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中華民國第5次國家報告 
 

專要文件─附件(初稿) 

 

 

 

 

 

 

 

 

 

 

 

2025年6月 



 

I 
 

目錄 
第 2條 .............................................................. 1 

尚未完成修法之不符合 CEDAW法規 .............................. 1 

第 5條 .............................................................. 4 

性別暴力統計資料 ............................................ 4 

第 6條 .............................................................. 7 

人口販運案件之被害人數及樣態 ................................ 7 

第 7條 .............................................................. 8 

政治與公共領域之重要性別統計 ................................ 8 

第 10條 ............................................................ 10 

教育領域性別職業隔離統計 ................................... 10 

第 11條 ............................................................ 11 

勞動與就業相關統計 ......................................... 11 

第 14條 ............................................................ 12 

農漁牧畜產業組織相關統計 ................................... 12 

第 15條 ............................................................ 13 

遺產繼承與贈與統計 ......................................... 13 

第 16條 ............................................................ 13 

同性伴侶結婚與中止結婚統計 ................................. 13 

 

表目錄 
表 2-1尚未完成修法之不符合 CEDAW法規 ................................ 1 

表 5-1 家庭暴力案件起訴和定罪率等相關統計數據 ....................... 4 

表 5-2 性侵害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 5 

表 5-3 利用權勢性侵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 5 

表 5-4 性騷擾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 6 

表 5-5 跟蹤騷擾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 6 

表 5-6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起訴和定罪率等相關統計數據 ....... 7 

表 6-1 2021年至 2024年人口販運案件統計 .............................. 7 

表 7-1 檢察總長、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人數統計 ................. 8 

表 7-2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數-按性別分 ......................... 9 

表 7-3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數-按性別分 ............... 9 

表 7-4 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數-按性別分 ........................ 9 

表 7-5 中央政府所屬委員會、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董事及監

察人、國營事業董事及監察人組成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之比率 . 10 

表 10-1 大專校院畢業生─各領域人數—按性別分 ....................... 10 

表 10-2 大專校院畢業生─各領域比率—按性別分 ....................... 10 

表 11-1  2020-2024 年性別勞動力勞參率-按年齡別分 .................... 11 

表 11-2  2020-2024 年性別失業率-按年齡別分 .......................... 11 

表 11-3 育嬰留職停薪津貼核付情形件數-按性別分 ...................... 12 

表 16-1 同性結婚暨終止結婚對數 ..................................... 13 

表 16-2 國人與外籍人士同性結婚暨終止結婚對數 ....................... 13 



 

1 
 

第 2條 

尚未完成修法之不符合 CEDAW 法規 

表 2-1 尚未完成修法之不符合 CEDAW 法規 

機關 法規名稱 尚未完成修正理由 

內政部 軍人及其家屬

優待條例 

1. 行政院分別於 2021年 5月 12日、同年 10月 6日、

2022年 3月 14日召開審查會議。 

2. 內政部於 2022 年 11月 7日邀集相關機關(單位)開

會研商並取得共識，並於同年 11月 16日向立法院

說明。 

3. 為續行修法作業，內政部分別於 2024 年 4月 29

日、8月 9日函請相關機關提出意見，並於同年 10

月 21日召開研商會議，國防部針對部分條文尚有不

同意見，於 2025年 1月 7日及 3月 20日補充意

見。 

祭祀公業條例 1. 內政部業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 1號）判決意

旨，重新擬具相關修正條文，並於 2023 年 8 月 18日

報送行政院。 

2. 行政院分別於 2023年 9月 28日、2024 年 2 月 29日

召開審查會議。 

3. 內政部於 2024 年 3月 20日將全案報送行政院續審。 

交通部 交通部郵電事

業人員退休撫

卹條例 

1. 交通部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9 月 13 日將修正草案

函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及於 2022 年 5月 26日

函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助轉陳行政院審議。 

2. 行政院於 2022 年 7月 28日邀集相關機關進行會談，

交通部於 2023 年間多次邀集相關機關(單位)及工會

召開研商會議討論。 

3. 行政院於 2024 年 10 月 9 日召開「離婚配偶經濟平

等議題第 5場研商會議」，請銓敘部依相關法制單位

意見研修退撫法修正草案，後續配合退撫法修法期

程。 

法務部 民法 1. 現行民法第 1057 條有關請求贍養費之規定，以夫妻

「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為

限，始得適用，與 CEDAW 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請求

贍養費不應以當事人無過失為要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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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法規名稱 尚未完成修正理由 

