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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認為性別不平等是阻礙人類發展的主

要因素之一，本專題擬以現有本縣兩性教育概況、女性勞動市場參

與情形、政治參與度、一般生育率、女性乳房攝影篩檢率、子宮頸

癌檢查參與率及婦女福利保障現況等各領域探討，以明瞭本縣現有

之性別平權情形。 

依據本縣現住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截至民國 106 年 12 月底本縣

總人口數為 10 萬 4,073 人，其中女性為 5萬 425 人，約佔 48.45%，

與民國 101 年 4 萬 8,026 人相較，本縣女性人口增加 2,399 人，女

性人口成長率約為 5%。本縣對於中央推動婦女福利相關政策非常重

視配合，在婦女福利方面有生育補貼、培力教育訓練、設立婦女福

利服務中心、婦女組織團體輔導、婦女第二專長培力、婦女法律扶

助、婦女輔導轉介就業、性別平等宣導等，在教育、家庭及其它各

領域提供婦女完善的資源。另為體恤本縣婦女遭遇重大傷病後求職

及工作不易，更於民國 92 年領先全國首創了重大傷病婦女生活補助

政策至今已推行 15 年，除福利措施以外，婦女目前仍面臨如家庭暴

力、失業或其他問題，故本縣亦設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婦女庇護

服務、急難救助等相關方案，期提供弱勢女性多元的求援管道。 

    本文以各統計指標呈現婦女各項權益現況及發展趨勢，部分指

標搭配與其他縣市比較之方式以顯示地方推動政策之成果，並突顯

現有發展婦女福利之瓶頸，俾利未來擬定相關婦女福利保障政策運

用分析，以更加落實性別平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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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程度概況 

    受到高等教育愈來愈普及影響，民眾教育程度普遍提升，本縣

女性受大學以上教育程度占全縣女性人口比率逐年增加，尤其在101

年至 106 年顯著成長，106 年底為 25.4%，較 101 年底的 20.2%成長

了 5.2個百分點，且男性在相同期間成長了 4.7個百分點，女性成

長幅度較男性高，已與 106 年底男性的教育程度相差無幾，顯示本

縣女性教育水平已和男性趨於相當，且仍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表一、歷年兩性受大學以上教育程度概況 

  

圖一、兩性受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變動趨勢 

 

 

項目

男 女

年底別 % %

101年底 23.3 20.2

102年底 24.4 21.3

103年底 25.4 22.4

104年底 26.4 23.5

105年底 27.3 24.7

106年底 28.0 25.4

較上年變動率

(%)
2.56 2.83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性別統計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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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性勞動參與狀況 

     兩性在投入職場情形差距明顯，男性106年勞動參與率為61.6%，

較女性之 42.6%高出 19個百分點，女性未投入就業市場主要為料理

家務。 

    過去的華人傳統社會中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觀念，

而今在兩性工作權趨於平等以及雙薪家庭普及的情況下，已有了顯

著的改變。本縣在勞動市場上，從 100 年至 106 年間，女性勞動力

人口由 1 萬 7千人成長至 1萬 9千人，以及勞動參與率由 40.7%成

長至 42.6%，故可見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情況已逐年改善，但仍與

男性 106 年的勞動力人口 2萬 7千人及勞動參與率 61.6%有顯著差

距；其中女性未投入勞動市場原因以「料理家務」者 1 萬 1千人最

多，「高齡、身心障礙」者 8千人次之，再次為「求學及準備升學」

者 4千人，故可從中得知本縣傳統家庭觀念仍甚為普遍，已婚婦女

仍為家務的主要工作者，而未投入就業，在非六都的 14個縣市中，

本縣女性勞動參與率排名居於末位，有待持續改善。 

表二、澎湖縣勞動力變動情形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年別 千人 千人 % % 千人 千人 千人 千人

101年 24 18 59 42.4 1 1 1 1

102年 25 18 61 43.4 1 1 1 1

103年 27 19 63 43.5 1 1 1 1

104年 27 18 63 42.3 1 1 1 1

105年 27 19 61.8 43.3 1 1 1 1

106年 27 19 61.6 42.6 1 - 1 -

較上年變動率(%) - - -0.32 -1.62 - - - -

106年較100年

變動率(%)
12.50 5.56 5.30 0.47 - - - -

項目
勞動力人口 勞動參與率

合計

非勞動力人口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四、

    

