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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社會基於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多

年來，臺灣社會在法令政策推動及多元對話後，性別平權普遍受到重視，

臺灣女性已能在各行各業中綻放光彩，從女性教育權、工作權、成就表

現、社會福利保障，乃至國家或組織事務的決策參與，都有女性溫柔而堅

毅的力量在其中。 

    為讓臺灣能朝向性別平等、多元尊重的社會邁進，使不同性別的人均

能適性發展，尊重包容，政府持續推動性別平等政策，如修正並函頒「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推展性

別主流化工作、輔導獎勵中央及地方推動性別平等業務、促進女性國際參

與等等。然面對國內社會環境變遷及全球性別議題發展趨勢，如何突破傳

統文化習俗對性別角色之限制、縮短各領域的性別落差，鼓勵女性積極參

與社會、擔任決策角色並發揮潛能及影響力，是未來政府各級機關推動性

別平等永續發展的重要工作。 

    為掌握性別平等議題國內外發展趨勢，行政院於106年3月9日完成建

置並啟用「性別平等觀測站」，以「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

濟與福利」、「人口、婚姻與家庭」、「人身安全與司法」、「教育、文

化與媒體」、「健康、醫療與照顧」及「環境、能源與科技」等7大主題

作為觀測面向，讓民眾可輕鬆查詢性別平等新聞議題、研究文獻、統計數

據、相關政策推動情形、法規及多媒體資源等資訊，不但可以保障自身權

利，也可以提升性別意識。 

    依據「性別平等觀測站」專題報導單元中「女性在權力、決策與影響

力之地位評析」研究指出，103年我國女性立法委員比率為 35.5%，居於

全球前三分之一的位置，也是亞洲之冠。在109年立法委員選舉，女性當

選人（含不分區席次）比率再提升至41.59%，這個比率已達到北歐及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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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的「性別配額制度」，以保障「任一性別代表40%配額」作為政治平

權的標準，因此，我國在婦女政治權的提升可說是「領先亞洲，同步全

球」。 

    文明社會在進步過程中，最彰顯的特色就是人生而平等的價值觀，任

何人不應該因性別、信仰、族群、文化等差異受到歧視或不平等對待，本

書編纂之目的係透過性別統計之工具，性別主流化對本區的影響進行分

析，藉由數據與圖表分析窺其全貌，進而了解石碇區現況兩性平權架構的

實況，冀望能提供決策者藉由鄉村與都市的差異，分別規劃資源分配政

策，盡力達到各個社會層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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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北市石碇區人口性別結構 

       本行政區民國111年底人口數為7,292人，較上年底7,487減少

195人。現住人口性別組合男性較女性為多，男性為3,974人佔

54.50％、女性為3,318人佔45.50％。本行政區各里人口數分述如

下： 【參考圖1-111年新北市石碇區各里性別人口數】 

1. 石碇里人口數為408人，男性為215人，女性為193人。 

2. 潭邊里人口數為828人，男性為437人，女性為391人。 

3. 隆盛里人口數為705人，男性為397人，女性為308人。 

4. 烏塗里人口數計610人，男性為352人，女性為258人。 

5. 彭山里人口數為310人，男性為172人，女性為138人。 

6. 豐田里人口數為403人，男性為235人，女性為168人。 

7. 永定里人口數為644人，男性為350人，女性為294人。 

8. 中民里人口數為761人，男性為450人，女性為311人。 

9. 光明里人口數為275人，男性為160人，女性為115人。 

10. 豐林里人口數為316人，男性為169人，女性為147人。 

11. 永安里人口數為932人，男性為471人，女性為461人。 

12. 格頭里人口數為1,100人，男性為566人，女性為5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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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年新北市石碇區各里性別人口數 

 

表 1-新北市石碇區人口性別比例 
                                                                              單位：人、% 

 

年度 男(人) 女(人) 性別比例(男/女) 

100年 4,386 3,501 125.28 

101年 4,360 3,535 123.34 

102年 4,328 3,520 122.95 

103年 4,329 3,535 122.46 

104年 4,336 3,519 123.22 

105年 4,253 3,483 122.11 

106年 4,223 3,460 122.05 

107年 4,220 3,511 120.19 

108年 4,168 3,461 120.43 

109年 4,130 3,435 120.23 

110年 4,097 3,390 120.86 

111年 3,974 3,318 1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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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新北市石碇區人口性別比例 

 

