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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各有關醫療機構：根據上級緊急通知，我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

炎，為做好應對工作，請各單位立即清查統計近一周接診過的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

肺炎病人，於今日下午 4點前將統計表報送至市衛健委醫政醫管處郵箱。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處 2019 年 12月 30日」 

一張屬於中國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緊急通知於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網路上流傳

開來(Nomorepipe，2019)，隨著這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越來越多，2020年 1月 7日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發現新病毒-「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2019）1」，並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將疫情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報導者 The Reporter，2022)，

這時新冠肺炎病毒已逐漸擴散世界各地且持續影響至今，截至 2022年 12 月 7日止全球已

有 6 億 4 千多萬個確診病例，其中死亡數有 600 多萬2，而我國亦已有 800 多萬
3
民眾染疫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2)。 

新冠肺炎不但影響了人的健康，也對世界的社會、政治、經濟等面向造成衝擊，根據

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2022年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指出，2020年受疫情影響導致全球經濟經歷了 80 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全球成長率由 2019

年的 2.6%降至負 3.3%，而後雖因疫苗研製看見了疫情終結的曙光，再加上各國施行財政

及貨幣寬鬆政策，使 2021 年全球成長率反彈至 5.7%，然病毒對人類社會產生的變化已如

蝴蝶效應般擴散。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在「世界就業與社會展望：

2022年趨勢」報告中警告病毒的變種將提高勞動市場復甦的不確定性，疫情前的 2019年

全球失業人數為 1.86億，2022年失業人數則預期達 2.07億，且至少到 2023年，全球的

                                                      
1
 世界衛生組織最初將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後於 2020

年 2月 11日在記者會上宣布更名為「COVID-19」。 
2
 2022年 12月 7 日全球確診病例數為 641,251,228，其中死亡數為 6,638,524。 

3
 2022年 12月 7 日我國確診病例數為 8,395,477，其中死亡數為 1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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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人數仍將高於疫情前，顯見疫情對各國勞動市場的打擊；從行業類型來觀察，疫情下

雖使遠端、無實體接觸的資訊科技得以被大量發展及運用，促進產業升級，不過也讓需要

與人接觸的服務業受創嚴重，以美國為例，2020 年就業人數下降超過 20%，其中服務業的

就業人數更下降超過 60%(楊子霆，2021)。另外疫情也重塑了辦公室的定義，為了減少接

觸感疫，許多企業與政府機關開始推行「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知名跨國社群平

台 Twitter甚至於 2022 年 3月宣布公司 5000多名員工有「永久在家工作」的選擇權。(楊

智傑，2022) 

與此同時，有人擔心疫情下受害嚴重的服務業及普遍的居家辦公會不會帶來一波性別

不平等。在性別職業隔離下，女性任職服務業比例較多，疫情使服務業失業率大增可能影

響女性的就業機會，另服務業要「在家工作」較為困難，亦使女性暴露在被迫離職的環境

下，而即使「在家工作」無性別差異，在父權體制下，增加在家時間產生的家務工作可能

還是多落在女性肩上，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 PwC 所公布的「2021年全球女性工作指數報告

(PwC Women in Work Index 2021)」即指出，疫情對女性工作影響較大，也延長其負擔不

平等照顧責任的時間。 

我國由於跨境人流物流的提前管制、防疫物資生產分配規劃與公開透明的疫情資訊

(楊子霆，2021)，在 2022 年 4 月以前，與世界各國相比，國內確診病例較少，惟整體社

會經濟仍受疫情影響。而如前述，疫情對服務業產生的影響較大，而在臺北市批發零售業、

住宿餐飲業等服務業比例高於全國(見表 1)，為全國服務業比例最高縣市的情形下，且其

中男性任職住宿餐飲業甚或高於女性，疫情對臺北市勞動市場會帶來何種影響？是否和國

際趨勢有所不同？為本研究關心的焦點。 

表 1 2019年各行業性別比例-比較全國及臺北市資料(單位：%) 

 臺北市(1,198,467)  全國(10,329,019)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批發及零售業 22.15 11.47 10.68  17.26 8.30 8.97 

製造業 12.22 8.96 3.25  28.99 18.27 10.72 

金融及保險業 9.58 3.78 5.80  4.13 1.43 2.70 

支援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 7.71 4.47 3.24  7.69 4.22 3.47 

教育服務業 7.55 2.14 5.42  6.11 1.48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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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1,198,467)  全國(10,329,019)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47 3.59 3.88  3.58 1.44 2.1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7.14 3.44 3.70  2.49 1.26 1.23 

住宿及餐飲業 6.20 3.69 2.52  7.22 3.46 3.76 

運輸及倉儲業 4.51 2.67 1.84  4.24 3.20 1.04 

公共行政及國防 4.44 1.76 2.68  3.48 1.64 1.8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40 1.50 2.90  4.29 0.84 3.45 

