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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底全國平均年齡為 39.0 歲，桃園縣(以下簡稱本縣)平均年齡為 36.8 歲，其

中男性平均年齡為 36.4 歲，女性平均年齡為 37.2 歲，與 5 都相較，均為最年輕，顯

示本縣產業動能充沛，人力資源雄厚。 

 

 

101 年底 6 都平均年齡 

 

 

101 年底本縣戶籍人口中，男性為 102.1 萬人，女性為 100.9 萬人，本縣戶籍人

口性比例由民國 92 年底之 104.7，逐年降至民國 101 年底之 101.1，顯示本縣人口性

別結構，有愈見均衡之趨勢。 

 

 

戶籍人口及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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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2至101年期間，本縣0至14歲幼年人口性比例變動不大，且各年均大於109，

顯示幼年人口男性多於女性；15 至 64 歲青壯年人口性比例則大多略低於 100；另依

內政部統計，近年桃園縣女性零歲平均餘命(平均壽命)較男性增加為多，致 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性比例降為 101 年底 98.3。 

 

人口結構性比例 
 

 

101 年底本縣原住民人口 62.8 千人中，男性有 30.2 千人，女性有 32.6 千人。觀

察近 10 年本縣原住民人口，女性人口數增加 47.0%，男性人口數增加 41.5%，性比例

則由 92 年 96.3 逐年降至 101 年 92.7，根據內政部統計，近年我國原住民女性零歲平

均餘命(平均壽命)均較男性為多，致長期以來原住民女性人口多於男性。 

 

原住民人口及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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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底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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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底本縣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男性有偶比率為 52.1%、女性 51.7%，分

別較 92 年底減少 4.4 及 5.6 個百分點，兩性未婚及離婚比率則相對增加。另本縣女性

平均壽命高於男性 6歲，加上女性平均結婚年齡亦比男性早 3歲，致女性喪偶占 8.4%，

為男性喪偶占 1.8%之 4.7 倍。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101年底本縣外籍配偶(含大陸、港澳地區)達5.1萬人，其中女性4.7萬人，占92.1%，

男性 0.4 萬人，占 7.9%；若按國籍別觀察，女性外籍配偶以大陸、港澳區占 65.1%最

多，併計越南籍(17.6%)及印尼籍(8.9%)，三者合計超過 9 成；男性外籍配偶則以大

陸、港澳地區占 53.5%最多，泰國 18.4%次之。 

 

101 年底外籍配偶按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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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縣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持續下降，99 年降至 1.0 人歷史最低；100 年因建國

百年結婚潮帶動生育率，加上本縣陸續推動各項生育補助政策，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回

升至 1.1 人，又 101 年適逢龍年，出生嬰兒數 1 萬 9,866 人，總生育率續攀至 1.2 人，

創近 7 年新高。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及出生嬰兒數 
 

 

依照自然法則，出生嬰兒性比例約介於 103 至 107 之間。依本縣出生嬰兒胎次別

觀察，近年在較高胎次出生嬰兒仍有性別篩選傾向，第 3 胎以上均高於 107，惟自 99

年衛生署建立醫療院所出生嬰兒性比例監測機制後，已逐年趨近平衡；101 年第 1 胎

性比例 105，第 2 胎 106，第 3 胎以上 107，均落在自然法則區間，顯示出生嬰兒性別

失衡情形已明顯改善。 

出生嬰兒胎次別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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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底本縣寄養家庭 44 家，兒少寄養人數共 76 人，其中男性 35 人，女性 41

人，兩性皆較 93 年底大幅減少；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 9 家，收容人數共計 253 人，其

中男性 139 人，女性 114 人，與 93 年底相較，兩性皆大幅增加。 

 

 

兒少寄養與安置及教養機構收容人數 
 

 

101 年底本縣獨居老人共 2,312 人，其中男性 1,282 人，占 55.4%，女性 1,030

人，占 44.6%。觀察 10年來資料，男性獨居老人由 92年底 1,835人減至 101年底 1,282

人，減少 30.1%，女性則因平均壽命較男性為高，且高齡女性死亡率亦較男性為低，

女性獨居老人由 92 年底 361 人增至 101 年底 1,030 人，增加 185.3%。 

 

