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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務人員考試性別統計

現行國家考試體系分兩大類，一類為「公務人員考試」，另一類為「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本章節將引用考選統計年報之資料，並以「公務人員考試」較具規

模之高等、普通及初等考試進行性別比率分析。至特種考試，因其種類繁多且性質

差異大，無法整併，文中僅取幾個較特殊者進行說明。

一、報考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高等、普通、初等及地方特種考試)

(一)105 年女性報考人數占逾 5成 6

10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1報考人數 50,928 人，男性占 43.4%，女性占

56.6%；普通考試 47,500 人，男性占 39.1%，女性占 60.9%；初等考試 32,752

人，男性占 34.2%，女性占 65.8%；地方特考261,147 人，男性占 38.3%，女性

占 61.7%。女性報考人數占逾 5成 6。

圖 1−1 105 年報考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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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考試包含公務人員高等一級、二級及三級考試。
2
地方特考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包含三等、四等及五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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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各項考試女性報考比率逐年下降

近 5年報考人員女性比率均以初等考試 65.3%至 68.7%最高；其餘依次為地

方特考 61.7%至 63.4%；普通考試 60.7%至 62.5%；高等考試 56.6%至 58.8%。

近 5年來女性比率呈下降趨勢，以初等考試減少 2.9 個百分點最多。104 年及 105

年各占比則變動不大。

圖 1−2 報考人員女性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57.0
57.1

58.8

56.8

56.6

62.5
62.1

61.3 60.7
60.9

68.7
67.1 66.8

65.3

65.8

63.4 62.6 62.1 61.8 61.7

50

60

70

101 102 103 104 105

%

年

表 1−1 報考人數及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105 年

總人數 女性比率 總人數 女性比率 總人數 女性比率 總人數 女性比率

101 72,330 57.0 88,777 62.5 69,578 68.7 120,996 63.4

102 69,703 57.1 80,577 62.1 66,724 67.1 99,361 62.6

103 61,907 58.8 60,863 61.3 43,984 66.8 75,902 62.1

104 56,136 56.8 55,755 60.7 37,551 65.3 63,276 61.8

105 50,928 56.6 47,500 60.9 32,752 65.8 61,147 61.7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年別

單位：人；%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普通考試

高等考試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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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1 47,112 61.6 67.8 60,949 65.7 70.4 51,728 73.5 74.8 77,821 60.8 66.3

102 45,940 62.4 68.6 56,407 67.5 71.5 49,372 72.9 74.5 61,795 59.4 63.9

103 41,958 64.5 70.1 44,336 70.1 74.6 32,824 72.7 75.6 49,651 62.6 67.1

104 37,164 63.2 68.5 39,868 68.7 73.3 28,223 74.6 75.5 41,632 62.5 67.8

105 35,563 66.7 72.3 32,817 66.0 71.1 23,793 71.6 73.2 40,881 63.9 68.7

到考率 到考率 到考率

地方特考

到考率
總人數 總人數 總人數 總人數

年別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二、到考率3−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高等、普通、初等及地方特種考試)

(一)105 年女性到考率均略高於男性

105 年高等考試女性到考率 72.3%，男性 66.7%；普通考試女性到考率

71.1%，男性之 66.0%；初等考試女性到考率 73.2%，男性 71.6%；地方特考女

性到考率 68.7%，男性 63.9%。女性到考率均高於男性，其中高等考試及普通考

試分別差距 5.6 及 5.1 個百分點較大。

圖 1−3 105 年到考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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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歷年到考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3
到考率為到考人數占報考人數之比率。

單位：人；%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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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等考試男女到考率差距較小

近 5年各類考試女性到考率均高於男性，其中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地方特考

女性到考率高於男性 4至 6個百分點，初等考試之差距約 1至 3個百分點。

圖 1−4 歷年到考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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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錄取人數及錄取率4–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高等、普通、初等及地方特種考試)

(一)105 年女性錄取人數較男性略多

105 年高等考試錄取人數 3,584 人，女性占 50.0%，男性占 50.0%；普通考

試 2,803 人，女性占 53.1%，男性占 46.9%；初等考試 566 人，女性占 57.6%，

男性占 42.4%；地方特考 1,798 人，女性占 53.3%，男性占 46.7%。女性錄取人

數均多於男性。

4錄取率為錄取人數占到考人數之比率。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 % %

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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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05 年錄取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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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歷年錄取人數及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總人

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人

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人

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人

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3,492 43.6 56.4 2,530 44.2 55.8 642 33.5 66.5 2,845 42.5 57.5

102 3,388 46.0 54.0 2,942 41.9 58.1 565 37.3 62.7 2,563 43.0 57.0

103 3,346 43.5 56.5 2,451 44.5 55.5 415 42.9 57.1 2,025 45.3 54.7

104 3,552 49.5 50.5 2,900 46.0 54.0 468 41.0 59.0 1,855 50.1 49.9

105 3,584 50.0 50.0 2,803 46.9 53.1 566 42.4 57.6 1,798 46.7 53.3

地方特考

年別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單位：人；%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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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1 7.94 7.05 5.11 3.61 1.34 1.20 4.49 3.21

102 8.35 6.71 5.99 4.77 1.32 1.06 5.01 3.67

103 8.85 7.41 6.62 4.88 1.68 1.07 5.09 3.50

104 11.48 8.21 8.85 6.32 1.97 1.49 6.16 3.49

105 12.15 8.61 10.73 7.24 2.99 2.07 5.61 3.70

初等考試

年別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地方特考

(二)女性錄取率低於男性錄取率

近 5年各項考試女性錄取率均低於男性，其中 105 年高等考試差距 3.54 個百

分點較大；初等考試相差不及 1個百分點。

圖 1−6 歷年錄取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年~105 年)

表 1−4 歷年錄取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單位：%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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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技術類報考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高等、普通、初等及地方特種考試)

(一)「行政類」報考人數均以女性居多，占 6成 5以上

按行政類及技術類觀察，近 5年各類考試行政類報考人數均以女性居多，占 6

成 5以上，惟初等考試略呈下降。

圖 1−7 行政類報考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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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行政類報考人數及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51,828 33.5 66.5 70,728 29.6 70.4 67,218 29.2 70.8 105,443 31.4 68.6

102 50,174 33.1 66.9 64,444 29.7 70.3 64,975 31.3 68.7 86,094 32.4 67.6

103 41,961 33.4 66.6 48,385 30.7 69.3 42,522 31.2 68.8 65,585 32.9 67.1

104 39,134 34.2 65.8 43,827 31.1 68.9 36,289 32.8 67.2 54,390 33.0 67.0

105 35,647 34.3 65.7 37,224 31.3 68.7 31,725 32.4 67.6 52,460 33.3 66.7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年別

單位：人；%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 % %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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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類」報考人數男性比率占 5成 7以上

近 5年各類考試技術類報考人數均以男性居多，占 5成 7以上，其中初等考

試女性報考所占比率僅 1成左右。

圖 1−８ 技術類報考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表 1−６ 技術類報考人數及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年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報考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20,502 67.0 33.0 18,049 68.3 31.7 2,360 91.2 8.8 15,553 71.7 28.3

102 19,529 68.2 31.8 16,133 70.4 29.6 1,749 90.6 9.4 13,267 69.5 30.5

103 19,946 57.7 42.3 12,478 69.4 30.6 1,462 90.4 9.6 10,317 70.0 30.0

104 17,002 63.7 36.3 11,928 69.4 30.6 1,262 91.6 8.4 8,886 70.1 29.9

105 15,281 64.8 35.2 10,276 67.8 32.2 1,027 88.9 11.1 8,687 68.4 31.6

年別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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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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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技術類錄取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高等、普通、初等及地方特種考試)

(一)「行政類」錄取人員以高普考女性比率約 7成居多

近 5年行政類錄取人數以女性居多，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約占 7成，初等考試

及地方特考則約占 6成。初等考試及地方特考變動幅度較大，大都呈下降趨勢。

圖 1−９ 行政類錄取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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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行政類錄取人數及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2,258 30.2 69.8 1,539 26.1 73.9 619 31.7 68.3 2,071 31.2 68.8

102 2,094 29.5 70.5 1,917 26.4 73.6 555 36.4 63.6 1,816 32.8 67.2

103 2,204 30.5 69.5 1,503 27.2 72.8 396 40.7 59.3 1,388 33.1 66.9

104 2,070 32.4 67.6 1,825 28.7 71.3 446 38.3 61.7 1,205 37.3 62.7

105 1,971 32.1 67.9 1,560 28.3 71.7 549 41.2 58.8 1,229 36.5 63.5

年別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單位：人；%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 % %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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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類」錄取人員男性比率約 7成至 8成居多

近 5年技術類錄取人數以男性居多，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地方特考占 7成上

下，初等考試占逾 8成。惟 105 年比率皆下滑，以初等考試下降逾 13 個百分點，

降幅最大。

圖 1−10 技術類錄取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年~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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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技術類錄取人數及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單位：人；%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錄取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1,234 68.2 31.8 991 72.3 27.7 23 82.6 17.4 774 72.7 27.3

102 1,294 72.6 27.4 1,025 70.9 29.1 10 90.0 10.0 747 68.0 32.0

103 1,142 68.7 31.3 948 71.9 28.1 19 89.5 10.5 637 72.1 27.9

104 1,482 73.3 26.7 1,075 75.3 24.7 22 95.5 4.5 650 74.0 26.0

105 1,613 71.9 28.1 1,243 70.3 29.7 17 82.4 17.6 569 68.7 31.3

年別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 % %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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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技術類「錄取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高等、普通、初等及地方特種考試)

(一)105 年高普考行政類女性錄取率略高於男性

105 年行政類考試男、女性錄取率分別為，高等考試：7.83%及 7.88%；普通

考試：5.75%及 6.12%；初等考試：3.05%及 2.06%；地方特考：3.95%及 3.24%，

其中僅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行政類女性錄取率分別高於男性約 0.05 及 0.37 個百

分點，其餘皆以男性較高。由近年各類考試行政類錄取率觀察，高等及普通考試

女性錄取率大多數高於男性，惟幅度並不大；初等考試及地方特考行政類錄取率，

女性皆略低於男性，其中 105年初等考試男性錄取率更是較前一年大幅上升至 3%

以上，為 5年來僅見。觀察其對應之女性報考人數及到考人數均高於男性甚多，

雖實際錄取人數女性略多於男性，惟按性別分別統計其錄取率結果（女性錄取人

數／女性到考人數＊100%），女性仍略低於男性。

圖 1−11 行政類錄取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年~105 年)

(二)技術類女性錄取率大都低於男性

105 年技術類考試男、女性錄取率分別為，高等考試：17.40%及 11.82%；普

通考試：19.10%及 16.22%；初等考試：2.30%及 3.80%；地方特考：10.82%及

9.88%，顯示除初等考試外各類考試男性錄取率均高於女性。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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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1 6.28 6.75 10.10 8.59 2.92 3.25 8.82 6.71 1.36 1.19 1.21 2.44 3.13 2.96 8.94 7.63

102 5.87 6.39 11.56 8.48 3.93 4.36 9.47 8.57 1.36 1.06 0.79 0.81 3.54 3.28 9.76 9.55

103 7.35 7.71 10.73 6.36 3.91 4.38 11.30 9.28 1.66 1.06 1.92 1.92 3.37 3.14 10.45 8.63

104 7.88 7.85 15.97 9.81 5.57 5.88 14.30 9.98 1.92 1.49 2.57 1.30 3.96 3.05 12.77 9.66

105 7.83 7.88 17.40 11.82 5.75 6.12 19.10 16.22 3.05 2.06 2.30 3.80 3.95 3.24 10.82 9.88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行政類 技術類 行政類 技術類

地方特考

行政類 技術類行政類 技術類年別

圖 1 – 11 顯示近年資料，行政類考試男、女性錄取率差距不大，但就技術類

考試部分，圖 1 – 12 顯示男性在高等、普通及地方特種考試之錄取率均高於女性，

且差距較行政類為大。

圖 1−12 技術類錄取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年~105 年)

