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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銀行局 

一、銀行承作各項放款業務及逾期情形性別統計 

 依銀行公會報送全體銀行對男性、女性放款餘額比率及件數比率自

2009年至 2015年間大致呈現穩定趨勢，並無顯著增減變化。同期間男

性放款餘額比率介於 53%至 55.5%之間，女性放款餘額比率則介於 44.5%

至 47%之間；男性件數比率介於 53%至 55%之間，女性件數比率介於 47%

至 45%之間，銀行對男性、女性之放款並無顯著差異。 

自 2009年至 2015年間男、女性逾放比率均逐年下降，男性逾放比

率較女性稍高，男性逾放比率由 2009年 1.25%降為 2015年 0.22%；同

期間女性逾放比率則由 0.89%降為 0.1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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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動產授信之性別統計 

以 2012 年至 1015 年資料觀之，購屋貸款授信餘額男性略高於女性，

房貸逾放比率男性略高於女性，另女性整體利率略低於男性，惟差異並

不明顯。2015 年底全體銀行對男、女性不動產授信餘額占全體貸款比率

分別為 52.6%及 47.4%，男性房貸逾放比率為 0.12%，略高於女性之

0.08%，顯示因男性呆帳風險相較女性為高，造成男性房貸利率 2.07%略

高於女性之 2.06%。 

購屋貸款趨勢分析圖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房貸利率分析圖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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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貸逾放比率分析圖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Open Data 專區」。 

說    明：1.依照「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逾

期放款係指積欠本金或利息超過清償期三個月，或雖未超過三個月，但已向

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擔保品者。 

2.逾期放款比率=逾期放款/總放款 

三、信託業量身訂做之財產信託性別統計 

為保障女性財產安全及經濟生活、重視老年女性的生活照顧及經濟

安全體系，政府持續鼓勵信託業推展老年財產信託業務，使其享有尊嚴

生活及發展機會，避免其因性別歧視淪為家庭中之附庸地位。所謂量身

訂作之財產信託係指依委託人交付之信託財產(例如金錢、有價證券、

不動產或保險金等)及需求，彈性運用各種信託機制，管理運用信託財

產，以符合委託人之實際需要。 

信託業承作委託人或受益人為 65 歲(含)以上高齡者量身訂做之客

製化財產信託，至 2015 年底分別為 588 人及 649 人，較 2014 年底分別

增加 61 人及 81 人，其中女性委託人占 50.17％、女性受益人占 55.01

％。 

信託業承做委託人或受益人為 65 歲以下者量身訂做之客製化財產

信託，至 2015 年底分別為 5,135 人及 9,126 人，較 2014 年底分別增加

314 人及 431 人，其中女性委託人占 52.00％、女性受益人占 50.45％。 

由於信託業辦理量身訂做之財產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於 65 歲

以上或 65 歲以下之各年齡層均有所增加，顯見本會鼓勵信託業開發提

供符合高齡者需求之信託業務及服務已有成效，且男女比重並無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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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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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期貨局 

一、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董事性別統計 

(一)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 11.48%及 11.52%，較

2013年 11.19%，分別提升 0.29、0.33百分點。 

(二)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上櫃公司女性董事比例 12.25%及 12.37%，較

2013年 12.01%，分別提升 0.24、0.36百分點。 

(三)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興櫃及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女性董事

比例 14.12％及 14.41%，較 2013年 12.71%，分別提升 1.41、1.7百

分點。 

(四)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整體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女性董事

比例 12.46%及 12.57%，較 2013年 11.83%，分別提升 0.63、0.74百

分點，性別差距略有改善，且決策參與的性別平衡漸有提升。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二、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監察人性別統計 

(一)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上市公司女性監察人比例 22.99%及 23.46%，

較 2013年 22.11%，分別提升 0.88、1.35百分點。 

(二)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上櫃公司女性監察人比例 23.39%及 23.79%，

較 2013年 23.88%，分別降低 0.49、0.09百分點。 

(三)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興櫃及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女性監察

人比例 22.31％及 22.04%，較 2013年 21.82%，分別提升 0.49、0.22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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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4年底及 2015年底整體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女性監察

人比例 22.94%及 23.20%，較 2013年 22.63%，分別提升 0.31、0.57

百分點，性別差距略有改善，且決策參與的性別平衡漸有提升。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三、創櫃板公司負責人性別統計 

