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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桃園捷運綠線 G06-G12站 

對購屋偏好影響之性別分析 

    在過往調查資料中，女性使用公共運輸市占率均高於男性1，近年

隨著薪資所得提高，汽機車普及率大幅成長，使得依賴公共運輸比率

下降，但持有普通小客車駕照及機車駕照之男女人數仍存在差異，如

109 年底桃園市男性持有汽、機駕照人數約為 152 萬人，女性約為 121

萬人2，無駕照者無法駕駛私人運具，多以依賴公共運具滿足上班、購

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桃園捷運綠線刻正興建中，完工後將成為重要

的公共運具之一，有鑑於女性對於公共運具使用度較高，且參考近十

年臺北及高雄捷運旅客男女比率均為女性大於男性(如表 1)3，未來桃

園捷運綠線旅客推測應以女性居多，故女性在購屋時是否考量出入便

利性，優先購買捷運周邊場站之建物有探討之必要性。 

表 1 近十年臺北及高雄捷運旅客男女比率統計表 

 

    因此，本文利用實價登錄建物交易資訊，比較捷運場站周邊及非

捷運場站周邊建物買賣案件之性別比例，並延伸相關次變數(年齡層、

                                                      
1 按交通部統計處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資料，105 年女性使用公共運輸市占率為 19.7%、

男性為 12%，109 年女性為 16.9%、男性為 10.4%，女性使用公共運輸市占率均高於男性(資料來

源：110年 4 月交通部統計處-109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 
2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監理系統。 
3 資料來源：臺北及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旅客滿意度調查」。 

臺北捷運 高雄捷運

男 女 男 女

100年 36.2% 63.8% 35% 65%

101年 34.1% 65.9% 41% 59%

102年 35.7% 64.3% 38.6% 60.4%

103年 37.9% 62.1% 41% 59%

104年 40.3% 59.7% 39.6% 60.4%

105年 37.8% 62.2% 43.1% 56.9%

106年 33.1% 66.9% 43.4% 56.6%

107年 41% 59% 45.7% 54.3%

108年 35.9% 64.1% 42.6% 57.4%

109年 38.4% 61.6% 40.2%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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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購、捷運場站開發進度及套房等)分析，藉此數據可檢視開發桃園捷

運綠線 G06-G12 站對男女購屋偏好是否存在差異，以作為性別平等

宣導策略之參考。 

壹、 基本資料分析 

    桃園區內捷運綠線之站體共包含 G06 至 G12 等 7 個地下車

站，G06 站位於介壽路一段與介新街口，沿著介壽路，經建國路、

延平路，銜接 G07 臺鐵桃園車站，接續沿著中正路，經 G08 舊永

和市場站、G09 民光路口站、G10 大興西路口站、G11 藝文展演

中心北側站至 G12 同安街口站(如表 2)。本文以捷運站體周邊 250

公尺(約步行 10 分鐘)內地區劃為「鄰近捷運區」，其中因 G07-G08

站周邊同為桃園站前生活圈及 G10-G11 站周邊同為藝文特區生

活圈無法拆分，故分別以同一生活圈為統計範圍，首先統計 G06

站、G07-G08 站、G09 站、G10-G11 站及 G12 站等 5 地區實價登

錄資料，範圍詳如圖 1，「非捷運周邊」則為不包含捷運周邊範圍

之桃園區。 

表 2 桃園區捷運綠線站點表 

 
圖 1 桃園捷運綠線 G06-G12 站點周邊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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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資料採用 107 至 109 年間實價登錄建物買賣案件中權利

人為單獨所有且為本國人之資料，總交易人數共計 2 萬 1,559 人，

其中非捷運周邊交易人數計 1 萬 9,187 人、捷運周邊計 2,372 人

(圖 2)，各捷運站周邊又以 G07-G08 站交易人數最多，高達 1,245

人，交易人數最少則屬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農業區之 G12 站，交

易人數為 0 人，故後續分析以 G06 站、G07-G08 站、G09 站及

G10-G11 站為主。 

 
圖 2 總交易人數統計圖 

    續統計各區性別比例如表 3，非捷運周邊購屋的女性交易人

數約佔 54%、男性約佔 46%，捷運周邊女性約佔 55%、男性約佔

45%，兩區男女比例組成相似，女性沒有出現優先購買捷運周邊

建物之情形。再深入分析各捷運站周邊，男女購屋比例多數為女

性略多於男性，而 G09 站則因交易人數較少，在 99 人中女性為

48 人，男性為 51 人，男性僅較女性多 3 個人次，差異並不顯著，

比較各站周邊發展概況，G06 站緊鄰占地 8 公頃的陽明公園及陽

明高中，是綠地面積最大且唯一具高中學區的捷運站，G07-G08

站周邊發展歷史悠久，商業活動熱絡，G09 站以住宅區為主，商

業活動多集中於中正路兩側，G10-G11 站範圍內之桃園展演中心

除經常有各項展覽及演出外，藝文廣場亦時常舉辦市集等活動，

充滿人文氣息；各站周邊發展各具特色，公共設施皆完善並有良

好生活機能，且男女購屋比例相似，故在不同特性的捷運站之間

尚無顯著的男女購屋偏好差異。 

非捷運周邊, 

19187
G06, 162

G07-G08, 

1245

G09, 99 G10-G11, 

866

總交易人數

捷運周邊,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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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性別統計表 

