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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樂齡十三行性別統計看銀髮族活動規劃 

 

 

壹、背景說明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發表我國 103~150 年人口推計指出：隨著國人平均壽命

的延長，我國在 82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即超過 7%成為高齡化（ageing）社會，

推計將於 107 年超過 14%，成為高齡（aged）社會，於 114 年將再超過 20%，邁入成為超

高齡（super-aged）社會。 

 

  此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103年之12.0%，增加為150年之41.0%。其

中，80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之比率，亦將由103年之25.1%，大幅上升為150年之43.2%。

三階段年齡人口（幼年、青壯年及老年）變動趨勢如表1、圖1及圖2所示。其中，15-64

歲青壯年人口（又稱工作年齡人口）將於104年達最高峰，105年開始減少；另在幼年人口

持續減少、老年人口持續增加的趨勢下，老年人口將於105年超過幼年人口。與103年比較，

中推計結果150年幼年人口及青壯年人口大致減少一半（分別為減少52.2%及47.9%），老

年人口則增加1.6倍。因此，未來如何促進高齡者健康，營造友善高齡環境，應為博物館

規劃銀髮族活動的推動重點。 

 

 

表 1 三階段年齡人口－中推計 項目  103年年底  125年年底  150年年底 變動趨勢 幼年人口 （0-14歲） 人數 (萬人)  占總人口比率 (%) 

326.0 

13.9 

 240.1  

 10.5  

155.6 

8.7 
持續下降 青壯年人口 （15-64歲） 人數(萬人)  占總人口比率 (%) 

1,734.7  

74.1 

1,399.7  

 61.4  

904.0  

50.4  

104年達最高峰1,736 
101年達最高峰 74.2.9 老年人口 （65歲以上） 人數(萬人)  占總人口比率 (%) 

281.2 

12.0 

 640.7  

 28.1  

735.6 

41.0 
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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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三階段人口變動趨勢－中推計 資料來源：1. 70 年至102 年為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年刊」。 

      2. 103 年至 150 年為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150年)報告。 

 

 

 

 

 

圖2 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 說明：括弧中數據代表占總人口比率。 資料來源：1. 70 年至102 年為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年刊」。 

          2. 103 年至 150 年為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150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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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魏素芬(1997)認為參與休閒活動在老年期的生活調適上占著很大且正面的功能。可以

協助銀髮族提升自我認同感、對日常生活的掌握感、安全感及獨處能力等。林佳蓉(2001)

提出參與休閒活動對老年期有相當正面的意義，不僅可為銀髮族帶來不同的滿足感，更可

以協助銀髮族安享晚年生活。而劉慧俐(2003) 認為:銀髮族參與運動，可以促進身體功能、

降低憂鬱、增進生活滿意、提升自覺健康與增加日生活獨立功能。綜整以上說法，銀髮族

參與休閒遊憩對其在生活調適上，帶來相當大的正面效益。不僅可以促進身體健康，還可

釋放心理壓力、降低憂鬱、提升自我認同感及安全感，更可增進銀髮族之生活滿意度，培

養獨立生活之能力(魏素芬，1997；林佳蓉，2001；劉慧俐，2003)。因此，未來在開發老

年人口之休閒遊憩必然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勢，對博物館的活動參與年齡設定有指標意義。 

