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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廉政」是世界各國展現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面向與指標，

亦是全球施政革新之趨勢，而「反貪腐」也是當前國家治理

及建設的首要任務。貪腐問題影響社會穩定及經濟發展，更

可能阻礙國家永續發展；《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3條有關

「社會參與」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根據本國法律的基本原

則，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推動公共部門以外

的個人和團體，(例如：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和社區組織等)，

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貪腐，並提高公眾對腐敗的存在、根源、

嚴重性及其所構成威脅的認識。 

    法務部廉政署為激勵民眾投入廉政志願服務工作，發揚

公民參與精神，帶動廉潔風氣，於 100年 9月訂定「法務部

廉政署推展廉政志（義）工業務實施計畫」，並會同各機關政

風機構據以推動，統計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全國（含各

中央部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政風機構）共成立廉政志

（義）工隊 31隊，參與之志（義）工計 1,584人，協助各機

關深入社區、學校及村里宣導誠信倡廉訊息，辦理廉政反貪

活動，並協助瞭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成為推

動廉政工作之有效助力，積極發揮反貪腐之最大效益（如圖

一）。 

    本處為貫徹行政院函頒「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及落

實本市「志工大台南」政策，建構各領域的志工網絡，鼓勵

市民加入志工行列，使清廉勤政施政目標能深入基層，於 100

年簽奉核准訂定「臺南市政府成立廉政志工服務團隊實施計

畫」，公開召募本府廉政志工，於 100年 5月 31日報名截止，

初期報名人數共計 87名，經遴選其中 60名擔任廉政志工隊

成員，期能透過廉政志工深入校園、社區及企業團體，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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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各項廉能措施及深化反貪作為，協助辦理相關反貪社會參

與活動，以帶動廉政風潮及宣導廉政效果。 

廉政志工協助辦理反貪社會參與活動，其性別差異是否影響

推動成效，有探究必要，故針對 106年至 107年廉政志工隊

成員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提供志工招募與管理策略上之參

考。 

 

 

圖一：法務部廉政署推展廉政志工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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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廉政志工性別統計 

一、 統計期間與標的： 

本處 106年至 107年廉政志工隊成員性別統計分析。 

 

二、 依人數分析： 

106年本處廉政志工隊人數計 62名，107年人數計 65

名，數據呈現總體人數增加（如圖二）。 

 

 

 

 

 

 

 

 

 

 

 

圖二：本處 106年至 107年廉政志工隊人數成長比較 

 

 

 

三、 依性別分析： 

(一) 106 年男性志工人數為 8 名，女性為 54 名，男性

志工所佔比例為 13%，女性則為 87%（如圖三）。 

(二) 107 年男性志工人數為 7 名，女性為 58 名，男性

志工所佔比例為 11%，女性則為 89%（如圖四）。 

8 7

54 5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06年 107年

男性(人) 女性(人)



6 
 

 

 

 

 

 

 

 

 

 

 

 

 

 

 

圖三：本處 106年廉政志工隊男女人數比例 

 

 

 

 

 

 

 

 

 

 

 

 

 

 

 

 

 

 

 

圖四：本處 107年度廉政志工隊男女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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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年至 107年男性志工與女性志工佔比比較 

 

 
 

圖五：106年至 107年志工性別比率消長圖 

 

 

參、 統計差異分析 

一、「本府成立廉政志工服務團隊實施計畫」非以性別為招

募條件，男性與女性服務機會相當並無差別待遇。由上

開統計分析可知，本處廉政志工隊 106年至 107年，若

依人數分析，係呈現成長狀態；依性別分析，107 年女

性志工比率較 106年上升 2%；107年男性志工比率較 106

年卻下降 2%（如圖二、圖五）。綜整兩種分析方式，107

年總體志工人數雖較去年成長 3人，惟並非代表整體成

長，若依單一性別分析，107 年僅女性志工比率增加，

男性志工人數係屬下降狀態。 

二、統計結果顯示 106年至 107年女性志工比率皆超過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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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多於男性志工比率，究其原因，茲分述如下： 

 

(一) 社會刻板印象： 

1. 在傳統臺灣父權社會中，個體性別角色特質經由

社會化過程，往往難以跳脫性別刻板印象，傳統

觀念塑造女性溫柔、體貼、善解人意、富有慈善

心的性別印象；男性則需呈現堅毅、剛強、嚴肅

的刻板印象，相較於男性而言，女性似乎較能勝

任關懷人群、無私奉獻的志工活動。 

2. 在傳統兩性關係分工下，男性被期待透過教育、

努力、長期工作累積而取得社會地位；女性則被

期待藉由婚姻而獲得生活保障及社會地位，於家

務閒暇之餘，從事志願服務等非經濟活動，因而

出現女性志工人數多於男性志工人數之情形。 

 

(二) 需求理論： 

1. 根據馬斯洛（Maslow）需求理論，當基本生理、安

全、歸屬感及自尊等基本需求獲得滿足時，便會

開始尋求更高階層需求，以滿足自我實現之需求。 

2. 現階段參與社會活動者大多為退休人員，較男性

來說，女性在職場上常面臨工作不平等待遇，藉

由參與社會活動（如志工活動)，使女性自我意識

逐漸覺醒，以獲得個人成就感，滿足自我實現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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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性別平等意識日漸發展，傳統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並非

短期之內可消除，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亦需要時間慢慢

修正。未來本處在廉政志工召募方面，應加強提倡志工服

務需要全民參與之概念，招募訊息之管道需針對性別角

色，分析訊息管道來源並據以設計招募文宣，以鼓勵全民

投入反貪腐行列；關於本處 107 年廉政志工男性及女性

人數差異懸殊，設計活動內容時應針對不同性別需求，給

予不同協助與服務，以達實質性別平等，落實性別主流化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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