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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育程度提升，勞動力參與率增加，許多

女性在職場上嶄露頭角，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曾指出：在已開發國家中，女性經濟權

力的提高，堪稱近代最值得注意的一項寧靜革命。

本文即爰引相關數據，探討女性在就業市場所扮演

的角色。 

一、女性在我國勞動市場的地位 

（一）教育程度提升、勞動力參與率增加 

2009 年我國女性勞動力人口達 473.7 萬人，較

20 年前增加 50.0％，平均年增率 2.0％，大於男性之

0.8％；若就教育程度觀察，大專以上占 45.7％，增

加 31.2 個百分點，國中以下占 19.4％，下降 34.2 個

百分點，顯見我國女性勞動人力素質在教育機會普

及後已大幅提升。 

隨女性教育程度提升，經濟自主意識抬頭，加

速女性投入勞動市場，2009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49.6％，較 20 年前增 4.2 個百分點。 
 

我國女性人力資源概況 

 1989 年 1999 年 2009 年 

勞動力（萬人） 315.9 385.6 473.7 

按教育程度分（％）    

國中以下 53.6 34.9 19.4 

高中（職） 31.9 37.3 34.9 

大專以上 14.5 27.8 45.7 
    

勞動力參與率（％） 45.4 46.0 4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名詞解釋： 

◎ 勞動力：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

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 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二）女性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提高 

由於女性受高等教育比率提高，專業技術能力

亦獲提升，2009年我國女性擔任專業技術人員計 145

萬 8 千人，占全體專技人員比率 47.3％，較 15 年前

提高 5.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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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附    註：按第 5 版職業標準分類統計。 

（三）女性管理及經理人員比率漸升 

2009 年我國女性擔任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

理人員者計 8 萬 6 千人，占該類職業比率 19.5％，

15 年來增 6.4 個百分點，雖女性主管比率提高，惟

相較於就業者中女性所佔比率 43.8％，仍屬偏低。 
 

女性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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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女性勞動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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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按第 5 版職業標準分類統計。 

（四）兩性薪資差距縮減 

兩性薪資因工作性質、年資、職位之不同，存

有若干差距，2009 年我國非農業部門女性月平均薪

資 37,144 元，為男性月平均薪資 46,459 元之 80.0 

％，較 1989 年提高 13.9 個百分點，顯示隨女性擔任

職務轉變，薪資差距漸次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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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二、與主要國家比較 

（一）女性將撐起就業市場半邊天 

若與 1988 年比較，各國女性在就業市場的占有

率均有所提升，其中荷蘭提高 8.8 個百分點最顯著，

我國提高 5.5 個百分點，2008 年已達 43.3％，在亞

洲主要國家中超越日本 41.6％及南韓 41.9％，惟因

部分工時工作型態較不普遍，低於歐美主要國家。 

2008 年美國、法國、挪威等國女性所占就業人

口比率皆超過 46.0％，即將突破 50.0％門檻，女性

已漸撐起就業市場半邊天。 
 

就業者女性所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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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OECD 資料庫。 

（二）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仍屬偏低 

隨著婦女運動推展，女性受教育機會提升，近

20 年各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普遍提升，其中荷蘭由

49.0％提高至 59.2％最顯著；我國雖也自 45.6％提高

至 49.7％，惟仍低於南韓 50.0％，更遠低於歐美國

家，顯示我國女性人力資源仍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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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際勞工組織（ILO）。 

附    註：1.1988 年資料中，德國為 1991 年，荷蘭為 1995 年； 

2008 年資料中，挪威為 2007 年。 

2.挪威及美國勞動力參與率係指勞動力占 16 歲以上民

間人口之比率。 

 

若就各年齡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觀察，隨著高

等教育推廣，在學期間延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於

25-29 歲達高峰，其後亞洲國家女性受傳統性別角色

定位，分擔較多照料家庭責任，部分女性婚育後退

出勞動市場，致其後各年齡別勞動力參與率逐漸下

降，美國則無此現象。 

然日本與南韓在 40-44 歲年齡組之女性勞動力

參與率呈現回升趨勢，二度就業現象明顯，而我國

則一路下降，勞動力參與率未再回升，是以日、韓

非農業部門受僱員工平均薪資 

主要國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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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婦女二度就業，開發中高齡女性人力資源，殊

值我國研議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提升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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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美國勞工統計局、日本厚生勞動省、

南韓統計局。 

（三）各國兩性薪資落差改善 

雖各國致力推動性別平等甚至立法確保兩性同

工同酬，惟因工作內容不同，兩性平均薪資仍存落

差，2008 年我國兩性薪資差距為 20.8％，與美國相

仿，遠低於日本 34.1％、南韓 33.5％；相較於 1990

年各國兩性薪資落差均明顯改善，尤以我國縮減

12.5 個百分點最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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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美國統計年鑑、日本統計年鑑、南韓

統計年鑑。 

附    註：兩性薪資落差＝100－女性占男性薪資比例 

（四）主管、專業技術人員比率 

女性管理及經理人員比率可衡量女性在工作職

場上對決策影響的程度，2008 年我國管理及經理人

員女性比率為 17.8％，高於日本 9.3％與南韓 9.6％，

然與美國 42.7％相較則明顯偏低（詳本刊「女性之

社會與政治參與」）。 

2008 年我國女性專業技術人員比率為 47.1％，

高於南韓 40.9％及日本 46.6％，惟仍遠低於美國 56.7

％，與前述女性管理及經理人員比率均呈現亞洲國

家比率低於歐美國家之現象。 
 

主要國家女性專業技術人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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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際勞工組織（ILO）。 

（五）女性部分工時就業者 

我國女性在面臨工作與婚育雙重責任之際，部

分婦女在照顧家庭優先等傳統觀念下，選擇離開職

場，造成人力資源方面的損失。反觀歐洲國家，許

多女性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以兼顧家庭，甚至有

些國家女性部分工時就業者比率高過全時工作就業

者，依 OECD 統計，2008 年荷蘭女性部分工時者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比率（就業率）為 33.9％，較全

時工時者高出 11.2 個百分點；與 10 年前相較，從事

部分工時就業率增幅（8.1 個百分點）大於全時工時

者（1.4 個百分點）。 

2008 年我國女性部分工時就業率為 4.2％，雖較

10 年前增加 3.5 個百分點，然仍遠低於歐洲國家，

甚至亞洲國家之日本、南韓。部分工時工作較具時

間彈性，適合需兼顧家庭之工作者，借鏡他國經驗，

適度保護女性部分工時就業者權益，將有助提高我

國女性之勞動參與。 

2009 年主要國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分 

主要國家女性部分工時就業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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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OECD 資料庫。 

附    註：1.就業率＝就業者∕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2.OECD 定義部分工時為每週工作未達 30 小時， 

我國則未滿 35 小時。 

四、結論 

雖女性在勞動市場漸占一席之地，在高等教育

普及後，女性在專業、技術領域也嶄露頭角，然在

主管階層比率仍屬偏低，且女性薪資亦低於男性，

是否因工作與傳統母職間的取捨所致，可參考本刊

「工作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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