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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土地所有權人性別統計 

為使土地權屬統計更為精確，自102年起，土地權屬人統計部分，以歸

戶方式處理。112年6月30日我國男性擁有土地權屬者為女性之1.14倍，其所

擁有之土地面積及公告土地現值亦分別為女性之2.53倍及1.61倍，惟近年教

育普及、立法保障與性別平權觀念逐漸開放，女性在就業與經濟能力、繼承

權等各方面均有所提升，對於不動產的掌握與運用也愈趨成熟，土地權屬之

性別差距已逐漸縮小。 

一、前言 

依據我國繼承法制，並無女性不能繼承遺產之規定，亦無權要求女性放

棄，惟早期習俗所沿襲下來嫡子嫡孫應得繼承，而女性不宜之想法，於一般

民眾間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造成女性持有土地權屬比例偏低；另外，傳統

女性婚後辭職在家，全心相夫教子，因無固定收入，較無財產自主權，於土

地買賣時顯得相對弱勢，仍時有所聞。但隨著近年致力於性別主流化之推動，

不同性別在各方面能力與認知愈趨相近，女性已不完全處於弱勢。 

二、成果 

112年6月30日我國擁有土地權屬之男性人口為女性之1.14倍，男性所有

之土地面積及公告土地現值亦分別為女性之2.53倍及1.61倍，顯示男性所有

之土地，不論在面積或公告土地現值上，均較女性所有權人高，惟差距較

106年縮小，主要係教育日漸普及、立法保障與性別平權觀念逐漸開放，女

性在就業、經濟能力、消費能力及繼承權等各方面均有所提升，對於不動產

的掌握與運用也愈趨成熟。 

各直轄市、縣（市）中，除臺北市、新北市土地所有權人為女性略多於

男性外，其餘縣市均為男性較多；若同時觀察土地所有權人及其權屬面積、

公告現值之男性對女性倍數，以都市化較高之直轄市及省轄市，其土地權屬

之性別差距較小，主要係都市化較高之都會地區風氣相對開放、資訊亦較為

充足，男女性就業機會及經濟能力較為均衡，加以民眾對於法律上繼承權之

認知提升所致；其他都市化較不發達之非都會地區，其土地權屬之性別差距

則相對較大，其中又以連江縣、金門縣、雲林縣、嘉義縣及澎湖縣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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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臺東縣及花蓮縣則為例外，推測該二縣原住民人口比率高，又多屬阿美族

母系社會之故，女性享有土地繼承主導權較男性為高（詳表5-9、表5-10及圖

5-5）。 

 

表5-9 106年全國已登記土地權屬按性別分 

民國106年6月30日 

 

 

 

 

 

 

 

 

 
  

男 女
男/女

(倍)
男 女 公同共有

男/女

(倍)
男 女 公同共有

男/女

(倍)

總歸戶/總計 4,636,409 3,861,636 1.20 747,619  274,525  44,994    2.72 33,520,350 19,402,637 2,292,724 1.73

新北市 822,221    835,046    0.98 51,725    19,288    11,562    2.68 5,585,501 3,674,038 488,983 1.52

臺北市 440,476    476,047    0.93 6,898      3,582      1,057      1.93 5,548,353 4,882,908 682,768 1.14

桃園市 463,655    424,990    1.09 41,181    14,353    4,629      2.87 3,548,908 1,751,249 327,126 2.03

臺中市 537,332    489,121    1.10 46,964    16,290    1,945      2.88 4,113,746 2,091,604 144,322 1.97

臺南市 484,030    346,164    1.40 80,328    28,387    2,342      2.83 2,613,096 1,305,644 82,211 2.00

高雄市 547,202    477,325    1.15 45,391    17,778    1,575      2.55 2,804,079 1,687,073 91,626 1.66

宜蘭縣 129,683    93,554      1.39 24,770    9,016      948         2.75 993,649 442,294 46,210 2.25

