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服務 

性別統計分析 

一、 緣起 

原住民族地區因青壯年人口外移嚴重，造成原住民族老人獨居
或老人同住比率升高，獨居的老人其依賴程度往往和年紀成正比，
顯示發展具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之長者、失能者及居家照顧之重要
性。 

桃園市原住民族人數口截至 110年 9月底止為 78,930人(佔全
國 13.6%)。其中年滿 55歲以上人口數有 11,738人(都會區 9,798
人、復興區 1,940人)，占全市原住民族人口數 14.8%，為讓長者獲
得適切的服務及照顧，本市配合中央持續推展文化健康站計畫，建
立族群長者照顧需求與調查之平台，以強化原住民族部落老人照顧
服務與支持系統，保障原住民長者獲得適切的生活照顧。 

截自 110年，本市文化健康站共設 29處文化健康站，針對 55
歲以上輕度失能長者、獨居長者、亞健康原住民族長者、衰弱原住
民族長者、55歲以下得自理之身心障礙者，以及居住於原住民族地
區之非原住民族者，提供長者照顧服務，如簡易健康照服務、延緩
老化失能活動、營養餐飲服務、電話問安服務及居家關懷服務等。 

二、 現況分析 

(一) 文化健康站布建及服務情形： 
1、 本市目前共設置 29處文健站(都會區 16站；原鄉區 13

站)，詳細如資料如下： 

序

號 

行政

區 
站別 承接協會 

服務級

距 

照顧服

務員人

數 

實際服務長者人

數 

男 女 合計 

1 
都會

區 
八德站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會桃園市分事務所 

40-49

人 
4 23 60 83 

2 
都會

區 
大溪站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原住民宣道會僑美教會 

40-49

人 
4 23 57 80 

3 
都會

區 
平鎮站 

桃園市光復原住民文教發展

協會 

40-49

人 
4 6 34 40 

4 
都會

區 
龜山站 

桃園市原住民社會服務權益

促進會 

40-49

人 
4 36 56 92 

5 
都會

區 
中壢站 

桃園市光復原住民文教發展

協會 

40-49

人 
4 18 58 76 

6 都會 龍潭站 桃園市撒奇萊雅發展協會 20-29 2 8 31 39 



區 人 

7 
都會

區 
蘆竹站 桃園市都市原住民老人會 

20-29

人 
2 15 14 29 

8 
都會

區 
楊梅站 

桃園市原住民長期照顧推動

協會 

20-29

人 
2 11 30 41 

9 
都會

區 
南港里站 

桃園市都蘭原住民文化發展

協會 

20-29

人 
2 6 14 20 

10 
都會

區 
永約站 桃園市永約豐盛生命協會 

20-29

人 
2 13 21 34 

11 
都會

區 
田心站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崇善社會

福利協會 

20-29

人 
2 13 18 31 

12 
都會

區 
恩典站 

桃園市原住民文化發展協會

(更名) 

20-29

人 
2 8 13 21 

13 
都會

區 
慈光站 桃園市泰雅爾文教關懷協會 

20-29

人 
2 6 29 35 

14 
都會

區 
桃園站 

桃園市桃園區蘭馨關懷發展

協會 

20-29

人 
2 10 26 36 

15 

都會

區 草漯站 

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中國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中壢

靈糧堂分堂草漯靈糧堂 

20-29

人 
2 7 16 23 

16 
都會

區 
建國站 

桃園市原住民原卡拉社部落

遷移大潭新村協會 

20-29

人 
2 11 22 33 

17 
原鄉

區 
羅浮站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會桃園市分事務所 

40-49

人 
4 27 48 75 

18 
原鄉

區 
比亞外站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泰雅爾中會比亞外教會 

30-39

人 
3 16 21 37 

19 
原鄉

區 
比雅山站 中華民國崇善社會福利協會 

20-29

人 
2 6 14 20 

20 
原鄉

區 
加拉站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泰雅爾中會加拉教會 

20-29

人 
2 11 14 25 

21 
原鄉

區 
義興站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泰雅

爾中會義興教會 

20-29

人 
2 7 15 22 

22 

原鄉

區 砂崙子站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泰雅爾中會復興區砂崙子教

會 

20-29

人 
2 7 13 20 

23 
原鄉

區 
溪口台站 

台灣原住民愛加倍文教關懷

協會 

20-29

人 
2 36 35 71 



24 
原鄉

區 
基國派站 

桃園市復興區基國派部產業

發展協會 

20-29

人 
2 17 17 34 

25 
原鄉

區 
霞雲站 桃園市優霞雲樂活協會 

20-29

人 
2 25 35 60 

26 
原鄉

區 
奎輝站 

桃園市復興區奎輝社區發展

協會 

20-29

人 
2 8 15 23 

27 
原鄉

區 
爺亨站 

桃園市復興區爺亨部落多元

產業發展協會 

20-29

人 
2 8 16 24 

28 
原鄉

區 
高義站 桃園市復興區高義發展協會 

20-29

人 
2 9 20 29 

29 
原鄉

區 
長興里站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泰雅

爾中會義興教會 

20-29

人 
2 6 17 23 

合計 397 779 1,176 

2、 服務人數男女比例 
(1) 全區計 1,176人(男 397人、女 779人) 
(2) 都會區：713(男 214人、499人) 
(3) 原鄉區：463(男 183人、280人) 

男性

397

34%
女性

779

66%

全區服務人數男女比例

男性 女性



 

