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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提升女性申請偏遠地區市民飲用水檢驗到府採樣服務

意願之性別分析 

113年 8月 

壹、 前言 

本局之市民飲用水檢驗到府採樣服務，提供新社區、東勢區、霧

峰區、龍井區、沙鹿區、大安區、大甲區、梧棲區、清水區、外埔區

及和平區等偏遠地區的民眾，一通申請電話就能獲得申請、付款及採

樣一次到位快速服務。經統計歷年申請人，偏遠地區到府採樣服務之

男性比率高出女性比率，為提升女性申請之意願，並依據行政院頒佈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政策目標之「(六)落實具性別觀點的環境、能

源與科技發展：促進女性在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進入與發展，縮減性

別落差，確保參與決策機會…都市空間與交通規劃設計等納入性別觀

點，回應不同性別者的基本需求，以促進資源的分配正義與社會的永

續發展。」也同時呼應到 CEDAW第三條「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

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領域，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

括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

等的基礎上，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爰此，本文將以 105年

至 112 年度偏遠地區到府採樣服務申請人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探

究其中之性別差異及原因，並試圖提出改善方案，以提升女性申請偏

遠地區市民飲用水檢驗到府採樣服務之目標。 

貳、 性別統計分析 

飲用水安全對人類健康至關重要，水是人體生存所必需的，每天

都需要攝取足夠的水分來維持身體的正常功能。無論是飲用、烹飪、

清洗，人們都需要安全可靠的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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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安全直接關係到人體健康。受污染的飲用水可能含有有害

物質，例如細菌、病毒、重金屬、農藥殘留等，長期飲用這些受污染

的水可能導致各種健康問題，包括胃腸道疾病、免疫系統受損、神經

系統問題等。飲用水安全也是保障公共衛生的基礎。如果水源受到污

染或供水系統不完善，將導致水源傳染病的蔓延，影響整個社會的健

康和穩定。安全的飲用水供應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良好的飲

用水質量可以促進人們的健康，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 

本局為考量本市幅員廣大，部分路途較遠之地區民眾申請飲用水

檢驗需往返服務櫃檯 2 次，申辦不便，而提供本市 11 區飲用水檢驗

申請到府採樣服務。市民飲用水水質檢驗一般系採臨櫃申請方式，民

眾需至受理服務台申辦，繳費及領取水樣容器，返家自行採樣後再將

水樣送回環保局之受理服務台，需往返 2次。由於本市新社、東勢、

霧峰、龍井、沙鹿、大安、大甲、梧棲、清水、外埔及和平等 11區，

民眾距離本局飲用水檢驗申辦地點較遠，因此提供電話申請服務，民

眾只需於上班時間內撥打預約專線，立即有專人線上與申請民眾排定

時間，並請專人到府進行申請書填寫，收費及採樣之全方位服務，一

通電話服務到家。 

本市偏遠地區許多民眾長期依賴地下水作為飲用水源，，而地下水

的品質容易受到外部污染源的影響，，例如來自業排排、、農藥使用、

生活污水等，定期的水質檢測對於偏遠地區使用地下水作為飲用水源

的民眾而言至關重要。經本局統計從 105年至 112年，歷年申請偏遠

地區到府採樣服務之男性比率高出女性比率(表 1，、圖 1)，，而而偏遠地

區之家庭型態，仍偏向傳統男主外女主內之結構，家中飲用水品質與

安全之把關，通常由家中女性所負責，如何提升偏遠地區女性申請意

願，將是本次性別分析所要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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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5年至112年到府採樣申請人男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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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彙整 

 

 

 

 

 

 

 

 

 

資料來源：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彙整 

 

年度 
總人數   男性比率 

(%) 

