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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12年環境教育志工共計 42名，女性志工比率 62%，男性志工

比率 38%，女性人數為男性的 1.6倍。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志願

服務係民眾出於自由意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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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性別及職業限制。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權利決策與影響力篇章」

中，多數國家的統計皆顯示女性投入志願服務的人數還是遠多於男

性，造成志願服務的性別差異多為結婚、離婚、工作、學習、退休

等社會性因素，原因可能如下： 

一、傳統性別印象：受到男主外女內觀念影響，傳統社會期待男

性應將心力放於職場，女性從小就被提醒應該成為一個主動

關懷的人，許多女性也會因為家庭或孩子離開職場，但隨著

孩子成長漸漸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在照顧家庭，因此有更多的

時間參與志願服務。 

二、非勞動力人口：依據主計總處統計資料，自 107年至 111年

臺灣地區非勞動力女性皆大於男性，因此，女性可能有較多

時間參與志願服務。 

貳、 性別統計分析 

    環境保護局 107年志工人數共 110人，男性 48人(44%)、女性

62人(56%)，男女比約 4:5；108年共 97人，男性 44人(45%)、女性



53人(55%)，男女比約 4:5；109年共 50人，男性 18人(36%)、女性

32人(64%)，男女比約 9:16；110年共 47人，男 性 17人(35%)、女

性 30人(64%)，男女比約 9:15；111年共 44人，男性 16人(36%)、

女性 28人(64%)，男女比約 4:7；112年共 42人，男性 16人

(38%)、女性 26人(62%)，男女約比 8:13。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地方政府社會處(局)所轄志工按年齡

別分」統計顯示，自 100年至 111年上半年，志工人數每年男性約

占 31%、女性約占 69%，男女比約 3:7，與環境教育志工一樣比例

皆為女性多於男性。 

    環境教育志工自 107年招募後便未再招募，107年招募新志工

多為大專院校學生，惟因運用性質需至各單位進行環境教育宣導，

多數志工無法獨力進行宣導或因畢業離開學校，無法服務，故逐漸

退出環境教育志工隊，人數逐年遞減，男女比例開始顯著落差。 

 

圖 1、107至 112年環境教育志工人數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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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環境教育志工職業部分，112年共 42人，在職男性 13人

(30%)、女性 12人(29%)；家管男性 0人(0%)、女性 10人(24%)；退

休男性 2人(5%)、女性 5人(12%)。於環境教育志工年齡部分，「31-

40歲」男性 1人(2%)、女性 0人(0%)；「41-50歲」男性 4人

(10%)、女性 3人(7%)；「51-60歲」男性 4人(10%)、女性 6人

(14%)；「61-70歲」男性 5人(12%)、女性 14人(33%)；「71-80歲」

男性 3人(5%)、女性 3人(7%)。 

    依據圖 2，環境教育志工男女人數與職業別交叉檢視發現，「在

職人員」人數最多，男女比例相當，「退休人員」女性大於男性，其

中「家庭管理」更是全數為女性；環境教育志工男女人數與年齡交

叉檢視發現，「31-50歲」男性大於女性，「51歲以上」女性大於男

性，此現象同前言論述，早期受社會與文化的影響所產生之刻板印

象，也可能為造成環境教育志工兩性比例失衡的原因。 

 

圖 2、環境教育志工職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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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規劃&目標 

    為達成「臺中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表」第一組第六點

目標「打造性別平等之友善志工城市，鼓勵不同性別志工攜手加入

行列」，以提升男性加入環境教育志工為主要推動議題，從多方面進

行宣導，改善性別刻板印象，皆有助於提升男性投入志願服務工

作，本局規劃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志工相關培訓或課程時宣導強化性別平等意識：辦理增

能培訓課程、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練或表揚典禮等活動，

加強宣導性別平等議題，並請志工至相關單位宣導時亦可融

入性別友善相關內容，並避免因為性別而有不當或歧視之言

語，提高男性服務意願。 

二、招募相關文宣融入性別平權：文宣海報設計及新聞稿等避免

出現性別預設或女性為主之性別刻板印象等內容，應融入性

別平權之內涵進行設計，提高男性加入志工之意願。 

三、招募說明會邀請男女志工一同進行經驗分享：邀請現任男性

及女性志工各 1名於招募說明會時進行經驗分享，期望透過

以男性經驗傳遞，打破女性擔任志工為主之性別刻板印象，

提升男性參與意願。 

肆、 結語 

    按志工選擇志願服務項目的長期趨勢來看，男性以「環保及社

區服務」、「義警、義交、義勇 刑事警察、義消等民防團隊」、「消防

及救難服務」較多，女性以 「教育服務」、「社會福利服務」、「醫療

衛生保健服務」較多。顯見過去長期社會型態發展，導致男性透過

公共的、生產性的獨立行動來實現自我；而女性之自我實現則是透

過服務他人，主要是家人，其次則是透過參與活動以增進社區福

祉。由於環境教育的志願服務屬於慈悲的、愛心的、關懷的志願服



務，所以女性人數較多尚屬正常情形。 

    此外，隨著時代的轉型，女性投身環境教育擔任倡議導者的角

色或參與社會運動的角色，大大提升進入公共領域、參與公民社

會，不啻是另一種性別平等的正向發展。 

    綜上，環境教育志願服務者男性女性比例雖有倍數之差情形，

應尚無政策面或制度面上不平等所造成，故建議無需刻意去大幅矯

正男女比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