    林金立(2008)指出德國 NRW 於 2000 年開始的一項計畫中發現，加強老人的｢社會參

與力｣，能夠延長老人的健康壽命，愈常出外活動、參與社會、關心他人、能長保學習心

境的老人，活得健康的時間比別人還要長，醫療與照顧的使用也能夠比別人少。邱俊村

（2002）也指出老人參與活動對老人有快樂、滿足、創造力、學習與身心成長的意義。透

過以上研究發現，銀髮族參與遊憩活動對其在生活調適上，能帶來相當大的正面效益。隨

著高齡化社會以及核心家庭成員的轉變，帶著年長父母旅遊的人口群，比例逐漸增高；博

物館肩負著教育大眾的社會責任，在服務層面如何透過友善、有經驗的客製化服務，針對

高齡族群之特性與喜好來深入規劃，強化服務的質與量，以提高銀髮族需求的增長；在創

新層面，銀髮服務創新內容趨勢可運用「通用設計」提昇參觀環境的友善程度，是博物館

當前需正視的課題。 

    依照內政部（2006）最新老人狀況調查報告統計資料顯示，在老人日常生活主要活動

中，除了 36.46%的老人表示沒有從事相關活動外，回答「從事休閒娛樂活動」（如登山、

健行、旅遊、看電影、聽演唱會、觀賞表演等）者占 14.18%，其所占百分比與重要度均

為所有問項之第二位，只較「與朋友聚會聊天」低，雖然是屬於需要投入較多資源的休閒

活動，統計結果仍可讓我們瞭解其對現代老人日常生活之重要性。此外，若結合老人的背

景資料進行分析可發現，男性表示「從事休閒娛樂活動」對其生活的重要度相較來得較高

（詳見表 2、表 3）。參考交通部觀光局（2009）的調查報告發現，就國內旅遊部份，呈現

出「50-59 歲」及「60 歲以上」所占旅次百分比有著相對穩定增加的趨勢，此可預計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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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人口群對於未來旅遊產業之重要性。但旅遊特性女性的比例高於男性(53%比 47%)，年

齡 50~59 歲者的比例(24%)及 60 歲以上(22%)比例較高（詳見表 4）。這與內政部（2006）

調查報告，男性表示「從事休閒娛樂活動」對其生活的重要度相較女性來得較高，有可能

自覺與行動有差異。 

 

 

 

           表2   65 歲以上國民日常生活主次要活動項目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6） 

           註：重要度=（1×主要的比率+1/2×次要的比率）×100 

 

 

 

 

            表3  65 歲以上國民從事休閒娛樂活動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6） 

           註：重要度=（1×主要的比率+1/2×次要的比率）×100 

 

 

 

  

項目別 

 

重要度 主要(%) 次要(%) 

參加老人研習或再進修活動 3.78 2.73 2.10 

從事休閒娛樂活動 19.08 14.18 9.81 

從事養生保健活動  14.47 12.12 4.70 

照顧(外)孫子女  13.35 10.55 5.60 

從事義工或志願工作 3.50 2.33 2.35 

與朋友聚會聊天  34.91 24.72 20.38 

從事宗教修行活動 6.60 4.93 3.35 

其他 2.27 1.97 0.60 

都沒有 36.46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重要度 主要(%) 次要(%) 

男 22.47 17.45 10.04 

女 15.69 10.92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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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交通部觀光局民國98年委託旅行社承辦的旅遊統計 

特性 委託旅行社承辦的旅遊 

性別 女性的比例高於男性(53%比47%) 

年齡 50~59歲者的比例(24%)及60歲以上(22%)比例較高 

工作別 退休人員(15%)、家庭管理(15%)及學生(14%)的比例較高 

主要利用日期 週末或星期日(54%)的比例較高 

旅遊方式 其他團體(如:登山、賞協會、老人會、村里社區等)及機關公

司比例較高，分別有32％及28％ 

主要利用交通工具 遊覽車的比例(87％)最高 

平均旅遊天數 1.96天 

每人每次旅遊費用 4347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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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樂齡日」活動緣起 

    「樂齡日」是新北市政府為 60 歲以上樂齡人口精心規劃的專屬節日，加強樂齡族群

市民的服務與照顧，是新北市政府重要的政策，所以不論是推出敬老悠遊卡、廣設銀髮族

俱樂部，乃至推動老人共餐，或是設置圖書館的樂齡閱讀專區等措施，都希望讓樂齡朋友

能夠更便利的使用各項服務，享受更好的生活品質。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3 年 7 月 1 日起，將每週二訂為樂齡日，提供 60 歲以上樂

齡人口專屬服務，推出有許多文化場館結合週邊資源的套裝遊程，內容包括結合新北市境

內各公立文化場館、特色景點、觀光工廠及地方特色美食等各項資源，精心規劃銀髮族及

其家人 1 日遊體驗行程活動。 

 

    十三行博物館為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應積極配合市府政策，已完成左岸友善地圖

(大字版):以交通載具為主題，設計捷運公車悠遊之旅、自行車河畔御風之旅、開車探險八

里之旅、渡船淡水河運之旅等多種遊程組合。可提供銀髮旅遊者來館及周邊景點完整的交

通路線、接駁訊息(含:低地板公車資訊)、景點資訊等，以吸引銀髮族親近博物館。另外，

103 年 7月起於每週二推出以銀髮族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活動。「樂齡日」活動依人數分有