2. 2021 年 11 月 12 日行政院、司法院會銜函請立法院

審議，並於同年 12 月 22 日立法院第 10 屆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第 21 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民法親屬

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僅進行詢答)，惟立法院未完

成審議。 

3. 法務部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意旨，

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召開諮詢會議，並擬具修正草案，

草案於 2025 年 2 月 20 日經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

行政院於同年 2 月 26 日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

審議。 

中華民國刑法 1. 本案為刑法第 288條墮胎罪，法務部刑法研修小組經

討論認無修正之必要。 

2. 本院性平處業於 2014年 5月 15日召開第 18次 CEDAW

法規檢視專案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仍不符合 CEDAW。  

3. 法務部另於 2022 年 3 月 4 日召開墮胎罪研商會議，

未獲得共識。 

4. 法務部已依 2023 年 8 月 29 日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委

員實地考核建議意見，持續蒐集其他歐洲立法例，並

於同年 10月 16日召集會議廣泛蒐集各界意見，另於

2024 年 1 月 30 日、3 月 5 日提至法務部刑法研究修

正小組討論，持續廣泛蒐集各界意見，審慎研議中。 

5. 法務部辦理刑法第 288條修正草案預告，經蒐集各界

意見，於 2024 年 11月 5日撤回墮胎罪草案預告。 

保安處分執行

法 

1. 法務部於 2022 年 5 月 9 日將保安處分執行法修正草

案函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2. 法務部於 2024 年 3 月 25 日邀集相關機關辦理研修

會議，涉及不符合 CEDAW之條文部分，預定刪除。 

衛生福利

福部 

優生保健法 衛生福利部於 2022年 1月 14日預告優生保健法修正草

案（更名為生育保健法），參據預告期間各界回饋意見，

邀集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政府機關(構)代表，召

開數場研商會議，並經衛生福利部優生保健諮詢會及法

規委員會討論通過，刻正辦理報行政院審查事宜。 

優生保健法施 施行細則俟母法修正後一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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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法規名稱 尚未完成修正理由 

行細則 

農業部 農會法 1. 農會法規定農會會員每戶以 1人為限，可能導致女性

無法參與農會會務，進而參與決策，不符合 CEDAW 意

旨。 

2. 農業部積極提升農會行政人員性別平等觀念，辦理性

別平等教育訓練講習，持續宣導性平觀念，期改變農

會決策人員思維。農業部建議維持現行規定及作法。 

3.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2023年 2月 7日及同年 4月 20

日函請農業部儘速修法，另 2024 年 4 月 17 日於該

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亦督促積極修法。 

4.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2025年 2月 20 日經內部討論，

電郵徵詢相關專家學者及性平委員意見，已於同年 4

月 9日將蒐集之意見提供農業部參考。 

農民健康保險

條例 

1.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對被保險人資格規定，因農會法

規定農會會員一戶一人之限制，配偶若非農會會員

得依原戶籍之土地加保，倘遷離戶籍，即喪失保險

資格，不符合 CEDAW意旨。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2023年 2月 7日及同年 4月 20

日函請農業部儘速修法，另 2024 年 4 月 17 日於該

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亦督促積極修法。 

3. 農業部於 2024 年 11 月 20 日修正發布「從事農業工

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

辦法」，修正配偶若非農會會員倘其戶籍遷至不同縣

市，符合規定者仍得繼續參加保險，而非即喪失保險

資格。另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檢視規定尚屬嚴格。 

4.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2025年 2月 20 日經內部討論，

電郵徵詢相關專家學者及性平委員意見，已於同年 4

月 9日將蒐集之意見提供農業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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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條 

