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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 5 屆本縣民意代表當選人數，第 8 屆立法委員男女當選人數分別為 4 及 2

人，女性占比33.3%；第17屆縣議員男女當選人數分別為36及24人，女性占比40.0%；

第 19屆鄉鎮市民代表男女當選人數分別為 164及 61人，女性占比 27.1%，民意代表

女性占比皆呈遞增之勢，且立法委員及縣議員女性占比均逾 30%，顯示本縣女性從政

比率提高。 

近 5屆民意代表當選人數概況 

 

 

102 年底本縣各級機關學校公教人員數 2萬 4,055人，其中男性為 1萬 112人，

女性為 1萬 3,943人，分別較 101年底增加 35人及 381 人，性比例為 72.5，兩性人

數皆穩定增加，惟女性增幅較大，性比例有逐年降低之趨勢。 

 

 

公教人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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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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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 女＝100 

~ ~ 
~ ~ 

0 0 

年底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 

註：公教人員數統計範圍包含縣議會、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鄉鎮市民代表會及鄉鎮市公所所屬機關。 



 
 

觀察近年本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監事女性占比，102 年董事女

性比率 29.1%，較 101年減少 2.2個百分點，整體呈微幅遞減之勢；監事女性比率 30.0%，

較 101 年增加 1.4 個百分點，整體呈遞增之勢，顯示本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雖以男性為主，但女性參與監事情形已明顯改善。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監事女性比率 

 

 

102 年底本縣營利事業家數 9 萬 9,035 家，負責人為男性者 6 萬 4,179 家，占比

約 6成 5，為女性者 3萬 4,856家，約占 3成 5；按行業別觀察，農林漁牧業及工業女

性負責人比率均低於 3成，服務業女性負責人 37.8%，其中又以住宿及餐飲業之 48.1%

最高，顯示本縣女性經營之行業與男性存有差異。 

 

102年底營利事業家數負責人性別結構 
 

 

32.6  
34.3  

39.6  40.7  

34.7  35.7  

41.8  

31.1  31.3  

29.1  

13.0  

8.0  

11.5  

14.8  

20.8  20.0  

33.3  
31.0  

28.6  

30.0  

0

10

20

30

40

5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年 

董事 監事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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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年本縣就業人口之變動，由 93 年之 78.1 萬人逐升至 102 年之 95.5 萬人，

其中男性由 44.6 萬人增至 52.8 萬人，女性則由 33.4 萬人增至 42.7 萬人，進一步觀察

性別之分布，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及服務業興起，提供女性更多的工作機會，就業人口

女性占比由 93 年之 42.8%上升 1.9 個百分點至 102 年之 44.7%。 

 

就業人口 
 

 

觀察 102 年本縣就業者行業結構，女性從事工業之比重較男性低 15.7 個百分點，

從事服務業之比重較男性高 16.6 個百分點。與 93 年相較，受我國產業轉型影響，帶

動女性就業機會增加，服務業女性從業比重上升達 3.4 個百分點。 

 

 

就業者行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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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註：合計與細目加總未符者係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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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細目總和不等於 100%，係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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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縣兩性就業者職業均以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最多，分別為

男性 24.6 萬人與女性 10.7 萬人。分析各職業性別差異，女性在事務支援人員、服務

及銷售工作人員多於男性，專業人員則與男性相當。又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占

比較 93 年增 3.0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職場上權力及影響力略有提升。 

 

102 年就業者職業結構 
 

 

102 年本縣勞動力人口計 99.8 萬人，勞動參與率為 59.6%，其中男性勞動力人口

有 55.5 萬人，男性勞動參與率為 67.5%，女性勞動力人口有 44.3 萬人，女性勞動參

與率為 51.9%。觀察近年變化，女性勞動人口較 93 年增 9.7 萬人，勞動參與率提升

2.5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勞動市場擴增速度較男性快。 

 

勞動參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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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納稅人性別觀察，102 年本縣地價稅開徵戶數計 71.1 萬戶，

其中男性納稅人占 51.8%，女性占 48.2%；房屋稅開徵戶數計 87.5 萬戶，其中男性納

稅人占 52.6%，女性占 47.4%。與 6 都相較，本縣地價稅及房屋稅女性納稅人占比皆

僅次於新北市與臺北市。 

 

