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桃園區各重點生活圈內 

不動產買賣案件之性別分析 

    近年來不動產價格居高不下，為了購買不動產將負擔大筆金額，

薪資所得勢必成為影響購買意願之重要因素，然而，依據桃園市政府

主計處統計結果，桃園市所得收入者平均每人所得收入自 104 年起至

108年止男性皆高於女性，女性是否因而成為不動產交易市場之弱勢，

因此，探討不動產買賣案件之性別比例有其必要性。 

    有鑑於此，本所將利用實價登錄之不動產交易資訊，針對桃園區

內各重點生活圈統計不動產買賣案件之性別比例，藉此數據可檢視桃

園各重點生活圈性別平等情形，作為未來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壹、 基本資料分析 

    本所依照桃園區內生活機能及其成熟度劃分為 8 個重點生

活圈，分別為大有地區、中平地區、中路地區、站前地區、經

國地區、龍安地區、藝文周圍地區及藝文特區等，位置詳如圖

1。 

 

藝文特區

藝文周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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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重點生活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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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資料採用 106 至 108 年間桃園區重點生活圈之不動產買

賣案件資料共計 1 萬 1,516 件，各年度件數詳如圖 2。另為方便

確認性別分布情形，男性、女性僅統計本國人且權利人為 1 人之

交易資料，權利人為多人或公司等將顯示為其他，統計結果如表

1 及圖 3，由表 1 可知，106 至 108 年間桃園區各生活圈女性約佔

48%、男性約佔 41%、其他約佔 11%，再深入比較各生活圈的男

女比例，以中路地區男女比例差異最大，女性(50%)大於男性

(37%)13 個百分點，站前地區女性(45%)僅大於男性(43%)2 個百

分點，為差異最小生活圈，總體而言，所有生活圈的女性比例皆

略大於男性。 

 

圖 2 桃園區重點生活圈不動產買賣案件統計表 

 

表 1 桃園區各重點生活圈性別統計表 

 
大有 中平 中路 站前 經國 龍安 

藝文 

周圍 

藝文 

特區 
總計 

女 46% 51% 50% 45% 44% 49% 49% 38% 48% 

男 43% 39% 37% 43% 41% 43% 42% 32% 41% 

其它 11% 10% 13% 12% 15% 8% 9% 30% 11% 

差異 

(女-男) 
3% 12% 13% 2% 3% 6% 7%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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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桃園區各重點生活圈性別統計圖 

 

 

貳、 性別影響差異交叉分析 

    接續進行性別影響差異交叉分析，為方便進一步分析性別差

異，以下僅統計男性及女性資料。 

一、 性別與年齡層差異分析 

    若以年齡層作為次變數進行差異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2，

因資料繁多不易觀察，再將資料彙整如表 3。由表 3 可知，有

24 個欄位為女性較多、男性較多為 21 個、持平為 27 個，男、

女比例差異不大。 

    觀察表 2 後發現，購買不動產之男、女性主要年齡層為

30 至 49 歲，女性計 64%、男性計 62%，其中 30 至 39 歲女

性選擇於藝文特區置產比例僅佔 11%，明顯低於其他生活圈，

而男性購買藝文特區比例為 32%與其他生活圈相當；但不分

年齡層時，女性約佔 38%、男性約佔 32%(如表 1)，顯示僅有

特定年齡層購買藝文特區之女性比例稍微偏低，總體而言，

女性比例仍略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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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性別與年齡層差異統計表 

性別 年齡 大有 中平 中路 站前 經國 龍安 
藝文 

周圍 

藝文 

特區 
總計 

女 19 以下 - - - - - - - - - 

20-29 9% 8% 10% 8% 19% 12% 10% 3% 10% 

30-39 33% 31% 38% 24% 36% 39% 31% 11% 31% 

40-49 33% 35% 33% 30% 33% 26% 35% 44% 33% 

50-59 16% 16% 14% 25% 9% 16% 18% 31% 18% 

60-69 8% 8% 4% 11% 2% 6% 5% 9% 6% 

70-79 1% 2% 1% 1% 1% 1% 1% 2% 1% 

80 以上 - - - 1% - - - - 1% 

男 19 以下 - - - - - - - - - 

20-29 15% 20% 15% 10% 26% 17% 13% 5% 14% 

30-39 36% 33% 43% 24% 37% 37% 30% 32% 33% 

40-49 28% 24% 27% 29% 24% 26% 33% 31% 29% 

50-59 14% 16% 11% 21% 9% 13% 17% 23% 16% 

60-69 6% 6% 4% 12% 3% 5% 6% 6% 6% 

70-79 1% 1% - 4% 1% 1% 1% 3% 1% 

80 以上 - - - - - 1% - - 1% 

 

