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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區環境空間營造民眾參與性別分析 

壹、 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 前言 

    「家庭」是我們最重要的生活環境，而「社區」是我們最貼近

的生活領域。臺灣於民國 83年「社區總體營造」一詞有了雛形，

當時係為了整合「人物、文化、地理、景觀、產業」五大社區發展

面向所產生的政策性名詞，其主要目的為「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

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作為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

政策」，亦旨在強調居民對於社區文化的主動參與和認同，透過自

發性的具體行動，建立社區意識。然社區總體營造的主要角色係

人民，而政府的角色則係建構一套支持人民持續參與公共事務治

理的責任體制與力量，使人民皆能參與建構社區、社群及社會，進

而實踐公民權。而依據現行《文化基本法》第 13 條制定：「國家

應鼓勵人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開拓社區公共空間，整合資

源，支持在地智慧與知識傳承及推廣，以促進人民共享社區文化

生活及在地文化發展。」 

    為配合中央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發展，桃園市於民國 91

年成立「桃園社區營造中心」，此中心為市府與專業團隊所籌組而

成，其主要目標任務為建構居民在地認同與地方社區/社群陪伴，

同時以公私協同合作將其轉化為多元且創新的社區氛圍。 

二、 問題描述 

    空間是社會建構的再現，在定義上反映各性別在社會結構中的

地位，空間配置也是性別角色日常建構的重要基礎。而性別在社會

關係結構中，可能使女性與男性體會不同的公共空間經驗。較多討

論針對職業、群體、家庭角色等因素切入，較少討論性別參與對社

區環境空間營造的影響，本次針對本市 110年社區環境空間營造民

眾參與作為性別分析之開端。 

三、 現況分析 

(一) 社區營造政策願景 

    依據文化部 2021編製之社區營造政策白皮書裡以公共治

理、世代前進、多元平權、社會共創四大議題為基礎，從社區

營造發展的現況、理念與價值的論述、策略與構想等進行說明，

並提出社區營造政策願景(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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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社區營造政策願景 

    

    如今，社區營造進入第 3個 10年，亦展開眾多的社會面

向，「性別平等」就是當代社會議題之一，透過民眾的討論參

與及尋找願景，展現社區營造空間與性別交織的本質。 

(二) 本局於 110年舉辦「桃園市社區環境空間營造計畫」相關

課程 

    為順利推廣此計畫，陸續舉辦相關行前課程及活動，如

「提案宣傳與說明會」、「社區課程-培力課程」、「社區課程-社

區實務課程」、「社區課程-外縣市案例觀摩實習」及「社區環

境空間營造」，為因應 COVID-19疫情，部分課程採線上課程

方式舉辦，共計 10場；並於課程結束後請參與者填答調查問

卷。 

(三) 本市 110年度女性參與社區營造人數較男性多 8.52個百分點，

其中以「20至 49歲」參與之女性占比顯高於男性 

    本市 110 年度參與社區營造之女性 121 人(占 54.26%)較

男性 102人(占 45.74%)高出 8.52個百分點，其中 20至 49歲

參與之女性 41人(占77.36%)較同年齡層男性 12人(占22.64%)

高出 54.72 個百分點(如表 1)，顯示此年齡層女性參與意願較

男性高；其中，女性受到文化的影響，在價值信念上比較傾向

去參與志願服務及社會活動，而男性有較多的人力資本(教育

程度、工作收入等)，裝備男性較多的公民技能，有利其志願

服務或社區活動的參與，但女性則是用個人的社會資源(社會

網絡、社會連帶等)來彌補其人力資源的缺乏，使女性志願服

務及社會活動之參與率接近男性，由此推論不因性別不同而

在參與動機上有所差異性，而參與社區營造之性別已趨平等。 

    社區營造不僅是凝聚社區意識的重要一環，更能創造文

化、展現地方特色，符合社會需求，人才更需要培育及世代傳

承。由表 1 所示，本市 110 年度參與社區營造的人員年齡層

2015以前

•居民參與

•社區自主

•由下而上

•永續經營

2016~2021年

•擴大參與

•社區素養

•公司協力

•網路平台

2022~2027年

•公共治理

•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

•社會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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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主要以 50歲以上的中高齡居民為主(占 76.23%)，49歲

以下的青壯年居民則較少(占 23.77%)，顯示台灣人口高齡化、

少子化的因素，間接影響較年輕的世代族群參與，亦間接影響

社區文化資源的傳承，如何喚起年輕世代公民運動的能力與

動機並積極參與社區營造，值得討論及規劃。 

表 1、110年度本市民眾參與社區營造之人數-按性別、年齡層分 

                                        單位：人；% 

    性別 

年齡層 
合計 

男性 女性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合計 223 102 45.74 121 54.26 

