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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除了針對整體新竹市婦女生活狀況進行分析之外，另針

對新竹市「經濟弱勢」、「中高齡」二特定婦女族群，就其輪廓、就業

情形、婚姻與家庭、家庭照顧、醫療健康、人身安全、居住、交通與

環境等面向進行調查結果分析。 

二、中高齡婦女 

（一）中高齡婦女輪廓 

本研究將中高齡婦女定義為年齡在 45 歲至 64 歲之婦女族群；

本次調查訪問了 285位中高齡婦女，樣本依母體之地區、年齡結構

加權後，其樣本結構如下表所示。 

表 7-1 中高齡婦女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百分比 

地
區 

東區 46.0% 

北區 36.0% 

香山區 18.0% 

年
齡 

45-54歲 55.2% 

55-64歲 44.8% 

教
育
程
度 

國小(含以下) 19.0% 

國(初)中 14.7% 

高中(職) 33.8% 

大專校 25.4% 

研究所(含以上) 7.0% 

族
群 

閩南人 60.2% 

客家人 25.4% 

原住民 1.1% 

外省籍 9.9% 

新住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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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交叉分析發現，中高齡婦女在教育程度方面，「國小（含以

下）」（19.0%）及「國（初）中」（14.7%）學歷的比例顯著高於非

中高齡婦女；而有大專校學歷（25.4%）的比例顯著低於非中高齡

婦女；顯示中高齡婦女有受高等教育者比例較少，詳見附表 B1。 

（二）就業情形 

1.就業現況 

在就業情形方面，中高齡婦女「沒有工作」的比例（51.7%）

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34.6%)；此外，中高齡婦女「有全職

工作」的比例（40.6%）則顯著低於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55.7%），

詳見附表 B3。 

進一步調查中高齡婦女未從事全職工作之原因，發現相較於非

中高齡婦女，中高齡婦女表示自己「需照顧子女或家人」、「已退休」

及「健康狀況不佳」的比例較高，分別為 47.0%、27.1%及 22.2%；

顯示中高齡婦女多是因家庭照顧、已經退休，或是健康因素而無法

從事全職工作，詳見附表 B4。 

在從業身分方面，中高齡婦女從業身分為「老闆（雇主）」及

「自營作業者」之比例較非中高齡婦女為高；而為「受私人雇用者」

的比例（68.7%）則低於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86.6%）；然而此題

項期望次數低於 5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

推論，故調查發現僅供參考，詳見附表 B5。 

在中高齡婦女對於工作最主要的煩惱為「薪水過低」(18.3%)；

而對工作感到「沒有」（61.8%）煩惱的比例，則高於非中高齡婦女

的比例（54.2%），詳見附表 B9。 

進一步詢問中高齡婦女對工作之評價，結果發現有 48.9%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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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婦女對於目前的工作表示滿意，而感到普通的比例則高達

44.3%，詳見附表 B11。 

2.就業福利使用與期待 

在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或創業協助知曉度及使用狀況方面，中高

齡婦女「知道未使用」的比例為 67.3%，與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

（66.2%）差異不大；在使用過的協助部分，中高齡婦女使用過「職

業訓練」（35.5%）及「創業貸款」（11.8%）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

女之比例；而「失業給付」（17.7%）的使用比例則低於非中高齡婦

女之比例（42.1%），詳見附表 B65、B66、B68。 

在就業或創業協助的幫助程度方面，中高齡婦女感到沒有幫助

的比例為 5.8%，相對低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15.2%）；而詢問

未使用就業或創業協助原因，除表示無需求的受訪者外，中高齡婦

女因「資格不符」（4.9%）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2.7%），

詳見附表 B68、B69。 

進一步詢問對於就業或創業協助頇加強之處，中高齡婦女表示

「提供短期就業機會」（11.4%）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

例（5.9%）；顯示中高齡婦女相對於非中高齡婦女，較為希望政府

能夠提供短期就業的機會，詳見附表 B70。 

（三）經濟生活 

1.經濟生活現況 

在目前個人平日主要經濟來源方面，中高齡婦女主要經濟來源

前三名分別為「本人工作收入」（38.6 分）、「配偶提供」（29.4 分）

及「子女提供」（13.0分），詳見附表 B12。 

在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方面，中高齡婦女每月可支配所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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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40,000 元」的比例較高，而在「20,000元以下」及「40,001

