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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雲林縣房屋稅性別分析報告 

壹、前言 

1995 年聯合國第 4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正式

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性別主流

化」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價值，希望所有政府的計畫與法律要具有

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

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及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1。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則為我國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

最主要的兩項運用工具，透過性別統計資料及分析，得以了解現存之

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及環境等面向在性別上之差異。 

本文將運用雲林縣 111 年度房屋稅定期開徵統計資料作性別統

計分析，並將分析結論供各界作為探討性平議題之根基，及政府推動

兩性平等政策之參考。 

貳、現況描述 

房屋稅為地方稅2，係定期開徵之底冊稅，每年課徵 1次，課稅期

間為前一年 7 月 1 日起至當年之 6 月 30 日止，繳納期間為當年之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每年除了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4 條、第 15

條及相關法令免稅的房屋外，均應於開徵期限內繳納房屋稅。稽徵機

關除於開徵期間前，應將繳款書送達納稅義務人3外，於開徵期間亦透

過多種宣導管道，以供納稅義務人知悉房屋稅開徵之訊息。 

而未依限期繳納之房屋稅便形成欠稅，稽徵機關依法將欠稅移送

各地行政執行分署辦理強制執行，以徵起稅收，維護租稅公平。是以，

 

1 參照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網站 https://gec.ey.gov.tw/。 

2 參照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 

3 參照稅捐稽徵法第 18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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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排除以非自然人為納稅義務人之房屋，並以納稅義務人為自然人

之應稅房屋作為探討基礎，再以雲林縣 107-111 年查定應稅及欠稅房

屋等有關資料4，作性別統計分析。 

參、性別統計分析 

一、查定應稅房屋之性別統計分析 

（一）111 年查定應稅戶數、稅額及每人每戶稅額負擔以性別區分 

1. 111 年查定應稅戶數以性別區分 

111 年房屋稅查定應稅戶數計 183,894 戶，其中男性

115,988 戶，占整體應稅戶數比率為 63.07％；女性 67,906

戶，占整體應稅戶數比率為 36.93％。就查定應稅戶數而言，

男性較女性多 48,082 戶，占比多 26.14％(圖一)。 

 

 

 

 

 

 

2. 111 年查定稅額以性別區分 

111 年房屋稅查定稅額計 871,857 千元，其中男性稅額

544,378 千元占整體稅額比率為62.44％，女性稅額327,479

 

4 資料來源為雲林縣稅務局房屋稅之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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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占整體稅額比率為 37.56％。就查定稅額而言，男性較

女性多 216,899 千元，占比多 24.88％(圖二)。 

 

3. 111 年每人每戶稅額負擔以性別區分 

依前揭本縣 111 年房屋稅查定應稅戶數與稅額統計資

料，本縣 111 年房屋稅平均每戶稅額負擔為 4,741 元，其中

男性平均每戶稅額負擔 4,693 元，女性平均每戶稅額負擔

4,822 元，較男性多負擔 129 元(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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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111 年查定應稅戶數、稅額以性別區分 

1. 107-111 年查定應稅戶數以性別區分 

107-111 年房屋稅查定應稅戶數，由 107 年計 176,412

戶成長至 111 年計為 183,894 戶，應稅戶數成長約 4.24％。

男性應稅戶數由 107 年 112,475 戶成長至 111 年為 115,988

戶，成長約 3.12%，惟占整體應稅戶數比由 107 年的 63.76%

略減至 111 年為 63.07%；女性應稅戶數由 107 年 63,937 戶

成長至 111 年為 67,906 戶，成長約 6.21%，且占整體應稅

戶數比亦由107年的36.24%成長至111年為36.93%(圖四)。 

 

 

 

 

 

 

2. 107-111 年查定稅額以性別區分 

107-111 年查定稅額由 107 年計 777,955 千元，成長至

111 年計為 871,857 千元，成長約 12.07％。男性查定稅額

由 107 年 493,150 千元成長至 111 年為 544,378 千元，成長

約 10.39%，惟占整體查定稅額比由 107 年的 63.39%略減至

111 年為 62.44%；女性查定稅額由 107 年 284,805 千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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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1 年為 327,479 千元，成長約 14.98%，且占整體查定

