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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提升女性經濟能力是推動婦女自主獨立的重要關鍵，婦女擁有

足夠的經濟能力不僅能提升婦女生活品質，也可以預防女性老年時

落入貧窮的問題，如何維持女性婚育後的工作權益不受影響，是當

今先進國家社會努力的方向。 

我國女性隨著教育水帄及經濟自主性提升，在勞動市場已占有

重要的地位，然而女性或因傳統父系社會觀念影響仍在，致女性勞

動人口經常在婚後或生育後選擇離開職場，長期下來我國女性勞動

力及勞動參與率仍低於男性許多，2018年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帄均

為 51.10%，與鄰近國家日本的 52.60%及美國的 57.10%相比仍為較

低值，另以 2017年 OECD各國工時統計，我國年總工時帄均 2,035

小時位居全球第 4，從家庭與工作時間帄衡來看，我國勞工在家庭

照顧及料理家務部分均較難兼顧，故會出現生兒育女後的袂擇問題，

我國 107年至 111年的「少子化對策計畫」中指出，已婚女性面臨

就業市場與照顧子女難以兼顧，影響生育率及勞動參與意願，故如

何營造友善對待育兒婦女的職場文化，落實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假

為我國重要課題。 

    本文以各領域統計指標呈現本縣婦女在勞動市場發展趨勢、婚

育概況及各項育兒福利政策的執行情形，部分指標搭配與其他縣市

比較之方式以顯示地方推動政策之成果，並突顯現有發展婦女就業

及家庭照顧的困難點，俾利未來擬定合適的婦女就業及子女托育福

利，以期打造本縣良好的職場文化，增加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意願。 

 

 

 

 

 

 

 

 

 

 

 

  



2 

 

二、 兩性勞動參與狀況 

(一) 歷年女性勞動力變動趨勢 

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升、求職管道多元化，現今兩性工作

權已趨於帄等且雙薪家庭亦甚為普及，勞動市場已不同以往以

男性勞動力為主，女性勞動力的投入狀況對各行各業產生重要

的影響。本縣在勞動市場上，107年女性勞動力人口為 1萬 9

千人(表一)，自 103年以來女性勞動力無明顯增減，另女性勞

動參與率 103年至 107年間略降 0.70個百分點(圖一)，且 107

年亦較前年降低 0.20個百分點，故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情況未

明顯改善，仍與男性 107年的勞動力人口 2萬 6千人及勞動參

與率 60.1%有顯著差距，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勞動參與率有逐年

遞減的現象。 

表一、澎湖縣歷年兩性勞動力變動情形 

 

 

男 女 男 女

年別 千人 千人 % %

103年 27 19 63.2 43.5

104年 27 18 63.4 42.3

105年 27 19 61.8 43.3

106年 27 19 61.6 42.6

107年 26 19 60.1 42.8

百分點 百分點

-3.70 - -1.50 0.20

百分點 百分點

-3.70 - -3.10 -0.7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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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六都縣市比較 

在非六都的 14個縣市中，本縣女性勞動參與率 42.8%排名

居於末位(圖二)，與居首的嘉義市 52.5%差距近 10 個百分點，

且與排名於本縣前一位的花蓮縣亦有 5.2個百分點落差，本縣

女性勞動參與率確實明顯低於其它縣市許多。 

 

(三) 女性非勞動力未投入就業市場現況 

女性未投入勞動市場原因眾多，本縣以「料理家務」人數

1萬人占 40%最多(圖三)，「高齡、身心障礙」者 9千人占 36%

次之，「求學及準備升學」者 4千人占 16%再次之，其他原因

包含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者共僅占 8%，故

可從中得知本縣傳統家庭觀念仍甚為普遍，婦女為家務及照顧

家中成員的主要工作者，另因本縣 107年女性老年人口比例 1

達 17.76%，且老年人口就業意願較低，亦為女性未投入就業市

場的主因之一。 

 
1
女性老年人口比例=(65 歲以上女性人口/女性總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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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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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兩性婚姻狀況對勞動力參與率之影響 

女性婚後時常因處理家務或照顧未成年子女及長輩而離開

勞動市場，107年本縣女性在婚姻狀況別勞動參與率以「未婚」

58.8%最高(圖四)，「有配偶或同居」41.2%次之，「離婚、分

居或喪偶」16.4%最低，男性在不同婚姻狀況下勞動參與率則較

無明顯差異，女性受婚姻狀況影響投入市場的意願較為顯著。 

 

(五) 女性教育程度對失業率之影響 

本縣近年女性帄均教育水帄已與男性相當，因教育程度影

響勞工選擇工作內容、薪資條件及工作環境甚鉅，本縣 107年

女性以「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失業率達 8.10%最高(圖五)，

「國中及以下」3.00%次之，「高中(職)」1.90%再次之；從全

國帄均觀之，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失業率 4.02%仍為最高，而

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失業率 2.12%最低，可見高學歷高失業現

象舉國皆然，但本縣高學歷者失業率高出全國帄均 4.08個百分

點明顯較高，高學歷者就業媒合部分仍需有關單位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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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年齡組別失業率 

本縣女性在各年齡別失業率以「15歲至 24歲」22.50%最

高(圖六)，「25歲至 44歲」3.40%次之，「45歲至 64歲」1.90%

最低，男性各年齡組失業率亦呈現相同分布狀況，其中女性在

15歲至24歲失業率22.50高於男性之9.80%達12.7個百分點，

女性在此年齡組中可能較不易尋得理想工作。 

 

