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編製
中華民國110年8月出版

中華民國109年





凡 例

一 、本統計圖像於民國100年8月創刊，期藉由與性別、族群有關議題

之統計圖，呈現臺北市之性別現況，引發社會對於性別間優劣地

位之關懷，並檢視社會政策落實性別平權之成果，進而提供各機

關作為事前制定政策及事後成效檢討之參據，並自109年起同時製

作視覺化動畫統計圖，為提升統計資料應用，本圖像動畫及電子

書均置於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網站(https://dbas.gov.taipei)「統計」項

下「性別統計」專區，以資各界參考。

二 、本刊內容包含性別綜合指數，並參採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編排，計分「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

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及「六

都與國際都市」等8大類， 40個主題，內容除統計圖外，佐以簡

要分析文字說明。至各年數字若與以前年度出刊各版有出入者，

以本年所列數字為準。

三 、本刊所列金額部分均指新臺幣，所引用度量衡單位，除極少數從

慣例外，一律採用公制；表內數字太長者，均酌予提高單位，計

算時仍以原始數據計算；因尾數四捨五入，故部分總數與細數間，

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四 、各圖所稱「年」係指全年；「年底」係指當年12月底；「年度」

係指會計年度，即該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學年度」係指教育

年度，即當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





目 次

性別綜合指數·························································· 1

一、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二、 就業、經濟與福利·········································· 4

三、 人口、婚姻與家庭·········································· 8

四、 教育、文化與媒體·········································· 11

五、 人身安全與司法············································· 14

六、 健康、醫療與照顧·········································· 16

七、 環境、能源與科技·········································· 18

八、 六都與國際都市············································· 19





1

男女無優劣 消弭不平等

臺北市性別不平等指數

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GII)為聯合國開發計
畫署(UNDP)於99年所創編，數值介於0到1之間，值越小代表男女發
展越趨於平等。108年臺北市性別不平等指數為0.015，較107年略增
0.003。

男女齊步走 性別無落差

臺北市性別落差指數

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GGI)為世界經濟論壇(WEF)於98
年創編，涵蓋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及政治參與4
個面向，用以衡量男女性在社會資源分配與取得機會之差異程度，
數值介於0～1之間，值越接近1，代表平等程度越高。臺北市107年
性別落差指數為0.743，為近十年最高。

性別綜合指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衛生局、民政局。

資料來源：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民政局、教育局、教育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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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理事長明顯增加 女性里長亦逐漸增加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性別比率及里長當選人性比例

109年底臺北市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男性比率占65.22%，較女性
34.78%高出30.44個百分點，女性雖占少數，但近年來已有增加趨
勢，與100年底所占27.50%比較，已有顯著成長。107年底里長當選
人性比例253.49，男性里長當選人數約為女性2.53倍，與103年底
3.38倍相較，女性里長當選人數亦顯著成長。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

男性市議員居多 女性市議員漸增

市議員性別比率

109年底臺北市市議員男性比率63.93%，較女性36.07%高出27.86個
百分點；女性市議員雖占少數，但近年來有增加趨勢，與100年底
33.87%相較，則高出2.20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臺北市議會、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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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志工差距大 女性志工參與高

志工人數概況

109年底臺北市志工人數7萬6,230人，其中女性5萬8,262人占
76.43%，約為男性的3倍。比較男女志工人數差距，109年底女性志
工較男性多約4萬人，差距為近年來次高，僅較106年底差距4.6萬人
低。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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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男性多 女性平均年齡高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年齡結構

109年底臺北市政府以男性公務人員1萬5,018人居多數，女性公務人
員1萬2,219人，分占55.14%、44.86%，就年齡結構觀察，男、女性
均以30至49歲者所占比率約5成5左右最高，其次為50歲以上者，29
歲以下者最低；女性平均年齡為42.56歲高於男性之40.87歲。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年底

男性平均年齡40.87歲
女性平均年齡42.5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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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男高於女 男性呈下降趨勢

15歲以上人口失業率

109年臺北市15歲以上人口失業率為男性3.8%、女性3.9%，分別與
108年持平及高出0.3個百分點。觀察近十年資料，男性失業率大致
呈現下降趨勢；女性失業率則大致在3.1%到4.0%之間波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職涯規劃各有不同 職場專業不分性別

