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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年輕族群在畢業就業不久隨即面臨失業與轉業的問題，尤其以女性更為嚴重，該問題不僅

影響年輕族群的生計、經濟生活、以及生涯規劃，諸如結婚與生子等安排，故而各國政府均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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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改善提升青壯年女性就業率。青壯

年失業率比全國失業率4%約高出兩倍，近兩三年達到9%(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2022)。而2019年至2022

年台灣政府推動「投資青壯年就業方案」，協助75萬名青壯年就業，2022年15歲至29

歲青壯年失業率降為8.38%，為2009年金融海嘯以來最低水準(徐筱嵐,

2023)。儘管如此，25-4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83.22%仍比男性勞動參與率95.53%

來得低了12.31%(勞動部,

2023)

。青壯年男女性失業問題乃與教育程度、就業形態、勞動市場職缺之性別差異、職業性別隔離、

性別薪資差異、職場工作性別不平等、與經濟環境等種種因素息息相關。該問題不僅使得年輕一

代晚婚、不想結婚、不願生子，亦有害於高齡少子化社會安定與國家經濟穩定性。本研究試圖分

析青壯年男女性在勞動市場參與上之差異，探究性別勞動參與不平等所形成的原因與相關機制。

具體而言，本研究有三個研究目標，其一，了解目前歐美與台灣性別勞動參與差距現況，其二，

以性別職業隔離觀點分析性別勞動差距的原因，其三，探究歐美、日本、韓國為了提高女性青壯

年勞動參與率所執行的政策，並為台灣在性別不平等勞動市場議題上帶來具體的政策建議。

青壯年性別勞動參與差距在歐美與台灣的發展

一般而言，在全球勞動市場中，青壯年族群的男女性失業率差距相差不遠，然而，在青壯年族群

勞動參與率上，男性明顯高出女性5%，男性勞動參與率為女性的1.5

倍（如圖一）。女性失業並正在找工作的比例34.9%比起男性51.8%明顯低了16.9%

，而女性目前沒空無法找工作的比例32.5%卻比男性24%高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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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想要工作卻分身乏術無法找工

作的比例而言，女性的32.5%比男性的24.2%高出8.3%

，顯示女性比男性想找工作，但實際情況使得其無法去尋找工作（如圖二）(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3)。根據歐盟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21年整體人口中，67.7%

的女性有工作，而男性的就業率則為78.5%。換句話說，仍然存在10.8

個百分點的男高女低性別勞動參與率差距，而這個性別差距在過去10年中只略有下降(Eurpean

Commission,

2022)

。而就青壯年人口中，在歐盟國家的男

性勞動參與率高達91.4%，而女性青壯年人口勞動參與率為79.5%，兩者落差11.9 百分點(Gitis &

Fernandez, 2017)。

圖一2005-2021年全世界男女性職業與失業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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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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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男女性在失業找工作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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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3)

附註：紅色為目前失業並正在找工作的比例、藍色為目前沒空無法找工作的比例，黑色為想要工

作卻分身乏術無法找工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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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青壯年勞動參與率比起歐盟國家

勞動參與率較顯略低。2015年美國25-54

歲男性青壯年人口勞動參與率高達88.3%，而女性為73.7%，兩者落差14.6 百分點(Gitis &

Fernandez,

2017)。

儘管在美國疫情恢復後女性就業率明顯提升，2023年，25-54

歲女性就業率高達77%，遠超過2019

年水準，然而，對未有大學學歷女性或是從事零售業女性之就業恢復情況卻大不如前。具體而言

，雖然整體零售業的就業幾乎恢復到了2020年2

月疫情前的水準，但是女性的就業仍下降了15.6萬個工作職缺（-2.0%

）。同樣，在休閒和餐飲業，女性的就業下降

了約30萬個工作職缺（-3.3%

）。更者，沒有大學學位的女性就

業率仍然低於疫情前水準約4.4%，即2023年1月比2020年2月少了160

萬名女性工作

職缺。然而，與此同時，擁

有大學學位的女性就業在同一時期增長了2.7%，換言之，其增加了81.8萬個工作職缺(Almeida &

Salas-Betsc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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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978-2021年台灣失業率、青壯年失業率、台灣經濟成長率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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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就業服務處(2022)

