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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臺中市女性政治參與度與地域分布差異分析 

113 年 8 月 

壹、前言 

    近年性別平權意識抬頭，女性在政治領域的活躍程度逐漸提高。

我國於 105 年選出首位女性總統，更是華語世界首位女性國家元首，

標誌著重要的歷史里程碑。 

    反觀里長是基層民選公職人員，也是最貼近市民第一線服務人員，

主要工作包括反應地方需求、協助宣導政令、舉辦里民活動、推動里

內公共建設等。我國女性於法律上雖具備選舉及被選舉權，但里長候

選人及當選人性別比率仍以男性居高。 

   1997 年第 16 屆會議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第 23 號一般性建議「政治和公共生活」，倡議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

措施，消除在本國政治和公眾事務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

在與男性立於平等條件下，包括第 2 點:「在《公約》序言部分，重申

婦女參與決策的重要性：「確信一國的充分和完全的發展，世界人民

的福利以及和平的事業，需要婦女與男性平等充分參加所有各方面的

工作」。 

   第 13 點略以:「僅由男性制定的政策和決定，只反映人類的部分

經驗和潛力。公正有效的社會組織，仰賴於全民的兼容並蓄和參與。」      

   第 14 點略以:「雖然民主制度改善婦女參與政治生活的機會，但

她們持續面臨許多經濟、社會及文化障礙，而嚴重影響其參與。即便

是歷來穩定的民主國家，也未能充分、平等接納占其人口半數的女性

國民意見和利益。將婦女排除於公共生活和決策之外的社會，即非民

主。惟有婦女和男性共同作出政治決策並顧及雙方利益時，民主的概

念才具有真正、鮮活的意義和持久的影響。」 

   CEDAW 公約第 7條提到：「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

在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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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條件下：在一切選舉和公民投票中有選舉權，並在一切民選機構

有被選舉權；參加政府政策的制訂及其執行，並擔任各級政府公職，

執行一切公務」。 

   此外，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五、推動策略項下「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亦揭示「增進女性培力與發展，擴大不同性別者的參與

管道，突破參與上的性別區隔，達成決策的平等；重視不同性別者

的經驗與觀點，使決策具備性別敏感度，達成影響力的平等。」，以

及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第1組社會參與】性別目標「提升不同性

別參與決策之機會；培力女性，活化組織。」重點工作之一係培力

女性參與社區、 團體等公共組織及推動公共事務之能力。 

   本文期藉由交叉討論近年基層選舉性別(包含候選人及當選人)與

地域分布之差異，綜觀臺中市女性參與基層選舉概況，並於文末提供

分析方案，期逐步縮短性別政治參與度之差距。 

貳、性別統計分析     

    一、里長候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全國近 3 屆概況) 

  103 年至 111 年(103 年第 2 屆、107 年第 3 屆、111 年第 4

屆)，基層選舉中女性的參與度確實有所提升，男女候選人及

當選人的比率從 9:1 改善到 8:2(詳圖 1、圖 2、圖 3)。變化雖

然逐步，但反映出社會對性別平等的逐漸重視和女性在政治

領域中角色的增強。此外，這段期間內男女當選率大致相等，

表示在基層選舉中，性別並非決定性的影響因素。 

圖 1、103 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表 

(資料來源:中選會選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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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7 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表 

(資料來源:中選會選舉資料庫) 

圖 3、111 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表 

(資料來源:中選會選舉資料庫) 

   二、女性里長候選人及當選人比率(六都與非六都比較) 

  為進一步了解地域發展是否影響女性政治參與度，將本國

22 縣市分為直轄市(六都)及非直轄市(非六都)，比較 103 年

至 111 年，六都/非六都女性候選人及當選人平均比率: (統計

數據詳表 1；細部資料詳圖 4、圖 5、圖 6) 

表 1、近年女性里長候選人/當選人比率統計表 

    類別 

 

年度 

六都 非六都 

女性 

候選人比率 

女性 

當選人比率 

女性 

候選人比率 

女性 

當選人比率 

103 年 17.9% 16.8% 11.6% 10.6% 

107 年 20.6% 19.6% 14.7% 13.2% 

111 年 22.6% 22.1% 16.8% 15.9% 

   (資料來源:自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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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顯示，103 年至 111 年，六都女性里長候選人及當選人

平均比率均高於非六都約 6%，推測因為六都地區相對較發達

的經濟和教育水平，以及更加開放和包容的社會文化氛圍，

使得女性更容易參與政治。惟不管六都或非六都，女性里長

候選人及當選人平均比率均有逐屆上升趨勢，顯見隨教育水

準提升及平權意識抬頭，女性參與政治及服務社會的管道及

意願增加，正積極朝「性別平等參與」之理念目標邁進。 

 

圖 4、103 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表 

說明:103 年六都女性候選人比率 17.9%=1,345 人/7,505 人。 

     103 年六都女性當選人比率 16.8%=714 人/4,249 人。 

     103 年非六都女性候選人比率 11.6%=769 人/6,632 人。 

     103 年非六都女性當選人比率 10.6%=381 人/3,599 人。 

(資料來源:中選會選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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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7 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表 

