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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探討動機 

  性別主流化是一種過程，為讓性別觀點成為公部門主流的思

維，以及讓性別主流化工具成為其執行業務常規的過程，最終目標

是讓女性及男性均可以公平合理的取得與享有社會資源和參與公共

事務的機會，所追求的是一種實質上的平等，而非形式上的平等。

在史前時代以及今日遺存的若干部落文化中，不乏母系社會；世界

的文明走入歷史時期，卻大多成為父權社會。因此人類的歷史幾乎

就是女性追求自身權利的歷史。聯合國於 1979年（民國 68年）通

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1981年生

效，為世界重要婦女人權法典。我國於 96年 2月 9日簽署加入書，

於 100年 5月 20日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並自 101年 1月 1日起施行。 

  臺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於民國 85年成立第一個公私協力推動

女性權益保障的組織－「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原名「臺北

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後於 94年更名），後續因應 CEDAW施行法

的通過，除配合中央期程法規之修訂外，並透過三層級督導機制運

作，積極推動各項促進性別平權之措施。103年 3月 7日婦女節前

夕，市府首創先例，成立全國地方政府第一個「性別平等辦公室」，

以直屬於市長室之層級，配置專職人力，整合規劃全市性別平等政

策。市府全面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與措施，積極打造性別平等友善城

市，105年 3月更由柯文哲市長簽署加入 Cities for CEDAW 

Campaign，是第一個簽署加入的非美國城市。 

  翻開我國近代女權發展史，我國臺灣地區在父權主義盛行的東

亞及華人文化圏實為引領潮流的重要標竿：當中華民國憲法開始施

行，進行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時，為在父權社會架構下確

保女性參政權，特別立法設置婦女保障名額，但當時的臺灣地區竟



有數位女性民意代表不必依靠婦女保障名額就可當選，著實讓南京

的中央政府大吃一驚。而歷任嘉義市長幾乎都是女性（至今只有 1

位是男性）至今仍讓當地人士津津樂道。現今婦女參政服務民眾之

管道，依地方制度法第 3條規定：「……直轄市及市均劃分為

區。……區以內之編組為里。村、里（以下稱村［里〕）以內之編組

為鄰。」里、鄰為「地方」之最小單位，里長是最基層之民選公職

人員，而鄰長則為里長就該鄰內成年居民遴選之代表。本統計探討

報告將以性別觀點嘗試了解本市士林區里長選舉以及歷屆鄰長遴聘

之性別分布情形，除作為性別觀察之數據統整，亦希望能對於數據

變遷之可能原因及未來趨勢進行初步探討。 

本統計分析以近 5屆──亦即第 9屆（92年）、第 10屆（95

年）、第 11屆（99年）、第 12屆（103年）及第 13屆（107年）臺

北市士林區里長選舉結果，以及 93年（因 92年缺詳細數據）、96

年、100年、104年及 108年各里鄰長遴聘之結果之量化分析，前開

資料皆以當年度年終士林區公所彙報之公務報表《區務統計要覽》

數據為基準。 

  



貳、士林區簡介： 

 

 

 

一、地理位置： 

 北接北投區、新北市金山區、萬里區。 

 東面為新北市汐止區。 

 東面為新北市汐止區。 

 東面為新北市汐止區。 

  本區地理環境兼具山林與河川之美位於臺北盆地之東北，東北

俱為山嶽、丘陵相接，以名峰七星山為最高，東南有鄰界之大崙山

嶺及大直諸山，西南一帶土地平坦，總面積 63.9143平方公里，為

本市各行政區第一，幅員廣闊。 



 



