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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說　　明： 本刊各項指標均以原始數據計算，因尾數四捨五入，故部分總數與細項之間，或有未能吻合情

事。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102年底本市男性人口中，幼年人口及老年人口所占比率為 15.46%及
12.95%，與 93年底比較，分別減少 3.44個百分點及增加 1.63個百分點；女性人
口變化趨勢亦同，兩性人口均呈現幼年人口減少及老年人口增加之少子化及老年

化現象。

102年底本市人口女性多於男性，人口性比例為 92.37，為歷年新低。出生人
口及死亡人口皆以男性居多，其中出生男嬰 1萬 3,767人，女嬰 1萬 2,943人，
出生人口性比例為 106.37；男性死亡 9,660人，女性死亡 6,719人，死亡人口性
比例為 143.77。

一、人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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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以上一般戶長教育程度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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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成長

資料來源：內政部。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截至 102年底止，合法居留於本市之外僑人口為 5萬 9,467人，其中女性
為 4萬 3,841人，占 73.72%，約為男性之 3倍；男女性外僑從事之經濟活動大不
同，女性以監護工為主，占所有女性外僑之 70.41%，其次為求學，占 8.91%，男
性則以求學為主，占所有男性外僑之 24.43%，其次為商務活動，占 16.41%。

本市 102年底 15歲以上一般戶長人數為 102萬 5,386人，男性占 53.30%，
高於女性之 46.70%；國中畢業以上各教育程度之戶長，男性人數皆高於女性，又
以大學畢業以上男性戶長 22.4萬人，較女性戶長之 15.3萬人多 7.1萬人，差距最
大，國小畢業以下教育程度之一般戶長，女性人數則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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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男 性
93年底 102年底

男 性

女 性 女 性

喪偶
1.86%

未婚
 37.41%

有偶

 55.38%

離婚
 5.34%

喪偶
2.00%

未婚
36.14%

有偶
55.48%

離婚
6.39%

6.24%

7.98%

33.34%
52.44% 7.58%

8.85%

32.21%
51.36%

初婚年齡及初婚人數

33.2

32.4

31.1

29.0

16.3

12.1

16.7

12.9

28

29

30

31

32

33

34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年
0

5

10

15

20
千人

男性初婚年齡(左標) 女性初婚年齡(左標)
男性初婚人數(右標) 女性初婚人數(右標)

0

歲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102年本市男性初婚年齡為 33.2歲，女性為 31.1歲；男性初婚人數為 1萬
6,291人，女性初婚人數為 1萬 6,710人。近年來男性初婚年齡呈穩定狀態，女性
則呈現上升趨勢；男女性初婚人數 98年為近年來最低，100年則達最高，近二年
則各維持在 16萬至 17萬人之間。

102年底本市 15歲以上人口之婚姻狀況，男、女性皆以有偶人口所占比率最
高，分別為 55.48%及 51.36%，未婚人口比率次之，分別占 36.14%、32.21%。與
93年底比較，男性未婚比率減少，有偶、離婚及喪偶比率均增加，女性未婚及有
偶比率減少，離婚及喪偶比率增加。

二、婚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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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一般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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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102年本市嬰兒生母為生育第 1胎者占 57.21％，第 2胎及第 3胎以上分別為
35.98％及 6.81％；嬰兒生母生育第 1胎時年齡為 30至 34歲者占 28.48％最多，
又 30至 34歲所占比率大致逐年遞增，30歲以下所占比率卻逐年遞減，顯示女性
生育第 1胎的平均年齡逐年提高。

臺北市生育率與當年生肖密切相關，102年女性一般生育率為 37‰，較同為蛇
年的 90年高 3個千分點；若按五歲年齡組別觀之，90年女性一般生育率最高的年
齡組別為 30至 34歲以及 25至 29歲，分別為 88.9‰及 83.3‰，102年則為 30至
34歲以及 35至 39歲，分別為 102.2‰及 60.0‰，顯示女性生育年齡提高的趨勢。

二、婚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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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說　　明：本項指標自 94年起開始統計。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說　　明：產後一個月純母乳哺育率自 97年起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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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本市離婚後取得子女監護權比率，以母親 42.15%所占比率最高，父親
33.79%次之，父母共同行使 24.06%最少；與 94年比較，子女監護權由父母共
同行使之比率增加 9.01個百分點，個別歸屬母親或父親的比率均減少，分別減少
1.72個百分點、7.25個百分點。

