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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提供本縣性別有關議題之統計指標，本府於 102 年開始逐年編

纂性別分析，透過按性別區分之統計資料蒐集，以量化方式進行比較，

分析其對女性和男性所產生不同影響的情形。104 年 9 月起，再參酌

行政院主計總處性別統計指標項目酌作修訂，於主計處網站建置性別

統計專區，收錄性別統計指標及性別圖像，並按年更新及擴充相關資

料(今年公布 101~110 年資料)，內容配合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架構依「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教育、媒體

與文化」、「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及「環境、能源

與科技」等六大面向分類，110 年共蒐集 197 項性別統計指標，摘錄

部分性別統計指標以圖像呈現，分析於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組

織和政治結構的性別差異其歷年來變動情形，並擇選部分指標分析其

在縣市別的區位及鄉鎮市區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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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本縣首長及立法委員皆為男性，鄉（鎮、市）長、議員及村里長

也以男性居多，但女性比率較上屆增加，公務人員以女性居多，調解

委員會委員則以男性居多。 

二、 就業、經濟與福利 

(一) 兩性勞動力參與率以男性較高，學歷愈高，勞動力參與率愈

高，兩性差距愈小，110 年兩性勞動力參與率皆較 109 年低。 

(二) 若以縣市別觀察，110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全國第 3 高。 

(三) 除了 102 年及 103 年外，男性失業率均高於女性，且男性學

歷愈高，失業率也愈高，110年女性失業率增加0.6個百分點，

男性則減少 0.4 個百分點。 

(四) 若以縣市別觀察，110 年女性失業率全國最低。 

(五) 獨資經營企業家數負責人、房屋稅開徵現值與勞資爭議人數

均以男性居多。 

(六) 老農福利津貼發放人數以女性居多，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

貼發放人數以男性居多，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居家托

育人員數則以女性居多。 

三、 教育、媒體與文化 

(一)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兩性皆以有偶比率最高，男

性喪偶比率最低，女性離婚比率最低。 

(二) 新住民多為女性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三) 初婚者之年齡平均數有增加趨勢且男性高於女性。 

(四) 不論是國小或國中，學生數都是男生多於女生， 106 年至 110

年國小學生數有小幅上揚。 

(五) 國中小學教師數、主任數都是女性居多；國小校長則以男性

居多，國中校長則互有消長，110 年以女性居多。 

(六) 若以縣市別觀察，110 年國小學校校長女性比率全國第 3 高，

國中學校校長女性比率全國第 2 高；國小學校主任女性比率

全國第 3 高，國中學校主任女性比率全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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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比率逐年增加，110 年男性有 54.73%，

女性約 49.28%，若以鄉鎮市別觀察，兩性皆以竹北市比率最

高。 

(八) 社區大學學員數與文化志工人數皆以女性居多。 

四、 人身安全與司法 

(一) 全般刑案被害人數及道路交通死傷人數皆以男性居多。 

(二) 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與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皆以

女性居多。 

五、 健康、醫療與照顧 

(一) 本縣人口以男性居多，從 103 年起男女性粗出生率皆逐年下

降，兩性粗死亡率則波動起伏，但男性仍高於女性。 

(二) 死亡年齡平均數及中位數均以女性較高，死亡率(所有死亡原

因)與惡性腫瘤死亡率則以男性較高。 

(三)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服務人數以男性居多。 

(四) 健保平均每人就診次數以女性較高，但健保平均每人醫療費

用以男性較高。 

 

六、 環境、能源與科技 

(一) 環保人員數及消防人力皆以男性居多。 

(二) 資源回收受輔導個體業者人數及旅行從業人員皆以女性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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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 一 ) 縣長及立法委員 

    本縣第 18 屆縣長為男性，第 10 屆立法委員計有 2 人，皆為男性。 

 ( 二 ) 縣議員 

    本縣第 19 屆縣議員原有 36 席，其中女性 11 人（占 30.56%），男性 25

人（占 69.44%）；本屆女性縣議員比率較上屆(103 年)增加 10.34 個百分點；

110 年現任議員計有 34 席，其中女性 10 人（占 29.41%），男性 24 人（占

70.59%）。 

 

 

 

 

 

資料來源:新竹縣選委會 

*說明: 第 19 屆議員中， 

1 位女性，109 年 12 月 1 日辭去議員職務。 

1 位男性，109 年 2 月 1 日當選立委。 

1 位關西鎮男性議員，110 年 6 月逝世，同年 9

月由另一男性議員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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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鄉鎮市長 