投票率皆高於男性選民

男性為

性亦

提升

 

 

 

 

 

較上年變動率(%)

106年較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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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政治參與情形

  本縣在政治參與方面

投票率皆高於男性選民

男性為 65.5%

性亦成長 3.1

提升。  

年別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較上年變動率(%)

106年較100年

變動率(%)

項目

53.0 

40.0 

42.0 

44.0 

46.0 

48.0 

50.0 

52.0 

54.0 

新
竹
市

％ 

圖二

表二

婦女政治參與情形

本縣在政治參與方面

投票率皆高於男性選民

65.5%，較 98

3.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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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澎湖縣勞動力變動情形

婦女政治參與情形 

本縣在政治參與方面，女性較男性更為積極

投票率皆高於男性選民，103 年縣長選舉女性縣民投票率為

8 年的女性

個百分點，兩性在政治意識上及

女

千人

18

18

19

18

19

19

- -0.32

5.56 5.30

勞動力人口

51.6 50.9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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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彰
化
縣

106 年非六都

4 

澎湖縣勞動力變動情形

女性較男性更為積極

年縣長選舉女性縣民投票率為

女性投票率 64.3%

在政治意識上及

男 女

%

59 42.4

61 43.4

63 43.5

63 42.3

61.8 43.3

61.6 42.6

-0.32 -1.62

5.30 0.47

勞動參與率

50.5 50.5 49.8 

臺
東
縣

嘉
義
縣

雲
林
縣

年非六都縣市女性勞動參與率排名

澎湖縣勞動力變動情形(

女性較男性更為積極

年縣長選舉女性縣民投票率為

64.3%成長

在政治意識上及參與的積極度

女 男

% 千人

42.4 1

43.4 1

43.5 1

4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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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

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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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49.8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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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女性較男性更為積極，過去兩屆縣長選舉

年縣長選舉女性縣民投票率為

成長 2.7 個百分點

參與的積極度

男 女

千人 千人

1

1

1

1

1

-

-

-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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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積極度均較以往

男

千人 千人

1

1

1

1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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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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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生育概況

    一般生育率係指一年內的活產數對生育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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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一般生育概況 

一般生育率係指一年內的活產數對生育年齡

人數之比率，106

與其他非六都縣市相較

。本縣在近六年間婦女

其餘各年皆

遞減的趨勢，顯示本縣婦女在生育意願高

本縣自 104 年起

圖四、106

較上期變動百分點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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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4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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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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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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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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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歷任縣長選舉

圖三、縣長選舉

一般生育率係指一年內的活產數對生育年齡

106 年本縣婦女一般生育率為

與其他非六都縣市相較排名為第三名

近六年間婦女

皆呈現穩定

顯示本縣婦女在生育意願高

起生育津貼的

106 年非六都

年別

98年

103年

較上期變動百分點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性別統計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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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縣婦女一般生育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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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年間婦女一般生

穩定上升趨勢

顯示本縣婦女在生育意願高

生育津貼的加碼發放

年非六都縣市一般生育率排名

較上期變動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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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於連江縣 47‰及彰

年由 40‰下降

一般生育率

於大多數縣市，或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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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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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歷年各縣市一般生育率概況 

 
 

 

 

 

單位：‰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臺北市 43 37 42 42 41 37 -4.00

新北市 38 32 36 34 33 31 -2.00

桃園市 36 29 31 40 41 40 -1.00

臺中市 38 32 35 35 34 33 -1.00

臺南市 36 29 32 33 31 30 -1.00

高雄市 34 29 31 31 30 29 -1.00

　宜蘭縣 34 30 30 30 31 30 -1.00

　新竹縣 46 38 42 39 39 35 -4.00

　苗栗縣 45 38 43 41 35 29 -6.00

　彰化縣 42 34 37 41 43 41 -2.00

　南投縣 32 26 29 29 30 28 -2.00

　雲林縣 37 30 32 30 29 28 -1.00

　嘉義縣 31 24 25 25 25 24 -1.00

　屏東縣 29 23 26 26 25 24 -1.00

　臺東縣 34 30 33 30 29 29 0.00

　花蓮縣 34 32 32 34 33 31 -2.00

　澎湖縣 40 34 36 35 39 40 1.00

　基隆市 25 22 22 26 27 25 -2.00

　新竹市 54 43 47 43 39 37 -2.00

　嘉義市 29 26 30 31 31 28 -3.00

　金門縣 49 41 44 40 38 36 -2.00

　連江縣 62 54 64 55 57 47 -1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

縣市別
年別 較上年變

動千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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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澎湖縣一般生育率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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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婦女健康醫療照護 