稅額比亦由 107 年的 36.61%成長至 111 年為 37.56％(圖

五)。 

 

3. 107-111 年平均每人每戶稅額負擔以性別區分 

依前揭本縣 107-111 年房屋稅查定應稅戶數與稅額統

計資料，107 年房屋稅查定應稅戶數計 176,412 戶，查定稅

額計 777,955 千元，成長至 111 年房屋稅查定應稅戶數計

183,894 戶，查定稅額為 871,857 千元，平均每人每戶稅額

負擔由 107 年 4,409 元成長至 111 年為 4,741 元，成長約

7.53%。男性平均每人每戶稅額負擔由 107 年 4,384 元成長

至 111 年為 4,693 千元，成長約 7.05%；女性平均每人每戶

稅額負擔由 107 年 4,454 元成長至 111 年為 4,822 元，成長

約 8.26%。整體而言，女性平均每人每戶稅額負擔較男性略

重，且逐年微幅成長，由 107 年的 70 元增加至 111 年為 129

元(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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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行政區域以性別區分 

依本縣行政區域劃分 20個鄉、鎮、巿，分析 111 年每個鄉、

鎮、巿不同性別之查定應稅戶數、查定稅額及每人每戶稅額負

擔差異情形(表一、圖七)。 

1.查定應稅戶數：男性戶數均較女性為多，其中差距倍數較

大者多位於偏鄉地區，如臺西鄉(2.89 倍)、水林鄉(2.32

倍)、口湖鄉(2.14 倍)、東勢鄉(2.14 倍)等均高於 2 倍；

而元長鄉(1.99 倍)、四湖鄉(1.91 倍)、褒忠鄉(1.6 倍)、

二崙鄉(1.48 倍)、麥寮鄉(1.33 倍)、大埤鄉(1.21 倍)、

崙背鄉(1.18 倍)、土庫鎮(1.13 倍)、莿桐鄉(1.1 倍)、古

坑鄉(1.01 倍)等亦高於 1 倍以上，顯示偏鄉地區房屋持

有人性別差異懸殊，男性遠高於女性。 

2.每人每戶稅額負擔：男性平均每人每戶稅額負擔較女性為

重者計有 6 個鄉鎮巿〔包括斗六巿(257 元)、斗南鎮(419

元)、虎尾鎮(268 元)、西螺鎮(596 元)、北港鎮(224 元)

及大埤鎮(23 元)〕；女性平均每人每戶稅額負擔較男性為

重者則有 14個鄉鎮〔土庫鎮(457 元)、古坑鄉(6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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莿桐鄉(269 元)、林內鄉(693 元)、二崙鄉(137 元)、崙背

鄉(205 元)、麥寮鄉(436 元)、東勢鄉(272 元)、褒忠鄉 

(186 元)、臺西鄉(669 元)、元長鄉(413 元)、四湖鄉(459

元)、口湖鄉(377 元)及水林鄉(1,203 元)〕。 

3.整體觀察，在女性稅額負擔大於男性之鄉鎮，多與兩性持

有戶數差距倍數較大之偏鄉地區重疊。易言之，在本縣 20

個鄉鎮巿中，兩性在持有房屋比率上，以男性為高，尤其

偏鄉地區差距最大，倍數達 1~2 倍以上；惟在偏鄉地區的

稅額負擔，女性反而比男性負擔重。一般而言，房屋稅稅

額負擔高，源自於評定之房屋現值高及適用稅率高(如營

業用稅率 3%大於自住用稅率 1.2%)；而房屋現值高，大致

為房屋屋齡短、面積大等因素。因此，偏鄉地區的女性稅

額負擔高於男性，表示女性在偏鄉地區雖持有之房屋數較

男性少，但卻擁有較高房屋現值或適用稅率高之房屋，意

謂女性所得水準及經濟自主能力逐漸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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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11 年房屋稅各鄉鎮巿每人每戶稅額負擔性別統計表 

