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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13-004號         113 年 3 月 

臺中市兩性房屋持有及移轉變化 

前言 

早期社會受到「家產不落外姓」及「男主外，女主內」之父權社

會影響，女性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在近年推動性別平等觀念下，女性

權利意識抬頭、教育程度及收入水準提升，本文透過性別觀察本市房

屋持有及移轉情形，了解目前兩性在現今社會變遷下的處境。 

一、 本市 111 年房屋稅開徵 134 萬 3,057 件，女性納稅義務人占

47.06%，近 10年皆以男性納稅義務人居多，兩性占比差距呈逐

年縮小趨勢；女性納稅義務人在房屋平均評定現值為 38萬 8,250

元，較男性納稅義務人高 2 萬 8,080 元，近 10 年皆以女性納稅

義務人房屋平均評定現值較高。 

房屋稅為對房屋所有人課徵的財產稅之一，其應納稅額係依據房

屋評定現值1及課徵稅率計算而得，而樓層總數越高、房屋越新及地段

越好的房屋，房屋評定現值較高，繳納的房屋稅也較多，相對的納稅

義務人在經濟能力上也較為出色，因此透過房屋稅開徵情形觀察兩性

在房屋持有上的差異，以了解是否存有落差情形。 

 
1房屋評定現值為稽徵機關依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核計房屋現值，標準價格之構成

因子包括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耐用年數、折舊率及街路等級調整率等，每 3年重行評定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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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房屋稅開徵概況-依性別分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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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111年房屋稅開徵 134萬 3,057件，較 102年增 25萬 19件

(22.87%)，其中男性納稅義務人 71 萬 955 件(占 52.94%)，女性納稅

義務人 63 萬 2,102 件(占 47.06%)，近 10 年皆以男性納稅義務人居

多，兩性占比差距 5.88個百分點，較 102年減 2.42個百分點，呈逐

年縮小趨勢(圖 1)。 

依行政區觀之，開徵件數以北屯區 14 萬 2,724 件最多，其女性

納稅義務人占 53.50%，西屯區 14萬 442件次之，其女性納稅義務人

占 52.24%，北區 8萬 9,005件再次之，其女性納稅義務人占 53.87%，

各行政區僅西區、南區、北區、西屯區、南屯區及北屯區共 6行政區

女性納稅義務人多於男性納稅義務人(圖 2)。 

再以屋齡別觀之，111年房屋稅開徵件數以屋齡「26-30年」29萬

2,941件(占 21.81%)為大宗，屋齡「41-45年」15萬 3,325件(占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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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1年臺中市房屋稅開徵概況-按性別及行政區分
件 %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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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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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屋齡「21-25年」14萬 6,362件(占 10.90%)再次之，前 3高中，

除屋齡「41-45 年」外，女性納稅義務人房屋開徵件數較男性納稅義

務人多；另女性納稅義務人在屋齡「5年以下」房屋開徵件數亦多於

男性納稅義務人，餘各屋齡層女性納稅義務人房屋開徵件數皆少於男

性納稅義務人，且「30年以下」各屋齡層男性納稅義務人占比在 4成

7至 5成 3間，「30年以上」各屋齡層男性納稅義務人占比則隨屋齡

增加而上升(圖 3)。 

觀察房屋稅開徵之平均評定現值2，本市 111 年女性納稅義務人

在房屋平均評定現值為 38 萬 8,250 元，較男性納稅義務人之房屋平

均評定現值高出 2 萬 8,080 元，且近 10 年皆以女性納稅義務人之房

屋平均評定現值較高(圖 4)。 

以屋齡別觀之，111年房屋稅開徵之平均評定現值隨屋齡增加而

降低，女性納稅義務人以屋齡「6-10年」、「11-15年」、「46-50年」及

 
2平均評定現值=房屋評定現值/移轉房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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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1年房屋稅開徵之平均評定現值-按性別及屋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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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臺中市房屋稅開徵之平均評定現值-依性別分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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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年以上」平均評定現值較男性納稅義務人高；在「15 年以下」

