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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廁是一個風景區的重要靈魂，良好乾淨的如廁環境能

為美麗的風景區加分，因此，打造完善的公廁環境是維護管

理單位的重要課題。自 2013 年開始，聯合國將 11 月 19 日

訂為「世界廁所日」(World Toilet Day)，為正式國際紀念

日，旨在喚起大眾對公共衛生及公廁的重視。 

    隨著時代的變遷，多元社會的發展及性別平等意識的抬

頭，除了改善公廁的軟硬體設施外，多元性別的觀念也需落

實於公廁的建設與管理上，以呼應性別平等政策的推動。因

此，本次專題針對景區公廁管理及現況分析，以持續改善環

境衛生，並推動良好的如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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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觀光局管轄公廁分布區域 

 

 

 

 

 

 

 

 

 

 

 

 

 

 

 

 

 

圖一  觀光局管轄公廁分布圖 

公廁所在位置 



5 
 

   觀光局管轄風景區包含蓮池潭、壽山、旗津及金獅湖等風

景區，並擴及美濃湖、月世界、崗山之眼、愛河、觀音山、

澄清湖及寶來花賞溫泉公園等部分場域，故管轄公廁分布於

前述景區所在的─六龜、美濃、田寮、岡山、大社、三民、

左營、鼓山、前金及旗津等行政區，共計 44座。 

 

行政區 公廁數量 

六龜區 1座 

美濃區 2座 

田寮區 5座 

岡山區 2座 

大社區 5座 

三民區 6座 

左營區 5座 

鼓山區 10座 

前金區 2座 

旗津區 6座 

 

表一  觀光局管轄公廁所在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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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廁性別統計分析 

一、 公廁性別廁間數量分析 

    觀光局管轄公廁共計 44 座，總廁間共計 590 間，

其中男性廁間 309 間(包含蹲、坐式馬桶及小便斗)、女

廁廁間 255 間(包含蹲、坐式馬桶)及性別友善廁間 26

間。 

編號 公廁名稱 地  點 
男廁 

女廁 
性別

友善 廁間 小便斗 

1 湖公 1 金獅湖南區 3 5 7 1 

2 湖公 2 金獅湖西區 2 4 3 1 

3 湖公 3 金獅湖中區 2 7 6 1 

4 湖公 4 金獅湖北區 2 5 6 1 

5 澄公 1 澄清湖大門口旁 2 6 7 1 

6 澄公 2 澄清湖文前路旁 1 6 7 0 

7 解說中心公廁 月世界風景區解說中

心旁 
1 2 3 0 

8 後山老井公廁 月世界風景區後山老

井旁 
1 2 3 0 

9 月球路公廁 月世界風景區月球路

旁 
1 2 2 0 

10 山頂土雞城公廁 月世界風景區山頂土

雞城旁 
2 4 6 0 

11 遊客中心公廁 月世界遊客中心 1 3 3 0 

12 崗山之眼第一平台公

廁 

崗山之眼第一平台 
2 6 3 0 

13 崗山之眼第四平台公

廁 

崗山之眼第四平台 
1 1 1 0 

14 旗公 1號 展示區 2 5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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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廁名稱 地  點 

男廁 女

廁 

性別

友善 廁間 小便斗 

15 旗公 2號 婚紗業者旁 4 8 8 1 

16 旗公 3號 老人亭周邊 4 10 8 0 

17 旗公 4號 舊區公所對面 2 6 12 1 

18 旗公 5號 海水浴場 2 4 5 1 

19 貝殼館 貝殼館 2 2 3 0 

20 壽公 1號 兒童公園 2 3 3 1 

21 壽公 2號 萬壽路上 2 3 3 0 

22 壽公 3號 法興禪寺旁 1 2 2 0 

23 壽公 4號 早覺園旁 2 3 3 1 

24 壽公 5號 忠烈祠下 2 3 3 1 

25 動 4公廁 管理站後方 2 3 3 1 

26 動 5公廁 升旗台旁 2 3 3 1 

27 18王公廟公廁 西子灣 18王公廟旁 2 4 6 1 

28 西子灣旅客中心公廁 西子灣旅客中心旁 3 8 11 2 

29 西子灣公廁 西子灣觀景平台旁 3 8 11 0 

30 鰲燈公廁 愛河鰲燈旁 3 8 5 1 

31 中正橋下公廁 中正橋下(河西路側) 3 8 4 1 

32 鹽埕公廁 大社區鹽埕巷 3 4 7 1 

33 翠屏公廁 大社區翠屏路 112巷 2 5 6 1 

34 三角公園公廁 觀音山三角公園 3 4 9 0 

35 環保公園上 觀音山環保公園 1 3 3 0 

36 環保公園下 觀音山環保公園 2 5 7 0 

37 蓮公二 蓮池潭艇庫碼頭 3 5 5 2 

38 蓮公三 蓮池潭兒童公園 2 5 6 1 

39 蓮公四 蓮池潭孔廟 3 7 9 0 

40 蓮公五 蓮池潭榕園 8 11 18 0 

41 蓮公六 蓮池潭小龜山 4 8 12 2 

42 美濃湖公廁 美濃湖民權路 2 4 6 0 

43 美濃湖東廁公廁 美濃湖東側鯉魚公旁 1 2 3 0 

44 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六龜泡湯區 1 3 5 0 

表二  性別廁間數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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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男女廁間比例 

 