臺北市產婦生產方式近年來變化不大，每年均有約三分之一的產婦採剖腹

產，101年剖腹產率為 33.89%，較 92年略增 0.28個百分點；另外在宣導母乳哺
育好處的努力下，產後一個月純母乳哺育率逐年遞增，101年達 53.78%，較 97
年增加 4.75個百分點。

二、婚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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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102年本市男、女性失業率分別為 4.8%、3.6%，除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及國小
以下者之失業率為女性大於男性外，其餘皆為男性大於女性；男、女性皆以大學

教育程度者之失業率最高，分別為 6.4%、4.1%，男性較女性高 2.3個百分點，與
高職者同為各教育程度別兩性失業率差異最大者。

102年本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64.5%，女性為 50.0%，歷年來男性勞動力
參與率皆高於女性；若按年齡別分，除 15至 24歲年齡組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高
於男性外，其餘各年齡組別皆為男性高於女性，其中 45至 64歲組之男、女性勞
動力參與率相差 25.4個百分點，居各年齡組之冠。

三、勞動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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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求職推介就業者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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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本府勞動局。

本市 102年就業者平均每週工時男性為 44.17小時，女性為 41.86小時，近
年來男性每週平均皆較女性多工作 2至 3小時；另男性就業者每週工時除 100年
低於 44小時外，近年皆在 44小時以上，女性就業者除 93年、95年及 96年高於
43小時外，近年皆在 43小時以下。

102年本市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為 2萬 2,110人，其中男性為 1萬 922
人，女性為 1萬 1,188人，分占 49.40%、50.60%。就年齡觀察，男、女性有效求
職推介就業人數中均以 30至 34歲者所占比率為最高，各占 17.63%、19.28%，
其次男性為 35至 39歲者，女性則為 25至 29歲者。

三、勞動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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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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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2年圖書借閱人次為 417萬 353人次，其中男性為 184萬
6,375人次，女性為 232萬 3,978人次，分占 44.27%、55.73%。男、女性各年齡
層借閱比率皆以 40至 49歲者為最多，各占 26.29%、27.43%，其次男性為 50至
59歲者，女性為 30至 39歲者。

102學年度本市國小學生視力不良率男性為 49.72%，女性為 51.20%；國中
學生視力不良率男性為 75.52%，女性為 78.49%。近年來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大致呈逐年上升趨勢，女性皆高於男性，然男、女性差距大致逐年遞減。

四、教育文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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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交通局。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102年底本市大眾交通工具駕駛員計有 3萬 7,422人，以男性居多占 96.66%，女性
占 3.34%；就從事的客運種類觀察，男性駕駛員中以從事計程車客運為最多占 85.13%，
市區客運次之，占 12.70%，女性駕駛員亦以從事計程車客運居多，占 78.66%，其次為捷
運，占 11.51%；近年來女性從事捷運駕駛工作之人員大致呈增加趨勢。

本市 102年底市民領有汽車駕駛執照數為 150萬 2,260張，其中男、女性
分占 59.66%、40.34%；領有機車駕駛執照數為 122萬 4,806張，男、女性各占
67.33%、32.67%。近年來領有汽、機車駕駛執照數逐年增加，女性領有駕駛執照
數之增幅較男性為高。

五、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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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102年底本市身心障礙人口數為 11萬 8,914人，男、女性各占 55.38%、
44.62%；兩性皆以肢體障礙者最多，分別為 1萬 8,264人、1萬 3,268人，其次男
性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9,236人，女性為慢性精神病患 7,976人。各類身心障礙
者中，除慢性精神病患及失智症患者為女性多於男性，其餘皆為男性多於女性。

本市 102年底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為 661人，其中男性 370人占 55.98%，
女性 291人占 44.02%；養護機構實際進住人數為 4,123人，則以女性居多為 2,200
人，占 53.36%；長期照顧機構實際進住人數為 137人，以男性居多為 72人，占
52.55%。近年來安養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及養護機構實際進住女性比率大幅成長。

六、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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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說　　明：其他包含傷病醫療補助及法律訴訟補助。

本市 102年底社會福利志工人數為 5萬 7,519人，其中女性人數約為男性
的 4倍，男、女性分占 20.69%、79.31%。男、女性社福志工均以 50至 64歲者
為主，各占 33.92%及 40.86%；男性志工中 30歲以下占 23.26%，遠高於女性之
9.80%，致男性志工平均年齡低於女性志工。

