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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財政乃庶政之母，而財政收入為政府公共建設重要且堅實的基礎

財源；桃園是一個年輕、高科技的智慧城市，升格後各項市政建設蓬

勃發展，人口亦成長快速，在在需要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

政；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以下簡稱本局)職司桃園市(以下簡稱本

市)各項地方稅稽徵工作，俾能對施政建設及政務推展經費提供持續

性、穩定性之財源。 

性別平等係基本人權價值，受早期傳統習俗所沿襲下來之父權社

會意識型態影響，國人尚有部分面向隱含著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及男

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尤其在財產分配或持有方面「家產不落外性」

與「傳子不傳女」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長期以來造成性別經濟結構

不對等。然而，近年來為使性別權益達實質平等，我國政府積極訂定

各項相關法令、政策與措施，並透過多方努力推動及多元宣導之下，

社會大眾對兩性平權認知相較過去逐漸抬頭且更為成熟，女性在教育

權、工作權、社會福利及公共事務參與之社經地位、資源分配等各領

域，開始被重視且有顯著的提升。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為「性別主流化」最根本且重要的工具，透

過性別資料之蒐集、觀察與整理，藉由數據差異對照，得以了解數字

背後不同性別在政策面向上的社會處境，進而發現性別落差問題，從

性別的觀點來分析造成性別不平等的背後原因，俾供規劃對策及檢驗

政策推動成果之依據，縮小性別落差或滿足不同性別之需求。 

為瞭解本市近年不同性別在地方稅的經濟差異，本文藉由本市地

方稅徵收概況（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所繳稅收），觀

察納稅義務人性別落差問題，並透過本市各行政區各稅徵收情形之性

別比率作概要分析，俾瞭解不同性別間之城鄉差異及變化情形，並供

各界探討性別平等之參據及政府推動兩性平等政策之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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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桃園市地方稅徵收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統計 

一、整體而言，本市 108 年各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59.57%，女性

占 40.43%，兩性比率差距 19.14%；其中以娛樂稅差距 41.42 個

百分點為最高，另使用牌照稅及契稅則係女性占比超過男性各

2.54 及 1.04 個百分點。 

本市 108 年各項稅捐實徵淨額為新臺幣（以下同）387 億 2,248

萬 9 千元，如果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所繳稅收在內，

則各項稅捐實徵淨額 254 億 3,087 萬 3 千元，其中男性納稅義務人

151 億 4,964 萬 7 千元占 59.57%，較女性 102 億 8,122 萬 6 千元占

40.43%，高出 19.14 個百分點；各稅目中兩性比率差距以娛樂稅 41.42

個百分點最為顯著，其次為土地增值稅 36.62 個百分點，地價稅差異

31.76 個百分點排名第三，以上 3 項稅目稅收兩性占比均為男性占比

高於女性。 

綜觀本市近 5 年地方稅收男性與女性的占比約為 6：4 左右，性

別比率大多呈現男性高於女性現象（除了使用牌照稅及契稅外）。108

年兩性比率差距為 19.14 個百分點與 104 年之差距 20.10 個百分點相

較，下降 0.96 個百分點，顯示兩性比率差距呈縮小趨勢；近 5 年中的

兩性比率差距，以 107 年的 17.26 個百分點為最低，若與 108 年相較，

相差 1.88 個百分點，可見 107 年的兩性平權在 5 年之間比較結果，

有稍為提升的成效。又近年間，發現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即各稅目

中使用牌照稅徵收稅額，女性納稅義務人占比始終超過男性納稅義務

人，108 年女性占比 51.27%，男性占比 48. 73%，兩性比率差距為 2.54

個百分點；另，108 年契稅稅收兩性占比亦呈現女性 50.52%，略高於

男性的 49.48%，兩性比率差距為 1.04 個百分點，此乃本市在各項地

方稅收中，男女兩性占比較為奇特的情形。（特別及臨時稅課因數據

低微，不列入本文性別分析）（詳表 1、表 2 及圖 1、圖 2、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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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8 年地方稅徵收納稅義務人性別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 性 女 性 兩性差距 

(1)-(2) 金 額 比重(1) 金 額 比重(2) 