各屋齡層中，雖男性納稅義務人在屋齡「5年以下」平均評定現值較

女性納稅義務人高，但僅高出 3,101元，而女性納稅義務人在屋齡「6-

10年」及「11-15年」房屋平均評定現值較男性納稅義務人高出 5萬

4,313元及 4萬 1,040元(圖 5)。 

綜上所述，雖房屋稅開徵件數以男性納稅義務人為多，平均評定

現值則以女性納稅義務人為高，顯示女性納稅義務人在經濟能力上未

必弱於男性納稅義務人；在屋齡別方面，房屋稅開徵件數在「30年以

下」的房屋，兩性納稅義務人的占比接近，而屋齡超過 30 年後，男

性納稅義務人占比則隨屋齡增加而上升，應與過去性別平等意識尚未

成熟的社會氛圍有關；另兩性平均評定現值差異，除女性納稅義務人

在屋齡「6-10年」及「11-15年」房屋較男性納稅義務人高外，其餘

屋齡無顯著差異，顯示近年納稅義務人在持有房產上漸趨性別平等。 

二、 隨近年民眾性別意識及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房屋移轉交易已不

再專屬於男性，本市 111年自然人房屋移轉 5萬 6,496件，較 102

年減 5,744件(-9.23%)，其中女性自然人房屋移轉占 51.02%；移

轉原因以買賣占 82.73%最多，贈與占 9.61%次之；各行政區房

屋移轉件數以北屯區 1萬 489件最多，女性自然人房屋移轉占比

以南區 54.37%最高。 

房屋移轉3時須在契約訂定之日起 30日內向房屋所在地稽徵機關

 
3房屋移轉狀況可能為一對一、一對多或多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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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契稅，而取得房屋之新所有權人可分為共同持有或完全持有。本

市 111 年房屋移轉 5 萬 8,858 件，其中共同持有 1 萬 1,049 件(占

18.77%)，完全持有 4萬 7,809件(占 81.23%)，且近 10年皆以完全持

有為多，約占 7成 6至 8成 2間(圖 6)。 

隨近年民眾性別意識及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房屋移轉交易已不

再專屬於男性，由於房屋持有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為探討兩性在

房屋移轉上是否存在傳統刻板印象，故將未能辨別性別者去除；111

年自然人房屋移轉 5萬 6,496件，較 102年減 5,744件(-9.23%)，其中

女性自然人房屋移轉 2 萬 8,824 件(占 51.02%)，近 10 年皆以女性自

然人房屋移轉為多，占比在 5 成至 5 成 2 之間；移轉原因以買賣占

82.73%(4 萬 6,737 件)為多，贈與占 9.61%(5,427 件)次之，兩者合占

約 9成 2，而近 10年來皆以買賣為大宗，占比在 7成 7至 8成 5之

間(圖 7、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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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臺中市兩性自然人房屋移轉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備註：不含未能辨別性別者(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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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備註：1.其他包含拍賣、典權、交換、分割、占有、標購、領買、判決、調解及和解。

2.不含未能辨別性別者(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

3.資料為房屋移轉後之買受人、受贈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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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區觀之，111年房屋移轉以北屯區 1萬 489件最多，西屯

區 6,062件次之，南屯區 4,224件再次之；輔以性別觀察女性自然人

房屋移轉占比，超過 50%之行政區有原市 8區、豐原區、潭子區、烏

日區及和平區，其中以南區占 54.37%最高，北屯區占 54.02%次之，

西區占 53.73%再次之，而大安區僅占 36.60%最低(圖 9)。 

三、 透過自然人房屋一般買賣及配偶贈與行為觀察，本市 111年一般

買賣房屋女性買受人占 52.13%，兩性占比差距較 102年減 1.54

個百分點；配偶間贈與房屋女性受贈人則占 72.87%，近 10年有

下降趨勢，兩性占比差距減 5.72 個百分點。另贈與及買賣為親

子間房產過戶的常見行為，111 年一般贈與房屋男性受贈人占

61.89%，近 10年皆以男性受贈人為主，兩性占比差距增 4.30個

百分點；二親等間房屋買賣男性買受人占 58.40%，近 10年亦皆

以男性買受人為主，惟兩性占比差距減 6.06個百分點。 

傳統社會女性主要負責家庭照顧的角色，可能因為教育程度較低

而面臨較少的就業機會與薪資待遇，經濟能力較為弱勢，近年社會風

氣的轉變，改善了兩性間經濟的不平衡，因此透過自然人房屋移轉交

易之一般「買賣」行為及「配偶贈與」行為，觀察兩性的經濟水準。

另早期在傳統家庭中女性較男性不易從長輩手中取得不動產財產權，

故再以自然人房屋移轉交易之一般「贈與」行為及「二親等間買賣」

行為，觀察現今家庭在政府宣導並落實性別平等下，親子房產過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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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11年臺中市自然人房屋移轉概況-按性別及行政區分
件 %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備註：不含未能辨別性別者(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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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性別落差情形。 

