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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團體代表(一)-里長、原住民 

本市 109 年底里長 625 人中，女性占 17.76%；原住民社團理事長 87 人中，女性

占 24.14%，原住民族群委員 22 席中，女性占 36.36%。與 101 年底相較，女性里長

占比增 4.00 個百分點，女性原住民社團理事長占比及女性原住民族群委員占比則呈減

勢，分別減 13.70 個、11.26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團體代表(二)-農、漁會總幹事 

本市 109 年底農會總幹事 23 人，其中男性總幹事 20 人(占 86.96%)，女性總幹

事 3 人(占 13.04%)；與 99 年底相較，女性總幹事增 1 人(50.00%)，女性所占比率由

8.70%升為 13.04%。漁會總幹事則與 99 年底一致，維持男性總幹事 1 人；兩者均未

達到 1/3 女性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本府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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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三)-社區發展協會 

本市 109 年底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共 604 人，女性所占比率為 22.68%，較 100

年底增 7.27 個百分點，呈上升趨勢；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共 9,187 人，女性所占比率

自 103 年底 19.61%後逐年上升，109 年底為 28.07%，增 8.46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團體代表(四)-工會理事長 

本市 109 年底企業工會理事長、職業工會理事長、產業工會理事長及勞工團體理

監事人數女性所占比率分別為 6.25%、23.00%、30.77%及 30.76%，占比皆未達 1/3；

女性職業工會理事長占比有微幅上升趨勢，109 年底較 101 年底增 5.84 個百分點；

本市總工會理事長 6 人，皆為男性。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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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所屬人員 

本市 109 年底農會會員及產銷班班員皆以男性居多，農會女性會員 5 萬 1,012 人

(占 33.79%)，產銷班女性班員 1,432 人(占 12.47%)；與 108 年底相較，男性農會會

員、產銷班班員均分別減 2,497 人(-2.44%)、2,345 人(-18.92%)。而家政班女性班員

1 萬 1,671 人(占 97.67%)，四健會女性會員 1,959 人(占 51.58%)，則為女性多於男性。 

資料來源：本府農業局 

民意代表 

本市 109 年底民意代表立法委員 8 人，其中男性 6 人，女性 2 人；市議員總席

次 65 人，在本市第 3 屆選舉並經遞補後，女性市議員為 17 人，占總市議員 65 人

26.15%；與 100 年底相較，男性立法委員增 3 人，女性委員則減 1 人，女性市議員

占比則減 0.83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立法院、本市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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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職員性別 

本市 109 年底公教職員達 3 萬 7,825 人，較 100 年底增 4,939 人，其中男性為 1

萬 6,418 人，增 1,833 人(12.57%)，女性為 2 萬 1,407 人，增 3,106 人(16.97%)；近

10 年女性所占比率約占 5 成 6，109 年女性占比為 56.59%，較 100 年底微增 0.94 個

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市市議會、本府人事處及教育局 

公務人員性別 

本市 109 年底公務人員 1 萬 8,010 人，其中男性為 1 萬 535 人，女性為 7,475

人，以往公務人員國家考試部分類科因工作性質特殊，存在男遠多於女之情形，後因

各考試逐漸取消男女比例限制，109 年底女性公務人員所占比率為 41.50%，較 100

年底 38.39%上升 3.11 個百分點，性別失衡現象有改善趨勢。 

 

資料來源：本市市議會、本府人事處及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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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機關首長 

本市 109 年底男性一級機關首長為 26 人(占 92.86%)，較 100 年底增 7 人，女性

一級機關首長為 2 人(占 7.14%)，則減 6 人。歷屆一級機關首長男性比率均高於女性，

其中第 1 屆市長期間差距較小，第 2 屆市長期間差距較大，107 年底第 3 屆市長上任

後差距略有減少，惟 109 年底則差距擴增至 85.72 個百分點，為近年最大。 

 

資料來源：本府人事處 

市府所屬委員會成員任一性別比率達三分之一的達成率 

本市所屬委員會 109 年底 536 個任務編組中，符合性別比率規定之任務編組 509

個，達成率 94.96%，較 101 年底增 11.00 個百分點；其中成員任一性別比率達三分之

一為 321 個，符合任務編組作業原則而不受性別比率規定限制 188 個。市府持續推動

所屬各機關任務編組單一性別比率不低於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本府人事處 

178 
287 309 301 300 

377 394 
511 509 

34 18 12 22 41 43 54 32 27 

83.96

94.10
96.26

93.19

87.98
89.76 87.95

94.11 94.96

70

80

90

100

0

200

400

600

101年底102年底103年底104年底105年底106年底107年底108年底109年底

%個

符合成員任一性別比率規定之任務編組(左標)

未符合成員任一性別比率規定之任務編組(左標)

達成率(右標)

≈
0

5



 
 

社會參與 

 
各級學校女性專任教師比率 

本市各級學校女性專任教師比率隨學校層級往上而遞減，109 學年度國中及國小女

性專任教師比率約 7 成，高級中等學校女性專任教師比率近 6 成，而大專校院女性專

任教師比率則逾 1/3。與 100 年相較，公私立國小、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女性專任教師

比率分別增 2.44 個、1.23 個及 0.14 個百分點，國中則減 0.31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公私立中小學女性校長及主任級主管比率 

本市 109 學年度公私立小學女性校長比率為 29.96%，較 100 學年度減 1.66 個

百分點，公私立國中為 38.03%，增 4.70 個百分點；而女性主任級主管比率部分，公

私立小學為 55.46%，增 9.02 個百分點，公私立國中為 48.56%，增 1.29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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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參與率 

本市 109 年勞動力參與率 58.8%，於六都排名第四，較 100 年減 0.6 個百分點；

其中男性為 66.8%，排名第三，減 1.7 個百分點，女性為 51.4%，排名第五，僅高於高

雄市，增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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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男性 25-49 歲 5 個年齡層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 9 成，女性僅 25-29

歲年齡層高過 9 成(90.7%)，兩性之後隨年齡層成長，勞動力參與率呈反向下降；與

100 年相較，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除 15-24 歲及 65 歲以上年齡層較 100 年下降，餘皆

為正成長趨勢，以 50-54 歲年齡層成長 13.1 個百分點最多。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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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別勞動力參與率 

本市 109 年男性未婚勞動力參與率為 67.9%，高於女性 5.7 個百分點，隨著男性

未婚勞動力參與率逐年明顯上升，其差距有擴大趨勢；男性有配偶或同居勞動力參與率

則呈逐年下降走勢，雖 109 年微幅升至 68.5%，與女性 50.3%差距仍達 18.2 個百分

點，惟差距有逐年縮小趨勢；另男、女性在離婚、分居或喪偶勞動力參與率相對較低，

分別為 48.3%、29.1%，差距 19.2 個百分點最大。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就業者行業結構 

本市 109 年兩性就業者從事之行業，男性以工業部門占 50.34%最多，服務業占

比仍達 46.15%，兩行業就業者僅差 4.19 個百分點；女性則以服務業占 69.87%最多，

工業部門僅占 28.99%。與 100 年相較，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所占比率上升 1.61 個

百分點，同期間男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所占比率亦增 0.41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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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職業結構 

本市 109 年兩性就業者從事之職業，男性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

勞力工占 44.4%最高，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20.0%次之；女性則以服務及銷售工

作人員占 24.6%最高，事務支援人員占 24.4%次之。與 100 年相較，男性以專業人員

上升 1.5 個百分點最多，女性則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上升 2.6 個百分點最多。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 

