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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桃園市性別圖像

前　　言

一、 本書係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 7大核心議題編製。106年版共計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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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選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等

本市重要統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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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資料，均予修正，凡與
前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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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

1.公教人員數
106年底本市公教人員計 2萬 5,132人，男性及女性分別為 1

萬 563人及 1萬 4,569人，女性占 58.0%。
106年底本市公教人員計 2萬 5,132人，男性及女性各為 1萬 563

人及 1萬 4,569人，分別較 97年底 9,957人及 1萬 2,733人增加 6.1%
及 14.4%，女性占比由 97年底之 56.1%上升至 103年底之 58.6%，
為近 10年最高，其後略降至 106年底之 58.0%。

~~

公教人員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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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

2.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106年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523人，普通考試、初

等考試及特種考試 (三等至五等 )皆以女性為多。

106年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523人，以高等考試三級人
員 192人最多，其次分別為普通考試 137人及特種考試三等 74人；又
高等考試三級人員中，男性為 107人，多於女性之 85人，女性較 105
年減少 30.9%，惟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整體仍以女性為多。

本府各項考試錄取分發及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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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3.議員選舉候選人
本市第 1屆市議員女性候選人及當選人分別較 88年地方制度法

制定前提升 12.1及 14.0個百分點，本市女性議員工作參與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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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屆市議員女性候選人及當選人占比分別
為 25.2%及 33.3%，較修法前之縣議員第 14屆分別提升 12.1及 14.0
個百分點，且女性當選人占比高於地方制度法所定的 25%，本市女性
對議員工作參與度確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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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商業登記負責人
106年底商業登記家數 5萬 2,654家，女性負責人占比以教育

服務業占 56.1%最多，住宿及餐飲業占 46.0%次之。
106年底本市商業登記家數 5萬 2,654家，負責人為男性者 3萬 3,543

家，占 63.7%，女性有 1萬 9,111家，占 36.3%；按行業別觀察，女性
負責人占比以教育服務業占 56.1%最多，住宿及餐飲業占 46.0%次之，
另以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低於 2成，運輸及倉儲業僅占 3.3%相對較低。

106年底商業登記負責人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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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5.營利事業負責人
106年底本市營利事業負責人為女性者占 35.5%，較 97年底增

1.2個百分點，其中以住宿及餐飲業 46.5%最多。
106年底本市營利事業家數計 11萬 1,238家，其中負責人為女性者

計 3萬 9,514家，占 35.5%，較 97年底之 34.3%增 1.2個百分點；按
行業別觀察，106年底營利事業負責人女性占比以住宿及餐飲業 46.5%
最多，惟仍未達5成，顯示本市各行業之營利事業負責人仍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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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本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以 30至 34歲 98.6%最高，女性

以 25至 29歲 89.6%最高，女性投入職場的意願較 97年提升。
106年本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以 30至 34歲 98.6%最高，女性則

以 25至 29歲 89.6%最高，兩性於 30歲前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且差
距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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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與 97年相比，除 20至 24歲及 35至 39歲兩區間外，106年
20歲以上成年女性各年齡層的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 97年，顯示女性投
入職場意願提升。

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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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7.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
106年底本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計 93萬 4,026人，較 97年

底增加 27.4%，其中女性增幅 31.6%較男性 24.1%為大。
106年底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計93萬4,026人，較97年底73萬3,010

人增加 27.4%。從近年資料觀察，男性被保險人數均多於女性，男性由
97年底 40萬 8,654人增至 106年底 50萬 7,328人，增 24.1%，女性則
由32萬4,356人增為42萬6,698人，成長31.6%，女性增幅較男性為大，
女性占比則由 44.2%增為 45.7%，呈微幅上升趨勢。

~~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及女性占比



8

就業、經濟與福利

8.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106年底本市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計 11萬 756人，男、女

性分別為 6萬 1,093人及 4萬 9,663人，兩性皆呈增加。
106年底本市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計 11萬 756人，男、女性

