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對目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與治安狀況滿意情形及認

為政府應加強辦理的改善工作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近二年來，由於我國社會一方面正面臨邁向民主化、自由化、多

元化之快速轉型過程，另一方面適逢世界性經濟不景氣，失業率居高

不下，失業人口大幅增加，再加上傳統倫理道德規範及社會價值觀念

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國人難免出現調適困難，形成社會脫序

現象，亦造成犯罪事件層出不窮，間接引發國民對整體社會環境產生

不滿意現象。為明瞭國民對目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與治安狀況滿意

情形，以及如何改善的看法，本處特就九十一年「臺閩地區國民生活

狀況調查」納入相關問項蒐集資料，調查結果經整理統計分析後，提

供本部首長及相關機關(單位)施政參考。 

本調查訪問日期為民國 91 年 7 月 26 日至 8 月 20 日，調查區域

範圍為臺閩地區(包括臺灣省、臺北市、高雄市及金馬地區)，調查訪

問對象為普通住戶內年滿 20 歲以上成年人，在 95%的信賴水準，抽

出有效樣本數為 4,062 戶，抽樣誤差不超過 1.55%。謹將重要調查結

果摘要分析如后： 

一、約八成的國民對目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感到不滿意，尤其中年

人及都市地區居民之不滿意度最高；而感到滿意者僅占 17%。 



國民對目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感到不滿意者比例高達

78.7% (包括不太滿意 47.3%及很不滿意 31.4%)，而感到滿意者

僅占 17.0%，無意見或很難說者占 4.3%，顯示社會風氣、倫理

道德正面臨轉型瓶頸，亟待調適改善。不滿意者比例若就性別

觀察，男性與女性並無顯著差異；就年齡觀察，以 40~49 歲者

占 84.6%較高，65 歲及以上者占 68.3%較低；就都市化程度觀

察，不滿意的比例隨都市化程度提高而增加，以居住在都市者

占 82.7%較高；就職業別觀察，有工作者以專業人員占 88.7%較

高，農林漁牧工作人員占 63.6%較低，無工作者以失業中者占

80.8%較高，退休或高齡者占 74.4%較低。(詳見表一) 

二、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方面應迅速加強辦理的

工作(複選)，以「加強基本教育」者占 47%最高，「制止媒體不

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者占 42%次之，再其次為

「改善社會不良風氣」占 23%及「對於公眾人物不當行為應給與

指正」占 20%。 

(一)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方面，最應迅速加

強辦理的工作，以「加強基本教育」者最多，有 46.8%；其次為

「制止媒體不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者，有

41.5%；再其次是「改善社會不良風氣」者，有 23.2%；「對於

公眾人物不當行為應給予指正」排名第四，有 20.4%；「取締



色情書刊雜誌及廣告」者，占 14.4%居第五。 

(二)性別比較：男性與女性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倫理道德

方面，最應迅速加強辦理的工作順序前三名仍為「加強基本教

育」、「制止媒體不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及

「改善社會不良風氣」，且女性在認為最應迅速加強辦理「制

止媒體不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及「改善社會

不良風氣」的比例明顯高於男性。 

(三)年齡比較：各年齡層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方

面，最應迅速加強辦理的工作前三名順序仍相同，惟 65 歲及以

上者在「制止媒體不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者

比例占 28.0%明顯低於其他年齡層者所占比例(約四成)。 

(四)都市化程度比較：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方面，最

應迅速加強辦理的工作，各地區均以「加強基本教育」者比例

最高，「制止媒體不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者

比例次之。且都市明顯較城鎮與鄉村為高。 

(五)職業狀況比較：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方面，最應

迅速加強辦理的工作，各職業別除現役軍人者外皆以「加強基

本教育」及「制止媒體不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



較高，順序略有差異。(詳見表二) 

三、國民對目前居住地周遭的治安狀況感到滿意者占76%，不滿意者

占23%，顯示一般住宅的治安狀況尚佳，而不滿意主要原因是「

常發生竊盜案件」、「常有不良少年聚集逗留」及「常發生搶劫

案件」。 

(一)國民對目前居住地周遭的治安，感到滿意者比例有 76.0%(包

括很滿意 14.3%及還算滿意 61.7%)，而感到不滿意者占

23.2%(包括不太滿意占 18.1%及很不滿意占 5.1%)。滿意者比

例若就性別觀察，男性與女性並無顯著差異。就年齡觀察，以

20~29 歲及 65 歲及以上者較高，其比例分占 79.8%及 78.7%；

30~39 歲及 40~49 歲者較低，其比例分占 73.5%及 73.9%。就都

市化程度觀察，城鎮與鄉村表示滿意比例較都市為高。就職業

別觀察，有工作者以主管及經理人員占 81.4%較高，專業人員

占 73.1%較低；無工作者以求學或準備升學者占 86.6%較高，失

業中者占 72.5%較低。(詳見表三) 