元以上」的比例則分別為 23.6%及 20.7%，詳見附表 B14。而進一

步詢問家庭經濟負擔狀況，中高齡婦女「是」家庭中主要經濟負擔

者的比例（30.5%）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22.0%），詳見

附表 B15。 

在家庭財務支配方面，中高齡婦女家庭財務是由「本人」分配

或管理的比例最高，為 45.2%，其次為「夫妻共管」（19.9%）及「配

偶」（16.9%），詳見附表 B16。 

進一步詢問對於經濟狀況之評價，中高齡婦女對目前經濟狀況

感到不滿意的比例為 23.5%，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顯示中高齡

婦女不滿意目前的經濟現況之比例相對較高，詳見附表 B18。 

2.經濟生活福利使用現況與期待 

在政府提供經濟協助知曉度及使用狀況方面，中高齡婦女「知

道已使用」的比例(28.4%)顯著低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49.2%）；

顯示相較於非中高齡婦女，中高齡婦女相對較少使用政府提供的經

濟協助，詳見附表 B59。 

在曾使用的經濟協助方面，「生活補助」（35.0%）及「身心障

礙生活協助」（23.3%）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顯示相較於

非中高齡婦女，中高齡婦女曾使用過生活補助及身心障礙生活協助

的比例相對較高，詳見附表 B60。 

而沒有使用過經濟協助的原因方面，中高齡婦女因「不需要」

而未使用的比例（86.3%）與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88.4%）差異不

大，詳見附表 B63。 

未來需加強的經濟協助方面，中高齡婦女認為需加強「傷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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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補助」（38.2%）及「生活補助」（37.5%）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

高齡婦女，詳見附表 B64。 

（四）婚姻與家庭 

1.婚姻與家庭現況 

在婚姻狀況方面，目前中高齡婦女「已婚」的比例為 73.2%，

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52.2%）；此外，中高齡婦女婚姻狀

況為「離婚」（10.3%）及「喪偶」（8.1%）的比例亦皆顯著高於非

中高齡婦女；而在中高齡婦女目前「未婚」（7.0%）的比例則顯著

低於非中高齡婦女，詳見附表 B19。 

進一步了解中高齡婦女在婚姻上曾遭遇的困擾，結果發現主要

困擾為「經濟」（15.6%）、「家人照顧」（6.5%）及「家事處理」（6.0%）；

且相較於非中高齡婦女，中高齡婦女遭遇「經濟」（15.6%）及「子

女教養」（4.6%）困擾的比例皆低於非中高齡婦女，詳見附表 B20。 

進一步詢問中高齡婦女對婚姻狀況之評價，結果顯示，相較於

非中高齡婦女，中高齡婦女對婚姻狀況感到滿意之比例（75.9%）

相對低於非中高齡婦女滿意之比例（83.4%），然而此題項期望次數

低於 5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故調

查發現僅供參考，詳見附表 B22。 

在子女教養與照顧方面，主要為在「經濟負擔」（21.3%）上感

到困擾，而中高齡婦女認為「都沒有」遭遇任何困擾的比例（71.0%）

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49.4%），各項教養與照顧困擾之比

例亦皆低於非中高齡婦女，詳見附表 B26。 

受訪者自評經濟狀況方面，多數中高齡受訪者對目前經濟狀況

感到普通，占比為 47.4%，此與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46.4%）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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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不大；整體而言，中高齡婦女與非中高齡婦女對家中經濟狀況評

