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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本書係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6大面向編製。111年版共計 55項主題，內容參
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國內

指標，並結合在地社經特色，以施政為導向，擇

選產業及社福等本市重要統計指標，並關注不利

處境者之議題，以性別觀點強化機關業務推動成

果，俾提升應用之廣度及深度。

二、 本書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本府各機關公務統計
報表及主計處直接蒐集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

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主題之圖表下方，以利

查考。

三、 圖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止），「年底」係指 12月底靜
態數字，「學年度」係指教育年度，即當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日。

四、 本書所載資料如有細項總和不等於總計或跨期別
資料變動與所示數據不一致者，皆係四捨五入所

致。

五、 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資料，均予修正，凡與前
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期數字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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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公教人員數
111年底本市公教人員計 3萬 4,370人，男性及女性分別為 1萬

5,622人及 1萬 8,748人，女性占 54.5%。
111年底本市公教人員計 3萬 4,370人，男性及女性各為 1萬 5,622

人及 1萬 8,748人，分別較 102年底 1萬 112人及 1萬 3,943人增加
54.5%及 34.5%；女性占比於 107年底前皆維持 58%以上，其中 103年
底之 58.6%為近 10年最高，111年底則降至 54.5%。  

公教人員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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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111年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713人，女性占比 53.3%，

各項考試中除特種考試三等及其他，餘皆女性為多。

111年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713人，較往年增幅較大係 110
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高等考試三級與普通考
試延至 111年分發；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中，女性 380人多於男性 333
人，女性占比 53.3%。按考試類別分，高等考試三級 376人最多，普通考
試 184人次之，各項考試中除特種考試三等及其他，餘皆女性為多。

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3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3.議員選舉候選人
本市第 3屆市議員女性候選及當選人分別較 88年地方制度法制定

前提升 17.4及 15.6個百分點，參政權力與影響力男女差距縮小。
我國於 88年地方制度法制定後，各選舉區地方民意代表每 4名應有

婦女當選名額 1名，本市第 3屆市議員女性候選人及當選人占比分別為
30.5%及 34.9%，較修法前之縣議員第 14屆分別提升 17.4及 15.6個百
分點，且女性當選人占比高於地方制度法所定的 25%，本市參政權力與影
響力之男女差距縮小。

  

議員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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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4.商業登記負責人
111年底本市商業登記家數 6萬 4,571家，女性負責人占比以教育

業占 47.6%最多，住宿及餐飲業占 45.8%次之。
111年底本市商業登記家數 6萬 4,571家，負責人為男性者 4萬 87家，

占 62.1%，女性為 2萬 4,484家，占 37.9%；按行業別觀察，女性負責人
占比以教育業占 47.6%最多，住宿及餐飲業占 45.8%次之，另運輸及倉
儲業占比僅 5.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僅 14.3%，相對較低。

111年底商業登記負責人性別結構



5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5.營利事業負責人
111年底本市營利事業負責人為女性者占 36.3%，較 102年底增

加 1.1個百分點，其中以住宿及餐飲業 46.9%最高。
111年底本市營利事業家數計 13萬 3,122家，其中負責人為女性者計

4萬 8,264家，占 36.3%，較 102年底之 35.2%增加 1.1個百分點，女性
擔任決策階層占比略增；按行業別觀察，111年底營利事業負責人女性占
比以住宿及餐飲業 46.9%最高，惟仍未達 5成，顯示本市各行業之負責人
仍以男性為主。  

營利事業負責人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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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6.勞動力參與率
111年本市勞動力參與率為 61.6%，其中男性為 69.2%，女性為

54.4%，皆高於臺灣地區平均，且為 6都最高。
111年本市勞動力參與率為 61.6%，較 102年 59.6%增加 2個百分點，

其中男性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 69.2% 及 54.4%，皆高於臺灣地區平
均，且為 6都最高；依性別觀察，近 10年本市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呈上
升趨勢，分別較 102年增加 1.7及 2.5個百分點，惟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皆
低於男性。

 

