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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女性地位在各層面均有相當程度的提升，然而傳統父權社

會裡仍普遍存在著「男尊女卑」、「家產不落外姓」的現象，婦女在社

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面向大都受到不平等待遇，尤其在財產分配

或遺產繼承方面，即使民法已明文規定兩性具有平等的財產繼承權

利，惟法不入家門，依然有許多女性常因風俗習慣，選擇拋棄財產繼

承權，造成經濟資源分配不均之處境 。 

為瞭解本市近 5（106~110）年不同性別在賦稅資料之土地資源分

配實況，本文運用財政部地價稅性別統計指標，透過開徵概況觀察不

同性別納稅義務人之土地持有情形，由性別、年齡層、行政區及六都

概況等面向，進行不同性別經濟差異分析，以作為探討性別平等議題

及本局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之參考。 

貳、 問題描述 

依據財政部統計處地價稅開徵概況之數據資料及統計結果發現，

無論依課徵戶數、面積、地價及查定稅額，本市土地持有稅之納稅義

務人，均以男性占較高比率，其中未成年人、偏鄉地區及雙北市以外

其餘 4 都，男性持有占比普遍高於女性，足以看出傳統「重男輕女」

觀念依舊存在，且城鄉間產生之性別落差較明顯；然而近 5 年來女性

占比大致呈逐年微幅成長，惟依其趨勢可看出性別差距仍有改善空

間，期能透過各種宣導管道與措施，提升性別平等意識，降低性別歧

視，縮小性別差異。 

參、 現況分析 

一、本市地價稅依課徵戶數、面積、地價及查定稅額，均以男性占較

高比率，其中依課徵戶數，男女性別比率趨近 50%，惟依課徵面

積、課徵地價及查定稅額差異頗鉅，性別比率相差 17~29 個百分

點；近 5年女性占比均呈現逐年微幅成長之趨勢。 



2 
 

本市 110 年地價稅課徵戶數計 82 萬 8,928 戶，其中男性納稅義

務人為 42 萬 295 戶（占 50.70%），女性納稅義務人為 40 萬 8,633 戶

（占 49.30%），男女相差 1.40 個百分點；地價稅課徵面積計 1 萬 349

公頃，其中男性納稅義務人為 6,515 公頃（占 62.95%），女性納稅義

務人為 3,834 公頃（占 37.05%），男女相差 25.90 個百分點；地價稅

課徵地價計 4,775 億 1 百萬元，男性納稅義務人為 2,795 億 82 百萬元

（占 58.55%），女性納稅義務人為 1,979 億 19 百萬元（占 41.45%），

男女相差 17.10 個百分點；地價稅查定稅額計 39 億 60 百萬元，男性

納稅義務人為 25 億 72 百萬元（占 64.95%），女性納稅義務人為 13

億 88 百萬元（占 35.05%），男女相差 29.90 個百分點。 

綜上統計結果，課徵戶數、面積、地價及查定稅額四項性別占比

差距迥異，由課徵戶數來看，男女持有土地戶數占比相近，意味著男

女擁有土地機會平等，惟男性持有土地面積比率則遠高於女性，另觀

察課徵地價，男性持有土地總價值亦高於女性，連帶男性查定稅額也

是明顯高出女性。 

近一步觀察近 5 年（106~110 年）本市地價稅課徵戶數、面積、

地價及查定稅額女性占比均呈現逐年微幅成長之趨勢，110 年較 106

年分別增加 0.56、0.71、1.11 及 1.10 個百分點，顯示土地資源分配性

別差異正緩慢縮短中。（詳表 1、圖 1、圖 2） 

 
表 1  110 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 

        單位：戶；公頃；百萬元 

課徵來源 總計 
男性 女性 性別差距 

 占比(1)  占比(2) (3)=(1)-(2) 

依課徵戶數 828,928  420,295  50.70  408,633  49.30  1.40  

依課徵面積 10,349  6,515  62.95  3,834  37.05  25.90  

依課徵地價 477,501  279,582  58.55  197,919  41.45  17.10  

依查定稅額 3,960  2,572  64.95  1,388  35.05  29.90  

平均地價 46.14  42.91   51.62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說    明：1、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2、平均地價=依課徵地價/依課徵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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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年本市土地持有戶數年齡層在 50~54 歲間性別差距最小，且

