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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肚區性別統計分析 

前言 

「性別主流化」是一種促進性別平等的策略。過去人類社會為了達

到性別平等的目標，往往從如何給予婦女更多權益的觀點出發，但是事

實上，傳統社會給予男性的性別角色的壓抑，也造成對於男性的某種壓

迫；因此，性別平等是重新以「性別主流化」的角度來審視「性別平等」，

藉由一個在政策與法律面的運動，檢視並立法修改性別不平等的政策與

法律，創造性別(男女)平等的社會。 

本區 105 年底總人口性比例為 104.38，男性人口數多於女性，但相

較於 95 年底的 106.23 則減少 1.85，顯示女性人口比例有逐漸增加之

趨勢；而不論在家庭或經濟活動，兩性角色所扮演之權利與義務，亦隨

著環境變遷有別於傳統，兩性相關資訊更受到社會囑目。 

本文蒐集相關性別統計數據，呈現性別在婚姻家庭、教育、社會福

利、社會參與...等各方面的結構與變遷、期許提升本區性別主流化觀念

及性別平等意識，並於制定政策、計畫及資源分配時，能納入性別主流

化觀點，達成性別的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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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口 

一、人口概況 

本區 105 年底男性人口數 29,216 人，女性人口數 27,991 人，

性比例(男/百女)為 104.38，較 104 年底 105.05 下降 0.67，顯示

本區男、女比例逐漸接近。就各里性比例觀之，以永順里 116.22

最高(人口數第 12)，成功里 114.20 次高(人口數第 15)，新興里

111.06 居第三高(人口數第 8)；而性比例最低之區域為大肚里

97.78(人口數第 10)。 

二、人口年齡分配 

本區 105 年底男性人口 0 至 14 歲，15 歲至 64 歲，65 歲以上

者分別占 14.12%、74.90%及 10.98%。 

本區 105 年底女性人口 0 至 14 歲，15 歲至 64 歲，65 歲以上

者分別占 13.74%、73.78%及 12.48%。 

本區 0 至 14 歲人口性比例為 107.28，15 歲至 64 歲人口性比

例為 105.96，顯示本區幼年人口及青壯年人口，男性人口數均為多

於女性。 

本區 65 歲以上口女性人口高出男性人口 1.50 個百分點，性比

例為 91.84，顯示本區女性人口較長壽。 

三、人口消長 

本區 105 年男性粗出生率為 9.10‰，女性粗出生率為 9.57‰，

出生嬰兒性比例(男/百女)99.62，較 104 年下降 21.68。 

本區 105 年男性粗死亡率為 8.07‰，女性粗死亡率為 4.71‰。 

四、原住民概況 

本區 105 年底現住男性原住民人口數共 709 人，女性原住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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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數共 770 人，原住民性比例(男/百女)為 92.08，較 104 年底下降

1.64 個百分點。 

五、婚姻狀況 

本區 105 年底 15 歲以上男性人口數為 25,089 人，其中未婚、

有偶、離婚及喪偶人口分別占 38.79%、52.03%、6.78%、2.40%；

15 歲以上女性人口數為 24,144 人，其中未婚、有偶、離婚及喪偶

人口分別占 31.41%、52.11%、6.58%、9.90%。 

近十年來男、女兩性離婚者比例各增加 2.12 及 2.49 百分點，

有逐漸上升趨勢。 

本年 15 歲以上男性未婚者比例高出女性未婚者 7.38 個百分點；

若以近十年來觀之，男性未婚者略增加 0.32 個百分點，女性則減少

0.36 個百分點，顯示本區未婚男性比例偏高。 

而喪偶人口比例女性則高出男性 7.50 個百分點，顯示本區女性

喪偶者遠多於男性喪偶者，其主因乃本區 65 歲以上者女性人口多

於男性人口，且女性喪偶後再婚者遠低於男性。 



4 
 

貳、福利與家庭 

一、身心障礙人口 

本區 105 年底之男、女性身心障礙人口數分別為 1,708 人及

1,248 人，分別較 104 年底增加 5 人或增加 0.29%及增加 23 人或

增加 1.88%。  

性比例則由 104 年底的 139.02 降為 136.86，顯示本區身心障

礙人數逐年增加，而男、女性身心障礙人數之差異則逐漸縮小。 

二、獨居老人概況 

本區 105 年底之男性獨居老人人數為 20 人，較 104 年底無增

減；女性獨居老人人數為 22 人，較 104 年底增加 8 人或增加 57.14%。

一般女性獨居老人(含原住民身分)占獨居老人人數的 38.10%，顯示

本區女性需關懷之獨居老人所占比例相當高且有增加趨勢。 

三、申請急難救助概況 

本區 105 年申請急難救助之男性人數為 38 人，較 104 年增加

11 人或增加 40.74%，女性人數為 19 人，較 104 年減少 1 人或減

少 5.00%。 

四、申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概況 

本區 105 年申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之男性人數為 32 人，較

104 年減少 10 人或減少 23.81%，女性人數為 235 人，較 104 年

增加 63 人或增加 36.63%。 

本區 105 年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補助男性金額為 244,587 元，

補助女性金額為 2,400,802 元。 

五、特殊境遇家庭概況 

本區 105 年底特殊境遇家庭之男、女性申請人數為 12 人及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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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別較 104 年底減少 4 人或減少 25.00%及增加 9 人或增加

