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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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4.9% 

6.1% 

24.7% 

62.1% 

0% 20% 40% 60% 80%

原住民 

新住民 

外省籍 

客家人 

閩南人 

n=750 



 陸、量化調查結果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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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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利服務使用現況與期待 

（一）經濟生活面向 

1.對政府提供經濟協助之知曉度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知道政府提供之經濟協助的比例為

78.0%，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41.3%）及「知道未使用」（36.7%）；

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之經濟協助的比例則為 22.0%。 

Q46.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包含生活補助、教育補助、

生育津貼、托育津貼或補助、傷病或醫療補助、營養補助(含餐食、

營養午餐補助)、育兒津貼。 

 

圖 6-7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經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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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55）： 

1. 不因「戶籍」及「工作狀態」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年齡」方面，「25-34 歲」及「35-44 歲」的受訪者知道且

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分別為 56.5%及 52.4%，

而「55-64 歲」的受訪者知道已使用的比例為 17.1%，顯示 25-44

歲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顯

著高於 55-64 歲的受訪者。 

3. 在「婚姻狀況」方面，扣除回答人數過低的項目後，「離婚」

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的比例為

52.0%，而其他受訪者的比例則皆在五成以下，顯示離婚的受

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顯著高於

其他婚姻狀況的受訪者。 

4. 在「就學狀況」方面，「非在學中」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

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的比例為 41.9%，而「就學中」的受訪者

知道已使用的比例則為 37.4%，顯示非在學中的受訪者知道且

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顯著高於就學中的受

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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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

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為 49.3%，而其他受訪者知道且已

使用的比例則皆在四成以下，顯示高中(職)的受訪者知道且已

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顯著高於其他教育程度

之受訪者。 

6. 在「族群身分」方面，扣除回答人數過低的項目後，「新住民」

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的比例為 65.4%，而其他

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則皆在五成以下，顯示新住民知

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顯著高於其他族

群的受訪者。 

7. 在「福利身分」方面，所有（100.0%）「有福利身分」的受訪

者皆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而「無福利身分」

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則為 31.4%，顯示有福利身分的

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顯著高

於無福利身分之受訪者。 

8.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

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的比例為 54.6%，而「沒有扶養子

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則為 21.5%，顯示有扶養子

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之比例，顯

著高於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 

9. 該題項與「職業類別」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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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使用之經濟協助 

 

藉由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曾使用過之協助以「生育津貼」

比例較高，占 44.9%，其次依序為「營養補助」（33.4%）、「生活

補助」（23.7%）、「教育補助」（15.4%）、「育兒津貼」（13.3%）、「身

心障礙生活協助」（11.3%）及「托育津貼或補助」（10.9%），而「傷

病或醫療補助」的比例則為 4.9%。 

Q47.請問您使用過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6-8 曾使用之經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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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經濟協助之評價 

 

透過調查結果得知，對於經濟協助感到有幫助之受訪者高達

81.5%，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5.9%）及「有幫助」（65.6%）；

而對於經濟協助感到「沒有幫助」之受訪者則為 3.8%，沒有受訪

者感到「非常沒有幫助」；另有 14.7%的受訪者對於經濟協助表示

「普通」。 

Q48.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9 對經濟協助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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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58）： 

1. 不因「工作狀態」、「就學狀況」、「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

狀況」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該題項與「年齡」、「戶籍」、「職業類別」、「婚姻狀況」、「教

育程度」及「族群身分」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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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經濟協助之原因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未使用經濟協助的原因以「不需

要」經濟協助之比例最高，達 87.4%，其次依序為「資格不符」

（13.9%）、「內容不符合我的需求」（2.3%）、「不會申請」（1.2%）；

而「申請程序繁雜」比例僅占 0.4%。 

Q49.請問您沒有使用的原因？【可複選】 

 

圖 6-10 未使用經濟協助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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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需加強之經濟協助  

 

透過調查結果可知，目前政府所提供之經濟協助當中，受訪

者認為需要加強的經濟協助以「教育補助」占比最高，達 35.5%，

其次依序為「生活補助」（32.8%）、「傷病或醫療補助」（29.0%）、

「育兒津貼」（16.9%）、「托育津貼或補助」（12.9%）及「生育津

貼」（11.4%）；其餘經濟協助之比例均未超過一成；而有 0.6%之

受訪者表示另有「其他」需加強的經濟協助，茲將其整理於表

6-14；另有 28.5%表示「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Q50.請問您覺得需要加強的經濟協助有哪些？【可複選】 