表 1−9 錄取率–按行政、技術類、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單位：%

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地方特考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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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1 55.1 44.9 42.5 57.5 61.0 39.0

102 44.0 56.0 43.0 57.0 56.2 43.8

103 51.4 48.6 45.3 54.7 59.1 40.9

104 47.4 52.6 50.1 49.9 63.7 36.3

105 48.0 52.0 46.7 53.3 65.6 34.4

年別
原住民族特考 地方特考 身心障礙特考

七、特種考試錄取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一)原住民族及地方特考女性錄取比率居多，而身心障礙特考則是男性高於女性

由於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項目多、考試性質差異大，男女錄取人數及錄取率分別

有不同之呈現。茲列舉三類變化較小者進行說明，其中身心障礙人員特考錄取人

數以男性為大宗，且男性錄取率呈現逐年緩步上揚趨勢，迄 105 年占比已達 6成

5以上。原住民族特考及地方特考皆以女性錄取比率略多，105 年男性與女性錄取

比率差距約在 4到 7個百分點。

圖 1−1３ 特種考試錄取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表 1−10 特種考試錄取人員性別比率–按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原住民族特考 地方特考 身心障礙特考

單位：%

資料來源：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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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種考試類科男女錄取人數差距懸殊者

近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中，因考試類科屬性、教育程度及性別對於職業選擇之

取向，錄取人數呈現明顯差異。其中警察人員特考及海岸巡防人員特考男性錄取

人數高出女性甚多；移民行政人員特考及稅務人員特考5則以女性錄取人數占多

數。然而若從錄取率（錄取人數 / 到考人數）來觀察，男女性別錄取率差異並不

懸殊，有些還呈現錄取人數較少，其錄取率反而較高之現象。

5
101 年、103 年及 105 年未舉辦稅務人員特種考試。

圖 1−14 特種考試錄取人員性別差距懸殊者

警察人員考試

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海巡人員考試

民航人員考試 稅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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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三 443 336 107 14.11 13.70 15.57

四 2,114 1,908 206 98.46 98.35 99.52

三 398 300 98 12.78 12.27 14.63

四 1,976 1,775 201 95.18 94.67 100.00

三 413 321 92 13.98 14.19 13.29

四 2,106 1,900 206 94.40 93.92 99.04

二 2 2 - 5.26 5.56 0.00

三 65 31 34 12.31 10.40 14.78

四 1,658 1,150 508 17.61 17.12 18.84

二 5 5 - 20.00 25.00 -

三 58 30 28 9.02 8.55 9.59

四 2,879 1,983 896 26.47 24.82 31.04

二 1 1 - 4.55 5.00 -

三 55 27 28 7.14 6.29 8.21

四 3,130 2,206 924 20.17 19.11 23.21

103 三 32 26 6 9.73 10.40 7.59

104 三 24 19 5 8.30 8.52 7.58

105 三 41 37 4 15.77 18.14 7.14

三 - - - - - -

四 - - - - - -

三 108 25 83 5.50 5.08 5.64

四 22 4 18 3.37 3.64 3.32

三 - - - - - -

四 - - - - - -

103 三 15 5 10 5.28 3.27 7.63

104 三 45 18 27 10.20 8.33 12.00

105 三 26 14 12 7.67 7.87 7.45

二 10 6 4 7.58 8.96 6.15

三 61 23 38 7.50 8.85 6.87

四 25 5 20 4.46 2.69 5.35

三 90 31 59 12.15 12.81 11.82

四 25 11 14 5.76 7.69 4.81

三 115 51 64 13.66 17.29 11.70

四 32 15 17 6.74 9.68 5.31

海巡人員

特考

104

移民行政人員

特考

單位：人；%

等級
錄取人數（人）

105

錄取率(%)
考試名稱 年別

103

104
一般警察人員

特考

警察人員

特考

105

104

103

資料來源：考選部

註：錄取率=錄取人數／到考人數*100

103

105

稅務人員

特考

103

104

105

民航人員

特考

表 1−11 特種考試錄取人數及錄取率–按性別及考試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3 年~105 年



16

圖 2-1 105 年專技人員「高等考試」

報考人員性別比率

圖 2-2 105 年專技人員「高等考試」

及格人員性別比率

圖 2-3 105 年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報考與及格人員性別比率

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簡稱專技人員考試）屬資格考試，為國家考試體

系兩大類之一（另一類為「公務人員考試」），指依法規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

職業之人員，本類考試並未針對男女性別訂定差異性之錄取名額或條件，惟可能受

教育端職業特性及個人生涯選擇等產生男女錄取人數之差距懸殊。

一、 高等考試報考與及格人員性別比率

(一)105 年報考與及格人數女性多於男性

105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報考人數為93,020人，其中男性35,820

人，占 38.5%，女性 57,200 人，占 61.5%；及格人數為 18,469 人，其中男性 5,548

人，占 30.0%，女性 12,921 人，占 70.0%。

(二)105 年醫學科學及社會科學類女性報考與及格人數均多於男性；工程科學及海

事科學類男性報考與及格人數多於女性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屬資格考試，報考比率或及格比率受教育程

度、職業特性、性別及個人生涯選擇等因素影響，各類科在兩性間呈現明顯差距，

其中醫學科學類及社會科學類之女性報考與及格比率均高於男性，前者女性占比

達 7 成以上，後者則為 6 成以上；主因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等考試女性

報考人數較多所致。

工程科學類及海事科學類則是男性報考比率與及格比率多於女性，前者男性

占比為 7 成以上，後者則為 100%；主因報考工程類之建築師、消防設備師、各

類技師等考試以男性居多，而海事類係 105 年僅辦理驗船師考試所致。

報考人員 及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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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105 年專技人員「普通考試」

報考人員性別比率

圖 2-5 105 年專技人員「普通考試」

及格人員性別比率

圖 2-6 105 年專技人員「普通考試」報考與及格人員性別比率

二、 普通考試報考與及格人員性別比率

(一)105 年報考人數女性多於男性；及格人數男性多於女性

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報考人數為 77,292 人，其中男性

34,295 人，占 44.4%，女性 42,997 人，占 55.6%。及格人數為 14,537 人，其中

男性 7,543 人，占 51.9%，女性 6,994 人，占 48.1%。

(二)105 年社會科學類女性報考人數多於男性；工程科學男性報考人數多於女性

專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亦屬資格考試，報考比率與及格比率

於不同類科在性別上亦呈現明顯差異，105 年無醫學科學類及海事科學類之考試；

社會科學類女性報考比率約 5成 7，主因導遊、領隊人員、記帳士等考試報名者以

女性為多。

工程科學類男性人數占約 8 成 7，係因 105 年只有消防設備士考試，且以男

性報考為主。

報考人員 及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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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國公務人員性別統計

本章節之「公務人員」係引用銓敘統計年報之定義及資料，指於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給之文職人員，但不

包括公立學校教師、軍職人員及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正式工員、

駐衛警察、臨時人員與勞力派遣人員。

本文即採前述公務人員之定義，按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衛生醫療機構及

公立學校(職員)等四類機關性質，進行性別比率之分析。

一、 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機關性質分

(一)公務人員之性別比率為男性 57.9%，女性 42.1%；機關業務性質決定性別比

率之差異性

105 年底公務人員人數為 347,572 人，其中男性 201,323 人占 57.9%，女性

146,249 人占 42.1%，顯示公務人員男性比率較高，主因係行政機關(含警察行政)

及公營事業機構男性比率較高。由各機關(構)之分類觀察，行政機關及公營事業機

構男性比率分別為 61.2%及 70.1%，呈現男性比率高於女性；衛生醫療機構及公

立學校(職員)則反之，其女性比率分別為 75.1%及 75.4%，呈現女性比率高於男性。

若進一步觀察 105 年底行政機關不含警察行政人員之性別比率，則男性比率

降為 48.7%，女性比率則提升為 51.3%，較行政機關(含警察行政人員)女性比率之

38.8%，增加 12.5 個百分點。

圖 3 − 1 全國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機關性質分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57.9
42.1

61.2

38.8

70.1

29.9

75.1

24.9

75.4

24.6

全國公務人員
347,572人

男性(%) 女性(%)

行政機關
235,591人

公營事業機構
64,972人

衛生醫療機構
19,852人

公立學校(職員)
27,1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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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行政機關（不含警察行政）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機關別分

(二)公務人員女性比率呈逐年穩定微幅成長

觀察近年公務人員女性比率之變化，101 年至 105 年公務人員女性比率呈逐

年穩定微幅成長，由 101 年底之 39.9%提升至 105 年底之 42.1%，主因行政機關

之女性比率由 101 年底之 36.2%提升至 105 年底之 38.8%，增加 2.6 個百分點，

另公營事業機構在 28.6%至 29.9%間呈微幅上下變動，衛生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

(職員)則維持在 75％。

表 3 −2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機關性質分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總 計 235,591 144,132 61.2 91,459 38.8

(不含警察行政) 161,447 78,662 48.7 82,785 51.3

一般行政 59,268 30,922 52.2 28,346 47.8

外交僑務 1,840 1,012 55.0 828 45.0

警察行政 74,144 65,470 88.3 8,674 11.7

財稅行政 18,108 6,172 34.1 11,936 65.9

文教行政 6,290 2,249 35.8 4,041 64.2

司法行政 25,151 14,744 58.6 10,407 41.4

經建行政 19,880 11,970 60.2 7,910 39.8

交通行政 7,264 4,418 60.8 2,846 39.2

衛生行政 14,947 4,560 30.5 10,387 69.5

社會福利 8,699 2,615 30.1 6,084 69.9

資料來源：銓敘部

中華民國105年底 單位:人;%

機關別
總計

人數

男性 女性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343,861 60.1 39.9 228,913 63.8 36.2 69,137 71.4 28.6 19,676 24.5 75.5 26,135 24.6 75.4

102 346,059 59.5 40.5 231,317 63.2 36.8 68,346 70.7 29.3 19,692 24.6 75.4 26,704 24.5 75.5

103 347,816 58.9 41.1 233,951 62.3 37.7 66,576 71.4 28.6 20,289 24.8 75.2 27,000 24.5 75.5

104 347,552 58.3 41.7 234,517 61.6 38.4 65,814 70.8 29.2 20,081 24.8 75.2 27,140 24.6 75.4

105 347,572 57.9 42.1 235,591 61.2 38.8 64,972 70.1 29.9 19,852 24.9 75.1 27,157 24.6 75.4

資料來源：銓敘部

衛生醫療機構 公立學校(職員)

中華民國101年底~105年底 單位：人；%

行政機關總計

年底別

公營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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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公務人員女性比率

−按縣市別分

二、 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縣市別分

 各縣市公務人員女性比率以新竹縣及臺北市分別為 47.6%及 45.3%居前二名

105 年底全國公務人員性別比率分別為男性 57.9%及女性 42.1%，兩者相差

15.8 個百分點。若以女性比率觀察，中央機關女性比率 42.5%較地方機關之 41.5%

略高 1.0 個百分點。從各縣市女性比率之排序觀察，新竹縣為 47.6%居首，臺北

市為 45.3%居次，新竹市 44.4%第三；金門縣及連江縣之女性比率低於 3 成，澎

湖縣則為 31.0%，亦顯示外島地區男性比率較高，多達 7成。

表 3 − 3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

−按縣市別分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總 計 347,572 201,323 57.9 146,249 42.1