圖四2001-2021年青壯年失業率之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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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就業服務處(2022)

台灣的情況與歐美並不相同，台灣在197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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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青壯年的失業率比全

國平均失業率要來高一倍（如圖三），其中就20-24

歲年齡層而言男性失業率為17.1%比20-24歲女性失業率14.6%要多2.5%。但就25-29

歲年齡層來說，女性失業率8.9%比男性失業率7.5%更高1.4%

（如圖四）。儘管青

壯年男女性失業原因多為對原有工作不滿

意（如圖五）

，像是待遇不符期望、想更換工作地點、工作環境不良等，但仍可見女性獨有失業的原因如結婚

或生育等情況(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2022)

。就勞動參與率而言，台灣青壯年女性的

勞動參與率在27

歲前略高於男性，之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隨著年齡增加而快速下降(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

 2020) ，這跟美國、日本、韓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在40

歲之後重新攀高的情況差異甚大（如圖六）。以台灣在2020年為例，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1.4%，比男性的勞動參與率低了15.8 個百分點，該情況比美國性別勞動參與率差距11.5 

個百分點要來得高，但比日本及南韓之 18.2、19.8

個百分點要稍低一點。整體而言，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低於美國 56.2%、日本

53.2%及南韓52.8%

，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隨著年齡而下滑，從25-29歲最高勞動參與率89.9%，到30-34歲

86%，35-39歲為81.9%，40-44歲的77.4%，45-49歲的76.1%，到50-54歲64.4%，55-59

歲的45.4%，最後60-64歲的26%(許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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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而在性別職業隔離情況上，2020年台灣男性就業者中有43.9%從事工業，49.8%

從事服務業，相較於2010年，工業方面上升了0.2

個百分點，而服務業下降了0.1個百分點。對於女性來說，2020年有72.3%

的人在服務業工作，這比2010年增加了2個百分點，另有24.9%

的女性在工業領域工作，比2010年下降了1.1個百分點(勞動部, 2021)。

圖五2019-2020年台灣男女性失業原因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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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2021)

圖六2020年台灣、南韓、日本、美國性別勞動參與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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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 2020)

性別職業隔離理論運用於青壯年性別勞動參與差距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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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會學界常以性別職業隔離觀點解釋為何青壯年女性在勞動市場上比男性弱勢(England et

al., 1988; Glass, 1990; Polachek,

1987)

，以下從性別職業隔離兩個層面來說明為何青壯年女性在勞動參與率、工作薪資、待遇福利上均

比男性較差。首先，性別職業隔離使得性別刻板印象和社會期待之根基受到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的文化中塑造女性比男性更具有豐富感情、較能從事細膩工作、女性較為柔弱或不適合承擔在外

奔波的工作，故使得多數女性被社會視為「理應」或「擅長」需承擔未付薪酬家庭勞務或照護工

作。在許多國家中，傳統上將男性視為家庭的經濟支柱，而女性則被期待在家照顧家庭、從事家

務、照護幼兒或老人。即使社會觀念正在逐漸變化，這種刻板印象和期待仍影響女性的就業機會

和選擇。縱然女性學歷高於男性，但女性無法自由選擇工作，也不具有與男性相同的工作機會，

多數女性為了兼顧無酬家務、育兒或照顧老人等，反而選擇兼職工作(Eurpean Commission,

2022)

。人們透過性別（和種族）間的刻板印象、生物和社會差異，形成「性別本質主義」的一種信念

，認為男性與女性因生物差異而在性格和個性上有所不同。性別本質主義者認為男性堅強有力，

女性則弱小且感情豐富。當社會假定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身體、情感和心理能力，且其在適合