需關懷之獨居老人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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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底本縣身心障礙人口計 8 萬 908 人，其中男性 4 萬 7,001 人，占 58.1%，

女性 3 萬 3,907 人，占 41.9%；依年齡觀察，各年齡組皆呈男性多於女性，且因早年

醫療資源及技術之不足，兩性身心障礙者皆以 60 歲以上人數最多，45 至 59 歲居次，

與 92 年相較，兩性各年齡組人數皆增加。 

 

身心障礙者年齡分布 
 

 

自 94 年起，社會救助法經多次修法放寬最低生活費、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工作

收入與能力及家庭財產計算範圍，使低收入戶人數逐年增加，101 年底本縣低收入戶

人數計 1 萬 5,185 人，其中男性 7,543 人，女性 7,642 人，較 92 年底分別增加 3,866

及 2,128 人，男性占比則由 40.0%升至 49.7%，顯示近年本縣兩性低收入戶人數愈趨

相當。 

低收入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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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本縣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者共 1,839 人，其中男性 155 人，女性 1,394

人；依給付種類分析，以子女生活津貼 1,528 人最多，男女分別占 8.8%及 91.2%，其

次為緊急生活扶助 300 人，男女分別占 7.0%及 93.0%，兒童托育津貼 11 人則全為女

性，顯示本縣接受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之申請人以女性為主。 

 

101 年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人數 
 

 

101 年底本縣社福志工人數共 1 萬 2,403 人，其中男性 3,741 人，占 30.2%，女性

8,662 人，占 69.8%。依身分別觀察，男性以工商界人士占 38.3%最多，其次為學生

19.5%及退休人員 19.1%，女性中，因家庭管理之時間較為彈性，擔任志工人數者達

3,100 人，占 35.8%最多，其次為工商界人士 26.0%及退休人員 12.8%。 

 

101 年底社福志工身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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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中等學校以下教師以女性為主，女性教師大致隨著教育階段提高而遞減，101

學年度國中、小女性教師約占 7 成，至大專院校則降至 3 成左右；女性校長比率在各

教育階段均不及 5 成，其中以國中逾 4 成為最高，大專院校則無女性校長；與 97 學年

度相較，女性教師比率除國中外，皆略有增加，女性校長比率則於國小及高中兩階段

成長幅度較多。 

各級學校女性教師及校長比率 
  

 

近年本縣各級學校學生皆呈男多於女之現象，幼稚園及國中、小學生性比例約為

110；另因護校改制升格為專科之故，致 101 學年度高中、職性比例升至 113.2，大專

院校則降至 109.1；101學年度博士班學生性比例雖仍高達 327.0，惟與 92學年度 517.6

相較，顯示女性繼續攻讀高等教育(大專以上)者已明顯增加。 

 

各級教育學生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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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縣國中、小中輟學生數均男多於女，100 學年度中輟學生合計 669 人，其

中男中輟生 349 人，女中輟生 320 人(占 47.8%)，均較 99 學年度增加，且女中輟生

所占比率有漸次增加之勢，其比率上升之現象應加以關注，並加強國中、小學生之中

輟預防及關懷輔導。 

 

國中、小中途輟學學生數 
 

 

101 年底本縣 60 至 64 歲女性有 9.5%具高等教育程度，較同年齡層男性低 15.0

個百分點；隨高等教育普及與教育層面落實性別平等觀念，女性受高等教育者隨年齡

層降低逐漸遞增，34 歲以下各年齡層已超過男性，25 至 29 歲女性更高於男性 3.9 個

百分點；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及兩性學歷落差反轉，將影響就業、婚姻等社經層面，其

後續連帶效應值得關注。 

101 年底年齡別具高等教育程度比率 
 

 

0 

~ ~ 

 782   784  

 644  
 605  

 495   498  

 579  

 669  

46.2  

48.1  

43.0  

46.4  

46.7  

44.4  

46.6  

47.8  

40

45

50

55

60

0

250

500

750

1,00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中輟學生數 女中輟生所占比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 