    本縣第 18 屆鄉鎮市長，全部皆為男性，與上屆比較，女性鄉鎮市長減

少 1 人，110 年現任鄉鎮市長*有 1 位女性，12 位男性。 

 
資料來源:新竹縣選委會 

說明: 原竹東鎮長(男性)108 年 12 月因故辭職，經 109 年 2 月補選為女性鎮長。 

 ( 四 ) 村里長 

    本縣第 21 屆村里長選舉，計有 192 席，其中男性 166 人(占 86.46%)，

女性 26 人（占 13.54%）；本屆女性村里長比率較上屆(103 年)增加 5.69 個百

分點。 

 

資料來源:新竹縣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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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 公教人員數 

    110 年底本縣公教人員數 7,643 人，其中女性 4,837 人（占 63.29%），

男性 2,806 人（占 36.71%），女性比率高於男性 26.58 個百分點，與 109 年

底相較，女性增加 16 人，增加 0.33%；男性則減少 30 人，減少 1.06%。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人事處 

 ( 六 ) 公教人員平均年齡 

    110 年底本縣公教人員平均年齡，男性 41.11 歲，女性 43.66 歲，女性

高於男性 2.54 歲，與 109 年底相較，女性增加 0.57 歲，男性則增加 0.55 歲，

長期觀察，兩性平均年齡差距逐漸變大。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人事處 

說明:本資料從 103 年起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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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 ) 調解委員數 

    110 年底本縣調解委員會委員數 131 人，其中女性 41 人（占 31.30%），

男性 90 人（占 68.70%)，高於女性 37.40 個百分點，與 109 年底相較，女性

人數減少 2 人、男性增加 2 人。 

 

資料來源: 新竹縣政府行政處 

 ( 八 ) 廉能志工性別比率 

    110 年底廉能志工女性比率 72.73%，男性 27.27%，女性比男性高 45.46

個百分點，與 109 年底相較，女性增加 4.81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 新竹縣政府政風處 

說明:本資料從 105 年起彙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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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經濟與福利 

 ( 一 ) 勞動力概況 

    110 年本縣勞動力人口計有 28 萬 5 千人，其中女性 12 萬 5 千人，男性

16 萬人，與 109 年比較，女性減少 1 千人，男性減少 5 千人。若就勞動力

參與率觀察，女性為 52.9%，男性為 66.5%，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 13.6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 二 ) 學歷別勞動力參與率 

    若以學歷來看，教育程度愈高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均愈高，差距愈小，110

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以大專及以上者最高有 74.6%，國中及以下者最低有

34.8%；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也以大專及以上者最高有 66.4%，國中及以下者

最低有 23.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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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縣市別勞動力參與率 

     若依縣市觀察，110 年本縣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66.5%，前三高依序為

桃園市 68.9%、屏東縣 68.5%及彰化縣 68.4%；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52.9%

全國第三高，僅次於桃園市 53.6%、台中市 53.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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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 就業者之行業結構比 

   以 110 年本縣就業者之行業結構觀察，女性從事服務業為 56.20%，工業

為 42.15%，農、林、漁、牧業為 0.83%；男性從事工業為 56.49%，服務業

為 40.26%，農、林、漁、牧業為 3.2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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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 失業率概況 

    以 110 年失業率來看，女性為 3.4%，男性為 4.1%，與 109 年比較，女

性失業率增加 0.6 個百分點，男性減少 0.4 個百分點。長期來看，除了 102

年及 103 年外，男性失業率皆高於女性。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 六 ) 學歷別失業率 

    若以學歷來看，110 年男性失業率以大專及以上者最高有 6.0%，國中

及以下者最低有 0.5%；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以大專及以上者最高有 5.3%，國

中及以下者最低有 0.5%；兩性皆是學歷愈高，失業率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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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 ) 縣市別失業率 

    若依縣市觀察，110 年本縣男性失業率為 4.1%，失業率較低的三縣市

依序為澎湖縣 3.2%、南投縣 3.4%及高雄市 3.5%，前三高為臺北市 4.3%、

新北市 4.3%及基隆市 4.3%；本縣女性失業率為 3.4%，全國最低。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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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 ) 身心障礙者人數 

    110 年身心障礙者人數 23,404 人，其中男性 13,642 人（占 41.71%），

女性 9,762 人（占 58.29%），身心障礙者人數男性較多，與 109 年比較，男

性增加 15 人，女性增加 3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九 ) 鄉鎮市別身心障礙者女性比率 