的工作類型上有所不同，多數認為女性在勞動市場中比較適合教育、護理、或服務業等部門的工

作，而男性比較適合從事高科技產業、工業、金融業、醫生等，此則形成水平式的性別職業隔離

；而基於性別本質主義觀點，男女性不同的能力面向故適合的不同的工作類型，由於女性較適合

從事家務、低薪、部分工時能兼顧家庭的工作，不適合從事專業階層的較高層級的管理階層，此

則成為垂直式的性別職業隔離。此乃根據與職業相關的權力、權威、收入、聲望、升遷位子進行

分層中，出現了男高女低的垂直分層職業隔離現象(Witkowsk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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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性別職業隔離加劇性別薪資差距與雙軌化勞動市場工作。使得女性往往選擇“女性化”的職

業，如護理、幼教、和社會服務等工作。而這些職業通常比男性主導的行業薪酬更低。在歐盟國

家中每10個女性中有3

個在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領域工作（男性的8%

），這些通常是薪酬較低的行業。另一方面，將近三分之一的男性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

域就業（女性的7%），這些為薪酬較高的行業(Eurpean Commission,

2022)。而在台灣，女性從事服務業比率為88.5%比男性從事服務業的73.5%高出15%

，其中2021

年女性從事教育服務業與

醫療照顧與社會工作服務比男性高了三倍比起2011

年女性從事教育服務業與醫療照顧與社會工作服務只比男性高出二倍，顯見這十年來性別職業隔

離情況正在加劇（如圖七）(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2022)

。低薪工作通常不只是薪資低，還包括無法提供勞工相對應的工作保障、獎金、福利、升遷機會

，也容易產生較高的失業率，尤其在經濟蕭條期間，低薪或兼職工作人員多數很容易受到僱主裁

員而失去工作。在職業隔離的文化驅使下，多數社會將男性和女性引導到不同類型的職業角色和

任務中，使得存在許多社會存在二元的勞動力，一種為正式工作：穩定高薪、福利待遇好，具有

較優渥的退休金保障工作，這種工作多數為男性擔任。另一種為非正式工作：約僱或契約工、部

分工時、臨時工、隨傳隨到工、派遣業、線上平台外包工等，該職業乃是低薪資、無法終生就業

、也不提供

健康保險、其他福利、退休保障等，而這類工作多由女性任職（如圖八）(Gardeazabal & Ugidos,

2005; Witkowska, 2013; Young & Walla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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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2021年台灣男女性從事職業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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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就業服務處(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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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歐盟國家男女性勞動市場參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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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ascherini et al.(2016)

歐美日韓等國推動勞動參與性別平等之政策

為了消除對女性無法進入勞動力市

場的育兒負擔，西歐國家在2002

年巴塞羅那歐洲理事會中通過

推動兒童照顧改善之政策，包括提高3

歲以下的兒童參與早期兒童教育和照顧的

比例、且增加3

歲到強制性小學學齡的兒童就學參與率。2022

年，歐洲仍致力於提供可及性高、負擔得起、長時間、且高品質的嬰幼兒托育、幼兒園等服務、

強化弱勢背景或貧困家庭的兒童在社會和認知發展，並將此視為實現性別平等的勞動市場關鍵要

素。目前希望在2030

年能達到性別就業率差距減半的目標、以實踐工作生活平衡與性別平等(Eurpean Commission,

2022)。

東歐國家自1989

 21 / 28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23-08-01, 週二 16:52
點擊數：4774

年從波蘭開始進行激進改革，其後的前蘇聯集團國家，中東歐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也經歷了重

大變革(Keane & Prasad,

2000)

。在後共產主義國家，施市場機制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在此時期勞動力市場機構經歷重大

