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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氣象實務研習班學員性別分析 
（105～111） 

111.12 

前言 

為增進各界對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本局)氣象實務之認識，正確解讀

氣象資訊及妥適應用，透由不同氣象科學領域、多元實務之研課程，俾

便參與研習人員增廣氣象知識，遂辦理此氣象實務研習班。 

本報告係以 105 至 111 年出席學員對本研習班期末學程交流之問卷

調查資料為基礎，統計樣本數 336 份，並針對參訓學員之男女比例、年

齡結構、薦派機關別、滿意度及建議事項等進行統計分析，以了解學員

對本研習班之建議，並作為本局規劃課程參考之用。 

一、 參訓學員之男女比例 

由 105 至 111 年總參訓學員之男女比例(圖 1-1)顯示，男性參訓學員

比例(51.5%)略高於女性(48.5%)。以逐年角度來看，105 至 111 年各年度

參訓學員之男女比例落差整體趨勢為逐漸縮小，其中 110 年因疫情採視

訊線上課程男性參訓比例較高，111 年改回實體課程後，男女比例落差恢

復成女性略高 (表 1、圖 1-2)。 

表 1 各 年度男

女比例 百分比 
單位：% 

 

 

 

 

年別/性別 男性 女性 

105 41.4 58.6 

106 44.2 55.8 

107 47.6 52.4 

108 45.2 54.8 

109 48.7 51.3 

110 64.6 35.4 

111 46.7 53.3 

總平均 51.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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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總男女比例 

 

圖 1-2 各年度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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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訓學員之年齡結構 

觀察 105 年至 111 年學員年齡層與男女比例(表 2-1、圖 2)， 

30～39 歲為各年齡別之冠(35.5%)，20～29 歲次之(33.6%)，接續為

40～49 歲(20.0%)、50～59 歲(10.1%)、60 歲以上(0.9%)。而以表 2-

2 各年度年齡結構百分比來看，111 年 30～39 歲年齡別占當年度

所有參訓學員比例的 38.5%為各年齡別之冠(其中女性占 23.1%)，

此年齡區間，女性參訓比例逐年上升，有年輕化趨勢。 

表 2-1 105至 111年學員年齡結構百分比 

單位:% 

圖 2 總年齡結構百分比 

年齡 20-29 30-39 40-49 50-59 60 以上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比例 11.3 22.3 18.2 17.3 13.7 6.3 7.1 3.0 0.9 0 

總計 33.6 35.5 20.0 10.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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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年度年齡結構百分比 

單位:% 

年齡別 
105年 106年 107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20～29  34.5 13.8 20.7 34.3 11.4 22.9 38.9 11.1 27.8 

30～39  37.9 17.2 20.7 42.9 22.9 20.0 37.0 18.5 18.5 

40～49 13.8 6.9 6.9 17.1 8.6 8.6 16.7 9.3 7.4 

50～59  13.8 0.0 13.8 2.9 2.9 0.0 7.4 7.4 0.0 

60 以上 0.0 0.0 0.0 2.9 2.9 0.0 0.0 0.0 0.0 

總計 100.0 37.9 62.1 100.0 48.6 51.4 100.0 46.3 53.7 

年齡別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20～29  46.8 11.3 35.5 27.8 8.3 19.4 23.4 11.7 11.7 

30～39  25.8 12.9 12.9 41.7 22.2 19.4 34.0 19.1 14.9 

40～49 8.1 6.5 1.6 22.2 19.4 2.8 34.1 24.5 9.6 

50～59  17.7 12.9 4.8 8.3 5.6 2.8 8.5 7.4 1.1 

60 以上 1.6 1.6 0.0 0.0 0.0 0.0 0.0 0.0 0.0 

總計 100.0 45.2 54.8 100.0 45.4 54.6 100.0 62.8 37.2 

年齡別 
111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20～29  34.6 11.5 23.1       

30～39  38.5 15.4 23.1       

40～49 11.5 7.7 3.8       

50～59  11.5 7.7 3.8       

60 以上 3.9 3.9 0.0       

總計 100.0 46.2 53.8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年齡層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年齡層之男性(女性)學員數

學員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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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幾年學員之學歷分布 

觀察 105 年至 111 年參訓學員學歷分布(表 3-1、圖 3)，大學為總學

歷分布之冠(54.3%)，碩士次之(39.0%)，接續為專科(3.9%)、博士

(1.5%)、高中 (1.2%)。而以表 3-2 各年度學歷分布百分比來看，111 年

度大學學歷占當年度所有參訓學員比例的 50.0%為各學歷別之冠(其中女

性占 30.8%)，碩士學歷次之為 46.2%(其中男性與女性各占 23.1%)。 

表 3-1 總學歷分布百分比 

單位:% 

圖 3 總學歷分布 

學歷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比例 0.6 0.6 3.0 0.9 21.9 32.4 24.0 15.0 1.5 0 