就業者職業結構

109年臺北市就業者之職業，男、女性皆以從事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為主，分別占其就業人口24.8%、32.7%；另男、女性以從事技藝
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比率差異最大，男性較女性高出14.2
個百分點，其次為事務支援人員，女性較男性高出11.9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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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就業均以服務業為主 從事工業占比男高於女

109年臺北市就業者男、女性皆以從事服務業為主，男性占其就業者
比率74.5%，較女性88.8%為低；其次為工業，男性占其就業者比率
25.2%，較女性11.2%為高。與100年比較，男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比
率增加0.5個百分點，女性就業者從事工業比率減少1.0個百分點。

教育業兩性比率差異大 批發及零售業都居多

就業者行業結構-服務業

109年臺北市從事服務業之就業者，男、女性皆以批發及零售業居
多，分別占28.9%、25.1%；另男、女性以從事教育業比率差異最
大，女性較男性高出7.8個百分點，其次為運輸及倉儲業，男性較女
性高出4.5個百分點。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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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者行業結構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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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總額男性較女性高 均以受僱人員報酬為主

經濟戶長每戶所得總額來源

臺北市經濟戶長每戶所得總額近年來大致呈上升趨勢，108年男性每
戶192.8萬元，較女性每戶163.5萬元為高；若按來源別觀察，男、女
性均以受僱人員報酬最高，分別占56.9%、53.8%，其次均為經常移
轉收入，分別占14.0%、17.7%。

所得收入者比率大致增 可支配所得男性較女性高

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

108年臺北市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男性為80萬385元，較女性59萬
5,071元為高，男性所得收入者占全市男性人口比率為87.62%，女性
為66.91%，近年均大致呈增加趨勢。

資料來源：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資料來源：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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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停免煩惱 政府協助來相挺

育嬰留職停薪勞工關懷人數

109年臺北市勞工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且同意接受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關懷協助措施之勞工男性1,108人，女性為7,332
人占多數；男性關懷人數占比為13.13%，較108年12.37%高出0.76個
百分點。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男女老年人口漸增 獨居比率先降後升

獨居老人

近十年來臺北市老年人口均以女性居多，109年底臺北市老年人口數
計49萬5,639人，其中55.55%為女性。至獨居老人為6,261人，其中
男、女性各占47.64%、52.36%；109年底男、女性獨居老人占其老年
人口比率分別為1.35%、1.19%，亦即男、女性每100位該性別老年人
口中各有1人為獨居老人。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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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以女性居多 出生男嬰占多數

人口概況

近年來臺北市設籍人口以女性居多，且男、女性人口差距逐年遞
增，自100年底差距10萬人至109年底增為13萬人；近十年出生嬰兒
性比例互有增減，惟皆呈現男嬰多於女嬰之景況，109年出生男嬰
9,956人，女嬰9,073人，出生嬰兒性比例為109.73，超出合理範圍
104至106之間。

女性從夫姓漸漸少 子女從母姓微微增

妻從夫姓及子女從母姓概況

現行民法明文規定夫妻各保有其本姓，107年臺北市妻從夫姓比率
13.67%，較99年18.93%減少5.26個百分點；民法亦規定父母於子女
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107年臺北市子女從
母姓比率2.03%，較99年1.94%高出0.09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說 明：人口資料係戶籍登記數。

三、人口、婚姻與家庭

資料來源：內政部。
說 明：內政部戶籍登記姓名統計分析自101年起每2年辦理1次。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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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男性相對多 延後結婚已普遍

15歲以上未婚人口比率

109年底臺北市15歲以上男性未婚人口比率為35.57%，較女性之
31.62%高出3.95個百分點，若按年齡別觀察，除45歲以上未婚人口
比率為女性高於男性外，其餘各年齡層皆為男性高於女性，其中以
30至34歲年齡組之未婚人口比率相差13.64個百分點最多，其次為35
至39歲年齡組相差8.82個百分點。

兩性生育皆延後 把握生育黃金期

一般生育率

109年臺北市男性一般生育率為24‰，女性一般生育率為30‰；若按5
歲年齡組別觀之，男、女性皆以30至34歲一般生育率最高，分別為
69.8‰及81.7‰，其次為35至39歲，分別為67.8‰、55.4‰。

