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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等指數  

（ G I I ）簡介  



聯 合 國 開 發 計 畫 署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簡稱UNDP）於2010年創編性別

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GII）。 

GII概念 

指數介於0~1之間，數值0代表性

別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 

包含3領域5指標。 

與絕對發展成就無關。 

僅衡量各國性別差異下之成就現況

與性別平等基準之間的落差，也就

是因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的潛在人

類發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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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創編  

性別不平等指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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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等指數（GII） 

孕產婦死亡率 

未成年生育率 

國會議員比率 

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歲以上人口比率 

勞動力參與率 

指標 領域 

勞動市場 

生殖健康 

賦權 

3個領域及5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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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健康 

 孕產婦死亡率(MMR) 

 未成年生育率(ABR) 

𝟏𝟎
𝑴𝑴𝑹

×
𝟏

𝑨𝑩𝑹
+ 𝟏

𝟐
 

𝑯𝒆𝒂𝒍𝒕𝒉 = 𝟎. 𝟕𝟑𝟏 

       賦權 

 女、男性國會議員比率(PRF、PRM) 

 女、男性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

歲以上人口比率(SEF 、SEM) 

𝑷𝑹𝑭 × 𝑺𝑬𝑭+ 𝑷𝑹𝑴 × 𝑺𝑬𝑴

𝟐
 

𝑬𝒎𝒑𝒐𝒘𝒆𝒓𝒎𝒆𝒏𝒕 = 𝟎. 𝟔𝟓𝟑 

    勞動市場 

 女、男性勞動力參與率
(LFPRF 、 LFPRM) 

𝑳𝑭𝑷𝑹𝑭+ 𝑳𝑭𝑷𝑹𝑴

𝟐
 

𝑳𝑭𝑷𝑹 = 𝟎. 𝟓𝟗𝟐 

利用幾何平均計算領域綜合指數 

𝑮𝑭 ,𝑴 = 𝑯𝒆𝒂𝒍𝒕𝒉 × 𝑬𝒎𝒑𝒐𝒘𝒆𝒓𝒎𝒆𝒏𝒕 × 𝑳𝑭𝑷𝑹
𝟏
𝟑   = (𝟎. 𝟕𝟑𝟏 × 𝟎. 𝟔𝟓𝟑 × 𝟎. 𝟓𝟗𝟐)

𝟏
𝟑= 𝟎. 𝟔𝟓𝟔 

  領域 

  指標 

  公式 

  指數 

領域綜合指數計算 



  性別 

  指標 

  公式 

  指數 

𝟏𝟎

𝑴𝑴𝑹
×

𝟏

𝑨𝑩𝑹
× 𝑷𝑹𝑭 × 𝑺𝑬𝑭 × 𝑳𝑭𝑷𝑹𝑭

𝟑

 

𝑮𝑭 = 𝟎. 𝟓𝟏𝟎 

 孕產婦死亡率(MMR) 

 未成年生育率(ABR) 

 國會議員比率(PRF) 

 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25歲以上人口比率(SEF) 

 勞動力參與率(LFPRF) 

女性 

利用調和平均計算性別綜合指數 

𝐇𝐀𝐑𝐌 𝑮𝑭, 𝑮𝑴 =
(𝑮𝑭)

−𝟏+(𝑮𝑴)
−𝟏

𝟐

−𝟏

= 
(𝟎. 𝟓𝟏𝟎)−𝟏+(𝟎. 𝟕𝟗𝟒)−𝟏

𝟐

−𝟏

= 𝟎. 𝟔𝟐𝟏 

𝟏 × 𝑷𝑹𝑴 × 𝑺𝑬𝑴 × 𝑳𝑭𝑷𝑹𝑴

𝟑

 

𝑮𝑴 = 𝟎. 𝟕𝟗𝟒 

 

 

 國會議員比率(PRM) 

 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25歲以上人口比率(SEM) 

 勞動力參與率 (LFPRM)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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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綜合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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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等指數 

（GII） 
性別綜合指數 
HARM(𝑮𝑭, 𝑮𝑴) 

