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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111 年底公教人員計 4,810 人，占本市總人口 36 萬

1,526 人之 1.33%，男、女性分別為 2,312 人、2,498 人，分占 48.07%、51.93%，

女性多於男性。102 年底至 110 年底公教人員數呈現遞減趨勢，至 111 年底增加，

較 110 年底 4,726 人增加 84 人（或 1.78%），其中男性 1.18%，女性增加 2.34%。 

歷年公教人員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本市 111 年底簡任及薦任公教人員計 955 人，男、女性分別為 409 人、546

人，分占 42.83%、57.17%，較 103 年 861 人增加 94 人（或 10.92%），其中男性

增加 7.92%，女性增加或 13.28%。111 年底校長及教師人數計 1,977 人，男、女

性分別為 585 人、1,392 人，較 103 年底 2,376 人減少 399 人（或 16.79%），其中

男性減少 18.30%，女性減少 16.14%。近十年簡任及薦任公教職員數呈上升趨勢，

校長及教師人數則自 103 年底至 110 年底逐年下降，至 111 年底增加。 

歷年簡任及薦任公教人員數、校長及教師人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說    明：教師係指專任老師；102 年以前資料尚無性別統計。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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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人數計 147 人，男、女性分別為 88 人、59

人，較 102 年增加 3 人（或 2.08%）。111 年性比例為 149.15。近十年性比例皆為

149.15 以上，其中又以 104 年 247.62 為最高。 

歷年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人數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處。 

 

本市 111 年里長當選人數計 157 人，男、女性分別為 120 人、37 人，女性里

長當選比率占 23.57%。歷次里長選舉皆以男性當選人比率較高，女性里長當選

人比率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111 年女性里長當選比率較 103 年 19.11%增加 4.46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參政比率逐漸提升。 

 

歷年里長當選人數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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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工會幹部數計 1,960 人，男、女性分別為 1,134 人、826 人，男性

多於女性，性比例為 137.29。106 年至 111 年工會幹部人數兩性皆呈現遞增趨勢，

男性增加 8.72%、女性增加 15.20%。 

 

歷年工會幹部數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處。 

    說    明：本市自 106 年資料期起統計本項性別統計指標。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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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勞動力人口男性約為 10 萬 2 千人，女性約為 8 萬人；勞動力參

與率男性為 64.5%，女性為 49.0%。歷年來男性勞動力人口、勞動力參與率皆高

於女性，兩性勞動力參與率近年皆較為平穩，男性介於 64.3%至 66.7%之間，女

性則介於 47.0%至 49.0%之間。另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111 年為 15.5 個百分

點，較 102 年 16.9 個百分點減少 1.4 個百分點。 

歷年勞動力概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本市 111 年就業者中，男性從事農林漁牧業所占比率為 0.5%，女性為 0.1%；

從事工業者男性為 21.1%，女性為 9.2%；從事服務業者男性為 34.4%，女性為

34.8%。與 102 年相較，男性從事工業所占比率減少 0.4 個百分點，從事服務業

所占比率減少 0.2個百分點；女性從事農林漁牧業者所占比率增加 0.1個百分點，

從事工業所占比率增加 1.8 個百分點，從事服務業所占比率減少 1.2 個百分點。 

就業者行業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說    明：因就業人數統計單位為千人，故此比率為概約值供參。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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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111年各教育程度別失業率，國（初）中、高中（職）、研究所為男性高

於女性，其餘為女性高於男性。男性及女性皆以大學者失業率最高，分別為6.3%、 

6.7%。另國（初）中失業率男性較女性高3個百分點，為各教育程度別兩性差異

最大者；大學失業率女性較男性高0.4個百分點，為差異最小者。 

 

111 年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本市 111 年男、女及總失業率皆為 3.8%；111 年總失業率與 102 年相比較低，減

少 0.4 個百分點。102 年至 110 年男性失業率皆大於女性失業率，103 年相差最

大，差距 1.6 個百分點。 

 

歷年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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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底身心障礙人口數為 2 萬 1,341 人，較 102 年底 2 萬 425 人增加

916 人（或 4.48%）；各類障礙等級人口數均為男性多於女性，而兩性均以輕度身

心障礙人數最多，分別為男性 4,870 人、女性 3,901 人，中度障礙居次，而極重

度身心障礙人口數為最少。 

身心障礙人口數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處、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本市 111 年底列冊低收入戶計 5,006 人，占本市總人口 36 萬 1,526 人之

1.38%，較 102 年底 6,105 人減少 1,099 人，其中男性減少 220 人，女性減少 879

人。另就性比例觀察，非靠救助無法生活之第一款及第二款歷年來性比例皆大於

100 

歷年低收入戶人口數及性比例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處、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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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底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數為 5,780 人，男性 1,725 人，女性 4,055