表 3 性別與年齡層差異彙整表 

 年齡 大有 中平 中路 站前 經國 龍安 
藝文 

周圍 

藝文 

特區 
總計 

 19 以下 - - - - - - - - - 

 20-29 ★ ★ ★ ★ ★ ★ ★ ★ ★ 

 30-39 ★ ★ ★ - ★ ★ ★ ★ ★ 

 40-49 ★ ★ ★ ★ ★ - ★ ★ ★ 

 50-59 ★ - ★ ★ - ★ ★ ★ ★ 

 60-69 ★ ★ - ★ ★ ★ ★ ★ - 

 70-79 - ★ ★ ★ - - - ★ - 

 80 以上 - - - ★ - ★ - - - 

 

  

 

★：男性比例較高 

★：女性比例較高 

- ：男、女比例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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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與首購差異分析 

    再細分性別首購於各生活圈之差異(如表 4)，其中差異最

大的生活圈為經國地區，差異突破 50 個百分點，差異最小的

生活圈為站前地區，差異僅 12 個百分點。經國地區差異較大

的原因，推測是因為該地區鄰近交流道，具交通方便之優勢，

除原本居住於桃園的人購買外，更吸引外來首購族群置產，

使得首購與非首購比例差異較大，但性別差異並不顯著。 

    若比較首購及非首購族群比例時，統計結果顯示生活圈

大多為首購族多於非首購族，但在藝文特區卻出現不論男女

非首購族比例大於首購族的情形，男性首購族約佔 46%，女

性則為 24%，顯示藝文特區高房價確實讓首購族卻步。 

 

表 4 性別與首購差異統計表 

性

別 
首購 大有 中平 中路 站前 經國 龍安 

藝文 

周圍 

藝文 

特區 
總計 

女 
非首購 40% 39% 35% 49% 25% 36% 42% 76% 41% 

首  購 60% 61% 65% 51% 75% 64% 58% 24% 59% 

男 
非首購 34% 32% 30% 56% 21% 33% 42% 54% 39% 

首  購 66% 68% 70% 44% 79% 67% 58% 46% 61% 

 

三、 性別與購買建物型態差異分析 

    第三部分是以購買之建物型態作為次變數進行分析，按

表 5 統計結果，桃園區各生活圈男性、女性購買之建物型態

皆以新大樓為主，分別佔 35%及 37%，中古大樓緊追在後，

男性為 28%、女性則為 29%，並未有明顯性別差異。 

    若細分各生活圈時，除中路及經國地區屬新興發展地區，

市場上尚未有中古大樓之外，不論男、女性在站前地區及藝

文特區皆以新大樓比例最高，原因在於近期較多新建案陸續

推出，購買之建物型態以新大樓為主，其餘生活圈則因區域

開發較早，皆以中古大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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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站前及經國地區之女性購買套房比例分別為 26%

及 13%，大幅領先男性的 16%及 6%，套房為一房一廳一衛之

住宅，大多為單人居住使用，因此，意味著女性進入職場後已

有獨立經濟能力購屋自住，翻轉女性需要依靠男性的傳統觀

念。 

 

 