 

圖 6-11 尚需加強之經濟協助 

表 6-2 其他尚需加強之經濟協助 

其他 頻次 

失能者照顧中心補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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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面向 

1.對政府提供就業或創業協助之知曉度 

 

根據調查結果可知，針對政府所提供之就業或創業協助，受

訪者知道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為 73.7%，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

（7.1%）及「知道未使用」（66.6%）；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

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之受訪者比例則為 26.3%。 

Q51.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 

 

圖 6-12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就業或創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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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61）： 

1. 不因「工作狀態」、「教育程度」及「福利身分」之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2. 在「年齡」方面，「15-18 歲」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

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為 46.1%，而其他受訪者不知道的

比例則皆在四成以下，顯示 15-18 歲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

所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之受

訪者。 

3. 在「戶籍」方面，「東區」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

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為 31.7%，而「北區」及「香山區」的

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分別為 24.5%及 17.2%，顯示東區的受訪

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顯著高

於其他地區的受訪者。 

4. 在「就學狀況」方面，「就學中」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

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為 43.6%，而「非在學中」的受

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23.7%，顯示就學中的受訪者表示不知

道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顯著高於非在學中

的受訪者。 

5.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表示不

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例為 32.0%，而「有扶

養子女」的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22.4%，顯示沒有扶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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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的比

例，顯著高於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 

6. 該題項與「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及「族群身分」之交叉

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

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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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使用之就業或創業協助  

 

透過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過去曾使用過之就業或創業協助

以「就業媒合」的比例較高，占比為 37.3%，其次依序為「失業給

付」（33.8%）、「職業訓練」（24.0%）及「考照輔導」（18.9%），其

餘協助之比例均未超過一成。 

Q52.請問您使用過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6-13 過去曾使用之就業或創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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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就業或創業協助之評價  

 

根據調查結果可知，對於政府提供之就業或創業協助感到有

幫助的受訪者占 76.8%，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7.3%）及「有

幫助」（69.5%）；而對於就業或創業協助感到「沒有幫助」的受訪

者為 12.0%，沒有受訪者感到「非常沒有幫助」；另有 11.2%的受

訪者表示對協助感到「普通」。 

Q53.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14 對就業或創業協助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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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64），發現該題項與「年齡」、「戶籍」、「工作

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育程度」、「族

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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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就業或創業協助之原因  

 

藉由調查結果可知，針對未使用就業或創業協助之原因，有

高達 90.9%的受訪者表示「不需要」使用政府提供之就業或創業協

助，而其次原因依序為「資格不符」（3.5%）、「內容不符合我的需

求」（2.2%）、「不會申請」（2.0%）及「申請程序繁雜」（1.6%），

其餘原因均未達 1.0%。 

Q54.請問您沒有使用的原因？【可複選】 

 

圖 6-15 未使用就業或創業協助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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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需加強之就業、創業或工作協助 

 

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政府所提供之就業、創業或工作協助當

中，受訪者認為需要加強的協助以「職業訓練」之比例最高，占

37.6%，其次依序為「考照輔導」（26.3%）、「就業媒合」（22.1%）、

「創業輔導」（18.8%）、「失業給付」（17.7%）及「創業貸款」

（13.0%）；其餘協助之比例均未超過一成；另有 0.7%之受訪者表

示有「其他」需加強的經濟協助，茲將其整理於表 6-15；此外，

有 34.8%之受訪者則表示「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Q55.請問您覺得需要加強的就業、創業或工作協助有哪些？【可複選】 

 
圖 6-16 尚需加強之就業、創業或工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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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其他尚需加強之就業、創業或工作協助 

其他 頻次 

創業貸款的申請企劃書需花費 1 

創業貸款申請手續繁雜 1 

增加晚上兼職工作 1 

提供流浪教師保障 1 

不知如何找資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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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與家庭面向 

1.對政府提供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之知曉度 

 

透過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知道政府所提供之婚姻與家庭相

關服務的比例為 47.1%，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2.7%）及「知

道未使用」（44.4%）；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之婚姻與家庭

相關服務的受訪者比例則為 52.9%。 

Q56.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圖 6-17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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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67）： 

1. 不因「戶籍」及「福利身分」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工作狀態」方面，「沒有工作」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

