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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第 1次桃園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就業、經濟與福利組】 

工作報告 
 

提報單位：經濟發展局(草稿) 

統計資料：103年 1月至 105年 1月止 

 

壹、 工商登記家數及資本額之負責人性別統計 

一、工廠登記 

至 105年 1月底止，本市工廠登記家數共 1萬 0,917家，男性負

責人 8,500人(77.86%)，女性負責人 2,417人(22.14%)；總資本

額為 5兆 2,445億 8,422萬 4,821元，男性資本額為 5兆 0,367

億 6,140萬 6,431元(96.04%)，女性資本額為 2,078億 2,281萬

8,390元(3.96%)。(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登記與管理系統，數

據統計截至 105年 1月底止) 

表 1：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工廠登記家數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分 

行業別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人) 

食品製造業 467 / 76.06 147 / 23.94 614 

飲料製造業 37 / 66.07 19 / 33.93 56 

紡織業 571 / 74.64 194 / 25.36 765 

成衣及服飾

品製造業 
61 / 73.49 22 / 26.51 83 

皮革、毛皮及

其製品製造

業 

16 / 76.19 5 / 23.81 21 

木竹製品製

造業 
70 / 68.63 32 / 31.37 102 

紙漿、紙及紙

製品製造業 
153 / 73.21 56 / 26.79 209 

印刷及資料

儲存媒體複

製業 

94 / 75.81 30 / 24.19 124 

石油及煤製 16 / 80 4 /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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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製造業 

化學材料製

造業 
151 / 78.24 42 / 21.76 193 

化學製品製

造業 
335 / 75.28 110 / 24.72 445 

藥品及醫用

化學製品製

造業 

40 / 88.89 5 / 11.11 45 

橡膠製品製

造業 
94 / 77.05 28 / 22.95 122 

塑膠製品製

造業 
689 / 75.96 218 / 24.04 907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209 / 81.01 49 / 18.99 258 

基本金屬製

造業 
252 / 81.03 59 / 18.97 311 

金屬製品製

造業 
1,289 / 78.03 363 / 21.97 1,652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786 / 82.74 164 / 17.26 950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 

287 / 81.3 66 / 18.7 353 

電力設備製

造業 
355 / 78.19 99 / 21.81 454 

機械設備製

造業 
1,905 / 78.59 519 / 21.41 2,424 

汽車及其零

件製造業 
285 / 78.73 77 / 21.27 362 

其他運輸工

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50 / 89.29 6 / 10.71 56 

家具製造業 88 / 69.84 38 / 30.16 126 

其他製造業 200 / 75.47 65 / 24.53 265 

105年 

(1月底止) 
8,500 / 77.86 2,417 / 22.14 10,917 

圖 1：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各行業工廠登記家數性別比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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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工廠登記資本額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分 

行業別 男(元 / %) 女(元 / %) 合計(元) 

食品製造業 
228,830,879,310 

/ 95.02 

12,005,261,520 

/ 4.98 
240,836,140,830 

飲料製造業 
59,637,592,322 

/ 99.85 

87,610,000 

/ 0.15 
59,725,202,322 

紡織業 
436,568,422,280 

/ 94.02 

27,743,478,480 

/ 5.98 
464,311,900,760 

成衣及服飾

品製造業 

7,433,177,750 

/ 93.3 

533,700,000 

/ 6.7 
7,966,877,750 

皮革、毛皮

及其製品製

造業 

485,160,000 

/ 93.09 

36,000,000 

/ 6.91 
521,160,000 

木竹製品製

造業 

2,593,488,760 

/ 86.11 

418,330,000 

/ 13.89 
3,011,818,760 

紙漿、紙及

紙製品製造

業 

133,274,969,330 

/ 97.91 

2,850,297,640 

/ 2.09 
136,125,266,970 

印刷及資料

儲存媒體複

24,658,720,370 

/ 97.79 

556,159,000 

/ 2.21 
25,214,87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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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業 

石油及煤製

品製造業 

2,710,163,060 

/ 92.11 

232,000,000 

/ 7.89 
2,942,163,060 

化學材料製

造業 

97,734,451,003 

/ 97.9 

2,101,100,000 

/ 2.1 
99,835,551,003 

化學製品製

造業 

70,159,163,280 

/ 91.21 

6,761,491,500 

/ 8.79 
76,920,654,780 

藥品及醫用

化學製品製

造業 

20,862,110,340 

/ 98.98 

214,820,000 

/ 1.02 
21,076,930,340 

橡膠製品製

造業 

8,517,570,430 

/ 94.58 

488,410,000 

/ 5.42 
9,005,980,430 

塑膠製品製

造業 

101,995,151,105 

/ 95.77 

4,509,058,950 

/ 4.23 
106,504,210,055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97,038,007,560 