性別 建物型態 大有 中平 中路 站前 經國 龍安 
藝文 

周圍 

藝文 

特區 
總計 

女 新大樓 14% 13% 91% 32% 85% 21% 22% 44% 37% 

中古大樓 42% 46% - 6% - 43% 48% 11% 29% 

透天 7% 4% - 2% - 4% 3% - 3% 

華廈 29% 24% 5% 15% - 12% 16% - 15% 

公寓 2% 3% - 4% - 10% 4% - 3% 

套房 2% 4% - 26% 13% 2% 3% - 6% 

店面 1% 3% 2% 2% 1% 2% 1% 1% 2% 

工廠 - - - - - - - - - 

廠辦 - - - - - 1% - - - 

辦公商業大樓 - - - 1% - - 1% 35% 1% 

土地 3% 2% 2% 10% 1% 3% 1% - 3% 

其他 - 1% - 2% - 2% 1% 9% 1% 

男 新大樓 15% 15% 90% 27% 92% 18% 22% 49% 35% 

中古大樓 38% 43% - 5% - 45% 46% 12% 28% 

透天 6% 3% - 4% - 8% 4% - 4% 

華廈 25% 23% 2% 12% - 10% 15% - 13% 

公寓 2% 5% - 5% - 9% 3% - 3% 

套房 2% 3% - 16% 6% 3% 4% - 5% 

店面 2% 2% 5% 2% - - 1% 1% 2% 

工廠 - - - - - - - - - 

廠辦 - - - - - 1% - - - 

辦公商業大樓 - - - 3% - - - 32% 1% 

土地 9% 4% 3% 25% 2% 4% 4% - 8% 

其他 1% 2% - 1% - 2% 1% 6% 1% 

 

 

 

表 5 性別購買建物型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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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類型又可依其使用用途分為住宅、商(工)及其他，住

宅包含新大樓、中古大樓、透天、華廈、公寓及套房等建物型

態，商(工)包含店面、工廠、廠辦、辦公商業大樓等建物型態，

其他包含土地及其他建物型態。按表 6 統計結果，藝文特區

有高達三成比例做商業用途，僅六成做住宅使用，其餘生活

圈則超過九成做住宅使用。 

表 6 性別與使用用途統計表 

性別 使用用途 大有 中平 中路 站前 經國 龍安 
藝文 

周圍 

藝文 

特區 
總計 

女 住宅 96% 94% 96% 85% 98% 92% 96% 55% 93% 

商(工) 1% 3% 2% 3% 1% 3% 2% 36% 3% 

 其他 3% 3% 2% 12% 1% 5% 2% 9% 4% 

男 住宅 88% 92% 92% 69% 98% 93% 94% 62% 88% 

商(工) 2% 2% 5% 5% 0% 1% 1% 33% 3% 

 其他 10% 6% 3% 26% 2% 6% 5% 6% 9% 

 

四、 性別與各項次變數交織分析 

    第四部分是將性別與各項次變數交織分析，基於前三部

分獲得結果進行深入探討。於第三部分將性別與建物型態分

析時，得到女性購買站前及經國地區之套房比例大幅領先男

性，為更深入剖析，續以套房、首購及年齡進行交織分析，並

比較站前、經國及其他生活圈的差異詳如表 7。站前地區男性

及經國地區購買套房以首購族群為主，站前地區女性及其他

生活圈購買套房之非首購與首購族群比例差異不大。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經國地區 20 至 29 歲首購族女性比例

來到 31%，因該地區鄰近南崁交流道，至機場只需 20 分鐘的

車程，具交通優勢，且南崁地區不動產開發趨近飽和，故目前

經國地區已變為機場工作者的首選，另依照 108 年國籍航空

公司受雇員工統計結果顯示，機場工作者又以 30 歲以下女性

為主(詳如圖 4)，因此，經國地區 20 至 29 歲首購族女性購買

套房比例大幅領先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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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套房、首購及年齡統計表 

性別 首購 年齡 站前 經國 其他生活圈 

女 非首購 19 以下 - - - 

20-29 1% 6% 3% 

30-39 8% 3% 13% 

40-49 17% 14% 24% 

50-59 15% 6% 10% 

60-69 9% - 3% 

70-79 - - - 

80 以上 - - - 

小計 51% 28% 53% 

首購 19 以下 - - 1% 

20-29 4% 31% 8% 

30-39 9% 28% 13% 

40-49 17% 11% 19% 

50-59 9% 3% 4% 

60-69 8% - 2% 

70-79 1% - - 

80 以上 - - - 

小計 49% 72% 47% 

男 非首購 19 以下 - - - 

20-29 2% - 1% 

30-39 4% - 17% 

40-49 11% - 20% 

50-59 13% 7% 6% 

60-69 6% - 3% 

70-79 6% - - 

80 以上 - - - 

小計 43% 7% 47% 

首購 19 以下 1% - - 

20-29 9% 21% 18% 

30-39 13% 36% 18% 

40-49 11% 29% 10% 

50-59 14% 7% 3% 

60-69 6% - 2% 

70-79 4% - - 

80 以上 - - - 

小計 57% 93% 53% 



9 
 

 

