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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021年2020年

壹、背景

臺灣COVID-19疫情發展及防疫時間軸

• 不同於歐美國家，臺灣從未進入全面停止上班與封城「四級警戒」，施行三級

警戒僅於2021年5月-7月。

• 三級警戒防疫管制措施:限制活動人數、學校停課、休閒娛樂場所不得營業和餐

廳不得內用。

疫情高峰:3~4月

確診累計823例

疫情高峰:5~7月

確診累計1萬7,029例

防疫新生活運動:5月
升為三級:5~7月
降為二級警戒:8月

經濟防疫新模式:3月~

疫情高原期:5~10月

確診累計694萬5,018例

-2-



「根據過往全球流行疾病的經

驗，婦女與女孩在流行疾病下，

位居更弱勢的處境。這些困境係

既存於社會各種不平等的性別體

制中，透過疫情被突顯出來。」

聯合國婦女署

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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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疫情下各國關注的性別議題面向

人身安全

加深職業性別隔離與性別薪資
落差對女性的影響

限制獲取醫療資源及傳統性
別角色分工的心理壓力

家暴、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案件的增長

健康與醫療就業與經濟

女性就業者居多的餐飲、

觀光等產業影響甚劇

工作不穩定擴大薪資報酬

性別差距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醫療

服務被中斷

女性家庭照顧負擔加重

自殺人數上升

防疫隔離措施使家暴

通報量大幅成長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

件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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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疫情下臺灣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及評估

2022-2023年
更新評估報告

04

「疫情下性別議
題分析報告」提
報至性別平等委

員會議會前會議
與民間委員、機
關共同討論

03

行政院訂定「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所涉性別

議題及我國預為

因應之提醒事項」

2021年6月
訂定性別議題
提醒事項

02

蒐集聯合國、

歐盟等國際

組織倡議及

國內輿情疫

情下相關性

別議題。

01

2020年4月-
蒐集國內外資料

更新「疫情

下性別議題

分析報告」

請相關機關

依據評估結

果提出精進

措施。

2022年1月
國內疫情初步評估
提報性平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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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疫情下臺灣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及評估

參考國際組織相關政策倡議、國內輿情資料，

蒐錄51項性別統計，摘錄10項如下：

• 家暴通報被害人數統計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運用網路犯
罪被害人數
•使用科技設備性騷擾成立案件被害
人數

• 失業率

• 性別薪資差距(時薪)

健康與
醫療

就業與經濟

人身安全

• 孕婦產前檢查之平均利用率

• 心理健康支持相關專線服務

人數

• 自殺(企圖)通報人數

• 自殺死亡率

• 確診累積感染率及

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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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 女性多從事之住宿餐飲業、運輸倉儲業、教育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受到疫情

的衝擊，2021年6-10月女性失業率首次高於男性。

• 2022年相較於2020年、2021年，疫情對女性就業衝擊已趨緩。

臺灣失業率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3-1-1就業與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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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比較:臺灣女性失業率振盪幅度較小

疫情期間女性失業率的振盪，受疫情影響較較小的為我國、南韓、日本、法國、

德國及義大利。

3-1-2就業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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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比較:臺灣性別薪資差距(時薪)較小
3-2就業與經濟

• 2021年臺灣性別平均時薪差距為15.8%，較2020年增加1個百分點。

• 2021年不同產業間受疫情影響景氣狀況，不同工作性質及職類的加薪幅度出現較大

落差，致女性平均時薪低於男性。

• 美、日、韓等主要國家近年性別薪資差距均漸縮小，惟均較我國性別薪資差距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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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生殖健康服務:孕婦產前檢查之平均利用率

整體變化趨勢不大

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

95.7%
96.1%

95.8%

92.7%
92.3% 92.1%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

全體孕婦產前檢查之平均利用率

2021年較2020年僅微幅減少0.3個百分點，

身心障礙孕婦產前檢查之平均利用率

2021年較2020年僅微幅減少0.2個百分點，

3-3健康與醫療

差距0.7個百分點

交織性分析-全體孕婦相較身心障礙者孕婦
疫情發生前(2019年)與疫情社區染時期(2021年)差距增加0.7個百分點,未有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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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健康與醫療

疫情期間使用心理健康支持相關專線服務人數

男性、女性人數成長，女性增幅大於男性

3,111 2,672 3,380 3,653 
5,439 

4,126 3,484 3,142 3,202 3,322 3,270 3,084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男性

5,861 5,159 
6,131 6,493 

8,766 
7,279 6,561 6,533 6,515 6,666 6,460 5,985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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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人次)

2022年男性使用心理健康支持相關專線較2019年增加19.77%；女性則增加46.72%，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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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健康與醫療
自殺企圖通報人次：女性成長幅度略大於男性

• 2022年男性自殺企圖通報人次較2020年增加10.33％；女性增加13.2％；女性成長幅

度略大於男性2.87個百分點。

• 2019年制定公布「自殺防治法」後，自殺行為列為法定通報事項，自殺企圖通報人

次有持續上升之現象。

(人) 「自殺防治法」制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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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健康與醫療

