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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統計看婦女就業

◼ 台灣婦女就業的挑戰

◼ 國外相關經驗與作法

◼ 政策建議與對策探討

+

大綱



⚫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兩度以「W經濟」(Womenomics)為題，預言「世界經濟越來越掌握
在女性手中，女性勢力會是接下來數十年驅動全球區域經濟成長的主力

⚫ 87% 女性認為專業能力展現，除了商業利益外，同步要達到社會公益。17% 女性認為工作
影響力，透過本身專業，可以實踐照顧更多弱勢

⚫ 富比士的報告，全球 10 個購買決策，有 8 個掌握在女性手上。全球信用卡發卡數量，女性
持有比男性高，國內統計，女性刷卡金額是男性的 2倍。

⚫ 美國 2016 年麥肯錫發表一份研究預測：如果能縮短薪資差距，讓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20年內，美國的GDP可增加 2.1兆美金。

⚫ 台灣2017年總體勞參率為58.8% , 男性67.1%, 女性50.9%. 女性勞參率在25至45歲勞參率較
美國、日本、南韓為高，45歲以後明顯低於美國、日、南韓。

+ 女性的經濟影響力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婦女就業面對的挑戰



+2016年各國女性就業、生育正相關圖

當今世界各國女性呈現「雙高」或「雙低」（就業率、生育率皆高或皆低）的對
比。台灣能否突破「雙低」的魔咒，關係著人口結構、勞動力短缺、家庭收入偏
低等困境能否解套。



女性處境、公共托育／長照與生育率相關性

女性
教育

女性
就業

母職
要求

公共
托育服務

公共
長照服務

生育率

瑞典 高 最高 自然
合理

普及 普及，合理工作條件，提供
女性大量就業

高（1.9）

德國 高 高 高 低
服務量低，資格嚴，長保現
金給付比例高，依賴家屬、
外勞照顧為主

低（1.4）

日本 高 中 超高 不足
服務量高，但仍不足，可營
利、低薪，無現金給付，無
外勞

低（1.4）

韓國 高 中 超高 低
服務量低，資格嚴，依賴外
勞（中國朝鮮族），
有條件現金給付（嚴格）

超低（1.2）

台灣 高 低 超高 超低 超低 超低（1.1）

欠缺公共托育與長照服務，加上母職要求超高，使亞洲國家陷入低生育率泥淖。



倡導、支持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使女性於30歲以後維持勞參高原期，才
能將現況扭轉為「高就業+高生育」。



+台灣女性婚育主要考量—有工作 !!

主計處《婦女婚育與就業意願調查》

25-49歲未婚女性提升結婚意願主要因素：

1. 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 39.97%

2. 家人分擔家務並對生育有共識 14.26%

3. 職場平權，且可兼顧家庭 13.73%

女性能兼顧工作和家庭，才願意婚育



台灣女性就業主要考量

• 女性婚育中斷及重回職場的選擇與年齡、世代、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有
很大關係。

• 家庭經濟收入及配偶的所得，子女數，會影響已婚女性參與全職或兼職
工作的決定。

• 女性因婚育離職後，以兼職或志工方式保持自我認同，或考慮自行創業。

• 女性高階主管或職業成就的專業女性較少退出職場，但回流也較多阻力。



年別 總計 計
曾因結婚

離職

曾因生育

(懷孕)離職

曾因其他原

因離職

婚前至今一

直有工作

婚前無工作

，婚後才開

始工作且一

直工作至今

計

曾因結婚離

職且曾恢復

工作

曾因結婚離

職至今一直

未工作

曾因生育(懷

孕)離職且曾

恢復工作

曾因生育(懷

孕)離職至今

一直未工作

曾因其他原

因離職

婚前至今一

直未工作

 百分比(%)