「樂齡快樂學堂團體遊」、「樂齡幸福遊」以及「樂齡樂活影展」等。樂齡快樂學堂團體遊，

以考古知識為核心，輔以肢體律動，使長者活動筋骨，活化腦力、身體勇健。館外活動對

象：年滿 60 歲以上民眾及其親友每梯次 20名。每 2個月更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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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戶外樂齡活動說明與性別差異 

一、103 年度樂齡活動 

 

7月至 8月「永續生態健步一日遊」 120元(含:午餐及保險)。 

上午:永續環境教育中心、老榕碉堡、欣賞潮間帶生物、八里老街等 

下午:樂齡快樂學堂(樂齡健康操、古童玩體驗課程及展場巡禮等) 

 

活動特色: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為低耗能的示範性建築，如採用綠建材、室內照明及通風改

善等多元方式，並使用綠色能源，房子自然通風像會呼吸一樣，復育約 100種原生植物，

是最佳的環境教育學習場所，還有地板互動遊戲區，利用地板投影，以「腳」踩踏，以

90秒時間幫水鳥捕食獵物，可運動又可訓練專注力。歡迎銀髮族暑假帶孫兒們來趟生態

之旅。 

 

9月至 10月「柚見幸福十三行一日遊」180元(含:午餐、保險及桃樂絲森林體驗費用)。 

上午:樂齡快樂學堂(樂齡健康操、古童玩體驗課程及展場巡禮等) 

下午:桃樂絲森林採柚趣（採柚、吃柚體驗）、體驗製作手工黑豆醬油並帶回成品、桃樂絲

森林山林浴等。 

活動特色:八里的文旦柚由於當地充足的日照、加上海風帶來的鹽分，不僅皮薄多汁、還

帶有獨特的香氣和甜味，擁有「南麻豆、北八里」的稱號。秋高氣爽的週二，將帶銀髮族

朋友到以自然農法栽培文旦柚聞名的桃樂絲森林，可免費帶回 1顆文旦柚。並可了解黑豆

醬油製程，體驗手作無添加防腐劑醬油的樂趣。讓銀髮族朋友開心又健康。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人

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7月 10 3 7 8 
永續生態健步一日遊 

男性 29％ 

女性 71％ 8月 4 1 3 4 

合計 14 4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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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人

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9月 89 13 76 57 
柚見幸福十三行一日遊 

男性 16％ 

女性 84％ 10月 71 12 59 48 

合計 160 25 135 105 

 

11月至 12月「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 300元(含:午餐、保險及大唐溫泉物語門票)。 

上午:樂齡快樂學堂(樂齡健康操、古童玩體驗課程及展場巡禮等) 

下午:享受黃金美人湯及古早遊戲區（享受全台最大的主題式溫泉樂園，可以泡溫泉、泡

香草泉、泡節氣湯等，共有 24個高、低溫水池、11種水療 3種三溫暖設施）。 

 

活動特色:穿著浴衣走在仿若唐代建築的園區，讓人有穿梭時空的感覺。這裡的溫泉經日

本中央溫泉研究所之檢定，完全符合日本所規定之正式天然溫泉。療養泉適應症狀有神經

痛、肌肉痛、五十肩等，推薦銀髮長者揪團來泡湯。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人

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11月 69 8 61 43 
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 

男性 13％ 

女性 87％ 12月 77 11 66 54 

合計 146 19 127 97 

 

分析: 

以內政部(2014)公布「第十次國民生命表」，國人的平均壽命持續延長，男性達 75.96 歲、

女性 82.47 歲。另有近 8成的男性和 9成的女性能活超過 65 歲；半數的男性能活過 79

歲、女性能活過 85 歲。內政部表示，「國民生命表」是配合每十年辦理 1次的戶口普查結

果計算而來的，這(第十)次的統計資料為民國98至100年，結果顯示國人零歲平均餘命(即

平均壽命)為 79.12 歲，其中男性為 75.96 歲、女性 82.4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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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3 年戶外樂齡活動性別圖像觀之，女性參加者明顯多於男性且差異很大，研究者研析

有許多可能性: 

(一)多數 60 歲男性銀髮族尚未退休，屬勞動人口。 

(二)本系列活動辦理時間非週末假日， 

(三)台灣年長者壽命，女性平均餘命大於男性。 

 

以個別活動男性參與比較: 

