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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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化動畫式統計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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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

療與照顧」及「環境、能源與科技」，以及「六都與國際都市」計

8大類，40項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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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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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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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性別不平等 男女並肩齊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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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殖健康、賦權及勞動市場3個領域之5項
指標衡量性別平等情形，數值介於0到1之間，值越小代表男女發展越趨
於平等。110年臺北市性別不平等指數為0.010，較109年減少0.008，
且低於同期全國0.036。

臺北市性別不平等指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衛生局、民政局。

性別落差小 分配趨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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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間，值越接近1，代表平等程度越高。110年臺北市性別落差
指數為0.746，較109年略增0.005，惟略低於同期全國0.748。

臺北市性別落差指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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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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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員性比例下降 男女差距漸縮小

111年底臺北市市議員性比例103.33(即每百名女性市議員相對約有
103.33名男性市議員)，較110年底每百名女性市議員相對約有177.27名
男性，性比例更趨近100，若觀察近十年變化，102至106年底市議員性
比例皆在200以上，自107至110年底則大幅降低，介於162.50至
177.27之間，至111年底更下降至103.33，為歷年最低。

市議員性比例

資料來源：臺北市議會、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

社區發展協會 男性理事長居多
111年底臺北市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男性比率占60.00%，較女性

40.00%高出20.00個百分點，若按行政區觀察，除大同區及中正區之女
性理事長占比分別為52.63％及52.00％略多於男性外，其餘均為男性較
多，以士林區女性理事長比率31.82%為各行政區最低，較男性少36.36
個百分點差距最大。

111年底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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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公務人員男性多 薦任人員占比高

111年底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2萬4,060人，其中男性1萬3,759人(占
57.19%)居多，女性1萬301人(占42.81%)，男、女性均以薦任公務人員
7,773人、6,090人為最多，委任5,671人、3,900人次之，另女性薦任公
務人員占59.12%，較男性高2.63個百分點，男性委任及簡任公務人員
占41.22%及1.66%，分別較女性高3.36個及0.51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111年底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

熱心參與志願服務 女性志工人數較多
111年底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3萬9,165人，其

中女性2萬6,337人占67.25%，約為男性1萬2,828人的2倍。就身分別觀
察，女性志工以退休人員7,407人(占28.12%)最多、工商界人士6,497人
(占24.67%)次之，男性志工以工商界人士3,626人(占28.27%)最多，退
休人員3,559人(占27.74%)次之。

111年底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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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首長男居多 人數變動幅度小

111年底臺北市政府機關首長男性220人(占57.29%)居多、女性164
人(占42.71%)、兩性人數占比差距為14.58個百分點，分別較110年底
減少7人(-3.08%)、2人(-1.20%)及縮小0.94個百分點，若與102年底比
較，分別減少2人(-0.90%)、相當及縮小0.44個百分點。

臺北市政府機關首長人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正副主管逐年增 女性占比創新高
111年底臺北市政府正副主管男性1,823人(占43.08%)、女性2,409

人 (占56.92%)居多，分別較110年底減少31人 (-1.67%)及增加23人
(0.96%)，若與 102年底比較，則分別增加 42人 (2.36%)及 262人
(12.20%)。近十年女性正副主管人數及占比大致呈增加趨勢，且至111
年底達近十年新高。

臺北市政府正副主管人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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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勞動力齊參與 男性參與率相對高

111年臺北市勞動力參與率男性為62.9%，高於女性之50.0%。若
觀察111年各市縣資料，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皆高於女性，男性最高者為
南投縣69.5%，女性最高者為桃園市54.4%，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差
距以南投縣19.5個百分點最大、花蓮縣12.5個百分點最小。

111年勞動力參與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就業工作拚經濟 男性工時皆較高
111年臺北市男、女性就業者平均每週工時分別為40.31小時及

39.11小時，分別較110年39.21小時及37.70小時，增1.10小時及1.41小
時，主因110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三級警戒影響，比較
基期較低所致，若與102年比較，男性減3.86小時，女性減2.75小時，
近十年男性平均每週工時高於女性且兩性均呈下降趨勢。

就業者平均每週工時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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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不動產所有權 女性人數較男性多

111年臺北市繼承不動產所有權人計5萬3,377人，其中女性2萬
8,003人(占52.46%)，較男性2萬5,374人(占47.54%)多2,629人，各年
齡層除20至未滿60歲以男性多於女性，其餘皆為女性較男性多；另男性
繼承不動產人數以40至未滿60歲1萬940人最多，女性則以60至未滿80
歲1萬2,568人最多。