全區共分為 51里，組成 7個次分區： 

1. 社子次分區：福順里、富光里、葫蘆里、葫東里、社子里、社

新里、社園里、永倫里、福安里、富洲里共 10里。 

2. 後港次分區：後港里、福中里、前港里、百齡里、承德里、福

華里、明勝里共 7里。 

3. 街上次分區：仁勇里、義信里、福林里、福德里、福志里、舊

佳里、福佳里共 7里。 

4. 蘭雅次分區：德行里、德華里、忠誠里、蘭雅里、蘭興里共 5

里。 

5. 芝山岩次分區：岩山里、名山里、聖山里、芝山里、東山里共 5

里。 

6. 天母次分區：三玉里、天母里、天福里、天祿里、天壽里、天

和里、天山里、天玉里共 8里。 

7. 陽明山次分區：永福里、公館里、新安里、陽明里、菁山里、

平等里、溪山里、翠山里、臨溪里共 9里。 

二、人口組成： 

臺北市士林區截至 109年 12月底止，現有人口 278,451人，其

中男性 134,007人、女性 144,444人，戶數 108,148戶。 

三、本區特色： 

社子次分區南部的八個里是南部人來臺北打拚的跳板，大多為

舊式住宅，夾雜汽機車修護業及小型工廠。北部的富洲里及福安里

為社子島洪氾區，散布違章工廠和農圃，因長年禁建，呈現低度開

發狀態。 

後港次分區昔日和葫蘆島相連，在基隆河改道後和街上次分區

相連而和社子隔河相望，故其舊社區的特色和社子大致相同。在基

隆河改道前後，本區湧入大量中南部移民，此區舊式住宅夾雜許多

小型工廠，近年興建了一些新的大樓住宅。 

街上次分區大致分為北部的舊街和南部的新街，舊街鄰近芝山

岩，為士林區最早發展的聚落，但商圈發展不如新街，以老商店和



傳統市集為主，士林橋以南的文林路喜餅店林立，老字號的郭元益

即位在此處。南部的新街即為知名的士林夜市商圈，因鄰近銘傳大

學、百齡高中，且為往來陽明山（有文化大學及華岡藝校等學校）

的重要轉乘點，學生族群眾多，除了夜市攤、小吃店、生活用品

店，也有許多潮店。本區住商混合，基河路沿線有一些新大樓住

宅。 

芝山岩次分區有軍事情報局等軍事單位，故有一些眷村。本區

並無大型的都市發展計畫，也沒有大規模的產業活動，建築物大致

以五層樓公寓的住宅類型為主，近年有一些眷村改建的大樓住宅。 

天母次分區磺溪蜿蜒，兩岸有多處公園綠地，是臺北市郊的高

級住宅區，吸引許多外國人來此聚居。此區有眾多風格獨具的

Pub、異國風味餐廳、精緻名店，形成具有異國風情的高級商圈，並

且有二家大型百貨公司。許多外國駐華使館、美國學校及日僑學校

皆位於此區。當地居民不僅對外國文化的接納度較高，經濟地位也

屬中產階級以上，居民對居住品質有較高的要求，是士林區文化素

養很高的區域。 

蘭雅次分區位處臺北市區進入天母的通道，部分區域可視為天

母次分區的延伸，故本區大致為高級住宅區和一般住宅區夾雜，商

圈也是異國風和本土商家夾雜。本區有一家大型百貨公司，歐洲學

校亦位於此區。 

陽明山次分區又可分為內、外雙溪和陽明山。1.內、外雙溪居

民多以山區農業維生，因故宮博物院和東吳大學位在此地，且環境

清幽，故吸引一些文人和藝術家在此定居，是士林區最具藝文氣息

的區域。2.陽明山上居住著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包括：政商巨賈、

社會名流、世居農民，並且有文化大學及華岡藝校的學生在此活

動。此地山區農業以山藥最為知名，仰德大道沿線有許多別墅和宅

邸，文化大學和華岡藝校所在的山仔后有小型商圈。 

 

 



參、臺北市士林區第 9-13屆里長選舉結果之性別統計分析 

本市士林區劃分為 51里，第 9、10、11、12、13屆當選之男性

里長各為 49人(96%)、46人(90%)、44人(86%)、43人(84%)、38人

(75%)，這 5屆男性當選里長總數為 220人次(86.3%)。第 9、10、

11、12、13屆當選之女性里長各為 2人(4%)、5人(10%)、7人

(14%)、8人(16%)、13人(15%)，這 5屆女性當選里長總數為 35人

次(13.7%)，綜看士林區以男性當選里長比率較高。再細看里長選舉

結果，第 9至第 13屆里長皆為男性者有 34里(葫蘆里、社子里、社

新里、永倫里、福安里、富洲里、後港里、福中里、承德里、仁勇

里、義信里、福德里、福志里、舊佳里、福佳里、德華里、蘭雅

里、聖山里、芝山里、東山里、三玉里、天福里、天祿里、天壽

里、天和里、天山里、天玉里、永福里、公館里、陽明里、菁山

里、平等里、翠山里、臨溪里)，里長皆為女性者從缺，各屆當選里

長之性別分布情形如表 1。 

另觀察士林區第 9至第 13屆當選里長之性別比率變化，女性里

長當選比例自第 9屆 4%、第 10屆 10%、第 11屆 14%、第 12屆

16%，直至第 13屆已增加至 25%，參照女性里長占比比例統計表(表

3)，由第 9屆至第 13屆女性里長占比比例已增加逾 21%；男性里長

當選比例自第 9屆 96%、第 10屆 90%、第 11屆 86%、第 12屆 84%，

直至第 13屆已減少至 75%，分析結果表示女性當選里長之比例逐漸

變高。就里長性別比例變化表顯示，里長男女性別有所消長，第 9

屆的男性和女性里長比例差距 92.16%，第 10屆為 80.4%，第 11屆

為 72.54%，第 12屆為 64.71%，第 13屆為 49.02%，比例差距逐漸

縮小。 

 

 

 



