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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法務局「111年訴願案件」性別分析 

一、前言 

    訴願法第1條明定人民對於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

違法或不當，或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於法定期

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提起

訴願。依據行政院111年度全國訴願業務報告，本府收案量

2,050件為全國最多；結案2,034件且均於3個月內審決亦為

全國之最，足見本府於訴願業務之努力。復據本局統計，

本府111年審結1,893件訴願案件。為探究上開訴願案件中

是否存有性別差異，本局以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辦結案件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期由

上開分析結果，檢討相關政策性別盲點，以建構本市成為

性別友善之城市。 

    另本報告因缺乏母數故其分析有其侷限性，因本府未

就訴願標的(即裁罰件數之男女數量、申請補助件數之男女

數量等)有所統計，爰無從自裁處件數之男女人數，再觀察

申請訴願之男女人數；或自補助件數之男女人數，再觀察

被拒絕申請之男女人數，推斷出訴願性別分析之全貌，併

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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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訴願案件性別統計情形 

（一）統計期間：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二）訴願人性質：訴願人為自然人之訴願案件計1,279件

（不含法人及訴願人為複數之案件）。 

(三) 性別統計面向：包含訴願案件數、訴願案件類型、訴

願程序及訴願決定結果等4面向。 

1.訴願案件數性別統計： 

男性：750人；女性：529人；性別比例為58.64%：

41.36%。 

 

圖一：不同性別訴願人案件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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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訴願案件類型性別統計 

表一：訴願案件類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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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男性訴願案件類型百分比圓餅圖 

圖三：女性訴願案件類型百分比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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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訴願案件類型性別比較圖 

 

圖五：訴願案件類型百分比比較圖(類型案件/該性別訴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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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訴願程序性別統計 

表二：訴願程序言詞辯論性別統計表 

 

表三：111年訴願程序陳述意見性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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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10年訴願程序陳述意見性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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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訴願決定結果性別統計 

表五：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 

 

 

 

 

 

表六：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都發類） 

 

表七：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社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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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勞工類） 

 

表九：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警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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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工務類） 

 

 

三、統計差異分析與探討 

(一)訴願案件數性別統計： 

本期訴願案件訴願人性別比例為58.64%(男)：

41.36%(女)，與本市總人口性別比例48.02%(男)：

51.98%(女)（依據本府民政局統計110年男女人口總數

計算）有明顯差別，惟在缺乏母數(不同性別受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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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補助案申請之數據，以及該不服行政處分或被駁回

補助案之性別比例)狀況下，尚難推論出男性提起訴願

之意願顯高於女性。 

(二)訴願案件類型性別統計： 

不同性別訴願人提起案件係以「都發」、「社會」以

及「工務」等三類依序為多，惟除上開三類案件外，

男性以「警察」類型案件居第四，女性則以「環保」

類型案件為第四，細繹不同性別提起案件類型之比率

以觀，女性就都發類型案件提起訴願之件數，占本期

「都發」訴願案件之54%、「社會」類案件則為

49.30%；另以女性訴願人就「都發」以及「社會」兩

類型所提訴願案件占女性提起訴願案件之比率達

52.74%，而男性僅占該性別提起訴願件數之33.33%，

顯見女性訴願人所提訴願有集中於「都發」以及「社

會」兩類，且集中情形高於男性之趨勢。 

上開都發類訴願案由大宗為違反建築法、住宅租金補

貼及一般陳情案；社會類訴願案大宗為老人保護安置

費用、防疫補償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

法；工務類訴願案由大宗為違反臺北市公園自治管理

條例之停車規定；警察類訴願案由大宗為交通違規檢

舉及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環保類訴願案由大宗則為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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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訴願程序性別統計部分： 

關於訴願程序之主張，依訴願法第63條規定，訴願就書

面審查決定之，如訴願人提出申請，本府訴願審議委員

會委員認為訴願案件事實尚待釐清，或訴願案件存有法

律上爭議，即有「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之可能，

合先敘明。 

以本次調查結果，依「表三」統計，男性訴願人陳述意

見件數占該性別提起訴願案件之比率1.60%高於女性

0.38%，是女性就訴願案件言詞表示意見之意願似較男

性為低。 

(四)訴願決定結果性別統計部分： 

由「表四」可知訴願決定案件之性別統計分析，女性

訴願人之訴願案件決定不受理者共142件，占所提訴願

案件之比率為26.84%，低於男性訴願人訴願案件決定

不受理之248件、33.07%；另駁回部分，女性訴願人所

提訴願案件決定遭駁回者共345件，占所提訴願案件之

比率為65.22%，比率雖較男性訴願人訴願案件遭駁回

者高，但件數較男性訴願人遭駁回者449件為低。另參

考表五至表十，如以近年來本府受理訴願案件較多之

都發、社會、勞工、警察及工務類型分析訴願決定結

果，除警察類案件有明顯男性訴願人較多之情形外，

其餘類型案件決定結果部分男女訴願人約莫持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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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明顯差異。 

四、結論 

本府每年均有上千人次訴願人提起訴願以維護權利，本

局就本府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受理訴願案件以

訴願案件數、案件類型、程序權利件數及訴願決定結果進

行分析，獲得以下結果及建議： 

(一) 以提起訴願案件數觀之，男性提起訴願之比例高於女

性。惟在缺乏不同性別受行政處分或補助案申請之

數據，以及該不服行政處分或被駁回補助案之性別

比例，再加上訴願提起之性別比例，尚難推論出男

性提起訴願之意願顯高於女性。建議爾後可由主管

機關統計上開行政處分或補助准駁等之相關性別比

例數據，再藉以觀察後續提起訴願之性別比例，方

得做較正確的推斷。 

(二) 觀察訴願程序之主張，男性訴願人陳述意見或言

詞辯論之比例高於女性，除因111年度受疫情影

響，相關件數較往年下滑，導致數據過少，有待

持續觀察疫情結束後狀況外，本局將持續向訴願

人宣導可申請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以本次調查

結果另加上110年度的「陳述意見」及「言詞辯

論」統計資料，110年度與111年度各有男性及女

性訴願人申請陳述意見案就多之情形，考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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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後，可認本府並無特定行政作為減少特定性

別進行陳述意見之機會，反之確實以訴願案件是

否存在事實晦暗不明或法律適用有疑義之狀況做

為是否進行陳述意見之依據，與性別無涉。 

 (三) 關於訴願決定結果部分未見明顯差異，蓋本府訴願

審議委員會係以訴願案件之事實與適用法律進行準

司法程序之審查，性別並非審查案件時所據以作為

決定之判斷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