說明:107 年六都女性候選人比率 20.6%=1,644 人/7,982 人。 

     107 年六都女性當選人比率 19.6%=813 人/4,149 人。 

     107 年非六都女性候選人比率 14.7%=1,027 人/6,978 人。 

     107 年非六都女性當選人比率 13.2%=473 人/3,595 人。 

(資料來源:中選會選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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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1 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表 

說明:111 年六都女性候選人比率 22.6%=1,673 人/7,419 人。 

     111 年六都女性當選人比率 22.1%=920 人/4,166 人。 

     111 年非六都女性候選人比率 16.8%=1,112 人/6,602 人。 

     111 年非六都女性當選人比率 15.9%=567 人/3,574 人。 

(資料來源:中選會選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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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臺中市女性里長當選人比率與地域之關聯  

  因里長候選人及當選人之女性比率相似度極高，又里長當

選人資訊相對完整，爰針對臺中市近 2 屆(107 年第 3 屆、111

年第 4 屆)女性里長當選人比率與地域性進行分析。 

(一) 城區與非城區之比較(詳圖 7、圖 8) 

  本節以合併前原臺中市 8區(即中區、東區、南屯區、北

屯區…等 8區)為城區，原屬臺中縣之 21區(即豐原區、東

勢區、大甲區、清水區…等 21 區)為非城區，並以行政區

數量比例進行女性里長地域分布分析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1. 城區(原臺中市 8區) 

(1) 107年本市第 3屆女性里長比率為 16.8%，以此為

基準，城區 8 區約有 6 成 3 之行政區女性里長比

率高於本市女性里長比率，計有南區、西區、北區、

西屯區及南屯區 5區，其中以南屯區 36%為最高。 

(2) 111年本市第 4屆女性里長比率為 18.1%，以此為

基準，城區中約有 5 成之行政區女性里長比率高

於本市，計有南區、北區、西屯區及南屯區 4區，

其中亦以南屯區 36%為最高。 

2. 非城區(原臺中縣 21區) 

(1) 107 年本市第 3 屆女性里長比率為 16.8%，以此為

基準，非城區 21 區中僅約有 2 成 4 之行政區女性

里長比率高於本市女性里長比率，計有豐原區、大

甲區、沙鹿區、新社區及龍井區等 5區，其中以大

甲區 27.6%為最高，石岡區、大肚區及和平區均為

0%，全數里長皆為男性。 

(2) 111 年本市第 4 屆女性里長比率為 18.1%，以此為

基準，非城區中約有 3成 8之行政區女性里長比率

高於本市，計有豐原區、大甲區、沙鹿區、梧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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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區、新社區、外埔區及烏日區等 8區，其中以

大甲區 34.5%為最高，后里區及和平區全數里長皆

為男性。 

3. 綜合分析：從上述結果觀之，無論第 3屆或第 4屆，城

區女性里長比率皆顯著高於非城區，但隨著時間推展，

城區與非城區有逐步接近趨勢。 

 

圖 7、臺中市第 3 屆里長性別統計(107 年) 

說明:城區計 8區，其中女性里長比率大於 16.8%有 5區，城區女性里

長比率為 5/8*100%=62.5%；非城區計 21區，其中女性里長比率大於

16.8%有 5區，非城區女性里長比率為 5/21*100%=23.8%。 

   

臺中女性里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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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臺中市第 4 屆里長性別統計(111 年) 

說明:城區計 8區，其中女性里長比率大於 18.1%有 4區，城區女

性里長比率為 4/8*100%=50%；非城區計 21區，其中女性里長比

率大於 18.1%有 8區，非城區女性里長比率為 8/21*100%=38%。 

 

(二) 本市山線、海線、屯區、城區比較 

       表 2、近 2 屆女性里長當選人比率統計表 

    屆次 

 

行政區 

第 3屆 

女性里長比率 

第 4屆 

女性里長比率 

城區 24.8% 22.4% 

山線 10.8% 14.6% 

海線 15.8% 19.2% 

屯區 10.8% 12.7% 

 (資料來源:自行統計)  

臺中女性里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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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深入探討臺中地域發展與女性政治參與度之關聯，將非城區進

一步細分為山線(包括豐原區、東勢區、后里區、神岡區、潭子區、

大雅區、新社區、石岡區及和平區)、海線(包括大甲區、清水區、

沙鹿區、梧棲區、外埔區、大安區、大肚區及龍井區)及屯區(包括

烏日區、霧峰區、太平區及大里區)，並以女性里長當選人數作為交

叉分析因子，比較近 2 屆女性里長當選人比率，資料顯示: (如表 2) 