變化，不僅對裁員和冗員的約束顯著降低，私營部門的迅速崛起，並致力於實現勞動市場的性別

平等。東歐國家也陸續提高最低工資，建立慷慨的產假和日托福利，鼓勵女性工作，有效提升女

性勞動力參與率。雖然多數女性仍從事衛生和教育等領域的職業，但在女性與男性的工資差距方

面，她們至少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差不遠。並在工作中給予女性廣泛的權利，包括

全薪產假，懷孕期間得以免於過度勞動和危險工作等特殊權利(Brainerd, 2000)。

美國拜登政府2021

年致力於推動勞動市場性別平等政策、消除職場性別暴力、擴大不穩定工作的醫療保健的福利，

並建立全國有薪家庭假計劃、提升女性

的教育機會和從事STEM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勞動參與率、招募更多女性加入軍隊、拔擢女性進入領導階層、消

除性別薪資差距、改善兒童照顧品質、數量與可負擔性、並倡議包容跨性別女性、以及認同為非

二元性別者(Elsesser, 2021)。更者，各州根據「家庭與醫療假法案」（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

），均在擴張產假與家庭照顧假之規定．例

如紐約州2021

年一月一日起推行帶薪假十二週，包括照顧小孩、老人、從軍受傷家人等等，每位員工每週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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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1,450.17美元，為本薪的67%(Watts, 2023)。

日本在2016

年實施「女性活躍推進法」，亟欲創造一個使婦女能在工作和生活間取得平衡的職場環境，並且

增加婦女的就業和晉升機會。其內容有三：其一為「企業主行動計畫」的設立，規定員工人數超

過300人的企業(從2022年起，該規定將擴大至員工人數超過101人的企業)

必須擬定計畫強化女性員工和管理階層的比例、減少工作年資的性別差距、改善工時狀況等。該

計畫要求企業自我評估對女性員工的友善程度，並針對需要改善的地方提出改善計畫。其二為「

促進女性活躍」政策，讓學生和職場女性獲得諮詢服務與創業機會。其三為表揚那些積極推動女

性友善政策的企業，並使其在政府採購中獲得特殊優惠待遇(林育甄, 2023)。

南韓於2019

年依據「職業中斷婦女經濟活動復甦法」第13條設立160個「女性再就業支持中心（又稱為Saeil

Center）」以協助25至54

歲間曾經中斷事業的女性重返職場，主要讓曾經照顧兒女或老人的女性獲得就業支持服務。政府

除了提供個人化的就業諮詢、就業資訊，並安排適合的就業機會；也成立團體輔導計劃、職業指

導；更者，政府亦提供職業教育訓練，根據每個婦女的興趣和嗜好，安排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技

能課程；並為願意雇用重新就業的婦女的

企業贊助高達300萬韓元的實習費用補助；且這些方案都持續追蹤服務(林育甄, 2023)。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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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究青壯年男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差

異，台灣25

歲以上之女性在失業率比男性高，且在勞動參與率上比男性更低，在職業類別中，女性多數從事

教育服務業與醫療健康、社會工作等服務業，其薪資、工作福利待遇、升遷條件均難以與從事科

技或製造業的男性相比，本文認為台灣政府宜參考近年歐美日韓等國的改善青壯年女性勞動參與

之政策，協助青壯年女性進入就業市場或再度就業，以解決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欠缺的勞動力需

求。推動婦女友善勞動參與政策的根本乃是將照護責任從家庭轉移到國家身上，諸如由國家提供

免費公立托嬰中心、幼兒園等學校、照顧據點或長照中心之喘息服務，提高嬰幼兒就學率與老人

白天在社區照顧據點或長照中心的參與率，在工作環境建立各種形式的休假，靈活的工作安排、

提供三個月到一年或以上不等的附有年資的帶薪育嬰假與照顧長者假，並打擊暴力、性騷擾與性

侵害等不良工作環境，透過政府行政部門與民間組織整合性支援系統來協助曾離開勞動市場的女

性重新就業。更重要的是，要效法歐盟將教育視為解決性別差距和打破刻板印象的關鍵，從政府

與各組織開始實踐「照護工作不應再被視為"女性的問題"」(Eurofound,

2016)

，透過補助獎勵企業讓女性獲得更多機會進入管理與領導階層、就讀理工科系，並保障與增加女

性從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相關產業的比例，以減緩惡化的性別職業隔離與勞動市場的性

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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