/ 99.07 

1,844,427,000 

/ 0.93 
198,882,434,560 

基本金屬製

造業 

95,322,112,210 

/ 96.06 

3,907,130,800 

/ 3.94 
99,229,243,010 

金屬製品製

造業 

199,227,796,320 

/ 88.59 

25,655,312,400 

/ 11.41 
224,883,108,720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1,880,311,866,302 

/ 99.64 

6,884,091,440 

/ 0.36 
1,887,195,957,742 

電腦、電子

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 

873,625,720,020 

/ 98.09 

17,051,473,990 

/ 1.91 
890,677,194,010 

電力設備製

造業 

134,925,760,980 

/ 78.31 

37,364,932,960 

/ 21.69 
172,290,693,940 

機械設備製

造業 

225,954,387,859 

/ 81.55 

51,127,246,640 

/ 18.45 
277,081,634,499 

汽車及其零

件製造業 

68,476,283,900 

/ 97.15 

2,012,127,500 

/ 2.85 
70,488,411,400 

其他運輸工

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109,189,868,740 

/ 98.93 

1,180,422,270 

/ 1.07 
110,370,291,010 

家具製造業 
7,056,726,900 

/ 92.11 

604,600,000 

/ 7.89 
7,661,326,900 

其他製造業 50,171,856,300 1,653,336,300 51,825,19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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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1 / 3.19 

105年 

(1月底止) 

5,036,761,406,431 

/ 96.04 

207,822,818,390 

/ 3.96 
5,244,584,224,821 

 

    圖 2：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各行業工廠登記資本額性別比例折線圖 

 

表 3：103年至 105年 1月底工廠登記家數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分 

統計時間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人) 

103年 8,573 / 78.04 2,412 / 21.96 10,985 

104年 8,540 / 77.94 2,417 / 22.06 10,957 

105年 

(1月底止) 
8,500 / 77.86 2,417 / 22.14 10,917 

 

圖 3：103年至 105年 1月底工廠登記家數性別比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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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4年至 105年 1月底工廠登記資本額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分 

統計時間 男(元 / %) 女(元 / %) 合計(元) 

104年 
5,175,203,964,115 

/ 96.15 

207,070,824,290 

/ 3.85 
5,382,274,789,035 

105年 

(1月底止) 

5,036,761,406,431 

/ 96.04 

207,822,818,390 

/ 3.96 
5,244,584,224,821 

 

圖 4：104年至 105年 1月底工廠登記資本額性別比例折線圖 

 

 

 

 

 

 

 

二、商業登記 

至 105年 1月底止，本市商業登記家數共 4萬 9,359家，男性負

責人 3萬 1,703人(64.23%)，女性負責人 1萬 7,656人(35.77%)；

總資本額為 124億 8,963萬 0,552元，男性資本額為 88億 3,575

萬 2,455元(70.74%)，女性資本額為 36億 5,387萬 8,097元

(29.26%)。(資料來源：經濟部全國商業登記資訊系統，數據統

計截至 105年 1月底止) 

表 5：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各行業商業登記家數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分 

行業別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人) 

農、林、漁、

牧業 
212 / 76.81 64 / 23.19 276 

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 
16 / 88.89 2 / 11.11 18 

製造業 835 / 66.69 417 / 33.31 1,252 

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5 / 55.56 4 / 44.44 9 

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 
176 / 64.71 96 / 35.29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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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 4,284 / 77.01 1,279 / 22.99 5,563 

批發及零售

業 
16,816 / 62.59 10,052 / 37.41 26,868 

運輸及倉儲

業 
1,521 / 97.06 46 / 2.94 1,567 

住宿及餐飲

業 
2,942 / 54.81 2,426 / 45.19 5,368 

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 
226 / 74.83 76 / 25.17 302 

金融及保險

業 
114 / 64.41 63 / 35.59 177 

不動產業 163 / 64.43 90 / 35.57 253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660 / 62.86 390 / 37.14 1,050 

支援服務業 981 / 62.68 584 / 37.32 1,565 

教育服務業 13 / 50 13 / 50 26 

藝術、娛樂及

休閒服務業 
770 / 59.19 531 / 40.81 1,301 

其他服務業 1,969 / 56.39 1,523 / 43.61 3,492 

105年 

(1月底止) 
31,703 / 64.23 17,656 / 35.77 4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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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各行業商業登記家數性別比例長條圖 

 

表 6：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各行業商業登記資本額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

分 

行業別 男(元 / %) 女(元 / %) 合計(元) 

