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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一、98年全國能源會議，與會代表就「性別主流化」達成「在永續發
展與能源安全上，應納入性別的觀點及重視女性的聲音」之共同
意見。 

二、本局檢視國際間有關性別與能源的相關研究，發現： 
(一)開發中國家—由於能源服務的缺乏與許多貧窮的要素 ( 例如低教

育水準、健康照護) 之間有很大之關聯性，而根據研究貧窮的人
口約有70%是女性，再加上伐木、撿柴、烹調這些基本生活的必
需絕大多數由女性承擔，因此開發中國家對性別與能源的探討主
要著重在傳統能源使用(如木材、動物糞便) 、傳統爐具改善、能
源取得時間對女性造成之影響，期望藉由能源服務的提升與改善
，促進女性與弱勢之生活品質提升。 

(二)先進國家—先進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因此對於性別與能
源的探討較著重在兩性能源使用差異的了解及能源政策是否符合
對不同性別之分配公平正義的檢討，例如：歐盟、德國進行能源
消費調查及性別差異分析來發掘能源使用上的兩性不同觀點，並
對國家現行能源政策進行檢討。 

 



三、有鑑於對兩性能源使用上差異的了解，是訂定對兩性友善之能
源政策的基礎，為了解一般民眾的能源使用情況，探討兩性在
能源使用上是否有不同偏好與需求，本局運用於99年4-6月調查
完成之「臺灣地區住宅部門能源消費狀況調查」註資料，針對兩
性能源消費及政府節能措施兩性接受度，進行差異分析。期望
藉此調查結果，了解兩性能源使用與想法上的差異，進一步提
供融入性別觀點之政策思維。 

壹、緣起(續)  

註：母體為臺灣電力公司之表燈非營業用戶資料庫(扣除空戶及連續2個月用電度數
低於標準度數以下者)。採用人員面對面訪問方式向家中戶長或經濟戶長進行問卷
調查，共回收1,714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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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探討主題 

兩性能源消費差異分析 

(一)依能源類別進行分層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二)依家戶成員人數分層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三)依所得分層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四)依使用家電類別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五)依運具類別與耗油量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政府節能措施兩性接受度與採用意願(即節能意識) 

(一)兩性對家電補助及家電節能措施之及節能意識 

(二)兩性對運輸工具使用偏好與節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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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結果 

一、兩性能源消費差異分析 
由於「臺灣地區住宅部門能源消費狀況調查」資料，係以家戶為調查單位，為分
析家戶能源消費行為之性別差異，本研究特將不同性別組成之家戶，依據其性別
比例進行分組，分為女性較少、男女各半、女性較多等三類。  

(一)依能源類別進行分層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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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結果 

(二)依家戶成員人數分層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1.在不同家戶成員人數下，不同性別結構家戶之能源消費確實存在差
異。 

2.在多數情況(除1人家戶與4人家戶外)，女性較多家戶之平均能源消
費較女性較少之家戶為少。 

一、兩性能源消費差異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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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結果 

(三)依所得分層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1.在不同所得分層下，不同性別結構家戶之能源消費呈現相當差異性。 

2.在多數的所得水準下(除無收入及所得界於20-60萬)，女性較多家戶之平
均能源消費較女性較少之家戶為少。  

單位：公升油當量  

一、兩性能源消費差異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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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性能源消費差異分析(續) 

女性較多之家戶在資訊設備、冷氣設備、室內照明等設備之用電量顯
著較女性較少家戶為低，然而在烹調設備之用電則較女性較少家戶為
高。 

反映兩性數位落差及使用資訊設備目的所導致使用時間的差異：男性使用
資訊設備多係工作用途或電玩，使用時間長，女性則多用來上網，使用時
間相對較短。 

資訊設備方面-- 

可能反映兩性溫度偏好的差異，男性可能對於悶熱的氣候耐受度較低。 

冷氣設備方面-- 

可能反映出隨手關燈等節能習慣的差異。 

室內照明設備方面-- 

女性作為家中烹調設備主要使用者，女性較多之家戶，在烹調設備用電
量較多，亦反映出不同性別家庭角色的特性。  

烹調設備方面-- 

(四)依使用家電類別之兩性能源消費差異 

肆、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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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結果 

一、兩性能源消費差異分析(續) 

男性 

女性 

主要使用者 
機車耗油量  

總量 平均 % 

總計 22,330  10  100.00  

男性 13,077  11  58.57  

女性 9,250  9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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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結果 

一、兩性能源消費差異分析(續) 

主要使用者 
汽車耗油量  

總量 平均 % 

總計 110,777  90  100.00  

男性 81,856  82  73.89  

女性 28,948  128  26.13  



 
 

二、政府節能措施兩性接受度與採用意願(即節能意識) 