性別暴力統計資料 

5.1 2021年至2023年警察機關移送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總計1萬7,814件(2024年資

料尚在統計中)，以親密關係暴力最多(占45.4%)，其次依序為其他家庭成員

間暴力(占35.3%)。全國各警察機關2024年受(處)理計2,806件跟蹤騷擾案件，

其中一般關係案件1,799件(占64.11%)，家庭成員或親密關係家庭暴力跟騷

案件1,007件(占35.89%)，其中核發書面告誡1,728件，超過8成以上相對人

經警察機關書面告誡後，已停止騷擾行為。【內政部】 

5.2 親密關係受暴率：2021年至2024年本國籍非原住民女性人口之平均受暴率為

0.47%、外籍女性人口之平均受暴率為0.75%等，大陸籍女性人口之平均受暴

率為0.38%、原住民女性人口之平均受暴率為1.35%。另有關身心障礙女性人

口之平均受暴率為0.15%。 

5.3 家庭暴力 

(a) 家庭暴力統計：2021年至2024年地方法院新收緊急、暫時及通常保護令件

數，計為458件、11,069件、88,689件。其中核發民事保護令之主要被害人

為女性者為78.4%、主要相對人為女性為14.04%。2021年至2024年地方法院

每年每件平均核發暫時保護令處理日數，較2020年(18.97天)所需日數少。

【內政部】（請司法院補充2024年核發暫時保護令處理日數） 

(b) 家庭暴力被害人數：2021年至2024年各為53,408人、56,497人、60,856人

及63,122人；其中女性被害人分年各為41,809人(78.3%)、43,255人

(76.6%)、45,709人(75.1%)及46,267人(73.3%)。 

(c) 家庭暴力案件起訴與定罪率統計 

表 5-1 家庭暴力案件起訴和定罪率等相關統計數據 

（單位：人、％） 

年度 偵查終結人數 起訴人數 起訴率 
執行裁判確定

有罪人數 
定罪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1 11,468 2,888 4,793 787 41.8 27.3 3,119 391 97.0 93.3 

2022 13,523 3,571 5,655 922 41.8 25.8 4,192 584 96.6 93.0 

2023 13,875 3,646 5,798 1,028 41.8 28.2 4,615 627 96.8 91.9 

2024 15,390 4,277 6,259 1,081 40.7 25.3 4,611 679 96.0 91.5 

資料來源：法務部 

備註：定罪率=有罪人數/ (有罪人數+無罪人數)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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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性侵害 

(a)性侵害受暴率：2021年至2024年整體女性平均性侵害受暴率為0.06%，其中

本國籍非原住民女性人口之受暴率為0.05%至0.06%、外籍女性人口之受暴

率為0.25%至0.33%，大陸籍女性人口之受暴率為0.01%、原住民女性人口之

受暴率為0.17%至0.21%。另身心障礙女性人口之受暴率為0.12%至0.15%，

換言之，身心障礙女性受暴率為一般女性之2.5倍。 

(b)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數：2021年至2024年之性侵害被害人數各為7,787、

8,401、9,413及9,230人，其中女性被害人數分年各為6,406、6,982、7,698

及7,572人，約占整體82.28%。 

(c)性侵害案件裁判結果：2021年至2024年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性侵害案件，

被告判有罪者，分別為1,319人、1,456人、1,391人、1,457人。 

(d)性侵害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表 5-2 性侵害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單位：人、％） 

年度 偵查終結人數 起訴人數 起訴率 
執行裁判確定

有罪人數 
定罪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1 4,635 100 1,726 22 37.2 22.0 1,408 10 88.3 71.4 