20~29歲 14 5 35.71 9 64.29 

30~39歲 13 5 38.46 8 61.54 

40~49歲 26 2 7.69 24 92.31 

50~59歲 110 46 41.82 64 58.18 

60歲以上 60 44 73.33 16 26.67 

(四) 女性參與社區營造者居住地以桃園區最多；課程資訊取得

途徑則以組織介紹居冠 

    本局於里辦公室公告欄、社群網站等處公告相關課程及

活動，提升民眾參與率，由表 2得知，參與社區營造活動的女

性居住於桃園區最多，男性則以居住在大園區人數最多，復興

區則無人報名參與，建議本局對其區域未來可採以「線上課程」

方式辦理相關課程，提高偏鄉民眾參與課程之意願；由表 3得

知，主要以居住在桃園區且年齡為 50歲以上之民眾為大多數，

由此結果推論中高齡民眾對於地方意識較為濃厚並致力於參

與社區營造，而對於復興區之民眾若要參與該課程，可能因時

間距離的關係而無法參與，就此顯示出該區的處境，並不利於

參與課程；由圖 2得知，參與社區營造的學員主要透過組織介

紹得知相關課程資訊，占 53.36%，從民眾參與社區營造的參

與率可推測民眾在接受課程資訊中或許有城鄉差距的問題，

在本計畫於網路平台的推廣仍有進步空間，女性對於組織介

紹在不同的人際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相對應的熟悉程度會產生

不一樣的人情，本次計畫男性受組織介紹及自行透過網站得

知課程資訊程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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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年度本市民眾參與社區營造之人數-按性別、居住地分 

單位：人；% 

性別 

居住地 
合計 

男性 女性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合計 223 102 45.74 121 54.26 

桃園區 85 21 24.71 64 75.29 

龜山區 2 - - 2 100.00 

八德區 10 4 40.00 6 60.00 

大溪區 16 9 56.25 7 43.75 

中壢區 27 17 62.96 10 37.04 

蘆竹區 5 1 20.00 4 80.00 

大園區 32 22 68.75 10 31.25 

平鎮區 12 11 91.67 1 8.33 

楊梅區 18 7 38.89 11 61.11 

龍潭區 6 - - 6 100.00 

新屋區 1 1 100.00 - - 

觀音區 9 9 100.00 - - 

復興區 - - - - - 

表 3、110年度本市民眾參與社區營造之人數-按年齡層、居住地分 

單位：人 

    年齡 

居住地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計 

合計 14 13 26 110 60 223 

桃園區 8 10 9 42 16 85 

龜山區   2   2 

八德區   1 6 3 10 

大溪區 4   7 5 16 

中壢區 1 3 2 11 10 27 

蘆竹區   4 1  5 

大園區   4 22 6 32 

平鎮區 1   6 5 12 

楊梅區   4 9 5 18 

龍潭區    6  6 

新屋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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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年本市民眾參與社區營造得知課程資訊管道-按性別分 

單位：人 

 

(五) 女性職業以從商最多，會參與課程的女性主要係其居住社區有

參與提案徵選，且 70.4%的人員過去曾參與過類似培訓課程 

    由圖 3及圖 4得知，女性職業以從商最多，男性則為

公教人員較多，背景多以里辦公處人員或其社區有參與提

案徵選，而對社區環境空間營造有興趣之居民僅佔 13%，

而民眾過去曾參與過類似培訓課程佔 70.4%(如表 3)。透過

不同職業別、跨領域的專業創造社區營造的養分，再加上

政府持續舉辦社區營造相關培力課程，促使居民與社區的

關係持續發展並深耕社區。根據聯合國人類居住委員會對

社區參與的目的提出社區居民參與的重要性：社區參與是

一種權利也是促進計劃實行的一個方法，並達到良好計劃

結果。反觀如何提升民眾對於社區有更濃厚的情感進而參

與社區營造，也是重要的一環。 

圖 3、110年本市民眾參與社區營造之人數-按職業別分 

單位：人 

 

18

46

14
3

73

46

16
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桃園市或各區公

所網頁

粉絲專頁 組織介紹 親友推薦

22

30

47

9

13

29

34

23

16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工 公教 商 農 學生

女

男



 

6 

圖 4、110年本市民眾參與社區營造之人數-按性別、學員背景別分 

單位：人 

 