111年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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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7.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111年本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以 25至 29歲 90.9%最高，30歲起

受婚育影響，各年齡層勞動力參與率均低於男性。

111年本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以 35至 39歲 99.4%最高，女性則以 25
至 29歲 90.9%最高，男女性於 30歲前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且差距不
大，惟自 30歲起，女性受婚育影響，各年齡層勞動力參與率均低於男性。
與 102年相較，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以 60至 64歲增加 9.2個百分點最多，
女性則以 50至 54歲增加 11.5個百分點最多。

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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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8.就業者按行業分
111年本市就業者計 1,141千人，其中女性 521千人，占 45.7%，

各行業女性占比以服務業 53.1%最高。
111年本市就業者計 1,141千人，其中女性 521千人，占 45.7%，較

102年增加 94千人，成長 22.0%。從行業別觀之，服務業近 10年女性均
多於男性，111年女性就業者為 339千人，占 53.2%，惟農、林、漁、牧
業及工業，男性就業者均多於女性，且女性占比僅各 16.7%及 36.6%，顯
示此二行業仍以男性為主。

就業者各行業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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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9.就業者按職業分
本市 111年就業者之職業占比與 102年相較，男性以專業人員增

幅最高，女性以事務支援人員增幅最高。

本市 111年就業者之職業，男性以從事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
操作及勞力工居首，計 264千人，占男性就業者的 42.6%，女性則以事務
支援人員最多，計 139千人，占 26.7%；從占比成長幅度觀之，與 102年
相較，男性以專業人員增幅最高，增加 3.3個百分點，女性則以事務支援
人員增幅最高，增加 1.9個百分點。

就業者各職業別人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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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10.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
111年底本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計 98萬 2,090人，較 102年底

增加 14.4%，其中女性增幅 15.9%較男性 13.1%為高。
111年底本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計 98萬 2,090人，較 102年底 85

萬 8,800人增加 14.4%。近 10年女性占比均約 4成 5，惟男女性人數增
幅不同，男性由 102年底 46萬 5,242人增至 111年底 52萬 6,089人，增
13.1%，女性則由 39萬 3,558人增為 45萬 6,001人，成長 15.9%，女性
人數增幅較男性為高。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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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11.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
111年底本市產業及社福移工計 12萬 8,514人，較 102年底增加

4萬 5,848人，增 55.5%，且近年本市移工以男性為主。
111年底本市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計 12萬 8,514人，較 102年底增加

4萬 5,848人，增 55.5%，觀察近年趨勢，除女性於 107年底微幅下降及
109年至 110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男女性均
減少外，男女性移工人數均為成長。從占比觀之，女性占比近年均低於 5
成，顯示本市移工以男性為主。

 

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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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12.列冊遊民人數
近 10年本市列冊遊民人數大致呈下降趨勢，111年底較 102年底

減 49.2%，且近年女性占比皆遠低於男性。
111年底本市列冊遊民人數計 192人，其中男性 164人，占 85.4%，

女性 28人，占 14.6%，近年女性占比皆遠低於男性；近 10年本市列冊遊
民人數大致呈下降趨勢，由 102年底 378人減至 111年底 192人，減少
49.2%，其中男性減少幅度 51.6%高於女性 28.2%。

 

列冊遊民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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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13.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
111年底本市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計2,794人，其中女性1,755

人，男性 1,039人，近年女性大致呈增加趨勢。
111年底本市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計 2,794人，其中女性 1,755

人，占 62.8%，較 102年底 1,162人，增加 51.0%，男性 1,039人，占
37.2%，較 102年底 1,285人，減少 19.1%。近年女性大致呈增加趨勢，
且於 103年後，各年底女性人數均高於男性，主因女性平均壽命較長，及
具榮民身分的男性獨居老人大幅減少。

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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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14.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111年底本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有偶占比 50.8%為 6都次