2022 5,094 109 1,749 19 34.3 17.4 1,588 18 89.6 90.0 

2023 5,374 98 1,787 25 33.3 25.5 1,545 14 88.7 87.5 

2024 5,671 105 1,905 18 33.6 17.1 1,457 18 89.9 94.7 

資料來源：法務部 

備註：定罪率=有罪人數/ (有罪人數+無罪人數) × 100%。 

(e)2021年至2024年權勢性侵害案件，包含親屬關係、職場關係、師生關係、

機構人員等，其被害人數占整體性侵害案件17.32% 

(f)利用權勢性侵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表 5-3 利用權勢性侵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單位：人、％） 

年度 偵查終結人數 起訴人數 起訴率 
執行裁判確定

有罪人數 
定罪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1 115 5 24 - 20.9 - 23 - 69.7 - 

2022 117 4 24 - 20.5 - 37 - 94.9 - 

2023 147 - 37 - 25.2 - 33 - 80.5 - 

2024 156 4 32 - 20.5 - 31 - 88.6 - 

資料來源：法務部 

備註：定罪率=有罪人數/ (有罪人數+ 無罪人數) × 100%。 

 



 

6 
 

5.5 性騷擾 

(a) 2021年至2024年各相關機關(單位)依《性騷擾防治法》受理性騷擾申訴案

件，分別為1,721件、2,086件、2,650件、6,260件。 

(b) 性騷擾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表 5-4 性騷擾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單位：人、％） 

年度 偵查終結人數 起訴人數 起訴率 
執行裁判確定

有罪人數 
定罪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1 1,214 36 370 3 30.5 8.3 176 2 96.2 100.0 

2022 1,437 54 423 5 29.4 9.3 263 2 93.9 100.0 

2023 1,807 57 519 7 28.7 12.3 240 4 93.8 100.0 

2024 2,100 82 562 10 26.8 12.2 335 3 95.7 100.0 

資料來源：法務部 

備註：定罪率=有罪人數/ (有罪人數+無罪人數) × 100%。 

 

(c) 學校教職員工知悉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騷擾事件即應於24小時內完成通

報，通報事件尚須經申請調查或檢舉，再交由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處理。2021-2024校園性騷擾事件之通報及調查屬實件數分別為（年/通

報/屬實）：2021/10,493件/2,058件（19.6％）、2022/12,248件/2,310件

（18.9％）、2023/18,189件/3,093件（17％）、2024/21,034件/2,911件

（13.8％）。【教育部】 

(d) 勞動部建置「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彙整性騷擾防治事件資料，2024

年（3-12月）通報申訴件數共計1,577件。【勞動部】 

 

5.6 跟蹤騷擾統計：2022年施行《跟蹤騷擾防制法》，法院自2022年6月至2024

年底，計新收432件，女性被害人占72.02%，被告判決有罪確定者，計有393

人。 

表 5-5 跟蹤騷擾案件起訴和定罪率之性別統計 

（單位：人、％） 

年度 偵查終結人數 起訴人數 起訴率 
執行裁判確定

有罪人數 
定罪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2年 

6-12月 
366 44 76 7 20.8 15.9 4 - 100.0 - 

2023年 1,258 216 270 45 21.5 20.8 101 13 98.1 100.0 

2024年 1,268 255 301 47 23.7 18.4 180 32 9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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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 

備註： 

(1) 《跟蹤騷擾防制法》於 2021 年 12月 1日公布，2022年 6月 1 日施行，資料自 2022年 6

月起建置。 

(2) 定罪率=有罪人數/ (有罪人數+無罪人數) × 100%。 

 

5.7 性影像 

(a)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2023年修正公布刑法增訂第二十八章之一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影像罪」章名，2023年至2024年地方法院刑事第

一審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被告判有罪者，分別為39人及227人，以6個

月以下刑度居多。 

表 5-6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起訴和定罪率等相關統計數據 

（單位：人、％） 

年度 偵查終結人數 起訴人數 起訴率 
執行裁判確定

有罪人數 
定罪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3年 

2-12月 
326 31 163 14 50.0 45.2 12 - 100.0 - 

2024年 1,279 114 528 30 41.3 26.3 177 10 98.9 100.0 

資料來源：法務部 

備註： 

(1) 《中華民國刑法》於 2023年 2月 8 日修正公布增訂第 28 章之 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