表 1 本市士林區第 9-13屆各里當選里長之性別分布表 

屆別 第 9屆 第 10屆 第 11屆 第 12屆 第 13屆 各里男女里

長人數及比

例 選舉年度 92年 95年 99年 103年 107年 

里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福順里 V  V  V  V   V 
4 
(80%) 

1 
(20%) 

富光里 V  V  V  V   V 
4 
(80%) 

1 
(20%) 

葫蘆里 V  V  V  V  V  
5 
(100%) 

0 
(0%) 

葫東里 V   V  V  V  V 
1 
(20%) 

4 
(80%) 

社子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社新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社園里 V  V   V  V V  
3 
(60%) 

2 
(40%) 

永倫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福安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富洲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後港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福中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前港里 V  V   V  V  V 
2 
(40%) 

3 
(60%) 

百齡里 V   V  V  V  V 
1 
(20%) 

4 
(80%) 

承德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福華里 V  V  V  V   V 
4 
(80%) 

1 
(20%) 

明勝里 V   V  V V  V  
3 
(60%) 

2 
(40%) 

仁勇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義信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福林里 V   V  V  V  V 
1 
(20%) 

4 
(80%) 

福德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福志里 V  V  V  V  V  
5 
(100%) 

0 
(0%) 

舊佳里 V  V  V  V  V  
5 
(100%) 

0 
(0%) 

福佳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德行里 V  V  V   V  V 
3 
(60%) 

2 
(40%) 

德華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忠誠里  V V  V  V  V  
4 
(80%) 

1 
(20%) 

蘭雅里 V  V  V  V  V  
5 
(100%) 

0 
(0%) 

蘭興里  V  V V  V  V  
3 
(60%) 

2 
(40%) 

岩山里 V  V  V   V  V 
3 
(60%) 

2 
(40%) 

名山里 V  V  V   V  V 
3 
(60%) 

2 
(40%) 

聖山里 V  V  V  V  V  
5 
(100%) 

0 
(0%) 

芝山里 V  V  V  V  V  
5 
(100%) 

0 
(0%) 

東山里 V  V  V  V  V  
5 
(100%) 

0 
(0%) 

三玉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天母里 V  V   V V   V 
3 
(60%) 

2 
(40%) 

天福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天祿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天壽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天和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天山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天玉里 V  V  V  V  V  
5 
(100%) 

0 
(0%) 

永福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公館里 V  V  V  V  V  
5 
(100%) 

0 
(0%) 

新安里 V  V  V  V   V 
4 
(80%) 

1 
(20%) 

陽明里 V  V  V  V  V  
5 
(100%) 

0 
(0%) 

菁山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平等里 V  V  V  V  V  
5 
(100%) 

0 
(0%) 

溪山里 V  V  V  V   V 
4 
(80%) 

1 
(20%) 

翠山里 V  V  V  V  V  
5 
(100%) 

0 
(0%) 

臨溪里 V  V  V  V  V  
5 
(100%) 

0 
(0%) 

小計(人) 49 2 46 5 44 7 43 8 38 13 220 35 

比例(%) 96% 4% 90% 10% 86% 14% 84% 16% 75% 25% 86.3% 13.7% 

 

 



 

表 2 本市士林區第 9-13屆里長性別比例變化表 

期間 人數 男性人數 男性比例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 比例差距 

第 9 屆 51 49 96.08% 2 3.92% 92.16% 

第 10 屆 51 46 90.20% 5 9.80% 80.40% 

第 11 屆 51 44 86.27% 7 13.73% 72.54% 

第 12 屆 51 43 84.31% 8 15.69% 64.71% 

第 13 屆 51 38 74.51% 13 25.49% 49.02% 

 

圖 1 本市士林區第 9-13屆里長性別統計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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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市士林區女性里長占比比例統計表 

 

第 9屆 第 10屆 第 11屆 第 12屆 第 13屆 增減 

3.92% 9.80% 13.73% 15.69% 25.49% 21.57% 

 

圖 2 本市士林區女性里長占比比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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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士林區 93、96、100、104、108年度鄰長性別

