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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女性人力資源概況 
 

 80 年 85 年 90 年  80 年 85 年 90 年

勞動力(萬人) 321.4 364.8 397.7 就業人數（萬人） 316.5 356.0 383.0

按教育程度分（％）  按職業分（％）     

國中以下 50.1 40.1 31.6 民代及主管人員 1.8 1.6 1.6

高中（職） 33.5 36.4 38.1 專業、技術人員 20.0 23.1 25.0

大專以上 16.4 23.5 30.4 服務、售貨人員 21.2 22.9 25.0

  生產操作工人     31.7 25.4 22.7

 其他 25.3 27.0 25.7

勞動力參與率（％）　 44.4 45.8 46.1 未參與勞動力原因（％）   

按婚姻狀況分  料理家務      65.1 59.8 57.3

未婚 54.5 51.9 53.0 求學及準備升學    21.0 23.1 22.7

有配偶或同居    42.5 46.0 46.3 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 0.7 0.9 1.3

離婚、分居或喪偶 26.7 27.2 26.6 其他 13.2 16.2 18.7
 

資料來源： 

附  註： 

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源調查統計年報」 

　勞動力參與率＝勞動力／１５歲以上民間人口（勞動力＋非勞動力）。 
 
說明：1. 90 年我國女性勞動力人口 400 萬人，較十年前增 23.7％，平均年增率

2.2％，女性勞動力增加之幅度大於男性(增 9.3％，年增率 0.9％)。其

中大專以上程度占 30.4％，較十年前增 14 個百分點，並高於新加坡之

23％，接近日本之 31％。 
  

2. 十年來，我國女性勞動力參與率維持在 44-46％，較日本、南韓 49％、

新加坡 55％及美國 60％為低，顯示我國女性人力資源仍待開發及運用。

就婚姻狀況觀察，90 年未婚女性勞參率 53.0％，較十年前減少 1.5 個

百分點，主因女性受高等教育者增加，致延緩投入勞動力市場；有偶婦

女勞參率 46.3％，則呈上升趨勢；離婚或喪偶婦女則維持在 26-27％。  

3. 隨教育普及暨女性自主意識抬頭，女性於就業市場之地位日趨重要，90

年我國女性就業人數 383 萬人，以專業及技術人員占 25.0％，較十年

前提升 5個百分點最多；服務及售貨人員亦占 25.0％、增加 2.8 個百分

點居次；生產操作工人占 22.7％，則隨傳統產業式微，十年來已大幅減

少 9個百分點。   

4. 90 年我國女性非勞動力人口 465.1 萬人，以料理家務、求學及準備升學

為主要原因，分占 57.3％及 22.7％。由結構變化觀之，求學及準備升

學者所占比率呈上升趨勢，較十年前增加 1.7 個百分點，料理家務所占

比率則呈下降，減少 7.8 個百分點。未來隨服務業比重續升、生育子女

數減少，托兒、托老機構普設及彈性工時推廣等因素，女性勞動力參與

率應可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