1. 城區:無論第 3 屆(107 年)或第 4 屆(111 年)，女性里長比率為

最高，推測原因可能是城市環境中的教育水平較高、經濟地位

較穩定，以及更加開放和包容的社會文化氛圍，使得女性更容

易參與政治，也呼應了本文前面探討「六都女性里長候選人及

當選人平均比率高於非六都」之原因。 

2. 海線:第 3 屆女性里長比率為 15.8%，第 4 屆女性里長比率為

19.2%，均僅次於城區，且呈現微幅成長趨勢。 

3. 山線及屯區:在第 3 屆女性里長比率均為 10.8%，為比率最低

之區域。惟自第 4 屆選舉結果觀之，山線及屯區女性里長比率

皆有微幅成長，山線為 14.6%(上升 3.8%)，屯區為 12.7%(上升

1.9%) 

4. 綜合分析:綜觀本市第 3 屆、第 4 屆女性里長比率可發現，無

論山線、海線及屯區，女性里長比率皆呈現微幅上升，反映了

在這些地區女性政治參與的意願和能力正在逐漸增強，社會對

於性別平等和女性政治參與的重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反觀城

區第 4 屆女性里長比率微幅下降的現象，可能反映了當前社會

對於女性參與政治的飽和，或是長期存在的社會和文化因素，

造成女性參與政治的限制，導致女性政治參與度在短時間內未

有明顯提升，甚至呈現微幅下降。 

 

  上述分析基礎主要是針對「數量」(人數及區域數)，未來若資源允

許，將納入年齡、教育程度、是否有政治背景、女性參政相對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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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明顯的困難等「質化」因子進一步探討。 

 

參、規劃&目標                          

    一、長期目標:逐步提高女性政治參與度、縮短性別政治參與度 

        之差距 

期望藉由多元管道之提倡、辦理女力里長分享暨訓練營，

以及提供育兒、照顧長者等實質協助有效減輕許多潛在女

性政治參與者面臨的實際障礙，鼓勵女性注重自身社會價

值、提升對公眾事務之參與程度，並以不同性別觀點，為

政治決策提供看法，以顧及所有性別之利益。 

    二、促進女性參與公眾事務意願之方案如下: 

序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辦理女力里長經驗

分享暨訓練營 

結合各區公所，邀請女性里

長針對「女性在基層政治的

挑戰與機會」或「如何突破性

別偏見進入公共事務」等議

題進行分享，包括她們如何

克服挑戰、有效推動地方建

設和改善社區服務。 

同時邀請專業顧問或訓練機

構提供選舉策略、公共政策

知識、溝通技巧等實用資源

和工具，進一步提升與會者

的專業技能和信心。 

方案 2 
強化育兒及長照能

量 

為了解決女性可能面臨的家

庭與職業之間的壓力，提供

育兒和長者照顧支援至關重

要。這樣的支援不僅可以讓

女性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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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也是對她們職業發展

的一種投資。 

方案 3 
多元管道提倡女性

認識自我價值 

鼓勵女性了解自己對於公共

事務的參與不僅是權利，也

是責任。公所透過看板影

音、邀請講師至社區座談等

方式，提高女性自我認同

感，使她們能夠自信地表達

和推動其政治理念。 

 

    三、各式方案比較分析 

   方案 2「強化育兒及長照能量」涉及之單位、專業人力培

養及制度建置相對多元且複雜，包括培養專業育兒證照人員、

招募本國或跨國長照人力、完善居家照護制度。這種長期性

的投資對於提高女性政治參與度是必要的，但需要更長的時

間才能看到效果；相較之下，方案 1 跟方案 3 辦理門檻相對

低，並且可以較快實施。通過公所的宣導、提倡以及女力里

長經驗分享暨訓練營等活動，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影響更多

女性，尤其是那些日常生活中與政治較為遙遠的人，這些活

動可以幫助女性意識到她們的參與對政治的重要性，並且提

供她們參與的機會和平台，逐步扭轉女性擺脫父權主義政治

思維，縮短性別政治參與度。 

   上述 3 種方案可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及業務單位進

行策略規劃、設定目標指標及效益評估機制，並結合本市各

區公所共同推動執行。 

肆、結語     

   觀察 103 年至 111 年間，我國六都女性里長候選人及當選人平均

比率均高於非六都，且不管六都或非六都，女性里長候選人及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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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均比率均有逐屆上升趨勢。若聚焦於臺中市，城區女性里長比

率同樣高於非城區，且非城區女性里長比率逐步微幅提升，顯示臺

中市基層政治的女性參與度與全國趨勢大致相同。 

   此外，臺灣基層選舉女性參與度的提升，除了反映出社會對性別

平等的逐漸重視和女性在政治領域中角色的增強，同時也表明了幾

個現象： 

一、女性候選人的增加：社會文化的變遷、性別意識的提高、以及

相關政策的支持，促進女性更積極參與政治。包括提供給女性更多

的政治培訓資源，或是政黨內部推動性別平等的政策。 

二、當選率的性別平衡：男女候選人的當選率相當，顯示一旦女性

決定參選，她們的競選能力和當選機會與男性相當，這是對女性政

治能力的一種肯定，同時表明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已逐步趨向性別

中立，更多基於候選人的資質和政策主張。 

   這些進展正面地顯示了臺灣在性別平等方面的進步，但同時也提

醒我們需持續關注和改善女性在政治中的實際參與情況，特別是在

基層政治這一關鍵領域中，以確保持續向性別平等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