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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湖 縣 統 計 通 報 

                                           109 年 5 月 

澎湖縣婦女生活狀況需求調查結果 

隨著全球性別平等議題推波助瀾，國內對於增進婦女權益的施政

作為亦備受重視，為婦女提供各式福利服務協助婦女兼顧生活中的多

重角色，保障婦女權益建構性別平權的生活，以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之精神，亦為本縣近年來政府施政的重點項目之一。 

依據衛生福利部「婦女福利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應每五年辦理

一次婦女生活狀況需求調查，以反應地方婦女意見並作為適時研擬提

出婦女政策及婦女福利服務參考，故本縣最近一次需求調查係由澎湖

縣政府社會處委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於 106 年底辦理之「澎湖縣婦女

生活狀況需求調查」，以 106 年 5 月 31 日設籍澎湖縣且年滿 15 至 64

歲婦女 36,244 人為抽樣母體，完成有效樣本 600 份的調查報告，以評

估本縣婦女的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就業、經濟

與福利、婚育與家庭、健康管理與人身安全、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狀

況、婦女福利措施之認知與期望等六大類別。以下就調查結果整理如

所附摘要表並擇要分析之。 

一、婦女就業與非就業者狀況及需求 

本次受訪者占半數以上(占 55％)為年齡在 30 歲以上未滿 65

歲間的婦女，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占 38.5％最多，大學程度 24.7％

居次。本縣婦女將近 4成無工作，主要係因為須要料理家務或照顧

孩童占 55.4％，其次是在學或進修占 23.5％(參考圖 1)。 

本縣婦女有工作者之職業主要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占39.8％，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占 18％，專業人員僅占 15.5％居第三位；每

月平均收入級距在 2萬以上至未滿 4萬元間者占 61.9％最多，1萬

以上未滿 2萬元者占 16％(參考圖 2)。所得收入中的 2至 6成須提供

家庭共同支用者占 52.6％，須拿出 8 成以上供家庭支用者亦占

19.4％之多。 

有工作之婦女在工作上遭遇之問題主要係尋找工作不易占

11％，收入不敷家計占 9.2％；認為需要政府加強提供培訓第二專

長服務者占 16.7％，提供職業訓練占 13.1％次之。有工作之婦女

半數以上(占 61.6％)對目前工作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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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家庭生活與健康管理狀況及需求 

本縣婦女平均每天處理家庭一般事務時數以 1 至 2 小時占

31.8％最多，時數未滿 1小時占 20.2％次之(參考圖 3)；平均每天照

顧家人時數未滿1小時者占10.9％最多，時數1至2小時者占8.1％

次之。最近 1年有遭受家庭暴力方面不愉快經驗仍存在占 1.7％。 

平均每週運動時數調查結果，無運動者占 33.2％之多，有運

動者之運動時間未滿 1 小時占 27.6％最多，運動時間 1 至 2 小時

者占 24.6％居次(參考圖 4)。最近 3年有做過健康檢查者達半數以上

(占 64.7％)，以接受政府補助健檢者占 64.7％最多，自付健檢者

占 19.4％次之，民間(公司)補助健檢者占 15.9％居第三位；而最

近 3 年未做過健康檢查者占 35.3％，主要原因係覺得身體健康不

需要健檢者占 50.2％，太忙沒有時間健檢者占 31.5％次之，沒有

收到免費健康檢查資訊者占 15.3％居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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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澎湖縣婦女未工作最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整理自澎湖縣政府社會處「106年度澎湖縣婦女生活狀況需求

調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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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澎湖縣婦女每週平均運動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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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澎湖縣婦女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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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澎湖縣婦女平均每日處理家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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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婦女社會參與休閒活動狀況及需求 