高；未婚占比 33.4%，為 6都最低。
隨時代變遷及價值觀轉變，晚婚及不婚漸趨普遍，加上女性較男性長

壽，亦影響市民婚姻狀況。111年底本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有偶占
比 50.8%為 6都次高，男女性皆超過 5成；未婚占比 33.4%，為 6都最低，
其中男性 37.7%、女性 29.3%；另女性喪偶占 9.6%，約為男性喪偶占 1.9%
之 5倍。

111年底 6都 15歲以上人口男女性各婚姻狀況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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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15.終身未婚率
111年底本市終身未婚率為 6.6%，其中男性為 7.1%，女性為

6.2%，分別較 102年底各增加 2.3及 2.1個百分點。
111年底本市 50歲以上未婚人口數，男女性分別為 2萬 7,071人及 2

萬 6,395人，較 102年底 1萬 3,277人及 1萬 1,947人增加約 1.0倍及 1.2
倍，顯示男女性 50歲以上未婚人口數皆大幅增加；觀察男女性終身未婚
率分別為 7.1%及 6.2%，較 102年底分別增 2.3及 2.1個百分點，且均呈
逐年遞增趨勢，其中男性終身未婚率皆高於女性 0.7個百分點以上。

終身未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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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16. 同性婚姻年齡結構
111年底本市男性及女性同性婚姻人數均以 30至 34歲者最多，各

占該性別 24.7%及 29.1%。
111年底本市同性婚姻人數計 1,796人，以女性 1,339人居多，占

74.6%。依年齡別觀察，男性及女性同性婚姻人數均以 30至 34歲者最多，
分別為 113人及 389人，各占該性別 24.7%及 29.1%，35至 39歲者次之，
為 89人及 290人，各占 19.5%及 21.7%。

111年底同性婚姻人數男女性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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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17. 同性婚姻人數按行政區分
111年底本市同性婚姻人數每萬人口 7.9人，各行政區以復興區每

萬人口 14.6人最多，新屋區 4.5人最少。
截至 111 年底，本市同性婚姻人數每萬人口 7.9 人，女性占比

74.6%；各行政區以復興區每萬人口 14.6人最多，其次龜山區 9.3人，新
屋區 4.5人最少，各行政區性別組成以觀音及復興區女性占比較高，分別
為 89.4%及 84.2%，其餘各行政區女性占比均高於 6成。

111年底同性婚姻人數按行政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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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18.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111年底本市 15歲以上市民，男性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各教育程度

占比高於女性，女性國中以下各教育程度占比則高於男性。

111年底本市 15歲以上市民，男性教育程度為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者合
占 84.7%，高於女性之 77.3%，其中以男性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者占
9.8%，女性占 5.9%，相差 3.9個百分點最多；女性國中以下各教育程度
占比皆高於男性。觀察本市與全國女性各教育程度占比，本市高級中等學
校占 30.0%，較全國 27.9%相差 2.1個百分點最多。

111年底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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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19.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
111學年度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計 6萬 1,767人，其中普通科女

學生占比 48.9%高於男學生。
111學年度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計 6萬 1,767人，其中男學生 3萬

3,509人，女學生 2萬 8,258人。各學程除普通科女學生占比 48.9%高於
男學生占比 45.0%外，餘皆男學生占比等於或略高於女學生占比，又各學
程男女性占比差距以普通科相差 3.9個百分點最多。

111學年度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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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20.國中小教師數
近 10年本市國中小女教師均多於男教師，其中國小女教師占比持

續增加，111學年度與 102學年度相較，增加 2.7個百分點。
近 10年本市國中小教師人數由 102學年度之 1萬 4,503人增至 111學

年度之 1萬 4,829人，依性別觀察，女教師均多於男教師，其中國小女教
師占比，由 102學年度之 72.6%增至 111學年度之 75.3%，增加 2.7個百
分點，性別差距擴大；國中女教師占比則於近 10年維持 7成左右之水準，
而 107學年度達 71.1%為近 10年最高。

國中小教師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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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21.國中小原住民族學生數
111學年度本市國中及國小原住民族學生皆男略多於女，國小原住

