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紀錄片性別統計分析 

新聞局自 99年起，持續辦理各項影像推廣及放映活動，以支持臺灣紀錄片

與影視產業，除了打造對影視工作者有利的產業環境，也提供一般大眾觀賞優質

影片的空間。如今，「感動，無所不在」新北市紀錄片系列活動，已在臺灣紀錄

片界扎根，打出名號，成為紀錄片工作者的年度盛事。對一般大眾而言，新北市

也逐漸成為公部門推廣紀錄片的招牌，無論是從項目的發想，製作期間資金的挹

注，工作坊的培訓，紀錄片製成後的播映、宣傳、策展等工作，新北市政府皆從

旁挹注心力，讓喜愛紀錄片的民眾能看到優秀的紀錄片作品，讓民眾除了能觀賞

電影院上映的商業片及劇情片外，還能看到各種多元的紀錄片，使民眾獲得心靈

饗宴，除此之外，新北市更是青年才子導演的紀錄片搖籃，培養不少年輕之導演

及紀錄片工作者，提供寶貴的創作，打造出有助於紀錄片成長及茁壯的環境。在

紀錄片的世界中，是沒有性別、年齡、國籍與膚色的障礙與限制，人人皆可以在

此領域發光發熱。創作者的心血皆可以茁壯，完美的呈現眾人面前。 

截至 112年止，新北市紀錄片獎徵件活動已邁入第 13屆，為鼓勵環境紀錄

片拍攝，促使環境議題更為社會大眾所關注，延續齊柏林導演「用影像為台灣發

聲」的精神與理念，111年與「財團法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合作，於新北市

紀錄片獎增設「齊柏林環境紀錄獎」，拍攝主題以「台灣環境議題」為主體者，

皆可同時投稿該獎項。 

2023年的徵件活動於 112年 1月 1日開放投件至 3月 1日，報名參加紀錄

片獎投件件數共計 109 件，來自四面八方的提案者，跨越各年齡層、地域、性

別、職業及國籍，因新北市紀錄片獎投件內容不限題材，影片版權回歸導演，期

望可以徵求更多各式各項的特色作品，故 112年投件題材觸及各種議題，新北市

紀錄片獎先從 24 部入圍影片中，選出 12 部優選影片企劃案；齊柏林環境紀錄

獎先從 6 部入圍影片中，選出 1 部優選影片企劃案。13 部優選影片後續將進行

半年以上的拍攝及剪輯，最後再公布前 3名得獎者，並在新北市國際紀錄片月展

首映。 

拍攝者所選的題材也從原先介紹人的善念起義行、傳統藝術、罕見疾病父親

的心路歷程等拓展到環保、香港議題、跨國婚姻、醫療生命、宗教、社會、生活、

婦女等跨越性別之議題。參賽者年齡也跨越老中青三代，除了吸引原本從事紀錄

片業之從業人員外，還吸引大專院校影視科系青年學子參與拍攝，另報名導演國

籍也不限於台灣地區，世界各地的紀錄片導演也透過此一平台，創作出不同主題

之紀錄片。以下將從歷年的統計數據來分析新北市紀錄片系列活動之導演特質及

其所展現之紀錄片特色。 

112年報名參加紀錄片提案件數共有 109件，以投件者的年齡層分布，如圖

一。21-30歲的青壯年人報名投件者最多，有 36人；其次是 31-40歲的年輕人，

有 34人，再其次是 41-50歲，有 21人；51-60歲有 6人；20歲以下有 3人；

其餘 9人為未提供或不明，可見紀錄片導演早已打破各年齡層的藩籬。 



 

圖一 112年新北市紀錄片獎報名導演人數 

若以 107至 112年連續六年來分析，參加紀錄片獎徵件的導演來看，107年

總投件數 66 件中，男性導演 45 名，佔 68.18%，女性導演者 21 名，佔 31.82

％；108年總投件數 137件中，男性導演 76名，佔 55.47%，女性導演 61名，

佔 44.53%；109年總投件數 105件中，男性導演 61名，佔 58.10%，女性導演

44 名，佔 41.90%；110 年總投件數 140 件中，男性導演 93 名，佔 66.43%，

女性導演 47 名，佔 33.57%；111 年總投件數 84 件中，男性導演 46 名，佔

54.76%，女性導演 38名，佔 45.24%；112年總投件數 109件中，男性導演 55

名，佔 50.46%，女性導演 54名，佔 49.54%，從這數據反映出，近六年來，男

性導演投件人數較女性導演多，詳如圖二所示。 

 
圖二 107-112年新北市紀錄片獎投件導演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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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是指能描寫、記錄或者研究現實世界各種題材的電影，跟劇情片及商

