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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2日行政院核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我國未來性別平等政策施政藍
圖，期使我國邁向更多元、包容且文明的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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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7 日行政院婦權會通過「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我國未來性別平等政策施

政藍圖，期使我國邁向更多元、包容且文明的永續社會。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於 2010 年提出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GII)，用

以衡量各國兩性在生殖健康、賦權與勞動市場三面向之平等情形；若將我國資料代入 GII 公式

計算，2011 年我國 GII 值為 0.061，與 UNDP 評比的 146 個國家相較，僅次於瑞典、荷蘭及丹

麥，位居第 4 佳，優於亞洲地區之新加坡、日本及南韓，顯示我國發展潛能因性別不平等所

造成的損失較低。 

2011 年性別不平等指數（GII）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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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 201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行政院主計處。 

說  明：GII 依「孕產婦死亡率」、「未成年(15-19 歲)生育率」、「國會議員比率」、「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 歲以

上人口比率」、「15-64 歲勞動力參與率」合併計算，值界於 0～1 之間，值愈低愈佳 ( 0 代表非常平等，1

代表完全不平等)；我國加入評比後，新加坡、日本及南韓之排名較 UNDP 報告後退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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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行政院婦權會決議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應達 1/3以上，近年已
收顯著成效，為提升女性參與決策的機會與管道，未來將持續推動並擴大實行 1/3性別比例
原則。就公部門觀之，2010年大法官、考試及監察委員女性比率均不及 1/3；中央簡任公務
員每 4人有 1人是女性，9年間提高 10.3個百分點，晉升簡任前之薦任 9職等公務員女性比
率則已達 39.8％。

公部門女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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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人事行政局、銓敘部、中央銀行、經濟部、財政部、金管會、交通部、退輔會。             

我國女性在國家事務的權力及影響力持續增長，繼 2005年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為「單一
選區兩票制」後，2007 年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婦女不得低
於 1/2，大幅提升女性在國會的影響力，2008 年起女性立法委員比率已增至 3 成，雖仍低於
男性，惟較 10年前增逾 1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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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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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制度法於 1999年明定地方公職選舉婦女保障名額，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
縣（市）議員名額達 4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人，超過 4人者，每增加 4人增 1人，使
女性在地方的參政機會及當選率得以提高。2010年直轄市議員女性當選人比率 34.1％，較
1998年增 11.2個百分點，已逾 1995年北京行動綱領 30％目標；2009年縣（市）議員女性
當選人比率 27.4％，亦較 1998年增逾 10.4個百分點。

地方民意代表女性當選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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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性別主流化之推動工作雖已在政府部門展開，惟重要社會團體如農漁會、工會及工商團

體等女性參與程度仍低。就 2010年觀察，財團法人董監事女性比率，以社會福利類 28.1％最
高，文化藝術類及環境保護類財團法人亦逾 2成，農、漁會女性理監事則分別僅占 2.3％及 3.5
％，顯示社會組織中，決策參與的性別區隔仍有待提升。 

2010年社會組織決策階層女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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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農委會、交通部、法務部、體委會、文建會、環保署。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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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經濟與福利

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我國自 2002年 3月起實施性別工作平等法，2010年參加勞
保之事業單位實施產假比率 96.8％，逾 5成提供陪產假及流產假；員工規模 30人以上之事
業 7成 5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率較 2002年近乎倍增，實施家庭照顧假比率 62.9％，亦
增 28.9個百分點；員工規模 250人以上之事業近 7成提供托兒設施或措施，8年間提高 32.6
個百分點，有助促進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事業單位促進工作平等措施實施概況

4

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我國自 2002年 3月起實施性別工作平等法，2010年參加勞保
之事業單位實施產假比率 96.8％，逾 5成提供陪產假及流產假；員工規模 30人以上之事業 7
成 5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率較 2002年近乎倍增，實施家庭照顧假比率 62.9％，亦增 28.9
個百分點；員工規模 250人以上之事業近 7成提供托兒設施或措施，8年間提高 32.6個百分
點，有助促進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事業單位促進工作平等措施實施概況 

78.1 

38.9 36.3 34.0 
29.0 

41.6 

23.0 

96.8 

75.3 
68.9 

62.9 
57.8 54.6 

47.5 

0

20

40

60

80

100

產假 育嬰留職停薪 托兒設施

或措施

家庭照顧假 陪產假 流產假 減少或調整

工作時間

％
2002年 2010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說    明：家庭照顧假、育嬰留職停薪及為撫育未滿 3歲子女，得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係「員工規模 30人以上事業」 