(一) 創櫃板公司自 2014年 1月 3日開始。 

(二) 2015年底創櫃板公司負責人女性比例 11.48%，較 2014年底 11.25%，

提升 0.23百分點。性別差距略有改善，決策參與的性別平衡漸有提

升。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7 

參、保險局 

一、微型保險被保險人各類族群之性別統計 

我國自 2009 年 7 月下旬開放保險業者辦理微型保險業務，旨在提供

經濟弱勢民眾(分為單身或家庭兩類)，及原住民、漁民、社福慈善團體之

服務對象、內政部工作所得補助方案實施對象(年滿 20 歲至未滿 65 歲國

民，為全戶主要收入者，其個人年薪資在新臺幣 30萬元以下)、特殊境遇

家庭暨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特定族群，得以低保費享有基本保險保

障，俾完善社會安全網，並督促保險業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嗣於 2014

年 6月，復增列農民為微型保險之適用對象。至此，微型保險已涵蓋 9大

類目標族群。 

本會藉由加強宣導、鬆綁法規及採行獎勵措施等方式，持續推廣微型

保險；截至 2015年底，累計被保險人已超過 20萬人。就目標族群之類型

而言，以原住民(25.00%)、特殊境遇家庭暨中低收入戶(23.60%)、身心障

礙者(15.86%)及社福慈善團體之服務對象(14.76%)為主，總計占比近 8

成。又就整體目標族群之性別比率而言，男性約占 47.58%，女性約占

52.42%；2011 年至 2015 年之各類目標族群性別趨勢則顯示，女性持續略

高於男性，惟並無顯著失衡或對特定性別存在歧視之情形(詳見下圖 1 至

9)。另鑒於年齡並非微型保險開辦之主要考量事項，且在統計上不具重大

意義，爰未予計算，併予敘明。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圖 1、年收入低於 35萬元單身者之微型保險性別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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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年收入低於 70萬元家庭之微型保險性別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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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圖 3、原住民族之微型保險性別圖像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累

計

投

保

人

數

原住民族

C(原) 男性 C(原) 女性

 

圖 4、漁民之微型保險性別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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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社福慈善團體服務對象之微型保險性別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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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內政部工作所得方案實施對象 (年滿 20
歲至未滿 65 歲國民，為全戶主要收入
者，其個人年薪資在新臺幣30萬元以下) 
之微型保險性別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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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圖 7、特殊境遇家庭暨中低收入戶之微型保險

性別圖像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累

計

投

保

人

數

特殊境遇家庭暨中低收入戶

G(中低) 男性 G(中低) 女性

 

圖 8、身心障礙者之微型保險性別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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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農民之微型保險性別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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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照顧保險被保險人性別統計 

經比較 2012 年底至 2015 年底長期照顧保險有效契約件數，男性被

保險人數及女性被保險人數均呈現逐年穩定成長，且男女被保險人比例

差距僅呈現微幅增加(女性成長率高於男性)，顯示女性消費者對於長期

照顧保險的需求高於男性消費者，此可能與國人女性平均壽命高於男

性，相對重視長期照顧保險的規劃有關，本會在未來宣導此類保險商品

時，除了在長照觀念的宣導外，將進一步提醒男性消費者對於長期照顧

保險的認識及可能需求，進而提升其投保意願。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年底長期照顧保

險有效契約件數 

男性 

被保險人數 

女性 

被保險人數 
合計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2012年 197,007 229,347 426,354 46.21% 53.79% 

2013年 216,503 253,147 469,650 46.10% 53.90% 

2014年 243,273 289,146 532,419 45.69% 54.31% 

2015年 253,720 302,745 556,465 45.59% 54.4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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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理賠之性別統計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下稱強制車險)自 87年實施，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強保法)第 45條第 3項規定，強制車險費率之訂定，以兼採從

人因素及從車因素為原則，其中從人因素包含男女性別，係考量不同性

別之風險有異。 

(一) 強制車險承保之性別統計 

以承保件數合計數觀察強制車險男女性被保險人之比例，男性被保

險人約占 51.1%，女性被保險人約占 48.9%，其差異約為 2.2%，且男女

性別之差距有逐年縮小之狀況，顯見在台灣擁有汽機車工具於男女性別

間無明顯差異。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而以保費收入合計數觀察強制車險男女性被保險人之比例，男性被

保險人約占 53.7%，女性被保險人約占 46.3%，差異約為 7.4%，除受男

性被保險人承保件數較女性被保險人高之影響外，亦因強制車險費率已

將男女性別作為差別費率因子，男性保費單價較高，以致男女性別保費

收入有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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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二) 強制車險理賠之性別統計 

以損失件數合計數觀察強制車險男女性被保險人之比例，男性被

保險人約占 51.5%，女性被保險人約占 48.5%。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而以總賠款金額合計數觀察強制車險男女性被保險人之比例，男

