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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別平等權利為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性別意識的觀點，正是打造

友善環境，增進社會永續發展的重要概念。本局調查本市近 5 年受理

繼承案件之情形，並予以分析男女性辦理拋棄繼承及獲取遺產之情形，

並就男女繼承情形不一之態樣，加強宣導性別平權，提高女性法令知

識，讓民眾了解女性繼承遺產之權利，以擺脫傳統男女遺產繼承權不

平等觀念。依據本案分析，女性繼承不動產之比例已由 103 年之 40.84%，

107 年提高至 43.33%，顯示女性已不完全處於弱勢，本局現積極加強

宣導繼承之男女平權政策，以維護女性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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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繼承取得不動產之分析 

壹、前言 

「性別主流化」自民國 84 年聯合國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首度提

出後，在國際間已被視為推動性別平等之重要策略。我國自 94 年推

動實施「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以來，將性別影響

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GIA）列入落實性別主流化

的工具之一，目的在促使政策制定者更能清楚掌握男女不同處境，並

設定預期的結果，使性別落差獲得改善，確保政策、計畫與法案從研

擬規劃、決策、執行、監督評估與事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都能納

入性別觀點。我國自 98 年起規範國家重要中長程計畫及法律案陳報

行政院審議前，均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以促進性別平等。現行性別

影響評估作業重點包含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於政策規劃評估過程中

就可量化之性別現象進行評析，確保各機關擬訂及推動重要計畫及法

律案時，均能將性別觀點融入政策發展及執行過程。 

    臺灣早期因農業社會需要大量的人力，生男丁對家庭來說可以有

經濟上的協助，倘生個女生，則較無法幫助吃重的田間工作，且長大

後出嫁從夫居、冠夫姓，猶如潑出去的水，因此任何家庭只要生個男

丁，全家都高興得眉開眼笑，合不攏嘴，如果生個女孩，便會說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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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個沒帶把的，故往往會有婦女只為了生個男丁，而不斷地生產。查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臺灣在日據時期就有「家產繼承原則上由男

子直系卑親屬繼承，女子直系卑親屬無繼承權」的繼承財產習慣。且

傳統父系社會結構受「家產不落外姓」的觀念影響，女兒大多只能在

出嫁時得到非不動產類之嫁妝，不能與兄弟共同繼承不動產。由此可

見，早期男丁有助於家庭經濟，又可繼承家產，故「重男輕女」的觀

念在社會上根深蒂固。雖現行繼承法令已修正為「女兒與兒子平等繼

承權」，惟早期習俗所沿襲下來嫡子嫡孫應得繼承，而女性不宜之想

法，於一般民眾間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造成女性持有土地權屬比率

偏低。隨著近年致力於性別主流化之推動，性別平權意識與認知愈趨

相近，依據本案分析，女性繼承不動產之比例已由 103 年之 40.84%，

提高至 107 年的 43.33%，顯示女性已不完全處於弱勢，本局現積極

加強宣導繼承之男女平權政策，以維護女性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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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南市近 5年繼承不動產資料統計 

    繼承是在原所有權人死亡後，將其財產轉移給一個或多個繼承人。

被繼承之物，則稱遺產，是被繼承人死後，由其配偶或一定親屬繼承

其權利並負擔義務。本國於民法設置繼承編予以規範。 

    本統計分析係從 103 年至 107 年，每半年予以統計，數據由本府

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於繼承案件辦竣登記後，送至各地政事務

所地籍資料庫歸檔前，逐件複查男女繼承人數、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

男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及男女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

數等，於每年 1 月及 7 月填製表格報送至地政局。 

表 1 103-107 年度男女繼承不動產統計表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3年 13,626 14,927 8,449 5,833 973 883 4,204 8,211

104年 12,908 14,585 8,069 5,497 596 1,057 4,243 8,031

105年 12,871 14,851 8,282 5,903 552 857 4,037 8,091

106年 13,087 15,184 8,275 5,971 792 1,037 4,020 8,176

107年 14,468 16,722 9,465 7,237 848 1,214 4,155 8,271

107年與106年比較 1,381 1,538 1,190 1,266 56 177 135 95

107年與106年比較% 10.55% 10.13% 14.38% 21.20% 7.07% 17.07% 3.36% 1.16%

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繼承人人數 繼承不動產人數
向法院申請

拋棄繼承人數
 未申請拋棄亦未
繼承不動產人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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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3-107 年度男女繼承不動產比率統計表 

