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結合民間推動性平計畫執行成果 

「從心耕耘‧發現性平─110年桃園農村性別等意識調查報告」 

壹、 依據 

一、依據 CEDAW 條約第 5 條(a)項：「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

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

其他做法」。 

二、依據桃園市政府性平四大政策中「性別平權、性別友善、保護母性、培養

女力」之「性別平權」為推廣宗旨。 

三、依「桃園市政府農業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8-111 年）」。實踐本

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針對本府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七大核心議題中「教

育、文化與媒體」，訂定本次計畫，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建構性別友善環

境，以降低社會文化之刻板印象所導致因性別因素而產生之權益剝奪現

象，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落實性別平等觀念。 

貳、 問題說明： 

農會於推廣部以「家政班」辦理家政推廣教育，其主要內容為組織發展、

健康體適能、消費教育、親職教育與人際關係、副業技能與才藝訓練、營造

照護支援體系、感染性疾病預防、農業知識教育等。依據本局在農會家政班

人員性別統計，107年桃園農會家政班成員以女性比例為高，男性占整體比

例為 0.9%，未滿 1%，108年則上升至 1.9%，將近 2%，人數方面 108年男性

則增加 79 人，女性增加 75 人。到了 109 年下降至 1.8%，人數方面 109 年

男性減少 4人，女性增加 151人。 

在民國 105年第二次 CEDAW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審查意見與建議:「審 

查委員會非常關切農村婦女未被邀請參與國家或地方層級農村發展計畫的

擬訂及執行。……另外也關切到農會及漁會的能力提升方案是家政課程，幾

乎全部參與者為女性，因而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 

為了解桃園農村中性別刻板印象的具體呈現，擬蒐集農村中常見性別刻

板印象問題，建立桃園農村地區性平概念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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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家政班(截至 110年 3月資料)統計數字與圖表 

 性別 

年度 

男性 女性 
人數總計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06 57  0.8% 7,366  99.2% 7,423  

107 66 0.9% 7,291 99.1% 7,357 

108 145 1.9% 7,366 98.1% 7,511 

 

參、 計畫目標： 

一、 了解桃園農村中對於性別刻板印象樣態與概念。 

二、 優化農業政策。 

肆、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伍、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農業局輔導科。 

陸、 協力單位：桃園市各區農會家政班。 

柒、 推動策略： 

對農會家政班女性成員進行問卷調查，設定性別、年齡、學歷做為問

卷基本題做為交叉分析依據，依比例分配 13區 650份問卷，藉此了解桃園

農村中「性別刻板印象的樣態」與「對性別平等概念的認識」，本計畫調查

方法如下： 

一、 調查地區：桃園市 13個行政區農會家政班所在區域。 

二、 調查對象：年滿 15歲以上之女性朋友為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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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方法：以線上網路問卷由民眾自行填答方式為主，紙本問卷民眾自

行填寫為輔。 

四、 調查時間：本次線上網路問卷調查時間係於民國 110年 7月 1日至 110

年 8月 22日，進行線上問卷填答作業。 

捌、 期程規劃：109 年 11 月-110 年 9 月。 

工作項目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製作設計問卷 ● ● ●         

行文農會作業   ● ● ● ● ●     

收件問卷       ● ●    

分析與撰寫成果        ● ● ● ● 

玖、 執行預算：新台幣 30,000 元整。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問卷設計 1,420(每千字) 1 1,420 根據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

額表辦理。 

分析撰稿 1,420(每千字) 12 17,040 

方案撰稿 1,420(每千字) 7 9,940 

雜支 1 1 1,600  

總計 30,000  

壹拾、 預期效益： 

了解桃園農村中對於性別刻板印象樣態與概念，建立農村中常見性別刻板

印象之社會情景資料，進而提供未來農村業務推廣及農村性別平等需求及政策

擬訂，落實性別平等觀念。 

壹拾壹、 執行成果： 

本計畫於民國 110年 7月 1日至 110年 8月 22日進行調查，針對轄區

內 13個行政區農村家政班女性朋友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方式由受訪民眾自

行線上問卷填答，經資料整理刪除無效問卷後，最終完成有效問卷數為 1116

份。 

今年度調查，受訪地區以「平鎮區」的比例最高，占一成九(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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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龍潭區」占一成四(13.6%)，再其次為「蘆竹區」占一成一(11.1%)。