性被保險人約占 56.6%，女性被保險人約占 43.4%，男性被保險人

較女性被保險人高出 13.2%，可知強制車險的總賠款金額中男性被

保險人獲得的理賠金額比重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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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三) 以性別列為強制車險費率因子，符合費率釐定之公平及合理原則 

依近 5 年(2011 年至 2015 年)強制車險承保(承保件數、保費收

入)及理賠(損失件數、賠款金額)之性別統計資料（不含法人）顯示，

男性被保險人的風險確實高於女性被保險人，顯見目前強制車險的費

率計算公式將性別列為費率因子予以計價，符合費率釐定之公平及合

理原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後續將持續觀察強制車險承保及理賠之

性別統計發展狀況，適時反映與調整不同性別風險所對應之費率，以

維護性別平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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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案件性別統計(法律事務

處) 

一、評議案件性別統計 

評議中心 2015年度共計收受 2,096件評議案件，其中 990件申請

人為男性(比例為 47.23%)、989件申請人為女性(比例為 47.19%)。依

各業別區分申請人之性別統計分述如下： 

(一) 銀行業：計收受 272件評議案件，其中 131件申請人為男性(比例為

48.16%)、128件申請人為女性(比例為 47.06%)。 

(二) 證券期貨業：計收受 37件評議案件，其中 21件申請人為男性(比例

為 56.76%)、14件申請人為女性(比例為 37.84%)。 

(三) 保險業：計收受 1,784件保險業評議案件，其中 837件申請人為男性

(比例為 46.92%)、845件申請人為女性(比例為 47.37%)。 

綜而言之，銀行業與保險業之評議案件男女性別比例，尚屬相當；

然證券期貨業，因評議案件數量少，男女性別比例差異較大。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說  明：1.非自然人(如公司、團體等)。 
          2.評議件數統計含續辦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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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宣導性別統計 

評議中心 2015年度辦理教育宣導活動共計 91場，宣導人數累計

11,407人(消費者 7,851人、金融業者 3,556人)。總共發出 6,497份

問卷，有效問卷共計回收 4,739份，回收率為 73%，其中消費者問卷回

收 4,211份、金融業者 528份。 

有效回收問卷之身份別統計表 

身份別 

項目 
消費者 金融業者 合計 

回收問卷數 4,211 528 4,739 

有關男性、女性參與評議中心宣導活動之比例，按前揭回收之有效

問卷（註1），女性共計 2,771人，比例為 58.47%，男性共計 1,662 人，

比例為 35.07%，性別未作答人數共計 306人，比例為 6.46%。再以消費

者及金融業者區分，消費者之女性及男性比例各為 59.06%及 34.36%，

金融業者之女性及男性比例各為 53.79%及 40.72%。 

有效回收問卷之性別統計表 

性別 

身份別 
男性 

男性 

比例 
女性 

女性 

比例 

性別 

未作答 

性別 

未作答比例 
總人數 

消費者 1,447人 34.36% 2,487人 59.06% 277人 6.58% 4,211人 

金融業者 215人 40.72% 284人 53.79% 29人 5.49% 528人 

合計 1,662人 35.07% 2,771人 58.47% 306人 6.46% 4,739人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註 1：評議心辦理之教育宣導活動，因部分活動係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並未發出問卷，故以實際回收之有

效問卷之統計數字，計算參與評議中心宣導活動之男性及女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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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編制員工性別統計(本會人事室) 

一、本會及所屬局員工 

2015年底本會及所屬局現有員工人數 882人，其中女性 514人(占

58.28%)、男性 368人(占 41.72%)，女性比率高於男性 16.56個百分點；

另近 3年來女性員工計增加 5人，其比率均維持約 58%之間。 

 
資料來源：本會及所屬各局人事室 

說    明：統計時點為當年度 12 月底統計數據 

二、本會及所屬局薦任主管 

2015年底本會及所屬局現有薦任主管人數 113人，其中女性薦任

主管 67人(占 59.29%)、男性薦任主管 46人(占 40.71%)，女性薦任主

管比率高於男性 18.58個百分點；近 3年來女性薦任主管人數增加 2.01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會及所屬各局人事室 

說    明：統計時點為當年度 12 月底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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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及所屬局簡任主管 

2015年底本會及所屬局現有簡任主管人數 83人，其中男性簡任主

管 43人(占 51.81%)、女性簡任主管 40人(占 48.19%)，男性簡任主管

比率略高於女性 3.62個百分點；近 3年來女性簡任主管人數已增加 1

人。 

 

 

 

 

 

 

 

 