人，分占 29.84%、70.16%，以女性居多。111 年底男性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較 102 年底增加 768 人（或 80.25%），女性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較 102 年底

增加 364 人（或 9.86%）。 

 

歷年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數及性比例 

    資料來源：勞動統計查詢網。 

 

本市 111 年底獨居老人數為 1,214 人，男性為 513 人，占男性老年人口比率

為 1.69%；女性為 701 人，占女性老年人口比率為 1.89%。 

 

歷年獨居老人人數及比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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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底平均每戶郵政儲金結存金額，男性為 15.67 萬元，女性為 23.26

萬元，分別較 102 年底增加 3.04 萬元及 4.01 萬元，增加幅度各為 24.07%及

20.83%，男性增加幅度較大。就歷年資料觀之，女性郵政儲金結存金額皆大於男

性，111 年底兩性間差距 7.59 萬元為近十年來最高。 

 

歷年平均每戶郵政儲金結存金額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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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中，按性別及婚姻結構分，男性有偶者占

47.21%、女性有偶者占 44.79%，分別較 102 年底減少 0.93 個百分點及 1.52 個百

分點；各結構比例中，十年來增加最多的為離婚比率，男性離婚比率增加 1.72 個

百分點，女性離婚比率增加 1.98 個百分點。另因女性平均壽命大於男性，致女性

喪偶率 111 年底遠高於男性 9.81 個百分點。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內政部統計處。 
 

本市 111 年底新住民人數達 1 萬 705 人，按性別觀察，女性占 92.48%，男

性僅占 7.52%，顯示以女性居多；若按國籍觀之，女性以大陸、港澳籍占 73.21%

最多，其次為越南籍 18.66%，男性亦以大陸、港澳籍為主，占 67.08%，而日本

籍 4.84%位居第二（其他國家除外）。 

111 年底新住民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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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數為 32 萬 5,944 人，男性為 16 萬 1,551 人，女

性為 16 萬 4,393 人，各占 49.56%、50.44%；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兩性均以

高中（職）所占比率最高，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者男性多於女性；近年來大

學及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正向成長，其餘則為負向成長。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內政部統計處。 

 

本市 111 學年度幼兒園人數為 7,733 人，男性 4,010 人，女性 3,723 人，皆

較 110 學年度減少，其中男性減少 129 人，女性減少 99 人。另從性比例加以分

析，本市 111 年底總人口性比例 99.17，而幼兒園性比例達 107.71，較總人口性

比例高出 8.54 個百分點，顯示幼兒園男性人口所占比率較高。 

歷年幼兒園幼生數 

  

 

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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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別為 661 人、1,137 人，

各占全市國中、小學生之 8.65%、7.04%。就性別觀之，111 學年度國中、小學生

人數皆為男性多於女性。國中學生人數自 106 學年度起逐年遞減，而國小學生人

數近十年呈下降趨勢。 

歷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本市 111 年樂齡學習中心參與人次計 5 萬 3,561 人次，其中男、女性分別為

1 萬 2,665 人次及 4 萬 896 人次，分占 23.65%、76.35%，女性多於男性。自 102

年至 111 年男性減少 1 萬 5,271 人次（或 54.66%）；女性減少 8,087 人次（或

16.51%）。 

歷年樂齡學習中心參與人次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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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府強化通報網路及支援措施，鼓勵受暴者報案以尋求協助，近年家庭

暴力通報被害人數呈增加趨勢，本市 111年通報之家庭暴力被害者人數 2,179人，

加害者人數 2,090 人；女性被害人約為男性之 1.70 倍；男性加害人約為女性 2.10

倍。 

歷年家庭暴力被害人與加害人性別結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性侵害犯罪方面，以往被害人常因擔心被報復或羞愧而未報案，惟隨通報制

度強化，且民眾觀念逐漸改變，越來越勇於舉報尋求協助。本市 111 年性侵害犯

罪通報件數 281 件，較 102 年減少 29 件；其中被害人均以女性居多，102 年至

111 年間，女性被害人比率皆高達 79.10%以上。 

歷年性侵害通報件數及女性被害人比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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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全般刑事案件嫌疑犯人數，男性為 4,842 人，女性為 1,451 人，

性比例為 333.70，表示男性嫌疑犯人數約為女性 3.3 倍。111 年被害人數男、女

性分別為 2,878 人、2,417 人，近十年來被害人均是男性多於女性。 

 

歷年全般刑事案件被害人數及嫌疑犯性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統計處。 

 

本市 111年底消防人力為 281人，其中男性 248人，女性 33人，分占 88.26%、

11.74%，顯示消防人力仍以男性為主。102 年底至 111 年底消防人數女性占比介

於 11.74%至 15.02%之間。 

歷年消防人力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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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男性為 202 人，女性為 43 人，男性

