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鄰守護計畫性別分析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性別主流化是國際間推動性別平等之重要策略，其性別分析可突顯出問題和

解決方法的性別關聯性，另也可提出明確改善方案。愛鄰守護計畫融入性別分析，

可增進市民平等享有社會資源及共同參與，且尊重每位受訪者的特殊性，降低性

別差異之不便性，提升本計畫效果，達到愛鄰守護目的。 

現今社會生活工作型態、社會文化及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等因素變遷，社區人

際間互動、自主照顧能力逐漸薄弱，對社區需協助的弱勢及長輩的關懷出現了漏

洞，為協助市府對社區的照顧，整合衛生局、民政局及社會局等 3局處資源共同

辦理，運用區里鄰系統，由里長召集鄰長及熱心人士，組成非正式組織(NPO 性

質)之愛鄰守護隊，在平日常態的生活社區體系中建立機制，發揮遠親不如近鄰

的力量，依階段性任務服務鄰里，維護社區中弱勢居民生活，必要時提供相關資

源轉介服務，提供社區長者及身障民眾符合需求之協助，協力建構社區支持網絡。 

    本市 107年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占 12.16%(總計 34萬 852人，其中男性

15 萬 6,502 人，女性 18 萬 4,350 人)，面對高齡化社會來臨，亦代表臺中市民

對長期照顧需求及家庭負擔日益加劇，依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結果,65 歲

以上者長照需要率 12.7%，推估本市 65歲以上長者失能人口數達 4萬 3,288人，

為及早因應高齡化對本市社會、經濟、文化等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藉由在地的愛

鄰守護隊力量，協助長者相關服務推動，主動發掘隱藏在社區有長照服務需求民

眾及家庭並協助提供轉介資源，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並落實在地老化及

社區營造精神，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使得生活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等可以就

近社區化，本市長輩獲得可近及完整性長照資源，年輕世代能夠安心拚經濟，高

齡長輩也有幸福與尊嚴，協力市府對長輩健康照護的責任，達成在地老化安居的

目標。 

 

一、性別統計分析 

愛鄰守護計畫由本市 29 區 625 里愛鄰守護隊志工 8,152 人組成，預估關



懷訪視本市 29 區 65 歲以上長者計 3 萬 2,257 人，截至 12 月底已關懷人數 3

萬 8,265人，訪視涵蓋率約 11.2%，轉介長照需求服務 4,523人，符合長期照

護新收案長輩共 197人，辦理長期照護與失智相關課程共 27場次，共計 3,213

人參與。 

(一)愛鄰守護計畫志工參與男女比例 

    志工是本計畫重要角色，由熟悉地方、社區及了解市府資源、政策脈動

等因素，里鄰長為最佳志工人選，故結合市府民政體系，運用民政區里鄰系

統，由里鄰長為主軸並召募社區熱心民眾組成愛鄰守護隊，發展半官方性質

志工團隊，其服務能量、服務可及性、服務項目多元及里鄰長任期制度，穩

定性高，服務時間較彈性，與一般志工團隊服務不同。 

107年召募志工共 8,152人，整體男姓 3,994人(49%)；女性 4,158人

(51%)，其中里鄰長身分志工人數 6,301人，男性 3,169人(50.3%)，女性

3,132人(49.7%)，符合兩性比例，但里鄰長平均年齡較為長，性別觀點仍缺

乏，且難以招募年輕志工，故強化里鄰長性別意識、提升年輕志工比例為未

來修正方向，以利於服務多元性。社區民眾參與共 1,851人，男性 825人

(44.6%)，女性 1,026人(55.4%)。召募志工時並無特別限制性別或年齡，推

測女性占多數原因，與志工服務時間、服務內容有關。強化招募男性社區志

工為未來努力方向。 

 

 

 

 

 

 

 

 

 

 

資料來源：本局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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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7年臺中市愛鄰守護隊志工人數 人數



資料來源：本局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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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7年本市愛鄰守護隊關懷訪視對象人數

(二)關懷訪視對象比例 

  為減少快速高齡化對本市年輕世代面對照顧失能長輩與兼顧就業等後續

產生的問題與影響，長照 2.0服務推估本市長照需求人口近 7萬 7,000多人，

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已提供 3萬 9,733人服務，尚有近 3萬 8,000 多潛在