民族女學生占比為 48.4%，國中原住民族女學生占比為 48.3%。
111學年度本市國中小學生計 19萬 5,721人，其中原住民族學生計 1

萬 551人，占 5.4%；原住民族學生當中，國小女學生占比為 48.4%，國
中女學生占比為 48.3%，顯示國中小原住民族學生皆男略多於女。另近 10
年除 102學年度國中原住民族女學生較男學生多外，餘皆為男學生多於女
學生。

國中小原住民族學生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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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22.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111學年度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數達 1萬 5,515人，男多於女，

新住民子女之父母以來自大陸、港澳地區最多。

111學年度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數達 1萬 5,515人，其中國小 1
萬 165人，國中 5,350人，另男學生 8,132人多於女學生 7,383人。若
按父母國籍別分析，新住民子女之父母以來自大陸、港澳地區最多，計
6,768人，占 43.6%，來自越南次之，計 4,765人，占 30.7%，兩者合占
74.3%。

111學年度國中小新住民子女學生數按父母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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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23.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數及學生數
111學年度本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女性占比超過 9成，以女性為

主；幼兒園男學生占 52.0%，略多於女學生之 48.0%。
111學年度本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數計 6,044人，男性占 1.8%，

女性占 98.2%，其中以教保員 3,754人最多；各職務別女性占比皆超過 9
成，均以女性為主，另女性以助理教保員占 99.8%最多，男性則以園長占
6.2%最多。此外，幼兒園學生數計 6萬 2,603人，男性占 52.0%，女性
占 48.0%，男學生多於女學生。

111學年度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數及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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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媒體與文化

24.社區大學學習人次
111年本市社區大學計有 2萬 9,739學習人次，其中女性為 2萬

2,775人次占 76.6%，女性學習人次較 102年增加約 1.5倍。
111年本市社區大學計有 2萬 9,739學習人次，女性為 2萬 2,775人次，

占 76.6%，男性則有 6,964人次，占 23.4%。與 102年相較，女性學習人
次增加約 1.5倍，高於男性增加之 1.2倍；另觀察近 10年女性占比，於
103年減至 66.3%最低，其後大致呈上升趨勢，近年占比皆維持在 7成 5
左右。

社區大學學習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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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5.消防人力
本市消防人力逐年穩定增加，且女性消防人力及占比亦皆有所提高。

111年底本市消防人力有 4,405人，其中男性有 3,473人，消防人員
及義消人員分別為 1,443人及 2,030人；女性有 932人，消防人員及義消
人員分別為 204人及 728人，女性消防人力占全體 21.2%，較 102年底
16.7%增加 4.5個百分點。整體觀察，消防人力逐年穩定增加，且女性消
防人力及占比亦皆有所提高。

消防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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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6.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
111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共計 1,051人，男女性均以

12至未滿 18歲者最多，各占該性別 78.7%及 47.7%。
111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共計 1,051人，男女性分別為

164人及 887人，女性占 84.4%；另從年齡別觀察，男女被害者均以 12
至未滿 18歲年齡層最多，各占該性別 78.7%及 47.7%，其次男性為 6至
未滿 12歲者占 7.9%，女性則為 18至未滿 24歲者占 13.1%，與 102年
相較，男女被害者各年齡以男性 12至未滿 18歲人數增加 53人為最多。

111年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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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7.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
111年本市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共計 1萬 2,410人，女性

占逾 6成，與 102年相較，被害者女性占比下降 3.3個百分點。
111年本市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共計 1萬 2,410人，其中女性

有 8,018人占 64.6%，依近年被害者性別分析，女性均占多數，惟受性別
平等觀念影響，男性受到家庭暴力對待之主動通報意願提高，111年男性
占比 35.4%較 102年之 30.1%增加 5.3個百分點，而男性人數 4,389人
則較 102年 3,253人增加 34.9%。

 

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者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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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8.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者年齡結構
111年本市家庭暴力被害者以女性為主，且男女性被害者年齡均集

