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分析導引 

一、機關：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二、分析名稱：高齡者從事志願服務之成效分析—以高雄市新客家

文化園區文物館志工為例 

三、問題現況及統計指標選用： 

(一 )性

別差異

情形描

述 

依本會110年調查本市客家文物館運用志願服務人力推行公事客語無

障礙環境之效益分析統計數據發現，志願服務人員性別比例呈現，

男性1.5：女性8.5明顯差距，為平衡性別比例及瞭解性別投入程度

之差異，並持續擴展多元志願服務，爰進行本次分析調查。 

(二 )性

別統計

指標選

用 

指

標

1 

1. 指標名稱：高齡者從事志願服務之成效分析—以高雄市新客

家文化園區文物館志工為例 

2. 複分類名稱：年齡 

統計指標(複分類)資料變動說明： 

1. 依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14%為「高齡社會」，達20%

則是「超高齡社會」。內政部112年底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台

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18.35%，已接近「超高齡社會」

的界定。 

2. 本市老年人口截止112年底已突破51萬人次，佔全市總人口

數18.87%，已向「高齡化社會」步入。此趨勢不僅帶來對社

會福祉、醫療、長照等公共政策的挑戰，同時也凸顯了老年

人在經濟、社會參與等方面的需求。 

3. 本會為提供高齡者社會參與機會，依志願服務法第3條「民

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

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

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



 

 

項輔助性服務」，而志願服務者簡稱為「志工」。 

4. 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位於客家人口聚集的三民區，

為促進客語重返公共領域，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結合志願服

務人力，透過服務民眾、文物導覽等，推廣客語及客家文

化。文物館志工人數現為60人(100%)，其中65歲以上志工為

37人(61.6%)。 

5. 65歲以上年齡佔比： 

(1)65歲到69歲計有10人，佔27.5%。 

(2)70歲到74歲計有17人，佔45.9%。 

(3)75歲以上計有10人，佔27.5%。 

統計指標(複分類)資料圖表： 

 

 

 

 

 

 

資料來源：本會統計資料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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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標名稱：高齡者從事志願服務之成效分析—以高雄市新客

家文化園區文物館志工為例 

2. 複分類名稱：性別 

統計指標(複分類)資料變動說明： 

1. 本會65歲以上志工有37人(100%)， 

(1) 男性有8人，佔21.6%。 

(2) 女性計29人，佔78.4%。 

圖1.年齡分布 



 

 

統計指標(複分類)資料圖表： 

 

 

 

 

 

 

 

資料來源：本會統計資料 

四、分析重要發現： 

分析重

要發現 

1. 研究方法：使用問卷調查，以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

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2. 研究樣本： 

(1)高齡志工的基本資料，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

等。 

(2)高齡志工參與及投入程度。 

(3)高齡志工的健康狀態及影響。 

(4)高齡志工動機與期望的性別差異。 

(5)高齡志工社交網絡擴展程度。 

(6)高齡志工從事志願服務的滿足感。 

3. 成效分析： 

(1)高齡志工參與及投入程度： 

此部份問項有我對當志工有興趣、我很重視當志工這件

事、我生活重心大多圍繞在當志工上、對我而言當志工

是愉快的事情之一、我精通當志工的相關知識等5題。

平均同意程度為3.76，其中男性為3.23、女性為4.30。 

圖2.志工人數 



 

 

(2)高齡志工的健康狀態及影響： 

此部份問項有我覺得參與志工後，讓我心情愉快、我覺

得參與志工後，讓我覺得生命是有意義的、我覺得參與

志工後，我覺得生活情況感到滿意、我覺得參與志工

後，我感覺身體有變健康了、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感

覺自己變年輕了、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滿意自己的睡

眠狀況等6題。認同程度為3.96，其中男性為3.63、女

性為4.27。 

(3)高齡志工動機與期望的性別差異： 

此部份問項有受家人影響希望我來參加志工服務、我對

志工的工作感到好奇，想要瞭解他們在做什麼、受周遭

朋友擔任志工服務影響，自己也嘗試參加、對服務機構

的文化價值認同、我喜歡服務機構的良好形象及環境、

我希望能協助他人解決困難、我希望受他人尊重與社會

的肯定、我希望為社會盡一份心力、我希望能服務他人

回饋社會、我希望獲得社會頗高的評價、我覺得從事志

工服務是做善事可以積功德、我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專長

等12題。認同程度為3.94，其中男性為3.58、女性為

4.29。 

(4)高齡志工社交網絡擴展程度： 

此部份問項有我希望可以擴展自己的生活圈讓生活更充

實、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滿意朋友給予的支持、我覺得

參與志工後，認識很多好朋友、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

與人的人際關係良好、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會主動關

心朋友的事等5題。認同程度為3.82，其中男性為

3.33、女性為4.32。 



 

 

(5)高齡志工從事志願服務的滿足感： 

此部份問項有我覺得當志工所獲得的滿足比一般活動還

多、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很享受現在的生活、我覺得

參與志工後，我覺得現在更快樂、我覺得參與志工後，

我滿意自己的工作能力等4題。認同程度為3.94，其中

男性為3.53、女性為4.35。 

 

