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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參與人員性別比率差異改善計畫 

110.8.27 

原住民老人係指年滿 55歲以上，依據內政部原住民人口概況統計顯示，

台灣原住民人口之老化指數({65 歲以上/0-14 歲}*100%)從 94 年的 23.81%

攀升至 110 年 6 月的 45%；則台灣原住民老人(指年滿 55 歲以上)人口數從

94年的 5萬 5,382人，增加至 110年 6月的 11萬 9,164人(6直轄市+16縣

市原住民之年滿 55歲以上人口數)，顯示原住民老人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一、 性別統計分析 

(一) 六都中原住民老人人口數，新北市位居第二 

六都原住民老人人口(102年-110年 6月)：本市 55歲以上原住民老人

人口數為六都中第 2高。為促進原住民老人健康，並建構有利於原住民老

人健康、安全及終身學習的友善環境，以提高其平均壽命，本市結合民間

團體資源，推動本市原住民老人關懷據點推展計畫，以提供原住民老人一

個休閒娛樂及專業養護兼備的友善照養空間。 
 

 

圖一 六都原住民老年人口(102年-110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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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市原住民老人人口數女性多於男性之狀況越趨明顯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截至 110年 6月底止，新北

市原住民老人人口數計 9,014人，其中男性計 3,586人，比例為 39.8%，女

性計 5,428人，比例為 60.2%，相較 109年 6月資料顯示，女性原住民老人

比例提升 0.4%，原住民老人之男女性別差距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表一 108年 6月至 110年 6月新北市原住民老人人口 

年度 
新北市原住民老人人口 

總計 女性(比例) 男性(比例) 

108 年 6月 7,900 4,707(59.6%) 3,193(40.4%) 

109 年 6月 8,488 5,080(59.8%) 3,408(40.2%) 

110 年 6月 9,014 5,428(60.2%) 3,586(39.8%)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 

 

(三) 推動設置原住民文化健康站，以提供原住民老人適切之照顧服務 

新北市 29區原住民老人人口：截至 110年 6月底止，本市 55以上的

原住民老人計有 9,014人，其中超過 200人之行政區有樹林區、新莊區、

汐止區、土城區、新店區、板橋區、烏來區、中和區、三峽區、鶯歌區、

三重區、蘆洲區、淡水區、瑞芳區、林口區及五股區等 16個行政區，為強

化關懷照顧服務，本局結合原住民團體推動設置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提供

關懷訪視、共餐及辦理文化講座等活動，以滿足各區原住民老人的服務需

求，期望在既有的照顧服務模式，深化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功能，營造老人

學習型生活空間，讓長輩在熟悉的環境下獲得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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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新北市 29 區原住民老人人口 

新北市老人人口與原住民老人人口概況(110年 6月底) 

區別 總人口數 老人人

口數 

(65歲以

上) 

老人比

率 
原住民老人

(55歲以上) 

合計 4,023,634 634,528 18.8%  

板橋區 555,747 91,265 16.4% 648 

三重區 383,566 63,163 16.4% 296 

中和區 409,235 73,848 18.0% 537 

永和區 218,180 43,841 20.1% 176 

新莊區 422,872 56,037 13.3% 725 

新店區 302,126 59,097 19.6% 695 

土城區 238,020 31,430 13.2% 778 

蘆州區 202,258 24,539 12.1% 297 

樹林區 182,831 24,606 13.5% 892 

鶯歌區 87,947 11,622 13.2% 413 

三峽區 116,648 15,333 13.1% 445 

淡水區 184,256 29,853 16.2% 317 

瑞芳區 38,810 7,496 19.3% 285 

汐止區 205,577 31,261 15.2% 858 

五股區 89,949 11,178 12.4% 269 

泰山區 77,996 10,401 13.3% 148 

林口區 122,892 14,446 11.8% 306 

八里區 39,791 5,666 14.2% 154 

深坑區 23,743 3,806 16.0% 38 

石碇區 7,495 1,785 23.9% 2 

坪林區 6,687 1,837 27.4% 2 

三芝區 22,469 4,438 19.8% 53 

石門區 11,329 2,122 18.7% 10 

金山區 20,963 3,658 17.4% 14 

萬里區 21,549 4,352 20.1% 53 

平溪區 4,360 1,352 31.0% 5 

雙溪區 8,329 2,353 28.2% 4 

貢寮區 11,676 2,756 23.6% 11 

烏來區 6,333 987 15.6%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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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新北市文化健康站設站一覽表 

新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市款) 

序 服務據點名稱 設置地點 開站時間 承辦單位 

1 
土城區原愛原住民文化健康

站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 97巷 8號 

(土城區學成里里民活動中心) 

三、四、五 

9：00-15：00 

社團法人台北市原

住民關懷協會 

2 
樹林區薪伙原住民文化健康

站 

新北市樹林區東華街 3巷 19號 1

樓(樹光教會) 

二、三、四 

9：00-17：00 
薪伙文化藝術團 

3 新樹板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725號 
二、三、五 

9：00-17：00 

新北市原住民婦女

服務協會 

4 
樹林區豐年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 2段 172號 

(獇寮市民活動中心) 

三、四、五 

9：00-16：00 
豐年文化藝術團 

5 瑞芳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瑞芳區建基路一段 4-2號

(瑞濱活動中心) 

二、三、五 

9：00-15：00 
馬耀文化藝術團 

6 新店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265巷 2號

B1 

（中正國宅社區活動中心） 

一、三、五 

9：00-16：00 

新北市新店中正原

住民族發展協會 

7 新莊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新生巷 66

號 

(裕民活動中心) 

