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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經 濟 統 計 通 報 
第 108-03 號               108 年 5 月 

臺中市經濟戶長性別統計分析  

前言 

隨著性別平權觀念普及，女性自主意識覺醒，男性分擔家務意願

提升，女性漸從傳統枷鎖中解脫，而職場上的性別差異日漸消彌，更

讓女性由家務管理身分，轉而扮演經濟來源者，本文摘錄臺中市 100

至 106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就家庭結構、所得及消費面向分析

兩性經濟戶長1之差異。 

一、 家庭經濟戶長雖仍多為男性擔任，惟女性經濟戶長人數增幅高，

經濟戶長性別比逐年下降；男性經濟戶長以 35 歲至 45 歲年齡層

占 25.63%最多，女性經濟戶長則以 45歲至 54歲占 25.2%最多。 

觀察本市 100 年至 106 年兩性經濟戶長人數，男性經濟戶長人數

由 100 年 62.82 萬人上升到 106 年 66.64 萬人，增幅 6.08%，女性經

濟戶長由 100 年 23.23 萬人上升到 28.5 萬人，增幅 22.69%，經濟戶

長性別比逐年下降，於 106 年降至 233.83，顯示家庭經濟戶長雖仍以

男性為主，然女性經濟戶長占比逐年上升，兩性經濟戶長占比差距逐

漸縮小（詳圖 1）。 

從 106 年經濟戶長年齡結構觀察，男性經濟戶長年齡以 35 歲至

44 歲占 25.63%最多，女性經濟戶長年齡則以 45 歲至 54 歲占 25.2%

最多，而女性經濟戶長中屬於退休年齡群的 65 歲以上者達 21.41%，

男性則為 17.28%，高達 4.01 個百分點的差距，顯示女性經濟戶長在

年齡結構上相對男性高齡（詳圖 2）。 

 

                                                      
1 經濟戶長：係指戶內成員中，收入最多且負責維持家庭主要生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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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家庭戶數按經濟戶長性別分暨經濟戶長性別比 

圖 2 106 年兩性經濟戶長年齡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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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兩性經濟戶長之婚姻狀況，皆以有配偶為最高，而未婚比率呈增

加趨勢，又以男性上升較劇；女性經濟戶長屬離婚、分居及寡居

情形之比率高於男性。 

106 年男性經濟戶長有配偶比率 73.83%較 100 年減少 8.59 個百

分點，未婚比率 16.69%較 100 年增加 5.78 個百分點，離婚、分居及

寡居 9.47%較 100 年增加 2.8 個百分點；女性經濟戶長有配偶比率

38.67%較 100 年減少 1.16 個百分點，未婚比率 23.61%較 100 年增加

1.6個百分點，離婚、分居及寡居 37.72%較 100年減少 0.44個百分點；

兩性經濟戶長皆以有配偶為最高，而未婚比率呈增加趨勢，又以男性

上升較劇，應是近年兩性晚婚、不婚之社會現象所致。 

再由 106 年兩性經濟戶長婚姻結構觀察，男性經濟戶長婚姻狀況

以有配偶為主，比率高達 73.83%，而女性經濟戶長婚姻狀況以有配

偶 38.67%與離婚、分居及寡居 37.72%為主，兩者僅差 0.95個百分點，

而離婚、分居及寡居的女性經濟戶長比率相較於男性高，可能是女性

失婚或喪偶後，再婚比率較男性低，致女性不得不擔任起經濟戶長角

色（詳圖 3）。 

圖 3 兩性經濟戶長婚姻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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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未能吻合。 



4 
 

 

三、 兩性經濟戶長家庭平均戶內人數均逐年減少，而男性經濟戶長家

庭平均戶內人數較女性多；男性經濟戶長家庭人口以未滿 25 歲

人口占比最多，女性經濟戶長家庭人口年齡相比於男性經濟戶長

較偏向高年齡層。 

本市男性經濟戶長 106 年家庭平均戶內人數為 3.32 人，較 100

年 3.67 人減少 0.35 人，女性經濟戶長為 2.45 人，較 100 年 2.83 人減

少 0.38 人，兩性經濟戶長戶內人數皆呈逐年減少態勢；若由平均戶

內人數差距觀察，100 年家庭平均戶內人數男性經濟戶長 3.67 人較女

性經濟戶長 2.83 人多 0.84 人，106 年男性經濟戶長 3.32 人較女性經

濟戶長 2.45 人多 0.87 人，顯示兩性經濟戶長之家庭平均戶內人數之

差距並無明顯變化，且家庭平均戶內人數皆是男性經濟戶長高於女性

經濟戶長（詳圖 4）。 

圖 4 平均戶內人數按經濟戶長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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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口亦以未滿 25 歲 0.52 人最高占 21.13%，65 歲以上 0.52 人次之

占 21.11%（詳圖 5）。 

3.67

3.32

2.83

2.45

3.45

3.06

2.00

2.50

3.00

3.50

4.0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男性 女性 總平均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0.00

人

≈



5 
 

 