    基於保障女性在衛生福祉方面最為基本而迫切之

需求，業於民國 95 年 11 月 30 日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條文。衛生設備若屬分散使用類型

者（如辦公廳、工廠、商場等），其比例修正為三比一以

上。   觀光局轄風景區近期新建公廁皆符合法規規定

1：3男女廁間比例，惟部分舊有公廁(民國 95年以前建

置)因設置時無前揭法規規定比例，且囿於部分舊有公

廁設施老舊及現有建物空間限制，目前尚無法符合前揭

比例，本局規劃採逐步汰舊換新方式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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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設性別友善廁所 

    性別友善廁所是無論使用者心理性別、生理性別為

何皆可使用之廁所，亦稱為中性廁所、無性別廁所。由

於性別友善廁所內設置有坐式、蹲式馬桶，以及小便斗，

是不分性別者皆可使用，翻轉傳統廁所的概念，屏除傳

統非男即女的兩性分離觀念，使得不同性別，以及跨性

別者皆能自由自在的使用廁所，無須再畏懼別人異樣的

眼光，解決跨性別者現今面臨的如廁難題。此外，性別

友善廁所能將廁所機能發揮至最大效用，除可滿足所有

性別者的需求外，亦能符合親子如廁的使用需求，使得

觀光景區的如廁環境更加多元完善，提供遊客及市民便

利及友善的觀光環境。 

三、 六都兩性廁間數量比較 

    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廁潔淨品質，更是觀

光客來台旅遊的第一印象。環境整潔與公共衛生是

一個國家生活水準進步的重要指標，以提供足夠且

高品質的觀光公廁全面精進公廁環境質刻不容緩

期能建構優質公廁、形塑優質如廁文化，提升觀光

產業，進而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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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都便器個數以臺北市的 37,144 個最多，男廁

為 17,109 個、女廁為 14,457、不分男女為 5,578 個；

其次為臺中市的 26,153 個，男廁為 13,370個、女廁為

10,230、不分男女為 2,553個；第三為臺南市的 22,545

個，男廁為 11,931 個、女廁為 8,168、不分男女為 2,446

個；本市位居六都第四男廁為 9,132個、女廁為 7,183、

不分男女為 4,362 個；新北市位居六都第五男廁為

7,439 個、女廁為 5,284、不分男女為 3,683 個；最少

為桃園市廁為 8,574 個、女廁為 6,752、不分男女為

1,093個。因此，六都仍應持續推動改善女性如廁環境、

增加女性公廁便器數量，以減少其等候時間，提高市民

滿意度。且女性如廁時間約 89 秒，男性如廁時間約 39 

秒，兩者之間相差約 2.3 倍時間，所以容易造成女廁

大排長龍的情形。因此，許多專家建議男女廁比例應為

1：3較為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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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10 年六都公廁數量 

地區別 總計 男廁 女廁 不分男女 

新北市 16,406 7,439 5,284 3,683 

臺北市 37,144 17,109 14,457 5,578 

桃園市 16,419 8,574 6,752 1,093 

臺中市 26,153 13,370 10,230 2,553 

臺南市 22,545 11,931 8,168 2,446 

高雄市 20,677 9,132 7,183 4,362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二.  110年六都列管便器個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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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10年六都總列管便器個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四、 106年~110年六都列管公廁變化 

    106 年至 110 年六都總列管便器數從 106 年

169,214 個減少至 110年 139,344 個，減幅為 17.65%而

不分男女的數量從 106 年的 10,132 個增加至 110 年的

19,715 個，增幅為 94.58%；在實用考量之外，性別友

善廁所帶來的主要社會意義，在於強化性別平等和自主。

它弱化了男女有別的刻板印象性別友善廁所光是存在

在那邊，就足以提醒大家，在這個社會，有些人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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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六都 106年至 110年公廁總數量 

年度 男廁 女廁所 不分男女 總計 

106 96,339 62,743 10,132 169,214 

107 76,299 51,383 7,128 134,810 

108 83,329 57,381 7,267 147,977 

109 75,665 54,194 6,742 136,601 

110 67,555 52,074 19,715 139,344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四.六都 106年至 110年公廁總數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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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六都 106年公廁總數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六.六都 110年公廁總數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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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 提供便利的如廁環境 

1. 縮短女性遊客如廁等候時間： 

透過提高男女廁間的比例，解決女性如廁需久候的問

題，縮短排隊的時間，提升女性遊客對於公廁使用上的

舒適度及滿意度。 

2. 完善公廁親子設施： 

透過獨立式通用廁所(兼具無障礙、性別友善與親子使

用)的設置，及於男廁內增設尿布台，大幅提升父母照

顧幼兒如廁之便利性，增加親子遊客再次造訪景區的

意願。 

3. 滿足不同性別使用者的需求： 

性別友善廁所是不分性別者皆可使用，男性、女性及跨

性別者皆能自由自在如廁，避免遭受異樣眼光，提升如

廁的安心感。 

二、 落實性別平等觀念 

    透過性別友善廁所的建置，傳遞現代性別認同觀念，

導正傳統性別的刻板印象，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減

少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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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景區觀光品質 

    轉化有別以往傳統模組式公廁，改善男女廁、蹲坐

廁比例及完善親子設施、性別友善廁間，並落實公廁巡

檢及清潔機制，以提供足夠且高品質的觀光公廁服務設

施，創造特色公共衛生服務設施成為更多樣化的旅遊環

境，藉以宣傳高雄觀光與推廣、提高能見度及特色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