111年繼承不動產所有權人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公司負責人男性多 女性占比約三成
111年底臺北市公司登記女性負責人家數占比為32.34%，較臺灣地

區31.73%高出0.61個百分點；按各市縣公司登記女性負責人家數占比
觀察，以臺東縣34.79%為最高、澎湖縣34.63%次之，以宜蘭縣28.99%
為最低。

111年底公司登記女性負責人家數占比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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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老人需重視 各區女性相對多

111年底臺北市獨居老人計8,407人，其中女性4,504人(占53.57%)
居多，男性3,903人(占46.43%)；各行政區獨居老人以萬華區1,616人最
多，其中男性903人(占55.88%)、女性713人(占44.12%) ；各行政區中
除大同區及萬華區男性獨居老人多於女性、南港區兩性人數相同外，其
餘皆以女性獨居老人較多。

111年底獨居老人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特殊境遇家庭漸減少 女性家長戶數多
111年底臺北市特殊境遇家庭計1,393戶，其中女性家長1,269戶居

多、男性124戶，分別較110年底減少140戶(-9.9%)及16戶(-11.4%)；
同期家長性比例為9.8，亦即每百位女性家長相對有9.8位男性，較102
年底每百位女性家長相對有6.5位男性，性別差距略有縮減。

特殊境遇家庭概況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就業、經濟與福利

1,778 1,409 1,269 

116

140
124

1,894 

1,549 
1,393 6.52

9.94 9.77

0

4

8

12

16

0

800

1,600

2,400

3,20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女性家長戶數(左標) 男性家長戶數(左標) 家長性比例(右標)

年底

戶 男/百女

197 234 
280 

340 

245 

430 

903 

313 

182 
235 

317 

227 

362 372 

543 

411 

285 295 

713 

487 

182 
273 

335 
246 

64.76 
61.39 

65.98 

54.73 53.77 

40.69 

44.12 

60.88 

50.00 
53.74 51.38 52.01 

0

20

40

60

80

100

0

700

1,400

松山區 信義區 大安區 中山區 中正區 大同區 萬華區 文山區 南港區 內湖區 士林區 北投區

男性(左標) 女性(左標) 女性占比(右標)

人 %



8

未婚有偶占比減 男性有偶占比高

111年底臺北市15歲以上人口中，男性有偶占54.68%、未婚
35.73%，均高於女性之49.68%及31.59%，男性離婚或終止結婚
7.37%、喪偶2.22%，則低於女性8.78%及9.95%；與102年底比較，女
性有偶占比減1.68個百分點，較男性減少幅度多0.88個百分點，女性離
婚或終止結婚占比增1.20個百分點，較男性增加幅度多0.22個百分點。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教育階段越提高 女性教師比率低
111學年度臺北市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性別比率，幼兒園至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皆以女性為主，且女性占比隨教育階段提高而遞減，分別為幼
兒園98.26%、國民小學75.80%、國民中學72.25%、高級中等學校
62.12%；大專校院則以男性為主，女性比率僅三成七，至特殊教育學
校專任教師亦以女性占七成八為主。

111學年度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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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自我靠閱讀 青壯女性借閱比率高

111年臺北市立圖書館女性借閱162萬9,833人次，較男性111萬
6,077人次，多51萬3,756人次，高出近五成，若按年齡結構觀察，男、
女性皆以40至未滿50歲分別占25.40%、31.23%最多，其次男性以50至
未滿60歲占16.37%居第2，女性則以30至未滿40歲占18.69%次之。

111年市立圖書館圖書借閱人次年齡結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鼓勵持續終身學習 女性參與相對積極
為推廣終身學習，臺北市政府開設多元社區大學課程供市民參與。

111年臺北市社區大學男性就學計2.35萬人次，女性6.59萬人次居多，
女性學員人次為男性之2.8倍；各行政區均為女性學員人次多於男性，
男、女性學員人次皆以中正區最多，分別為3,058人次、9,145人次。

111年社區大學學員人次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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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原住民族教育 女性參與意願較高

為傳承原住民傳統文化、培養原住民族人才，臺北市政府設立原住
民族部落大學。111年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男、女性學員人次分別
為288人次及1,154人次，女性占比達80.03%，分別較104年減少14人
(-4.64%)、增加381人(49.29%)及增加8.12個百分點，近年來學員人次
皆以女性占7成以上居多。

