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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發展目標」(SDGs），

包含消除貧窮、健康與福

祉、促進性別平權等17項

SDGs 目標，指引全球共

同努力、邁向永續。

2015年聯合國宣布「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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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衛福性別統計現況

衛福部
性別統計專區

衛生類

健康公平與品質

健康狀態

疾病罹患

生育／性健康

健康決定因子

資源配置

健康部門改革

其他

社會福利類

社會福利

社會工作

社會救助

社會保險

其他

性別暴力防治
及保護服務

共175項 共6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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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援性別教育(1/2)

支援性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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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援性別教育(2/2)

支援性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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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好 還要更好

➢ SDGs目標3「健康與福祉」，

2017年我國3.8.1基本衛生服

務涵蓋指數為87.0，與英國

併列第2。

名次

2/183

Ⅰ 生產、孕婦、新生兒與兒童照護 25/183

Ⅱ 傳染病控制 6/183

Ⅲ 非傳染性疾病 15/183

Ⅳ 服務能量與可近性 1/183

指標名稱

基本衛生服務涵蓋指標

➢ 政策目標：健康平等

促進
健康平等
因素14

項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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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盤點近期衛福政策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
醫事人員養成統計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第 3 科

生產事故救濟統計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第 3 科

長期照顧性別統計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第 4 科

健保安寧療護統計

健保署主計室
第 5 科

新冠肺炎COVID-19 

性別統計

健保署主計室
第 5 科

器官捐贈及捐血統計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第 2 科

健康照護服務
性別統計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第 2 科

性騷擾防治統計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第 4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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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編資料

運用現有
性別統計

嫁接平台
資料

串聯相關
主題資料庫

新辦
統計調查

串接健保署健保資料庫
及衛福部統計處死因檔

COVID-19疫苗臨床試驗意
向登記平台(食藥署)

生產事故救濟平台(醫事司)

55歲以上長期照顧需求調查
(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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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結果報告

利用69項性別統計撰述

八大政策，其中包括24
項安寧療護、疫苗臨床

試驗、生產事故救濟及

長期照顧等新興指標，

再配合年齡別、地區別

等縱橫剖析政策成效。

序號 新興性別指標主題

COVID-19

長期照顧

安寧療護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
醫事人員養成

生產事故救濟

1 使用安寧療護服務人數

2 安寧療護醫療費用申報點數

3 各類安寧照護服務模式使用人數

4 各類安寧照護服務模式醫療費用申報點數

5 癌症末期病人使用安寧療護人數

6 癌症末期病人使用安寧療護之醫療費用申報點數

7 國人往生前安寧療護服務利用率

8 惡性腫瘤病人往生前安寧療護服務利用率

9 老年失能者居住安排

10 老年失能人口及失能率-按性別及年齡分

11 老年失能者由家人照顧比率-按性別及年齡分

12 老年失能者由看護照顧比率-按性別及年齡分

13 老年失能者由家人照顧搭配長照2.0輔助照顧情形

14 產婦入住產後護理機構比例

15 產婦入住產後護理機構之平均入住日數

16 生產救濟事故-孕產婦重大傷害或死亡申請案、審定案及給付金額

17 生產救濟事故-新生兒重大傷害或死亡申請案、審定案及給付金額

18 生產救濟事故-胎兒死亡申請案、審定案及給付金額

19 公費醫師執業情形

20 公費醫師期滿續留服務率

21 歷年公費生招生與培育統計

22 確診病例數

23 死亡人數

24 疫苗臨床試驗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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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68.7 

61.5 
64.8 65.9 68.7 

73.3 72.4 

34.9 
31.3 

38.5 
35.2 34.1 31.3 

26.7 27.6 

21,190 

402 

5,978 6,276 
4,728 

2,668 
928 21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20

40

60

80

100

總計 未滿20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人

因應COVID-19 防疫所需，
支持國內疫苗產品研發，食
品藥物管理署於109 年11 月
建立「COVID-19 疫苗臨床
試驗意向登記平台」，供民
眾上網登記。

