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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別角度看這次選舉 

 
吳嘉麗(淡江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 

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監事) 
 

一月中的選舉剛剛落幕，這次大選創下了數項紀錄，此處讓我們從『性別』

的角度做一分析。 
 
正副總統候選人女性占半數 
 

中華民國台灣產生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總統當然是頭條大新聞，不僅如

此，三對候選人中，女性占了半數，要不是國民黨臨陣更換，本來三位總統候選

人中女性就有兩位。撇開性別不談，我們更樂見的是這四位浮出檯面的女性都不

是來自政治世家，她們沒有靠父兄家族，沒有悲情的過去，完全以自己的學術專

業獲得黨團和選民的認同，其中副總統候選人徐欣瑩更是一位具工程背景的女科

技人。 
 
她們多數單身 
 

女性在社會上一出名，她們的婚姻家庭狀況就會引人關注。這四位女性中有

三位是單身，一位已婚但無子女，這似乎也恰好反映了今天台灣擁有高學位或高

社會地位女性的狀況。雖然女性在教育和參政機會上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在性別

平等、家務分擔、尤其是托兒托老，乃至男尊女卑的觀念上仍大有努力的空間。

所幸現代女人有權選擇婚姻或單身，單身或無子似乎更有利於她的專業發展，幸

不幸福則在於個人的人生規劃和價值。 
 
立法委員選舉與席次變革 
 

立法委員的人數與任期數度變革，1947 年選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共

計 759 席。1950 年，立法院因內戰播遷台灣，當時隨之而來的立法委員約 380
餘名。1969 年後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補選 11 席，1972 年再設增額立

法委員 51 席，隨後逐次增加增額席次，至 1989 年增額委員為 130 席。1990 年

爆發野百合學運，其中的重要訴求便是要求包含立法院在內的國會議員全面改

選。至 1991 年第一屆立法委員終於全數退職，1992 年首次進行立法委員全面改

選，共選出 161 席。隨後每三年一屆定期改選，1998 年再增為 225 席，並開始

增設不分區立法委員。2005 年，任務型國民大會修憲時，複決修憲案通過，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1%E5%B1%86%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5%90%8D%E5%96%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85%B1%E5%85%A7%E6%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5%93%A1%E6%88%A1%E4%BA%82%E6%99%82%E6%9C%9F%E8%87%A8%E6%99%82%E6%A2%9D%E6%AC%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E%E7%99%BE%E5%90%88%E5%AD%B8%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6%9C%83%E5%9C%A8%E8%87%BA%E7%81%A3%E4%B9%8B%E5%85%A8%E9%9D%A2%E9%81%B8%E8%88%89%E8%88%87%E7%BD%B7%E5%85%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6%9C%83%E5%9C%A8%E8%87%BA%E7%81%A3%E4%B9%8B%E5%85%A8%E9%9D%A2%E9%81%B8%E8%88%89%E8%88%87%E7%BD%B7%E5%85%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92%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92%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5%88%86%E5%8D%80%E7%AB%8B%E6%B3%95%E5%A7%94%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4%87%E6%B1%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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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自 2008 年第七屆起減為 113 席，並改採單一小選區方式選舉，任期改

為 4 年。同時各政黨依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不分區立委當選名單中，婦女比例

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女性立委比例近 40% 
 

第九屆新當選的立法委員 113 位中女性有 43 位，比率為 38.1%；其中 79 位

區域立委中女性有 25 位，比率為 31.7%，不分區立委由於有前述憲法的保障，

34 位中女性有 18 位。如果再從政黨的角度來看，民進黨當選的 50 位區域立委

中女性有 17 位，佔 1/3；國民黨當選的 24 位中有 6 位女性，恰好佔 1/4。依政黨

票數當選的不分區立委，兩大黨都恰好發生同一狀況，即『依法婦女比例不得低

於二分之ㄧ』，民進黨排名第 18 的男性必須退讓，第 19 名的女性因此當選；國

民黨排名第 11 的男性也需退讓，第 12 名的女性因此當選。與過去二屆立委比較，

女性人數百分比一路攀升，2008 年第七屆為 30.1%(34/113)，2012 年上升至 33.6% 
(38/113)，而且明顯的由於區域立委女性當選人數的增加，才是歷屆女性百分比

增加的主因。 
 
女性立委當選機率高 
 

為什麼當年在增修憲法條文中得以通過不分區立委當選名單中，婦女比例不

得低於二分之一條款呢？實因在每一小區域的選舉中只選出一位立委，各黨也只

會提名一位候選人，當各黨只提名一位時，可以想見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中，女性

甚難獲得提名。民進黨本次共提名 62 位區域立委(包含原住民)候選人，其中女

性 18 位，佔 29.0%，國民黨共提名 77 位區域立委(包含原住民)候選人，其中女

性 17 位，佔 22.1%。兩大黨提名都低於 1/3，國民黨甚至不到 1/4，都低於女性

區域立委的當選率 31.7%。但是反觀女性的當選率卻遠高於各黨的提名率，民進

黨提名 18 位，17 位當選，幾乎全壘打；國民黨提名 17 位，6 位當選，也超過

1/3 的當選機率。相信各黨團選後都會做更細膩的分析，以後提名能不重視女性

候選人嗎？ 
 

我們期待新政府新氣象，也期待看到內閣人事和政務人員的性別新面貌，當

總統是女性、立法委員女性比例接近 40%的未來四年，我們會看到怎樣的改變

呢？相信至少在性別平等和托兒托老的立法或修法上將會得到更多的支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4%B8%80%E9%81%B8%E5%8D%80%E5%85%A9%E7%A5%A8%E5%88%B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