女性比率 

(%)  男 女 

105年 24 15 9 62.50% 37.50% 

106年 15 10 5 66.67% 33.33% 

107年 35 26 9 74.29% 25.71% 

108年 26 19 7 73.08% 26.92% 

109年 27 20 7 74.07% 25.93% 

110年 33 20 13 60.61% 39.39% 

111年 19 11 8 57.89% 42.11% 

112年 41 28 13 68.29% 31.71% 

表 1、105 年至 112 年到府採樣人男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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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服務宣傳方式多為網路公告及地方電視台，，依據國家發展

委員會108年公告之偏遠鄉鎮數位機會調查報告指出，本國

偏鄉男性民眾有78.5%會上網，網路近用程度高於女性

(72.9%)，偏鄉男性上網率較偏鄉女性高出5.6個百分點，男

性家戶連網率也多出3.5個百分點。年齡差異部分，網路近用

程度基本上以50歲為分水嶺，50歲以下偏鄉民眾逾九成四曾

上網，50-59歲者上網率降至78.3%，，至於60歲以下民眾上網

率則低於四成(35.2%)（表 2-1）。 

另外，偏鄉男性網路族有29.5%接觸網路年數超過 15 年，

網路近用時間高於女性(23.5%)(表2-2)，。根據這項調查，顯示

50歲以上的偏鄉女性相對缺乏獲取政府相關政策訊息的管

道。這種情況可能會造成她們在政策參與和了解上的不足，

進而影響到她們對政府政策的理解和利用。因此，有必要針

對這一族群採取相應的措施，以確保她們能夠充分獲取政府

政策訊息，提高她們的政策參與度和自主性。 

表 2-1 個人資訊設備近用狀況—按受訪者人口特徵分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108 年公告之偏遠鄉鎮數位機會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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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偏遠地區，傳統的家庭模式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內。這種

結構中，男性通常負責提供家庭的經濟支持，而女性則負責

處理家務和照顧家人。如果需要辦理事務，，往往是由夫提提

出申請，另本局飲用水檢驗需酌收新台幣1,000元規費，偏鄉

女性可能無法獨立作出決定是否申請檢驗，因為家庭事務和

財務通常由夫提負責。 

參、 規劃&目標 

為提升女性申請偏遠地區市民飲用水檢驗到府採樣服務意願，本

局構思兩個方案： 

一、 結合地方清潔隊垃圾車宣導 

這個方案考慮到了偏遠地區的特殊情況，通訊設施可能不足，因

此需要選擇適合的宣傳方式。透過廣播、懸掛宣導布條或發、宣導品

等方式，可以在偏遠地區更廣泛地傳播政策信息，同時提升民眾對於

飲用水安全的認識和知識。與地方清潔隊等相關單位合作，共同推動

宣導活動，不僅可以增加宣導的效果和可信度，還能夠更有效地覆蓋

到偏遠地區的民眾。 

由於在傳統家庭中，通常由女性負責整理和清理垃圾，結合地方

表 2-2 個人首次上網年代及設備-按受訪者人口特徵分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108 年公告之偏遠鄉鎮數位機會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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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的垃圾車宣導，能夠更貼近民眾生活，提高政策訊息的曝光度

