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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之性別分析 

 

壹、 前言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8 條，所謂的「早期療

育」（early intervention），係指由社會福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以團

隊合作方式，依未滿六歲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之個別需求，提供必要

之治療、教育、諮詢、轉介、安置與其他服務及照顧。因此，早期療育是跨

領域的專業服務，服務流程涵蓋四個階段包含發現通報、通報轉介與個案

管理、聯合評估、療育與服務，主要由衛政、教育及社政等三部門合作，提

供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相關支持服務。 

    近年來隨著少子女化趨勢，政府也愈來愈重視兒童發展的議題與發展

遲緩兒童接受早期療育的權益，因此，本文將透過近 3年(110 年至 112 年)

本部統計處定期調查之公務統計報表，包含「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個案通報概況」、「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管理概況」、「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療育服務人數」，以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推動情形，探討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的性別落差。 

貳、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概況之性別分析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各類社會福

利、教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應通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料，建立檔案管理，並視

其需要提供、轉介適當之服務。 

一、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人數分析 

(一)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人數逐年增加且男童比率高於女童 

    觀察 110 年至 112 年通報人數，略呈增加之趨勢，男性與女性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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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皆呈正成長，性別差距倍數(男/女)約在 2.2 至 2.3 倍之間；近三

年合計通報人數共有 92,080 人，其中男童 63,532 人(占 69%)、女童

28,548 人(占 31%)，顯示發展遲緩通報個案性別比率男童高於女童 (詳

圖一) 。 

 

年度 總人數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男/女(倍數) 

110 年 26,392 18,249(69.15%) 8,143(30.85%) 2.2 

111 年 30,907 21,460(69.43%) 9,447(30.57%) 2.3 

112 年 34,781 23,823(68.49%) 10,958(31.51%) 2.2 

合計 92,080 63,532(69%) 28,548(31%) 2.2 

圖一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通報人數男女比率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二)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年齡以「2歲至未滿 3歲」最多 

    110 年至 112 年發展遲緩兒童個案以「2 歲至未滿 3 歲」者為最高

24,321 人(男童 17,031 人(占 70.03%)、女童 7,290 人(占 29.97%))，占

整體比率 26.41%，由表一數據顯示與整體發展遲緩兒童通報的性別分

布趨勢一致。又從年齡別觀察，近三年「0歲-未滿 1歲」之性別差距倍

數(男/女)1.3 倍最小，「1歲-未滿 2歲」1.8 倍次之，至於「6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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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別差距倍數(男/女)3.8 倍最大。 

表一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個案人數年齡層分布 

年度  年齡 

 

   性別 

0-未滿

1歲 

1-未滿

2 歲 

2-未滿

3歲 

3-未滿

4歲 

4-未滿

5歲 

5-未滿

6歲 

6 歲 

以上 

總人數 

110

年 

男性 761 1,864 4,491 3,388 3,617 3,311 817 18,249 

女性 610 975 1,892 1,493 1,490 1,355 328 8,143 

111

年 

男性 672 2,136 5,888 4,273 4,068 3,522 901 21,460 

女性 469 1,194 2,478 1,809 1,651 1,486 360 9,447 

112

年 

男性 699 2,273 6,652 4,884 4,479 3,800 1,036 23,823 

女性 527 1,279 2,920 2,270 1,924 1,634 404 10,958 

合計 男性 2,132 6,273 17,031 12,545 12,164 10,633 3,050 63,532 

女性 1,606 3,448 7,290 5,572 5,065 4,475 796 28,548 

小計 3,738 9,721 24,321 18,117 17,229 15,108 3,846 92,080 
男/女

(倍數) 
1.3 1.8 2.3 2.3 2.4 2.4 3.8 2.2 

比率 4.06% 10.56% 26.41% 19.68% 18.71% 16.41% 4.18% 100%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備註：6歲以上係指滿 6歲且仍未入小學者。 