表、問卷分析結果(1表示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 

       項目 
類別 

高齡志
工參與
及投入
程度 

高齡志
工的健
康狀態
及影響 

高齡志工
動機與期
望的性別

差異 

高齡志
工社交
網絡擴
展程度 

高齡志工
從事志願
服務的滿

足感 

平均同意程度 3.76 3.96 3.94 3.82 3.94 

男性同意程度 3.23 3.65 3.58 3.33 3.53 

女性同意程度 4.30 4.27 4.29 4.32 4.35 

 

 

 

3.76 3.96 3.94 3.82 3.94

3.23 3.65 3.58 3.33 3.53 

4.30 4.27 4.29 4.32 4.35 

圖、問卷分析結果(性別投入程度)

平均 男性 女性



 

 

五、 建議計畫評估及管考 

(一 )建

議政策

計畫說

明 

(1)性別招募有顯著進步： 

本問卷以本會從事志願服務人員人員進行分析，招募並未

限定族群、年齡、性別，在性別比之參與比例呈現為男性

2.16:女性7.84，較本會前次110年統計調查之性別比男性

1.5：女性8.5已有顯著進步，未來將持續推展男性參與志

願服務業務，鼓勵男性參與志願服務。 

 

(2)性別投入程度有顯著差異： 

依問卷分析結果，男性平均同意程度皆低於平均同意程

度，且女性同意程度皆高於男性，顯示高齡者從事志願服

務其參與及投入程度、健康狀態及影響、動機與期望、社

交網絡擴展程度及從事志願服務的滿足感，性別有顯著差

異。 

 

(3)擴展多元志願服務業務： 

本會招聘志工服務內容以提供客語諮詢服務、文物館導覽

服務、簡易服務工作及其他協助有關客家事務、法令宣

導、活動推廣等業務服務，多以服務性質為主。未來亦可

評估考量納入如修繕、水電、技術類別或傳統技藝等特殊

專長之志工參與，俾使增廣志願服務面向，多元推展志願

服務。 

 

(4)瞭解性別差異提升服務意願： 

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同意程度低於女性，亦須多加關注男性

志工參與動機，志工除為本會提供服務，本會亦須多加關



 

 

懷及多元適性給予志工發展，使志工服務過程中亦能拓展

視野，開啟自我成長的另一扇門，亦能給予志工歸屬感，

進而提昇志願服務人員持續服務之意願。 

(二 )預

決算數

或其概

估值 

1.提供志願服務業務的宣傳與推廣 

   融入本會志願服務招募業務推動，加強宣導。 

2.加強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課程辦理 

   每年預算概估值為2萬5,000元(5,000元*5場) 

(三 )會

議討論

情形 

1.會議日期：113年2月19日(一) 

2.會議地點：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3.重要決議：以「高齡者從事志願服務之成效分析—以高

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志工為例」為專題名稱，並以

探討高齡者且不同性別對於志願服務的參與程度和動機、

評估高齡者從事志願服務的實際效益為研究目的，透過分

析結果，做為未來志願服務措施的優化參考。 

(四 )預

期執行

計畫效

果 

1.持續推動高齡志工社會參與 

預期經本會113至115年志願服務招募宣傳活動下，男性比

例提升2%。 

2.開設客語認證課程和研習活動 

預期經本會開設志願服務課程，可提升高齡志工參與率，

且每年呈現連續正成長的趨勢。 

 

  



 

 

研究問卷 

高雄市高齡者參與志工活動--以本市文物館為例 

主要探討本市高齡志工涉入程度、參與動機及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希

望藉由此問卷，了解本市高齡者志工的看法，所以需要您依據個人實

際現況來填寫本問卷，懇請撥空填寫，謝謝。 

第一階段、基本資料 

(一)性別：□男性□女性 

(二)年齡：□65歲到69歲□70歲到75歲□75歲以上 

(三)婚姻：□配偶健在□單身 

(四)學歷：□國小以下□國、高中(職)□大專(學)□碩士以上 

(五)客籍：□客籍□非客籍 

 

第二部分、參與及投入程度 

(一)我對當志工有興趣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二)我很重視當志工這件事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三)我生活重心大多圍繞在當志工上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四)對我而言當志工是愉快的事情之一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五)我精通當志工的相關知識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第三部分、健康狀態及影響 

(一)我覺得參與志工後，讓我心情愉快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二)我覺得參與志工後，讓我覺得生命是有意義的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三)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覺得生活情況感到滿意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四)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感覺身體有變健康了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五)我感覺自己變年輕了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六)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滿意自己的睡眠狀況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第四部分、動機與期望 

(一)受家人影響希望我來參加志工服務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二)我對志工的工作感到好奇，想要瞭解他們在做什麼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三)受周遭朋友擔任志工服務影響，自己也嘗試參加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四)對服務機構的文化價值認同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五)我喜歡服務機構的良好形象及環境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六)我希望能協助他人解決困難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七)我希望受他人尊重與社會的肯定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八)我希望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九)我希望能服務他人回饋社會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十)我希望獲得社會頗高的評價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十一)我覺得從事志工服務是做善事可以積功德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十二)我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專長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第五部分、社交網絡擴展程度 

(一)我希望可以擴展自己的生活圈讓生活更充實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二)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滿意朋友給予的支持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三)我覺得參與志工後，認識很多好朋友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四)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與人的人際關係良好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五)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會主動關心朋友的事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第六部分、從事志願服務的滿足感 

(一)我覺得當志工所獲得的滿足比一般活動還多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二)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很享受現在的生活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三)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覺得現在更快樂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四)我覺得參與志工後，我滿意自己的工作能力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