之統計數；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則係「員工規模 250人以上事業」之統計數。 

在消除性別歧視方面，性別工作平等法要求雇主對於求職者之招募，不得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有差別待遇，2010年事業單位招募管理職、事務職、銷售職及專業技術職等各類職缺員
工時，5成以上不特別考量性別，男女均可錄用；惟對於危險及耗體力工作與專業技術職，36.6
％與 23.1％的事業單位僅用男性，遠高於僅用女性者，相對之下，事業單位招募事務職員工
時，僅用女性比率 17.2％亦大幅高於僅用男性者，顯示工作性質仍會影響部分企業招募員工
之性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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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說    明：比重合計不及 100者為「沒有此項職務」，例如「危險及耗體力工作類」49.6％的事業沒有此職務。 

2.就業、經濟與福利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說　　明： 家庭照顧假、育嬰留職停薪及為撫育未滿 3歲子女， 得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係「員工規模 30人以上事 

業」 之統計數；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則係「員工規模 250人以上事業」之統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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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比重合計不及 100者為「沒有此項職務」，例如「危險及耗體力工作類」49.6％的事業沒有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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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輕婦女及中高齡者創業初期資金壓力，政府於 2009年將微型企業創業貸款（對象
為 45-65歲中高齡者）與創業鳳凰婦女小額貸款（25-65歲女性）整合為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近 2年女性貸款比率由 2008年 38.6％大幅躍升至 86.3％及 78.2％，另一項以 20-45歲初創
業青年為對象的青年創業貸款女性比率則相對下降，併計 2項政策貸款，近 2年女性貸款金
額均逾 4成，較往年約 1/3強已見提升，對降低女性取得經濟資源的障礙漸具成效。

創業貸款件數女性所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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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 

2010年底營利事業營業家數（不含負責人為非本國人）120.3萬家，負責人、代表人或管
理人為男性者 77.4萬家，所占比重約 6成 4，女性 42.8萬家，占 3成 6；按行業別觀察，女
性負責人所占比率以住宿及餐飲業 48.6％最高，農林漁牧業、工業及運輸倉儲業則低於 3成，
顯示女性對經營權力的掌握具有行業差異，且與男性存有落差。 

2010年底營利事業家數負責人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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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營利事業營業家數（不含負責人為非本國人）120.3萬家，負責人、代表人或管
理人為男性者 77.4萬家，所占比重約 6成 4，女性 42.8萬家，占 3成 6；按行業別觀察，女
性負責人所占比率以住宿及餐飲業 48.6％最高，農林漁牧業、工業及運輸倉儲業則低於 3成，
顯示女性對經營權力的掌握具有行業差異，且與男性存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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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國綜合所得稅各類扣繳所得合計 4.4兆元，其中男性所得人占約 6成，女性不
及 4成。按所得類別觀察，女性所占金額以退職所得 24.5％最低，主要係過去女性常因婚育
影響而退出職場，致扣繳筆數僅約男性 4成；其餘各類所得女性所占比率亦低於男性，多介
於 35至 40％之間，唯獨利息所得兩性所占金額之比率相近，反映兩性理財觀念及金錢運用
方式的差異。

2009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扣繳所得結構－按所得人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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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 

2010年地價稅及房屋稅開徵戶數（不含非本國人）計 721萬戶及 915萬戶，女性納稅人
分別占 45.2％及 43.2％，較 2007年提高 0.7及 0.9個百分點。大致而言，都市化程度高的縣
市，女性擁有土地及房屋的比率較高，其中，臺北市地價稅及房屋稅之女性納稅人比率分別

達 51.8％及 50.6％，已多於男性，新北市亦呈現兩性近乎各半的均等狀態，其他縣市則存有
程度不等的落差，離島各縣、雲林及嘉義縣地價稅及房屋稅女性納稅人比率均不及 1/3 最為
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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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由於男性勞動參與率較高，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公教人員保險等與就業身分有

關的社會保險被保險人均呈男略多於女，惟國民年金保險自 2008年 10月開辦後，對於女性
因配合家庭發展階段而進出職場，提供就業身分轉換的累進模式，有助保障女性之老年經濟

安全，2010年底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 387萬人，女性占 52.8％，較男性多 21.4萬人，其
中 60-65歲被保險人女性比率更高達 54.6％。

