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

性別統計分析 

經濟部統計處 

陳簡任視察玉芳 

中華民國101年12月6日 

 



經濟部

大  綱 

 性別統計建置之歷程 

 性別統計之建立 

 性別統計分析 

 結語 

2 



經濟部

99~ 
101年  

92~ 
94年  

95~ 
98年  

91年  

性別統計建置之歷程 

檢視現有公務統
計報表，研擬增
列「性別」統計
之可行性。 

訂定性別統計10
表。 

建置性別統計專
屬網頁。 

與行政院主計總
處性別專網交互
連結。 

工廠校正暨營運
調查增訂「性別」
統計項目。 

性別統計原27表
新增至51表。 

性別統計分析原
15式新增至27式。 

新增「本部業管
國營事業及財團
法人董監事性別
比例」統計。 

完成「加工出口
區事業單位就業
人數」性別統計 
，並公布於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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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性別統計之建立─性別統計指標 

企業營運 創業資源 就業 

營運中工廠家數與負責人
性別統計 

公司登記家數及資本額 
中小企業經營現況 

創業家圓夢計畫 
創業貸款(含青年創
業貸款、微型創業
鳳凰貸款) 

中小企業就業人數 
設計產業從業人員性別統計 
會議展覽服務產業性別統計  
加工出口區內事業單位受僱
職員人數性別統計 

智慧財產保護 訓練進修 

專利新申請案之發明人(或
創作人)含本國女性之件數
統計 

商標註冊申請案申請人性
別統計 

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經費及人力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人才培訓統計 

國際技術合作計畫出國考察研習人數 

我國與日本技術合作計畫 

工業局人才培訓計畫性別統計 

科技計畫研究人員性別統計 

設計人才培訓性別統計 

數位內容學院計畫人才培訓課程性別統計 

貿易局委託(自行)辦理之各項培訓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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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本部性別主流化相關資料 其  他 

經濟部暨所屬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辦
理訓練情形 

經濟部性騷擾申訴案件概況 

經濟部暨所屬機關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情形 

經濟部主管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
％之經濟事務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
性別統計 

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董事及監察
人性別統計 

礦業職業災害概況 

礦業員工人數及薪資統計 

標準資料服務 

受託試驗業務申請統計 

義務監視員反映案件類別統計 

地質資料顧客服務相關統計 

海外投資事業國內員工性別統計 

僑外投資事業(國內被投資事業)僱用員
工之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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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之建立─性別統計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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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之建立─性別統計分析 

本部及所屬單位別 統計表(表) 提要分析(式) 

統計處  3 1 

技術處  1 0 

商業司  3 6 

人事處  5 0 

國際合作處  2 1 

工業局  6 6 

中小企業處  4 1 

地質調查所  1 0 

加工出口區 10 1 

標準檢驗局  3 1 

智慧財產局  1 4 

礦務局  4 2 

國際貿易局  3 2 

投資審議委員會  3 2 

國營事業委員會  2 0 

91年 
92-94年 95-98年 

99年-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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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本部網址 http://www.moea.gov.tw/ 
     業務焦點 / 本部性別主流化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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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之建立─性別統計專屬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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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行政院主計總處性別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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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之建立─性別統計專屬網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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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分析 

一、企業經營性別統計 
1. 按就業者人數分 

2. 按營運中工廠負責人分 

3. 按公司登記負責人分 

4. 按企業經營現況分 

二、創業資源性別統計 
1. 創業家圓夢計畫 

2. 青年創業貸款 

3.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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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利及商標性別統計 
1. 本國專利新申請案之發明人 

(或創作人) 

2. 商標註冊申請案申請人 

四、人才培訓計畫性別統計 
1. 工業人才培訓 

2. 設計人才培訓 

3. 商業人才培訓 

4. 貿易人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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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就業者占全體就業者的比率，

由 70年 33.3%、 80年 37.5%，至
100年提高為43.9%，女性將撐起
就業市場半邊天 。 

 7成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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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一、企業經營性別統計 
   1. 按就業者人數分 

兩性就業者結構 

66.7 

62.5 

59.2 

56.1 

33.3 

37.5 

40.8 

43.9 

0% 20% 40% 60% 80% 100%

70年 

80年 

90年 

100年 

男 女 

支援服務業

3%

教育服務業

13%

公共行政及

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5%

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

業

5%

運輸及倉儲

業

3%

批發及零售

業

27%

住宿及餐飲

業

13%

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

3%
金融及保險

業

8%
不動產業

1%

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

務業

9%

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務

業

2%

其他服務業

8%

女性從事服務業之行業分配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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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營運中工廠家數計78,005家，其中男性負責人占78.6%，女性負責

