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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105 年本市勞動力參與率為 61.30％，其中男性為 69.40％，女性

為 53.50％，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臺灣地區(不含金門及連江

縣)平均，若按年齡別、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觀察兩性勞動力參與

率，重點如下: 

(一)若以年齡別觀之，本市與臺灣地區均以 25~44 歲年齡層勞動力

參與率最高，且本市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臺灣地區平均。 

(二)以教育程度觀察，本市男性教育程度高中(職)、大專及以上教育

程度者，勞動力參與率增加較不明顯，而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愈高，

勞動力參與率愈高，顯示其投入勞動市場意願亦愈高。 

(三)按婚姻狀況探討，男性有配偶或同居者勞動力參與率較高，女性

則以未婚之婚姻狀況下勞動力參與率最高。 

主要原因係男性目前仍為多數家庭主要經濟支柱，家庭經濟負擔

責任較重，故無論年齡別、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為何，投入勞動市場

意願均高於女性；女性則受家庭因素，如照顧小孩、打理家務等工作

較難同時兼顧家庭與職場，造成投入勞動市場意願普遍較男性低，故

女性仍以未婚者勞動力參與率較高，但觀察近年趨勢，女性教育程度

愈高，投入勞動市場意願慢慢提升，近年來提倡家務分工之觀念，且

女性主權意識抬頭，早年「男主外，女主內」刻板印象已逐漸被性別

平等所取代。 

二、105年本市出生人口總計 14,698人，其中男嬰出生人口 7,757人，

女嬰出生人口 6,941 人，出生人口性比例為 111.76％，較 105 年

全國平均 107.8％高，本市每百女嬰所當男嬰數較全國平均多 3.96

人；由近年本市性比例觀察，以 105 年性比例 111.76％最高，性

比例平均約 108.43％，高於全國 107.62％，出生人口性比例皆大

於 100％，表示出生人口皆為男性多於女性，造成原因為少子化因

素及傳統傳宗接代的刻板印象所影響，未來仍存在出生人口性別

失衡問題，這些都是政府將來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三、觀察本市兩性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發現兩性婚姻狀況差異皆

以有偶人口結構居高，兩性有偶人口差異不明顯，男性僅大於女性

8,865 人，而男性未婚人口結構則高於女性，15 歲以上未婚人口

男性高於女性達 55,196人，女性喪偶人口結構則高於男性，15歲

以上喪偶人口女性高於男性達 68,271人，主要係因女性平均壽命

高於男性所致。 

四、105 年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 66 人，被害人全為女性，較

104 年 137 人，減少 71 人(減少 51.82％)，由年齡、教育程度及

職業別觀察，被害者均以 12-17 歲及 18-23 歲兩個年齡層的在學

學生為主，另外職業方面除學生外，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被害

人人數亦偏高，觀察數據發現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不僅有女性，男

性亦有可能遭受傷害，未來應多針對兩性教育訓練，提倡自我安全

保護，避免進出危險場所，以期減少被害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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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臺南市性別統計概況分析 

壹、前言 

近年來臺灣為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措施及強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

效能，兩性議題雖逐漸受到重視，但至今仍受到早期父權社會的影響，

性別平等意識普遍不足，雖性別平等意識已逐漸提升，但性別歧視及性

騷擾等社會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很多順理成章及被習慣的刻板印象，對

兩性皆是不友善的，看可出追求性別平等的目標，仍須長時間的教育及

宣導才能逐漸矯正。 

臺南市統計工作為順應國際趨勢推動性別主流化工作，於民國 100

年開始建置臺南市性別圖像，擷取公務統計報表及調查結果數據編撰，

內容以性別為主軸，藉由統計表、圖及文字簡析，便於閱者瞭解數據之

變動趨勢，亦為本市促進女性權益之施政成效。臺南市彙整歷年資料另

有編製性別統計指標及建置性別統計資料庫，置於網站供各界參用，以

提升性別統計資料之運用及參考價值。 

為能完整呈現臺南市兩性生活實況，本篇將由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之七大核心議題選取三項核心議題進行探討，下述將針對「就業、經濟

與福利」、「人口、婚姻與家庭」、「人身安全與司法」等三項議題，擷取

重要統計數據分析呈現臺南市兩性樣貌，瞭解與探討兩性社會經濟資

源分配差異和各層面發展現況，進而引發對兩性優劣地位的關懷與改

善，促進臺南市成為兩性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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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就業、經濟與福利 

勞動力參與率為勞動力人口占 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其中

勞動力人口包含就業者與失業者，下述將由勞動力參與率變動(包含

就業者及失業者)，探討 15歲以上民間人力有意願投入勞動市場的

情形。 

一、由性別觀察 105年本市及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變動概況 

「男主外，女主內」係早期農業社會由男性投入農業工作賺取

家用為主，女性則在家相夫教子的刻板印象，近年已經逐漸被女性

主權意識所取代，下述將探討本市及臺灣地區 15 歲以上民間人力

投入勞動市場概況。 

105 年本市勞動力參與率為 61.30％，其中男性為 69.40％、

女性為 53.50％，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為 58.75％，其中男性為

67.05％、女性為 50.80％，由統計數據發現本市兩性勞動力參與率

均高於全國平均，下述將針對年齡、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細部探討，

內容如下: 

