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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社福科，2021.11> 

一、前言 

    依據內政部資料顯示，原住民族之零歲平均壽命與全體國民之零歲平

均壽命相比較，原住民族全體、男性、女性之零歲平均壽命，明顯低於全

體國民。以 2006 年為例，原住民族之零歲平均壽命是 68.49 歲，全體國

民之零歲平均壽命是 77.90歲，兩者差距是 9.41歲。 

    我國自 1994年組成長期照護規劃小組，開始建構長期照顧發展體系，

2006 年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長照 2.0)正式將原住民族長期照顧納入專

章，並自 2007 年 9 月起由長照基金挹注經費，布建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在政府、各界、原住民族的努力下，2019 年原住民族之零歲平均壽命是

73.10歲，全體國民之平均壽命是 80.86歲，兩者差距是 7.76歲，首次縮

短至 8歲以內。 

    為營造多元服務之文化健康照顧環境，建立預防性及連續性之照顧服

務體系，保障原住民長者獲得適切的服務，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生活

品質，本府 2017 年下半年設立本市第 1 個原住民文化健康站，2019 提升

服務級距至 49 人，聘用 4 位照顧服務員，提供原住民族長者健康照顧、

延緩失能活動、共餐服務及關懷訪視服務，建構台南為原住民高齡友善城

市。 

    另查本市 2021 年 9 月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設籍本市原住民人口數

達 8,600人，55歲以上原住民長者為 1,227人，其中男性 311人(25.35%)、

女性 916人(74.65%)。本市文化健康站 2021年 1-10月到站人次共計 2,213

人次，提供 1萬 4,449次服務，其中男性到站 212人次，佔總到站人次之

9.58%，女性到站 2,192人次，佔總到站人次之 90.42%。 

 

 

 

 



二、原住民文化健康站之性別統計情形 

(一)本(2021)年服務長者性別統計情形 

2021年 1~10月(6~8月暫停到站)：男性 212人次、女性 2,192人次。 

 

 

 

 

 

 

 

 

 

 

 

 

(二)2019~2021年到站長者性別統計情形 

2019年：男性 829人次、女性 5,879人次。 

2020年：男性 662人次、女性 6,318人次。 

2021年 1~10月：男性 212人次、女性 2,19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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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2021照顧服務員性別統計情形(含職代) 

2019年：男性照服員 0人、女性照服員 4人。 

2020年：男性照服員 0人、女性照服員 5人。 

2021年：男性照服員 0人、女性照服員 5人。 

 

 

 

 

 

 

 

 

 

 

 

 

三、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性別統計差異分析與探討 

(一)本(2021)年服務長者性別統計顯示，本年男性長者到站為 212 人次，

僅佔全部到站人次之 9.58%；女性長者到站 2,192 人次，佔全部到站

人次之 90.42%。顯見女性長者願意至文化健康站接受照顧的比例遠高

於男性。 

(二)分析 2019~2021年到站長者性別統計，2019年男性 829人次到站，佔

全部到站人次之 12.36%；2020年男性 662人次到站，佔全部到站人次

之 9.48%；2021 年男性 212 人次到站，佔全部到站人次之 8.82%。男

性願意到文健站接受服務的比例有逐年下滑的趨勢，其中可能跟平均

餘命(男性長輩較早過世)、長期未到站致服務中斷及服務場域的女性

化有關。 

(三)根據本府社會局 2020 年對居家服務員的統計分析，男性及女性照服

員的比例為 16.66%，而由本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性別統計

分析顯示，進用之照顧服務員全數為女性，包含應徵職務代理的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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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也全數是女性，顯示本市原住民長期照顧工作女性化的特質，遠高

於一般就業市場照顧工作之性別比例。另根據本市 2019 年至 2021 年

原住民技術士證照獎勵申請狀況，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獎勵金申請

人數共計 5 位，全數為女性，也顯示本市族人的就業選擇中，照顧服

務員仍被視為是女性的工作。 

 

四、結論(含政策建議) 

(一)為提升男性長者至文化健康站接受照顧之意願，將辦理性別平等相關

講座或活動，增進本市族人性別敏感度，及落實性別平等教育，鼓勵

原住民男性族人及長者多多到站接受服務。 

(二)文健站須營造性別友善的空間和環境，盡量照顧到不同性別的需求，

本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於活動課程的設計，可再多考量男性長者的需

求，並於日常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服務中，鼓勵男性長者到站接受服

務。 

(三)對於原住民照顧工作女性化的現象，將於培訓照顧服務員時，鼓勵男

性族人參與照顧服務工作，可評估對於聘用男性族人擔任照顧服務員

的雇主及受僱者，發給工作獎勵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