三、 一般生育概況 

(一) 初婚年齡帄均數 

現今社會晚婚的現象明顯，本縣女性初婚年齡帄均為 29.2

歲，男性為 31.9歲(圖七)；與全國女性初婚年齡帄均 29.7歲

及男性 32.0歲相比略低 0.5歲及 0.1歲，從趨勢觀之，103至

107年間本縣女性初婚年齡帄均僅增加 0.1歲，故本縣歷年來

女性對適婚年齡的觀念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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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生育概況 

一般生育率 2係指一年內的活產數對生育年齡(15 歲至 49

歲)婦女年中人數之比率，107年本縣婦女一般生育率為 34‰，

為近五年來最低，與其他非六都縣市相較排名為第四名(圖八)，

次於連江縣 47‰、彰化縣 39‰、金門縣 35‰。本縣在 103 至

106 年間婦女一般生育率緩步遞增至 40‰(圖九)，107 年則降

至 34‰，本縣婦女在生育意願仍高於大多數縣市，或因政府全

國性的育兒津貼政策所致，減少各縣市間的生育率差距。 

 

 

 
 

 
2
一般生育率=(活產數/15至未滿 50歲育齡婦女期中人口數)*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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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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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件數 

勞工申請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以性別做為申請條

件，但仍以女性勞工申請給付件數為主，自 103年至 107年間(圖

十)，女性申請件數成長 166.54%，男性亦成長近 4倍，不論性

別均有相當高的成長率，或可歸功於政府致力於改善勞工育嬰

假後返回職場的困難，令勞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假意願較高所

致。 

 

 

(四) 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托育人員收托帅兒數 

根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中，政府現行對於 2歲以

下托育政策主要提供家長選擇在家自行照顧或送交保母、社區

托育家園、托育中心照顧，自行照顧可領補助每月 2,500元或

送交政府簽約之準公共化保母、托嬰中心照顧亦有補助每月

6,000元。 

    107年本縣公私立托育中心數共 3家，與其他非六都縣市托

嬰中心數量相比較屬於帄均以下(圖十一)，但與本縣人口數相

近之金門縣相較則多 1家托育中心；以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所

托育帅兒數比較(圖十二)，107年本縣居家托育帅兒數占托育數

74.78%高於托育中心帅兒數甚多，且非六都縣市中僅連江縣托

育中心帅兒數佔托育數 84.9%遠大於居家托育，顯示目前多數縣

市照顧 2歲以下帅兒均以居家托育方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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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中未滿 12歲兒童及 65歲以上老人照顧者現況 

    根據 104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中，本縣一般家庭中有需

要被照顧成員以未滿 12歲兒童居多，65歲以上老人次之，

兒童部分由家中婦女擔任主要照顧者占 49.04%最多，不用照

顧者占 40.86%，擔任次要照顧者占 10.10%；老人部分則以不

用家中婦女照顧占 63.92%最多，擔任次要照顧者占 24.76%，

擔任主要照顧者占 11.32%，與全國帄均比較，本縣婦女擔任

兒童主要照顧者高於全國帄均 2.86個百分點，擔任老人主要

照顧者則略低於全國帄均 0.64個百分點，整體而言，本縣婦

女擔任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比例較高，老人照顧部分則與全國

帄均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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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與建議 

女性在傳統性別社會化過程及社會期待下過度被包裝成家庭

照顧者的角色，家庭照顧的對象包括子女、父母及配偶，然而這

樣的觀念造成許多優秀女性勞動力的損失，不利我國勞動市場及

家庭的健全發展，為有效發現問題點及具體改善方案，綜合本篇

分析提出下列各點建議供參。 

(一) 加強托育政策，促進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分析本縣女性在勞動市場發展趨勢及現況可得知，本縣女

性常見因婚後需料理家務、照顧家人而無意願或無空暇時間投

入工作，且職業婦女亦多為家中兒童主要的照顧者，如何讓女

性在料理家務、照顧家人及工作的時間分配中取得帄衡為本縣

應努力的方向。 

目前本縣因托嬰中心可收容數不足，故以居家托育照顧 2

歲以下帅兒為最常運用方式，且近年職業婦女向公司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假照顧帅兒亦有大幅成長的趨勢，故除加強合格保母

的訓練及輔導考照，避免居家托育人員供不應求外，也應輔導

雇主多照顧有育兒需求之女性員工，減少因結婚或生育造成的

女性勞動力流失。 

(二) 提升就業媒合管道，改善高學歷高失業問題 

    因本縣就業市場結構以批發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服務業為

主，兩者於 107年就業人數共占總就業人數約 25%，其次為軍

公教人員約占 20%，故求職者在行業別選擇性較少，部分領域

人才較難學以致用，且高學歷女性除職場薪資外，工作環境、

主要

照顧

者 

49.04

% 

替代

照顧

者 

10.10

% 

不用

照顧 

40.86

% 

未滿12歲兒童 

主要

照顧

者 

11.32

% 

替代

照顧

者 

24.76

% 

不用

照顧 

63.92

% 

65歲以上老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圖十三、澎湖縣 104年婦女擔任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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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福利等也是求職時的考量因素，若無理想工作，常見應對

失業的方式以待業或準備國家考試方式為主。 

另從年齡分布觀之，女性失業年齡層集中在 15至 24歲，

可能為年輕女性初入職場缺乏工作經驗及對職場認知不足，不

願低就所造成，政府相關單位應提升勞資媒合管道，改善高學

歷女性失業率偏高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