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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市各區公所提供民眾法律諮詢服務律師性別組成 

統計分析報告 

壹、前言 

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以及知識水準的日漸提昇，人民對於法律方

面知識的需求亦與日遽增，為因應都會型生活型態日漸複雜，協助民

眾解決日常生活上遭遇的法律問題，本府於民國 95 年 1 月起擴大辦

理市民法律諮詢服務，並於民國 105 年修正法規，更名為「臺北市各

區公所辦理市民法律諮詢服務實施要點」。本市法律諮詢服務使有需

求的民眾可就近至區公所進行諮詢服務，不僅替市民朋友省下不少律

師諮詢費用，更可以省下許多寶貴的時間，避免舟車勞頓。也由於法

律諮詢的便利性再加上律師們主動、熱心專業的服務，使得諮詢案件

逐漸攀升，自 95 年起至 106 年為止，全市累積受理的法律諮詢服務

案件數已高達 22 萬 6,451 件，顯見這項便民服務措施確實符合市民

的需求，亦獲得市民朋友一致好評。 

本市法律諮詢服務案件數與日俱增，近年來年案件數皆近 2 萬件，

因此本府暨各區公所除原服務時段外，增加了下午或夜間時段，並多

方鼓勵執業律師加入市民法律諮詢服務團隊，以擴大義務律師服務人

數，減少單一律師案件負荷量，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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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市義務輪值律師人數逐漸提升，為有效瞭解其中女性

律師比例提升狀況，本專題主要檢視各區公所義務輪值律師招募現況，

針對各區男女律師人數進行初步統計分析，俾提供本市暨區公所律師

招募及市民法律諮詢服務更為精進之參考。 

 

貳、本市法律諮詢服務業務現況說明 

本市各區公所之市民法律諮詢服務附設於各區調解委員會，於每

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提供專業律師之免費法律諮

詢服務，同時配合當今社會與經濟情勢發展，法律服務的內容與項目

亦不斷擴增與調整，以契合本市市民的各類法律諮詢需求，舉凡購屋、

租賃、家庭、消費、勞工、醫療等民、刑事法令上的疑惑，都可以直

接至區公所獲得解答。考量不耗費民眾等待服務的時間成本，該服務

除了可以親自至各區區公所現場報名外，也可以事先打電話預約報名，

以提升服務效率。 

再者，為因應本市與日俱增的法律諮詢需求，現部分區公所於原

固定的服務時段外，另開設下午及夜間法律諮詢服務，如大安區公所

自 106 年 7 月份起加開每週二、四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萬華

區公所則是加開每週一、三、四下午 2 時至 4 時；至於中正區公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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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每週五下午 2 時至 4 時外，另每週一加開夜間服務，服務時間為

晚上 5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而中山區公所採取增加單一時段輪值律

師人數之作法，每週一至每週三有 2 名律師輪值，每週四增加到 4 名

律師輪值。 

不過部分行政區因義務輪值律師人數較少，為維護為民服務品質，

採取了每日服務配額限制，如萬華區公所現場報名及電話預約每日為

各 5 個名額。另外電話預約之行政區則有名額限制，如松山區公所為

每日 3 名、大同區公所至多 10 名等。 

 

參、法律諮詢服務律師召募現況 

本市法律諮詢服務自 95 年擴大開辦以來，除首批律師係由台北

律師公會推薦外，多為律師自行推薦之方式，具有志願服務熱誠之律

師主動以電話或傳真向各區調解委員會報名，調解委員會將律師依報

名序及專長分門別類，俟有新增律師需求時，則依表探詢可於該時段

服務者。另外義務輪值律師的班表除特殊的加開時段多有固定律師外，

其他時段則由輪值方式進行，惟義務輪值律師均為執業律師，出庭時

間係由法院所訂定，律師至多僅能事先溝通，並無法干涉決定，因此

經常產生律師需出庭而無法出席法律諮詢服務，此時律師則會由代理

人協助進行服務，代理人除由輪值律師指定外，尚包含自前述的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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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律師中候補人選。 

又近來本市全面加強推動政府資訊公開化及透明化，各區公所皆

於法律諮詢服務網站上設有專區，民眾可自行連結各區公所網站查詢

與下載各區每月義務輪值律師名單及班表，故民眾依照各自法律問題

之敏感性不同，會進行諮詢律師的選擇，尤其性騷擾案件、離婚監護

權案件，且據區公所對法律諮詢服務第一線觀察，多數女性民眾對於

上述案件傾向諮詢女性律師，爰此，需進一步探析本市女性律師比例

是否有所提升，以符合為民服務之需求。 

 