102 年 6 都地價稅及房屋稅女性納稅人比率 
 

 

歷年來由於男性勞動參與率較高，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

人數均呈男略多於女，102 年底主要社會保險被保險人中，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85.9

萬人居冠，女性占 45.8%，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60.8 萬人居次，女性占 45.4%，而公教

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計 4.4 萬人，呈女多於男，女性占 51.5%。 

 

102 年底主要社會保險被保險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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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通報個案計 1,409 人，其中男童 931 人，占

66.1%，女童 478 人，占 33.9%。觀察近年資料，男童由 93 年之 485 人增至 102 年

之 931 人，女童則由 243 人增至 478 人，人數皆呈倍增，顯示政府及社會各界對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療育之重視。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通報個案 
 

 

102 年底本縣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計 2,447 人，占老年人口之 1.3%，其中男性

1,285 人，占 52.5%，女性 1,162 人，占 47.5%。再依其身分別分，屬於一般老人者，

男女占比分別為 43.5%及 61.6%；中（低）收入戶身分者占比分別為 26.5%及 26.4%，

榮民者，占比分別為 30.0%及 12.0%。另 102 年共提供獨居老人服務約 39.1 萬人次，

以餐飲服務、居家服務、電話問安為主。 

102 年底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身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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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底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計 7 萬 6,175 人，占總人口比率 3.7%，

其中男性 4 萬 4,178 人，占 58.0%，女性 3 萬 1,997 人，占 42.0%；依障礙等級觀察，

男女均以輕度最多，占比分別為 40.6%及 36.3%，差距 4.3 個百分點，中度次之，占

比分別為 31.7%及 31.6%，差距 0.1 個百分點。 

 

102 年底身心障礙者障礙等級 

 

 

 

隨著政府部門對社會福利之重視與落實，本縣社會工作專職人員數亦隨之逐年增加，

102 年底本縣社會工作專職人員計 731 人，較 93 年底之 158 人增加 3.6 倍，其中女性

617 人，占 84.4%，較 93 年底增加 4.0 個百分點，近年女性占比均逾 8 成，遠較男性

為高。 

 

社會工作專職人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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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縣 93 及 102 年底之人口金字塔觀察人口年齡結構，幼年人口(0~14 歲人口)

比率減少，老年人口(65 歲以上人口)比率增加，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現象日益顯著。 

 

93 年底人口金字塔 

 

102 年底人口金字塔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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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底本縣戶籍人口中，男性為 102.7 萬人，女性為 101.9 萬人。本縣戶籍人

口性比例由民國 93 年底之 104.3，逐年降至民國 102 年底之 100.9，顯示本縣人口性

別結構比例，有越來越接近之趨勢。 

 

 

戶籍人口及性比例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及環境衛生等生活品質的改善，本縣零歲平均餘命(簡稱平均

壽命)逐年提高，由 92 年之 77.7 歲，延長至 101 年之 79.7 歲，其中女性平均壽命為

82.8 歲，男性則為 76.9 歲，女性比男性壽命多 5.9 歲，且較 92 年差距擴大。 

 

     

平均壽命 

 

戶籍人口及性比例 

 

 

人口、婚姻與家庭 

9 

0 0 

94.6  
95.8  

97.2  98.1  
99.1  

99.9  
100.9  101.4  

102.1  
102.7  

90.7  
92.2  

93.9  
95.3  

96.7  
98.0  

99.3  
100.0  

100.9  
101.9  104.3  

100.9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75

85

95

105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男(左軸) 女(左軸) 性比例(右軸) 萬人 女=100 

年底 
資料來源：內政部。 

~ ~ 
~ ~ 

0 0 

77.7  77.9  78.0  78.3  78.6  
79.0  79.3  79.5  79.6  79.7  

75.5  75.6  75.6  75.7  76.0  
76.4  

76.7  76.8  76.9  76.9  

80.6  80.9  81.0  
81.6  81.8  

82.3  82.5  
82.8  82.8  82.8  

72

74

76

78

80

82

84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桃園縣 男性 女性 

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平均壽命係以各年前推3年之人口資料編算而得，如92年資料係由90至92年資料編算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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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底本縣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男性有偶比率為51.9%、女性51.4%，分別

較93年底減少4.0及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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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命約高於男性5.9歲，加上女性平均結婚年齡亦比男性早2.5歲，致女性喪偶占8.6%，