本縣婦女最近 1 年內有參與社會活動者僅占 33.5％，活動類

別以參加社團活動占 25.1％最多，參加宗教活動占 23.6％次之。

未參與社會活動者占 66.5％之多，主要原因係沒有意願占 51％，

工作學業忙碌占 23.9％次之，家庭因素占 17.3％居第三位。所喜

好從事的休閒活動種類以具有娛樂及消費性者占 50.1％最多，社

交性休閒活動占 12.5％次之。 

本縣婦女對福利措施的期望所希望加強提供的服務措施項目，

以就業服務占 22.1％最多，經濟協助占 14.4％次之，創業貸款占

8％居第三位。 

四、改善婦女生活建議方向 

經調查結果重點摘要分析，歸納本縣婦女需求建議如下： 

(一)針對職業婦女擴大提供專業技術職業訓練，以提高女性薪資待

遇，對於需要兼顧家庭照顧的婦女可多提供部分工時、彈性工

時或非典型工作機會，並增加完善可近的幼童托育及課輔服

務。 

(二)持續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提供完整的婦女健康管理、醫療

保健服務，並結合社區力量維護婦女人身安全保障。 

(三)設置婦女多元休閒活動空間，有助於促進婦女社會參與機會，

並擴大就業及創業方面協助，透過經濟與生活獨立，以進一步

提升婦女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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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年齡 600
50歲以上～

未滿65歲
31.0%

30歲以上～

未滿40歲
24.0%

20歲以上～

未滿30歲
20.2%

教育程度 600 高中、職 38.5% 大學 24.7% 國(初)中 15.7%

目前有無工作 600 有 60.3% 沒有 39.7%

無工作之主要原因 238 料理家務 33.6% 在學或進修 23.5% 照顧孩童 21.8%

從事職業類別 362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39.8%

基層技術工

及勞力工
18.0% 專業人員 15.5%

個人最近1年每月

平均收入
362

2萬以上～

未滿3萬元
43.4%

3萬以上～

未滿4萬元
18.5%

1萬以上～

未滿2萬元
16.0%

收入約幾成供家庭

共同開支
289

2成以上～

未滿4成
26.3%

4成以上～

未滿6成
26.3% 8成以上 19.4%

工作上遭遇的問題
(複選，最多選3項 )

437 都沒有問題 55.1%
找尋工作不

容易
11.0%

收入不敷家

計
9.2%

工作上需要政府加

強提供服務種類
(複選，最多選3項 )

504 都不需要 34.8%
第二專長培

訓營
16.7% 職業訓練 13.1%

對目前工作感到滿

意的程度
362 滿意 53.6% 普通 35.4% 非常滿意 8.0%

最近3個月平均每

天處理家庭一般事

務時數

600
1小時以上～

未滿2小時
31.6% 未滿1小時 20.2% 無 20.7%

最近3個月平均每

天照顧家人時數
600 無 56.8% 未滿1小時 10.9%

1小時以上～

未滿2小時
8.1%

目前對整體家庭生

活滿意程度
600 還算滿意 62.5% 很滿意 29.0% 不太滿意 4.0%

最近1年有無遭受

家庭暴力方面不愉

快的經驗

600 沒有 98.3% 有 1.7%

每週平均運動時數 600 沒有運動 33.2% 未滿1小時 27.7%
1小時以上～

未滿2小時
24.7%

最近3年有無做過

健康檢查
600 有做過 64.7% 沒做過 35.3%

最近3年做過健康

檢查之項目
428

政府補助健

檢
64.7% 自付健檢 19.4%

民間(公司)補

助健檢
15.9%

最近3年未做過身

體健康檢查的原因
212

覺得身體健

康沒有需要
50.2%

太忙沒有時

間
31.5%

沒有免費健

康檢查的資
15.3%

最近1年有無參與

社會活動
600 沒有 66.5% 有 33.5%

最近1年內參與社

會活動種類
275 社團活動 25.1% 宗教活動 23.6% 志願服務 20.0%

最近1年未參加社

團活動原因(複選 )
486 沒有意願 51.0%

工作學業忙

碌
23.9% 家庭因素 17.3%

平常從事的休閒活

動種類
449 娛樂性 31.2% 消費性 18.9% 社交性 12.5%

對福利措施

的期望

本縣應加強提供的

服務措施項目
(複選，最多選3項 )

1028 就業服務 22.1% 經濟協助 14.4% 創業貸款 8.0%

資料來源：整理自澎湖縣政府社會處「106年度澎湖縣婦女生活狀況需求調查報告書」，本調查每5年辦理1次。

抽樣說明：抽樣母體為106年5月31設籍澎湖縣15～64歲婦女36,244人，分層隨機抽樣600人，抽樣誤差4％。

社會參與及

休閒活動狀

況

澎湖縣婦女生活狀況需求調查結果摘要表

排名第1位 排名第2位 排名第3位

健康管理與

人身安全

訪問

樣本數
調查問項

就業、經濟

與福利

婚姻與家庭

個人基本

資料

類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