11.54%，扶養子女之男、女性人數分別為 76 人及 64 人，較 104

年底增加 18 人或增加 31.03%，及增加 22 人或增加 52.38%。 

六、原住民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 

本區 105 年底之原住民低收入戶男、女性分別為 76 人及 69 人，

分別較 104 年底增加 8 人或增加 11.76%及減少 2 人或減少

2.82%。 

本區 105 年底之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男性為 22 人，較 104 年底

增加 3 人或增加 15.79%；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女性為 13 人，較 104

年底無增減。 

七、低收入戶 

本區 105 年底之低收入戶戶數(以戶長為統計對象)男、女性分別

為 285 戶及 205 戶，分別較 104 年底增加 21 戶或增加 7.95%及增

加 2 戶或增加 0.99%。  

本區 105 年底之低收入戶人數男、女性分別為 682 人及 638 人，

分別較 104 年底增加 27 人或增加 4.12%及減少 17 人或減少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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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媒體與文化 

一、教育程度 

本區 105 年底 15 足歲以上現住男性識字率為 99.34%，較 104

年底增加 0.08 個百分點，女性識字率為 96.46%，較 104 年底增加

0.25 個百分點。 

15 歲以上人口男性受大學以上教育占本區 15 足歲以上人口比

率為 27.98%，較 104 年底增加 1.08 個百分點、女性為 26.47%，

較 104 年底增加 1.00 個百分點，本區男性受大學以上教育比率高

出女性 1.51 個百分點，顯示本區男性受大學以上教育比例大於女

性。 

二、國小教育 

本區 105 學年度國小學生人數男、女性人數分別為 1,518 人占

52.13%，及 1,394 人占 47.87%，分別較 104 學年度減少 33 人或

減少 2.13%，及減少 92 人或減少 6.19%，仍以男性學生居多數。 

三、國中教育 

本區 105 學年度國中學生人數男、女性人數分別為 553 人占

49.60%，及 562 人占 50.40%，分別較 104 學年度減少 129 人或

減少 18.91%，及減少 55 人或減少 8.91%。 



7 
 

肆、社會參與： 

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 

105 年底本區社區發展協會之理事長數男性為 15 人占 88.24％，

女性 2 人，占 11.76％，男性理事長多於女性理事長。 

105 年底社區發展協會之會員數男性為 806 人占 64.79％，女

性 438 人，占 35.21％，男性會員多於女性會員，顯示本區社區參

與仍以男性為主。 

二、調解委員 

本區 105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男性為 7 人占 70.00％，女性 3 人，

占 30.00％，男性委員數高於女性委員數。 

三、現有職員概況 

本所 105 年底公務人員男性比率為 42.55%，女性公務人員比率

為 57.45%。性比例為 74.07。 

薦任女性公務人員占薦任公務人員比率為 50.00%，較 104 年底

減少 1.72 個百分點；其性比例為 100，即薦任公務人員男、女性人

數相同。 

委任女性公務人員占委任公務人員比率 68.42%，較 104 年底減

少 1.58 個百分點；其性比例為 46.15，即委任公務人員女性遠多於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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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1、本區 105 年底人口性比例 104.38，較 95 年底的 106.23 及 104

年底的 105.05 為少，呈緩步下降趨勢，顯示本區女性人口比率逐

漸增加。 

2、本區 105 年底需關懷之獨居老人計 42 人，占老年人口數的 0.62%，

其中女性獨居老人有 22 人，占需關懷人數的 52.38%，性比例為

90.91，因此本區需關懷之獨居老人，女性高於男性。 

3、本區 105 年底低收入戶人數計 1,320 人，以男性 682 人占多數。

低收入戶戶數(以戶長為統計對象)，近 3 年來戶長性比例分別為

127.68、130.05 及 139.02，近 3 年來低收入戶戶數(以戶長為統

計對象)呈遞增的趨勢。 

4、本區 105 年底身心障礙者人數計 2,956 人，較 101 年底 2,760 人，

增加 196 人，性比例則由 101 年 141.89 降至 136.86，顯示身心

障礙人口數以男性為多數，但女性比率有增加的現象。 

5、本區具高等教育人口數，不論男性或女性皆逐年提昇，105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受大學以上高等教育者占該性別比率，男性為

27.98%，略高於女性的 26.47%。 

6、本區現有職員 47 人，男性 20 人，女性 27 人，性比例為 74.07。

105 年底女性員工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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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性別統計分析 



10



11



12



13

‰  ‰ ‰ ‰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臺中市大肚區性別統計指標分析 
中華民國 105 年 

 

出版機關：臺中市大肚區公所會計室 

地  址：43242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46 號 

電        話：04-26991105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本刊同時登載於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網站， 

網址為 http://www.dadu.taichung.gov.tw/ 




	0-105大肚性別指標A4
	1性別凡例鄉A4
	2目錄A4
	3-105年大肚區性別摘要A4-1
	4-大肚105表圖A4
	5-105年大肚區性別封底A4
	99-105大肚性別指標背面A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