    若依鄉鎮市別觀察， 110 年本縣身心障礙者女性比率，以湖口鄉 43.36%

最高，北埔鄉 42.96%次之，寶山鄉 35.14%最低。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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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 ) 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人數 

    110 年底本縣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 791 人，其中女性 393 人（占

49.68%），男性 398 人（占 50.32%），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數男性較多， 與

109 年底比較，男性增加 5 人，女性減少 3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十一 ) 鄉鎮市別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女性比率 

    若依鄉鎮市別觀察，110 年本縣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女性比率，以北埔

鄉 57.50%最高，竹東鎮 57.23%次之，關西鎮 28.26%最低。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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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 ) 獨資經營企業家數（負責人性別比率） 

    110 年底本縣獨資經營企業家數（負責人性別比率），其中負責人為女

性比率為 41.86%，男性為 58.14%，與 109 年底比較，女性減少 1.98 個百分

點，長期觀察男性負責人比率均高於女性。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說明:本資料從 105 年起彙整統計資料 

 ( 十三 ) 房屋稅開徵現值 

    110 年底房屋稅開徵現值，女性 543.68 億元，男性 636.02 億元，歷年

來房屋稅開徵現值男性均高於女性，長期觀察，本縣房屋稅開徵現值有成長

趨勢。 

 
資料來源: 新竹縣政府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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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四 )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110 年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23 人，其中女性有 21 人（占 91.30%），

男性有 2 人（占 8.70%），歷年來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女性均高於男性，

且近 3 年才有男性申請紀錄。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人事處 

說明:本資料從 105 年起彙整統計資料 

 ( 十五 ) 居家托育人員數 

    110年底本縣居家托育人員數有 593人，其中女性有 560人（占 94.44%），

男性 33 人（占 5.56%），歷年來女性高於男性。與 109 年底比較，女性減少

85 人，減少 13.18%；男性亦減少 3 人，減少 8.33%。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說明: 本資料從 105 年起彙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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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六 ) 老農福利津貼 

    110 年底本縣老農福利津貼發放人數有 12,766 人，其中女性有 7,545 人

（占 59.10%），男性有 5,221 人（占 40.90%）。歷年來本縣老農福利津貼發

放人數女性均高於男性，長期觀察均有下降的趨勢。與 109 年底比較，女性

減少 363 人，減少 4.59%;男性亦減少 362 人，減少 6.48%。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附註說明: 自 97 年 10 月推動國民年金以來，農保人數逐年減少，加上 100 年 12 月

21 日修法新增排富之規定，使申領老農津貼之人數逐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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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七 ) 勞資爭議人數 

    110 年本縣勞資爭議人數 746 人，其中女性 348 人（占 46.65%），男性

398 人（占 53.35%）；與 109 年比較，女性減少 71 人，減少 16.95%，男性

減少 51 人，減少 11.36%。 

 

資料來源: 勞動部統計處 

 ( 十八 )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人數 

    110 年本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人數有 2,017 人，其中女性有 971

人（占 48.14%），男性有 1,046 人（占 51.86%）。歷年來本縣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發放人數男性均多於女性；與 109 年比較，女性增加 111 人，增加

12.91%；男性亦增加 62 人，增加 6.3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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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媒體與文化 

 ( 一 )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兩性皆以有偶比率最高，男性有偶比

率為 53.88%，未婚比率 35.74%次之，喪偶比率 2.30%最低；女性有偶比率

為 53.31%，未婚比率 28.31%次之，離婚比率 8.59%最低。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民政處 

 ( 二 ) 新住民 

    110 年底新住民女性有 13,533 人，較 109 年底增加 120 人，增加 0.89%;

男性有 994 人，較 109 年底增加 64 人，增加 6.88%，近年新住民以女性較

多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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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初婚者之年齡平均數 

    110 年本縣初婚者之年齡平均數，男性為 31.75 歲，女性為 29.96 歲，

男女性相差 1.79 歲，與 101 年比較，男性初婚者之年齡平均數增加 0.28 歲；

女性增加 1.02 歲。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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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小學生數 

    110學年度本縣國小學生有 38,429人，其中女學生 18,646人（占 48.52%），

男學生 19,783 人（占 51.48%）；長期來看，國小學生數都是男生多於女生。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 