 

参、本市繼承不動產資料統計趨勢分析 

一、男女繼承人人數統計之趨勢分析： 

    經統計 103-107 年度本市男女繼承人數情形統計資料顯示，107

年度男女繼承人數共計 31,190 人，其中女性繼承人數為 16,722 人，

占繼承總人數 53.61%，男性繼承人數為 14,468 人，占繼承總人數

46.39%。與 106 年相較，106 年男女繼承人數共計 28,271 人，107

年男女繼承人數較 106 年增加 2,919 人，比率增加 10.33%;其中 106

年女性繼承人數為 15,184 人，107 年女性繼承人數較 106 年增加

1,538 人，比率增加 10.13%；而 106 年男性繼承人數為 13,087 人，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3年 47.72% 52.28% 59.16% 40.84% 52.42% 47.58% 33.86% 66.14%

104年 46.95% 53.05% 59.48% 40.52% 36.06% 63.94% 34.57% 65.43%

105年 46.43% 53.57% 58.39% 41.61% 39.18% 60.82% 33.29% 66.71%

106年 46.29% 53.71% 58.09% 41.91% 43.30% 56.70% 32.96% 67.04%

107年 46.39% 53.61% 56.67% 43.33% 41.13% 58.87% 33.44% 66.56%

107年與106年比較% 0.10% -0 .10% -1.42% 1.42% -2 .18% 2.18% 0.48% -0 .48%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性別主流－男女繼承情形統計表

繼承人人數比率 繼承不動產人數比率
向法院申請

拋棄繼承人數比率

 未申請拋棄亦未

繼承不動產人數比率年度

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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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男性繼承人較 106 年增加 1,381 人，比率增加 10.55%。另就

103 年數據觀之，103 年男女繼承人數共計 28,553 人，107 年男女繼

承人數較 103 年增加 2,637 人，比率增加 9.24%，其中 103 年男性繼

承人數為 13,626 人，107 年男性繼承人較 103 年增加 842 人，比率

增加 6.17%，103 年女性繼承人數為 14,927 人，107 年女性繼承人較

103 年增加 1,795 人，比率增加 12.03%。(詳圖 1、圖 2)。 

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1           103-107 年度男女繼承人數趨勢圖 

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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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2           103-107 年度男女繼承人數比率圖 

二、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統計之趨勢分析： 

經統計103-107度本市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情形統計資料顯示，

107 年度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共計 16,702 人，其中女性繼承不動產

人數為 7,237 人，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 43.33﹪，男性繼承不動產人

數為 9,465 人，占繼承不動產總人數 56.67﹪。與 106 年相比，106

年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共計 14,246 人，107 年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

較 106 年增加 2,456 人，比率增加 17.24%;其中 106 年女性繼承不動

產人數為 5,971 人，107 年女性繼承不動產人數較 106 年增加 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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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率增加 21.20%，男性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8,275 人，107 年男性

繼承不動產人數較 106 年增加 1,190 人，比率增加 14.38%。另就 103

年數據顯示，103 年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共計 14,282 人，107 年男女

繼承不動產人數較 103 年增加 2,420 人，比率增加 16.94%，其中 103

年男性繼承不動產人數8,449人，107年與103年相較增加1,016人，

比率增加 12.03%；103 年女性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5,833 人，107 年較

103 年增加 1,404 人，比率增加 24.07%（詳圖 3、圖 4）。 

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3        103-107 年度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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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4        103-107 年度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比率圖 

三、男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統計之趨勢分析： 

    經統計 103-107 年度本市男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

情形統計資料顯示，107 年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共計

2,062 人，其中女性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1,214 人，占拋棄繼承不

動產總人數 58.87﹪，男性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848 人，占拋棄繼

承不動產總人數 41.13﹪。與 106 年相比，106 年男女拋棄繼承不動

產人數共計 1,829 人，107 年男女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較 106 年增加

233 人，比率增加 11.30%，其中 106 年女性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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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人，107 年女性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較 106 年增加 177 人，比

率增加 14.54%；106 男性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848 人，107 年男性

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較 106 年增加 56 人，比率增加 6.60%。另就 103

年數據觀察，103 年男女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合計 1,856 人，107 年

男女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較 103 年增加 206 人，比率增加 11.10%，

103 年男性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973 人，107 年較 103 年減少 125