參與意願

各年齡層

>

>

有意願參與COVID-19疫苗臨床試驗人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3.1 因為有您 疫苗有譜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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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4 人7,192 人

547人

303人

COVID-19確診病例數 COVID-19 死亡人數

截至110年12月31日

國人確診男女占比相當

51%

49%

男性死亡人數占比逾6成

64%

36%

未滿70歲

70歲以上

>

單位：人

2.3.1 國內COVID-19疫情(1/3)

>

男 女

未滿20歲 - -

20－29歲 - -

30－39歲 7 1

40－49歲 7 13

50－59歲 46 16

60－69歲 158 63

70歲以上 329 210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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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年COVID-19 致死率(%)

65 
60

117

61 59 

76

總計 未滿70歲 70歲以上

109-110年COVID-19感染率
(每十萬人口)

2.3.1 國內COVID-19疫情(2/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內政部

COVID-19感染率差異(男/女)：1.08

未滿70歲：1.03

70歲以上：1.53

COVID-19致死率差異(男/女)：1.71

未滿70歲：2.27

70歲以上：1.29

110年底人口性比例(男/女)：0.98 未滿70歲：1.01

70歲以上：0.79

7.2 

3.4 

27.2 

4.2 
1.5 

21.1 

總計 未滿70歲 70歲以上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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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國內COVID-19疫情(3/3)

109年全死因死亡率
(每十萬人口)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疾病管制署及內政部

109-110年COVID-19死亡率
(每十萬人口)

5 
2 

32

3 
1 

16 

總計 未滿70歲 70歲以上

男 女
867

404

5,743

603
183

4,114

總計 未滿70歲 70歲以上

COVID-19死亡率差異(男/女)：1.84

未滿70歲：2.33

70歲以上：1.96

全死因死亡率差異(男/女)：1.44

未滿70歲：2.20

70歲以上：1.40



14

2.3.2 兩性健康比一比(1/2)

男(%) 女(%)

23.4 2.4

6.2 0.2

53.4 33.0

60.3 68.6

46.4 49.3

吸菸率
(107)

嚼檳榔率
(107)

飲酒率
(106)

健康檢查
利用率

(106)

(40-64)

(65+)

男(%) 女(%)

32.2 42.7

44.8 60.6

9.5 15.5

20.2 13.7

35.7 30.4

糞便潛血檢查利用率
(108)

口腔黏膜檢查利用率
(108)

水果攝取量達標率
(103-106)

蔬菜攝取量達標率
(103-106)

規律運動人口比率
(109)

備註：水果(蔬菜)攝取量達標率為攝取量達2(3)份百分比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教育部體育署

健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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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兩性健康比一比(2/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30.4%
24.1%

29.1%
23.1% 9.9%

12.7%

三高盛行率

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備註：106-109年20歲以上人口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盛行率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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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器官移植存活統計

74%

90%

65%

39%

73%

76%

91%

73%

49%

91%

0%

20%

40%

60%

80%

100%

肝臟 腎臟 心臟 肺臟 胰臟

94-107年全民健保器官移植5年存活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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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良好生活習慣
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揮別菸酒檳榔危害

落實健康生活

圖片來源：國民健康署監測研究及健康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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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安寧療護(1/4)

住院安寧

在醫院的安寧病房，
由安寧專責團隊提
供安寧照護

安寧共照

安寧團隊每周到原病
房定期訪視，由安寧
團隊與原醫療團隊共
同照護

醫
院
安
寧
模
式

在
宅
安
寧
模
式

居家安寧﹙甲類﹚

由原醫院安寧專責團隊
到家中定期訪視，提供
安寧照護

居家安寧﹙乙類﹚

由地方基層醫療院所到家
中提供安寧照護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
由院所組成整合性照護團隊，
提供一般居家照護、呼吸居家
照護、安寧居家照護的3階段
服務

