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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與家庭 
 

＊人口結構 

本市 103年底幼年人口數為 41萬 7,388人，青壯年人口數為 203萬 6,077人，

老年人口為 26萬 6,370人；其中幼年人口數以男性占 51.97%居多，青壯年人口數及

老年人口數則以女性分別占 50.62%及 53.23%居多；致總人口數女性多於男性。受少

子化、醫療衛生環境進步等影響下，幼年人口數逐年降低，老年人口數逐年升高。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六都人口性比例 

本市 103 年底人口性比例(男/百女)為 98.12，為女性多於男性之都市。本市人口

性比例逐年遞減，於 97年底降至 100以下，103年底再創新低；與其他直轄市相較，

分別較新北市 96.86、臺北市 92.11 高，較桃園市 100.67、臺南市 100.41 及高雄市

99.07低，六都中桃園市及臺南市男性人口多於女性。 

資料來源：內政部 

96.86

92.11

100.67

98.12

100.41
99.07

85

90

95

100

105

11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男/百女

年底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0

0

50

100

150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萬人 男性幼年人口數 男性青壯年人口數 男性老年人口數

女性幼年人口數 女性青壯年人口數 女性老年人口數

年底



2 
 

人口與家庭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本市 103年底 15歲以上男性人口有偶比率為 51.69%、女性為 50.72%，分別較

93年底減少 3.37及 4.18個百分點，取而代之者為未婚及離婚比率增加；男性未婚比

率增 1.24個百分點，略高於女性增幅，離婚比率兩性均增加 2個百分點以上。另兩性

婚姻狀態以未婚比率差異最大，達 6.85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年齡別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 

本市 103年底 15歲以上未婚人口數男、女性分別為 44萬 2,501人、37萬 8,761

人；各年齡層未婚男、女性人口比率，以 30-34歲男性 55.31%、女性 38.72%，男性

高於女性 16.6 個百分點最大，25-29 歲男性 85.59%、女性 72.87%，男性高於女性

12.7個百分點次之。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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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一般生育率 

本市 103 年一般生育率為 35‰，較 93 年上升 1 個千分點，較最低點 99 年上升

9 個千分點。與其他五都比較，分別較臺北市 42‰、新北市 36‰低，較臺南市 32

‰、桃園市及高雄市 31‰高。自 100年起遇百年結婚潮，一般生育率呈現上升趨勢，

至 101(龍)年達到高點，雖 102年下跌，103 年則再緩緩上升。 

資料來源：內政部 

＊新住民狀況 

由 103年底資料觀察，本市男性及女性新住民皆以大陸地區最多，分別為 1,193

人及 3萬 3,610人，男性其次依序為港澳地區 489人、泰國 395人；女性其次依序為

越南 9,294人、印尼 2,098人及柬埔寨 742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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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狀況 

本市 103 年底原住民族人數以阿美族男性 4,408 人、女性 4,718 人占最多，其次

依序為泰雅族男性 3,926 人、女性 4,543 人，排灣族男性 2,822 人、女性 3,198 人，

布農族男性 1,685人、女性 2,271人；人數最少為卡那卡那富族男性 1人、女性 4人，

拉阿魯哇族男性 3人、女性 5人。 

資料來源：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家庭型態 

本市 102 年底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占 39.28%最多，其次依序為夫婦家庭

16.67%、三代同堂 16.08%、單人家庭 10.35%、單親家庭 9.61%。與 100 年底相比

較，核心家庭及三代同堂家庭分別減少 2.78、0.45個百分點，單人家庭、夫婦家庭則

分別增加 1.73、0.68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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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生育狀況 

本市 103 年未婚人口數為 82 萬 1,262 人，非婚生男、女嬰分別為 480 人、434

人。以近 10 年觀察，本市非婚生人口數以 96年 1,158 人最多，男、女嬰分別為 599

人、559人；99年 882人最少，男、女嬰分別為 464人、418人。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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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經濟 
 