(一)按年齡別分 

105年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別觀察，本市兩性均以 25~44歲年

齡層勞動力參與率最高，男性高達 95.20％、女性為 83.00％，分

別高於臺灣地區男性勞動力參與率 94.85％、女性為 81.01％；另

外，本市及臺灣地區亦均以 15~24歲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異較小，

其中本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35.00％、女性為 33.00％，臺灣地

區男性則為 32.64％、女性為 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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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教育程度別分 

105年勞動力參與率按教育程度觀察，本市兩性均以大專及以

上勞動力參與率較高，其中男性為 76.00％、女性為 67.30％，分

別高於臺灣地區男性 71.99％及女性 63.34％。 

觀察本市及臺灣地區兩性高中(職)差異發現，男性高中(職)勞

動力參與率 74.80％低於大專及以上 76.00％教育程度 1.2 個百分

點，臺灣地區則僅低於 0.22 個百分點；惟本市女性高中(職)勞動

力參與率 56.20％與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差異則高達 11.10個百分

點，臺灣地區差異則高達 11.33個百分點，顯示女性教育程度越高

投入勞動市場的意願明顯提升，男性則無明顯差異，此外，本市無

論教育程度為何，投入勞動市場之意願均較臺灣地區平均高。 

(三)按婚姻狀況別分 

105年勞動力參與率按婚姻狀況別觀察，本市男性有配偶或同

居者勞動力參與率 73.10％最高，且男性除離婚、分居或喪偶 53.70

％低於臺灣地區 53.80％，其餘如有配偶或同居及未婚皆高於臺灣

地區勞動力參與率平均，女性則以未婚者勞動力參與率 64.60％最

高，本市女性無論婚姻狀況為何，其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臺灣地區

平均。 

造成上述現象主要係因男性多為家庭主要經濟支柱，家庭經濟

負擔責任較重，故無論其婚姻狀況為何，投入勞動市場意願均較高，

女性雖勞動力參與率有增加，但仍以負擔家務及照顧小孩為主，目

前較難同時兼顧家務工作及同時投入勞動市場，明顯看出女性以未

婚之勞動力參與率最高。(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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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5年本市及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概況表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61.30 69.40 53.50 58.75 67.05 50.80

年齡

15~24歲 34.00 35.00 33.00 31.37 32.64 30.07

15~19歲 9.70 10.60 8.70 8.60 10.20 6.87

20~24歲 57.30 60.00 54.80 53.53 55.64 51.49

25~44歲 89.00 95.20 83.00 87.82 94.85 81.01

25~29歲 92.50 94.60 90.30 92.23 94.08 90.38

30~34歲 90.90 97.30 84.60 90.16 97.48 83.11

35~39歲 86.40 94.40 78.50 84.71 93.63 76.19

40~44歲 87.00 94.50 79.90 85.16 94.23 76.47

45~64歲 65.80 77.60 54.20 62.42 75.48 49.88

45~49歲 82.40 91.70 73.40 81.68 91.70 71.93

50~54歲 73.00 85.00 61.10 71.44 84.23 59.00

55~59歲 60.90 73.20 48.60 55.67 70.60 41.40

60~64歲 43.50 57.40 29.60 36.35 50.70 22.90

65歲以上 13.30 20.50 7.30 8.61 13.66 4.28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44.90 57.10 31.60 40.37 54.20 25.43

國小及以下 32.30 42.00 23.90 25.31 35.86 16.75

國中 64.70 75.20 48.30 60.00 71.63 41.56

高中(職) 65.70 74.80 56.20 62.06 71.77 52.01

高中 55.40 65.10 45.20 50.41 59.54 40.67

高職 70.80 79.60 61.70 67.48 77.60 57.17

大專及以上 71.20 76.00 67.30 67.29 71.99 63.34

專科 77.00 84.30 70.10 74.04 81.51 66.65

大學 68.10 71.10 65.80 62.83 65.53 60.83

研究所 72.10 75.90 68.60 71.14 74.49 67.87

婚姻狀況

未婚 66.50 68.20 64.60 64.08 65.91 62.05

有配偶或同居 62.50 73.10 52.40 59.31 69.79 49.17

離婚、分居或喪偶 40.60 53.70 32.90 38.22 53.80 29.81

資料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明:臺灣地區不含金門及連江縣。

項目別
本市 臺灣地區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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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性別角度看近五年本市及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變化 

