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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 湖 縣 統 計 通 報 

                                                111 年 5 月 

澎湖縣婦女勞動力變動情形 

 
一、 本縣近年女性勞動參與率約為 42%，較男性低約 9個百分點，

亦低於全國女性平均 8個百分點。 

    勞動參與率指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是衡量

一地區人口投入勞動市場的意願。因勞動力包含就業者與失業

者，故無論是就業者或失業者的增減，都會影響勞動參與率的

升降。近五年本縣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比率較無明顯變動，除 110

年微幅上升至 43%外，其餘年度約維持在 42%；男性勞動參與率

約為 61%，較女性高 9 個百分點；與全國相較，本縣無論男性

或女性在勞動市場的投入比率，皆明顯少於全國平均，男性勞

動參與率低於全國平均約 6 個百分點，而女性亦低於全國平均

約 8 個百分點。(圖 1) 

圖 1、澎湖縣兩性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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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縣 110 年女性以 25 至 29 歲勞動參與率 82.1%最高，且青壯

年族群之勞動參與率較 106 年高。 

    本縣 110 年女性各年齡組的勞動情形，以 25 至 29 歲勞動

參與率 82.1%最高，之後便隨著年齡增加，勞動參與率呈遞減

趨勢，顯示勞動人口以年輕人參與最活絡。與 106 年相較，發

現勞動參與率高於 106 年之年齡組，集中於 49 歲以下的青壯年

族群(25 至 29 歲除外)，而 50 歲以上年長者之勞動參與率則比

106 年明顯來的低(55 至 59 歲除外)。(圖 2) 

圖 2、澎湖縣 110 年女性各年齡組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年報」 

 

三、 本縣 110 年女性以教育程度為專科勞動參與率 67.6%最高，與

106 年相較，以研究所增加 10.0 個百分點最多。 

    本縣 110 年女性以教育程度為專科之勞動參與率 67.6%最

高，其次為研究所 66.0%，再其次為大學 59.4%。除了研究所學

歷之勞動參與率較 106 年高 10 個百分點之外，其餘教育程度之

勞動參與率皆較 106 年低，顯示本縣高學歷之女性，有著較高

的求職意願。(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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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澎湖縣 110 年女性各教育程度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年報」 

 

四、 本縣110年女性為非勞動力之主要原因以「料理家務」占45.37%

最高，相較 106 年，以高齡、身心障礙增加 5.08 個百分點最多。

近年本府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及「婦女培力計畫」等活動，

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 

    探討本縣 110 年女性為非勞動力之主因以「料理家務」占

45.37%最高，其次為「高齡、身心障礙」占 37.39%，再其次為

「求學及準備升學」占 14.48%，顯示本縣仍受「男主外、女主

內」的傳統思想影響，在組成家庭之後，女性多以照顧家庭及

小孩為主，而逐漸退出職場。另隨著本縣人口老化日益嚴重，

與 106 年相較，因高齡、身心障礙而為非勞動力者增加 5.08 個

百分點最高。(圖 4)    

    考量女性常因需照顧家裡兒童而無法就業，本府提供「居

家式托育服務」，讓女性無後顧之憂，有餘力投身職場中。另規

劃辦理托育人員技術士考照交通住宿補助實施計畫，提高托育

人員考照意願及優化托育服務品質，以充實本縣托育服務人力

資源量能；為培養女性再度投入職場的能力，本府辦理「婦女

培力計畫」舉辦婦女培力課程，培養婦女第二專長，冀望輔導

婦女就(創)業，提升本縣婦女經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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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澎湖縣女性非勞動力之原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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