104 年 22,385,704  13,443,514  60.05  8,942,190  39.95  20.10  

105 年 23,128,624  13,779,357  59.58  9,349,267  40.42  19.16  

106 年 25,430,871  15,149,647  59.57  10,281,224  40.43  19.14  

107 年 24,013,446  14,078,227  58.63  9,935,219  41.37  17.26  

108 年 25,430,873  15,149,647  59.57  10,281,226  40.43  19.14  

地 價 稅 4,293,726  2,828,747  65.88  1,464,979  34.12  31.76  

土地增值稅 8,660,045  5,915,321  68.31  2,744,724  31.69  36.62  

房 屋 稅 4,805,708  2,626,711  54.66  2,178,997  45.34  9.32  

使用牌照稅 5,769,188  2,811,608  48.73  2,957,580  51.27  -2.54  

契 稅 1,685,820  834,122  49.48  851,698  50.52  -1.04  

印 花 稅 214,800  132,018  61.46  82,782  38.54  22.92  

娛 樂 稅 1,584  1,120  70.71  464  29.29  41.42  

特別及臨時稅課 2  - -  2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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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1.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2.本表稅目別不含特別及臨時稅課。 

 

表 2  108 年各稅徵收概況-按納稅義務人兩性差距分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 目 別 男性金額 女性金額 兩性差距金額 兩性差距百分點 

合      計 15,149,647  10,281,224  4,868,423  19.14 

地 價 稅 2,828,747  1,464,979  1,363,768  31.76 

土地增值稅 5,915,321  2,744,724  3,170,597  36.62 

房 屋 稅 2,626,711  2,178,997  447,714  9.32 

使用牌照稅 2,811,608  2,957,580  -145,972  -2.54 

契 稅 834,122  851,698  -17,576  -1.04 

印 花 稅 132,018  82,782  49,236  22.92 

娛 樂 稅 1,120  464  656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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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年地價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65.88%，女性占 34.12%，兩

性差距 31.76%，女性占比呈逐年微幅上升趨勢。 

地價稅為底冊稅，屬財產稅的一種，係地方政府重要財政收入來

源，依據稅法，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地

價稅，以納稅義務基準日（8 月 31 日）當天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土地

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為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按地政機關編送之地價

歸戶冊及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地價總額計稅徵收。 

本市 108 年地價稅實徵淨額為 42 億 9,372 萬 6 千元，其中男性

納稅義務人 28 億 2,874 萬 7 千元占 65.88%，較女性 14 億 6,497 萬 9

千元占 34.12%，高出 31.76 個百分點，兩性差距在各稅中排名第三。 

再觀察近年地價稅徵收概況，雖受制於重男輕女之傳統觀念，相

關稅收占比均以男性逾 6 成 6 左右，性別不易達到實質平等，但女性

占比由 104 年 32.94%提升至 108 年的 34.12%，增加 1.18 個百分點，

呈現逐年微幅成長趨勢，兩性比率差距下降 2.36 個百分點，顯示兩

性比率差距相對呈縮小趨勢，此又歸功於近年來政府機關及民間各方

推動性別平等觀念教育及落實執行上，已漸露曙光，略有成效。（詳

表 3 及圖 4、圖 5、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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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年地價稅徵收性別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金額 占比(1) 金額 占比(2) 

104 年 3,348,861  2,245,753  67.06  1,103,108  32.94  34.12  

105 年 4,451,111  2,954,592  66.38  1,496,519  33.62  32.76  

106 年 4,552,309  3,019,719  66.33  1,532,590  33.67  32.66  

107 年 4,258,615  2,813,239  66.06  1,445,376  33.94  32.12  

108 年 4,293,726  2,828,747  65.88  1,464,979  34.12  31.76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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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近年地價稅徵收性別概況 
圖 4  108 年地價稅徵收兩性比重 

圖 6  近年地價稅徵收兩性比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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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 年土地增值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68.31%，女性占 31.69%，

兩性差距 36.62%。 

土地增值稅屬機會稅性質，係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按照土地漲

價總數額依漲價倍數採用累進稅率計算繳納的一種租稅；因受房地產

景氣波動及土地政策影響，易有高低起伏之落差，又採累進課徵，成

長趨勢呈不穩定現象，近年本市經濟蓬勃發展、各項建設突飛猛進，

帶動相關稅收成長甚鉅，為市稅首要來源。 

本市 108 年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為 86 億 6,004 萬 5 千元，其中