(三) 從上述幾個統計數據發現發展遲緩兒童在通報概況男女性別比差異顯

著，歸納造成此現象原因說明如下： 

1. 部分發展遲緩類型有男女發生率性別差異:男童在早期發展階段中

更易於被識別的發展特徵相關。根據美國疾控中心(CDC)醫療專業見

解，男童出現自閉症、語言發展遲緩的比例是女童的 3-4 倍(蕭雅

尤、謝昌成，2012)。另依據教育部 113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其

中 112 學年度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性別統計概況，顯示語言障礙

男性為 48 人，女性為 23 人，男女性別比約 2.1:1；自閉症男性為

1,214 人，女性為 257 人，男女性別比約 4.7:1。 

2. 男女性別出生差異：根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球的出生性別比男女

人口比平均約為 1.05：1。另依據本部國民健康署 112 年出生通報

統計年報，顯示我國新生兒男女比 110 年為 107.07：1；111 年為

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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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9：1；112 年為 107.77：1，由此可知，因出生時男性高於正

常性別比例，故男童人數多於女童人數。 

二、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來源分析 

(一) 通報來源以「醫療院所」最多 

    110 年至 112 年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以「醫療院所」通報人數最多，

合計共有 41,750 人(男童 29,309 人(占 70.2%)、女童 12,441 人(占

29.8%))，占整體比率 45.34%，顯示男女性別比約為 7：3，男童的通報

數量普遍高於女童。又從通報來源觀察，近三年「社福機構」之性別差

距倍數(男/女)1.9 倍最小，其餘性別差距倍數(男/女)約在 2.0 至 2.4

倍之間(詳表二)。 

表二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個案通報來源分布 

年度 來源 

        

性別 

家長、

監護者 

托嬰 

中心 

居家托

育人員 

早療 

機構 

社福 

機構 

幼教 

機構 

醫療 

院所 

其他 總人數 

110

年 

男性 1,743 369 0 203 3,517 3,527 8,654 236 18,249 

女性 736 164 0 100 1,753 1,507 3,772 111 8,143 

111

年 

男性 2,061 496 224 325 3,770 4,577 9,884 123 21,460 

女性 902 218 104 134 1,973 1,976 4,068 72 9,447 

112

年 

男性 2,342 575 281 283 4,049 5,392 10,771 130 23,823 

女性 1,031 280 136 160 2,092 2,597 4,601 61 10,958 

合計 男性 6,146 1,440 505 811 11,336 13,496 29,309 489 63,532 

女性 2,669 662 240 394 5,818 6,080 12,441 244 28,548 

小計 8,815 2,102 745 1,205 17,154 19,576 41,750 733 92,080 

男/女

(倍數) 

2.3 2.2 2.1 2.1 1.9 2.2 2.4 2.0 2.2 

比率 9.57% 2.28% 0.81% 1.31% 18.63% 21.26% 45.34% 0.8% 100%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二) 女性「家長、監護者」通報比率較男性高 

    110 年至 112 年發展遲緩兒童通報來源為「家長、監護者」之通報

人性別分布情形呈現顯著性別差異，近三年女性通報者共有 6,277 人， 

單位:人數 



5 
 

占 71.21%；男性通報者為 1,220 人，占 13.84%；性別不詳者則為 1,318

人，占 14.95%，顯示女性在通報發展遲緩兒童時的比率高於男性，這可

能與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和母職形象的建構有關(許靖敏，2002)。 

 

 

 

 

 

 

 

年度      

     性別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不詳 比率 

110 年 268 10.81% 1,715 69.19% 496 20% 

111 年 403 13.59% 2,201 74.30% 359 12.12% 

112 年 549 16.27% 2,361 70.01% 463 13.72% 

合計 1,220 13.84% 6,277 71.21% 1,318 14.95% 

      圖二 近三年通報來源為「家長、監護者」之通報人男女比率 

 資料來源：113 年 12 月 9 日擷取自本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整合系統。 

      備註：性別不詳者，指稱通報人未提供姓名資訊且無法判斷其性別與兒童的關係者。 

三、 各區域發展遲緩兒童的通報比率分析 

         從通報比率來看，110 年至 112 年來通報人數最高的是以都會型區

域為主，前三高為「新北市」、「臺中市」及「臺北市」，而前三低則以離

島地區為主，分別是「連江縣」、「金門縣」及「澎湖縣」。若以各縣市人

口數做通報率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數區域之通報率多有上升趨勢

(詳表三)。 

         由表四數據顯示，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個案男女比率較無城鄉

差異，主要端視各行政區域發展篩檢、通報及個案管理服務落實情形，

另從 112 年通報人數來看，苗栗縣及雲林縣男女比率差距最小(男性占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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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女性占 36%)，連江縣男女比率差距最大(男性占 73%、女性占 27%)，