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例為 58.0%，而「有工作」

的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49.3%，顯示沒有工作的受訪者不

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例，顯著高於有

工作的受訪者。 

3. 在「就學狀況」方面，「就學中」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

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例為 66.2%，而「非在學中」

的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50.9%，顯示就學中的受訪者表示

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例，顯著高於

非在學中的受訪者。 

4. 在「教育程度」方面，「國小(含以下)」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例為 75.0%，而其他受

訪者表示不知道的比例則皆在六成以下，顯示國小(含以下)

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

例，顯著高於其他教育程度之受訪者。 

5.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表示不

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例為 61.5%，而

「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47.1%，顯示沒有

扶養子女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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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比例，顯著高於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 

6. 該題項與「年齡」、「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及「族群身分」

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

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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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使用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藉由調查結果可知，目前政府所提供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中，受訪者使用過之協助以「親職講座」之占比最高，達 41.2%，

其次依序為「法律諮詢」（30.2%）、「諮商輔導」（19.6%）及「一

般諮詢」（13.4%），而使用過「訴訟補助」之協助比例則為 5.2%。 

Q57.請問您使用過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6-18 過去曾使用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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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之評價  

 

透過調查結果可知，有 81.6%的受訪者表示婚姻與家庭相關服

務對其有幫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0.2%）及「有幫助」

（71.4%）；而有 5.0%的受訪者表示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對其「沒

有幫助」，無受訪者感到「非常沒有幫助」，另有 13.4%之受訪者對

於此服務感到「普通」。 

Q58.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19 對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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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70），發現該題項與「年齡」、「戶籍」、「工作

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育程度」、「族

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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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之原因 

 

進一步了解受訪者未使用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之原因，有高

達 96.1%的受訪者表示「不需要」使用政府提供之婚姻與家庭相關

服務，而其次原因依序為「資格不符」（3.1%）、「無法配合申請時

間」（2.2%）及「內容不符合我的需求」（1.5%），其餘原因之比例

均未達 1.0%。 

Q59.請問您沒有使用的原因？【可複選】 

 
圖 6-20 未使用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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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需加強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藉由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表示尚需加強的婚姻與家庭相關

服務以「法律諮詢」比例較高，占比為 29.2%，其次依序為「夫妻

成長團體」（21.2%）、「親職講座」（20.8%）、「夫妻講座」（20.2%）、

「訴訟補助」（16.3%）及「諮商輔導」（15.3%），其餘服務需加強

的比例均未超過一成；另有 0.3%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需加強

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茲將其整理於表 6-16；此外，有 42.1%

的受訪者表示「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Q60.請問您覺得需要加強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有哪些？【可複選】 

 

圖 6-21 尚需加強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表 6-4 其他尚需加強之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 

其他 頻次 

有需要但不知道如何申請求助 1 

在講座同時，可提供托育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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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照顧面向 

1.對政府提供照顧服務之知曉度 

 

透過調查結果可知，受訪者知道政府所提供之照顧服務的比

例為 68.3%，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6.5%）及「知道未使用」

（61.8%）；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之照顧服務的受訪者比

例則為 31.7%。 

Q61.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 

 
圖 6-22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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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73）： 

1. 不因「戶籍」、「工作狀態」、「教育程度」及「福利身分」之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年齡」方面，「15-18 歲」及「19-24 歲」的受訪者表示不

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的比例分別為 46.1%及 43.0%，而

其他受訪者表示不知道之比例則皆在四成以下，顯示 15-24 歲

的受訪者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之比例，顯著高於其

他年齡層之受訪者。 

3. 在「就學狀況」方面，「就學中」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

提供的照顧服務之比例為 45.4%，而「非在學中」的受訪者不

知道之比例則為 29.6%，顯示就學中的受訪者不知道政府所提

供的照顧服務之比例，顯著高於非在學中的受訪者。 

4. 在「族群身分」方面，「新住民」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照

顧服務之比例為 54.8%，而其他受訪者表示不知道之比例則皆

在四成以下，顯示新住民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之比

例，顯著高於其他族群的受訪者。 

5.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表示不

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之比例為 39.8%，而「有扶養子女」

的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26.2%，顯示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

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之比例，顯著高於有扶

養子女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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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題項與「職業類別」及「婚姻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

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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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使用之照顧服務 

 

藉由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曾使用過「公立幼兒園」比例最

高，占 34.1%，其次依序為「托育資源中心暨親子館」（24.0%）、

「居家服務」（18.7%）、「喘息服務」（16.5%）、「課後照顧」（13.1%）、

「育嬰假」（11.0%）及「交通接送服務」（10.9%），其餘服務的比

例均未超過一成。 

Q62.請問您使用過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6-23 曾使用之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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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照顧服務之評價 