營造業 4.23 3.63 0.60  8.44 7.56 0.89 

不動產業 1.25 0.64 0.62  1.04 0.59 0.4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14 0.69 0.45  1.02 0.52 0.50 

總計 100.00 52.43 47.57  100.00 54.22 45.78 

註：表內百分比可能因四捨五入不等於 100；括號內為人數；資料來源：2019 年人力運用調查資料(20 歲

至未滿 65歲上週有從事某種工作受訪者) 

貳、 研究背景及文獻探討 

一、 我國的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病毒自 2019 年 12 月現跡 9 個月後，全球已有 2000 萬人確診，其中美國確

診數突破 520萬例，相較國外龐大的感染數，我國在政府及民間的共同抗疫下，國內當時

僅有 486 例新冠個案，國內外疫情發展呈現相當不同樣態，雖於 2021 年 5 月疫情曾升至

三級警戒，但在政府強化相關措施(如餐飲業一律外帶、暫停宗教集會等)及民眾自主防疫

減少外出下，病毒的擴散被控制下來，直至 2022 年 4 月底確診人數持續以每日萬例以上

累積後，國內疫情才步入與病毒共存的廣泛社區感染時期。 

臺北市疫情部分，前期因多條傳染鏈集中大臺北地區，加上人口密集度高，大眾交通

發達，臺北市及新北市為疫情相較嚴重區域，故企業及政府機關採取彈性及多元上班模式，

教育單位或機構亦彈性運用遠距教學方式因應疫情升溫變化；而 2022 年 4 月逐漸進入廣

泛社區感染期後，確診個案逐漸擴散全國，臺北市確診比例(10.2%)已下降，與人口數占

全國比例(10.5%)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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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與國際疫情比較：每百萬人累積確診新冠肺炎病例(Our World in Data,2022) 

表 2 2020年起 COVID-19 本土確定病例數：縣市別統計 

居住縣市 
2020-2021年  2022 年 

確定病例 百分比  確定病例 百分比 

新北市 6935 47.5  1531844 21.4 

台中市 207 1.4  863147 12.1 

桃園市 802 5.5  794450 11.1 

高雄市 94 0.6  771847 10.8 

台北市 4873 33.4  727232 10.2 

台南市 50 0.3  482315 6.7 

彰化縣 274 1.9  339086 4.7 

屏東縣 48 0.3  203591 2.8 

新竹縣 110 0.8  194829 2.7 

苗栗縣 549 3.8  158587 2.2 

新竹市 43 0.3  152062 2.1 

宜蘭縣 99 0.7  149173 2.1 

雲林縣 22 0.2  146331 2.0 

基隆市 318 2.2  137410 1.9 

南投縣 38 0.3  117034 1.6 

花蓮縣 68 0.5  114400 1.6 

嘉義縣 32 0.2  106204 1.5 

嘉義市 10 0.1  67093 0.9 

台東縣 22 0.2  6257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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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縣市 
2020-2021年  2022 年 

確定病例 百分比  確定病例 百分比 

澎湖縣 5 0.0  22120 0.3 

金門縣 0 0.0  17696 0.2 

連江縣 4 0.0  3257 0.0 

總計 14,603 100.0  7,162,281 100.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cdc.gov.tw/2019ncov/taiwan，資料
擷取日期 2022年 10月 18日) 

我國疫情雖較世界各國輕微，但整體經濟情勢仍受國內外疫情波動影響，連帶牽動就

業市場變動，整體失業率雖未超過 4%，惟企業實施無薪假情形時有增加，其中又以住宿及

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占比最高，(中央研究院，2020、2021)；而臺北市勞動市場亦有類似

情形，尤在 2021 年疫情三級警戒時，因外出用餐人數變少、民眾減少出門消費，衝擊內

需相關產業營收，業者減班休息頻率增加，而對就臺北市業市場帶來衝擊(黃暖雲，2021、

2022)。 

二、 疫情對就業影響的性別差異 

國外資料指出疫情將加劇性別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因職業性別隔離的存在，使得疫

情對男女造成的經濟影響也非均質分布，依據國際勞動組織統計，相較男性，有更多女性

從事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嚴重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另因疫情得以加速發展的無接觸、

自動化服務等相關科技產業從業人員則大部分為男性，都擴大了就業市場的性別差距(顏

詩怡，2020)。 

而亦有報導指出疫情為女性帶來的經濟衝擊比男性更劇烈。疫情下許多學校關閉使身

為母親的女性要負擔照顧小孩的責任，部份女性需要暫時請假不上班甚或就此辭職離開就

業市場(陳怡均，2021)，而職涯中斷對女性將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因女性重返工作崗位