1979 100 32.06 0.99 0.73 0.85 21.88 7.61 67.94 0.85 14.13 0.8 4.86 7 40.29

1980 100 33.29 0.8 0.81 0.54 23.8 7.25 66.71 0.57 13.97 0.58 4.15 5.9 41.55

1981 100 35.69 1.82 0.73 0.86 25.97 6.32 64.31 0.68 18.61 0.65 5.66 4.57 34.14

1982 100 35.66 1.74 0.81 0.94 26.24 5.92 64.34 0.8 17.75 0.74 6.3 4.63 34.11

1983 100 39.28 3.13 1.37 1.11 26.17 7.5 60.72 0.78 19.24 0.55 5.9 6.09 28.17

1984 100 42.15 4.12 1.5 1.25 27.62 7.62 57.85 0.85 18.58 0.59 5.18 5.35 27.3

1985 100 43.15 3.94 1.54 1.22 29.29 7.17 56.85 0.71 17.61 0.6 5.55 6.54 25.84

1986 100 45.7 4.1 1.88 1.24 31.67 6.81 54.3 0.84 17.18 0.61 6.19 6.5 22.98

1987 100 47.4 3.8 1.74 1.52 33.84 6.51 52.6 0.79 16.35 0.61 6.33 5.73 22.79

1988 100 46.2 3.88 1.99 1.2 33.1 6.03 53.8 0.83 16.44 0.57 6.6 6.2 23.15

1990 100 46.93 3.57 2.21 1.05 34.01 6.08 53.07 0.88 17.46 0.66 7.31 5.72 21.03

1993 100 48.61 5.24 4.91 1.75 30.23 6.64 51.39 1.08 19.56 1.49 8.51 5.67 15.25

2000 100 49.73 7.31 6.47 1.78 29.5 5.08 50.27 1.79 20.42 1.72 8.08 6.65 11.88

2003 100 50.54 8.91 5.88 3.35 27.26 5.64 49.46 2.26 17.56 1.61 8 7.95 12.38

2006 100 52.55 9.06 6.76 3.39 28.8 5.03 47.45 2.78 17.11 1.92 6.71 9.84 9.41

2010 100 54.47 8.79 6.5 3.85 29.52 6.19 45.53 2.91 14.46 2.42 7.16 10.09 8.76

2013 100 55.93 7.18 6.36 4.15 31.97 6.98 44.07 2.66 12.52 2.04 7.35 12.15 8.42

2016 100 57.24 10.05 7.41 4.66 30.39 6.53 42.76 2.96 12.45 2.35 7.81 12.46 7.63

１５至６４歲已婚女性之就業狀況

現在有工作 現在沒有工作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資料來源：新北市女性勞動參與市場情形

● 105年新北市年齡層勞動參與率

• 新北市近 10 年整體勞參率整體變動不大，男性長期高於女性，但近年女性因教育程度提升，
勞參率有逐年緩增的現象，性別間參率差異仍存在顯著落差，但有逐年減緩之趨勢。

• 細看各年齡層勞參率，29 歲前男女性勞參率無顯著差異，但自 30 歲起，勞參率差異逐漸擴大，
男性呈現穩定就業狀態，維持在9成以上，至50歲才因退休及健康因素下降，反觀女性勞參率
於25~29歲達到高峰後便大幅下滑。

● 95年至105年新北市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女性勞動參與市場情形

105年
(51%)

105年
(67.8%)



• 進一步分析婚姻狀況對勞參率之影響，未婚者男女性間各年齡層之勞參率並無太大差異，然而
有偶者男女性之勞參率卻有顯著差異。

• 女性有偶勞動者之勞參率於 25~29 歲達到高峰，但仍與男性有差距，其後，女性進入生育年
齡，面對育兒及職場難以兼顧的情況，選擇離開職場，使得勞參率下降，而待子女長大，照顧
負擔減輕，才開始返回職場，然僅於 40~44歲略為上升，隨後又因退休及健康因素而下降。

• 因此，若要提升女性勞參率應從減輕女性有偶者育兒負擔著手。

● 105年新北市未婚者年齡層勞動參與率 ● 105年新北市有偶者年齡層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女性勞動參與市場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女性勞動參與市場情形

女性
女性



女性二度就業困境
年齡歧視

履歷不在主流招募管道找到她們

性別歧視

需花時間適應職場企業用人成本較高
•

刻版印象

與社會脫節、自信或能力不足



國外相關經驗與作法



挪威、德國、丹麥、日、韓..

•策略方法
提供親職津貼及育兒津貼

•政策目標

 提高生育率

 支持母親重回職場

 鼓勵父親共同育兒

 確保家庭收入安全

台灣:育兒津貼



課

馬爾他

•策略方法

提供學齡前的免費教育

3-16 歲課後照顧系統

•政策目標
支持父母可以安心工作

台灣:準公共化、課後照顧



• 策略方法
彈性和部份工時是受歡迎的
以及彈性的工作時間

• 政策目標
提倡工作生活平衡，鼓勵人民
有共多時間享受家庭、人際、
興趣的發展

台灣:性別平等工作法友善家庭政
策(工作與工時彈性)

荷蘭、英國、日本、瑞典…



一、婦女就業培力，透過公私協力，個別化服務處理個人心理、

社會、文化阻力。

二、完善公共化照顧系統，促進婦女就業及家庭支持。

三、鬆綁法規，包含育嬰假的請休方式、開發彈性工作、工時、

工作地點的限制，作為中途職場，讓婦女可以持續工作生涯。

四、倡議勞動尊嚴與價值，鼓勵婦女不要自我設限，提昇經濟自

主性、確保老年經濟安全。

五、促進與企業單位的合作與對話，鼓勵企業提供職缺，促進婦

女及中高齡二度就業，並納入企業社會責任一環。

對策與建議



工作生活好平衡
幸福友善好企業

康健人壽人力資源部資深副總經理

李亞琪 Daphne Li



以跨國集團資源實踐深耕台灣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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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500大企業 在台最久
外商保險公司之一

完整職能發展架構 幸福有感的
人資制度

加入
康健人壽

追求自我成長
的無限
可能



資料數值取得時間: 2019年3月

人員性質 男女分布

公司總部
布隆菲爾德, 康乃狄克州美國

信諾集團

康健人壽
深耕台灣超過26年

/員工共計 955名

康健人壽 深耕台灣30年

以充滿熱忱的專業團隊提供客戶最佳的健康及保障方案，積極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成為最值得信賴的保險公司。企業願景

