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客家社團負責人女性比率統計分析概況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自成立以來，輔導本市

客屬社團推廣客家文化，所謂的客屬社團，就是具有客家屬性依法登記立

案的人民團體，其會址、成立宗旨與會務活動在臺中市境內。 

客家社團不僅扮演了凝聚客家意識、肩負文化傳承任務的角色，它還

具有建構社會網絡的功能。所以參與客家社團，可建立成員彼此間的網絡、

規範與信任，以及凝聚客家意識和認同客家族群，藉此深耕客家，傳揚客

家，找回客家人的尊榮。都會區客家社團是凝聚客家鄉親情感的組織，具

有聯誼性的功能，在推廣客家語言與文化上一直很用心經營，更是公部門

推動客家政策的一個重要諮詢與合作的對象。 

更具體來說，客家社團是以非營利組織為目的而組成的團體，則是以

族群認同做為界定族群邊界的基礎所成立的。過去主要是以社區營造及語

言復甦為主。 

一、 本市多年輔導客屬社團推行客家文化遍佈山、海、屯、都 

臺中市成立之客屬社團共計 48個，遍佈本市山、海、屯、都，其中主

要分布於臺中市所轄 12個行政區，其中較多位於山城區共有 33個(《蛋黃

區》東勢區、石岡區、豐原區、新社區；《蛋白區》后里區、神岡區)，依

序為屯區 7個、都區 5個及海線 3個。 

臺中市一向重視族群文化的保存與發揚，落實文化立市的理想，其中

為推動傳承客家傳統民俗技藝，並發揚精緻客家文化，透過補助臺中市客

家人民團體辦理客家文化活動，並在各社團學員參與客家文化研習課程後，

為展現研習成果及建立觀摩平台，舉辦成果發表會，目前臺中市客家社團

則涵蓋音樂、語言、藝術表演、產業(美食)、傳統技藝、戲劇、公共事務、

婦幼協會等領域。 

 



二、 客屬社團調查統計分析 

本市客家社團共計 48 個，主要分布於臺中市所轄 12 個行政區當中，

其中后里區、石岡區、東勢區客家社團負責人女性比例較高，豐原區兩性

比例相同，其他各行政區大則多以男性為主(如圖一)。 

以臺中市所轄行政區為分類，48個客家社團之中，由女性擔任社團負

責人比率平均為 46%。前四高依序為：后里區(100%)、石岡區(67%)、東勢

區(62%)及豐原區(50%)，其占比均高於整體(如圖二)。 

另依據客家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該法所稱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係指經本會公告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

市、區），於本市為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豐原區。若以臺中

市重點發展區為分類，48個客家社團之中，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比例平

均為 46%。重點發展區 33個客家社團中，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數量為 18

個，占比為 60%；非重點發展區 15個客家社團中，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

數量為 4個，占比為 22%，其中重點發展區占比高於整體(如圖三)。 

若以臺中山/海/屯/都為分類，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比率依序如下： 

1. 山線(東勢、石岡、新社、豐原、后里、神岡)共有 33個客家社團，

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數量為 4個，占比為 61%。 

2. 都區(北區、東區)計有 5個客家社團，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數量

為 1個，占比為 20%。 

3. 屯區(大里、北屯)則有 7個客家社團，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數量

為 1個，占比為 14%。 

4. 海線(大甲、外埔)則有 3 個社團，由女性擔任社團負責人比率為

0%。 

三、 結論 

本會聽看臺中客半年刊第三期特別專訪新社九庄媽理事長，該社團理



事長由年僅 33歲的年輕女性洪敬雯擔任，傳統印象裡，宮廟事務多為男性

的年長者主導，而她的「年輕」、「女性」的形象澈底地顛覆了大家的刻板

印象，就如洪理事長說的「九庄媽會選我，一定有祂的道理，祂就像我的

老闆，我就是盡我所能把事情做好。」 

另外本會為了提升不同性別參與決策之機會及培力女性，並鼓勵客庄

婦女在參與公民社會過程，有更多機會與資源累積社會資本，提升女性經

濟弱勢，有能力、有權利來護衛自已的權益，進而影響她們追求自我成長

以及女性主體性的自我意識，本會也訂於 110年 11月初聘請性平講師，為

客家社團負責人講授傳統文化與國際女性議題之性別平等課程，倡導如何

在社團組織業務中實踐性別平等意識，以提升婦女社會參與度。 

綜觀而言，臺中山城區的客家社團，因其設立宗旨大多以美食、音樂

及傳統技藝為主，該屬社團成員又以女性為主，故社團負責人由女性擔任

的比率及意願度也相對之高。 

 

 

 

 

 



 

 

 

 

 

圖一、110年度臺中市客屬社團負責人性別分表

(以臺中市所轄行政區為分類) 

圖二、110年度臺中市客屬社團負責人女性比率

(以臺中市所轄行政區為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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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10年度臺中市客屬社團負責人女性比率

(以臺中市重點發展區為分類) 

圖四、110年度臺中市客屬社團負責人女性比率

(以臺中山/海/屯/都為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