末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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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8 
37,565 43,454 

48,299 51,719 57,433 61,837 

831 

1,174 
1,318 

1,467 
1,628 

1,721 1,791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人數(人) 費用(百萬點)

年

近年安寧療護服務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提供安寧緩和醫療院所家數

460
住院安寧療護

82
安寧共同照護

160

➢ 安寧療護利用逐年增加

➢ 近6年使用人數平均每年

增加12%

供給面

2.3.4 安寧療護(2/4)

110年10月底

使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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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安寧療護服務使用情形–按性別分

27,174 34,663 866 926

2.7 
3.2 

男性 女性

單位：人 單位：百萬點 單位：萬點

人數 醫療費用申報點數 平均每人醫療點數
>

44% 56%

>

48% 52%

>
2.3.4 安寧療護(3/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男女



21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及中央健康保險署

109年往生者生前初次使用安寧療護時間

➢ 近3成國人死亡前曾利用安寧療護

109年往生者生前使用安寧療護服務情形–按性別分

>
死亡人數 生前曾使用安寧療護服務占比

未滿1個月

(50.4%)

死亡前1~3個月

(30.5%)

死亡前3~6個月

(9.6%)

死亡前1年~6個月

(6.0%)

死亡1年前

(3.4%)

➢ 生前曾利用安寧療護者，5成於生前1個月內接
受此服務。

➢ 生前安寧療護服務利用率

➢ 健保檔串接衛生福利部死因檔，以109 年往生病人生前540天內有使用安寧療護為研究範圍

2.3.4 安寧療護(4/4)

173,067人

101,385人

71,682人

29.4% 28.7% 30.3% 

總計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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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安寧療護扎根多年，民眾對生命的

看法多抱持正向態度，加上政府提高服

務量能及服務模式多元化，安寧療護利

用情形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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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型服務據點均逐年增加

80 
472 588 688 

199 

2,974 

4,631 

6,195 

441 

1,604 

2,595 
3,169 

106 107 108 109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複合型服務中心（B） 巷弄長照站（C）

單位：個

年底

長照A、B、C服務據點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 109年底共1萬多個據點

長照服務據點

2.3.5 長照2.0資源布建(1/2)

A：如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為失能者擬定照顧計畫且有轉介或提供長照服務。
B：如復健科診所提供居家復健服務、租賃公司提供交通接送服務。
C：如社區發展協會，提供社會參與或共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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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來照顧服務員增加1.7倍

照顧服務員

1.2 

1.7 1.6 
1.9 

2.4 

3.0 

4.1 

3.6 

居家及社區照服員 機構照服員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單位：萬人

男

15%

85%

照顧服務員性別結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
照顧服務員

2.3.5 長照2.0資源布建(2/2)

109年底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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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成長2.2倍 喘息服務成長3.4倍

使用長照2.0照顧服務及喘息服務人數 使用長照2.0服務者性別

各項服務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7.9 

12.7 

17.4 

24.9 

2.1 

4.9 

7.1 
9.3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及家庭托顧服務人數

喘息服務人數

單位：萬人

42.0 

36.4 

43.7 

43.8 

58.0 

63.6 

56.3 

56.2 

0 20 40 60 80 100

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

喘息服務

％

女男

109年

>
照顧服務人數

2.3.5 長照2.0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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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5歲以上失能比率及失能人數

年齡別
失能率(%) 失能人數(萬人)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65歲以上 13.9 13.0 14.6 52 22 30 

65~74歲 5.8 6.7 5.0 14 7 6 

75歲以上 26.5 23.7 28.5 38 15 2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09年55歲以上人口長期照顧需求調查」