(六)國中學生數 

    110學年度本縣國中學生有 17,235人，其中女學生 8,237人（占 47.79%），

男學生 8,998 人（占 52.21%），長期來看，國中學生數都是男生多於女生。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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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小學校校長數 

    110 學年度本縣國小學校女校長有 38 人（占 44.19%），男校長 48 人（占

55.81%）；長期來看，國小女性校長比率有逐漸增加趨勢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為準 

(八)縣市別國小學校校長女性比率 

    若依縣市別觀察，110 學年度本縣國小學校校長女性比率 44.19%，全

國第三高，僅次於金門縣 63.16%、新竹市 58.82%。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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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國中學校校長數 

    110 學年度本縣國中學校女校長有 16 人（占 53.33%），男校長有 14 人

（占 46.67%）；長期來看，國中女性校長比率 101 年至 103 年有增加趨勢，

104 年至 108 年則起伏波動，110 年與 109 年相當。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為準 

(十)縣市別國中學校校長女性比率 

    若依縣市別觀察，110 學年度本縣國中學校校長女性比率 53.33%，全

國第二高，僅次於新竹市 57.14%。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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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小學校主任數 

110 學年度本縣國小學校女主任有 161 人（占 57.71%），男主任有 118

人（占 42.29%）；長期來看，國小主任數都是女性多於男性。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為準 

(十二)縣市別國小學校主任女性比率 

    若依縣市別觀察，110 學年度本縣國小學校主任女性比率 57.71%，全

國第三高，僅次於新竹市 69.64%、臺北市 58.2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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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國中學校主任數 

    110 學年度本縣國中學校女主任有 103 人（占 66.03%），男主任有 53

人（占 33.97%）；長期來看，國中主任數都是女性多於男性。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為準 

(十四)縣市別國中學校主任女性比率 

    若依縣市別觀察，110 學年度本縣國中學校主任女性比率 66.03%，全

國最高。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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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國小學校教師數 

  110 學年度本縣國小學校女教師有 2,358 人（占 78.03%），男教師有 664

人（占 21.97%）；國小學校女教師為男教師的 3.55 倍；長期來看，國小教

師數皆是女性高於男性。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 

(十六)國中學校教師數 

    110 學年度本縣國中學校女教師有 1,135 人（占 76.28%），男教師有 353

人（占 23.72%）；國中學校女教師為男教師的 3.22 倍；長期來看，國中教

師數皆是女性高於男性。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說明:本資料以 9 月底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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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學生,  

 456 ,  
50.95% 

女學生,   

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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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895人 

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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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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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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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 

 1,326, 
 47.92% 

國小 
2,767人 

男學生,  

734,  
51.26% 

女學生,  

698, 
 48.74% 

國中 
1,432人 

(十七)原住民學生數 

    110 學年度本縣原住民學生數中國小有 1,948 人，國中 895 人，高級中

等學校 598 人，均以男學生居多。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十八)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國小學生數 

    110 學年度本縣新住民子女就讀國小有 2,767 人，就讀國中學生有 1,432

人，均以男學生居多。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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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國小及國中裸視視力 

    110 學年度本縣國小祼視視力不良之女學生有 8,517 人，男學生 8,749

人，女學生祼視視力不良為 45.82%，男學生為 44.43%；國中祼視視力不良

之女學生有 6,224 人，男學生 6,298 人，女學生祼視視力不良率為 76.47%，

男學生為 70.76%。由前項數據來看，國中男女生視力不良率皆較國小高，

其中國中女學生祼視視力不良率較國小高 30.65 個百分點，國中男學生祼視

視力不良率較國小高 26.33 個百分點，視力保健刻不容緩。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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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社區大學學員數 

    110 年本縣參與社區大學女性有 4,531 人次（占 72.07%），男性有 1,756

人次（占 27.93%）；與 109 年比較，女性減少 394 人次，減少 8.00%，男性

減少 221 人次，減少 11.18%，長期來看皆是女性多於男性。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二十一)15 歲以上識字率 

    110 年本縣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男性為 99.91%，女性為 99.23%，女性

略低於男性 0.68個百分點，長期觀察，兩性 15歲以上識字率差異逐年減少。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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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鄉鎮市別識字率 

    若依鄉鎮市別觀察，110 年本縣 15 歲以上識字率男性比率，以新埔鎮

99.99%最高，關西鎮 99.97%次之，北埔鄉 99.77%最低；15 歲以上識字率女

性比率，以五峰鄉 99.83%最高，尖石鄉 99.76%次之，北埔鄉 96.89%最低。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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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三 ) 文化志工人數 