本市 109 年兩性就業者從業身分，男、女性皆以受私人僱用者為大宗，分別占

69.2%及 72.3%；與 100 年相較，增幅亦為最多，男性增 5.0 個百分點，女性增 3.1

個百分點，且兩性雇主、自營作業者占比均呈下降趨勢。另，近 10 年女性受政府僱

用者占比近 1 成。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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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109 年六都平均失業率皆較 108 年上升，本市平均失業率為 3.9%，與臺北市、新

北市並列第二高，較 108 年增 0.2 個百分點，較 100 年則減 0.5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

失業率為 4.2%，為六都最高，較 100 年減 0.1 個百分點，女性失業率為 3.5%，居六

都末位，減 0.9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年齡別失業率 

本市 109 年男、女性皆以 15-24 歲年齡層失業率最高，分別為 11.3%、 11.2%；

各年齡層中，25-29 歲女性失業率高於男性，差距 0.7 個百分點，餘年齡層男性失業

率均高於女性，以 50-54 歲差距 2.1 個百分點最多；與 100 年相較，男性 15-34 歲

3 個年齡層失業率均下降，惟 45-65 歲以上 5 個年齡層失業率均為上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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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本市 109 年教育程度別失業率中，男性以大學教育程度 5.8%最高，較 100 年減

0.7 個百分點，女性則以國小以下教育程度 5.3%最高，增 3.9 個百分點。除國小以下教

育程度女性失業率高於男性外，餘皆為男性高於女性；與 100 年相較，高級中等教育

程度以上女性失業率均大幅下降，以大學教育程度減 2.1 個百分點最多。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非勞動力結構 

本市 109 年兩性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原因，男性以高齡、身心障礙占 38.3%最

多，求學及準備升學占 33.3%次之；女性則以料理家務占 49.3%最高，高齡、身心障

礙占 22.7%次之；與 100 年相較，男、女性皆以求學及準備升學減幅最大，分別減 8.0

個、1.9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備註:因 4 捨 5 入致細項加總不為 100。 

2.4

1.1

2.3

1.0

41.3

23.3

33.3

21.4

0.3

50.2

1.6

49.3

32.0

21.3

38.3

22.7

23.7

4.0

24.2

5.6

0% 20% 40% 60% 80% 100%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

求學及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高齡、身心障礙 其他

109年

平均

100年

平均

2.2 
2.8 

4.7 

3.2 

6.5 

4.7 

1.5 

4.9 

3.7 3.4 

5.8 

3.3 

0

2

4

6

8

國小以下 國中 高級中等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男性

100年平均 109年平均

1.4 

2.7 

4.9 

2.4 

6.7 

4.0 

5.3 

2.8 
3.3 

1.9 

4.6 

2.6 

國小以下 國中 高級中等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女性

100年平均 109年平均

%

11



 
 

勞動與經濟 

 

240 256 

373 358 348 340 
368 362 384 

308 

652 

526 
573 

537 
508 

456 
423 

452 419 
398 

0

200

400

600

80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人

年

男性結訓人數

女性結訓人數

47.50 

75.26 
77.60 

48.31 

83.29 
82.41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

年

男性輔導就業比率

女性輔導就業比率

0
≈

10,528

20,099

21,619

9,894

21,217
22,53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人

男性新登記求職人數

女性新登記求職人數

5,711

14,377

17,106

5,050

14,651

17,109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人

男性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女性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年 年

失業者參與職業訓練狀況 

本市 109 年失業者參與職業訓練結訓人數為 706 人，以女性 398 人(占 56.37%)

居多數，惟較 100 年減 254 人(-38.96%)，男性為 308 人(占 43.63%)，則增 68 人

(28.33%)；結訓後接受輔導就業比率女性為 82.41%，較男性高 4.81 個百分點，男、

女性分別較 100 年增 30.10 個、34.10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就業輔導 

本市就業服務處各服務據點統計，自 107 年起女性新登記求職者人數超越男性，

109 年男、女性新登記求職人數分別為 2 萬 1,619 人及 2 萬 2,530 人，較 100 年增

1 萬 1,091 人(105.35%)及 1 萬 2,636 人(127.71%)；在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方面，

女性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自 108 年超越男性，109 年男、女性分別為 1 萬 7,106 人

及 1 萬 7,109 人，較 100 年增 1 萬 1,395 人(199.53%)及 1 萬 2,059 人(238.79%)。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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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就業婦女就業狀況 

婦女二度就業係指婦女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再重返職場。本市 104

年起輔導提升婦女二度就業，自次年起持續 4 年新登記求職人數破千人，109 年受疫情

影響婦女新登記求職降至 893 人，較 108 年減 265 人(-22.88%)；109 年新登記求職

就業率為 10.41%，有效求職就業率為 26.91％，則分別較 108 年增 1.60 個、2.71 個

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備註：104 年配合政府政策宣導提升婦女二度就業，人數大幅增加。 

商業及公司登記負責人 

本市商業及公司登記負責人歷年皆以男性較多，然歷年女性負責人呈增加趨勢，

109 年底商業登記女性負責人為 3 萬 6,432 人(占 38.67%)，其所占比率較 100 年底

增 1.36 個百分點；109 年底公司登記女性負責人 3 萬 3,818 人(占 32.80%)，其所占

比率較 102 年底增 1.37 個百分點，且呈逐年增加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經濟發展局                     備註：不包含無法判定性別者。 

13



 
 

勞動與經濟 

 

3 
1 2 

0 2 

7 

3 
0 

5 
1 

14 

18 

8 

25 
24 

38 
40 

25 

19 

8 

0

10

20

30

40

5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人

就業歧視男性人數 就業歧視女性人數

0 0 0 0 0 
1 

0 0 

3 2 

14 

10 

0 

11 

7 

11 

14 

5 
6 

12 

0

5

10

15

2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性騷擾男性人數 性騷擾女性人數

人

年 年

1,159 1,448 1,707 1,750 2,312 2,391 2,393 2,399 2,447 2,232 

4,512 
6,446 7,136 7,559 

9,715 9,771 9,644 9,055 8,781 8,499 

79.56 81.66 80.70 81.20 80.78 80.34 80.12 79.06 78.21 79.20 

0

25

50

75

100

0

3,000

6,000

9,000

12,000

15,00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男性(左標) 女性(左標) 女性所占比率(右標) %人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案件 

本市歷年來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就業歧視案件皆以女性較多，然近 3 年有減少

趨勢，109 年共計 9 人，其中女性 8 人(占 88.89%)，較 106 年減 32 人(-80.00%)。另

申訴性騷擾案件 14 人，亦以女性 12 人，占 85.71%為大宗。此外，有關跨性別或性傾

向申訴案件，因民眾較為隱晦，各年統計皆為 0。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申請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狀況 

本市申請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歷年皆以女性為大宗，所占比率皆為 8

成左右，109 年為 8,499 人(占 79.20%)，為男性 2,232 人之 3.81 倍；與 100 年相

較，女性申請人增 3,987 人(88.36%)，男性增 1,073 人(92.58%)。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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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勞動狀況 

本市 109 年男性原住民勞動力參與率為 76.17%，女性為 60.31%，兩者相差 15.86

個百分點。以歷史資料觀察，男性原住民勞動力參與率近 10 年皆高於 7 成，女性皆高

於 5 成 5。另，109 年男性原住民就業人數為 8,301 人，女性為 8,703 人，分別較 100

年增 2,536 人(43.99%)、2,381 人(37.66%)。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失業率及就業輔導 

本市 109 年男性原住民失業率為 5.25%，較 100 年減 2.55 個百分點，女性為

3.70%，減 2.49 個百分點，男性較女性高 1.55 個百分點。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09 年辦理原住民就業輔導計 449 人次，其中男性 181 人次(占 40.31%)，女性 268