65 歲以上失能率

>

>

65~74 歲

75 歲以上

69.5 

57.1 

62.1 

28.2 

38.2 

34.2 

0 20 40 60 80 100

男

女

總計

％

家人照顧 看護 其他

109年65歲以上住家宅失能者主要照顧方式

➢ 6 成以上由家人照顧。

失能情形

➢ 看護照顧比率

>

>
失能：以「穿脫衣服」、「上下床或椅子」、「室內走動」、「上廁所」、「洗澡」及「吃飯」

等6 項日常生活活動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至少1 項有輕微困難。

長期照顧方式

2.3.5 長照需求調查結果(1/2)



27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09年55歲以上人口長期照顧需求調查」

男性 女性總計

24.9 24.3 24.1 24.8 24.0 
26.9 25.0 24.5 22.7

0

10

20

30

住家宅 家人照顧 看護

%

109年65歲以上住家宅失能者使用長照比率

➢ 65歲以上住家宅失能者有25%

曾利用長照2.0。

長照2.0 服務，放寬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申請門檻，
使用長照比率

協助更多長期照顧失能家屬減輕照顧壓力。

➢ 男性女性利用率相當

2.3.5 長照需求調查結果(2/2)

男 女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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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醫療進步，國人壽命持續延長，女性平均

壽命較男性長，75歲以上女性人數增加幅度及

失能率均高於男性，顯示女性長照需求多於男

性，因此，性別評估是長照政策規劃重點。



29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 當生產事故發生時，由國家及時幫助渡過難關，分擔風險，使婦女生產更有保障。
➢ 世界上第一部生產事故救濟處理專法

2.3.6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

105-108年核予救濟案件審定救濟金額

審定結果

➢ 歷年救濟通過率，均達9成以上

➢ 申請案件數及審定救濟金額總數

均逐年增加

➢ 108年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金額

上升幅度最大

孕產婦死亡給付上限由200萬元調高為400萬元

死亡
重大

傷害
死亡

重大

傷害

105 49 49 1,000 300 390 0 690 2,380

106 237 233 3,200 2,700 1,530 180 3,090 10,700

107 290 275 4,600 2,300 1,110 2,900 4,200 15,110

108 310 282 5,600 1,940 1,110 3,840 3,690 16,180

總計 886 839 14,400 7,240 4,140 6,920 11,670 44,370

年度

申請

案件數

(件)

核予救濟案件數(件)

孕產婦給付

(萬元)

新生兒給付

(萬元) 胎兒死亡給付

(萬元)

總計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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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生

助圓夢

建構友善生產環境



31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醫事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備註：醫師數僅計算西醫師，不含中醫師及牙醫師。

➢ 105年底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衛生

所執業醫師中66%為公費生，顯

見當地基層衛生所醫師人力多仰賴
養成公費生。

➢ 至105年底累計培育公費醫學生
511 人，男女比73：27。

➢ 公費醫師中以男性期滿續留率較高。

➢ 第四期計畫(106年至110年)預計培育
191 名醫學生，提升在地醫師數。

105年底原住民族與離島地區衛生所公費醫師概況

公費醫學生性別占比

73人

37人

執業醫師
110人

33.6%

66.4%
15 9

40

9

55人

18人

男性 女性

期滿續留

履約服務中

公費醫師

非公費醫師

73%

79%

27%

21%

公費醫學生性別占比

全國執業西醫師性別占比

2.3.7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32

醫師養成培育至執業費時長，透過持續培育

在地人才，並配合相關獎勵計畫提升留任意

願，改善偏鄉醫療資源，落實醫療在地化政

策，朝健康平等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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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語與精進

1. 結合衛福政策與性別統計，創編24項性別指

標，撰擬主題分析，以具體統計數字檢視政

策執行成效。

2. 因應COVID-19疫情，統計處就疫情對性別

影響盤點22項指標並進行管控，同時於衛福

部性別平等委員會口頭報告，獲得性平委員

肯定。

結語

持續關注衛福部推行之重要政策，未來將協調

相關業務單位，蒐集相關指標及結合性別統計，

以利回顧政策推動成果。

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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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圖片來源：https://www.iconfind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