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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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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環境等脈

絡之不同處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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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的工作重點是持續將性平觀念落實到日常生活上，除了持續培力婦

女團體，鼓勵更多女性人才投身於公共事務，首要之務為建立完善的照顧體系

讓男女都可以在工作與家庭取得平衡，兼顧社會參與及健康照顧，已達成社會

經濟發展和家庭照顧的雙贏，家中有幼兒和長輩需要照顧時責任通常落在女性

身上，要照顧小的也要照顧老的相當辛苦，因此新北市大力推動公共托育服務

也廣設銀髮俱樂部以減輕家庭照顧者之壓力，使女性不再是主要照顧者，再針

對身心礙障的朋友推行多元照顧支持服務，期望能提升服務品質及滿足不同性

別需求，推動政策時融入性平元素深入每個角落，編撰性別圖像正是本所推動

性別平等工作時，可資參考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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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本區性別統計指標本區性別統計指標本區性別統計指標本區性別統計指標    

一、現住人口性別結構 

  本區 108 年底總人口數為 23,725 人，其中男性為 11,855 人，女性為 11,870 人，男性

人口數較 99 年 11,710 人，增加 15 人，女性人口數較 99 年 11,531 人增加 339 人；本區

男性人口一直較女性人口數多，性比例從 99 年底以來皆高於 100%，直到 108 年底為

99.87%，且觀察近年來人口數，從 99 年底 23,241 人至 108 年底 23,725 人增加 484 人，

呈現穩定趨勢，顯示本區人口持續緩慢增加。 

表一：本區近年現住人口性別結構 

年   別 
年底總 

人口數 

人  口  數 
性比例(%) 

男 女 

99 年 23,241 11,710 11,531 101.55 

100 年 23,531 11,848 11,683 101.41 

101 年 23,569 11,862 11,707 101.32 

102 年 23,622 11,865 11,757 100.92 

103 年 23,636 11,861 11,775 100.73 

104 年 23,594 11,811 11,783 100.24 

105 年 23,863 11,850 11,833 100.14 

106 年 23,660 11,837 11,823 100.12 

107 年 23,634 11,841 11,793 100.41 

108 年 23,725 11,855 11,870 99.87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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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歷年人口性別結構 

 

 

二、各年齡層人口別分析 

    民國 108 年底本區人口年齡分布，適於工作年齡(15~64 歲)人口數 18,059 人約占

全區總人口數之 76.12%，顯示本區勞動力尚屬充沛，促進經濟發展較有助益，而老年人

口(65 歲以上)有 3,469 人約占 14.62%，由於國民生活水準提高醫療位生進步促使國人壽

命延長，故其所佔比率亦逐年遞增。惟幼年人口(0~14 歲)有 2,197 人約占 9.26%，因結

婚年齡延後生育年齡提高加上整體經濟環境影響，造成生育率逐年下降其所佔比例也隨

之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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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本區近年現住人口之年齡層性分析本區近年現住人口之年齡層性分析本區近年現住人口之年齡層性分析本區近年現住人口之年齡層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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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99 年 23,241 1,711 14.61 1,620 14.05 9,055 77.33 8,888 77.08 944 8.06 1,023 8.87 100 年 23,531 1,649 13.92 1,480 12.67 9,234 77.94 9,138 78.82 965 8.14 1,065 9.12 101 年 23,569 1,561 13.16 1,407 12.02 9,292 78.33 9,174 78.36 1009 8.51 1,126 9.62 102 年 23,622 1,510 12.73 1,336 11.36 9,302 78.40 9,224 78.46 1053 8.87 1,197 10.18 103 年 23,636 1,432 12.07 1,288 10.94 9,293 78.35 9,207 78.19 1136 9.58 1,280 10.87 104 年 23,594 1,320 11.18 1,203 10.21 9,292 78.67 9,186 77.96 1199 10.15 1,394 11.83 105 年 23,683 1,283 10.83 1,164 9.84 9,294 78.43 9,153 77.35 1273 10.83 1,516 12.81 106 年 23,660 1,226 10.36 1,085 9.18 9,253 78.17 9,099 76.96 1358 11.47 1,639 13.86 107 年 23,634 1,176 9.93 1,039 8.81 9,197 77.67 8,997 76.29 1468 12.40 1,757 14.90 108 年 23,725 1,176 9.92 1,021 8.60 9,104 76.79 8,955 75.44 1575 13.29 1,894 15.96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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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8 年按年齡別分析圖 