人次(占 59.69%)，歷年除 105 年外，女性皆多於男性。 

 

資料來源：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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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新住民就業人次 

隨跨國婚姻、新移民來臺，新住民人口日益增加，就業需求亦隨之提高。本市 109

年輔導新住民就業 285 人次，近 5 年人次皆破百；因新住民人口以女性占多數，故輔

導女性新住民就業為 274 人次，占 96.14%為大宗，較 108 年增 22 人次(8.73％)，占

比亦增 0.32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備註：本項之新住民不含大陸配偶。 

產業及社福外籍移工 

本市 109 年底產業及社福外籍移工登記人數共計 10 萬 4,483 人，其中男性 6 萬

776 人，女性 4 萬 3,707 人，分別較 100 年底增 3 萬 3,229 人(120.63%)及 1 萬 3,226

人(43.39%)；男性產業及社福外籍移工人數自 102 年底超越女性，女性所占比率逐年

下降，至 109 年底 41.83%為最低。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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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社會保險被保險人狀況 

本市 109 年底主要 4 類社會保險被保險人數中，以勞工保險 127 萬 3,199 人最

多，就業保險 87 萬 6,362 人次之，國民年金保險 41 萬 2,716 人再次之。以性別觀察

其占比，僅勞工保險女性所占比率 48.46%低於男性，其餘皆高於男性。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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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人口結構 

受晚婚及養育成本提高影響，本市 109 年底幼年人口占比持續下降，男、女性占

比分別為 14.80%及 13.22%；與 99 年底相較，分別減 3.20 及 3.24 個百分點。而老年

人口占比則因醫療水準提高、平均餘命增加而持續攀升，男、女性占比分別為 12.65%

及 14.58%，則增 4.27 及 5.59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六都人口性比例 

本市於 97 年底女性人口超越男性，人口性比例(男/百女)降至 100 以下，之後逐年

下降，109 年底為 96.52 續創新低，主因係社會增加數多為女性所致。109 年底六都人

口性比例皆低於 100，以臺北市 90. 82 最低，新北市 95.43 次之，本市第三低。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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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本市近 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兩性各婚姻狀況占比消長趨勢相同，伴隨性別平等

意識提升，有偶女性占比減 1.90 個百分點，較有偶男性占比減 1.10 個百分點多 0.80

個百分點，離婚女性占比增 1.81 個百分點，較離婚男性占比增 1.64 個百分點多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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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底 15 歲以上，兩性各年齡層未婚比率均以男性較高，其中 25-29 歲

年齡層男、女性未婚人口占比仍高達 86.64%、77.84%，而以 30-34 歲男、女性未婚

比率差距(男性未婚比率-女性未婚比率)相差 15.14 個百分點最多，此年齡層仍有超過

6 成(62.02%)之男性人口未婚，女性未婚人口占比降至 46.88％。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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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六都一般生育率 

國人因晚婚及生育意願低落，除 100 年(百年) 結婚潮、101 年(龍年)一般生育率有

上升，雖政府近年陸續推出各項鼓勵生育政策，一般生育率仍呈逐年下降趨勢。本市 109

年一般生育率為 27‰，低於桃園市 36‰、臺北市 30‰及高雄市 28‰，六都中排名

第四。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婦女第一胎生母生育狀況 

本市 109 年婦女生育第一胎年齡占總出生人數 49.81%，以 30-34 歲(占總出生

人數 18.11%)最多，25-29 歲(占總出生人數 14.60%)次之，35-39 歲(占總出生人數

8.97%)再次之；與 99 年相較，29 歲以下各年齡層占比皆呈現負成長，其餘年齡層皆

為正成長，以 25-29 歲減 5.68 個百分點、35-39 歲增 4.15 個百分點最多，顯示第一

胎生育年齡隨晚婚趨勢遞延。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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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生育狀況 

本市非婚生嬰兒數自 105 年起逐年下降，109 年共 807 人，為近 10 年新低，其

中非婚生男嬰 401 人，較 99 年減 65 人(-13.95%)，非婚生女嬰 406 人，減 26 人(-

6.02%)；近 10 年來非婚生嬰兒除 107 及 109 年為女嬰多於男嬰外，其餘皆為男嬰居

多，又以 104 年差距(非婚生男嬰-非婚生女嬰)79 人最多。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家庭型態 

本市 108 年底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占 35.50%最多，夫婦家庭占 19.74%次之，

三代同堂家庭 13.72%再次之；與 100 年底相較，核心及三代同堂家庭型態呈負成長，

分別減 6.56 個、2.81 個百分點，餘正成長家庭型態中，以夫婦家庭及單人家庭分別

增 3.75 個及 2.51 個百分點最多。 

資料來源：本府主計處                                備註：109 年資料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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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狀況 

本市 109 年底新住民計 5 萬 9,389 人，以女性 5 萬 4,099 人占 91.09％為大宗，

兩性新住民人數皆以原屬中國大陸地區籍最多，且女性 3 萬 6,065 人(占全體新住民

60.73％)為男性(1,677 人)的 21.51 倍，其次為原屬越南籍女性新住民 1 萬 1,343 人(占

19.10％)為男性(274 人)的 41.40 倍。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原住民族狀況 

本市109年底原住民族人數計3萬5,836人，其中男性為1萬6,468人(占45.95%)，

女性為 1 萬 9,368 人(占 54.05%)，除撒奇萊雅族，其餘各族皆為女性多於男性。男、

女性原住民人數皆以阿美族最多，分別為 5,123 人、5,581 人，泰雅族次之，分別為

4,336 人、5,060 人，女性原住民以撒奇萊雅族人數僅 6 人最少。 

資料來源：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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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登記 

為落實性別平等並促進同志人權，本市於 108 年 5 月 24 日開放同性婚姻登記，

109 年同性婚姻登記共 313 對，男性 81 對(占 25.88％)，女性 232 對(占 74.12％)；觀

察這兩年登記狀況，均以女性登記為多數，約為男性之 3 倍。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身心障礙人口數 

本市 109 年底身心障礙人數為 12 萬 8,167 人，較 100 年底增 1 萬 7,541 人

(15.86%)；其中男性為 7 萬 1,509 人(占 55.79％)，增 7,841 人(12.32%)，女性為 5

萬 6,658 人(占 44.21％)，增 9,700 人(20.66%)。歷年來男性身心障礙人數皆多於女

性，惟女性增加幅度高於男性 8.34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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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照顧機構 

本市109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數為65家，以養護型機構60家，占92.31%

為主。實際進住人數為 3,328 人，較 100 年底增 528 人(18.86％)；其中男性為 1,450

人(占 43.57％)，增 177 人(13.90％)，女性為 1,878 人(占 56.43％)，增 351 人(22.99

％)，女性實際進住人數約為男性的 1.30 倍，高於 100 年底之 1.20 倍。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獨居老人 

本市 109 年底列冊獨居老人人數為 3,052 人，較 106 年底增 216 人(7.62%)，以

一般獨居老人 2,001 人，占 65.56%為多數，增 134 人(7.18%)；以性別觀之，一般獨

居老人以女性 1,336 人(占 66.77％)居多，且較 106 年底大幅增加 158 人(13.41%)，

中(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則以男性 583 人(占 55.47％)為多。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備註：100~105 年身分別區分為中(低)收入戶、一般、榮民，自 
                            106 年起，僅分中(低)收入戶、一般，榮民身分則另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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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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底低收入戶戶數為2萬134戶，較100年底增1萬1,815戶(142.02%)，

其中女性戶長占 41.93％，反減 5.59 個百分點，呈逐年下降趨勢。109 年底領取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人數為 2 萬 330 人，較 100 年底增 9,878 人(94.51％)，其中男性