後，通常薪資或職位都比較低(PwC Taiwan，2021)。 

三、 男女大不同的「居家辦公」 

為減少染疫風險，疫情期間世界各地企業或政府機關開始推行居家辦公，與此同時

學校也紛紛關閉，在無論國家發展程度如何，女性都有較高比例為家庭主要照顧者(陳立

寧，2020)的情形下，當孩子不能去學校只能在家時，許多女性會選擇留在家裡邊工作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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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小孩；而當女性選擇居家辦公，也代表相較於男性同事，其與主管相處時間變少，

工作表現較不容易被看見，這將影響女性的職涯發展(Joanna Partridge，2021)。 

而若父母親皆在家工作，一篇研究指出英國在封城期間，相較於父親，母親花更多

時間在家務和照顧工作上(Kayleigh Bateman，2021)，另美國南加州大學針對雙薪家庭

進行的調查則顯示有 44%的女性表示自己在疫情下獨立擔負起照顧小孩的責任，男性僅

約占 14%(Jenesse Miller，2020)；上述資料皆說明了家務分工的不平等讓居家辦公在

性別下存在不同面貌，對女性而言，居家辦公不只是工作場域的更換，也意味著家務從

晚上延長到了白天，更難取得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四、 文獻小結與提問 

透過上述國外文獻可以發現，疫情對就業及工作模式帶來的影響有性別上的差異：

從就業方面來看，因女性從事需與人接觸的服務業的比例較高，而此種服務業如住宿餐

飲業又受疫情影響較深，營業額的下降使雇主縮減人力而使較多女性面臨失業危機；又

為了減少染疫風險，大規模的封城措施影響了民眾的工作模式，居家辦公比例的增加讓

原本就性別不平等的家務分工更加惡化，女性需要做家務的時間變長了，學校的關閉也

加重女性的照顧責任，甚或因此暫時離開職場。綜上所述，從國外經驗來看，疫情似乎

對女性有較負面的影響。 

而國內客觀疫情發展與國外殊異，在 2022年 4月進入社區感染期前，除 2021年 5-7

月三級警戒期間，其餘大致為疫情平穩期，確診人數零星，惟民眾防疫意識強，群眾行為

受疫情影響「自主封城」，自動減少外出頻率，再加上政府推動禁止餐飲內用措施，讓住宿

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受到不小衝擊；又臺北市男性任職這些受疫情影響較深的服務業的

比例反較女性高，在此背景下，疫情會不會為臺北市男性帶來負面影響而呈現與國外社會

不同的現象？ 

在疫情帶來工作模式改變方面，臺北市曾經歷學校全面停課採遠距教學時期，疫情趨

緩時仍採有確診學生即停班停課措施，不能去學校的孩童在家需要人力照顧，在照顧責任

仍多落於女性的社會脈絡下，疫情會不會讓較多女性選擇在家工作讓家務分工更加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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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並考量可分析資料的限制，以下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1、臺北市民就業比例的變動與疫情相關，因男性任職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受

疫情衝擊較大產業的比例較高，而讓疫情對男性就業有較負面影響，臺北市男性

就業比例在疫情後有下降趨勢。 

2、臺北市民疫情期間在家工作比例有性別差異，其中女性在家工作比例較高，男性

比例較低。 

參、 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 資料說明 

為了解新冠疫情對民眾工作影響的最新發展，探究當中是否具性別差異，本研究利用

2017年 1月至 2022年 8 月4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北市府)市政議題民調資料進行研究，再

輔以「人力資源調查」及「人力運用調查」資料相互檢證結果穩定性。 

北市府市政議題民調每月約執行 1 次，抽樣方式以 CATI 系統內建的臺北市住宅資料

庫為母體，作系統尾數 2碼隨機代換進行抽取，訪問方式為電話訪問，訪問時間多在平日

晚間 6 點半至 10 點左右；資料處理方面，本研究將每月調查資料合併為年資料，再以當

年 12月臺北市人口資料以無母數卡方檢定及「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針對性別、

年齡及戶籍地等 3項變數進行加權，使調查樣本比例分佈符合母體結構，本文統計結果即

採用加權資料進行分析。 

「人力資源調查」為我國重要的勞動調查，透過面對面訪問，按月蒐集與民眾就業相

關的各項基本資料；而「人力運用調查」則為「人力資源調查」其中 1個調查月份的附帶

調查，其問卷內容較為深入，包含詢問受訪者工作收入、對工作之期望等，另若有影響勞

動狀況之突發或重大事件亦會增加至人力運用調查問卷中，以瞭解國內人力資源受影響程

度，例如 2021年「人力運用調查」即增加詢問居家上班相關問題。 

在分析範圍部分，「工作年齡人口」(Working age population)一般指稱 15-64歲的

人，而北市府市政民調訪問對象為 18 歲以上設籍臺北市民眾，未包含 15-17 歲者，又考

                                                      
4 107、109年自辦調查次數分別為 8 次及 7 次，111年資料則僅至 8月止，故上述 3 年樣本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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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年輕受訪者工作兼職比例較高，受疫情影響情形與從事全職工作者不同，為減少對研究

