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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性
別
統
計
及
婦
女
生
活
地
位
之
國
際
比
較
研
究 

 

一
、
研
究
緣
起
與
目
的 

增
進
婦
女

福
祉

及
落
實
兩

性
平

權
已
成
為

國
際

社
會
關
注

的
重

要
課
題
，

婦
女

權
益
是
否

得

到

合

理

、
平
等

的

發

展

與
重
視

，

是

各

國
民
主

政

治

進

程
的
優

先

指

標

。
統
計

數

據

分

析

為

政

府

決

策

施
政
基

礎

，

為

確
保
婦

女

在

社

會
經
濟

及

家

庭

生
活
各

層

面

皆

能
享
受

與

男

性

同

等

的

地

位

權

益
，
並

提

升

較

弱
勢
之

原

住

民

婦
女
福

祉

，

爰

進
行
本

研

究

，

以
具
體

數

字

陳

述

我

國
婦
女
生
活
狀
況
，
俾
為
未
來
推
動
兩
性
平
權
工
作
之
依
據
。 

二
、
研
究
方
法
與
過
程 

本
文
以
行

政
院

婦
權
會
及

本
處

共
同
研
擬

完
成

之
「
十
一

項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

為
基
礎
，

參

考

國

際

間
重
要

知

名

婦

女
統
計

報

告

，

採
納
甫

公

布

之

最
新
戶

口

普

查

及
主
要

國

家

性

別

統

計
資
料
，
將
原
住
民
婦
女
部
分
專
節
討
論
，
以
製
表
比
較
及
自
動
互
動
檢
視
法(

Ｃ
Ｈ
Ａ
Ｉ
Ｄ)

，

研

析

我

國

婦
女
在

婚

姻

、

家
庭
、

教

育

、

就
業
、

經

濟

、

健
康
及

人

身

安

全
各
領

域

之

現

況

和

其
社
會
及
家
庭
地
位
，
並
與
主
要
國
家
分
析
比
較
，
最
後
歸
納
結
論
與
建
議
供
施
政
參
考
。 

三
、
研
究
發
現
與
建
議 

１
性
別
統
計
資
料
經
整
理
陳
示
後
，
已
能
滿
足
大
部
分
國
際
比
較
需
要
：
建
立
可
靠
完
整
的
性
別

統
計
資
料
，
為
制
訂
婦
女
相
關
政
策
重
要
依
據
。
我
國
「
十
一
項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
計
含
三
五

研

究

人

員

：

饒

志

堅 

賴

秀

玲 

 
 

 
 

 
 

 
 

 
 

蔡

惠

華 

王

玉

珍 
 

服

務

機

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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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項
指
標
，
其
中
二
○
○
項
已
按
性
別
發
布
，
於
主
要
國
際
婦
女
統
計
報
告
中
，
能
提
供
資
料

項
目
比
率
達
八
成
，
與
美
、
日
相
仿
。
我
國
性
別
統
計
資
料
經
整
理
陳
示
後
雖
已
初
具
國
際
水

準
，
惟
餘
一
五
二
項
指
標
，
各
主
管
機
關
仍
應
按
預
定
期
程
積
極
推
動
建
立
，
俾
資
完
備
。 

２
女
性
單
身
與
單
親
戶
增
加
，
獨
立
生
活
傾
向
大
幅
提
高
：
受
國
人
晚
婚
及
在
外
就
學
、
就
業
人

數
增
加
影
響
，
八
十
九
年
單
身
家
戶
比
率
較
十
年
前
增
八
‧
二
個
百
分
點
，
為
家
戶
型
態
中
增

幅
最
高
者
，
其
中
女
性
單
身
戶
數
增
幅
更
達
一
五
九
‧
四
％
，
幾
為
男
性
八
一
‧
三
％
之
一
倍
，

女
性
獨
立
生
活
傾
向
明
顯
上
升
。
另
由
於
離
婚
率
攀
升
，
單
親
家
庭
較
十
年
前
增
五
五
‧
七
％
，

其
中
女
性
單
親
戶
占
逾
五
成
，
衍
生
的
教
養
及
經
濟
問
題
，
值
得
關
注
。 

３
高
等
教
育
學
生
人
數
女
性
多
於
男
性
，
與
歐
美
國
家
趨
勢
相
同
：
主
要
國
家
高
教
女
性
學
生
比

率
，
以
美
國
五
五
‧
五
％
及
紐
西
蘭
五
七
‧
三
％
較
高
，
歐
美
國
家
女
性
多
高
於
男
性
，
而
亞

洲
國
家
如
日
本
及
南
韓
則
男
性
高
於
女
性
；
我
國
隨
高
等
教
育
推
廣
，
九
十
年
女
性
高
等
教
育

在
校
學
生
數
六
一
‧
二
萬
人
，
占
五
○
‧
五
％
，
多
於
男
性
，
與
歐
美
國
家
趨
勢
相
同
。
女
性

同
享
高
教
資
源
，
為
提
升
女
性
社
經
地
位
及
落
實
兩
性
平
權
之
重
要
原
動
力
。 

 