人占21.4%。 

 就歷年資料顯示，營運中工廠由女性擔任負責人之比率漸增，由96年
之20.5%升至99年之21.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79.5  

79.2  

78.8  

78.6  

20.5  

20.8  

21.2  

21.4  

0 20 40 60 80 100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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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營運中工廠負責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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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營運中工廠負責人分─行業別 

82.8  

78.9  

77.5  

76.3  

78.6  

17.2  

21.1  

22.6  

23.7  

21.4  

0% 20% 40% 60% 80% 100%

資訊電子工業 

金屬機械工業 

化學工業 

民生工業 

總計 

男性 女性 99年 

 四大行業中，女性負責人所占比率以民生工業之23.7%最高，其中成衣
及服飾品製造業占28.6%，飲料製造業占27.1%、食品製造業占25.4%。 

 四大行業中，男性負責人所占比率以資訊電子工業之82.8%最高，其中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為84.5%。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女性負責人所占比率
前三大行業 

%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28.6  

飲料製造業 27.1  

食品製造業 25.4  

男性負責人所占比率
前三大行業 

%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84.5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 

83.4 

電力設備製造業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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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2.按營運中工廠負責人分─營收、員工規模 

 營收未滿100 萬元之工

廠 ， 女 性 負 責 人 占
26.8%最多，隨營收規
模遞增，女性負責人所

占比重遞減，營收1億
元以上之工廠，女性為
負 責 人 之 比 率 僅 占

13.0%。 

 員工人數未滿5人之小
規模工廠，女性負責人

占25.8%，隨員工規模
增加，所占比率遞減，
200人以上規模之工廠

女性負責人僅占4.8%。 

家數 
(家) 

男性 
(%) 

女性 
(%) 

總    計 78,005  78.6  21.4  
按營業收入規模分 
    未滿100萬元 6,060  73.2  26.8  
    100萬元～未滿500萬 13,863  74.5  25.5  
     500萬元～未滿1000萬 9,786  75.9  24.1  
    1000萬元～未滿5000萬 26,448  77.9  22.1  
     5000萬元～未滿 1億 7,709  80.2  19.8  
     1億元以上 14,139  87.0  13.0  
按員工人數規模分 
     未滿 5 人 24,839  74.2  25.8  
      5～ 9 人 15,574  76.9  23.1  
     10～29 人 22,121  79.6  20.4  
     30～99 人 11,540  83.7  16.3  
     100～199 人 2,227  89.1  10.9  
     200人以上 1,704  95.2  4.8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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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公司登記負責人分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101年9月底女性負責人公司登記家數共175,385家(占29.1%)，較100年底
172,680家增加2,705家。 

 以女性為公司登記負責人之比率呈逐年上升趨勢，由97年底27.9%緩步
升至101年9月底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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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企業經營現況分 

85.2  

64.0  

14.8  

36.0  

0% 20% 40% 60% 80% 100%

銷售值 

家    數 

男性 女性 100年 

130萬559家 

34兆1,822億元 

 根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資料統計，100年企業主為女性的企業家數

有46萬8,553家，占總家數之比率為36.0%。 

 女性企業銷售值為5兆574億元，占總銷售值之14.8%。 

資料來源：2012中小企業白皮書 
說明：依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資料企業負責人身分證號碼判定性別。但企業負責人若為法人或外國人，統計時未

予納入；部分企業以女性掛名負責人，但並未實際執行業務、或僅占很小股份等情形，則無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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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3年至100年底止，創業圓夢計畫共扶植1,910家企業。 

 創業圓夢計畫負責人為女性的比率在35%至45%之間，其中以97年間為
51.6%最高。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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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124 

76  

131  
107  

37.1  

34.2  

41.4  
44.3  

51.6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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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二、創業資源性別統計 
   1. 創業家圓夢計畫─創業者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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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業家圓夢計畫─創業者年齡 