      資料來源：本會及所屬各局人事室 

      說    明：統計時點為當年度 12 月底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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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金融業從業人員之性別統計 

一、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受僱員工(銀行局) 

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概況統計，歷年就讀商業及管理相關科系學生

向以女性居多，約占 6 至 7 成，影響所及，金融機構受僱員工亦呈現

女性人數多於男性。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及生產力統計，

2015 年底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受僱員工人數為 15 萬 1,414 人，較 2014

年底之 14 萬 8,436 人，增加 2,978 人，其中女性受僱員工 9 萬 35 人(占

59.5%)，較男性受僱員工 6 萬 1,379 人(占 40.5%)，高出 28,656 人。

再就性別比例觀察，2015 年底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員工性別比例為

68.2%，較 2010 年底之 71.1%，下降 2.9 個百分點，且呈現逐年遞減

趨勢，顯示我國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受僱員工性別差距漸見擴大。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與生產力統計」。 

    說  明：性別比例(％)＝男性人數÷女性人數×100。 

薪資高低因學歷、工作經驗或職位高低而有所差異，部分女性更因

家庭因素選擇中途離開職場，而無法累積晉升管理階層之工作經驗，造

成多數行業兩性薪資存有差距；但隨著教育程度提升，以及晚婚遲育愈

漸普遍，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其在勞動市場逐漸嶄露頭角，職務

亦見提升，致兩性薪資差距縮小。根據受僱員工薪資及生產力統計，

2015 年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女性員工平均每人每月薪資為 89,393 元，雖

低於男性之 108,752 元，性別薪資差距為 17.8％，惟已較 2010 年之

19.5％，縮小 1.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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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與生產力統計」。 

說  明：性別薪資差距(％)＝(1-女性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男性每人每月平均薪資)×100。 

二、證券、期貨、投顧、投信業從業人員(證券期貨局) 

(一) 2014 年底及 2015 年底證券業從業人員女性比例 65.64%及

65.77%，較 2013 年 65.71%，分別降低 0.07 百分點及提升 0.06 百

分點。 

(二) 2014 年底及 2015 年底期貨業從業人員女性比例 68.38%及

68.27%，較 2013 年 68.36%，分別提升 0.02 百分點及降低 0.09 百

分點。 

(三) 2014 年底及 2015 年底證券投顧業從業人員女性比例 50.85％及

44.36%，較 2013 年 52.20%，分別降低 1.35、7.84 百分點。 

(四) 2014 年底及 2015 年底證券投信業從業人員女性比例 63.80%及

63.88%，較 2013 年 63.45%，分別提升 0.35、0.43 百分點，性別

差距變動不大。 
 

 

 

 

 

 

 

 

 

 

 

 

 

 

 

 

資料來源：證券期貨業相關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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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從業人員(保險局) 

(一) 財產保險業務員登錄人數性別統計分析 

2011年底女性產財保險業務員登錄人數為 135,713人（占 65.52

％），至 2015年底為 158,777人(佔 64.10%)，與男性財產保險業務

員 2011年 71,413 人（占 34.48%）至 2015年 88,918 人(占 35.90%)

比較，性別比例（＝男性人數÷女性人數×100％）由 2011年 52.62％

增加為 2015年 56.00%，男性比例有略為上升情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二) 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人數性別統計 

2011年底女性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人數為 208,250人（占 66.31

％），至 2015年底為 227,166人(佔 65.55%)，與男性人身保險業務

員 2011年 105,792人（占 33.69%）至 2015年 119,383人(占 34.45%)

比較，性別比例（＝男性人數÷女性人數×100％）由 2011年 50.80％

增加為 2015年 52.55%，男性比例有略為上升情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448&parentpath=0,7,446&mcustomize=sextarget_view.jsp&dataserno=201504090009&aplistdn=ou=data,ou=sex,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toolsflag=Y&dtable=Sex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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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本會主計室) 

2014 年底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員之女性人數占比為 71.3％，較

2009年之 71.8％減少 0.5個百分點。按職級觀察，大致呈現職級愈高，

女性比率愈低之現象，其中女性專業領組、專業助理及其他人員個別

占比近 8 成，理級主管逾 6 成為女性，合夥會計師（含執業會計師）

則每 10 位中約有 3 位為女性。與 2009 年比較，除專業領組、專業助

理女性比率分別降低 0.3 及 1.9 個百分點外，其他人員及理級主管以

上職級均有提高，其中以合夥會計師（含執業會計師）增加 2.9 個百

分點，幅度較大。 

 

 

 

 

 

 

 

資料來源：本會「會計師事務所從業人數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