 

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95.6%的受訪者表示照顧服務對其有幫

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9.7%）及「有幫助」（75.9%）；而

有 4.4%的受訪者表示照顧服務對其幫助「普通」，沒有受訪者表示

沒有幫助。 

Q63.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24 對照顧服務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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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76），發現該題項與「年齡」、「戶籍」、「工作

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育程度」、「族

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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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照顧服務之原因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未使用照顧服務的原因以「不需

要」照顧服務之比例最高，達 91.5%，其次依序為「資格不符」

（9.9%）、「申請程序繁雜」（2.5%）、「內容不符合我的需求」（2.3%）

及「不會申請」（1.4%），其餘原因比例均未達 1.0%。 

Q64.請問您沒有使用的原因？【可複選】 

 
圖 6-25 未使用照顧服務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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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需加強之照顧服務 

 

透過調查結果可知，有 30.5%的受訪者表示對政府提供之照顧

服務「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而認為需要加強照顧服務的受訪者

當中，以認為「喘息服務」需加強之比例較高，占 24.4%，其次依

序為「身心障礙者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補助」（21.4%）、「0~6 歲托育

服務（含托嬰）」（18.8%）、「交通接送服務」（18.6%）、「居家服務」

（18.5%）、「公立幼兒園」（17.8%）、「成人日間照顧服務」（15.0%）、

「加強居家照顧服務員訓練」（14.8%）、「推動照顧家人的親職假」

（14.6%）及「加強照顧福利機構的評鑑與輔導」（10.8%），其餘

項目之比例均未達一成；另有 0.4%之受訪者表示有「其他」需加

強的照顧服務，茲將其整理於表 6-17。 

Q65.請問您覺得需要加強的照顧服務有哪些？ 

 

圖 6-26 尚需加強之照顧服務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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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其他尚需加強之照顧服務 

其他 頻次 

身心障礙者的家庭經濟需解決，長期照顧的問題需加強 1 

保障新住民公立幼兒園名額 1 

申請手續麻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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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療健康面向 

1.對政府提供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知曉度 

 

透過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知道政府提供之預防保健或健康

醫療服務的比例為 89.9%，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54.0%）及

「知道未使用」（35.9%）；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

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受訪者比例則為 10.1%。 

Q66.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圖 6-27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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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79）： 

1. 不因「工作狀態」、「族群身分」及「福利身分」之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2. 在「年齡」方面，「45-54 歲」及「55-64 歲」的受訪者知道且

已使用政府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分別為

75.2%及 74.0%，顯著高於其他年齡之受訪者；此外，「15-18

歲」（23.7%）的受訪者不知道政府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

療服務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年齡之受訪者。 

3. 在「戶籍」方面，「香山區」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所提

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為 50.8%，顯著高於其他

地區的受訪者；而「北區」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

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為 60.2%，顯著高於其他

地區的受訪者。 

4. 在「就學狀況」方面，「就學中」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

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為 71.7%，顯著高於

「非在學中」（30.6%）的受訪者；而「非在學中」的受訪者

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

為 60.6%，顯著高於「就學中」（10.2%）的受訪者。 

5. 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專校」及「研究所(含以上)」知道

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分別

為 48.7%及 45.4%，而其他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則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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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以上，顯示教育程度為大專校以上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

用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顯著低於

其他教育程度之受訪者。 

6.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

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的比例為

70.2%，而「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則

為 29.9%，顯示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

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比例，顯著高於沒有扶養子女

的受訪者。 

7. 該題項與「職業類別」及「婚姻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

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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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使用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藉由調查結果可知，目前政府所提供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

服務當中，受訪者使用過之協助以「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之占

比最高，達 90.6%，其次依序為「婦女乳房攝影檢查」（43.1%）、

「孕婦產前檢查」（31.0%）、「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18.9%）

及「成人預防保健服務」（13.2%），而其他項目之比例均未達一成；

另有 0.4%之受訪者表示有「其他」使用過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

服務，茲將其整理於表 6-18。 

Q67.請問您使用過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6-28 曾使用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表 6-6 其他曾使用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其他 頻次 

注射子宮頸疫苗 1 

流感疫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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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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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評價  

 