幫助我們的顧客擁有更健康、更幸福、更安心的未來。企業使命

52%

48%

電銷人員

一般人員

年齡分布

28%

72%

男性

女性

平均年齡: 38.8 歲

20-29 yrs
21%

30-39 
yrs

34%

40-49 
yrs

32%

≧50 yrs

13%



 在家工作
 緊急看護假 - 20天
 EAP員工協助方案
 市價12000元健檢套餐
 職醫職護面對面諮詢
 主管培訓、工作輪調機會
 職涯發展計畫
 服務年資獎

 彈性工時 / 在家上班
 育嬰留停
 12週全薪產假
 15天全薪病假
 孕期關懷諮詢+好孕包
 產檢特約折扣
 哺乳室
 托育補助、親子社團

 公開透明職涯架構
 內外部培訓課程
 專業證照補助計畫
 優良員工表揚計畫
 海外獎勵旅遊
 社團補助、8hrs志工假
 員工禮物、電影欣賞

Cigna Women in 20s/30s/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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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運動
人際交流
工作成就感

已婚
1個小三男孩
正懷第二胎

15年年資
家有二老二小

4週
全薪陪產假



Key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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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內育嬰留停

155人

近七成回任

女性主管

70 %

2018/1/1 至今
12週全薪產假: 22人
4週陪產假: 12人
20天緊急看護假: 7人

上週我的小孩沒
有人照顧，我臨
時申請了在家工
作，讓我運用時
間家庭工作兼顧

Irene
我的托育中心必
須下午6點接孩
子，我申請彈性
工作8:30~17:30，
讓我不需額外花
延托費

Kimberly



2019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最佳婚育企業
2011

幸福企業獎
2013.2014

金萃獎-企業社會責任獎
2013

保險業企業加薪優良標竿企業
2015

健康職場促進標章
2015

工作生活平衡獎
2016

職場體驗實習之
「大樹扎根獎」

2016

臺灣保險卓越獎
「人才培訓專案獎項」金質獎

2017

X 2



「就業無疆界．熟齡大未來」論壇暨研討會

熟齡戰鬥力企業生力軍

台灣麥當勞
人力資源部資深經理陳志豪



認識麥當勞

全世界最大的快速餐飲服務餐廳領導品牌。

全世界120個國家超過33,500家餐廳，

每天為6,900萬名顧客提供超值美味的麥當勞餐飲。

1955年，世界第一家麥當勞成立；
1984年，台灣台北民生東路第一家麥當勞。



企業發展
• 餐廳達398家
• 員工數達2萬人
• 每年服務超過1億2仟萬人次的顧客

培育人才
麥當勞重視每個員工的價值、成長及
每個人的貢獻。
麥當勞承諾為員工打造「熱情、活力、
健康且安全的職場」



多元對象主動出擊



麥當勞與中高齡對話

中高齡會踏入職場誘因：
✓ 我想貼補家用
✓ 我喜歡活動筋骨
✓ 我可以擴展生活圈

中高齡深入暸解職缺：
✓ 暸解僱主品牌
✓ 暸解工作環境
✓ 品牌大使分享



彈性工作安排 / 提升軟硬實力兼具

# 彈性排班
# 自由排休

# 兼顧自由
# 每週進行一次排班





E化訓練管理系統

自學系統 / 操作Easy 。教練教導 / 團隊合作



多面向工作訓練 / 激發未來各種潛能

兼職人員



彈性時間

團隊合作

教導教練

身強體健

青銀共融

經驗分享 親子關係

一家人
學習3C

以身作則



中高齡品牌代言人

桂圓奶奶
現職接待員 / 年資20年
在麥當勞為小朋友已舉辦過一千場的慶生會。

蔡阿姨
現職訓練員 / 年資15年
在麥當勞擔任門市餐廳新進人員的教導教練。



為何選擇麥當勞？目前工作的內容、時間、與同事間的互動情況

蓮媽在麥當勞工作期間，後來全搬到桃園龜山附近，家裏至餐廳車程約30分鐘。

與餐廳感情很好且喜歡麥當勞工作環境，所以仍留在新莊餐廳上班。

與同事間的互動，感覺她就像餐廳的萬事通，所有的問題都會尋求她的諮詢，無論是工作上、或者個人上、或者未來

人生規劃，員工都很常詢問她的人生經歷。

在麥當勞工作的收獲。(ex. 彈性工時與生活平衡、成就感、變年輕….)

美慧媽整個人生變得不同，心態年輕了，人生觀也不同了。6年前丈夫離世時，也是在麥當勞一邊上班一邊陪伴家

人，相對於其他親友都較難走出傷痛，麥當勞的忙碌與歡樂讓我常保笑顏，如同另一個家庭的家人陪伴。



麥當勞好人才影片

桂圓奶奶影片 品牌大使影片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