結果之干擾，將分析範圍設定為 20-64歲有工作的民眾。 

二、 變項說明 

(一) 市政議題民意調查資料 

本研究聚焦在疫情下「就業人口比例」及「工作型態變化」的性別差異等兩大主題。

在「就業人口比例」部分，因每期民調皆會詢問受訪者的職業，這裡利用職業變項判斷民

眾「是否就業」並進行計算，回答「軍公教人員、中小企業老闆、私部門企業負責人、私

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私部門職員、私部門勞工、農林漁牧」者定義為「有工作者」，

表示自己為「學生、家管、失業待業、退休」者則歸類為「無工作者」，之後再進行比例計

算。 

在「工作型態變化」方面，北市府民調於 2021 年 1月、8月及 2022 年 5月曾詢問受

訪者「有沒有因為疫情變成在家上班？」，因市政民調目的之一為即時掌握民眾生活脈動，

故此題隨疫情變化調整詢問方式，3次調查題目均略有不同：2021年 1月題目為「請問過

去一年，您有沒有因疫情的關係變成在家上班？」；2021年 8月題目為「請問過去 3個月，

您有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變成在家上班？」；2022 年 5月調查題目為「今年 4月之後國內

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持續增加，請問您有沒有因為這波疫情的關係變成在家上班？」。本

研究將以此題為分析標的，觀察疫情下工作型態變化及其是否具有性別差異。 

(二) 「人力資源調查」及「人力運用調查」資料 

利用 2017-2021年5「人力資源調查」中的「上週你有沒有在做工作」該題資料來進行

「是否就業」的判斷，若受訪者回答「從事某種工作」即定義為「有工作者」，回答其他選

項者則歸為「無工作者」，其後再進行就業人口比例計算。在「工作型態變化」部分，則利

用 2021 年「人力運用調查」的「你是否因疫情而遠距工作或居家上班？」來判別民眾工

作型態是否曾因疫情改變。 

                                                      
5 2021 年已為最新釋出資料，2022年資料尚在蒐集及整理階段，故相較北市府民調資料少了 1個調查比較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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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資料及變項說明可知，「北市府市政議題民意調查」與「人力資源/運用調查」

無論在調查方法、訪問時間、調查工具等均具差異，測量變項的問卷題目亦有問法上的不

同，兩者分析數據定有差距，資料庫間的相互檢證僅為確認在疫情時時變化下，發現之趨

勢是否具信度，減少將偶發情形認為普遍現象的機率。 

三、 分析方法 

「性別差異」為本研究探討之焦點議題，且除性別變項外，其他使用變項亦均為類別

變項，故後續分析除呈現描述統計結果外，為了解分析變項各年度間變化是否存在顯著性

別差異，亦將進一步使用卡方檢定6以探究變項間之關係。 

肆、 統計結果發現 

為呈現疫情對研究主題帶來的可能影響，表格部分將以顏色區分疫情前(白底)與疫

情後(灰底)數據；資料陳述部分，除依年說明外，將以 2019-2020年增減及 2017-2019

年、2020-2022年間的變化情形為重點，凸顯疫情前後變動，釐清數據間差異是否與疫

情相關。 

一、 樣本描述統計資料 

以下將分性別說明，以便與研究結果進行對話，另本研究以北市府市政議題民調資料

為主，人力資源或人力運用調查資料為輔，故以下表格若無特別註明資料來源，即為使用

北市府民調資料的分析結果。 

在 20-64歲有工作的男性中，以年齡來看，以 35-39歲、40-44歲的占比較高(13.3%-

17.6%)，兩個年齡層加總在各年中均約有三成；教育程度以大學畢業者最多(43.4%-45.4%)，

碩士以上學歷者(20.4%-28%)居次；職業方面，「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在各年中約

占三成五(34%-36.4%)，比例最高，其次為「私部門職員」(23.7%-28.9%)及「私部門勞工」

(17.9%-21.5%)，另「中小企業老闆」、「私部門企業負責人」總計約在一成上下。 

                                                      
6
 若卡方值達到顯著水準，則續以邦佛洛尼校正法(Bonferroni correction)進行「事後比較」，找出有可

能存在顯著差異的組別，排除差距屬隨機誤差的結果，此部分詳細結果請見附錄，故文中若提及兩者相較

具顯著差異即為進行事後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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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疫情前後變項的變化，可發現碩士學歷所占比例於疫情後增加約 3-4個百