(二)國民對目前居住地周遭的治安感到不滿意的原因以「常發生

竊盜案件」比例最多，有 68.9%，其次是「常有不良少年聚集

逗留」與「常發生搶劫案件」，其比例分別為 30.4%與 28.7%；



「曾發生聚眾鬥毆事件」亦占 6.3%。(詳見表四) 

四、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應迅速加強辦理的工作(複選)，

以「端正警察風紀」占 24%最高，其次依序為「加重犯罪者之罪

刑」占 21%、「加強學校法治教育並減少中輟學生」占 20%、「勸

導媒體不要過度報導犯罪案件」占19%及「加強查緝吸毒及販毒」

占 18%。 

(一)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最應迅速加強辦理的工

作，以「端正警察風紀」者比例最高，占 24.4%；其次為「加重

犯罪者之罪刑」、「加強學校法治觀念教育並減少中輟學生」

者，其比例分別占 20.6%及 20.3%；「勸導媒體不要過度報導犯

罪案件」者占 19.1%再次之，「加強查緝及吸毒販毒」者亦占

18.0%。 

(二)就性別而言，男性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最應迅速

加強辦理的工作前三項，依序為「端正警察風紀」(其比例占

25.3%)、「加重犯罪者之罪刑」(22.2%)、「加強學校法治觀念

教育，並減少中輟生」(21.2%)。女性認為最應迅速加強辦理前

三項，則依序為「端正警察風紀」(23.4%)、「勸導媒體不要過

度報導犯罪案件」(21.9%)及「加強學校法治觀念教育並減少中



輟學生」(19.3%)、「加強查緝吸毒及販毒」(19.3%)。 

(三)年齡比較：20~29 歲、30~39 歲及 40~49 歲者以「端正警察風

紀」最高，各占 33.5%、26.7%及 23.4%；以「勸導媒體不要過

度報導犯罪案件」次之，各占 20.6%、21.6%及 21.5%。50~64 歲

以「加重犯罪者之罪刑」者最高，占 22.7%，以「加強學校法治

觀念教育並減少中輟學生」次之，占 20.4%。65 歲及以上以「加

重犯罪者之罪刑」者最高，占 22.7%，以「加強查緝吸毒及販

毒」次之，占 20.0%。  

(四)就都市化程度而言，各地區均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

最應迅速加強辦理「端正警察風紀」，且都市(占 25.2%)與城

鎮(占 26.4%)所占比例較鄉村(21.5%)為高。 

(五) 就職業狀況比較：有工作者中主管及經理人員、技術員、事

務工作人員及服務售貨人員皆以「端正警察風紀」最高，分別

占 31.5%、28.6%、27.9%、28.2%及 28.1%，專業人員以「端正

警察風紀」及「加強學校法治觀念教育，並減少中輟學生」最

高，各占 28.6%；另農林漁牧工作人員以「加強查緝吸毒及販

毒」(26.4%)、技術工以「加重犯罪者之罪刑」(20.6%)、機械

設備操作工以「勸導媒體不要過度報導犯罪」(27.1%)、非技術



工及體力工以「加強學校法治觀念教育，並減少中輟學生」

(22.6%)最高。無工作者中求學或準備升學及失業中者以端正

警察風紀」最高，分別占 40.6%及 25.7%；家庭管理者以「勸導

媒體不要過度報導犯罪」者(22.0%)、退休或高齡以「加重犯罪

者之罪刑」者(26.1%)最高。 (詳見表五) 

