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以 107-109 年學員性別分析為例 

委員建議回復表 

委員建議 更新經營科回復 

(1). 考量提升其他年齡參與量，例如新增假

日(週末)、平日晚間之課程安排 

謝謝委員提醒，將納入未來計畫調整方

向。 

(2). 未來還可再增加一項學員的工作職業項

目統計，掌握學員的連結取向 

謝謝委員提醒，將納入未來計畫調整方

向。 

(3). 「性別比例」非「性別比」。 

有關 110 年度調整對策，建議增加調查

依據及文字描述，避免落入性別刻板。 

謝謝委員提醒，業依建議調整簡報(P.10)及

專案報告(P.3)呈現內容。 

(4). 調整社群媒體推廣策略，可凸顯新增管

道，以利看出調整之處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推廣管道多元，提

及社群媒體推廣策略調整係指宣傳本計畫

課程內容，FB 連結如下：https://zh-

tw.facebook.com/TaipeURI/。 

(5). 專案報告中圖 3 部分，建議說明清楚不

同年齡區間的人數增減及原因分析，尤

以 108 年以後，中高齡參與人數提高之

原因，及因疫情影響年齡組成變動部分 

謝謝委員提醒，業依建議調整專案報告

(P.4)呈現內容。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本專題目標係以 107-109 年招募學員性別分析，作為後續計畫執行及都市再生政策推廣受眾

之參考。 

一、「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概要： 

以社區營造為核心方法規劃系列基礎課程，並搭配社區場域實習，透過公開招募臺北市市民

進行社區基礎知能培力，期能為都市注入新能量，共創臺北市社區營造與都市再生新願景。 

(一) 必修課群 

透過必修課群，循序漸進引導學員充實進入社區必備知能。課程依課程主題，設計實作

練習，並發布作業讓學員回實習基地練習；課堂同步開放線上直播，發揮重複觀看、隨

時隨地學習補充的附加效果。 

(二) 實習現地課程及實習 

於學期之初即進行實習基地分組，搭配一系列實習入門課程學習社造技能，搭配實習基

地現地的操作練習。課程相互交織，以達到學員沉浸田野、深化學習之效果。各小組並

依照實習基地議題及需求，由實習老師邀請講師線上開課；課程亦開放所有學員報名，

增進跨組交流學習。 

二、107-109 年學員概況分析 

以下圖分析而言，107 至 109 年學苑學員中，女性參與社造活動比男性多，爰鼓勵男性

參與活動、投入社區營造或為後續學苑計畫著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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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 年度學員資料分析及調整對策 

1. 110 年度調整對策： 

透過課程進行社區田野觀察，引導學員探討社區生活性別課題；並藉由 109 年學員

期末面談結果為基礎，分析不同學員有興趣議題，進而調整 110 年社群媒體推廣策

略及課程開設內容。 

2. 回訓、初訓學員組成 

  110 年度共有 97 位報名者，包含初訓學員 77 位與回訓學員 20 位，其中 18 位

初訓學員因無故未出席招生面試，視同自願放棄報名資格。故 110 年度都市再生學苑

一共錄取初訓學員 59 位（74.7％）與回訓學員 20 位（25.3%），總計 79 位學員參與

110 年度的學苑課程。和過去年度對照，110 年度之回訓學員佔比相同，約佔總學員

數的四分之一。 

 

3. 性別年齡分析 

學員訓別 合計(人) 

回訓學員 20 

初訓學員 59 

總計(人) 79 

年齡區間 男 女性 總計 

20(含)以下 1 2 3 

21-30 11 15 26 

31-40 3 9 12 

41-50 4 12 16 

51-60 4 12 16 

61-70 2 4 6 

圖 1. 初訓、回訓學員組成分析 

圖 2. 110 年度學員年齡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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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年齡分布集中於「21-30 歲」（32%）、「41-50 歲」（20%）、「51-60 歲」

（20%），整體報名學員以 40 歲以下的青年為主體，若搭配招生面試的質性觀察，團

隊也發現相較於過去許多青壯年學員帶著社區場域前來學習的情況，110 年度又回到

以大專院校學生、興趣學習導向的青年為主要成員的情形，或許是新冠肺炎疫情對於

各社區的影響減小，後疫情的背景下，社區回歸正常運作，而各社區工作者們也回到

工作岡位，減低進修人數，導致學員年齡結構的變化。 

  為進一步理解年齡組成變化，將過去四年學員年齡組成整理成一張比較圖表。藉

由上方折線圖可發現，108 年開始，透過社區里辦廣為宣傳，中高齡人口增加， 109

年度因為疫情的影響，年齡組成有較大幅度的變化；而 110 年疫情一度趨向穩定後日

總計 25 54 79 

圖 3. 歷年學員年齡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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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嚴峻，年齡結構趨勢明顯的往青年為主、壯年為輔的組成結構移動。若再經由後續