農、林、漁、

牧業 

81,950,001 

/ 77.54 

23,743,000 

/ 22.46 
105,693,001 

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 

4,520,000 

/ 90.95 

449,999 

/ 9.05 
4,969,999 

製造業 

639,101,001 

/ 80.21 

157,698,688 

/ 19.79 
796,799,689 

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1,850,500 

/ 71.71 

730,000 

/ 28.29 
2,580,500 

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 

56,561,776 

/ 54.5 

47,228,000 

/ 45.5 
103,789,776 

營造業 

1,836,382,848 

/ 76.81 

554,562,164 

/ 23.19 
2,390,945,012 

批發及零售

業 

3,426,372,829 

/ 64.71 

1,868,416,127 

/ 35.29 
5,294,788,956 

運輸及倉儲

業 

212,309,140 

/ 66.1 

108,888,000 

/ 33.9 
321,19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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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及餐飲

業 

1,280,398,577 

/ 80.05 

319,022,168 

/ 19.95 
1,599,420,745 

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 

69,823,961 

/ 77.07 

20,775,000 

/ 22.93 
90,598,961 

金融及保險

業 

444,310,000 

/ 85.63 

74,540,000 

/ 14.37 
518,850,000 

不動產業 

67,156,000 

/ 69.17 

29,931,000 

/ 30.83 
97,087,000 

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

業 

134,750,087 

/ 57.05 

101,438,775 

/ 42.95 
236,188,862 

支援服務業 

259,239,473 

/ 64.9 

140,197,100 

/ 35.1 
399,436,573 

教育服務業 

1,950,000 

/ 57.68 

1,430,700 

/ 42.32 
3,380,700 

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務

業 

89,347,463 

/ 64.4 

49,384,876 

/ 35.6 
138,732,339 

其他服務業 

229,728,799 

/ 59.64 

155,442,500 

/ 40.36 
385,171,299 

105年 

(1月底止) 

8,835,752,455 

/ 70.74 

3,653,878,097 

/ 29.26 
12,489,630,552 

 

圖 6：統計至 105年 1月底各行業商業登記資本額性別比例折線圖 

 

 

表 7：103年至 105年 1月底商業登記家數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分 

統計時間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人) 

103年 30,562 / 64.45 16,860 / 35.55 47,422 

104年 31,388 / 64.23 17,478 / 35.77 48,866 

105年 

(1月底止) 
31,703 / 64.23 17,656 / 35.77 4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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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3年至 105年 1月底商業登記家數性別比例折線圖 

 

 

表 8：104年至 105年 1月底商業登記資本額統計表-按負責人性別分 

統計時間 男(元 / %) 女(元 / %) 合計(元) 

104年 
8,782,283,578 

/ 70.73 

3,633,499,304 

/ 29.27 
12,415,782,882 

105年 

(1月底止) 

8,835,752,455 

/ 70.74 

3,653,878,097 

/ 29.26 
12,489,630,552 

 

圖 8：104年至 105年 1月底商業登記資本額性別比例折線圖 

 

 

三、結論 

根據數據顯示，各行業工商登記負責人及資本額，均以男性比

例居高，推論擔任工商業負責人與否應與資金取得相關，而能

否取得資金之關鍵應在於傳統之父系社會文化觀念及歷來「男

主外，女主內」之教育風氣，如欲增加女性取得資金或相關資

源的途徑與機會，應再加強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廣，期能逐步改

善社會文化及教育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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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行業別之性別比例現況，以負責人而言，工廠方面，以

食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皮

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

品製造業、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等行業之女性比例較高

(超過女性平均所佔比例 22.14%)，商業方面，則以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等行業之女性比例較高(超過女性平均所佔比例

35.77%)；以資本額而言，工廠方面，以食品製造業、紡織業、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製品

製造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

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力設備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家具製造業等行業之女性比例較高(超過女

性平均所佔比例 3.96%)，商業方面，則以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

業、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及其他服務業等行業之女性比例較高(超過女性平均所佔

比例 29.26%)。 

另，比較歷年來工商登記負責人及資本額，女性所佔比例已有

逐漸增加之趨勢，推測應為近年來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以及推

行性別平等意識宣導之成效，爰應持續進行性別意識宣導，期

能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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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區攤販數之負責人性

別統計 

一、公有零售市場(除委外)  

至 105年 1月底止，本市公有零售市場(除委外)共計 1,821攤，

男性負責人 772人(42.39%)，女性負責人 1,049人(57.61%)。 

(資料來源：各區公所) 

表 9：103年至 105年 1月底公有零售市場攤販負責人性別統計表 

年度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人) 

103年 787 / 50.61 768 / 49.39 1,555 

104年 770 / 49.26 793 / 50.74 1,563 

105年 

(1月底止) 
772 / 42.39 1,049 / 57.61 1,821 

圖 9：103年至 105年 1月底公有零售市場攤販負責人性別統計長條圖 

 

 