  

查定戶數 查定稅額(千元) 每人每戶稅額負擔(元) 

男性 

(a) 

女性 

(b) 

差距倍數 

(c=a/b-1) 

男性 

(A) 

女性 

(B) 

男性 

(C) 

女性 

(D) 

差額 

(C-D) 

斗六巿 22,755 19,311 0.18  116,677 94,050 5,128 4,870 257 

斗南鎮 8,591 5,878 0.46  47,092 29,755 5,482 5,062 419 

虎尾鎮 14,992 11,573 0.30  80,528 59,062 5,371 5,103 268 

西螺鎮 8,392 4,613 0.82  50,313 24,909 5,995 5,400 596 

土庫鎮 4,961 2,324 1.13  20,997 10,899 4,232 4,690 -457 

北港鎮 7,300 4,491 0.63  36,806 21,638 5,042 4,818 224 

古坑鄉 5,352 2,658 1.01  22,879 13,175 4,275 4,957 -682 

大埤鄉 3,328 1,509 1.21  14,165 6,388 4,256 4,233 23 

莿桐鄉 4,843 2,310 1.10  21,577 10,913 4,455 4,724 -269 

林內鄉 2,920 1,464 0.99  10,335 6,196 3,539 4,232 -693 

二崙鄉 3,621 1,461 1.48  15,174 6,322 4,191 4,327 -137 

崙背鄉 3,897 1,791 1.18  16,220 7,822 4,162 4,368 -205 

麥寮鄉 4,604 1,972 1.33  23,055 10,735 5,008 5,444 -436 

東勢鄉 2,317 739 2.14  7,915 2,726 3,416 3,688 -272 

褒忠鄉 2,088 803 1.60  8,207 3,306 3,930 4,117 -186 

臺西鄉 2,969 764 2.89  7,713 2,496 2,598 3,267 -669 

元長鄉 4,012 1,340 1.99  16,333 6,009 4,071 4,484 -413 

四湖鄉 3,041 1,045 1.91  9,775 3,839 3,214 3,674 -459 

口湖鄉 2,822 900 2.14  7,505 2,733 2,660 3,037 -377 

水林鄉 3,183 960 2.32  11,111 4,506 3,491 4,694 -1,203 

資料來源:雲林縣稅務局房屋稅系統 

說明:每人每戶稅額負擔因尾數四捨五入表達關係，差額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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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欠稅房屋之性別統計分析 

（一）111 年欠稅戶數、欠稅額及欠稅率以性別區分 

1. 111 年欠稅戶數以性別區分 111 年欠稅戶數計 7,706 戶，

其中男性欠稅戶數 5,090 戶占 66.05％，女性欠稅戶數

2,616 件占 33.95％。男性欠稅戶數較女性多 2,474 件，

約 32.1％。 (表二、圖八)。 

表二：111 年房屋稅欠稅戶數欠稅率性別統計表  單位:戶 

  男性 女性 合計 

查定應稅戶數 115,988  67,906  183,894  

欠稅戶數 5,090  2,616  7,706  

欠稅比率 4.39% 3.85%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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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年欠稅額以性別區分 

111 年欠稅額計 31,419 千元，其中男性欠稅額 19,625

千元占整體欠稅額比率為 62.46％，女性欠稅額 11,794 千

元占整體欠稅額比率為 37.54％。男性欠稅額較女性多

7,831 千元，占比多 24.92％(表三、圖九)。 

表三：111 年房屋稅欠稅額欠稅率性別統計表   單位:千元 

  男性 女性 合計 

查定稅額 544,378 327,479 871,857 

欠稅稅額 19,625 11,794 31,419 

欠稅比率  3.61%  3.60%  3.60% 

 

 

 

 