年度的持續觀察分析，或許可以鎖定關注社區營造與都市再生相關議題的對象族群。 

  最後，在性別比例的部分，110 年度男性學員佔比 32%、女性占比 68%，男性

學員比例有成長的趨勢（109 年度男性 24%），但整體仍然是以女性占比過半。 

4. 社區營造經驗分析 

  110 年度 79 位錄取學員中，有 44 位在進入學苑前，就已經具有社區營造相關經

驗，包括舉辦社區活動、參與社區志工等，共佔總學員的 56%。雖然相較於去年度的

63.2%下降約 7%，但也有超過一半的學員具有社區營造、服務的經驗，團隊對於整

體學員的動機與動力仍非常看好。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今年度本身身

處社區場域的學員有減少的趨勢，但還是有少數例如學府里、古莊里、鴻福里、寶藏

圖 4. 性別比例圓餅圖 

圖 5. 學員社造經驗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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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退休里長等社造相關相關專業者前來報名修課。也期待未來這些學員能將自身的

社區經驗與學員分享，在課程中創造出新的知識與火花。 

5. 學員背景 

  承前面社造經驗分析，團隊想更深入了解每個學員的背景以及學習目的，藉由

報名表單中的回應加以分析。首先說明，表中的「與背景經歷相符之敘述」可粗分

為四大類：第一類為灰色系，指都更、空間、設計工作者、第二類為藍色系，指社

區營造工作者、第三類為橘黃色系，指非上述工作者，但意欲投入社區營造領域、

第四類為綠色系，指政府機關人員與大專院校生。此外，由於此題開放複選，故總

計數會超過學員總人數 79 人。 

圖 6. 學員背景分析 



  從圖上分布可發現，110 年度藍色系的「社區營造專業工作者」比例偏低，主

要以橘黃色系的「非社造工作者，但意欲投入社造領域」為主，其中又可看出意欲

發展為工作及第二工作或興趣者為重，可見意欲投入社區工作的民眾並不少，且學

員的學習動機充分、修課動力充足，而此分析結果也與招生面試過程的質性觀察相

同。 

此外，為關注其中學員的背景分布是否存有性別差異，執行團隊將上述圖表加入性

別變項加以觀察，得出分析圖表如下： 

從圖表中可知，在女性中橘黃色系的意欲投入社區營造領域者占比甚高，大約佔據

全體性的 67.2%；反之男性則為 46.6%。從這裡可觀察出，參與學苑的女性學員可

能多為社區營造工作發展的初期階段，而參與學苑的男性學員則多為已經為社造工

作者，但前來進修居多。 

  