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96.2%的受訪者表示預防保健或健康醫

療服務對其有幫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3.4%）及「有幫

助」（82.8%）；而有 3.8%之受訪者對於此服務感到「普通」；無任

何受訪者感到沒有幫助。 

Q68.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29 對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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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82）： 

1. 不因「戶籍」及「工作狀態」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該題項與「年齡」、「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

「教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

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

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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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原因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未使用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的原因以「不需要」之比例最高，達 82.8%，其次依序為「資格不

符」（20.4%）、「無法配合申請時間」（4.7%）、「內容不符合我需求」

（1.8%）及「申請地點不便」（1.5%），而「申請程序繁雜」則僅

占 0.3%；另有 1.2%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未使用醫療服務的原

因，茲將其整理於表 6-19。 

Q69.請問您沒有使用的原因？【可複選】 

 
圖 6-30 未使用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原因 

表 6-7 其他未使用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之原因 

其他 頻次 

公司已定期檢查 2 

不知道如何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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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需加強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藉由調查結果可知，受訪者表示尚需加強的預防保健或健康

醫療服務以「女性癌症醫療諮詢或照顧工作」之比例較高，占比

為 44.2%，其次依序為「提供對女性更友善的醫療環境」（28.9%）、

「醫療諮詢」（15.0%）、「公費流感」（12.8%）、「婦女子宮頸抹片

檢查」（12.0%）及「社區健康中心」（11.8%），其餘服務需加強的

比例均未超過一成；另有 0.7%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需加強之

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茲將其整理於表 6-20；而有 30.7%的

受訪者表示「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Q70.請問您覺得需要加強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項目有哪些？【可複選】 

 
圖 6-31 尚需加強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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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其他尚需加強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 

其他 頻次 

全民接種公費流感疫苗 2 

免費檢查年齡再降低 1 

試管嬰兒費用補助 1 

腹部、心臟檢查 1 

 

  



 柒、特定婦女族群調查結果與發現 

（六）人身安全面向 

1.對政府提供人身安全服務之知曉度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知道政府提供之人身安全協助的

比例為 71.2%，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1.6%）及「知道未使用」

（69.6%）；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人身安全協助的受訪者

比例為 28.8%。 

Q71.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協助？(如家庭暴力、性騷

擾、性侵害、搶劫、跟蹤等)？ 

 
圖 6-32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人身安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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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85）： 

1. 不因「工作狀態」及「就學狀況」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福利身分」方面，「無福利身分」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

政府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協助之比例為 71.6%，而「有福利身分」

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的比例則為 57.3%，顯示無福利身分的

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協助之比例，顯

著高於有福利身分的受訪者。 

3.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而未

使用政府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協助之比例為 71.9%，而「沒有扶

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的比例則為 66.2%，顯示有扶

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協助的

比例，顯著高於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 

4. 該題項與「年齡」、「戶籍」、「職業類別」、「婚姻狀況」、「教

育程度」及「族群身分」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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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使用之人身安全協助 

 

藉由調查結果發現，目前政府所提供之人身安全協助當中，

受訪者曾使用過之協助以「警察來制止暴力」之比例最高，達

68.2%，其次依序為「協助聲請保護令」（43.0%）、「法律諮詢」

（31.8%）、「驗傷或醫療服務」（25.8%）、「法律扶助」（24.5%）、「提

供緊急居住的地方」（24.3%）及「心理諮商」（15.9%），而「提供

緊急生活補助」的比例則為 8.6%。 

Q72.請問您使用過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6-33 曾使用之人身安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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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人身安全協助之評價  

 

調查結果顯示，有 57.4%的受訪者表示人身安全協助對其有幫

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7.0%）及「有幫助」（40.4%）；而

有 8.4%的受訪者表示人身安全協助對其「沒有幫助」，無受訪者表

示「非常沒有幫助」；另有 34.2%之受訪者對於此服務感到「普通」。 

Q73.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34 對人身安全協助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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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88），發現該題項與「年齡」、「戶籍」、「工作

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育程度」、「族

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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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人身安全協助之原因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99.4%的受訪者表示「不需要」使用

人身安全協助，而其餘原因均未達 1.0%。 

Q74.請問您沒有使用的原因？【可複選】 

 

圖 6-35 未使用人身安全協助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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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2 



 柒、特定婦女族群調查結果與發現 

5.尚需加強之人身安全協助 

 