由近五年本市及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資料變化觀察兩性投

入勞動市場意願之變化與差異，近五年本市與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

率均為男性高於女性，本市男性勞動力參與率於 101 年 68.50％，

102年些微下降至 67.80％，103年 68.10％至 105年 69.40％逐年

遞增，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則逐年遞增，由 101年 51.60％逐年遞增

至 105年 53.50％；臺灣地區近五年變動趨勢，男性勞動力參與率

於 101年 66.83％，102年些微下降至 66.74％外，103年 66.78％

至 105年 67.05％逐年遞增，女性近五年勞動力參與率則由 101年

50.19％逐年遞增至 105年 50.80％。(詳圖 1) 

由教育程度觀察，近五年本市及臺灣地區男性高中(職)與大專

及以上教育程度沒有明顯差異，但女性則隨著教育程度增加，勞動

力參與率亦隨之增加，主要係因近年教育程度普遍上升，女性主權

意識抬頭，使女性願意投入勞動市場意願增加。 

由婚姻狀況觀察近五年本市及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變動，本

市未婚男性與有配偶或同居者之男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由 101 年

11.60％遞減至 105 年 4.90％，臺灣地區亦由 101 年 10.85％遞減

至 105年 3.88％；本市近五年未婚者之勞動力參與率則逐年遞增，

由 101 年 61.40％遞增至 105 年 64.60％，臺灣地區則由 101 年

60.57％遞增至 105 年 62.05％，主要係因近年提倡男女家務及支

出共同分擔之觀念，逐漸由原先「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轉

變。(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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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近五年本市及臺灣地區兩性勞動力參與率概況表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男性 68.50 67.80 68.10 69.00 69.40 66.83 66.74 66.78 66.91 67.05

年齡

15~24歲 28.90 28.30 28.60 32.10 35.00 26.94 28.32 29.04 30.36 32.64

25~44歲 94.80 93.80 93.80 95.30 95.20 94.60 94.49 94.61 94.75 94.85

45~64歲 76.80 75.60 76.40 77.10 77.60 75.39 74.82 75.06 75.32 75.48

65歲以上 19.30 20.90 21.40 20.30 20.50 12.46 12.82 13.31 13.58 13.66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59.00 57.80 58.10 57.60 57.10 55.95 55.64 54.38 53.85 54.20

高中(職) 72.50 71.70 72.00 74.20 74.80 71.19 70.60 71.12 71.69 71.77

大專及以上 73.70 73.80 74.10 75.50 76.00 71.37 71.76 72.26 72.39 71.99

婚姻狀況

未婚 62.70 63.30 64.00 66.30 68.20 61.29 62.26 63.02 64.30 65.91

有配偶或同居 74.30 73.30 73.00 73.30 73.10 72.14 71.57 71.23 70.57 69.79

離婚、分居或喪偶 55.10 53.40 56.10 55.60 53.70 53.34 52.67 53.16 53.86 53.80

女性 51.60 52.90 53.10 53.30 53.50 50.19 50.46 50.64 50.74 50.80

年齡

15~24歲 33.50 33.30 32.20 32.80 33.00 31.23 30.83 29.70 30.12 30.07

25~44歲 80.20 82.30 82.20 82.50 83.00 78.38 79.09 79.37 80.31 81.01

45~64歲 47.80 50.00 51.70 52.50 54.20 46.01 47.08 48.69 48.96 49.88

65歲以上 7.80 8.10 8.40 8.20 7.30 4.20 4.38 4.63 4.64 4.28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32.80 32.40 31.80 31.40 31.60 27.34 27.51 26.20 25.22 25.43

高中(職) 54.40 55.70 55.80 55.80 56.20 53.51 53.02 52.35 52.10 52.01

大專及以上 67.10 68.60 68.20 67.80 67.30 64.78 64.14 64.36 63.94 63.34

婚姻狀況

未婚 61.40 63.30 63.40 63.60 64.60 60.57 60.40 60.68 61.52 62.05

有配偶或同居 51.50 52.00 52.40 52.80 52.40 49.05 49.43 49.78 49.68 49.17

離婚、分居或喪偶 31.90 33.70 33.30 32.30 32.90 30.35 30.89 30.21 29.18 29.81

資料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明:臺灣地區不含金門及連江縣。

項目別
本市 臺灣地區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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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近五年本市及臺灣地區兩性勞動力參與率概況圖 

 

參、人口、婚姻與家庭 

一、由性別觀察出生人口變化概況 

近年我國推行性別平等，提倡「生男生女都是寶」觀念，期望

能逐漸轉變早期男尊女卑及傳宗接代的刻板印象，下述茲參閱內政

部統計處公布出生人口資料，探討出生人口及性比例變化情形，提

供相關施政參考。 

(一)100-105年全國出生人口及性比例變化 

105年全國出生人口總計 208,440人，其中男嬰數 108,133人，

女嬰數 100,307人，出生人口性比例係指每百女嬰所當男嬰數，105

年全國出生人口性比例為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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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00年至 105年全國出生人口觀察，每年皆為男嬰出生人口

