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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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續升至51.49%。 

110 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平均為 66.93%，較上(109)年下降 0.31 個

百分點，女性為 51.49%則上升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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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續升至 5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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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 68.47%降至 100 年 6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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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77.2%)、南

韓(72.6%)及日本(71.6%)為低，亦略低於加拿大(69.6%)、美國(67.6%)

及英國(67.5%)，高於法國(59.9%)；女性則與法國(52.2%)、南韓(53.3%)

及日本(53.7%)相近，但與美國(56.1%)、英國(59.2%)、加拿大(60.6%)

及新加坡(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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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5 至 24 歲男性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

37.49%及 3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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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4%，較男性之 97.32%低 11.28 個百分點；

55 至 59 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45.42%，低於男性之 72.99%，兩者差距

擴大至 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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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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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至 54 歲及 45 至 49 歲者 20 年間分別上升 23.30 個及 21.19 個百分

點較高，30 至 34 歲者亦升 20.51 個百分點；同期間男性各年齡組勞動力

參與率以 50 至 54 歲者上升 3.39 個百分點最高，20 至 24 歲者亦升 2.88

個百分點次之，而 15 至 19 歲者則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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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狀況 

◎男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有5成；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逾7成。 

110 年男性就業人數平均為 633 萬 2 千人，較上年減少 4 萬 6 千人

或 0.72%，女性就業人數平均為 511 萬 5 千人，亦減少 1 萬 1 千人或

0.21%。按行業別觀察，男性從事服務業及工業部門分別占 50.04%及

43.75%；女性則以從事服務業部門占多數，達 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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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 253 萬 4 千人增至 110 年 367 萬 8 千人，增加 45.11%，

明顯高於全體女性就業者 33.56%之增幅，致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占比

由 90 年 66.18%大幅上升至 110 年 71.90%；同期間男性從事工業及服務

業占比僅分別上升 1.75 個及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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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 5 553 100.00 510 9.19 2 332 42.00 2 711 48.81 

95 年 5 810 100.00 394 6.78 2 534 43.61 2 882 49.61 

100 年 6 006 100.00 386 6.43 2 658 44.25 2 962 49.31 

105 年 6 267 100.00 405 6.46 2 779 44.34 3 083 49.20 

109 年 6 378 100.00 406 6.37 2 799 43.88 3 173 49.75 

110 年 6 332 100.00 393 6.20 2 771 43.75 3 169 50.04 

女性          

90 年 3 830 100.00 195 5.10 1 100 28.72 2 534 66.18 

95 年 4 301 100.00 160 3.73 1 166 27.11 2 975 69.16 

100 年 4 702 100.00 156 3.31 1 233 26.23 3 313 70.46 

105 年 5 000 100.00 152 3.05 1 264 25.28 3 584 71.67 

109 年 5 126 100.00 142 2.77 1 278 24.93 3 706 72.30 

110 年 5 115 100.00 149 2.91 1 288 25.18 3 678 71.90 

註：本表內數字，90 年至 100 年、105 年及 109 年起分別按中華民國第 8 次、第 9 次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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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男性就業者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最多，達 261

萬 8 千人或占 41.34%，其次為技術人員 105 萬 9 千人或占 16.73%，服務

及銷售工作人員 103 萬 7 千人或占 16.37%再次；女性就業者則以服務及

銷售工作人員較多，達 124 萬 3 千人或占 24.29%，其次為事務支援人員

102 萬 5 千人或占 20.04%，技術人員 99 萬 1 千人或占 19.38%再次。 

就近 20 年之職業結構觀察，男性以專業人員上升 4.85 個百分點較

多，農事生產人員則下降 3.19 個百分點；女性以技術人員及專業人員分

別上升 4.88 個及 4.83 個百分點較多，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則下降 6.39 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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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 5 553  345  356  894  222  843  496 2 396 
95 年 5 810  372  498  1 005  246  893  379 2 417 

100 年 6 006  341  598 1 064  255  932  361 2 455 
105 年 6 267  279  641 1 026  270 1 024  372 2 656 
109 年 6 378  260  695 1 027  290 1 043  374 2 689 
110 年 6 332  258  713 1 059  285 1 037  363 2 618 
女性         

90 年 3 830  59  376  555  780  985  179  896 
95 年 4 301  80  500  755  847 1 112  143  863 

100 年 4 702  94  597  893  932 1 154  134  898 
105 年 5 000  102  748 1 004  987 1 182  128  850 
109 年 5 126  114  760 1 036 1 016 1 244  122  833 
110 年 5 115  110  749 991 1 025 1 243  127  870 

百 分 比         
男性         

90 年 100.00 6.22  6.42  16.11  3.99  15.19  8.92  43.15  
95 年 100.00 6.41  8.58  17.30  4.24  15.36  6.52  41.59  