2010年底主要社會保險被保險人數及女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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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臺灣銀行。 

2010年底領取國民年金相關老年給付者共計 104.8萬人，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69.6萬人，
低、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12.0萬人，榮民就養 7.3萬人，除榮民就養受益者以男性為主外，
餘因女性壽命較長，受益者皆女多於男，若另加計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助之 39.4萬老人，以
及領有勞工退休金及軍公教退休給付者，全民老年經濟安全已獲得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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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女性教育程度及勞動參與提高，經濟獨立及自主意識增強，晚婚、不婚的現象愈來愈

明顯。2010年我國 20歲以上女性 902萬人中，各年齡層的未婚率均呈上升趨勢，其中 25-29
歲女性未婚率突破 7成，30-34歲女性亦有 37.2％未婚，分別較 2001年大幅提高 19.4及 15
個百分點，40歲以上則仍有 7.2％女性未婚。

各年齡組女性未婚率

8

3.人口、婚姻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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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隨國人婚育價值觀轉變，我國總生育率逐年下滑，2010 年僅 0.9 人，為全球生育率最低
之國家。依經建會「2010年至 2060年臺灣人口推計」，總生育率於 2011（兔）年及 2012（龍）
年回升後轉為下降，若加快婚育步調與鼓勵生育等政策奏效，總生育率可望於 2015年開始回
升。在假設總生育率高（2060 年 1.6 人）、中（1.3 人）、低（0.8 人）3 種情境下，我國總人
口將於 2018-2025年間達最高峰，之後即轉呈負成長。 

總生育率

資料來源：1990〜2010年為內政部，2011〜2060年為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年至 2060年臺灣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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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我國總人口 2,316萬人，其中女性 1,153萬人，性比例 101（每百名女性對應
男性數），出生嬰兒性比例 109.5，較正常區間 103-107為高。未來我國總人口將逐漸趨向
女多男少，依經建會「2010年至 2060年臺灣人口推計」，假設出生嬰兒性比例逐年緩降至
2060年 107.5的情況下，由於女性淨移入高於男性，且較男性長壽 6歲以上，2060年總人口
性比例降至 88.1，女性人數將較男性多 13.5％。

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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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990〜2010年為內政部，2011〜2060年為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年至 2060年臺灣人口推計」。

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下，家庭照顧工作與家事勞動主要仍由女性承擔，2010年已婚女性
平均每天料理家務 4.3 小時，較 2000 年減 1.1 小時，其中，就業者平均 3.5 小時，非勞動力
5.3小時；料理家務向為女性未進入勞動市場的主因，而對投身勞動市場的女性而言，亦不易
兼顧，健全家庭支持系統益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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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男主外，女主內」之社會價值觀影響，當工作和照顧角色衝突時，已婚女性常選擇

回歸家庭擔負照顧責任。2010年已婚女性婚前有工作比率為 83.9％，目前有工作比率僅為
54.5％，差距達 29.4個百分點，惟與 2000年相較，差距已見縮小；各類教育程度女性婚後
工作比率均較婚前為低，其中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減幅最小。

15-64歲已婚女性之婚前與目前工作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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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5 至 64 歲婚前有工作之女性中，31.2％曾因結婚而離職（結婚離職率），較
2000年減 4.8個百分點，爾後復職率 44.7％，則增 13.9個百分點；生育前有工作者中，因生
育第 1 胎而離職者（生育第 1 胎離職率）占 22.4％，其復職率 55.5％，亦分別較 2000 年減
2.0及增 5.2個百分點，顯示因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及兩性共同負擔家計漸成常態，女性因婚育
離開職場情形已逐漸減少，復職情形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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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5 至 64 歲婚前有工作之女性中，31.2％曾因結婚而離職（結婚離職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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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造有利生育、養育之環境，避免婦女因婚育離開職場，政府於 2008年擴增社區保
母系統管理費用補助，期由國家與社會共同分擔家庭照顧嬰幼兒的責任。2010年社區保母系
統數共 58個，較 2005年增 18個，保母 1.5萬人，增 1.1倍，收托人數 2.2萬人，亦較 2005
年增 1.5萬人或 2.1倍。