新竹縣 159,137    112,281    1.42 41,389    14,780    3,505      2.80 931,783 420,979 67,224 2.21

苗栗縣 174,194    105,605    1.65 55,757    18,094    2,675      3.08 833,560 334,649 32,814 2.49

彰化縣 356,123    191,676    1.86 55,825    15,306    2,488      3.65 1,670,728 588,511 92,368 2.84

南投縣 155,426    95,071      1.63 51,898    18,231    1,755      2.85 597,688 246,718 24,403 2.42

雲林縣 266,616    122,858    2.17 61,706    16,807    1,422      3.67 932,183 311,551 33,558 2.99

嘉義縣 207,717    101,574    2.04 55,639    15,976    1,569      3.48 608,646 206,767 19,611 2.94

屏東縣 224,837    147,345    1.53 58,994    30,896    2,506      1.91 825,136 379,984 43,875 2.17

臺東縣 57,123      47,592      1.20 23,503    14,423    1,595      1.63 169,435 110,899 10,545 1.53

花蓮縣 79,584      69,288      1.15 27,034    15,019    1,682      1.80 409,379 275,393 20,298 1.49

澎湖縣 44,547      22,603      1.97 4,636      1,447      438         3.20 108,369 44,794 8,178 2.42

基隆市 76,658      73,848      1.04 2,661      1,322      445         2.01 201,667 132,229 18,614 1.53

新竹市 93,776      83,936      1.12 4,173      1,513      301         2.76 567,899 324,892 28,344 1.75

嘉義市 58,466      53,860      1.09 2,101      973         245         2.16 249,149 143,863 15,709 1.73

金門縣 24,169      9,946        2.43 4,810      997         304         4.82 204,394 45,998 13,897 4.44

連江縣 3,596        1,186        3.03 238         48           4             4.96 3,000 597 40 5.02

縣市別

土地權屬人 (人) 土地權屬面積 (公頃) 權屬土地 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萬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說　　明：1.本表統計範圍包括土地權屬為單一所有權人、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者，不含法人所有、早期土地以流水統號登錄

　　　　　   (所有權人不明)、外國人以護照號碼登錄(無法辨識性別)或其他有無法辨識所有權人性別之狀況等。

　　　　　2.分別共有者若遇權利範圍欄位因故空白（例如：資料超過權利範圍欄位所設定之欄位長度致無法鍵入，而以「其

　　　　　   他登記事項」的方式註記）則不計入。

　　　　　3.土地權屬人係按歸戶統計（即同一人於同一縣市擁有2筆以上土地，於該縣市僅計1人；同一人於不同縣市擁有土

　　　　　   地則各縣市各計1人，惟全國總歸戶僅計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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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112年全國已登記土地權屬按性別分 

民國112年6月30日 

 

縣市別 

土地權屬人(人) 土地權屬面積(公頃) 權屬土地 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萬元) 

男 女 
男/女 

(倍) 
男 女 

公同 

共有 

男/女 

(倍) 
男 女 

公同 

共有 

男/女 

(倍) 

總歸戶/ 

總計 
4,888,673 4,288,870 1.14 745,915 294,388 70,777 2.53 34,470,063 21,434,085 3,450,862 1.61 

新北市 891,752 929,179 0.96 50,698 20,402 18,029 2.48 5,878,370 4,185,210 732,856 1.40 

臺北市 454,735 503,116 0.90 6,667 3,621 2,097 1.84 5,860,386 5,412,050 1,039,379 1.08 

桃園市 510,197 489,890 1.04 39,172 15,053 6,465 2.60 3,391,118 1,847,020 460,142 1.84 

臺中市 583,367 553,749 1.05 46,063 17,216 2,700 2.68 4,005,907 2,213,686 194,531 1.81 

臺南市 511,802 391,358 1.31 79,163 29,283 3,617 2.70 2,790,213 1,486,023 130,558 1.88 

