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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臺中市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網路 

申辦性別比率分析 

 

112 年 8 月 

壹、前言 

臺灣早期受到傳統父權社會及農業經濟架構影響，「重男輕女」

及「傳宗接代」的觀念根深蒂固，嚴重剝奪女性對於財產之自主權及

決定權。 

由於男尊女卑的觀念深植人心、影響已久，全球亦然，故民國(以

下同 )6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於 70 年正式生效。我國於 96 年加入，並於 100 年訂定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為促進政府各機關橫向聯繫，強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整體效能，行

政院特於 86 年成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101 年行政院組

織改造，該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積極推動各項性別平等

政策，並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 

貳、性別統計分析 

   房屋稅及地價稅以房屋及土地所有人為納稅義務人，本市 111 年

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件(戶)數雖均以男性居多，惟 111 年使用

網路申辦房屋稅、地價稅的比率卻以女性居多，本次分析主題係針

對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之性別、年齡、居住區域等因素，影響

網路申辦使用率的差異及可能存在的原因，尋求縮小差距之方法，

進而達成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28 號第 22 段所言兩性平等原則，

即不論其性別，皆能隨時取得並使用國家提供服務措施，不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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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觀念、僵化的性別角色和偏見的限制。 

  一、網路申辦性別比率分析 

本市 111 年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件(戶)數均以男性

居多(表 1)，因臺灣早期受到「家產不落外姓」及「傳子不傳

女」之父權社會影響，至今繼承案件仍有多數屬男性被繼承人，

可見兩性對於「不動產」持有比率存有差異。然而本市 111 年

使用網路申辦房屋稅及地價稅的比率卻都是女性高於男性(表

2、圖 1、圖 2)，顯示本市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使用網路申辦

稅務，而可能的原因為： 

    (一)方便和效率：對於有工作及家庭負擔的女性而言，透過線上

網路申辦稅務，大幅減少交通往返及省卻排隊等候和繁瑣

的手續，更加方便和節省時間。 

(二)環保意識：網路申辦稅務可以減少紙張文件的使用，符合節

能減碳的環保理念，聯合國環保署的報告顯示，女性可能

比男性更關注環保議題。 

(三)女性收入水平提高：隨著女性教育及收入水平日益提高，可

能更有能力置產，間接更有機會使用網路申辦稅務服務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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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1 年臺中市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性別比率表 

單位：件(戶)；% 

稅目 男性 女性 

納稅義務人持

有件(戶)數 

比率 納稅義務人持

有件(戶)數 

比率 

房屋稅 
724,157 52.85 645,977 47.15 

地價稅 
575,893 52.05 530,424 47.95 

 

表 2 111 年臺中市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網路申辦性別比率表 

單位：件；% 

稅目 男性 女性 

網路申辦件數 比率 網路申辦件數 比率 

房屋稅 9,381 46.35 10,858 53.65 

地價稅 34,520 48.48 36,678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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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年齡區分網路申辦性別比率分析 

以年齡層而言，房屋稅除「41 歲至 60 歲」及「71 歲以上」

區間為女性居多外，其餘均以男性較多，但男女性別比率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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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增加而趨於均等(表 3)。地價稅則是 41 歲以上區間女性占

多數，而男女性別比率與房屋稅有相同趨勢，不過以表 3 顯示

整體房地納稅義務人在 41 歲以上部分，女性大多超過 50%以

上，男性則在 50%以下，換言之，在 41 歲以上兩性納稅義務人

分佈女性高於男性。 

 

表 3 111 年臺中市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 

按年齡區分網路申辦性別比率表 

單位：歲；% 

年齡層 

房屋稅 地價稅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0-10 63.64 36.36 62.13 31.87 

11-20 66.67 33.33 62.50 37.50 

21-30 52.38 47.62 55.56 44.44 

31-40 50.06 49.94 50.35 49.65 

41-50 42.86 57.14 45.39 54.61 

51-60 43.45 56.55 45.03 54.97 

61-70 52.48 47.52 45.79 54.21 

71以上 48.55 51.45 45.86 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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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區域網路申辦性別比率分析 

111 年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以行政區跟年齡層複合

分析(表 4)，可發現無論是房屋稅或地價稅納稅務人，女性比率

較高之情形多存在於「較高年齡」及「都市地區」，本市 110 年

男性平均壽命為 77.67 歲1，女性為 84.25 歲，因此高齡區間女

性較多，而繼承案件又多由男性傳承，致低齡區間男性比例較

高，另外由於原臺中市轄區2女性人數較男性多，而原臺中縣轄

區則仍是男性居多(表 5)，究其原因，可能為原臺中市轄區都市

化程度較高、就業機會較為充足，且女性較具有性別平等觀念，

亦有足夠經濟能力購置不動產，收入水平較高的女性可能更有

能力且願意使用網路申辦稅務。 

 