社區保母系統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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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至於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方面，教育部自 2003學年度起實施「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2010學年度辦理國小兒童課後照顧學校共 3,183所，較 2003學年度增 1,600所，
照顧學童 29.6萬人，較 2003學年度倍增，平均每 5名公立國小學童即有 1人接受課後照顧
服務，對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及使家長安心工作已漸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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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國參與 OECD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ISA）的 15歲學生，男、女孩在科學領域
的成績相當，數學領域，男孩表現略優於女孩，兩性不論科學或數學素養均遠高於 OECD平 
均；在閱讀領域，我國兩性差距高達 37分，男孩閱讀素養約落後女孩一學年左右，與 OECD
國家兩性差距相當，顯示男孩在閱讀領域的學習有明顯落後的現象，學校教材設計與教學互

動宜針對不同性別適性調整，以激發其閱讀興趣及學習動機。

2009年我國 PISA各領域成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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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學生就讀領域存在明顯性別差異，由於女生對閱讀有明顯的比較優勢，逾 3 成
女生修習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男生則以修習工程、製造及營造領域較多（占 40.4％）；
就各領域性別結構觀察，女生比率最高者為醫藥衛生及社福領域（占 76.0％），主因護專生幾
全為女生所致，工程、製造及營造相關科系男生則逾 8成 5，近 10年各領域性別結構變動不
大，而此性別結構的差異亦進一步延伸到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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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國 60-64歲女性具高等教育程度比率，約為同年齡層男性 6成；隨性別平等
觀念逐漸在教育層面落實，女性受高等教育者快速增加，35-39歲（約 1971∼ 1975年出生）
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的比率已超越男性，25-29歲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比率則高於男性 7.9個
百分點；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及兩性學歷落差反轉現象，對就業、婚配等社會各層面可能

產生的影響，值得關注。

2010年兩性具高等教育程度比率─按年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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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2010學年度各級學校校長大致呈學校級別愈高，女性校長比率愈低現象。國中小女性校
長分占 2成 8與 3成，高中亦逾 2成，均較 2001學年度增加，高職女性校長則占 10.9％，而
大專院校 163位校長中，僅 11位為女性，比例懸殊；另大專院校女性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
授比率已成長至 2成 8，高於我國女性博士畢業生比率（占 25.8％），研究人員中，每 5位有
1位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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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全國科技動態調查。 

說    明：高中、職及大專院校校長圓點數值為 2005學年度資料；大專院校教師含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 

2010年兩性具高等教育程度比率―按年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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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持續辦理校園性侵害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2010年 9月復修訂相關法規，加強
公立高中以下學校校長及教師的通報責任。依校安通報統計，2010年校園性侵害通報被害人
數 549人，較 2007年增 46.4％，其中女性占 80.5％，男性被害學生亦近百人；按學校級別觀 
察，以國中（267人）占 48.6％最多，高中職 142（25.9％）人次之，加計國小合占 8成 8。

校園性侵害通報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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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2002年增 1.1倍，其中女性被害人約 9成，近 5年比率逐年下降；加害人以男性占 91.1％
為主，就年齡層分析，未滿 18歲加害人 1,484人（占 17.0％）較 2002年 103人增 1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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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身安全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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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通報被害人數 9萬 8,720人，較 2009年增加 17.9％，其中女性被害人占 7成 5。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連年攀升，主要係中央家防會及各地家防中心加強宣導反家暴意

識，並推廣 113線上通報及諮詢服務、強化責任通報機制所致；依通報案件類別觀察，主要
為婚姻關係（包括離婚與同居）暴力占 55.6％，此類案件被害人約 9成為女性，因此在防治
工作上，宜強化兩性平等教育與女性獨立自主、自我保護的意識。

2010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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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說  明：部分通報案件性別不詳。 

為維護兩性工作平等，近年政府積極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各項措施，營造友善職場環

境，2010年員工規模 30人以上之 2.7萬家事業單位中，訂有「性騒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者占 81.4％（其中 76.8％已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較 2002 年增加 45.9 個百分點，
比率逐年擴增，有助防治職場性騷擾發生及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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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2002年之調查為宣導性調查，另 2003年之調查樣本係以 2002年之樣本進行複查。 

2.2002~2005年調查不含公共行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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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 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開辦以來，即提供每胎次 10次免費的「孕婦產前檢查」服
務，迄今孕婦產前檢查目標完成率維持在 8-9成。孕婦產前檢查可預防婦女發生合併症及畸
形胎兒的產生，並有效降低孕產婦及嬰兒死亡率，2008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每 10萬活嬰
7人，遠低於中低所得國家 290人及全球 260人，亦較高所得國家 15人低，顯見我國婦女優
生保健工作成效顯著。