分點，相較疫情前比例持平狀態變動幅度較高，高中職所占比例則於疫情後逐年降低；職

業部分，軍公教人員比例在疫情前後均維持八成左右範圍，符合一般公職人員工作受疫情

影響較小的想像，而屬「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占比從 2020年的 36.2%逐年減少至

2022年的 34%，「私部門職員」所占比例則從 2020 年的 25.6%，漸增至 2022 年的 28.9%，

兩者變動幅度均大於疫情前。 

表 3 20-64歲男性樣本描述統計(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 年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年齡       

20-24歲 3.5 3.2 4.1 3.1 5.7 3.9 

25-29歲 11.2 10.1 10.5 8.7 10.7 10.5 

30-34歲 14.0 12.9 12.9 13.3 10.9 10.7 

35-39歲 16.7 16.7 16.8 17.6 14.7 14.1 

40-44歲 13.3 13.3 13.8 15.1 14.8 15.6 

45-49歲 13.4 12.9 12.7 12.1 13.7 15.0 

50-54歲 10.7 12.7 11.4 11.9 11.1 12.0 

55-59歲 10.5 11.0 10.5 11.3 10.5 10.2 

60-64歲 6.8 7.3 7.3 7.0 7.9 7.9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0.9 1.1 0.8 0.6 0.5 1.0 

國中 3.5 3.3 3.3 2.5 2.9 2.9 

高中職 16.9 16.2 16.4 14.8 14.3 12.2 

專科 14.6 13.4 12.7 13.8 13.5 12.5 

大學 43.6 44.7 45.4 43.9 44.7 43.4 

碩士(研究所)以上 20.4 21.1 21.4 24.4 24.0 28.0 

未回答 0.2 0.2 0.1 0.0 0.1 0.1 

職業       

軍公教人員 7.7 8.5 8.1 8.5 7.7 7.8 

中小企業老闆 6.9 8.4 8.2 7.2 5.3 6.8 

私部門企業負責人 5.7 5.6 2.8 3.1 3.5 2.3 

私部門管理階層及
專業人員 

36.1 34.2 36.4 36.2 34.9 34.0 

私部門職員 25.6 23.7 25.1 25.6 27.1 28.9 

私部門勞工 17.9 19.1 19.1 19.1 21.5 20.1 

農林漁牧 0.2 0.5 0.3 0.3 0.1 0.1 

樣本數 (3119) (2395) (3596) (3330) (1894) (1908) 

 註：括號內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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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部分，從年齡及教育程度來看，以 35-39歲、40-44歲者及大學以上學歷者就

業比例較高；職業方面，「私部門職員」占比最高，在 39.7%-44.9%間，其次為「私部門管

理階層及專業人員」，比例為 21.4%-28.3%，較男性低一成左右，約可見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現象，另「中小企業老闆」、「私部門企業負責人」合計在 6.6%-4.4%間，亦低於

男性。 

進一步觀察疫情前後變化，大學畢業者比例大致呈現疫情初期下降而後逐年上升趨勢，

碩士以上學歷者則由占比持平，疫後轉為上下波動情形，整體變動與男性持續漸增走向略

有差異；職業部分，「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由 2019年的 28.3%減至 2022年的 21.4%，

與疫情前相較呈現下降趨勢，亦為 2017-2022年間之低點，而「私部門職員」比例則自疫

情前 1 年的 40.7%增加 4.2 個百分點至 44.9%，兩種職業比例變化趨勢雖與男性相似，惟

女性之增降幅均高於男性，整體變動較大。 

表 4 20-64歲女性樣本描述統計(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 年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年齡       

20-24歲 5.3 3.6 4.3 4.2 3.4 4.3 

25-29歲 9.1 10.6 10.8 11.7 11.7 10.4 

30-34歲 13.4 13.1 12.4 11.9 11.8 12.4 

35-39歲 16.5 16.7 15.2 13.2 14.9 14.4 

40-44歲 15.2 17.9 17.0 16.2 17.4 16.4 

45-49歲 13.9 13.9 13.5 15.0 13.0 13.9 

50-54歲 13.4 11.4 13.1 12.6 13.9 12.1 

55-59歲 7.9 8.4 8.9 9.1 9.1 9.8 

60-64歲 5.3 4.4 4.7 6.0 4.8 6.4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0.9 0.9 0.9 0.5 0.4 0.4 

國中 1.8 1.8 1.5 1.9 1.2 1.5 

高中職 16.1 14.5 14.1 13.7 11.3 12.7 

專科 16.1 15.5 14.6 16.2 14.4 12.8 

大學 47.5 49.4 50.9 48.9 50.8 52.9 

碩士(研究所)以上 17.4 18.0 17.8 18.6 21.6 19.6 

未回答 0.1 0.0 0.1 0.2 0.4 0.1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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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8年 2019 年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軍公教人員 11.3 12.6 11.9 11.6 11.9 12.9 

