，與所欲 析和探討的性 議題 相關 而

性 統計的 能與影響包括 善用統計調查技巧，看見性 角色差異 融入性 敏感觀點，提升

大眾性 意識 矯 政策 的性 盲點， 進性 等 益  

                                                      
1資料來源 行政院性 等會 新竹縣政府衛生  

性 主流

大工

性性性性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性性性性

析析析析

性性性性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性 影響性 影響性 影響性 影響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性 意識性 意識性 意識性 意識
力力力力

性 等性 等性 等性 等
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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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性 圖像 

性 析性 析性 析性 析  

      性 析 即 性 為 礎的 析 作為 本概念，思考社會價值中的 性 盲 的存

在，根據 團法人婦女權益 進 展 金會的定義，性 析是整合婦女的主要活動和過程的重要

方法 方法為  

1. 了解並認知男性與女性生活 的差異， 及存在 女性之間的多樣 ，亦即存在 各經濟體或

社區 經濟 社會 文 環境 組織和政治結構之 ，她們的不 環境 責任 社會關 和

地  

2. 評估政策 計畫 案可能 女性與男性所產生的不 衝擊  

3. 過按性 區隔之統計資料的蒐集與運用，包括質 與量 的方式， 女性和男性產生不 影

響的情形及原因，進行比較  

4. 性 之考量納入政策的規劃 設計 執行和評估過程  

  故 性 析 為實 性 主流 的重要工 之一，可應用 政策或計畫階段，使所欲

執行之業務 政策或計畫的結果增 性在未來經濟 長與繁榮中 等之經濟機會與參與，並且改

變性 關  

    性 析進行方式如 確認問題與議題 定義預期結果 展 擇方案 評估及

擇方案 溝 政策 評估 析品質 故性 析在使性 觀點融合到業務或政策 展的每一個

驟之中，融入性 觀點的思考架構與 析 驟，制定改善性 不 等的策略， 實踐性 義的終

極目標  

性 預算性 預算性 預算性 預算  

      所謂 性 預算 ， 過前述性 統計及性 析之 ，若顯示某一特定之性 族群 如不

齡 教育程度 收入等之男性或女性 處 弱勢，且需政府制定法 政策 計畫或方案等予

補 時，勢必 配資源循預算程序處理，而 資源即是所謂的性 預算 換言之，性 預算可

藉由政策決策過程及預算程序落實性 主流 觀點之行動 言 又性 預算並非 為男性或女性編

列，而 重 共預算的收入與支出所 的影響與結果，亦即應 性 等而言 行政院

主計總處參考國 定義，認為性 預算是一個動態過程，強調 性 觀點融入 整合到收支預算程

序中， 關注的焦點是政府預算執行結果與 落實性 主流 觀點所產生的效益及影響，最終目

的在 改善資源配置 足不 性 者的需求與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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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 影響評估性 影響評估性 影響評估性 影響評估  

    性 影響評估 GIA ，目的在 使政策制定者更清楚掌握男女不 處境，並設定預期的結

果，使性 落差獲得改善，確保政策 計畫與法案，從研擬規劃 決策 執行 監督評估與

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都能納入性 觀點 預期政策效益包括檢視與回應政府現 體制的

不足 效運用國家資源 進政府決策與運作機制 明 落實憲法 本人權保 進性

等之社會效益等 國自 日起，凡報行政院之中長程計畫及送立法院之法

修 案，皆需附帶 性 影響評估審查表 ，即 性 影響評估表作為性 主流 大工 之總

者 進行性 影響評估 驟如  

 運用性 統計與 析 針 社會問題現況與未來環境預測的性 差異性需求評估  

 確認議題與目標 根據需求評估結果定義議題與問題， 展政策或計畫目標及 優先性  

 進行溝 與協調 確保政府 政策 計畫及立法目的與影響層面，能被充 了解  

 展方案與行動 展政策計畫建議或可 擇方案須 時考量與檢 執行的可行性與所需要

的資源  

 落實推動與執行 過程中 時不斷就所投入的資源 人力與物資 與原規劃 容進行檢視，並

就差異部 進行瞭解及修 另針 政策或計畫執行時所可能產生預期或不預期 生的 件

進行危機處理  

 動評估與檢討 檢 政策與計畫 效，協 斷政策的規劃符合目標的程度，並提供改進

的機會  

五 性 意識 力性 意識 力性 意識 力性 意識 力  

    增能/賦權是性 意識 力的重要 礎 從關注的問題 行動 建立並 展知識 持續 力

再 展解決之 ， 個過程即是 能 形 一股源 自 追求個體 長的增能力量，亦可看

關懷弱勢性 的動機萌 之 ，進而產生人權知識的省思與矯 歧視作為的行動，旨在落實人性的

關懷 婦女權益保護與性 人權  

    故吾人多 過性 主流 策略及性 意識相關研習訓練等課程， 性 意識 力 入

訓學員之認知及思維中，協 更瞭解不 性 者觀點與處境，並提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 等之

能力  

性性性性 等等等等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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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目前政府之性 機制指執行性 業務之 責組織，及深 性 意識之審查程序或參與機會

所形 之制度，都稱之為 性 等機制  茲 述如  

1. 在執行性 業務之 責組織方面，1997 立的行政院婦女權益 進委員會，2012 1 1

日 立行政院性 等處作為中央組織再 的火車頭， ，中央為五院所 立之院級性 等

會 中央各部會之性 等 案 組 在地方則為各地方政府之性 等會或因襲舊稱之婦權

會，及各縣市政府中各 處所 立之性 會 之性 等 責單 作為性 等政策規劃

強 婦女參與及不 性 者之 等參與的管  

2. 建立各 計畫審查之性 等機制，如在各 計畫或獎 之審查中，性 委員 家及不 性

者 適當之人員比例，組 審查 組共 參與之  

     不論從組織的組 及審查機制，都須確定任一委員會之組 皆符合 任一性 不少

之一 ， 符合性 等政策綱領之規定，並 責指 所屬單 ，配合政府之性 法規與政策， 性

主流 之 大工 ，進行性 影響評估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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