 

貳、 性別影響差異交叉分析 

一、 性別與年齡層差異分析 

    以年齡層作為次變數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購買建物的

主力年齡層為 30 至 49 歲，但 50 至 59 歲購買捷運周邊建物

的比例不論男女皆高於非捷運區 3 個百分點，推測可能是因

為已屆臨退休年紀，預期未來使用私人運具的機會大幅降低，

提前布局選擇在捷運周邊置產。另 G09 站 29 歲以下男性購

屋比例為 15%、女性為 8%，較其餘捷運站周邊來的高，且有

男多於女的情形，但 G09 站總交易人數僅 99 人樣本數較少，

代表性稍嫌不足，若以交易人數而言，29 歲以下男性為 14 人、

女性為 8 人，男性僅較女性多 6 個人次，差異並不顯著。 

表 4 性別與年齡層差異統計表 

 

非捷運
周邊

捷運周邊

合計 G06 G07-G08 G09 G10-G11

女
人數 10,381 1,305 86 701 48 470 

百分比 54% 55% 53% 56% 48% 54%

男
人數 8,806 1,067 76 544 51 396 

百分比 46% 45% 47% 44% 52% 46%

非捷運
周邊

捷運周邊

合計 G06 G07-G08 G09 G10-G11

女

29歲以下 6% 5% 7% 5% 8% 4%

30-39 18% 13% 20% 12% 14% 12%

40-49 17% 19% 13% 20% 11% 20%

50-59 10% 13% 9% 13% 8% 15%

60歲以上 3% 5% 4% 6% 7% 3%

男

29歲以下 8% 6% 8% 6% 15% 5%

30-39 17% 13% 20% 13% 13% 13%

40-49 12% 13% 10% 12% 11% 14%

50-59 6% 9% 5% 8% 9% 11%

60歲以上 3% 4% 4%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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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與首購4差異分析 

    以首購作為次變數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5，購屋的男女性

皆為首購族(約佔三成)多於非首購族(約佔兩成)，再深入比較

各捷運站周邊性別與首購比例，除 G10-G11 站女性為非首購

族(28%)略多於首購族(26%)，其餘捷運站周邊不論性別均維

持首購族大於非首購族。接續加入年齡層為次變數深入分析

G10-G11 站概況(表 6)，男性購屋者比例在 39 歲以前多於女

性購屋者，而在 40 歲以上則為女性購屋者居多，且女性購屋

者總比例大於男性購屋者 8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購屋者雖較

晚購入此區建物，但最終持有情形並未少於男性；另此區 39

歲以下男女性皆以首購族多於非首購族，與其他地區趨勢一

致，40-59 歲男女性則出現非首購多於首購族的情形，推測是

因為 G10-G11 站範圍涵蓋藝文特區，該區交易總價居桃園區

之冠，非多數人選擇首購之地區，故在年紀稍長又有其他房

產的購買者反而成為此區主力之一。 

表 5 性別與首購差異統計表 

 

 

 

 

 

 

 

 

                                                      
4 首購：指在桃園區第 1次購買不動產。 

非捷運
周邊

捷運周邊

合計 G06 G07-G08 G09 G10-G11

女
非首購 19% 24% 15% 24% 20% 28%

首購 35% 31% 38% 32% 28% 26%

男
非首購 15% 18% 12% 17% 18% 21%

首購 31% 27% 35% 27% 3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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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性別與首購、年齡層差異統計表 

 

三、 性別與捷運場站開發進度差異分析 

    桃園捷運綠線綜合規劃報告書自 105 年經行政院核定

後，桃園區內土建工程分為 GC02、GC03 等兩標案進行，分

別於 108 年 6 月 24 日及 7 月 4 日決標，並皆於 7 月 15 日由

機關通知開工，故本文將交易日期介於 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7 月之案件歸類為規劃階段，108 年 8 月至 109 年 12 月歸類

為施工階段，以執行進度作為次變數差異分析結果如圖 3。 

 
圖 3 性別與捷運場站開發進度差異統計圖 

    在規劃階段購買非捷運周邊之建物比例佔 48%、施工階

段佔 52%，由購屋比例上漲顯示不動產景氣呈現微幅上升趨

捷運周邊G10-G11

女 男

非首購 首購 小計 非首購 首購 小計

29歲以下 - 4% 4% 1% 4% 5%

30-39 5% 7% 12% 5% 8% 13%

40-49 12% 8% 20% 8% 6% 14%

50-59 9% 6% 15% 6% 5% 11%

60歲以上 2% 1% 3% 1% 2% 3%

小計 28% 26% 54% 21% 2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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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性別統計結果則維持女性比例略多於男性。購買捷運周