為男性喪偶占1.8%之4.8倍。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102 年底本縣外籍配偶(含大陸、港澳地區)計 5.3 萬人，其中女性 4.9 萬人，占

91.8%，男性僅 0.4 萬人，占 8.2%；若按國籍別觀察，女性外籍配偶以大陸、港澳地

區占 65.3%最多，併計越南籍(17.6%)及印尼籍(8.7%)，三者合計超過 9 成；男性亦

以大陸、港澳地區占 53.2%最多，泰國 17.4%次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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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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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人，又 101 年適逢龍年，續攀至 1.24 人，創近 7 年新高，惟龍年效應一過，

102 年降至 1.00 人。另 35 歲以上生母生育第 1 胎比率從 96 年 6.4%增至 12.4%，顯

示高齡產婦比率有逐年增高之勢。 

生育狀況 

 

     

本縣近 7 年出生嬰兒性比例約介於 105 至 111 之間，按胎次別觀察，102 年第 1

胎性比例 113，第 2 胎 106，前 2 胎合計約占新生兒 9 成，第 3 胎以上出生嬰兒性比

例向來偏高，為改善性別失衡現象，衛生福利部(原衛生署)自 99 年建立醫療院所出生

嬰兒性比例監測機制，102 年第 3 胎以上性比例已降至 108。 

 

出生嬰兒胎次別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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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係指平均每位育齡(15 至 49 歲)婦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數。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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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大致隨著學校級別愈高而女性比率遞減。在教師方面，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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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級學校均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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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職外，皆略有增加，女性校長比率則於國小及高

中成長幅度較大。 

各級學校女性教師及校長比率 

   

近年本縣各級學校學生皆男多於女，國中、小學生性比例約為 110；另因護校改

制為專科之故，致 102 學年度高中、職性比例升至 112.3，大專院校則降至 106.5；102

學年度碩、博士班學生性比例分別為 193.7 與 310.1，均較 93 學年度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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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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底本縣 15 歲以上縣民，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上之男性比率高於女性，其

中又以研究所以上男性占 6.8%，女性占 3.7%，相差 3.0 個百分點最大；國中、小則

女多於男，其中男性占 20.8%，女性占 27.0%，相差 6.2 個百分點，而自修及不識字

比率亦女高於男，應係早期女性受教育機會受限所致。 

 

102 年底 15 歲以上縣民教育程度 
 

 

102 學年度本縣國中、小學生人數共 21 萬 9,051 人，其中新移民子女數 2 萬 3,877

人，占 10.9%，若觀察近年本縣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皆男多於女，尤以國小

階段差距較大，近年性比例皆約 110，另國中階段之性比例變動幅度較為明顯，95 學

年度為 106.9，至 102 學年度降為 104.6。 

 

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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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縣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共計 1 萬 5,627 人，較 101 年 1 萬 5,339 人，增

加 1.9%，其中男性 13,168 人(占 84.3%)，女性 2,459 人(占 15.7%)。依嫌疑犯性別

結構觀察，歷年均以男性占多數，又近 5 年兩性嫌疑犯人數多呈下降趨勢，男性由 97

年 1 萬 8,457 人減少至 1 萬 3,168 人，女性則由 3,086 人減少至 2,459 人，減幅分別

為 28.7%及 20.3%。 

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嫌疑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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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

縣通報件數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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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85.0%，反之，男性被害人

則有逐年增加之勢。 

 

性侵害通報案件數及女性被害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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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縣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數 1 萬 812 人，較 101 年 9,608 人增加 12.5%，

其中除性別不詳 214 人外，女性被害人共有 7,345 人占 69.3%，性比例為 44.3。依被

害人性別分析，歷年均以女性占多數，惟被害人之性比例已由 94 年 18.8 增加至 102

年 44.3，顯示家庭暴力案件男性被害人有逐年增加之勢。 

 

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被害人數及性比例 
 

 