50歲以上女性持有土地之課徵戶數超過男性；土地持有面積、課

徵地價及查定稅額各年齡層男性占比均高於女性。 

依據財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本市 110 年地價稅課徵戶數、面積、

地價及查定稅額，從整體來看，不論男性或女性納稅義務人隨著年齡

增長均大致呈現上升趨勢，尤其以 65 歲以上年長者占最高比率，分

別為 25.38%、39.84%、37.32%及 43.23%，顯示個人財富隨著年歲增

加而累積，購置不動產能力也相對提升。 

若依各年齡層分析本市 110 年土地持有戶數性別占比，得知 24

歲以前男女性別差距較大， 50~54 歲最小僅 1.52 個百分點，且呈反

差現象，即 49 歲以前男性占比高於女性，50 歲以後女性占比反轉高

於男性，以 60~64 歲為較大，差距 3.96 個百分點。 

再依土地持有面積觀察，各年齡層男性占比均高於女性，性別差

距最大落在 0~14 歲，男性占 85.71%，女性占 14.29%，差距高達 71.42

個百分點；最小落在 55~59 歲，男性占 60.25%，女性占 39.75%，差

距達 20.50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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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2 近5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概況

之女性納稅義務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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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1 110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概況

占比-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

男性 女性

≈ 

 



4 
 

另依土地課徵地價，各年齡層男性占比亦高於女性，性別差距最

大者為 0~14 歲達 58.62 個百分點，惟差距自 24 歲以後呈現降低趨

勢，最小者落在 50~54 歲間，差距僅 13.52 個百分點。 

至於土地查定稅額各年齡層男性占比亦高於女性，性別差距最大

者則為 20~24 歲達 69.24 個百分點，最小者同樣為 50~54 歲，差距

23.20 個百分點。（詳表 2、圖 3、圖 4、圖 5、圖 6） 

年齡層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總計 828,928    420,295    50.70 408,633    49.30 10,349      6,515        62.95 3,834        37.05

0-14歲 796           515           64.70 281           35.30 7               6               85.71 1               14.29

15-19歲 1,435        952           66.34 483           33.66 12             9               75.00 3               25.00

20-24歲 4,140        2,718        65.65 1,422        34.35 32             26             81.25 6               18.75

25-29歲 16,037      9,811        61.18 6,226        38.82 105           77             73.33 28             26.67

30-34歲 35,467      20,584      58.04 14,883      41.96 214           152           71.03 62             28.97

35-39歲 57,248      32,003      55.90 25,245      44.10 361           245           67.87 116           32.13

40-44歲 90,690      47,958      52.88 42,732      47.12 642           425           66.20 217           33.80

45-49歲 98,211      50,350      51.27 47,861      48.73 813           520           63.96 293           36.04

50-54歲 104,199    51,309      49.24 52,890      50.76 1,057        652           61.68 405           38.32

55-59歲 106,994    51,701      48.32 55,293      51.68 1,376        829           60.25 547           39.75

60-64歲 101,237    48,611      48.02 52,626      51.98 1,586        996           62.80 590           37.20

65歲以上 210,352    102,083    48.53 108,269    51.47 4,123        2,562        62.14 1,561        37.86

其他 2,122        1,700        80.11 422           19.89 20             15             75.00 5               25.00

年齡層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總計 477,501    279,582    58.55 197,919    41.45 3,960        2,572        64.95 1,388        35.05

0-14歲 348           276           79.31 72             20.69 3               2               66.67 1               33.33

15-19歲 599           451           75.29 148           24.71 5               4               80.00 1               20.00

20-24歲 1,615        1,267        78.45 348           21.55 13             11             84.62 2               15.38

25-29歲 5,348        3,766        70.42 1,582        29.58 40             28             70.00 12             30.00

30-34歲 11,457      7,745        67.60 3,712        32.40 76             56             73.68 20             26.32

35-39歲 19,036      12,137      63.76 6,899        36.24 112           75             66.96 37             33.04