分別為 6萬 1,093人及 4萬 9,663人，與 97年底相比，兩性均為增加。
觀察近年的數據，除 98年受金融海嘯影響，致外籍勞工減少外，其餘
各年皆為穩定成長。從兩性占比觀之，各年男性皆多於女性，且女性占
比呈下降趨勢，顯示本市近年引進的外籍勞工以男性居多。

~~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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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9.列冊遊民人數
本市列冊遊民人數由102年底高峰378人減至106年底193人，

近年女性占比皆遠低於男性。

106年底本市列冊遊民人數計 193人，其中男性 168人，占 87.0%，
女性 25人，占 13.0%，近年女性占比均低於 15%；本市列冊遊民人
數於 102年底達到高峰後開始遞減，由 102年底 378人減至 106年底
193人，減少 48.9%，此趨勢可能與本市 103年起推行的遊民輔導政策
有關。

列冊遊民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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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10.單親家庭個案管理戶數
106年底本市單親家庭個案管理戶數計 2,600戶，女性戶長

1,790戶，男性戶長 810戶，兩性皆以離婚單親家庭為最多。
106年底本市單親家庭個案管理戶數計 2,600戶，女性戶長 1,790

戶，占 68.8%，男性戶長 810戶，占 31.2%，按家庭型態別觀察，兩
性皆以離婚單親家庭為最多，另除配偶失蹤外，其餘各類女性戶長皆多
於男性戶長，其中未婚、喪偶及配偶服刑等 3種型態，女性戶長占比均
超過 7成。

~~

106年底單親家庭個案管理戶數按戶長性別、家庭型態別分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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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11.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
106年底本市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計 2,473人，其中女性

1,488人，男性 985人，近年男性逐漸減少，女性則逐漸增加。
106年底本市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計 2,473人，其中女性 1,488

人，較 97年底 807人，增 84.4%，男性 985人，較 97年底 1,581人，
減 37.7%。近年兩性變動趨勢相反，男性逐漸減少，女性則逐漸增加，
女性占比從 97年底 33.8%上升至 106年底 60.2%，探討此現象背後的
原因，應和榮民身分的獨居老人大幅減少，及女性平均壽命較長有關。

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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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2.戶籍人口總數
106年底本市女性人口多於男性；女性占比由 97年底之 49.4%

逐年上升至 106年底之 50.2%，創近年新高。
106年底本市戶籍人口 218.8萬人中，男女分別為 109.0萬人及

109.8萬人，近 10年男性人口增加 9.9萬人，少於女性人口增加 13.1
萬人，致女性人口於 105年底首度超越男性人口後，差距增至 106年
底 0.8萬人，差距漸增；另觀察女性占比，則由 97年底之 49.4%逐年
上升至 106年底之 50.2%，創近年來新高。

~~
~~

戶籍人口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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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3.幼年、青壯年及老年人口數
本市幼年人口逐年減少，而青壯年及老年人口則逐年上升，106

年底老年人口女性占比為 53.4%，較 97年底增 6.1個百分點。
近 10年本市幼年人口逐年減少，而青壯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則皆逐年

上升；觀察近年各年齡組女性占比，本市幼年人口及青壯年人口變動不
大，各年均分別略低於 48%及略高於 50%，另依內政部統計，近年本
市女性零歲平均餘命 (平均壽命 )較男性高，106年底老年人口女性占
比 53.4%，不僅高於男性占比 46.6%，且較 97年底 47.3%增 6.1個百
分點。

~~

幼年、青壯年及老年人口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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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4.6都人口平均年齡
106年底本市平均年齡為38.6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為37.9歲，

女性平均年齡為 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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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106年底本市平均年齡為 38.6歲，較

97年底 34.9歲增加 3.7歲，呈逐年增加之勢；按性別觀察，106年底
男女性平均年齡分別為 37.9歲及 39.3歲，皆低於全國平均，且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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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6年底 6都人口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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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5.15歲以上人口之婚姻狀況
106年底本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男女性有偶占比及女性