多於女性出生人口，另外發現 101 年男女嬰出生人口均較其他年

高，其中男嬰數 118,848人，女嬰數 110,633人，主要係因 101年

為臺灣傳統「龍年」多數人希望家裡誕生「龍子」或「龍女」，造成

男女嬰出生人口偏高情形。 

由 100 年至 105 年全國性比例觀察，以 104 年性比例 108.27

％最高，性比例平均約 107.62％，由數據觀察全國出生人口性比例

皆大於 100％，表示男女嬰出生人口皆為男性多於女性。 

(二) 100-105年本市出生人口及性比例變化 

105年本市出生人口總計 14,698人，其中男嬰出生人口 7,757

人，女嬰出生人口 6,941 人，分別占全國男女嬰出生人口的 7.17

％及 6.92％，出生人口性比例為 111.76％，較 105 年全國平均

107.8％高，本市每百女嬰所當男嬰數較全國平均多 3.96人。 

由 100年至 105年本市出生人口觀察，每年皆為男嬰出生人口

多於女性出生人口，另外發現 101 年男女嬰出生人口均較其他年

高，其中男嬰數 9,222 人，女嬰數 8,530 人，主要亦因 101 年為

「龍年」造成男女嬰出生人口偏高情形。 

由 100 年至 105 年本市性比例觀察，以 105 年性比例 111.76

％最高，性比例平均約 108.43％，高於近六年全國性比例平均

107.62％，由數據觀察出生人口性比例皆大於 100％，表示男女嬰

出生人口皆為男性多於女性。 

(三)探討全國各縣市性比例變化情形 

105年全國各縣市性比例以連江縣 127.78％最高，其次為臺東

縣 114.78％，本市為 111.76％排名全國第三高，以基隆市 98.13

％最低，係 105年全國各縣市中唯一女嬰出生人口多於男嬰出生人

口之縣市，其餘縣市性比例皆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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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00年至 105年觀察全國各縣市性比例，僅少數縣市有低

於 100％，如連江縣 101年恰好性比例 100％，表示每百女嬰所當

男嬰數相同，另於 103年及 104年性比例分別為 86.02％及 98.8

％；104年臺東縣性比例為 94.78％及 105年基隆市 98.13％，其

餘性比例皆大於 100％，表示出生人口多為男嬰多於女嬰，因少

子化問題與傳統傳宗接代的刻板印象所影響，未來仍存在出生人

口性別失衡問題，這些都是政府將來必須面對的課題。(詳表 3) 

 

表 3 近六年全國各縣市出生人口及性比例概況表 

男 女
性比例

(%)
男 女

性比例

(%)
男 女

性比例

(%)
男 女

性比例

(%)
男 女

性比例

(%)
男 女

性比例

(%)

全國 101,943 94,684 107.67 118,848 110,633 107.43 103,120 95,993 107.42 108,817 101,566 107.14 111,041 102,557 108.27 108,133 100,307 107.8

新北市 17,836 16,487 108.18 21,040 19,807 106.23 18,636 17,279 107.85 19,919 18,685 106.6 18,739 17,574 106.63 17,738 16,593 106.9

桃園市 9,272 8,769 105.74 10,215 9,651 105.84 8,750 8,007 109.28 9,108 8,252 110.37 11,592 10,792 107.41 12,375 11,411 108.45

臺中市 12,443 11,584 107.42 14,628 13,696 106.8 12,713 11,842 107.36 13,557 12,637 107.28 13,725 12,588 109.03 13,345 12,310 108.41

臺南市 7,457 6,751 110.46 9,222 8,530 108.11 7,604 7,184 105.85 7,958 7,468 106.56 8,196 7,573 108.23 7,757 6,941 111.76

高雄市 11,157 10,254 108.81 12,914 12,049 107.18 11,065 10,561 104.77 11,764 10,756 109.37 11,715 10,754 108.94 11,229 10,528 106.66

宜蘭縣 1,836 1,708 107.49 2,042 1,888 108.16 1,849 1,646 112.33 1,826 1,701 107.35 1,757 1,680 104.58 1,852 1,673 110.7

新竹縣 2,836 2,645 107.22 3,146 3,058 102.88 2,787 2,646 105.33 3,006 2,749 109.35 2,911 2,673 108.9 2,873 2,683 107.08

苗栗縣 2,624 2,460 106.67 3,206 3,001 106.83 2,834 2,659 106.58 3,059 2,960 103.34 3,002 2,754 109.01 2,455 2,301 106.69

彰化縣 6,057 5,776 104.86 7,134 6,524 109.35 6,101 5,490 111.13 6,224 5,809 107.14 6,953 6,361 109.31 7,169 6,638 108

南投縣 1,774 1,703 104.17 2,115 1,941 108.96 1,792 1,689 106.1 1,852 1,707 108.49 1,838 1,738 105.75 1,902 1,728 110.07