40-44歲 32,879      20,375      61.97 12,504      38.03 210           146           69.52 64             30.48

45-49歲 42,597      25,194      59.15 17,403      40.85 305           204           66.89 101           33.11

50-54歲 52,663      29,890      56.76 22,773      43.24 388           239           61.60 149           38.40

55-59歲 63,366      36,044      56.88 27,322      43.12 499           317           63.53 182           36.47

60-64歲 68,960      39,227      56.88 29,733      43.12 594           368           61.95 226           38.05

65歲以上 178,216    102,886    57.73 75,330      42.27 1,712        1,120        65.42 592           34.58

其他 417           324           77.70 93             22.30 3               2               66.67 1               33.33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說    明：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表2  110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及年齡層區分

女性

單位

/性別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單位

/性別

依課徵戶數(戶） 依課徵面積(公頃）

依課徵地價(百萬元） 依查定稅額(百萬元）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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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 110 年各行政區土地持有人數性別占比城鄉差異懸殊，都會

區性別占比差距較小，桃園區及中壢區女性納稅義務人占比高於

男性；偏鄉地區之男性占比均高於女性，且性別占比差距較大。 

110 年本市各行政區土地持有人數概況，13 個行政區中女性納稅

義務人占比超過 5 成者，計有桃園區（男性占 47.13%，女性占 52.87%，

性別差距-5.74%）及中壢區（男性占 49.57%，女性占 50.43%,性別差

距-0.86%）；其餘行政區男性占比均高於女性，其中平鎮區、八德區、

龜山區、龍潭區、蘆竹區及楊梅區等 6 區，男、女性持有土地人數比

率相近，差距均在 10 個百分點以內；而差距最大者為新屋區，男性

占 68.86%，女性占 31.14%，差距達 37.72 個百分點，次為觀音區，

男性占 62.99%，女性占 37.01%，差距 25.98%，再次為復興區，男性

占 61.43%，女性占 38.57%，差距 22.86%。（詳表 3、圖 7、圖 8、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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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3 110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戶數各年
齡層占比-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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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4 110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面積各年
齡層占比-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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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5 110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地價各年
齡層占比-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

男性 女性

.................................

...............................

0

20

40

60

80

100
%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6 110年桃園市地價稅開徵查定稅額
各年齡層占比-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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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0 年桃園市各行政區納稅義務人持有土地性別概況表 

    單位：人；% 

行政區別 
男性 女性 性別差距 

  占比(1)   占比(2) (3)=(1)-(2) 

桃園區  84,659  47.13   94,988  52.87  -5.74  

中壢區  86,851  49.57   88,351  50.43  -0.86  

大溪區  25,264  57.07   19,006  42.93  14.14  

楊梅區  40,251  53.96   34,349  46.04  7.92  

蘆竹區  36,012  52.34   32,791  47.66  4.68  

大園區  19,944  57.95   14,469  42.05  15.90  

龜山區  38,664  51.18   36,874  48.82  2.36  

八德區  40,663  50.66   39,599  49.34  1.32  

龍潭區  28,451  52.70   25,534  47.30  5.40  

平鎮區  44,877  51.31   42,579  48.69  2.62  

新屋區  20,653  68.86   9,340  31.14  37.72  

觀音區  21,351  62.99   12,543  37.01  25.98  

復興區  2,810  61.43   1,764  38.57  22.86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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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科。

圖7 110年桃園市各行政區納稅義務人持有土地性別占比

男性(左軸) 女性(左軸) 男性占比(右軸) 女性占比(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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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年六都地價稅依課徵戶數之女性納稅義務人持有比率，雙北市

均逾五成，其餘占比均小於男性，依課徵面積、課徵地價及查定

稅額之女性持有比率全數比男性低，惟近 5 年來皆呈逐年微幅上

升趨勢。 

進一步觀察六都 110 年地價稅在課徵戶數方面，僅臺北市及新北

市之女性納稅義務人持有比率高於男性，各為 52.97%及 51.36%，其

餘四都均呈男性高於女性現象，除臺南市外，仍可看出男女土地持有

占比接近半數，本市女性占比 49.30%，於六都中排名第 3，性別占比

差距最小，僅 1.40 個百分點。 

從 110 年六都地價稅依課徵面積持有比率觀察，男性納稅義務人

均高於女性占比，其中僅臺北市女性持有占比超過 4 成為 47.10%，

性別占比差距最小為 5.80 個百分點，其餘各都女性占比皆在 3 成 4

至 3 成 7 左右，本市女性持有占比 37.05%，排名第 3，性別占比差距

25.90 個百分點，差距最大者臺南市為 30.90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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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科。

