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110 年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者性別分析 
 

 

壹、前言  

依本市主計處 108 年及 109 年臺北市性別統計圖像中

文版，人口、婚姻與家庭篇，統計本市 108 年底及 109 年

底臺北市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比率逐年上升，若按年齡別觀

察，20 至 24 歲年齡組 109 年未婚人口比率男性比 108 年上

升 0.1%、女性上升 0.09%；25 至 29 歲年齡組 109 年未婚人

口比率男性比 108 年上升 0.75%、女性上升 1.46%；30 至

34 歲年齡組 109 年未婚人口比率男性比 108 年上升

2.58%、女性上升 2.83%；35 至 39 歲年齡組 109 年未婚人

口比率男性比 108 年上升 2.12%、女性上升 1.39%；40 至

44 歲年齡組 109 年未婚人口比率男性比 108 年上升

1.19%、女性上升 0.22%；45 歲以上未婚人口比率 109 年男

性比 108 年上升 0.26%、女性 0.23%。(詳表 1) 

為了提高結婚率、並帶動生育率，臺北市政府以

「2022 臺北 千萬要結婚 結婚送千萬」活動希望並鼓勵有

適婚對象且有結婚意願之市民結婚，並在各區公所辦理人

口政策宣導活動考核成績中將辦理單身聯誼活動列為額外

加分，也是鼓勵各區公所積極舉辦單身聯誼活動。 



 

 

 

 

 

 



 

表 1、108 年至 109年未婚人口比率比較圖 

貳、 研究目的： 

未婚率的增減會造成人口結構上的改變，伴隨著許多

問題，將進一步影響社會與經濟，依本府主計處統計資

料，本市未婚男性及女性人口數逐年升高，為提升本市市

民結婚與生育意願，近年來臺北市政府陸續推動各項鼓勵

政策。政府舉辦活動的立意也許很好、想法也很單純，普

遍認為「多辦聯誼」可以「增加適婚男女結交異性朋友的

機會」、「提高結婚率」並「增加生育率」，惟「多辦聯誼」

是否能夠「增加適婚男女結交異性朋友的機會」、進而達到

「提高結婚率」的效果？ 

因此，本分析旨在了解參加人員對聯誼活動過程中各

項環境設施、活動內容、人員服務態度之滿意度及對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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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活動之意見，以作為活動檢討改進之依據，進而增加

本市結婚率及生育率。  

參、 本區 110 年單身聯誼活動內容介紹： 

 

 

一、 活動名稱：「大湖情緣譜出愛情戀曲」單身聯誼活動 

二、 活動時間：110 年 10 月 16 日(六) 

三、 活動地點：臺北市．大湖公園(蒔蘿餐廳) 



四、 參加人數共計 40 人（男、女生人數各半） 

五、 活動流程： 

 

肆、 滿意度調查結果分析  

一、 調查方法 

本調查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資料蒐集，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