肆、分析結果 

(一)在節能家電部份 

1.不管男性或女性，絕大多數的受訪對象皆未曾接受政府補助購買家電(男性
未曾接受補助占92.6%，女性占94.9%)。，探究其未曾接受補助的原因，則
以「不知道有此政策」的比例最高，其中女性不知道有此措施的比例又高於
男性（男性51.4%，女性63.1%） 

2.在接受補助換購節能家電之意願方面，男性「有意願」的比例則高於女性
（男性36.0%，女性28.8%)，顯示若政府提供補助，男性換購節能家電之接
受度較高。此外，從調查中「看情形」及「沒意願」的比例兩性分別高達
64.0%及71.2%的情況可知，要鼓勵民眾換購節能家電，政府是否補助恐非最
重要的決定因素(其他可能因素包括：節能家電價格、品質、消費者對節能
重要性的認知等等）。  

3.兩性最有可能換購的節能產品前三項皆為照明設備、空調設備及電視及家庭
娛樂設備，顯示受訪者會優先換購平常使用頻率較高之節能家電。  

4.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電價上漲」、「台電公司推出省電折扣方案」等價格
因素皆為造成其可能減少家電電力使用的最重要因素。 

為了解民眾對政府節能措施推廣的接受度與採用意願，問卷中針對節能家電
及節能運輸工具二項標的向受訪者進行訪問，調查結果重點摘要如下： 



肆、分析結果 
二、政府節能措施兩性接受度與採用意願(續) 

(二)在節能運輸工具部份 

1.不管男性或女性，絕大多數的受訪對象皆未曾接受政府補助購買未曾接受政
府補助購買汽車（男性95.9%，女性98.4%） 。探究其未曾接受補助的原因，
男性以「沒有需要」的比例最高（47.61%），女性則以「不知道有此政策」
（49.56%）的比例最高，顯示女性在政府補助汽車的資訊取的上較男性落後。 

2.而在「接受補助購買環保汽車之意願」及「接受補助購買電動車之意願」上，
男性皆明顯高於女性（環保汽車：男性有意願者占20.19%，女性12.42%、男
性沒意願的占39.87%，女性57.03%；電動車：男性有意願者占11.10%，女性
8.79%、男性沒意願的占55.53 %，女性64.25 %）。 

3.在「減少自有交通工具使用頻率之因素」上，女性「沒有自有交通工具」的
比例與男性差距甚大（男性3.48%，女性23.77%），男性仍為私人運具的主
要擁有者。若忽略沒有自有交通工具的部份，「減少自有交通工具使用頻率
因素」之前三項因素，男性為「油價上漲」、「大眾交通工具更便利」及
「自動自發的節能意識」，女性則為「油價上漲」、「大眾交通工具更便利」
及「大眾交通工具的票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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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兩性能源消費差異確實存在：透過住宅部門能源消費調查，發現兩
性在能源消費上的差異性確實存在。除了消費量不同外，調查結果
亦顯示： 

  1.兩性間在資訊設備的能源使用差異，可能與兩性使用資訊設備目的
及使用時間之差異有關；空調方面女性為主之家戶冷氣用電亦呈現
相對較低之現象；女性為家中主要的烹飪者之特質，使得女性在烹
調設備之能源使用上較男性為多。 

  2.「男性開大車，女性開小車」的現象確實存在，兩性使用汽車之目
的不同所造成的耗油不同値得進一步探討。 

(二)政府節能措施兩性接受度與採用意願存在差異 

    1.整體而言，女性在政府補助資訊的取得上較男性薄弱 

  2.男性為私有交通運具的主要擁有者，因此相對於女性而言，男性對
於交通工具的節能意識也較女性為強。 

  3.由於大眾交通工具對女性的重要性高於男性，因此「大眾交通工具
的票價下降」對女性而言，相較於男性是更形重要的激勵因素。 

 

一、結論 



伍、結論與建議 
二、建議 

 

(一)持續探究調查結果背後的性別意涵：能源消費所存在的性
別差異現象需進一步探討導致這些差異現象背後的各種經濟
、社會及文化因素，才能對調查結果所呈現之數字做出更為
正確的判斷。 

(二)正視「性別盲」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除了容易忽視社
會中的其他性別與弱勢外，更常常造成政策的不效率。將性
別觀點融入能源議題的討論，不但能確保資源分配的正義，
還能提供能源政策規劃者與決策者政策擬定時的多元思考，
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理念。 

(三)將性別觀點融入能源政策規劃過程：本局透過本調查對國
內住宅部門能源消費之初探，希望能啟發更多融入性別觀點
於能源議題之後續調查，俾利未來本局制定能源政策時能融
入更多性別友善觀點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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