男性納稅義務人 59 億 1,532 萬 1 千元占 68.31%，較女性 27 億 4,472

萬 4 千元占 31.69%，高出 36.62 個百分點，在各稅中兩性差距排名第

二（次於娛樂稅的 41.42%）。 

再觀察近年土地增值稅徵收概況，土地之移轉受制於傳子不傳女

之傳統觀念，相關稅收男性占比均達 6 成 4 以上，性別仍不易達到實

質平等；108 年兩性比率差距為 36.62 個百分點與 104 年之差距 35.66

個百分點相較，增加 0.96 個百分點，其間除 106 年兩性比率差距 28.40

個百分點稍低外，其餘各年差距均逾 30 個百分點，顯示兩性比率差

距似無明顯改善，因此性別平等觀念教育的推動及落實執行，仍有待

公私領域各方持續加強努力。（詳表 4 及圖 7、圖 8、圖 9） 

 

 

表 4  近年土地增值稅性別徵收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金額 占比(1) 金額 占比(2) 

104 年 8,386,667  5,688,656  67.83  2,698,011  32.17  35.66  

105 年 7,313,996  4,976,404  68.04  2,337,592  31.96  36.08  

106 年 8,064,217  5,177,507  64.20  2,886,710  35.80  28.40  

107 年 7,784,266  5,097,673  65.49  2,686,593  34.51  30.98  

108 年 8,660,045  5,915,321  68.31  2,744,724  31.69  36.62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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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近年土地增值稅徵收性別概況 

圖 8  108 年土地增值稅徵收兩性比重 

 

圖 9  近年土地增值稅徵收兩性比率差距 



9 
 

四、108 年房屋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54.66%，女性占 45.34%，兩

性差距 9.32%，女性占比呈逐年微幅上升趨勢。 

房屋稅為底冊稅，係對房屋所有人徵收的財產稅，以附著於土地

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近年

本市隨著穩定的經濟發展、推動多項福利政策，提升生活、居住條件，

另外產業聚落帶動、房價比起鄰近雙北更為親民等因素，吸引外來人

口移入定居，自然帶動新建房屋亦不斷增加，推升了房屋稅收的連年

成長，也是地方政府重要財政收入來源之一。 

本市 108 年房屋稅實徵淨額為 48 億 570 萬 8 千元，其中男性納

稅義務人 26 億 2,671 萬 1 千元占 54.66%，較女性 21 億 7,899 萬 7 千

元占 45.34%，高出 9.32 個百分點。 

觀察近年房屋稅徵收概況，雖然受制於傳統觀念，相關稅收占比

均係男性逾 5 成 5 上下，惟兩性占比已趨近於 50%，且女性占比由

104 年 44.80%提升至 108 年的 45.34%，增加 0.54 個百分點，呈現逐

年微幅成長趨勢，兩性比率差距下降 1.08 個百分點，代表兩性占比

已漸趨近於平等，顯示政府多年來積極推動性平政令及社會型態改變

下，現今女性經濟地位已大幅提升。（詳表 5 及圖 10、圖 11） 

 

表 5  近年房屋稅性別徵收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金額 占比(1)         金額 占比(2)           

104 年 4,053,145  2,237,217  55.20  1,815,928  44.80  10.40  

105 年 4,406,875  2,427,995  55.10  1,978,880  44.90  10.20  

106 年 4,554,217  2,506,141  55.03  2,048,076  44.97  10.06  

107 年 4,690,793  2,573,526  54.86  2,117,267  45.14  9.72  

108 年 4,805,708  2,626,711  54.66  2,178,997  45.34  9.32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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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8 年使用牌照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48.73%，女性占 51.27%，