由上述分析得知，本區各里截至 111 年底男女性別結構仍然為男性

多於女性。此乃由於過往的農業時代需要男性勞動力之發展背景及男性傳

宗接代之傳統觀念底下所衍生的人口結構，其結構會成為男多於女著實容

易推敲。惟此人口趨勢是否改變，可由本區性比例分析得知：從民國 100 

年至 111 年，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從 100 年125.28 逐漸下降至 111年 

119.77，顯見本區男多於女的趨勢雖無重大改變，但己略有改善，惟性別

比例之逐漸降低因素不在本節探討之內，僅供執政單位就鄉村及都市資源

如何分配提供數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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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北市石碇區調解委員之權力性別組成 

 一、調解委員會源起及概述： 

本區調解委員會係由區內具有法律知識，熱心公正的人士所組

成，負責為居民化解糾紛，提供快速及便捷的服務。調解服務項目

及限制如下: 

(一)民事糾紛案件方面有： 

1.債權、債務之清償； 

2.房地產之購置、租賃、佔用； 

3.家庭糾紛、繼承； 

4.商事買賣； 

5.其他有關民事事件。 

(二)刑事糾紛案件方面有： 

1.妨害風化、婚姻、家庭； 

2.妨害自由、名譽、信用及秘密； 

3.傷害、毀棄、損壞； 

4.親屬間財產犯罪； 

5.交通事故； 

6.其他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三)不得聲請調解案件： 

     1.離婚、收養； 

2.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租佃糾紛； 

3.民、刑案件已在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者。 

 二、調解委員會組成： 

本區調解委員會成員係由本公所區長遴薦或接受本區熱心公正

民眾報名，從中篩選18人提送台北地方法院，最終核定9人組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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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改選一次，視案件數量由主席不定期召開會議辦理調解。 

表 2-新北市石碇區調解委員性別結構 

                                                                               單位：人、%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碇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本區調解委員會於 100 年至 111 年間之委員人數皆為 9 人，惟男

女性比例結構於 103 年度發生改變，如下述分析： 

由以上表格分析得知，自 103 年起，調解委員在性別結構有所轉變，女

性人數增加而男性人數相對減少，代表在本區具有影響力以及能調停糾紛

者，已不再是獨尊男性。本區針對婦女人身安全，透過女性委員不同角度

的分析，在反暴力、反性別剝削的脈絡下，增進婦女人權意識，從近幾年

中的經驗，著實讓家事訴訟增加了另一套雙向、中立的調解模式。 

年度(年) 男 (人) 女 (人) 總計(人)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100 6 3 9 66.67% 33.33% 

101 6 3 9 66.67% 33.33% 

102 6 3 9 66.67% 33.33% 

103 5 4 9 55.56% 44.44% 

104 5 4 9 55.56% 44.44% 

105 5 4 9 55.56% 44.44% 

106 5 4 9 55.56% 44.44% 

107 5 4 9 55.56% 44.44% 

108 5 4 9 55.56% 44.44% 

109 5 4 9 55.56% 44.44% 

110 5 4 9 55.56% 44.44% 

111 5 4 9 55.56%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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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新北市石碇區調解委員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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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北市石碇區守望相助隊之兩性影響力 

一、  守望相助隊之成立目標： 

本區守望相助隊依據「新北市里守望相助隊管理實施計畫」成

立，目的為有效運用本區人力資源，鼓勵民眾主動參與，發揮守望相

助功能，協助維護居民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並且以里辦公處為主

體之自發性組織，由里長結合里內鄰長及熱心人士組成，每一里以一

隊為限。 

二、  守望相助隊成員資格及結構： 

本區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里民（里長擔任隊長者，不受年

齡限制），品德端正、素行良好、熱心公益、體格強健之里民，且無

重大犯罪經判刑確定者，得遴用為里守望相助隊成員。目前本區有潭

邊里及豐林里兩支守望相助隊，惟豐林里守望相助隊自104年始成

立，故為資歷相當年輕之隊伍。 

三、 本章就本區兩里守望相助隊成員分別分析如下： 

      1.潭邊里守望相助隊於民國100年成立時男性為24人，女性隊員9人，

總計33人，男性比率占有72.73%，女性佔有比率27.27%；民國101

年男性隊員為23人，女性隊員10人，總計33人，男性比率占有

69.70%，女性佔有比率30.3%；民國102年男性隊員為19人，女性隊

員10人，總計29人，男性比率占有65.52%，女性佔有比率34.48%，

民國103年男性隊員為20人，女性隊員12人，總計32人，男性比率

占有62.50%，女性佔有比率37.5%，民國104年男性隊員為18人，女

性隊員14人，總計32人，男性比率占有56.25%，女性佔有比率

43.75%；民國105年男性隊員為19人，女性隊員14人，總計33人，

男性比率占有57.58%，女性佔有比率42.42%；民國106及107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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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為20人，女性隊員16人，總計36人，男性比率占有55.56%，女