像罪」，資料自 2023年 2月起建置。 

(2) 定罪率=有罪人數/ (有罪人數+無罪人數) × 100%。 

(b)性影像處理中心2024年共受理1,928件民眾申訴移除性影像案件，完成移

除（下架）計1,718件，移除成功率達89.11%；被害人共1,040人，其中男

性計344人(33.08%)、女性計696人(66.92%)。 

 

第 6條 

人口販運案件之被害人數及樣態 

6.1 有關2021年至2024年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人口販運案件之被害人數及樣態

統計數據，包含性別、國籍別、年齡別及被害人樣態之類別，人口販運案件

統計數據詳如附表6-1。【內政部】 

表 6-1 2021 年至 2024 年人口販運案件統計 

單位：人 

 性別 國籍別 年齡別 被害人樣態 

年度 被害

總人

數 

女性

人數 

男性

人數 

本國

籍人

數 

非本國

籍人數 

滿 18

歲 

未滿

18 歲 

勞動剝削

被害人數 

性剝削

被害人

數 

器官摘

取被害

人數 

2021 232 182 50 122 110 131 101 61 1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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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國籍別 年齡別 被害人樣態 

年度 被害

總人

數 

女性

人數 

男性

人數 

本國

籍人

數 

非本國

籍人數 

滿 18

歲 

未滿

18 歲 

勞動剝削

被害人數 

性剝削

被害人

數 

器官摘

取被害

人數 

2022 379 170 209 294 85 284 95 265 113 1 

2023 307 180 127 244 63 204 103 177 121 9 

2024 191 120 71 122 69 108 83 92 98 1 

資料來源：內政部（彙整相關機關統計數據製成） 

備註：有關器官摘取被害人數，因該相涉案件均屬於未遂情節，並無確實遭摘取器官。 

 

第 7條 

政治與公共領域之重要性別統計 

7.1 2024年上市櫃公司女性董事占18.71%，較2020年14.13%增加4.58個百分點；

2022年起上市櫃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2024年上市櫃公司女性審

計委員占19.88%，較2022年14.79%增加5.09個百分點。【金管會】 

7.2 2021 至 2024 年女性大法官人數比率由 26.7%提高至 50%，同期間女性法官

人數比率由 51.5%提高至 52.6%，各法院法官以外其他人員，女性人數比率

由 58％提高至 58.7％。【司法院】 

7.3 各檢察機關檢察官、主任檢察官、檢察長、檢察總長人數統計，自 2021至

2024 年，各類人員女性總人數逐年提升，由 40.30%提升至 43.42%；又

2021 年女性檢察長及主任檢察官 64人，至 2024年提升為 73 人。【法務

部】 

 

表 7-1 檢察總長、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人數統計 

單位：人 

年度\類別 合計 檢察總長 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 

總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2021 人

數 

1,402  837  565  1 0 21 6 135 58 680 501 

比

率 

- 59.70% 40.30% 100.00% - 77.78% 22.22% 69.95% 30.05% 57.58% 42.42% 

2022 人

數 

1,413  831  582  1 0 22 6 134 57 674 519 

比

率 

- 58.81% 41.19% 100.00% - 78.57% 21.43% 70.16% 29.84% 56.50% 43.50% 

2023 人

數 

1,420  813  607  1 0 21 7 130 61 661 539 

比

率 

- 57.25% 42.75% 100.00% - 75.00% 25.00% 68.06% 31.94% 55.08% 44.92% 

2024 人

數 

1,437  813  624  1 0 22 6 125 67 665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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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類別 合計 檢察總長 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 