中在 30歲以上。
111年本市家庭暴力男女性被害者均集中在 30歲以上，男性以 40至

未滿 50歲占 15.4%最多，其次為 30至未滿 40歲占 15.2%，女性以 30
至未滿 40歲占 21.6%最多，40至未滿 50歲占 21.0%居次。與 102年相
較，111年男女性被害者皆以 40至未滿 50歲占比增加最多，分別增加 9.3
個百分點及 6.8個百分點。

 

111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者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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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9.刑事案件被害者人數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被害者人數 1萬 5,848人，男女性人數均為近

10年最多，依其性別結構觀察，近年男性均超過半數。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被害者人數共計1萬5,848人，其中男性8,800人，

占 55.5%，女性 7,048人，占 44.5%，男女性人數均為近 10年最多。依
其性別結構觀察，近年男性人數均超過半數，惟女性占比有增加趨勢，近
5年均逾 4成。

 

刑事案件被害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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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30.刑事案件被害者按刑事案類分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被害者男女性分別以竊盜、詐欺背信案類人數

最多，與 102年相較，各刑事案類以詐欺背信增 2,162人最多。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被害者各刑事案類之人數中，男女性分別以竊盜案

類 2,371人、詐欺背信案類 1,768人最多，且除詐欺背信、違反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妨害性自主罪外，其餘刑事案類男性被害者人數皆高
於女性。與 102年相較，被害者人數增 4,456人，各刑事案類以詐欺背信
增 2,162人最多，駕駛過失增 1,867人次之。

 

111年刑事案件被害者人數－按刑事案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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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31.刑事案件加害者人數
本市刑事案件加害者人數近年均以男性占逾 8成居多，111年與

102年相較增加 8,838人，其中以詐欺背信增 2,139人最多。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加害者人數計 2萬 4,465人，以男性 1萬 9,868

人為主，占 81.2%。與 102年相較，女性人數增幅 86.9%，高於男性之
50.9%；另依刑事案類別觀之，加害者人數計增 8,838人，各案類以詐欺
背信增 2,139人最多，駕駛過失增 1,634人次之。

 

刑事案件加害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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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32.刑事案件加害者按職業分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加害者之職業，男女性分別以基層技術工及勞

力工與無職最多，整體而言，各職業別男性加害者人數皆高於女性。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加害者各職業別之人數中，男性以基層技術工及勞
力工 5,040人最多，其次為無職 4,399人，女性以無職 1,633人最多，其
次為服務 (不含保安 )工作人員 1,422人。與 102年相較，男性以基層技
術工及勞力工增 2,535人最多，女性以服務 (不含保安 )工作人員增 858
人最多；整體而言，各職業別男性加害者人數皆高於女性。

 

111年刑事案件加害者人數－按職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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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33.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 
本市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近年男性均多於女性，且 111年男

性人數較 102年減少。
111年本市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共計 831人，較 110年 647人增

加 28.4%，其中男性 677人，占 81.5%，女性 154人，占 18.5%。依性
別結構觀察，近 10年男性少年嫌疑犯均占多數，惟 111年男性人數較 102
年減 9.6%，女性則增 10.0%。

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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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34.戶籍人口數
111年底本市女性人口多於男性；女性占比由 102年底之 49.8%

上升至 111年底之 50.6%，增 0.8個百分點。
111年底本市戶籍人口 228.1萬人中，男女性人口分別為 112.7萬人及

115.5萬人，與 102年底相較，男性增加 10.0萬人，少於女性增加 13.7
萬人，女性於 105年底首度超越男性後，差距漸增至 111年底 2.8萬人。
另觀察本市與全國女性占比，111年底本市女性占比 50.6%與全國女性占
比相同，並較 102年底之 49.8%增 0.8個百分點。

戶籍人口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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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35.幼年、青壯年及老年人口數
近 10年本市青壯年及老年人口數女性多於男性，而幼年人口則反

之，111年底老年人口女性占比為54.7%，較102年底增3.6個百分點。
近 10年本市青壯年及老年人口數女性多於男性，而幼年人口則反之；

觀察近年各年齡組女性占比，幼年人口及青壯年人口變動不大，幼年人口
約為 48%左右，青壯年人口等於或略高於 50%，老年人口則呈上升趨勢，
111年底老年人口女性占比 54.7%，不僅高於男性占比 45.3%，且較 102
年底 51.1%增 3.6個百分點。