本市 102年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人次以女性居多，為 8,829人次，占 91.35%，
男性雖占少數，但近年來呈增加趨勢；男、女性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人次均以子女

生活津貼扶助人次最多，各占 47.97%及 65.64%，其次男性為兒童托育津貼扶助
人次占 27.03%，女性為緊急生活扶助人次占 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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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志工

男性
11,902人

未滿18歲
3.77%

65歲以上
16.32% 50-64歲

33.92%

30-49歲
26.50%

18-29歲
19.49%

未滿18歲
1.14%

65歲以上
15.20%

50-64歲
40.86%

30-49歲
34.14%

18-29歲
8.66%

女性
45,617人

102年底

六、社會福利



12

家庭暴力通報類別及求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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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本市 102年家庭暴力被害者人數為 1萬 683人，其中男性為 3,422人占
32.03%，女性為 7,261人占 67.97%；家庭暴力加害者人數 1萬 422人，其中男性
為 7,908人占 75.88%，女性為 2,514人占 24.12%。與 101年比較，家庭暴力被害
者人數兩性均減少，加害者人數兩性則均增加。

本市 102年家庭暴力通報及求助件數為 1萬 2,797件，較 101年增加 480件
(3.90%)，依通報案件類型分析，以婚姻暴力占 45.88%最多，其餘依序為其他家
虐占 25.19%、兒少保護占 24.84%、老人保護占 4.09%。近三年家庭暴力通報及
求助案件中兒少保護件數逐年增加，婚姻暴力件數則逐年遞減。

六、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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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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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102年本市暴力犯罪被害者男性為 142人，女性為 246人，男性以故意殺人
被害者 72人為最多，女性以強制性交被害者 179人為最多；依受害類型觀察，
強制性交及搶奪被害者以女性為主，故意殺人及強盜被害者則以男性居多。

102年本市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1,299.61人，男性青年及成年分
別為每十萬人 3,291.23人及 2,453.66人，女性青年及成年分別為每十萬人 875.99
人及 589.72人；近年來犯罪人口率男性均高於女性，兩性皆以青年犯罪人口率為
最高。

七、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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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被害人年齡結構
男性80人

42.50%

29.53%

6.88%

19.93%9.42%4.17%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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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歲以上及不詳

刑事案件作案場所

102年男性

交通場所
49.96%

住宅區
23.95%

市街商店
12.29%

特殊營業場所
4.99%

山林郊野
2.83%

其他0.99%

金融保險證券機構
0.95%機關文教衛生機構

4.04%

交通場所
27.07%

住宅區
35.43%

市街商店
21.79%

特殊營業場所
6.13%

山林郊野
1.56%

其他0.38%

金融保險證券機構
2.61%機關文教衛生機構

5.03%

女性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102年本市刑事案件作案場所，前三名依序為交通場所、住宅區及市街商
店，三者合計超過 8成；按性別觀察，男性加害者作案場所中以交通場所占
49.96%為最多，其次為住宅區占 23.95%，女性加害者作案場所中則以住宅區居
多，占 35.43%，交通場所居次，占 27.07%。

102年本市性侵害被害人為 632人，其中男性 80人，女性 552人 (含年齡不詳者
7人 )；按年齡觀察，男性被害人中以 12至 15歲者最多，占 42.50%，其次為 6至 11
歲者，占 21.25%，女性被害人中亦以 12至 15歲者最多，占 29.53%， 18至 23歲者居
次，占 19.93%；男性被害人中以未成年者居多，占 7成 8，遠較女性之 5成為高。

七、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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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年犯罪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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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本市 102年警察機關於執行家戶訪查時發現或受理民眾報案之失蹤人數為
2,401人，其中男、女性分別為 1,266人、1,135人；按失蹤人口之年齡觀察，成
年人和幼兒失蹤人口以男性居多，青年和少年失蹤人口則以女性較高；102年失
蹤查獲人數為 2,371人，每年查獲人數均占失蹤人數的 9成以上。

102年本市男、女性兒童犯罪人口率分別為每十萬人 22.89人、4.24人，男
性約為女性的 5倍；另少年犯罪人口率男、女性則分別為每十萬人 1,254.60人、
199.32人，男性約為女性的 6倍。近三年來男性兒童犯罪人口率呈增加趨勢，其
餘則漲跌互見。

七、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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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類道路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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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受傷人數 男性死亡人數