人數約為女性 4.7 倍。111 年男姓少年嫌疑犯主要涉及案類別為妨害秩序（占

28.22%）、傷害（占 11.88%）、竊盜及詐欺背信（各占 8.91%）；女性則為詐欺背

信（占 20.93%）、竊盜及妨害秩序（各占 16.28%）。 

 

111 年刑事案件少年嫌疑犯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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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金字塔觀察本市人口之年齡與性別結構，102 年底呈現以青壯年人口

為主之「燈籠型」，惟由於 102 年底至 111 年底間老年人口持續增多，111 年底老

年人口比率增加，逐漸趨向倒三角形發展。且近年幼年人口大幅減少，依據國家

發展委員會之人口推估報告，未來仍然維持高齡少子女化的趨勢。 

人口金字塔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內政部統計處。 

 

本市 102 年底至 111 年底間，幼年人口和青壯年人口性比例變動幅度不大，

各年均大於 100，顯示這兩類人口男性仍大於女性，惟總人口及老年人口性比例

皆呈下降趨勢，尤其以老年人口降幅最為明顯。107 年底起，總人口性比例小於

100，顯示女性人數開始轉變成多於男性。 

歷年靜態人口性比例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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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111年遷入人口與遷出人口均以女性居多，性比例分別為85.72和86.93，

102 年至 111 年變動幅度不大；111 年出生人口性比例為 116.29，男性出生率約

為女性的 1.16 倍；死亡人口亦以男性居多，性比例為 129.76，男性死亡率約為

女性的 1.30 倍。  

 

歷年動態人口性比例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內政部統計處。 

 

本市 111 年底單獨生活戶共 6 萬 1,832 戶，總戶數較 102 年底 5 萬 2,332 戶

增加 9,500 戶；戶長性比例從 102 年底 105.91 降至 111 年底 100.64，除 103 年底

及 109年底較前一年底增加外，近年大致呈遞減趨勢。雖目前戶長仍以男性居多，

惟女性戶長亦逐漸增加，顯示女性有愈來愈獨立之跡象。 

歷年單獨生活戶概況 

    資料來源：本府民政處、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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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產婦（35 歲以上）孕期與生產風險較高，亦有較大機率產下畸形胎兒。

就第一胎生母年齡觀察，本市 111 年生母年齡在 35 歲以上、30 歲至 34 歲及未

滿 30 歲分占 28.36%、35.48%及 36.17%，平均約每 4 位第一胎生母就有 1 位為

高齡產婦。相較於 102 年所占比率，以 35 歲以上變動幅度最大，增加 4.82 個百

分點。 

歷年產婦生第一胎年齡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說    明：按發生日期統計。 

 

本市 102 年至 111 年間，30-34 歲為最主要生育年齡層，呈現不穩定的變動

狀態；25-29 歲除 110 年有小幅度回升外，自 105 年起呈下降趨勢。40-44 歲年齡

層生育率近十年則呈上升趨勢，顯示高齡產婦正逐漸增加中。 

歷年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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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底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男性為 136 人，女性為

516 人，男性人數較 102 年底增加 42 人。111 年底性比例為 26.36，與 102 年底

17.90 相較增加 8.46 個百分點，顯示雖然女性工作人員仍多於男性，但男性近年

來於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比率及意願有增加趨勢。 

 

歷年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 

   資料來源：衛生服利部統計處。  

 

本市 111 年主要癌症死亡人數為 753 人，其中男性 435 人，占 57.77%，女

性為 318 人，占 42.23%；主要癌症死因中，男女首大死因皆為「氣管、支氣管

和肺癌」，占男性主要癌症死亡人數 23.91%，占女性主要癌症死亡人數 22.33%。 

 

111 年主要癌症死亡人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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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男、女性標準化死亡率分別為每十萬人 634.73 人、364.36 人，均

以惡性腫瘤為最高，分別為每十萬人 149.58 人、88.76 人，男性約為女性的 1.69

倍；次高者皆為心臟疾病，分別為每十萬人 69.52 人、40.31 人，男性約為女性的

1.72 倍。 

111 年各主要類型死因標準化死亡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說    明：1.標準化死亡率：Σ(年齡別死亡率×標準組年齡別人口數)/標準組總人口數。 

          2.統計項目「心臟疾病」不包含「高血壓性疾病」。 

 

本市 111 年 0 歲人口男、女性死亡率各為 2.35‰、2.63‰，男性較 102 年減

少 2.15 個千分點，女性減少 1.29 個千分點。而 65 歲以上人口男、女性死亡率各

為 49.43‰、37.25‰，相差 12.18 個千分點。 

歷年 0 歲及 65 歲以上人口死亡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說    明：年齡組死亡率為該年齡組當年死亡人口數除以該組年中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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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男性自殺死亡率為每十萬人 30.98 人，較 102 年每十萬人 28.00 