圖 4 108 年國籍航空公司受雇員工統計圖 

    於第一、二部分將性別以年齡及首購等次變數分析時，

得到選擇購買藝文特區之 30 至 39 歲女性或男、女性首購族

比例皆較低的結果，為更深入剖析，續以使用用途、首購及年

齡進行交織分析，並比較藝文特區及其他生活圈的差異。 

    由表 6 已得到藝文特區有較高比例做商業用途，其他生

活圈主要以住宅為主，表 8 亦得相同結論，且可發現女性之

中購買藝文特區不動產做商業使用時，其組成大多皆為非首

購族群，男性則首購、非首購差異不大。購買住宅使用之不動

產亦有相同情形，女性為非首購族群為主，男性則為非首購

略多於首購，但兩者差異不大，而其他生活圈則是不論男女

皆以首購為主要購買族群，且以 30 至 39 歲的首購族為購買

主力，但在藝文特區此年齡層並無特別突出，而該區又為桃

園區房價最高的區域，顯示一般年輕首購族在購買住宅時，

高房價確實較無法負擔。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藝文特區中 20 至 29 歲之首購族群

購買住宅的男、女比例皆為 2%，此年齡層為剛進入職場的新

鮮人，應無法負擔動輒千萬的不動產，因此，推測極可能為父

母出資購屋，且男、女比例差異不大，代表父母購屋給子女是

不分性別的，是性別平等的具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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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使用用途、首購及年齡統計表 

使用用途 首購 年齡 
藝文特區 其他生活圈 

女 男 女 男 

住宅 非首購 19 以下 -  - - 

20-29 - 1% 1% 2% 

30-39 4% 12% 8% 8% 

40-49 20% 13% 15% 11% 

50-59 10% 8% 8% 6% 

60-69 6% - 3% 2% 

70-79 - 1% - - 

80 以上 - - - - 

小計 40% 35% 35% 29% 

首購 19 以下 - - - - 

20-29 2% 2% 9% 12% 

30-39 2% 8% 23% 24% 

40-49 6% 7% 16% 14% 

50-59 5% 7% 8% 7% 

60-69 - 3% 3% 3% 

70-79 - - 1% 1% 

80 以上 - - - - 

小計 15% 27% 60% 61% 

商(工) 非首購 19 以下 - - - - 

20-29 1% 1% - - 

30-39 2% 5% - - 

40-49 13% 6% 1% 1% 

50-59 11% 5% - - 

60-69 3% 1% - - 

70-79 2% 1% - - 

80 以上 - - - - 

小計 32% 19% 1% 1% 

首購 19 以下 -  - - 

20-29 - 1% - - 

30-39 - 4% - - 

40-49 2% 5% - - 

50-59 1% 2% - - 

60-69 1% 2% - - 

70-79 - - - - 

80 以上 - - - - 

小計 4% 14% - - 

  其他 9% 6%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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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結 

    經統計桃園區內各重點生活圈不動產買賣案件之性別比例，

並將性別與年齡層、首購及建物型態等次變數進行交叉分析及交

織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 

一、 所有重點生活圈的女性購屋者比例皆略大於男性購屋者。 

二、 以年齡層進行次變數交叉分析時，選擇購買藝文特區之 30

至 39 歲女性比例較低，其餘生活圈差異不顯著。 

三、 以首購進行次變數交叉分析時，性別差異亦不顯著。若比

較首購及非首購族群比例，顯示各生活圈大多為首購族多

於非首購族，僅藝文特區出現不論男女非首購族比例皆大

於首購族的情形。 

四、 以建物型態進行次變數交叉分析時，站前及經國地區女性

購買套房比例領先男性。若以使用用途而言，購買藝文特

區者，約三成為商業使用，六成為住宅使用，其餘生活圈

則是以住宅使用為主。 

五、 以套房與各項次變數交織分析，並比較站前、經國與其他

生活圈的差異，可發現經國具鄰近機場的優勢，廣受機場

工作者青睞，機場工作者又以年輕女性為主，造成經國地

區 20 至 29 歲首購族女性購買套房比例大幅領先其他區

域。再以使用用途與各項次變數交織分析，並比較藝文特

區及其他生活圈的差異，得到購買住宅之 20 至 29 歲首購

族男女比例相同，因藝文特區為桃園區房價最高區域，職

場新鮮人應無法負擔，多由父母支應，顯示並無性別差異

對待。 

    綜上所述，雖桃園市平均每人所得收入男性皆高於女性，然

依統計結果發現桃園區重點生活圈不動產買賣案件性別差異並

不顯著，顯示性別平等已深植人心，無傳統上認為女性較為弱勢

之情形，本所亦將持續辦理相關宣導，以維持性別友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