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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臺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社會參與）統計結果 

  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存的，社會要和諧發展，民眾就必須有共存共榮的體認，因
此藉由鄰里往來、社團及志願服務之參與，以及適時的捐獻濟助，對社會付出關懷與
愛心，降低社會疏離，並進而促使社會形成一股進步與改革的力量，是全民共同的責
任。有鑑於此，本處於八十八年四月首次以「社會參與」為主題，辦理臺灣地區社會
發展趨勢調查，九十二年九月再次辦理同主題之調查，藉以探究十五歲及以上國人對
社會之支持、關懷及參與情形之變化趨勢，有關調查統計結果分析如下： 

一、鄰里往來及信任概況 

(一)與鄰居往來密切及非常密切者計有三成七，年紀愈長者愈顯密切。 
15歲及以上國人與鄰居往來密切及非常密切者合計占 37.21％、普通者占 51.49

％、不密切及非常不密切者合計占 11.30％，與四年前相較，密切及非常密切者共計
減少 5.10個百分點，而不密切及非常不密切者共計增加 3.51個百分點。再依性別及
年齡別觀察，兩性並無明顯差異，惟隨著年齡愈長與鄰居往來愈密切，年齡愈低則反
之。 

(二)居住於公寓式住宅者與鄰居互動較少；居住時間愈長與鄰居互動愈密切。 
觀察各類型住宅者與鄰居之往來情形，居住於傳統農村住宅者與鄰居往來密切及

非常密切比率高達 50.53％，次為獨棟或雙拼及連棟透天住宅者，分別占 46.61％及
42.31％，而以公寓式住宅者為最低，其中五樓(含)以下公寓者占 27.74％，六樓(含)
以上公寓者占 21.30％，顯示現代化的公寓式住宅降低了鄰居間的互動頻率，使得鄰
居往來情形愈顯疏離。另就居住時間及對鄰居滿意度觀察，居住時間愈長及對鄰居愈
滿意者與鄰居間的互動愈密切。 

(三)與鄰居往來愈密切者，對鄰居的信任程度愈高。 
有56.68％的人同意社區中大多數人都是值得信任的，當自己生病時36.02％者同

意讓鄰居來家中照顧，且與鄰居往來愈密切，認同比率愈高，顯示平常與鄰居往來互
動愈頻繁，對於鄰里(社區)居民的信? 程度愈高，亦較願意接受鄰居的關懷與協助。
另有65.97％的人同意當自己不在家時讓鄰居幫忙留意家裡的狀況，64.70％願意在鄰
居生病時主動幫助他，且與鄰居往來愈密切者，同意之比率愈高。換言之，平常與鄰
居往來互動愈高，則對鄰里(社區)居民間的互助程度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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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團及社會活動參與概況 

(一) 國人投入最多時間的社團，以宗教團體為最多。 
最近一年(91年 10月至 92年 9月)國人參與一個或多個社團活動者僅占 28.11

％，有超過七成的國人從未參與任何社團活動。就參與者投入社團活動時間多寡而
言，以宗教團體活動投入時間為最多占 21.47％，其次為學校社團 19.71％，再次為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占17.41％、職業團體15.87％及休閒體育團體 13.70％；若與四
年前資料相較，社團參與者最投入職業團體、政治團體者的比率明顯減少，而最投入
宗教團體、學校社團、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醫療衛生團體及休閒體育團體者的比率
則皆有增加，尤以最投入之學校社團及休閒體育團體之比率增加最多。 

(二)參與社團活動時間受教育程度高低及收入多寡影響。  
分析71.89％之國人最近一年從未參加社團最主要原因，以沒有時間占45.11％最

多，其次為沒有想過要參加社團占30.75％，經濟考量占10.08％居第三，其他則是因
為沒有適合社團、缺乏相關資訊及沒有同伴等。就教育程度觀察，教育程度愈高者，
愈沒有時間參加社團，反觀，教育程度愈低者，愈沒想過要參加社團。再依未參加社
團者之工作性質及個人年收入觀察，全日工作及部分時間工作者因工作緣故，致因沒
有時間參加社團之比率最高，而無工作者則以沒有想過要參加社團之比率最高；而在
收入方面，收入愈高的人，沒有時間參加社團的情形愈明顯，反觀，收入愈低的人，
因經濟考量而未參加社團及沒想過要參加社團的情形愈明顯。 

(三)國人參與非營利性社會活動者約二成四，以宗教類活動居首。 
最近一年參與非營利社會活動比率為 24.31％，較四年前之 31.83％參與率下降

7.52個百分點，就各項社會活動而言，以宗教類活動最為踴躍，參與率為 14.93％；
其次為參與公益慈善類活動者有 14.70％，而以自力救濟為訴求主題之活動參與率雖
僅為 2.48％，但已較四年前之 1.55％增加 0.93個百分點，顯示近四年來國人對於自
身權益的關心程度已有提升。至於參與政治類活動者為2.14％，較四年前的 5.83％下
降，係因八十七年十二月間正逢立法委員選舉，而九十一年十月至九十二年九月間並
無任何選舉所致。 