兩性差距 2.54%，近年女性占比均呈微幅較高趨勢。 

使用牌照稅係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機動車輛就其種類分小

客車、大客車、貨車、機車，按汽缸總排氣量（cc 數）或其他動力劃

分等級，分別訂定稅額加以課徵。 

本市 108 年使用牌照稅實徵淨額為 57 億 6,918 萬 8 千元，其中

男性納稅義務人 28 億 1,160 萬 8 千元占 48.73%，較女性 29 億 5,758

萬元占 51.27%，相差 2.54 個百分點，女性占比比男性較高。 

觀察近年使用牌照稅徵收概況，與其他稅收相較，發現較為特

別的現象，係近年本市牌照稅收女性占比均超過 5 成，兩性占比相當

趨近於 50%，同時女性占比由 104 年 50.88%提升至 108 年的 51.27%，

增加 0.39 個百分點，呈現逐年微幅成長趨勢，兩性比率差距增加 0.78

個百分點，雖差距不大，卻也代表兩性占比已漸趨近於平等，顯示由

於女性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多數投入就業市場提升其經濟能力，有相

當餘裕購買自用小客車，又或者傳統觀點女性開車較細心，肇事風險

低，基於車險保費之考量，將車輛登記於女性名下，因此產生自用小

客車女性持有數高於男性之現象。（詳表 6 及圖 13、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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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8 年契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49.48%，女性占 50.52%，兩性

差距 1.04%，男性與女性占比在伯仲之間。 

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

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契稅；

因此，契稅亦會受房地產交易及房屋現值高低而有所影響。 

本市 108 年契稅實徵淨額為 16 億 8,582 萬元，其中男性納稅義

務人 8 億 3,412 萬 2 千元占 49.48%，較女性 8 億 5,169 萬 8 千元占

50.52%，相差 1.04 個百分點，男女兩性之間無太大的差距。 

表 6  近年使用牌照稅性別徵收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金額 占比(1)        金額 占比(2)             

104 年 4,992,946  2,452,657  49.12  2,540,289  50.88  -1.76  

105 年 5,360,092  2,602,156  48.55  2,757,936  51.45  -2.90  

106 年 5,509,891  2,674,681  48.54  2,835,210  51.46  -2.92  

107 年 5,646,446  2,746,135  48.63  2,900,311  51.37  -2.74  

108 年 5,769,188  2,811,608  48.73  2,957,580  51.27  -2.54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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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年契稅徵收概況，相關稅收兩性占比約維持在 50%左右，

較符合性別實質平等的要求；108 年兩性比率差距為 1.04 個百分點與

104 年之差距 0.50 個百分點相較，增加 0.54 個百分點，其間除 105 年

及 107 年之女性占比稍低外，其餘均略高於男性占比，代表兩性比率

已然十分接近，顯示性別平等觀念的改變及政令宣導的積極推動，成

效頗為顯著。（詳表 7 及圖 14、圖 15、圖 16） 

 

 

 

 

 

 

 

 

 

 

 

 

表 7  近年契稅性別徵收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金額 占比(1) 金額 占比(2)          

104 年 1,417,162 705,016 49.75 712,146 50.25 -0.50 

105 年 1,419,119 711,538 50.14 707,581 49.86 0.28 

106 年 1,496,551 743,124 49.66 753,427 50.34 -0.68 

107 年 1,442,977 728,600 50.49 714,377 49.51 0.98 

108 年 1,685,820 834,122 49.48 851,698 50.52 -1.04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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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近年契稅徵收性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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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8 年印花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61.46%，女性占 38.54%，兩

性差距 22.92%，近年女性占比間有微幅升降。 

印花稅為憑證稅，目前課徵範圍包括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之銀

錢收據、買賣動產契據、承攬契據、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等 4

種交易憑證。相關稅收與民眾承攬契據、買賣動產或不動產意願有關，

屬機會稅之一種。 

本市 108 年印花稅實徵淨額為 2 億 1,480 萬元，其中男性納稅義

務人 1 億 3,201 萬 8 千元占 61.46%，較女性 8,278 萬 2 千元占 38.54%，

高出 22.92 個百分點。 

綜觀本市近年印花稅徵收概況，男性與女性之占比約為 6：4 左

右，性別比率均呈現男性高於女性現象。108 年兩性比率差距為 22.92

個百分點與 104 年之差距 21.78 個百分點相較，上升 1.14 個百分點，

顯示兩性比率差距仍存在一定的幅度。近 5 年中的兩性比率差距，以

107 年的 24.60 個百分點為最高，若與 108 年相較，相差 1.68 個百分

點；印花稅收與民眾承攬契據、買賣動產或不動產意願有關，屬機會

稅之一種，又被質疑與營業稅存在重疊性之處，近來廢徵印花稅之論

述，亦甚囂塵上，惟尚未有定論，目前在維持原稅制的情況下，上述

統計數據仍呈現兩性平權在近年印花稅收兩性之占比，略顯起伏不

定，並無一致的趨勢。（詳表 8 及圖 17、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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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近年印花稅性別徵收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金額 占比(1)    金額 占比(2)              