五、結論與建議 

(一)國民對目前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感到滿意者比例僅 17.0％，

而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倫理道德方面，最應加強辦

理的工作依序為「加強基本教育」、「制止媒體不斷渲染違反

社會風氣、倫理道德行為」、「改善社會不良風氣」及「對於

公眾人物不當行為應給予指正」等，顯示改善社會風氣，政府

應積極制定完整的相關配套措施，包括家庭及學校教育、傳播

媒體的報導及公眾人物的言行等方面皆應朝向良性宣導，使其

蔚成風氣。 

(二)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最應迅速加強辦理的工

作，以「端正警察風紀」、「加重犯罪者之罪刑」、「加強法

治教育，減少中輟學生」及「勸導媒體不要過度報導犯罪案件」

為優先，而「加強各項打擊犯罪」居次，顯示改善社會治安應



跨部會從各層面同時著手，較能治本而顯現成效。 



表一 國民對目前社會風氣及倫理道德滿意情形 
單位：% 

 總計 

滿意 不滿意 無意見

或 

很難說
計 很滿意

還算 

滿意 
計 

不太 

滿意 

很不 

滿意 

總 計 100.0 17.0 0.9 16.1 78.7 47.3 31.4 4.3 

性 別     

男 100.0 17.6 1.0 16.6 78.5 45.4 33.1 3.9 

女 100.0 16.4 0.7 15.7 78.9 49.3 29.6 4.7 

年 齡     

20~29 歲 100.0 21.0 1.0 20.0 77.9 54.0 23.9 1.1 

30~39 歲 100.0 16.7 0.6 16.2 81.3 49.3 32.0 2.0 

40~49 歲 100.0 11.5 0.6 10.9 84.6 47.6 37.0 3.9 

50~64 歲 100.0 15.9 1.1 14.8 76.4 43.1 33.3 7.7 

65 歲及以上 100.0 21.0 1.2 19.8 68.3 36.3 32.0 10.7 

都 市 化 程 度     

都市 100.0 14.6 0.8 13.9 82.7 48.4 34.3 2.7 

城鎮 100.0 18.8 0.2 18.6 76.0 49.1 26.9 5.2 

鄉村 100.0 21.1 1.4 19.7 71.6 44.1 27.6 7.3 

職 業     

主管及經理人員 100.0 13.4 0.1 13.3 84.6 45.8 38.8 2.1 

專業人員 100.0 10.8 0.3 10.5 88.7 55.5 33.2 0.6 

技術員 100.0 16.2 0.0 16.2 81.1 52.4 28.7 2.6 

事務工作人員 100.0 13.2 0.0 13.2 84.6 57.0 27.6 2.1 

服務售貨人員 100.0 15.6 0.3 15.3 82.1 48.2 33.9 2.3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100.0 23.6 1.4 22.2 63.6 41.8 21.8 12.8 

技術工 100.0 20.0 0.3 19.7 75.0 40.8 34.2 5.0 

機械設備操作工 100.0 24.6 2.1 22.5 72.7 44.0 28.7 2.8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100.0 25.2 1.8 23.4 67.8 44.0 23.8 7.1 

現役軍人 100.0 0.0 0.0 0.0 100.0 56.7 43.3 0.0 

家庭管理 100.0 17.1 1.4 15.7 76.7 48.3 28.4 6.2 

求學或準備升學 100.0 21.9 2.8 19.1 76.6 54.9 21.7 1.5 

失業中 100.0 16.0 0.7 15.3 80.8 40.7 40.1 3.2 

退休或高齡 100.0 17.5 1.3 16.2 74.4 39.1 35.3 8.1 

其他 100.0 21.6 2.1 19.5 66.0 40.3 25.7 12.5 

 



表二 國民認為政府在社會風氣及倫理道德方面應加強辦理的工作 
單位：% 

 
加強基
本教育 

制止媒體不斷渲
染違反社會風

氣、倫理道德行
為 

改善社會
不良風氣

對於公眾人物不
當行為 

應給予指正 

取締色情
書刊雜誌
及廣告 

總 計 46.8 41.5 23.2 20.4 14.4 
性 別      

男 47.6 39.0 22.5 20.6 12.2 
女 45.9 44.0 23.8 20.1 16.7 

年 齡      
20~29 歲 45.5 44.4 26.7 24.1 17.4 
30~39 歲 45.6 43.2 22.7 20.3 15.7 
40~49 歲 45.7 43.6 23.4 20.3 12.8 
50~64 歲 49.2 42.0 21.9 19.3 14.2 

65 歲及以上 49.9 28.0 18.8 15.0 9.1 
都 市 化 程 度      

都市 49.7 43.9 22.3 22.5 14.9 
城鎮 45.0 41.4 24.1 16.7 12.9 
鄉村 41.4 36.3 24.5 17.6 14.1 