分析： 
1. 在全市、都會區及原鄉區服務女性比例皆高於男性。 
2. 原鄉區服務男女比例較都會區平均。 
3. 參採內政部 108年原住民簡易生命表題要分析指出，原住民族平

均壽命，男性為 68.73歲、女性為 77.45歲，前開男女服務比
例，與族人平均餘命其相關性。 

4. 綜上，本市原住民長者符合受服務對象之性別比。 
(二) 參與活動情形(統計區間：110年 1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

止)： 
1、 實際服務人次：2萬人次(男 7,478人次、女 1萬 2,522

人次)。 
2、 餐飲服務人次：2萬 3,727次(男 1萬 3,775次、女 1萬

6,952次)。 
3、 健康促進活動參與人次：2萬 0,010次 (男 7,361次、

女 1萬 2,649次)。 
4、 文化心靈課程參與人次：1萬 9,615次(男 7,012次、女

1萬 2,60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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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 本市原住民長者符合受服務對象之性別比。 
2. 在實際服務人次、餐飲服務人次、健康促進活動參與人次及文化

心靈課程參與人次四項活動，女性參與人次皆高於男性。 
3. 四項活動男女參與情形與服務男女比例呈正比。 

三、 針對文健站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參與人次」進行分析，問卷數

200份(男 100女 100)： 

(一) 問卷統計結果： 
問題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您對本次課程/活

動環境及設備 

91 46% 75 38% 13 7% 14 7% 7 4% 

您對本次課程/活

動時間安排 

96 48% 68 34% 18 9% 8 4% 10 5% 

您對課程/活動主

題感受 

89 45% 77 39% 12 6% 13 7% 9 5% 

您對課程融入程度 43 22% 51 26% 38 19% 31 16% 37 19% 

您對講師授課方式 36 18% 62 31% 62 31% 24 12% 16 8% 

您對課程宣導方式 39 20% 61 31% 58 29% 27 14% 15 8% 

表一：統計結果(不分男女) 

問題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您對本次課程/活

動環境及設備 

58 58% 39 39% 1 1% 1 1% 1 1% 

您對本次課程/活

動時間安排 

57 57% 38 38% 2 2% 2 2% 1 1% 

您對課程/活動主

題感受 

53 53% 44 44% 0 0% 3 3% 0 0% 

7361, 
37%12649

, 63%

健康促進活動參與人次

男性 女性

7012, 
36%12603

, 64%

文化心靈課程參與人次

男性 女性



您對課程融入程度 13 13% 15 15% 27 27% 17 17% 28 28% 

您對講師授課方式 12 12% 17 17% 46 46% 18 18% 7 7% 

您對課程宣導方式 18 18% 13 13% 43 43% 20 20% 6 6% 

表二：統計結果(男) 

問題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您對本次課程/活

動環境及設備 

33 33% 36 36% 12 12% 13 13% 6 6% 

您對本次課程/活

動時間安排 

39 39% 30 30% 16 16% 6 6% 9 9% 

您對課程/活動主

題感受 

36 36% 33 33% 12 12% 10 10% 9 9% 

您對課程融入程度 30 30% 36 36% 11 11% 14 14% 9 9% 

您對講師授課方式 24 24% 45 45% 16 16% 6 6% 9 9% 

您對課程宣導方式 21 21% 48 48% 15 15% 7 7% 9 9% 

表三：統計結果(女) 

(二) 性別與參與活動關係動機分析 
1、 從表二可看出男性對於活動環境、時間及主題的滿意程

度高於女性，對於課程的融入、講師的授課方式及課程
的宣導方式對於男性較無感受。 

2、 從表三可看出女性對於課程的融入、講師的授課方式及
課程的宣導方式高於男性，對於活動環境、時間及主題
的滿意程度則低於男性。 

3、 綜上，對於男性而言，活動環境、時間及主題是影響男
性對於活動的滿意程度；對於女性而言，課程的融入程
度、講師授課方式及宣導方式則是影響女性的滿意程
度。 

(三) 改善方向： 
1、 針對活動環境、時間及主題進行規劃，可提升男性長者

參與活動的滿意度，也使男性長者對與參與活動的意願
能夠提高。 

2、 針對課程的融入、講師的授課方式及課程的宣導方式進
行規劃及改進，可提升女性長者參與活動的滿意度，也
使女性長者對與參與活動的意願能夠提高。 

四、 結論 

文化健康站係以「以原住民照顧原住民」、「在地培植原住
民族服務團體」為原則，保障原住民族長者獲得適切服務及生
活照顧，鼓勵原住民族長者參與部落休閒活動，及早於失能前
提供多元服務，降低醫療、長照之社會與家庭負擔，提供高齡
衰老、慢性病長者多功能之文健站照顧服務，以縮短失能及臥
床時間。 



本市服務男女性別比約為 1:2，服務對象比例影響文健站辦
理活動參與男女性別比，以健康促進活動參與人員為例，影響
男性長者對於活動之環境、時間及主題較為在意，女性長者則
對課程的融入、講師的授課方式及課程的宣導方式較為在意。 

本局持續強化文健站透過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及課程，
提高男性長者參與文健站活動意願，針對活動課程之設計，導
入男性長者有興趣之元素，也建議文健站透過獎勵機制，吸引
男性長者參與之意願，營造性別平等之氛圍，促使男、女能在
文健站接受平等的照顧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