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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111年性別分析報告 

壹、 111年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性別分析檢視表 

一、確認議題及問題 

(一)主題 111 年 7 月青年體驗學習園區參與民眾性別分析 

(二)領域 

(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                    

(三)問題、現況

或性別不平等情

形之描述 

女性因生理構造往往被認為不適合運動，且受到流行風潮思

想的影響，偏好白皙、凹凸有致的身材，但隨著女性運動風

氣及性平意識的提升，女性不再將運動與性別做區分，且對

於女性的運動空間的討論更為重視。 

(四)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分析 

指標分析 1： 

111 年 7 月桃園

青年體驗學習園

區入場性別統計 

文字說明 

園區以「建構青年族群探索體驗漁休閒遊憩服務的場域」為

目的，鼓勵各級學校、企業團體等各領域青年正向發展，培

育團隊合作及探索活動風氣，並有效連結桃園地區整體環境

資源及文化產業特色。111 年 7 月數據統計如下表 

圖表說明 

性別         項目 體驗人數 比例 

男 918 50.47% 

女 891 49.25% 

小計 1,809 100% 
 

指標分析 2： 

111 年 7 月桃園

青年體驗學習園

區性別統計結果 

文字說明 

深入分析各項體驗課程，依類別分類，進行性別統計結果如

下表 

圖表說明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總人數 

半日體驗 221 232 453 

單日體驗 530 493 1023 

附件 7 



 

2 

 

雙日體驗 48 40 88 

三日體驗 0 0 0 

專案 0 0 0 

購買門票 119 126 245 

合計 918 891 1809 
 

指標分析 3： 

111 年 7 月桃園青

年體驗學習園區

體驗人數統計表

(依類別) 

文字說明 

體驗課程與僅購買門票入場之性別比例表如下表 

圖表說明 

類別 男 女 

體驗課程 799 51.08% 765 48.91% 

購買門票 119 48.57% 126 51.42% 

合計 918 50.74% 891 49.25% 
 

註：可依指標複分類項次增加欄位 

二、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提升女性運動風氣及性平意識，降低運動是男性特

權的性別刻板印象。 

(二)達成目標之

指標訂定 

單一性別參與青年體驗園區至少超過 1/3 

(三)相關法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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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名稱

及內容說明 

方案 1：持續加強園區教練帶領學員時應秉持專業

且細心兼備，並不得有性別歧視的狀況。 

方案 2：於園區內播放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二)延伸議題 無 

四、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並比較

方案 

方案 1：持續加強教練對於園區內部設施的安全性

及指引學員使用設施的專業性，並加強其對於性別

意識的提升 

方案 2：，以小動畫或影集方式，播放相關性別議

題影片。 

(二)選定方案 選定方案 1，同步加強園區教練專業度，並不得有

性別歧視的狀況。 

五、執行決策溝通 

(一)涉及層級 ■僅本機關 

□涉及其他機關 

(二)討論會議 會議名稱 決議重點事項 

無 無 

(三)政策措施或

方案執行 

辦理員工內部教育訓練，並依設備維護計畫執行維

護工作，以顧客回饋意見作為改善的參考基礎。 

六、評估與監督 

(一)執行機關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二)主責科室/承辦人 綜合規劃科/陳小姐 

(三)評估與監督單位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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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桃園市政府性別分析格式說明 

一、須以中文撰寫，專有名詞需更適切表達得輔以英文。 

二、檔案格式：Word 文件檔。 

三、字型：標楷體及 Times New Roman。 

四、字型大小及段落 

(一)標題：字型大小為 16，粗體字，置中。 

(二)章節與小節標題：字型大小為 14，粗體字，靠左對齊。 

(三)內文：字型大小為 14，標準字，左右對齊，首行縮排 2 字元，

行距原則為 24(可依版面需要調整)。 

(四)表格內文：無限制。 

(五)表、圖名稱：字型大小原則為 14(可依版面需要調整)，粗體

字，置中。 

(六)標題編號：依次為壹、貳、…；一、二、…；(一)、(二)…；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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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 7 月份青年體驗學習園區 