＊勞動力參與率 

本市 103年整體平均勞動力參與率 59.2%，其中男性為 67.3%，女性為 51.5%，

與 102年相較，分別下降 0.8個百分點與上升 0.1個百分點。另與 10年前相較，女性

勞動力參與率增加 2.1個百分點而男性則減少 2.3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年齡別勞動力參與率 

本市 103年 45-64歲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 75.4%及 49.4%，相差 26.0

個百分點最大，25-44歲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94.2%及 77.9%，相差 16.3個百分

點次之，15-24歲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 28.2%及 29.1%，惟此年齡層女性高

於男性，相差 0.9個百分點，各年齡層勞動力參與率男、女性差距皆有縮減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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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經濟 

 

 

＊婚姻別勞動力參與率 

本市 103年有配偶或同居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 73.5%及 50.6%，相差 22.9

個百分點最大，離婚、分居或喪偶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51.9%及 33.7%，相差 18.2

個百分點次之，未婚男、女勞動力參與率為 61.5%及 59.6%，相差 1.9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就業者行業結構 

本市 103年男性就業者從事農業所占比率為 2.38%，女性為 0.72%；從事工業者

男性為 27.74%，女性為 12.71%；從事服務業者男性為 24.82%，女性為 31.64%。近

年來就業者行業中，較須勞力之農林漁牧業及工業男性所占比率均高於女性，女性則

以服務業所占比率高於男性。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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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職業結構 

本市 103 年就業者職業男性以技藝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占 24.78%

為最多，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73%次之；女性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 11.65%

最多，事務支援人員 10.07%次之。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以

女性居多，餘職業別則以男性就業者為多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就業者從業身分 

本市 103年就業者從業身分男、女性均以受私人僱用者占 36.87%及 32.28%為最

多。受政府僱用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女性就業者所占比率高於男性，雇主、自營作業

者及受私人僱用者皆以男性就業者為多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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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勞動力結構 

本市 103年男、女性非勞動力之未參與勞動原因，男性以求學及準備升學 14.40%

最高，高齡、身心障礙 13.52%次之，女性以料理家務 30.02%最高，求學及準備升學

14.34%次之，顯示女性可能因家庭因素，未進入勞動市場之情形較高。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失業率 

本市 103年平均失業率為 3.9%，其中男性失業率為 4.4%，較 102年上升 0.1個

百分點，女性失業率為 3.4%，較 102年下降 0.5個百分點，除 96及 100年外，男性

失業率均較女性為高；女性失業率因金融風暴 98年達高峯後，逐年呈下降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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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別失業率 

本市 103 年男、女性各年齡層失業率均以 15 至 24 歲為最高，分別為 12.7%及

11.6%，其次亦均為 25至 29歲年齡層，男、女性分別為 6.9%及 6.8%；各年齡層失業

率男性均高於女性。另 35至 39歲年齡層兩性差異最大，男性為 4.4%、女性為 1.8%，

相差 2.6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從教育程度方面觀察本市 103年失業率，以大學教育程度 5.3%為最高，男、女性

分別為 5.9%、4.8%；男性失業率以專科教育程度 2.8%為最低，女性以國小以下教育

程度 1.0%為最低。除專科教育程度女性失業率高於整體外，餘教育程度失業率皆為男

性高於整體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處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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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經濟 

 

 

＊失業者參與職業訓練狀況 

本市 103 年男、女性失業者參與職業訓練結訓人數為 358 人及 537 人，分別較

102年減少 15人及 36人；結訓後男、女性接受輔導就業比率為 80.17%及 79.33%，

分別較 102 年增加 12.07 及 14.06 個百分點，均為歷年最高。數據顯示，男女結訓後

接受輔導就業比率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婦女二度就業狀況 

本市 103 年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重返職場之婦女新登記求職人數

為 761 人，有效求職人數為 1,780 人，分別較 102 年增加 301 人(65.43%)及 696 人

(64.21%)。新登記求職推介就業率為 23.13%，較 102年減少 0.35個百分點，有效求

職推介就業率為 27.75%，則較 102年增加 1.92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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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經濟 

 

 