總計 1.2 3.9 54.3 39.0 1.5 

備註：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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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年度學歷分布百分比 

單位：% 

學歷 
105年 106年 107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高中 0.0 0.0 0.0 0.0 0.0 0.0 1.9 1.9 0.0 

專科 0.0 0.0 0.0 5.7 5.7 0.0 0.0 0.0 0.0 

大學 62.1 27.6 34.5 62.9 25.7 37.1 57.7 15.4 42.3 

碩士 37.9 10.3 27.6 31.4 17.1 14.3 38.5 26.9 11.5 

博士 0.0 0.0 0.0 0.0 0.0 0.0 1.9 1.9 0.0 

總計 100.0 37.9 62.1 100.0 48.6 51.4 100.0 46.2 53.8 

學歷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高中 3.2 1.6 1.6 0.0 0.0 0.0 1.1 0.0 1.1 

專科 4.8 4.8 0 5.7 0.0 5.7 6.4 5.3 1.1 

大學 54.9 21.0 33.9 57.1 20.0 37.1 46.8 24.5 22.3 

碩士 35.5 16.1 19.4 34.3 31.4 2.9 44.7 31.9 12.8 

博士 1.6 1.6 0 2.9 2.9 0.0 1.1 1.1 0.0 

總計 100.0 45.1 54.9 100.0 54.3 45.7 100.0 62.8 37.2 

學歷 
111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高中 0.0 0.0 0.0       

專科 0.0 0.0 0.0       

大學 50.0 19.2 30.8       

碩士 46.2 23.1 23.1       

博士 3.8 3.8 0.0       

總計 100.0 46.2 53.8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學歷別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學歷別之男性(女性)學員數

學員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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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幾年學員之薦派機關分布 

觀察 105 年至 111 年參訓學員薦派機關分布(表 4-1、圖 4)，參訓最

多的單位為防災單位(46.6%)，其次為媒體單位(33.0% )，軍方、學校及

其他單位比例分別為 7.9%、3.1%、9.4%。另，從各年度薦派機關分布

百分比 來看(參表 4-2)，111 年度一樣為防災單位(40.0%)及媒體單位

(50.0%)最多人參訓，其中防災單位以男性學員居多占 30.0%；媒體單位

則以女性學員居多占 36.7%。 

表 4-1 總薦派機關分布百分比 

單位：% 

圖 4 總薦派機關分布圖 

 

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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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年度薦派機關分布百分比 

單位：% 

薦派 

機關 

105年 106年 107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防災 48.3 24.1 24.1 45.2 33.3 11.9 41.3 30.2 11.1 

媒體 44.8 13.8 31.0 47.6 9.5 38.1 41.3 7.9 33.3 

軍 0.0 0.0 0.0 7.1 2.4 4.8 6.3 1.6 4.8 

學校 3.4 3.4 0.0 0.0 0.0 0.0 1.6 1.6 0.0 

其他 3.4 0.0 3.4 0.0 0.0 0.0 9.5 6.3 3.2 

總計 100.0 41.3 58.5 100.0 45.2 54.8 100.0 47.6 52.4 

薦派 

機關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防災 53.9 41.2 12.7 40.0 30.0 10.0 49.5 39.1 10.4 

媒體 30.2 3.2 27.0 32.5 2.5 30.0 17.4 3.5 13.9 

軍 6.4 3.2 3.2 22.5 12.5 10.0 8.7 6.1 2.6 

學校 3.2 0.0 3.2 0.0 0.0 0.0 6.1 3.5 2.6 

其他 6.3 0.0 6.3 5.0 5.0 0.0 18.2 13.0 5.2 

總計 100.0 47.6 52.4 100.0 50.0 50.0 100. 65.2 34.8 

薦派 

機關 

111年   

總計 男 女       

防災 40.0 30.0 10.0       

媒體 50.0 13.3 36.7       

軍 0.0 0.0 0.0       

學校 3.3 3.3 0.0       

其他 6.7 0.0 6.7       

總計 100.0 46.7 53.3       

備註 1：因四捨五入之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各別數值加總值與合(總)計值略有差異。 

備註 2：男、女性別在各薦派機關別所占比例計算方式為 
該薦派機關別之男性(女性)學員數

學員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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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幾年學員對氣象實務研習班之滿意程度 

由 105 至 111 年總參訓學員之男女滿意程度比例(圖 5-1)及 105 至

111 年各年度滿意程度(圖 5-2)顯示，男性滿意程度(92.4%)略高於女性學

員(89.2%)，且從 107 年度整體滿意度逐漸上升，而 111 年度的男性、女

性與整體滿意度均超過 95%。 

表 5 各年度滿意程度比例百分比 

單位：% 

年別/性別 男性 女性 

105 90.4 91.0 

106 92.6 86.9 

107 89.5 87.0 

108 92.5 86.4 

109 92.0 90.0 

110 94.3 94.4 

111 98.6 96.4 

總平均 92.4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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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總滿意程度 