肆、本市法律諮詢服務律師組成狀況分析 

本市義務輪值律師皆屬台北律師公會之會員，秉持服務熱忱與專

業精神，義務輪值。目前各區法律諮詢服務義務輪值律師皆採固定排

班制，不過因各區輪值律師人數之差異，平均約每 2 個月輪值 1 至 2

次。現輪值律師的主要來源係延續開創時期之名單，而新律師之招募

方式，除延用原先即配合的律師外，另受理律師自行推薦參與法律諮

詢輪值之申請，惟新申請參與法律諮詢服務輪值之律師僅暫以代班諮

詢方式處理，亦即區公所於收到自行推薦律師之基本資料後，將其列

入候選名單中，如當月原排定輪值律師有請假需代班者，會從上述候

選名單中聯繫可出席輪值之律師，並視其代班諮詢情形及民眾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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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酌考量是否將該名律師納入正式輪值名單中。 

有鑑於第一線為民服務之品質之提升，為提供本市市民完整的服

務選擇權，使民眾可依照諮詢性質選擇適當之服務對象提供者，達成

具性別組成比例平衡的律師團隊，茲分別針對「本市執業律師」以及

已登記之「本市 101 年至 107 年各區義務輪值律師」進行男女人數初

步統計分析如下： 

一、全市律師男女比率分析 

依據律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律師非加入律師公

會，不得執行職務。」而台北律師公會係本市義務輪值律師之

來源，因此為了解本市男女律師比率是否與大環境（即臺北市）

之男女律師比率一致，針對臺北市執業律師性別人數進行統計。

根據臺北市律師公會公布的會員人數，106 年度第 4 季男性及

女性律師分別為 4,725 人及 2,637 人（如表 1），以女性律師作

為比較基準下，男女律師比例為 64%比 36%（如圖 1），比率約

為 1.77 比 1。續根據 107 年度第 2 季所公布之資料，男性及女

性律師分別為 4,879 人及 2,798 人（如表 2），男女律師比例與

106 年度相同，顯示臺北市目前登記的執業律師中，律師人數

仍在持續上升中，其中女性律師人數低於男性律師，且比例並

無太大的變動（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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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6 年度第 4 季台北律師公會會員人數統計表 

人數 

主區會員 6,529 

兼區會員 786 

準會員 47 

性別 男 4,725 女 2,637 

․以上數據統計至 106年 10月日 23日止。 

資料來源：台北市律師公會。 

 

表 2 107 年度第 2 季台北律師公會會員人數統計表 

人數 

主區會員 6,793 

兼區會員 841 

準會員 43 

性別 男 4,879 女 2,798 

․以上數據統計至 107年 7月日 25日止。 

資料來源：台北市律師公會。 

 

 

圖 1 106 及 107 年度台北律師公會會員人數比例圖 

資料來源：參考台北律師公會資料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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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 101 年至 107 年各區義務輪值律師男女比例 

本市的總律師人數總數（如下表 3）由 101 年的 199 位至

107 年時提升至 213 位，雖各年度律師人數並非穩定成長，惟

多仍維持在 200 位上下。 

表 2 107 年度第 2 季台北律師公會會員人數統計表 

年度 總律師人數 

101 年 199 位 

102 年 195 位 

103 年 185 位 

104 年 197 位 

105 年 197 位 

106 年 195 位 

107 年 213 位 

資料來源：台北市律師公會。 

再者，因本市各區公所部分義務輪值律師身兼多區，為有

利總體數據分析，本案分析係依照律師本人意願分區劃分，即

每位律師選擇本市一行政區作為登錄地，並將各區律師依照性

別分別統計，再以女律師為基準計算比率（每一位女律師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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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位男律師），資料呈現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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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比率面進行檢視，本市的律師總數變化不大，惟

從表 4中可見男女律師比率數值差距不斷縮小，101年時每 4.4

位男律師僅有 1 位女律師，而在 107 年時差距已縮小到每 2.4

位男律師即有 1 位女律師，顯見本市義務輪值律師團隊逐漸朝

向性別平衡發展。 

續以女律師人數觀察分析，其人數已由 101 年的 37 位提

升至 107 年的 62 位（如圖 2 所示），提升近 1.7 倍，其中僅有

在 103年時微幅下降一位，其於各年度的女律師人數皆為提升，

從圖 2 之線性資料呈現，亦可觀察出整體係為成長趨勢。 

 
圖 2 101 年至 107 年義務輪值女律師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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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將 101年至 107年的義務輪值女律師人數與總律師人