中央 186,142 106,967 57.5 79,175 42.5

地方 161,430 94,356 58.5 67,074 41.5

新北市 20,849 12,633 60.6 8,216 39.4

臺北市 25,661 14,038 54.7 11,623 45.3

桃園市 11,459 6,601 57.6 4,858 42.4

臺中市 16,069 9,534 59.3 6,535 40.7

臺南市 11,774 6,977 59.3 4,797 40.7

高雄市 19,318 11,414 59.1 7,904 40.9

宜蘭縣 3,730 2,200 59.0 1,530 41.0

新竹縣 3,463 1,816 52.4 1,647 47.6

苗栗縣 4,107 2,313 56.3 1,794 43.7

彰化縣 7,830 4,666 59.6 3,164 40.4

南投縣 4,199 2,534 60.3 1,665 39.7

雲林縣 5,095 2,912 57.2 2,183 42.8

嘉義縣 4,314 2,531 58.7 1,783 41.3

屏東縣 6,276 3,614 57.6 2,662 42.4

臺東縣 3,206 1,929 60.2 1,277 39.8

花蓮縣 3,574 2,087 58.4 1,487 41.6

澎湖縣 1,740 1,201 69.0 539 31.0

基隆市 2,780 1,664 59.9 1,116 40.1

新竹市 2,475 1,377 55.6 1,098 44.4

嘉義市 1,968 1,232 62.6 736 37.4

金門縣 1,127 791 70.2 336 29.8

連江縣 416 292 70.2 124 29.8

資料來源：銓敘部
註：民國103年12月25日桃園縣改制為直轄市。

中華民國105年底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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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教育程度分

 大學學歷之女性比率高於男性，碩士以上學歷則男性比率高於女性

105 年底公務人員若以教育程度觀察，大學學歷之女性比率為 53.1%，係各

教育程度之女性比率唯一高於 50%者，超越男性之 46.9%。碩士以上學歷則呈現

教育程度愈高，女性比率愈低之現象，其中碩士之女性比率為 41.1%，博士之女

性比率為 22.0%；另大學以上之各教育程度女性比率亦皆呈現逐年提升趨勢。

圖 3 − 3 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教育程度分

表 3 − 4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教育程度分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71.0

46.9

58.9

78.0

29.0

53.1

41.1

22.0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以下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343,861 60.1 39.9 79.6 20.4 61.7 38.3 48.4 51.6 70.0 30.0

102 346,059 59.5 40.5 79.2 20.8 60.7 39.3 47.9 52.1 70.2 29.8

103 347,816 58.9 41.1 78.8 21.2 60.0 40.0 47.3 52.7 70.5 29.5

104 347,552 58.3 41.7 78.5 21.5 59.4 40.6 46.9 53.1 70.6 29.4

105 347,572 57.9 42.1 78.0 22.0 58.9 41.1 46.9 53.1 71.0 29.0

資料來源：銓敘部

中華民國101年底~105年底 單位：人；%

大學 專科以下

年底別

總計 博士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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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一) 公務人員具簡薦委任(派)官等之女性比率為 56.6%，惟官等愈高，女性比率

呈現遞減

105 年底全國公務人員具簡薦委任(派)官等之人數，總計 186,429 人，其中男

性比率為 43.4%，女性為 56.6%，總體而言女性高於男性 13.2 個百分點。若依官

等觀察，委任(派)女性比率為 58.3%，男性為 41.7%，薦任(派)女性比率為 57.6%，

男性為 42.4%，此二官等女性比率皆已超越男性，至於簡任(派)官等之性別比率，

則男性為 67.5%，女性為 32.5%，顯示高階文官之女性比率低於男性。

圖 3 − 4 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表 3 − 5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簡薦委任(派)分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男性比率

67.5

43.4

42.4

41.7

020406080

委任(派)

薦任(派)

簡任(派)

總 計

女性比率

56.6

32.5

57.6

58.3

0 20 40 60 80 (%)(%)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177,689 45.1 54.9 8,439 72.1 27.9 108,899 45.1 54.9 60,351 41.3 58.7

102 180,230 44.5 55.5 8,503 71.2 28.8 111,510 44.3 55.7 60,217 41.2 58.8

103 184,349 44.0 56.0 8,549 69.8 30.2 116,623 43.4 56.6 59,177 41.6 58.4

104 185,616 43.6 56.4 8,800 68.7 31.3 118,477 42.8 57.2 58,339 41.6 58.4

105 186,429 43.4 56.6 8,826 67.5 32.5 121,086 42.4 57.6 56,517 41.7 58.3

資料來源：銓敘部

註：本表係全國公務人員具簡薦委任(派)官等之人員。

中華民國101年底~105年底 單位：人；%

年底別

總計 簡任(派) 薦任(派) 委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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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階官等女性比率呈逐年提升，目前已突破三成

近年各官等之女性比率變化情形，具有簡薦委任(派)官等之女性比率由 101

年底之 54.9%，至 105 年底上升為 56.6%，增加 1.7 個百分點，持續呈現逐年上

升趨勢。若就各官等觀察，以簡任(派)女性比率由 27.9%提升至 32.5%，增加 4.6

個百分點最多，已突破三成，薦任(派)由 54.9%提升至 57.6%，增加 2.7 個百分點，

另委任(派)則由 58.7%降至 58.3%，減少 0.4 個百分點。

圖 3 − 5 公務人員女性比率−按官等別分

(三) 不含派用與含派用人員之男女比率結構差異不大

進一步觀察不含派用人員之性別比率，則 105 年底全國公務人員具有簡薦委

任官等之人數計 184,214 人，男性比率為 43.2%，女性比率為 56.8%，較含派用

人員之比率僅增加 0.2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不含派用人員之男女比率，僅較含派

用人員(43.4：56.6)相互增減 0.2 個百分點，結構差異不大。

表 3 − 6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簡薦委任分

(中華民國 101 年底~105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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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簡任(派) 薦任(派) 委任(派)

101年底 102年底 103年底 104年底 105年底(%)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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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174,336 44.7 55.3 8,195 71.6 28.4 106,479 44.4 55.6 59,662 41.4 58.6

102 177,040 44.1 55.9 8,263 70.6 29.4 109,197 43.7 56.3 59,580 41.2 58.8

103 181,226 43.7 56.3 8,315 69.2 30.8 114,328 42.8 57.2 58,583 41.6 58.4

104 183,018 43.3 56.7 8,618 68.2 31.8 116,520 42.3 57.7 57,880 41.6 58.4

105 184,214 43.2 56.8 8,673 67.1 32.9 119,386 42.1 57.9 56,155 41.8 58.2

資料來源：銓敘部

簡任 薦任 委任

中華民國101年底~105年底 單位：人；%

註：本表係全國公務人員具簡薦委任官等之人員，不含派任人員。

年底別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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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年齡分

 公務人員以 30-35 歲年齡組之女性比率 49.1%最高，男性比率則以 18-25 歲

年齡組之 75.0%最高

105 年底公務人員平均年齡男性為 43.8 歲，女性為 42.5 歲。各年齡組之女性

比率，以 30-35 歲之 49.1%最高，25-30 歲女性比率 48.6%次之，各年齡組之男

性比率，則以 18-25 歲之 75.0%最高(警察人員居多)，以 60 歲以上之 72.4%次之。

歷年資料皆顯示年齡組愈高，女性比率則呈現降低趨勢，以 105 年底各年齡組之

女性比率為例，由最高的 30-35 歲 49.1%，依年齡之增加，而逐組降低至 60 歲

以上之 27.6%，呈現 30歲以上各年齡組，其年齡愈高，則女性比率愈低之情形，

該年齡組(60 歲以上)女性在簡薦委任(派)官等之比率則分別為簡任(派)17.3%，薦

任(派)38.9%，委任(派)61.3%，雇員則為 77.7%。若與 101 年底比較，105 年底

各年齡組除 30 歲以下之女性比率較 101 年底低外，其餘各組均高於 101 年底呈

現提升。

圖 3 - 6 全國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年齡分

表 3 − 7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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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343,861 44.1 42.3 69.2 30.8 50.5 49.5 52.7 47.3 58.7 41.3 60.1 39.9 61.1 38.9 59.8 40.2 68.8 31.2 75.2 24.8

102 346,059 44.1 42.3 69.8 30.2 50.3 49.7 52.5 47.5 56.5 43.5 60.2 39.8 61.3 38.7 58.6 41.4 66.7 33.3 74.0 26.0

103 347,816 44.1 42.4 72.6 27.4 49.6 50.4 51.9 48.1 54.5 45.5 60.1 39.9 61.3 38.7 57.9 42.1 64.5 35.5 73.5 26.5

104 347,552 44.0 42.4 74.7 25.3 50.1 49.9 51.1 48.9 53.1 46.9 59.8 40.2 60.8 39.2 57.5 42.5 62.5 37.5 73.1 26.9

105 347,572 43.8 42.5 75.0 25.0 51.4 48.6 50.9 49.1 53.0 47.0 59.1 40.9 60.0 40.0 57.3 42.7 60.9 39.1 72.4 27.6

資料來源：銓敘部

註：年齡組「18-25歲」係指18歲至未滿25歲。

40-45歲 45-50歲 50-55歲 55-60歲

中華民國101年底~105年底 單位：人；%

年底別 總人數

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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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8 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年齡及官等分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計(人數) 347,572 20,983 15,157 23,187 22,359 24,357 21,582 30,882 21,329 39,841 26,616 28,655 21,380 19,553 12,531 13,865 5,295

總計(比率) (100.0) 58.1 41.9 50.9 49.1 53.0 47.0 59.1 40.9 60.0 40.0 57.3 42.7 60.9 39.1 72.4 27.6

民選首長 228 - - 25.0 75.0 66.7 33.3 83.3 16.7 86.2 13.8 82.0 18.0 90.9 9.1 77.8 22.2

政務人員 449 100.0 - 100.0 - 100.0 - 70.4 29.6 57.1 42.9 77.5 22.5 84.3 15.7 83.8 16.2

簡薦委任(派)人員 187,639 36.1 63.9 39.5 60.5 42.6 57.4 42.1 57.9 41.6 58.4 45.9 54.1 50.1 49.9 59.9 40.1

簡任(派) 8,826 - - 61.5 38.5 62.7 37.3 46.4 53.6 55.7 44.3 64.5 35.5 70.4 29.6 82.7 17.3

薦任(派) 121,086 33.1 66.9 38.8 61.2 41.9 58.1 41.5 58.5 40.0 60.0 45.4 54.6 50.5 49.5 61.1 38.9

委任(派) 56,517 39.0 61.0 40.6 59.4 43.7 56.3 43.3 56.7 44.2 55.8 41.2 58.8 39.9 60.1 38.7 61.3

雇員 1,210 - - - - - 100.0 13.8 86.2 27.2 72.8 28.1 71.9 25.6 74.4 22.3 77.7

法官、檢察官 3,473 43.1 56.9 42.8 57.2 50.8 49.2 51.6 48.4 52.3 47.7 64.6 35.4 71.8 28.2 87.2 12.8

警察人員 75,452 85.1 14.9 82.3 17.7 88.3 11.7 96.3 3.7 97.1 2.9 95.5 4.5 93.4 6.6 96.5 3.5

警監 383 - - - - - - 100.0 - 100.0 - 97.3 2.7 99.2 0.8 97.3 2.7

警正 44,313 80.5 19.5 82.0 18.0 89.9 10.1 96.5 3.5 96.8 3.2 95.2 4.8 92.9 7.1 96.2 3.8

警佐 30,756 85.8 14.2 82.4 17.6 87.1 12.9 95.4 4.6 99.1 0.9 99.0 1.0 96.1 3.9 - -

分類職位人員 22,330 62.3 37.7 71.2 28.8 81.2 18.8 85.7 14.3 83.6 16.4 80.3 19.7 80.4 19.6 87.8 12.2

13職等6級以上 696 - - - - - - - - 75.0 25.0 74.1 25.9 84.7 15.3 91.9 8.1

7-13職等5級 16,150 47.6 52.4 67.5 32.5 82.8 17.2 87.3 12.7 84.2 15.8 80.8 19.2 82.0 18.0 89.4 10.6

1-6職等 5,484 63.1 36.9 73.3 26.7 78.0 22.0 78.4 21.6 78.6 21.4 76.3 23.7 52.7 47.3 33.1 66.9

資位人員 26,660 68.7 31.3 71.9 28.1 77.2 22.8 76.5 23.5 77.8 22.2 75.6 24.4 76.2 23.8 78.8 21.2