邊之性別比例同樣為女性略多於男性，但在各捷運站中，G06

站從規劃階段的 16%大幅上升至施工階段的 84%，上升幅度

明顯高於景氣走勢，代表此區不動產交易熱度確實與捷運有

關，捷運通車期待因素提升，進一步影響購買意願。G09 站

則是從規劃階段的 62%下降至施工階段的 38%，推測可能是

因為此區發展成熟，在捷運議題挹注之下，規劃階段時吸引

民眾購屋，但在施工階段因對外道路施工縮減，進入交通黑

暗期，考量塞車問題，購買意願低落。 

四、 性別與套房差異分析 

   近五年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5中，桃園市單獨生活

戶6增加幅度大於共同生活戶，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其中女

性單獨生活戶相較五年前增加 18%，增加幅度大於男性單獨

生活戶之 14%，而在各種建物型態中，套房(格局為一房一廳

一衛)是許多單身族優先選購之物件，故本文以套房作為其中

一種次變數，另因鄰近捷運範圍內只有 G07-G08 站擁有套房

型態之建物，故僅分析非捷運周邊與 G07-G08 站(如表 7)。 

表 7 性別與套房差異統計表 

 

    在非捷運周邊購買套房的女性比例約佔 64%、男性約佔

36%，在 G07-G08 站女性約佔 62%、男性約佔 38%，女性皆

大幅領先男性，顯示女性已有獨立經濟能力。接續分析性別

與套房、首購及年齡層差異如表 8，不論是否鄰近捷運站、是

                                                      
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統計資料(105年至 109 年)。 
6 單獨生活戶：依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係指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 

非捷運周邊 捷運綠線G07-G08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女 607 64% 157 62%

男 342 36% 9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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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首購族，女性皆以 40 至 49 歲為購買主力，非捷運周邊

計 21%、G07-G08 站計 22%，顯示此年紀的女性已有獨立經

濟能力購屋自住，非首購族女性更放眼租賃市場，購買套房

作為出租使用，創造副業收入。 

表 8 性別與套房、首購及年齡層差異統計表 

 

參、 總結 

   經統計捷運周邊及非捷運周邊建物買賣案件之性別比例，並

將性別與年齡層、首購、捷運場站開發進度及套房等次變數進行

交叉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  

一、 性別比例分析情形：購買建物之女性不論鄰近捷運周邊與

否皆略多於男性，未因捷運議題出現顯著差異，在不同特性

的捷運站之間亦無顯著的男女購屋偏好差異。 

二、 以年齡層進行次變數交叉分析情形： 50 至 59 歲之男女性

購買捷運周邊建物的比例皆高於非捷運周邊，推測可能與

布局退休生活有關，提前購置捷運周邊住宅。 

三、 以首購進行次變數交叉分析情形：G10-G11 站女性為非首

購族多於首購族，續加入年齡層分析時，女性購屋者雖較晚

非捷運周邊 捷運綠線G07-G08

非首購 首購 小計 非首購 首購 小計

女

29歲以下 2% 7% 9% 1% 5% 6%

30-39 6% 10% 16% 4% 7% 11%

40-49 10% 11% 21% 12% 10% 22%

50-59 6% 5% 11% 7% 7% 14%

60歲以上 4% 3% 7% 4% 5% 9%

小計 28% 36% 64% 28% 34% 62%

男

29歲以下 1% 5% 6% 1% 4% 5%

30-39 5% 6% 11% 3% 7% 10%

40-49 4% 4% 8% 4% 6% 10%

50-59 4% 4% 8% 5% 3% 8%

60歲以上 1% 2% 3% 2% 3% 5%

小計 15% 21% 36% 15% 2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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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此區建物，但最終持有情形並未少於男性，另 40-59 歲

男女皆以非首購族為大宗，推測是因為此區範圍涵蓋高總

價的藝文特區，故在年紀稍長又有其他房產的購買者反而

成為此區購屋主力。 

四、 以捷運場站開發進度進行次變數交叉分析情形：G06 站從

規劃至施工階段交易熱度大幅提升，顯示捷運動工提升此

區購買意願，但在 G09 站卻呈現相反情形，規劃階段因捷

運議題挹注吸引民眾購買，在進入施工階段的交通黑暗期，

塞車問題造成購買意願降低。 

五、 以套房進行次變數交叉分析情形：不論是否鄰近捷運周邊，

購買套房之女性皆略多於男性，續以首購及年齡層分析時，

首購及非首購族女性以 40 至 49 歲為購買主力，顯示女性

已有獨立經濟能力，除自住之外亦投入租賃市場，創造副業

收入。 

    綜上所述，以桃園區而言，在桃園捷運綠線周邊購屋的女性

比例略多於男性 10 個百分點，與非捷運周邊比例相當，目前捷運

周邊建物交易並未出現明顯性別購屋偏好差異，購買人年齡及地

區特性則會影響民眾購屋偏好。惟桃園捷運綠線仍在施工階段，

對周圍居民尚未帶來便利服務，未來可於捷運通車後觀察捷運周

邊不動產交易情形，並加入其他基礎設施(如學校、醫療院所、公

園等)為變數共同分析，檢視不同性別購屋決策情形，適時提供數

據或政策建議供外界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