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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量化調查結果與發現 

本次調查面向包含就業情形、經濟生活、婚姻與家庭狀況、家庭照

顧現況、醫療健康狀況、人身安全、居住或交通與環境、社會參與及休

閒生活情形、日常生活困擾、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需求、基本資料等，

以下將各面向之題目逐一進行頻次分析，並檢視交叉分析報表，將有明

顯差異者，進一步加以說明。 

一、基本資料分析 

（一）年齡 

 

經過加權後，樣本與母體年齡分配一致，年齡以「35-44歲」之比

例相對較高，占 26.3%，其次依序為「45-54歲」（21.0%）、「25-34歲」

（18.7%）、「55-64 歲」（17.1%）、「19-24 歲」（10.3%）及「15-18 歲」

（6.6%）。 

 

圖 6-1 受訪者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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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籍 

 

經過樣本代表性檢定可知，樣本與母體戶籍分配一致，設籍在「北

區」的受訪者比例占 34.9%，設籍在「東區」的受訪者比例為 45.1%，

而設籍在「香山區」的受訪者比例則占 20.0%。 

 

圖 6-2 受訪者戶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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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學狀況 

 

在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有 86.9%的受訪者表示目前並非處於就

學狀態，而表示目前正在就學中的受訪者則占 13.1%。 

 

圖 6-3 受訪者就學狀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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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程度 

 

在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教育程度以「大專校」之比例最高，占

42.0%，其次依序為「高中（職）」（33.3%）、「國小（含以下）」（9.0%）、

「國（初）中」（8.9%）及「研究所（含以上）」（6.8%） 

 

圖 6-4 受訪者教育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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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群身分 

 

在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族群身分以「閩南人」之比例較高，占

比為 62.1%，其次依序為「客家人」（24.7%）、「外省籍」（6.1%）、「新

住民」（4.9%）及「原住民」（2.2%） 

 

圖 6-5 受訪者族群身分分布 

表 6-1 新住民原國籍 

原國籍 頻次 

越南 13 

印尼 11 

中國大陸 9 

菲律賓 1 

美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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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利身分 

 

在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有高達 85.6%的受訪者表示「沒有」福

利身份；而具福利身份的受訪者中，以「低收入戶」的比例較高，占

6.8%，其次依序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4.7%）、「中低收入戶」

（4.4%）、「子女曾接受弱勢家庭兒少緊急生活扶助」（0.9%）及「特

殊境遇家庭」（0.9%）。 

 

圖 6-6 受訪者福利身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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