3. 111 年欠稅率以性別區分 

(1)111 年欠稅戶數7,706戶占查定應稅戶數比率為4.19%，

其中男性欠稅戶數 5,090 戶，占男性查定應稅戶數比

率為 4.39%；女性欠稅戶數 2,616 戶，占女性查定應稅

戶數比率為 3.85%。男性欠稅戶數較女性多 2,474 戶，

約為女性的 1.95 倍(表二)。 

(2)111 年欠稅額 31,419 千元，占查定稅額比率為 3.6%。

其中，男性欠稅額 19,625 千元，占男性查定稅額比率

為 3.61%；女性欠稅額 11,794 千元，占女性查定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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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為 3.6%。男性欠稅額較女性多 7,831 千元，約為

女性的 1.66 倍(表三)。 

4. 111 年每人每戶欠稅負擔以性別區分 

111 年房屋稅欠稅額計 31,419 千元，欠稅戶數計 7,706

戶，每人每戶欠稅負擔為 4,077 元。其中男性欠稅戶數為

5,090 戶，欠稅額計 19,625 千元，男性每人每戶欠稅負擔為

3,856 元，較整體欠稅負擔少 221 元；女性欠稅戶數為 2,616

戶，欠稅額計 11,794 千元，女性每人每戶欠稅負擔為 4,508

元，較整體欠稅負擔多 431 元(表四)。 
 

        表四：111 年房屋稅每人每戶欠稅負擔統計表   單位:戶 

  欠稅稅額(千元) 欠稅戶數 每人每戶欠稅負擔(元) 

男性 19,625 5,090  3,856  

女性 11,794 2,616  4,508  

合計 31,419 7,706  4,077  
 

（二）107-111 年欠稅戶數、欠稅額及欠稅率以性別區分 

1. 107-111 年欠稅戶數以性別區分 

欠稅戶數 107 年計 7,714 戶，111 年計 7,706 戶，111

年較 107 年略減 8 戶，約 0.1％。其中男性欠稅戶數由 107

年 5,197 戶至 111 年減少為 5,090 戶，減少約 2.06%，占整

體欠稅戶數比亦由107年的67.37%至111年減少為66.05%；

女性欠稅戶數由 107 年 2,517 戶成長至 111 年為 2,616 戶，

成長約 3.93%，且占整體欠稅戶數比亦由 107 年的 32.63%成

長至 111 年為 33.94%。整體而言，107-111 年男性欠稅戶數

占全部欠稅戶數大約 6 成 7，女性欠稅戶數占全部欠稅戶數

大約 3 成 3(圖十)。 



 

12 

 

 

2. 107-111 年欠稅額以性別區分 

欠稅額 107 年計 28,599 千元，111 年計 31,419 千元，

111 年較 107 年增加 2,820 千元，約 9.86％。男性欠稅額由

107年 18,520千元至111年增加為19,625千元，增加1,105

千元約 5.97%，惟占整體欠稅額比由 107 年的 64.76%至 111

年減少為 62.46%；女性欠稅額由 107 年 10,079 千元至 111

年增加為 11,794 千元，增加 1,715 千元約 17.02%，且占整

體欠稅額比亦由 107 年的 35.24%至 111 年增加為 37.54%。

整體而言，107-111 年男性欠稅額占全部欠稅額大約 6成 4，

女性欠稅額占全部欠稅額大約 3 成 6(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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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行政區域以性別區分 

