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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闢公園內男女廁所設置比例之探討 

工務局 

每個人在生理上都有不可避免的排泄需求，而出門在外常常也需要乾淨衛生的公廁

提供我們臨時的生理需求，因此公廁問題是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的，根據美國康乃爾大學

所做的調查顯示，男性使用公共廁所的平均時間每次為 45 秒，而女性為 80 秒。本文

透過新工處近 10年公園廁所數量的建置情形，佐以客觀的統計數據檢視規畫到管理的

需求落差，並將分析結果提供未來施政參考，以作為後續新闢公園廁所之設計依據。 

一、近 10 年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新闢公園 22 座，公園廁所之規劃由 2 座提升至 8 座，公

園廁所比率增加 27.26 個百分點 

隨著新北市特色公園的建置以及新闢公園的增加，許多特色公園在假日吸引了越來

越多的市民及鄰近縣市居民前往從事休閒活動，公園使用狀況日趨頻繁，因此對公園廁

所的需求也為之大增。然每座公園的新闢規劃設計，往往依當時現場狀況，考量腹地大

小或附近是否有其他場所可提供廁所(如學校、宮廟等)，來決定每座新闢公園是否需建

置公廁，之後再交由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新闢該公園，俟竣工後再移交當地區公所等維管

單位後續管理。從新闢到管理的過程中，常因許多外在因素的改變，使原本的設計規劃

與實際啟用後有所落差。 

近 10年來新建工程處共計新闢 22座公園，其中汐止公七公園(白雲公園)及新莊頭

前公園等 2座公園原先即規劃設有廁所，設置比率 9.1%，在公園於啟用並移交予維管單

位後，因前往公園遊玩的民眾不斷增多，原先的設計規劃已不敷使用，因此針對中和員

山公園、土城青山(公兒二十五)公園、泰山貴子兒童公園、樹林鹿角溪公園二期及尖山

公兒二公園第一階段等 6座公園新增設廁所，使公園擁有廁所之比例由原本新闢的 9.1%

成長至 36.4%，使民眾前往公園遊玩時有更方便的休憩環境(表一)。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表一、近 10 年新北市新建工程處新闢公園廁所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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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公園規劃原有建置廁所之便器平均比例低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未來公園廁

所之便器規畫仍有改善空間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日前表示，為讓女性朋友更方便，決議修改「男女廁所便器數量」

規定，通過《建築技術規則》新規定衛生設備需求模式分為「同時使用類型」和「分散

使用類型」兩大類。前者指一下子湧現大量如廁需求的場所，包括戲院、電影院、歌廳、

車站、航空站等，男女大便器數量比例必須一比五；後者如辦公廳、工廠、宿舍等，男

女大便器比至少一比三，以改善長期對女性不友善的環境空間。 

檢視原先設計規劃中即設置公廁的便器情況，汐止公七公園(白雲公園)有 1 間男大

便斗、3 座小便斗、2 間女大便斗、1 間親子廁所及 1 間無障礙廁所，新莊頭前公園有 2

間男大便斗、3 座小便斗及 2 間女大便斗，汐止白雲公園男女大便器比例為一比二、新

莊頭前公園大便器比例為二比二，相較內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三

十七條，衛生設備數量表規定，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男女大便器數量比例需大於一

比四之規定仍有改善空間。 

 

 

 

 

 

 

 

 

  

圖二、新莊頭前公園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圖一、白雲公園廁所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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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公園廁所規劃不足處，可透過短期隔間修改或購置流動廁所以符實際需求，長

期則於規劃設計階段納入考量，以利大眾，同時性別友善廁所之建置，不但秉除空

間限制，同時可促進性別平等之落實 

新建工程處目前已開闢之公園男女廁所比例為一比二及二比二，男女便器數之比例

與現今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一比四仍有落差，另依據「公共場所廁所條例」草案第三條

第六款，大型公園園區面積一萬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公園，男女廁所比例應為一比五，

若未來「公共場所廁所條例」草案通過後，現有公園廁所便器數比例將與法令規定有更

顯著落差。 

經調查，自新建工程處開闢完成移交予維管單位後至今，已有 6 座公園由維管單位

建置廁所或購置臨時流動廁所，以解決民眾至公園遊憩對廁所之需求。考量廁所建置工

期少則數月多則兩三年不等，可將公園廁所之規畫可分為短期與長期目標，短期目標可

與維管單位協調，以較為簡單如隔間修改等方式，減少男便斗數量並增加女便斗數量，

盡量使男女便斗比例符合實際需求，中長期目標則為後續新闢之公園如設計規劃有廁所

的情況，於規劃階段即將一比五男女比例之廁所納入考量，以符合「公共場所廁所條例」

草案規定之比例。另外，為考慮既有空間不足及經費有限的情況，建置性別友善廁所亦

為可行之法，既可提供男性使用，又可提供女性使用，讓廁內空間不以生理性別作為區

隔，而是讓任何性別的人皆得以安心無障礙的如廁，不僅使有限的廁所空間更為活用，

更進一步促進性別平等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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