料、對未婚聯誼活動的滿意程度及對未婚聯誼活動之看法及活動

建議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學歷。

第二部分為對聯誼活動的滿意程度，包含對活動整體滿意度、活

動地點滿意度、工作人員服務滿意度。第三部份為分享心情或對

聯誼活動之建議。滿意程度分為不滿意、尚可、滿意、非常滿

意，分別給予勾選。 



問卷對象為聯誼活動之參與人員，總計 39 人(女性 20人、男

性 19人)，於活動結束時發放。本問卷發放所有參與人員 39份，回

收問卷 39 份，回收率 100%。實際有效問卷為 39 份，有效問卷回收

率為 100%。 

二、 問卷調查統計分析  

1、基本資料分析  

此部分就參加人員之性別、年齡、學歷百分比統計分析(詳表 2)。  

(1) 性別：受訪者性別分佈狀況，女性有 20 位(51.28%)，男

性有 19 位(48.71%)。 

(2) 年齡： 

甲、 女性受訪者年齡，「25 至 29 歲」，1 位(5%)，「30 

至 34 歲」，有 4 位(20%)，「35 至 39 歲」，有 14 位

(70%)，「40 至 45 歲」，有 1 位(5%)，以「35-39 歲」

佔最多，有 14位(70%)。 

乙、 男性受訪者年齡，「25 至 29 歲」，1 位(5.26%)，

「30 至 34 歲」，有 7 位(36.84%)，「35 至 39 歲」，

有 10 位(52.63%)，「40 至 45 歲」，有 1 位(5.26%)，

以「35-39 歲」佔最多，有 10 位(52.63%)。 

(3) 學歷： 

甲、 女性受訪者學歷分佈狀況，「大學」有 10 位 

(50%)；「碩士」有 10 位(50%)。 

乙、 男性受訪者學歷分佈狀況，「高中以下」有 1 位



(5.26%)；「專科」有 1 位(5.26%)；「大學」有 9 位

(47.36%)；「碩士」有 8 位(42.10%)。 

變項 基本資料 人 數 百分比 

性別 女性 20 51.28% 

男性 19 48.71% 

女性年齡 25 至 29 歲 1 5% 

30 至 34 歲 4 20% 

35 至 39 歲 14 70% 

40 至 45 歲 1 5% 

男性年齡 25 至 29 歲 1 5.26% 

30 至 34 歲 7 36.84% 

35 至 39 歲 10 52.63% 

40 至 45 歲 1 5.26% 

女性學歷 大學 10 50% 

碩士 10 50% 

男性學歷 高中以下 1 5.26% 

專科 1 5.26% 

大學 9 47.36% 

碩士 8 42.10% 

表 2、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者基本資料分析表 



 

表 3、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者年齡分布 

 

表 4、單身聯誼活動報名者學歷分布 

 2、對聯誼活動提供各項服務的滿意程度： 

 此部分就參加人員對聯誼活動提供各項服務的滿意程度進行按

非常滿意、滿意、尚可、不滿意分別給予計分。 

(1) 活動整體滿意度：非常滿意 35人(90%)；滿意 4 人(10%)。 

(2) 活動地點滿意度：非常滿意 34人(87%)；滿意 5 人(13%)。 

(3) 工作人員服務滿意度：非常滿意 36 人(92%)；滿意 3 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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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整體滿意度： 

選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人數 35 4 0 0 

百分比 90% 10% 0% 0% 

 

活動地點滿意度： 

選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人數 34 5 0 0 

百分比 87% 13% 0% 0% 

 

 



 

工作人員服務滿意度： 

選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人數 36 3 0 0 

百分比 92% 8% 0% 0% 

 

三、 分享心情或對聯誼活動之建議 

110/10/16 內湖區公所聯誼活動結束後，請問是否已成功交往？若

是，請回覆告知您與另一半姓名，您的回覆是主辦單位最大的鼓

勵，另有任何建議也歡迎您告訴我們。 

並沒交往成功，戀愛有那麼簡單就好了😂😂😂 

失敗 

否 

否，仍單身 

從來沒有自我介紹這麼多次，但還是單身>< 

我好像來到人資面試考場 

 



伍、 結論 

綜上各數據分析，報名者女性年齡 35至 39歳為最多，報

名者男性年齡亦落在 35 至 39 歳，與本市性別統計圖像，人

口、婚姻與家庭篇統計相符，普遍顯示現代單身男女考慮結婚

年齡逐漸的延後，另發現報名者女性及男性平均最低學歷為大

學，教育水準提昇，擁有高學歷和穩定工作，在婚姻市場具備

優勢條件，處在男女接觸稀鬆平常的現代社會，為何還要透過

聯誼活動認識異性？ 

若以現有的未婚聯誼舉辦模式似乎只能讓某些「外在條

件」（如：長相、身材、教育程度、經濟地位……等等）較符合

傳統「男尊女卑」與「男陽剛女陰柔」的單身者以及「三高

男」（身高、學歷、收入都高）和「正妹」（年輕貌美、高挑纖

瘦），多些機會認識與結交異性朋友，對於「外在條件」較不符

合傳統的單身者，並沒有太多機會展現個人的內在優勢（如：

善解人意的個性）。 

此外，以娛樂性質為主的聯誼活動，根本無法提升參加者

的溝通能力、無法讓參與者省思自己個性的盲點、更無法了解

其他參加者對婚姻與家庭的期待；然而，這些都才是走入婚姻

前應該學習的真正重要課題，即使參加了很多未婚聯誼活動，

似乎也只能達「增加結交異性朋友的機會」，而無法真正解決未

婚者「沒有遇到合適的結婚對象」的困境，更遑論「提高結婚

率」！ 



「聯誼現場也框架於我們社會強調的婚姻斜坡（註 1）概

念，現場熟男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明顯高於熟女許多，而所

謂擁有好條件的熟女還是取決於是否擁有豐厚的身體資本。」

（王耀羚，2010）由此可知，目前「擇偶市場的失衡現象」，是

導致許多適齡者未能「遇到合適的結婚對象」的真正原因！而

這個問題，想透過未婚聯誼活動得到解答，似乎是緣木求魚！ 

若能借力使力在未婚聯誼活動進行中邀請性別教育專家帶

入提升性別平等的課程或是概念，讓未婚男女學習在平等的前

提下交往和互動，並調整自己對婚姻與家庭的期待，也許較有

可能達到「多辦聯誼」以致「結婚率提高」及「生育率增加」

的樂婚、願生目標！ 

 

註 1：「婚姻斜坡」是傳統異性戀婚姻中很具影響力的擇偶價值觀，希望結婚雙方的各項

條 件，如：學歷、身高、收入、年紀……等各方面，男方都優於或高於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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