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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近年來臺北市女性市民增加速度遠大於男性，截至 92 年 2 月底性比例

已降至 97.04，為歷年來最低；90 年女性市民平均壽命已達 81.79 歲，

較男性市民高出 4.46 歲。而女性人口之教育水準逐年攀升，91 學年度

本市大專院校就學人口之性比例為 86.58；另女性市民 91 年勞動參與

率雖已增為 48.0﹪，惟仍遠低於男性之 64.3﹪。 

在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下，臺灣地區人口始終都是男多女少，臺北市改制時

亦為男多於女，但隨著教育普及、社會結構變遷，本市女性市民增加速度遠大

於男性。簡稱性比例(每百名女子所當男子數)之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比亦逐年

下降，至 85 年底跌破 100，女性人數已凌駕男性之上，91 年底為 97.09，到 92

年 2 月底降至 97.04。臺灣地區性比例亦逐年下降，到 92 年 2 月底為 104.06，

仍屬男多女少。 

女性平均壽命一般較男性為高，本市女性平均壽命 90 年為 81.79 歲，較男

性之 77.33 歲多 4.46 歲，亦較臺灣地區女性之 78.74 歲高出 3.05 歲；人類壽命

隨著醫療水準提升、衛生環境改善而增長，十年來臺北市女性市民平均壽命增

加 1.57 歲，較男性之 1.45 歲為多。女性除了壽命增長，教育水準也逐年攀升，

在高等教育持續推廣，以及「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觀念逐漸淡薄下，

女性受高等教育己甚普遍，若以在校就學人口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數

逐年增加，近幾年來本市高等教育學校學生性比例多維持在 87 以下，91 學年度

本市大專院校就學的女性人數為 13.1 萬人，男性僅 11.3 萬人，性比例為 86.58。 

隨著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與社會的開放，女性就業機會增加，多年來女性勞

動參與率(指 15歲以上民間人口中有參與勞動意願人數之比率)本市均高於全臺

灣地區，91 年女性勞動參與率本市為 48.0﹪，高於臺灣地區之 46.6﹪，惟與本

市男性之 64.3%比較仍屬偏低。其未能參與勞動的主要原因以料理家務為最高，

顯示出女性易因家中乏人照顧而面臨工作與家庭的兩難選擇，成為就業的障礙

之一，進而造成勞動參與率偏低。為能減輕女性市民家務負擔，本府已不斷加

強托兒及托老服務、托育補助及婦女職業訓練與就業介紹，以提高婦女參與勞

動之機會；而 91 年 3 月 8 日實施「兩性工作平等法」，則更進一步以法保障職

場上婦女之工作權益。 

另因應婦女多元福利需要，本市陸續設置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迄 91 年底本

市公立婦女福利機構共有 8 所、婦女中途之家及庇護中心 2 所，所提供的服務

包括法律諮詢、諮商輔導、親職講座、婦女福利活動及婦女學苑等服務；91 年

全年利用人次共計 58,948 人次，其中以對婦女諮商輔導 31,116 人次占 52.79%
為最高，其次為婦女學苑服務 7,882 人次占 13.37%。 

＊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 
＊ ＊本處網址www.dbas.taipei.gov.tw。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市府簡介之市政統計。 



 

臺北市及臺灣地區人口概況 

項        目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  十年 九十一年

︵
萬
人
︶
 

人
口
數

 

 

臺北市  264.1 264.6 263.4 264.2

 男性 130.9 130.9 130.0 130.1

 女性 133.2 133.7 133.4 134.0

 性比例 98.31 97.92 97.49 97.09

臺灣地區  2,203.4 2,221.6 2,234.0 2,245.3

 男性 1,128.2 1,136.0 1,140.7 1,145.0

 女性 1,075.2 1,085.6 1,093.3 1,100.3

 性比例 104.94 104.65 104.34 104.06

(

歲)
 

 

平
均
壽
命 

 

 兩性 78.76 78.87 79.11 …

臺北市 男性 76.84 76.97 77.33 …

女性 81.55 81.62 81.79 …
 兩性 75.14 75.33 75.61 …

臺灣地區 男性 72.48 72.62 72.88 …

女性 78.19 78.45 78.74 …

學
生
數
︵
萬
人
︶
 

高
等
教
育
學
校 

 

臺北市 21.4 22.9 24.2 24.4

 男性 9.9 10.6 11.3 11.3

 女性 11.5 12.3 13.0 13.1

 性比例 86.58 86.51 86.79 86.58

臺灣地區 99.4 109.2 118.7 124.0

 男性 49.7 54.9 59.6 62.0

 女性 49.8 54.3 59.1 62.0

 性比例 99.77 101.17 100.76 100.02

︵
﹪
︶
 

勞
動
參
與
率 

 

臺北市  56.3 56.4 55.5 55.8

 
男性 65.8 65.7 64.6 64.3

女性 47.5 47.8 47.1 48.0

臺灣地區 
 

57.9 57.7 57.2 57.3

 
男性 69.9 69.4 68.5 68.2

女性 46.0 46.0 46.1 46.6
資料來源：臺北市統計要覽、教育統計、內政部生命統計及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附    註：係年底數。  

九十一年臺灣地區及臺北市平均壽命統計值將於今年下半年由內政部發佈。 

係學年度，臺灣地區高等教育不包含五專前三年學生人數。 

勞動參與率=(勞動力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性比例=(男性人口/女性人口)*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