104 年 185,689 113,062 60.89 72,627 39.11 21.78 

105 年 176,335 105,611 59.89 70,724 40.11 19.78 

106 年 174,278 103,709 59.51 70,569 40.49 19.02 

107 年 188,110 117,199 62.30 70,911 37.70 24.60 

108 年 214,800 132,018 61.46 82,782 38.54 22.92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八、108 年娛樂稅稅捐實徵淨額男性占 70.71%，女性占 29.29%，兩

性差距 41.42%，近 2 年女性占比呈急遽上升趨勢。 

娛樂稅係就特定娛樂場所、設施或活動，按其所收費用金額或票

價課徵，屬特種銷售稅；娛樂稅與其他稅目最大不同，乃納稅義務人

是出價娛樂的人，但由提供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之業者或

舉辦人代為繳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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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08 年娛樂稅實徵淨額為 158 萬 4 千元，其中男性納稅義務

人 112 萬元占 70.71%，較女性 46 萬 4 千元占 29.29%，高出 41.42 個

百分點，在各稅中兩性比率差距屬最大者。 

綜觀近年娛樂稅徵收概況，因其稅源中占較大宗的高爾夫球場等

娛樂項目，較受男性青睞，相關稅收男性占比均逾 7 成，實質性別平

等似乎相當遙遠；108 年兩性差距 41.42 個百分點與 104 年之差距

92.12 個百分點相較，下降 50.70 個百分點，雖男性占比連續皆高於

女性甚鉅，尤其 104~106 年兩性差距更高達 91 個百分點以上，惟 107、

108 年女性占比則呈明顯上升，兩性差距連年縮小，因此性別平等觀

念的落實執行，仍有相當的成效。（詳表 9及圖 19、圖 20、圖 21） 

 
表 9  近年娛樂稅性別徵收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稅目別 合  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金額 占比(1)       金額 占比(2)                   

104 年 1,142 1,097 96.06 45 3.94 92.12 

105 年 1,043 1,017 97.51 26 2.49 95.02 

106 年 1,162 1,115 95.96 47 4.04 91.92 

107 年 1,763 1,379 78.22 384 21.78 56.44 

108 年 1,584 1,120 70.71 464 29.29 41.42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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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8年各行政區稅收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統計 

一、整體而言，本市 108 年各項稅捐以桃園區最多，兩性比率差距以

新屋區為最大，相差 35.12 個百分點。 

就本市 13 個行政區觀察，108 年各項稅捐多集中於都會區，以

桃園區 60 億 3,986 萬 5 千元最多，男性 35 億 602 萬 8 千元，女性 25

億 3,383 萬 7 千元；其次為中壢區 55 億 23 萬 5 千元，男性 34 億 5,615

萬 6 千元，女性 20 億 4,407 萬 9 千元；第三為蘆竹區 20 億 1,181 萬

元，男性 11 億 8,681 萬 8 千元，女性 8 億 2,499 萬 2 千元。 

若按性別分，各行政區男性占比皆高於女性，其中新屋區男性占

67.56%，兩性差距 35.12 個百分點為最大；大園區男性占 65.91%，兩

性差距 31.82 個百分點次之，第三為觀音區男性占 64.44%，兩性差距

28.88 個百分點，該數據間接可看出邊陲地區較常保有傳統思想或習

俗，重男輕女觀念不易改變，相關稅收占比係男性高於女性。至都會

地區兩性差距則間有高低，差距最小者為平鎮區，男性占 53.13%，女

性占 46.87%，僅差 6.26 個百分點，而楊梅區男性占 56.48%，女性占

43.52%，差距 12.96 個百分點則次之；第三為龍潭區男性占 57.01%，

女性占 42.99%，差距 14.02 個百分點。（詳表 10 及圖 22、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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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08 年各項稅捐徵收概況-按行政區別分 
單位：新臺幣千元；% 

行政區 合計 
男性 女性 兩性差距 

(1)-(2) 
 

