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婦女從事農業概況 

 

女      性  男      性  

79 年  89 年  
增減率

(百分點)
79 年  89 年  

增減率

(百分點)

農業工作指揮者性別結構（％） 10.5 14.4 3.9 89.5 85.6 -3.9

15～24歲 13.2 11.9 -1.3 86.8 88.1 1.3

25～64歲 9.9 12.8 2.9 90.1 87.2 -2.9

65歲以上 13.3 17.5 4.2 86.7 82.5 -4.2

農耕栽培業 10.4 14.3 3.9 89.6 85.7 -3.9

畜牧飼育業 9.1 8.9 -0.2 90.9 91.1 0.2

觀光休閒農業  4.6   95.4 

未經營農牧業 15.0 20.4 5.4 85.0 79.6 -5.4

農業工作指揮者平均年齡（歲） 54.5 61.1 6.6(歲) 52.1 58.1 6.0(歲)

農業工作指揮者為小學以下程度比率(％) 90.4 84.7 -5.7 75.6 66.4 -9.2

有耕地者平均耕地面積（公頃） 0.68 0.66 -0.02 0.79 0.82 0.03

以自家農業為主要工作者比率（％） 36.1 37.7 1.6 63.9 62.3 -1.6

農業就業者性別結構（％） 28.7 29.3 0.6 71.3 70.7 -0.6

農業就業者平均年增率（％） -2.4 -3.9 -1.5 -1.3 -4.2 -2.9

農家平均每戶所得總額（千元） 381 726 90.6(％) 507 943 86.0(％)

來自農業所得（千元） 71 98 38.0(％) 103 169 64.1(％)

來自非農業所得（千元） 310 628 102.6(％) 404 774 91.6(％)

資料來源：農林漁牧業普查、人力資源調查及家庭收支調查。附註：「」表示數字不明。 

說明：1.由於農業作業偏向勞力使用，女性在體力上較不如男性，因此其營農地位及角

色，多處於幫工性質，八十九年底農業工作指揮者女性比率由十年前之 10.5％，

增為 14.4％，且隨年齡愈大女性比率愈高，而男性農業指揮者比率則遞減，顯

見婦女在農業經營之參與性已見提高，惟其高齡化及低學歷較男性嚴重。女性

農業指揮者以經營農耕栽培業所占結構 14.3％為最高，其中以經營雜糧、甘蔗

及特用作物為主；畜牧飼育業占 8.9％次之。 

2.我國農業經營之耕地面積屬小規模型態，若依農業工作指揮者性別觀察，八十

九年底女性農業指揮者平均每一有耕地農牧戶所經營之耕地面積為 0.66 公頃，

較七十九年底微減 0.02 公頃；男性農業指揮者則為 0.82 公頃，十年來增加 0.03

公頃，兩性經營規模仍有差距。  

3.依八十九年底以自家農業為主要工作者之女性結構觀察，由十年前之 36.1％提

升為 37.7％，增加 1.6 個百分點；農業就業人口女性所占比率十年來增加 0.6 個

百分點，男性農業就業人口則減少，另女性農業就業者平均年增率雖呈遞減趨

勢，惟減幅較男性小，顯示女性對農業勞力不足之補充日益重要。 

4.農家經營型態多屬小農，所得較其他行業別為低，若按農家經濟戶長性別分析，

八十九年底女性經濟戶長因須擔任生育子女、操持家務及照顧高齡長者，在農

家扮演的角色較男性複雜，平均每戶所得總額僅為 726 千元，其中來自農業所

得僅 98 千元，非農業所得則為 628 千元；男性因仍為家庭生計的主要負責人，

提供之勞動較為穩定，平均每戶所得總額較高為 943 千元；兩性十年來平均每

戶所得總額均增加約九成，惟其中來自農業所得之增加女性則較男性為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