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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性別統計分析 

壹、前言 

我國於99年通過「環境教育法」，並於100年6月5日正式施行，躋身世

界上少數透過立法推動環境教育的國家，並以法制化更進一步地推動專業

認證（機構、人員及設施場所）之國家，為臺灣環境教育基礎紮根，賦予

更多的推動資源與動能，並促進台灣環境學習產業發展。 

環境教育人員是臺灣環境教育的操槳者，對推動成效有決定性之影響，

為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

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

與環境學習社群，故環境教育法第10條規定「…環境教育人員得依其學歷、

經歷、專長、薦舉、考試或所受訓練予以認證」。 

認證採多元開放的立場，希望藉此制度對環境教育的專業知識予以肯

定，並核發證明文件，除以薦舉方式取得認證外，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效期

為5年，每次可展延5年。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環

境教育人員包含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社區參與及文化保存等環境相關專業領域。 

透過認證機制，明確環境教育參與路徑，讓更多國人能經由多元管道

參加專業人才培訓、接受環境教育服務及實踐環保行動；藉由品質與認證，

能提升環境教育機構、人員與設施場所的執行品質；三大認證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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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有品質的環境教育。 

為配合環保署性別主流化觀念及性別平等意識推展，針對環保署環境

教育人員認證資訊加以整理分析，旨在勾勒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性別概況，

分析相關統計數據，提供重要人力統計資料，俾為推動性別主流化施政支

援決策及環境教育認證規劃推展之參考。 

貳、性別統計分析 

本分析內容主要由4項主題組成，分別為認證有效及取得方式、認證人

員地區分布、專業領域及認證展延情形，統計資料自100年6月22日認證辦

法發布施行以來至本（109）年9月30日，針對已取得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且認證有效之民眾，統計在性別上的差異，作敘述統計分析。目前環

境教育人員認證申請透過學歷、經歷、專長、薦舉及訓練等5種方式取得認

證。分析如下： 

一、 認證有效及取得方式 

民眾參與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至109年9月30日認證有效人數

計6,115人，其中女性3,092人（占50.5%），男性3,023人（占49.4%）。總

認證男女比例幾乎1：1，無明顯差異。（詳表1） 

在六種方式認證申請上，民眾以「學歷」方式取得認證者較多，為4,190

人（占68.5%），男性較女性稍多168人（差異2.7%）；其次，為「訓練」

方式取得認證者1,231人（占20.1%），女性略多於男性241人（占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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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經歷」方式取得認證者604人（占9.9%），性別比例無明顯差異。

（詳表1、圖1） 

表1 109年9月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方式之性別概況 

      性別 

 

認證方式 

女 男 合計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學歷 2,011 32.9 2,179 35.6 4,190 68.5 

經歷 323 5.3 281 4.6 604 9.9 

專長 15 0.2 46 0.8 61 1.00 

薦舉 7 0.1 22 0.4 29 0.5 

訓練 736 12.0 495 8.1 1,231 20.1 

總計 3,092 50.5 3,023 49.5 6,115 100 

 

 

圖 1 109年 9月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方式之性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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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證人員分布區域 

環境教育人員，所在分布的區域，以北區2,111人為多（占34.5%），

南區1,959人次之（占32%），中區1,492人再次之（占24.5%）；各地區分

布的性別比例差異均小於百分之一，無明顯差異。（詳表2、圖2） 

表2 109年9月環境教育人員地區分布之性別概況 

性別 

 

分布地區 

女 男 合計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北區 1,093 17.9 1,018 16.7 2,111 34.5 

中區 729 11.9 763 12.5 1,492 24.5 

南區 986 16.1 973 15.9 1,959 32.0 

東區及離島 284 4.6 269 4.4 553 9.0 

總計 3,092 50.5 3,023 49.5 6,115 100 

  

 

圖 2 109年 9月環境教育人員地區分布之性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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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認證的環境教育人員，所在行政區分布人數，以高雄市847人為

多（占13.9%），臺中市694人次之（占11.3%），桃園市587人再次之（占

9.6%），新北市573人、臺北市572人（均占7.4%）則居第四及第五，前5

個行政區之環境教育人員合計佔49.6%。 

依各行政區域環境教育人員之性別統計，同一行政區內之差異比較，

女性較多且多於男性百分之十以上的行政區為屏東縣（差異15.4%）、臺

東縣（差異12.5%），男性較多且多於女性百分之十以上的本島行政區為

彰化縣（差異28.2%）、臺南市（差異11.7%）、嘉義市（差異10.5%）；

離島地區澎湖縣23人（差異39.1%）、連江縣9人（差異33.3%），則因人

數較少，些許差異以百分比呈現差異會較顯著。（詳表3、圖3） 

表3 109年9月環境教育人員行政區分布之性別概況 

性別 

 

 

行政區 

全國總計 

行政區 

差異 

女 男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百分比

(%) 

屏東縣 338 5.53 195 57.7 143 42.3 15.4 

臺東縣 80 1.31 45 56.3 35 43.8 12.5 

桃園市 587 9.6 318 54.2 269 45.8 8.3 

金門縣 87 1.43 47 54.0 40 46.0 8.0 

臺中市 694 11.35 367 52.9 327 47.1 5.8 

臺北市 572 9.35 300 52.4 272 47.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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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行政區 

全國總計 

行政區 

差異 

女 男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百分比

(%) 

花蓮縣 142 2.32 74 52.1 68 47.9 4.2 

高雄市 847 13.85 439 51.8 408 48.2 3.7 

新竹市 149 2.43 76 51.0 73 49.0 2.0 

宜蘭縣 212 3.47 108 50.9 104 49.1 1.9 

新竹縣 130 2.13 66 50.8 64 49.2 1.5 

嘉義縣 146 2.39 74 50.7 72 49.3 1.4 

南投縣 172 2.81 87 50.6 85 49.4 1.2 

新北市 573 9.37 286 49.9 287 50.1 (0.2) 

