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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ㄧ、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性別統計概況之統計數據，俾以 

          提供施政考核及釐訂施政計畫方針之參考。 

     二、本書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及本所業務單位編 

         報之公務統計報表，蒐集其資料內容加以整編而成。 

     三、本書之資料涵蓋現住人口性別結構、各年齡層人口、婚姻狀況、 

         原住民人口概況、從事公共行政事務人口等性別分析之相關主題。 

         四、 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底係指十二月底靜態數字。 

     五、本書社會救助分析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 」無數據。 

「--」有數值，但該數值無意義。 

「…」數值不詳或尚未產生資料。 

「0 」有數值，但數值不及半單位。 

   七、 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資料，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時 

       ，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九、本書荷蒙各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紉公誼，惟統計  

       數字誤漏之處，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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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近年來婦女運動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互動越趨頻繁，由政策方案的

議題性合作轉向制度設計的常設性分工，婦女運動正逐漸進入國家體

制。最明顯的例子，是受到國際潮流的影響以及政黨輪替的影響，在

這一波的政府再造中，國內婦女團體連署要求成立中央專責專職的一

級單位。傳統社會部門的運動方式有逐漸轉型，並要求融入國家部門

操作的趨勢，這樣的實際經驗正在逐步累積與摸索嘗試中。 

    行政院為促進政府機關之橫向連繫，強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整

體效能，特於 86年 5月 6日成立任務編組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101年 1月 1日行政院院本部組織改造，於行政院內成立性別

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構，並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平政策，

俾使政府施政落實性別平等及納入性平觀點;係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的設立運作，與目前婦女團體所推動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兩

者其實是在不同的結構脈絡與政治機會中發展出來，也呈顯出不同的

性別關係。 

   性別統計是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具之一，目的在藉由數字適

切反應出不同性別在各個政策上的處境與狀況，提供政策規劃之

參考。早期我國各項統計資料之蒐集雖有按性別分類，惟未普及

化，也未彙集成單一性別統計資料服務窗口，自婦權會委員會議

決議「建立我國以性別為基礎之國家相關統計分析資料」，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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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別統計資料之蒐集。我國於 94 年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

工作，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

意識培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為主要推動工具，而為協助各

部會分階段逐步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要求

各部會依其業務性質，自行擬訂推動性別主流化計畫，並於每年

年底提報成果報告至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再提報至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 

   性別主流化源於男女生命歷程，需求及經驗差異，因此需顧及因男

女關心的事務及需要。落實性別主流化，於分析現況時，需以統計數

字為基礎，透過系統及科學方法收集與分析數據，並依性別分類之統

計資料，所反應出兩性參與所社會經濟領域的情況，瞭解兩性在現存

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等不同之處境，以確保制訂之政策

是建構在正確的數據及推論上，因此，性別統計是推動性別主流化不

可或缺之重要工具。 

  本所配合落實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工作，透過完善的照顧體系，

讓男女都可以在工作及家庭中取得平衡，並在社會參與及健康照顧等

方面獲得協助，而各里年齡層結構、婚姻及教育等現況之統計資訊，

正是本所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時，可資參考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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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本區性別統計指標 

一、現住人口性別結構 

   本區 110年底總人口數為 205,990人，其中男性為 100,266人，女

性為 105,724人，109年底總人口數為 205,847人，其中男性為 100,104

人，女性為 105,743人，男性人口數中 110年較 109年增加 162人，

女性人口數 110年較 109年減少 19人； 而 109年底總人口數為 205,847

人，其中男性為 100,104人，女性為 105,743人，108年底總人口數為

203,429人，其中男性為 98,995，女性為 104,434人，男性人口數中

109年較 108年增加 1,109人，女性人口數 109年較 108 年增加 1,309

人。             

                   表一：本區近年現住人口性別結構            單位:人 

 

年   別 

年底總 

人口數 

人  口  數 人口性別 

比例(%) 
男 占比率 女 占比率 

102年 194,200 95,471 49.16 98,729 50.84 96.70 

103年 195,140 95,721 49.05 99,419 50.95 96.28 

104年 196,028 95,902 48.92 100,126 51.08 95.78 

105年 197,749 96,598 48.85 101,151 51.15 95.49 

106年 199,321 97,241 48.79 102,080 51.21 95.25 

107年 200,535 97,696 48.71 102,839 51.29 95.00 

108年 203,429 98,995 48.66 104,434 51.34 94.79 

109年 205,847 100,104 48.63 105,743 51.37 94.67 

110年 205,990 100,266 48.68 105,724 51.32 94.84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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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近年現住人口性別分析 