9,488 人，增 5,460 人(135.55％)，所占比率為 46.67%，亦增 8.13 個百分點，呈逐年

上升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本市 109 年底特殊境遇家庭戶數為 3,136 戶，以女性申請者占 91.10％ (2,857

人)為大宗，男性則僅占 8.90％，且近年來皆未達 1 成。109 年法律訴訟補助人次為

19 人次，且皆為女性，歷年來補助對象皆以女性為主，僅 101 年、106 年及 108 年

補助男性 1 人次。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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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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庇護及收容，實際收容人次至 105 年達 387 人次後逐年下降，109 年 90 人次，為

近年新低，較 105 年減 297 人(-76.74%)。近 2 年婦女緊急生活扶助人次呈減少現象，

109 年為 1,911 人次，較 107 年減 471 人次(-19.77％)。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居家托育服務 

本市辦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社區保母系統)」，提供保母托育媒合與托育諮

詢、資源、在職輔導等服務。109 年底有證照或經受訓之保母數為 9,185 人，較 100

年底增 7,273 人(380.39％)，呈逐年成長趨勢；托育服務收托人數為 6,384 人，增

5,280 人(478.26％)，惟近 3 年維持持平。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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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服務 

為減輕失能個案照顧者的照顧壓力，本市提供長期照顧喘息服務供民眾申請，近年

來申請人數快速攀升，109 年破萬人，計 1 萬 3,812 人，較 100 年 907 人大幅增加 1

萬 2,905 人(1,422.82%)；其中男性 5,952 人(占 43.09%)，女性 7,860 人(占 56.91%)；

除 104 年外，歷年皆以女性申請人居多且差距有擴大之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國小兒童課後照顧狀況 

近年來雙薪家庭的比率逐漸提高，促進兒童健康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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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辦理國小兒童課後照顧

學校數計 219 校，較 100 學年度增 54 校(32.73%)，課後照顧學生數計 2 萬 5,583

人，較 100 學年度增 1 萬 2,964 人(102.73%)。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備註：109 學年度資料尚未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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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兒少課後照顧服務計畫狀況 

因應弱勢家庭兒少對教育之需求，本市補助非營利團體辦理弱勢兒少課後照顧服

務。109 年申請團體單位數共 27 家，服務人次計 15 萬 3,227 人次，較 108 年增 3 萬

2,923 人(27.37％)；其中男性 7 萬 9,220 人次(占 51.70％)，增 1 萬 8,581 人次(30.64

％)，女性 7 萬 4,007 人次(占 48.30％)，增 1 萬 4,342 人次(24.04％)。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原住民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本市 109 年底原住民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戶數共計 1,492 戶，其中低收入戶

801戶，中低收入戶691戶，分別較100年底增551戶(220.40%)及567戶(457.26%)；

以性別觀之，低收入戶女性戶長人數為 422 人(占 52.68%)，中低收入戶女性戶長人

數為 421 人(占 60.93%)，歷年來，兩者戶長人數皆以女性居多。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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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 

為協助遭逢困難之原住民家庭解決生活難處，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給予緊急照

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109 年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戶數 128 戶，以女

性申請者 121 人(占 94.53%)為大宗，男性僅有 7 人；歷年皆以女性多於男性，女性占

比以 103 年 89.55%最低。 

資料來源：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申請住宅補貼 

本市109年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1,682戶，較100年大幅增1,031戶(158.37%)，其

中女性申請人為874戶，增 505戶(136.86%)，其所占比率為近4年首次超越5成；109年

申請租屋租金補貼2萬1,367戶為歷年之最，以女性申請人1萬2,445戶(占58.24%)較多，

歷年來，租金補貼女性申請者占比皆維持在6成左右。 

資料來源：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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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繼承情形 

本市兩性繼承不動產人數大致皆呈逐年增加趨勢，且男性人數皆多於女性，109 年

女性繼承不動產 9,589 人(占 45.09%)，較 100 年增 2,921 人(43.81%)，較男性 2,350

人(25.20%)之增額為高。歷年來未申請拋棄亦未申請繼承不動產人數皆為女性多於男

性，109 年女性 8,296 人(占 64.84%)為男性 4,499 人之 1.84 倍，且其占比較 100 年

增 2.73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父母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我國民法規定夫妻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可由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共同行使或

負擔。本市 109 年因父母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比率以母親 38.53％

較高，父親占 34.35％，父母共同行使則占 27.12％；自 103 年起，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行使由父親行使之比率呈減少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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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五等分位分經濟戶長狀況及可支配所得 

本市 108 年女性家庭經濟戶長僅占 28.18%，惟較 100 年增 1.19 個百分點；其中

最低所得組戶內人口因高齡、獨居者居多，加上女性平均壽命較長，致比率達 47.63%。

108 年男性經濟戶長之戶內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為 35.1 萬元，略低於女性經濟戶長之

戶內平均，兩性經濟戶長戶內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差距由 100 年 1.7 萬元，縮減至 108

年 0.3 萬元。 

資料來源：本府主計處                                備註：109 年資料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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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本市 109 年底 15 歲以上男性人口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占 32.26％最高，其次為大

學占 29.44％及國中小占 17.10％，女性則以大學占 30.37％最高，其次為高中職占

28.54％及國中小占 21.77%。與 99 年底占比相較，兩性在大學及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

皆呈增長，其餘則皆呈減少。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15 歲以上高等教育程度人口 

本市 109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具高等教育程度計 119.42 萬人，其中男性 59.48 萬

人，女性 59.95 萬人；近 10 年來兩性 15 歲以上人口具高等教育程度差距逐漸縮小，

顯示兩性受高等教育機會已接近均等，女性具高等教育程度人口於 107 年首次超越男

性，109 年底其所占比率達 50.20%，較 99 年底上升 0.77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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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各校類科別畢業生數 

本市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計 4 萬 3,119 人，以企業管理類科 2,895 人(占

6.71%)最多，其次為資訊技術類科 2,263 人(占 5.25%)、外國語文類科 2,081 人(占

4.83%)。就畢業生數前 10 大科系觀察女性占比，以護理及助產類科占 88.38％最高，

其次為外國語文類科 72.80％、國際貿易類科 71.47%。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幼兒園幼生教育狀況 

為減輕家庭照護的負擔，本市推動公幼倍增計畫及擴充非營利幼兒園，期能給予

幼生良好教育及照護環境。 政策成效展現，幼兒園幼生人數呈逐年成長趨勢，109 學

年度達 8 萬 3,707 人，較 101 年大幅增加 2 萬 4,446 人(41.25%)；近年女性幼生所

占比率約占 4 成 7，109 年為 47.79%，較 101 年增 0.10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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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國中小學生數 

隨外籍配偶持續減少及少子化影響下，本市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數於 103 年

為高點後，逐年下降，109 學年度為 1 萬 5,241 人，其中男性 7,775 人，女性 7,466

人，女性占比 48.99%，歷年來女性占比皆低於男性，約占 4 成 8；與 100 學年度相

較，總學生數大幅減少 4,300 人(-22.01%)，而女性占比則增 0.24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補習學校新住民學生數 

本市辦理補習學校課程以幫助新住民充實基本生活知能，融入本市生活圈。自105

學年度起補習學校新住民學生數已破千人，109 學年度學生數為 1,188 人，因新住民

人口以女性占多數，故女性學生為 1,107 人，占 93.18%為大宗，男性 81 人僅占

6.82%；與 100 學年度相較，新住民學生數增 169 人(16.58%)，而男性學生占比增

3.97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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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取得學歷人數 