孕產婦死亡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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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WHO。 

我國 2005 年起依「癌症防治法」積極推動「國家癌症防治 5 年計畫」，提供民眾主要癌
症（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癌及口腔癌等）篩檢服務，2010年賡續推動第二期計畫。就主要
癌症死亡率 10年來變動情形觀察，男性除胃癌已呈下降，餘皆持續提高，以肺癌、口腔癌增
幅最大；另隨癌症篩檢及子宮頸抹片檢查推廣，女性癌症存活率漸提升，以子宮頸癌最為明

顯。我國男性健康危險因子高於女性，致 10年來平均壽命性別差距已由 5.7歲擴增為 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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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WHO。

我國 2005年起依「癌症防治法」積極推動「國家癌症防治 5年計畫」，提供民眾主要癌症 
（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癌及口腔癌等）篩檢服務，2010年賡續推動第二期計畫。就主要癌
症死亡率 10年來變動情形觀察，男性除胃癌已呈下降，餘皆持續提高，以肺癌、口腔癌增
幅最大；另隨癌症篩檢及子宮頸抹片檢查推廣，女性癌症存活率漸提升，以子宮頸癌最為明顯。

我國男性健康危險因子高於女性，致 10年來平均壽命性別差距已由 5.7歲擴增為 6.4歲。

兩性癌症死亡率

16

6.健康、醫療與照顧 

我國自 1995 年全民健康保險開辦以來，即提供每胎次 10 次免費的「孕婦產前檢查」服
務，迄今孕婦產前檢查目標完成率維持在 8-9成。孕婦產前檢查可預防婦女發生合併症及畸形
胎兒的產生，並有效降低孕產婦及嬰兒死亡率，2008 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每 10 萬活嬰 7
人，遠低於中低所得國家 290人及全球 260人， 高所得國家 15人低，顯見我國婦女優生
保健工作成效顯著。 

440 

290 

400 

260 

350 

200 

15 

15 

12 

7 

0 

10 

20 

30 

40 

50 

1990 1995 2000 2005 2008

年

人/10萬活嬰

500

400

300 

200

15

10

0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WHO。 

我國 2005 年起依「癌症防治法」積極推動「國家癌症防治 5 年計畫」，提供民眾主要癌
症（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癌及口腔癌等）篩檢服務，2010年賡續推動第二期計畫。就主要
癌症死亡率 10年來變動情形觀察，男性除胃癌已呈下降，餘皆持續提高，以肺癌、口腔癌增
幅最大；另隨癌症篩檢及子宮頸抹片檢查推廣，女性癌症存活率漸提升，以子宮頸癌最為明

顯。我國男性健康危險因子高於女性，致 10年來平均壽命性別差距已由 5.7歲擴增為 6.4歲。 

兩性癌症死亡率 

0.7 

1.1 

9.0 

7.2 

10.6 

13.3 

17.3 

0.9

1.5

6.1

7.1

14.8

19.9

24.2

5.6

7.2

12.1

14.1

40.2

38.7

8.8

12.5

18.9

12.4

46.9

46.5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攝護腺癌

食道癌

口腔癌

子宮頸癌

胃癌

女性乳癌

肝癌

肺癌

2010年女性

2000年女性

2010年男性

2000年男性

人/10萬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6.健康、醫療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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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國男、女性自殺粗死亡率各為每 10萬人口 22.7人、10.9人，均較 10年前增 
加，但為近 5年低點，2005-06年因國內爆發卡債危機，自殺死亡事件攀至高峰，遂於 2005
年成立自殺防治中心，推動各項防治及宣導，後隨國內景氣好轉，2010年自殺粗死亡率首度
退出十大死因，居第 11位。部分自殺行為與精神疾病有關，2009年我國男、女性使用抗憂
鬱劑病人各有 37及 51萬人，女性明顯高於男性，但因男性較不願尋求社會網絡協助，致自
殺粗死亡率為女性 2.2倍。

兩性自殺死亡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1962年我國滿月母乳（純母乳及混合）哺餵率為 95.0％，惟隨女性進入職場及嬰兒配
方奶粉普及，1989年降至 26.6％，其中哺餵純母乳者僅餘 5.4％。為推動母乳哺育，我國
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中明定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2010年另制訂「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 
例」，維護公共場所哺育母乳之權利及提供無障礙哺乳環境，2010年滿月母乳哺餵率達
85.4％（純母乳 58.5％），較 2004年大幅提高 31.2個百分點，產後 4及 6個月比率亦倍增。