 

 

 

 圖 2：近年現住人口性別比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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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110年各里現住人口性別比率表 

                                                       單位:人 

 里    別  合   計    男  性    比  率    女  性   比  率 

八連里 1,022       549  53.72        473  46.28 

大同里 2,910     1,357  46.63      1,553  53.37 

山光里 3,029     1,470  48.53      1,559  51.47 

中興里 7,966     3,879  48.69      4,087  51.31 

仁德里 1,873       899  48.00        974  52.00 

文化里 4,860     2,347  48.29      2,513  51.71 

北山里 5,841     2,767  47.37      3,074  52.63 

北峰里 5,155     2,572  49.89      2,583  50.11 

白雲里 4,583     2,291  49.99      2,292  50.01 

江北里 6,244     3,206  51.35      3,038  48.65 

自強里 6,202     2,941  47.42      3,261  52.58 

秀山里 4,800     2,373  49.44      2,427  50.56 

秀峰里 5,750     3,048  53.01      2,702  46.99 

宜興里 2,993     1,388  46.37      1,605  53.63 

忠山里 3,283     1,562  47.58      1,721  52.42 

忠孝里 8,301     3,993  48.10      4,308  51.90 

東山里 625       327  52.32        298  47.68 

東勢里 4,808   2,354 48.96      2,454  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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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110年各里現住人口性別比率表(續 1)     單位:人 

 

  里  別  合   計  男   性 比   率   女   性 比   率 

金龍里     5,471      2,626  48.00      2,845  52.00 

長安里     1,670        828  49.58        842  50.42 

長青里       931        436  46.83        495  53.17 

信望里       347        187  53.89        160  46.11 

保安里     1,700        854  50.24        846  49.76 

保長里     5,004      2,453  49.02      2,551  50.98 

保新里     2,956      1,460  49.39      1,496  50.61 

厚德里     7,690      3,814  49.60      3,876  50.40 

城中里     4,771      2,214  46.41      2,557  53.59 

建成里     5,417      2,512  46.37      2,905  53.63 

拱北里     5,308      2,701  50.89      2,607  49.11 

茄苳里     4,765      2,405  50.47      2,360  49.53 

烘內里     1,565        822  52.52        743  47.48 

崇德里     5,297      2,604  49.16      2,693  50.84 

康福里     5,254      2,448  46.59      2,806  53.41 

復興里     7,310      3,403  46.55      3,907  53.45 

智慧里     4,853      2,274  46.86      2,579  53.14 

湖光里     6,273      2,973  47.39      3,300  52.61 

湖蓮里     2,819      1,310  46.47      1,509  53.53 

湖興里     6,562      3,278  49.95      3,284  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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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10年各里現住人口性別比率表(續 2)單位:人 

 里    別     合  計   男  性 比  率   女  性 比  率 

新昌里     5,651      2,726  48.24      2,925  51.76 

義民里     1,364        666  48.83        698  51.17 

福山里     3,727      1,744  46.79      1,983  53.21 

福安里     7,295      3,503  48.02      3,792  51.98 

福德里     3,416      1,632  47.78      1,784  52.22 

樟樹里     2,182      1,148  52.61      1,034  47.39 

橫科里     4,710      2,317  49.19      2,393  50.81 

橋東里     3,507      1,662  47.39      1,845  52.61 

興福里     3,203      1,537  47.99      1,666  52.01 

環河里     1,263        674  53.37        589  46.63 

禮門里     1,147        555  48.39        592  51.61 

鄉長里     2,317      1,177  50.80      1,140  49.20 

    205,990   100,266   100.00    105,724  100.00 

          各里男性人口數中占該里人口數之比率最高的是信望里比率 

      為 53.89%，其次是八連里比率占 53.72%，再其次是環河里占 53.37% 

      ，及秀峰里占 53.01%；而以宜興里及建成里僅占 46.37%為最低。 

      各里女性人口數中占該里人口數之比率最高的是建成里及宜興里比        

      率為 53.63%，其次是城中里占 53.59%，再其次是湖蓮里 53.53% 

     ，而以信望里比率最低僅占 46.11%，其次為八連里占 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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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年齡層人口性別分析 