總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比

率 

- 56.58% 43.42% 100.00% - 78.57% 21.43% 65.10% 34.90% 54.69% 45.31% 

資料來源：法務部 

7.4 2024 年立法委員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 41.6%(表 7-2)，與 2020 年相同。

2022 年直轄市長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 16.7%(表 7-3)，與 2018 年相同；縣

(市)長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 56.3%，較 2018年增加 18.8個百分點。2022

年村(里)長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 19.2%(表 7-4)，較 2018年增加 2.5個百

分點，顯示我國女性參政率持續成長。【中選會】 
 

表 7-2 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數-按性別分 

單位：人 

年別 選舉別 
候選人 當選人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2024 

總計 505 298 207 113 66 47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

法委員選舉 

177 83 94 34 16 18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 309 203 106 73 47 26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19 12 7 6 3 3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表 7-3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數-按性別分 

單位：人 

年別 選舉別 
候選人 當選人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2022 直轄市長選舉 30 22 8 6 5 1 

2022 縣(市)長選舉 64 48 16 16 7 9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表 7-4 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數-按性別分 

單位：人 

年別 選舉別 
候選人 當選人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2022 村(里)長選舉 14021 11236 2785 7740 6253 1487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7.5 行政院自 2019 起將「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性別平等」列為性別平等重要

議題之一，2023 年中央政府所屬委員會組成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者達 97.4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及國營事業董(監)事組成符合三

分之一性別比例之達成率部分，財團法人董事為 81.1％、監察人(監事)91％；

國營事業董事 66.7％、監察人(監事)83.3％，均較 4 年前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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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中央政府所屬委員會、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國營事業

董事及監察人組成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之比率 

單位：％ 

年 
中央政府所屬委

員會委員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

財團法人 
國營事業 

董事 監察人(監事) 董事 監察人(監事) 

2020 88.5 66.4 84.4 25 58.3 

2021 93.9 70.5 86.5 58.3 83.3 

2022 96.2 73.0 87.3 66.7 83.3 

2023 97.4 81.1 91 66.7 83.3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第 10條 

教育領域性別職業隔離統計 

表 10-1 大專校院畢業生─各領域人數—按性別分 

單位：人 

 

學科領域別 
2023 年(112 學年) 2022 年(111 學年) 2021 年(110 學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263,063 126,323 136,740 274,870 131,746 143,124 283,687 136,339 147,348 

教育 7,677 2,247 5,430 7,636 2,393 5,243 7,929 2,455 5,474 

藝術及人文 37,153 12,079 25,074 39,436 12,908 26,528 41,788 13,589 28,199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12,377 4,703 7,674 12,720 4,929 7,791 12,659 4,781 7,878 

商業、管理及法律 52,367 20,999 31,368 55,603 22,149 33,454 58,056 23,583 34,473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14,191 7,727 6,464 14,085 7,906 6,179 14,259 7,800 6,459 

資訊通訊科技 19,625 13,631 5,994 19,640 13,787 5,853 20,370 14,510 5,860 

工程、製造及營建 57,643 45,330 12,313 58,505 46,417 12,088 58,993 47,141 11,852 

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 3,797 1,994 1,803 3,899 1,992 1,907 3,826 2,098 1,728 

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 34,066 7,619 26,447 35,015 7,587 27,428 35,287 7,886 27,401 

服務 23,879 9,862 14,017 28,126 11,600 16,526 30,343 12,423 17,920 

其他 288 132 156 205 78 127 177 73 104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 10-2 大專校院畢業生─各領域比率—按性別分 

單位：% 

學科領域別 
2023 年(112 學年) 2022 年(111 學年) 2021 年(110 學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教育 
          

2.9  

          

1.8  

          

4.0  

          

2.8  

          

1.8  

          

3.7  

          

2.8  

          

1.8  

          

3.7  

藝術及人文 
       

14.1  

          

9.6  

       

18.3  

       

14.3  

          

9.8  

       

18.5  

       

14.7  

       

10.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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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領域別 
2023 年(112 學年) 2022 年(111 學年) 2021 年(110 學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社會科學、新聞