圖 7. 學員背景分析 - 性別變項 



6. 學員背景與就業結構 

  考量其中學員參與情況是否受其他變數影響，爰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力統

計表如下：  

可以從行政院主計總處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分之圖

表發現，男性與女性之就業比自 30 歲開始至 60 歲差距漸大，學苑學員亦呈現相同

趨勢，可見就業情形確實影響參與社區活動之意願，女性就業人口較同齡男性人口

低，時間安排也較彈性。 

四、總結 

基於前述分析及 110 年度調整對策下，可以發現： 

(一) 都市再生學苑長期以來的學員性別組成以女性為主。 

(二) 就業結構的差異，影響性別參與情形。 

(三) 投入動機及興趣差異影響較深，宣傳推廣及課程調整有助於吸引不同參與者。 

若結合學員年齡組成比例數據觀察，可發現在低年齡段（21-40 歲），性別比例相對持

平，但隨著年齡上升，性別比例差距也隨之擴大。對此，再結合學員背景分析綜和觀

察，可發現女性學員更多是意欲投入社區營造（興趣導向）而進入學苑，而男性學員則

更多是因社造工作需求（務實導向）進入學苑。故可由此推論再生學苑中的性別落差除

110 年度

年齡區間 
男 女性 總計 

20(含)以下 1 2 3 

21-30 11 15 26 

31-40 3 9 12 

41-50 4 12 16 

51-60 4 12 16 

61-70 2 4 6 

總計 25 54 79 

圖 8. 行政院主計總處-臺灣地區勞動力參

與率按年齡、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分 



了就業結構因素外，還可能來自於學員報名的動機，以及臺北市本身的社區工作者組成

相關。 

  綜觀再生學苑執行過程及期末面談的結果可見，在入門課程、實習課程，未有因性

別差異而有表現狀況不同之處。無論是課程作業、實習操作，影響學員表現落差最大的

仍圍繞在「投入動機」與「課程議題」。因此如何藉由課程的組成、議題的挑選，來進一

步拓展參與的族群，以及勾起參與者的興趣，乃是未來吸引各類性別與年齡受眾的關

鍵。為此，今年度也做出以下策略性的調整措施： 

(一) 專業工作者融入招生宣傳文案重要對象 

招生文案透過「問題」式的條列，逐一將「興趣導向」、「務實導向」的參與者可

能在社區營造工作過程所面臨的問題、疑問列出，並一一對應回課程結構下所提

供的解答，吸引更多民眾參與。 

(二) 入門課程觀點提示 

從前段分析也發現，學苑中具備／不具備社區營造經驗的學員佔比接近各半。因

此今年度執行團隊也在實習入門課程的授課過程，透過前期與講師溝通，融入更

多的社區觀察提醒，包含參與者的興趣、性別比例、互動模式等，希望透過觀點

的提示，讓不管是否曾有經驗的學員皆可以在進入社區後有最深刻的觀察。 

(三) 社區活動嘗試多種議題，吸引不同參與者 

在計畫內所舉辦社區活動中，加入小家電修理、酒精手作等不同屬性的活動內

容，以此吸引不同性別、志趣的社區民眾共襄盛舉。 

  經過上述措施調整，也可以看見整體參與者的組成、男性參與者的比例有微幅提

高，可見調整措施的落實帶來實際改變效益。也期待未來在都市再生學苑以及整個臺北

市的社區營造環境中，能有更多元、更多樣的聲音在裡頭共同發展，落實都市再生中的

軟體經營。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以107-109年學員性別分析為例
委員建議回復表

委員建議 更新經營科回復

 「性別比例」非「性別比」。有關110
年度調整對策，建議增加調查依據及文
字描述，避免落入性別刻板

謝謝委員提醒，業依建議調整簡報(P.10)呈現內容。

 調整社群媒體推廣策略，可凸顯新增管
道，以利看出調整之處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推廣管道多元，提及社群
媒體推廣策略調整係指宣傳本計畫課程內容，FB
連結如下：https://zh-tw.facebook.com/TaipeURI/。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經營科