三、人口、婚姻與家庭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說 明：人口資料係戶籍登記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年底

男性 24‰ 女性 30‰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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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繼承人數 女性較男性為高

繼承不動產所有權人數

109年臺北市繼承不動產所有權人中，男性為 2萬 4,110人，占
47.68% ，較 108 年增加 5,326 人 (28.35%) ，女性 2 萬 6,458 人，占
52.32%，較108年增加5,265人(27.00%)。

不動產繼承 高齡女性多

各年齡繼承不動產所有權者

109年臺北市取得繼承不動產所有權者男性2萬4,110人，女性2萬
6,458人。按年齡結構觀察，未滿20歲者以男性居多，80歲以上則以
女性居多，各年齡層以80歲以上女性較男性高出43.84個百分點差距
最大。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說 明：104年內政部戶役政系統連線清查除戶資料，致繼承不動產所有權人數大幅增加。

三、人口、婚姻與家庭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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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不分男女 有益身心健康

市立運動中心使用人次性別比率

109年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所轄運動中心使用人次1,059.3萬人次，以
男性596.1萬人次占56.3%居多，女性使用人次463.3萬人次占
43.7%，性比例為128.7，亦即每百位女性相對約有129位男性。

四、教育、文化與媒體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提升兩性教育水準 落實兩性受教平等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5歲以上人口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比率

近年來臺北市15歲以上男性受大專以上教育度比率皆較女性高出約6
個百分點。109年底臺北市15歲以上男性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比率為
66.49%，較女性60.31%高出6.18個百分點，差距為近十年最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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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樂齡學習資源 女性參與相對積極

社區大學及成人教育就學人次性別比率

109年臺北市社區大學男、女性就學人數比率分別為27.57%及
72.43%，近五年皆以女性居多；同年成人教育男、女性就學人數比
率分別為13.71%及86.29%，近年來女性人次皆為男性的4倍以上。

校長男性比例高 一級主管女性多

臺北市各級學校行政主管性比例

109學年度臺北市國小、國中及高中一級主管均為女性多於男性，性
比例分別為78.13、69.51及78.78，而高職則為男性主管多於女性，
性比例為114.06，至校長性比例則皆為男性多於女性。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教育、文化與媒體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0

109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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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子女增 學習育樂一起來

四、教育、文化與媒體

壯年喜閱讀 女性借閱多

109年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人次女性多於男性，且男、女性皆以40至
未滿50歲者最多，男性35.8萬人次，女性58.7萬人次，女性較男性
多22.8萬人次，差距最大。

市立圖書館圖書借閱人次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近來來臺北市國中原住民子女學生數為男性多於女性，國小則各有
高低。109學年度國中男、女性原住民子女學生分別為400人、336
人，國小男、女性原住民子女學生分別為613人、644人，國中、小
原住民族子女男、女學生人數皆自107學年度逐年漸增。

國中小原住民子女學生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國中國小

人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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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不可取 女性被害者居多

家庭暴力被害者年齡結構

109年臺北市家庭暴力被害者1萬3,213人，其中女性8,326人(占
63.01%)。另男性以未滿18歲被害者最多，占24.86%，60歲以上占
17.79%居次；女性則以30至39歲被害者為最多，占19.48%，40至49
歲占19.42%居次。

性侵被害女性多 國中男女占多數

各年齡性侵害被害者

109年臺北市性侵害被害者917人，其中女性748人(占81.57%)。另
男、女性皆以12歲至15歲被害者最多，分別占49.70%、30.48%，男
性以6至11歲占15.98%居次，女性則以18至23歲占21.26%居次。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 明：不含性別不詳8人。

五、人身安全與司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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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規則要遵守 男性肇事占多數

A1道路交通事故

109年臺北市A1類道路交通事故每萬人死亡人數男性0.30人、女性
0.17人，分別較108年減少0.11人(-26.83%)、0.05人(-22.73%)。肇
事者為男性47人、女性13人，分別較108年減少30人(-38.96%)及增
加7人(116.67%)。

刑案犯罪青年多 少男少女差最大

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

109年臺北市各年齡層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以青年(18-23歲)刑案犯
罪人口率最高，其男性每十萬人5,578.53人，女性1,277.56人，分
別較108年增加18.99%、15.33%；其次為成年(24歲以上)刑案犯罪人
口率；至少年(12-17歲)刑案犯罪人口率男性約為女性5.6倍，差距
最大。