＊就業輔導 

本市 103年男、女性求職人數為 8,900人及 7,184人，分別較 102年減少 2,378

人(-21.09%)及 3,476人(-32.61%)；而有效求職人數，男、女性分別為 4,889人及 3,633

人，較 102年減少 1,878人(-27.75%)及 2,186人(-37.57%)，兩者皆為近 4年新低。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案件 

本市 103年遭受就業歧視案件為 25人，皆為女性，較 102年女性 8人(占 80.00%)

增加 20個百分點。103年性騷擾申訴成案女性人數為 12人，除 102年無性騷擾申訴

案件外，其餘年度遭受性騷擾申訴人皆為女性。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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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經濟 

 

 

＊勞保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狀況 

本市 103 年勞保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女性 7,550 人，男性 1,753 人，歷年來皆

為女性申請人高於男性。103年男、女申請人數相差 5,797人為最大，歷史資料觀察，

為照顧嬰幼兒而申請留職停薪津貼者仍以女性居多，且所占之比率至103年達81.16%。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商業及公司登記負責人 

本市 103年底男性商業、公司登記負責人分別為 7萬 1,276人(占 70.04%)、5萬

8,776人(占 69.02%)，女性商業、公司登記負責人分別為 3萬 494人(占 29.96%)、2

萬 6,383人(占 30.98%)，女性所占比率呈增加趨勢，分別較 100年增加 2.00、0.92個

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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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脫貧 
 

＊老人照顧機構 

本市 103 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數為 64 家，含長期照護型機構 2 家，養

護型機構 61 家，安養機構 1 家，實際進住人數為 3,082 人，其中男性為 1,429 人(占

46.37％)，女性為 1,653 人(占 53.63％)，近年來實際進住人數持續增加，且女性所占

比率持續提高。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獨居老人 

本市 103年底獨居老人人數為 2,571人，其中男性為 1,260人(占 49.01％)，女性

為 1,311 人(占 50.99％)，以身份別觀察，中(低)收入戶及榮民獨居老人皆以男性居多

數，分別占 60.40％及 90.73％，而一般獨居老人以女性居多數占 62.39%。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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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脫貧 

 

 

＊婦女福利服務 

本市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針對遭受性侵害、被虐及其他不幸之婦(少)女提供短

暫收容，103 年實際收容人次為 330 人次，較 102 年增加 136 人次(70.10％)；依特

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申請緊急生活扶助者，平均每萬女性中婦女緊急生活扶助人次為

14.17人次。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輔導新住民就業人次 

    因社會型態變遷，新住民比率提高，且以女性居多。本市 103 年輔導新住民就業

共 482 人次，其中女性新住民就業為 465 人次，較 102 年 538 人次減少 73 人次

(-13.57%)，而男性新住民就業為 17人次，與 102年相等。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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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脫貧 

 

 

＊社區保母系統 

本市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數近年來逐年增加，至 103 年底為 5,622 人，社

區保母系統收托人數亦持續增加，至 103 年底為 8,460 人，依規定每名保母同一時段

收托幼兒人數以 4人為限，其中未滿 2歲者最多 2人，103年底平均每位保母收托 1.50

人。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喘息服務 

本市 103年申請喘息服務者共 1, 843人，其中男性為 893人(占 48.45％)，女性

為 950人(占 51.55％)；喘息服務主要照顧者中，以女性配偶 458人(占 24.85％)最多，

其次依序為已婚兒子 237人(占 12.86％)，已婚女兒 230人(占 12.48％)，媳婦 220人

(占 11.94％)。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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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98 年起「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修法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男性

家長納入扶助對象，本市 103 年底特殊境遇家庭戶數為 2,600 戶，其中男性申請者為

242人(占 9.31％)，女性為 2,358人(占 90.69％)；法律訴訟補助歷年僅 101年補助男

性 1人次，其餘各年皆為女性。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身心障礙人口數 

本市 103年底身心障礙人數為 11萬 6,827人，其中男性人數為 6 萬 6,897人(占

57.26％)，女性人數為 4萬 9,930人(占 42.74％)，男、女性人數皆逐年增加。自 101

年 7 月起實施身心障礙證明全面換證，103 年底本市身心障礙者領有新制身心障礙證

明之比率為 31.87％。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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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戶長比率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領取人數 