幼年、青壯年及老年人口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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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36.人口平均年齡
111年底本市人口平均年齡為 40.9歲，其中男性為 40.0歲，女性

為 41.9歲，皆低於全國平均，亦為 6都中最年輕。
隨本市市民年齡結構改變，111年底本市人口平均年齡為 40.9歲，較

102年底 37.3歲增加 3.6歲，呈逐年增加之勢；按性別觀察，111年底男
女性平均年齡分別為 40.0歲及 41.9歲，皆低於全國平均，且為 6都中最
年輕；另女性平均年齡高於男性，主因女性平均餘命 (平均壽命 )高於男
性所致。

111年底 6都人口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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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37.原住民族人口數
111年底本市原住民族人口 8萬 203人，其中男性 3萬 8,293人，

女性 4萬 1,910人，女性占比為 52.3%。
111年底本市原住民族人口計 8萬 203人，其中男性有 3萬 8,293人，

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族人口分別為 1萬 6,769人與 2萬 1,524人；女性有 4
萬1,910人，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族人口分別為1萬9,267人與2萬2,643人，
與 102年底相較，女性增加 8,584人，多於男性增加 7,407人，女性占比
由 102年底的 51.9%微幅上升至 111年底之 52.3%。

原住民族人口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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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38.新住民人口數
111年底本市新住民人口數 6萬 4,969人，其中女性 5萬 8,187人，

占 89.6%；國籍別以大陸港澳地區占 61.6%最高。
111年底本市新住民人口數 6萬 4,969人，其中女性為 5萬 8,187人，

占 89.6%，較 102年底增加 9,571人，成長 19.7%。從國籍別觀之，本市
新住民以來自大陸港澳地區最多，計 4萬 22人，占 61.6%，主要東南亞
地區次之，計 2萬 1,920人，占 33.7%，且前述地區近 10年女性均多於
男性，111年底女性占比分別為 91.7%及 91.4%。

 

新住民人口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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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39.平均初婚年齡及第 1胎生母年齡
111年本市男女平均初婚年齡較 102年往後遞延，生育第 1胎之生

母平均年齡亦逐年增加至 31.1歲。
111年本市男女性初婚者平均結婚年齡分別為 32.3歲及 30.4歲，較

102年分別增 0.6歲及 1.2歲，生育第 1胎之生母平均年齡則由 102年
29.8歲，增加至 31.1歲，10年間提高 1.3歲，顯示本市男女性初婚者平
均結婚年齡往後遞延，婦女生育第 1胎之平均年齡亦呈逐年增加趨勢。

平均初婚年齡及第 1胎生母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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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0.出生嬰兒父母年齡
111年本市出生嬰兒父母親平均年齡分別為 34.3歲及 32.1歲，父

母親均以 30至 34歲者最多，皆占 3成以上。
111年本市出生嬰兒父母親平均年齡分別為 34.3歲及 32.1歲，依年

齡別觀察，父親以 30至 34歲者占 33.4%最多，其次為 35至 39歲者
27.7%；母親亦以 30至 34歲者最多，占 37.0%，其次為 25至 29歲者
24.2%，另父母親 35歲以上各年齡組之人數及占比皆較 102年增加，顯
示父母生育年齡有提高之趨勢。

111年出生嬰兒父母之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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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1.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111學年度國中 9年級男學生及女學生視力不良率各為 75.1%及

80.2%，較國小 1年級分別多 47.1及 50.9個百分點。
111學年度國中及國小整體學生視力不良率各為 73.7%及 46.9%，其

中國中 9年級男學生及女學生視力不良率分別為 75.1%及 80.2%，較國小
1年級分別多 47.1及 50.9個百分點；整體而言，各年級女學生視力不良
率皆高於男學生，且 5年級後視力不良率和男學生差距明顯變大。

