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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漁會為臺灣漁民團體主要代表，以漁民為會員主體，其管理

方向有會務、人事、信用、供銷及推廣五大面向，家政班為推廣

單位，其輔導系統中包含家政班、高齡班、田媽媽班、新住民班

等四項體系，其主要輔導單位為各轄區漁會，本市漁會分有南市

區漁會及南縣區漁會，兩會共輔導家政班體系臺南市共輔導家政

班 20班，人數為 875 人。 

為加強本市漁村推廣教育家政項目部分，提升漁村推廣輔導

效能，並平衡家政班男女性別比例，協助家政班未來課程編排及

強化輔導業務能量。本篇分析針對本市轄內家政班之男女比例及

不同性質家政班男女比例差異並探討其因素，108 年臺南市漁會

家政班分析結果顯示： 

一、 家政班多數成員為女性，男女性別比例為 2:8。 

二、 家政班依輔導性質不同，男女比例具有些微差異，漁村社會

對於家政班仍有刻板印象影響參加意願。 

三、 家政班中之高齡班成員男性比例較高。 

四、 家政班之新住民班參與人數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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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南市依山傍海，農漁產業為城市重要產業，臺南市漁業分別為

近海、沿岸捕魚業及淺海及魚塭養殖業等。臺南市為全國最大的養殖

漁業生產區，其漁業主要分布於南區、安平區、安南區、七股區、北

門區、學甲區及將軍區等區域。 

因臺南為全國最大養殖生產區，且有大量民眾依靠沿岸捕撈維生，

故臺南市也是全國漁民人數最高之城市，故漁村為本市沿岸區域主要

聚落類型。在臺南市目前由漁民組織之法人團體為南市區漁會及南縣

區漁會，總會員人數為八萬五千餘人，目前漁會管理方向有會務、人

事、信用、供銷及推廣五大面向，在漁會推廣工作中的家政班工作，

本是為漁會針對漁村婦女家庭教育及培訓技能所設立，但經由時代及

漁村人口年齡及產業的變化，目前家政班逐漸轉變其輔導方向，逐漸

加入長照觀念，唯因刻板印象影響，家政班之參與仍以女性為主，如

何提高男性漁民參與家政工作，減緩家政班男女會員比例差異，為未

來主要輔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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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況描述 

臺南市目前由漁民組織之法人團體為漁會(南市區漁會、南

縣區漁會)，係依據漁會法作為其設立及運作之法源，兼具「職業

性合作事業經營體」與「漁村地區居民生活合作體」之雙重特質，

是為漁民所組成之人民團體，漁會以保障漁民權益，提高漁民知

識、技能，增加漁民生產收益，改善漁民生活，促進漁業現代化

並謀其發展為宗旨。早期漁會以漁事推廣及家政輔導為主，對於

漁業技術移轉、提高生產量、增加收益、漁村發展、改善漁民生

活及促進漁業現代化等，有非常大的貢獻。 

昔日漁會家政推廣方面，以漁村婦女為主，漁會輔導漁村婦

女籌組家政班，從早期民國 40年代至 50年代初期以食物與健康、

家庭改善及簡易縫紉為重點，傳播產業生產改善、漁村生活及漁

村環境改善新知為主軸，至 60 年代增加家庭害蟲防治、兒童保

育、美化家庭環境與副業技能訓練加強家庭生活教育，強化漁村

家庭功能，提供漁村婦女再教育及培訓技能，藉以提升持家工作

能力，活絡漁村經濟；其中在創造漁村婦女就業機會方面，也結

合鄉土文化、在地食材特色，發展田媽媽特色料理，開發地方伴

手禮，及配合漁村休閒旅遊發展導入商機，推展漁村多元化產業，

讓漁村展現新風貌，促進漁村繁榮。近年來因漁村人口結構變化，

家政推廣工作重點逐漸轉向以預防醫學之健康教育概念，辦理漁

村高齡者生活改善及環保政策宣導，開創居家照顧服務等。另為

因應漁村新住民配偶數量增加，開辦新住民知能訓練，以降低外

籍配偶在語言、文化與生活習慣的隔閡，使其融入漁村生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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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共輔導家政班 20 班，人數為 8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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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統計分析 

一、 本市自民國 76 年起開啟家政班輔導業務，主要輔導單位為南

市區漁會及南縣區漁會，其中針對其年齡層及主要輔導對象，

分別細分為家政、高齡、田媽媽、新住民等四體系，並就其輔

導對象編定課程內容或輔導措施，現共輔導家政班班數為 20

班，輔導總人數 875 人，(圖 1) 

 

其依據統計結果，臺南地區分有兩區漁會設立輔導單位，在

南市區漁會僅有家政班九班，人數達 546 人(圖 2)，南縣區

漁會部分有家政班共 11 班，人數 329 人(圖 3)，比例略有

不同，主要應是南市區漁會轄屬區域人口較為密集，南縣區

漁會轄屬區域人口數較少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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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南市家政班系統男女分佈總表(圖片農業局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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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兩區漁會家政班 108 年男女人數統計結果，南市區漁會

家政班女性成員 308 人、高齡班 124 人、田媽媽 4 人、新住

民 10人，家政班男性成員 10 人、高齡班 87人、田媽媽 3

人(如圖 4)；南縣區漁會家政班女性成員 158 人、高齡班

105 人、田媽媽 4 人、新住民 10人，家政班男性成員 1人、

高齡班 49 人、田媽媽 2 人(如圖 4)， 整體人數男女比例約

為 2:8(如圖 5)，觀察男性參與之班別，高齡班男性班員皆

較其他性質班員為多，以比例而言則為高齡班及田媽媽男性

班員較高，比例約為男女約為 4:6，相較之家政班及新住民

班女占比皆高達 9成以上，統計結果(如表 1、表 2)。 

圖 2南市區漁會家政班數及人數                  圖 3南市區漁會家政班數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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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南市區漁會家政班男女人數         圖 5 南縣區漁會家政班男女人數      