惟仍應注意不同行政區域特性發展議題，特別是在資源較為匱乏的區域，

包括社會經濟狀況、教育資源、醫療資源、交通便利性以及文化和社會

支持等因素，都可能會影響發展遲緩兒童的通報及後續服務。 

表三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區域分析 

年度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合計 通報 

比率 
縣市別 通報數 通報率 通報數 通報率 通報數 通報率 

新北市 3,165 6.2% 4,797 9.9% 5,739 12.2% 13,701 14.88% 

臺北市 2,486 7% 3,668 11.1% 3,426 10.7% 9,580 10.4% 

桃園市 2,399 6.8% 2,602 7.6% 2,865 8.5% 7,866 8.54% 

臺中市 3,405 8.2% 3,636 9.1% 4,454 11.4% 11,495 12.48% 

臺南市 1,953 8.4% 2,041 9.3% 2,444 11.4% 6,438 6.99% 

高雄市 2,367 7% 2,496 7.7% 2,833 8.9% 7,696 8.36% 

宜蘭縣 580 10.6% 619 11.7% 654 12.6% 1,853 2.01% 

新竹縣 851 8.7% 955 10% 1,018 10.8% 2,824 3.07% 

苗栗縣 854 12.6% 950 15% 937 15.4% 2,741 2.98% 

彰化縣 2,853 16.8% 2,914 18% 3,089 19.6% 8,856 9.62% 

南投縣 688 13% 633 12% 682 13.7% 2,003 2.18% 

雲林縣 724 9.8 920 13% 946 13.7% 2,590 2.81% 

嘉義縣 400 9% 371 8.7% 487 11.6% 1,258 1.37% 

屏東縣 673 7.9% 722 8.8% 1,423 17.4% 2,818 3.06% 

臺東縣 461 18.6% 419 17.2% 521 21.7% 1,401 1.52% 

花蓮縣 586 14.9% 796 20.9% 836 22.7% 2,218 2.41% 

澎湖縣 96 7.8% 116 9.5% 125 10.4% 337 0.37% 

基隆市 650 17.2% 896 24.5% 641 18.2% 2,187 2.38% 

新竹市 874 10.9% 1,005 13.3% 1,091 15% 2,970 3.23% 

嘉義市 225 6.5% 254 7.7% 408 12.8% 887 0.96% 

金門縣 71 4.9% 77 5.7% 129 9.9% 277 0.30% 

連江縣 31 18.3% 20 12.4% 33 20.7% 84 0.09% 

合計 26,392 8.5% 30,907 10.5% 34,781 12.1% 92,080 100%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備註:整體兒童通報率計算公式=當年通報數÷(未達就學年齡兒童人數(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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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區域男女比率 

年度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縣市別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新北市 2,210(70%) 955(30%) 3,334(70%) 1,463(30%) 3,954(69%) 1,785(31%) 

臺北市 1,760(71%) 726(29%) 2,661(73%) 1,007(27%) 2,369(69%) 1,057(31%) 

桃園市 1,638(68%) 761(32%) 1,784(69%) 818(31%) 2,026(71%) 839(29%) 

臺中市 2,343(69%) 1,062(31%) 2,494(69%) 1,142(31%) 3,039(68%) 1,415(32%) 

臺南市 1,341(69%) 612(31%) 1,405(69%) 636(31%) 1,651(68%) 793(32%) 

高雄市 1,651(70%) 716(30%) 1,750(70%) 746(30%) 1,947(69%) 886(31%) 

宜蘭縣 411(71%) 169(29%) 406(66%) 213(24%) 437(67%) 217(33%) 

新竹縣 602(71%) 249(29%) 663(69%) 292(31%) 703(69%) 315(31%) 

苗栗縣 589(69%) 265(31%) 651(69%) 299(31%) 598(64%) 339(36%) 