表 3、110年本市民眾過去是否有參與過類似培訓課程人數-按性別分 

單位：人；% 

性別 

是/否 
合計 

男性 女性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合計 223 102 45.74 121 54.26 

是 157 73 46.50 84 53.50 

否 66 29 43.94 37 56.06 

(六) 民眾參與社區營造計畫之課程回饋，男女生填答率均達 100% 

    針對 10 場的課程問卷回饋以李克特五點量表反映對關

係的想像作為分析，共 223 份有效問卷，以「1.課程宣傳聯

絡方式」、「2.課程主題提案與安排內容」、「3.對於老師上課滿

意度」、「4.授課內容容易理解與吸收」、「5.對後續社區規劃實

作的幫助」以及「6.對往後提案計畫撰寫的幫助」為題項，依

性別與題項做交叉分析，女性「3.對於老師上課滿意度」表

達非常滿意及滿意居高，共 121 份，其次為「5.對後續社區

規劃實作的幫助」表達非常滿意及滿意，共 118份；而男性

以題項「2.課程主題提案與安排內容」表達非常滿意及滿意

最高，共 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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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各個題項，皆有民眾表達能給予進步的空間，課程

宣傳聯絡方式除了增加民眾得知資訊的管道，另可在網站介

面置頂；課程主題提案與安排內容可與社區規劃師再修改細

部內容並討論改進。 

表 4、民眾參與社區營造相關課程滿意程度回饋 

單位：人 

 

題  項 

性

別 

滿 意 程 度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課程宣傳聯絡

方式 

男 75 24 1 1 1 

女 75 40 5 1 - 

2.課程主題提案

與安排內容 

男 73 27 1 - 1 

女 76 41 3 1 - 

3.對於老師上課

滿意度 

男 78 21 2 - 1 

女 85 36 - - - 

4.授課內容容易

理解與吸收 

男 77 20 4 - 1 

女 71 45 5 - - 

5.對後續社區規

劃實作的幫助 

男 76 23 2 - 1 

女 68 50 3 - - 

6.對往後提案計

畫撰寫的幫助 

男 74 25 2 - 1 

女 72 45 4 - - 

貳、 確定預期結果 

    一、促進性別平等之目標  

    本市 110 年參與社區營造的性別比例已趨平等，又社區營造所

延伸之工作包含：人才培育、日常輔導與協助、資源運用、成果彙

整， 透過理念與想法溝通宣傳工作並整合人力資源，使原本女性僅

在傳統家庭角色中展現之能力，也能透過社區營造之各項活動發揮

自己的專才、增進信心，鼓勵男性女性從各項活動中合作(像是：男

性女性皆可以辦理規劃場地布置及收拾、撰寫活動計畫書等)，打破

傳統家事皆由女生包辦的習慣，進而促進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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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供參考之統計指標  

    社區營造之區域主要為公共空間規劃與景觀設計，考量促進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便利及合理性、位置安全性，或 

消除空間死角。惟此次性別分析僅針對參與民眾之相關背景做調查， 

未來可建議問卷之題項針對社區營造所設計之公共區域對男性及 

女性的質性研究分析(像是：社區營造性別友善的措施或方案)，亦或

針對性別對於社區營造的公共空間產生的滿意度作為指標。 

參、 建議與應用  

    一、 建議參考方向  

   加強社區中零碎或閒置空地的利用，改善鋪面並活化綠意閒置空

地，以增加居民在公共空間活動時的安全感，也方便居民在各區域

活動時的照應。從拓展社區營造的視野中深入本市不同區域、不同

社區、不同族群間存在的差異，進而重新思考區域發展失衡及城鄉

差距的部分；針對女性對於公共空間的不安與害怕也是一個需要重

視的議題，在我們著重社區景觀的造景綠化外，還能讓景觀有份「安

心」的感受。 

    二、針對民眾參與社區營造提出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內

部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擁有較高的

人力資本，

如：擁有較多

的決策與影

響力 

較男性更具有

公共精神、與家

庭角色有相當

的重疊性和相

似性  

放不下身段 缺乏自信而不

願參與、主要生

活場域是在私

領域而非公共

領域者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威脅 

外

部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社會網絡較

廣、人際接觸

較多有助於

參與 

教育程度越高

及較年輕的女

性世代，因較具

性別平等的觀

念，也可能有助

於參與 

參與形式往

往較短暫 

宗教信仰可能

促使女性參與

慈善性的服務，

但可能對社區

倡議的參與有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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