100 年 100.00 5.68  9.95  17.71  4.25  15.52  6.02  40.87  
105 年 100.00 4.45  10.22  16.37  4.32  16.34  5.94  42.37  
109 年 100.00 4.07  10.89  16.11  4.55  16.35  5.86  42.16  
110 年 100.00 4.07  11.27  16.73  4.50  16.37  5.73  41.34  
女性         

90 年 100.00 1.55  9.82  14.50  20.36  25.72  4.68  23.39  
95 年 100.00 1.85  11.62  17.56  19.70  25.85  3.33  20.08  

100 年 100.00 2.00  12.70  19.00  19.83  24.54  2.85  19.09  
105 年 100.00 2.05 14.96  20.07  19.74  23.64  2.55  17.00  
109 年 100.00 2.22  14.83  20.21  19.82  24.28  2.38  16.26  
110 年 100.00 2.14  14.65  19.38  20.04  24.29  2.49  17.00  

註：本表內數字，係按第 6 次修訂之職業標準分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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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業狀況 

◎110年受疫情影響兩性失業原因均以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

居多。 

110年男性失業人數平均為26萬3千人，較上年增加3千人或1.04%，

女性失業人數平均為 20 萬 9 千人，亦增加 9 千人或 4.14%。就失業原因

觀察，110 年男性以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 9 萬人或占

34.23%較多，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亦有 8萬 9千人或占 33.98%；

女性亦以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 7萬 6千人或占 36.34%較

多，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 6 萬 8 千人或占 32.63%。 

 

 

◎110年男性失業率仍高於女性，惟兩性失業率差距逐年縮小。 

110 年男性失業率平均為 3.98%，較上年上升 0.06 個百分點；女性

為 3.92%，亦上升 0.16 個百分點。若就長期資料觀察，近 20 年男性失業

率皆高於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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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差距則逐漸縮小，110 年兩性失業率差距縮減至

0.0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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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與主要國家比較，我國男性失業率低於法國(8.0%)、加拿大(7.7%)、

美國(5.5%)及英國(4.7%)，高於日本(3.1%)、新加坡(3.3%)、南韓(3.6%)及

德國(3.9%)；女性低於法國(7.8%)、加拿大(7.2%)、美國(5.2%)及英國

(4.3%)，高於日本(2.5%)、德國(3.2%)、南韓(3.8%)及新加坡(3.8%)。 

 

 

四、非勞動力狀況 

◎110年女性非勞動力以料理家務為主，男性則以高齡、身心障礙者占多數。 

110 年男性非勞動力人數平均為 325 萬 9 千人，較上年增加 2 萬 6

千人或 0.78%，女性非勞動力人數平均為 501 萬 6 千人，則減少 1 萬 8

千人或 0.36%。就未參與勞動原因觀察，男性以高齡、身心障礙者 145 萬

3 千人或占 44.60%最多，求學及準備升學者 90 萬 4 千人或占 27.74%次

之；女性則以料理家務者最多，達 252 萬 5 千人或占 50.34%，高齡(含

身心障礙)者 128 萬 8 千人或占 25.67%次之，求學及準備升學者 87 萬 4

千人或占 17.42%再次。 

若就長期資料觀察，近 20 年男性非勞動力人數增加 56 萬 3 千人，

女性亦增加 36 萬 5 千人，主因人口結構改變，高齡者人數逐年增加。男

性非勞動力過去以求學及準備升學者占比較高，98 年以後則以高齡者居

多；而女性非勞動力仍以料理家務者占比最高，惟由 90 年 5 成 7 逐漸下

降至 5 成，高齡(含身心障礙)者占比則由 1 成 7 升至 2 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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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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 2 696 100.0 142 5.27 1 098 40.74 8 0.31 1 020 37.83 428 15.86 

95 年 2 936 100.0 124 4.24 1 138 38.75 13 0.43 1 114 37.96 547 18.63 

100 年 3 152 100.0

0 

95 3.01 1 123 35.62 25 0.80 1 162 36.87 747 23.70 

105 年 3 214 100.0

0 

90 2.81 1 013 31.52 47 1.45 1 303 40.53 761 23.69 

109 年 3 233 100.0 89 2.76 929 28.72 56 1.72 1 392 43.04 768 23.75 

110 年 3 259 100.0 87 2.67 904 27.74 63 1.93 1 453 44.60 752 23.07 

女性             

90 年 4 651 100.0 59 1.26 1 058 22.74 2 665 57.30 811 17.44 58 1.26 

95 年 4 708 100.0 73 1.56 1 052 22.35 2 432 51.66 1 007 21.39 144 3.05 

100 年 4 901 100.0 57 1.17 1 045 21.33 2 370 48.35 1 207 24.63 222 4.53 

105 年 5 022 100.0 59 1.17 1 031 20.53 2 501 49.81 1 177 23.45 254 5.05 

109 年 5 034 100.0 69 1.37 931 18.50 2 537 50.41 1 246 24.74 251 4.98 

110 年 5 016 100.0 72 1.44 874 17.42 2 525 50.34 1 288 25.67 257 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