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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伯公．站出來！伯公照護站志願服務者性別分析 

111年8月 

壹、 前言 

近年來為了落實中央政府「建構客庄伯公醫療行動網」、「推

動夥房銀髮照顧中心」客家政策，臺中市政府於106年度陸續於

東勢、石岡、和平、新社及豐原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地區設立伯

公照護站，主要提供客家文化意象建置、語言環境建構、健康促

進活動及性別平等宣導等相關服務。 

伯公照護站有別於一般長照醫療機構，服務對象以「健康或

亞健康」之客庄銀髮族為主體，針對高齡化嚴重、長期照顧及醫

療資源貧乏之客庄，結合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資源，善用客庄

換工及伯公信仰文化的特殊性，以期在全國一致性的長期照顧服

務下，兼顧客家地區之差異性，使資源不足之客庄，得以獲得政

府因地制宜之照顧服務。 

在傳統性別分工的影響下，男性作為家計負擔者之傳統形象

仍存在於社會框架中，也成為志願服務者性別化現象的重要因素，

使得男性選擇參與經濟活動優先於志願服務，或是男性將志願服

務視作是可彌補工作喪失的失落感之活動，而女性積極地投入志

願服務，成為了我國推動公益活動之關鍵力量。 

再者，女性多賦予關懷者、照顧者的角色，而退休後或是離

開工作崗位的男性在離開職場後，較無意願從是社會無酬工作，

也有可能男性從小被賦與使命，須成為家庭經濟主力，在離開原

來職場後，須尋找第二職場分攤家庭經濟壓力，又或者經歷幾十

年職場生涯，可能已經達到某一程度的職位，對於放下身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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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自身時間與心力感到抗拒等因素，造成男性志工比率始終低

於女性。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五條規定，締約各國應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

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

一切其他做法。 

貳、 性別統計分析 

一、 伯公照護站近3年志工性別比率 

根據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資料顯示，全國志願服務

者人力之女性與男性比例約為70.38%比29.62%，女性為男性之

2.37倍；另外，依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09年底推展志願服務志

工人數為39,130人，以女性26,234人(占67％)居多數，男性則為

12,896人(占33％)，女性為男性之2.03倍。 

同樣，臺中市伯公照護站也同樣面臨志工角色性別化的情

形，性別統計分析的資料則可以得知性別落差之情形【女性大

於男性的情況】，而在本市伯公照護站的性別統計資料中近三

年(108-110年)，總志願服務者人數由108年231人(男44人、女

187人)逐年調升至110年的290人(男59人、女231人)，所以男性

上升15人，女性亦上升44人，男性比率也自109年開始由19%

上升至110年的20%，女性比率則由109年的81%降至110年的

80%，女性為男性之3.92倍，性別落差比率遠高於全國以及臺

中市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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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8~110年伯公照護站志願服務者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二、 伯公照護站志願服務者性別落差之地理分析 

臺中市各客家重點發展區伯公照護站男性志願服務

者人數比率除了新社區外自108年到110年逐年下降；女

性志願服務者人數比率除了新社區外自108年到110年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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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升，由圖二可知女性志願服務者人數仍舊與男性志

願服務者人數有大幅落差。 

目前和平區伯公照護站受到傳統分工意識形態的影

響較大，志願服務者性別落差比率遠超過其他地區；唯

獨新社區志願服務者性別落差比率有逐年下降的現象，

其他各區落差則均有逐年擴大的趨勢。 

表一、108~110年臺中市伯公照護站各地區志願服務人者性別統計表 

 男性志工人數 女性志工人數 總志工人數 

108 109 110 108 109 110 108 109 110 

豐原 10 13 12 21 31 38 31 44 52 

東勢 12 12 9 92 93 89 104 105 98 

石岡 18 12 16 49 36 53 67 48 69 

新社 4 13 22 15 30 41 19 43 63 

和平 0 0 0 10 10 10 10 10 10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表二108~110年臺中市伯公照護站各地區志願服務者性別統計比率表 

 男性志工比率 女性志工比率 性別落差比率 

108 109 110 108 109 110 108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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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 32% 30% 24% 68% 70% 76% 35% 40% 52% 

東勢 11% 11% 9% 89% 89% 91% 77% 78% 82% 

石岡 27% 25% 23% 73% 75% 77% 46% 50% 54% 

新社 21% 30% 35% 79% 70% 65% 58% 52% 30% 

和平 0% 0%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圖二、108~110年度臺中市伯公照護站各地區志願服務者性別落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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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三、 總結 