統計分析 

依據「臺北市鄰長遴聘解聘實施要點」第 2條規定：「鄰長之遴

聘，由里長遴報區公所聘任之。」要點第 8條規定：「鄰長於里長任

期屆滿或重新改選時，應即離職。新任里長應於就職日起 30日內遴

聘鄰長。鄰長每 2年一聘，2年期滿後重新遴聘。」本統計分析僅

就第 9至第 13屆每屆里長選舉後(即選後之次年，但因 92年缺詳細

數據，故採 93年數據)，里長新上任時遴聘之鄰長進行分析，資料

來源為各該年度末了由士林區公所彙報之公務報表《區務統計要

覽》。 

另關於本項分析，冇項附註說明如下： 

一、部分鄰別因無住戶或僅有零星數戶，被視為「空鄰」；另有部分

里別則於公務統計資料截止日前尚未完成全部鄰長之遴聘，為求統

計數據之準確性，故本統計分析將前述狀況排除於里鄰數，只針對

有遴聘之鄰別來作性別分析。 

二、本統計分析僅討論第 9至第 13屆每屆里長選舉後(亦即 92、

96、100、104、108年底)鄰長遴聘結果之性別分析，而未將補聘、

改聘、2年期滿重新遴聘等情形納入分析數據中。 

本市士林區各里鄰長之性別分布，93、96、100、104、108年

男性擔任鄰長各為 562人(57.46%)、744人(76.54%)、488人

(50.67%)、466人(47.84%)、426人(43.96%)，這 5個年度男性擔任

鄰長總數為 2686人次(55.31%)。93、96、100、104、108年女性擔

任鄰長各為 416人(42.54%)、228人(23.46%)、475人(49.33%)、

508人(52.16%)、543人(56.04%)，這 5個年度女性擔任鄰長總數為

2170人次(44.69%)。以總人次而言，士林區男性鄰長多於女性鄰

長，雖然 96年男性鄰長遠多於女性鄰長(比例差距達 53.08%)，但

104及 108年度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108年女性鄰長比例比 93

年增加了 13.5%。若扣除 96年的極端情形，女性鄰長比例似有逐漸

上升之情形，而女性鄰長總人次比例亦高於分析起始年度(93年)。



以上數據請參照表 4、表 5及表 6。 

再細看各里數據，陽明里 5個年度都是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

長；社子里、社新里、永倫里、福安里、仁勇里、福林里、福志

里、舊佳里、三玉里、永福里、公館里、新安里、平等里、溪山

里、臨溪里 5個年度都是男性鄰長多於女性鄰長；福中里、百齡

里、明勝里、福佳里、德華里、蘭興里、芝山里、東山里、天祿

里、天玉里則是除了 96年度，其他 4個年度都是女性鄰長多於男性

鄰長。若以數據變化趨勢而言，原本男性鄰長多於女性的葫東里、

社園里、忠誠里、蘭雅里、聖山里自 100年以後，女性鄰長多於男

性里長；後港里、前港里自 104年以後，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

富光里、天和里、翠山里自 108年以後，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

以上數據變化請參照表 4。 

 

 

 

 

 

 

 

 

 

 

 

 



 

表 4 本市士林區 93、96、100、104、108年新聘鄰長之性別分布表 

遴聘年

度 
93年 96年 100年 104年 108年 各里男女鄰長人數及比

例 

里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福順里 10 5 11 4 8 7 8 8 4 13 
41 
(52.56) 

37 
(47.44) 

富光里 19 6 20 5 16 9 13 12 9 16 
77 
(61.60%) 

48 
(38.40%) 

葫蘆里 13 14 24 3 11 15 15 13 14 13 
77 
(57.04%) 

58 
(42.96%) 

葫東里 8 5 12 1 5 8 4 8 3 10 
32 
(50%) 

32 
(50%) 

社子里 19 4 14 9 17 6 16 7 15 8 
81 
(70.43%) 

34 
(29.57%) 

社新里 18 10 22 6 20 8 16 13 16 13 
92 
(64.79%) 

50 
(35.21%) 

社園里 15 11 18 8 10 16 9 17 11 15 
63 
(48.46%) 

67 
(51.54%) 

永倫里 15 8 14 9 14 9 15 8 15 8 
73 
(63.48%) 

42 
(36.52%) 

福安里 9 3 10 2 9 3 10 2 10 2 
48 
(80%) 

12 
(20%) 

富洲里 13 4 11 6 8 9 12 5 6 11 
50 
(58.82%) 

35 
(41.18%) 

後港里 18 7 21 4 17 8 11 14 11 15 
78 
(61.9%) 

48 
(38.1%) 

福中里 5 12 16 1 6 11 7 12 5 14 
39 
(43.82%) 

50 
(56.18%) 

前港里 11 2 10 3 7 6 7 9 6 10 
41 
(57.75%) 

30 
(42.25%) 

百齡里 12 15 21 6 12 15 11 16 9 17 
65 
(48.51%) 

69 
(51.49%) 

承德里 13 7 16 4 9 11 10 11 10 10 
58 
(57.43%) 

43 
(42.57%) 

福華里 15 13 25 3 13 15 14 14 12 16 
79 
(56.43%) 

61 
(43.57%) 

明勝里 6 12 11 7 5 12 4 14 6 12 
32 
(35.96%) 

57 
(64.04%) 

仁勇里 13 4 12 5 9 8 10 7 10 7 
54 
(63.53%) 

31 
(36.47%) 

義信里 7 7 9 4 9 4 3 11 5 9 
33 
(48.53%) 

35 
(51.47%) 

福林里 15 3 11 3 11 4 11 3 11 4 
59 
(77.63%) 

17 
(22.37%) 

福德里 14 6 17 3 13 7 11 8 9 9 
64 
(65.98%) 

33 
(34.02%) 

