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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2018 年我國性別平等居

全球第 9 名，亞洲第 1 名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自 2010年起編布 GII，以生殖健康、賦權及勞動市場 3個領域之 5項指標衡量

各國性別平等情形。在生殖健康領域中，2015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每 10萬活嬰 12人，遠低於中國大陸

27人，與南韓 11人及新加坡 10人相近，高於日本 5人；另我國 15至 19歲未成年生育率維持 4‰，與新

加坡 3.5‰、日本 3.8‰相近，惟高於南韓之 1.4‰、瑞士 2.8‰。賦權領域之國會議員比率，2018年我

國女性已升至 38.7％，優於同處亞洲之新加坡、中國大陸、南韓及日本（均未達 1 / 4）；我國中等以上教

育程度占 25歲以上人口比率，2018年男性為 90.1％，較女性高出 8.4個百分點。至於勞動市場領域之 1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2018年我國女性為 51.1％，較男性低 16.1個百分點，性別差距與新加坡相近（15.8

個百分點），較日本、南韓（分別為 19.3、20.5個百分點）為小。

我
國
GII
分
項
指
標

領　域 指　標 資 料 年 數　值

生殖健康
孕產婦死亡率（人 /10萬活嬰） 2015 12

未成年（15-19歲）生育率（‰） 2018 4.0

賦權

國會議員比率（％） 2018
女：38.7

男：61.3

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歲以上人口比率（％） 2018
女：81.7

男：90.1

勞動市場 15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 2018
女：51.1

男：67.2

GII全球排名以瑞士0.037居第 1（值越接近0越佳），丹麥及瑞典均為0.040次之，荷蘭為0.041居第4名。

將我國資料代入GII公式計算，2018年我國GII值為 0.053，在 163個國家中位居第 9名，亞洲名列第 1名；

與其他OECD發展程度較高國家相較，我國表現優於冰島 (0.057)及德國 (0.084)。

2018年主要國家GII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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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衛生福利部。

說明：GII值越低越佳（0代表非常平等，1代表非常不平等）；我國加入評比後，排名居我國之後者均較原報告退後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