業片不同的是，紀錄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需要特別請演員參與的。它是一種

用紀錄的方式，將人、事、時、地、物以真實的方式表達。所以，紀錄片的題材

可以是五花八門的，既包括完全紀實的電影，亦包括了真人秀等。如何呈現出真

實之社會現象，又能生動地感動觀眾，除了題材的選擇外，導演的拍攝手法及切

入點甚至是當初要拍攝主題的心態，往往能決定紀錄片之成敗。透過對人事物之

細膩描繪，除了顯現出紀錄片工作者對現實社會及環境之關懷與反思，也經常能

代表某種社會脈動或是思維文化主流。因此，從紀錄片優選影片得獎導演男女性

別分析，除了顯示社會對女性紀錄片導演所拍攝的影片之接受度逐年提高外，也

可以說是越來越多的女性紀錄片愛好者投入此一領域。 

倘若以 107 至 112 年新北市紀錄片獎優選影片得獎者之年齡分布圖觀察，

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年輕紀錄片導演能拍攝出令人感動且獨具風格的紀錄片。如

圖三所示，在 107年優選影片得獎者年齡分別為 21-30歲 4名，31-40歲 2名，

41-50 歲 5 名，51-60 歲 1 名；108 年在 21-30 歲 7 名、31-40 歲 4 名、51-60

歲 1名；109年在 21-30歲 6名及 31-40歲 6名；110年在 21-30歲 1名、31-

40 歲 7 名、41-50 歲 3 名、51-60 歲 1 名；111 在 21-30 歲 2 名，31-40 歲 6

名，41-50歲 3名，51-60歲 2名；112在 21-30歲 5名，31-40歲 4名，41-50

歲 2名，51-60歲 2名。由近六年觀察可得知，得獎者年齡主要集中在 21- 40歲

這個年齡層區間。 

 

圖 3 107-112年新北市紀錄片得獎者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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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紀錄片獎優選影片者性別分布觀察，107年得獎者男性 8名、女性

4名，比例分別為 66.67%及 33.33%；108年得獎者男性 9名、女性 3名，

比例分別為 75.00%及 25.00%；109 年得獎者男性 6 名、女性 6 名，比例

分別為 50.00%及 50.00%；110 年得獎者男性 7 名、女性 5 名，比例分別

為 58.33%及 41.67%；111 年得獎者男性 6 名、女性 7 名，比例分別為

46.15%及 53.85%；112年得獎者男性 2名、女性 11名，比例分別為 15.38%

及 84.62%。112 年與以往不同，由女性得獎者占多數，詳圖四。 

 

圖四 107-112年新北市紀錄片優選影片得獎者男女比例 

 

112 年 13 部優選影片，計有于惟淨「麻里教徒大亂鬥」、林婉玉「重力」、

許雅婷「崖上人家」、黃品瑜「龍兄虎弟」、黃淑梅「依諾物語」、楊晴雯「渾沌」、

陳巧薇「野生之路」、陳韶君「臺華，臺華」、蕭郁儒「六六地下居」、鄭雍錡「回

聲 林良材」、蘇威銘、孔德廉「無依之地：那些棲身短租旅館裡的一代」、蘇意

惠「德日尚」、廖敬堯「除蛙記」。 

在新北市紀錄片已打響名號之際，透過蒐集資料，從數據統計分析，觀察出

各年齡層及男女性別在紀錄片界的變化，從 107 至 112 年這六年來，年輕新稅

導演及女性導演逐年增長，投入量呈現穩定之成長趨勢。我們據以分析導演及紀

錄片題材是否涉及性別不平等狀況，另一方面亦探討如何透過紀錄片提升民眾性

別意識。因影視產業對於民眾視聽娛樂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紀錄片所呈現出的

社會文化特色及脈動，所表彰的內在意境是文字所無法表達的，因此我們應思考

如何改善紀錄片的工作環境，提出改善建議方案，讓性別意識更能落實外，還須

了解影片所表現的社會縮影，對社會氛圍保持敏感，才能建構多元優質的視聽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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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讓民眾享受到良好的視聽品質，促進性別主流，落實性別平等，無形中傳達

性別平等相關理念，以形塑人們的價值觀﹑。 

因為性別議題已經成為國際主流議題，本局透過經營之紀錄片專業粉絲團

「感動，無所不在」推廣國內外性別議題相關之優秀紀錄片，透過優秀作品之推

廣，除了可以培養觀影人口，亦能透過影像傳播，宣傳性別主流化理念，達到潛

移默化之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