(一) 7-8月永續生態健步一日遊，男性比例較其他梯次的較高，高達 29％，是否可推估

男性樂齡族較喜歡親近大自然?但因樣本數太少，是否具代表性有待討論。 

(二) 9-10月柚見幸福十三行一日遊與 11月至 12月「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的男性參與

比例，分別為 16％與 13％無顯著的差異。 

(三)研究發現:男性參與比例與低報名費成正相關，報名費越低的活動，男性參與比例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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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3 年樂齡活動參與性別圖 

 

二、104 年度樂齡活動 

104 年 1月至 6月的樂齡日結合八里在地資源，以「永續環境‧樂活八里」為主題，規劃

館內活動有「樂齡快樂學堂團體遊」、「樂齡幸福遊」以及「樂齡樂活影展」，館外活動對

象：年滿 60 歲以上民眾及其親友每梯次 20名。每 2個月更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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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 2月份「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300元(包含:DIY、午餐、保險及大唐溫泉門票)。 

上午：樂齡快樂學堂(古童玩體驗課程、展場巡禮，並享用八里風味餐) 

下午：享受黃金美人湯及古早遊戲區（享受全台最大的主題式溫泉樂園，可以泡溫泉、泡

香草泉、泡節氣湯等，共有 24個高、低溫水池、11種水療 3種三溫暖設施）。 

活動特色:穿著浴衣走在仿若唐代建築的園區，讓人有穿梭時空的感覺。這裡的溫泉經日

本中央溫泉研究所之檢定，完全符合日本所規定之正式天然溫泉。療養泉適應症狀有神經

痛、肌肉痛、五十肩等，推薦銀髮長者揪團來泡湯。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 

人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1月 74 13 61 46 
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 

男性 19％ 

女性 81％ 2月 70 14 56 36 

合計 144 27 117 82 

 

3月至 4月「下罟里活力健走」120元(包含:午餐、保險、車資及 DIY 體驗費)。 

上午：樂齡快樂學堂(古童玩體驗課程、展場巡禮，並享用八里風味餐及樂齡影片欣賞) 

下午：生態步道健行─吸收森林芬多精、生態池─觀蝶賞花、登高望遠─眺望臺灣海峽美

景及臺北港、淡水漁人碼頭景色；香草花園─拈花惹草，贈送綠色盆栽，以及個人寫真照。 

活動特色:下罟里擁有獨特依山傍海的開闊美景，可觀看林口海岸線和台北國際商港運轉

的現狀，欣賞八里垃圾焚化廠與煙囪的特殊建築之美；還有生態步道和生態池，可親近許

多民俗植物及濱海植物；香草花園玻璃屋是許多電視偶像劇的拍攝場景，有專業的攝影師

為您拍攝寫真照，並可在溫室花房挑選一個盆栽帶回家，是喜愛大自然，腳力勇健的銀髮

族不可錯過的行程。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 

人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3月 97 17 80 51 
下罟里活力健走 

男性 15％ 

女性 85％ 4月 60 6 54 44 

合計 157 23 
13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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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至 6月「左岸風情逍遙遊」360元(包含:車費、午餐、保險及冰淇淋、鹽燈材料費)。 

上午：:樂齡快樂學堂(古童玩體驗課程及展場巡禮等) 

下午參觀挖仔尾濕地生態、欣賞八里左岸美景、亞典菓子工場嚐鮮歇腿、冰淇淋 DIY、鹽

選生活館感受礦石磁場能量、贈送結緣鹽燈。 

 

活動特色:八里擁有豐富的溼地生態環境，挖仔尾擁有唯一生長於淡水河南岸的紅樹林純

林，是白鷺鷥、招潮蟹、彈塗魚、文蛤最喜歡居住的環境，左岸的異國餐廳、自行車道和

風帆，頻添悠閒自在的氛圍，散步到亞典菓子工場歇歇腿，品嚐咖啡、蛋糕和冰淇淋，最

後到鹽選生活館，享受來自喜馬拉雅山的玫瑰鹽礦帶來的正向能量，讓參與者安定心神舒

緩壓力，適合喜歡慢活養生的銀髮族朋友。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 

人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5月 79 11 68 50 
左岸風情逍遙遊 

男性 11％ 

女性 89％ 6月 88 8 80 66 

合計 167 19 148 116 

分析: 

以 104 年戶外樂齡活動性別圖像觀之，女性參加者明顯多於男性且差異很大，研究者研析

有許多可能性: 