需求人口未受到長照服務，為讓長照服務廣為本市需求民眾使用，107 年愛

鄰守護隊志工由關懷弱勢族群轉型聚焦以發掘長照需求人口，由志工就住家

鄰里巷弄間自行決定訪視對象，訪視服務未特定性別，107 年已關懷訪視人

數 3萬 8,265人，其中男姓 1萬 7,150人(44.8%)，女性 2萬 1,115人(55.2%)，

訪視函蓋率達 11.2%，依關懷訪視結果轉介長照服務共 4,523 人；其中男姓

1,936 人(42.8%)、女性 2,587 人(57.2%)。依據內政部 107 年統計國人平均

壽命為 80.7歲，其中男性 77.5歲、女性 84.0歲，資料顯示女性平均餘命高

於男性，衛生福利部 2010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75-84歲女性失能率

為 23%，遠高於男性 17.6%，85歲以上失能率更高達 56.2%，遠高於男性 39.1%，

其差異性較為合理。 

 

 

 

 

 

 

 

 

 

(三)關懷服務流程 

  本計畫未提供鄰里關懷訪視名單，由各里志工自行決定訪視對象，由衛生

局提供「長照需求關懷服務單」如下圖 4，以長者日常生活中設定如需要餵食、

平地走路 50 公尺需休息、需協助移位、無法自己上廁所、需協助洗澡、需協



助穿脫衣褲鞋等 6項可複選，受訪視者有任 1項需協助或長者自覺需協助，即

予以轉介衛生局長期照顧科，專人負責分區分案進行初步評估，符合長期照顧

資格進行第二次家訪評估，如下圖 5。 

圖 4、長者關懷服務單                圖 5、愛鄰守護計畫作業流程圖 

 

 

 

 

 

 



二、促進性別平等規劃及目標 

(一)規畫愛鄰守護志工性平教育訓練 

    本計畫 107年於本市 29區 625里召募志工共 8,152人，其中男姓 3,994

人(49%)，女性 4,158 人(51%)，男性與女性性別比為 0.96：1。兩性比例接

近，雖以女性稍多但差異不大。因招募志工不易，於招募志工時並未有特定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特別規範。其中，具里鄰長身分之志工人數總

計 6,301人，男性 3,169人(50.3%)，女性 3,132人(49.7%)，男性與女性性

別比為 1.01：1，兩性比例差異不大，另外，社區民眾參與共計 1,851 人，

男性 825 人(44.6%)，女性 1,026 人(55.4%)，男性與女性性別比為 0.80：

1。推測社區民眾參與以女性占較多數原因，女性 50-60 歲間長已達家庭週

期中的空巢期，子女離家可能擁有較多時間可自行運用，而志工關懷服務內

容與對家庭照顧延伸有關。 

有鑑於本計畫以里長為隊長，志工以鄰長居多，以行動小市府之力，採

半官方性質之志願服務，提高服務效能及動員便利性，即時提供協助轉介服

務，與民眾自發性參與關懷服務有所不同。惟現今社會變遷快速，家庭型態

多元，以「鄰近關懷 在地守護」為宗旨，關懷訪視為出發點，愛鄰志工 8152

人，然 60-69歲志工佔 42.6%(3,470位)，在面對社會文化的改變，其性別

意識形態相關知能顯然不足，將透過志工教育增進志工性別相關知能，規劃

多元教育訓練及宣導，運用性別相關案例及報告，以提升訪視志工之性別意

識敏感度，提供多元性別認同或傾向家庭性別平等的關懷訪視服務。109年

至少辦理 5場次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課程，預計 1,000位志工參與，逐年進行

性別意識培力，藉由教育訓練期使志工融入性別觀點與需求，落實性別平等

觀念。未來於招募志工時，加強宣導鼓勵男性志工多加參與。 

(二)愛鄰守護計畫關懷訪視對象 

    本計畫自 104年試辦，105年開辦至 106年止，透由里鄰長及熱心志工

組成愛鄰守護隊，主要關懷社區弱勢族群，予以即時關懷及即時資源轉介協

助服務，減少社會悲劇憾事不幸事件的發生，強化社區安全防護網絡。107



年起本是為及早因應高齡化對本市社會、經濟、文化等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藉由了解在地的愛鄰守護隊力量，轉型據焦服務內容及對象，協助長照 2.0