雲林縣 2,828 2,614 108.19 3,269 2,898 112.8 2,609 2,517 103.66 2,771 2,567 107.95 2,589 2,397 108.01 2,444 2,330 104.89

嘉義縣 1,842 1,735 106.17 2,014 1,875 107.41 1,642 1,488 110.35 1,555 1,410 110.28 1,599 1,455 109.9 1,537 1,386 110.89

屏東縣 2,753 2,601 105.84 3,343 2,942 113.63 2,627 2,422 108.46 2,794 2,579 108.34 2,753 2,513 109.55 2,676 2,453 109.09

臺東縣 883 863 102.32 994 864 115.05 897 760 118.03 897 842 106.53 781 824 94.78 831 724 114.78

花蓮縣 1,421 1,182 120.22 1,481 1,301 113.84 1,367 1,290 105.97 1,368 1,271 107.63 1,415 1,278 110.72 1,372 1,310 104.73

澎湖縣 410 400 102.5 515 463 111.23 456 411 110.95 493 450 109.56 483 409 118.09 518 486 106.58

基隆市 1,001 974 102.77 1,238 1,161 106.63 1,123 1,042 107.77 1,051 1,011 103.96 1,327 1,112 119.33 1,262 1,286 98.13

新竹市 2,826 2,543 111.13 3,128 3,033 103.13 2,688 2,479 108.43 2,775 2,728 101.72 2,618 2,358 111.03 2,363 2,234 105.77

嘉義市 1,039 865 120.12 1,067 1,005 106.17 1,049 931 112.67 1,131 1,001 112.99 1,119 1,105 101.27 1,128 1,083 104.16

金門縣 639 515 124.08 718 713 100.7 687 631 108.87 789 706 111.76 746 650 114.77 710 650 109.23

連江縣 71 61 116.39 77 77 100 77 76 101.32 80 93 86.02 82 83 98.8 92 72 127.78

出生人口

單位:人、%

資料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縣市別

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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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性別角度觀察 105年全國各縣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針對內政部統計處公布 105年全國各縣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

況資料，探討兩性婚姻結構及差異。 

(一)105年全國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105年全國 15歲以上男性人口為 10,083,204人，其中未婚人

口為 3,822,678人(37.91％)、有偶人口為 5,220,813人(51.78％)、

離婚人口為 794,574人(7.88％)及喪偶人口為 245,139人(2.43％)；

105年全國 15歲以上女性人口為 10,314,731人，其中未婚人口為

3,218,695人(31.20％)、有偶人口為 5,143,534人(49.87％)、離

婚人口為 878,949 人(8.52％)及喪偶人口為 1,073,553 人(10.41

％)。 

觀察全國兩性婚姻狀況差異，全國 15 歲以上人口結構皆以有

偶人口結構居高，兩性有偶人口差異不明顯，男性僅大於女性

77,279 人，而男性未婚人口結構則高於女性，15 歲以上未婚人口

男性高於女性達 603,983人，女性則喪偶人口結構高於男性，15歲

以上喪偶人口女性高於男性達 828,414人，主要係因女性平均壽命

高於男性所致。 

(二)105年本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105 年本市 15 歲以上男性人口為 819,951 人，其中未婚人口

為 311,790人(38.03％)、有偶人口為 420,378人(51.27％)、離婚

人口為 63,835 人(7.79％)及喪偶人口為 23,948 人(2.92％)；105

年全國 15歲以上女性人口為 829,511人，其中未婚人口為 256,594

人(30.93％)、有偶人口為 411,513 人(49.61％)、離婚人口為

69,185人(8.34％)及喪偶人口為 92,219人(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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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本市兩性婚姻狀況差異，本市 15 歲以上人口結構與全國

相同，皆以有偶人口結構居高，兩性有偶人口差異亦不明顯，男性

僅大於女性 8,865 人，而男性未婚人口結構則高於女性，15 歲以

上未婚人口男性高於女性達 55,196 人，女性則喪偶人口結構高於

男性，15歲以上喪偶人口女性高於男性達 68,271人，主要係因女

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所致。 

(三)105年全國各縣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比 

105年全國各縣市 15歲以上男性未婚人口結構以臺東縣 40.55

％最高，其次為花蓮縣 40.11％，本市為 38.03％排名全國第九高；

女性未婚人口結構以新北市 32.74％最高，其次為嘉義市 32.52％，

本市 30.93％排名全國第十高。 

105年全國各縣市 15歲以上男性有偶人口結構以金門縣 56.52

％最高，其次為臺北市 55.81％，本市為 51.27％排名全國第十三

高；女性有偶人口結構以新竹縣 54.13％最高，其次為新竹市 53.06

％，本市 49.61％排名全國第十三高。 

105年全國各縣市 15歲以上男性離婚人口結構以花蓮縣 11.03

％最高，其次為臺東縣 10.77％，本市為 7.79％排名全國第十二高；

女性離婚人口結構以花蓮縣 11.06％最高，其次為基隆市 10.72％，

本市 8.34％排名全國第九高。 

105 年全國各縣市 15 歲以上男性喪偶人口結構以嘉義縣 3.68

％最高，其次為雲林縣 3.61％，本市為 2.92％排名全國第八高；

女性喪偶人口結構以臺東縣 15.45％最高，其次為嘉義縣 15.09％，

本市為 11.12％排名全國第十二高。(詳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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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5年全國各縣市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人)
結構

