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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自 91 年 3 月 8 日實施，但恰逢經濟景氣之谷底，
91 年臺北市的失業率 4.6%，為改制後之最高；而勞工認為因性別遭
受不公平待遇比率，以資遣、離職或解僱一項為 20.5%較高，其次陞
遷 12.6%、調薪 8.9%、求職 7.5%，惟均低於臺灣地區之 24.7%、14.7%、
10.0%及 11.2%。92 年臺北市勞動參與率為 55.5%，其中男性 63.9%，
較 91 年降低 0.4 個百分點，為歷年來最低；女性為 47.8%，較 91 年
略降 0.2 個百分點。92 年臺北市失業率仍是 4.6%，其中男性失業率
為 5.0%，較 91 年降低 0.3 個百分點；女性失業率為 4.0%，則較 91
年增加 0.2 個百分點，為十八年來之最高，惟男、女性均低於臺灣地
區之 5.5%及 4.3%。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2 年 11 月出版之「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報告」，91
年在臺北市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於就業方面認為因性別而遭受不公平待遇之比率，
在「資遣、離職或解僱」一項為 20.5%，在「陞遷」上有 12.6%，而在「調薪」及「求
職」方面亦有 8.9%及 7.5%，惟均低於全臺灣地區之 24.7%、14.7%、10.0%及 11.2%。
另外，勞工有使用過兩性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占有需求者之比率觀之，在「家庭照顧
假」一項比率為 5.2%，「育嬰留職停薪」及「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之使用比率為 1.8%
及 1.7%，另使用過「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者僅 0.5%，均屬偏低，惟
都高於全臺灣地區之 4.3%、1.0%、1.3%及 0.3%。 

臺北市 92 年勞動力人口為 117.3 萬人，勞動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為 55.5%，
較 91 年減少 0.3 個百分點，比臺灣地區少 1.8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勞參率為 63.9%，
較 91 年減少 0.4 個百分點，為歷年來最低；女性勞參率為 47.8%，亦較 91 年減少 0.2
個百分點。而 92 年臺北市失業人數為 5.3 萬人，失業率為 4.6%，與 91 年同為改制
後之最高，但較臺灣地區之 5.0%，低 0.4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失業率為 5.0%，較 91
年減少 0.3 個百分點，為歷年來次高；女性失業率為 4.0%，則較 91 年增加 0.2 個百
分點，為十八年來之最高，惟男、女性失業率均低於臺灣地區之 5.5%及 4.3%。 

依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臺北市就業者向來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為
多數，約占就業者之三成二，不同於臺灣地區以「生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
體力工」占了三成三為多數。臺北市 92 年「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31.8%，「生
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及「事務工作人
員」分別占 15.6%、15.5%及 14.0%，「專業人員」及「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各占 12.2%及 10.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最為稀少只占 0.4%；與 91 年資料相比，
增加的有三個職類，其中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增加 0.4 個百分點最多，而減
少的有二個職類，以「事務工作人員」減少 0.5 個百分點為多。 

觀察臺北市兩性之職業分布，男性以從事「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生產有
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及「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為主，女性
則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及「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為多
數；兩性在各職業中所占比率之差異，92 年臺北市男多於女者以「生產有關工人、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及「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分別相差 15.2 及 9.9
個百分點較為懸殊；而女多於男者則以「事務工作人員」相差 18.9 個百分點較為顯
著。 

＊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 
＊ ＊本處網址www.dbas.taipei.gov.tw。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市府簡介之市政統計。 



勞工因性別遭受不公平待遇及使用兩性工作平等法情形 

問  項 地區別 求職 調薪 陞遷 
資遣、離職

或解僱 

91年有遇到相關事項者

認為因性別而遭受不公

平待遇之比率 (%) 

臺北市 7.5 8.9 12.6 20.5

臺灣地區 11.2 10.0 14.7 24.7

問  項 地區別 
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

家庭照顧假
育嬰 

留職停薪 

托兒設施 
或 

托兒措施 

91年使用到兩性工作平等

法相關規定者占有需求者

之比率 (%) 

臺北市 0.5 5.2 1.8 1.7

臺灣地區 0.3 4.3 1.0 1.3

勞動參與率及失業率 

項 目 別 87 年 88 年 89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臺 

北 

市 

勞動參與率 
(%) (1) 

合  計 56.2 56.3 56.4 55.5 55.8 55.5

男  性 66.0 65.8 65.6 64.5 64.3 63.9

女  性 47.0 47.5 47.8 47.2 48.0 47.8

失業率 
(%) 

合  計 2.6 2.9 2.7 3.9 4.6 4.6

男  性 2.9 3.3 2.9 4.6 5.3 5.0

女  性 2.2 2.3 2.5 3.1 3.8 4.0

臺 
灣 
地 
區 

勞動參與率 
(%) (1) 

合  計 58.0 57.9 57.7 57.2 57.3 57.3

男  性 70.6 69.9 69.4 68.5 68.2 67.7

女  性 45.6 46.0 46.0 46.1 46.6 47.1

失業率 
(%) 

合  計 2.7 2.9 3.0 4.6 5.2 5.0

男  性 2.9 3.2 3.4 5.2 5.9 5.5

女  性 2.3 2.5 2.4 3.7 4.1 4.3

就業者之職業別結構 

年 別 
及 

性 別 

合  計 
民意代表

企業主管及

經理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員及

助理專

業人員

事務工作

人員 

服務工 
作人員 
及售貨員 

農林漁牧 
工作人員 

生產有關工人

、機械設備操

作工及體力工

(千人) (%) (%) (%) (%) (%) (%) (%) (%) 

臺 

北 

市 

91 

年 
 

計 1,116 100.0 10.7 12.0 31.8 14.5 15.1 0.4 15.5

男 610 100.0 15.9 11.8 31.1 5.4 13.4 0.5 21.8

女 506 100.0 4.3 12.2 32.5 25.6 17.2 0.2 7.9

92 

年 
 

計 1,119 100.0 10.6 12.2 31.8 14.0 15.5 0.4 15.6

男 613 100.0 15.0 12.3 30.6 5.4 13.6 0.7 22.5

女 507 100.0 5.1 12.0 33.3 24.3 17.8 0.2 7.3

臺 
灣 
地
區 

92 

年 
 

計 9,573 100.0 4.5 7.1 17.9 11.1 19.0 7.1 33.3

男 5,579 100.0 6.4 6.2 17.7 4.4 14.5 8.8 41.9

女 3,994 100.0 1.7 8.4 18.2 20.5 25.2 4.8 21.4

資料來源：臺北市重要統計速報、臺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報告、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臺灣地區勞工生活及就業狀 
況調查報告。 

附    註：(1)勞動參與率=(勞動力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