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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性別專題分析 

一、勞動參與情形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持續上升，101年首次突破50%，108年續升至

51.39%。 

108 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平均為 67.34%，女性為 51.39%，較上(107)
年分別上升 0.10 個及 0.25 個百分點。若就長期資料觀察，女性因教育程

度提升及服務業發展，勞動力參與率持續上升，並於 101 年首度突破 50%，

108 年續升為 51.39%；男性受求學年限延長及退休年齡提前影響，勞動

力參與率由 88年 69.93%降至 98年 66.40%，近年則維持在 66%~67%間；

長期而言，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呈現縮小。 

若與主要國家比較，我國男性勞動力參與率較南韓(73.5%)及日本

(71.5%)為低，亦略低於加拿大(70.1%)及美國(69.2%)；女性則與日本

(53.4%)及南韓(53.5%)相近，但與美國(57.4%)及加拿大(61.5%)則差距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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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除15至24歲下降外，餘各年齡層均呈上升，惟

30歲以上者仍明顯低於男性。 

由年齡層觀察，108 年 15 至 24 歲男性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

37.25%及 34.87%，均屬偏低，主因該年齡層在學比率較高所致。自 30
歲起，兩性勞動力參與率漸呈差異，且隨年齡增長而逐漸拉大，其中 30
至 34 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87.59%，較男性之 98.03%低 10.44 個百分

點；55 至 59 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42.43%，低於男性之 70.41%，兩者

差距擴大至 27.98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人力資源尚具開發空間。 

若就長期資料觀察，近 20 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除 15 至 24 歲因教育

程度提升、求學年限延長而下降外，餘各年齡層均呈上升之勢，其中 30
至 34 歲及 25 至 29 歲 20 年間分別上升 25.01 個及 22.81 個百分點較高，

45 至 49 歲亦升 20.50 個百分點；同期間男性各年齡組勞動力參與率以

25 至 29 歲上升 3.10 個百分點最高，45 至 49 歲上升 2.42 個百分點次之，

而 55 至 64 歲則呈下降，主因退休年齡提前影響所致。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 圖2 兩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組分

108年女性勞參率

108年男性勞參率

88年男性勞參率

88年女性勞參率



3 

二、就業狀況 

◎男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近5成；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逾7成。 

108 年男性就業人數平均為 637 萬 6 千人，較上年增加 3 萬人或

0.48%，女性就業人數平均為 512 萬 4 千人，亦增加 3 萬 5 千人或 0.70%。

按行業別觀察，男性從事服務業及工業部門分別占 49.33%及 44.07%；

女性則以從事服務業部門占多數，達 72.27%。 

若就長期資料觀察，隨産業結構變遷，近 20 年從事服務業之女性就

業人數由 88 年 244 萬 2 千人增至 108 年 370 萬 3 千人，增加 51.66%，

明顯高於全體女性就業者 36.25%之增幅，致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占比

由 88 年 64.92%大幅上升至 108 年 72.27%；同期間男性從事工業及服務

業占比僅分別上升 1.52 個及 1.73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男性就業者之行

業結構變動幅度未若女性顯著。 

表 1 兩性就業人數按行業別分 

 
總計 農、林、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男性         

88 年 5 624 100.00 554 9.85 2 393 42.55 2 677 47.60 
93 年 5 680 100.00 458 8.06 2 381 41.91 2 842 50.03 
98 年 5 776 100.00 380 6.58 2 511 43.48 2 885 49.95 

103 年 6 166 100.00 392 6.35 2 746 44.53 3 029 49.12 
107 年 6 346 100.00 415 6.54 2 808 44.25 3 123 49.21 
108 年 6 376 100.00 421 6.60 2 810 44.07 3 146 49.33 
女性          

88 年 3 761 100.00 220 5.85 1 099 29.23 2 442 64.92 
93 年 4 106 100.00 184 4.48 1 133 27.60 2 789 67.92 
98 年 4 502 100.00 163 3.62 1 173 26.06 3 166 70.33 