年齡方面，以「61歲及以上」的比例最高，占六成三(63.3%)，其次為「46~60

歲」，占三成四(33.7%)。至於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的比例最高，

占有四成六(46.4%)，其次為「國初中及以下」，占有三成二 (31.7%)。目

前從事的工作或職務方面，以「家庭主婦」的比例最高，占六成(59.5%)，

其次為「已退休」占二成一(21.0%)。在婚姻狀況方面，絕大部份都是「已

婚」，占九成三(92.5%)。 

家庭目前務農情況(可複選)：先生務農(27.2%)、父母務農(21.2%)、

本人務農(15.4%)及子女務農(2.7%)，無務農情形(46.0%)。家庭從事務農

行業多久？以「16年及以上」的比例最高，占四成(39.7%)。家中經常會參

與農務工作的人口以「2 人」的比例最高，占二成八(27.9%)。參與農作平

均每天花費的時間（耕作+販售）以「2~4 小時」的比例最高，占二成一

(20.5%)。平均每天花在家務及照顧家人的時間，以「2~4 小時」的比例最

高，占二成七(27.2%)，其次是「4~6小時」，占二成三(23.2%)。 

關於家中的日常生活開支，認為最好是：「隨時檢討，夫妻共同協商承

擔」的比例最高，占五成一(51.3%)，其次是「不須計較，誰賺得多誰就應

該承擔」，占二成二(22.0%)。關於日常的家務工作（如三餐、清潔維護等），

認為最好是：「全家人須協商規劃，大家共同分擔」的比例最高，占四成八

(47.4%)，其次是「家人之間無須計較，誰有時間誰就去做」，占四成三

(42.5%)。對家中的重大安排與先生的看法有極大分歧時，例如：家庭投資、

子女教養、長輩照護等問題的態度傾向於：「堅信夫妻要共同協商才能共同

承擔，持續溝通」的比例最高，占八成八(88.1%)。是否知道目前我國法律

開放子女可以從母姓(跟媽媽姓氏)？有五成八(57.7%)受訪者表示「知道，

並且有些了解」。若兒子及媳婦(或娘家長輩)提出從母姓的需求，是否會贙

成讓您的孫子（或孩子）改從母姓？「無條件贊成」與「有條件贊成」的

比例差不多，分別為 36.1%及 35.7%。是否知道，目前我國法律規定女性也

有財產繼承權？「知道，並且有些瞭解」佔六成四(64.3%)。 

若家人(父母長輩或兄弟姊妹)要求簽署放棄財產繼承的同意書，三成

七(36.6%)的受訪者會「欣然同意」，其次依序是：「為了家人和氣會勉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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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占二成八(27.9%)，「覺得這是自身該有的權益，會堅持爭取」占二成

一(20.6%)及「因為法律允許，會婉拒簽署」占一成五(15%)。 

俗話嫁雞隨雞，若先生以投資理由，要求用個人名義簽發擔保本票向

外借款，有五成七(56.7%)的受訪者表示「拒絕，因為自己沒有能力承擔」，

有二成一(20.8%)表示「拒絕，因為夫妻財務獨立」。對目前所處的農村生

活，六成二(62.0%)的受訪民眾認為「農村生活雖然單純，但是比較有人情

味」，有二成四(24.1%)認為「務農雖然是看天吃飯，卻是一個有尊嚴的行

業」。 

針對目前的農村生活，認為極需改善的前三項是：比例最高是「高齡

照顧」占 68.3%、其次依序為「醫療服務」占 48.4%及「環境污染」占 27.1%。 

對單身的女人在社會中沒有地位，所以女人必須結婚的看法，有八成

五(84.9%)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包括：「不同意」(66.6%)及「很不同意」

(18.4%)。對女生不用讀太多書，因為最後都必須嫁人的看法，有九成六

(96.3%)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包括：「不同意」(53.9%)及「很不同意」

(42.4%)。對女人結了婚如果不生小孩就是失職，對夫家有虧欠的看法，有

八成五(85.3%)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包括：「不同意」(58.5%)及「很不同

意」(26.8%)。對沒有生男孩是一種遺憾的看法，有九成一(90.9%)的受訪

者表示不同意，包括：「不同意」(61.6%)及「很不同意」(29.3%)。如果被

丈夫或其他家人暴力對待也應該要為了孩子忍下來的看法，有九成三

(93.2%)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包括：「不同意」(56.6%)及「很不同意」

(36.6%)。 

 

壹拾貳、 附件 

問卷調查表 

一、基礎調查 

1. 您目前居住於桃園的哪一區？(單選) 

□中壢區 □平鎮區 □龍潭區 □楊梅區 □新屋區 □觀音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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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 □龜山區 □八德區 □大溪區 □復興區 □大園區 □蘆竹

區 

2. 您的年齡：  □15~30 歲   □31~45歲  □46~60歲   □61歲及以上 

3. 您的教育程度：□國初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及以上 

4. 您目前從事的工作或職務是：(單選) 