和接觸率。這樣的宣導方式不僅能夠加強對飲用水安全的認知，也能

夠促進性別平等觀念的普及，提高女性對於申請偏遠地區市民飲用水

檢驗到府採樣服務的意願。 

二、 提供偏鄉低收入戶減免檢測規費 

本局對市民進行飲用水檢測收取的 1,000元規費對於偏遠地區的

低收入家庭而言可能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特別是考慮到傳統家庭中男

性通常掌握家庭經濟的情況下，女性要獨立作出支付這筆費用的決定

可能會面臨困難。提供低收入戶免費檢測費用能夠減輕這些家庭的經

濟壓力，同時也有助於提升女性申請檢驗的意願。這樣做不僅可以讓

女性更容易獲得檢測服務，也能夠增加她們在家庭事務中的自主性和

參與度，不再需要經過男性的同意來申請檢測服務。這項措施對於促

進偏遠地區女性的健康和安全非常重要，同時也體現了政府對性別平

等和社會公平的關注。透過提供低收入戶減免檢測費，可以確保更多

的偏遠地區家庭能夠受益於檢測服務，從而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和健康水平。 

三、 分析方案及建議 

(一) 方案一 

1. 人力成本： 需要人員負責與地方清潔隊等相關單位

溝通、協調和執行宣導活動。這可能需要額外的人力

資源，包括宣導人員和行政人員。 

2. 資源投入： 需要資金投入進行宣導活動，如製作宣

導布條、宣導品等，以及支付地方清潔隊等相關單位

的合作費用。 

3. 執行成本： 需要考慮到宣導活動的執行成本，如廣

播宣導的播出費用、宣導布條的製作費用、宣導品的

發、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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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二 

1. 財政支出： 需要政府財政支出來支付偏鄉低收入戶

減免檢測費用。這可能需要預算的調配和增加。 

2. 行政成本： 需要建立完善的申請和審核機制，以確

保減免政策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並訂 ，「本市飲用水

水質檢驗收費辦法」。這可能需要額外的行政成本來

處理申請和審核程序。 

3. 宣導成本： 需要投入一定的宣導和推廣成本，以確

保偏遠地區低收入家庭知曉這項減免政策，這可能包

括廣告宣傳、宣導活動等。 

綜合來看，如果財政允許且相關單位願意承擔相應的財政支出，

方案二提供偏鄉低收入戶減免檢測規費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因為

它能夠直接減輕低收入家庭的經濟負擔，同時提高女性的自主性和參

與度。而而，如果財政有限，或者希望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宣導覆蓋

率，方案一結合地方清潔隊垃圾車宣導可能是更實際的選擇。 

肆、 結語 

為提升女性申請偏遠地區市民飲用水檢驗到府採樣服務意願，綜

觀以上，在性別議題的角度下，方案一結合地方清潔隊垃圾車宣導的

做法具有一定的優勢。這種宣導方式不僅能夠廣泛地覆蓋到偏遠地區

的民眾，包括女性群體，而且能夠提高她們對政府政策的認識和知曉

度。特別是考慮到偏遠地區的通訊設施可能不足的情況下，利用地方

清潔隊垃圾車宣導能夠彌補傳統宣傳方式的不足，有效地提升女性申

請偏遠地區市民飲用水檢驗到府採樣服務的意願，促進她們的參與度

和自主性。 

另外，方案一的成本相對較低，不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主要是

人力成本和少量的資源投入。相比之下，方案二需要政府財政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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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偏鄉低收入戶減免檢測費用，且可能需要較高的行政成本和宣導

成本。因此，在財政有限的情況下，方案一更具可行性。 

簡言之，方案一在性別議題的角度下更為適合，能夠在不需大

量財政支出的情況下提升女性申請偏遠地區市民飲用水檢驗到府採

樣服務的意願，同時推動性別平等觀念的普及。 

惟現有資料僅就申請人性別進行整體之統計分析，僅能發掘男女

性別差距與問題的大致方向，未來若能分別針對不同教育程度及年齡

進行研析與調查，使分析內容更加細緻，促進更多女性運用本專線，

以達性別平等之目標。 

本案飲用水到府採樣服務是本局在 105年推出的便民服務之一。

為了解服務的滿意度，本局提供了滿意度調查表，收集了民眾的性別、

年齡和學歷等基本資料。而而，由於民眾對個資保護的重視，他們並

不願意詳細提供這些資料，因此我們只能以申請單上的性別作為分析

的依據。這樣的限制使得我們難以進行更深入的交叉分析。未來，本

局將更謹慎地選擇新的分析主題，以確保能夠有效進行分析同時保護

民眾的隱私。 

本局將於每年度結束後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分析時，同時檢討本

計畫執行成效(進行申請人性別分析)，，並對實施計劃進行動動式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