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人口 

2006 年底國內總人口 2,288 萬人，其中女性 1,128 萬人，每百名女性有 103 位男性（即性

比例 103），較 1996 年底 106 降低，主因早期大陸遷台多數為男性且陸續邁入高齡，人數漸減

所致。 

人口結構性比例（女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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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 

另受國內傳統觀念影響，2006 年我國出生嬰兒性比例達 110，明顯高於美國、英國及日

本 105；但亦受前述大陸來台男性影響，致總性比例及 65 歲性比例相對較其他國家為高。 

2006 年主要國家（地區）性比例（女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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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嬰兒 65歲以上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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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美國中央情報局。 



隨女性受教期間延長、勞參率提升以及家庭觀念轉變，我國平均每位育齡婦女一生所生

嬰兒數呈下降趨勢，育齡婦女總生育率自 1985 年起即低於人口替代水準 2.1 人，1995 年降為

1.8 人，2005 年更降至 1.1 人，較全球 2.7 人及已開發國家 1.6 人為低。 

主要國家（地區）總生育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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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美國人口資料局。 

2005 年國內出生嬰兒 20.6 萬人，較 1995 年減少 36.8％，生母年齡超過 30 歲所占比率 39.9

％，10 年來增加 9.7 個百分點；產婦第一胎平均生育年齡 27.7 歲，亦提高 1.6 歲。 

出生嬰兒生母年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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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 

附    註：按發生日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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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婚姻家庭 

2005 年底國內 15 歲以上女性人口以有偶（占 53.6％）為主，未婚（31.1％）次之，均低

於男性；女性喪偶占 9.2％，為男性 4倍，主因女性平均壽命較長且再婚率較低（女 12.0�，

男 31.2�）所致；另女性離婚占 6.1％，略高於男性的 5.5％。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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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 

2006 年我國計有 14.3 萬對（28.6 萬人）結婚，與外籍（含大陸、港澳）人士結婚者計 2.4

萬人，其中以大陸（含港澳）籍占 60.2％最多，越南籍占 16.3％次之，二者合占 7 成 7。 

2006 年外籍（含大陸、港澳）配偶之國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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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 



我國男性初婚年齡 10 年來維持在 30-31 歲，女性因東南亞籍新娘人數增加且初婚年齡

（24.7 歲）較低，平均反較 10 年前降低 0.8 歲，介於 26-28 歲間，與日本、新加坡同屬亞洲

地區較晚婚的國家。 

主要國家國家平均初婚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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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聯合國。 

附    註：我國為 2005 年資料，其他國家為 1995-2002 年資料。 

2001 年底國內單親家庭且含未滿 18 歲未婚子女共 28.5 萬戶，按戶長性別觀察，女性戶

長 16.4 萬戶（占 57.5％），其中 2.0 萬戶領取低收入戶津貼。  

2001 年底單親家庭且含未滿 18 歲未婚子女之戶數  

4 

 

未領取生活津貼

領取生活津貼
16.4

萬戶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2.1

2.0

14.4

0.8

11.3

女性戶長 男性戶長

 
資料來源：內政部。 



  
 2003 年已婚生育女性對 3 歲以下子女之主要照顧方式，選擇自己照顧占 69.7％，較

1993 年減少 5.6 個百分點，由父母或親屬照顧者占 22.4％，由褓姆照顧者占 7.4％，10 年來分

別增加 3.4 及 2.0 個百分點。 

已婚生育女性對 3 歲以下幼兒主要照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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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2004 年 15 歲以上女性平日做家事、照顧家人及教養子女比率 75.0％，明顯較男性為高，

女性為家務之主要負責者，惟與 2000 年比較，男性家事參與率之增幅則大於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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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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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 

2005 年我國男、女性平均壽命分別為 75 歲及 81 歲，低於日本 78 歲及 85 歲、新加坡 77

歲及 81 歲，與美國 75 歲及 80 歲相當，高於鄰近之南韓 73 歲及 80 歲、中國大陸 70 歲及 74

歲。 

2005 年主要國家平均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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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美國人口資料局。 