人增加 2.98 人。111 年女性自殺死亡率為每十萬人 13.19 人，較 102 年每十萬人

13.92 人減少 0.73 人。 

 

歷年自殺死亡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本市 111 學年度國小學生視力不良率男性為 49.33%，女性為 49.28%；國中

學生視力不良率男性為 71.38%，女性為 76.53%。106 至 110 學年度國小學生視

力不良率為女性高於男性，102 至 105 學年度及 111學年度則為男性高於女性；

國中學生視力不良率女性皆高於男性。 

 

歷年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資料來源：本府教育處、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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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 年環保人員數為 609 人，其中男性 509 人，女性 100 人，分別占

83.58%、16.42%，顯示環保人員以男性為主。以官等別觀察，特任、比照簡任及

簡任官等人數皆為 1 人，且均為男性；約聘（僱）及委任官等人數則以女性居多，

分別占 67.86%、66.67%。 

111 年環保人員官等別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本市 111 年環保志義工人數為 2,492 人，其中男性 755 人，女性 1,7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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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志義工平均年齡亦逐年上升。 

環保志義工人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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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年義消人數為 1,091人，其中男性 781人，女性 310人，分占 71.59%、

28.41%。102 年至 111 年中，除 105 年及 106 年女性比率較前一年略為下降外，

近年女性比率皆呈上升趨勢，111 年較 102 年增加 10.69 個百分點。 

 

歷年義消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本市 111 年旅行業從業人員數為 114 人，其中男性 43 人，女性 71 人，性比

例為 60.56%，意即男性人數約為女性的 0.6 倍，近年女性皆多於男性。111 年男

性人數較 102 年增加 23 人（或 115%），女性則較 102 年增加 42 人（或 144.83%）。 

 

歷年旅行業從業人員 

資料來源：交通部。 

 

六、環境、能源與科技 

845 781 

182 
310 

17.72

28.41

0

6

12

18

24

30

36

42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男性(左標) 女性(左標) 女性比率(右標)人 %

年

20 

43 

29 

71 

68.97

60.56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男性(左標) 女性(左標) 性比例(右標)
人 男/百女

年



23 

 

 

本市 111 年列管公廁廁間數量為 3,413 個，其中男性廁間 1,724 個，女性廁

間 1,208 個，不分男女廁間 481 個，男女廁間比為 1.43，近年男女廁間比除 108

年微幅上升，餘均呈逐年下降趨勢。106 年起因全國統一持續解除列管不對外開

放使用之學校公廁，致列管公廁數量大幅減少。 

 

歷年列管公廁廁間數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說    明：106 年公廁廁間數大幅減少，主要係因 106 年起校園公廁經判定非屬應建檔管理， 

         予以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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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111 年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比，男性人口 65 歲以上比率為 16.10%，女

性為 18.99%；比較各縣市男性人口 65 歲以上比率，以嘉義縣居冠（19.63%），

臺北市次之（19.41%）；各縣市女性人口 65 歲以上比率，以嘉義縣居冠（23.92%），

雲林縣次之（22.39%）。本市 111 年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比中，男、女性 65 歲以

上人口比率皆較全國為高，分別高 1.34 個及 2.16 個百分點。 

全國男性人口 0~14 歲比率為 12.72%，女性為 11.53%；比較各縣市男性人

口 0~14 歲比率，以新竹市居冠（17.16%），新竹縣次之（16.01%）；各縣市女性

人口 0~14 歲比率，以新竹縣居冠（15.43%），新竹市次之（15.40%）。 

 

111 年各縣市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七、縣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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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 111 年男性勞動參與率為 67.1%，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1.6%，兩性

勞參率差距為 15.5 個百分點，各縣市勞動參與率皆為男性高於女性。本市男、女

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64.5%、49.0%，皆低於臺灣地區平均值。觀察各縣市男性

勞動參與率，以南投縣 69.5%最高，嘉義市 62.6%最低；女性勞動參與率則以桃

園市 54.4%最高，澎湖縣 47.5%最低。又觀察各縣市兩性勞動參與率差距，以花

蓮縣相差 12.5 個百分點最少，南投縣相差 19.5 個百分點最多。 

111 年各縣市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111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 

說    明：臺灣地區不包含金門縣及連江縣。 

全國 111 年 15 歲以上男性人口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以下簡稱高等教育

程度）比率為 50.64%，女性為 47.01%，兩性差距為 3.63 個百分點。本市男、女

性 15 歲以上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分別為 46.39%、42.29%，皆低於全國平均值。

又觀察各縣市高等教育程度占比，臺北市男性及女性占比皆為最高，分別為

67.48%及 61.35%；男性高等教育程度以台東縣最低（33.62%），女性高等教育程

度則以嘉義縣最低（33.72%）。 

111 年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比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七、縣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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