福志里 13 8 21 3 17 7 16 7 15 9 
82 
(70.69%) 

34 
(29.31%) 

舊佳里 15 7 18 4 11 10 12 9 12 8 
68 
(64.15%) 

38 
(35.85%) 

福佳里 11 15 24 2 10 16 10 16 12 14 
67 
(51.54%) 

63 
(48.46%) 

德行里 8 8 14 2 10 6 7 9 8 8 
47 
(58.75%) 

33 
(41.25%) 

德華里 8 11 15 4 7 12 5 14 6 13 
41 
(43.16%) 

54 
(56.84%) 



忠誠里 17 8 22 3 9 16 10 15 8 17 
66 
(52.8%) 

59 
(47.2%) 

蘭雅里 16 9 22 3 6 19 5 20 6 17 
55 
(44.72%) 

68 
(55.28%) 

蘭興里 8 11 16 3 7 12 4 15 3 15 
38 
(40.43%) 

56 
(59.57%) 

岩山里 6 10 11 5 7 7 3 11 4 10 
31 
(41.89%) 

43 
(58.11%) 

名山里 15 10 18 7 13 12 12 12 12 13 
70 
(56.45%) 

54 
(43.55%) 

聖山里 13 9 17 4 10 11 9 13 4 15 
53 
(50.48%) 

52 
(49.52%) 

芝山里 9 20 22 7 7 23 8 21 7 23 
53 
(36.05%) 

94 
(63.95%) 

東山里 9 13 16 5 6 15 5 16 6 16 
42 
(39.25%) 

65 
(60.75%) 

三玉里 14 6 16 5 16 5 14 7 13 8 
73 
(70.19%) 

31 
(29.81%) 

天母里 8 12 13 7 8 12 12 8 5 15 
46 
(46%) 

54 
(54%) 

天福里 9 9 12 6 7 11 7 11 6 12 
41 
(45.56%) 

49 
(54.44%) 

天祿里 6 10 14 2 4 10 4 11 4 12 
32 
(41.56%) 

45 
(58.44%) 

天壽里 8 8 12 4 6 9 5 9 12 8 
43 
(53.09%) 

38 
(46.91%) 

天和里 11 10 15 5 14 6 14 6 4 10 
58 
(61.05%) 

37 
(38.95%) 

天山里 7 13 9 11 12 8 11 9 10 10 
49 
(49%) 

51 
(51%) 

天玉里 7 22 22 4 6 17 9 19 8 17 
52 
(39.69%) 

79 
(60.31%) 

永福里 10 0 6 4 8 2 8 2 8 2 
40 
(80%) 

10 
(20%) 

公館里 7 2 6 3 6 3 6 3 6 3 
31 
(68.89%) 

14 
(31.11%) 

新安里 8 2 6 4 8 2 8 1 9 1 
39 
(79.59%) 

10 
(20.41%) 

陽明里 10 13 11 12 7 16 6 17 6 16 
40 
(35.09%) 

74 
(64.91%) 

菁山里 7 3 5 5 6 4 6 4 6 4 
30 
(60%) 

20 
(40%) 

平等里 9 1 8 2 9 1 9 1 10 0 
45 
(90%) 

5 
(10%) 

溪山里 8 2 8 2 6 4 10 0 8 2 
40 
(80%) 

10 
(20%) 

翠山里 8 3 9 3 8 4 7 5 4 8 
36 
(61.02%) 

23 
(38.98%) 

臨溪里 9 3 11 1 8 4 7 5 7 5 
42 
(70%) 

18 
(30%) 

小計(人) 562 416 744 228 488 475 466 508 426 543 2686 2170 

比例(%) 57.46 42.54 76.54 23.46 50.67 49.33 47.84 52.16 43.96 56.04 55.31 44.69 

 

 



表 5 本市士林區第 9-13屆鄰長性別統計分析表 

年度 人數 男性人數 男性比例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 比例差距 

93 978 562 57.46% 416 42.54% 14.92% 

96 972 744 76.54% 228 23.46% 53.08% 

100 963 488 50.67% 475 49.33% 1.34% 

104 974 466 47.84% 508 52.16% -4.32% 

108 969 426 43.96% 543 56.04% -12.08% 

 

 

圖 3 本市士林區第 9-13屆鄰長性別統計直條圖 

 

表 6 本市士林女性鄰長占比比例統計表 

第 9屆 第 10屆 第 11屆 第 12屆 第 13屆 增減 

42.54% 23.46% 49.33% 52.16% 56.04%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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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市士林區女性鄰長占比比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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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臺北市士林區第 9-13屆里長及鄰長次分區性別偏好 