學及圖書資訊 

          

4.7  

          

3.7  

          

5.6  

          

4.6  

          

3.7  

          

5.4  

          

4.5  

          

3.5  

          

5.3  

商業、管理及法

律 

       

19.9  

       

16.6  

       

22.9  

       

20.2  

       

16.8  

       

23.4  

       

20.5  

       

17.3  

       

23.4  

自然科學、數學

及統計 

          

5.4  

          

6.1  

          

4.7  

          

5.1  

          

6.0  

          

4.3  

          

5.0  

          

5.7  

          

4.4  

資訊通訊科技 
          

7.5  

       

10.8  

          

4.4  

          

7.1  

       

10.5  

          

4.1  

          

7.2  

       

10.6  

          

4.0  

工程、製造及營

建 

       

21.9  

       

35.9  

          

9.0  

       

21.3  

       

35.2  

          

8.4  

       

20.8  

       

34.6  

          

8.0  

農業、林業、漁業

及獸醫 

          

1.4  

          

1.6  

          

1.3  

          

1.4  

          

1.5  

          

1.3  

          

1.3  

          

1.5  

          

1.2  

醫藥衛生及社會

福利 

       

12.9  

          

6.0  

       

19.3  

       

12.7  

          

5.8  

       

19.2  

       

12.4  

          

5.8  

       

18.6  

服務 
          

9.1  

          

7.8  

       

10.3  

       

10.2  

          

8.8  

       

11.5  

       

10.7  

          

9.1  

       

12.2  

其他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第 11條 

勞動與就業相關統計 

表 11-1  2020-2024 年性別勞動力勞參率-按年齡別分 

單位： %  

年別 總計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歲 

以上 

男

性 

2020 67.24 10.50 61.28 94.65 98.12 97.46 93.33 93.06 87.12 71.43 51.87 13.82 

2021 66.93 9.97 59.78 93.16 97.32 97.56 94.13 93.19 86.76 72.99 52.22 13.81 

2022 67.14 10.21 58.79 93.61 97.66 98.08 94.90 94.75 87.89 73.40 53.59 14.06 

2023 67.05 10.45 59.67 93.79 96.87 97.18 95.47 94.25 88.73 75.05 53.94 14.16 

2024 67.08 10.48 61.98 93.86 97.01 97.92 95.84 94.12 89.35 76.21 54.95 14.27 

女

性 

2020 51.41 8.12 56.66 90.47 87.16 81.98 76.23 75.63 63.74 44.31 24.50 4.55 

2021 51.49 7.81 57.90 89.87 86.04 81.90 77.35 76.09 64.44 45.42 25.99 5.32 

2022 51.61 7.52 59.28 89.53 86.78 82.81 78.55 75.91 65.26 46.60 26.50 5.94 

2023 51.82 7.41 58.35 88.97 88.07 84.41 79.27 77.03 66.26 47.70 28.14 6.40 

2024 51.95 8.12 58.97 89.83 88.04 87.07 80.35 76.51 68.09 49.00 29.42 6.3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表 11-2  2020-2024 年性別失業率-按年齡別分 

單位： %  

年別 總計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歲 

以上 

男

性 

2020 3.92 5.74 12.00 6.44 3.72 3.22 3.21 2.59 2.86 2.54 2.38 0.36 

2021 3.98 6.88 12.62 6.64 3.91 3.07 3.26 3.01 2.82 2.45 1.88 0.85 

2022 3.68 6.58 11.72 6.41 3.89 2.91 2.69 2.77 2.66 2.37 1.80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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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總計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歲 