觀察本縣 20 個鄉、鎮、巿 111 年不同性別之欠稅戶數、欠

稅額及欠稅率統計資料(表五、表六)，分析如下： 

1. 欠稅率：就欠稅戶數比率而言，各鄉鎮巿比率落於 3%至 7%

之間，其中高於 5%者均位於偏鄉，以口湖鄉 6.66%最高，

四湖鄉 6%為次高。惟欠稅額比率，則以四湖鄉 5.9%最高，

其次為口湖鄉 5.59%。 

2. 欠稅率以性別區分：就欠稅戶數性別比率差距最大者為麥

寮鄉(2.07%)，另差距比率大於 1%者，依序為崙背鄉(1.6%)、

元長鄉(1.53%)、水林鄉(1.21%)及林內鄉(1.07%)。就欠

稅額性別比率差距最大者為林內鄉(2.44%)，另差距比率

大於 1.5%以上者，依序為斗南鎮(-2.32%)、水林鄉(2.21%)、

麥寮鄉(1.98%)、口湖鄉(-1.81%)、四湖鄉(1.59%)及大埤

鄉(-1.56%)。 

3. 整體觀察，欠稅戶數及欠稅額均以斗六巿占整體比率最多，

分別為 19.57%、21.75%，其次為虎尾鎮分別占 11.5%、

12.49%，主要是其持有應稅戶數及其稅額高於其他鄉鎮，

同時反應在其欠稅數上。若以性別差距比率而言，差距 1%

以上者均位於偏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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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11 年各鄉鎮巿房屋稅欠稅戶數比率統計表    單位:戶 

  

查定戶數 欠稅戶數 欠稅戶數比率 

男性 

(a) 

女性 

(b) 

合計 

(Y) 

男性 

(c) 

女性 

(d) 

合計 

(Z) 

男性 

(A=c/a) 

女性 

(B=d/b) 

差額 

(A-B) 

合計 

(Z/Y) 

斗六巿 22,755 19,311 42,066 848 660 1,508 3.73% 3.42% 0.31% 3.58% 

斗南鎮 8,591 5,878 14,469 324 255 579 3.77% 4.34% -0.57% 4.00% 

虎尾鎮 14,992 11,573 26,565 523 363 886 3.49% 3.14% 0.35% 3.34% 

西螺鎮 8,392 4,613 13,005 373 178 551 4.44% 3.86% 0.59% 4.24% 

土庫鎮 4,961 2,324 7,285 184 101 285 3.71% 4.35% -0.64% 3.91% 

北港鎮 7,300 4,491 11,791 270 202 472 3.70% 4.50% -0.80% 4.00% 

古坑鄉 5,352 2,658 8,010 236 116 352 4.41% 4.36% 0.05% 4.39% 

大埤鄉 3,328 1,509 4,837 172 75 247 5.17% 4.97% 0.20% 5.11% 

莿桐鄉 4,843 2,310 7,153 220 96 316 4.54% 4.16% 0.39% 4.42% 

林內鄉 2,920 1,464 4,384 139 54 193 4.76% 3.69% 1.07% 4.40% 

二崙鄉 3,621 1,461 5,082 156 51 207 4.31% 3.49% 0.82% 4.07% 

崙背鄉 3,897 1,791 5,688 206 66 272 5.29% 3.69% 1.60% 4.78% 

麥寮鄉 4,604 1,972 6,576 268 74 342 5.82% 3.75% 2.07% 5.20% 

東勢鄉 2,317 739 3,056 128 34 162 5.52% 4.60% 0.92% 5.30% 

褒忠鄉 2,088 803 2,891 84 32 116 4.02% 3.99% 0.04% 4.01% 

臺西鄉 2,969 764 3,733 175 45 220 5.89% 5.89% 0.00% 5.89% 

元長鄉 4,012 1,340 5,352 226 55 281 5.63% 4.10% 1.53% 5.25% 

四湖鄉 3,041 1,045 4,086 188 57 245 6.18% 5.45% 0.73% 6.00% 

口湖鄉 2,822 900 3,722 189 59 248 6.70% 6.56% 0.14% 6.66% 

水林鄉 3,183 960 4,143 181 43 224 5.69% 4.48% 1.21% 5.41% 

合計 115,988 67,906 183,894 5,090 2,616 7,706 4.39% 3.85% 0.54% 4.19% 

資料來源：雲林縣稅務局欠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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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111 年各鄉鎮巿房屋稅欠稅額比率統計表   單位:千元 

  

查定稅額(千元) 欠稅稅額(千元) 欠稅稅額比率 

男性 

(a) 

女性 

(b) 

合計 

 (X) 

男性 

(c) 

女性 

(d) 

合計 

(Y) 

男性 

(A=c/a) 

女性 

(B=d/b) 

差額 

(A-B) 

合計 

(Z=Y/X)    