本市 103 年底低收入戶戶數為 1 萬 5,673 戶，自 97 年起戶長性別以男性為主，

103年底男性戶長占 55.47％，較 93年底 45.94％增加 9.53個百分點；103年底領取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人數為 1萬 2,018人，其中男性為 5,326人(占 44.32％)，女性

為 6,692人(占 55.68％)。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申請住宅補貼 

本市 103 年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計 1,037 戶，男、女性申請人分別為 530

戶(占 51.11%)、507戶(占 48.89%)，分別較 102年增加 51戶(10.65%)、33戶(6.96%)；

租金補貼申請為 6,964戶，男、女性申請人分別為 2,882戶(占 41.38%)、4,082戶(占

58.62%)，102年因補助標準提升致申請數減少，103年則均微幅增加。 

資料來源：本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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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兒童課後照顧狀況 

近年來人口家庭結構的改變，雙薪家庭的比例逐漸提高，為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

母安心就業為目的，本市爰辦理國小兒童課後照顧班。103學年度辦理國小兒童課後

照顧學校數計 174校，較 100學年度增加 9 校(5.45%)；課後照顧學生數 1萬 6,187

人，較 100學年度增加 3,568人(28.27%)。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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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本市 103年底 15歲以上人口男、女性比為 49.08:50.92；依教育程度看，男、女

性均以高中職所占比率最高，分別為 34.10%及 30.05%，其次亦均為大學，男、女性

所占比率分別為 24.64%、25.16%。與 93年底相比較，兩性在大學及研究所教育程度

皆大幅成長，分別增加 21.75、6.98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勞工大學性別比率 

因應勞工在職場所需，規劃學程供其進修以提升競爭力。103年本市勞工大學男、

女性學員人數為 1,246人及 1,844人，分別較 102年增加 24.35%、20.21%，近兩年

女性學員皆高於男性，惟男性學員所占比率有增加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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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新住民取得學歷人數 

隨著外籍婚姻的普遍化，更多新住民加入本市生活圈共同生活成長，其中不乏重

回校園學習並取得學歷之新住民。103 學年男性新住民取得學歷人數為 8 人，女性則

為 190人均為近 10年最高。自 94學年度以來，每學年度女性新住民取得學歷人數均

逾 120人。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社區大學性別議題相關課程數 

邇來社區大學開始將性別主流化議題納入課程。103學年度本市 7所社區大學（山

線、大坑、屯區、大墩、光大、犁頭店及文山社區大學）共開設 15門性別議題相關課

程，占總開設課程 2,874門之 0.52%。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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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醫療 
 

＊平均餘命 

全民健保自 84年實施，國內醫療資源益趨普及，死亡率逐年降低，國人平均餘命

呈逐年上升趨勢，本市 102 年男、女性平均餘命分別已達 76.69 歲及 82.40 歲，女性

多男性 5.71歲，近年來皆多 5.7歲以上。 

資料來源：內政部 

＊主要死因死亡率 

本市 103年死亡人數為 1萬 5,888人，男性為 9,568人(占 60.22％)，女性為 6,320

人(占 39.78％)；男、女性主要死因死亡率皆以惡性腫瘤最高，分別為每十萬人 213.4

人及 136.9人，男性前十大主要死因死亡率皆高於女性。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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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癌症死亡率 

本市 103年癌症死亡人數為 4,739人，男性為 2,867人(占 60.50％)，女性為 1,872

人(占 39.50％)，分別較 102年增加 17人(0.60％)及 109人(6.18％)；主要癌症死亡率，

男性以肝和肝內膽管癌每十萬人 41.2人死亡最高，女性以氣管、支氣管和肺癌每十萬

人 24.2人死亡最高。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主要罹癌就診人數 

本市 102 年主要癌症就診人數，男性罹癌患者以結腸、直腸和肛門癌就診人數

4,733人最多，其年齡層以 45歲以上為主，65歲以上占 52.91％，45-64歲占 40.08

％；女性罹癌患者則以乳癌就診人數 9,308人最多，其年齡層以 45-64歲最多，占 64.47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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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通報人次與自殺死亡人數 