□家庭主婦     □固定薪水族  □自由臨時工  □自營業老闆  

□待業中/無業 □已退休    □其他______________ 

5. 您的婚姻狀況：(單選) 

□已婚 □已離婚 □未婚單身 □未婚但有同住伴侶 □其他 

6. 若您的家庭目前務農，請問狀況是：（依實際可複選） 

□父母務農   □先生務農 □本人務農 □子女務農 □無務農情形 

7. 請問您的家庭從事務農行業約是多久？(單選) 

□1-5年  □6-10年 □11-15年 □16年及以上 □無經驗或 1年以下 

8. 請問您家中經常會參與農務工作的人口是幾人？(單選) 

□1人      □2人    □3人   □4人及以上  □無 

9. 若您參與農作，請問平均每天花費的時間（耕作+販售）約是：(單選)      

 □2小時以下 □2~4 小時 □4~6小時 □6~8小時 □8小時以上 □無 

10.請問您平均每天花在家務及照顧家人的時間約是：(單選) 

 □2小時以下 □2~4 小時 □4~6小時 □6~8 小時 □8小時以上 

二、問卷題目 

11. 關於家中的日常生活開支，您認為最好是：(單選) 

□男主外女主內，先生要全權負起責任。  □由夫妻雙方平均分擔，以示公平。 

□不須計較，誰賺得多誰就應該承擔。   □隨時檢討，夫妻共同協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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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日常的家務工作（如三餐、清潔維護等），您認為最好是：(單選) 

□男主外女主內,太太要全權負起責任。   □男性不擅長家務,由女性負責比較有效率 

□家人之間無須計較，誰有時間誰就去做。□全家人須協商規劃，大家共同分擔。 

13. 若您對家中的重大安排與先生的看法有極大分歧時，例如：家庭投資、子

女教養、長輩照護等問題，您的態度傾向於：(單選) 

□戶長終歸是先生，最後只好聽從。 □講求實力，最後交由錢賺得多的人決定。 

□尋求外力協助,想辦法拖延或阻撓。□堅信夫妻要共同協商才能共同承擔,持續溝通 

14. 您是否知道目前我國法律開放子女可以從母姓(跟媽媽姓氏)？(單選) 

□知道，但不了解      □知道，並且有些了解  

□不知道，也不需要了解   □不知道，但想了解 

15. 若您的兒子及媳婦(或娘家長輩)提出從母姓的需求，您是否會贙成讓您的

孫子（或孩子）改從母姓？(單選) 

□無條件贊成  □有條件贊成 □不贊成，但尊尊重法律抽籤決定 

□堅決反對，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您是否知道，目前我國法律規定女性也有財產繼承權？(單選) 

□知道，但不了解    □知道，並且有些了解  

□不知道，也不需要了解 □不知道，但想了解 

17. 若您的家人(父母長輩或兄弟姊妹)要求您簽署放棄財產繼承的同意書，您

會？(單選) 

□欣然同意       □為了家人和氣會勉強同意   

□因為法律允許，會婉拒簽署 □覺得這是自身該有的權益，會堅持爭取 

18. 俗話嫁雞隨雞，若您的先生以投資理由，要求您用個人名義簽發擔保本票

向外借款，您會怎麼處理？(單選) 

□完全配合先生     □有條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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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因為自己沒有能力承擔 □拒絕，因為夫妻財務獨立 

19. 對目前您所處的農村生活，下列哪一個說法比較接近您的想法：(單選) 

□農村生活比較枯燥，若有機會很想脫離。   

□農村生活雖然單純，但是比較有人情味。 

□務農純粹是看天吃飯，辛苦又賺不了大錢。 

□務農雖然是看天吃飯，卻是一個有尊嚴的行業。 

20. 針對您目前的農村生活，您認為極需改善的事項是：（請擇三項） 

□醫療服務  □高齡照顧  □托兒托育  □休閒設施 □環境污染  □環境資源   

□交通運輸  □教育學習  □社交聯誼  □治安問題    □金融服務  □人身安全   

□其他(請說明)，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單身的女人在社會中沒有地位，所以女人必須結婚，您的看法是：(單選) 

□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22. 女生不用讀太多書，因為最後都必須嫁人，您的看法是：(單選) 

□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23. 女人結了婚如果不生小孩就是失職，對夫家有虧欠，您的看法是：(單選) 

□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24. 沒有生男孩是一種遺憾，您的看法是：(單選) 

□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25. 如果被丈夫或其他家人暴力對待也應該要為了孩子忍下來，您的看法是：

(單選) 

□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9 

～謝謝您的寶貴意見！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