 

 

 

 

 

 

 

 

 

 

                                                      
1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110 年簡易生命表。 
2 原臺中市轄區：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西屯區、南屯區及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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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1 年臺中市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 

按行政區分年齡網路申辦性別比率表 

單位：歲；% 

行政區 房屋稅 地價稅 

40歲以下 61歲以上 40歲以下 61歲以上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中區 75.81 24.19 52.81 47.19 62.81 37.19 50.33 49.67 

東區 58.33 41.67 56.91 43.09 53.80 46.20 41.47 58.53 

西區 43.35 56.65 50.14 49.86 45.52 54.48 43.63 56.37 

南區 48.74 51.26 51.09 48.91 52.99 47.01 44.28 55.72 

北區 57.03 42.97 55.51 44.49 46.06 53.94 42.56 57.44 

西屯區 50.08 49.92 48.71 51.29 50.83 49.17 45.86 54.14 

南屯區 48.48 51.52 42.99 57.01 51.69 48.31 41.84 58.16 

北屯區 46.33 53.67 43.53 56.47 49.68 50.32 42.54 57.46 

豐原區 55.47 44.53 62.77 37.23 54.33 45.67 48.85 51.15 

東勢區 50.00 50.00 69.09 30.91 52.05 47.95 52.97 47.03 

大甲區 54.05 45.95 70.00 30.00 44.14 55.86 45.15 54.85 

清水區 48.42 51.58 56.67 43.33 54.19 45.81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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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房屋稅 地價稅 

40歲以下 61歲以上 40歲以下 61歲以上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沙鹿區 50.00 50.00 55.93 44.07 57.51 42.49 52.58 47.42 

梧棲區 57.53 42.47 60.00 40.00 57.00 43.00 43.40 56.60 

神岡區 61.54 38.46 58.82 41.18 60.00 40.00 44.02 55.98 

后里區 47.06 52.94 52.94 47.06 51.69 48.31 65.42 34.58 

大雅區 53.26 46.74 84.75 15.25 55.15 44.85 50.63 49.37 

潭子區 50.49 49.51 45.88 54.12 55.57 44.43 43.90 56.10 

新社區 69.23 30.77 40.91 59.09 54.76 45.24 47.17 52.83 

石岡區 100.00 0.00 85.71 14.29 63.64 36.36 58.33 41.67 

外埔區 58.82 41.18 75.00 25.00 52.16 47.84 50.94 49.06 

大安區 44.44 55.56 62.50 37.50 48.05 51.95 65.85 34.15 

烏日區 55.07 44.93 54.41 45.59 53.01 46.99 53.57 46.43 

大肚區 51.72 48.28 58.33 41.67 57.48 42.52 53.47 46.53 

龍井區 59.38 40.62 56.25 43.75 57.87 42.13 55.25 44.75 

霧峰區 43.64 56.36 56.41 43.59 59.37 40.63 43.45 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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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房屋稅 地價稅 

40歲以下 61歲以上 40歲以下 61歲以上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太平區 50.78 49.22 44.72 55.28 51.81 48.19 41.73 58.27 

大里區 45.74 54.26 53.64 46.36 50.13 49.87 41.22 58.78 

和平區 50.00 50.00 0.00 100.00 100.00 0.00 33.33 66.67 

 

表 5 111 年度臺中市房屋稅及地價稅納稅義務人 

按行政區分性別比率表 

單位：歲；% 

 

稅目 行政區 

男性 女性 

件(戶)數 比率 件(戶)數 比率 

房屋稅 

原臺中市 322,610 47.43 357,511 52.57 

原臺中縣 401,547 58.19 288,466 41.81 

地價稅 

原臺中市 173,484 46.41 209,135 53.59 

原臺中縣 402,409 55.60 321,289 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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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劃&目標 

  一、定義預期成果 

    (一)對成果目標的訴求 

       財產登記歸屬有眾多原因，如受到傳統觀念「重男輕女」

影響，或經協議後由某人具名登記等，以致本市房屋稅、

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性別比率以男性居多，稅捐稽徵機關對

於民眾財產登記歸屬無從置喙，惟使用網路申辦稅務可能

受其他因素如年齡、行政區域等因素影響，性別比率僅係

判斷指標之一，了解這些因素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設計和

提供適合所有性別使用者的網路服務平台，促進性別平等

和多元化的網路使用文化。 

     (二)訂定達成目標之統計指標 

        111 年使用網路申辦房屋稅、地價稅男性比率分別為

46.35%及 48.48%，顯示仍有改善空間，預期透過各項宣導

管道，兩性差異應可逐漸減少，預定 112 年目標值分別為

48%、50%。 

     (三)相關法規 

       1.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運用網際網路向地

方稅稽徵機關(下稱稽徵機關)辦理房屋稅、地價稅及使

用牌照稅申報及申請作業，以提供多元化申辦管道，並

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2.CEDAW 第 5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