一、第 9-13 屆里長次分區性別偏好分析 

(一)社子次分區： 

包含福順、富光、葫蘆、葫東、社子、社新、社園、永倫、

福安、富洲共 10里。此區第 9至 13屆里長男性共 42人次

(84%)，女性共 8人次(16%)，男女占比差距 68%。葫東里為

本次分區第 9至 13屆唯一女性里長當選人次高於男性里長

之里，男女占比差距為-60%。 

(二)後港次分區： 

包含後港、福中、前港、百齡、承德、福華、明勝共 7里。

此區第 9至 13屆里長男性共 25人次(71.43%)，女性共 10

人次(28.57%)，男女占比差距 42.86%，是士林區第 9屆至第

13屆里長性別差距最低的次分區。前港里和百齡里第 9至

13屆女性里長當選人次高於男性里長，男女占比差距分別為

-20%及-60%。 

(三)街上次分區： 

包含仁勇、義信、福林、福德、福志、舊佳、福佳共 7里。

此區第 9至 13屆里長男性共 31人次(88.57%)，女性共 4人

次(11.43%)，男女占比差距 77.14%。福林里為本次分區第 9

至 13屆唯一女性里長當選人次高於男性里長之里，男女占

比差距為-60%，除此里之外，街上次分區各里 5屆里長全為

男性。 

(四)蘭雅次分區： 

包含德行、德華、忠誠、蘭雅、蘭興共 5里。此區第 9至 13

屆里長男性共 20人次(80%)，女性共 5人次(20%)，男女占

比差距 60%。 

(五)芝山岩次分區： 

包含岩山、名山、聖山、芝山、東山共 5里。此區第 9至 13



屆里長男性共 21人次(84%)，女性共 4人次(16%)，男女占

比差距 68%。 

(六)天母次分區： 

包含三玉、天母、天福、天祿、天壽、天和、天山、天玉共

8里。此區第 9至 13屆里長男性共 38人次(95%)，女性共 2

人次(5%)，男女占比差距 90%。除天母里之外，天母次分區

各里 5屆里長全為男性。 

(七)陽明山次分區： 

包含永福、公館、新安、陽明、菁山、平等、溪山、翠山、

臨溪共 9里。此區第 9至 13屆里長男性共人次(95.56%)，

女性共 2人次(4.44%)，男女占比差距 91.11%，是士林區第

9屆至第 13屆里長性別差距最高的次分區。除新安和溪山里

之外，陽明山次分區各里 5屆里長全為男性。 

 

表 7 本市士林區各次分區里長性別占比 

次分區 人數 男性人數 男性比例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 比例差距 

社子次分區 50 42 84.00% 8 16.00% 68.00% 

後港次分區 35 25 71.43% 10 28.57% 42.86% 

街上次分區 35 31 88.57% 4 11.43% 77.14% 

蘭雅次分區 25 20 80.00% 5 20.00% 60.00% 

芝山岩次分區 25 21 84.00% 4 16.00% 68.00% 

天母次分區 40 38 95.00% 2 5.00% 90.00% 

陽明山次分區 45 43 95.56% 2 4.44% 91.11% 

 



二、93、96、100、104、108年度鄰長次分區性別偏好分

析 

(一)社子次分區： 

此區 5個年度男性鄰長共 634人次(60.44%)，女性共 415人次

(39.56%)，男女占比差距 20.88%。以 5個年度總人次而言，

社園里為社子次分區唯一女性鄰長(67人次，51.54%)多於男

性鄰長(63人次，48.46%)之里，葫東里女性鄰長和男性鄰長

人數相同(都是 32人次)。社子、社新、永倫、福安里 5個年

度都是男性鄰長多於女性鄰長。原本男性鄰長多於女性的葫東

里、社園里自 100年以後，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里長；富光里自

108年以後，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 

(二)後港次分區： 

此區 5個年度男性鄰長共 392人次(52.27%)，女性共 358人次

(47.73%)，男女占比差距 4.54%。福中里、百齡里、明勝里除

了 96年度，其他 4個年度都是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此 3

里 5個年度女性鄰長總人次(分別為 50人次，56.18%、69人

次，51.49%、57人次，64.04%)多於男性鄰長，其餘 4里男性

多於女性。原本男性鄰長多於女性的後港里、前港里自 104年

以後，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 

(三)街上次分區： 

此區 5個年度男性鄰長共 427人次(62.98%)，女性共 251人次

(37.02%)，男女占比差距 25.96%。仁勇里、福林里、福志

里、舊佳里 5個年度都是男性鄰長多於女性鄰長。福佳里除了

96年度，其他 4個年度都是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但 5個

年度總人次仍為男性(67人次，51.54%)多於女性(63人次，

48.46%)。以 5個年度總人次而言，義信里為街上次分區唯一

女性鄰長(35人次，51.47%)多於男性鄰長(33人次，48.53%)