(%)
(人)

結構

(%)
(人)

結構

(%)
(人)

結構

(%)
(人)

結構

(%)
(人)

結構

(%)
(人)

結構

(%)
(人)

結構

(%)

全    國 10,083,204 3,822,678 37.91 5,220,813 51.78 794,574 7.88 245,139 2.43 10,314,731 3,218,695 31.20 5,143,534 49.87 878,949 8.52 1,073,553 10.41

新北市 1,688,216 670,673 39.73 849,122 50.30 137,362 8.14 31,059 1.84 1,783,569 583,890 32.74 873,755 48.99 168,812 9.46 157,112 8.81

臺北市 1,094,840 389,233 35.55 611,068 55.81 72,416 6.61 22,123 2.02 1,225,736 388,372 31.68 628,464 51.27 97,041 7.92 111,859 9.13

桃園市 899,872 343,044 38.12 467,526 51.95 73,014 8.11 16,288 1.81 918,584 279,238 30.40 471,805 51.36 86,017 9.36 81,524 8.87

臺中市 1,153,740 449,416 38.95 595,148 51.58 84,094 7.29 25,082 2.17 1,204,287 386,227 32.07 607,402 50.44 102,404 8.50 108,254 8.99

臺南市 819,951 311,790 38.03 420,378 51.27 63,835 7.79 23,948 2.92 829,511 256,594 30.93 411,513 49.61 69,185 8.34 92,219 11.12

高雄市 1,200,554 465,990 38.81 599,989 49.98 104,056 8.67 30,519 2.54 1,235,024 390,805 31.64 594,956 48.17 117,789 9.54 131,474 10.65

宜蘭縣 202,145 75,062 37.13 105,176 52.03 16,354 8.09 5,553 2.75 198,557 60,275 30.36 97,992 49.35 15,526 7.82 24,764 12.47

新竹縣 232,186 82,550 35.55 127,065 54.73 17,036 7.34 5,535 2.38 223,605 63,637 28.46 121,032 54.13 17,127 7.66 21,809 9.75

苗栗縣 248,464 89,141 35.88 132,181 53.20 19,296 7.77 7,846 3.16 234,547 68,133 29.05 120,694 51.46 16,758 7.14 28,962 12.35

彰化縣 564,836 209,696 37.13 304,080 53.84 34,570 6.12 16,490 2.92 546,887 166,026 30.36 285,581 52.22 30,260 5.53 65,020 11.89

南投縣 228,735 83,771 36.62 118,340 51.74 18,961 8.29 7,663 3.35 218,134 65,477 30.02 106,143 48.66 16,681 7.65 29,833 13.68

雲林縣 316,758 108,601 34.29 172,129 54.34 24,593 7.76 11,435 3.61 293,505 83,687 28.51 147,044 50.10 18,680 6.36 44,094 15.02

嘉義縣 240,425 83,800 34.85 127,572 53.06 20,198 8.40 8,855 3.68 221,976 63,293 28.51 110,429 49.75 14,748 6.64 33,506 15.09

屏東縣 378,749 143,738 37.95 187,422 49.48 35,037 9.25 12,552 3.31 363,257 109,866 30.24 174,210 47.96 30,585 8.42 48,596 13.38

臺東縣 99,906 40,511 40.55 45,498 45.54 10,764 10.77 3,133 3.14 93,570 27,750 29.66 41,381 44.22 9,981 10.67 14,458 15.45

花蓮縣 146,792 58,871 40.11 67,598 46.05 16,198 11.03 4,125 2.81 142,867 43,626 30.54 63,655 44.56 15,805 11.06 19,781 13.85

澎湖縣 47,159 18,349 38.91 23,425 49.67 3,959 8.40 1,426 3.02 44,618 13,820 30.97 21,717 48.67 3,480 7.80 5,601 12.55

基隆市 165,425 65,921 39.85 78,923 47.71 16,701 10.10 3,880 2.35 166,167 53,530 32.21 75,795 45.61 17,808 10.72 19,034 11.45

新竹市 176,444 64,970 36.82 95,399 54.07 12,537 7.11 3,538 2.01 184,610 55,079 29.84 97,963 53.06 14,788 8.01 16,780 9.09

嘉義市 111,244 44,565 40.06 55,144 49.57 8,588 7.72 2,947 2.65 120,042 39,033 32.52 57,317 47.75 11,025 9.18 12,667 10.55