圖8  110年桃園市各行政區納稅義務

人持有土地性別占比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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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以 110 年六都地價稅依課徵地價觀察持有比率，男性納稅義務

人占比均高於女性，其中僅臺南市女性持有占比略低於 4 成，占

39.50%，其餘各都又以臺北市的 49.42%最高，性別占比差距 1.16 個

百分點為最小；本市女性持有占比 41.54%，排名第 4，性別占比差距

16.92 個百分點，臺南市差距 21.00 個百分點為最高。 

至於 110 年六都地價稅依查定稅額持有比率，男性納稅義務人亦

全數高於女性占比，其中臺北市稅額最高且唯一為女性持有占比超過

4 成之都，占 44.68%，性別占比差距最小為 10.64 個百分點，本市女

性持有占比 35.05%，性別占比差距 29.90 個百分點，差距最大者臺中

市為 30.88 個百分點。（詳表 4） 

 

戶
占比

%
戶

占比

%
公頃

占比

%
公頃

占比

%

總  計 5,859,983     2,967,675     50.64 2,892,308     49.36 1.28 64,416    40,699    63.18 23,717    36.82 26.36

新北市 1,554,316     756,085        48.64 798,231        51.36 -2.72 10,973    6,840      62.33 4,133      37.67 24.66

臺北市 881,230        414,443        47.03 466,787        52.97 -5.94 3,688      1,951      52.90 1,737      47.10 5.80

桃園市 828,928        420,295        50.70 408,633        49.30 1.40 10,349    6,515      62.95 3,834      37.05 25.90

臺中市 944,522        484,262        51.27 460,260        48.73 2.54 15,042    9,701      64.49 5,341      35.51 28.98

臺南市 682,027        387,068        56.75 294,959        43.25 13.50 12,641    8,274      65.45 4,367      34.55 30.90

高雄市 968,960        505,522        52.17 463,438        47.83 4.34 11,723    7,418      63.28 4,305      36.72 26.56

百萬元
占比

%
百萬元

占比

%
百萬元

占比

%
百萬元

占比

%

總  計 5,094,247     2,794,162     54.85 2,300,085     45.15 9.70 34,556    21,171    61.27 13,385    38.73 22.54

新北市 1,140,415     634,586        55.65 505,829        44.35 11.30 8,385      5,276      62.92 3,109      37.08 25.84

臺北市 2,003,757     1,013,442     50.58 990,315        49.42 1.16 10,307    5,702      55.32 4,605      44.68 10.64

桃園市 476,501        278,582        58.46 197,919        41.54 16.92 3,960      2,572      64.95 1,388      35.05 29.90

臺中市 390,862        233,488        59.74 157,374        40.26 19.48 3,605      2,359      65.44 1,246      34.56 30.88

臺南市 386,569        233,877        60.50 152,692        39.50 21.00 3,111      2,016      64.80 1,095      35.20 29.60

高雄市 696,143        400,187        57.49 295,956        42.51 14.98 5,188      3,246      62.57 1,942      37.43 25.14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表4   110年六都地價稅開徵概況-按納稅義務人性別分

查定稅額地價

性別

占比

差距

性別

占比

差距

性別

占比

差距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性別

占比

差距

戶數 面積

說    明：本表資料不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在內。

地區別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地區別
合計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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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以來，六都地價稅課徵戶數女性持有率均呈現微幅成長趨

勢，若 110 年與 106 年比較，以臺南市增加 0.72 個百分點為最多；而

六都地價稅課徵面積、課徵地價及查定稅額之女性持有比率亦呈現逐

年微幅上升之趨向，其中僅臺北市占比最高且均超過 4 成，六都 110

年較 106 年增幅約在 0.32~1.20 個百分點間，幅度雖小，仍可見性別

落差程度正在逐年縮小。（詳圖 10、圖 11、圖 12、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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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近5年六都地價稅開徵戶數女性

