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補助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加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一、 前言 

現代社會基於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臺灣

社會在法令政策推動及多元對話後，性別平權普遍受到重視， 本局透過補

助後備軍人人民團體辦理公益活動，協助宣導全民國防教育及兩性平權觀

念。 

依據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 27(a)：「採取全面性策略並執行具協調

性之政策，以修正或消除歧視女性的父權態度和性別刻板印象，尤其是針對

不利處境群體之女性。此策略應包括政策措施，如媒體和其他領域之公眾教

育活動，以促進尊重女性之平等和尊嚴，鼓勵女孩和男孩於非傳統領域接受

教育和求職之計畫，同時採取行動確保暴力指控調查之公正客觀」。本局結

合民間組織後備團體加強宣導，試圖修正或消除歧視女性的父權態度和性

別刻板印象。 

國軍弟兄們奉獻青春投入軍旅生涯，為我國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奠定

良好的穩固基礎，然而老兵們退休後社群活動縮減，本局透過補助後備軍人

人民團體辦理公益活動，推行加強本府兩性平等政令宣導及志願役招募，同

時凝聚後備同袍情誼，以提升退伍之後備軍人年長朋友們之社會參與感。 

為了解本市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實施情形是否有性別不平等之狀況，故

本分析報告以 110 年至 111 年 8 月之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為分析對

象，藉由量化的統計，分析不同性別於參加後備團體公益活動是否存在明顯

之差異，差異是否來自於性別不平等。 

 



二、 統計分析 

(一) 110 年至 111 年 8 月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表 1： 110 年至 111 年 8 月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參與人員 

總人數(人) 

性別(人) 占比(%) 男女差距 

男 女 男 女 人數(人) 占比(%) 

18,384 10,284 8,100 56% 44% 2,184 11.8 

110 年至 111 年 8 月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共 18,384 人，其中男

性參加者計有 10,284 人、占參加總人數比例為 56%；女性參加者計有

8,100 人、占參加總人數比例為 44%，資料顯示參加者男性較多 2,184 人。 

 

圖 1 資料顯示本局補助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加人員受益對象男女比例

因後備團體多為退休國軍人員成立，因此參加活動受益對象男性比例較女

性多出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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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0年至111年8月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二) 110 年至 111 年 8 月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成長情形統計分析 

110 年度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嚴峻，補助辦理後備軍人人民團體公益活動

場次降為 27 場次，較 109 年度減少 19 場次，活動參與人數總計 6,519 人次，其

中男性參加者計有 4,014 人、占參加總人數比例為 62%；女性參加者計有 2,505

人、占參加總人數比例為 38%，資料顯示參加者男性較多 2,184 人。 

圖 2 資料顯示本局 110 年補助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加人員受益對象，男性

比例較女性多出 24%。 

表 2： 110 年至 111 年 8 月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成長情形 

參與人員 

總人數(人) 

110 年 111 年 111 年相較 110 年   

成長人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8,384 4,014 2,505 6,270 5,595 2,256 3,090 

111 年度截至 8 月底補助辦理後備軍人人民團體公益活動場次已提升為 33

場次，活動參與人數總計 11,865 人次，其中男性參加者計有 6,270 人、占參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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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0年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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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比例為 53%；女性參加者計有 5,595 人、占參加總人數比例為 47%，資料顯

示參加者男性僅較多 675 人。 

 

圖 3 資料顯示本局 111 年補助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加人員受益對象，男性

比例較女性僅多出 6%。 

三、 結語 

本局 110 年至 111 年 8 月期間補助後備團體辦理公益活動，共 60 場次，參

與人員共 18,384 人，雖然資料統計顯示 110 年補助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加

人員受益對象，男性比例較女性多出 24%，然而於 111 年補助後備團體公益

活動參加人員受益對象，男性比例僅較女性多出 6%，顯示本市於 111 年已

顯著提升女性參與人次，並大幅改善性別比例差距過大之問題。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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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1年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與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男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