圖 5-2 各年度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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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幾年學員對氣象實務研習班之建議 

(一)男性學員： 

1.課程內容部分： 

(1) 對於太專業氣象名詞，無法在短短時間內了解。 

(2) 除瞭解氣象理論知識外，可多補充「分析及預測圖」之判讀，

或進一步補充實際例子以解讀如何預測趨勢及防範對策。 

(3) 可否，每年再增加乙梯次(當然更需要更多的成本)。 

(4) 可否，對颱風，驟雨等防災的預報課程，更詳細的解說，或專

章課程，以利實際的應用。 

(5) 建議可開設進階班(依不同業務領域(如大氣、太陽系、天氣圖、

雷達)分班。 

(6) 能否在中部也開班。 

(7) 課程可規劃一整天，縮短上課週數；可依不同機關需求，開設

進階課程。 

(8) 缺課的補課方式可否考慮改觀看錄製影片方式，因補課時間可

能因工作關係無法參與，若能觀看影片會比較有彈性。 

(9) 建議可規劃「天氣圖判讀」的實作課程，並有實際播報機會，

以便講師即時更正判讀錯誤的部分。 

2.實作課程部分： 

(1) 希望能多增加實機或儀器實地課程。 

(2) 可增加參訪業務單位的課程、實地體驗。 

(二)女性學員： 

1.課程內容部分： 

(1) 有些課程內容重複介紹，例如：天氣系統、數值預報原理。 

(2) 可以多點以實例分析，會較有感 

(3) 建議可新增實例做為說明(資料蒐集分析->分析->預報->校訂)

等。 

(4) 希望能直接教導如何去報導天氣，從氣象局網站上擷取資訊。 

(5) 部分授課內容重覆，若講師可先協調，就能把多出來的時間，

留給其他”講不完但又沒上過的章節”。 

(6) 想來上課是因為播報氣象需要(實務上需求比理論需求多)，因

此若能著重在氣象資訊提供應該比較符合需要，例如只給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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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鐘應該挑那些重點來講，又或者颱風來的時候，要如何呈

現，呈現那些氣象資訊，其它像是梅雨、寒流等希望能著重在

這類實際應用。 

(7) 由於非專業相關，對於部分學術內容真的較難消化，但對於預

報部分受益良多。 

(8) 建議可以按照不同專業的單位、分開上課。 

2.實作課程部分： 

(1) 可多著重於氣象預報的實作，與原鄉地區和平地地區氣象(天

氣)上的差異。 

(2) 可以增加參訪或實體操作課程，不一定要一直在教室上課，亦

可有互動，交流課程，可以多認識同學或講師。 

結論 

(一) 由統計資料來分析整體之結果： 

1. 本研習班總參訓學員男性人數比例 (51.5%)較多於女性

(48.5%)。 

2. 依總年齡層結構顯示，各年齡區間以 20-29 歲區間的女性參

訓學員人數比例略多於男性，而 30-39 歲區間男女比例則是

相當。 

3. 以總學歷分布而言，大學及碩士區間佔比最高(93.3%)，且僅

大學區間的女性人數比例(32.4%)略多於男性(21.9%)，其餘多

為男性人數比例略多於女性。 

4. 參訓學員係以各薦派機關薦派代表參訓，以防災單位參訓學

員比例(46.6%)最多，其中學員多為男性；而媒體參訓人數比

例(33.0%)次之，則是以女性學員占大多數。 

5. 以本研習班滿意程度來看，男性滿意程度(92.4%)高於女性

(89.2%)。 

6. 以學員對本研習班之建議部分，男性學員與女性學員對課程

內容關於案例與增加實作課程之建議大致相同。 

(二) 由前述統計資料分析： 

因業務屬性以致不同性別比例差異： 

（1）防災、軍方及學校等單位薦派之男性學員人數比例較高 

（2）媒體薦派機關人員當中女性學員人數比例遠高於男性。但

整體而言，大致達兩性均衡狀況。今（111）年因疫情趨緩而改

回實體課程，且因場地限制僅開放 30 個名額，因此遠程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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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軍方單位人員（如前述以男性較多）減少，而原本媒體單

位就大多位於臺北，因此並未增加太多，故 111 年男女比例回

歸均衡狀態。 

本局辦理活動均以開放態度接受各界報名參與，如以性別設定

條件來限制薦派學員資格，恐有性別歧視或違反性別平等教育

法之虞，實屬不妥。另，有關學員對本項業務之建議部分，依

目前分析結果顯示，尚無性別及機關別之明顯關聯，然各學員

對氣象實務內容之需求已錄案辦理，將做為後續課程設計之參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