(一)多數 60 歲男性銀髮族尚未退休，屬勞動人口。 

(二)本系列活動辦理時間非週末假日。 

(三)台灣年長者壽命，女性平均餘命大於男性。 

 

以個別活動男性參與比較: 

(一) 1月至 2月份「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男性比例較其他梯次的較高，高達 19％。 

(二) 3月至 4月「下罟里活力健走」與 5月至 6月「左岸風情逍遙遊」的男性參與比例，

分別為 15％與 11％無顯著的差異。 

(三)本研究發現:男性參與比例與報名費高低無明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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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4 年樂齡活動參與性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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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 依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103 年度參觀遊客滿意度問卷調查，參觀者性別分布狀況，

男性為 44.2%，女性為 55.8%，再依 2014新北市考古生活節活動問卷調查報告，參觀者

性別分布狀況，男性為 33%，女性為 67%。但以本館 6 類型樂齡活動的男性參與率，最

高 29％、最低僅 11％。 

 

二、 女性參加者明顯多於男性且差異很大，以 103-104 年戶外樂齡活動性別圖像觀之，女

性參加者明顯多於男性且差異很大，研究者研析有許多可能性: 

(一)多數 60 歲男性銀髮族尚未退休，屬勞動人口。 

(二)本系列活動辦理時間非週末假日。 

(三)台灣年長者壽命，女性平均餘命大於男性。 

(四)女性較喜歡呼朋引伴與姊妹掏一起參加活動。 

   

三、 參與比例與報名費的關聯性統計: 

(一)103 年男性參與比例與低報名費成正相關，報名費越低的活動，男性參與比例越高。 

(二)104 年的統計資料發現:男性參與比例與報名費高低無明顯相關。 

(三) 參與比例與報名費是否有其關聯性，不宜過度推估與解釋。 

 

四、 相同活動，男性比例的差異值大:以 103-104 年皆有辦理的「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

103 年男性參與比例，為 103 年中最低的 13％。惟 104 年的男性比例為當年度中最高比

例，高達 19％，造成此現象的主因，是否因辦理後，達到口碑行銷的效益？亦或許有

其他可能因素？因樣本數太少，不宜過度推估，應持續辦理，以累積更大量數據並有賴

後續研究者能夠以更嚴謹的研究模式，針對此現象做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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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 出生率下降與醫療品質改善雙重影響，使銀髮族人口比例增加，加上休閒觀念提升，

使得銀髮族旅遊市場逐漸蓬勃發展，銀髮族本身也可以帶來身心放鬆及休閒健康之利

益。希望銀髮族多多走向戶外，例如親近新北市多元的文化場館或參加充實豐富的文化

行程。 

 

二、 銀髮族可輕鬆到達各館舍並容易進入:所有館舍大眾交通無障礙，例如提供低底盤公車

訊息，讓銀髮族可方便使用。此外，因應銀髮族許多會持柺杖或乘輪椅，各館舍也應全

面檢視無障礙環境，排除路阻、不平整鋪面、凹凸、過大之縫隙等，使動線平順。廁所

也要考量無障礙空間，並按照內政部營建署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進行全面改善。 

 

三、 本案參與者無性別限制，受益對象也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群，但以統計數值而言，女

性參加者明顯多於男性。因此，爾後規劃樂齡活動時，應針對不同背景的目標對象採取

不同傳播方法的設計，搭配針對男性之友善措施或方案。尤其樂齡計畫如何設立性別敏

感指標，並考量不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並且透過

制度化的機制，以便監督計畫的影響程度，是博物館可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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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三行博物館辦理 103 年~104 年樂齡十三行統計表 

 

103 年樂齡一日遊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 

人數 
每梯最年長者 

103 年 7月 8 日 5 2 3 4 民國 09 年次(94 歲) 

103 年 7月 15 日 5 1 4 4 民國 30 年次(73 歲) 

103 年 8月 12 日 4 1 3 4 民國 30 年次(73 歲) 

103 年 9月 2 日 19 4 15 14 民國 31 年次(72 歲) 

103 年 9月 9 日 18 2 16 9 民國 19 年次(84 歲) 

103 年 9月 16 日 16 1 15 11 民國 09 年次(94 歲) 

103 年 9月 23 日 16 2 14 11 民國 29 年次(74 歲) 

103 年 9月 30 日 20 4 16 12 民國 21 年次(82 歲) 

103 年 10月 7 日 20 6 14 17 民國 28 年次(75 歲) 