本市 103年自殺通報人次為 3,237人次，男性為 1,061人次(占 32.78％)，女性為

2,176人次(占 67.22％)，然自殺死亡人數則以男性 247人(占 64.66％)居多，女性 135

人(占 35.34％)；以年齡層觀察，男、女性自殺通報最多的年齡層皆為 25-44歲，分別

為 460人次(占男性 43.36％)及 1,230人次(占女性 56.53％)。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孕產死亡情形 

本市新生兒、嬰兒死亡率(每千活嬰死亡人數)近 2年來分別低於 2人及 4人，103

年新生兒、嬰兒死亡率分別為 1.86 人及 3.34 人，孕產婦死亡人數為 4 人，孕產婦死

亡率(每十萬活嬰中孕產婦死亡人數)為 15.16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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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出生、死亡性比例 

本市 103年嬰兒出生性比例(男/百女)為 107.28，較 93年下降 1.05；嬰兒死亡性

比例為 137.84，近十年除 98、100年低於 100，其餘各年皆高於 100，並以 95年之

156.82為最高；103年施以人工流產人次為 4,939人次，較 102年增加 452人次(10.07

％)。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衛生局 

＊各年齡別醫師人數 

本市 104 年醫師人數為 8,641 人，男性醫師遠高於女性醫師，分別為 6,837 人、

1,804 人。男性醫師年齡以 51-60 歲 1,912 人、41-50 歲 1,754 人居多，分別占其總

數 27.97％及 25.65％；女性醫師年齡則以 31-40 歲 729 人、41-50 歲 465 人居多，

分別占其總數 40.41％及 25.78％。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備註：本圖為即時數據，統計至 104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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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個案及主要照顧者 

本市 103年失能個案人數為 7,281人，男性為 3,302人(占 45.35％)，女性為 3,979

人(占 54.65％)，100年失能個案男性主要照顧者比率高於女性，自 101年起女性主要

照顧者比率超越男性，並呈增加趨勢，至 103 年兩性比率相距已達 13.36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 

本市103年底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人數為1,413人，較102年底增加256人(22.13

％)，103年底女性為 1,277人(占 90.38％)，男性則為 136人(占 9.62％)，男性比率

有逐年增加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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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人口推估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成人吸菸行為調查顯示，本市 103 年 18 歲以上成人吸菸

率為 17.60％，其中男性成人吸菸率為 30.99％，女性成人吸菸率為 4.03％，以本市

103 年期中人口數推估，18 歲以上成人吸菸人數為 38 萬 2,794 人，較 102 年增加 2

萬 832人(5.7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30-69 歲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狀況 

國外研究顯示，3 年 1 次的子宮頸抹片檢查可降低 60％~90％子宮頸癌發生率及

死亡率，本市 99-101年 30-69歲婦女子宮頸抹片申報檢查人數為 44萬 3,756人，較

98-100年增加 1,145人(0.26％)，申報參與率為 59.6％，陽性率為 1.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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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通報案件 

本市 103 年家庭暴力通報件數為 1 萬 6,648 件，較 102 年減少 2,084 件(-11.13

％)，依通報案件類型觀察，以婚姻暴力 8,788 件(占 52.79％)最多，其次為兒童保護

3,404 件(占 20.45％)；近年來通報案件均以婚姻暴力類型最多，所占比率約為 4 成至

6成。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受虐兒童 

本市 103年家庭暴力被害人人數為 1萬 3,549 人，其中男性為 3,952人(占 29.17

％)，女性為 9,417人(69.50％)，近年來家庭暴力被害人性別仍以女性為主，但男性被

害人各年所占比率亦有增加，103年較 100年增加 2.75個百分點。103年受虐兒童為

1,479人，其中男性為 726人(占 49.09％)，女性為 753人(占 50.91％)，性比例為 96.41。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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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被害人法律扶助與訴訟補助 

本市 103 年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法律扶助為 7,872 人次，其中男性為 1,312 人次