中小企業老闆 3.4 3.5 2.9 3.9 2.9 3.3 

私部門企業負責人 3.2 2.8 1.7 2.4 2.0 1.1 

私部門管理階層及

專業人員 

25.1 24.4 28.3 25.2 24.7 21.4 

私部門職員 41.9 40.9 40.7 39.7 42.0 44.9 

私部門勞工 15.0 15.8 14.4 17.2 16.5 16.4 

農林漁牧 0.1 0.1 0.1 0.1 0.1 0.0 

樣本數 (2515) (1983) (3083) (2797) (1638) (1688) 

 註：括號內為人數 

二、 男性與女性就業人口比例趨勢變化 

表 5 顯示 2017-2022 年臺北市 20-64 歲整體就業人口比例約在七成上下(69.7%-

72.7%)，在男性方面，就業比例在 79.2%-81.7%間，卡方檢定顯示各年比例無明顯差異，

女性部分，就業比例介於 60.8%-65.6%，比例變化在疫情初期略為下降而後逐年增加，與

調查年份呈現顯著相關。綜合來說，男性就業無明顯變化，女性就業比例則隨時間增加，

是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因女性就業比例本就有隨時間緩慢上升趨勢(張晉芬，2017)，

故尚無法判斷此增加情形屬自然上升範圍還是受疫情影響所致。 

在就業比例性別差距部分，臺北市女性就業比例普遍低於男性，而隨女性就業比例逐

年增加，兩者差距亦逐漸縮小至 2022年的 13.6 個百分點。進一步利用兩個樣本比例檢定

比較7各年間性別差距是否具顯著差異，結果為 2017 年與 2022 年及 2021 年與 2022 年兩

種組合具顯著差異，顯示疫情後就業比例的性別差異確有縮小。 

表 5 臺北市 20-64歲就業人口比例(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總計 70.2 69.7 71.9 71.2 72.7 72.5 

男 80.2 79.2 81.7 81.5 81.0 80.5 

女 60.8 60.8 63.1 61.9 64.9 66.9 

性別差距 19.4 18.4 18.6 19.6 16.1 13.6 

註：整體樣本卡方值=20.663，df=5，p＜.01；男性樣本卡方值=10.283，df=5，p＜.1(.068)；女性樣本

卡方值=21.925，df=5，p＜.01。 

                                                      
7 表 5 的完整表格(包含卡方檢定事後比較及兩個樣本比例檢定結果)請見附錄的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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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以人力資源調查資料進行討論，由於此調查屬全國性調查，有臺北市外其他縣市資

料，為探究臺北市就業人口性別差距的相對大小，了解性別不平等程度，這裡將同時呈現

全國資料進行比較。 

由表 6得知，在臺北市部分，無論男女其就業比例均與調查年份相關，從數字來看，

疫情前男女就業比例均無太大變化，疫情後男性就業比例顯著下滑，從 2020 年的 75.3%減

少 1.7個百分點至 2021 年的 73.6%，而女性就業比例雖亦有下降，但變動幅度小於男性，

結果與利用市政議題民調資料所作分析有所差異，待 2022 年調查資料釋出可再觀察。性

別差距部分，2018年後男女就業比例逐年縮小，疫情後差距減少情形更為明顯，趨勢與使

用北市府民調分析結果相同。 

在全國資料部分，疫情前後可能因我國疫情相較他國輕微，對產業影響小，整體就業

人口比例變動不大；若以性別觀察，無論男女於疫情後就業比例皆有些微下滑，且下滑幅

度相同，同為 0.9個百分點，與臺北市男性比例下滑較多的情形不同；就業比例性別差異

部分，雖大致呈現逐年減少趨勢，惟整體縮小幅度少，不似臺北市明顯，疫情後差異甚為

持平狀態，亦與臺北市情形不同。 

表 6 臺北市與全國 20-64歲就業人口比例比較(單位：%) 

臺北市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總計 65.8 66.1 67.0 67.6 66.4 

男 74.0 74.5 74.7 75.3 73.6 

女 58.3 58.3 59.8 60.4 59.8 

性別差距 15.6 16.2 15.0 14.9 13.9 

全國(未含臺北市)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總計 68.1 68.8 69.8 69.9 69.0 

男 76.7 77.2 78.0 77.9 77.0 

女 59.0 59.9 61.2 61.6 60.7 

性別差距 17.7 17.3 16.8 16.3 16.3 

註：1.臺北市：整體樣本卡方值=32.408，df=4，p＜.001；男性樣本卡方值= 34.330，df=4，p＜.001；

女性樣本卡方值=28.403，df=4，p＜.001。 

    2.全國：整體樣本卡方值=468.567，df=4，p＜.001；男性樣本卡方值= 161.167，df=4，p＜.001；

女性樣本卡方值=373.944，df=4，p＜.001。 

3.資料來源：2017-2021 年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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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疫情對性別間工作型態之影響 