性佔有比率44.44%；民國108年男性隊員為19人，女性隊員15人，

總計34人，男性比率占有55.88%，女性佔有比率44.12%；民國109

年男性隊員為18人，女性隊員15人，總計33人，男性比率占有

54.55%，女性佔有比率45.45%;民國110年男性隊員為17人,女性隊

員為13人,總計30人,男性比率佔有56.67%,女性佔有比率43.33%;民

國111年男性隊員為17人,女性隊員為13人,總計30人,男性比率佔有

56.67%,女性佔有比率43.33%。 

                                                                       

表 3-潭邊里守望相助隊員性別結構 

                                                                               單位：人、% 

年度(年) 男性(人) 女性(人) 總計(人)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100 24 9 33 72.73 27.27 

101 23 10 33 69.70 30.30 

102 19 10 29 65.52 34.48 

103 20 12 32 62.50 37.50 

104 18 14 32 56.25 43.75 

105 19 14 33 57.58 42.42 

106 20 16 36 55.56 44.44 

107 20 16 36 55.56 44.44 

108 19 15 34 55.88 44.12 

109 18 15 33 54.55 45.45 

110 17 13 30 56.67 43.33 

111 17 13 30 56.67 43.33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碇區公所民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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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潭邊里守望相助隊員性別結構 

 

 

圖 5-潭邊里守望相助隊員性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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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可得知，潭邊里守望相助隊成員自100年起一直由多數男

性隊員組成，其原因不外於守望相助係以維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前

提，剛開始組隊時對於女性的參與僅限於行政事務，外勤社區巡視統一

由男性為主，較能確保社區安全維護。近期因社區安全效果顯著，女性

地位較受重視，隨著隊員增加漸漸的一些白天巡視業務，亦請男性隊員

與女性隊員共同組隊擔任巡守業務。從分析女性隊員占該里守望相助隊

員人數比例發現，曲線圖中女性比例之線條逐年上升，顯見本區以及該

里對於男女之界限已逐漸趨於平等，亦即女性能力不見得不如男性，而

女性對於公眾事務的參與也逐漸熱衷。 

2.豐林里守望相助隊之分析： 

      豐林里守望相助隊於民國104年初創男性隊員為12人，女性隊員15

人，總計27人，男性比率占有44.44%，女性佔有比率55.56%；民國105

年男性隊員為14人，女性隊員19人，總計33人，男性比率占有42.42%，

女性佔有比率57.58%；民國106年男性隊員為15人，女性隊員18人，總

計33人，男性比率占有45.45%，女性佔有比率54.55%；民國107年男性

隊員為14人，女性隊員17人，總計31人，男性比率占有45.16%，女性佔

有比率54.84%；民國108年男性隊員為16人，女性隊員13人，總計29

人，男性比率占有55.17%，女性佔有比率44.83%；民國109年男性隊員

為14人，女性隊員13人，總計27人，男性比率佔有51.85%，女性佔有比

率48.15%。民國110年男性隊員為17人,女性隊員為13人,總計30人,男性

比率佔有56.67%,女性比率佔有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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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豐林里守望相助隊員性別結構 

 
年度(年) 男性(人) 女性(人) 總計(人)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104 12 15 27  44.44% 55.56% 

105 14 19 33  42.42% 57.58% 

106 15 18 33  45.45% 54.55% 

107 14 17 31  45.16% 54.84% 

108 16 13 29  55.17% 44.83% 

109 14 13 27  51.85% 48.15% 

110 13 17 30  56.67 43.33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碇區公所民政災防課 

 

圖 6-豐林里守望相助隊員性別結構 

 
 

    石碇區豐林里守望相助隊於 104 年成立，依成立後前4年隊員招募結

果分析發現，雖然該里男性人口數多於女性，但比例不高僅多12%，且大

部分中壯年男性均外出工作，女性大部分待於家中照顧老年人及嬰幼兒，

閒暇之餘安排社區服務工作相對容易，所以參加守望相助隊之女性隊員人

數多於男性隊員人數，顯示該里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之熱衷及認同度遠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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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惟此一趨勢於108年發生變化，男性隊員人數首次高於女性隊員人