   本縣104年45至69歲婦女2年內接受乳房攝影篩檢率為40.2%，

30歲以上婦女子宮頸癌申報檢查人數於 105 年為 6,905 人，申報參

與率為 20.1%，較 104 年之 21.7%下降 1.6個百分點。 

   因應婦女好發的乳房癌及子宮頸癌，本縣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廣 45

至 69歲免費乳房攝影篩檢，以及 30歲以上婦女子宮頸癌篩檢， 104

年 45至 69歲免費乳房攝影篩檢人數占本縣45至 69歲婦女人口數比

率為 40.2%，自 102 年後每年均有超過四成的婦女接受篩檢服務；另

30歲以上婦女子宮頸癌申報參與率於 105 年為 20.1%，自 101 年後每

年均高於兩成，可注意到的是自 101 年起經篩檢陽性率呈逐年下降，

顯見本縣預防子宮頸癌頗有成效。 

表五、歷年澎湖縣婦女健康檢查情形 

 
七、 弱勢婦女照顧及婦女福利 

(一)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106 年底本縣設置 1個公設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完善的教

育訓練、個人生涯問題諮詢及協助婦女民間團體的扶植，以及透過

補助民間方式委託民間辦理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及家暴受害者

的庇護等服務。105 年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服務人次為 8,500 人次，

較 104 年的 6,566 人次成長 1,934 人次或 29.46%，另婦女培力研習

參加人次為 3,488 人次，較 104 年的 2,786 人次成長 702 人次或

25.20%。 

在所有服務項目中又以「性別意識培力活動」參加人次 3,276

人次較 104 年的 779 人次成長最多，達 320.54%，「婦女福利與婦

婦女人數 申報檢查人數 申報參與率 陽性人數 陽性率

年別 % 人 人 % 人 %

101年 34.4 31,660 7,989 25.2 81 1

102年 41.1 32,426 7,377 22.8 73 1

103年 42.5 33,228 7,556 22.7 78 1

104年 40.2 33,684 7,305 21.7 62 0.8

105年 … 34,286 6,905 20.1 58 0.8

較上年變

動率 (%)
… 1.79 -5.48 -7.37 -6.45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項目

45-69歲婦女2

年內曾接受乳

房攝影篩檢率

30歲以上婦女子宮頸癌申報檢查人數、

申報參與率、陽性人數及陽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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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益活動」成長 63.95%次之，性別意識培力活動旨在提升偏鄉婦

女對現代女性意識的觀念，使性別平等意識普及化，而不再受限於

婦女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在「諮詢服務」、「團體方案服務」及「婦

女組織培力活動」則較 104 年呈現下降的情形，分別下降 27.89%、

58.54%及 89.44%。 

表六、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服務項目辦理情形 

 

(二)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 

    本縣提供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為協助弱勢如單親、身心障礙等

家庭經濟上抒困，以補助其生活開銷、傷病醫療、法律訴訟、子女生

活、兒童托育等五大項目之經濟支出。 

    於106年申請相關服務之女性總人數為105人，合計為986人次，

共補助 2,576千元，申請人數相較於 105 年減少 9.48個百分點，人

次增加 58.52個百分點，補助總金額亦增加 16.25個百分點，整體服

務較往年成長許多，可歸因於本縣女性縣民對申請服務管道的認識有

所提升，使得服務對象得以擴大。 

表七、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項目辦理情形 

 

 

諮詢服務

101年 1 － 585 275 536 125 4,374 14 1,347 6,843

102年 1 35 744 132 657 148 5,664 25 3,319 10,385

103年 1,100 7 298 14 427 2 35 6 141 2,001

104年 1,072 23 2,544 9 164 22 2,007 15 779 6,566

105年 773 40 4,171 2 68 5 212 27 3,276 8,500

較上年變

動率(%)
-27.89 73.91 63.95 -77.78 -58.54 -77.27 -89.44 80.00 320.54 29.4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服務