斗六巿 116,677 94,050 210,727 3,886 2,947 6,833 3.33% 3.13% 0.20% 3.24% 

斗南鎮 47,092 29,755 76,848 1,389 1,568 2,957 2.95% 5.27% -2.32% 3.85% 

虎尾鎮 80,528 59,062 139,590 2,256 1,667 3,923 2.80% 2.82% -0.02% 2.81% 

西螺鎮 50,313 24,909 75,222 1,945 1,211 3,156 3.87% 4.86% -1.00% 4.20% 

土庫鎮 20,997 10,899 31,896 612 430 1,042 2.91% 3.95% -1.03% 3.27% 

北港鎮 36,806 21,638 58,444 1,145 762 1,907 3.11% 3.52% -0.41% 3.26% 

古坑鄉 22,879 13,175 36,055 1,007 519 1,525 4.40% 3.94% 0.46% 4.23% 

大埤鄉 14,165 6,388 20,553 602 371 973 4.25% 5.81% -1.56% 4.74% 

莿桐鄉 21,577 10,913 32,490 729 419 1,149 3.38% 3.84% -0.46% 3.54% 

林內鄉 10,335 6,196 16,531 534 168 702 5.16% 2.72% 2.44% 4.25% 

二崙鄉 15,174 6,322 21,496 465 164 629 3.07% 2.59% 0.48% 2.92% 

崙背鄉 16,220 7,822 24,043 729 264 994 4.50% 3.38% 1.12% 4.13% 

麥寮鄉 23,055 10,735 33,789 1,042 273 1,315 4.52% 2.54% 1.98% 3.89% 

東勢鄉 7,915 2,726 10,640 373 103 476 4.71% 3.76% 0.95% 4.47% 

褒忠鄉 8,207 3,306 11,512 244 121 365 2.97% 3.66% -0.70% 3.17% 

臺西鄉 7,713 2,496 10,209 447 118 565 5.79% 4.73% 1.07% 5.53% 

元長鄉 16,333 6,009 22,342 626 176 802 3.83% 2.93% 0.90% 3.59% 

四湖鄉 9,775 3,839 13,614 620 183 803 6.35% 4.75% 1.59% 5.90% 

口湖鄉 7,505 2,733 10,239 383 189 572 5.10% 6.92% -1.81% 5.59% 

水林鄉 11,111 4,506 15,617 593 141 733 5.33% 3.12% 2.21% 4.70% 

合計 544,378 327,479 871,857 19,625 11,794 31,419 3.61% 3.60% 0.01% 3.60% 

資料來源：雲林縣稅務局欠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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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應稅房屋 

1.107-111 年女性應稅戶數占整體應稅戶數，由 36.24％成長

至 36.93％，男性則由 63.76％略減至 63.07％。107-111 年

女性應稅額占整體應稅額，由 36.61％成長至 37.56％；男

性則為 63.39％略減至 62.44％。經觀察 107-111 年應稅戶

數及應納稅額成長幅度，女性占比均呈現微幅成長趨勢，男

性占比則呈現略減情形，雖然幅度不大。整體而言，截至 111

年度止，男性持有房屋戶數及查定稅額仍高出女性約 25%，

顯現本縣普遍仍存在「重男輕女」、祖產「傳男不傳女」之

傳統觀念，使取得房屋所有權人之性別仍以男性居多。 

2.以「行政區域」角度來看：都巿化程度較高之鄉鎮巿，如斗

六巿、虎尾鎮、斗南鎮等，其性別持有戶數差距倍數較小，

均在 0.5 倍以下，可能是所處地區較繁榮，生活型態多元，

具經濟發展、資訊獲取廣泛等優勢，助長性別意識提升，使

民眾在辦理財產規劃時，逐漸重視不同性別財產權平等的

觀念。相較而言，偏鄉之性別持有戶數差距較為懸殊，倍數

均在 1 倍以上，甚至有高於 2 倍以上者，顯示偏鄉傳統重

男輕女觀念仍深植於心。整體而言，本縣城鄉之間存在性別

意識落差因素，因此對傳統觀念的改變，仍有待持續加強。 

3.以「每人每戶稅額負擔」角度來看：整體而言，女性稅額負

擔略大於男性，且近 5 年來，稅額負擔差距呈現逐年微幅

增加，雖然幅度不大，亦顯示性平意識已逐漸受到重視，持

有房屋及其價值在性別的分配上，漸趨於平等。惟以行政區

域統計，都巿化程度較高的鄉鎮巿，男性稅額負擔反而較女

性為高；偏鄉地區，則女性稅額負擔均大於男性。表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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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地區的女性擁有較高房屋現值或適用稅率較高之房屋。