二、攤販集中區 

至 105年 1月底止，本市攤販集中區共計 827攤，男性負責人

408人(49.33%)，女性負責人 419人(50.67%)。 (資料來源：

49.39% 

50.61% 

50.74% 

49.26% 42.39% 

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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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03年至 105年 1月底攤販集中區攤販負責人性別統計表 

年度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人) 

103年 380 / 47.92 413 / 52.08 793 

104年 408 / 49.16 422 / 50.84 830 

105年 

(1月底止) 
408 / 49.33 419 / 50.67 827 

圖 10：103年至 105年 1月底攤販集中區攤販負責人性別統計長條圖 

三、結論 

根據資料顯示，攤販負責人之性別差異較小，且女性負責人持

續均超過男性負責人，顯示在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區之女

性職場能見度及影響力卓有提升。 

  

47.92% 49.16% 

52.08% 50.84% 50.67% 

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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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協助宣導托育、福利措施 

本局 103年至 104年共舉辦 20場工業區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

聯繫會報(詳表 7)，並協助發送托育、福利措施等宣導 DM，供

廠商帶回作政策宣導，總參與人次為 1,186人，男性為 905人

(76.31%)，女性為 281人(23.69%)。(資料來源：本局產業發展

科各場次簽到表) 

 

表 11：103年至 104年各工業區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聯繫會報參與人員

性別統計表 

時間 會議名稱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

(人) 

舉辦 

地點 

103/2/18 
中壢工業區產業

發展座談會 
50 / 76.92 15 / 23.08 65 

經濟部

工業局

中壢工

業區服

務中心 

103/4/16 

桃園幼獅及幼獅

擴大工業區產業

發展座談會 

42 / 71.19 17 / 28.81 59 

桃園幼

獅工業

區服務

中心 

103/9/23 

林口工三工業

區、華亞科技園區

及高科技工業城

第四工業區產業

發展座談會 

48 / 75 16 / 25 64 

林口工

業區服

務中心

會議室 

104/05/25 
工業區業務聯繫

會報(5月月會) 
25 / 73.53 9 / 26.47 34 

本府

601會

議室 

104/06/29 

工業區業務聯繫

會報(6月季會

報) 

24 / 77.42 7 / 22.58 31 

本府

601會

議室 

104/07/28 
工業區業務聯繫

會報(7月月會) 
39 / 84.78 7 / 15.22 46 

本府

601會

議室 

104/08/26 
工業區業務聯繫

會報(8月月會) 
35 / 64.81 19 / 35.19 54 

本府

601會

議室 

104/09/21 
工業區業務聯繫

會報(9月季會
42 / 80.77 10 / 19.23 52 

本府

601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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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25 
工業區業務聯繫

會報(11月月會) 
31 / 63.27 18 / 36.73 49 

本府

601會

議室 

104/12/28 

工業區業務聯繫

會報(12月季會

報) 

44 / 77.19 13 / 22.81 57 

本府

601會

議室 

總計 20場 905 / 76.31 281 / 23.69 1,186  

 

 

圖 11：103年至 104年各工業區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聯繫會報參與人員

性別統計長條圖 

 

表 12：103年至 104年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聯繫會報總參與人員性別統

計表 

統計時間 男(人 / %) 女(人 / %) 合計(人) 

103年 140 / 74.47 48 / 25.53 188 

104年 240 / 73.3 83 / 26.7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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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03年至 104年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聯繫會報總參與人員性別統

計長條圖 

 
 

結論： 

上述資料顯示，各工業區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聯繫會報參與

人員仍以男性居多，推論為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及廠協會代表以

管理階層為主，而管理階層仍以男性居多，故出席人員以男性

佔多數；而比較歷年來之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聯繫會報參與

人員，女性比例已有增加趨勢，且較工商登記及攤販部分明顯

改善，顯示針對各工業區產業發展座談會或業務聯繫會報進行

性別平等意識宣導頗有成效，故仍應持續不斷地進行宣導並推

廣性別平等教育，以加深性別平等概念，期能鼓勵女性參與更

多元之工作與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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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未來重要工作方向與事項 

一、 持續進行本市工商登記家數與資本額及攤販數-按負責人性別

及行業別分之統計資料，並持續增加更多元之統計資料，作為

勞動局研擬婦女就業政策之參據，並利未來新增性別統計指

標。 

二、 本局於辦理產業發展座談會或相關聯繫會報時持續協助宣導

本市相關托育、福利措施及性別平等概念，並提供各宣導場次

參與人員之性別統計資料，俾利未來分析與改進。 

三、 本局已成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並訂定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將持續依各委員建議配合推動本市促進婦女權益之相關措

施。 

四、 本局將積極鼓勵長官及所屬同仁踴躍參加性別平等業務相關

教育訓練，以提升性別平等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