總人次
年別

婦女福利與婦女權益

活動
團體方案服務 婦女組織培力活動 性別意識培力活動

參加人次 辦理次數 辦理次數 參加人次辦理次數參加人次 參加人次 辦理次數 參加人次

人數 人次 金額(千元) 人數 人次 金額(千元) 人數 人次 金額(千元)

101年 24 674 1,838    24 72 719 － － －

102年 121 989 2,629    33 99 975 － － －

103年 18 286 988      17 51 543 － － －

104年 25 318 1,159    22 66 678 － － －

105年 116 622 2,216    36 108 1185 1 1 5

106年 105 986 2,576    21 63 721 2 2 12

較上年

變動率

(%)

-9.48 58.52 16.25 -41.67 -41.67 -39.16 100.00 100.00 140.00

年別
總計 緊急生活扶助 傷病醫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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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項目辦理情形(續) 

 

 
    從特殊境遇家庭申請案件類別的比例來看，本縣以「子女生活

津貼」申請比例最高，占全部總申請案件的 77%，其次為「緊急生

活扶助」占 21%，再次之為「傷病醫療補助」只占總申請案件數的

2%；再以申請人次最多的「子女生活津貼」及「緊急生活扶助」來

觀察其成長率，亦以「子女生活津貼」申請人數較105年成長 3.80%、

申請人次增加79.53%及補助金額增加79.53%為成長率最高的項目，

可見特殊境遇家庭對子女養育需求最為迫切，須要各界協助。 

人數 人次 金額(千元) 人數 人次 金額(千元) 人數 人次 金額(千元)

101年 － － － 60 571 1,072 3 31 46

102年 － － － 73 801 1520 15 89 133

103年 － － － 1 226 430 － 9 13

104年 － － － 3 239 461 － 13 19

105年 － － － 79 513 1026 － － －

106年 － － － 82 921 1,842 － － －

較上年

變動率

(%)

- - - 3.80 79.53 79.53 - -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法律訴訟補助 子女生活津貼 兒童托育津貼
年別

674

989

286 318

622

986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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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特境家庭扶助服務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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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急難救助 

    急難救助為針對遭逢一時急難的民眾及時給予救助，使其得以

渡過難關，本縣於 106 年申請急難救助總人次為 1,353 人次，總救

助金額為 587 萬 5千元，較 105 年申請總人次 1,122 人次及總救助

金額 4,697千元分別成長 20.59%及 25.08%；其中女性申請人次成長

16.05%，且自 101 年以來已成長 48.15%，成長幅度將近五成，較男

性約僅三成來得高，需要各界更多的關懷。 

 

表八、澎湖縣急難救助申請案件概況 

 

 

 

 

緊急生活

扶助21%
傷病醫療

補助2%子女生活

津貼

77%

圖七、特殊境遇家庭申請案件比例

計 男 女

101年 992 587 405 4,033

102年 1,078 619 459 4,163

103年 1,230 694 536 4,837

104年 1,103 601 502 4,625

105年 1,122 605 517 4,697

106年 1,353 753 600 5,875

與上年

比較變

動率(%)

20.59 24.46 16.05 25.0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總人次 總救助

金額(千元)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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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綜合本縣婦女教育概況、勞動市場概況、政治參與情形、一般

生育概況、健康醫療保障及婦女福利、扶助等層面，以歷年走勢來

觀察皆朝向正向發展，並在一般生育概況有高於全國其它縣市的現

象，未來除獎勵生育補貼外，應再持續提倡性別平等教育，落實社

會各層面的性別平權。 

於衛生福利部 104 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中，在婦女希望獲得婦

女服務中，各評比項次排名以就業服務最高，經濟協助次之，再次

之為婦女人身安全，顯見婦女仍有許多具就業意願但未尋獲合適職

務之情形，與本縣勞動參與狀況之統計結果相呼應，女性於勞動市

場無法順利就職的原因眾多，有關單位應提供適當的工作機會資訊

及減少民營企業對女性就業的障礙，並輔導婦女就業職能及專長培

訓，以達成婦女縣民迫切的就業需求；經濟協助方面，應透過相關

單位調查瞭解其更詳細的原因，藉以施行適當的福利政策；而婦女

人身安全方面應有賴全縣治安的提升，以及加強家庭暴力及性侵受

害者預防為主要方向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