領域綜合指數 
𝑮𝑭,𝑴 

𝑮𝑰𝑰 = 𝟏 −
𝑯𝑨𝑹𝑴 𝑮𝑭 , 𝑮𝑴

𝑮𝑭 ,𝑴 
= 𝟏 −

𝟎. 𝟔𝟐𝟏

𝟎. 𝟔𝟓𝟔
= 𝟎. 𝟎𝟓𝟑 

GII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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𝑮𝑰𝑰 = 𝟏 −
𝑯𝑨𝑹𝑴 𝑮𝑭 , 𝑮𝑴

𝑮𝑭 ,𝑴 
=

𝑮𝑭 ,𝑴 −𝑯𝑨𝑹𝑴 𝑮𝑭 , 𝑮𝑴

𝑮𝑭 ,𝑴 
 

(1)𝑮𝑭 ,𝑴 ：忽略性別差異（即女、男性等權）下，全國人口在生殖健康、賦權及勞動市場 

    領域的平均表現。 

(2) 𝐇𝐀𝐑𝐌 𝑮𝑭, 𝑮𝑴 ：考慮性別差異下的平均表現。 

(3) 𝑮𝑭 ,𝑴 − 𝐇𝐀𝐑𝐌 𝑮𝑭, 𝑮𝑴 ：「忽略性別差異」與「考慮性別差異」表現的相對差距。 

(4) GII= 
𝑮𝑭 ,𝑴  ─ 𝐇𝐀𝐑𝐌 𝑮𝑭,𝑮𝑴

𝑮𝑭 ,𝑴 
：「忽略性別差異」與「考慮性別差異」差距占「忽略性別差 

              異」表現的比例，比例愈大代表性別愈不平等。 

= 𝟏 −
𝟎. 𝟔𝟐𝟏

𝟎. 𝟔𝟓𝟔
=

𝟎. 𝟔𝟓𝟔 − 𝟎. 𝟔𝟐𝟏

𝟎. 𝟔𝟓𝟔
= 𝟎. 𝟎𝟓𝟑 

GII公式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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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標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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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產婦死亡率為每10萬活產嬰
兒數對照下的孕產婦死亡人數，
2015年我國為12人，2018年維
持12人。  

 2015年主要國家中，冰島為 3

人，其次為瑞典4人及日本5人，
我國則高於新加坡、南韓之10、
11人，惟低於美國、中國大陸
14、27人。  

孕產婦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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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15至19歲未成年生育率
呈下降趨勢，1981年31‰，
1991年降至17‰，2009年至
2019年維持4‰。  

我國 4‰高於南韓 1.4‰、瑞
士 2.8‰、新加坡 3.5‰、日
本3.8‰，遠低於英國13.4‰

及美國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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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國女性立法委員比率為38.7％。 

全球194個國家中，女性國會議員比率超過50％者3國，介於40～49％之間
者9國，低於20％者91國（占46.9％）。 

盧安達     55.7％ 
古巴         53.2％ 
玻利維亞 51.8％ 

中非共和國8.6％ 
泰國            5.3％ 
葉門            0.5％ 

南韓 17.0％ 
巴西 15.0％ 
日本 13.7％ 

瑞士      29.3％ 
英國         28.9％ 
中國大陸 24.9％ 
美國      23.6％ 
新加坡  23.0％ 

中華民國 38.7％ 
冰島         38.1％ 
荷蘭   35.6％ 

墨西哥 48.4％  
瑞典     46.1％ 

國會議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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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女性為81.7％，較男性90.1％低8.4個百分點。 

性別差距大於多數歐美國家，亦高於亞鄰國家中國大陸、新加坡、南韓及日本。 

 2019年女、男性分別為82.4％及90.6％，性別差距縮小為8.2個百分點。 

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25歲以上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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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女性為51.1％，較男性67.2％低16.1個百分點。 

性別差距大於多數歐美國家，亦高於亞鄰國家中國大陸、新加坡，惟低於日本
及南韓。 

 2019年女、男性分別為51.4％及67.3％，性別差距縮小為15.9個百分點。 

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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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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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我國GII為 0.053，較 2017年減0.003。  

近5年來，我國GII介於0.052與0.058之間。 

0.052 0.058 0.056 0.056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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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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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

2018年GII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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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國GII為0.053，在163個國家中位居第9名。 

全球排名以瑞士0.037居第1，丹麥與瑞典均為0.040同居第2名。 

亞洲主要鄰近國家：南韓0.058、新加坡0.065 、日本0.099、中國大陸0.163，排名
分別為11、12、24以及40名。 

 

2018年我國GII全球排名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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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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