人，比率減少 12.85%，103 年女性拋棄繼承不動產人數 883 人，107

年較 103 年增加 331 人，比率增加 37.49%。惟除 103 年外，其餘統

計區間皆為女性拋棄繼承高於男性。（詳圖 5、圖 6）。 

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5     103-107 年度男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趨勢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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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6     103-107 年度男女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比率圖 

四、男女未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統計之趨勢分析： 

    經統計 103-107 年度本市男女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

數統計資料顯示，107 年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數共計

12,426 人，其中女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8,271 人，

占總人數66.56﹪，男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為4,155人，

占總人數 33.43﹪。與 106 年相比，106 年男女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

不動產總人數共計 12,196 人，107 年男女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

產較 106 年增加 230 人，比率增加 0.02%；其中 106 年女性未申請拋

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8,176 人，107 年女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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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較 106 年增加 95 人，比率增加 1.16%；106 年男性未申請拋棄

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4,020 人，107 年男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

動產較 106 年增加 135 人，比率增加 3.36%。另以 103 年數據相較，

103 年男女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總人數為 12,415 人，與 107

年相較，107 年較 103 年增加 11 人；103 年男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

不動產人數為 4,204 人，與 107 年相較，男性未申請拋棄亦未繼承不

動產人數比 103 年減少 49 人，比率減少 1.17%；103 年女性未申請拋

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為 8,211 人，與 107 年相較，女性未申請拋棄

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比 103 年減少 60 人，比率減少 0.01%。(詳圖 7、

圖 8)綜合觀之，近 5 年來比率尚無明顯增減。 

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7     103-107 年度男女未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趨勢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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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府地政局 

圖 8    103-107 年度男女未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比例圖 

肆、本府地政局宣導作為 

本局及所屬地政事務所於機關網站、辦公處所積極宣導外，並製

作文宣品，配合市府舉辦之大型活動辦理宣導，積極宣導繼承人儘速

申辦繼承登記及男女性別平權，人人均有繼承權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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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製作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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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辦公處所宣導 

本局在與民眾第一線接觸的 11 個地政事務所，透過展示架、易

拉展立牌、宣導海報、宣導標語、跑馬燈及電視牆等電子佈告欄方式

廣為宣導，同時結合便民服務宣導活動，更增業務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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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動出擊，偏鄉關懷 

因本市幅員廣大，且長者行動不便，本局與轄屬各地政事務所

展開主動出擊，深入至各村里活動中心、地方信仰中心辦理巡迴宣

導服務，讓長者知悉性別平權及人人均有繼承權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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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活動辦理宣導 

本局與轄屬各地政事務所結合地方活動、公益愛心活動、地籍圖

重測說明會等各式場合，辦理實地走訪宣導活動，親自向民眾說明並

與民互動，有效傳達性別平權政策及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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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回顧過往推動性別平權進程，一再揭示性別平等權利為國際人權

主流價值，性別意識的觀點正是打造友善環境，增進社會永續發展的

重要概念。宣導性別平權提高女性的法令知識，了解女性繼承遺產之

權利，以擺脫傳統男女遺產繼承權不平等的觀念。破除性別歧視，賦

予女性與男性同等的法律行為能力及行使這種行為能力的機會。本局

蒐集統計數據，分別統計男女繼承人數、男女繼承不動產人數、男女

繼承人申請拋棄繼承人數、男女繼承人未拋棄亦未繼承不動產人數等

資料解析宣導成效及調整宣導計畫之方向。 

    長久以來，由於傳統的性別角色意識形態仍存在於傳統農村社會

或老一輩人的心中，使得社會對許多性別歧視習以為常。民法已明文

規定繼承財產之權利男女平等，加上近年來社會、經濟環境轉變及教

育普及，早期傳統習俗「傳子不傳女」、「男子繼承有傳遞香火之責」、

「女子出嫁為外姓」之觀念仍然在部分地方存在著，女性常因傳統風

俗習慣而放棄應得之不動產繼承權。故於統計數據顯示繼承登記取得

不動產之繼承人仍以男性繼承取得不動產多於女性，女性拋棄繼承情

形多於男性，顯現出男女平權之觀念仍未完全落實於財產繼承之議題

中，本局希望能藉由地政相關業務諮詢及宣導活動的推動，不僅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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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場所公告，更要走向社區深耕宣導男女平等觀念，使財產繼承更邁

向兩性平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