(一)一般買賣行為 

本市 111 年自然人一般買受房屋44 萬 6,737 件，較 102

年減 4,929 件(-9.54%)，其中男性買受人 2 萬 2,371 件(占

47.87%)，女性買受人 2 萬 4,366件(占 52.13%)，近 10年皆

以女性買受人為大宗，占比在 5成 1至 5成 4間，兩性占比

差距較 102年減 1.54個百分點，未有如刻板印象般女性在經

濟上為弱勢之情形(圖 10)。 

以屋齡別觀之，111 年兩性買受房屋皆以屋齡「5 年以

下」為大宗，其中男性買受人 6,934件、女性買受人 7,632件，

顯示兩性在買受房屋以新成屋為主，而男性買受人僅以買受

屋齡「6-10年」、「36-40年」、「46-50年」及「51年以上」件

 
4不含未能辨別性別者(包括非自然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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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臺中市兩性自然人一般買受房屋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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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11年臺中市兩性自然人一般買受房屋件數-按屋齡別分
件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備註：本圖資料為契稅申報資料與房屋稅籍資料交叉而得；因房屋稅籍資料會有

異動(含已註銷)，故數據加總與總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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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較女性買受人多，餘皆以女性買受人為多(圖 11)。 

(二)配偶贈與行為 

本市 111年配偶間贈與房屋，受贈房屋 1,821件，較 102

年增 214 件(13.32%)，其中男性受贈人 494 件(占 27.13%)，

女性受贈人 1,327件(占 72.87%)，近 10年皆以女性受贈人為

大宗，占比在 7成 2至 7成 9間，兩性占比差距較 102年減

5.72個百分點；近年配偶間贈與房屋，受贈人以女性為主，

顯示夫妻間房產贈與控制權仍在男性手中，惟近年有下降趨

勢(圖 12)。 

以屋齡別觀之，111年兩性配偶受贈房屋皆以屋齡「26-

30年」為大宗，其中男性受贈人 90件、女性受贈人 267件，

屋齡「21-25年」次之，其中男性受贈人 75件、女性受贈人

173 件，顯示兩性在配偶受贈房屋以中古屋為主，且各屋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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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臺中市配偶受贈房屋概況-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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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11年臺中市配偶受贈房屋件數-按屋齡別及性別分
件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備註：本圖資料為契稅申報資料與房屋稅籍資料交叉而得；因房屋稅籍資料會有

異動(含已註銷)，故數據加總與總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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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皆以女性受贈人較男性受贈人為多(圖 13)。 

(三)一般贈與行為 

親子間房產的移轉，除死亡繼承外，亦時常透過生前贈

與或相互間買賣達到過戶的目的，其中贈與方式雖須另外課

徵贈與稅，惟因其有免稅額度，有節稅效果，故受民眾青睞。

本市 111年一般受贈房屋案件 5,427件，較 102年減 358件

(-6.19%)，其中男性受贈人 3,359件(占 61.89%)，女性受贈人

2,068件(占 38.11%)，近 10年以男性受贈人為大宗，占比在

5 成 9 至 6 成 4 間，兩性占比差距較 102 年增 4.30 個百分

點，顯示家庭中房產的過戶仍以男性為重(圖 14)。 

以屋齡別觀之，111年兩性一般受贈房屋在「21年以上」

各屋齡層占比皆高於「20年以下」各屋齡層，以屋齡「26-30

年」為大宗，其中男性受贈人 586件、女性受贈人 5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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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臺中市兩性自然人一般受贈房屋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人
%

156 175 158 182

315

586

308
355

528

241

325

127 94 102 108

232

510

197 199
256

110 12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25年 26-30年 31-35年 36-40年 41-45年 46-50年 51年以上

男性 女性

圖15、111年臺中市兩性自然人一般受贈房屋件數-按屋齡別分
件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備註：本圖資料為契稅申報資料與房屋稅籍資料交叉而得；因房屋稅籍資料會有

異動(含已註銷)，故數據加總與總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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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屋齡層皆以男性受贈人較女性受贈人為多(圖 15)。 