2005 年我國男、女性前 10 大死亡原因均以惡性腫瘤最多，除糖尿病外，男性死亡率皆高

於女性，其中差距最大者為事故傷害、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及自殺，男性死亡率分別為女性之

2.8 倍、2.5 倍及 2.2 倍。 

2005 年每 10 萬人口死亡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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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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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國內 18 歲以上女性吸菸率僅 4.8％，而暴露於家庭二手菸比率 33.5％，略低於男

性之 36.9％。2002 年 15 歲以上女性有嚼檳榔及喝酒習慣者比率分占 1.2％及 23.5％，均較男

性為低；另男、女性運動比率分別為 58.4％及 55.5％，兩性差距不大。 

健康決定因素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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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附    註：吸菸率及暴露於二手菸比率為 2005 年資料，餘為 2002 年資料。 

2000 年我國男、女性需長期照護者分別為 16.8 萬人及 17.0 萬人，其中 65 歲以上高齡者

則分別為 8.3 萬人及 9.9 萬人，分別占男、女性需長期照護者的 49.3％及 58.4％，女性因平均

餘命較長緣故，明顯高於男性。 

2000 年需長期照護者之年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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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4.人身安全 

近年來暴力犯罪受害類型均以搶奪案件居首，其次為強盜案件及強制性交案件，3 者合占

逾 9 成。強制性交及搶奪案件被害人數均以女性居多，2005 年分別占該二類被害人數之 97.8

％及 92.0％；恐嚇取財、故意殺人及重傷害案件則以男性被害人所占比率較高。 

2005 年暴力犯罪被害類型兩性結構 

女性 男性

15.9

20.8

21.6

34.8

39.9

92.0

97.8

75.1

84.1

79.2

78.4

65.2

60.1

8.0

2.2

24.9

0 1

恐嚇取財（ 44人）

故意殺人（1,142人）

重傷害（51人）

擄人勒贖（92人）

強盜（3,352人）

搶奪（8,112人）

強制性交（2,275人）

總計（15,068人）

100 ％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附  註：恐嚇取財係指行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勒索財物者。 

2005 年我國性侵害被害人數 3,296 人，女性占 97.8％，其中以 12-17 歲（占 47.3％）居

多，其次為 18-23 歲（16.5％）及 11 歲以下（11.4％）。犯罪率每 10 萬人口發生 14.2 件，高

於日本 9.8 件，低於新加坡 28.3 件及英國 93.4 件；破獲率 85.0％，高於其他國家。 

主要國家性侵害犯罪率與破獲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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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附  註：我國性侵害（性犯罪）案件包括強制性交（並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及強制性猥褻，各國性犯罪案類係依該國法

律定之。我國資料為 2005 年，餘各國為 2002-2004 年。 



2005 年家庭暴力事件通報 6.2 萬件，與 2000 年家庭暴力防治法施行初期 2.8 萬件相較，

平均每年成長 17.2％，按通報案件類別觀察，主要為婚姻暴力（包括離婚及同居）占 65.3％，

餘依序為兒少保護 14.2％，老人虐待 2.6％。 

2005 年家庭暴力事件通報案件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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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5 年家庭暴力事件通報被害人中女性占 8 成 1，施暴人中男性占 8 成 6。若以年齡別觀

之，被害人以 30-40 歲（占 26.2％）最多， 40-50 歲（19.6％）居次；施暴人方面亦以 30-40

歲（27.2％）及 40-50 歲（25.9％）為主。  

2005 年家庭暴力事件通報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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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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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 

2005 學年各級教育學生性比例以博士、碩士階段 282.6 及 156.4 較大，但男女差距已較

1995 學年縮小。大專院校學生性比例 95.3，與 1995 學年之 100.5 相較，大專院校女學生所占

比例正逐漸增加。 

各級教育學生性比例（女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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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育部。 
 