藉由調查結果可知，受訪者表示尚需加強的人身安全協助以

「加強治安死角地區警力巡邏」之比例最高，占 71.7%，其次依序

為「提供緊急生活補助」（24.8%）、「加強於宣導人身安全防範」

（22.6%）、「提供緊急居住的地方」（20.9%）、「法律諮詢」（19.4%）、

「心理諮商」（14.9%）及「法律扶助」（14.7%），其餘協助需加強

的比例均未超過一成；另有 0.7%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需加強

之人身安全協助，茲將其整理於表 6-21；另有 19.5%的受訪者表

示「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Q75.請問您覺得需要加強的人身安全協助有哪些？【可複選】 

 

圖 6-36 尚需加強之人身安全協助 

表 6-9 其他尚需加強之人身安全協助 

其他 頻次 

加強毒品防治 1 

加強酒駕取締 1 

19.5% 

0.7% 

4.3% 

7.3% 

14.7% 

14.9% 

19.4% 

20.9% 

22.6% 

24.8% 

71.7% 

0% 50% 100%

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其他 

協助聲請保護令 

驗傷或醫療服務 

法律扶助 

心理諮商 

法律諮詢 

提供緊急居住的地方 

加強於宣導人身安全防範措施 

提供緊急生活補助 

加強治安死角地區警力巡邏 

n=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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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居住、交通與環境面向 

1.對政府提供居住、交通協助之知曉度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針對政府提供之居住、交通協助，受訪

者知道此服務的比例為 67.4%，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9.5%）

及「知道未使用」（57.9%）；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居住、

交通協助的受訪者比例為 32.6%。 

Q76.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 

 

圖 6-37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居住、交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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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91）： 

1. 不因「工作狀態」、「教育程度」及「族群身分」之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2. 在「年齡」方面，「15-18 歲」及「19-24 歲」的受訪者表示不

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之比例分別為 60.5%及

52.3%，而其他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皆在四成以下，顯示 15-24

歲的受訪者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的比例，顯

著高於其他年齡層之受訪者。 

3. 在「戶籍」方面，「東區」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

居住或交通協助的比例為 43.2%，而「香山區」及「北區」的

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分別為 28.3%及 21.4%，顯示東區的受訪

者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的比例，顯著高於其

他戶籍地區的受訪者。 

4. 在「就學狀況」方面，「就學中」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

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之比例為 57.3%，而「非在學中」的受

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28.9%，顯示就學中的受訪者不知道政

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之比例，顯著高於非在學中的受

訪者。 

5. 在「福利身分」方面，「有福利身分」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

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之比例為 15.4%，而「無福利身

分」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則為 8.6%，顯示有福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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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的比

例，顯著高於無福利身分的受訪者。。 

6.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表示不

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的比例為 40.4%，而「有扶

養子女」的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27.4%，顯示沒有扶養子

女的受訪者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的比例，顯

著高於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 

7. 該題項與「職業類別」及「婚姻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

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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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使用之居住、交通協助 

 

藉由調查結果發現，目前政府所提供之居住、交通協助當中，

受訪者使用過的協助以「購屋貸款」之比例最高，達 82.8%，其次

為「租屋補助」（11.3%），其餘協助項目均之比例低於一成。 

Q77.請問您使用過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6-38 曾使用之居住、交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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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居住、交通協助之評價  

 

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92.6%的受訪者表示居住、交通協助對

其有幫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1.8%）及「有幫助」（80.8%）；

僅有 1.5%的受訪者表示居住、交通協助對其「沒有幫助」，無受訪

者感到「非常沒有幫助」；另有 5.9%之受訪者對於此協助服務感到

「普通」。 

Q78.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39 對居住、交通協助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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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94），發現該題項與「年齡」、「戶籍」、「工作

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育程度」、「族

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期

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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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居住、交通協助之原因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87.7%的受訪者表示「不需要」使用政

府提供之居住、交通協助，其次為「資格不符」（11.6%），而其餘

原因之比例均未達一成；另有 0.5%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未使

用協助的原因，茲將其整理於表 6-22。 

Q79.請問您沒有使用的原因？【可複選】 

 
圖 6-40 未使用居住、交通協助之原因 

表 6-10 其他未使用居住、交通協助之原因 

其他 頻次 

房東不願意提供申請租屋補助 1 

應提供免費公車 1 

  

0.5% 

0.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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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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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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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不符合我的需求 

不會申請 

申請程序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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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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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需加強之居住、交通協助 

 