價相當，詳見附表 B18。 

在家庭中的性別平等狀況方面，中高齡婦女認為家庭中女性受

平等對待的比例為 89.3%，略高於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84.9%）；

整體而言，中高齡婦女與非中高齡婦女在性別平等狀況面向的評價

差異不大，詳見附表 B28。 

進一步詢問對家庭生活之評價，中高齡婦女對目前家庭狀況感

到滿意的比例為66.5%，相對略低於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70.9%）；

整體而言，中高齡婦女與非中高齡婦女對家庭生活評價無太大之差

異，詳見附表 B30。 

2.婚姻與家庭福利使用現況與期待 

在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知曉度及使用狀況方面，

中高齡婦女表示「不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的比

例（48.5%）顯著低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55.6%）；但中高齡婦

女「知道已使用」的比例（1.8%）則顯著低於非中高齡婦女（3.3%）；

顯示中高齡婦女知道相關服務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但實

際使用過相關服務的比例則相對較低，詳見附表 B71。 

在曾使用過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協助方面，中高齡婦女使用

過「諮商輔導」的比例為39.9%，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12.8%），

惟因此項目的頻次較低，故結果僅供參考，詳見附表 B72。 

對於政府所提供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之評價，中高齡婦女感

到有幫助的比例為60.1%，相對低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88.9%）；

然而此題項期望次數低於 5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

適合進行推論，故調查發現僅供參考，詳見附表 B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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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詢問需要加強的婚姻與家庭相關服務項目，中高齡婦女

認為需加強「諮商輔導」的比例為 18.7%，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

之比例（13.2%），詳見附表 B76。 

（五）家庭照顧 

1.家庭照顧現況 

在長期照顧方面，有 96.3%的中高齡婦女表示目前家庭中「沒

有」需要提供照顧之未滿 65 歲身心障礙者，與非中高齡婦女的比

例（97.1%）相當，詳見附表 B31。 

除此之外，有 91.9%的中高齡婦女表示目前家庭中「沒有」需

要提供照顧之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而非中高齡婦女表示「沒有」

的比例則為 96.9%，顯示中高齡婦女需要照顧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的比例顯著較高，詳見附表 B33。 

進一步詢問有提供長期照顧時面臨之問題，發現中高齡婦女提

供長期照顧時主要面臨之問題為「覺得身體疲倦」（44.8%）及「情

緒變差」（24.2%）；其中，「中高齡婦女」提供照顧時感到「變得容

易生病」之比例為 17.3%，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8.3%）；顯

示中高齡婦女在提供照顧服務時，較非中高齡婦女容易影響到自身

的身體健康，詳見附表 B35。 

2.家庭照顧服務使用現況與期待 

在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知曉度及使用狀況方面，中高齡婦女

「知道未使用」的比例（71.0%）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

（56.2%）；而中高齡婦女「知道已使用」的比例（2.6%）則顯著低

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8.9%）；顯示相較於非中高齡婦女，較多

中高齡婦女知道政府提供之照顧服務，然而實際使用狀況則相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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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詳見附表 B77。 

在使用之照顧服務方面，中高齡婦女使用「居家服務」（71.3%）

及「喘息服務」（42.8%）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惟因此項

目的頻次較低，故結果僅供參考，詳見附表 B78。 

進一步詢問沒有使用過政府所提供的照顧服務之原因，發現中

高齡婦女因「申請程序繁雜」（3.6%）及「內容不符合我需求」（3.1%）

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而因「資格不符」（8.3%）的比例

則相對較非中高齡婦女低，詳見附表 B81。 

在需要加強的照顧服務項目方面，中高齡婦女認為「喘息服務

(含臨托)」（31.6%）、「交通接送服務」（28.7%）、「居家服務」（25.3%）、

「身心障礙者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補助」（25.3%）、「成人日間照顧服

務」（22.0%）、「加強照顧福利機構的評鑑與輔導」（15.4%）及「送

餐服務與定點用餐」（11.8%）需要加強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女，

詳見附表 B82。 

（六）醫療健康 

1.醫療健康現況 

在自覺身體狀況部分，中高齡婦女對身體狀況「自覺不佳」的

比例為 35.7%，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20.9%），顯示中高

齡婦女自覺個人身體狀況相對較為不佳；而在自覺心理狀況部分，

中高齡婦女對心理狀況「自覺不佳」的比例為 22.4%，顯著高於非

中高齡婦女之比例（15.7%），顯示中高齡婦女自覺個人的心理狀況

相對較為不佳，詳見附表 B37、B39。 

詢問在就醫的過程中曾遭遇之困擾，結果發現中高齡婦女遭遇

之困擾以「就醫等候時間過久」比例最高，比例占 28.3%，其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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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的比例均未達一成，而非中高齡婦女遭遇之困擾亦為「就醫等候

