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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0年底 7,430 18,158 … … … … … …

101年底 8,762 19,965 3,567 1,258 … … 369 67

102年底 9,365 21,319 4,078 1,235 … … 390 66

103年底 16,896 33,815 3,572 1,417 … … 390 71

104年底 14,878 38,797 3,217 1,431 136,708 149,619 388 80

105年底 16,791 39,038 3,632 1,559 138,239 148,243 393 83

106年底 17,377 40,267 3,389 1,481 140,179 148,992 396 87

資料來源：本府文化局、環保局、社會局及勞工局。

備註：文化志工自104年度起始列入統計。

表1　臺中市各公眾參與團體人數－按性別

年底別

文化、環保及推展

志願服務志義工數

勞工團體 市總工會、企業工會、職

業工會及產業工會理事長理監事 團體會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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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公共事務一般被定義為因應社會全體或大多數成員的需求，體現

群體共同的期待，而讓各成員普遍受益，並能促進整體及個體發展的

社會活動。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不論在國內、外，皆被認為是推動性

別平等的重要面向。106年底本市文化、環保及推展志願服務志義工

數計 5萬 7,644人，其中男性 1萬 7,377人（占 30.15%），女性 4萬

267人（占 69.85%），分別較 104年底增 2,499人（16.80%）及 1,470

人（3.79%），另觀察歷年結構，女性占比皆逾 6 成 6，為志願服務

的主力，透由志願的參與，女性在公眾事物具相當程度的參與和發揮

的空間（表 1、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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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文化局、環保局及社會局。

備註：文化志工自104年度起始納入統計。

人 %

0

≈

圖1 臺中市文化、環保及推展志願服務志義工數－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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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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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臺中市總工會、企業工會、職業工
會及產業工會理事長數－按性別

進一步探討公共經濟參與現況，工作與就業不僅為經濟體中重要

議題，亦反映到整體社會的運作，透由選擇加入或成立勞工團體，勞

工可保持或改善自身與資方的僱佣關係。106年底本市勞工團體會員

數計 28萬 9,171人，其中男性 14萬 179人（占 48.48%），女性 14

萬 8,992人（占 51.52%），近 3年並無太大變動，而勞工團體理監事

計 4,870人，其中男性 3,389人（占 69.59%），女性 1,481人（占 30.41%），

女性比率較 104年底 30.79%減少 0.38個百分點，另觀察市總工會、

企業工會、職業工會及產業工會理事長人數，106年底計 483人，其

中男性 396 人（占 81.99%），女性 87 人（占 18.01%），歷年女性

占比均未達 2成，然逐年成長。顯示在傳統勞動市場的職業性別區隔

影響下，能夠影響工會中重大案件討論及決策的理監事及理事長職位，

多由男性擔任，女性參與經濟決策的權力相對不足（表 1、圖 2）。 

除社會服務與經濟參與外，投入公職人員選舉，主動影響政府決

策或施政方針，更能體現公共參與價值。里長1為地方自治最小單位

首長，106年底本市里長數計 625人，其中男性 531人（占 84.96%），

女性 94人（占 15.04%），在基層政治現況，因家庭因素、現行選舉

制度、既定刻板印象以及長期以來政治文化的影響，社區內權力及資

                                                      
1 而選舉罷免法規定，當原任里長因死亡、犯罪或遭宣告當選無效時，若其任期未滿一半，則由

地方選舉委員會辦理補選，若其任期已屆滿一半，則由市府區公所派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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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近年臺中市里長數－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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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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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分配，大多仍為男性掌握（圖 3）。 

另觀察選舉年底的里長數，103年底里長女性 96人，較 99年底

增 19人（24.68%），而女性占比 15.36%，較 99年底高 3.04個百分

點，顯示隨著走出家庭、外出就業與社會地位的提高，近年女性參與

政治的意識亦隨之提高（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