103 年 4 913 100.00 157 3.19 1 258 25.62 3 498 71.20 
107 年 5 089 100.00 146 2.87 1 276 25.07 3 667 72.07 
108 年 5 124 100.00 139 2.71 1 282 25.02 3 703 72.27 

註：本表內數字，88 年、93 年及 98 年、103 年、107 年及 108 年分別按中華民國第 7 次、第 8 次、 
第 9 次、第 10 次修訂之行業標準分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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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就業者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占逾4成居多；女性就業者以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占2成4較多。 

按職業別觀察，108 年男性就業者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最多，達 271
萬 4 千人或占 42.57%，其次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4 萬 9 千人或占

16.44%，技術人員 100 萬 8 千人或占 15.81%再次；女性就業者則以服務

及銷售工作人員較多，達 123 萬 4 千人或占 24.08%，其次為技術人員

104萬 5千人或占 20.40%，事務支援人員102萬 1千人或占 19.92%再次。 
就近 20 年之職業結構觀察，男性以專業人員上升 5.28 個百分點較

多，農事生產人員則下降 3.65 個百分點；女性以專業人員及技術人員分

別上升 6.93 個及 3.43 個百分點較多，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則下降 7.67 個

百分點，顯示 20 年來女性就業者職業之技術層次提升較為明顯。 
表 2 兩性就業人數按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總計 
民代及 
主管 
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 
人員 

事務 
支援 
人員 

服務及 
銷售工 
作人員 

農事 
生產 
人員 

生產 
操作及 
勞力工 

實  數         
男性         

88 年 5 624  357  290  932  239  771  548 2 486 
93 年 5 680  374  424  957  238  872  443 2 373 
98 年 5 776  358  540 1 078  242  886  362 2 311 

103 年 6 166  294  632 1 035  261  992  360 2 591 
107 年 6 346 276 679 1 020 283 1 033 381 2 673 
108 年 6 376  270  666 1 008  280 1 049  389 2 714 

女性         
88 年 3 761  58  311  638  757  895  215  887 
93 年 4 106  73  433  664  833 1 055  165  883 
98 年 4 502  86  560  899  847 1 128  144  838 

103 年 4 913  100  701  955  983 1 174  132  868 
107 年 5 089 107 751 1 031 1 006 1 226 124 844 
108 年 5 124  113  779 1 045 1 021 1 234  118  815 

百 分 比         
男性         

88 年 100.00 6.34  5.16  16.58  4.24  13.71  9.75  44.21  
93 年 100.00 6.58  7.47  16.84  4.19  15.34  7.80  41.77  
98 年 100.00 6.19  9.35  18.66  4.18  15.34  6.27  40.00  

103 年 100.00 4.77  10.25  16.79  4.23  16.09  5.84  42.02  
107 年 100.00 4.36 10.70 16.08 4.45 16.28 6.01 42.13 
108 年 100.00 4.24  10.44  15.81  4.40  16.44  6.10  42.57  

女性         
88 年 100.00 1.53  8.27  16.97  20.12  23.81  5.73  23.57  
93 年 100.00 1.78  10.56  16.17  20.28  25.69  4.02  21.50  
98 年 100.00 1.92  12.43  19.97  18.81  25.06  3.20  18.62  

103 年 100.00 2.03  14.27  19.43  20.01  23.89  2.69  17.68  
107 年 100.00 2.11 14.76 20.26 19.76 24.08 2.44 16.59 
108 年 100.00 2.21  15.20  20.40  19.92  24.08  2.29  15.90  

註：本表內數字，88 年按第 5 次修訂之職業標準分類統計，93 年以後按第 6 次修訂之職業標準分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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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業狀況 

◎108年男女兩性失業原因均以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者居多。 

108年男性失業人數平均為25萬5千人，較上年減少2千人或0.55%，
女性失業人數平均為 19 萬 1 千人，則增加 7 千人或 3.70%。就失業原因

觀察，108年男性以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 9萬 5千人或占 37.30%
最多，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6萬9千人或占27.05%次之；