未婚占比均較 97年底減少，其餘占比則呈持平或增加。
106年底本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男性有偶占比為 52.0%、女

性 51.3%及女性未婚占比為 30.2%，分別較 97年底減少 2.1、2.7及 0.2
個百分點，其餘占比則呈持平或增加；另女性喪偶占 9.0%，為男性喪
偶占 1.8%之 5倍，與 97年底相較，則增加 1.1個百分點。

15歲以上人口各婚姻狀況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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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6.平均初婚年齡及第 1胎生母年齡
106年本市男女平均初婚年齡較 97年往後遞延，生育第 1胎之

生母平均年齡亦逐年增加至 30.5歲。
106年本市男女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 32.0歲及 29.5歲，較 97年分

別增 1.2歲及 1.3歲，生育第 1胎之生母平均年齡則由 97年 28.5歲，
逐年增加至 30.5歲，10年間提高 2.0歲，顯示本市男女平均結婚年齡
往後遞延，婦女生育第 1胎之平均年齡亦逐年增加。

平均初婚年齡及第 1胎生母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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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17.出生嬰兒父母年齡
106年本市出生嬰兒父母親平均年齡分別為 34.1歲及 31.6歲，

父、母親均以 30至 34歲者最多，皆占 3成以上。
106年本市出生嬰兒父母親平均年齡分別為 34.1歲及 31.6歲，依

年齡別觀察，父親以 30至 34歲者占 34.8%最多，其次為 35至 39歲
者 29.5%；母親亦以 30至 34歲者最多，占 37.7%，其次為 25至 29
歲者 25.5%，另父親 35歲以上各年齡組及母親 30歲以上各年齡組之
占比皆較 97年增加，顯示父母生育年齡有提高之趨勢。

106年出生嬰兒父母之各年齡別占比



18

教育、文化與媒體

18.15歲以上市民教育程度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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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高於女性之 74.3%。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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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高於女性之 74.3%，其中以男性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者占
8.2%，女性占 4.7%，相差 3.5個百分點最多，女多於男相差最多為教育
程度國中小者，其中男性占 17.8%，女性占 23.8%，相差 6.0個百分點，
而自修及不識字者亦女多於男，應係早期女性受教育機會受限所致。

106年底 15歲以上市民教育程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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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19.國中小教師數
近 10年國中小女教師均多於男教師，其中國小教師女性占比持

續增加，106學年度與 97學年度相較，增加 3.2個百分點。
近 10年本市國中小教師人數由 97學年度之 1萬 4,071人增至 106

學年度之 1萬 4,306人，依性別觀察，女教師均多於男教師，其中國小
教師女性占比，由 97學年度之 70.5%增至 106學年度之 73.7%，增加
3.2個百分點，性別差距擴大，國中則維持於 7成左右之水準。

國中小教師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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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20.新住民子女就讀本市國中小人數
106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本市國中小達 2萬 1,576人，男多

於女，新住民子女之父母以來自大陸港澳最多。

106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本市國中小達 2萬 1,576人，其中國小
1萬 3,169人，國中 8,407人，另男性 1萬 1,290人略多於女性之 1萬
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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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計 8,503人，占 39.4%；來自越南次之，計 7,164人，占 33.2%；兩者
合占 72.6%。

106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本市國中小人數按父母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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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21.國中小原住民族學生數
106學年度國中小原住民族學生皆呈男多於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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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106學年度本市國中小學生計 18萬 9,965人，其中原住民族學生計

9,823人，占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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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顯示國中小原住民族學生皆呈男多於女。另
近 10年除 10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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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媒體

22.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數及學生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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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略多於女學生之 47.9%。
106學年度本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數計 4,678人，男性占 1.3%，

女性占 98.7%，其中以教保員 2,898人最多；各職務別女性占比皆超
過 9成，均以女性為主。另幼兒園學生數計 5萬 1,322人，男性占
52.1%，女性占 47.9%，男學生多於女學生。

106學年度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數及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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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3.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數
106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人數共計 960人，男女性均以 12至