占比（1） 
 

占比（2） 

合  計 25,430,873 15,149,647 59.57 10,281,226 40.43 19.14 

桃園區 6,039,865 3,506,028 58.05 2,533,837 41.95 16.10 

大溪區 861,555 505,986 58.73 355,569 41.27 17.46 

中壢區 5,500,235 3,456,156 62.84 2,044,079 37.16 25.68 

楊梅區 1,550,429 875,616 56.48 674,813 43.52 12.96 

蘆竹區 2,011,810 1,186,818 58.99 824,992 41.01 17.98 

大園區 1,282,850 845,560 65.91 437,290 34.09 31.82 

龜山區 1,902,403 1,147,490 60.32 754,913 39.68 20.64 

八德區 1,899,979 1,091,419 57.44 808,560 42.56 14.88 

龍潭區 1,107,858 631,643 57.01 476,215 42.99 14.02 

平鎮區 1,942,454 1,032,066 53.13 910,388 46.87 6.26 

新屋區 454,890 307,330 67.56 147,560 32.44 35.12 

觀音區 838,342 540,217 64.44 298,125 35.56 28.88 

復興區 38,203 23,318 61.04 14,885 38.96 22.08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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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 108 年使用牌照稅在 7 個行政區女性占比超過五成，契稅則

有 8 個行政區女性占比超過五成，其中桃園區分別占 53.21%與

52.46%。 

再深入觀察各項稅目在各行政區之女性納稅義務人概況，發現使

用牌照稅有超過半數（7 個）行政區之女性占比超過五成，其中以桃

園區占 53.21%為最高，蘆竹區占 52.22%次之，第三為平鎮區占

52.17%。 

契稅之女性占比在各行政區亦逾 50%之平均值，其中共有有 8 個

行政區女性占比超過五成，又以龍潭區占 52.79%為最高，次為桃園

區占 52.46%，第三為楊梅區占 51.90%。 

娛樂稅在各行政區之女性占比高低差距甚為懸殊，最高為大園區

達 100%（惟數量極少），次高為八德區 68.69%；另屬偏遠地區之楊

梅區、新屋區、觀音區及復興區則無女性納稅人。其餘稅目除房屋稅

在桃園區女性占比 50.17%超過男性外，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及印花

稅在各行政區的男性占比均超過女性，意味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仍

深烙在許多納稅人的思維中。（詳表 11、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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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08年各行政區稅收概況-按納稅義務人占比分 
單位：% 

稅目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房屋稅 使用牌照稅 契稅 印花稅 娛樂稅 

行政區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桃園區 65.30  34.70  67.03  32.97  49.83  50.17  46.79  53.21  47.54  52.46  60.39  39.61  84.62 15.38 

大溪區 63.04  36.96  65.75  34.25  58.53  41.47  51.64  48.36  49.10  50.90  61.37  38.63  92.74 7.26 

中壢區 63.25  36.75  74.99  25.01  53.11  46.89  48.30  51.70  49.88  50.12  59.35  40.65  64.01 35.99 

楊梅區 62.63  37.37  67.51  32.49  55.50  44.50  48.63  51.37  48.10  51.90  56.34  43.66  100.00 - 

蘆竹區 70.22  29.78  63.43  36.57  58.74  41.26  47.78  52.22  51.18  48.82  66.34  33.66  59.70 40.30 

大園區 67.38  32.62  73.40  26.60  62.10  37.90  51.07  48.93  54.97  45.03  65.83  34.17  - 100.00 

龜山區 66.08  33.92  63.97  36.03  59.07  40.93  50.42  49.58  48.92  51.08  61.96  38.04  71.03 28.97 

八德區 67.82  32.18  62.86  37.14  54.64  45.36  48.94  51.06  52.09  47.91  56.40  43.60  31.31 68.69 

龍潭區 67.79  32.21  63.84  36.16  54.17  45.83  48.41  51.59  47.21  52.79  64.34  35.66  64.21 35.79 

平鎮區 62.14  37.86  54.55  45.45  52.73  47.27  47.83  52.17  49.38  50.62  63.37  36.63  59.88 40.12 

新屋區 76.89  23.11  78.40  21.60  68.09  31.91  54.84  45.16  49.02  50.98  71.85  28.15  - - 

觀音區 76.95  23.05  68.27  31.73  61.89  38.11  51.63  48.37  55.33  44.67  60.76  39.24  100.00 - 

復興區 59.87  40.13  57.74  42.26  68.30  31.70  59.17  40.83  64.03  35.97  83.72  16.28  - - 