彰化縣 1,935(68%) 918(32%) 2,001(69%) 913(31%) 2,106(68%) 983(32%) 

南投縣 465(68%) 223(32%) 425(67%) 208(33%) 456(67%) 226(33%) 

雲林縣 493(68%) 231(32%) 634(69%) 286(31%) 605(64%) 341(36%) 

嘉義縣 269(67%) 131(33%) 268(72%) 103(28%) 322(66%) 165(34%) 

屏東縣 488(73%) 185(27%) 511(71%) 211(29%) 1,007(71%) 416(29%) 

臺東縣 311(67%) 150(33%) 287(68%) 132(32%) 353(68%) 168(32%) 

花蓮縣 388(66%) 198(34%) 539(68%) 257(32%) 563(67%) 273(33%) 

澎湖縣 66(69%) 30(31%) 82(71%) 34(29%) 84(67%) 41(33%) 

基隆市 426(66%) 224(34%) 613(68%) 283(32%) 462(72%) 179(28%) 

新竹市 628(72%) 246(28%) 713(71%) 292(29%) 758(69%) 333(31%) 

嘉義市 164(73%) 61(27%) 171(67%) 83(33%) 274(67%) 134(33%) 

金門縣 49(69%) 22(31%) 55(71%) 22(29%) 85(66%) 44(34%) 

連江縣 22(71%) 9(29%) 13(65%) 7(35%) 24(73%) 9(27%) 

合計 18,249 

(69.15%) 

8,143 

(30.85%) 

21,460 

(69.43%) 

9,447 

(30.57%) 

23,823 

(68.49%) 

10,958 

(31.51%)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參、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情形之性別分析 

    兒童經法定通報單位及其他照顧者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情形通報者，

後續會由通報個管中心進行個案及家庭整體評估，依據兒童需求轉介或連

結衛政、學前特教、社政等服務體系資源，並採分級方式提供發展遲緩兒

童及其家庭相關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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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管理人數分析 

    觀察 110 年至 112 年個案管理人數，接受服務的個案男性與女性人 

數皆呈正成長又男童普遍高於女童，性別差距倍數(男/女)三年來均為

2.3 倍；另實務上依發展遲緩早期療育服務處理原則，每一通報個案均應

提供服務並進行分級處理，由此可知，發展遲緩兒童接受個案管理服務

的性別差異情形，主要與通報人數的性別比率具有關連性(詳圖三)。 

 

 

 

 

 

 

 

 

  

 

二、 發展遲緩兒童接受早期療育服務人數分析 

    110 年至 112 年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使用情形以「醫療院所療

育」最多，占整體比率 75.06%(詳圖四)。又從年齡別觀察，接受療育服務

年齡以「3 歲至未滿 5 歲」最多，「5 歲至未滿 6 歲」次之；近三年性別差

異情形，「0-未滿 2歲」之性別差距倍數(男/女)1.5 倍最小，「2-未滿 3歲」

2.0 倍次之，至於「6歲以上」之性別差距倍數(男/女)2.7 倍最大(詳表五)。 

    就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年齡及接受療育服務年齡進行交叉分析，顯示普

遍在「0-未滿 2歲」階段兒童性別差距最小，「6歲以上」兒童性別差距最

大，這與兒童發展歷程有關，由於 0-2 歲階段許多發展遲緩的特徵（如語

言遲緩、自閉症）尚未完全顯現，致性別差異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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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78) 

(68,366) 

男/女(倍數) 

2.3倍 

2.3倍 

2.3倍 

總人數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圖三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接受個案管理服務人數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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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從性別分析觀察外，另比較表一、表五發現通報年齡主要集中在「2

歲至未滿 3 歲」，而接受療育服務的年齡主要集中在「3 歲至未滿 5 歲」，

又從圖五數據顯示「6 歲以上」年齡段的兒童療育服務人數首度多於通報

人數，可能反映潛在兒童累積的療育需求、通報後等待療育的時間較長或

學校環境中新增需求之影響。 

 

圖四 療育個案人數按服務類別(可複選)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表五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人數年齡層分布 

年度  年齡 

 