職 業      

主管及經理人員 52.2 50.9 19.8 29.8 12.3 

專業人員 50.0 44.5 22.1 21.8 11.9 

技術員 46.6 47.6 23.3 20.9 13.3 

事務工作人員 42.4 44.6 26.9 21.0 19.4 

服務售貨人員 48.6 45.0 24.1 22.7 15.4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36.8 31.9 22.8 21.6 8.9 

技術工 38.7 36.5 24.2 21.3 14.3 

機械設備操作工 41.6 39.3 24.6 25.0 12.9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2.2 28.3 16.9 13.9 13.5 

現役軍人 59.9 34.8 20.6 41.0 0.0 

家庭管理 45.4 43.8 24.5 15.2 16.7 

求學或準備升學 45.8 50.3 27.2 23.5 14.9 

失業中 48.3 39.2 23.1 20.2 16.8 

退休或高齡 52.6 30.1 18.3 17.8 11.7 

其他 31.5 46.8 29.5 16.5 6.4 

註：本問項為複選，故百分比合計大於 100%。 



表二 國民認為政府在社會風氣及倫理道德方面應加強辦理的工作

(續完) 
單位：% 

 
倡導善
良風俗
習慣 

對於社會優良典
範給予嘉勉並公

開表揚 

取締六合
彩，遏止

賭風 

導正宗教
不當活動

輔導宗教 
團體加強社
會教化事業 

其他

總 計 12.0 11.4 8.4 5.3 4.0 1.3 
性 別       

男 11.1 12.2 8.0 4.7 4.0 1.3 
女 13.0 10.6 8.8 5.8 4.1 1.3 

年 齡       
20~29 歲 11.1 11.9 8.0 7.9 3.7 2.0 
30~39 歲 13.3 11.8 6.9 7.2 4.7 1.2 
40~49 歲 13.1 12.4 7.9 4.7 4.1 1.6 
50~64 歲 11.3 11.1 8.8 2.1 4.0 0.6 

65 歲及以上 10.6 8.7 12.4 2.2 3.3 0.7 
都 市 化 程 度       

都市 12.7 11.9 7.5 5.2 4.2 1.6 
城鎮 13.0 13.1 11.4 5.5 3.8 1.1 
鄉村 10.2 9.6 8.8 5.4 3.7 0.8 

職 業       

主管及經理人員 9.7 11.3 5.5 9.5 3.5 2.5 

專業人員 12.9 14.0 7.9 6.3 4.2 1.9 

技術員 10.6 13.3 6.2 6.7 3.4 2.8 

事務工作人員 14.5 12.2 5.2 4.2 2.6 1.3 

服務售貨人員 13.1 9.9 8.4 5.1 4.0 1.4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7.3 13.6 5.8 5.8 2.2 0.9 

技術工 11.0 11.6 9.8 6.5 5.1 1.1 

機械設備操作工 8.4 8.4 13.3 6.4 4.6 0.0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11.9 8.9 10.6 4.1 4.1 0.0 

現役軍人 13.6 13.9 4.8 11.3 0.0 0.0 

家庭管理 14.6 10.3 9.7 7.6 5.9 0.5 

求學或準備升學 9.4 11.9 8.5 8.1 3.4 1.4 

失業中 12.5 16.4 5.9 2.4 5.6 1.9 

退休或高齡 10.4 8.4 11.6 1.6 2.8 1.0 

其他 11.8 10.7 8.7 1.7 0.8 0.0 

 