人 % 

學年度 

0 

~ 
~ 

65.2  

58.0  

54.1  

45.8  

37.8  

31.6  
27.7  

24.5  

69.2  

59.7  

52.1  

40.1  

27.6  

18.1  

12.7  
9.5  

0

20

40

60

80

25至29 30至34 35至39 40至44 45至49 50至54 55至59 60至64 

男 女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 

歲 

教 育 

10 



 
 

101 年本縣男性勞動參與率較 100 年微幅上升 0.1 個百分點至 67.1%，女性則持

平在 51.8%。觀察 10 年來本縣勞動參與率變化，女性較 92 年增加 2.8 個百分點，而

男性則下降 0.2 個百分點，可見女性就業機會與經濟自主性增加，使女性勞動參與率

呈逐年上升趨勢。 

 

勞動參與率 
 

 

觀察 101年本縣就業者行業結構，男性以工業占 53.3%為主，服務業占 45.2%居

次；女性則以服務業 61.0%最多，工業占 38.5%次之。與 92年相較，受我國產業轉型

影響，兩性從事農林漁牧業之比率均下降，從事服務業比率皆上升，其中又以女性上

升達 4.5個百分點。 

 

就業者行業結構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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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101 年本縣就業者職業結構分析，兩性皆以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占比最高，分別為 44.4%與 26.3%，男性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20.2%居次，女

性則以事務支援人員占 23.9%居次。探究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占比，女性由 92

年 1.2%增至 101年 1.4%，顯示女性職場上權力及影響力略有提升。 

 

101年就業者職業結構 
 

 

觀察近年本縣失業率，男性多高於女性，98 年因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兩性失業率

皆創新高，其後在景氣逐漸回溫下，兩性失業率均逐年下降，全縣失業率由 98 年之

6.0%下降 1.7個百分點至 101年 4.3%，其中男性由 6.6%下降 2.0個百分點至 4.6%，

女性則由 5.2%下降 1.3個百分點至 3.9%。 

 

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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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本縣兩性各年齡別失業率均以 15 至 24 歲為最高，男性為 13.1%，女性為

12.7%，又 45 至 64 歲兩性失業率差距達 1.3 個百分點最大。因近年經濟衰退，畢業

生求職時間拉長，使 15至 24歲男女失業率分別較 92年高出 1.0個百分點及 3.8個百

分點。 

 

年齡別失業率 
 

 

探究101年本縣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力市場之原因，男性以求學及準備升學為主，

占 39.3%，而女性則以料理家務為主，占 50.2%，惟在傳統觀念改變下，女性因料理

家務無法投入職場之比率，已較 92年減少 7.0個百分點。 

 

 

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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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由於男性勞動參與率較高，與就業身分有關之勞工保險投保人數均呈男多

於女，101年底本縣勞工保險投保人數 85.1萬人，其中男性 46.5 萬人，女性 38.6萬

人，與 92年底相較，男性投保人數增 26.3%，女性增 21.2%，性比例則由 115.4上升

至 120.2。 

 

勞工保險投保人數與性比例 

 

 

本縣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傷病給付件數，由 92 年 3,082 件增至 101 年 4,217 件，

增加率為 36.8%，男性件數均較女性為多，主要係男性工作危險性較高所致；給付金

額方面，約由 92 年 1.2 億元增至 101 年 2.0 億元，增加率為 61.6%，10 年來兩性給

付金額均呈上升之勢，顯示職災照護與補償之改善。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傷病給付概況 
 

 

36.8  

38.9  

37.4  

40.0  

42.4  

40.9  41.2  

44.3  

46.4  46.5  

31.9  

33.5  

36.5  

34.4  

33.0  
32.4  

34.2  

36.7  

38.4  38.6  

115.4  116.3  

102.6  

116.2  

128.4  
126.0  

120.6  120.8  120.9  120.2  

80

100

120

140

 30

 35

 40

 45

 50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男(左軸) 女(左軸) 性比例(右軸) 萬人 女＝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 
0 