女性以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 7 萬 9 千人或占 41.29%最多，初次

尋職失業者 5 萬人或占 26.29%次之。 

 

 

 

 

 

 

 

 

 

 

 

◎景氣變化對男性失業情勢之影響相對較大。 

108 年男性失業率平均為 3.85%，較上年下降 0.04 個百分點；女性

為 3.58%，較上年則上升 0.10 個百分點。若就長期資料觀察，近 20 年隨

著女性就業者大幅成長，各年度失業率均低於男性，其中 91 年受網路泡

沫化影響，兩性失業率差距擴大至 1.81 個百分點，之後差距逐漸縮小；

於 97、98 年遇國際金融海嘯兩性失業率差距再次擴大，其後隨景氣逐步

回穩，差距復呈縮小，顯示景氣變化對男性失業率情勢之影響相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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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與主要國家比較，我國男性失業率低於加拿大(6.0%)，相當於南

韓(3.9%)，高於美國(3.7%) 及日本(2.5%)；女性則低於加拿大(5.3%)，相

當於美國(3.6%)及南韓(3.6%)，高於日本(2.2%)。 
 

 

四、非勞動力狀況 

◎108年女性非勞動力以料理家務為主，男性則以高齡、身心障礙者與求學

及準備升學者占多數。 

108 年男性非勞動力人數平均為 321 萬 6 千人，較上年微減 1 千人

或 0.02%，女性非勞動力人數平均為 502 萬 6 千人，亦減少 1 萬 1 千人

或 0.22%。就未參與勞動原因觀察，男性以高齡、身心障礙者與求學及

準備升學者占多數，分別為 133 萬 9 千人及 96 萬 5 千人或占 41.63%及

30.01%；女性則以料理家務者最多，達 253 萬 4 千人或占 50.42%。 

若就長期資料觀察，近 20 年男性非勞動力人數增加 71 萬 7 千人，

女性亦增加 50 萬 5 千人，主因人口高齡化，高齡、身心障礙者人數逐年

增加。男性非勞動力過去以求學及準備升學者占比較高，98 年以後則以

高齡、身心障礙者居多；而女性非勞動力仍以料理家務者占比最高，惟

比重從近 6 成逐漸下降至 5 成，高齡、身心障礙者占比則由 1 成 6 升至

2 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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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勞動力按未參與勞動之原因分 

 
總計 

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 
且隨時可 
以開始工作 

求學及 
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高齡、 

身心障礙 其他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男性             

88 年 2 499 100.0
 

98 3.91 1 042 41.70 9 0.35 968 38.73 383 15.31 
93 年 2 838 100.0

 
160 5.65 1 099 38.74 15 0.53 1 079 38.03 484 17.05 

98 年 3 127 100.0
 

118 3.78 1 146 36.66 20 0.65 1 150 36.78 693 22.14 
103 年 3 204 100.0

 
83 2.59 1 039 32.42 40 1.24 1 277 39.85 766 23.91 

107 年 3 217 100.0
 

93 2.88 1 004 31.22 50 1.54 1 307 40.63 763 23.73 
108 年 3 216 100.0

 
87 2.71 965 30.01 59 1.83 1 339 41.63 766 23.82 

女性             

88 年 4 521 100.0
 

45 0.99 1 048 23.18 2 631 58.19 736 16.28 62 1.36 
93 年 4 682 100.0

 
70 1.49 1 048 22.38 2 552 54.52 915 19.55 97 2.06 

98 年 4 810 100.0
 

59 1.23 1 050 21.84 2 346 48.77 1 154 24.00 200 4.16 
103 年 4 966 100.0

 
61 1.23 1 050 21.15 2 450 49.34 1 158 23.31 247 4.97 

107 年 5 037 100.0
 

59 1.16 1 006 19.98 2 539 50.40 1 189 23.60 244 4.85 
108 年 5 026 100.0

 
63 1.24 1 002 19.94 2 534 50.42 1 185 23.58 242 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