(四)二親等間買賣行為 

除了贈與行為，透過二親等間買賣房屋亦能達到產權移

轉的作用，111年二親等間房屋買賣，買受房屋 2,017件，較

102 年減 218 件(-9.75%)，其中男性買受人 1,178 件(占

58.40%)，女性買受人 839件(占 41.60%)，近 10年皆以男性

買受人為大宗，占比在 5成 6至 6成 2間，惟兩性占比差距

較 102年減 6.06個百分點，顯示家庭中房產透過買賣行為過

戶雖以男性為重，惟近年有下降趨勢(圖 16)。 

以屋齡別觀之，111 年兩性二親等間買受房屋，屋齡在

「21 年以上」占比分別達 83.59%、77.68%，其中皆以屋齡

「26-30 年」為大宗，男性買受人 246 件、女性買受人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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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臺中市二親等間買受房屋概況-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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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111年臺中市二親等間買受房屋件數-按屋齡別及性別分
件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備註：本圖資料為契稅申報資料與房屋稅籍資料交叉而得；因房屋稅籍資料會有

異動(含已註銷)，故數據加總與總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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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女性買受人在屋齡「5年以下」及「11-15年」房屋之

買受較男性買受人為多(圖 17)。 

四、 本市 111 年因繼承取得建物所有權計 6,750 人，女性繼承人占

52.52%，近 10年皆以女性繼承人為大宗，兩性占比差距較 102

年增 1.68個百分點；拋棄遺產繼承 9,291人，女性拋棄繼承人占

52.84%，近 6 年皆以女性拋棄繼承人為大宗，兩性占比差距較

106年減 8.90個百分點。 

在傳統習俗「傳子不傳女」的觀念下，女性常放棄取得不動產財

產權，近年政府宣導男女具平等繼承財產權，以落實性別平等。以地

政資料觀察本市建物5繼承情形，111年建物繼承棟數 6,746棟，較 102

年增 3,112 棟(85.64%)，其中繼承占整體建物移轉 8.30%，亦增 3.54

個百分點，並自 108年起呈逐年上升趨勢(圖 18)。 

111年因繼承取得建物所有權計 6,750人，較 102年增 3,116人

(85.75%)，其中男性繼承人 3,205人(占 47.48%)，女性繼承人 3,545人

(占 52.52%)，近 10 年皆以女性繼承人為大宗，兩性占比差距較 102

年增 1.68個百分點，已與傳統觀念不同(圖 19)。 

 
5建物除房屋住宅外，亦包含工廠、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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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圖18、臺中市繼承建物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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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齡別觀之，本市 111年兩性因繼承取得建物所有權，皆以 50-

59 歲居多，其中男性繼承人 806 人(占 46.35%)，女性繼承人 933 人

(占 53.65%)，而各年齡層兩性占比，女性繼承人以未滿 20歲及 50歲

以上居多(圖 20)。 

雖法律已明定兩性具平等繼承財產權利，在傳統觀念影響下，不

少女性仍以拋棄繼承放棄與兄弟共同繼承財產。本市 111年拋棄遺產

繼承 9,291人，較 106年增 7,198人(343.91%)，其中男性拋棄繼承人

4,382 人(占 47.16%)，女性拋棄繼承人 4,909 人(占 52.84%)，近 6 年

皆以女性拋棄繼承人為大宗，兩性占比差距較 106 年減 8.90 個百分

點，顯示近年由男性繼承家業，女性拋棄繼承的型態已有轉變(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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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臺中市繼承取得建物所有權人概況-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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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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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11年臺中市繼承取得建物所有權人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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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民眾對 CEDAW理念的認知，地政局透過媒材設計，將相

關不動產權益資訊製作成影片，推廣不動產繼承、贈與及夫妻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登記等之性別平等觀念，地方稅務局亦於各項租稅宣導活

動中，張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繪製之「兒子女兒都是寶，過戶男女一

樣好」海報文宣，對各族群民眾擴大宣傳財產權性別平等意識，去除

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結語 

透過兩性房屋移轉及建物繼承情形，了解到在繼承遺產的性別落

差已逐漸消彌，女性更能爭取自身權益，惟長輩生前的房產移轉行為

仍存有性別不平等情形，為持續翻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本市未來仍

將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及宣導兩性平權概念，並加強性別觀點融入各

機關業務，強化性別平權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

估，以達到兩性實質平等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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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臺中市遺產拋棄繼承概況-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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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備註：資料自106年起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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