４
女
性
勞
動
參
與
率
偏
低
，
部
分
工
時
工
作
亟
待
開
發
：
女
性
於
就
業
市
場
之
地
位
日
趨
重
要
，

近
十
年
女
性
勞
動
力
平
均
年
增
率
二
‧
二
％
，
高
於
男
性
之
○
‧
九
％
，
惟
參
與
率
維
持
四
四

│

四
六
％
，
較
日
、
韓
之
四
九
％
及
美
國
六
○
％
為
低
，
我
國
女
性
人
力
資
源
仍
待
開
發
運
用
。

部
分
工
時
工
作
因
可
滿
足
婦
女
兼
顧
家
庭
與
就
業
需
求
，
荷
蘭
逾
五
成
女
性
就
業
者
為
部
分
工

時
，
德
、
英
、
日
等
國
亦
超
過
三
成
，
我
國
則
低
於
一
○
％
，
未
充
分
利
用
，
殊
為
可
惜
。 

５
女
性
經
濟
自
主
能
力
提
高
，
所
得
占
男
性
比
率
名
列
亞
洲
前
茅
：
女
性
不
僅
就
業
人
數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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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增
幅
並
高
於
男
性
。
八
十
九
年
平
均
每
人
Ｇ
Ｄ
Ｐ
一
萬
五
、
一
○
○
美
元
，
居
世
界
第
二

一
位
，
占
男
性
比
率
五
二
％
，
在
亞
洲
國
家
中
名
列
前
茅(

僅
次
於
香
港)

。
女
性
所
得
雖
然
增

加
，
惟
平
均
薪
資
仍
僅
及
男
性
七
成
，
較
歐
美
國
家
尚
有
提
升
空
間
。
政
府
應
擴
大
提
供
婦
女

技
術
、
資
訊
和
培
訓
的
機
會
，
增
加
女
性
收
入
，
落
實
經
濟
資
源
配
置
公
平
性
。 

６
暴
力
犯
罪
女
性
被
害
比
率
增
加
，
應
續
強
化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保
護
網
絡
：
九
十
年
台
閩
地
區
暴

力
犯
罪
女
性
被
害
比
率
占
近
七
成
，
較
五
年
前
增
加
一
五
‧
四
個
百
分
點
，
顯
見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保
障
仍
需
持
續
加
強
。
而
我
國
有
偶
婦
女
一
年
內
受
先
生
施
暴
的
比
率
三
‧
三
％
，
約
與
加

拿
大
、
澳
洲
相
同
。
政
府
應
加
強
整
合
醫
療
、
警
政
及
社
政
單
位
之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保
護
網
絡
，

使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得
到
全
面
性
的
救
援
及
保
障
。 

７
女
性
社
會
參
與
持
續
提
升
，
性
別
權
力
測
度
排
名
全
球
第
二
○
位
，
超
越
日
本
：
本
文
試
編
我

國

二

○

○

○
年
性

別

發

展

指
數

(
Ｇ

Ｄ

Ｉ

)

結
果

在
亞

洲

四

小

龍
中
居

冠

，

性

別
權
力

測

度

(

Ｇ

Ｅ
Ｍ)

更
超
越
日
本
，
顯
示
我
國
女
性
社
會
參
與
程
度
與
地
位
在
國
際
間
仍
屬
表
現
優
異
者
。

惟
由
於
其
中
女
性
政
務
人
員
不
及
一
成
，
企
業
決
策
者
女
性
比
率
亦
僅
占
一
五
％
，
因
此
仍
應

從
制
度
面
擴
大
女
性
參
與
，
並
提
供
領
導
訓
練
平
等
機
會
，
以
提
升
女
性
決
策
領
導
比
率
。 

８
女
性
擔
任
戶
長
因
素
以
經
濟
能
力
與
教
育
程
度
最
為
顯
著
：
經
自
動
互
動
檢
視
法
分
析
，
八
十

九
年
與
配
偶
同
住
的
女
性
中
，
有
一
五
‧
二
％
女
性
擔
任
戶
長
，
較
十
年
前
上
升
五
‧
五
個
百

分
點
。
所
有
變
數
中
以
是
否
為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為
最
顯
著
，
而
近
年
女
性
教
育
水
準
大
幅
提

升
，
也
改
變
男
尊
女
卑
的
社
會
價
值
觀
，
使
教
育
變
數
取
代
工
作
變
數
，
躍
居
為
影
響
女
性
擔

任
戶
長
的
第
二
主
要
因
素
，
教
育
對
提
升
婦
女
地
位
之
重
要
性
至
為
明
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