2021 年 1 月疫情平穩，除了零星個案與部立桃園醫院群聚案外，此前本國已約 8 個

多月無確診個案，累積確診人數僅約 800多名，由表 7可知多數市民當時照常出勤沒有改

變，有在家上班經驗的在二成上下，而相較男性，女性在家上班比例稍高但差距不大，卡

方檢定亦無顯著差異，表示工作型態與性別間未存在相關性。2021年 8月，臺北市疫情正

從 4月三級警戒逐漸緩和，此次在家上班比例較同年 1月大幅提高，顯見疫情的影響，其

中 54.4%男性表示在過去 3 個月間曾在家上班，女性則有 60.4%，女性比例較高且性別差

距有增大情形，惟卡方檢定結果顯示工作型態與性別間仍無相關。至 2022 年 5 月政策採

與病毒共存模式病例大量累積，北市府民調再次詢問市民工作型態有無改變，分別有 44.2%

男性及 49.6%女性表示變成在家上班，卡方檢定結果顯著，進一步事後比較，發現具顯著

性別差異的為「完全在家上班」者，惟該分類樣本少誤差較高，但此結果讓我們觀察到就

臺北市來說，因在家工作情形普遍，性別差異可能較小，但若區分強度，則有女性占比較

高現象。 

整體而言以上述結果來看，臺北市女性在家上班比例在疫情各階段均高於男性，但男

性亦有相當比例居家辦公，兩者差距不若預期大，女性僅在「完全在家上班」部分比例顯

著高於男性。 

表 7 臺北市疫情下 20-64歲人口工作型態的性別差異(單位：%) 

 2021年 1月  2021年 8月  2022年 5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完全在家上班 2.5 1.3  17.9 18.9  4.6 10.5 

部分在家上班 16.0 19.0  36.5 41.5  39.6 39.1 

照常出勤無改變 79.6 77.5  43.4 37.4  51.2 48.6 

本來就在家上班 2.0 2.3  2.3 2.2  4.6 1.8 

樣本數 (407) (311)  (274) (265)  (285) (220) 

註：1、2022年 5月調查選項除表格已列內容外，尚有「沒有，本來就部分出勤、部分在家上班沒有改

變」，為利比較分析，將其列入「沒有，照常出勤沒有改變」選項計算。 

    2、2021年 1、8月資料卡方檢定未達顯著，2022年 5月資料：卡方值=9，df=3，p＜0.05。 

    3、括號內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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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以 2021年 10月的「人力運用調查」瞭解及比較臺北市與全國遠距或居家上班

情形及其是否具性別差異。從表 8 可知，臺北市採遠距或居家上班的比例(47.5%)明顯高

於全國(15.1%)8，從性別分布觀察，無論臺北市或全國，女性遠距或居家上班比例均高於

男性，惟兩者差距有所不同，臺北市男女差距為 11.6 個百分點，高於全國的 6.4 個百分

點。 

綜合北市府民調與人力運用調查結果，可發現臺北市女性在家工作比例均高於男性，

但進一步卡方檢定結果卻相異，可能因兩種調查問法不同所致；北市府民調除 2021 年 1

月外，其他兩次皆於確診數快速累積時詢問民眾在「該段期間」上班型態有無變化，在疫

情嚴峻下企業及政府為維持運作，居家辦公模式有較大機率為規定而非選擇，可能稀釋性

別解釋力，男女有別僅表現在居家辦公的程度上；人力運用調查部分則詢問有疫情以來工

作模式的變化，觀察時間長，民眾除強制亦有視需求選擇居家上班的空間，可能較可觀察

出性別影響力。 

表 8 臺北市與全國 20-64 歲人口遠距/居家上班情形比較 (單位：%) 

 臺北市  全國(未含臺北市)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有遠距或居家上班 41.7 53.3 47.5  12.2 18.6 15.1 

沒有遠距或居家上班 58.3 46.7 52.5  87.8 81.4 84.9 

樣本數 (918) (911) (1829)  (10777) (9087) (19864) 

註：1.臺北市：卡方值=24,786，df=1，p＜.001；全國：卡方值=155.101，df=1，p＜.001。 

2.資料來源：2021年人力運用調查(調查月份：10月)。 

伍、 結論與討論 

一、 臺北市就業比例性別差距普遍較全國少，且疫情後有明顯縮小趨勢 

經過上面的統計分析，從 2017-2021年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可知，相較全國，臺北市 20-

64歲就業比例的性別差距普遍較小，且在疫情後差距持續縮短，用北市府民調資料分析亦

                                                      
8另新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等其他五都採遠距或居家上班比例分別為 31%、15%、15.4%、12.3%、