二、三、五 

8：00-16：00 

新北市新莊區原住

民族發展協進會 

8 鶯歌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鶯歌區二甲路 36之 2號 

(二甲市民活動中心) 

一、三、五 

9：00-15：00 

新北市原住民族社

會服務協會 

9 林口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 569巷 17

號(麗園活動中心) 

二、四、五 

9：00-16：00 

新北市泰山區原住

民族發展協進會 

10 烏來區福山部落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李茂岸 51

號(福山市民活動中心) 

一、三、五 

9：00-15：00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

社區發展協會 

11 八里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 2段 251號 

(八里文化活動中心) 

二、三、四 

9：00-15：00 

台灣基督長老會西

美中會聖山教會 

12 汐止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汐止區工建路 60號 

(忠孝里里民活動中心) 

一、四、五 

9：00-15：00 

新北市汐止區原住

民老人關懷服務協

會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中央款) 

1 烏來區忠治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里忠治路 5鄰

76號 

每週一~五 

8：00-16：00 

有限責任新北市原

住民溫馨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 

2 烏來區烏來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環山路 82

巷 3號 

每週一~五 

8：00-16：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泰雅爾中

會烏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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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烏來區信賢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烏來區信賢里信福路 40

號 

每周一~五 

8：00-16：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泰雅爾中

會信賢教會 

4 汐止區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 137巷26

號 2樓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302巷10

號 1樓 

每週一~五 

8：00-16：00 

新北市原住民家庭

關懷協會 

5 中和區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 270號 4樓 
每週二~六 

9：00-17：00 
巴歌浪 

6 樹林區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三段 40號3

樓 

(山佳原住民活動中心) 

每週一~五 

8：00-16：00 

新北市樹林區原住

民族發展協進會 

7 三鶯區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41-13號4

樓 

每週一~五 

8：00-16：00 

旅北都蘭部落文化

藝術團 

8 土城區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 4段 283之

1號 3樓 

每週一~五 

9：00-17：00 

新北市土城區原住

民族發展協進會 

9 淡水區文化健康站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路 1號

(義山活動中心) 

每週一~五 

9：00-17：00 

台灣基督長老西美

中會聖山教會 

 

(一) 原住民女性參與比例 60%，高於男性參與比率 40% 

為建構有利於都會區原住民老人健康、安全及終身學習的友善環境，

並整合政府及民間團體資源，提供社區老人關懷服務。截至 110年 4月，

55歲以上文健站長者人數達 8,937人。其中，男性 3,552人，占比為 40%；

女性 5,385人，占比為 60%。已於樹林區、新莊區、新店區、鶯歌區、淡水

區、土城區、三峽區、瑞芳區、汐止區、烏來區等設置 21個原住民文化健

康站，110年 1月至 7月底度執行成效如下： 

1. 據點服務計 11,814人(男 3,906、女 7,908)、 

2. 電話問安計 20,511人次(男 6,934、女 13,577) 、 

3. 關懷訪視計 8,366人次(男 3,765、女 4,601) 、 

4. 通報轉介計 125人次(男 29、女 96)、 

5. 供餐服務 13,493人次(男 5,841、女 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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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餐服務 13,888人次(男 1,142、女 8,482)。 

7. 講座或研習 350場次，參與人次 13,432人次(男 1,886、女 11,546)。 

8. 健康促進活動計 693場次，結合耕莘醫院、亞東醫院以及各區衛生所辦

理健康諮詢，並聘請在地泰雅族人教授「新北市原住民銀髮族動健康體

適能健康促進課程」，參與人次計21,275人次(男 2617人、女18,658人)。 

9. 上述服務人次共計 10萬 2,904人次，辦理相關活動或講座共計 1,043場

次。 

二、 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辦理方式 

依據本市性別平等照顧方針陸、健康、醫療與照顧工作面向，推動性

別友善照顧環境，應針對長期照顧需求的性別差異、城鄉和部落需求，建

立長期之照護體系，發展適切可近之策略，朝向社區為服務提供單位之目

標邁進，並提升並促進社區多元文化觀點之醫療照護人力，補充高齡化社

會所需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力，並促進男性參與照顧服務。查本市 21個原住

民文化健康站計有 53位照顧服務員，其中計有 4位男性照顧服務員，分別

服務於土城站、新莊站、三鶯站及中和站，為鼓勵男性投入社區照顧服務

行列，並提升原住民文化健康站男性長者到站率，相關規劃方案如下： 
       

     表五 110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參與人員性別比率差異改善計畫提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內容 

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多加鼓勵

男性長者至關懷站接受據點服

務，並加入健康指導及諮詢服

務。 

設計議題或課程問卷，透過文健

站進行男性長者意見普查，針對

性別興趣及取向開設不同課

程，並且每年至少辦理 2次性別

平等相關講座或課程，增進性別

敏感度，扎根性別平等意識。 

預算金額 
本方案納入文化健康站工作內

容，無須另行編列預算 

本方案納入文化健康站工作內

容，無須另行編列預算 

實施時間 1 年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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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110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參與人員性別比率差異改善計畫之提 

案尚須研議討論，倘經會議決議後，將由本局社會福利科執行，另將由本 

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擔任監督單位，相關時程規劃如下，預計將於 110年 

12月 31日執行完成。 

                         表六  計畫執行期程表 

工作項目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男性長者到站

關懷 

            

辦理性平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