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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女性政經參與概況 

一、主管及專技人員 

(一)10 年來我國女性主管比率上升 3.5 個百分點 

112 年女性擔任主管職（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有 10.1 萬人，占

全體主管職之 28.4%，10 年來上升 3.5 個百分點；工業、服務業各 2.7 萬人及

7.4 萬人，分別占各該業主管職之 17.5%及 36.6%。 

112 年女性擔任專技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計 174.9

萬人，占全體專技人員之 48.2%，10 年來略降 0.3 個百分點；工業、服務業

各 33.9 萬人及 140.9 萬人，分別占各該業專技人員之 29.2%及 57.2%。 

表 4-1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之女性人數及占比 
單位：千人 

 

總計 工業 服務業 

人數 占比 
(%) 人數 占比 

(%) 人數 占比 
(%) 

102 年 101 24.95 24 14.24 77 32.88 
112 年 101 28.41 27 17.53 74 36.64 

增減% (百分點) -0.18 (3.47) 9.94 (3.29) -3.59 (3.7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1.102 年及 112 年行業係分別按行業統計分類第 9 次及第 11 次修訂統計；職業係 

按職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統計。 
          2.總計包含農、林、漁、牧業。 
          3.括弧( )內數字係增減百分點。 

 

表 4-2  專技人員之女性人數及占比 
單位：千人 

 

總計 工業 服務業 

人數 占比 
(%) 人數 占比 

(%) 人數 占比 
(%) 

102 年 1,575 48.49 296 29.40 1,278 57.12 
112 年 1,749 48.19 339 29.15 1,409 57.22 

增減% (百分點) 11.05 (-0.30) 14.59 (-0.25) 10.25 (0.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1.102 年及 112 年行業係分別按行業統計分類第 9 次及第 11 次修訂統計。 
          2.職業係按職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統計，專技人員包括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 
          3.總計包含農、林、漁、牧業。 
          4.括弧( )內數字係增減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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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 年來主要國家女性「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和「專技人員」比率 

多上升 

112 年主要國家「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之女性比率以美國 45.7%

為最高，其次為瑞典 43.7%，而我國 28.4%，在亞洲國家中高於南韓之 16.4%、

日本 14.6%，低於新加坡之 39.6%；另女性擔任「專技人員」之比率部分，以

美國 56.5%最高，冰島 55.9%次之，我國 48.2%，在亞洲國家中，低於新加坡

49.1%及南韓 48.8%，略高於日本 48.1%。 

女性擔任「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和「專技人員」之比率可用以

衡量女性政經參與及其決策影響力，我國「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女

性之比率較 102 年上升 3.5 個百分點，「專技人員」女性比率則略降 0.3 個百

分點，主要國家多呈增加趨勢，顯示各主要國家女性政經參與及決策影響力

逐漸提升。 

圖 4-1  主要國家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之女性比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日本－勞働力調查 https://www.stat.go.jp/； 

南韓－https://kosis.kr/eng/；新加坡－http://www.mom.gov.sg/； 
美國－https://www.bls.gov/cps/tables.htm#charemp；其餘－ILOSTA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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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主要國家專技人員之女性比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日本－勞働力調查 https://www.stat.go.jp/； 
南韓－https://kosis.kr/eng/；新加坡－http://www.mom.gov.sg/； 
美國－https://www.bls.gov/cps/tables.htm#charemp；其餘－ILOSTAT Database。 

二、工會幹部及行政機關公務人員 

(一)10 年來女性擔任工會幹部比率上升 

112 年工會幹部（理事、監事）中女性占比為 34.7%，自 103 年起均維持

在 3 成以上，112 年較 102 年上升 6.3 個百分點，性別差距由 102 年之 43.2

個百分點，縮小至 112 年之 30.6 個百分點。 

圖 4-3  工會幹部（理事、監事）性別結構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關係司。 
說  明：( )內數字係工會幹部比率性別差距(男-女，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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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 年來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之女性比率上升，民選首長成長最大 

112 年底我國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中，男、女性各占 60.2% 及 39.8%，性

別差距為 20.3 個百分點，較 102 年底 26.4 個百分點，縮減 6 個百分點。  

近 10 年各類公務人員之女性占比多數呈上升，其中民選機關首長由 102

年底 11.1%增為 112 年底 22.5%，上升 11.4 個百分點；政務人員由 102 年底

18.4%增為 24.6%，上升 6.2 個百分點；簡任（派）由 102 年底 28.1%增為 38.8%，

上升 10.7 個百分點；薦任（派）女性占比則超過男性，112 年底為 55.3%，

較 102 年底 51%上升 4.3 個百分點 ；委任（派）一直以女性居多，112 年底占

比雖較 102 年底下降，仍達 54.9%；而女性法官及檢察官由 102 年底之 41.3%

增為 48.3%，上升 7.1 個百分點；警察人員性別比率較為懸殊，112 年底女性

僅占 12.2%，惟與 102 年底之 6.7%相較，上升 5.5 個百分點。 

表 4-3  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之各官等性別結構 
單位：% 

 
102 
年底 

103 
年底 

104 
年底 

105 
年底 

106 
年底 

107 
年底 

108 
年底 

109 
年底 

110 
年底 

111 
年底 

112 
年底 

總計  
男性 63.18 62.26 61.59 61.18 61.26 61.20 61.21 60.98 60.80 60.48 60.17 

女性 36.82 37.74 38.41 38.82 38.74 38.80 38.79 39.02 39.20 39.52 39.83 

民選首長 
男性 88.94 85.53 84.21 82.02 83.56 82.89 82.74 82.02 81.50 77.19 77.53 

女性 11.06 14.47 15.79 17.98 16.44 17.11 17.26 17.98 18.50 22.81 22.47 

政務人員 
男性 81.58 80.33 80.27 77.98 78.74 76.41 77.43 77.68 77.36 75.66 75.41 

女性 18.42 19.67 19.73 22.02 21.26 23.59 22.57 22.32 22.64 24.34 24.59 

簡任(派) 
男性 71.86 70.43 69.37 68.21 66.99 66.11 65.18 63.47 62.51 61.50 61.18 

女性 28.14 29.57 30.63 31.79 33.01 33.89 34.82 36.53 37.49 38.50 38.82 

薦任(派) 
男性 49.00 47.88 47.13 46.63 46.13 46.46 46.13 45.83 45.55 45.10 44.74 

女性 51.00 52.12 52.87 53.37 53.87 53.54 53.87 54.17 54.45 54.90 55.26 

委任(派) 
男性 42.79 43.04 42.87 43.06 42.98 43.91 44.46 44.54 44.41 44.84 45.08 

女性 57.21 56.96 57.13 56.94 57.02 56.09 55.54 55.46 55.59 55.16 54.92 

雇員 
男性 26.12 26.34 26.13 25.53 28.59 28.49 27.16 27.52 27.91 28.61 29.60 

女性 73.88 73.66 73.87 74.47 71.41 71.51 72.84 72.48 72.09 71.39 70.40 

法官及 
檢察官 

男性 58.75 58.37 57.14 56.67 56.12 55.49 54.74 53.88 53.13 52.34 51.69 

女性 41.25 41.63 42.86 43.33 43.88 44.51 45.26 46.12 46.87 47.66 48.31 

警察人員 
男性 93.30 92.84 92.21 91.52 90.68 89.93 89.19 88.53 88.36 88.09 87.78 

女性 6.70 7.16 7.79 8.48 9.32 10.07 10.81 11.47 11.64 11.91 12.22 
資料來源：銓敍部統計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