          本區幼年人口數(0-14歲)中，男性人口數比率皆高於女性人

口比率，青壯年人口數 (15-64歲)中，男性人口比率則低於女性

人口比率。歷年男女幼年人口(0-14歲)比率呈現下滑趨勢，而老

年人口(65歲以上)比率則呈現上升趨勢。 

         本區 110 年幼年人口數(0-14歲)中，男性人口數比率 5.15%

高於女性人口比率 4.72%，二者相差 0.43%；青壯年人口數 

(15-64歲)中，男性人口比率為 36.78% 低於女性人口比率

37.76%，二者相差 0.98%，而老年人口(65歲以上)中女性比率

高於男性比率 2.11%。  

              表三、本區近年現住人口之年齡層性別分析  單位:人% 

 年 

 底 

 別 

 總 

 人 

 口 

 數 

                  年      齡     結    構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02年 194200 11928 6.14 11000 5.66 75395 38.82  77874 40.09  8148 4.19 9855 5.07 

103年 195140 11689 5.99 10736 5.52 75352 38.61  78118 40.03  8680 4.44 10565 5.41 

104年 196028 11191 5.71 10359 5.29 75512 38.52  78378 39.98  9199 4.69 11389 5.81 

105年 197749 10992 5.57 10234 5.18 75663 38.26  78451 39.67  9943 5.02 12466 6.30 

106年 199321 10778 5.41  9995 5.01 75749 38.00  78448 39.30 10714 5.38 13637 6.90 

107年 200535 10603 5.29  9753 4.86 75572 37.69  78342 39.07 11521 5.75 14744 7.35 

108年 203429 10682 5.25  9813 4.82 75973 37.35  78620 38.65 12340 6.06 16001 7.87 

109年 205847 10674 5.19  9896 4.81 76235 37.04  78623 38.19 13195 6.40 17224 8.37 

110年 205990 10619 5.15  9714 4.72 75768 36.78  77779 37.76 13879 6.74 18231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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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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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0年度按年齡層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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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109 年至 110 年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表 

                                                                                                                                                                                                                                                                                                                                                                                                                                                                                       

三、婚姻狀況性別分析 

本區 110年未婚男性多於女性，有配偶、離婚、喪偶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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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女性居高，其中有配偶人口數 110年度女性約為男性 1.01倍，

109年度亦是女性約為男性 1.01倍，離婚人口數 110年度女性約為

男性 1.28倍，109年度女性約為男性 1.29倍，喪偶人口數 110年

度女性約為男性 5.36倍，109年度女性約為男性 5.35倍，近二年

此倍數相距不大; 110年度離婚人口數為 19,301人，108年度離婚

人數為18,696人，增加人數為605人，109年度離婚人口數為19,088

人，108年度離婚人數為 18,696人，增加人數為 392人。 

    表四：本區近年現住人口婚姻概況性別分析  單位:人 

性  別 總  計 未 婚 有 配 偶 離 婚 喪 偶 

民國 110年底 205990 85219 90673 19301 10797 

男 100266 45018 45082 8468 1698 

女 105724 40201 45591 10833 9099 

民國 109年底 205,847 85,628 90,594 19,088 10,537 

男 100,104 45,094 44,996 8,354 1,660 

女 105,743 40,534 45,598 10,734 8,877 

民國 108年底 203,429 85,124 89,254 18,696 10,355 

男 98,995 44,834 44,308 8,220 1,633 

女 104,434 40,290 44,946 10,476 8,722 

民國 107年底 200,535 84,417 87,866 18,193 10,059 

男 97,696 44,420 43,698 7,974 1,604 

女 102,839 39,997 44,168 10,219 8,45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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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09年與 110年婚姻狀況性別分析 

     

四、原住民人口概況性別分析 

         本區 110年原住民人口數，女性人口數多於男性，110年底

原住民總人數為 4,492人，以戶籍登記男性為 2,164人，女性

為 2,328 人，原住民性別比例為 92.96 %。 

        109年原住民人口數，女性亦多於男性，109年底原住民總

人數為 4,498人，以戶籍登記男性為 2,163人，女性為 2,335 

人，原住民性別比例為 92.63 %。近二年本區原住民人口數及

性別比例皆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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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本區近年原住民人口概況性別分析      單位:人 