女性受傷人數 女性死亡人數

人

資料來源：本府消防局。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說　　明：1. A1類道路交通事故係指造成人員當場或 24小時內死亡之事故。
　　　　　2. 每萬人死傷人數自 96年起開始統計性別資料。

本市 102年火災死亡人數為男性 6人，女性 4人，受傷人數男、女性各 5
人；近年來火災死傷人數互有增減，除 101年外，均以男性居多。

102年本市 A1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者以男性居多，為 78人占 96.30%，近年
來每年男性肇事者均在 60人以上，女性均在 10人以下。每萬人死傷人數男性為
0.69人，女性為 0.20人，分別較 101年增加 18.97%及減少 20.00%，近年來每萬
人死傷人數互有增減，男性均多於女性。

八、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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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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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本市法定傳染病 HIV(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者 102年底男性為 3,066人，遠高
於女性之 97人；分別就男、女性之年齡觀察，男性感染者中以 30至 39歲 1,120人為
最多，40至 49歲 859人次之，兩者合計占男性感染人數的 64.55%，女性感染者中以
40至 49歲 31人為最多，30至 39歲 28人次之，兩者合計占女性感染人數的 60.82%。

101年本市赴公私立醫院、診所就醫者，男性為每十萬人 8萬 9,386人，女
性為每十萬人 9萬 2,934人，分別較 100年增加 0.14%、0.32%。男、女性就醫比
率大致呈增加趨勢，且女性均高於男性。

九、醫療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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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死因標準化死亡率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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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歲男性吸菸人口比率 16-17歲女性吸菸人口比率

18歲以上男性吸菸人口比率 18歲以上女性吸菸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說　　明：93至 99年每 2年辦理一次 16至 17歲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說　　明：標準化死亡率 (每十萬人死亡人數 )係以世界衛生組織 (WHO)2000年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為基準。

本市 101年吸菸人口比率男性遠高於女性，以年齡層分析， 18歲以上者男、
女性吸菸人口比率分別為 25.54%、5.80%，16至 17歲者男、女性吸菸人口比率
則為 17.84%、7.83%，呈現男性成年者吸菸人口比率高於未成年者，女性成年者
吸菸人口比率低於未成年者之現象。

102年本市男、女性標準化死亡率分別為每十萬人 409.56人、253.90人，各
主要死因標準化死亡率男性均高於女性；男、女性前三大主要死因皆相同，均以

惡性腫瘤為最高，分別為每十萬人 130.87人、86.24人，男性約為女性的 1.5倍。

九、醫療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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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兩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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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主計處「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本府主計處「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

101年本市男、女性經濟戶長之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按五等分位組觀察，
除第五分位組為女性高於男性外，其餘皆為男性高於女性；另每戶家庭可支配所

得兩性差距最大者為第四分位組，男性較女性多 2.8萬元，其次為第一分位組，
男性較女性多 2.4萬元。

本市 101年男性所得收入者每人可支配所得為 79萬 3,670元，女性為 61萬
4,938元，女性為男性的 7成 7左右；經濟戶長為男性之家戶，每戶可支配所得
為 136萬 1,377元，經濟戶長為女性則為 109萬 3,519元，女性為男性的 8成；
兩者皆顯示男性收入普遍高於女性。

十、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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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職員教育程度結構

男性
20,171人

女性
26,937人

大學
39.67%

專科
26.33%

研究所
24.29%

高中以下
9.71%

大學
65.49%

專科
11.04%

研究所
20.83%

高中以下
2.64%

102年底

市府員工請家庭照顧假人次

人次

1,374
1,641

2,476

224  
 

 

 

520

1,168

  97

687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年

男性請假人次
女性請假人次
男性40至49歲請假人次
女性30至39歲請假人次

資料來源：本府人事處。

資料來源：本府人事處。

本府 102年男、女性家庭照顧假請假人次分別為 1,374人次、2,476人次，分
占 35.69%、64.31%，歷年請家庭照顧假者均以女性居多；從年齡層分析，請家庭
照顧假之男性以 40至 49歲請假人次為最多，計 520人次，女性則以 30至 39歲
請假人次為最多，計 1,168人次。

102年底本府公教職員數為 4萬 7,108人，以女性居多，為 2萬 6,937人；
分別就男、女性之教育程度觀察，均以大學教育程度者最多，各占 39.67%、
65.49%；具研究所或大學教育程度者占女性比率為 86.31%，比同等教育程度者占
男性比率 63.95%多 22.36個百分點，顯示女性公教職員教育程度普遍較男性為高。

十一、政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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