 

111學年度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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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2.醫事人員數
111年底營養師、護理師及護士女性占比均超過 9成，牙醫師及西

醫師男性皆占 7成以上。
在醫療服務領域，本市部分醫事人員存在性別隔離現象，111年底本市

醫事人員計 3萬 822人，其中男性 8,551人，女性 2萬 2,271人，分別占
27.7%及 72.3%，又各類醫事人員中，營養師、護理師及護士女性占比均
超過 9成，牙醫師及西醫師男性皆占 7成以上，中醫師、醫事放射師及藥
劑生男性亦皆占超過 5成。

 

111年底醫事人員數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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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3.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數
111年底本市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女性占 83.4%，其

中外籍看護工及護理人員女性占比皆逾 9成 5。
111年底本市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計 1,510人，以照顧服

務員 564人占 37.4%最多，其中女性有 410人，占照顧服務員 72.7%；
次依序為外籍看護工及護理人員，分別有 403人及 299人，女性占比分別
高達 98.8%與 97.3%，院長 (主任 )男、女性人數占比差距則為最小，女
性僅較男性高出 10.8個百分點。 

111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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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4.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進住人數
111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進住人數男性及女性各有 1,230

人及 1,722人，分別較 102年底增加 21.2%及 84.0%。
111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進住人數 2,952人，男性及女性各有

1,230人及 1,722人，分別占 41.7%及 58.3%，除 102年底進住人數以
男性較多外，103年底後以女性居多，且至 110年底前男女差距漸大；與
102年底相較，男性及女性人數分別增加 21.2%及 84.0%，女性增加幅度
明顯。

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進住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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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5.精神管理個案人數
111年底本市精神管理個案人數計7,234人，男性及女性各有3,415

人及 3,819人，均以一級人數最多，分別占 35.5%及 32.0%。
協助精神病患心理復健與自立，本府持續對精神管理個案追蹤訪視。

111年底本市精神管理個案人數計 7,234人，男女性各有 3,415人及 3,819
人，分別占 47.2%及 52.8%；另從分級別觀察，男女性人數均以一級最多，
分別占 35.5%及 32.0%，四級次之，分別占 28.8%及 29.2%，整體而言，
各級人數均以女性多於男性。 

111年底精神管理個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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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6.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111年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1,324人，其中女性 599

人占 45.2%，占比為近年新高。
111年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1,324人，男性及女性各為

725人及 599人，女性占 45.2%，男性人數較 102年底減少 11.8%，女性
則增加 3.8%。近 10年男性安置人數均多於女性，然女性占比由 102年底
之 41.2%上升至 111年底之 45.2%，為近年新高。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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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7.身心障礙人數
111年底本市身心障礙人數 8萬 9,206人，其中女性 3萬 9,173人，

占 43.9%；各行政區男性身心障礙人數皆高於女性。
111年底本市身心障礙人數計 8萬 9,206人，其中男性 5萬 33人，占

56.1%，女性 3萬 9,173人，占 43.9%，分別較 102年底 4萬 4,178人及
3萬 1,997人增加 13.3% 及 22.4%；依行政區別觀察，各行政區男性身心
障礙人數皆高於女性，其中女性占比以龍潭區 45.1%最高，復興區 36.7%
最低。 

111年底身心障礙人數—按行政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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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8.身心障礙者按障礙成因別分
111年底本市及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男女性障礙成因均以疾病最多，

約占 6至 7成。
111年底本市身心障礙者人數計 8萬 9,206人，按障礙成因觀察，

因疾病導致身心障礙占 62.2%為大宗，男女性分別占該性別 59.6%及
65.6%；另觀察原住民身心障礙者計 1,601人，同以疾病導致身心障礙最
多，占 65.5%，男女性分別占該性別 61.5%及 70.4%，占比略高於本市
平均。 

111年底身心障礙者按障礙成因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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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49.身心障礙者按障礙類別分
111年底本市身心障礙者按障礙類別觀察，本市女性及原住民男女