之里。 

(四)蘭雅次分區： 



此區 5個年度男性鄰長共 247人次(47.78%)，女性共 270人次

(52.22%)，男女占比差距-4.44%。德行里、忠誠里男性鄰長

(47人次，58.75%、66人次，52.8%)多於女性鄰長(33人次，

41.25%、59人次，47.2%)，其餘 3里女性多於男性。德華

里、蘭興里除了 96年度，其他 4個年度都是女性鄰長多於男

性鄰長。原本男性鄰長多於女性的忠誠里、蘭雅里自 100年以

後，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里長。 

(五)芝山岩次分區： 

此區 5個年度男性鄰長共 249人次(44.7%)，女性共 308人次

(55.3%)，男女占比差距-10.6%，為士林區女性鄰長多於男性

鄰長且比例差距最大之次分區。名山里、聖山里男性鄰長(70

人次，56.45%、53人次，50.48%)多於女性鄰長(54人次，

43.55%、52人次，49.52%)，其餘 3里女性多於男性。芝山

里、東山里除了 96年度，其他 4個年度都是女性鄰長多於男

性鄰長。原本男性鄰長多於女性的聖山里自 100年以後，女性

鄰長多於男性里長 

(六)天母次分區： 

此區 5個年度男性鄰長共 394人次(50.64%)，女性共 384人次

(49.36%)，男女占比差距 1.28%，為士林區男性和女性鄰長比

例最平均之次分區。天玉里、天壽里、天和里男性鄰長(73人

次，70.19%、43人次，53.09%、58人次，61.05%)多於女性鄰

長(31人次，29.81%、38人次，46.91%、37人次，38.95%)，

其餘 5里女性多於男性。三玉里 5個年度都是男性鄰長多於女

性鄰長。天祿里、天玉里除了 96年度，其他 4個年度都是女

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原本男性鄰長多於女性的天和里自 108

年以後，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 

(七)陽明山次分區： 

此區 5個年度男性鄰長共 343人次(65.09%)，女性共 184人次

(34.91%)，男女占比差距 30.18%，為士林區男性鄰長多於女



性鄰長且比例差距最大之次分區。陽明里為士林區唯一 5個年

度都是女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的里，5個年度總人次和男女比

例為 40人次(35.09%)比 74人次(64.91%)。永福里、公館里、

新安里、平等里、溪山里、臨溪里 5個年度都是男性鄰長多於

女性鄰長。原本男性鄰長多於女性的翠山里自 108年以後，女

性鄰長多於男性鄰長。 

 

表 8 本市士林區各次分區鄰長性別占比 

次分區 人數 男性人數 男性比例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 比例差距 

社子次分區 1049 634 60.44% 415 39.56% 20.88% 

後港次分區 750 392 52.27% 358 47.73% 4.54% 

街上次分區 678 427 62.98% 251 37.02% 25.96% 

蘭雅次分區 517 247 47.78% 270 52.22% -4.44% 

芝山岩次分區 557 249 44.70% 308 55.30% -10.60% 

天母次分區 778 394 50.64% 384 49.36% 1.28% 

陽明山次分區 527 343 65.09% 184 34.91% 30.18% 

 

   

   

 

 

 



陸、本市士林區第 9-13屆里長遴聘鄰長之性別偏好分析 

觀察士林區這 5屆里長和 5個年度之鄰長性別比例，仍有部分

里別歷屆之里、鄰長維持單一性別偏好之情形較為明顯，茲列舉一

些個案分析。 

  一、里長傾向為女性，而鄰長傾向為男性的里別： 

    福林里：5屆里長選舉中，有 4屆為女性當選(其中 4屆為同一

人)，然而男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77.63%。 

二、里長傾向為男性，而鄰長傾向為女性的里別： 

(一)德華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3屆為同

一人)，而女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56.84%。 

(二)蘭雅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3屆為同

一人，2屆為另一人)，而女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55.28%。 

(三)芝山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已連任 5屆)，

而女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63.95%。 

(四)東山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2屆為同

一人，2屆為另一人)，而女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60.75%。 

(五)天玉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3屆為同

一人，2屆為另一人)，而女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60.31%。 

(六)陽明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4屆為同

一人) ，而女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64.91%。 

三、里長及鄰長皆傾向為男性的里別： 

(一)社子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已連任 5屆)，

而男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70.43%。 

(二)後港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3屆為同

一人，2屆為另一人)，而男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61.9%。 

(三)福志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2屆為同

一人，2屆為另一人)，而男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70.69%。 

(四)三玉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已連任 5屆)，

而男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70.19%。 



(五)平等里：5屆里長選舉中，全部為男性當選(其中 2屆為同

一人，2屆為另一人)，而男性擔任鄰長之比率為 90%。 

除上述個案之外，士林區亦有 7里在鄰長遴聘之性別分布上傾向性

別平衡，相關數據請參照表 9。 

 

表 9本市士林區 93、96、100、104、108年度鄰長性別分布平衡里 

里別 女性里

長比例 

男性里

長比例 

女性鄰

長比例 

男性鄰

長比例 

備註 

葫東里 80% 20% 
50%(32

人次) 