長級 95 - - - - - - - - 50.0 50.0 85.7 14.3 70.0 30.0 80.4 19.6

副長級 628 - - - - 100.0 - 37.5 62.5 86.9 13.1 72.0 28.0 74.3 25.7 75.6 24.4

高員級 4,511 61.1 38.9 66.6 33.4 75.8 24.2 68.4 31.6 74.6 25.4 71.4 28.6 73.4 26.6 76.1 23.9

員級 5,574 56.7 43.3 60.6 39.4 66.5 33.5 71.7 28.3 80.1 19.9 73.8 26.2 71.2 28.8 79.4 20.6

佐級 13,723 74.2 25.8 77.5 22.5 81.9 18.1 81.6 18.4 78.8 21.2 76.9 23.1 77.0 23.0 80.2 19.8

士級 2,129 - - - - 100.0 - 94.6 5.4 66.8 33.2 79.7 20.3 85.1 14.9 79.2 20.8

金融人員 13,946 30.2 69.8 37.8 62.2 44.4 55.6 47.7 52.3 45.8 54.2 48.7 51.3 39.8 60.2 60.5 39.5

14職等以上 200 - - - - - - - - - 100.0 71.4 28.6 57.5 42.5 74.8 25.2

8職等-13職等 10,865 39.7 60.3 24.1 75.9 41.4 58.6 48.3 51.7 45.2 54.8 48.6 51.4 39.2 60.8 59.0 41.0

6職等-7職等 1,837 25.9 74.1 48.1 51.9 54.4 45.6 45.1 54.9 60.0 40.0 45.7 54.3 41.7 58.3 12.5 87.5

5職等 1,044 31.5 68.5 53.8 46.2 48.2 51.8 39.4 60.6 50.0 50.0 71.4 28.6 100.0 - 50.0 50.0

醫事人員 17,395 5.6 94.4 16.2 83.8 21.0 79.0 21.4 78.6 21.7 78.3 29.4 70.6 50.8 49.2 74.6 25.4

師(一)級 439 - - - - - - 71.4 28.6 84.6 15.4 82.2 17.8 82.4 17.6 86.2 13.8

師(二)級 2,594 - - 57.1 42.9 47.4 52.6 51.6 48.4 45.7 54.3 51.9 48.1 68.0 32.0 74.7 25.3

師(三)級 8,894 20.5 79.5 37.8 62.2 31.8 68.2 23.3 76.7 16.8 83.2 18.1 81.9 25.7 74.3 54.4 45.6

士(生)級 5,468 3.8 96.2 4.5 95.5 3.3 96.7 3.1 96.9 4.1 95.9 3.8 96.2 1.4 98.6 - 100.0

資料來源：銓敘部

55-60歲 60歲以上
總人數官等別

中華民國105年底 單位:人;%

18-30歲 30-35歲 35-40歲 40-45歲 45-50歲 50-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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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性別比率

(一)105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成長 6.2%，女性人數為男性的 7.1 倍

105 年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人數為 2,708 人次，申請人數為歷年最

高，較上年成長 6.2%，其中男性為 334 人次，女性 2,374 人次為男性之 7.1 倍，

男女所占比率分別為 12.3%及 87.7%。申請留職停薪之時間，女性以申請 6 個月

至未滿 1年之人數(822 人次)最多，占總申請人數之 30.4%，申請未滿 6個月者占

24.8%次之；男性以申請未滿 6個月之人數(137 人次)最多，所占比率僅為總人數

之 5.1%，大幅低於女性申請人數。

(二)105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回職復薪人數，女性為男性的 6.7 倍

105 年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回職復薪人數為 2,207 人次，亦為歷年最

高，其中男性為 286 人次，女性 1,921 人次為男性之 6.7 倍，男女所占比率分別

為 13.0%及 87.0%。回職復薪者育嬰留職停薪之時間，女性以申請 6 個月至未滿

1 年的人數（723 人次）最多，占總申請人數之 32.8%，而以申請未滿 6 個月者

占 27.1%次之，男性則以申請未滿 6 個月者人數（132 人次）最多，所占比率為

6.0%。

表 3 − 9 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人數之性別比率

總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1,856 232 1,624 5.1 20.5 3.9 30.8 2.0 17.3 1.5 18.9

102 2,060 276 1,784 4.5 28.2 6.2 36.2 0.8 6.5 1.9 15.7

103 2,387 305 2,082 3.6 18.4 4.7 34.0 3.1 19.8 1.5 15.0

104 2,550 330 2,220 6.2 26.1 4.2 31.1 1.2 14.9 1.3 14.9

105 2,708 334 2,374 5.1 24.8 4.4 30.4 1.5 16.1 1.4 16.4

101 1,156 175 981 8.1 32.7 5.1 34.5 1.1 9.3 0.8 8.3

102 1,303 188 1,115 7.7 34.9 4.6 32.8 1.3 8.1 0.8 9.8

103 1,618 244 1,374 6.4 24.1 5.1 32.4 2.1 10.4 1.5 18.0

104 1,860 285 1,575 6.6 26.2 5.1 31.4 2.1 10.2 1.5 16.9

105 2,207 286 1,921 6.0 27.1 4.4 32.8 1.2 10.9 1.3 16.4

資料來源：銓敘部銓審資料庫

註：1. 申請人數係當年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經銓敘部辦理登記之人數，不含教師及未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之公營事業人員。

2. 回職復薪人數係當年度回職復薪並經銓敘部審定之人數。

3. 以各年人數總計為100。

回職復薪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單位：人次；%

人數 未滿6個月
6個月至

未滿1年

1年至未滿

1年6個月

1年6個月

以上
年 別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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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性別比率

註：105 年申請總人數=100。

(三)105 年公教人員保險核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件數之女性為男性的 10.4 倍

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自民國 98年起開始辦理，係自被保險人留職

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附表件數為每月核發之統計數。105

年公教人員保險核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件數為 33,987 件，核發件數為歷年最

高，其中男性為 2,990 件，女性 30,997 件為男性之 10.4 倍，男女所占比率分別

為 8.8%及 91.2%。

表 3 − 10 公教人員保險核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件數及性別比率−按要保機關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5 年)

1.41.5
4.45.1

24.8

16.4

30.4

16.1

0

10

20

30

40

未滿6個月 6個月至

未滿1年

1年至未滿

1年6個月

1年6個月以上

(%)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總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23,852 2,122 21,730 16.8 83.2 - 100.0 19.9 80.1 5.8 94.2 3.0 97.0 22.8 77.2

102 26,064 2,321 23,743 19.0 81.0 - 100.0 16.6 83.4 4.8 95.2 2.0 98.0 20.1 79.9

103 28,606 2,609 25,997 17.3 82.7 30.0 70.0 12.9 87.1 5.8 94.2 0.8 99.2 18.0 82.0

104 32,531 2,798 29,733 15.0 85.0 - 100.0 13.4 86.6 5.3 94.7 2.4 97.6 17.7 82.3

105 33,987 2,990 30,997 15.0 85.0 - 100.0 14.4 85.6 5.4 94.6 2.4 97.6 17.1 82.9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

註:1.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自民國98年起開始辦理。

2.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係自被保險人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3.本表件數為每月核發之統計數。

行政機關 民意機關 司法機關 文教機關 衛生機關
公營事業

機關(構)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單位：件；%

核發件數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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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績業務」及「獎懲業務」性別統計

一、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按性別及機關層級分

(一)104 年公務人員考列甲等者，男性比率較女性多 0.8 個百分點

104 年公務人員參加年終考績及另予考績者共 275,066 人(未計列法官、檢

察官職務評定 3,387 人)，經銓敘審定結果，考列甲等者 206,607 人，占 75.1%，

考列乙等者 67,831 人，占 24.7%，考列丙、丁等者合計 628 人，占 0.2%。若

按性別觀察，男性中考列甲等者占 75.5%，乙等者占 24.3%，女性中考列甲等者

占 74.7%，乙等者占 25.2%，男性中考列甲等者之比率比女性多 0.8 個百分點。

圖４ − 1 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分佈情形-按性別分

104 年公務人員參加考績者(未計列法官、檢察官職務評定 3,387 人)，男性

為 154,635 人，占 56.2%，女性為 120,431 人，占 43.8%。考列甲等者，男性

占 56.5%，女性占 43.5%，與參加考績之男女比率大致持平；考列乙等者，男性

占 55.3%，女性占 44.7%；考列丙等者，男性占 67.5%，女性占 32.5%；考列

丁等者僅男性 1人。

圖４-２ 104 年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之性別比率

（中華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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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4 年中央機關公務人員考績(成)考列甲等者占 74.9%，男女比率分別為

53.1%及 46.9%

若觀察中央機關考績之性別比率，104 年中央機關公務人員參加考績者計

119,915 人(未計列法官、檢察官職務評定 3,387 人)，經銓敘審定結果，考列甲

等者 89,869 人占 74.9%，男女比率分別為 53.1%及 46.9%，考列乙等者 29,817

人占 24.9%，男女比率分別為 50.8%及 49.2%，考列丙等者 229 人，僅占 0.19%，

男女比率分別為 61.6%及 38.4%，無考列丁等者。

至於中央機關「警察人員」方面，因其現職人員之男女人數差異懸殊，致其

各考績之男性比率亦隨之呈現偏高情形，其性別比率則分別為考列甲等者男性比

率為 92.8%，女性為 7.2%，考列乙等者男性比率為 94.0%，女性為 6.0%，考列

丙等者男性比率為 97.8%，女性為 2.2%。

(三)104 年地方機關公務人員考績(成)考列甲等者占 75.2%，男女比率分別為

59.1%及 40.9%

若觀察地方機關考績之性別比率，104 年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參加考績者計

155,151 人，經銓敘審定結果，考列甲等者 116,738 人占 75.2%，男女比率分別

為 59.1%及 40.9%，考列乙等者 38,014 人占 24.5%，男女比率分別為 58.9%及

41.1%，考列丙等者 398 人占 0.26%，男女比率分別為 70.9%及 29.1%，考列

丁等者僅男性 1人。至於地方機關「警察人員」考績之性別比率，則與中央機關

之情形類似，呈現男性比率偏高狀況，其分別為考列甲等者男性比率為 92.6%，

女性為 7.4%，考列乙等者男性比率為 93.5%，女性為 6.5%，考列丙等者男性比

率為 98.2%，女性為 1.8%，考列丁等者有男性 1人。

圖４–３ 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按性別及機關別分

（中華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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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1 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按性別及機關層級分

二、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按性別及官等分

104 年全國公務人員考績(成)考列甲等比率按官等分，則兩性皆隨簡薦委任(派)

職位呈現遞減情形

104 年公務人員參加考績者，若依官等別分，簡任(派)男性考列甲等比率為

93.9%，乙等為 6.0%，簡任(派)女性考列甲等比率為 93.8%，乙等為 6.1%；薦

任(派)男女性考列甲等比率同為 77.5%；委任(派)男女性考列甲等比率分別為

65.3%及 69.0%，法官、檢察官職務評定良好之比率，則男性為 97.7%，女性為

99.4%。

圖４- 4 104 年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按官等別分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 計 275,066 100.0 206,607 75.1 67,831 24.7 627 0.23 1 0.0004

男性 154,635 100.0 116,689 75.5 37,522 24.3 423 0.27 1 0.0006

女性 120,431 100.0 89,918 74.7 30,309 25.2 204 0.17 - -

中央機關 119,915 100.0 89,869 74.9 29,817 24.9 229 0.19 - -

男性 62,985 100.0 47,695 75.7 15,149 24.1 141 0.22 - -

女性 56,930 100.0 42,174 74.1 14,668 25.8 88 0.15 - -

地方機關 155,151 100.0 116,738 75.2 38,014 24.5 398 0.26 1 0.0006

男性 91,650 100.0 68,994 75.3 22,373 24.4 282 0.31 1 0.0011

女性 63,501 100.0 47,744 75.2 15,641 24.6 116 0.18 - -

資料來源：銓敘部考績資料檔

人數
考績等第

中華民國104年 單位：人；%

機關別

及

性別

甲 等 乙 等 丙 等 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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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回職復薪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性別比率