未滿 18歲者最多。
106年本市性侵害通報案件人數共計 960人，男女性分別為 158人

及 781人，女性被害人約占 8成 1；另從年齡別觀察，男女被害人均以
12至未滿 18歲年齡層最多，分占 68.4%及 53.4%，其次男性為 6至
未滿 12歲者占 10.1%，女性則為 18至未滿 24歲者占 12.5%，整體除
集中於前述年齡層外，與 97年相較，以男性被害人 12至未滿 18歲人
數增加 83人為最多。

106年性侵害通報案件被害人數男女性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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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4.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人數
106年本市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人數共計 8,348人，與 97年

相較，被害人女性占比下降 5.1個百分點。
106年本市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被害人數共計 8,348人，其中女性被

害人 6,001人占 71.9%，依被害人性別分析，近年均以女性占多數，
而受性別平等觀念影響，男性受到家庭暴力對待會主動通報意願有所提
高，與 97年相較，被害人男性人數增加率 59.79%較女性 20.59%多，
而被害人女性占比從 97年之 77.0%下降至 106年之 71.9%。

~~

家庭暴力通報案件通報男女被害人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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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5.家庭暴力被害者年齡結構 
106年本市家庭暴力被害者以女性為主，且男女被害者年齡均

集中在 30歲以上。
106年本市家庭暴力男女被害者均集中在 30歲以上，且以 30至未

滿 40歲之年齡層最多，分別占 15.0%及 28.1%，其次男性為 50至未
滿 65歲者占 14.4%，女性則為 40至未滿 50者占 20.1%，與 97年相
較，106年男性被害者 18歲以上各年齡組別均增逾百人，其中 30至未
滿 40歲及 50至未滿 65歲增 249人最多，女性被害者人數則以 50至
未滿 65歲增 451人最多。

106年家庭暴力被害者人數男女性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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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6.刑事案件被害人數
本市刑事案件被害人數近年均以男性居多，且與 97年相較，男

女性被害人數均呈下降趨勢。

106年本市刑事案件被害人數共計 1萬 103人，較 105年 1萬 225
人，減少 1.2%，其中男性 6,079人，占 60.2%，女性 4,024人，占
39.8%。依其性別結構觀察，近年均以男性占多數，且男女性被害人數
均呈下降趨勢，與 97年相較，男性及女性分別減 58.2%及 53.6%。

刑事案件被害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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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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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均為男性多於女性，且與

100年相較男女性嫌疑犯人數均呈下降趨勢。
106年本市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共計 654人，較 105年 684人，

減少 4.4%，其中男性 549人，占 83.9%，女性 105人，占 16.1%。依
其性別結構觀察，近 7年均以男性占多數，而男女性嫌疑犯人數均呈下
降趨勢，與 100年相較，男性及女性分別減 18.9%及 27.1%。

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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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28.消防人力 
本市消防人力有逐年增多之勢，且女性消防人力及占比亦皆有

所提高。

106年底本市消防人力有 3,524人，其中男性有 2,862人，消防人
員及義消人員分別為 1,134人及 1,728人；女性有 662人，消防人員及
義消人員分別為 149人及 513人；女性消防人力占全體 18.8%，較 98
年底 14.7%增加 4.1個百分點。整體觀察，消防人力逐年增多，且女性
消防人力及占比亦皆有所提高。

消防人力



29

健康、醫療與照顧

29.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國中三年級男性及女性視力不良率各為 74.9%及 80.6%，較國

小一年級分別多 48.3及 52.7個百分點。
106學年度國中及國小整體學生視力不良率各為 73.7%及 47.0%，

其中國中 3年級男性及女性學生視力不良率分別為 74.9%及 80.6%，
較國小 1年級分別多 48.3及 52. 7個百分點，整體而言，女性視力不良
率除國小 3年級略低於男性外，其他各年級皆高於男性，且 5年級後視
力不良率和男性差距明顯變大。

106學年度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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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30.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106年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1,326人，以男性

