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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4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中央選舉委員會 10 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委員兼召集人文生                         

肆、 出席者：詳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紀錄：徐易麟 

陸、 第 22 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成果報告，報請公鑒。 

決   定：准予備查 

柒、 報告案 

第一案 

案  由：第 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性別統計，報請公鑒。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  明： 

一、 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業於 105 年 1 月 16 日同日

舉行投開票完竣，本會經彙計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函報之統

計表，完成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表（直轄市及縣

市別）（如附件 1，p.9）、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表

（鄉鎮市區別）（如附件 2，p.10），並經簽奉核可，將統計結果刊載於本

會網站性別統計專屬網頁。 

二、 有關本項統計結果之重要數據，謹說明如下： 

(一) 本次選舉，女性之性別投票率為 66.33%，較男性之性別投票率

66.22%略高。另女性之選舉人人數佔總選舉人數比率為 50.69%，男

性為 49.31%;女性之投票人數佔總投票人數比率為 50.74%，男性為

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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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以各直轄市、縣（市）相較，則以臺中市（68.87%）及新竹市

（68.89%）的女性投票率為最高。 

三、 101 年舉行之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男性及女性之性別投票率分別為

73.47%及 75.26%，均較本次選舉為高;且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4 任總

統副總統選舉，女性投票率均略高於男性。  

 

        歷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性別統計資料 

 統計項目 

 
 
 
 
 
選舉年度 

及任別 

選舉人數 投票人數 投票人數性別比例 性別投票率 

合計 

(A) 

男性 

(B) 

女性 

(C) 

合計 

(D) 

男性 

 (E) 
 

女性 

(F) 
 

男性投

票人數

佔總投

票人數

比 

(G=E/D) 

女性投

票人數

佔總投

票人數

比 

(H=F/D) 

男性投

票人數

佔男性

選舉人

人數比 

(I=E/B) 

女性投

票人數

佔女性

選舉人

人數比 

(J=F/C) 

97 年 

第 12 任 
17,321,622 8,670,480 8,651,142 13,221,851 6,504,575 6,717,276 49.20% 50.80% 75.02% 77.65% 

101 年 

第 13 任 
18,086,455 8,971,504 9,114,951 13,451,641 6,591,407 6,860,234 49.00% 51.00% 73.47% 75.26% 

105 年 

第 14 任 
18,782,991 9,261,277 9,521,714 12,448,593 6,132,600 6,315,993 49.26% 50.74% 66.22% 66.33% 

 
決  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在本案說明二，增列各性別選舉人人數占總選舉人人數比率。(已配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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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政黨之參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案，報請公鑒。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  明： 

一、 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業於 105 年 1 月 16 日完成投開票作業，經彙整本次

選舉參選人及當選人之相關資料，完成第 9 屆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舉─參選人及當選人政黨性別統計表（如附件 3，p.23）及第 9 屆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參選人及當選人政黨性別統計表

（如附件 4，p.35），並經簽奉核可，將統計結果刊載於本會網站性別投

票統計專屬網頁。 

二、 有關本項統計結果之重要數據，謹說明如下： 

(一) 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1、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354 人，其中男性 263 人，佔

74.29%；女性 91 人，佔 25.71%。當選人數合計 73 人，其中男性

50 人，佔 68.49%；女性 23 人，佔 31.51%，此為第 7 屆立法委員

選舉以來，歷次最高。另男性當選人數佔男性參選人數比率為

19.01%，女性當選人數佔女性參選人數比率為 25.27%。 

2、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1)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部分，參選人數合計 13 人，其中男

性 10 人，佔 76.92%；女性 3 人，佔 23.08%。當選人數合計 3

人，其中男性 2 人，佔 66.67%；女性 1 人，佔 33.33%。男性

當選人數佔男性參選人數比率為 20%，女性當選人數佔女性參

選人數比率為 33.33%。 

(2) 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部分，參選人數合計 10 人，其中男

性 9 人，佔 90%；女性 1 人，佔 10%。當選人數合計 3 人，其

中男性 2 人，佔 66.67%；女性 1 人，佔 33.33%。男性當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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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佔男性參選人數比率為 22.22%，女性當選人數佔女性參選人

數比率為 100%。 

(二) 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179 人，其

中男性 87 人，佔 48.60%；女性 92 人，佔 51.40%。當選人數合計

34 人，其中男性 16 人，佔 47.06%；女性 18 人，佔 52.94%。另男

性當選人數佔男性參選人數比率為 18.39%，女性當選人數佔女性參

選人數比率為 19.57%。 

(三) 本屆立法委員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556 人，其中男性 369 人，佔

66.37%；女性 187人，佔 33.63%。當選人數合計 113人，其中男性

70人，佔 61.95%；女性 43人，佔 38.05%。另男性當選人數佔男性

參選人數比率為 18.97%，女性當選人數佔女性參選人數比率為

22.99%。 

三、 我國自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開始，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立法委員席次

並自 225 席減半為 113 席，迄今共舉行第 7 屆（97 年）、第 8 屆（101 年）

及第 9屆（105年）等 3次立法委員選舉。以第 8屆與第 9屆立法委員選

舉相比，其女性參選人數分別為 131 人（佔 31.95%）與 187 人（佔

33.63%）。在女性當選人數方面，分別為 38 人（佔 33.63%）與 43 人（佔

38.05%）。 

四、 另本次立法委員選舉，女性選舉人人數為 952 萬 4,533 人（以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為準），佔選舉人總數 50.69%，和第 8 屆

