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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各工業區員工性別統計分析報告 

壹、前言 

在時空背景的轉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提升國家競爭力及重視永續發展

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在此潮流下，如何強化產業創新競爭優勢並協助

產業研發的再升級，進而提昇國家競爭力與持續經濟發展是政府目前的重要課

題，而工業區的開發係以帶動台灣區域工業發展及增加國家競爭力、刺激經濟成

長的重要政策與利器，截至民國 103年 5月 6日止，本局轄管工業區共有 63處，

已開發面積達 16,611.48 公頃，進駐營運廠商數共 14,056 家，相關從業人員共

計 585,941 人；身處全球化、資訊化的 21 世紀，同時亦是落實性別平等意識的

時代，為配合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特就本局所轄管之各工業區從業員工性

別等相關資訊統計分析，以性別意識之觀點分析性別從業現象，提供未來制訂相

關方案、計畫、政策、立法時之參考。 

貳、產業結構及勞動力分析 

一、產業結構分析 

從民國 102年 5月 1日至 103年 5月 6日止，關於本局所轄工業區進駐

廠商行業別排名，第一名為金屬製品製造業（2,409 家），第二名為機械設

備製造業(2,011家)，第三名為塑膠製品製造業（1,077 家），再以北、中、

南工業區作統計分析，將各工業區進駐之產業結構篩選出排行前三名，北部

區域廠商進駐較多者為機械設備製造業（850家）、金屬製品製造業（807家）

及電子零組件製造業（730家）等三類；中部工業區進駐廠商較多者為金屬

製品製造業（877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722 家）及塑膠製品製造業（404

家）；而南部工業區進駐廠商則為金屬製品製造業（725家）、機械設備製造

業（439家）及基本金屬製造業（365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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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力分析 

（一）北部地區 

在勞動力方面，北部區域員工主要以作業員為主，佔 65.90％，其次

為職員，佔 27.86％，再其次為外勞，佔 5.13％，而研發及其他各佔 0.73

％、0.38％。至於員工性別比例男性為 56％，女性則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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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北部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屬性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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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北部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性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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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部各工業區廠商員工性別統計表 

中華民國 102年 05月 01日至 103年 05月 06日止 

單位：人；% 

工業區名稱 
小計 男性員工數 女性員工數 

人數 人數 分配比 人數 分配比 

北部工業區 277,657 156,127  56.0  121,530  44.0  

宜蘭縣      

利澤工業區 1,860  1,209  65.0  651  35.0  

龍德工業區 5,183  3,576  69.0  1,607  31.0  

基隆市      

大武崙工業區 1,569  715  45.6  854  54.4  

瑞芳工業區 2,504  1,104  44.1  1,400  55.9  

新北市      

新北產業園區 21,405  10,703  50.0  10,703  50.0  

土城工業區 28,275  14,016  49.6  14,259  50.4  

樹林工業區 2,045  961  47.0  1,084  53.0  

桃園縣      

觀音工業區 23,116  15,488  67.0  7,628  33.0  

林口特定區（工二）、

（工三） 
8,838  5,267  59.6  3,571  40.4  

龜山工業區 28,534  14,552  51.0  13,982  49.0  

平鎮工業區 10,057  5,213  51.8  4,844  48.2  

桃園幼獅工業區 3,733  2,016  54.0  1,717  46.0  

大園擴大工業區 4,305  2,726  63.3  1,579  36.7  

大園工業區 9,730  5,914  60.8  3,816  39.2  

中壢工業區 41,955  24,334  58.0  17,621  42.0  

新竹縣      

新竹工業區 58,187  36,024  61.9  22,163  38.1  

花蓮縣      

美崙工業區 1,984  1,469  74.0  515  26.0  

光華工業區 661  459  69.4  202  30.6  

和平工業區 511  450  88.0  61  12.0  

台東縣      

豐樂工業區 713  485  68.0  228  32.0  

台北市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22,491  9,446  42.0  13,045  58.0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工業行政管理資訊系統（廠商動態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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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員工同樣以作業員為主，佔 61.48％，其次為職員，佔 31.98

％，再其次為外勞，佔 4.52％，而研發及其他各佔 1.42％、0.6％。至於

員工性別比例男性為 66.7％，女性則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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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部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屬性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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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部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性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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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部各工業區廠商員工性別統計 

中華民國 102年 05月 01日至 103年 05月 06日止 

單位：人；% 

工業區名稱 
小計 男性員工數 女性員工數 

人數 人數 分配比 人數 分配比 

中部工業區 167,013  111,319  66.6  55,694  33.4  

苗栗縣      

竹南工業區 2,563  1,347  52.6  1,216  47.4  

頭份工業區 3,244  2,381  73.4  863  26.6  

銅鑼工業區 2,805  1,423  50.7  1,382  49.3  

台中市      

大甲幼獅工業區 9,592  5,851  61.0  3,741  39.0  

台中港關連工業區 4,906  2,980  60.7  1,926  39.3  

台中工業區 48,260  32,817  68.0  15,443  32.0  

大里工業區 8,450  5,335  63.1  3,115  36.9  

彰化縣      

全興工業區 6,957  4,731  68.0  2,226  32.0  

彰濱工業區 19,848  14,092  71.0  5,756  29.0  

田中工業區 1,851  901  48.7  950  51.3  

福興工業區 6,702  3,231  48.2  3,471  51.8  

埤頭工業區 1,014  628  61.9  386  38.1  

芳苑工業區 4,333  2,816  65.0  1,517  35.0  

南投縣      

南崗工業區 17,391  10,004  57.5  7,387  42.5  

竹山工業區 1,032  627  60.8  405  39.2  

雲林縣      

斗六工業區 4,791  2,865  59.8  1,926  40.2  

雲林科技工業區 9,110  6,622  72.7  2,488  27.3  

豐田工業區 1,262  575  45.6  687  54.4  

元長工業區 604  278  46.0  326  54.0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