 
圖 6臺南市區漁會家政班男女總比例 

 

  
表 1臺南市漁會家政體系男女人數         表 2 臺南市漁會家政班體系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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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南市區漁會及南縣區漁會所輔導之家政班體系性別分

佈，因田媽媽及新住民體系班員數較少相對單純，僅對家政

班及高齡班各班別列舉數據，南市區漁會家政班分有本會、

城西、四草、鯤鯓、鹽田 5處，南縣區漁會有佳里、篤加、

龍山、馬沙溝及蚵寮五處(如圖 7-8)，設置區域除漁會本會

所在地，其他多設於漁村位置。 

  

  圖 7南市區漁會家政班各班性別分佈    圖 8 南縣區漁會家政班各班性別分佈    

另兩區輔導高齡班則有南市區漁會 1班及南縣區漁會 4班，

高齡班與家政班設置班數落差因素為南縣區漁會腹地較廣，

高齡班多有照護長照之功能，為考量沿海漁村長者路途，設

置班數較南市為多，南市區漁會則將其參與者規劃成一班，

從其性別分佈可發現高齡班體系男性參與度較高(如圖 9-10) 

0 0 0 3 2

80
73

48
59

4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南市區漁會家政班各班

性別分佈(5班)

男 女 (單位：人)

0

10

20

30

40

50

60

1

47

18 20
14

58

南縣區漁會家政班各班

性別分佈(5班)

男 女(單位：人)



11 
 

 
圖 9南市區漁會高齡班各班性別分佈 

 
圖 10南縣區漁會高齡班各班性別分佈 

漁會輔導高齡班僅招收 60 歲以上之成員，因其主軸為辦理

漁村高齡者生活改善、居家照顧、共餐及政策宣導服務，其

年齡層目前多招收 60-80歲成員，因輔導區域年齡結構關

係，南市區漁會參加者以 60-70 歲為主，南縣區漁會則以 80

以上高齡者居多(如圖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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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南市高齡班年齡分佈             圖 12南市高齡班年齡分佈 

 

四、 臺灣主要漁業分佈區域分為四區塊、北宜、南部、東部及外

島區域，尤以南部為內陸養殖大宗，本篇以南部縣市輔導之

家政體系比較，自彰化以南六縣市，會因輔導單位增多而有

班數增加之情行，但參與人數差距並未有因班數而有明顯增

加(如圖 13、14、表 4) 

 
圖 13南部六縣市家政班班數(含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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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南部六縣市家政班性別分佈 

 
表 3南部六縣市家政班性別分佈及輔導單位表 

      

     截至 108 年度為止，全國家政班目前含高齡班體系所設置班

數為 327班，學員總數為 9983人(男：1486 人、女 8497

人)，百分比約為男性 15%、女性 85%(如圖 15)，依據南部

六縣市招收學員男女比例，六縣市數據差異不大，均高於全

國比例(如表 4)且未有因為輔導單位數增加而有差距。 

縣市
男

(人)

女

(人)
總人數

輔導單

位數

彰化 56 329 385 1

雲林 188 707 895 1

嘉義 126 593 719 1

臺南 152 723 875 2

高雄 166 988 1154 6

屏東 210 877 1087 5

家政班(含高齡班)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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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全國家政班性別分佈比例 

 
表 4南部六縣市家政班性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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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家政班性別比例

男

女

1486人

8497人

縣市
男

(人)

女

(人)
輔導單位數

彰化 15% 85% 1

雲林 21% 79% 1

嘉義 18% 82% 1

臺南 17% 83% 2

高雄 15% 85% 6

屏東 19% 81% 5

家政班(含高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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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本市 108年家政班成員男女比例分析結果 

(一) 女性仍為家政班主要組成族群，在比例上為整體家政班成

員之 83%，評估為家政班初始設置原因以漁村婦女為主，長久以

來造成社會既定印象，男性並不會主動參加家政班活動。 

(二) 目前家政班系統中，男性參與高齡班之人數較其他家政班

為高，猜測應為近年來政府於家政班輔導裡加入如健康、高齡學

習等長照學習課程以及集體供餐訪視等長照服務，吸引高年齡層

男性參與，且亦建構漁村高齡成員交誼網絡並提高高齡班成員共

伴效應，加上高齡班名稱無社會既定性別印象男性成員較不反感

參加。 

(三) 新住民部分，新住民參與人數一直維持為 20 人，就漁村

新住民配偶比例而言過少，經查新住民不願參加家政班活動原因

為新住民認為家政班課程對於當下的收入並無幫助，故不願意耗

費時間參加家政班課程，對於相關新住民輔導作業較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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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作法及目標 

(一) 增加家政班多元課程辦理，如因應社會趨勢增辦資訊、

行銷、地方創升及商務等課程，吸引男性成員參與家政

班活動，並擴大宣傳家政班課程效益，降低家政班只有

女性成員發表烹飪及手工藝成果之印象，增加男性參加

之意願。 

(二) 藉由家政班輔導措施及課程規劃，擴大婦女參與公共事 

       務之意願，增進家政班體系之重要性及連結度。 

(三) 加強輔導單位之輔導人員培訓，藉由輔導人員提升專業 

       性增加家政班成員能力並吸引新成員加入。 

(四) 針對各性質家政班，協助輔導單位編排合適之課程，如

田媽媽增加經營策略輔導，新住民藉由語言教育、第二

專長培訓等引新住民願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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