    110 年底本縣文化志工人數女性有 1,357 人（占 86.10%），男性有 219

人（占 13.90%），長期來看皆是女性多於男性。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說明: 本資料從 105 年起彙整統計資料 

 ( 二十四 ) 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比率 

    110 年底本縣 15 歲以上戶籍人口教育程度結構比，大專及以上教育程

度者男性約 54.73%，女性約 49.28%，男性較女性高 5.45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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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五 ) 鄉鎮市別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比率 

    若依鄉鎮市別觀察，110 年本縣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男性比率，以竹北

市 68.94%最高，竹東鎮 54.01%次之，五峰鄉 18.78%最低；大專及以上教育

程度女性比率，以竹北市 63.33%最高，寶山鄉 45.57%次之，五峰鄉 17.94%

最低。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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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身安全與司法 

 ( 一 ) 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 

    110年本縣全般刑案嫌疑犯數為 6,233人，其中女性 1,101人（占 17.66%），

男性 5,132 人（占 82.34%）；若與 109 年比較，男性人數減少 1,041 人，減

少 16.86%，女性人數減少 247 人，減少 18.3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 二 ) 道路交通死傷人數 

    110 年本縣道路交通死傷人數為 14,235 人，其中女性 6,106 人（占

42.89%），男性 8,129 人（占 57.11%）；若與 109 年比較，男性減少 43 人，

減少 0.53%，女性增加 54 人，增加 0.89%。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說明: 本資料從 105 年起彙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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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 

    110 年本縣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為 202 人，其中女性 161 人（占

79.70%），男性 41 人（占 20.30%）；若與 109 年比較，男性人數減少 23 人，

減少 35.94%，女性人數減少 55 人，減少 25.46%。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 四 )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 

    110 年本縣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為 2,704 人，其中女性 1,775 人

（占 65.64%），男性 929 人（占 34.36%）；若與 109 年比較，男性數增加 156

人，增加 20.18%，女性增加 183 人，增加 11.49%。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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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健康、醫療與照顧 

 ( 一 ) 戶籍登記人口數 

    110 年底本縣總人口計 57 萬 5,580 人，其中女性 28 萬 1,829 人（占

48.96%），男性 29 萬 3,751 人（占 51.04%），性比例為 104.23（亦即每 100

個女性就有 104.23 個男性）。長期觀察，本縣人口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男

性均高於女性。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民政處 

 ( 二 )   人口增加率 

    本縣近年兩性人口增加率，呈現波動起伏，110 年男性人口增加率為 

8.15 ‰，女性人口增加率為 8.70 ‰，與 109 年比較，男性人口增加率減少

4.15 個千分點，女性人口增加率減少 3.26 個千分點。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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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粗出生率 

    110 年粗出生率男性為 7.14 ‰，女性為 7.59 ‰，觀察近年兩性粗出生

率，102 年至 108 年男性粗出生率較女性高，109 年及 110 年則是女性高於 

男性，但兩者差異不大，從 103 年起男女性粗出生率皆逐年下降。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 四 ) 粗死亡率 

    110 年粗死亡率男性為 7.90 ‰，女性為 5.88 ‰，男性較女性高 2.02 個

千分點，本縣歷年兩性粗死亡率，男性皆較女性高。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11.77  
10.31  

10.99  

10.53  
10.31  

9.24  

8.23  8.13  

7.55  

7.14  

12.07  

10.30  10.55  
10.14  10.09  

8.77  

7.81  7.75  

7.64  7.59  

0

8

10

12

14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千分比 

年 

粗出生率 

男性 女性 

≈ 

7.62  7.93  8.08  7.87  8.27  7.94  7.80  7.88  
7.71  

7.90  

5.34  5.33  5.49  
5.10  

5.60  

5.24  
5.59  

5.56  5.63  5.88  

0

2

4

6

8

1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千分比 

年 

 粗死亡率 

男性 女性 



 

34 

 ( 五 ) 平均年齡 

    110 年本縣平均年齡，男性為 39.43 歲，女性為 40.49 歲，男女性相差

1.06 歲，與 101 年比較，男性平均年齡增加 2.46 歲，女性增加 3.02 歲；本

縣歷年女性平均年齡均比男性高，且兩性的平均年齡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 六 ) 首次生產婦女之平均年齡 