納稅義務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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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11 近5年六都地價稅開徵面積女性

納稅義務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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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12 近5年六都地價稅開徵地價女性

納稅義務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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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13 近5年六都地價稅開徵查定稅額

女性納稅義務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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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根據前述統計分析，就本市 110 年地價稅開徵概況之性別現況，

歸納整理出以下重點： 

（一）本市 110 年地價稅開徵概況，均以男性占較高比率，惟近 5 年

女性占比呈逐年微幅上升趨勢；另女性持有土地平均地價高於男

性。 

本市 110 年地價稅課徵戶數、面積、地價及查定稅額男性占比均

高於女性，分別相差 1.40、25.90、17.10 及 29.90 個百分點。由課徵

戶數可看出男女持有土地戶數占比相近，顯示男女擁有土地機會趨近

於平等，惟男性持有土地面積比率則高於女性，換言之，本市單筆大

面積土地持有者男性多於女性。另男性持有土地總價值亦高於女性，

連帶男性查定稅額也是明顯高出女性，若以單位面積地價計算，男性

持有土地平均地價為 42.91 百萬元/公頃，比女性 51.62 百萬元/公頃稍

低，推估本市多數男性持有地價較低之土地。 

近 5 年（106~110 年）本市地價稅開徵概況，女性占比均呈現逐

年微幅成長之趨勢，顯示隨著女性經濟能力逐漸提升，土地資源分配

性別差異正緩慢縮短中。 

（二）110年本市男性或女性納稅義務人持有土地，隨著年齡增長大致

呈現上升趨勢；持有戶數年齡層在 50~54歲間性別差距最小，且

50 歲以上女性超過男性；土地持有面積、課徵地價及查定稅額

各年齡層男性占比均高於女性。 

整體而言，不論男性或女性納稅義務人均隨著年齡增長大致呈現

上升趨勢，尤其以 65 歲以上年長者占最高比率，顯示個人財富隨著

年歲增加而累積，購置不動產能力也相對提升。 

各年齡層中，土地持有戶數性別占比，以 50~54 歲間之性別差距

最小且 50 歲以後女性占比高於男性。其次依持有面積觀察，男性占

比均高於女性，性別差距最大落在 0~14 歲，最小落在 55~59 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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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課徵地價男性占比亦高於女性，差距最大者亦為 0~14 歲，惟差距

自 24 歲以後呈現降低趨勢，最小落在 50~54 歲間。至於查定稅額男

性占比亦高於女性，差距最大者則為 20~24 歲，最小同樣為 50~54 歲

間。 

土地持有戶數年齡層在 24 歲以前男性占比明顯高於女性，推測

未成年人尚無謀生技能及足夠的經濟能力，其所持有的土地多數來自

於繼承或被贈與，顯示國人在財產繼承或贈與方面，仍受傳統父權社

會意識型態所影響，隱含著財產「傳子不傳女」之根深蒂固思維。此

外，土地持有男性與女性占比差距隨年齡增長逐漸縮小，意味女性經

濟自主能力提升，女性購屋置產情形增多，性別差距已逐步拉近。 

（三）本市 110 年各行政區土地持有人數性別占比城鄉差異懸殊，都

會區性別占比差距較小，其中僅桃園區及中壢區女性占比高於男

性；偏鄉地區之男性占比均高於女性，且性別占比差距較大。 

110 年本市各行政區土地持有人數概況，女性納稅義務人占比超

過 5 成者為桃園區及中壢區，其餘行政區男性占比均高於女性，其中

平鎮、八德、龜山、龍潭、蘆竹及楊梅等 6 區，男、女性持有占比差

距在 10 個百分點內；性別差距較大者為新屋、觀音區及復興等 3 區，

達 22~37 個百分點。 

城鄉之間可能存在性別意識落差因素，都會區因經濟較繁榮，就

業機會多，有利於女性投入勞動市場，進而提升經濟條件並購置不動

產，且持有占比逐漸接近甚至超越男性；偏鄉地區較常保有傳統思想

或文化習俗，重男輕女觀念不易改變，以致部分地區存在嚴重土地資

源分布不均情況，衍生不同程度性別差異，有待持續加強宣導改善性

別平等意識。 

（四）110年六都地價稅依課徵戶數之女性納稅義務人持有比率，雙北

市均逾 5成，其餘各都占比均小於男性，依課徵面積、課徵地價

及查定稅額之女性持有比率全數比男性低，惟近 5 年來皆呈逐

年微幅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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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 110 年六都地價稅課徵戶數方面，可能係北部地區較繁榮，

