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農業處 
彰化區漁會會員性別統計分析 

 

一、前言 

本縣彰化區漁會自成立以來，一直是漁民最重要的資源後盾。漁會的成立旨在保障漁民權

益、提高漁民的知識與技能、促進漁業的現代化，並致力於增加漁民的生產收益和改善生活

品質。為了更好地應對產業結構變化，將通過近幾年的資料進行性別統計分析，以了解當前

的行業狀況。 

 

二、性別統計結果分析 

 

近五年漁會會員人數統計 

 

漁會會員性別統計表 

   單位：人；％ 

年度別 會員人數 (甲類會員) 

合計 男性 女性 

108 21638 9766 11872 

 45.13 54.87 

109 21541 9709 11832 

 45.07 54.93 

110 21388 9621 11767 

 44.98 55.02 

111 21108 9494 11614 

 44.98 55.02 

112 20821 9357 11464 

 44.94 55.06 



 

 
 

 

 

 

 

 

 

 

 

 

 

 

 

 

(一)年齡與性別交叉分析 

 

按年齡層資料分如(表1)及(圖1)，加入漁會會員在29歲以下的年齡段中，男性人數明顯多於女性。

男性佔70.09%，女性佔29.91%。在30-39歲年齡段中，男性人數依然多於女性，但差距逐漸縮小。首

次女性人數超過男性是在40-49歲年齡段中。女性佔53.65%，男性佔46.35%。隨著年齡的增長，女性

比例逐漸增加，特别是在60歲以上的各個年齡段中，女性佔比顯著高於男性。在70歲及以上的年齡

段中，女性佔比尤其高，這可能與女性的平均壽命普遍較長有關。   

 

漁會會員性別統計表  

  單位：人；％ (甲類會員) 

年齡(歲)    

男性 女性 合計 

29歲以下 321 137 458 

70.09 29.91  

30-39 1001 798 1799 

55.64 44.36  

40-49 2230 2581 4811 

46.35 53.65  

50-59 2515 2957 5472 

45.96 54.04  

60-69 1845 2606 4451 

41.45 58.55  

70-79 879 1423 2302 

38.18 61.82  

80歲以上 566 962 1528 

37.04 62.96  

(表1) 



 

 

 

 
 

 

 

 

 

 

 

 

 

 

 

 

 

 

(圖1) 

 

(二)按教育程度及性別分 

從教育程度資料如表(2)及圖(2)顯示，在國小及高中/職和大學/專科教育程度中，女性人數明顯高

於男性。國小畢業女性佔了(65.76%)為最高，次之為大學/專科畢業女性佔了(53.40%)，再次之為高

中/職 畢業女性佔了(52.82%)，而漁會會員中高中/職畢業人數佔總人數較大值(43.85%)，次之為小

學畢業(28.33%)。從資料顯示，漁會會員中基礎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之成員比例較高。反映出這一領

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相對較低。 
                                                                                                                                                                                                                                                                                                                                                                                                                                                                                                                                                                                                                                             

教育程度/性別 男 女 合計 

國小畢業 1281 2460 3741 

34.24 65.76  

國中畢業 1068 772 1840 

58.04 41.96  

高中/職 畢業 2732 3058 5790 

47.18 52.82  

大學/專科 畢業 836 958 1794 

46.60 53.40  

研究所以上 24 16 40 

60 40  

(表2) 

 

 

 

 

 



 

 

 

 

 

 

 

 

 

 

 

 

 

 

 

 

圖(2) 

三、綜合分析 

 

依照本次性別統計分析資料總體來看，漁會會員的性別分布顯示出年齡越大女性比例越高，

而在教育程度上女性會員的比例也高於男性，但基礎教育程度普遍較低。 

而數據顯示從108年到112年，漁會會員人數顯示出逐年下降的趨勢。這段期間內，會員總數

減少了約850人，年均減少約170人。這可能反映出漁業行業面臨的挑戰，如產業結構變化、

漁業資源減少或會員流失問題。 

• 產業結構變化：漁業行業可能正在經歷結構性變化，例如資源減少或產業轉型，影響

了會員的參與意願或能力。 

• 漁業資源減少：漁業資源的減少可能導致收入減少，進而影響會員的持續參與。 

• 會員流失問題：會員流失的問題可能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包括行業吸引力下降、漁業

政策變化等。 

這些趨勢提供了對漁業行業內部結構改變的寶貴洞察，有助於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措

施。 

 

 

四、分析應用 

 

透過以上分析結果，針對漁會未來規劃提出以下建議： 

• 加強女性支持措施：考慮到女性會員比例的增長，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應加強針對這

一群體的支持措施，例如提供專門的培訓和資源，以促進她們在漁業中的參與和發

展。 

• 提升教育水平：針對漁會會員的教育背景，應鼓勵和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針

對年輕會員的高等教育支持，以提升整體行業的知識和技能水平。 



• 應對會員流失問題：針對會員人數逐年減少的趨勢，應調查並分析原因，針對性地制

定政策，改善漁業環境，吸引和留住會員。例如，提供經濟支持、技術創新或改進漁

業政策等。 

綜上所述，這些分析和建議旨在幫助漁會更好地了解現有會員的結構及其變化趨勢，以促進

漁業行業的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