資料來源：本局資訊科。 

附    註：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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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地方稅含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

花稅、娛樂稅、特別及臨時稅課等稅捐，係地方政府重要且穩健的基

礎財源，對推展施政建設及一般政務，肩負著關鍵的重責大任。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聯合國為消弭婦女各種歧視與不平等對待，

制定許多性別平等政策及概念，並推廣至世界各地形成一股性別平等

潮流，因此，性別平等概念已然普遍提升，性別意識亦逐漸抬頭。然

而，在現實生活中，反應在稅捐收入的兩性現狀，與民眾實際感受仍

有落差，且男女大不相同。我國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

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力及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 6 大工具推動

性別主流化，其中性別統計、性別分析係推動之基礎；本文藉由地方

稅徵收性別統計，概略分析本市納稅義務人之兩性差異。 

統計結果顯示，本市近 5 年整體地方稅收（不包含非自然人及公

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男性與女性的占比約 6：4 左右，性別比率均

呈男性高於女性現象；在不動產方面，地價稅與房屋稅雖受傳統觀念

影響，女性占比均低於男性，惟數據顯示，女性占比呈逐年微幅上升

趨勢，此乃可喜現象。再觀察近年土地增值稅徵收概況，土地移轉受

制於重男輕女刻板思維，男性占比均在 64%至 68%之間，兩性比率差

距頗大，性別仍然不易達到實質平等。另外，印花稅收與民眾承攬契

據、買賣動產或不動產意願息息相關，近年男性與女性之占比約為 6：

4 左右，性別比率亦呈現男性高於女性現象，兩性占比互有微幅升降。 

本市近年稅收項目較特殊的稅目是使用牌照稅，鑑於自用小客車

男女持有理由不一，考量使用之需求，近年本市牌照稅收女性占比均

逾 5 成上下，呈現女性持有數高於男性之現象，兩性占比相當趨近於

50%，雖差距不大，卻也代表兩性占比已漸趨近於平等。至契稅近年

稅收兩性占比約維持在 50%上下，兩性差距並無明顯落差，代表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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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已然十分接近，較符合性別實質平等的要求；同時得知性別平等

觀念的改變及政令宣導的積極推動，前 2 項稅收性平成效頗為顯著。 

娛樂稅係由提供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之業者或舉辦人

代為繳納之租稅，就其具娛樂性質之稅源探討，一般仍以男性參與機

率較高，相關稅收男性占比均逾七成，104 年~106 年甚至高達九成，

性別仍然不易達到實質平等，但 107、108 年則呈現女性有急起直追

的傾向。最後，特別及臨時稅課之稅收，因兩性數據極少，不具代表

性，故不列入本文性別分析。 

倘若由本市 13 行政區稅收觀察，整體稅捐收入仍集中於經濟較

繁榮及人口較眾多之都會區，如桃園區、中壢區等，如按性別分，雖

然各行政區男性占比皆高於女性，但邊陲地區的兩性比率差距較為突

出，如新屋區、大園區、觀音區等，而都會地區的兩性差距則不明顯。 

再深入觀察某些稅目在各行政區存在不同程度之兩性占比，例如

其中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及印花稅在各行政區的男性占比均超過女

性，且差異頗為懸殊；而房屋稅在 13 個行政區裡，僅桃園區係女性

占比超越男性，占比達 50.17%，代表該區繳房屋稅的人有超過半數

是女性。另外，使用牌照稅及契稅則有超過半數（7 個及 8 個）行政

區之女性占比超過五成，顯示女性經濟自主能力已隨之提升。至於娛

樂稅在各行政區之女性占比高低差距甚為懸殊，其中楊梅區、新屋區、

觀音區及復興區則無女性納稅人。 

在現今社會環境中，許多結構性因素交互堆積的性別差異，雖短

時間內不易有明顯轉變，惟近年隨著教育普及，女性因教育程度提高

而有較高的就業期待，再加上政府積極推動與宣導性平教育，及各行

業、各領域發展逐漸跳脫性別限制，使兩性均有更多選擇機會與自由，

就長期趨勢而言，性別差異應能日益縮短，更期待這些適性發展，可

以漸進反映於稅捐收入上，以利改善性別指標，並促進實質的性別平

等，達到消弭一切性別歧視的長遠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