都市化程度較高，民眾所得水準相對較高，經濟獨立自主的女性，置

產比例大幅提升，形成雙北市女性占比高於男性，其餘各都仍以男性

受贈或繼承不動產居多，也造成城鄉間對性別平等認知產生較大落

差。在課徵面積部分，六都女性持有土地面積偏低，如與課徵戶數相

較，單筆大面積土地持有者男性遠多於女性，而在課徵地價及查定稅

額方面，六都整體男性持有土地總價值均高於女性，且男性稅額亦高

於女性，顯示在性別議題上仍有待努力改善空間。 

近 5 年以來，六都地價稅課徵戶數女性持有率均呈現微幅成長趨

勢，幅度雖不大，顯示民眾在辦理財產規劃配置及協議分割繼承時，

逐漸重視兩性財產權平等觀念；而六都地價稅課徵面積、課徵地價及

查定稅額所呈現之性別差異關係相似，女性持有比率皆比男性低，惟

呈現逐年微幅上升之趨向，幅度雖小，仍可見六都性別落差程度正在

逐年縮小。 

二、建議 

隨著教育普及，性別平等意識普遍提升，女性地位逐漸抬

頭，惟傳統文化習俗之家產「傳子不傳女」思維比較難以改變，

特別是偏鄉地區性別差異較為嚴重，本市 110 年尤以復興區、

觀音區及新屋區等 3 個行政區，男女占比差距較大，達 22~37

個百分點，為能日益縮短偏鄉之性別差距，促進實質的性別平

等，茲提出下列建議：  

（一）持續運用多元宣導管道 

1.本局每月印製服務快訊時，內容結合本市性別平等四大理念及

CEDAW 各項法條，每月透過稅務秘書交由復興區、觀音區及

新屋區里長辦公室發放鄰里社區民眾，擴大宣傳。 

2.平時利用本局官網，以及大溪、中壢、楊梅分局多媒體設施、跑

馬燈、全功能服務櫃臺之電子簽章板等，播放性別平等短片，

向洽公及一般民眾擴大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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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大溪、中壢及楊梅分局辦理的各類租稅宣導活動，懸掛性

別平等布條、張貼宣導海報與發放文宣，連結稅務及性別平等

宣導，藉由生動活潑的互動模式，吸引民眾參與並強化性別平

等意識；同時透過網站舉辦地方稅結合性平相關有獎徵答活

動，提升性別平等認知。 

4.利用大溪、中壢及楊梅分局辦理各類稅務法規修訂說明會、檢

討會及研習課程等場合，於課程中播放性別平等宣導短片或張

貼海報，向專業代理人、社會大眾推展性別平等觀念；或每年

與學校合作舉辦租稅教育講習，經由即時有獎徵答，以寓教於

樂方式讓師生瞭解租稅與性平知能。 

（二）致力跨機關合作，擴大便民服務 

1.本局與北區國稅局、地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及區公所等機關

合作，民眾就近於本局設置稅務駐點服務之辦公處所服務櫃

台，如新屋及復興區公所，復興、觀音及新屋區地政事務所，

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及申報贈與、遺產稅，或受理公益出租人

申請補助等業務時，放置性平文宣供民眾取閱，以達宣傳之成

效。 

2.大溪、中壢及楊梅分局可結合國稅局等機關舉辦大型宣導活動，

藉由灌輸民眾稅務觀念，增進租稅知識時，共同宣揚性平觀念

及提供相關文宣予洽公民眾，有助於改變普羅大眾傳統思維，

拉近不同性別間之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