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福利性別統計圖像(110 年 8 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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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狀態 

女性健康平均餘命高於男性 

不論平均餘命或健康平均餘命，女性均較男性為

高，108 年男、女性健康平均餘命分別為 70.05 歲及

74.84 歲，較 107 年增加 0.09 歲及 0.1 歲，與 90 年比

較，男、女性分別增加 3.23 歲及 3.03 歲。 

108 年兩性健康平均餘命差距為 4.79 歲，與 90 年

比較，差距減少 0.2 歲。若與平均餘命相較，女性因重

大疾病及慢性病等不健康存活年數 9.39 歲，高於男性

之 7.64 歲。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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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利用 

前十大死因相關疾病之健保就診率，除惡性腫

瘤外，男性皆高於女性 

108 年前十大死因相關疾病男性每十萬人口健保

就診率除惡性腫瘤較女性低 13.4%外，其餘皆高於女

性，其中又以慢性肝病及肝硬化高 38.0%，腦血管疾病

高 28.9%，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高 26.8%，差異

較明顯。 

108 年前十大死因相關疾病男性健保醫療費用亦

皆高於女性，其中事故傷害雖費用最低，惟兩性差距最

為明顯，男性較女性高 1.1 倍，其次為心臟疾病(高血

壓性疾病除外)高 80.4%。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全民健康保險醫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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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資源 

西醫師、牙醫師及中醫師男性人數為女性 2 至 4 

倍，護產人員則以女性居多。 

109 年醫院執業醫事人員男性 43,963 人，女性

145,665 人；比較近 10 年資料，兩性皆呈增加趨勢，

女性增幅高於男性。 

觀察 109 年全國各醫事人員，其中西醫師、牙醫

師及中醫師女性所占比例分別為 21.2%、30.1%及

32.8%，均顯著低於男性；而護產人員、營養師、語言

治療師、呼吸治療師及聽力師，女性則占 8 成以上。

性別差距最大者為護產人員，女性所占比例為 96.5%，

醫事放射師(士)兩性占比最接近，其中女性占比為

51.0%。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附    註：護產人員包含護理師、護士、助產師及助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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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部份醫院未填列性別資料，圖中數字與統計處網頁資料有微幅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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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戶長男多於女 

109 年底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男性戶長占比分

別為 61.9%及 57.7%，皆高於女性。近 5 年來，低收入

戶男性戶長占比逐年遞增，兩性差距持續擴大；中低收

入戶男性戶長則逐年降低，兩性差距漸漸縮小。 

若觀察家庭規模，109 年女性戶長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之平均戶內人數分別為 2.5 人及 3.4 人，均高

於男性戶長家庭。若與 105 年比較，兩性戶長之家庭

規模均呈縮減之勢，其中女性戶長家庭較為明顯，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平均戶內人口數分別減少 0.3 及

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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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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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暴力 
家庭暴力通報被害人人數女性為男性之 1.9 倍 

109 年家庭暴力通報被害人數共 11.4 萬人，其中

女性計 7.5 萬人或占 65.6%，明顯高於男性，差距(女/

男)達 1.9 倍。近 10 年來隨著男性通報被害人數上升，

兩性差距呈逐年縮小之趨勢。 

109 年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共 163.2 萬人次，其

中女性計 116.8 萬次，男性為 46.4 萬次，兩性差距倍

數(女/男)為 2.5 倍。近 10 年來被害人扶助人次逐年增

加，男性由 99 年 14.6 萬人次，至 109 年增加為 46.4

萬人次，增加 2.2 倍，女性由 99 年 45.5 萬人次，至 109

年增加為 116.8 萬人次，增加 1.6 倍，兩性差距逐漸拉

近。 

 

 
 

 
 

歷年家庭暴力通報被害人人數 

 
 
 
 
 
 
 
 
 
 

歷年家庭暴力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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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 
申請扶助之特殊境遇家庭男性申請人僅占 1 成 

109 年底特殊境遇家庭 1.9 萬戶，其中 9 成為女

性申請人，男性申請人僅占 1 成(0.2 萬戶)。近 10 年

來，每年扶助家庭數約在 1.9 萬~2.1 萬戶之間。 

若以申請人年齡觀察，109 年女性申請人 8 成 5

年齡未滿 50 歲，比重較男性(69.6%)高；男性申請人 50

歲以上者占 3 成 1，比重較女性(15.4%)高。再以申請

款項觀察，兩性皆以「65 歲以下且配偶死亡（失踨）」

為最多，「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孫)子女」次之，「配偶

遺棄、虐待並已離婚」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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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附     註：符合款項可多重選擇。 

2,263 戶 17,010 戶 

109 年特殊境遇家庭符合款項-按申請人性別分 

歷年符合特殊境遇家庭數-按申請人性別分 

0.6 
10.3 

22.4 

36.3 
24.4 

6.0 
1.0 

11.0 

30.8 
41.8 

14.0 

1.4 

未滿20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單位：%

女男

0.2 0.2 0.2 0.2 0.2 0.2

1.9 1.8 1.7 1.8 1.8 1.7

2.1 2.0 1.9 2.1 2.1 1.9

0.0

0.5

1.0

1.5

2.0

2.5

99 101 103 105 107 109年

萬戶

男 女

109 年特殊境遇家庭家長(申請人)年齡分布 



 

-8- 

國民年金 
國民年金女性被保險人減少幅度大於男性 

109 年國民年金被保險人 310.6 萬人，較 99 年減

少 76.6 萬人(-19.8%)，其中女性被保險人減少 44.8 萬

人(-21.9%)，男性減少 31.8 萬人(-17.4%)，女性減少幅

度大於男性。 

女性被保險人平均年齡為 44.9 歲較男性多 0.6 歲。

若觀察投保身分，一般身分及身心障礙者，女性平均年

齡高於男性；至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所得未達一

定標準等經濟條件較弱者，男性平均年齡高於女性，其

中又以低收入戶兩性差距 4.9 歲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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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底國民年金被保險人平均年齡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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