◆專題目標：
預計進行107-109年招募學員性別分析，作為未來

計畫執行及都市再生政策推廣受眾之參考。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
計畫概要：

以社區營造為核心方法規劃系列基礎課程，並搭配

社區場域實習，透過公開招募臺北市市民進行社區

基礎知能培力，期能為都市注入新能量，共創臺北

市社區營造與都市再生新願景。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課程及數位化-實習入門課程

• 依課程主題，設計實作練習，並

發布作業讓學員回實習基地練習

• 課堂同步直播，發揮重複觀看、

隨時隨地學習補充的附加效果

實習入門課程

計畫內容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課程及數位化-實習現地選修課程

實習現地選修課程

• 依小組實習需求，由實習老師

邀請講師線上開課。

• 課程開放所有學員報名，

增進跨組交流學習。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計畫內容



都市水環境與宜居小巷弄

永昌里綠點串聯

岩山社區

撫遠街整宅

都市健康綠生活

士林區

松山區

信義區萬華區

中正區

中山區

無圍牆博物館

實習現地課程 – 實習小組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計畫內容



都市水環境與宜居小巷弄

• 小組從大溝與雙連市場開始向外踏查，也

邀請社區頭人介紹社區的水路歷史。

• 期末籌劃與社區接觸的小活動「溝share」

將互動所獲得資訊提供給社區發展協會。

永昌里綠點串聯

• 因疫情多次調整小組方向，隨疫情趨緩，小

組逐漸發展籌辦活動凝聚社區的行動想法

• 活動籌備過程加深與社區發展協會互動，更

深入認識社區居民及了解社區運作方法。

實習現地課程 – 實習成果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計畫內容



無圍牆博物館

• 隨實習老師引介，學員參與許多萬華社區

社群會議，窺見疫情下社區社群協力運作。

• 期末訪問參與萬華社福便當專案的社群，

運用數位工具GatherTown製作線上展覽。

岩山社區

• 從社區空間環境與在地社群開始盤點，藉

由實習老師引導，了解社區情況與特質。

• 依學員興趣區分不同議題行動操作，於期

末階段收攏，呈現岩山社區的不同樣貌。

實習現地課程 – 實習成果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計畫內容



撫遠街整宅

• 結合學苑及整建維護計畫，透過活動

參與協作都市政策相關議題，並發展

實習內容。

• 發起記錄整宅社區的「撫遠無界社區

報」，於實習結束後仍有持續更新規

劃。
都市健康綠生活

• 疫情下發展獨特「不打擾的關心、無負擔的

送愛」的社區參與模式。

• 實習過程中以社區美化行動獲選「100個疫

情下互助共生做法大募集計畫」獎勵。

實習現地課程 – 實習成果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計畫內容



女性

76%

(66位)

男性

24%

(21位)

109年

女性 男性

女性

67%

(58位)

男性

33%

(29位)

108年

女性 男性

女性

66%

(52位)

男性

34%

(26位)

107年

女性 男性

➢關鍵議題

1.女性參與社造活動比男性多？

2.鼓勵男性參與社造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
─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107-109年概況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從107-109年學員性別分析到110年學員概況

➢110年度調整對策

1.透過課程進行社區田野觀察，引導學員探討社區生活性別課題。

2.分析男性學員有興趣議題：

→調整 A.社群媒體推廣策略

B.課程開設內容

*調查依據：109年度都市再生學苑期末面談



A.社群媒體推廣策略調整─實體招生宣傳、臉書粉絲專頁及紙本文宣寄送
(社區大學、建築公會、都市更新學會、各局處及各區區公所)

• 實習入門部分課程內容直播

• 課程摘要與活動紀錄分享。

• 學員成果、作品分享。

• 計畫下各社區營造相關活動宣傳及相關活動

資訊曝光。

• 都市再生、社區營造相關科普文章推薦。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110年學員概況分析



木工課程

家電修理課程

B.課程開設調整─開設木工課程及家電修理課程



110年度學員性別分析

110年度錄取女性學員54位、男性學員25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110年學員概況分析

回訓男女比例 4:16



表1-109年度不同性別下，男性與女性年齡分布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
─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110年學員概況分析

表2-110年度不同性別下，男性與女性年齡分布

【性別比例變化】 109年度3:1→110年度2:1



表3-不同性別下，男性與女性居住行政區分布

行政區 女性 男性 合計

臺北市士林區 4 5 9

臺北市大同區 1 0 1

臺北市大安區 6 2 8

臺北市中山區 2 1 3

臺北市中正區 7 0 7

臺北市內湖區 2 1 3

臺北市文山區 2 0 2

臺北市北投區 1 0 1

臺北市松山區 1 2 3

臺北市信義區 4 0 4

臺北市南港區 2 0 2

臺北市萬華區 3 0 3

未填列 19 14 33

各區小計(除未填列) 35 11 46

合計 54 25 79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110年學員概況分析

就性別角度而言，居住地區不影
響參與情形。



51-60 51-60 21-30 41-50 51-60 61-70
20(含)以

下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國小

（含）以

下

國中 高中、高職 大學、專科院校 碩士（含）以上

女 1 1 1 2 1 2 13 6 7 4 1 2 3 4 4 2

男 1 2 1 1 1 10 2 1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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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不同性別下，男性與女性教育程度與年齡分布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110年學員概況分析

就性別角度而言，教育程度並不
影響參與情形。



110年度學員性別分析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110年學員概況分析

109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59.14 67.24 51.41

年齡

15~24歲 36.53 38.00 34.98

15~19歲 9.36 10.50 8.12

20~24歲 59.01 61.28 56.66

25~44歲 89.52 95.83 83.31

25~29歲 92.59 94.65 90.47

30~34歲 92.69 98.12 87.16

35~39歲 89.56 97.46 81.98

40~44歲 84.58 93.33 76.23

45~64歲 64.00 76.29 52.33

45~49歲 84.12 93.06 75.63

50~54歲 75.19 87.12 63.74

55~59歲 57.55 71.43 44.31

60~64歲 37.70 51.87 24.50

65歲以上 8.78 13.82 4.55

男性及女性就業比自30歲開始至60歲差距漸大，
與110年學員比例吻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分



結論

基於前述分析及110年度調整對策下，可以發現：

◆就業結構的差異，影響性別參與情形。

◆投入動機及興趣差異影響學員組成，110年度宣傳推

廣及課程調整有助於吸引不同參與者。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社區培力組計畫」
學員性別分析專題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