區服務中心 
12,298  11,815  96.1  483  3.9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工業行政管理資訊系統（廠商動態管理資訊系統） 



 6 

（三）南部地區 

南部工業區廠商員工以作業員為主，佔 67.47％，其次為職員，佔

27.63％，再其次為外勞，佔 3.02％，而研發及其他各佔 1.35％、0.53

％。至於員工性別比例男性為 67.3％，女性則為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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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南部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屬性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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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南部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性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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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南部各工業區廠商員工性別統計 

中華民國 102年 05月 01日至 103年 05月 06日止 

單位：人；% 

工業區名稱 
小計 男性員工數 女性員工數 

人數 人數 分配比 人數 分配比 

南部工業區 141,255  95,091  67.3  46,164  32.7  

嘉義縣      

頭橋工業區 2,834  1,416  50.0  1,418  50.0  

民雄工業區 8,011  5,967  74.5  2,044  25.5  

嘉太工業區 2,507  1,454  58.0  1,053  42.0  

朴子工業區 682  459  67.3  223  32.7  

義竹工業區 437  221  50.6  216  49.4  

台南市      

新營工業區 5,865  3,151  53.7  2,714  46.3  

官田工業區 7,493  4,783  63.8  2,710  36.2  

永康工業區 5,660  3,190  56.4  2,470  43.6  

台南科技工業區 18,186  10,548  58.0  7,638  42.0  

安平工業區 14,700  8,293  56.4  6,407  43.6  

高雄市      

永安工業區 4,254  2,917  68.6  1,337  31.4  

臨海工業區 35,618  29,293  82.2  6,325  17.8  

鳳山工業區 718  488  68.0  230  32.0  

大發工業區 16,876  10,340  61.3  6,536  38.7  

仁武工業區 1,836  1,099  59.9  737  40.1  

大社工業區 2,764  1,842  66.6  922  33.4  

林園工業區 4,676  4,369  93.4  307  6.6  

屏東縣      

屏東工業區 2,631  1,477  56.1  1,154  43.9  

屏南工業區 2,961  2,227  75.2  734  24.8  

內埔工業區 2,546  1,557  61.2  989  38.9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工業行政管理資訊系統（廠商動態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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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局所轄工業區總計 

全部區域員工數加總，同樣以作業員為主，佔 64.99％，其次為職員，

佔 29.02％，再其次為外勞，佔 4.42％，而研發及其他各佔 1.09％、0.48

％。至於員工性別比例男性為 61.87％，女性則為 38.13％。 

作業員, 64.99%

職員, 29.02%

外勞, 4.42%研發, 1.09%其他, 0.48%
外勞

4.42%

研發

1.09%
其他

0.48%

 

圖 7 本局所轄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總計之屬性比例圖 

 

圖 8 本局所轄工業區廠商從業人員總計之性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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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分析 

綜整本局轄管之工業區內將從事之產業及性別作分析討論，發現北、

中、南區均以機械設備製造業與金屬製品製造業為主要產業。至於各區第三

名產業北部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中部為塑膠製品製造業、南部為基本金屬

製造業。另外北部、中部各產業進駐廠商家數均為增加，而南部於機械設備

製造業與基本金屬製造業則相較去年略微減少。由產業類別可知北部地區之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較多，而此類產業相較於其他類產業在性別從事上較不受

體能限制，故男女從業員工比例約為 5.6：4.4；而中部及南部區域的產業

性質以金屬製品、機械設備、基本金屬及塑膠製品等需高體力及耐力之製造

業為主，故中部工業區男女性從業員工比例則約為 6.7：3.3，南部工業區

比例則更為懸殊，接近 7：3。 

參、未來各工業區廠商性別主流化推動方向 

有鑑於世界各國對於性別觀點主流化的重視及推動兩性平權，行政院在2005

年函頒「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劃」後，本局於 96年 1月 31日成

立「工業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由局長擔任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均由各組

副組長層級以上擔任，並於 96 年 10 月 18 日訂定「經濟部工業局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設置要點」以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定期召開會議；每年度亦辦理相關

性別主流化專題演講及訓練，以深化性別主流意識；另於辦理遷調、考核、訓練、

待遇、福利及提供辦公環境均依相關規定辦理，而本局主管之各工業區廠商亦應

配合，主要將規劃以下幾點： 

一、加強宣導女性專業人才在技術服務業之發展 

規劃婦女人力資源發展策略，以發揮女性優勢觀點，針對工業區內廠商

對女性領導人舉辦相關座談或講習，並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各層面問題演講，

以強化其對於專業人才在技術服務業之發展，尊重多元文化差異，落實性別

主流化，故本局尚擬積極邀請各工業區廠商代表舉辦相關研習活動，以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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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各項相關政策，期能讓刻板之法令政策轉化於真正產業生產活動之中。 

二、協助宣導性別平等，營造友善良好的工作環境 

宣導法律與性別平等，落實性騷擾防治法令之宣導，保障人身安全，創

造一個性別互相尊重的生活空間，持續加強宣導工業區內之雇主於工作環境

規劃上能設身處地為女性著想，讓女性從業員工能安心無憂的於職場工作，

對於女性友善就業環境與創業給予支持。 

三、宣導廠商提供女性職員在職進修 

強力協助宣導廠商能聘請專業者對女性員工加強外語訓練、運用網路或

各訓練機構製作數位課程等，營造零距離的性別學習環境，讓員工於工作之

餘有進修的機會，以加強專業知識及能力，此外定期舉辦人力培訓課程，將

能有效提昇女性專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