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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2014年第二次CEDAW國際審查中，國際審查委員對於身心障礙婦女

的關注則有：一、 性別平等綜合性法制：儘管憲法保障所有人民的平等權，

卻沒有對婦女歧視作法律定義。另外，現行法律均未提及對於女性的多重

與交叉歧視，包括原住民族婦女、農村婦女、移民婦女、身心障礙婦女和

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變性者和雙性人（LGBTI）。 二、 健康權：健

康政策的行動計畫不能僅止於防治疾病，而要以讓女性維持良好健康為目

標，並規劃農村及新移民、身心障礙等弱勢及被邊緣化婦女可方便使用的

醫療照顧服務之短期及長期目標。三、 身心障礙婦女：確認身心障礙婦女

經歷多重歧視之痛苦，尤其是智能障礙之婦女，同時目前缺乏全面性身心

障礙婦女資料，包含區分年齡、身心障礙類別、族裔、農村或都市及其他

相關類別資料，來完整評估身心障礙婦女的處境。故，審查委員會建議政

府收集身心障礙婦女現況資料，區分一切相關類別，據以制定全面性的政

策及行動計畫。  

我國於2014年8月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UNCRPD）施行法，

亦即台灣各部門單位要執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近年來身心障礙補

助經費大幅成長，顯示身心障礙福利逐漸受到重視，本文主要以身心障礙

人口結構，觀察本區民國105年至109年身心障礙人口之變化，分析民國109

年身心障礙人口之年齡與障礙程度別結構、性別、經濟狀況、身心障礙類

別及障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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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身心障礙人口現況及分析 

一、身心障礙人口結構 

(一)身心障礙者總人口 

根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統計資料顯示本區民國 105 年底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人口數為 2,702 人，大約占麻豆區總人口數 6.03 %；民

國 109 年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口數為 2,741 人，大約占本區的總人

口數 6.27%，較民國 105 年增加 0.24 個百分點(表 1)，民國 105 年底

至 109 年底本區的身心障礙人口占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圖 1) 

 

 (二)身心障礙者性別 

民國 105 年底男性和女性身心障礙者人數及身心障礙人口占比分

別為 1,498 人 (3.34%) 及 1,204 人 (2.89% ) ，性比例為 124.42；民國

109 年底男性和女性身心障礙者人數及身心障礙人口占比分別為 

1,505 人 (3.44%) 及 1,236 人 (2.83% ) ，性比例為 121.76，民國 105

年底至 109 年底身心障礙者人口逐年遞增(圖 1)，身心障礙者男性持續

高於女性。(表 1) 

 

 

表 1 麻豆區民國 105至 109年兩性身心障礙人口數及身心障礙人口比率暨性比例 

單位：人、%、男/百女 

年度 105 年底 106 年底 107 年底 108 年底 109 年底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身障人口 1,498 1,204 1,507 1,204 1,505 1,227 1,497 1,236 1,505 1,236 

總人口數 22,741 22,071 22,677 21,926 22,484 21,776 22,359 21,634 22,196 21,517 

身心障礙

人口比率 
6.03 6.08 6.17 6.21 6.27 

性比例 124.42 125.17 122.49 121.81 121.76 

資料來源: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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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麻豆區民國105-109年身心障礙人口數及占比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二、年齡與障礙程度結構 

根據本區民國109年底身心障礙者年齡結構分析，身心障礙者年齡

分布主要集中在65歲以上(高齡)，男性為672人，占男性身心障礙者比

率44.65%；女性為771人、占女性身心障礙者比率62.38%，65歲以上(高

齡)女性身心障礙人數高於65歲以上(高齡)男性(表2、圖2)。 

以障礙程度觀之，65歲以上(高齡)在各障礙程度平均占比約5成以

上，年齡愈大，各障礙程度之人數愈多；反之，29歲以下身心障礙者，

在各障礙程度平均占比不到1成，且以障礙程度較輕之輕度為多(表2、

圖3)。 

以兩性障礙程度觀之，兩性在各障礙程度以65歲以上(高齡)為最大

宗，65歲以上(高齡)女性之障礙程度除極重度人數少於男性，其他各

障礙程度占比皆高於男性，反之，男性在64歲以下之區間各障礙程度

占比皆高於女性(表2、圖4) 。 

綜上所述，女性因平均生命餘命高於男性，故年齡愈高，女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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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者占比愈高，故65歲以上(高齡)女性身心障礙者較男性多；男

性因從事高勞力密集、高勞動風險工作者高於女性，易導致職業傷害

和職業疾病的發生，故男性身心障礙者較女性為多。由此顯示本區身

心障礙族群呈高齡化趨勢， 65歲以上(高齡) 女性身心障礙者高於男

性，64歲以下男性身心障礙者高於女性。(表2、圖4) 

 