(占 16.67％)，女性為 6,560人次(占 83.33％)，分別較 102年減少 1,849人次(-58.49

％)、5,076 人次(-43.62％)，補助家庭暴力被害人訟訴費用為 151 萬 8 千元，較 102

年增加 36萬 3千元(31.43％)。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家庭暴力保護令及戒酒教育 

為保護家庭暴力被害人免於再受侵害，本市 103年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件數為 3,639

件，核發數為 2,156件，核發率為 59.25％；法院針對酒後家暴行為裁定執行戒酒教育

人數為 76人，其中男性為 73人(占 96.05％)，女性為 3人(占 3.95％)。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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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案件 

本市 103年性侵害通報件數為 1,684件，較 102年續降 156件(-8.48％)，性侵害

被害人人數為 1,217 人，其中男性為 158 人(占 12.98％)，女性為 1,006 人(占 82.66

％)，性別不詳人數為 53人。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性騷擾案件申訴 

本市 103 年性騷擾案件申訴件數為 76 件，較 102 年增加 27 件(55.10％)，申訴

成立件數為 48 件；依申訴人性別觀察，以女性申訴人 43 人居多數，占 89.58％，男

性申訴人為 5人，占 10.42％。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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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查獲人數 

本市 103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查獲人數為 39 人，較 102年增加 4人(11.43％)，

其中男性 3人(占 7.69％)，女性 36人(占 92.31％)，男、女性皆以 15歲-未滿 18歲年

齡層人數最多，分別為 2人(占 66.67％)及 30 人(占 83.33％)。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案件安置情形 

本市 103 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案件，經法院裁定安置於短期收容中心人數為 37

人，其中男性為 3人，女性為 34人；安置於中途學校人數為 18人，皆為女性；安置

於社會福利機構人數為 8人，其中男性為 2人，女性為 6人。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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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 

本市 103 年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861.53 人，以男性結構觀察，成年

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1,741.62 人最多，其次是青年每十萬人 1,521.07 人居次；在

女性方面，青年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342.75 人最多，其次是成年每十萬人 340.62

人居次。近十年來，男性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皆大於女性。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刑事案件被害者發生場所別 

本市 103 年刑事案件被害者最常發生的場所，為交通場所、住宅區及市街商店，

男女皆同，三者合計約占各性別 8 成，其中交通場所發生的刑事案件男性被害人比率

較女性被害人高 7.06個百分點，而住宅區及市街商店則以女性被害人比率高於男性被

害人，分別高出 6.83及 2.48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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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被害人發生刑案別 

本市 103 年暴力犯罪被害人總計 178 人，其中男性被害人為 73 人，女性被害人

為 105人，女性被害人約為男性的 1.44倍。近年來，刑事案件發生數逐年減少，因此

暴力犯罪被害人呈遞減趨勢。以刑案類型來看，男性被害人以遭受「故意殺人」39人

最多，女性為 11人，而女性被害人則以「強制性交」44人最多，男性為 3人。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妨害性自主 

本市 103年妨害性自主男、女性嫌疑犯數分別為 447人及 11人，男性為女性的

40.6 倍。近十年來各年齡層及各學歷嫌疑犯均以男性居多，其中以男性成年嫌疑犯占

約 5成，而男性高中(職)學歷嫌疑犯亦占約 5 成。103年男、女性妨害性自主被害人分

別為 40人及 444人，女性為男性的 11.1倍。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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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人口率 

本市 103年男、女性少年刑案嫌疑犯人數分別為 1,055人及 180人。近十年來男

性少年暴力、竊盜犯罪人口率皆高於女性，其中暴力犯罪人口率男、女性分別為每十

萬人 15.65人及 2.83人，男性為女性的 5.5倍，而少年竊盜犯罪人口率方面，男、女

性分別為每十萬人 346.98人及 56.53人，男性為女性的 6.1倍。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毒品吸食人數 

本市 103 年吸食一、二級毒品人數總計 1,789 人，其中男性為 1,561 人(占

87.26%)，女性為 228 人(占 12.74%)，近十年來，吸食一、二級毒品人數均以男性居

多；103年一、二級毒品出監人數總計 3,297 人，其中男性為 2,814人(占 85.35％)，

女性為 483人(占 14.65％)。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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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公廁 

