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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政經參與之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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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排名 ％ 排名 ％ 排名 ％ 排名 ％ 排名 值 排名 排名 

挪威 0.928 1 38.2 3 30 35 50 43 75 4 0.960 1 1 
丹麥 0.860 2 36.9 5 26 52 51 38 73 6 0.938 13 14 
瑞典 0.852 3 45.3 1 30 35 51 38 69 13 0.947 4 6 
冰島 0.834 4 30.2 18 29 41 55 19 69 13 0.953 3 2 
芬蘭 0.833 5 37.5 4 28 45 53 28 72 8 0.940 10 13 
             

澳洲 0.826 7 28.3 21 36 15 55 19 72 8 0.954 2 3 
德國 0.813 9 31.3 15 36 15 50 43 54 79 0.926 20 20 
美國 0.793 12 14.8 76 46 4 55 19 62 41 

0
0.942 8 10 

英國 0.716 18 17.9 58 33 25 45 58 62 41 0.937 15 15 
中華民國 0.668 19 21.5 40 16 73 44 62 58 61 0.908 24 25 

              

新加坡 0.654 23 16.0 67 26 52 45 58 51 88 .. .. 26 
日本 0.534 44 9.3 119 10 78 46 56 46 101 0.937 14 11 
南韓 0.479 60 13.0 87 6 83 39 70 48 96 0.896 28 29 
香港 .. .. .. .. 26 52 39 70 56 67 0.912 22 22 
中國大陸 .. .. 20.2 47 .. .. .. .. 66 24 0.754 65 86 

 

資料來源：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行政院主計處。 
附  註： GEM、GDI及 HDI值界於 0∼1之間，值愈高愈好。 

我國數字係根據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中，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之平均每人
GDP，依 UNDP所定公式計算求得。 

 

說明：1. 為衡量女性政經參與及其對決策影響程度，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自 1995
年起定期編製發布性別權力測度(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選用之
統計項目包括女性於國會議員、專技人員、管理及經理人員中之比率，以及女

性平均每人 GDP占男性比率等 4項。2003年 UNDP共評比全球 80個國家，GEM
值排名前 3 名分別為挪威、丹麥及瑞典，顯示這些國家女性較積極且有較廣闊
的機會參與政經決策，我國 GEM值 0.668，位居第 19名，較 2002年上升 1名，
領先新加坡（23名）、日本（44名）及南韓（60名），居亞洲之冠。 

  

2. 就各國單項指標觀察，國會議員女性比率前 5 名中有 4 名為北歐國家，其中以
瑞典 4成 5為首，我國 2成 2排名 40；管理及經理人女性比率以菲律賓 5成 8
居冠，我國 1成 6排名 73；專技人員女性比率以拉丁美洲之巴貝多 7成 1居首，
我國 4成 4排名第 62；女性平均每人 GDP占男性比率前 3位分別為肯亞、瑞士
及柬埔寨，均在 7成 5以上，我國 5成 8排名 61。若與亞洲主要先進國家相較，
我國以國會議員女性比率及女性平均每人 GDP 占男性比率明顯領先日、韓及
星，顯示我國在保障女性政治參與及強化其經濟獨立的努力成果。 

  

3. 另聯合國為衡量一國發展概況，定期編布人類發展指數(HDI)，並依性別差異分
計 HDI後，再加權合併計算性別發展指數(GDI)，以測度涵蓋性別因素後之人類
發展狀況，該兩項指數主要在衡量潛能的拓展，而 GEM則主要專注在潛能是否
被運用及不同機會的優勢能否被掌握，HDI較高的國家，GEM排名未必較前(如
日本)。2003年我國 HDI 在 178國中位居第 25名，GDI在 141個國家中排名第
24 位，雖較歐美各國及日本、香港為低，但優於新加坡及南韓，顯見我國在致
力整體發展同時亦能兼顧兩性均衡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