表 2   麻豆區民國 109 年底各障礙程度之年齡占比 

年齡分布  

人數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男 女 男 女 
障礙程度 

年齡占比 
男 女 

障礙程度 

年齡占比 
男 女 

障礙程度 

年齡占比 
男 女 

障礙程度 

年齡占比 

65 歲以上 672 771 278 351 54.18  195 210 48.44  117 136 56.10  82 74 53.24  

60-64 歲 192 84 77 33 9.47  65 29 11.25  22 16 8.43  28 6 11.60  

45-59 歲 320 181 119 61 15.50  106 67 20.69  49 35 18.62  46 18 21.84  

30-44 歲 169 113 70 44 9.82  56 43 11.84  28 18 10.20  15 8 7.85  

15-29 歲 111 61 59 31 7.75  36 15 6.10  10 9 4.22  6 6 4.10  

0-14 歲 41 26 24 14 3.28  8 6 1.68  7 4 2.43  2 2 1.37  

合計 1,505 1,236 627 534 100 466 370 100 233 218 100 179 114 100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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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麻豆區民國109年底身心障礙者年齡結構比例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圖3   麻豆區民國109年底身心障礙者年齡占比-按障礙程度分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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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麻豆區民國 109 年底身心障礙者年齡占比-按兩性障礙程度分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三、按身心障礙者經濟狀況分 

民國109年底本區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計2,741人，身心障礙

者經濟狀況以「一般戶」1,842人為最高、其次為「最低生活1.5倍以上，

未達2.5倍者」769人、「低收入戶」119人、「中低收入戶」11人為最

少。(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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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麻豆區民國105-109年身心障礙者經濟狀況 

 

 

 

 

 

 

 

 

 

資料來源: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本所社會課 

 

四、按身心障礙類別分 

 (一)身心障礙者高齡化趨勢 

根據本區民國109年底身心障礙類別統計中，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計有2,741人，其中以「肢體障礙」者903人為最多，占32.94%，「重要

器官失去功能」者356人，占12.99%次之，「聽覺機能障礙」者285人，

占10.40%居第三。前三項主要人口分布皆在65歲以上(高齡)，且男性高

於女性。由此可見，隨著科技進步，醫療水準提升，國人的平均壽命

增加(民國99年79.18歳增至民國108年80.86歳)，但因老化及後天疾病所

導致之身心障礙者人口也隨年齡增長而逐年增加。(表3、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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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麻豆區民國109年身心障礙類別人口數及障礙類別占比 

身心障礙類別 男 女   合    計 障礙類別占比 

肢體障礙 503 400 903 32.94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206 150 356 12.99  

聽覺機能障礙 158 127 285 10.40  

多重障礙 140 129 269 9.81  

慢性精神病患 130 117 247 9.01  

智能障礙 137 104 241 8.79  

失智症 63 130 193 7.04  

視覺障礙 81 53 134 4.89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25 5 30 1.09  

自閉症 24 1 25 0.91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5 4 19 0.69  

頑性癲癇症 8 8 16 0.58  

植物人 4 3 7 0.26  

顏面損傷 5 1 6 0.22  

平衡機能障礙 2 3 5 0.18  

染色體異常 4 0 4 0.15  

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 0 1 1 0.04  

       總      計 1,505 1,236 2,741 100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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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麻豆區民國109年身心障礙類別占比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二)身心障礙者男性高於女性 

以性別觀之，兩性身心障礙者皆以「肢體障礙」人數最高，占身

心障礙者總人數之3成以上，「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和「聽覺機能障礙」

皆占1成以上 (圖7)。女性在「失智症」、「平衡機能障礙」及「因罕

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占比高於男性，其他障礙類別男性人數占

比皆高於女性。兩性所占比率差距最大者為「自閉症」，男性為女性

的24倍，「顏面損傷」及「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次之，男性為女性

的4.88倍。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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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麻豆區民國109年身心障礙類別占比-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圖8   麻豆區民國109年身心障礙性別占比-按障礙類別分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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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身心障礙等級分 

依據障礙等級觀之，本區民國109年底身心障礙人數以輕度障礙者 

1,161 人，占42.36 %最多，中度障礙者 836人，占30.50 %次之，重度

障礙者451人，占16.45 %居第三，極重度障礙者293人僅占 10.69 %為

最低，且各障礙等級人數男性皆高於女性，顯示男性多從事高勞力密

集、高勞動風險工作，導致男性之各障礙等級之人數皆高於女性。(圖

9) 

 

圖9   麻豆區民國109年身心障礙等級人數 

 

 

 

 

 

 

 

 

 

 

 

 

 

資料來源: 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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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論 

從身心障礙人口現況及分析觀察，身心障礙人口人數逐年增加，從年

齡分析，因女性平均餘命較男性長壽，女性老年(62.38%)身心障礙人口大於

男性(44.65%)，其中老年人口身心障礙者類別之中，女性失智症的人口比例

更超越男性；而 64 歲以下之身心障礙者，因男性從事高勞力密集、高勞動

風險工作，男性身心障礙人口大於女性。 

身心障礙者人口逐年增加，然而女性身心障礙者一直以來都被社福團

體忽略，婦女團體也顯少關注女性身心障礙者。女性身心障礙者在婦女團

體、婦女運動中，一直以來在台灣社會是被忽略的、邊緣化的，甚至它的

忽略大過原住民女性跟新移民女性。 

平等權是每個人都能享有的權利，況論身心障礙者的平等權應備受重

視，因此，讓每個人都能夠受到應有的尊重，學會彼此平等的對待，也成

為每一個人的生活教育，也是全體國民的終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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