為強化新住民的生活與發展，本市推廣新住民重回校園學習，並鼓勵取得學歷認證。

109 學年度新住民取得學歷人數為 120 人，其中男性 7 人（占 5.51％），女性 120 人

（占 94.49％），分別較 100 學年度增 5 人(250.00%)及減 21 人(-14.89%)。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原住民部落大學 

部落大學以建構傳統知識傳承、推動原住民文化產業與族語環境營造為目標。本市

109 年底原住民部落大學學生人數 972 人，以女性學生 749 人為大宗，所占比率為

77.06%，較 100 年底降 3.91 個百分點；109 年底原住民族語教師人數計 81 人，男性

教師 45 人首次超越女性教師(36 人)，且所占比率 55.56%，則較 103 年底增 34.97 個

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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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課後輔導 

為提升原住民學生學習競爭力，本市提供原住民家庭子女就學期間之完善課後輔

導，109 年原住民課後輔導 112 人，其中男性學生 58 人(占 51.79%)、女性學生 54 人

(占 48.21%)；109 年底原住民課後輔導教師計 15 人，以女性教師 14 人為大宗，男性

教師僅 1 人，女性所占比率自 106 年底起逐年上升至 109 年底 93.33%。 

資料來源：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勞工大學性別比率 

為鼓勵勞工藉由在職進修學習新知，充實知能，以提升競爭力，本市勞工大學規

劃辦理 5 大類之勞工職能提升課程。歷年來本市勞工大學學員數皆以女性多於男性，

109 年女性學員人數為 2,388 人，較 100 年增 494 人(26.08%)，男性學員 1,843 人，

增 844 人(84.48%)，致女性所占比率 56.44%較 100 年減 9.03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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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性別議題相關課程數 

隨著性別主流化議題被重視，本市社區大學將性別主流化議題納入課程。109 年 11

所社區大學（甲安埔、大屯、文山、後驛、五權、潭雅神、北屯、山線、后豐、海線、

南湖）共開設 26 門性別議題相關課程，較 103 年多新增 11 門性別相關課程；占總課

程 2,357 門之 1.10%，較 103 年增 0.58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社區大學學員數、樂齡中心活動人次 

為提升民眾老年期生活品質，本市推廣活到老學到老的觀念，集結各方面社會資

源辦理社區大學，並於 29 個行政區開設樂齡學習中心。本市 109 年社區大學學員數

2 萬 2,573 人，其中女性學員 1 萬,7045 人(占 75.51％)，較 100 年減 1 萬 1,611 人

(-40.52%)；樂齡中心活動計 13 萬 3,349 人次參與，其中女性有 10 萬 8,175 人次(占

81.12％)參與，較 100 年增 4 萬 7,970 人次(79.68%)。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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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苑學員人數 

本市歷年來長青學苑女性參加人數均多於男性，且所占比率皆達７成以上，尤近 2

年女性學員大幅成長，致 109 年參加總人數達 7 萬 9,450 人，較 107 年增 3 萬 7,454

人(89.18％)，其中女性 6 萬 6,604 人，增 3 萬 6,322 人(119.95％)，占比達到 8 成 4，

亦增 11.72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補助高中以下公立學校性平叢書冊數 

本市 109 年教育局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購置圖書，其中有關性平叢書計 130

冊，較 108 年 98 冊增 32 冊(32.65%)；依各叢書適用學生年級區分，以適用中年級

計 66 冊最高，其次為高年級計 56 冊，再次為低年級計 39 冊。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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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 

本府社會局 109 年底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為 3 萬 9,130 人，以女性 2 萬 6,234

人(占 67.04％)居多數，為男性 1 萬 2,896 人之 2.03 倍；男、女性各年齡層均以 50-64

歲占最大宗，分別占其性別 36.37％及 42.30％，其次為 65 歲以上之年齡層，則分別

占其性別 23.79％及 25.65％；兩性志工中 50 歲以上人數均超過 6 成。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圖書館志工 

為使藝文深入各區，讓民眾就近親近藝文，本市以人為本出發，營造優質閱讀環

境，積極結合志願服務人力推動，109 年底圖書館總館及 44 個分館，志工共計 1,892

人；與 108 年底相較，減 18 人(-0.94%)，其中男性 310 人（占 16.38％），減 17 人

(-5.20%)，女性 1,582 人（占 83.62％），減 1 人(-0.06%)。 

資料來源：本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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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舉辦展演活動(個展) 

為落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理念，市府積極輔導與鼓勵藝術工作者投入

創作展覽的行列，109 年男性藝術家舉辦個人展覽 97 場次，女性 64 場次。女性所占

比率 39.75%，較 101 年增 11.52 個百分點。除 102 至 104 年外，男性藝術家展演活

動場次多於女性藝術家。 

資料來源：本府文化局 

街頭藝人(個人不含團體) 

本市 109 年底有效街頭藝人個人組證照數計 1,928 組，其中男性 1,161 組(占

60.22％)，女性 767 組(占 39.78％)，近年來男、女性街頭藝人數呈上升趨勢，分別

較 104 年底增 325 人(38.88%)、372 人(94.18%)，女性增加的速度超過男性，其占

比較 104 年底增 7.69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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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業者負責人 

本市因殯葬服務蓬勃發展，業者呈逐年增加趨勢，且以男性為大宗，109 年底殯葬

業者負責人共 407 人，其中男性 269 人為女性 138 人之 1.95 倍；與 99 年底相較，分

別增 121 人(81.76%)及 73 人(112.31%)，且女性所占比率上升 3.39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殯葬業禮儀師人數 

本市近年殯葬業領有禮儀師證照之禮儀師人數皆呈增加趨勢，109 年底共 154 人，

較 103 年底大幅增加 133 人(633.33%)，其中男性 82 人，增 72 人(720.00%)，女性

72 人，增 61 人(554.55%)；惟女性所占比率 46.75%，減 5.63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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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肺炎(537人)

5.腦血管疾病(458人)

6.高血壓性疾病(342人)

7.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320人)

8.事故傷害(264人)

9.蓄意自我傷害(自殺)(149人)

10.慢性下呼吸道疾病(145人)

235.7

平均餘命 

自全民健保實施以來，國內醫療資源普及，死亡率逐年降低，國人平均壽命呈逐年

上升趨勢，本市 108 年男性 0 歲平均餘命達 77.84 歲，較 99 年增 1.73 歲，女性 0 歲

平均餘命更達 83.94 歲，增 2.09 歲，且較男性高出 6.10 歲，差距有逐漸擴大之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備註：109 年資料尚未發布。 

主要死因死亡率 

本市 109 年死亡人數為 1 萬 7,486 人，其中男性 1 萬 293 人(占 58.86％)，女性

7,193 人(占 41.14％)；主要死因死亡率皆以惡性腫瘤居首，男性為每十萬人口 235.7

人，女性為每十萬人口 151.1 人，其次為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男性為每十

萬人口 62.9 人，女性則為每十萬人口 45.4 人；前十大主要死因死亡率除腎相關病變

外，皆以男性較高。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註：各項病因死亡率=(各項病因死亡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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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3,264人) 女性(2,165人)109年

每十萬男性人口死亡率 每十萬女性人口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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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胃癌(102人)

7.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80人)

8.卵巢癌(69人)

9.子宮體癌(61人)

10.白血病(54人)

45.2 

41.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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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1.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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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5.8 

1.氣管、支氣管和肺癌(626人)

2.肝和肝內膽管癌(576人)

3.結腸、直腸和肛門癌(396人)

4.口腔癌(360人)

5.食道癌(220人)

6.胃癌(159人)

7.前列腺(攝護腺)癌(157人)