 100年女性創業者以41-50歲居首，占43.0%，次為31-40歲，占31.8%； 

男性創業者以31-40歲最多，占46.0%，次為41-50歲，占33.9%。 

 與93年相較，女性創業者年齡層有上升趨勢，40歲以上者所占比重由93
年39.5%上升至100年55.1%；男性創業者各年齡層占所比重與93年相當。 

13.1  

8.9  

10.8  

31.8  

46.0  

39.4  

43.0  

33.9  

38.1  

12.1  

11.3  

11.7  

0% 20% 40% 60% 80% 100%

女性 

男性 

總計 

100年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1.1  

14.7  

17.1  

39.5  

42.6  

41.5  

32.9  

31.0  

31.7  

6.6  

11.6  

9.8  

0% 20% 40% 60% 80% 100%

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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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業家圓夢計畫─資本額、提供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自93年至100年底止，創業家圓夢計畫共創造10,541個就業機會，帶動

民間投資金額新台幣99.4億元。 

 100年總計創造1,256個工作機會，提供兩性各約630個就業機會；在創
業者投資資本額方面，100年男性創業者投入資本總額10.94億元(占

89.1%)，女性為1.34億元。 

 

年別 
創業者人數 

(人) 

提供就業人數 
(人) 

創業者投資資本額 
(新台幣億元)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總計 1,124  786 5,684  4,857  80.05  19.35  

93年   129   76    573    674    3.91    1.89  

94年   146   76    747    580    8.28    1.52  

95年   136   96    894    391    9.71    1.33  

96年   131 104    540    538    7.66    2.12  

97年   123 131    624    468    5.84    2.32  

98年   173   96    902    898  23.25    4.29  

99年   162 100    772    684  10.46    4.54  

100年    124 107    632    624  10.9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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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創業貸款 

 青年創業貸款以20-45歲初創業青年為申請對象，100年申請件數為

2,576人，其中女性767人，占29.8%，較去年之731人增加4.9%。 

 近3年女性青年創業貸款申請比率緩步成長，由98年之21.7%上升至100
年29.8%，且各年間女性平均貸款金額與男性相當。 

 

資料來源：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68.0  

67.6  

78.3  

70.9  

70.2  

32.0  

32.4  

21.7  

29.1  

29.8  

0% 20% 40% 60% 80% 100%

96年  1,220 

97年     732 

98年     956 

99年  2,508 

100年   2,576 

男性 女性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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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型 凰貸款 

資料來源：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53.1  

61.4  

13.7  

21.8  

24.2  

46.9  

38.6  

86.3  

78.2  

75.8  

0% 20% 40% 60% 80% 100%

96年 497 

97年 202 

98年 859 

99年 984 

100年 718 

男性 女性 
人數 

 為減輕婦女及中高齡者創業初期資金壓力，政府於98年將微型企業創

業貸款(對象為45-65歲中高齡者)與創業鳳凰婦女小額貸款(25-65歲女
性)整合為微型創業鳳凰貸款(20-65歲婦女及45-65歲國民)。 

 近3年女性申請者之比率在7成5以上，98年為86.3％、99年78.2%、100

年75.8%。就貸款金額方面，女性平均貸款金額與男性相當，對降低
女性取得經濟資源的障礙漸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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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專利新申請案發明人(或創作人)之案件數計50,983件，其中女性

發明人(或創作人)之案件數計4,532件(占8.9%)，略高於99年之4,433件
(占8.7%)。 

 按專利類型分，以新式樣申請案之女性占16.0%最高，發明案女性所

占比率6.1%較低。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發明人(或創作人)案件數 女性發明人(或創作人)案件數 

件數(件) 件數(件) 女性占比(%) 

99年 100年 99年 100年 99年 100年 

總計 50,747 50,983 4,433 4,532 8.7 8.9 

     發明 21,823 22,326 1,273 1,359 5.8        6.1 

     新型 24,650 24,076 2,501 2,442 10.1 10.1 

     新式樣 4,274 4,581 659 731 15.4 16.0 

21 

三、專利及商標性別統計 
   1.本國專利新申請案之發明人(或創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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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商標註冊申請案計67,620件，以自然人身分提出商標註冊申請

案件數計17,059件，其中女性提出申請者5,537件，占32.5%，男性占
67.5%，近年來女性申請者之比率逐漸提高。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商標註冊申請案申請人 

申請案件(件) 
自然人案件性別比率(%) 

98年 99年 100年 98年 99年 100年 

總計 59,669 66,496 67,620 

公司行號 43,190 48,857 50,561 

自然人 16,479 17,639 17,059      100.0      100.0      100.0 

    男性 11,378 12,037 11,522         69.0         68.2          67.5  

    女性 5,101 5,602 5,537         31.0          31.8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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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經濟部工業局 