以上 

2023 3.49 7.98 10.92 6.41 3.75 2.79 2.86 2.51 2.38 2.10 1.59 0.49 

2024 3.37 9.48 11.26 5.97 3.43 2.82 2.33 2.63 2.12 2.24 1.86 0.66 

女

性 

2020 3.76 11.59 12.13 6.56 3.61 2.98 2.40 2.15 1.64 1.44 2.25 0.49 

2021 3.92 11.28 12.41 6.53 3.63 2.93 2.36 2.40 2.17 2.32 2.86 0.76 

2022 3.64 11.88 13.01 5.84 3.48 2.80 2.30 2.14 1.64 2.09 2.01 0.57 

2023 3.47 9.02 12.62 5.53 3.59 2.50 2.03 2.40 1.64 2.31 1.92 0.63 

2024 3.40 7.34 12.00 5.76 3.27 2.33 2.60 2.27 2.16 1.77 1.47 0.6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表 11-3 育嬰留職停薪津貼核付情形件數-按性別分 

項目 

年別 

初次核付人數(人) 

核付件數(件) 
總計 

男性 女性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2020 76,711 14,241 18.56% 62,470 81.44% 416,372 

2021 82,409 16,472 19.99% 65,937 80.01% 422,387 

2022 92,062 23,470 25.49% 68,592 74.51% 490,573 

2023 90,025 23,168 25.74% 66,857 74.26% 472,462 

2024 93,587 25,282 27.01% 68,305 72.99% 490,698 

資料來源：勞動部。 

 

第 14條 

農漁牧畜產業組織相關統計 

14.1 2024年臺灣地區農業就業人口49.4萬人，女性15萬人(占30.4%，較2021年

增加2.9個百分點)；2021年至2024年我國女性持有農業用地之人數比率，

由33.1%逐年增至34.4%，主要係因教育與性別平權觀念日漸開放，女性在

經濟及繼承權等各方面均有所提升。【內政部】 

14.2 2017年、2021年漁會女性理監事分別占4.6%、6.4%，女性占比增加1.8%。【農

業部】(請農業部分別說明女性理事與監事之增減情形) 

14.3 2021年農會屆次改選後，全國302家農會，女性理事達1/3共4家占1.32%，女 

性理事人數由97人增加至135人，較上屆增加39.2%；女性監事達1/3共33家

占10.93%，女性監事人數由27人增加至48人，較上屆增加77.8%；女性常務

監事11人。 (請農業部補充上屆改選之女性常務監事人數及相較情形) 

14.4 2024年度全國性家畜禽產業團體擔任主管職女性人數共13人(占48%)。【農

業部】(請農業部補充2021年之畜禽團體主管職女性人數及相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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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條 

遺產繼承與贈與統計 

15.1 《遺產及贈與稅法》係就被繼承人財產或贈與人贈與之財產，分別課徵遺

產稅或贈與稅。依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核定遺產稅或贈與稅案件統計，2023

年國人女性拋棄繼承人數占全部拋棄繼承人數比率55％，較2020年55.5％

微幅下降；國人女性受贈人數占全部受贈人數比率為41.3％，較2020年39.9

％，呈微幅上升趨勢。【財政部】 

 

第 16條 

同性伴侶結婚與中止結婚統計 

16.1 2021年至 2024 年同性結婚對數分別為 1,856對、2,477對、3,199對及

3,205對，終止同性結婚登記對數分別為 508對、612對、781 對及 926

對，皆呈上升趨勢(如表 16-1)。另國人與外籍人士同性結婚對數分別為

62對、98對、526對及 470對，終止同性結婚對數分別為 4 對、8對、6

對及 11對(如表 16-2)。【內政部】 

表 16-1 同性結婚暨終止結婚對數 

單位：對 

年別 
同性結婚 終止結婚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2021 1,856  535  1,321  508  126  382  

2022 2,477  685  1,792  612  158  454  

2023 3,199  1,052  2,147  781  204  577  

2024 3,205  1,024  2,181  926  239  687  

 

表 16-2 國人與外籍人士同性結婚暨終止結婚對數 

單位：對 

年別 
同性結婚 終止結婚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2021 62 47 15 4 1 3 

2022 98 70 28 8 5 3 

2023 526 282 244 6 2 4 

2024 470 198 272 11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