數，較趨近於該里男女性別人口數比例，109年男女性隊員人數差距縮

小，趨近於平衡，110年起因疫情因素影響參與之意願,造成隊員人數不足

排班不易,豐林里守望相助暫停社區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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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石碇區公所社會文化志工組成與人文影響力 

一、成立宗旨： 

為結合民間資源，培養熱心公益、服務奉獻之善良社會風氣，特

招募能勝任為民服務工作之志工，協助辦理公益活動等工作，以達成

親切、效率及便民之服務品質。 

二、志工成員資格及服務內容與對象： 

年滿 20 歲以上，身心健康思想純正，品性良好無不良嗜好，具

有服務熱忱，並對參與各項公益活動有興趣者。主要服務內容為： 

1.電話問安 2.關懷訪視 3.活動支援 4.不定期協助物資發放 5. 防

災宣導及整備作業 6.地方藝文活動導覽。且以服務兒童、婦女、新

住民、老人、身心障礙者為重點對象。 

表 5-新北市石碇區公所社會文化志工性別組成結構 

                                                                              單位：人、%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碇區公所社會人文課

年度(年) 男性(人) 女性(人) 總計(人)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101 7 6 13 53.85% 46.15% 

102 7 6 13 53.85% 46.15% 

103 7 10 17 41.18% 58.82% 

104 9 29 38 23.68% 76.32% 

105 8 36 44 18.18% 81.82% 

106 18 31 49 36.73% 63.27% 

107 18 32 50 36% 64% 

108 6 26 32 18.75% 81.25% 

109 5 21 26 19.23% 80.77% 

110 3 17 20 15% 85% 

111 3 17 20 15% 85% 



 
16 

 
圖 7-新北市石碇區公所社會文化志工性別結構 

 

    由表5及上圖明顯得知，103年至105年社會文化志工參與人數顯著增

加，其中女性增加比率高達260%，遠高於男性增加比率，使得105年女性

志工所占比率來到歷史新高81.82% 約為男性志工的4.5倍，嗣因106年起

招募志工時男性人數顯著增加，使得性別差異減緩。107年女性志工人數

已降至男性1.77倍，惟在109年及111年男性志工人數大幅下降，使得女性

志工人數比率回升至八成以上，顯見在志工參與部分，女性比男性較活

躍，而在社會人文關懷之影響力上，本區女性更是遠勝過男性。由此可

見，人文關懷層面因為屬於行政工作較多，不須重大勞力負擔，所以招募

此項志工女性較易募得，另女性細膩的工作服務精神也較適合本項業務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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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透過「新北市石碇區人口性別結構」分析各年度人口組成，得知本區

人口性別結構男性多於女性，且以前各年度皆無女性多過男性之情況，在

此結構基礎下，藉此統計分析使讀者明瞭本區女性在各項社會參與是否受

到本區人口性別組成之制約，而造成社會參與及影響力不足的問題。惟經

過「新北市石碇區調解委員之權力性別組成」、「新北市石碇區守望相助

隊之兩性影響力」及「石碇區公所社會文化志工組成與人文影響力」之統

計分析後發現，女性社會參與及其所透出之影響力，並不因基本人口結構

的性別比例差異而使女性社會參與不足，進而限縮女性在社會上的權力及

影響力之發展。因此，本區在性別主流化方面已藉由男女平等觀念的推

廣，使得女性願意走出家庭，為社會鄉里或社區服務參與付出，著實令人

值得稱讚。 

    透過統計資料分析後發現，男性在志願服務工作的參與程度已漸漸不

如女性，此種現象可以解讀為在封閉的封建家庭觀念中，本區男性為顧全

家庭三餐溫飽，將外出工作或務農，視為基本人生對待的態度，因此對服

務性公眾事務的參與積極度不足，致使本區女性在此面向漸漸嶄露頭角，

其餘三個項目的統計資料顯示，男女性的社會參與程度與男女性人口數的

比例約略相當。 

    希冀施政執行者能留意到社會活動之參與與其影響力成正比，如何保

持兩性平等參與，於擘劃施政藍圖時加入此篇分析結果及觀點，作為施政

調色盤上的一基礎色調，方能使施政藍圖更加璀璨，社會更加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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