104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回職復薪人員，女性考列甲等之比率較男性高

104 年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回職復薪人數為 1,860 人，參加考績人

數為 1,525 人，經銓敘審定結果，考列甲等者 1,014 人，占 66.5%，考列乙等者

501 人，占 32.9%，考列丙等者 10 人，占 0.7%。若就性別觀察，回職復薪之男

性參加考績人數為 203 人，其中考列甲等者占 53.7%，乙等者占 45.8%，丙等者

占 0.5%，回職復薪之女性參加考績人數為 1,322 人，其中考列甲等者占 68.5%，

乙等者占 30.9%，丙等者占 0.7%，呈現回職復薪女性考列甲等之比率較男性高出

14.8 個百分點。

圖４- 5 104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回職復薪人員考績銓敘審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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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2 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性別比率−按官等及機關層級分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 計 275,066 206,607 56.5 43.5 67,831 55.3 44.7 627 67.5 32.5 1 100.0 -

一般人員 147,005 110,593 44.3 55.7 36,135 44.2 55.8 277 48.0 52.0 - - -

簡任(派) 6,821 6,401 69.5 30.5 409 64.3 35.7 11 81.8 18.2 - - -

薦任(派) 95,485 74,027 44.7 55.3 21,318 44.5 55.5 140 42.1 57.9 - - -

委任(派) 44,699 30,165 38.0 62.0 14,408 43.1 56.9 126 51.6 48.4 - - -

醫事人員 17,522 12,308 26.2 73.8 5,182 18.9 81.1 32 6.3 93.8 - - -

師(一)級 483 449 84.9 15.1 34 88.2 11.8 - - - - - -

師(二)級 2,733 2,364 53.8 46.2 363 49.9 50.1 6 16.7 83.3 - - -

師(三)級 9,022 6,482 22.6 77.4 2,525 27.0 73.0 15 6.7 93.3 - - -

士(生)級 5,284 3,013 3.6 96.4 2,260 3.9 96.1 11 - 100.0 - - -

司法人員 6,171 4,662 65.4 34.6 1,499 64.4 35.6 10 70.0 30.0 - - -

簡任(派) 74 73 64.4 35.6 1 100.0 - - - - - - -

薦任(派) 1,910 1,609 63.0 37.0 299 56.2 43.8 2 50.0 50.0 - - -

委任(派) 4,187 2,980 66.7 33.3 1,199 66.5 33.5 8 75.0 25.0 - - -

外交人員 1,308 998 66.7 33.3 309 65.0 35.0 1 100.0 - - - -

簡任(派) 467 410 86.3 13.7 57 87.7 12.3 - - - - - -

薦任(派) 815 578 53.1 46.9 236 62.7 37.3 1 100.0 - - - -

委任(派) 26 10 50.0 50.0 16 18.8 81.3 - - - - - -

警察人員 73,962 55,811 92.6 7.4 17,887 93.6 6.4 263 98.1 1.9 1 100.0 -

簡任(派) 23 21 90.5 9.5 2 100.0 - - - - - - -

薦任(派) 644 537 89.8 10.2 106 94.3 5.7 1 100.0 - - - -

委任(派) 589 387 91.2 8.8 202 90.6 9.4 - - - - - -

警 監 394 392 97.7 2.3 2 100.0 - - - - - - -

警 正 47,039 38,711 94.4 5.6 8,190 95.7 4.3 138 97.8 2.2 - - -

警 佐 25,273 15,763 88.3 11.7 9,385 91.8 8.2 124 98.4 1.6 1 100.0 -

交通事業人員 3,287 2,753 83.4 16.6 528 81.8 18.2 6 100.0 - - - -

簡任(派) - - - - - - - - - - - - -

薦任(派) 6 3 66.7 33.3 3 100.0 - - - - - - -

委任(派) 20 8 75.0 25.0 12 83.3 16.7 - - - - - -

長 級 36 36 94.4 5.6 - - - - - - - - -

副長級 338 325 85.5 14.5 11 100.0 - 2 100.0 - - - -

高員級 2,887 2,381 83.0 17.0 502 81.3 18.7 4 100.0 - - - -

審計人員 696 523 49.5 50.5 173 46.2 53.8 - - - - - -

簡任(派) 141 130 67.7 32.3 11 72.7 27.3 - - - - - -

薦任(派) 554 392 43.6 56.4 162 44.4 55.6 - - - - - -

委任(派) 1 1 - 100.0 - - - - - - - - -

主計人員 10,687 8,120 19.7 80.3 2,553 19.3 80.7 14 35.7 64.3 - - -

簡任(派) 411 406 36.9 63.1 5 60.0 40.0 - - - - - -

薦任(派) 8,540 6,562 18.8 81.2 1,965 19.2 80.8 13 38.5 61.5 - - -

委任(派) 1,736 1,152 18.9 81.1 583 19.4 80.6 1 - 100.0 - - -

關務人員 3,708 2,712 66.9 33.1 987 63.2 36.8 9 55.6 44.4 - - -

簡任(派) 135 133 66.2 33.8 2 50.0 50.0 - - - - - -

薦任(派) 2,417 1,884 67.0 33.0 528 63.4 36.6 5 80.0 20.0 - - -

委任(派) 1,156 695 66.6 33.4 457 63.0 37.0 4 25.0 75.0 - - -

政風人員 2,510 1,903 60.0 40.0 604 61.1 38.9 3 66.7 33.3 - - -

簡任(派) 171 156 96.8 3.2 15 100.0 - - - - - - -

薦任(派) 2,107 1,613 58.5 41.5 493 64.1 35.9 1 100.0 - - - -

委任(派) 200 109 30.3 69.7 90 37.8 62.2 1 - 100.0 - - -

長 級 - - - - - - - - - - - - -

副長級 3 2 100.0 - 1 100.0 - - - - - - -

高員級 29 23 47.8 52.2 5 60.0 40.0 1 100.0 - - - -

人事人員 8,210 6,224 32.1 67.9 1,974 33.8 66.2 12 33.3 66.7 - - -

簡任(派) 258 248 54.4 45.6 10 70.0 30.0 - - - - - -

薦任(派) 6,631 5,092 32.8 67.2 1,534 36.1 63.9 5 40.0 60.0 - - -

委任(派) 1,250 831 19.7 80.3 412 23.3 76.7 7 28.6 71.4 - - -

長 級 - - - - - - - - - - - - -

副長級 6 6 16.7 83.3 - - - - - - - - -

高員級 65 47 51.1 48.9 18 61.1 38.9 - - - - - -

資料來源：銓敘部考績資料檔

中華民國104年 單位：人；%

官等別
總人數

公務人員(不含法官、檢察官)

甲 等 乙 等 丙 等 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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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2 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性別比率─按官等及機關層級分(續 1)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 計 119,915 89,869 53.1 46.9 29,817 50.8 49.2 229 61.6 38.4 - - -

一般人員 66,504 50,115 50.1 49.9 16,264 50.5 49.5 125 56.8 43.2 - - -

簡任(派) 5,308 4,952 68.0 32.0 346 62.1 37.9 10 80.0 20.0 - - -

薦任(派) 42,661 32,692 48.9 51.1 9,907 50.9 49.1 62 51.6 48.4 - - -

委任(派) 18,535 12,471 46.0 54.0 6,011 49.2 50.8 53 58.5 41.5 - - -

醫事人員 15,399 10,748 25.3 74.7 4,625 18.7 81.3 26 7.7 92.3 - - -

師(一)級 447 415 84.8 15.2 32 87.5 12.5 - - - - - -

師(二)級 2,330 2,005 51.5 48.5 319 45.5 54.5 6 16.7 83.3 - - -

師(三)級 7,792 5,570 22.2 77.8 2,211 27.5 72.5 11 9.1 90.9 - - -

士(生)級 4,830 2,758 3.7 96.3 2,063 4.1 95.9 9 - 100.0 - - -

司法人員 6,171 4,662 65.4 34.6 1,499 64.4 35.6 10 70.0 30.0 - - -

簡任(派) 74 73 64.4 35.6 1 100.0 - - - - - - -

薦任(派) 1,910 1,609 63.0 37.0 299 56.2 43.8 2 50.0 50.0 - - -

委任(派) 4,187 2,980 66.7 33.3 1,199 66.5 33.5 8 75.0 25.0 - - -

外交人員 1,308 998 66.7 33.3 309 65.0 35.0 1 100.0 - - - -

簡任(派) 467 410 86.3 13.7 57 87.7 12.3 - - - - - -

薦任(派) 815 578 53.1 46.9 236 62.7 37.3 1 100.0 - - - -

委任(派) 26 10 50.0 50.0 16 18.8 81.3 - - - - - -

警察人員 13,895 10,513 92.8 7.2 3,337 94.0 6.0 45 97.8 2.2 - - -

簡任(派) 18 16 87.5 12.5 2 100.0 - - - - - - -

薦任(派) 283 217 82.5 17.5 65 92.3 7.7 1 100.0 - - - -

委任(派) 5 4 100.0 - 1 100.0 - - - - - - -

警 監 181 180 97.2 2.8 1 100.0 - - - - - - -

警 正 10,581 8,397 94.4 5.6 2,156 95.5 4.5 28 100.0 - - - -

警 佐 2,827 1,699 86.0 14.0 1,112 91.1 8.9 16 93.8 6.3 - - -

交通事業人員 3,265 2,743 83.4 16.6 516 81.8 18.2 6 100.0 - - - -

簡任(派) - - - - - - - - - - - - -

薦任(派) - - - - - - - - - - - - -

委任(派) 4 1 - 100.0 3 100.0 - - - - - - -

長 級 36 36 94.4 5.6 - - - - - - - - -

副長級 338 325 85.5 14.5 11 100.0 - 2 100.0 - - - -

高員級 2,887 2,381 83.0 17.0 502 81.3 18.7 4 100.0 - - - -

審計人員 696 523 49.5 50.5 173 46.2 53.8 - - - - - -

簡任(派) 141 130 67.7 32.3 11 72.7 27.3 - - - - - -

薦任(派) 554 392 43.6 56.4 162 44.4 55.6 - - - - - -

委任(派) 1 1 - 100.0 - - - - - - - - -

主計人員 4,805 3,671 20.8 79.2 1,132 20.1 79.9 2 100.0 - - - -

簡任(派) 340 335 36.7 63.3 5 60.0 40.0 - - - - - -

薦任(派) 3,833 2,937 20.0 80.0 894 20.6 79.4 2 100.0 - - - -

委任(派) 632 399 13.3 86.7 233 17.6 82.4 - - - - - -

關務人員 3,708 2,712 66.9 33.1 987 63.2 36.8 9 55.6 44.4 - - -

簡任(派) 135 133 66.2 33.8 2 50.0 50.0 - - - - - -

薦任(派) 2,417 1,884 67.0 33.0 528 63.4 36.6 5 80.0 20.0 - - -

委任(派) 1,156 695 66.6 33.4 457 63.0 37.0 4 25.0 75.0 - - -

政風人員 1,187 912 65.9 34.1 272 64.7 35.3 3 66.7 33.3 - - -

簡任(派) 135 122 95.9 4.1 13 100.0 - - - - - - -

薦任(派) 946 725 63.3 36.7 220 65.9 34.1 1 100.0 - - - -

委任(派) 74 40 30.0 70.0 33 42.4 57.6 1 - 100.0 - - -

長 級 - - - - - - - - - - - - -

副長級 3 2 100.0 - 1 100.0 - - - - - - -

高員級 29 23 47.8 52.2 5 60.0 40.0 1 100.0 - - - -

人事人員 2,977 2,272 30.1 69.9 703 32.9 67.1 2 50.0 50.0 - - -

簡任(派) 201 191 47.1 52.9 10 70.0 30.0 - - - - - -

薦任(派) 2,411 1,825 29.5 70.5 585 33.2 66.8 1 100.0 - - - -

委任(派) 294 203 15.3 84.7 90 21.1 78.9 1 - 100.0 - - -

長 級 - - - - - - - - - - - - -

副長級 6 6 16.7 83.3 - - - - - - - - -

高員級 65 47 51.1 48.9 18 61.1 38.9 - - - - - -

資料來源：銓敘部考績資料檔

中華民國104年 單位：人；%

官等別 總人數

中 央 各 機 關

甲 等 乙 等 丙 等 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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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2 公務人員考績(成)案銓敘審定結果性別比率─按官等及機關層級分(續 2完)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 計 155,151 116,738 59.1 40.9 38,014 58.9 41.1 398 70.9 29.1 1 100.0 -

