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局志工人數概況專題統計分析 

壹、 前言 

本局所轄館舍均負有傳承客家精神，發揚客家文化的使命任務，

而志工服務協助本局客家館舍營運及客家文化推廣的重要一環。本

文將就本局志工服務的年齡及性別分布情況進行分析，並以 111年

度該志工總值勤時數除以該志工值勤月數之月平均值勤時數(以下簡

稱值勤時數)作為其貢獻度之參考數據，以了解志工服務的特點及趨

勢。 

貳、 客家局志工隊年齡職貢獻度分析 

一、截至 112年 5月底，客家局志工隊中 60-69歲占全隊人數

46%。

 

 根據提供的兩張圖表進行年齡分析，可以觀察到以下情況： 

首先，在志工年齡組成一覽表中，儲存格的底色深淺反映了不

同年齡層的數量分布。從圖表中可以看出，深底色的儲存格主要集

中在 60-69歲的欄位，顯示 60-69歲的年齡層志工人數較多。這可



能意味著 60-69歲的年齡層對參與志工服務和社會貢獻的興趣和參

與度較高。 

其次，在志工年齡堆疊圖中，年齡層由深至淺、由左至右依序

遞減。根據堆疊圖，我們可以觀察到 50-59歲、60-69歲和 70-79歲

這三個年齡層的志工人數占比最高。這顯示出這三個年齡層的志工

在整體志工組成中佔有較大的比例。特別是 60-69歲的年齡層，在

志工組成中具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另外，細分各館舍的年齡分布趨勢，可以觀察到大致相似的模

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永安海螺文化園區中，志工的年齡層

最多的是 50-59歲，其次是 60-69歲。這可能與該文化園區位置較

偏遠或其他因素有關。 

 需要注意的是，49歲以下和 80歲以上的年齡層在志工服務中的

佔比較低。這可能是因為 49歲以下的人大多仍在工作，可能無法投

入太多時間參與志工活動。而 80歲以上的人可能因體力和健康狀況

的考量，無法配合志工工作的輪班制度。然而，這些圖表分析結果

僅基於年齡分布的數據，實際情況可能因館舍位置和志工的個人社

會背景而有所差異。  



二、以 50歲為界，年齡小於 50歲的志工，服勤時數隨年齡呈現

正相關，大於 50歲後無明顯的趨勢。 

 

根據上圖的資料，可以對年齡及執勤時數進行以下分析： 

散佈圖顯示了 200餘位志工的值勤時數與年齡之間的關係。觀

察各點的分布情形與平均線的關係，可以發現平均線以下的點分布

較為密集，表示該區間的資料筆數較多；而平均線以上的點分布較

為分散，且包含多筆極端值。此外，可以觀察到超過全局平均值

14.19小時的最小年紀者已接近 50歲。因此，可以推論年長的志工

更傾向於投入更多的時間參與志工服務。 

此外，在 60-70歲的年齡區間內，加上 80歲以上的唯一一筆數

據，有出現較多的極端值。這可能意味著在這個年齡段內，有一些

志工的值勤時數遠高於其他同年齡層的志工及平均值。總體而言，

在散佈圖上，志工年齡和服勤時數呈現正相關。 



進一步將年齡分組，並平均所有服勤時數得到了各館舍各年齡

層及平均服勤時數關係的折線圖。根據折線圖的分析，可以看到

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紅線）和永安海螺文化園區（黃線）的整

體值勤時數都低於全局平均值 14.19小時。而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深藍線）、崙坪地景文化園區（藍綠線）和北區客家會館（綠線）

在進入年長年齡層後的值勤時數才有超過平均值的情況。鍾肇政文

學生活園區（橘線）的整體值勤時數都超過了平均值。總結而言，

在散佈圖上，除北區客家會館（綠線）以外，50歲以前志工的服勤

時數隨年齡呈現正相關，在 50歲以後各館各有高低起伏，並沒有明

顯的趨勢。 

綜合以上分析，可有效推論，在 30-80歲之間，本局志工年齡與

服勤時數大致呈現正相關，年長的志工更傾向於投入更多的時間參

與志工服務。此外，不同館舍的整體服務時數存在差異，有些館舍

在進入年長年齡層後服勤時數才有超過平均值，而有些館舍則整體

值勤時數都超過平均值或低於平均值，這可能是由於不同館舍對志

工的排班需求差異，或者是單純因為該館舍的志工參與度普遍不同

所導致的。 

  



參、客家局志工隊性別及貢獻度分析 

一、各館女性志工的數量占比皆高，低至 55%，高至 83%。 

 

根據提供的兩張圖表進行性別分析，可以觀察到以下情況： 

首先，在志工性別組成一覽表中，儲存格的底色深淺反映了不

同性別層的數量分布。從圖表中可以觀察到，深色底格主要集中在

各館的女性志工欄位，這顯示各館的女性志工人數較多。 

其次，在志工性別堆疊圖中，右邊的綠色代表男性，左邊的黃

色代表女性。根據堆疊圖，我們可以得知全局平均男性志工的比例

為 28.32%，男女比例約為 3:7。各館舍中，崙坪地景文化園區的性

別比例相對較為平均，男女比例分別為 45%和 55%。北區客家會館

和永安海螺文化園區的男性志工占比在 30%-40%之間。而 1895乙

未保台紀念公園和桃園市客家文化館的男性志工占比在 25%-30%之

間。最後，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的男性志工比例最低，僅為

16.67%。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推論本局志工服務內容較吸引女性參與。

然而，志工的性別比例在各館舍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如崙坪地景

文化園區的性別比例相對平均，而其他館舍則在男女志工比例上有

一定的變動。這可能反映出不同館舍對於志工性別的吸引力有所不

同。 

二、男性和女性在平均服勤時數上並無明顯差異。 

根據上圖的資料，我們可以對性別及值勤時數進行以下分析： 

從志工性別及服勤時數盒狀圖觀察不同館舍中男性和女性志工

的值勤時數情況，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在大多數館舍中，女性志工的服勤時數變化較大，表明女性志