藉由調查結果可知，受訪者表示尚需加強的居住、交通協助

以「增設監視器防護治安死角」之比例最高，達 41.7%，其次依序

為「購屋貸款」（38.6%）、「購屋補助」（32.3%）、「租屋補助」

（23.6%）、「修繕住宅補貼」（15.8%）、「優惠承購國宅」（15.4%）、

「單親家庭住宅」（11.3%）、「增設婦幼優先停車位」（10.9%）、「增

進住家安全」（10.7%）及「公共場所提供足夠的女廁數量」

（10.7%），其餘協助需加強的比例均未超過一成；另有 0.4%的受

訪者表示有「其他」需加強之居住、交通協助，茲將其整理於表

6-23；另有 19.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Q80.請問您覺得需要加強的居住、交通協助有哪些？【可複選】 

 
圖 6-41 尚需加強之居住、交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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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其他尚需加強之居住、交通協助 

其他 頻次 

路口、轉彎處裝設反光鏡 2 

空軍旁住戶提供噪音補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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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面向 

1.對政府提供進修學習活動之知曉度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知道政府提供之進修學習活動（社

區大學、婦女學苑、社區活動中心、家庭教育中心、婦女館、樂

齡大學）之比例為 76.7%，其中包含「知道已使用」（8.3%）及「知

道未使用」（68.4%）；而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

動之受訪者比例為 23.3%。 

Q81.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 

 

圖 6-42 是否知道政府提供之進修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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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97）： 

1. 在「年齡」方面，「15-18 歲」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

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例為 38.2%，而「45-54 歲」的受訪者

不知道的比例則為 14.1%，顯示 15-18 歲的受訪者不知道政府

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的比例，顯著高於 45-54 歲的受訪者；

另外，「55-64 歲」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進修

學習活動的比例為 56.1%，顯著低於其他年齡層之受訪者。 

2. 在「戶籍」方面，「北區」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所提供

的進修學習活動的比例為 61.3%，而「東區」及「香山區」的

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的比例則分別為 72.7%及 71.2%，顯示北

區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

例，顯著低於其他地區受訪者。 

3. 在「就學狀況」方面，「非在學中」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

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例為 9.2%，而「就學中」的受

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為 2.0%，顯示非在學中的受訪者知

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的比例，顯著高於就

學中的受訪者。 

4. 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專校」及「研究所(含以上)」的受

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例分別為

15.9%及 10.3%，而其他受訪者不知道的比例則皆在兩成以

上，顯示教育程度為大專校以上的受訪者不知道政府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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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修學習活動的比例，顯著低於其他教育程度受訪者；此

外，「大專校」（75.7%）及「研究所(含以上)」（79.4%）的受

訪者知道而未使用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受訪者。 

5. 在「福利身分」方面，「無福利身分」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

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例為 70.3%，而「有福利身分」

的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的比例則為 57.1%，顯示無福利身分的

受訪者知道而未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例，顯

著高於有福利身分的受訪者；此外，「有福利身分」的受訪者

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例為 39.1%，顯著高於

「無福利身分」（20.6%）的受訪者。 

6. 在「扶養子女狀況」方面，「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

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比例為 10.6%，而「沒有扶

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的比例則為 4.8%，顯示有扶

養子女的受訪者知道且已使用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之

比例，顯著高於沒有扶養子女的受訪者。 

7. 該題項與「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及「族群

身分」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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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參加之進修學習活動 

 

由調查結果可知，目前政府所提供之進修學習活動當中，受

訪者以參加「社區大學」之比例最高，達 61.2%，其次依序為「社

區活動中心」（35.5%）及「樂齡大學」（11.8%），其餘活動項目之

比例均低於一成，另有 3.4%的受訪者曾參加過「其他」進修活動，

茲將其整理於表 6-24。 

Q82.請問您參加過哪些進修學習活動？【可複選】 

 

圖 6-43 過去曾參加之進修學習活動 

表 6-12 其他過去曾參加之進修學習活動 

其他 頻次 

職業、專業訓練 1 

外籍女子補習學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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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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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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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進修學習活動之評價 

 

透過調查結果發現，有高達 88.2%的受訪者對政府所提供的進

修學習活動感到有幫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0.2%）及「有

幫助」（78.0%），而沒有任何受訪者感到沒有幫助，另有 11.8%的

受訪者表示普通。 

Q83.請問這些協助，對您個人有沒有幫助？  

 

圖 6-44 進修學習活動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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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受訪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基本資料（「年齡」、「戶