8.胰臟癌(153人)

9.膀胱癌(82人)

10.白血病(80人)

0.02 

5.02 

35.63 

59.33 

010203040506070

14歲以下

15-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

男性結腸、直腸及肛門癌就診人數比率

-依年齡層分

0

9.78 

59.84 

30.3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

女性乳癌就診人數比率-依年齡層分

108年

5,913人 15,624人

主要癌症死亡率 

本市 109 年癌症死亡人數為 5,429 人，其中男性 3,264 人(占 60.12％)，女性 2,165

人(占 39.88％)；主要癌症死亡率皆以氣管、支氣管和肺癌居首，男性為每十萬人口 45.2

人最高，女性則為每十萬人口 24.6 人；男性以肝和肝內膽管癌每十萬人口 41.6 人居

次，女性則為乳癌每十萬人口 24.0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主要罹癌就診人數 

本市 108 年男性罹癌患者以結腸、直腸及肛門癌就診人數 5,913 人最多，年齡層

以 65 歲以上占 59.33％最多，45-64 歲占 35.63％次之，兩年齡層合占 9 成 5；女性

罹癌患者則以乳癌就診人數 1 萬 5,624 人最多，年齡層以 45-64 歲占 59.84％最多，

65 歲以上則占 30.38%，兩年齡層合占 9 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註：109 年資料尚未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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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十萬活嬰人／千活嬰

新生兒死亡率(左標) 嬰兒死亡率(左標) 孕產婦死亡率(右標)

孕產死亡情形 

本市 109 年新生兒(未滿 4 週)死亡率(每千活嬰死亡人數)1.41 人、嬰兒(未滿 1 歲)

死亡率(每千活嬰死亡人數)2.40 人，分別較 100 年減 1.64 人、2.05 人，有逐年減少之

走勢。109 年孕產婦死亡人數為 3 人，死亡率為(每十萬活嬰中孕產婦死亡人數)15.64

人，為近年第二高。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註：孕產婦死亡率=孕產婦死亡人數÷每 10 萬活產嬰兒數。  

嬰兒出生人數 

本市兩性嬰兒出生人數皆自 104 年起逐年下降，109 年嬰兒出生達 1 萬 9,613 人，

其中男性 1 萬 95 人，女性 9,518 人；與 99 年相較，分別減 138 人(-1.35%)及增 214

人(2.30%)；歷年皆以男嬰出生數居多，惟近年女嬰所占比率有上升趨勢，109 年女嬰

所占比率為 48.53%較 106 年之 47.50%上升 1.03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備註：按登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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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十萬人

0 0

≈≈

死亡女嬰所占比率 

本市 109年死亡嬰兒(0歲)計 46人，首次低於 50人，較 100年減 62人(-57.41%)，

其中死亡女嬰 20 人，減 42 人(-67.74%)，所占比率為 43.48%，除 100 及 102 年外，

其餘各年皆為死亡女嬰數低於男嬰，107 年 33.33%為歷年最低，惟近 2 年有逐漸上升

趨勢。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門診、住院就診率 

本市 108 年每十萬人門診(包含急診)就診率為 9 萬 5,538 人，其中女性每十萬人

門診(包含急診)就診率為 9 萬 7,011 人，較男性之 9 萬 4,016 人為高；每十萬人住院

就診率 8,712 人，其中女性每十萬人就診率 9,078 人，亦較男性之 8,335 人為高；近

年女性每十萬人門診(包含急診)及住院就診率皆高於男性。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註：109 年資料尚未發布。 

45



 
 

健康與醫療 

 

585 

1,440 

1,618 

2,003 

1,512 

484 

70 
3 

339

817

676 

377 

148 
27 2 1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71-80歲 81-90歲 91-100歲

人
男性醫師人數 女性醫師人數

63.31 63.80
70.53

84.16
91.08

94.72 97.22

75.00

36.69 36.20
29.47

15.84
8.92

5.28 2.78

25.00

0

20

40

60

80

100

20-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71-80歲 81-90歲 91-100歲

%

男性醫師所占比率 女性醫師所占比率

12 13 14 
19 23 27 31 34 34 35 

585 664 726 

1,017 

1,364 
1,583 

1,882 

2,187 2,219 
2,331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0

10

20

30

40

50

100

年底

101

年底

102

年底

103

年底

104

年底

105

年底

106

年底

107

年底

108

年底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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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護理機構家數(左標) 產後護理機構床位數(右標)

各年齡層醫師人數 

本市 109 年底醫師人數為 1 萬 102 人，其中男性醫師 7,715 人為女性醫師(2,387

人)之 3.23 倍；以年齡層觀之，20-30 歲男性醫師所占比率為 63.31%，隨年齡層上升，

其占比亦隨之增加，至 51-60 歲年齡層則提高至 84.16%，61-90 歲 3 個年齡層占比已

越 9 成，尤 81-90 歲更達 97.22%。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備註：因浮動資料產製時間不同，故與衛福部公布數據略有落差。 

產後護理機構 

產後護理機構之服務對象，為產後未滿二個月需護理之產婦及出生未滿二個月之

嬰幼兒。本市 109 年底產後護理機構計 35 家，較 100 年底增 23 家(191.67%)，產

後護理機構床位計 2,331 床，增 1,746 床(298.46%)。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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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 

本市 109 年底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人數為 1,996 人，較 100 年底增 964 人(93.41

％)；照顧服務員以女性 1,675 人(占 83.92％)為主，平均每 6 名照顧服務員中有 5 人為

女性，然男性照顧服務員人數及比率有逐年增加趨勢，109 年底為 321 人(占 16.08%)，

較 100 年底增 261 人(10.27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失能個案 

本市 109 年底失能個案人數為 3 萬 7,569 人，占人口總數 1.33%，其中男性 1

萬 6,269 人(占 43.30％)，女性 2 萬 1,300 人(占 56.70％)；失能個案人數呈逐年成長

趨勢，為 100 年底 6,006 人之 6.26 倍，且歷年女性人數皆高於男性，占比仍呈成長

走勢，較 100 年底增 1.72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47



 
 

健康與醫療 

 

54人

138人

403人

485人

60人

328人

38人

0 20 40 60

女性

%

24人

108人

2人

156人

11人

11人

27人

-80 -60 -40 -20 0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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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主任)

護理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照顧服務員

外籍看護工

服務相關專業人員

其他人員

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 

本市 109 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數為 1,845 人，以女性 1,506 人

(占 81.63%)居多，男性則為 339 人(占 18.37%)；男、女性工作人員數皆以照顧服務員

為大宗，分別占其性別工作人員 46.02%及 32.20%，外籍看護工計 405 人，以女性 403

人(占外籍看護工 99.51%)為主。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 

自殺通報人次與自殺死亡人數 

本市 109 年自殺通報人次為 4,662 人次，以女性 3,138 人次(占 67.31％)較多，

男性為 1,524 人次(占 32.69％)；各年齡層中，兩性皆以 25-44 歲最多，男性為 675

人次(占該性別 44.29％)，女性為 1,301 人次(占該性別 41.46％)；109 年自殺死亡人

數 438 人，則以男性 289 人(占 65.98％)多於女性之 149 人(占 34.02％)。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註：自殺通報人次不含年齡不詳者。 

37

286

675

358

168
97 

901 

1,301 

626 

213 

0

500

1,000

1,500

0-14歲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人次

自殺通報人次(左標)

男性 女性

289

149

0

100

200

300

400

自殺死亡人數(右標)

人

男性 女性

48



 
 