苗栗縣 204 3.33 101 49.5 103 50.5 (1.0) 

雲林縣 188 3.07 90 47.9 98 52.1 (4.3) 

基隆市 100 1.64 47 47.0 53 53.0 (6.0) 

嘉義市 105 1.72 47 44.8 58 55.2 (10.5) 

臺南市 523 8.56 231 44.2 292 55.8 (11.7) 

彰化縣 234 3.82 84 35.9 150 64.1 (28.2) 

連江縣 9 0.15 3 33.3 6 66.7 (33.3) 

澎湖縣 23 0.37 7 30.4 16 69.6 (39.1) 

總計 6,115 100 3,092 - 3,0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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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9年 9月環境教育人員行政區分布之性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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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證專業領域 

取得認證的環境教育教學人員，可以具備不只一項的專業領域，其中

以公害防治為1,985人最多（占31.0%），自然保育1,694人次之（占26.5%），

環境及資源管理1,373人再次之（占21.5%），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772人

（均占12.1%）則居第四，前四大項合計占91.1%。 

各專業領域環境教育人員之性別統計，以社區參與（差異22.5%）、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差異17.9%）、文化保存（差異15%）、自然保育 

（差異11.1%）、環境及資源管理（差異10.0%）等專業領域的女性較多，

災害防救（差異29.5%）、氣候變遷（差異25.0%）、公害防治（差異20.9%）

等專業領域的男性較多；社區參與、文化保存、災害防救、氣候變遷等專

業領域，可能因人數較少，些許差異以百分比呈現差異會較顯著。（詳表

4、圖4） 

表4 109年9月環境教育人員專業領域之性別概況 

性別 

 

專業領域 

全國總計 
單一專業領域 

差異 

女 男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百分比 

(%)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772 12.1 455 58.9 317 41.0 17.9 

氣候變遷 56 0.9 21 37.5 35 62.5 (25.0) 

災害防救 193 3.0 68 35.2 125 64.8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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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專業領域 

全國總計 
單一專業領域 

差異 

女 男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百分比 

(%) 

自然保育 1,694 26.5 941 55.5 753 44.5 11.0 

公害防治 1,985 31.0 785 39.6 1,200 60.4 (20.8) 

環境及資源管理 1,373 21.5 755 55.0 618 45.0 10.0 

社區參與 160 2.5 98 61.3 62 38.7 22.6 

文化保存 160 2.5 92 57.5 68 42.5 15.0 

總計 6,393 100 3,215 - 3,178 - - 

 

 

圖 4 109年 9月環境教育人員專業領域之性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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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認證效期展延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有效期5年，每次可展延5年，申請展延須提出認證

有效期間內所完成下列之一項的證明文件： 

(一) 參加核發機關、環境教育機構或核發機關認可舉辦之環境相關領

域研習累計30小時以上，其中應包含3小時環境教育法規。 

(二) 參加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之進修或推廣教育，修畢

環境相關領域課程6學分以上。 

(三)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論文1篇以上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

載2篇以上；作者或譯者2人以上者，平均計算篇數。 

(四) 獲得與第3條專業領域有關之國內或國外專利證明。 

從100年認證至109年9月30日，環境教育人員已陸續展延認證完成

1,608人，其中女性831人（占51.7%），男性777人（占48.3%）。男女比

例幾乎1：1，無明顯差異。（詳表1） 

認證展延方式，以參加環境相關研習方式者較多，為1,447人（占

90.0%），女性較男性稍多107人（差異6.6%）；以修習環境相關學分（差

異4%）、著有專業論文或翻譯（差異14%）、環境領域專利（差異0.7%）

等方式展延認證者較少，且男性略多於女性。（詳表5、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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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09年9月環境教育人員展延認證之性別概況 

性別 

 

展延認證方式 

女 男 合計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環境研習 

(第 15條第 1款) 
777 48.3 670 41.7 1,447 90.0 

環境學分 

(第 15條第 2款) 
41 2.5 57 3.5 98 6.1 

專業論文或翻譯 

(第 15條第 3款) 
12 0.7 35 2.2 47 2.9 

環境領域專利 

(第 15條第 4款) 
1 0.1 15 0.9 16 1.0 

總計 831 51.7 777 48.3 1,608 100 

 

 

圖 5 109年 9月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之性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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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 認證人員性別概況 

依據本統計結果，國人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總性別比例、取得

認證方式、地區分布比例及展延認證等各項，其性別比例幾近 1比 1，

顯示我國透過認證參與環境教育推展工作之人員，其性別並無顯著差

異，而國內外相關研究指出之大眾對於從事環保具女性化象徵之刻板印

象，目前並無跡象顯示受到影響。 

二、 持續追蹤及推展參考 

依行政區分布統計顯示，環境教育人員多分布於直轄市，部分行政

區域性別概況如「彰化縣」（差異28.2%）、「屏東縣」（差異15.4%）

呈現差異較顯著；而認證專業領域統計顯示，「社區參與」、「文化保

存」、「災害防救」、「氣候變遷」等專業領域人數較少，在性別差異上，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女性較多，「公害防治」則以男性較多。 

三、 認證參與多元設計 

環境教育強調跨領域、融入且整合的專業能力，是為了邁向永續發

展願景，以教育推廣角度而做的努力。面對多樣環境、社會與經濟的永

續發展議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廣納多元化，鼓勵民眾透過自我承諾參

與環境教育的推展工作，以發揮特長並持續終身學習，透過本統計結果

亦呼應了認證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