表三 國民對居住地周遭治安狀況滿意情形 

單位：% 

 總計 

滿意 不滿意 無意見

或 

很難說
計 

很滿

意 

還算

滿意
計 

不太 

滿意 

很不 

滿意 

總 計 100.0 76.0 14.3 61.7 23.2 18.1 5.1 0.8 

性 別     

男 100.0 75.4 14.6 60.9 24.0 19.0 5.0 0.5 

女 100.0 76.6 14.0 62.6 22.3 17.1 5.2 1.1 

年 齡     

20~29 歲 100.0 79.8 15.4 64.5 19.4 16.6 2.8 0.7 

30~39 歲 100.0 73.5 11.1 62.4 25.7 19.3 6.4 0.8 

40~49 歲 100.0 73.9 13.7 60.2 25.5 19.2 6.3 0.6 

50~64 歲 100.0 74.9 11.9 63.0 23.9 18.9 5.0 1.1 

65 歲及以上 100.0 78.7 22.6 56.1 20.4 15.7 4.7 0.9 

都 市 化 程 度     

都市 100.0 73.7 13.6 60.0 25.4 19.5 5.9 0.9 

城鎮 100.0 78.4 11.7 66.7 20.6 16.3 4.4 1.0 

鄉村 100.0 79.7 16.9 62.8 19.8 16.1 3.6 0.5 

職 業     

主管及經理人員 100.0 81.4 13.6 67.8 18.5 16.0 2.5 0.0 

專業人員 100.0 73.1 12.2 60.9 26.2 21.6 4.6 0.7 

技術員 100.0 75.8 12.0 63.8 24.2 20.7 3.5 0.0 

事務工作人員 100.0 75.4 12.2 63.2 22.9 17.6 5.3 1.7 

服務售貨人員 100.0 73.2 10.4 62.8 26.3 20.7 5.6 0.5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100.0 77.5 16.1 61.4 21.9 17.5 4.4 0.6 

技術工 100.0 75.1 12.1 63.0 23.1 15.9 7.2 1.9 

機械設備操作工 100.0 77.2 13.9 63.3 22.8 19.7 3.1 0.0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100.0 75.5 14.7 60.8 21.2 16.5 4.7 3.2 

現役軍人 100.0 86.0 33.9 52.1 14.1 14.1 0.0 0.0 

家庭管理 100.0 76.1 16.0 60.1 23.7 18.0 5.7 0.2 

求學或準備升學 100.0 86.6 15.9 70.7 11.9 9.6 2.3 1.4 

失業中 100.0 72.5 12.8 59.7 26.6 17.9 8.7 0.9 

退休或高齡 100.0 78.8 21.8 57.0 20.4 16.3 4.1 0.8 

其他 100.0 75.6 19.2 56.4 23.0 20.0 3.0 1.4 

 



表四 國民對目前居住地周遭的治安感到不滿意的原因 

項     目     別 百分比 

常發生竊盜案件 68.9 

常有不良少年聚集逗留 30.4 

常發生搶劫案件 28.7 

曾發生聚眾鬥毆事件 6.3 

其他 8.3 

拒答 0.2 

附註：本問項為複選，故百分比合計大於 100%。 



表五 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應加強辦理的工作 
單位：% 

 
端正 

警察風紀 

加重犯罪

者之罪刑

加強學校法治

觀念教育，並

減少中輟學生

勸導媒體不

要過度報導

犯罪案件 

加強查 

緝吸毒 

及販毒 

總 計 24.4 20.6 20.3 19.1 18.0 

性 別      

男 25.3 22.2 21.2 16.4 16.8 

女 23.4 19.0 19.3 21.9 19.3 

年 齡      

20~29 歲 33.5 19.0 20.2 20.6 17.3 

30~39 歲 26.7 21.0 19.7 21.6 18.6 

40~49 歲 23.4 19.2 21.3 21.5 18.0 

50~64 歲 18.2 22.7 20.4 17.1 16.8 

65 歲及以上 13.0 22.7 19.3 10.1 20.0 

都 市 化 程 度      

都市 25.2 21.9 22.1 20.2 17.0 

城鎮 26.4 22.8 18.0 17.7 20.5 

鄉村 21.5 16.9 17.5 17.5 18.8 

職 業      

主管及經理人員 31.5 22.1 20.5 29.5 14.9 

專業人員 28.6 26.3 28.6 19.8 16.9 

技術員 27.9 23.1 20.5 23.7 17.8 

事務工作人員 28.2 17.4 15.4 19.4 17.2 

服務售貨人員 28.1 19.8 21.4 20.0 17.8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23.2 18.7 12.6 15.8 26.4 

技術工 17.7 20.6 9.3 12.6 17.3 

機械設備操作工 26.4 18.5 18.4 27.1 16.9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15.8 17.8 22.6 12.7 11.9 

現役軍人 39.2 10.3 36.6 38.8 23.1 

家庭管理 18.2 18.1 18.8 22.0 20.8 

求學或準備升學 40.6 19.9 20.1 22.4 16.1 

失業中 25.7 19.9 24.7 16.7 16.2 

退休或高齡 14.2 26.1 21.4 12.7 20.1 

其他 21.5 9.1 15.4 15.4 13.7 

附註：本問項為複選，故百分比合計大於 100%。 



表五 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應加強辦理的工作(續一) 
單位：% 

 

