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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司、商業及工廠負責人性別分析 

經發局會計室 

本市為全國勞動力人口最多的城市，蘊含著潛在優質的勞動

力，隨著社會的變遷，女性意識覺醒，台灣家庭結構有了重大的變

化，現代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加上性別平權意識倡導，逐漸成為當

代社會主流，追求自我實現與成就自我的動機越來越強烈，女性投

入工作職場儼然已成為趨勢；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物價高漲，家庭

經濟維持日益困難，雙薪家庭日益普遍，也促使女性進入職場的比

率逐漸增加；但普遍民眾仍受到傳統價值觀影響，將照顧家庭的責

任歸諸於女性，導致婦女就業將會直接衝擊女性在傳統家庭性別角

色的扮演，故因生育等因素而暫離職場，導致工作資歷中斷，日後

就算重返職場薪資已受影響，升遷不易，就業缺乏保障，故如何提

供公平且友善的職場環境會是影響女性投入職場的重要因素，亦是

當今政府部門在擬定相關政策時的重要課題。 

壹、公司登記負責人性別分析 

    110年度全國及新北市公司登記家數分別為 73萬 6,889家及 14

萬 1,991家，而公司登記家數最多的為臺北市，本市僅次於臺北

市。公司登記家數女性負責人在全國為 23萬 1,778家，本市為 4萬

4,235家全國第二僅次於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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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公司登記負責人家數-六都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從 100年度至 110年度公司登記家數男女性負責人比例來看，

本市女性負責人所佔比例逐年上升，從 100年度占比 28.54%上升至

110年度 31.15%，另從各年度男女負責人數成長比例來看，女性負

責人所佔比率皆呈現成長趨勢，從 100年至 110年分別增長

0.22%、0.39%、0.09%、0.24%、0.19%、0.21%、0.12%、0.55%、

0.33%、0.26%，年平均成長為 0.29% 。另從本市 110年行業別中女

性負責人占比最多的為金融及保險業 37.36%而家數為 2,976家，女

性負責人家數最多的行業為製造業 13,535家占比 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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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司登記男女負責人比例 

資料來源:本局公司登記科 

圖 3 公司登記家數女性負責人占比-前 5行業別 

     資料來源:本局工商登記科 

圖 4 公司登記家數女性負責人-前 5行業別 

   資料來源:本局工商登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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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5% 69.11% 69.44% 69.99% 70.12% 70.32% 70.52% 70.75% 70.85% 71.24% 71.46%

31.15% 30.89% 30.56% 30.01% 29.88% 29.68% 29.48% 29.25% 29.15% 28.76% 28.5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106年 105年 104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100年

男性百分比 女性百分比

13,535 

6,767 6,250 6,030 

2,976 

8,677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製造業 營建工

程業

批發及

零售業

專業、科

學及技術

服務業

金融及

保險業

其他行業

37.36%

35.33% 35.27% 35.10%

34.04%

32.00%

33.00%

34.00%

35.00%

36.00%

37.00%

38.00%

金融及

保險業

專業、科

學及技術

服務業

支援服

務業

批發及

零售業

農、林、

漁、牧業



4 
 

貳、商業登記負責人性別分析 

    從 102年度至 110年度商業登記家數男女性負責人比例來看，

女性負責人所佔比例逐年上升，從 102年度占比 21.32%上升至 110

年度 25.78%，另從各年度女性負責人成長趨勢來看(女性負責人 102

年至 110年各年度人數，28,922、 29,402、30,007、 30,765、

31,661、32,507、33,543、34,610及 36,355)，從 103年至 110年

各年度成長率為 1.66%、2.06%、2.53%、2.91%、2.67%、3.19%、

3.18%、5.04%，年平均成長為 2.905% 。  

圖 5 商業登記男女負責人比例 

      資料來源:本工商登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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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商業登記男女負責人成長比率 

資料來源:本工商登記科 

參、工廠登記負責人性別分析 

    從 102年度至 110年度工廠登記家數男女性負責人比例來看，

占比從 102年度 21.91%上升至 110年度 23.71%，整體而言女性負責

人占比逐年上升，而 103年至 110年女性負責人的成長率分別為

0.33%、1.84%、0.67%、2.26%、-3.73%、-0.3%、-0.91%及 0.64%，

年平均成長為 0.1%(女性負責人 102年至 110年各年度人數，

4,559、4,574、4,658、4,689、4,795、4,616、4,602、4,560及

4,589)，近幾年女性負責人的成長率下跌的因素為整體工廠登記家

數縮減，原因包括工廠校正廢止和新北市工業用地使用成本高等，

間接影響工廠的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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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工廠登記男女負責人比例 

資料來源:本工商登記科 

圖 8 工廠登記男女負責人家數成長比率 

資料來源:本工商登記科 

 

 

 

7
8.
0
9%

7
7.
7
3%

7
7.
2
7%

7
6.
9
0%

7
6.
5
1%

7
6.
5
5%

7
6.
3
8%

7
6.
2
7%

7
6.
2
9%

2
1.
9
1%

2
2.
2
7%

2
2.
7
3%

2
3.
1
0%

2
3.
4
9%

2
3.
4
5%

2
3.
6
2%

2
3.
7
3%

2
3.
7
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 02年 1 03年 1 04年 1 05年 1 06年 1 07年 1 08年 1 09年 1 10年

男 女

0.00%

-1.76%

-0.75%

-1.47%
0.01%

-3.50%

-1.25% -1.53%

0.77%

0.00%
0.33%

1.84%

0.67%

2.26%

-3.73%

-0.30% -0.91%

0.64%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1.00%

2.00%

3.00%

1 0 2年 1 0 3年 1 0 4年 1 0 5年 1 0 6年 1 0 7年 1 0 8年 1 0 9年 1 1 0年

男 女



7 
 

肆、整體概況分析 

    從這幾年統計數據觀察，公司、商業、工廠男女負責人的性別

結構依然是男高女低，且男性比例遠高於女性，然而女性負責人的

比重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產業部門的部分，以服務業中女性所佔

比例較高，此結果顯示服務業部門提供了女性進入成為自行創業者

的產業利基。男性負責人主要還是集中在以製造業、營造業為主的

轉換性產業，組織規模整體而言也較女性大，而女性負責人則是高

度集中於低利潤的個人服務業，組織規模也普遍小於男性。 

    自 105年起本市開始推動性平政策，至今公司、商業、工廠登

記家數女性負責人所占比例及女性負責人數成長比率均較推動前的

成長更加顯著，惟因整體工廠登記家數自 102年以來呈現逐年下滑

趨勢，107年登記總家數達近 5年來最低，導致工廠登記女性負責

人數成長比率，雖較政策推動前有所提升，惟提升幅度有限。 

    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可以發現本市男女負責人性別組成變遷

的背後呈現雙元結構的特徵，儘管整體而言男性負責人數在大多數

產業多於女性負責人數，但從本次分析結果可知 102年以來女性負

責人成長比率連續呈現正成長，且皆高於男性負責人數成長比率，

女性負責人比重的增加顯示女性在勞力市場中的角色位置確實在改

變，性別分工的界線開始鬆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