改 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

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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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其他做法…」。 

        3.CEDAW 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第 22 段：「男性與婦女之

間的平等，或兩性平等原則，其內在含義係指所有人類，

不論其性別，皆有發展個人能力、從事專業和選擇的自

由，不受任何刻板觀念、僵化的性別角色和偏見的限制。

締約國應僅使用女男平等或性別平等的概念，避免在履

行《公約》義務時，使用兩性公平的概念。在部分司法

管轄區，後者係指根據婦女和男性各自的需求給予公平

待遇。此概念可能包括平等待遇，或包括在權利、福利、

義務和機會等方面有區別，但被視為同等的待遇」。 

  二、發展選擇方案 

    (一)發展可供選擇的方案 

      1.方案 1：多元管道宣導 

 (1)於各稅繳款書及宣導傳單加印網路申辦宣導標語，同時利

用本局官網、數位電視牆及跑馬燈宣導，並提供易懂的教

學影片，推廣網路申辦稅務的方便性和安全性。 

 (2)利用本局各項活動場合宣導網路申辦稅務的優點和便利

性，例如本局有提供偏鄉和平區民眾可於天輪里、梨山里

及平等里里辦公處運用視訊服務站，可視訊指導地區民

眾使用網路申辦，以網路替代馬路，節省舟車往返時間，

提高兩性對網路申辦稅務的信心和意願。 

      2.方案 2：優化使用者介面及提供多元申辦管道 

  (1)針對年長者較不熟悉網路操作，可以優化網路申辦稅務

的介面和操作方式，例如可以增加視覺化的提示和說明，

簡化申辦流程，並增加客服人員的支援，使操作介面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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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更加容易使用，提高年長者網路申辦使用率。 

  (2)針對年輕族群，可以開發更多元的網路申辦平台，如手

機 APP、社群媒體等，並使用 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提

高網路申辦的便捷性與互動性，不管男性或女性都可以

選擇方便及最適合自己的方式申辦。 

      3.方案 3：跨機關合作 

與地政機關合作，推廣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共同宣導

使用網路申報不動產移轉並利用線上查欠及繳稅服務，既

便利且符合節能減碳愛地球的世界潮流。 

   三、分析並提出建議 

    (一)分析比較 

表 6  各項方案分析比較表 

評估標準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觸及人數 

1.各稅繳款書加

印宣導標語可達

全體納稅義務

人。 

2. 印 製 宣 導 傳

單、利用本局官

網、數位電視牆、

跑馬燈及各項活

動場合宣導者，

僅為接觸或參與

活動之民眾。 

僅限於使用者。 僅限於前往辦理

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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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標準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推廣成效 

民眾可能僅注意

繳納資訊，而忽

略其他宣導文

字。 

直接使用較易

加深印象，深植

人心。 

實務上前往辦理

者多為代辦業者，

較無法直接傳達

納稅義務人。 

確保兩性 

平等受益 

均可受益。 均可受益。 均可受益。 

政策效益

持續性 

各不同型式之宣

導作為均會持續

進行，尚無效益

中斷之虞。 

民眾直接使用

操作後可以影

響他人，持續受

益。 

代辦業者吸收內

化後，直接傳達客

戶，持續受益。 

經費評估 

除印製宣導文宣

外，尚無額外之

經費。 

使用者介面的

提升或開發 App

須額外經費。 

除印製宣導文宣

外，尚無額外之經

費。 

行政(技術)

可行性 

較無難度，應屬

可行。 

較無難度，應屬

可行。 

較無難度，惟須與

配合機關溝通協

調。 

  (二)方案選定 

以上方案宣導對象及方式不同，均可同時進行互不影響，

如無經費或行政考量，應可 3 個方案皆選定，並優先執行方案 

 1、3。 

 



14 
 

 四、執行決策所需溝通 

  (一)溝通對象：宣導單位 

      研擬分析不同對象應採取之宣導策略、運用淺顯且具吸引之 

      字眼俾憑民眾瞭解並加深印象。 

  (二)溝通對象：承辦人員、全功能服務櫃臺及電話客服人員加強 

      專業訓練，引導民眾使用網路申辦稅務。 

 五、評估與監督 

一、計畫執行機關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二、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資訊科 

三、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 

        為確保方案執行確實依循政策目的，除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及各業務單位主管落實督導外，並依業務單位及民眾回饋意

見，滾動式評估及檢討執行績效。另本局每年定期舉辦里幹事、

鄰里長研習會及地政士座談會，除加強宣導使用網路申辦外，對

於與會者所提出的問題或建議，均會審慎評估可行性，適時改善

並修正運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