2005 學年國中、小中途輟學學生合計 7,453 人，較 2004 學年減少 8.8％，其中女學生 3,294

人，所占比率為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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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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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學年我國女性預期在校年數（一生中預期可接受學校教育之年數）為 14.9 年，略高於

男性之 14.8 年，澳洲、英國、美國亦為女性高於男性。2005 年我國 25-34 歲人口具高等教育程

度者，女性為 48.9％，略高於男性之 46.8％，餘則男性高於女性，且隨年齡愈高差距愈大。 

主要國家預期在校年數            2005 年人口具高等教育程度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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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育部、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附  註：我國為 2005 年資料，國際資料為 2001~2004 年。 
 
 

2005 學年女性專任教師比率近 10 年普遍呈增加趨勢，惟教育階段愈高比率漸降，大專校

院女性教師比率降至 3 成 4；而各級教育女性校長均未及 3 成，其中大專院校僅 6.0％。 

2005 學年女性專任教師及女性校長比率 

 
 

 
 
 
 
 
 
 
 

 

 

資料來源：教育部。 



6.就業 

2005 年國內女性勞動力參與率 48.1％，較 1995 年增 2.8 個百分點，惟仍低於男性 67.6％。

我國勞參率由 15-19 歲 9.9％遞增至 25-29 歲 77.7％高峰後漸次下降，與新加坡相近；日、韓

35-44 歲勞參率逐漸回升，曲線呈 M 型，顯示女性有二度就業現象。 

主要國家女性勞動力參與率按年齡組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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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國際勞工組織(ILO)。 

附
 

    註：我國為 2005 年資料，餘各國為 2004 年。 

國內對兩性分工尚有「男主外、女主內」刻板印象。2005 年女性未參與勞動原因以料理

家務占 53.3％為主，但已較 10 年前降低 7.8 個百分點。 

2005 年兩性非勞動力未參與勞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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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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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女性教育程度提升，國內管理及經理人員與專技人員女性比率10年來呈增加趨勢。2005

年我國管理及經理人員女性比率 16％，高於日本、南韓，低於新加坡及美國；另專技人員女

性比率 45％，高於南韓，低於日、美，惟與各國之差距不若前者明顯。 

主要國家管理及經理人員與專技人員女性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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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附
 

    註：我國為 2005 年資料，南韓及美國為 2004 年資料，日本及新加坡為 2003 年資料。 

我國女性勞參率雖持續增加，女性受雇員工每月平均薪資亦由 1995 年 2.8 萬元增至 2005

年 3.8 萬元，但兩性仍存在差距，工業部門女性薪資為男性的 69.2％，服務業部門為 83.1％。 

工業及服務業女性受雇員工平均薪資占男性比率 

％

62.4 63.2 63.8 64.5 65.4 66.3 66.2
67.9 67.9 68.4 69.2

83.182.483.182.4
80.2

77.877.576.676.775.674.6

40

55

70

85

10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工業 服務業

  0

年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7.經濟安全及福利 

2005 年底我國社會保險被保險人數以全民健保 2,231 萬人最多，勞工保險 854 萬人次之，

就業保險 537 萬人再次之；按性別觀察，勞保及全民健保以女性略多，所占比重分別為 50.8

％及 50.4％。 

2005 年底主要社會保險被保險人數及女性比率 

854.1

536.9

164.6
59.1

2,231.5

50.8

48.4 48.6

47.4

50.4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全民健康保險 勞工保險 就業保險 農民健康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

萬人

44

46

48

50

52

％
被保險人數 女性所占比率

 0

 
資料來源：全民健康保險局、勞工保險局、中央信託局。 

2005 年我國 65 歲以上女性高齡者主要經濟來源以子女奉養或配偶提供占 65.5％居多，遠

高於男性 34.5％，其次為可以自食其力者 17.3％，則明顯低於男性 49.2％，顯示我國高齡女

性經濟自主能力較男性差。 

 