102 年本縣少年犯罪人口率為每 10 萬人口 499.4 人，男、女性少年犯罪人口率分

別為每 10 萬人口 805.8 人及 164.6 人。依主要犯罪類型觀察，無論暴力或竊盜案件，

少年犯罪人口率男性皆遠高於女性；與 93 年相較，男、女少年犯罪人口率皆下降，暴

力案件男性由 91.4 人降至 26.9 人，女性由 6.2 人降至 2.4 人；竊盜案件男性雖由 376.7

人降至 363.6 人，惟近 2 年卻有上升趨勢，值得關注，女性則由 83.9 人降至 56.4 人。 

少年犯罪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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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註：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數尚有性別不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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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縣縣民 10 大死因中，男性死亡率以癌症每 10 萬人口 182.1 人居首，占

所有死亡原因 26.6%，心臟疾病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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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 人居首，占所有死亡原因 28.2%，心臟疾病 40.0 人居次，

占所有死亡原因 10.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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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2 所有死亡原因 385.8 

1 惡性腫瘤（癌症） 182.1 惡性腫瘤（癌症） 108.8 

2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81.5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40.0 

3 腦血管疾病 56.2 腦血管疾病 34.7 

4 糖尿病 37.8 糖尿病 28.5 

5 高血壓性疾病 37.8 高血壓性疾病 21.0 

6 肺炎 30.5 肺炎 18.7 

7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30.2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11.9 

8 事故傷害 29.3 事故傷害 11.7 

9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24.6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9.3 

10 敗血症 21.9 敗血症 9.2 

  其他 152.4 其他 92.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註：本表合計與細目不合，係因四捨五入所致。 

 

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隨就讀年級增加而上升，102 年本縣國小 1 年級學生視

力不良率尚不及 3 成，小 6 已增至 65.2%，至國中 9 年級則為 76.9%；按性別觀察，

各年級視力女生多較男生為差，且差距自小 4 起逐漸擴大，9 年級女生視力不良率達

79.2%，較同年級男生高 4.3 個百分點。 

 

102 年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健康、醫療與照顧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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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底本縣老年人口計 18 萬 1,860 人，占總人口比率 8.9%，均呈逐年上升之

現象。隨著高齡人口增加，長期照顧專業人力之需求也與日俱增，102 年底本縣老人

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工作人員數 1,032 人，較 101 年底增加 41 人，其中女性工作人員

891 人(占 86.3%)，遠高於男性 141 人(占 13.7%)。 

 

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工作人員數 

  

 

102年底本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計26所，較93年底增7所，核定可安置1,841

人，實際安置 1,399 人，其中男性 822 人，較 93 年底成長 62.5%，女性 577 人，成

長 66.3%，女性入住成長略高於男性，整體而言，身心障礙機構實際安置人數有逐年

增加之趨勢，且男性安置人數多於女性。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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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廁設置比例向為衡量性別平等指標之一，102 年底本縣公廁個數計 1 萬 4,688

個，男廁 7,673 個，女廁 5,720 個，分別占 52.2%及 38.9%，與 102 年底本縣人口性

比例 100.9 相較，男女廁比為每 100 個女廁對應 134.1 個男廁，顯示女廁個數仍不足，

惟女廁個數已較 93 年增加逾 9 倍。 

 

列管公廁數量 
  

 

102 年底本縣環保志義工人數 2 萬 3,761 人，女性占 62.7%，較 96 年底 56.1%

增加 6.6 個百分點，近 5 年女性所占比率皆超過 6 成；另 102 年底環保單位人員 2,688

人，女性占 26.1%，較 96 年底 23.1%增加 3.0 個百分點，女性雖僅占約 4 分之 1，卻

有逐年上升之趨勢。 

 

環保人員女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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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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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縣 15 歲以上民眾運具使用率，兩性皆以機車使用率最高，自用小客車次

之，其中兩運具合計使用率女性達 76.5%，高於男性 75.0%；又公共運具使用率，女

性 12.9%略高於男性之 12.5%，其中女性以市區公車使用率 3.9%最高，臺鐵 2.3%次

之，男性以臺鐵 3.4%最高，交通車 3.1%次之。 

 

102 年運具使用率 
 

 

101 年本縣 12 歲以上民眾電腦及網路使用率分別為 81.9%及 76.9%，其中女性有

77.6%曾使用電腦，71.3%曾經上網，分別較男性低 8.5 與 11.2 個百分比，且兩性數

位落差有逐年擴大趨勢。 

 

 

電腦及網路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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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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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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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電腦使用率   

●女性電腦使用率    

▅男性網路使用率 

▅女性網路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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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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