一般人員 80,501 60,478 39.5 60.5 19,871 39.0 61.0 152 40.8 59.2 - - -

簡任(派) 1,513 1,449 74.9 25.1 63 76.2 23.8 1 100.0 - - - -

薦任(派) 52,824 41,335 41.3 58.7 11,411 39.0 61.0 78 34.6 65.4 - - -

委任(派) 26,164 17,694 32.3 67.7 8,397 38.8 61.2 73 46.6 53.4 - - -

醫事人員 2,123 1,560 32.2 67.8 557 20.5 79.5 6 - 100.0 - - -

師(一)級 36 34 85.3 14.7 2 100.0 - - - - - - -

師(二)級 403 359 67.1 32.9 44 81.8 18.2 - - - - - -

師(三)級 1,230 912 24.9 75.1 314 22.9 77.1 4 - 100.0 - - -

士(生)級 454 255 2.4 97.6 197 2.0 98.0 2 - 100.0 - - -

司法人員 - - - - - - - - - - - - -

簡任(派) - - - - - - - - - - - - -

薦任(派) - - - - - - - - - - - - -

委任(派) - - - - - - - - - - - - -

外交人員 - - - - - - - - - - - - -

簡任(派) - - - - - - - - - - - - -

薦任(派) - - - - - - - - - - - - -

委任(派) - - - - - - - - - - - - -

警察人員 60,067 45,298 92.6 7.4 14,550 93.5 6.5 218 98.2 1.8 1 100.0 -

簡任(派) 5 5 100.0 - - - - - - - - - -

薦任(派) 361 320 94.7 5.3 41 97.6 2.4 - - - - - -

委任(派) 584 383 91.1 8.9 201 90.5 9.5 - - - - - -

警 監 213 212 98.1 1.9 1 100.0 - - - - - - -

警 正 36,458 30,314 94.4 5.6 6,034 95.7 4.3 110 97.3 2.7 - - -

警 佐 22,446 14,064 88.6 11.4 8,273 91.9 8.1 108 99.1 0.9 1 100.0 -

交通事業人員 22 10 80.0 20.0 12 83.3 16.7 - - - - - -

簡任(派) - - - - - - - - - - - - -

薦任(派) 6 3 66.7 33.3 3 100.0 - - - - - - -

委任(派) 16 7 85.7 14.3 9 77.8 22.2 - - - - - -

長 級 - - - - - - - - - - - - -

副長級 - - - - - - - - - - - - -

高員級 - - - - - - - - - - - - -

審計人員 - - - - - - - - - - - - -

簡任(派) - - - - - - - - - - - - -

薦任(派) - - - - - - - - - - - - -

委任(派) - - - - - - - - - - - - -

主計人員 5,882 4,449 18.8 81.2 1,421 18.7 81.3 12 25.0 75.0 - - -

簡任(派) 71 71 38.0 62.0 - - - - - - - - -

薦任(派) 4,707 3,625 17.8 82.2 1,071 18.1 81.9 11 27.3 72.7 - - -

委任(派) 1,104 753 21.9 78.1 350 20.6 79.4 1 - 100.0 - - -

關務人員 - - - - - - - - - - - - -

簡任(派) - - - - - - - - - - - - -

薦任(派) - - - - - - - - - - - - -

委任(派) - - - - - - - - - - - - -

政風人員 1,323 991 54.5 45.5 332 58.1 41.9 - - - - - -

簡任(派) 36 34 100.0 - 2 100.0 - - - - - - -

薦任(派) 1,161 888 54.6 45.4 273 62.6 37.4 - - - - - -

委任(派) 126 69 30.4 69.6 57 35.1 64.9 - - - - - -

長 級 - - - - - - - - - - - - -

副長級 - - - - - - - - - - - - -

高員級 - - - - - - - - - - - - -

人事人員 5,233 3,952 33.2 66.8 1,271 34.4 65.6 10 30.0 70.0 - - -

簡任(派) 57 57 78.9 21.1 - - - - - - - - -

薦任(派) 4,220 3,267 34.7 65.3 949 37.9 62.1 4 25.0 75.0 - - -

委任(派) 956 628 21.2 78.8 322 23.9 76.1 6 33.3 66.7 - - -

長 級 - - - - - - - - - - - - -

副長級 - - - - - - - - - - - - -

高員級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銓敘部考績資料檔

總人數官等別

中華民國104年 單位：人；%

地 方 各 機 關

甲 等 乙 等 丙 等 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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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得獎者性別比率

為激勵公務人員工作意願及發揮潛能，依據 104 年 3 月 25 日考試院修正發布

之「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 11 條規定，現職公務人員個人或

團體，由機關推薦參選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截止日前 5年內，具有該條各款事蹟之

一者，得頒給傑出貢獻獎；分為個人獎及團體獎，每年總獎額以十名為限，其中團

體獎獎額以四名為限，105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者計 6名。

(一)105 年得獎者男性、女性各占 5成

105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者人數 6 人，其中男性 3 人，女性 3

人，各分占 50.0％，按機關別分，則中央機關 4位，地方機關 2位，男、女性得

獎者亦各占 5成。

圖 4 − 6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者-按性別及機關別分

(二)105 年得獎者簡任占 6成 7

從官職等來看，105 年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者為簡任 4位（占 66.7％），薦

任 2位（占 33.3％），男、女性得獎者皆各占 5成。

圖 4 − 7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者-按性別及官等別分

（中華民國 105 年）

（中華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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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 年得獎者年齡集中於 50-55 歲

從年齡來看，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者皆屬 45 歲以上者，且集中於 50-55

歲年齡組有 3名，其中男性 1人（占 33.3％），女性 2人（占 66.7％），另於 45-50

歲年齡組、55-60 歲年齡組及 60歲以上年齡組各有 1位得獎者，。

表 4-3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人數及性別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6 3 50.0 3 50.0

中央機關 4 2 50.0 2 50.0

地方機關 2 1 50.0 1 50.0

簡任(或相當) 4 2 50.0 2 50.0

薦任(或相當) 2 1 50.0 1 50.0

委任(或相當) - - - - -

30歲以下 - - - - -

30~35歲 - - - - -

35~40歲 - - - - -

40~45歲 - - - - -

45~50歲 1 1 100.0 - -

50~55歲 3 1 33.3 2 66.7

55~60歲 1 - - 1 100.0

60歲以上 1 1 100.0 - -

資料來源：銓敘部

附註：本表係依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得獎者之當年度資料進行編製，而非以現任資料統計。

年

齡

總 計

中華民國105年 單位：人；%

官

職

等

機

關

別

官等及年齡別 總人數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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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範公務人員得獎者性別比率

為激勵公務人員工作意願及發揮潛能，依據 104 年 3 月 25 日考試院修正發布

之「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 7條規定，現職公務人員品行優良

且具有該條所列各款事蹟之一者，得被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105 年模範公務人員

得獎者計 419 名。

(一)105 年得獎者男性占 63.2%、女性占 36.8%

105 年模範公務人員得獎者人數 419 人，其中男性 265 人（占 63.2％），女

性 154 人（占 36.8％），按機關別分，則中央機關 248 位（占 59.2％），地方機

關 171 位（占 40.8％）。

圖 4 − 8 模範公務人員得獎者性別比率-按機關別分

(二)105 年得獎者薦任占 6成 9最多

從官職等來看，105 年模範公務人員得獎者為簡任 108 位（占 25.8％），其

中男性占 75.0%，女性占 25.0%；薦任 288位（占 68.7％），男性占 58.7%，女

性占 41.3%，委任 23位（占 5.5％），男性占 65.2%，女性占 34.8%。

圖 4 − 9 模範公務人員得獎者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中華民國 105 年）

（中華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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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 年得獎者年齡集中於 45-50 歲

從年齡來看，模範公務人員得獎者年齡集中於 45-50 歲計 105 人，其中男性

57人（占 54.3％），女性 48人（占 45.7％），另最年輕之得獎者為 1名 30 歲以

下女性獲得。

表 4-4 模範公務人員得獎人數及性別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總 計 419 265 63.2 154 36.8

中央機關 248 166 66.9 82 33.1

地方機關 171 99 57.9 72 42.1

簡任(或相當) 108 81 75.0 27 25.0

薦任(或相當) 288 169 58.7 119 41.3

委任(或相當) 23 15 65.2 8 34.8

30歲以下 1 - - 1 100.0

30~35歲 25 15 60.0 10 40.0

35~40歲 35 24 68.6 11 31.4

40~45歲 82 51 62.2 31 37.8

45~50歲 105 57 54.3 48 45.7

50~55歲 73 44 60.3 29 39.7

55~60歲 54 36 66.7 18 33.3

60歲以上 44 38 86.4 6 13.6

資料來源：銓敘部

女性

機

關

別

年

齡

官

職

等

中華民國105年 單位:人;%

官等及年齡別 總人數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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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培訓業務性別統計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人數與時數−按性別及官等分

(一)官等愈高訓練進修人員性別比率差距愈大

105 年各官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人員女性均低於男性，簡任官等女性比率

約占 30.9%，薦任官等約占 44.5%，委任官等則占 46.1%。

101 年至 105 年各官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人數均以男性居多，簡任官等男

性比率約占 7 成餘，薦任官等約占 6 成上下，委任官等則占約 5 成，呈現官等

愈高訓練進修人數性別比率差距愈大之現象。

圖 5-1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人員性別比率─按官等分

(二)105 年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平均每人時數，各官等女性均少於男性

105 年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平均每人時數，簡任官等公務人員為 76.6 小時，

薦任官等公務人員為 113.3 小時，委任官等公務人員為 172.1 小時，呈現官等

愈低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時數愈多之現象。如以性別區分，各官等女性公務人員

平均訓練進修時數均較男性少，簡任官等少 2小時，薦任官等少 20.9 小時，委

任官等少 57.2 小時。再觀察近年訓練平均每人時數，不分性別及簡薦委任官等

人員，自 101 年至 105 年，大致呈現平穩狀態。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簡任公務人員 薦任公務人員 委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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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平均每人時數−按性別及官等分

表 5-1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時數-按性別及官等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簡任公務人員 薦任公務人員 委任公務人員

中華民國101~105年 單位：人；%；小時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平均 男性 女性

101 8,589 6,352 2,237 759,976 554,615 205,361 88.5 87.3 91.8

102 8,676 6,330 2,346 736,684 535,894 200,790 84.9 84.7 85.6

103 8,735 6,256 2,479 756,725 536,343 220,382 86.6 85.7 88.9

104 8,904 6,277 2,627 758,116 536,698 221,418 85.1 85.5 84.3

105 8,822 6,100 2,722 675,713 471,106 204,607 76.6 77.2 75.2

101 165,128 97,916 67,212 23,959,353 15,314,975 8,644,378 145.1 156.4 128.6

102 166,734 97,598 69,136 24,205,294 15,536,341 8,668,953 145.2 159.5 125.4

103 169,930 97,132 72,798 21,985,669 13,361,699 8,623,970 129.4 137.6 118.5

104 169,643 95,439 74,204 20,697,397 12,581,748 8,115,649 122 131.8 109.4

105 171,068 94,884 76,184 19,381,166 11,634,832 7,746,334 113.3 122.6 101.7

101 88,686 46,282 42,404 14,994,502 9,116,512 5,877,990 169.1 197 138.6

102 91,067 47,287 43,780 13,728,134 7,933,968 5,794,166 150.7 167.8 132.3

103 89,880 46,662 43,218 13,234,789 7,602,139 5,632,139 147.2 162.9 130.3

104 89,278 46,721 42,557 14,238,290 8,440,643 5,797,647 159.5 180.7 136.2

105 91,568 49,334 42,234 15,760,202 9,793,630 5,966,572 172.1 198.5 141.3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薦 任