時間過久」（26.8%），其餘困擾的比例亦皆未達一成；整體而言，

在就醫曾遭遇之困擾方面，中高齡婦女與非中高齡婦女之間並無太

大的差異，詳見附表 B40。 

2.醫療健康福利使用現況與期待 

在政府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知曉度及使用狀況

方面，中高齡婦女「知道已使用」的比例為 74.6%，顯著高於非中

高齡婦女之比例（41.3%）；顯示相對於非中高齡受訪者，中高齡婦

女多數曾使用過政府提供之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詳見附表

B83。 

在使用過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方面，中高齡婦女使用過

「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96.1%）、「婦女乳房攝影檢查」（71.8%）、

「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33.4%）及「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21.1%）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女；而非中高齡婦女使用過「孕

婦產前檢查」的比例（49.5%）則高於中高齡婦女之比例（14.4%）；

整體而言，除了孕婦產檢外，多數保健醫療服務項目，中高齡婦女

使用過的比例均大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詳見附表 B84。 

詢問沒有使用的原因，除表示無需求的受訪者外，發現中高齡

婦女「無法配合申請時間」（17.4%）及「申請地點不便」（3.9%）

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女；顯示中高齡婦女相對易受到申時間及申

請地點困擾而阻礙申請，詳見附表 B87。 

進一步詢問需要加強的預防保健或健康醫療服務項目，中高齡

婦女認為「醫療諮詢」（22.0%）及「社區健康中心」（15.4%）的比

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受訪者，詳見附表 B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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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身安全 

