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情統計通報 

行政院主計處（TEL:23711521） 

[專題分析] 91 年 10 月 29 日      星期二 

主要國家女性勞動力參與率概況  
女性勞動力參與率(%) 

25-49 歲 

 
女性勞動力

(萬人) 
 

15-24 歲
 25-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64 歲 
65 歲

以上

我國   2001 　 397.7 46.1 37.2 63.4 71.2 64.7 58.0 30.4 3.5

    1991 321.4 44.4 43.9 55.0 59.9 54.3 51.7 30.7 4.1

香港   2000 142.3 49.1 44.7 66.6 86.6 68.5 55.9 32.5 1.7

南韓   2000 900.1 48.3 36.2 58.2 55.9 54.0 64.0 50.7 22.5

日本   2000 2,752.0 49.3 46.6 66.1 69.9 59.2 70.7 56.8 14.4

新加坡 2000 86.8 55.5 55.7 69.2 84.9 68.4 59.3 33.7 4.1

加拿大 2000 735.0 59.5 62.9 79.9 79.9 79.5 80.2 54.0 3.3

美國   2000 　 6,561.6 60.2 63.2 77.3 77.1 75.7 78.9 61.0 9.4

德國   2000 1,736.0 48.2 47.3 77.7 74.7 77.0 79.8 44.8 1.5

英國   2000 　 1,308.4 54.9 65.6 76.8 - 75.3 　 77.8 　 29.0 　 -
 

資料來源： 

附    註： 

Year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2001 (ILO)。 

　我國資料為台灣地區，英國、美國勞動力為 16 歲以上；　為 25-34 歲；　為

35-49 歲；　為 50 歲以上。 
 
說明：1. 我國 2001 年女性勞動力 398 萬人，約占全體勞動力 983 萬人的四成。近十

年來，女性勞動力平均年增率 2.2％，高於男性的 0.9％，惟女性勞動力參

與率 46.1％，與表列國家相較，仍屬偏低水準。 
  

2. 就年齡層觀之，我國 15-24 歲女性勞動力參與率 37.2％，較十年前減少 6.7

個百分點，並較歐美國家為低，主要係推廣高等教育，在學時間拉長、進

入勞動市場年齡延後，及國人在學青年打工情形不若歐美普遍所致。韓、

港、星 15-24 歲女性勞參率近十年亦呈現走低態勢。 
  

3. 隨女性經濟自主意識提高、子女數減少及教育水準提升，有偶婦女積極投

入勞動市場，2001 年我國 25-49 歲女性勞動力參與率 63.4％，較十年前增

8.4 個百分點，其中尤以 25-29 歲組對勞動力擴張貢獻最多；雖與亞洲鄰近

國家(地區)差距不大，惟仍低於歐美國家勞參率約 15 個百分點，顯示我國

25-49 歲女性勞參率仍有提升空間。 

  

4. 亞洲國家女性勞動力參與率以新加坡及日本較高；惟因傳統性別角色定位

及家庭照料責任，仍低於歐美國家，尤其提供勞動力主要來源的 25-49 歲

年齡層，在歐美國家其女性勞參率多穩定維持在 75％以上，受婚育影響並

不明顯；而亞洲婦女婚育後退出勞動市場現象普遍存在，致勞參率均顯著

下滑，惟其中南韓、日本 40-49 歲組勞參率則呈回升，顯見婦女二度就業

再回勞動市場者眾，殊值我國提升婦女勞參率政策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