~ ~ 

0 
年底 

 2,291 

 2,587 
 2,470 

 2,733 
 2,608 

 2,813 

 2,621 

 2,897  2,907  2,848 

 791 
 941  962 

 1,079  1,113 
 1,251 

 1,057 
 1,236  1,277  1,369 

96.2  
100.2  

104.5  
113.7  115.5  

130.5  128.5  
132.6  

142.8  139.5  

26.6  35.0  36.6  40.3  41.3  44.9  42.8  46.4  
55.5  

59.0  

0

30

60

90

120

150

0

1,000

2,000

3,000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男性給付件數(左軸) 女性給付件數(左軸) 

男性給付金額(右軸) 女性給付金額(右軸)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百萬元 件 

14 

就 業 



 
 

101 年本縣立法委員共 6 人，其女男比例為 1 比 2；縣議員共 60 人，其女男比例

為 1 比 1.5；本府一級機關首長以上人員(含縣長、副縣長、秘書長、參事、顧問、參

議等)共 48 人，其女男比例約為 1 比 5.9；鄉鎮市長則全為男性，顯示本縣政治參與仍

以男性為主。 

 

101 年社會政治參與人數 
 

 

本縣各級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均以女性居多，101 年男性為 1 萬 77 人，女性為 1

萬 3,562 人，分別較 100 年增加 37 人及 393 人，性比例為 74.3，兩性人數皆穩定增

加，且女性相對增加較多，性比例有逐年降低之趨勢。 

 

 

公教人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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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 99年本縣鄉鎮市民代表(第 19屆)選舉結果觀之，男性及女性代表分別為 164

人及 61 人，共計 225 人，女性僅占 27.1%，其女男比例為 1 比 2.7，性比例為 268.9，

除八德市之女性代表高於男性外(僅多 1 人)，餘均為男性代表為主。 

 

 

99 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結果概況 

 

 

綜觀本縣各類選舉投票率情形，除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女性較男性高 0.6 個百

分點外，餘各項投票率則男性較女性高，以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男性高於女性 4.3 個

百分點為最，次為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2.4 個百分點，再次為第 16 屆縣長選舉 1.3

個百分點，並顯示隨時間變化，男性與女性之投票率差距有縮小之勢。 

 

各類選舉投票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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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本縣全般刑案被害人共計1萬3,655人，較100年1萬4,471人，減少5.6%，

其中男性占 60.8%，女性占 39.2%。依各類犯罪之被害人性別結構觀察，女性被害人

以妨害風化及妨害性自主案件占 96.4%為最高，強盜搶奪案件占 47.9%次之；男性被

害人則以殺人及傷害案件占 68.9%為最高，恐嚇取財案件占 64.8%次之。 

 

101 年各類犯罪被害人性別結構 
 

 

近年來在加強各類性侵害案件通報管道政策下，通報件數呈上升趨勢，101 年本

縣通報件數 1,542 件，較 94 年 517 件增加近 2 倍。依被害人性別分析，歷年均以女性

占多數，惟女性被害人比率已由 94 年 93.2%降至 101 年 87.1%，反之，男性被害人

則有逐年增加之勢。另依加害人性別分析，101 年本縣性侵害案件加害人計 1,283 人，

其中男性 1,139 人，占 88.8%。 

性侵害通報案件數及女性被害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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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本縣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數 9,431 人，較 100 年 8,399 人增加 12.3%，其

中女性被害人占 70.9%。依家庭暴力通報案件類別觀察，親密關係伴侶(含離婚與同居)

施加暴力（即婚姻暴力）為婦女主要受暴類型，共計 3,976 件，占此類被害人 89.2%，

因此在防治工作上，宜強化兩性平等教育與女性獨立自主、自我保護的意識。 

 

101 年家庭暴力各類型案件通報被害人數 
 

 