工在服勤時數上的差異比男性志工更顯著。這可能反映了不同女性

志工之間在參與服務的程度上存在較大差異。 



然而，從中位數的角度觀察，男性志工和女性志工的服勤時數

的中位數相差不多。這表示男性志工和女性志工的中間值在服勤時

數上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只有在北區客家會館的情況下，男性和女

性志工的中位數服勤時數相差超過 2小時，另外，男性志工的中位

數僅在 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及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是高於女性

志工的中位數。 

此外，觀察各館舍性別及平均值勤時數長條圖，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性別在各館舍的平均服勤時數略有差距。除了 1895乙未保台紀

念公園之外，其他館舍的男性和女性志工的平均服勤時數差距均在

2-3小時之間。與全局平均值勤時數 14.19小時相比，桃園市客家文

化館及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的男女志工平均時數，以及崙坪文化地

景園區的男性志工和桃園北區客家會館的女性志工平均時數都高於

全局平均值勤時數；相反地，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及永安海螺文

化體驗園區的男性和女性志工平均時數，以及崙坪文化地景園區的

女性志工和北區客家會館的男性志工平均時數都低於全局平均值勤

時數。 

然而，就各館舍男女平均值差異而言，男性高於女性或女性高

於男性的情形各佔半數館舍。因此，從平均值的角度來看，男性和

女性在平均服勤時數上並無明顯差異。 

肆、 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局志工的年齡、性別及貢獻度(以值勤時數為例)分布情

況，可以觀察到以下特點和趨勢： 

一、年齡分布：本局志工的年齡範圍 38至 86歲，跨度大，並以

60-70歲為大宗。 

二、年齡-值勤時數分布：50歲前志工的貢獻度與年齡呈現正相

關；各館舍貢獻度的主要來源在 50-80歲間，各館在此區間

隨年紀各有高低起伏，並沒有明顯的趨勢。 

三、性別分布：各館女性志工的數量占比皆高，低至 55%，高至



83%。 

四、性別-值勤時數分布：男性和女性在貢獻度上並無明顯差

異。 

承上結果，為增進本局志工服務的多樣化和積極性，以下分為

積極和消極兩類，對於促進志工服務的多樣化和積極性的提出的建

議措施： 

一、消極措施： 

(一) 避免性別歧視：確保志工服務的平等機會，不因性別而

歧視或偏好。 

(二) 不斷改善工作環境：確保志工工作環境的舒適性和安全

性。 

(三) 適應不同需求：確保志工服務的彈性和個性化。 

(四) 減少行政負擔：簡化流程，減輕志工的負擔。 

(五) 確保溝通和反饋渠道：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 

二、積極措施： 

(一) 年齡多樣性培訓：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志工提供相應的培

訓計畫。 

(二) 擴大服務項目選擇：了解志工的興趣和專長，提供多樣

化的選擇。 

(三) 促進性別平等：鼓勵男性和女性都能參與並提供相應的

服務項目。 

(四) 提供獎勵和認可：確保志工的貢獻度得到適當的認可和

獎勵。 

(五) 定期溝通和回饋：與志工保持良好的溝通，聆聽他們的

意見。 

(六) 志工網絡建設：建立強大的志工社群和網絡，鼓勵互相

合作。 

綜上所述並展望未來本局志工服務的發展趨勢，提供以下方向

之建議和期望： 



一、 多元化招募和宣傳：積極宣傳本局志工服務，並針對不同年

齡、性別和專業背景的民眾進行招募。透過社交媒體、宣傳

活動和不同合作單位等途徑，提高對志工服務的認知度和吸

引力。 

二、 提供更多元的志工機會：吸引不同年齡層或不同性別的民眾

參與志工服務，例如：開展具有吸引力和意義的青年志工計

畫，包括提供專門的青年志工培訓、舉辦有趣的社區活動，

以及與學校和大學建立合作關係。 

三、 提供靈活的服務選項：了解民眾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提供靈

活的志工服務選項，例如周末、晚間或遠程志工服務。這樣

可以讓更多不便親臨的民眾參與，並發揮他們的專長和興

趣。 

四、 社區參與和合作：與社區組織或商業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共

同開展志工服務項目。透過社區參與，能夠吸引更多民眾參

與志工服務，並讓志工服務更貼近地緣需求。 

五、 提供具體成果回饋：及時向志工反饋他們的貢獻和成果，讓

他們看到自己的參與和努力帶來的實際影響。這樣可以激勵

志工的積極性和持續參與。 

期望本局志工服務能夠在多樣性和積極性方面不斷提升，吸引

更多人參與其中並享受服務的樂趣。希望志工服務能夠為本局及客

家文化推廣帶來更大的影響力，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區的發展和

凝聚力。最重要的是，志工服務應該被視為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

讓志工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和成就，並在服務中得到成長和發展的機

會。同時，也期望能夠吸引更多民眾參與志工服務，透過多元化招

募和宣傳、提供多元的志工機會、靈活的服務選項、社區參與和合

作，以及提供具體成果回饋等方式，讓志工服務成為本局推廣客家

文化的一部分，共同努力將客家文化的價值和特色發揚光大，並為

桃園的發展和凝聚力做出積極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