三、志願性服務工作參與概況 

(一)志願服務參與率較四年前略為增加，其中六成七的志工有持續及規律性參與。 
最近一年(91年10月至92年9月)曾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者占14.50％，與四年

前13.31％比較，增加1.19個百分點。而最近一年未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者中，未來
有意願參與者僅占18.17％，與四年前比較，僅增加 0.10個百分點，差異不大。又觀
察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者中，有67.47％是持續或規律性參與，比四年前的 39.09％，
增加28.38個百分點，顯示大多數志工漸漸願意長期且規律來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 

(二)學生及料理家務者均較四年前更積極參與志願性服務。 
從工作情形觀察，最近一年就業者之志願服務參與率為 14.98％略高於未就業者

13.84％；在就業者中，以受政府僱用者之參與率25.68％為最高，其次是自營作業者
為 20.79％，與四年前比較，以無酬家屬工作者增加最多，而雇主則減少最多；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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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中，以料理家務者之參與率16.88％為最高，其次是求學者為 15.56％，與四年
前比較，以求學者增加 5.44個百分點為最多，其次是料理家務者增加 4.17個百分點，
顯示學生及料理家務者投入志工的風氣日盛。 

(三)國人從事志願服務項目仍以宗教服務為最多，次為環保及社區服務。 
就最近一年有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者之服務項目觀察，35.35％者有參與宗教服務

為最多、其次是環保及社區服務、學校之社會服務，分別為 30.45％、22.33％，與四
年前比較，宗教服務之比率減少2.13個百分點、環保及社區服務減少 0.95個百分點，
而學校之社會服務則增加9.71個百分點，顯示四年來大多數志工雖仍以宗教服務、環
保及社區服務為主，但兩者之比率略為下降，而學校之社會服務之比率則較以往增加。 

(四)參與志願服務仍以行善助人為最主要動機，該項比率較四年前增加。 
最近一年參與志願性服務最主要動機，以行善助人者占 45.35％為最高，其次是

宗教信仰、結交朋友者，分占16.81％、11.60％；與四年前比較，行善助人之動機者
增加 8.83個百分點，宗教信仰之動機者減少 5.83個百分點，結交朋友之動機者減少
0.49個百分點。就各服務項目觀察其主要動機，除宗教服務以宗教信仰之比率為最
高，其餘服務項目均以行善助人之比率為最高，顯示國人參與宗教服務多數都有宗教
信仰的動機，其餘服務項目之參與，則多偏向有行善助人之動機。 

四、捐獻概況 

(一)有財物捐贈者近三成八，平均每人捐款金額為 7,969元。 
最近一年(91年10月至92年9月)有37.76％之國人有捐贈財物行為，若以捐贈

方式觀察，以直接捐款給非營利團體最多為 26.55％，其次為實物捐贈有17.48％，向
非營利團體購買義賣品最少為 1.79％，與四年前比較，有財物捐贈之比率減少 4.51
個百分點。又最近一年曾直接或間接（購買義賣品）捐款給非營利性團體、家庭或個
人者平均每人捐款金額 7,969元，捐款額度則以一仟至未滿三仟元者占多數為 39.01
％，二萬元及以上者最少占 8.61％，與四年前比較，平均每人捐款金額增加731元。 

(二)僅一成五捐款者非常清楚捐款運用，未來計畫繼續捐款者了解程度相對較高。 
最近一年捐款給非營利團體者對所捐獻對象運用捐款情形非常清楚者僅 14.98

％，還算清楚者占46.14％，而完全不清楚者亦有6.00％。至於未來一年計畫繼續捐
獻者對所捐獻團體運用捐款之了解情形較無計畫續捐者高，尤其計畫繼續捐獻者非常
清楚捐款運用情形之比率為 18.85％，而未來無計畫繼續捐獻者或仍未決定者非常清
楚捐款如何運用之比率均在 9％以下。與四年前比較，對捐款運用情形非常清楚及還
算清楚者稍有下降，而不太清楚及完全不清楚者則略有增加。 

(三)未來一年計畫繼續捐獻者超過六成，逾四成有固定捐獻對象。 
探究最近一年曾對非營利團體捐款或購買義賣品者之捐款習慣，就其未來一年捐

款計畫觀之，計畫繼續捐獻者占62.79％，不一定者占34.57％，未計畫繼續捐獻者僅
占 2.64％。另外觀察捐款者有定期捐獻給固定對象者占 42.72％，定期捐獻給非固定
對象者占10.75％，未定期捐獻者占46.53％，顯示國人有定期捐款者以有固定捐獻對
象者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