   性別 

0-未滿 2歲 2-未滿 3歲 3-未滿 5歲 5-未滿 6歲 6 歲以上 總人數 

110

年 

男性 730 1,963 5,785 3,242 1,855 13,575 

女性 473 953 2,391 1,275 644 5,736 

111

年 

男性 638 2,087 6,072 3,225 1,927 13,949 

女性 441 1,145 2,503 1,301 754 6,144 

112

年 

男性 720 2,327 7,139 3,695 2,032 15,913 

女性 486 1,168 3,204 1,500 747 7,105 

合計 男性 2,088 6,377 18,996 10,162 5,814 43,437 

女性 1,400 3,266 8,098 4,076 2,145 18,985 

小計 3,488 9,643 27,094 14,238 7,959 62,422 

男/女

(倍數) 
1.5 2.0 2.3 2.5 2.7 2.3 

醫療院所療育 到宅療育 日間療育
時段療育(含定點

療育)
其他療育

110年 31,371 1,560 1,436 6,288 2,101

111年 34,874 1,655 1,845 6,581 1,652

112年 40,497 2,070 1,288 7,345 1,654

比率 75.06% 3.72% 3.21% 14.21% 3.80%

醫療院所療育, 75.06% 到宅療育, 3.72% 日間療育, 3.21%

時段療育(含定點

療育), 14.21%

其他療育, 3.80%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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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年齡 

 

   性別 

0-未滿 2歲 2-未滿 3歲 3-未滿 5歲 5-未滿 6歲 6 歲以上 總人數 

比率 6% 15% 43% 23% 13% 100%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圖五 110 年至 112 年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及接受療育人數年齡分布 

         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定期查調公務統計報表。 

三、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人數分析 

    為因應發展遲緩兒童家庭需求布建社區療育服務資源，自 111 年起

爭取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經費挹注，近三年服務人數逐年增加，

從 110 年 1 萬 384 人、111 年 2 萬 685 人成長至 112 年 2 萬 1,400 人，

又進一步觀察性別差異情形，性別差距倍數(男/女)平均為 1.6 倍，顯示

接受社區療育服務男性兒童比率略高於女性兒童，惟相較於通報個案的

性別分布情形，社區療育服務中的性別比率差異變化較小，特別是在 110

年服務個案中，甚至出現女童服務人數高於男童的情況，可能與社區療

育據點主動發現潛在需求有關，透過發展篩檢服務及社區宣導活動，能

更深入社區主動發現有需求的兒童並提供服務，可能縮小了性別差異，

或者僅屬於當年度數據波動的現象需進一步觀察長期趨勢(詳圖六)。 

13,459

24,321

35,346

15,108

3,8463,488

9,643

27,094

14,238
7,959

0-未滿2歲 2-未滿3歲 3-未滿5歲 5-未滿6歲 6歲以上

通報人數 接受療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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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本篇從性別面向分析近年地方政府推動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的性別分布與使用情形，發現男性發展遲緩兒童的通報率顯著高於女性，

惟依本部國民健康署出生通報統計年報顯示我國新生兒男童人數多於女童

人數，這種性別差異可能與發展遲緩類型的性別發生率及生理因素有關。

此外，女性家長或主要照顧者在通報中的主要角色，反映傳統家庭角色分

工的影響。 

    為促進不同性別的兒童都能接受早期療育服務，建議強化早期療育專

業人員透過社區療育服務、發展篩檢諮詢、親職教育及社區宣導，協助家

長去除性別刻版印象，並從兒童發展角度辨識並回應孩子的身心需求；同

時設計針對男性照顧者之相關支持服務方案，以實際行動提升參與度，達

成家庭內照顧責任的平衡分擔。 

    綜上，本篇分析可作為本署114年推動社區療育服務訪視輔導之參考，

透過實地訪視檢視早期療育資源的配置現況，以及對政策執行進行檢討與

4,928 

14,177 13,104 5,456 

6,508 8,296 

110年 111年 112年

男性 女性

0.9

2.2

1.6

男/女(倍) 

資料來源：本署定期查調社區療育服務成果季報表。 

圖六 近三年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人數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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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並配搭發展遲緩兒童個案分級指標，以確保資源配置妥適性與性別

平等的落實，進一步支持兒童在自然情境中獲得符合其發展需求的療育服

務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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