本市110年底伯公照護站志願服務者人數290人，其中男性

59人，女性231人，歷年皆以女性志願服務者居多，惟男性占

比20.34%，較108年底增加1.29個百分點，略有上升(詳圖4)。 

以行政區觀察志願服務者性別組成情形，110年底伯公照護

站男性志願服務者占比以新社區34.92%最高，豐原區24.00%次

之，與108年底相較，新社區增加13.87個百分點，而東勢區、

石岡區及豐原區男性志願服務者占比皆下降，其中又以豐原區

減少8.26個百分點最多(詳圖5)。 

本案向新社區相關站點進行質化研究，新社區志願服務者

性別落差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站點有積極招募高中及大專青

年志願服務者利用寒暑假期間來站點幫忙(包含實體服務以及資

料整理等)，故新社區整體總志願服務者人數也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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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男性作為家計負擔者的傳統形象仍存在於社會框架

中，成為影響男性參與志願服務的重要因素，參與志願服務、

投入社會工作則被視為女性社會角色的延伸，志願服務者受到

傳統分工意識形態的影響呈現性別落差化之情形；另外，伯公

照護站志願服務時間多為平日白天，該時段男性必須投入勞動

市場，故大多無法參與志願服務，期望藉由志願服務政策宣

導，鼓勵男性投入志願服務之行列，並運用志願服務者教育訓

練課程，進行性別意識培力，提升性別敏感度，促使志願服務

者性別落差比率大幅縮減，另考量交通便利性，以在地服務為

主，鼓勵男性參與志願服務。 

圖4、臺中市伯公照護站志願服務者人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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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與目標 

一、 縮減志願服務者人力性別落差，改善志願服務者性別化

情況 

透過志願服務政策宣導，鼓勵男性投入志願服務之

行列，並藉由志願服務者教育訓練課程，進行性別意識

培力，提升性別敏感度，改善志願服務者性別化之情

況，使志願服務者性別落差比率得以逐年遞減。另開辦

志願服務體驗活動，並結合媒體報導宣傳志願服務之好

處，提升男性投入志願服務意願，此方式易達成宣導效

果，且可行性高。 

二、 提升男性參與志願服務意願，融入性別平權精神 

由於伯公照護站參加對象屬於亞健康的長者，故相

對長照系統而言，對於性別刻板印象較不顯著(傳統上認

為照護者應為女性擔任為主)，不同性別者提供服務並不

會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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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男性在退休後及工作閒暇之餘投入志願服務

意願，我們擬定3點規劃作為提升男性參與志願服務意願

之策略，策略包含： 

1. 鼓勵各站點邀請不同族群/年齡群擔任志願服務者，並藉

此廣邀男性里民參加社區服務；可針對原有女志工行列

宣導，歡迎家族中男性參與；或是透過老幼同樂活動方

案，鼓勵家族中男性一同顧孫，增加代間親密關係。 

2. 運用本會 CEDAW媒材圖卡，於 LINE群組、臉書及官

網進行宣傳。 

3. 請男性志願服務者於志願服務者相關活動中進行經驗分

享，吸引更多男性志願服務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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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針對第1及第2點進行分析比較，圖表如下： 

(一)分析比較 

評量指標 

方案1 方案2 

鼓勵站點邀請不同年齡群擔任志工 製作 CEDAW宣傳圖卡 

受益對象觸及率 較少 較多 

執行所需時間 需要較長時間觀察 較即時性 

政策持續性 可持續辦理，無時間限制 可持續辦理，無時間限制 

政策效益性 

需前段規劃並按年統計 

才能有顯著成效 

有即時性數據(瀏覽觀賞人次統

計)，但成果與方案之連結性較

弱 

經費評估 各站點所需經費較多 所需經費最少 

(二)方案選定 

建議前開所提2項方案併同執行。 

肆、 結語 

近幾年鑒於客語與客家文化日漸式微，開始規劃藉由熟識

客語薪傳師以有系統之課程設計，帶領長輩與幼兒共學，於日

常生活中增進客家語言之運用，並傳承世代間之文化與互動，

也就是融入「老幼同樂」活動，以提升「銀髮力」並使具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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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之長者能以客語為主要溝通語言，進行活動或課程教授，

藉此創造客語溝通情境，以落實老幼同樂及客語向下扎根之目

標。 

因此，伯公照護站點志願服務者的角色在照護站執行運作

上非常重要，依據中央客委會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鼓勵各縣

市政府能有更多諳客語的志願服務者加入伯公照護站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