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學員人次

新移民以女性居多 大陸港澳籍相對多
111年底臺北市新移民人口計3萬5,530人，其中男性4,500人、女

性3萬1,030人，皆以大陸港澳籍配偶居多數，分別為男性2,402人(占
53.38%)、女性2萬8,232人(占90.98%)；其次男性為美國籍462人(占
10.27%)，女性則為越南籍1,017人(占3.28%)。

111年底新移民人口國籍別結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教育、媒體與文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說 明：自104年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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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女性受害者多
兒少保護男性受害者多

111年臺北市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人1萬2,194人，其中女性
7,473人(占61.28%)，多於男性4,717人(占38.68%)。就案件類型觀察，
兩性均以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最多，男性1,632人，女性3,759人，女性
為男性之2.30倍；另僅兒少保護案件為男性多於女性。

111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人按案件類型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家暴加害者以男性居多
又以親密關係暴力為主

111年臺北市家庭暴力通報案件加害人1萬1,588人，其中男性
7,571人(占65.33%)多於女性4,013人(占34.63%)。就案件類型觀察，兩
性皆以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最多，男性3,612人，女性1,647人，男性為
女性之2.19倍，另各類案件均以男性加害者較多。

111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加害者按案件類型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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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案件男性嫌疑犯多
近十年皆逾六成六

111年臺北市詐欺案件嫌疑犯男性4,588人、女性2,276人，分別較
110年增加135人(3.03%)及220人(10.70%)。近十年臺北市詐欺案件嫌
疑犯人數呈增長趨勢，且皆以男性居多，占比皆逾六成六。

詐欺案件嫌疑犯概況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竊盜案件男性嫌疑犯多
兩性差異略減

111年臺北市竊盜案件嫌疑犯男性2,945人，女性1,170人，分別較
110年增加106人(3.73%)及103人(9.65%)；近十年臺北市竊盜案件男性
嫌疑犯占比皆逾七成，惟111年男、女占比差距為43.14個百分點，較
102年略減少5.92個百分點。

竊盜案件嫌疑犯概況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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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被害者以男性居多
發生場所以交通場所及住宅區為主

111年臺北市刑事案件被害者男性1萬9,595人居多、女性1萬5,856
人。按發生場所觀之，男性被害者發生場所以交通場所7,405人最多，
住宅區6,092人次之；女性則以住宅區6,107人最多，交通場所4,561人
居次。

111年刑事案件被害者按發生場所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漸減
男性占比相對高

111年臺北市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男性所占比率70.09%，女性比率
29.91%，與110年比較，男性增加7.01個百分點、女性減少7.01個百分
點，歷年來女性比率雖遠少於男性，惟其性別比率差距由102年45.72個
百分點縮減至111年40.18個百分點。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人身安全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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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死亡人數係指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員當場或30日內死亡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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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籍人口三十歲以下男性居多
老年人口性別差距最大

111年底臺北市設籍人口男性47.45%，女性52.55%居多；觀察各
年齡層，三十歲以下各年齡層均以男性多於女性，其中以18至19歲男性
較女性多4.18個百分點差距最大，三十歲以上各年齡層均為女性多於男
性，其中以65歲以上人口性別差距最大。

111年底人口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總生育率男性高 逐年減少成趨勢
111年臺北市男性總生育率為860‰，女性總生育率為845‰，兩

者相差15個千分點，且均創近十年來總生育率新低，與102年比較，男
性減少450個千分點，較女性減少360個千分點，減幅多90個千分點；
另觀察近十年來各性別總生育率，均以男性高於女性。

總生育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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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醫師人數差距大 年輕醫師性比例較低

111年底臺北市男性醫師1萬1,413人，為女性醫師4,971人之2.3
倍；其中男、女性醫師人數均以30至39歲人數最多，分別為2,500人及
1,600人；另性別差距以70歲以上男性醫師人數為女性之9.6倍差距最
大。

111年底醫師人員數

男性護理人員漸增 三十歲以下占六成
111年底臺北市男性護理人員1,322人，遠少於女性3萬329人，女

性護理人員為男性之23倍；另男、女性護理人員均以20至29歲最多，
分別為男性787人、女性8,681人，其次男性為30至39歲371人，女性則
為40至49歲8,519人。

111年底護理人員數

健康、醫療與照顧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說 明：包括西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說 明：包括護士及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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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癌症 不分男女

111年臺北市癌症粗死亡率男性為每十萬人239.26人，女性為每十
萬人182.78人；兩性前五大死亡原因均有氣管、支氣管和肺癌、結腸、
直腸和肛門癌、肝和肝內膽管癌及胰臟癌，死亡率均逾每十萬人12.7
人，另男性有前列腺癌死亡率每十萬人17.49人，女性有女性乳房癌死
亡率每十萬人30.01人。