金門縣 60,427 20,807 34.43 34,153 56.52 4,417 7.31 1,050 1.74 61,013 18,891 30.96 32,250 52.86 4,096 6.71 5,776 9.47

連江縣 6,336 2,179 34.39 3,477 54.88 588 9.28 92 1.45 4,665 1,446 31.00 2,436 52.22 353 7.57 430 9.22

資料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縣市別
總計

未婚人口 有偶人口 離婚人口

單位:人、%

男性

未婚人口 有偶人口 離婚人口 喪偶人口

女性

總計

喪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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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身安全與司法 

彙整警政署統計處全國各縣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資料，

以分析全國各縣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之變化，強制性交總數

係包含強制性交(單一嫌疑犯)、共同強制性交(二人以上嫌疑犯)及

對幼性交，下述將針對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進行討探，依被害

人之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別之資料加以剖析。 

一、全國各縣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概況 

(一)全國各縣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 

105 年全國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為 563 人，其中男性 26

人(4.62％)，女性 537人(95.38％)；按縣市別分，105年強制性交

總數被害人人數最多縣市為臺北市 85人(15.10％)，其次為本市 66

人(11.72％)，再其次為臺中市 65人(11.55％)。 

(二)近三年全國各縣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變動趨勢 

近三年全國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由 103 年 961 人遞減為

105 年 563 人，減少 398 人(減少 41.42％)；按縣市別觀察近三年

全國各縣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以臺北市 103年 229人遞減

至 105年 85人減少 144人最多，本市則由 103年 160人遞減至 105

年 66人減少 94人次之。(詳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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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全國各縣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概況表 

二、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 

105 年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計 66 人，其中被害人均

為女性，下述將依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別進行探討。 

(一)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按年齡別分 

按年齡別觀察，105 年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以 12-

17 歲 26 人(39.39％)最多，其次為 18-23 歲 12 人(18.18％)，再

次之為 24-29歲 7人(10.61％)。 

單位:人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全    國 961         56           905         751         43           708         563         26           537         

新北市 130         8             122         82           4             78           65           4             61           

臺北市 229         19           210         138         7             131         85           5             80           

桃園市 41           2             39           28           5             23           27           1             26           

臺中市 47           3             44           46           1             45           65           2             63           

臺南市 160         6             154         137         5             132         66           -              66           

高雄市 28           2             26           22           1             21           26           2             24           

宜蘭縣 27           1             26           22           2             20           18           -              18           

新竹縣 10           2             8             18           1             17           10           1             9             

苗栗縣 26           3             23           9             -              9             9             -              9             

彰化縣 44           1             43           64           6             58           37           1             36           

南投縣 47           3             44           30           2             28           23           1             22           

雲林縣 11           -              11           1             -              1             5             -              5             

嘉義縣 34           1             33           33           2             31           27           5             22           

屏東縣 11           1             10           6             -              6             6             1             5             

臺東縣 1             -              1             -              -              -              1             -              1             

花蓮縣 21           -              21           16           3             13           18           -              18           

澎湖縣 3             -              3             6             -              6             5             -              5             

基隆市 36           -              36           40           3             37           24           1             23           

新竹市 28           1             27           21           -              21           17           1             16           

嘉義市 17           -              17           24           1             23           20           1             19           

金門縣 8             3             5             8             -              8             9             -              9             

連江縣 2             -              2             -              -              -              -              -              -              

資料來源:警政署統計處

說明:1.強制性交總數=強制性交+共同強制性交+對幼性交。

     3.本表不含警政署所屬機關。

縣市別
103年 104年 105年

     2.105年(含)以前強制性交包括強制性交(單一嫌疑犯)、共同強制性交(二人以上嫌疑犯)

       及對幼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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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105年與 104年資料變動，105年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

數為 66 人，被害人均為女性，較 104 年 137 人減少 71 人(減少

51.82％)，其中男性減少 5人，女性減少 66人；105年以 12-17歲

26人最多，且皆為女性，較 104年 55人減少 29人(減少 52.73％)，

其中男性減少 3人，女性減少 26人，其次以 18-23歲次之，105年

12人較 104年 31人減少 19人(減少 61.29％)，且均為女性。 

(二)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按教育程度別分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105年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 66人

中以高中(職)23 人(34.85％)最多，其次為國中 17 人(25.76％)，

大專 13 人(19.7％)再次之；104 年被害人人數 137 人中則以國中

52人(37.96％)最多，且均為女性，其次為高中(職)50人，其中男

性 3人(6％)，女性 47人(94％)。 

(三)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按職業別分 

按被害人職業別觀察，105年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以

學生 37 人(56.06％)最多，其次為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 11 人

(16.67％)，再次之為無職業者 10 人(15.15％)；104 年被害人則

以學生 75人(54.74％)，其中男性 5人(6.67％)，女性 70人(93.33

％)，其次亦為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 27 人(19.71％)，無職業

者 15人(10.95％)再次之，且後兩者受害人均為女性。(詳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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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依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別分 