 

三、婚姻狀況分析 

  108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計 21528 人，其中未婚者為 10104 人占 46.93%；有偶

者 10265 人占 47.68%；離婚者為 2023 人占 9.40%；喪偶者 1333 人占 6.20%；有偶者

比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離婚及喪偶者比率則逐年上升。 

表三、本區近年現住人口婚姻概況 

性性性性        別別別別    總總總總        計計計計    未未未未    婚婚婚婚    有有有有    配配配配    偶偶偶偶    離離離離    婚婚婚婚    喪喪喪喪    偶偶偶偶    

男 11710 5675 5163 712 160 

女 11531 4841 5033 807 850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9999999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241232412324123241    10516105161051610516    10196101961019610196    1519151915191519    1010101010101010    

男 10199 4097 5164 761 177 

女 10203 3360 5085 862 896 



 

6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11100000000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0402204022040220402    7457745774577457    10249102491024910249    1623162316231623    1010101077773333    

男 11862 5730 5151 793 188 

女 11707 4821 5068 894 924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101101101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569235692356923569    10551105511055110551    10219102191021910219    1687168716871687    1112111211121112    

男 11865 5738 5122 807 198 

女 11757 4759 5116 931 951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2102102102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622236222362223622    10497104971049710497    10238102381023810238    1738173817381738    1149114911491149    

男 11861 5709 5111 837 204 

女 11775 4746 5113 941 975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3103103103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636236362363623636    10455104551045510455    10224102241022410224    1778177817781778    1179117911791179    

男 11811 5638 5099 866 208 

女 11783 4693 5128 963 999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4104104104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594235942359423594    10331103311033110331    10227102271022710227    1829182918291829    1207120712071207    

男 11850 5629 5105 907 209 

女 11833 4666 5124 997 1046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5105105105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683236832368323683    10295102951029510295    10229102291022910229    1904190419041904    1255125512551255    

男 11837 5574 5127 929 207 

女 11823 4633 5114 1012 1064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6106106106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660236602366023660    10207102071020710207    10241102411024110241    1941194119411941    127112711271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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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1841 5549 5125 962 205 

女 11793 4568 5113 1024 1088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7107107107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634236342363423634    10117101171011710117    10238102381023810238    1986198619861986    1212121293939393    

男 11855 5539 5133 976 207 

女 11870 4565 5132 1047 1126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8108108108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23725237252372523725    10104101041010410104    10265102651026510265    2023202320232023    133313331333133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圖三 ： 108 年婚姻狀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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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原住民人口概況 

     本區原住民人口數，女性皆多於男性，以 108 年底戶籍登記男性為 105 人女性為 128 人原

住性比例為 82.03 %。 

表 4：本區近年原住民人口概況 

 

  年  底  別 

原     住     民    人    口    數 

合   計 男 女 性比例(%) 

(男/女)*100 

99 年 225 105 120 87.50 

100 年 230 112 118 94.92 

101 年 233 106 118 89.83 

102 年 225 104 121 85.95 

103 年 217 102 115 88.70 

104 年 222 105 117 89.74 

105 年 225 104 121 85.95 

106 年 214 98 116 84.48 

107 年 214 96 118 81.35 

108 年 233 105 128 82.0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圖 4 原住民性別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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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事公共行政事務分析 

  1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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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偏好從事穩 

  定之職業，而里長以男性為主、鄰長則以女性為主，顯示女性對從政較積極熱情。 

表 5：108 年本所公職人員及本區参與公共行政人口分析 

性別 公所現有職員人數 里長人數 鄰長人數 

總計 26 8 236 

男 13 6 115 

女 13 2 121 

男占比% 50% 75% 48.73% 

女占比% 50% 25% 52.57% 

資料來源：本所人事課及民政課 

                     

圖 5：108 年本所公職人員及本區参與公共行政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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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參參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近年本區人口數中，男性均高於女性，而人口數遞增趨勢中，女性遞增情

形高於男性，導致性比例同步呈現平衡走勢。 

   性別平等的程度展現社會、城市和國家的進步度。105 年訂為新北性平年、

106 年為性平精進年、107 年為性平生活年、108 年起則以新北性平好生活維

持續努力的目標。 

  本所更將持續在原有的工作或活動融入性別觀點，深化性別主流化，以消除

對性一切形式歧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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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統計為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工具之一，期藉由性別統計數據及相關資訊，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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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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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或需求使得定政策更有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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