健康與醫療 

112,818 
126,707 

141,961 
151,902 

164,330 
160,075 

165,804 
176,970 

187,229 
188,022 

28.05 
30.55 

33.67 34.95 
36.57 

34.48 35.72 37.11 38.34 36.92 

0

8

16

24

32

4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99-

100年

100-

101年

101-

102年

102-

103年

103-

104年

104-

105年

105-

106年

106-

107年

107-

108年

108-

109年

申報篩檢人數(左標) 篩檢率(右標)

人 %

443,756 

470,553 

420,000

430,000

440,000

450,000

460,000

470,000

480,000

99-

101

100-

102

101-

103

102-

104

103-

105

104-

106

105-

107

106-

108

人
申報檢查人數

0

59.6 58.5 57.9 57.7 56.7 56.3 55.4 55.8

1.9 2.0 2.2 2.3 2.4 2.3 2.3 2.2 

0

20

40

60

80

100

99-

101

100-

102

101-

103

102-

104

103-

105

104-

106

105-

107

106-

108

% 申報參與率 陽性率

年 年

≈

45-69 歲婦女乳房攝影篩檢狀況 

乳癌位居我國女性癌症發生率之首，發生高峰約在 45-69 歲之間，依國民健康署

建議，40 歲以上婦女乳房 X 光攝影至少每二年篩檢一次，本市 108-109 年 45-69 歲

婦女 2 年內曾接受乳房攝影申報篩檢人數為 18 萬 8,022 人，較 99-100 年 11 萬 2,818

人增 7 萬 5,204 人(66.66%)，申報篩檢率 36.92%，則上升 8.87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30 歲-69 歲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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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8 年 30-69 歲婦女子宮頸抹片申報檢查人數為 47 萬 553 人，較 99-

101 年增 2 萬 6,797 人(6.04％)，申報參與率為 55.8％，則下降 3.8 個百分點；另篩

檢陽性率為 2.2％，上升 0.3 個百分點，歷年陽性率介於 1.9%~2.4%間。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備註：109 年資料尚未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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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通報案件 

本市 109 年家庭暴力通報件數為 1 萬 9,285 件，較 100 年增 8,319 件(75.86％)；

依通報案件類型觀察，以婚姻暴力 9,407 件(占 48.78％)最多，增 3,325 件(54.67%)；

增幅則以老人虐待增 256.44% (777 件)最大。其中身心障礙者為 1,160 人，增 880 人

(314.29%)，且歷年來皆以女性居多數。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受虐兒童 

本市 109 年家庭暴力被害人人數為 1 萬 5,611 人，以女性 1 萬 48 人(占 64.36

％)為多，近年皆以女性居多；家庭暴力相對人人數為 1 萬 4,990 人，以男性 1 萬 922

人(占 72.86％)為大宗，近年亦皆以男性為主。另 109 年兒少保護之受虐兒童 670 人，

其中身心障礙者 116 人(占 17.31％)，且自 101 年起，男性皆多於女性。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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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被害人法律扶助與費用補助 

本市 109 年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法律扶助為 6,604 人次，其中男性為 1,033 人次

(占 15.64％)，較 108 年增 30 人次(2.99％)，女性為 5,571 人次(占 84.36％)，則減

1,173 人次(-17.39％)，歷年皆以女性居多數；109 年補助家庭暴力被害人律師及訴訟

費用為 258 萬元，較 108 年增 68 萬元(35.79％)。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家庭暴力保護令及戒酒教育 

保護家庭暴力被害人免於再受侵害，本市 109 年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件數為 4,722

件，核發數為 3,353 件，核發率為 71.01％，較 108 年增 3.42 個百分點；法院針對

酒後家暴行為裁定戒酒教育人數為 319 人，其中男性為 285 人(占 89.34％)，女性為

34 人(占 10.66％)，近年戒酒教育人數以男性為主。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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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案件 

本市 109 年性侵害通報件數為 1,022 件，較 101 年減 842 件(-45.17％)，呈下降

之趨勢。性侵害被害人為 936 人，較 101 年減 491 人(-34.41％)，其中以女性 802 人

(占 85.68％)為主，且近年來均以女性居多，占 8 成以上；身心障礙被害人有 61 人，

其中女性所占比率高達 90.16%。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性侵害通報案件主要兩造關係 

本市 109 年性侵害通報案件計 1,022 件，就被害人及加害者兩造關係而言，以朋

友、同學及鄰居 280 件(占 27.40%)最多，(前)配偶、(未)同居伴侶及曾為同居伴侶等

親密伴侶關係者 250 件(占 24.46%)次之，親屬關係 129 件(占 12.62%)再次之，三者

合占近 6 成 4。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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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案件成立事件

校園性別事件經調查屬實之申訴人及行為人狀況 

本市 109 年校園性騷擾申訴人數 228 人，以女性 183 人，占 80.26%為多；與 103

年相較，申訴人數增 23 人(11.22％)，其中女性增 31 人(20.39%)，其占比則增 6.11 個

百分點。在校園性騷擾行為人方面，109 年計 172 人，為近年最多，以男性 155 人，

占 90.12%為大宗；與 103 年相較，行為人增 26 人(17.81％)，其中男性增 30 人

(24.00%)， 其占比增 4.50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性騷擾申訴案件 

本市 109 年性騷擾案件申訴件數為 178 件，較 100 年增 106 件(147.22％)，為

歷年來最多，其中成立件數 133 件，成立比率為 74.72%，增 2.50 個百分點。成立事

件依申訴人性別觀察，109 年女性申訴人為 120 人(占 90.23%)，近年均以女性居大

宗；另身心障礙當事人 5 人，亦以女性 4 人(占 80.00%)居多。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備   註：性騷擾案件成立事件自 105 年起統 
                                                  計男、女性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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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人數 

本市 109 年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救援人數為 175 人，以女性 127 人(占 72.57

％)居多數，為男性 48 人之 2.65 倍，其中 12 歲-未滿 15 歲女性 69 人，占 39.43％最

多；經判刑確定行為人數為 42 人，則以男性 37 人(占 88.10％)居大宗，其中 18 歲-未

滿 30 歲男性 22 人，占 52.38%最多。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安置情形 

本市 109 年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通報被害人安置在緊急收容中心 12 人，以女性 11

人(占 91.67%)居多數，又以 15 歲至未滿 18 歲女性 7 人，占 58.33％最多；經法院

依第一次裁定結果繼續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11 人；依第二次裁定結果安置於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10 人，無人安置於寄養家庭、中途學校等處。 

資料來源：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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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 

近年來本市男性刑事案件犯罪率均大於女性，依年齡層觀察，109 年以男性青年犯

罪人口率每十萬人 2,838.55 人最高，為女性(每十萬人 644.48 人)之 4.40 倍，較 100

年每十萬人增 1,456.11 人(105.33％)，男性成年犯罪人口率每十萬人 1,885.39 人次

之，為女性(每十萬人 382.85 人)之 4.92 倍，每十萬人增 426.99 人(29.28%)。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少年犯罪人口率 

本市 109 年男性少年刑案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1,062.97 人，為女性(每十萬人

172.41 人)6.17 倍；各刑案類型中，男、女性少年皆以竊盜犯罪人口率最高，分別為

每十萬人 176.78 人、42.48 人；男性少年以妨害秩序犯罪人口率每十萬人 165.22 人、

女性少年則以詐欺犯罪人口率每十萬人 27.49 人次之。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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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被害者發生場所別 

本市 109 年交通場所、住宅區及市街商店皆為兩性刑事案件被害者最常發生之場

所，三者合計占各性別均超過 8 成 4，其中男性被害者發生場所前 3 高分別為交通場所

占 34.49％、住宅區占 29.97％、市街商店占 20.25％，女性則為住宅區占 40.92％、

交通場所占 26.60％、市街商店占 19.36％。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主要刑案類別女性被害人(一) 