男性 
11,855人次 
76.3% 

女性 
3,673人次 
23.7% 

100年 

 100年辦理22項工業人才培訓計畫，完成15,528人次培訓，其中男性

11,855人次(占76.3%)，女性3,673人次(占23.7%)。 

 女性於食品、製藥、紡織、醫療器材等領域參與培訓比率最高，均達各
計畫培訓人次半數以上；男性以參加機械產業藍領及白領人才培訓計畫

最多，占該計畫總培訓人次91.1%。 

 未來將持續辦理女性進修課程，協助產業專業人員在職技能提升。 

男性參訓前5項 (%) 

機械產業藍領及白領人才培訓計畫 91.1 

化學工業科技人才培訓計畫 89.8 

半導體學院計畫 89.3 

開創嵌入式軟體國際供應鏈計畫 88.9 

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計畫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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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訓計劃性別統計 
   1.工業人才培訓 女性參訓前5項 (%) 

食品產業價值鏈整合及加值推動計畫 64.2 

製藥工業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 58.9 

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輔導型產業之紡織相關產業輔導 58.5 

紡織相關產業技術與設計人才培訓計畫 54.6 

醫療保健器材工業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 51.4 



經濟部

資料來源 : 經濟部工業局 

 100年共辦理5項設計人才培訓計畫，完成211人培訓，男性125人(占

59.2%)，女性86人(占40.8%)。 

 培訓課程並無性別篩選，惟近年女性參訓比率下降，將持續朝性別
平等之方向推動。 

課程班次 
 

(班) 

培訓人數(人) 

總計 
結構比(%) 

男性 女性 

96年   7   171 62.6  37.4  

97年   3 242 48.4  51.7  

98年   3 239 46.0  54.0  

99年 14 308 50.6  49.4  

100年   5 211 59.2  40.8  

2.設計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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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經濟部商業司 

 100年商業服務業人才培訓課程，參加課程之女性共732人，占全體

學員之58.4%。 

 近年來女性受訓比率漸次提高，96年為37.4%，至100年為58.4%，增
加21個百分點，且所占比率超過男性。 

3.商業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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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班次 
 

(班) 

培訓人數(人) 

總計 
結構比(%) 

男性 女性 

96年 15    366 62.6 37.4 

97年 17    285 56.5 43.5 

98年 24    486 55.3 44.7 

99年 39    692 55.6 44.4 

100年 70 1,254 41.6 58.4 



4.貿易人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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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100年 

人數
(人) 

結構比(%) 人數
(人) 

結構比(%)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總計 11,320 47.1 52.9 15,406 42.7 57.3 

行政管理課程(含危機管理、政策溝通與
協調等) 

396 32.8 67.2 246 35.0 65.0 

人力培訓(含資訊、環境教育、影片欣賞
等) 

391 34.5 65.5 2,012 32.4 67.6 

貿易政策宣導(含貿易法規、稅務、管制
規定等) 

6,780 39.0 61.0 9,844 41.2 58.8 

國際經貿推廣(含對外拓銷計畫等) 1,933 66.5 33.5 911 54.1 45.9 

國內外貿易現況及發展(含對我國產業之
影響分析) 

1,820 62.4 37.6 2,393 54.2 45.8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為提升國際參與力、增進貿易專業知能及競爭力，國貿局依不同產業

及市場規劃各項展覽、訪問、拓銷及洽談會，100年女性參與該局自辦
訓練計8,824人，占57.3%，女性參與比率較99年提高4.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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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近年女性勞動參與率逐漸提高，然就業市場仍存在性別差異，例如女性在

擔任企業經營者之比率仍較男性為低。為縮小性別差異，在就業機會、經

濟資源、訓練和技術資訊的取得方面，積極提升女性參與各層面經濟活動，

性別差距已有逐年縮減之趨勢。 

 女性企業負責人經營之行業範籌與男性有差異，或與兩性高等教育領域不

同有關，以男性大專生在「工程」及「科學」領域所占比重高於女性，女

性則在「醫藥衛生及社福」、「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領域高於男性，

鼓勵女性進入非傳統領域學習，有助於拓展就業力。 

 3成青年創業貸款申請者為女性，且近3年女性申請率漸增；7成5微型創業

，重視性別差異的信貸障礙，建構友善女性企業主

的融資方案，能促進就業率、增進所得水準。 

 目前本部已有系統性的公布性別統計及分析報告，並建置性別統計專網，

未來將持續檢視性別統計內涵，隨時更新及充實性別統計，並深化性別統

計分析，提供各界參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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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裁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