籍」、「工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

育程度」、「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進行交

叉分析（參見附表 A100），發現該題項與「年齡」、「戶籍」、「工

作狀態」、「職業類別」、「婚姻狀況」、「就學狀況」、「教育程度」、

「族群身分」、「福利身分」及「扶養子女狀況」之交叉結果顯示，

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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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使用進修學習活動之原因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84.1%的受訪者表示未使用政府所提供

的進修學習活動之原因為「不需要」，其次為「無法配合申請時間」

（13.5%），而其餘原因之比例則均未達一成。 

Q84.請問您沒有參加的原因？【可複選】 

 

圖 6-45 未使用進修學習活動之原因 

  

1.2% 

1.2% 

1.7% 

2.1% 

13.5% 

84.1% 

0% 50% 100%

課程名額太少 

申請地點不便 

資格不符 

內容不符合我的需求 

無法配合申請時間 

不需要 

n=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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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需加強之進修學習與休閒活動 

 

藉由調查結果可知，受訪者表示尚需加強的進修學習與休閒

活動以「多元管道提供訊息」之比例最高，達 42.1%，其次依序為

「進修學習時間的合適性」（37.2%）、「休閒場地的維護」（17.9%）

及「開闢更多休閒場地」（16.3%），其餘項目需加強的比例均未超

過一成；另有 0.4%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需加強之進修學習與

休閒活動，茲將其整理於表 6-25；另有 38.0%的受訪者表示「沒

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Q85.對於進修學習與休閒活動，請問您認為有哪些需要加強的地方？

【可複選】 

 

圖 6-46 尚需加強之進修學習與休閒活動 

表 6-13 其他尚需加強之進修學習與休閒活動 

其他 頻次 

語言學習 2 

適合新住民的學習 1 

語言課程、繪畫 1 

電腦及網路應用 1 

人際互動 1 

氣功 1 

烹飪 1 

38.0% 

0.4% 

0.9% 

8.9% 

16.3% 

17.9% 

37.2% 

42.1% 

0% 20% 40% 60%

沒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其他 

符合需求的進修學習課程 

更多的展演活動 

開闢更多休閒場地 

休閒場地的維護 

進修學習時間的合適性 

多元管道提供訊息 

n=750 



 柒、特定婦女族群調查結果與發現 

6.提升參與進修學習活動意願方式 

 

透過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可提升參與進修學習活動的

意願之方式以「免費課程體驗券」比例最高，達 62.0%，其次依序

為「課程活動內容多樣」（41.1%）、「就近在社區舉辦活動」

（41.9%）、「課程時間選擇多元」（39.1%），而其餘方式的比例均

未超過二成。 

Q86.請問，政府提供哪些方式能提升您參與進修學習活動的意願？【可

複選】 

 

圖 6-47 提升參與進修學習活動意願方式 

  

6.8% 

0.1% 

0.6% 

3.3% 

8.9% 

10.2% 

11.3% 

39.1% 

40.9% 

41.1% 

62.0% 

0% 50% 100%

都無意願參加 

進修時可免收停車費 

身心狀況不佳，無法參加 

無法撥出時間參加 

活動優先保障名額 

活動期間臨時托育服務 

累積學習活動時數考取專業證照 

課程時間選擇多元 

就近在社區舉辦活動 

課程活動內容多樣 

免費課程體驗券 

n=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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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婦女福利措施資訊取得管道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取得政府關於婦女福利措施資訊

的管道以「電視」的比例最高，達 39.5%，其次依序為「社群媒體」

（34.6%）、「親友告知」（33.0%）及「宣傳單」（30.2%），其餘管

道的比例均未超過二成；而有 1.1%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取得

管道，茲將其整理於表 6-26；另有 5.2%的受訪者表示「都沒有」

任何取得之管道。 

Q87.請問，您曾經在哪些管道得到政府關於婦女福利措施的資訊？【可

複選】 

 

圖 6-48 婦女福利措施資訊取得管道 

表 6-14 其他婦女福利措施資訊取得管道 

其他 頻次 

學校 7 

身障協會 1 

社工 1 

醫院 1 

5.2% 

1.1% 

3.1% 

3.5% 

4.5% 

5.3% 

11.3% 

16.9% 

30.2% 

33.0% 

34.6% 

39.5% 

0% 10% 20% 30% 40% 50%

都沒有 

其他 

戶外跑馬燈 

戶外看板廣告 

廣播 

報紙(夾報廣告) 

村里幹事 

政府網站 

宣傳單 

親友告知 

社群媒體 

電視 

n=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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