751人占 56.6%較多，惟男性近 5年人數有下降趨勢。
106年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人數 1,326人，男性及女性分

別為 751人及 575人，以男性占 56.6%較多，男性及女性安置人數分
別較 97年底增加 15.9%及 24.2%。男性安置人數近 5年有下降趨勢，
女性則介於 570人至 583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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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數
106年底本市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女性占

85.5%，其中護理人員及外籍看護工女性占比皆高達 98.9%。
106年底本市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計 1,314人，以照

顧服務員 488人占 37.1%最多，其中女性有 372人，占照顧服務員
76.2%；外籍看護工及護理人員人數居次，分別有 365人及 268人，女
性占比皆高達 98.9%，院長 ( 主任 ) 男性及女性人數則約略相當。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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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進住人數
106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進住人數男性及女性各有

1,126人及 1,297人，分別較 97年增加 23.3%及 47.7%。
106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進住人數 2,423人，男性及女性

各有 1,126人及 1,297人，分別占 46.5%及 53.5%，102年底以前進
住人數皆以男性較多，惟 103年底後以女性居多；與 97年底相較，男
性及女性分別增加 23.3%及 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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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醫事人員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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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本市醫事人員計 2萬 6,259人，其中男性 7,076人，女性

1萬 9,183人，分別占 26.9%及 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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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底醫事人員數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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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34.環保單位人員數
106年底本市環保單位人員計 2,989人，女性雖僅占 25.8%，

惟其占比已較 97年底增 2.0個百分點。
106年底本市環保單位人員計 2,989人，其中男性有 2,219人，占

74.2%，女性則有 770人，占 25.8%，與 97年底相較，女性占比增加2.0
個百分點，女性人員及占比皆有所提高；另按人員類別觀察，廢棄物清
運處理單位人員以男性居多，占 77.7%，而環保局人員則以女性為多，
占 55.4%。

~~

環保單位人員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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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35.環保志義工人數
106年底本市環保志義工人數計 3萬 3,754人，男女性均以 60

至 69歲者最多，50至 59歲者次之。
106年底本市環保志義工人數計 3萬 3,754人，以女性 2萬 1,744

人居多，占 64.4%，男性則 1萬 2,010人，占 35.6%；另從年齡別觀察，
男女性均以 60至 69歲者最多，50至 59歲者次之，而以 19歲以下者
最少，應係受到其仍處於求學階段之影響。

106年底環保志義工人數男女性各年齡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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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36.本府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志工人數
106年底本市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志工計 2,139人，男女性

均以 60至 69歲者最多，50至 59歲者次之。
106年底本府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志工人數計 2,139人，以女性

1,178人居多，占 55.1%，男性則 961人，占 44.9%，與 104年底相較，
整體增加 437人，其中女性增 223人較男性增 214人為多；另從年齡
別觀察，男女性均以 60至 69歲者最多，50至 59歲者次之，而以 19
歲以下者最少。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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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旅行業從業人員數
近年本市旅行業從業人員呈增加趨勢，106年底計 1,848人，

其中男性占 35.1%，女性占 64.9%。
106年底本市旅行業從業人員計 1,848人，較 97年底 1,493人，

增幅 23.8%，其中男性 648人，占 35.1%，女性則有 1,200人，占
64.9%；近 10年兩性旅行業從業人員均呈增加趨勢，其中女性增幅
31.6%高於男性 11.5%，且女性占比皆超過 6成。

~~

旅行業從業人員數及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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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38.網路使用率
106年本市 12歲以上民眾網路使用率 87.1%，為 6都中最高，

其中男女性分別為 87.1%及 87.0%，男女性差距較 103年縮小。
106年本市 12歲以上民眾網路使用率 87.1%，高於全國 82.3%且

為 6都中最高，其中男女性網路使用率分別為 87.1%及 87.0%，與
103年相較，本市女性網路使用率增加幅度大於男性，而男女性差距則
由 2.4個百分點減為 0.1個百分點，為 6都中最小。

~~

106年全國及 6都網路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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