立法委員選舉（50.40%）相較，並無顯著差異，但本次選舉，女性在立

法委員參選及當選人數方面均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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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立法委員選舉-參選人及當選人性別統計資料 

 統計項目 

 
選舉年度 

及屆別 

參選人數 參選比率 當選人數 當選比率 

合計

(A= 
B+C) 

男性 

(B) 

女性 

(C) 

男性 

(D=B/A) 

女性 

(E=C/A) 

合計 

(F= 
G+H) 

男性 

(G) 

女性 

(H) 

男性 

(I=G/F) 

女性 

(J=H/F) 

97年 

第 7屆 

 

區域 283 226 57 79.86% 20.14% 73 57 16 78.08% 21.92% 

原住民 12 9 3 75% 25% 6 5 1 83.33% 16.67% 

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 
128 67 61 52.34% 47.66% 34 17 17 50% 50% 

合計 423 302 121 71.39% 28.61% 113 79 34 69.91% 30.09% 

101年 

第 8屆 

 

區域 267 202 65 75.66% 24.34% 73 54 19 73.97% 26.03% 

原住民 16 13 3 81.25% 18.75% 6 5 1 83.33% 16.67% 

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 
127 64 63 50.39% 49.61% 34 16 18 47.06% 52.94% 

合計 410 279 131 68.05% 31.95% 113 75 38 66.37% 33.63% 

105年 

第 9屆 

 

區域 354 263 91 74.29% 25.71% 73 50 23 68.49% 31.51% 

原住民 23 19 4 82.61% 17.39% 6 4 2 66.67% 33.33% 

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 

179 87 92 48.60% 51.40% 34 16 18 47.06% 52.94% 

合計 556 369 187 66.37% 33.63% 113 70 43 61.95% 38.05% 

 

決  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請選務處在受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申

請時，提醒政黨注意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有關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各政

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三、 在本案說明二有關區域立法委員選舉部分，增列凸顯本次區域立法委員

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歷屆最高之相關文字敘述。。(已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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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  由：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暨監

察員性別統計，報請公鑒。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  明： 

一、 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選舉，業於 105 年 1 月 16 日舉行投

開票完竣，經彙整本次選舉主任監察員暨監察員相關資料，完成「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選舉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暨監察員分析統

計表」（如附件 5，p.37），上開統計結果將收錄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

舉實錄及第 9 屆立法委選舉實錄，並公布於本會網頁「研究出版」項下、

「出版品」項下、「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錄」、「第 9 屆立法委選舉

實錄」內。 

二、 本會自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就擔任投開票所監察員統計其性別比例

（詳附件 6，p.38），該次選舉女性擔任人員計 16,044 人，佔所有監察員

(32,181 人)之 49.85％；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女

性擔任人員計 20,398 人，佔所有監察員(35,838 人)之 56.91％，女性比

例遠逾三分之一，甚至已超過半數，可見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強烈，

而各政黨在舉薦人員上，性別取捨顯非考量之因素。 

決  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在說明二，原「女性比例遠逾三分之一，甚至已超過半數」修正為「女

性比例已超過半數」。 

三、 有關「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選舉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暨監

察員分析統計表」及「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就擔任投開票所監察員統

計其性別比例」等 2 表，就性別部分增列百分比，並將檔案轉為 Excel

檔。(已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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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討論案 

第一案 

案 由：104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  明： 

一、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計有「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等 7 篇，本會經

列為「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之「（二）提升女性參與機會，擴大參與

管道、4.降低選舉保證金門檻及政黨補助金分配門檻」主辦機關之一，

且與各部會同列為「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與「人身安全與司法篇」

其中 5項之填報單位。 

二、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2 年 8 月 23 日院臺性平字第 1020145150 號函頒之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篇具體行動措施填報作業須知」，因配合行政院院

性別平等會各層級會議之召開，填報期程由原定每年 1、4、7、10 月，

調整為每年 2、6、10 月，填報週期由原定 3 個月調整為 4 個月；新增填

報重點：每年 2 月填報前一年度全年之辦理成果（含性別統計）；每年 6

月填報當年度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每年 10 月填報次年度推動

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 

三、 依前項規定，各部會應於今（105）年 2 月前填報前一年度全年之辦理成

果(含性別統計)，並完成系統填報作業。經彙整本會各相關處室提供資

料，擬填復資料如附件 7(p.39)。 

擬  辦：討論通過後，依會議結論至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填報系統，完成系統填

報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並至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填報系統，完成系統填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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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104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  明： 

一、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3-106 年度）」第捌

點之規定，各部會應督促所屬各級機關(構)、學校及國營事業等落實辦

理執行計畫，於每年 2 月底前，將上一年度執行計畫之成果報告提報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審查，並於審查通過後二星期內將成果報告公布於機關

網站，及函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二、 本會 103 至 106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如附件 8(p.46)。 

三、 本案 104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如附件 9(p.52)。 

擬  辦：討論通過後，依會議結論函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並刊登於本會網站

性別平等專區。 

決  議：照案通過，函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並刊登於本會網站性別平等專區。 

 

玖、 散會:下午 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