本市 103 年底小便器及廁間數共 3 萬 4,545 個，其中男廁占 59.71%(小便器

38.30%，廁間 21.41%)，女廁占 37.39%，不分男女廁間數(殘障廁所及親子廁所)占

2.90%。103 年男女廁比為 1：1.75，雖未達建築技術規則之最低標準 1：3，惟女廁

數較 102年增加達 47.33%。 

資料來源：本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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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1 

團體代表之性別比率可反應女性成為意見領袖或深入社會參與之程度，本市 103

年里長男、女性分別為 529 人、96 人，較 101 年男性減少 10 人，女性增加 10 人；

原住民社團理事長男、女性分別為 43 人及 39 人，較 101 年男性增加 20 人，女性增

加 25人。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農業局。 

＊團體代表-2 

本市 103 年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男、女性分別為 7,483 人、1,816 人；勞工團體

理監事男、女性分別為 3,572人、1,417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男、女性分別為 489

人、109人；市職業工會理事長男、女性人數分別為 330人、65人；與 101 年相較，

女性代表人數除社區發展理監事，皆有增加之態勢。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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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 

103年底本市民意代表立法委員 8人，其中女性立法委員 3人(占 37.50%)；市議

員 63人，在本市第 2屆選舉後，女性市議員由 17人增加為 19人，占總市議員 30.16%。

與 100年底相較，女性立法委員比率下降，女性市議員比率上升。 

資料來源：立法院、臺中市議會 

＊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 

本府社會局 103年底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為 2萬 184人，仍以女性為主，達 1

萬 3,706 人(占 67.91％)，男性則為 6,478 人(占 32.09％)；男、女性志工年齡層均以

50-64 歲及 30-49 歲人數居多，分別占男性 32.00％及 25.70％，占女性 44.46％及

24.43％。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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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職員性比例 

本市 103年底公教職員達 3萬 3,687人，其中男性公教職員數為 1萬 4,787人(占

43.90%)，女性為 1萬 8,900人(占 56.10%)。以性比例觀察，在 101年底 80.46為最

高，遞減至 103年底 78.24。 

 

資料來源：臺中市議會、本府人事處 

＊公務人員性比例 

本市 103 年底男性公務人員數為 9,599 人(占 60.68%)，女性為 6,219 人(占

39.32%)，以往公務人員國家考試部分類科因工作性質特殊，如警察、消防人員均存在

男遠多於女之情形，惟「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已取消男女比例限制，致公務人員性比

例自 101年底達高峰後，逐年下降，至 103年底性比例為 154.35，性別失衡現象有改

善趨勢。 

資料來源：臺中市議會、本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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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公務人員 

本市 103 年底男性高階公務人員數為 23 人(占 88.46%)，女性高階公務人員數為

3人(占 11.54%)。以歷年資料觀察，女性高階公務人員比率以 101年底 32.14%最高，

至 103年底減少為 11.54%，較 101年底減少 20.60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人事處 

＊市府所屬委員會成員任一性比例達三分之一的達成率 

市府持續推動所屬各機關任務編組符合單一性別比率不低於三分之一，本市 103

年底任務編組中，符合性別比率規定之任務編組 309 個，其中成員任一性別比率達三

分之一為 179個，符合任務編組作業原則及不受性別比率規定限制 130個；未符合規

定者僅 12個，達成率為 96.26%，較 102年底增加 2.16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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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教師人數女性比率 

本市 103學年度國中及國小女性教師比率近 7 成，高中、高職及大專校院女性教

師比率則逾 1/3。103學年度公私立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及大專女性教師比率分別

為 72.45%、68.90%、59.91%、49.42%及 35.12%，近年來各級學校女性教師比率均

變化不大。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 公私立中小學校長及主任級以上主管女性比率 

本市 103學年度公私立小學由女性擔任校長、主任級以上主管的比率為 32.05%、

48.86%，分別較 10年前增加 5.18、4.46個百分點；而公私立國中由女性擔任校長、

主任級以上主管的比率為 36.11%、46.19%，亦較 10 年前分別增加 18.20 及 0.69 個

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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