五、人身安全與司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說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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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08年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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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醫療與照顧

邁入超高齡社會 男、女性平均壽命延長

近年來臺北市男性及女性零歲平均餘命均呈上升之勢，且女性高於
男性。108年臺北市男性零歲平均餘命81.19歲、女性86.50歲，女性
高於男性5.31歲。108年底65歲以上高齡人口性比例80.27，即每100
位女性對應80.27位男性，創歷年新低。

疾病不分男女 一同對抗遠離

108年臺北市標準化死亡率男性為每十萬人394.80人，女性為每十萬
人239.93人；兩性前五大死亡原因依序皆同為惡性腫瘤、心臟疾
病、肺炎、腦血管疾病及糖尿病，且男性標準化死亡率均較女性為
高。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民政局。

零歲平均餘命及高齡人口性比例

前五大死因標準化死亡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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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追蹤學童視力 減少男女視力不良率

國中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

109學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學男性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74.18%，較女性
77.53%為低，分別較100學年度減少1.97個百分點、2.69個百分點，
顯示女性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減少幅度高於男性。再按隸屬別觀
之，109學年度男、女性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皆較100學年度減少。

六、健康、醫療與照顧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男女心緒宜轉化 生命守護總動員

自殺個案通報數性別比率

109年臺北市自殺通報計8,540人次，其中男性3,015人次，占
35.30%，女性5,525人次，占64.70%。就近十年觀察，自殺通報人次
均以女性為多數，占6成以上；男、女性自殺通報人次比率從100年
差距38.60個百分點降至109年的29.40個百分點，大致呈現縮小趨
勢。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0學年度 109學年度



18

實踐環保無性別 志義工女多於男

環保志義工

109年底臺北市環保志義工人數，男性1萬3,378人，占43.56%，女性
1萬7,335人，占56.44%為多數。若就年齡結構分析，男性環保志義
工人數主要以60至69歲者3,603人(占26.93%)為最多，女性亦以60至
69歲者5,740人(占33.11%)為最多。

網路使用無差別 男女上網逐漸增

廣義市民使用過網際網路比率

近年來臺北市男、女性使用過網際網路比率皆大致呈增加趨勢，且
男性較女性為高。108年底臺北市男性使用網路比率93.40%，較107
年高出0.80百分點；女性使用網路比率88.00% ，較107年減少1.00
百分點。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七、環境、能源與科技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自109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

109年底

%

男性
13,378人

女性
17,335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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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一二三 生出男嬰多

六都粗出生率

109年臺北市男、女性粗出生率分別為7.97‰、6.60‰，男性較女性高
出1.37個千分點。六都男性粗出生率皆高於女性，其中以桃園市男
性9.90‰、女性9.09‰，皆為六都最高。

八、六都與國際都市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勞參率男高於女 六都差異不明顯

六都勞動力參與率

109年六都勞動力參與率皆為男性高於女性，臺北市勞動力參與率為
男性65.9%，女性51.9%。觀察六都的勞動力參與率，男性約落在
65.3%至70.6%之間；女性則約落在50.4%至53.9%之間。

109年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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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都市女性多 臺北性比例較低

國際都市人口概況

108年底國際各都市人口大多以女性居多，如臺北市、上海、新加
坡、首爾、雪梨、紐約、柏林及阿姆斯特丹等。臺北市男性126.0萬
人，女性138.5萬人，女性較男性多12.5萬人(9.9%)，性比例為
91.0，亦即每百位女性相對約有91位男性，低於上述各都市。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計處。

八、六都與國際都市

全球城市比一比 男性粗出生率高

國際都市粗出生率

108年國際各都市粗出生率大多以男性較高，如臺北、東京、首爾、
新加坡、法蘭克福、莫斯科及巴塞隆納等。臺北市男性粗出生率
8.76‰，女性7.46‰，男性較女性高出1.3個千分點，僅較莫斯科兩性
差距2.3個千分點低。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108年底

108年





「即時問題回報，打造友善臺北」現在就以手機下載

「HELLO TAIPEI」App，或到網址hello.gov.taipei，

提供您的寶貴意見，讓臺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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