性以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最多，皆超過該性別 3成。
111年底本市身心障礙者按障礙類別觀察，「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

心智功能」及「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合計約占 6
成，男性以後者較多，占該性別 29.7%，女性則以前者最多，占該性別
33.9%；進一步觀察原住民，男女性皆以「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最多，皆超過該性別 3成。 

111年底身心障礙者按障礙類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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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50.環保單位人員數
111年底本市環保單位人員數計 3,277人，女性占 24.4%，占比較

102年底減少 1.7個百分點。
111年底本市環保單位人員數計 3,277人，其中男性 2,477人，占

75.6%，女性 800人，占 24.4%，若按人員類別觀察，廢棄物清運處理單
位人員以男性占 79.4%居多，而環保局人員則以女性占 51.6%為多。觀
察近 10年女性占比，104年底 26.8%最高，107年之後呈現逐年下降，
至 111年底 24.4%，較 102年底減少 1.7個百分點。

 

環保單位人員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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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51.本府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志工人數
111年底本府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志工人數計 2,751人，男女性

均以 60至 69歲者最多，70歲以上者次之。
111年底本府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志工人數計2,751人，以女性1,548

人居多，占 56.3%，男性則為 1,203人，占 43.7%，與 104年底相較，增
加 1,049人，其中女性增 593人較男性增 456人為多，增幅則女性 62.1%
略高於男性 61.0%；另從年齡別觀察，男女性均以 60至 69歲者最多，70
歲以上者次之，而以 19歲以下者最少。

111年底本府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志工人數男女性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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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52.環保葬人數
111年本市環保葬人數計 1,490人，與 104年相較，男女性人數分

別成長 5.8倍及 9.6倍，女性成長幅度大於男性。
111年本市環保葬人數計 1,490人，其中男性 972人，女性 518人，

與 104年相較，增加 1,297人或 6.7倍，男女性人數分別成長 5.8倍及 9.6
倍，女性成長幅度大於男性，顯示環保葬逐漸為民眾接受；觀察近年女性
人數占比，105年 23.0%為近年最低，其後大致呈增加趨勢，至 111年
34.8%，較 104年 25.4%增加 9.4個百分點。

 

環保葬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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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53.旅行業從業人員數
受近 3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111年底本市旅行業從

業人員數較 108年底減少 22.8%，女性減少 26.3%，減幅大於男性
16.4%。

111年底本市旅行業從業人員數計 1,393人，受近 3年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較 108年底 1,804人，減少 411人或
22.8%，其中女性減少 26.3%，減幅大於男性之 16.4%，受影響程度高於
男性。觀察近 10年旅行業從業人員女性占比，108年底以前，皆高於 6成，
109及 110年底皆為 58.5%，111年回升至 61.7%。 

旅行業從業人員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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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54.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人數
111年底本市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人數計 6,997人，以男性占

93.7%居多，男女性 60歲以上占比均較 103年底增加。
111年底本市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人數計 6,997人，以男性 6,556人

居多，占 93.7%，女性則為 441人，占 6.3%，與 103年底相較，增 1,270
人，其中女性人數及占比各增 171人及 1.6個百分點；另從年齡別觀察，
111年底男女性 60歲以上各占該性別 27.5%及 19.0%，分別較 103年底
增加 7.1個百分點及 7.5個百分點。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人數男女性各年齡別占比



55

環境、能源與科技

55.列管公廁數量
111年底本市列管公廁共 1萬 6,569個，與 102年底相較，女廁廁

間增加 1,081個或 18.9%，高於男廁廁間增加 290個或 10.2%。
111年底本市列管公廁共 1萬 6,569個，其中男廁占 51.9%，女廁廁

間占41.0%，不分男女廁間占7.0%，與102年底相較，女廁廁間增加1,081
個或18.9%，高於男廁廁間增加290個或10.2%。觀察近10年女男廁間比，
除 107年起因環境保護署考量校園安全未開放民眾使用，致 107年底下降
外，其餘各年大致為上升趨勢，至 110及 111年底同為 2.17。

列管公廁廁間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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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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