母乳哺餵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說　　明：母乳哺餵率為純母乳哺餵率和混合哺餵率之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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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2歲以上女性電腦使用率 74.3％，較男性之 76.9％落後 2.6個百分點；若觀察
網路使用情形，女性網路使用率 69.2％，亦較男性之 72.5％低 3.3個百分點。整體而言，女
性電腦及網路使用率低於男性，惟兩性數位落差已較 2006年縮減。

電腦及網路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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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說  明：係指曾使用過電腦（網路）的比率。 

按年齡層分析，越年輕的女性上網率越高，2010年 40歲以下女性上網率皆逾 9成，其中
12-20歲比率幾乎已達 100％，41-50歲女性上網率亦達 6成 9；與男性相較，50歲以下者上
網率無明顯性別落差，61歲以上女性上網率則較男性低 6.9個百分點，若與 2006年比較，則
以 51-60歲女性網路使用機會提升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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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傳統性別角色固化影響，工程、電算機、自然科學等科技專業領域多以男性為主，在

人才養成的前段教育過程即呈現性別隔離現象。2010學年大專校院科技類科學生 62.2萬人，
其中女學生占 32.3％，與 10年前相當， 近 10年在學人數均約 20萬人左右，顯見就讀領域區
隔現象並未因高等教育普及而改善。

大專校院科技類科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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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0年專利新申請案本國發明人（或創作人）案件數計 5萬 747件，其中女性發明人（或
創作人）之案件數 4,433件，占 8.7％；按不同專利類型觀察，以新型專利新申請案 2,501 件
為主，發明 1,273 件次之，餘為新式樣 659 件。2006~08 年女性發明件數逾 6 千件，惟 2009
年受經濟衰退影響，投入資金及人力較多的發明案件呈明顯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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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說  明：係專利新申請案發明人（發明案）或創作人（新型案或新式樣案）中含本國女性之案件數，及其占專利新 

     申請案發明人（或創作人）中含本國人案件數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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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10年臺灣地區 15歲以上民眾使用公、私運具觀察，兩性皆以機車及自用小客車使
用率最高，男性兩運具使用率合占 74.1％，高於女性 6.7個百分點，女性之公共運輸使用率
為 17.4％，則高於男性之 10.3％，顯見女性對公共運具需求較高。

2010年運具使用率

 

就 2010 年臺灣地區 15 歲以上民眾使用公、私運具觀察，兩性皆以機車及自用小客車使
用率最高，男性兩運具使用率合占 74.1％，高於女性 6.7個百分點，女性之公共運輸使用率為
17.4％，則高於男性之 10.3％，顯見女性對公共運具需求較高。 

2010年運具使用率 

機車

46.9%

自用小客

車27.2%

自行車、

步行及其

他15.5%

公共運具

10.3%

男性

自行車、

步行及其

他15.2%

機車 48.7%

自用小客

車18.7%

公共運具

17.4%

女性

市區公車

1.3 0.9
0.9 0.5
1.2 0.9
1.2

1.5

4.9

2.5

7.8 4.0
捷運

交通車

臺鐵

公路客運

其他

 
資料來源：交通部。 

說  明：運具使用率係指所有旅次使用到的運具次數中，該項運具次數所占比率。 

 

據交通部、臺北及高雄捷運公司最近一次調查結果顯示，除機車使用者以男性占 53.4％
較多外，鐵路、臺北捷運、高雄捷運及計程車旅客皆以女性較多，其中又以臺北捷運女性旅

客占 64.8％明顯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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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臺北捷運公司、高雄捷運公司。 

說  明：捷運旅客及機車使用者分別為 2010年及 2009年調查結果；鐵路及計程車旅客為 2011年 1月調查結果，係 

     指最近 1年搭過臺鐵或最近 1個月搭過計程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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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臺北捷運公司、高雄捷運公司。 

說  明：捷運旅客及機車使用者分別為 2010年及 2009年調查結果；鐵路及計程車旅客為 2011年 1月調查結果，係 

     指最近 1年搭過臺鐵或最近 1個月搭過計程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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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臺北捷運公司、高雄捷運公司。

說　　明： 捷運旅客及機車使用者分別為 2010年及 2009年調查結果；鐵路及計程車旅客為 2011年 1月調查結果，

係指最近 1年搭過臺鐵或最近 1個月搭過計程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