2005 年 65 歲以上高齡者主要經濟來源 

子女奉養或配偶提供

自己工作、營業收入、退休撫卹金、保險給付、儲蓄、利息、租金或投資所得

政府救助或津貼

其他

34.5

65.5

49.2

17.3

15.7

16.2 1.0

0.7

0 20 40 60 80 100

男性

女性

％  
資料來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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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會與政治參與 

2005 年底國內志願服務人數 7.9 萬人，其中女性 5.4 萬人（占 68.7％）、男性 2.5 萬人（31.3

％），分別較 1996 年底增加 1.4 倍及 93.5％，人數及增幅均以女性較大；另女性所占比率較

1996 年底 64.0％增 4.7 個百分點，亦明顯高於男性。 

志願服務人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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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 

2005 年底我國公務人員 33.7 萬人，其中女性比率為 36.6％，較 1995 年增加 5.8 個百分點，

若以官職等分，則以委任（含相當職位）的女性比率 41.4％最高，政務人員 11.9％最低；女

性各官職等比率普遍較 10 年前增加，其中以簡任官增加 9 個百分點最多。 

女性公務人員比率 

1995 2005年底 年底

28.5

32.5

30.4

6.4

8.3

30.8

34.4

41.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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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0 20 40 60

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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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任　　　　

政務人員　　

全體公務人員

％

 
資料來源：銓敘部。 



近年國內女性參與公職選舉漸增，女性公職選舉當選比率以台北市市議員 32.7％最高，

其次為縣市議員 26.0％、高雄市市議員 20.5％再次之；縣市長及鄉鎮市長女性當選比率較低，

分別為 8.7％及 7.8％；2006 年高雄市首位女市長當選，餘總統及台北市長尚無女性出任。 

女性公職選舉當選人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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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

北市議員

縣市議員

高市議員

縣市長

鄉鎮市長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2004 年我國女性國會議員比率 22.1％，較 1994 年增加 11.3 個百分點，低於瑞典 45.3％，

高於中國大陸 20.3％、新加坡 18.9％、美國 15.0％、南韓 13.4％及日本 10.7％。 

主要國家女性國會議員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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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聯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立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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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國際性別評比指標 

2004 年我國性別權力測度（GEM）數值 0.692，在全球評比 75 個國家中，位居第 20 名，

在亞洲國家中領先日本（43 名）及南韓（54 名），僅次於新加坡（18 名），居亞洲第二，顯示

國內在保障女性政治參與及強化其經濟獨立努力的成果。 

2004 年性別權力測度（GEM）國際比較 

0.932
0.808

17 

0.707 0.692

0.557
0.502

0.0

0.2

0.4

0.6

0.8

1.0

挪威 美國 新加坡 中華民國 日本 南韓

1 12 18 20 43 54 排名

 
資料來源：UNDP、行政院主計處。 
附  註：UNDP 採用「國會議員女性比率」、「管理及經理人員女性比率」、「專技人員女性比率」及「女性平均每人

GDP 占男性比率」等 4 個統計項目彙編性別權力測度（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用以衡量女性政

經參與及其對決策影響程度；我國數值係依其編算公式帶入國內資料計算而得。 

2004 年我國性別發展指數（GDI）數值 0.924，在全球評比 137 個國家中排名第 23，雖較

美國（8 名）及日本（13 名）為低，但優於南韓（26 名）及中國大陸（65 名），顯示我國在

整體發展同時亦能兼顧兩性均衡。 

2004 年性別發展指數（GDI）國際比較 

0.962 0.946 0.942 0.924 0.905
0.765

0.0

0.2

0.4

0.6

0.8

1.0

挪威 美國 日本 中華民國 南韓 中國大陸

1 8 13 23 26 65 排名

 
資料來源：UNDP、行政院主計處。 
附  註：UNDP 依性別差異分計「零歲平均餘命」、「成人識字率」、「粗在學率」及「按購買力平價計算之平均每人

GDP」後，加權合併計算性別發展指數（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用以測度涵蓋性別因素後之

人類發展狀況；我國數值係依其編算公式帶入國內資料計算而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