111年前五大癌症粗死亡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安養機構進住男性多 養護機構進住女性多
111年底臺北市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男性為384人，女性482人居

多，分別較102年增加14人(3.78%)及191人(65.64%)；養護機構實際進
住人數男性1,688人，女性1,966人居多，分別較102年減少235人
(-12.22%)及234人(-10.64%)。

長者照護機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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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無分性別 女性志義工相對多

111年底臺北市環保志義工人數，男性1萬3,198人(占42.55%)，女
性1萬7,818人(占57.45%)為多數。若就教育程度結構分析，男、女性環
保志義工主要均以具高中職學歷者最多，分別為4,664人(占35.34%)及
6,628人(占37.20%)；與104年底比較，以具大學及專科教育程度者占
比增幅最大，男、女性分別增加7.49個及7.09個百分點。

環保志義工概況

在外如廁安心又便利 性別友善廁所好自在
111年底臺北市現有列管公廁之男、女廁便器個數分別為1萬5,394

個、1萬3,170個，至性別友善公廁之便器個數為5,246個，皆為各市縣
最多，另澎湖縣、連江縣及嘉義市設置性別友善公廁廁所便器少於300
個，同期各市縣均以男廁便器個數較女廁多。

111年底現有列管公廁之便器個數

資料來源：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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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投身消防大隊 義消人員男性居多

111年底臺北市義勇消防人員男性1,336人、女性617人，分別較
102年底增加281人(26.64%)、315人(104.30%)，顯示近十年臺北市義
勇消防人員以男性居多且遠多於女性，惟女性則呈逐年增加，且增加幅
度遠大於男性。

義勇消防人員數

捷運駕駛男性多 女性增加幅度大
111年底臺北市捷運駕駛員729人，其中男性562人(占77.09%)居

多、女性167人(占22.91%)，分別較102年底增加2人(0.36%)、23人
(15.97%)，顯示近十年臺北市捷運駕駛員以男性居多，惟女性增加幅度
大於男性。

捷運駕駛員人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環境、能源與科技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055 
1,336 

302 

617 
22.25 

31.59 

0

9

18

27

36

4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男性人數(左標) 女性人數(左標) 女性占比(右標)

%

年底

人

102年底
704人

111年底
729人

79.55%

20.45%

男性

女性

77.09%

22.91%

男性

女性

(560人)

(144人)

(562人)

(167人)



19

安全駕駛生命有保障 汽機車駕照男性居多

111年底臺北市領有汽車駕駛執照男性91.95萬張、女性70.86萬
張，分別較102年底增加2.33萬張(2.60%)、10.25萬張(16.91%)；同期
領有機車駕駛執照男性82.46萬張，與102年底比較張數相當、女性
47.27萬張，較102年底增加7.25萬張(18.12%)，近十年臺北市領有汽、
機車駕駛執照皆以男性居多。

領有汽機車駕駛執照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市區客運駕駛漸減 仍以男性客運駕駛居多
111年底臺北市市區客運業男性駕駛員3,486人、女性126人，分別

較110年底減少176人(-4.81%)、5人(-3.82%)，與102年底比較，則分
別減少1,106人(-24.09%)、增加5人(4.13%)，顯示近十年臺北市市區客
運業駕駛員以男性為大宗，惟長期而言男性駕駛員呈減少，女性則略
增。

市區客運業駕駛員人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環境、能源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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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齡普遍增 女性增幅比較高

111年臺北市初婚平均年齡男性34.1歲，較女性32.3歲高出1.8歲；
觀察同年六都之初婚平均年齡皆為男性高於女性，且兩性均以臺北市最
高，其次為新北市男性33.3歲、女性31.3歲，若與102年比較，六都女
性增幅皆大於男性，又男性以臺北市增加0.9歲較多，女性則以臺北市
及桃園市增加1.2歲較多。

六都初婚平均年齡

資料來源：內政部(按發生日期統計)。

亞洲都市女性多 男女人口未均衡
110年底國際主要都市人口大多以女性居多，如：臺北(性比例

90.89)、雪梨、北京、柏林、新加坡、維也納、倫敦、首爾、大阪、聖
保羅、巴塞隆納及香港等，另舊金山(性比例104.88)則以男性人口居
多，蘇黎世性比例100.45，顯示其男、女性人口較為相當。

110年底國際都市人口性比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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