本市 109 年刑事案件女性被害人計 6,982 人，以詐欺 1,604 人，占 22.97％最

多，竊盜 1,502 人，占 21.51％次之，兩者合計占 4 成 4，妨害性自主罪 449 人(占

6.43％)、一般傷害罪 433 人(占 6.20%)再次之；以各案類被害人女性所占比率觀察，

超過 5 成者為妨害性自主罪(占 93.93%)、詐欺(占 53.63％)及駕駛過失(占 51.04％)。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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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刑案類別女性被害人(二) 

本市 109 年刑事案件女性被害人計 6,981 人(不含年齡不詳人數)；依年齡層觀察，

以成年 5,572 人(占 79.82％)最多，青年 958 人(占 13.72%)次之，兩者合計占 9 成 4；

與 103 年相較，僅兒童增 17 人(20.73％)，餘年齡層皆呈減勢，以成年減 1,165 人最

多，少年減 26.67％減幅最大。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備註：依年齡分人數不含年齡不詳人數。 

暴力犯罪被害人發生刑案別 

本市 109 年暴力犯罪被害人總計 43 人，其中男性 22 人，女性 21 人；以刑案類

型觀察，男性被害人以遭受「強盜」11 人(占該性別被害人 50.00％)最多，「故意殺

人」8 人(占 36.36％)次之；女性被害人則以遭受「故意殺人」及「搶奪」各 7 人(各

占該性別被害人 33.33％)最多，「強盜」6 人(占 28.57％)次之。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備註：106 年起強制性交不含對幼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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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主被害人 

本市 109 年妨害性自主被害人 478 人，以女性 449 人，占 93.93%為大宗，為男

性 29 人之 15.48 倍；依年齡層觀察，女性少年 207 人(占 43.31％)最多，女性成年 131

人(占 27.41%)次之；再依學歷別觀察，女性高中(職)186 人(占 38.91％)最多，女性國

中 141 人(占 29.50％)次之。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妨害性自主嫌疑犯 

本市 109 年妨害性自主嫌疑犯 483 人，以男性 470 人，占 97.31％為大宗，為

女性 13 人之 36.15 倍；依年齡層觀察，男性成年 239 人(占 49.48％)最多，男性青年

127 人(占 26.29%)次之；再依學歷別觀察，男性高中(職)256 人(占 53.00％)最多，男

性國中 92 人(占 19.05％)次之。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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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級毒品吸食人數 

本市 109 年吸食一級毒品人數總計 439 人，以男性 381 人，占 86.79％為大宗，

為女性 58 人之 6.57 倍，較 100 年減 943 人(-68.23％)，呈現減少趨勢；吸食二級毒

品人數總計 2,122 人，亦以男性 1,868 人，占 88.03％為大宗，為女性 254 人之 7.35

倍，較 100 年增 889 人(72.10％)，並自 101 年起，多於一級毒品吸食人數。 

資料來源：本府警察局 

毒品吸食出監人數 

本市因吸食毒品以男性為大宗，其每年出監人數亦皆大於女性，所占比率皆達 8

成 5 以上。109 年因吸食毒品出監人數總計 1,548 人，其中男性 1,348 人，占 87.08%

為大宗，為女性 200 人之 6.74 倍；近 2 年出監人數大幅減少，男、女性較 107 年分

別減少 1,597 人(-54.23%)、減 284 人(-58.68%)。 

資料來源：本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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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檔公廁(一)-男女廁間數 

本市 109 年底建檔公廁小便器及男女廁間數共 2 萬 4,445 個，較 100 年底增 4,118

個(20.26%)，其中男廁占 61.04%(小便器 9,466 個，廁間 5,456 個)，女廁占 38.96%；

另女男廁間比近 5 年維持 1.745，較 100 年底增加 0.154。 

 

     資料來源：本府環境保護局 備註：106 年建檔公廁大幅減少，係因學校公廁可申請解除列管。 

建檔公廁(二)-不分男女廁間數 

本市 109 年底建檔公廁不分男女廁間數共 749 個，較 100 年底增 404 個

(117.10%)，其中無障礙廁所 516 個(占 68.89%)最多，性別友善廁所 145 個(占

19.36%)次之，親子廁所 88 個(11.75%)再次之，其中性別友善廁所自 105 年納入統

計，逐年上升，109 年底較 105 年底增 58 個(66.67%)。 

 

     資料來源：本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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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人員 

本市 109 年底清潔人員 3,960 人，其中清運單位(含垃圾清運、水肥清運、資源回

收及其他)3,836 人，占 96.87%為大宗，處理單位(含垃圾焚化廠、掩埋場及水肥處理

廠)124 人僅占 3.13%。依性別分，男性 3,015 人(占 76.14%)，女性 945 人(占 23.86%)；

男、女性皆以垃圾清運人員最多，分別為 938 人及 251 人。 

 

資料來源：本府環境保護局 

消防及義消人員 

本市 109 年底消防人員共 1,677 人，女性所占比率為 11.93%，較 100 年底增

1.21 個百分點；義消人員共 4,564 人，女性所占比率為 30.41%，增 23.43 個百分點。

兩者歷年來皆以男性為大宗，然女性增幅則皆大於男性，其中以義消人員增

1,139.29%(1,276 人)最大。 

資料來源：本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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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辦理環境相關課程學員狀況 

本市 109 年 11 所社區大學開設環境教育相關課程、講座及活動計 66 門，總參與

人數為 1,301 人，其中男性 529 人，女性 772 人；與 108 年相較，參與人數減 35 人，

其中男、女性分別減 1 人(-0.19%)、34 人(-4.22%)；2 年來女性所占比率均約為總參

與人數的 6 成。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局 

無障礙斜坡道、人行道改善及公廁緊急按鈕 

為使行動不便者可獨立到達或進出各基地、建築物等，本市力求營造友善之無障

礙空間，五年設置 1,203 處無障礙斜坡道(不含改善公園、園道、綠地、廣場等處)；

為維護行人用路安全，執行人行道改善 80.46 公里；另為守護市民安全無障礙，109

年於公園內建檔廁所設置緊急按鈕計 414 間。 

資料來源：本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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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駕駛人數 

本市 109 年底市區客運駕駛計 1,692 人，較 100 年底增 623 人(58.28%)，其中男

性 1,637 人，增 590 人(56.35%)，女性 55 人，增 33 人(150.00%)；歷年來男性人數

皆遠高於女性，109 年女性占比僅為 3.25%，然其占比有增加之趨勢，較 100 年底增

1.19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公有停車場親子停車格 

本市自 107 年起積極鼓勵設置親子停車格，照顧孕婦及友善幼童，年底已設置

1,607 格(含路邊)，較 106 年底大增 1,382 格(614.22%)；109 年底達 1,851 格，為

106 年 225 格之 8.23 倍。109 年底六大場域停車格總計 5 萬 7,475 格，其中設置親

子停車格 1,643 格，所占比率為 2.86%，符合法規需保留 2%親子停車格之規定。 

資料來源：本市停車管理處                        備註：親子停車格自 103 年起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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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捷運公司職員概況 

本市 109 年底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總職員數計 845 人，其中女性所占比率 28.17%，

較 106 年底減 4.67 個百分點；依身分別觀察，主管級 188 人，女性占 9.57%，減 47.57

個百分點，師級 74 人，女性占 41.89%，減 2.55 個百分點，員級 583 人，女性占

32.42%，增 14.24 個百分點，資料顯示，僅員級職員女性占比有成長，餘則呈減勢。 

資料來源：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於 106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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