探究原因，可能是隨著女性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提升，加

上政府持續推動性平政策，使近幾年來女性取得新建房屋

比例逐年提升，其稅額負擔相對舊有房屋來得高。 

(二)欠稅房屋 

1. 107-111 年欠稅戶數分別為 7,714 戶、7,604 戶、7,225 戶、

8,116 戶及 7,706 戶，欠稅額分別為 28,599 千元、27,792

千元、28,065 千元、34,028 千元及 31,419 千元，變動幅度

均不大。整體而言，107-111 年男性欠稅戶數占全部欠稅戶

數大約 6 成 7，女性欠稅戶占全部欠稅戶數大約 3 成 3；男

性欠稅額占全部欠稅額約 6 成 4，女性欠稅額占全部欠稅額

約 3 成 6，男性欠稅額約為女性欠稅額的 2 倍。 

2. 111 年以全縣角度來看，男性欠稅戶數之比率僅略高於女性

約 0.54%，至於欠稅額之比率則男性與女性相當。但在每人

每戶欠稅額負擔上，女性的欠稅負擔較男性高。 

3. 111 年以行政區域角度來看，欠稅戶數之欠稅比率落於 3%

至7%，其中以口湖鄉(6.66%)、四湖鄉(6%)、臺西鄉(5.89%)、

水林鄉(5.41%)及東勢鄉(5.3%)等偏鄉地區欠稅率較高，主

要原因除了查定數較少，欠稅數的影響幅度大於其他鄉鎮

巿外，還有原鄉的生活型態、地理環境等特殊性均可能降低

繳稅意願，而形成欠稅。反觀都巿化程度較高之虎尾鎮

(3.34%)、斗六巿(3.58%)、土庫鎮(3.91%)、斗南鎮(4%)、

北港鎮(4%)等均低於平均欠稅率(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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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雲林縣為農業大縣，普遍受傳統「重男輕女」、祖產「分男不

分女」等觀念影響，雖然在政府多年來積極推動性平意識及

社會形態改變下，女性經濟地位已大幅提升，依據本縣近 5年

來統計資料顯示，女性持有房屋占比已逐年微幅度提高，但

城鄉之間部分地區仍存在嚴重持有房屋性別分配不均情況。

究其原因，應是偏鄉地區資訊傳達不易，思想老舊，性別刻

版印象牢固。為突破此現況，建議可多利用本縣各機關學校、

村里所舉辦之各項活動，除了張貼性別平等宣導海報與發放

文宣外，亦可藉由生動活潑的互動模式，吸引民眾參與融入

宣導情境中，同時跨機關合作共同宣導性平觀念及提供相關

宣導品予洽公民眾，並於性別持有戶數差距倍數較大地區如

臺西鄉、水林鄉、口湖鄉、東勢鄉等鄉加強宣導，提升性別意

識，改變傳統思維，拉近不同性別間差距。 

(二)雲林縣因男性在房屋持有戶數及其稅額之比率上高過女性，

亦同時反應在欠稅數上，惟在欠稅率的比較上，男性欠稅戶

數僅略高於女性，欠稅額則兩性相當。換言之，由於兩性欠

稅率並無明顯差異，尚無法論定男性與女性之繳稅意識孰高

孰低。探討欠稅潛在原因，不外乎經濟因素、外地工作或守

法觀念較為不足等。因此，建議除了開徵期間例行性宣導外，

平時亦應加強各項租稅教育宣導，使民眾知悉各項稅捐開徵

時間，以如期繳納，減少欠稅。而如何宣導及防止欠稅情形

之發生，則是稅捐稽徵機關需持續努力克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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