110 年本縣首次生產婦女之平均年齡，女性為 31.07 歲，與 101 年比較，

首次生產婦女平均年齡增加 1.27 歲；本縣歷年首次生產婦女之平均年齡有

逐漸增加的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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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 ) 死亡年齡平均數與中位數 

    109 年本縣死亡年齡平均數女性為 76.6 歲，男性為 71.2 歲，與 108 年

死亡年齡平均數比較，女性減少 0.6 歲，男性增加 0.2 歲；109 年死亡年齡

中位數女性為 82.0 歲，男性為 76.0 歲，女性較男性高 6.0 歲，長期變化如

下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說明:110 年資料預計 8 月中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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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 )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實際安置服務人數 

    110 年底本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實際安置服務人數 333 人，其中女

性 183 人（占 45.05%），男性 150 人（占 54.95%），實際安置服務人數以男

性居多；與 109 年底比較，男性減少 7 人，女性減少 6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九 ) 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 

    110 年底本縣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 1,004 人，其中

女性 508 人（占 50.60%），男性 496 人（占 49.40%），實際進住之人數 109

年前以男性居多，110 年以女性居多；與 109 年底比較，實際進住之男性減

少 14 人，女性增加 7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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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 ) 死亡率（所有死亡原因）與惡性腫瘤死亡率 

    109 年本縣死亡率女性為每十萬人 555.9 人死亡，男性為每十萬人 769.3

人死亡，歷年來死亡率男性較女性高。與 108 年相較，女性每十萬人減少

8.7 人，男性每十萬人減少 15 人。 

     109 年本縣惡性腫瘤死亡率女性為每十萬人 128.5 人死亡，男性為每十

萬人 199.6 人死亡，惡性腫瘤死亡率歷年來男性較女性高。與 108 年相較，

女性每十萬人減少 6. 7 人，男性每十萬人增加 10.2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說明:110 年資料預計 8 月中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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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一 ) 健保平均每人就診次數 

    109 年健保平均每人就診次數女性為 15.8 次，男性為 13.4 次，女性較

男性多 2.4 次。與 108 年相較，女性減少 1.0 次，男性減少 0.8 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十二 ) 健保平均每人醫療費用 

    109 年健保平均每人醫療費用女性為 26,122 千點，男性為 28,518 千點，

男性較女性多 2,396 千點。與 108 年相較，女性增加 428 千點，男性增加 724

千點。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說明:1.平均每人醫療費用=健保醫療費用／患者人數，健保醫療費用是以點數計算， 點數就是 

       指醫院去跟健保局申請計算支付醫療費用的使用單位，每一點約 0.9 或 0.8 元不等。 
    2.110 年資料預計 111 年 12 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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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環境、能源與科技 

 ( 一 ) 資源回收受輔導個體業者人數 

    110 年底本縣資源回收受輔導個體業者人數有 256 人，其中女性 148 人

（占 57.81%），男性 108 人（占 42.19%）。與 109 年底比較，女性資源回收

受輔導個體業者增加 39 人，增加 35.78%；男性增加 15 人，增加 16.13%。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說明:本資料從 105 年起彙整統計資料 

 ( 二 ) 環保人員數 

    110 年底本縣環保人員數 756 人，其中女性 143 人（占 18.92%），男性

613人（占81.08%）。與109年底相較，女性環保人員數增加5人，增加3.62%；

男性則增加 3 人，增加 0.49%。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25  

162  162  150  

93  
108 

151  

233  233  
215  

109  

148 

0

100

200

300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人 

年底 

資源回收受輔導個體業者人數 

男性 女性 

507 525 
554 556 

533 551 560 
593 610 613 

126 128 127 135 133 138 138 134 138 143 

0

200

400

600

8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人 

年底 

環保人員數 

男性 女性 



 

40 

 ( 三 ) 消防人力 

    110 年底本縣消防人數為 417 人，其中女性 63 人（占 15.11%），男性

354 人（占 84.89%），男性消防人數為女性的 5.62 倍；與 109 年底比較，女

性人力增加 4 人，增加 6.78%，男性則增加 1 人，增加 0.28%。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 四 ) 旅行業從業人員 

    110年底本縣旅行業從業人員數為 167人，其中女性 96人（占 57.49%），

男性 71 人（占 42.51%），與 109 年底比較，女性旅行業從業人員減少 3 人，

減少 3.03%，男性則增加 2 人，增加 2.90%。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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