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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統計分析 

    101 年營運中工廠家數計 79,439 家，負責人為男性者占 77.9%，女性占 22.1%。

茲就四大業別、綜合計劃區、經營規模別及歷年工廠負責人性別占比趨勢簡述如下: 

一、按四大業別分 

    101 年營運中工廠以金屬機電工業 38,965 家為最多，其中負責人為男性之工

廠占 78.3%，負責人為女性之工廠占 21.7%；家數次多之民生工業(17,575 家)男性

負責人占 75.8%，女性占 24.2%，為女性負責人占比最高的行業；化學工業(16,191

家)男女負責人占比分別為 76.9%及 23.1%；資訊電子工業(6,708 家)負責人男女占

比最為懸殊，分別為 84.1%及 15.9%。顯示工廠負責人以男性為主流，尤以科技業

為最明顯，女性負責人占比則以傳統的民生工業較高。 

表 1.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統計 ─ 按四大行業別分 

 

  中華民國 101年 

 

單位：家；％ 

    營運中工廠 男性負責人 女性負責人 

    (家) (家) 占比(％) (家) 占比(％)  

總    計 79,439 61,917     77.9 17,522 22.1     
按四大行業別分     

 
 

民生工業 17,575 13,328     75.8 4,247 24.2     

 

化學工業 16,191 12,451     76.9 3,740 23.1     

 

金屬機電工業 38,965 30,497     78.3 8,468 21.7      

 

資訊電子工業 6,708 5,641     84.1 1,067 15.9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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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占比-按四大行業分
101年  

 

 

 

二、按綜合計劃區分 

     按綜合計劃區分，工廠家數以北部地區 33,632 家為最多，工廠負責人為男性之

占比為 79.2%，女性占 20.8%；家數次高的中部地區(27,564 家) 工廠負責人為女性之

占比為 24.3%；工廠家數居第三者為南部地區(17,602 家)，女性負責人占比為 20.8%，

顯示中部地區女性負責人之占比較高；而科技重鎮的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女性負

責人占比僅 7.6%，敬陪末座。 

表 2.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統計 ─ 按綜合計劃區分 

 

  中華民國 101年 

 

單位：家；％ 

 
  營運中工廠 男性負責人 女性負責人 

    (家) (家) 占比(％) (家) 占比(％)  

總    計 79,439 61,917     77.9 17,522 22.1      
按綜合計劃區分     

 
 

金  馬  地  區 85 63     74.1          22     25.9 
 東  部  地  區 556 417     75.0        139     25.0 
 中  部  地  區 27,564 20,859     75.7      6,705     24.3 

 

南  部  地  區 17,602 13,940     79.2      3,662     20.8 

 

北  部  地  區 33,632 26,638     79.2         6,994     20.8 

 

科  加  地  區* 977  903     92.4         74       7.6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註:科加地區係指各科學工業園區及加工出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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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占比-按綜合計畫區分
101年  

 

 

 

 

 

 

三、按經營規模別分 

    按營業收入規模別觀察，工廠營業收入愈高，男性負責人占比愈高，營收未滿

100 萬元之工廠，其負責人為男性之占比為 73.4%，且逐級攀升至 1 億元以上之

86.3%，相對的，女性負責人占比隨營業規模擴大，逐級遞減。 

若按員工規模別觀察，工廠員工規模愈大，男性負責人占比亦愈高，由未滿 5 人

之最小型工廠，男性負責人占比 73.4%，隨員工規模增加而遞增至 200 人以上之

94.0%，相對的，員工規模愈大，女性負責人占比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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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統計 ─ 按營收、員工規模別分 

 

  中華民國 101年 

 

單位：家；％ 

  
營運中工廠 男性負責人 女性負責人 

    (家) (家) 占比(％) (家) 占比(％) 

總    計 79,439    61,917     77.9 17,522 22.1      

 

按營業收入規模別分   
   

 

  未滿 100萬元 5,710    4,189    73.4 1,521 26.6     

 

  100萬～未滿 500萬元 13,885     10,253    73.8 3,632 26.2      

 

  500萬～未滿 1000萬元 9,942    7,402    74.4 2,540 25.6      

 

  1000萬～未滿 5000萬元 27,156   20,941    77.1 6,215 22.9      

 

  5000萬～未滿 1億元 8,170     6,549     80.2 1,621 19.8     

 

  1億元以上 14,576   12,583     86.3 1,993   13.7      

 

按員工人數規模別分   
   

 

  未滿 5 人 24,750   18,167     73.4 6,583 26.6     

 

  5～ 9 人 15,579   11,905     76.4 3,674 23.6      

 

  10～29 人 22,881   18,037     78.8 4,844 21.2      

 

  30～99 人 12,099   10,054     83.1 2,045   16.9      
   100～199 人 2,356    2,087     88.6 269 11.4      

 

  200人以上  1,774    1,667     94.0 107 6.0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圖3a 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比率-按營收規模別分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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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歷年資料比較 

  101 年營運中工廠女性負責人占比為 22.1%，較 96 年之 20.5%，提高 1.6 個百

分點，呈逐年上升趨勢，顯示女性對工廠之決策權日漸提升，而且兩性差距逐漸縮

小，101 年兩性差距為 55.8 個百分點，較 96 年之 59.1 個百分點，縮小 3.3 個百分點。 

表 4.歷年營運中工廠負責人性別統計 

 
營運中工廠 男性負責人 女性負責人 兩性差距 

(男 - 女) 

 百分點  
(家) (家) 占比(％) 

較上年增

減百分點 
(家) 占比(％) 

較上年增 

減百分點 

96年 77,578  61,702  79.5 - 15,876 20.5 - 59.1 

97年 77,640  61,509  79.2 -0.3 16,131 20.8 0.3 58.4 

98年 77,331  60,940  78.8 -0.4 16,391 21.2 0.4 57.6 

99年 78,005  61,281  78.6 -0.2 16,724 21.4 0.2 57.2 

101年 79,439  61,917  77.9 -0.7 17,522 22.1 0.7 55.8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註:民國 100年因行政院主計總處舉辦「工商普查」，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循例停辦以減輕廠商填表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