高雄市 582,124 529,727 1.10 44,612 18,881 2,693 2.36 2,914,170 1,860,427 136,854 1.57 

宜蘭縣 138,321 108,307 1.28 24,590 9,705 1,751 2.53 966,180 472,045 78,502 2.05 

新竹縣 179,784 134,895 1.33 41,456 15,897 5,080 2.61 1,016,563 500,536 101,047 2.03 

苗栗縣 187,824 125,832 1.49 55,628 19,142 4,409 2.91 858,585 369,718 63,222 2.32 

彰化縣 373,157 220,246 1.69 55,621 15,938 3,721 3.49 1,731,521 643,398 141,357 2.69 

南投縣 161,771 107,016 1.51 52,827 20,522 3,723 2.57 596,902 260,873 37,182 2.29 

雲林縣 275,487 139,769 1.97 61,465 17,315 2,430 3.55 955,199 334,961 52,744 2.85 

嘉義縣 218,332 117,539 1.86 56,227 17,071 2,362 3.29 644,425 229,035 31,825 2.81 

屏東縣 236,718 170,313 1.39 60,953 35,152 4,547 1.73 878,313 431,633 84,229 2.03 

臺東縣 61,322 53,889 1.14 24,453 16,115 2,191 1.52 182,076 123,989 15,062 1.47 

花蓮縣 84,673 77,638 1.09 28,030 16,425 2,581 1.71 407,980 284,919 27,358 1.43 

澎湖縣 47,963 27,392 1.75 4,558 1,549 654 2.94 108,615 48,797 11,015 2.23 

基隆市 80,785 80,104 1.01 2,617 1,331 659 1.97 218,703 150,710 28,606 1.45 

新竹市 102,904 95,040 1.08 4,013 1,628 535 2.47 579,412 359,665 51,068 1.61 

嘉義市 60,873 58,395 1.04 2,054 1,012 110 2.03 273,986 167,178 13,711 1.64 

金門縣 27,424 13,219 2.07 4,770 1,066 409 4.48 207,643 51,271 19,463 4.05 

連江縣 4,104 1,713 2.40 278 67 13 4.17 3,795 941 152 4.03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說  明：1.本表統計範圍包括土地權屬為單一所有權人、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者，不含法人所有、早期土地

以流水統號登錄（所有權人不明）、外國人以護照號碼登錄（無法辨識性別）或其他有無法辨識

所有權人性別之狀況等。             

   2.分別共有者若遇權利範圍欄位因故空白（例如：資料超過權利範圍欄位所設定之欄位長度致無法

鍵入，而以「其他登記事項」的方式註記）則不計入。 

   3.土地權屬人係按歸戶統計（即同一人於同一縣市擁有2筆以上土地，於該縣市僅計1人；同一人於

不同縣市擁有土地則各縣市各計1人，惟全國總歸戶僅計1人）。   

 

 

 

 

  

。 



- 173 - 

 

圖 5-5 我國土地權屬-男性對女性之倍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三、結論 

在傳統父系社會結構下，女兒出嫁從夫居，受「家產不落外姓」的觀念

影響，早期女兒大多只能在出嫁時得到非不動產類之嫁妝，不能與兄弟共同

繼承不動產；即便民法繼承編制定時，已明文規定具平等繼承不動產之權利，

惟法不入家門，婦女仍常因傳統風俗習慣而放棄應得之不動產財產權。 

女性在繼承或受贈不動產之機會均偏低的情況下，加上早期社會婦女婚

後多無酬在家料理家務，無自主所得權，更遑論土地買賣。惟近年政府致力

於性別主流化之推動，不同性別在各方面能力與認知愈趨相近，性別差距倍

數已逐年減少。 

為確保女性於取得土地所有權與男性有平等的機會，以使其獲得經濟上

之權利，除法律上給予公平對待，更應加強教育女性之權利自覺與性別平權

觀念，並提供相關之法律諮詢協助，才得以扭轉傳統社會對女性財產權之漠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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