自殺死亡率高齡、年輕族群皆略為上升，男、女性升幅差異不大

8

11.4

9.9
10.7

6.3
6.6

7.6
8.3

2018年 2019年 2020 年 2021 年

男 女

2018年起全體男性、女性自殺死亡率呈現下降趨勢，僅15到24歲年輕族群、65歲

以上年長者自殺死亡人數及死亡率微升。

39.4 38.4 38.1 38.8

19.1 17.7 17 18.2

2018年 2019年 2020 年 2021 年

(%)
(%)

15-24 歲男性、女性自殺死亡變跨年度變化 65 歲以上男性、女性自殺死亡變跨年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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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確診數及累積感染率略高於男性，男性染疫死亡數高於女性

國內本土總確診人數為793萬9,305人

與新冠死亡相關本土病例人數為1萬3,296人

(統計期間自2020年1月1日截至2022年11月9日)

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

女性累積感染率

男性累積感染率 32.4%

36%

男性371萬7,440人，

女性422萬437人。

3-7健康與醫療

46.8% 53.2% 57.6%

男性7,654人，女性

5,6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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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被害人2021年男性增加7.8%，

女性增加1.51%，以近年趨勢觀察2021年未有明顯增幅

www.free-powerpoint-templates-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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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人身安全

女性被害人數增加情形 男性被害人數增加情形

• 2021年家暴通報被害人較2020年增加3.63%(4,155人)，主要係男性被害人增多所致。

• 2021年5-7月三級警戒期間，實體課程停課學校管道通報兒少案件來源、醫院管道通

報減少。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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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剝削案件網路犯罪被害人數男性增幅較女性大;

使用科技設備性騷擾案女性被害人較疫情前增幅略為成長

3-9人身安全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網路犯罪 使用科技設備性騷擾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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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回應與精進作為
4-1就業與經濟

紓困與振興

促進不利處境
女性就業

工作與家庭
平衡措施

彈性工作
時間及地點

研訂性別薪資
落差改善

 加強宣導
 辦理同酬日薪資差距

相關委託研究，研提
具體政策建議。

 就業諮詢、媒合、免費職訓，精進
專業能力或培養第二專長。

 運用僱用獎助鼓勵雇主僱用婦女及
弱勢勞工。

 紓困：「發現金、助貸款、減負擔」受疫情衝擊
的經濟弱勢族群、勞工、產業，2021年起協助
逾1,053萬個人、家庭、業者減輕負擔。

 振興：發放振興五倍券，女性從事比例較高之零
售業、餐飲業營業額2021年9月起轉為正成長。

 修正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
放寬申請彈性，加給2成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投保薪資補助。

 2021年7至12月男性申請人數
成長56%，增幅大於女性，有
助縮減照顧負擔性別落差。

協助雇主建置性別友善職場措
施，推動彈性工作時間、地點
及替補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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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回應與精進作為

人身
安全

4-2健康醫療、人身安全

健康
醫療

 規劃辦理符合不同性別需求衛生
教育、教育訓練等心理健康促進
活動

 建立校園轉介機制、規劃與澳洲
引進「精神健康急救包」、提升
自殺通報量能。

 監測染疫症狀及後遺症對不同性
別、年齡健康之影響，作為研發
治療藥物及完備我國防疫體系之
參考。

 建構數位（網路）性暴力保護網，
增修性暴力犯罪防制4法，112年
修正通過施行。

 加重刑責、對加害人嚴懲及給予
處遇等措施，防止私密影像犯罪
案件發生與再犯；快速影像移除
沒收，減少被害人二度傷害，儘
速提供被害人相關保護及扶助。

 填補家暴被害人避免因學校停課
或避免進入醫療院所尋求協助，
加強宣導村（里）幹事、村（里）
長、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落實
責任通報。

 宣導家暴網路、簡訊等多元管道
求助，供居家檢疫或隔離之受暴
個案運用。

 監測疫苗接種後不同性別者可能發
生嚴重不良事件狀況，採取相關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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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疫情性別議題融入現行性別影響估評機制，

作為後續及調整現行法律、計畫案等相關政策之參考。

性別影響
評估機制

疫情性別議題提醒事項納入評估 建立、深化疫情相關性別統計項目

共通性性別議題
提醒事項滾動修
正納入性別影響
評估機制

運用交織性分
析，瞭解不同
性別及不利處
境者所受到疫
情的衝擊

肆、政策回應與精進作為4-3精進作為

修訂疫情期間
需關注之性別
議題注意事項

透過性別統計及
調查監測與關注
對不同性別者之
影響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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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預為因應未來流行疾病所可能深化的性別

不平等情形，精進政府與社會的各項措施

能夠更包容及平等！

政府及企業重新省思職場性別友善性、彈性工作、性別

薪資落差、扶持女性經濟弱勢者之措施等、強化醫療服

務融入性別觀點、家暴受害者的支持服務，並定期監測

相關數據的變化。

將本次疫情危機化為轉機，重新省思性別議題

提出相關策進作為，呼應國際組織的行動

５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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