數變化趨勢相比，103 年女律師人數下降 1 位時，總律師人數

係呈現大幅下降，因此在分析上可推測該年度女律師人數下降

或多或少係受大環境波動影響的可能性極高，也因此在表 2 之

性別比率中可見該年度之性別比率較前一年度仍為提升者。至

於表 2 中顯示 102 年及 106 年總律師人數下降時，女律師人數

仍呈現提升狀態，也就是說本市義務輪值女律師逐年提升已為

穩定上升趨勢。 

 
圖 3 101 年至 107 年義務輪值女律師與總律師人數變化趨勢比較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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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整體大環境狀況，過去女性律師因受教育機會與經濟

地位不平等，使工作權受到限制，我國雖於西元 1936 年已取

消律師限男性之規定，惟至日治時期結束，仍未有女性律師執

業
1
，且根據台北律師公會性別比例分析，到民國 78 年時已有

近 44 年時間女律師會員比例皆未超過百分之十2。隨著高考人

數的放寬，女性律師近年來雖已逐漸提升，且 30 歲至 50 歲的

男女律師比率已逐漸趨近平衡，不過因歷史背景因素，導致整

體比例上男律師總人數仍遠高於女律師。 

不過針對臺北市全體登記律師與本市法律諮詢服務義務

輪值律師的比例來看，107 年度義務輪值律師男女比率為 2.4

比 1，仍較臺北市全體律師的男女比率 1.8 比 1 來的高。雖現

況下女性人數偏低，惟根據本篇的分析結果本市義務輪值女性

律師結構已具穩定上升狀態。 

 

伍、結論與建議 

本專題針對臺北市各區公所市民法律諮詢服務律師性別組成進

行初步統計分析，在臺北市全市執業輪值律師性別比率部分，發現長

                                                        
1 邵瓊慧，女律師群英-爭取婦女兒少權益的推手，蛻變 70:第七十屆律師節紀念特刊，頁 84，2017

年 9月。 
2 王泰升，曾文亮編撰，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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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女性律師人數皆較低，此部分多係受歷史文化結構所影響。而

在本市各區義務輪值律師性別比率部分，發現男女比率結構雖未等同

於全臺北市之比率，惟從各年度分析結果觀察，本市義務輪值律師團

隊女性律師比率業已呈現穩定上升趨勢，且比率仍不斷縮小中。 

在本市義務輪值女性律師不斷提升的同時，亦顯現本市律師團隊

性別比例愈發平衡。惟在此為有效促進本市義務輪值律師組成結構更

加完善，以下提出幾項建議： 

一、建議優先錄用候補名單之女性律師並鼓勵女性律師輪值他區 

義務輪值律師係屬公益性質，因此以本市政策推動及為民

服務的角度，係不分性別地鼓勵本市更多執業律師投身義務服

務中。雖以志願服務的制度面向上未強制規定女性服務律師人

數，惟本市的義務輪值女性律師比率確實仍低於本市全體執業

律師。 

為提升女性律師人數，本市可透過律師公會協助，持續宣

導與推薦女性律師予各區公所。且本市鼓勵區公所在法律諮詢

服務上優先錄用候補名單之女性律師，尤其是針對案件數高且

女性人數偏低的區公所，雖未強制但確實具有優先錄用之必要

性。再者，候補名單仍屬律師自行推薦性質，因此如透過候補

名單仍無法補足女性義務輪值律師人數時，鼓勵其輪值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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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提供市民更多的選擇，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協助區公所轉介律師或協助市民轉介諮詢案件 

擴大檢視各區公所法律諮詢案件概況及服務滿意度，檢視

是否有市民無法針對其個案找尋到適合諮詢的律師，尤其係部

分特殊案件（如性騷擾、家暴案件）有特殊需求時，可建立適

當的通報轉介管道，由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作為第一

線通報窗口，通報本市民政局承辦人員，由民政局作為轉介者，

協助區公所轉介合適的律師人選，或取得市民同意轉介其至適

合的他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諮詢，一方面運用現行資源具有相當

可行性，另一方面可提升本市法律諮詢服務之品質，提升公益

性，使民眾不會因為該區律師女性律師不足或排班狀況，而影

響其獲得應有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