1.人身安全現況 

在人生安全方面，有 98.2%的中高齡婦女「沒有」遭受危及人

身安全的事件，與非中高齡婦女「沒有」遭受過之比例（98.8%）

相近；顯示無論非中高齡婦女與中高齡婦女，大多皆未曾遭遇人身

安全事件，詳見附表 B41。 

進一步詢問遭遇人身安全威脅之地點，非中高齡婦女遭遇之地

點為「職場」的比例（40.1%）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19.1%），

惟因此項目的頻次較低，故結果僅供參考，詳見附表 B42。 

在曾求助的對象部份，中高齡婦女在遭遇人身安全事件後曾向

「家人」求助的比例為 20.1%，而非中高齡婦女曾向「家人」求助

的比例則為 88.3%；顯示中高齡婦女遭遇人身安全事件時向家人求

助的比例較低，惟因此項目的頻次較低，故結果僅供參考，詳見附

表 B43。 

而在求助過程中之困擾方面，中高齡婦女「不敢求助，害怕他

人知道」（59.9%）、「受加害人的阻礙」（40.1%）及「不清楚求助管

道」（40.1%）的比例較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顯示中高齡婦女在

遭遇人身安全事件後，較容易因怕曝光而選擇隱忍，對於求助管道

資訊亦較為匱乏，惟因此項目的頻次較低，故結果僅供參考，詳見

附表 B44。 

2.人身安全協助使用現況與期待 

在政府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協助知曉度及使用狀況方面，中高齡

婦女「不知道」的比例為 30.1%，與非中高齡婦女的比例（27.9%）

差異不大；整體而言，中高齡婦女與非中高齡婦女對政府所提供的



柒、特定婦女族群調查結果與發現  

人身安全協助知曉度及使用狀況沒有明顯差異，詳見附表 B89。 

在使用人身安全協助方面，中高齡婦女曾請「警察來制止暴力」

（100.0%）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52.1%），惟因此項目

的頻次較低，故結果僅供參考，詳見附表 B90。 

在人身安全協助之評價部份，中高齡婦女感到沒有幫助的比例

為 24.9%，進一步詢問沒有使用過人身安全協助之原因，結果發現

中高齡婦女表示「不需要」的比例為 98.9%，詳見附表 B92、B93。 

（八）居住、交通與環境 

1.居住、交通與環境現況 

在生活中的主要交通方式方面，中高齡婦女「搭公車或客運」

（4.8%）的比例相對低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10.3%），詳見附表

B45。 

在目前房屋所有權方面，中高齡婦女目前房屋所有權屬於「自

己」（36.4%）及「配偶」（32.0%）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

顯示中高齡婦女所居住之房屋所有權相對於非中高齡婦女，大多屬

於自己或配偶，詳見附表 B46。 

進一步詢問在居住上之困擾，中高齡婦女因「沒有自己的房子」

而感到困擾的比例為8.5%，相對低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14.4%）；

顯示中高齡婦女相對於非中高齡婦女，較少面臨沒有自己房子的困

擾，詳見附表 B47。 

2.居住、交通協助使用現況與需求 

在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知曉度及使用狀況方面，中高

齡婦女「不知道」居住或交通協助的比例為 24.6%，顯著低於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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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婦女之比例（37.5%）；而中高齡婦女在「知道未使用」（63.6%）

及「知道已使用」（11.8%）的比例均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顯示

中高齡婦女對政府所提供的居住或交通協助知曉度較高，且使用過

的狀況亦相對較多，詳見附表 B95。 

在使用過的居住或交通協助方面，中高齡婦女曾使用過「修繕

住宅補貼」（3.1%）及「優惠承購國宅」（3.1%）的比例相對高於非

中高齡婦女之比例，詳見附表 B96。 

在居住或交通協助之評價方面，中高齡婦女感到有幫助的比例

為 87.5%；進一步詢問沒有使用過居住或交通協助之原因，結果可

知中高齡婦女「不需要」的比例（86.1%）與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

（88.7%）相近，而中高齡婦女「申請程序繁雜」（4.6%）及「不會

申請」（2.9%）的比例也略為高於非中高齡婦女，詳見附表 B98、

B99。 

在需要加強的居住、交通或環境之協助方面，中高齡婦女認為

需要加強「修繕住宅補貼」（23.5%）及「增進住家安全」（14.3%）

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女；而非中高齡婦女認為頇加強「購屋補助」

（34.1%）及「公共場所增設哺(集)乳室」（6.7%）的比例則高於中

高齡婦女；顯示中高齡婦女相較非中高齡婦女，有較高的修繕現有

住宅及改善居家環境的需求，詳見附表 B100。 

（九）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 

1.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現況 

在參與之社會活動與社會團體方面，中高齡婦女有參與「宗教

活動」（12.1%）及「社區活動」（10.6%）的比例高於非中高齡婦女

之比例；顯示中高齡婦女相較於非中高齡婦女，較常參加宗教活動



柒、特定婦女族群調查結果與發現  

與社區活動，詳見附表 B49。 

進一步詢問未參與社會活動或社會團體之原因，發現中高齡婦

女因「體力不佳」（11.6%）、「沒有興趣」（6.9%）及「沒有錢」（6.4%）

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顯示中高齡婦女因年紀較大，容易

因體力不佳等因素，影響到社會參與意願，同時因對活動沒興趣、

沒有錢，亦導致參與意願較非中高齡婦女來的低，詳見附表 B50。 

在參與運動類型活動方面，中高齡婦女有參加過的比例為

50.7%，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39.6%）；顯示中高齡婦女

相對與非中高齡婦女，較少參加運動類型活動，詳見附表 B51。 

在娛樂型活動方面，中高齡婦女沒有參加過的比例為 48.9%，

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24.8%）；顯示相對於非中高齡婦女，

較少從事逛街、唱 KTV、電影院看電影、打撲克牌、打麻將等娛樂

型活動，詳見附表 B52。 

在社交類型活動方面，中高齡婦女「沒有」參加過社交型活動

的比例（14.0%）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9.8%），且「很少

參加」社交型活動的比例（16.2%），亦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

例（11.2%）；顯示相對於非中高齡婦女，較少從事參加親友聚會、

跟朋友聊天、拜訪親友等社交類型活動，詳見附表 B53。 

在知識文化類型活動方面，中高齡婦女「沒有」參加知識文化

類型活動的比例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而「很少參加」（16.6%）

及「偶爾參加」（16.2%）知識文化類型活動的比例皆顯著低於非中

高齡婦女；顯示中高齡婦女相對於非中高齡婦女，較少從事閱讀、

語言學習、聽音樂會、參觀展覽活動、參加研習、聽演講、寫書法、

學樂器、手工藝等知識文化類型活動，詳見附表 B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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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戶外遊憩類型方面，中高齡婦女「沒有」（30.9%）參加及「偶