時數 平均每人時數

委 任

年度

人數

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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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01 4,744 100.0 2,005 42.3 2,739 57.7

102 5,153 100.0 2,204 42.8 2,949 57.2

103 5,246 100.0 2,280 43.5 2,966 56.5

104 4,927 100.0 2,138 43.4 2,789 56.6

105 5,324 100.0 2,464 46.3 2,860 53.7

101 7,366 100.0 4,751 64.5 2,615 35.5

102 7,257 100.0 4,277 58.9 2,980 41.1

103 7,302 100.0 4,446 60.9 2,856 39.1

104 7,696 100.0 5,092 66.2 2,604 33.8

105 8,331 100.0 5,753 69.1 2,578 30.9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中華民國101-105年 單位：人；%

年別
男性 女性總計

公務人員高普初考

二、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訓練類別與及格別分

(一) 高普初考試錄取訓練人員女性與男性相近，特種考試錄取訓練人員女性少於男性

105 年考試錄取完成訓練總人數為 13,655 人，女性比率為 39.8%，如以考

試類別區分，公務人員高普初考試錄取人員訓練人數為 5,324 人，女性比率占

53.7％，高於男性之 46.3%；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錄取人員訓練人數為 8,331 人，

女性比率占 30.9％，低於男性之 69.1%。

101 至 105 年資料均呈現高普初考試錄取訓練人數，女多於男，而特種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人數男多於女之現象。

圖 5-3 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訓練類別分

表 5-2 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訓練類別分

公務人員
高普初考錄取人員

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錄取人員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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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考試錄取訓練人員男性與女性及格率無明顯差異

105 年公務人員高普初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及格人數為 5,322 人，女性及格

比率為 100％，略高於男性之 99.92%；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及格

人數為 8,324 人，女性及格比率占 99.88％，略低於男性之 99.93%。

101 年至 105 年考試錄取訓練人員及格比率，「公務人員高普初考」及格

比率約 9成 96，「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及格比率約 9成 92。若分性別觀察，

不論何種考試錄取訓練，近年男性與女性及格率無明顯差異。

圖 5-4 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及格別分

表 5-3 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及格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單位：人；%

年別 總人數
男性 女性 及格比率

比率 比率 總計 男性 女性

公務人員高普初考

101 4,744 42.3 57.7 99.98 99.95 100

102 5,153 42.8 57.2 99.98 99.95 100

103 5,246 43.5 56.5 99.94 99.91 99.97

104 4,927 43.4 56.6 99.96 100 99.93

105 5,324 46.3 53.7 99.96 99.92 100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101 7,366 64.5 35.5 99.96 100 99.89

102 7,257 58.9 41.1 99.93 99.93 99.93

103 7,302 60.9 39.1 99.95 99.96 99.93

104 7,696 66.2 33.8 99.87 99.9 99.81

105 8,331 69.1 30.9 99.92 99.93 99.88

公務人員高普初考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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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任官等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訓練類別與及格別分

(一)訓練類別

105 年薦升簡官等訓練女性人數較男性少、委升薦官等訓練則女性較多

105 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人數為 1,294 人，其中女性比率

為 40.0%，男性比率為 60.0%；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人數為 1,579

人，其中女性比率為 61.8%，男性比率為 38.2%，顯示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

任官等訓練女性人數較男性為少、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女性人數

則較男性為多，此與薦任及委任具升官等人數之男女結構有相關。

圖 5-5 105 年升任官等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訓練類別分

歷年薦升簡官等訓練女性人數均少於男性、委升薦官等訓練則女性均多於男性

101 年至 105 年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人數，男性比率約接近 6 成，

女性比率則約占 4成，男性人數均多於女性；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

練人數，男性比率約占 4 成上下，女性比率則約占 6 成上下，男性人數均

少於女性，且女性比率有逐漸上升的趨勢。顯示近年薦升簡官等訓練女性人

數均少於男性、委升薦官等訓練則女性均多於男性。

圖 5-6 歷年升任官等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訓練類別分

薦任晉升簡任 委任晉升薦任

1,294 人 1,579 人

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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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二)及格別

105 年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女性及格比例均較高

105 年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格人數為 1,180 人，其中女性及格比率

為94.8%，男性及格比率為88.8%；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及格人數為1,385

人，其中女性及格比率為 91.0%，男性比率為 82.4%，顯示薦任晉升簡任官

等訓練及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女性及格比例均較男性為多。

歷年升任官等訓練女性及格比率均高於男性

101 年至 105 年升任官等訓練及格比率，「薦任晉升簡任」及格比率約 9

成，「委任晉升薦任」及格比率約 8成 5。若分性別觀察，不論何種升官等

訓練，近年女性升任官等訓練及格比率均高於男性。

圖 5-7 升任官等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及格別分

表 5-4 升任官等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及格比率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單位：人；%

年別 總人數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及格比率

總計 男性 女性

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101 1,479 58.3 41.7 90.9 87.9 95.0

102 1,316 58.1 41.9 89.9 87.2 93.7

103 1,155 58.4 41.6 93.0 91.4 95.0

104 1,154 58.1 41.9 90.6 87.3 95.0

105 1,294 60 40 91.2 88.8 94.8

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

101 1,792 41.7 58.3 81.1 73.9 86.2

102 1,601 39.5 60.5 83.1 75.7 87.9

103 1,616 40.2 59.8 85.0 79.0 89.0

104 1,730 38.4 61.6 91.6 87.3 94.3

105 1,579 38.2 61.8 87.7 82.4 91.0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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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男性 女姓

101 45 31 14 68.9 31.1

102 47 31 16 66.0 34.0

103 51 28 23 54.9 45.1

104 60 37 23 61.7 38.3

105 62 42 20 67.7 32.3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單位：人；%

年別
人數

女性比率男性比率

四、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訓練人員」−按性別及訓練類別分

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始自 99 年之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分為「管理發

展訓練」、「領導發展訓練」及「決策發展訓練」。目標為培育具卓越管理、前

瞻領導及民主政策之高階文官，並瞭解國家重要政策與未來發展願景，洞察國

際全球化發展趨勢，有助於推動機關業務及國家整體競爭優勢。其課程時數：

99年及 100 年為 150 小時，101 年至 105 年為 200 小時，並安排有「性別平

等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等課程。

105 年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之訓練人員女性約占 3成 2

105 年參加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之訓練人數為 62 人，其中女性 20 人，

占總數 32.3%。近年女性占率居三成至四成五之間。若按訓練別區分，管理發

展訓練人數為 34人，其中女性 13人，占 38.2％；領導發展訓練人數為 20人，

其中女性 6 人，占 30％；決策發展訓練人數為 8 人，其中女性 1 人，占 12.5

％。

圖 5-8 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訓練人員」性別比率

表 5-5 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訓練人數及性別比率」

(中華民國 101 年~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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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105 年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訓練人員」性別比率–按訓練類別分

五、公務人員升官等訓練「班務輔導員」性別比率

國家文官學院辦理 105 年度薦升簡官等訓練班務輔導員計 30人，其中男

性 15 人，比率 50％，女性 15 人，比率 50％。另委升薦官等訓練班務輔導

員計 18人，其中男性 7人，比率 38.9％，女性 11人，比率 61.1％。

圖 5-10 105 年公務人員升官等訓練「班務輔導員」性別比率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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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退休撫卹業務性別統計

一、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性別比率−按退休種類分

 105 年公務人員退休人數 9,259 人，男性 6,015 人，女性 3,244 人，男女比

率分別為 65.0%及 35.0%

105 年本部辦理公務人員退休案件審查計 9,259 人，較 104 年之歷年最高退

休人數 11,463 人大幅減少 2,204 人，減幅高達 19.2%，其中男性為 6,015 人，女

性為 3,244 人，其比率分別為 65.0%及 35.0%。若就退休類別觀察，以自願退休

7,923 人占 85.6%為主要部分，其中男性為 5,006 人（占 63.2%），女性為 2,917

人（占 36.8%）。

圖６− 1 公務人員退休人員性別比率

表 6 − 1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性別比率–按退休種類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年)

66.7 70.0 69.8 70.9 65.0

33.3 30.0 30.2 29.1 35.0

101 102 103 104 105 (年)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10,169 66.7 33.3 9,219 65.2 34.8 717 80.1 19.9 233 87.6 12.4

102 9,489 70.0 30.0 8,430 68.8 31.2 823 78.5 21.5 236 84.3 15.7

103 9,406 69.8 30.2 8,192 68.5 31.5 975 77.6 22.4 239 82.8 17.2

104 11,463 70.9 29.1 10,186 70.2 29.8 1,035 74.3 25.7 242 83.5 16.5

105 9,259 65.0 35.0 7,923 63.2 36.8 1,081 73.3 26.7 255 85.1 14.9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休撫卹資料檔

註：1.100年以前公務人員退休種類為自願退休及命令退休。

2.自100年1月1日起公務人員退休種類修正為自願退休、屆齡退休及命令退休。

中華民國101年至105年 單位:人;%

命令退休

年別

總計 自願退休 屆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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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105 年各官等之退休人員，男性比率以簡任(派)之 76.9%最高，女性比率則以

委任(派)及以下之 53.1%最高

105 年四類機關(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衛生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公務人

員具簡薦委(任)派官等之退休人數為5,839人，其中男性為3,014人，女性為2,825

人，女性比率為 48.4%。若從各官等之性別比率觀察，105 年簡任(派)退休人數

590 人，男性比率為 76.9%，女性比率為 23.1%（較 101 年女性比率增加 5.3 個

百分點）；薦任(派)退休人數為 3,693 人，男性比率為 49.6%，女性比率為 50.4%

（較 101 年增加 2.8 個百分點）；委任(派)及以下退休人數為 1,556 人，男性比率

為 46.9%，女性比率為 53.1%（較 101 年增加 11.9 個百分點）。

圖 6 − 2 公務人員退休人員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表 6 − 2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中華民國 105 年)

23.1

50.4

53.1

49.6

76.9

46.9

0 25 50 75 100

委任(派)

及以下

薦任(派)

簡任(派)

(%)

女性比率

男性比率

41.2

47.6

17.8

58.8

82.2

52.4

0255075100(%)

105年101年

總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6,429 56.6 43.4 625 82.2 17.8 4,422 52.4 47.6 1,382 58.8 41.2

102 5,601 58.3 41.7 510 79.6 20.4 3,660 54.6 45.4 1,431 60.3 39.7

103 5,493 56.5 43.5 569 81.7 18.3 3,422 54.4 45.6 1,502 51.7 48.3

104 6,169 55.3 44.7 596 80.2 19.8 3,892 52.3 47.7 1,681 53.3 46.7

105 5,839 51.6 48.4 590 76.9 23.1 3,693 49.6 50.4 1,556 46.9 53.1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休撫卹資料檔

註：銓敘部辦理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包含簡薦委任(派)及以下、法官、檢察官、警察人員、資位人員及醫事人員

，本表僅為簡薦委任(派)及以下人員。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單位：人；%

委任(派)及以下

年別

總計 簡任(派) 薦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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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年齡別及退休種類分

 105 年退休人數高峰，集中在 50 歲，兩性多選擇自願退休

105 年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 56.5 歲，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齡 56.2 歲，女性

平均退休年齡 57.1 歲，若從各官等觀察，簡任(派)人員男性平均退休年齡 61.9 歲，

女性 59.5 歲，薦任(派)人員男性平均退休年齡 57.8 歲，女性 56.6 歲，此二官等

之平均退休年齡為男性高於女性，另委任(派)及以下人員則女性平均退休年齡 58.9

歲，較男性之 57.6 歲高出 1.3 歲。

圖 6 – 3 105 年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

圖 6 – 4 105 年公務人員自願退休人數

女性平均退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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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 105 年公務人員退休人數之年齡及退休種類觀察，則公務人員在 50歲呈