單位:人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年齡總計 5                 132             -                  66               

0-5歲 1                 9                 -                  2                 

6-11歲 1                 9                 -                  6                 

12-17歲 3                 52               -                  26               

18-23歲 -                  31               -                  12               

24-29歲 -                  9                 -                  7                 

30-39歲 -                  11               -                  4                 

40-49歲 -                  9                 -                  5                 

50-59歲 -                  1                 -                  1                 

60-69歲 -                  1                 -                  2                 

70歲以上 -                  -                  -                  -                  

不詳 -                  -                  -                  1                 

教育程度總計 5                 132             -                  66               

不識字 -                  5                 -                  1                 

自修 -                  -                  -                  -                  

國小 2                 10               -                  9                 

國中 -                  52               -                  17               

高中(職) 3                 47               -                  23               

大專 -                  13               -                  13               

研究所 -                  1                 -                  1                 

其他(含不詳) -                  4                 -                  2                 

職業總計 5                 132             -                  66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                  -                  -                  -                  

專業人員 -                  2                 -                  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                  -                  -                  -                  

事務支援人員 -                  -                  -                  -                  

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 -                  27               -                  11               

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 -                  -                  -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                  -                  -                  -                  

保安服務工作人員(含軍人) -                  -                  -                  -                  

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 -                  6                 -                  2                 

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                  -                  -                  -                  

駕駛及移運操作除外之機械設備 -                  -                  -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                  5                 -                  2                 

學生 5                 70               -                  37               

無職 -                  15               -                  10               

其他(含不詳) -                  7                 -                  2                 

資料來源:警政署統計處

104年 105年
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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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篇由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七大核心議題挑選「就業、經濟與福

利」、「人口、婚姻與家庭」及「人身安全與司法」等三大議題，擷取

性別重要統計數據分析呈現本市兩性樣貌，探討兩性各層面發展概況，

統計分析概況如下: 

一、105 年本市勞動力參與率為 61.30％，其中男性為 69.40％，女

性為 53.50％，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臺灣地區(不含金門及

連江縣)平均，若按年齡別、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觀察兩性勞動

力參與率，重點如下: 

(一)若以年齡別觀之，本市與臺灣地區均以 25-44歲年齡層勞動力

參與率最高，且本市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臺灣地區平均。 

(二)以教育程度觀察，本市男性教育程度高中(職)、大專及以上教

育程度者，勞動力參與率增加較不明顯，而女性隨著教育程度

愈高，勞動力參與率愈高，顯示其投入勞動市場意願亦愈高。 

(三)按婚姻狀況探討，男性有配偶或同居者勞動力參與率較高，女

性則以未婚之婚姻狀況下勞動力參與率最高。 

主要原因係男性目前仍為多數家庭主要經濟支柱，家庭經濟負

擔責任較重，故無論年齡別、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為何，投入勞動

市場意願均高於女性；女性則受家庭因素，如照顧小孩、打理家務

等工作較難同時兼顧家庭與職場，造成投入勞動市場意願普遍較男

性低，故女性仍以未婚者勞動力參與率較高，但觀察近年趨勢，女

性教育程度愈高，投入勞動市場意願慢慢提升，近年來提倡家務分

工之觀念，且女性主權意識抬頭，早年「男主外，女主內」刻板印

象已逐漸被性別平等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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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年本市出生人口總計 14,698 人，其中男嬰出生人口 7,757

人，女嬰出生人口 6,941 人，出生人口性比例為 111.76％，較

105 年全國平均 107.8％高，本市每百女嬰所當男嬰數較全國平

均多 3.96人；由近年本市性比例觀察，以 105年性比例 111.76

％最高，性比例平均約 108.43％，高於全國 107.62％，出生人

口性比例皆大於 100％，表示出生人口皆為男性多於女性，造成

原因為少子化因素及傳統傳宗接代的刻板印象所影響，未來仍存

在出生人口性別失衡問題，這些都是政府將來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三、觀察本市兩性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發現兩性婚姻狀況差異

皆以有偶人口結構居高，兩性有偶人口差異不明顯，男性僅大於

女性 8,865 人，而男性未婚人口結構則高於女性，15 歲以上未

婚人口男性高於女性達 55,196 人，女性喪偶人口結構則高於男

性，15歲以上喪偶人口女性高於男性達 68,271人，主要係因女

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所致。 

四、105 年本市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人數 66 人，被害人全為女性，

較 104 年 137 人，減少 71 人(減少 51.82％)，由年齡、教育程

度及職業別觀察，被害者均以 12-17 歲及 18-23 歲兩個年齡層

的在學學生為主，另外職業方面除學生外，服務(不含保全)工作

人員被害人人數亦偏高，觀察數據發現強制性交總數被害人不僅

有女性，男性亦有可能遭受傷害，未來應多針對兩性教育訓練，

提倡自我安全保護，避免進出危險場所，以期減少被害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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