爾參加」（29.8%）戶外遊憩類型的比例相當；而相較於非中高齡婦

女，「沒有」參加的比例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此外，中高齡婦

女在「總是參加」（5.1%）之比例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1.7%）；

顯示近七成中高齡婦女有參加過爬山、健行、釣魚、園藝活動、郊

遊野餐、露營、國內外旅遊等戶外遊憩類型活動，雖沒有參加過的

比例較非中高齡婦女高，然而在高頻率參與方面，中高齡婦女的參

與率高過非中高齡婦女，詳見附表 B55。 

進一步詢問沒有參與休閒活動之原因，發現中高齡婦女因「沒

有錢」（25.9%）及「體力不佳」（26.0%）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

婦女；顯示經濟及體力因素會影響到中高齡婦女參與休閒活動之意

願，詳見附表 B56。 

2.進修學習活動參加現況與期待 

在政府所提供的進修學習活動知曉度及參與狀況方面，中高齡

婦女「知道已使用」的比例為 13.2%，顯著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

例（5.2%）；顯示中高齡婦女相對於非中高齡婦女，參加過政府所

提供之進修學習活動的比例相對較高，詳見附表 B101。 

在參加過的進修學習活動方面，中高齡婦女參加過「社區活動

中心」（36.2%）、「樂齡大學」（16.6%）及「婦女學苑」（8.3%）的

比例相對較高，詳見附表 B102。 

在參加過的進修活動評價方面，中高齡婦女對進修學習活動感

到有幫助的比例為 86.2%。進一步詢問沒有參加進修活動的原因，

發現中高齡婦女因「不需要」而沒有參加的比例為 77.1%，另外中

高齡婦女因「無法配合申請時間」（19.7%）及「課程名額太少」（2.7%）

而沒有參加的比例則高於非中高齡婦女；顯示因為申請時間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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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關係，使中高齡婦女沒有參加的比例相對高於非中高齡婦女，

詳見附表 B104、B105。 

此外，在提升參與進修學習活動意願之方式，中高齡婦女表示

都無意願參加的比例為 10.7%，高於非中高齡婦女之比例（4.5%）；

而非中高齡婦女會因「課程時間選擇多元」（41.9%）及「活動期間

臨時托育服務」（12.4%），而提升參與意願的比例則高於中高齡婦

女，詳見附表 B107。 

在獲取政府關於婦女福利措施的管道方面，中高齡婦女由「宣

傳單」（38.6%）及「村里幹事」（15.8%）獲得相關資訊的比例較非

中高齡婦女高；顯示中高齡婦女相較於非中高齡婦女，主要仍由傳

統實體管道獲得相關福利資訊，詳見附表 B108。 

（十）日常生活困擾 

日常生活中最困擾之項目，中高齡婦女感到困擾前三名項目為

「自己身心健康問題」（37.3 分）、「家人身心健康問題」（28.9 分）

及「子女教養問題」(7.9分)。而當遇到困難時，中高齡婦女多「找

家人幫忙」(75.7%)，詳見附表 B57、B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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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整體而言，經濟弱勢婦女其最主要的生活困擾在於「經濟」，

而中高齡婦女則著重在「身心狀況」。然而根據調查發現，同時兼

具有「經濟弱勢」及「中高齡」兩種身分之婦女尤為弱勢，因受限

於身心狀況不佳、年齡、家庭照顧因素而無法順利求職，然而卻又

身兼家庭扶養重任，其生活壓力之大不難想像，故建議未來應針對

此類多重身分之婦女提供相應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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