103 年 10月 14 日 16 5 11 10 民國 29 年次(74 歲) 

103 年 10月 21 日 18 0 18 9 民國 24 年次(79 歲) 

103 年 10月 28 日 17 1 16 12 民國 27 年次(76 歲) 

103 年 11月 4 日 16 1 15 11 民國 19 年次(84 歲) 

103 年 11月 11 日 18 3 15 11 民國 30 年次(73 歲) 

103 年 11月 18 日 18 1 17 16 民國 09 年次(94 歲) 

103 年 11月 25 日 17 3 14 5 民國 21 年次(82 歲) 

103 年 12月 2 日 17 4 13 14 民國 24 年次(79 歲) 

103 年 12月 9 日 12 1 
11 

8 民國 28 年次(7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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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2月 16 日 13 0 13 10 民國 18 年次(85 歲) 

103 年 12月 23 日 17 2 15 9 民國 27 年次(76 歲) 

103 年 12月 30 日 18 4 14 13 民國 22 年次(81 歲) 

103 年 共計 320 48 272 214  

 

 
     

103 年樂齡每月統計表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

人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7月 10 3 7 8 
永續生態健步一日遊 

男性 29％ 

女性 71％ 8月 4 1 3 4 

9月 89 13 76 57 
柚見幸福十三行一日遊 

男性 16％ 

女性 84％ 10月 71 12 59 48 

11月 69 8 61 43 
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 

男性 13％ 

女性 87％ 12月 77 11 66 54 

總計 320 48 272 214 
每 2月更換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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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樂齡一日遊 

日期 參加人數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60 歲(含)以

上人數 
每梯最年長者 

104 年 1月 6 日 20 0 20 12 民國 38 年次(66 歲) 

104 年 1月 13 日 19 7 12 13 民國 25 年次(79 歲) 

104 年 1月 20 日 13 3 10 13 民國 32 年次(72 歲) 

104 年 1月 27 日 22 3 19 8 民國 35 年次(69 歲) 

104 年 2月 3 日 20 4 16 11 民國 22 年次(82 歲) 

104 年 2月 10 日 17 4 13 7 民國 29 年次(75 歲) 

104 年 2月 17 日 15 5 10 9 民國 30 年次(74 歲) 

104 年 2月 24 日 18 1 17 9 民國 24 年次(80 歲) 

104 年 3月 3 日 21 4 17 9 民國 29 年次(75 歲) 

104 年 3月 10 日 19 2 17 10 民國 28 年次(76 歲) 

104 年 3月 17 日 20 3 17 6 民國 39 年次(65 歲) 

104 年 3月 24 日 19 2 17 10 民國 22 年次(82 歲) 

104 年 3月 31 日 18 6 12 16 民國 33 年次(71 歲) 

104 年 4月 14 日 20 2 18 14 民國 09 年次(95 歲) 

104 年 4月 21 日 20 2 18 13 民國 21 年次(83 歲) 

104 年 4月 28 日 20 2 18 17 民國 28 年次(76 歲) 

104 年 5月 5 日 20 4 16 12 民國 37 年次(67 歲) 

104 年 5月 12 日 20 
2 

18 18 民國 18 年次(8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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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5月 19 日 19 3 16 7 民國 09 年次(95 歲) 

104 年 5月 26 日 20 2 18 13 民國 27 年次(77 歲) 

104 年 6月 2 日 20 5 15 20 民國 38 年次(66 歲) 

104 年 6月 9 日 20 1 19 12 民國 21 年次(83 歲) 

104 年 6月 16 日 19 1 18 17 民國 21 年次(83 歲) 

104 年 6月 23 日 18 1 17 11 民國 28 年次(76 歲) 

104 年 6月 30 日 11 0 11 6 民國 43 年次(61 歲) 

104 年 共計 468 69 399 293  

 

                 104 年樂齡每月統計表 

日期 參加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60 歲(含)以上 

人數 

活動內容及性別差異 

1月 74 13 61 46 
八里水岸暖湯一日遊 

男性 19％ 

女性 81％ 2月 70 14 56 36 

3月 97 17 80 51 
下罟里活力健走 

男性 15％ 

女性 85％ 4月 60 6 54 44 

5月 79 11 68 50 
左岸風情逍遙遊 

男性 11％ 

女性 89％ 6月 88 8 80 66 

總計 468 69 399 293 
每 2月更換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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