 

年底別 

原     住     民    人    口    數 

合   計 男 占比率 女 占比率 

103年 4,359 2,110 48.41 2,249 51.59 

104年 4,430 2,122 47.90 2,308 52.10 

105年 4,502 2,164 48.07 2,338 51.93 

106年 4,480 2,138 47.72 2,342 52.28 

107年 4,408 2,131 48.34 2,277 51.66 

108年 4,484 2,153 48.02 2,331 51.98 

109年 4,498 2,163 48.09 2,335 51.91 

110年 4,492 2,164 48.18 2,328 51.8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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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近年原住民人口數性別分析 

 五、從事公共行政事務人口性別分析 

        110年公共行政事務參與度方面，當年職員人數女性為 43

人、男性有 28人，女多於男，顯示女性因家庭因素，仍偏好從

事穩定之職業，而里長中女性為 11人、男性有 39人，以男性為

主、鄰長則以女性為主，其中女性為 626人、男性有 487人，顯

示女性對從政較為積極參與之。 

        表六：110年底本所公職人員及本區参與公共行政人口性別分析 

                                                                                                     單位:人 

性別 性別 當年職員人數 里長人數 鄰長人數 

 總 計 74 50 1101 

109 男 31 39 475 

年 女 43 11 626 

 男占比% 41.89% 78.00% 43.14% 

 女占比% 58.11% 22.00% 56.86% 

 總 計 71 50 1113 

110 男 28 39 487 

年 女 43 11 626 

 男占比% 39.44% 78.00% 43.76% 

 女占比% 60.56% 22.00% 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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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室及民政課 

 

         

                                                                                                                                                                                                                                                                                                                                                                                                                                                                                                                                                                                                                                                                                                                                                                                                                                                                                                                                                                                                                                                                                                                                                                                                                                                                                                                                                                                                                                                                                                                                                                                                                                                                                                                                                                                                                                                                                                                                                                                                                                                                                                                                                                                                                                                                                                                                                                                                                                                                                                                                                

     圖 7 : 110年本所公職人員及本區参與公共行政人口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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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結     論 

    臺灣自 2005年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後，成功的將此概念推廣到

全國公部門運用，也使性別主流化的概念深植人心，在公部門成功的

推動了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性別預算及性別意識培力，並且於

各部門成立內部的性別小組及性別平等委員會等工作，性別主流化的

工作中漸趨成熟。唯一未曾系統性推動的是「性別分析」的工作，而

性別分析就像性別主流化的靈魂一樣，可以將目前趨向制式化的性別

主流化工作提升內部深度的意涵，讓有心推動內部性別分析的公務體

系人員能夠更有遵循的方向。 

   在國內實施的成果可以看出一般部門都將性別分析的工作認為是

統計部門該具備的，也看出一般業務部門對於性別分析工作的隔離以

及不熟悉度，但統計部門並不見得瞭解業務部門工作的內涵，未來若

兩者之間能多加合作，相信對部門內部整體的性別分析可以更有幫助。 

    110年本區人口數遞增，女性均高於男性，而人口數遞增趨勢中，

導致性比例同步呈現遞增走勢。性別平等的程度展現社會、城市和國

家的進步程度。本所更將持續在原有的工作或活動中融入性別觀點，

深化性別主流化，以消除對性之形式歧視，透過各項活動倡議，讓性

別平等成為生活慣行，深入每一角落。 

   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推動，培養公務人員具有性別敏感度，

本院於 93年 10月 21日函頒之「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

畫」，明定各主管機關辦理相關訓練課程，歷經 6次修正，並於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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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7日函頒修正「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將實施對象

擴大至政務人員並新增訓練辦理原則。各機關可藉由調查所屬人員興

趣及需求、結合性別與主管業務並參考「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

內容分類表」規劃相關課程。 

  為利各機關規劃合宜之訓練課程並提供公務員自主學習之平臺，

本院建置「性別意識培力資源整合平臺」，整合中央部會、地方主管機

關及本院性別平等處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資訊與資源，以服務使用者

需求為設計主軸。 

    性別統計為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工具之一，期能透過性別統計數據

及相關資訊，以觀點分析獲取性別差異之原因，以提供各機關作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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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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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各機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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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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