50%(32

人次) 

女性里長已連任 4屆。 

社園里 40% 60% 
51.54% 
(67人次) 

48.46% 
(63人次) 

男性里長出任過 3屆，

其中 2屆是同一人。女

性里長連任 2屆。 

百齡里 80% 20% 
51.49% 
(69人次) 

48.51% 
(65人次) 

女性里長出任過 4屆，

其中 3屆是同一人。 

義信里 0% 100% 
51.47% 
(35人次) 

48.53% 
(33人次) 

男性里長已連任 5屆。 

福佳里 0% 100% 
48.46% 
(63人次) 

51.54% 
(67人次) 

男性里長已連任 5屆。 

聖山里 0% 100% 
49.52% 
(52人次) 

50.48% 
(53人次) 

男性里長出任過 5屆，

其中一人連任 3屆，另

一人連任 2屆。 

天山里 0% 100% 
51%(51
人次) 

49%(49
人次) 

男性里長出任過 5屆，

其中一人連任 2屆，另

一人連任 2屆。 

 

 

 

 

 

 

 

 

 



柒、結論 

在古時候的父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是鐵律，女性除了必

須處理家務，還禁止拋頭露面，伊斯蘭世界則要求女性必須載頭巾

和蒙面紗。在女權有所提升後，女性雖然可以自由出入，但在追求

自我實現時卻碰到最現實的阻礙－家務占用了日常大多數時間，尤

其像越南傳統文化中，女性除了要包辦所有家務，還必須負擔家

計，女性很難有時間和精神去追求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標。雖然女性

服務人群的熱忱未必遜於男性，但時間上的不允許，使她們不得不

暫時打消念頭，等到子女可獨立生活後，才有機會投入其中。因此

早期的女性里長、鄰長多為子女已成年的中、老年人。 

然而，近年擔任里長、鄰長的女性不乏有較年輕的臉孔，且不

限於拒絶走入家庭的新女性，也有普通家庭主婦。這固然代表社會

風氣已開放到可接受女性參政，也代表現在的社會已有家務分工的

觀念，使女性有更多時間可投身服務人群的工作。 

從本市士林區第 9屆至第 13屆里長選舉結果性別分析中，女性

里長當選比例自第 9屆 3.92%、第 10屆 9.8%、第 11屆 13.73%、第

12屆 15.69%，直至第 13屆已增加至 25.49%；男性里長當選比例自

第 9屆 96.08%、第 10屆 90.2%、第 11屆 86.27%、第 12屆

84.31%，直至第 13屆已減少至 74.51。士林區第 9屆至第 13屆里

長雖然仍以男性里長居多，但女性里長逐屆增加，第 13屆女性里長

增加幅度尤為明顯，可見現代社會愈來愈願意給女性從政的機會。 

而從本市士林區 93、96、100、104、108年度鄰長性別分析

中，雖然 96年度男性鄰長人數和比例遠高於女性鄰長，但 100年至

108年女性鄰長之比例呈現持續成長，自 100年的 49.33%、104年

52.16%，直至 108年的 56.04%；男性鄰長比率自 100年 50.67%、

104年 47.84%，直至 108年已減少至 43.96%，而女性鄰長比例在

104年後超越男性，該現象似乎顯示女性擔任鄰長逐漸為大眾所接

受，而女性也有意願、有能力、有時間擔任鄰長服務大眾。 

整體而言，基於鄰長是由里長遴聘而來，里長是否連任會連帶



影響鄰長是否續聘，並決定鄰長之男、女性別比例。通常一位連任

的里長對遴聘鄰長會有固定的性別偏好，但士林區有 5位擔任 4屆

以上的里長卻並非如此。其中承德里是擔任 5屆的男性里長，但 5

個年度的鄰長性別比例分別是男多於女、男多於女、女略多於男、

女略多於男、平衡；義信里亦是擔任 5屆的男性里長，5個年度的

鄰長性別比例分別是平衡、男多於女、男多於女、女多於男、女多

於男；福佳里亦是擔任 5屆的男性里長，5個年度的鄰長性別比例

分別是女多於男、男多於女、女多於男、女多於男、女多於男；天

福里亦是擔任 5屆的男性里長，5個年度的鄰長性別比例分別是平

衡、男多於女、女多於男、女多於男、女多於男；忠誠里是擔任 4

屆的男性里長，4個年度的鄰長性別比例分別是男多於女、女多於

男、女多於男、女多於男。由此可知，士林區已有里長試著打破遴

聘鄰長的固定性別偏好，有助於平衡鄰長的性別比例，增加女性擔

任鄰長服務大眾的機會。 

本市士林區里長、鄰長中女性比例的增長仍有諸多可能的因素

值得未來繼續深入探討，本次性別統計分析除作為里、鄰長性別比

例轉變過程之足跡紀錄外，對於未來性別比例變化亦可供參照，作

為日後各地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