現退休高峰計 1,111 人，其中男性 1,059 人占 95.3%，女性 52 人占 4.7%，主因

係警察人員自願退休所致。若再就退休年齡間隔 5歲觀察，105 年 50 歲退休人數

為 1,111 人，其中自願退休者 1,104 人（占 99.4%），男性 1,052 人，女性 52 人；

55 歲退休人數為 803 人，其中自願退休者 801 人（占 99.8%），男性 414 人，女

性 387 人；60 歲退休人數為 656 人，其中自願退休者 558 人，所占比率降為

85.1%，係受命令退休人數增加之影響。至於 65歲以上之退休者 1,101 人係多屬

屆齡退休(1,080 人)，亦呈現出另一個退休人數峰點，屆齡退休者之性別比率，則

男性為 73.2%，女性為 26.8%。

表 6 − 3 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年齡別及退休種類分

總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總 計 9,259 65.0 35.0 7,923 63.2 36.8 1,081 73.3 26.7 255 85.1 14.9

44歲以下 43 83.7 16.3 25 100.0 - - - - 18 61.1 38.9

45歲 51 94.1 5.9 45 95.6 4.4 - - - 6 83.3 16.7

46歲 68 85.3 14.7 63 84.1 15.9 - - - 5 100.0 -

47歲 57 80.7 19.3 51 80.4 19.6 - - - 6 83.3 16.7

48歲 39 74.4 25.6 29 75.9 24.1 - - - 10 70.0 30.0

49歲 39 56.4 43.6 32 53.1 46.9 - - - 7 71.4 28.6

50歲 1,111 95.3 4.7 1,104 95.3 4.7 - - - 7 100.0 -

51歲 403 71.0 29.0 400 71.0 29.0 - - - 3 66.7 33.3

52歲 473 59.4 40.6 469 59.7 40.3 - - - 4 25.0 75.0

53歲 653 55.4 44.6 648 55.4 44.6 - - - 5 60.0 40.0

54歲 596 55.9 44.1 596 55.9 44.1 - - - - - -

55歲 803 51.6 48.4 801 51.7 48.3 - - - 2 - 100.0

56歲 581 54.9 45.1 580 55.0 45.0 - - - 1 - 100.0

57歲 538 55.9 44.1 537 55.9 44.1 - - - 1 100.0 -

58歲 500 56.0 44.0 498 56.2 43.8 - - - 2 - 100.0

59歲 451 62.5 37.5 371 55.0 45.0 1 100.0 - 79 97.5 2.5

60歲 656 59.9 40.1 558 54.7 45.3 - - - 98 89.8 10.2

61歲 338 56.2 43.8 338 56.2 43.8 - - - - - -

62歲 287 61.0 39.0 287 61.0 39.0 - - - - - -

63歲 221 60.6 39.4 220 60.9 39.1 - - - 1 - 100.0

64歲 250 62.8 37.2 250 62.8 37.2 - - - - - -

65歲以上 1,101 73.6 26.4 21 90.5 9.5 1,080 73.2 26.8 - - -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休撫卹資料檔。

命令退休

中華民國105年 單位：人；%

年齡別

總計 自願退休 屆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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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務人員撫卹人數及性別比率−按撫卹類別分

 105 年撫恤人數為 356 人，男女比率分別為 71.1%及 28.9%

105 年公務人員撫卹人數為 356 人，其中男性 253 人，女性 103 人，分占

71.1%及 28.9%。若按撫卹類別區分，病故或意外死亡之撫恤人數 333 人，男女

人數為 231 人(69.4%)及 102 人(30.6%)；因公死亡之撫恤人數 23 人，男女人數

則分別為 22 人(95.7%)及 1 人(4.3%)，顯示各撫卹類別之撫卹人數或性別比率，

均呈現男性多於女性之現象。

圖 6 – 5 公務人員撫卹人員性別比率–按撫卹類別分

表 6 − 4 公務人員撫卹人數及性別比率–按撫卹類別分

(中華民國 101 年~105年)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265 70.6 29.4 231 68.0 32.0 34 88.2 11.8

102 271 73.1 26.9 240 71.3 28.8 31 87.1 12.9

103 260 76.5 23.5 224 75.4 24.6 36 83.3 16.7

104 261 67.0 33.0 241 65.1 34.9 20 90.0 10.0

105 356 71.1 28.9 333 69.4 30.6 23 95.7 4.3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休撫卹資料檔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單位：人；%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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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務人員撫卹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年齡分

 105 年公務人員撫卹人數各年齡組之男性比率皆高於女性，男性比率以 60歲

以上占 86.7%，為各年齡組最高，女性比率則以 50-55 歲年齡組占 38.4%最

高

105 年公務人員撫卹人數各年齡組之性別比率，男性比率以 60歲以上年齡組

占86.7%最高，55-60歲之 75.0%次之，另女性比率則以50-55歲年齡組占38.4%

最高，而以 39歲以下之 34.4%次之。整體觀之，撫卹人數之各年齡組男性比率皆

高於女性。

圖 6 – 6 公務人員撫卹人員性別比率–按年齡分

表 6 − 5 公務人員撫卹人數及性別比率–按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5 年)

86.7

75.0

61.6

77.9

68.5

65.6

13.3

25.0

38.4

22.1

31.5

34.4

60歲以上

55-60歲

50-55歲

45-50歲

40-45歲

39歲以下

男性比率(%) 女性比率(%)

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265 70.6 29.4 63.2 36.8 81.1 18.9 58.1 41.9 71.4 28.6 74.3 25.7 82.1 17.9

102 271 73.1 26.9 65.8 34.2 73.6 26.4 72.2 27.8 71.9 28.1 83.3 16.7 73.3 26.7

103 260 76.5 23.5 69.4 30.6 76.9 23.1 76.8 23.2 79.2 20.8 72.7 27.3 88.2 11.8

104 261 67.0 33.0 81.1 18.9 72.7 27.3 67.5 32.5 50.0 50.0 74.2 25.8 64.3 35.7

105 356 71.1 28.9 65.6 34.4 68.5 31.5 77.9 22.1 61.6 38.4 75.0 25.0 86.7 13.3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休撫卹資料檔

60歲以上

中華民國101年~105年 單位：人；%

年別
總計 39歲以下 40-45歲 45-50歲 50-55歲 55-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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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考試院。

34.7%

65.4%

柒、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性別統計

一、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人數」性別比率

(一)105 年底職員人數男性占 34.7％，女性占 65.4％

105 年底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人數 863 人，其中男性 299 人（占 34.7％）、

女性 564 人（占 65.4％），女性人數多於男性。若就近年觀察，職員總人數由 101

年底 856 人，增至 105 年底 863 人，男女性別比率變動小，男性比率在 35%上

下，女性則維持在 64%上下。

圖 7 − 1 105 年底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人數及性別比率

(二)各機關職員女性比率均高於５成

105 年底考試院暨所屬，就機關分別觀察，職員女性比率均高於 5 成，其中

以考選部女性比率 70.2%最高，其次為銓敘部及所屬 66.7%，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監理委員會之女性比率最少，占 54.6%。

圖 7 − 2 105 年底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性別比率

總人數 8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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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人數」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一)105 年底考試院暨所屬機關簡任官等女性比率占 5成 2；薦任官等女性比率約

近 7成；委任以下則占 7成 5餘

就政務、簡任、薦任及委任官等觀察，105 年底政務人員女性比率 35.3%，

簡任官等女性比率為 51.5%，女性比率略高於男性，且高於全國簡任(派)官等女性

比率之 32.5%；薦任及委任官等部分，女性人數比率分別為 69.0%、76.5%，顯

示女性人數較男性多，亦高於全國薦任(派)及委任(派)官等之女性比率 57.6%、

58.3%。

圖 7 −３ 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性別比率–按官等別分

(二)近年政務及簡任官等之女性比率明顯提升

101 年底至 105 年底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各官等職員人數女性比率變動趨勢，

政務由 21.2%升至 35.3%；簡任由 42.7%升至 51.5%；薦任則在 69.0%至 71.0%

間波動，委任則由 75.7%微升至 76.5%。

圖 7 − 4 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各官等女性比率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中華民國 105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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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率

101 856 36.6 63.4 78.8 21.2 57.3 42.7 30.6 69.4 24.3 75.7 25.0 75.0

102 849 35.0 65.0 78.8 21.2 55.6 44.4 29.0 71.0 23.7 76.3 - 100.0

103 862 35.5 64.5 73.5 26.5 53.6 46.4 29.3 70.7 28.2 71.8 - 100.0

104 860 35.5 64.5 71.4 28.6 50.6 49.4 30.7 69.3 25.6 74.4 - 100.0

105 863 34.7 65.4 64.7 35.3 48.5 51.5 31.0 69.0 23.5 76.5 - 100.0

101 132 40.9 59.1 71.4 28.6 68.0 32.0 26.1 73.9 25.0 75.0 - 100.0

102 125 41.6 58.4 71.4 28.6 64.0 36.0 25.8 74.2 31.2 68.8 - 100.0

103 132 40.9 59.1 63.6 36.4 66.7 33.3 26.9 73.1 26.7 73.3 - 100.0

104 130 40.8 59.2 63.6 36.4 65.4 34.6 26.5 73.5 30.8 69.2 - 100.0

105 131 42.0 58.0 63.6 36.4 65.4 34.6 29.0 71.0 30.8 69.2 - 100.0

101 194 32.5 67.5 100.0 - 58.5 41.5 21.7 78.3 34.5 65.5 50.0 50.0

102 200 31.5 68.5 100.0 - 56.8 43.2 23.1 76.9 27.3 72.7 - 100.0

103 198 32.3 67.7 100.0 - 51.2 48.8 24.8 75.2 33.3 66.7 - 100.0

104 191 29.8 70.2 100.0 - 46.3 53.7 24.6 75.4 24.1 75.9 - 100.0

105 198 29.8 70.2 50.0 50.0 44.2 55.8 26.1 74.0 24.2 75.8 - 100.0

101 348 33.6 66.4 100.0 - 56.6 43.4 31.7 68.3 20.6 79.4 - 100.0

102 346 31.8 68.2 100.0 - 54.0 46.0 29.6 70.4 20.0 80.0 - 100.0

103 348 32.8 67.2 100.0 - 53.7 46.3 29.4 70.6 25.0 75.0 - 100.0

104 351 33.6 66.4 100.0 - 49.1 50.9 32.0 68.1 23.1 76.9 - 100.0

105 354 33.3 66.7 100.0 - 42.3 52.7 32.1 67.9 22.0 78.0 - 100.0

101 157 44.6 55.4 87.5 12.5 54.1 45.9 42.2 57.8 22.7 77.3 - -

102 154 40.3 59.7 88.9 11.1 52.9 47.1 34.9 65.1 24.0 76.0 - -

103 162 38.9 61.1 87.5 12.5 47.4 52.6 33.3 66.7 30.8 69.2 - -

104 164 39.6 60.4 77.8 22.2 46.1 53.9 35.1 64.9 31.8 68.2 - -

105 158 36.1 63.9 62.5 37.5 43.6 56.4 33.7 66.3 22.7 77.3 - -

101 25 36.0 64.0 - - 37.5 62.5 37.5 62.5 - 100.0 - -

102 24 41.7 58.3 - - 42.9 57.1 43.8 56.3 - 100.0 - -

103 22 50.0 50.0 - - 50.0 50.0 50.0 50.0 - - - -

104 24 50.0 50.0 - - 57.1 42.9 50.0 50.0 - 100.0 - -

105 22 45.5 54.6 - - 50.0 50.0 46.7 53.3 - 100.0 - -

資料來源：考試院

中華民國101年底~105年底 單位：人；%

年別

總計 政務 簡任 薦任 委任

銓敘部及所屬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雇員

總計

考試院

考選部

表 7 − 1 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職員人數及性別比率」–按機關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