性別分析  

一、 基本資料分析 

男女因生理構造而被社會寄予不同的期待，女性往往被認為不

適合運動，且女性受到流行風潮思想的影響，偏好白皙、細嫩的身

材，因此往往不太參加戶外運動，或是擔心因為運動而造成身材變

形。 

隨著女性運動風氣及性平意識的提升，越來越多得女性不再將

運動與性別做區分，反而對於女性的運動空間更為重視。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辦民營位於新屋區之桃園青年體驗學

習園區自 108年起開放民眾使用，提供民眾安全體驗探索設施的樂趣，

目前戶外擁有高空及低空繩索、自我確保等設施以及 CS 安全弓箭、

人體手足球場等共 60 項設施，是北台灣設施最多且符合國際認證的

探索體驗園區，提供設施均符合美國挑戰課程技術協會(ACCT)國際認

證的高低空體驗設施，並使用符合 CE(歐盟合格認證)或同等級經認證

之安全裝備，室內則提供大型會議廳及宿舍等空間運用。 

108 年開幕至 111 年 6 月已有超過 6 萬人次入園，108 年度(含 3-

7 月試營運)1 萬 7000 人次；109 年度約 2 萬 6603 人次；110 年度約 1

萬 1892 人次；111 年截至 6 月約 4,745 人次，累積營收約 4,76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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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 年 7 月青年體驗園區營運績效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二、 統計說明 

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結合永安漁港周邊各項設施，共同

提供青年體驗與遊憩服務，以吸引外來遊客，帶動港區及周邊

近一步發展。園區以「建構青年族群探索體驗漁休閒遊憩服務

的場域」為目的，鼓勵各級學校、企業團體等各領域青年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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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培育團隊合作及探索活動風氣，並有效連結桃園地區整

體環境資源及文化產業特色。111 年 7 月數據統計如下表 1: 

                                          單位:人數 

性別        項目 體驗人數 比例 

男 918 50.47% 

女 891 49.25% 

小計 1,809 100% 

表 1: 111 年 7 月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入場性別統計 

深入分析各項體驗課程，依類別分類，進行性別統計結果

如下表 2: 

項目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總人數 

半日體驗 221 232 453 

單日體驗 530 493 1023 

雙日體驗 48 40 88 

三日體驗 0 0 0 

專案 0 0 0 

購買門票 119 126 245 

合計 918 891 1809 

表 2：111 年 7 月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性別統計結果 

【註】 

(1) 專案指依客戶特殊需求規劃，無法歸類於半日至三日體驗的方案。 

(2) 單純購買門票是指僅入園但未參加體驗課程或專案的民眾。 

依據表二數據統計，可得體驗課程與僅購買門票入場之性

別比例表如下表 3： 

類別 男 女 

體驗課程 799 51.08% 765 48.91% 

購買門票 119 48.57% 126 51.42% 

合計 918 50.74% 891 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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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 年 7 月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體驗人數統計表(依類別) 

三、 統計分析 

依前揭數據分析可知，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提供各項體

驗課程「半日體驗」、「單日體驗」、「雙日體驗」及「三日

體驗」等不同體驗時長的體驗課程，為參與民眾最主要的參與

項目。 

整體而言，桃園青年體驗園區參與的比率，男性(50.74%)

略高於女性(49.25%)；以分類觀之，體驗課程男性參與

(51.08%)的比例高於女性(48.91%)，而購買門票則是女性

(51.42%)比例略高於男性(48.57%)。 

四、 結論與建議 

桃園青年體驗園區規劃各類型的體驗學習課程，透過課程

中實際情境的互動，進而讓探索教育可以幫助青年朋友找到目

標及人生價值。 

整體而言，園區的參與民眾男性比例略高於女性，較為考

驗體能的體驗課程，其男性比率高於女性；單純購買門票而未

參與體驗課程的民眾，如學員或陪同者，女性比例則略高於男

性。目前體驗園區參與的男女比逐漸趨向平衡，顯示女性也能

不受限生理，盡情享受運動帶來的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