101 年本縣少年犯罪人口率為每 10 萬人口 528.4 人，男、女性少年犯罪人口率分

別為每 10 萬人口 866.1 人及 159.9 人。依主要犯罪類型觀察，近年無論暴力或竊盜案

件，少年犯罪率男性皆遠高於女性；與 92 年相較，男女少年犯罪率皆下降，暴力案件

男性由 144.4 人降至 55.2 人，女性由 10.1 人降至 5.8 人；竊盜案件男性由 605.1 人降

至 294.0 人，女性由 160.8 人降至 59.1 人。 

少年犯罪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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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本縣縣民 10大死因中，男性死亡率以癌症每 10萬人口 180.4 人居首，占

所有死亡原因 26.5%，心臟疾病 80.8人居次，占所有死亡原因 11.9%。女性死亡率亦

以癌症每 10 萬人口 106.0 人居首，占所有死亡原因 26.7%，心臟疾病 45.4 人居次，

占所有死亡原因 11.4%。 

 

101年主要死因概況 
單位：人/10萬人口 

序 
位 

男性 女性 

死亡原因 死亡率 死亡原因 死亡率 

 所有死亡原因 679.7 所有死亡原因 396.8 

1 惡性腫瘤（癌症） 180.4 惡性腫瘤（癌症） 106.0 

2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80.8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45.4 

3 腦血管疾病 53.5 腦血管疾病 32.8 

4 肺炎 39.7 糖尿病 30.5 

5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37.4 高血壓性疾病 21.0 

6 事故傷害 35.0 肺炎 19.0 

7 糖尿病 31.1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12.6 

8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28.0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11.9 

9 高血壓性疾病 24.5 事故傷害 11.6 

10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20.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9.2 

  其他 148.6 其他 96.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01年本縣癌症死亡原因中，無論男女均以氣管、支氣管和肺癌居首，死亡率分

別為每 10萬人 39.4人及 19.0人，占所有癌症死亡原因 21.9%及 17.9%。男性以肝和

肝內膽管癌 31.2人居次，占所有癌症死亡原因 17.3%；女性以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14.9

人居次，占所有癌症死亡原因 14.1%。 

 

101年主要癌症死因概況 

單位：人/10萬人口 

序 
位 

男性 女性 

癌症死亡原因 死亡率 癌症死亡原因 死亡率 

 惡性腫瘤（癌症） 180.4 惡性腫瘤（癌症） 106.0 

1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39.4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19.0 

2 肝和肝內膽管癌 31.2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14.9 

3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19.4 女性乳房癌 14.9 

4 口腔癌 14.5 肝和肝內膽管癌 11.9 

5 胃癌 11.5 胃癌 7.0 

6 食道癌 9.2 胰臟癌 5.6 

7 前列腺(攝護腺)癌 8.7 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 4.7 

8 胰臟癌 7.0 卵巢癌 3.6 

9 白血病 5.0 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3.0 

10 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4.8 白血病 2.3 

  其他癌症 29.6 其他癌症 19.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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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本縣公共運輸使用率為 12.5%，較 98年之 11.9%增加 0.6個百分點，其中，

男性公共運輸使用率為 10.4%，較 98年之 9.9%增加 0.5個百分點，女性為 14.8%，

較 98年之 14.1%增加 0.7個百分點，近年女性公共運輸使用率均高於男性，101年男

女差距達 4.4個百分點。 

 

公共運輸使用率 
 

 

101 年本縣市區客運駕駛員 467 人，較 100 年增加 33 人，其中，男性及女性分

別為 462人及 5人，占 98.9%及 1.1%，顯示本縣市區客運駕駛員以男性為主，且性別

比率差距相當懸殊。 

 

 

市區客運駕駛員性別比率 
  

 

 

男 

98.9% 
(462人) 

女 

1.1% 
(5人) 

11.9 11.8 12.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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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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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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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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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

14

16

98 99 100 101

桃園縣 男 女 

資料來源：交通部。 

% 

年 
0 

100年 
101年 

男  

98.6% 
(428人) 

女   

1.4% 
(6人) 

資料來源：本府交通局。 

10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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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性別圖像 

發 行 者：桃園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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