24.46 21.13

11.47
11.81

15.69
11.57

14.70
15.33

15.91
19.06

17.76 21.11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男性經濟戶長 女性經濟戶長

65歲以上

55歲-64歲

45歲-54歲

35歲-44歲

25歲-34歲

未滿25歲

% 結構比

就平均戶內人數而言，男性經濟戶長家庭在各年齡層人數皆較女

性經濟戶長人數高，且在 25 歲以下年齡層人數差距最大，再觀各年

齡層結構比，女性經濟戶長家庭戶內人口在 45 歲以上之各年齡層共

占 55.5%高於男性經濟戶長家庭的 48.37%，顯示女性經濟戶長家庭

人口年齡相對於男性經濟戶長，較偏向高齡化（詳圖 5）。 

圖 5 家庭人數概況按經濟戶長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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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單人家庭則增加 7.25 個百分點，兩者相互消長下，單人

家庭躍昇為 106 年女性經濟戶長的主要家庭型態，而兩性經濟戶之核

心及三代家庭占比皆呈減少趨勢，家庭型態結構均漸趨小家庭化。 

再比較 106 年兩性經濟戶長家庭型態之結構，男性經濟戶長在核

心及三代家庭占比達 5 成 9，女性經濟戶長僅占 2 成 8，而女性經濟

戶長近 4 成 9 為單人及單親家庭，男性經濟戶長則僅占 1 成，凸顯兩

性經濟戶長在家庭型態結構上的明顯差異，此現象亦影響兩者家庭平

均戶內人數及結構上的變化（詳圖 6）。 

22334455667788 

圖 6 兩性經濟戶長家庭型態結構 

                                                      
2 單人家庭：指該戶僅一人居住。 
3 夫婦家庭：指該戶僅夫婦二人居住。 
4 單親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父或母親其中一人，以及均未婚子女所組成，不含其他親屬。 
5 核心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父及母親，以及至少一位未婚子女所組成，但可能含有同住之已婚子

女，或其他非直系親屬。 
6 祖孫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女）輩，且第二代直系親屬（父

母輩）不為戶內人口，但可能含有同住之第二代非直系親屬。 
7 三代家庭：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父（母）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女）輩，但可能還

含有其他非直系親屬同住。 
8 其他家庭：凡無法歸於以上型態者均屬之。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未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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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年男性經濟戶長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皆高於女性經濟戶長；剔

除戶量影響，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均為女性經濟戶長家庭較高。 

由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觀察，106 年男性經濟戶長平均每戶可支

配所得為 111.75萬元，較 100年 96.23萬元增加 15.52萬元或 16.13%；

女性經濟戶長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83.59 萬元，較 100 年 78.84 萬

元增加 4.75 萬元或 6.02%，整體而言，男性經濟戶長每戶可支配所得

高於女性經濟戶長，且在男性經濟戶長家庭所得增幅較高情況下，兩

性的家庭所得差距逐漸擴大。 

在剔除戶量影響因素後，106 年男性經濟戶長戶內平均每人可支

配所得為 33.64 萬元，女性經濟戶長戶內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為 34.12

萬元，與平均每戶結果相反，女性經濟戶長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高於

男性經濟戶長，且 7 年來皆為女性高於男性，而兩性平均每人可支配

所得差距則由 100 年 1.66 萬元縮小到 106 年 0.48 萬元（詳圖 7）。 

 

圖 7 平均每戶暨每人可支配所得按經濟戶長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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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近年男性經濟戶長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皆高於女性經濟戶長；剔除

戶量影響，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則為女性經濟戶長家庭較高。 

106 年男性經濟戶長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為 90.85 萬元，較 100 年

75.97 萬元增加 14.88 萬元或 19.59%；女性經濟戶長平均每戶消費支

出為 71.05 萬元，較 100 年 63.59 萬元增加 7.46 萬元或 11.73%，近 7

年間兩性經濟戶長之每戶消費支出均呈增加態勢，且男性經濟戶長家

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高於女性經濟戶長。 

然而每戶家庭消費多寡乃受戶內人數影響，剔除戶量影響後，106

年男性經濟戶長戶內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為 27.35 萬元，女性經濟戶長

戶內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為29萬元，與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狀況相同，

近 7 年來女性經濟戶長戶內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均高於男性經濟戶長

（詳圖 8）。 

 

圖 8 平均每戶暨每人消費支出按經濟戶長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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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語 

隨著女性經濟戶長人數逐年增加，有越來越多女性擔任家庭經濟

來源者，然而由婚姻及家庭型態發現，有近 4 成的女性經濟戶長為離

婚、分居及寡居，屬單人及單親家庭者更接近 5 成，表示許多女性經

濟戶長須同時背負家務管理者及經濟來源者重責，而戶內人口高齡化

亦使負擔更加沉重。 

本府社會局辦理各項單親家庭福利政策，以照顧特殊境遇家庭，

緩解單親經濟戶長的經濟壓力，並自 104 年起與教育局共同實施「未

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辦理相關托育費用補

助福利措施，持續打造友善婦幼環境，以減輕家庭照顧及經濟負擔，

期透過各項家庭福利措施及政令宣導，逐漸改善兩性經濟戶長在家庭

的平等空間，進而提升家庭內性別平等意識，塑造性別平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