推動，主動發掘隱藏在社區有長照服務需求民眾及家庭並協助提供轉介相關

長照服務，107年已關懷訪視人數 3萬 8,265人，其中男姓 1萬 7,150人

(44.8%)，女性 2萬 1,115人(55.2%)，男性與女性性別比為 0.81：1，受訪

視者以女性較多。本計畫以社區訪視 65歲以上長者及身障民眾為優先訪視對

象，未特定不同之性別傾向或性別認同而限制或影響關懷訪視服務，受訪視

者如符合「長照需求關懷服務單」之需要協助項目，即予以轉介衛生局長期

照顧科，無以特定性別傾向或性別認同為評估條件。 

三、改善方向 

1. 鄰里長及志工性別意識培力 

透過本計畫教育訓練納入性別意識概念，使各區里長瞭解有關性別平等之

議題，並將宣導內容製作為表單，並發放給每位里長，廣為宣導。 

2. 完善轉介平台 

整合社會局、民政局、圖書館等跨局處合作，招募各領域志工，以利訪視

對象獲得完善資源轉介。 

3. 提升年輕志工招募並分組培訓服務 

Kanter（1987）「非營利組織不但要做好事，而且要做的好。」（轉引自江

燦騰，2004； 李偉文，2009）。因此，在招募計畫和教育訓練上，透過讓

志工瞭解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的服務需求，並經由適切的教育訓練，以提供

有品質之服務，並 讓志工透過服務中獲得成就感，已成為志工經營管理之

重要議題故未來將鼓勵里鄰長利用平日晚上、假日開發 30 歲以下之青年

並與大專院校學生合作及 65 歲以上之退休人力，強化愛鄰守護服務多元

性，提升老少共榮之願景，且服務模式分組進行，提升服務效率，並以獎

勵機制提升工作團隊士氣。，規劃設計上 需透過宣導以及訂定相關配套措

施，鼓勵男性以及年輕、退休族群參與志願 服務；其次，不同服務類型之

志工有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等差異，部份 特殊類型之志工其參與動



機、性別角色也有不同，因此，招募訊息之管道以 及活動、宣傳內容設

計，需針對潛在志工的人口變項與性別角色，分析訊息 管道來源並據以設

計招募文宣，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4. 同婚家庭關懷 

有鑑於社會變遷快速，在社區裡的家庭結構日益多元，特別是同婚法案過

後，在本市也有維數不少的同志伴侶註記或是同婚登記，因此，面對此次

藉由性別分析，也更看見現有志工對於多元性別觀點及未來同婚家庭或是

多元性別的長者在服務的知能上是否足夠，規劃在未來愛鄰志工的相關職

前或繼續教育。 

5. 愛鄰守護團隊組織化 

依據志工年齡層、個人特質、服務方向進行愛鄰守護團隊分組，以提升服

務效率及個別化。 

四、結語 

      此愛鄰志工的沿革，立基於人口老化，補充政策與實際長者的評估，使鄰

里發揮守望相助，並使長照的需求與供給能貼近市民需求。愛鄰守護計畫融入

性別分析，主要希望每位市民平等獲得社會資源及關懷，本計畫能符合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遵循兩性平等標準，經由現有資料性別統計分析，以

及相關人口結構數據比對分析，看見了目前發展的限制，因此，期待可以此次

性別分析的機會使不同性別的民眾更自發的參與愛鄰志工服務的行列，或更看

到需要接觸或服務的對象。 

    為達公益及社會平等永續發展（查 SDGs）之指引，將愛鄰志工的建置與

發展，評估與志願服務法接軌，強化社會互助與共生、減少人際隔閡及促進

資源轉介，並適時與長照相關社區資源有所連結，規劃長者身心健康多元方

案，協助長者生活自理，使有需求的長者及其家庭可以透過這樣的服務更樂

於生活，以預防及延緩失能，縮短老年對長期照顧依賴時間，未來可規劃長

者瞭解病主法等政策法令或資源，以增進長者生活品質甚而朝善終發展，讓

整個社會「自在老、輕鬆顧」以達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