加強警察

巡邏及 

守望相助 

加強改善不良

社會風氣及宣揚

優良倫理道德

加強打

擊暴力

犯罪

加強偵

辦竊盜

案件 

提升警 

察破案 

能力 

加強檢 

肅流氓 

幫派 

總 計 14.9 12.2 11.7 10.7 10.4 9.1 

性 別       

男 13.5 12.1 10.9 10.7 9.5 8.5 

女 16.3 12.3 12.5 10.8 11.3 9.7 

年 齡       

20~29 歲 15.4 11.2 12.9 8.1 10.7 9.2 

30~39 歲 16.2 12.7 12.3 9.7 11.0 10.0 

40~49 歲 14.1 13.0 11.4 11.3 10.4 7.5 

50~64 歲 14.8 10.9 11.1 13.4 11.7 9.2 

65 歲及以上 13.1 13.6 9.7 13.0 6.8 10.2 

都 市 化 程 度       

都市 15.6 12.5 10.9 10.9 10.5 8.6 

城鎮 14.6 8.1 14.5 9.5 10.1 10.9 

鄉村 13.7 13.6 12.1 11.0 10.3 9.4 

職 業       

主管及經理人員 12.1 14.6 13.2 8.7 9.3 6.3 

專業人員 13.2 14.7 13.1 8.0 10.3 10.4 

技術員 11.1 12.2 12.1 12.9 9.1 9.4 

事務工作人員 17.0 10.2 14.1 9.4 11.9 8.4 

服務售貨人員 15.0 11.4 11.1 10.6 13.8 9.1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11.4 8.4 13.4 8.7 9.1 10.6 

技術工 11.9 11.5 16.5 15.1 13.2 15.4 

機械設備操作工 18.8 10.9 9.3 13.8 6.6 9.8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16.3 15.4 7.3 13.9 8.4 10.1 

現役軍人 19.7 3.3 17.3 0.0 8.9 11.3 

家庭管理 16.6 13.6 12.1 11.6 10.3 9.3 

求學或準備升學 16.3 11.3 11.5 7.8 11.6 9.2 

失業中 15.9 10.2 11.6 9.3 8.4 4.5 

退休或高齡 14.7 14.2 9.7 11.2 7.6 8.6 

其他 18.0 8.1 3.7 11.8 9.8 12.0 

 



表五 國民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應加強辦理的工作(續完) 
單位：% 

 

加強查禁不良

網際網路，以

減少色情及犯

罪手法等之傳

播 

加強查緝

非法 

槍彈刀械

加強臨檢

特種行業

增加警

察人力

增加警察

裝備器材 
其他 

總 計 8.1 6.3 5.0 4.7 2.7 2.9 

性 別       

男 6.8 6.3 4.6 3.8 2.5 3.4 

女 9.4 6.3 5.3 5.7 2.9 2.4 

年 齡       

20~29 歲 7.3 7.2 7.2 3.8 4.3 4.1 

30~39 歲 9.3 6.6 4.6 5.2 3.4 2.6 

40~49 歲 11.5 7.1 4.8 5.5 2.0 2.7 

50~64 歲 4.6 4.7 3.9 4.0 1.3 3.5 

65 歲及以上 6.2 4.9 3.2 5.1 1.3 1.0 

都 市 化 程 度       

都市 7.7 6.7 5.0 4.7 3.0 3.9 

城鎮 8.8 5.7 5.2 5.5 3.3 2.3 

鄉村 8.6 5.8 4.8 4.5 1.7 1.2 

職 業       

主管及經理人員 7.8 9.3 9.6 6.5 4.2 8.4 

專業人員 4.2 7.0 4.7 3.1 3.9 2.2 

技術員 11.2 6.4 5.8 3.2 2.7 3.7 

事務工作人員 9.2 5.7 5.3 4.9 4.5 4.0 

服務售貨人員 9.3 6.2 4.8 5.1 2.5 3.0 

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7.8 6.8 3.1 2.2 0.8 1.0 

技術工 8.7 11.1 7.7 4.0 1.3 1.1 

機械設備操作工 7.1 9.1 4.7 3.9 0.3 3.2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3.7 3.3 3.9 6.6 4.6 0.7 

現役軍人 4.8 0.0 7.7 0.0 0.0 0.0 

家庭管理 11.9 5.7 3.4 6.1 3.0 2.6 

求學或準備升學 4.1 7.8 8.4 2.6 3.5 4.7 

失業中 8.8 4.2 6.2 5.7 2.0 3.1 

退休或高齡 5.5 5.0 2.7 4.8 1.4 2.1 

其他 3.7 8.5 3.9 6.7 2.8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