8.7%，其中全國三級警戒期間，新北市同臺北市皆為疫情嚴重區域，惟臺北市居家上班比例仍高於新北市

16.5個百分點，顯見疫情下臺北市民工作型態有相當程度的變動，也代表相較其他縣市，對臺北市而言，

工作型態改變對民眾生活影響是更重要的議題，值得進一步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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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察到同樣趨勢，說明在就業的性別平等上，臺北市勞動市場表現較全國整體為佳，疫

情後甚有男女差距明顯減小趨勢，與國外資料指出疫情不利女性就業與職涯發展、就業市

場的性別差距將會擴大的觀察結果有所不同。 

進一步探討性別差異縮小的原因，從北市府民調資料來看，女性就業比例有逐年增加

趨勢，且疫情後增幅加大，男性就業比例則無顯著變動，而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則顯示男性

就業比例於疫情後顯著下降，兩種資料得出之趨勢不同9，本文研究假設 1「疫情對臺北市

男性就業有較負面影響，男性就業比例在疫情後有下降趨勢」未能獲得穩定實證結果。 

若原因偏向與女性就業比例增加有關，整體來看，我們應要為女性工作機會增加感到

高興，臺北市性別平等進程在疫情下仍有別於國外趨勢呈現正向發展，惟在這看似美好的

景象下存在著一絲隱憂：在前面的描述統計中，疫情後女性為「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

員」的比例逐年降低(從 2019年的 28.3%降至 2022 年的 21.4%)，「私部門職員」比例則逐

年增加(從 2019 年的 40.7%增至 2022 年的 44.9%)，故雖看似有工作的女性變多、就業市

場對女性越來越友善，但實質上平均薪資可能卻是下降的10，甚或落入非典型工作中，就

業不穩定的風險擴大，反而增加了女性工作貧窮化的機率(林宗弘等，2011)，這時我們就

要對女性就業比例增加有助性別平等這個推論打上問號了。 

而若差距縮小原因較偏向與男性就業比例減少相關，除需關注男性間就業不平等情形，

亦要留意職業性別隔離在後疫情時代可能使性別就業比例差距又有擴大的可能。根據本研

究描述統計，在有工作的 20-64歲男性中，疫情後碩士以上學歷者比例逐漸提高，高中職

學歷者比例則較疫情前明顯降低，再從文獻資料可知，疫情加速了無接觸、遠端服務等科

                                                      
9
 北市府民調為電話訪問，推論母體是所有可用市話訪問接觸到的臺北市民；人力資源調查的資料蒐集方

法是以戶籍資料進行分層二階段隨機抽樣的面對面訪問，推論母體為設籍臺北市的市民，兩種調查雖皆可

推論至「全體臺北市民」，惟從推論母體觀察，兩種調查「可實際接觸到之臺北市民」略有不同，若再考

量調查執行方式對「可實際接觸到之臺北市民」的限制(例如在電訪調查中，男性拒訪率較高，最後可訪

問到的受訪者會比理論上範圍小)，兩種推論母體代表的「全體臺北市民」實質上有更大的差距，此可能

也讓兩種資料在同一主題的分析上有不同的結果。 
10
 從 2021 年 7月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來觀察，以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經常性薪資為例，專業人員

為 58,852元，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為 45,726元，皆高於事務支援人員的 35,658 元、基層技術工及勞

力工的 27,536元；而本府民調職業分類的「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接近前述專業人員、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私部門職員」則接近事務支援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之定義，由此推論，「私部門管

理階層及專業人員」比例的降低及「私部門職員」比例的增加可能會拉低女性的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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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發展，這些新興產業所需人力多為高學歷者，且曾受過相關學科訓練者男性比例較高，

疫情導致的產業結構變動可能讓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的臺北市男性就業狀況日益嚴峻，

與此同時，若求學時期女性就讀理組比例仍大幅低於男性11，會使女性不易參與疫情下的

這些新興科技產業，將不利臺北市未來的性別平等發展。 

綜合前述討論，就業比例的性別差距縮小無論偏向何種原因都應抱持戒慎恐懼的心態，

持續推動性平工作，讓性別平等的進步非僅表現在數字上，而是真的能讓民眾能感受得到。 

二、 臺北市疫情期間居家辦公比例明顯高於全國，其中女性比例皆高於男性，惟男性亦

有相當比例居家辦公，兩者差距不若預期大 

人力運用調查結果顯示，臺北市整體居家辦公比例(47.5%)明顯高於全國(15.1%)，

兩者差距達 32.4個百分點，可能與受臺北市於 2021年曾經歷疫情三級警戒，企業及政

府機關必須強制推行居家辦公來維護員工生命安全及維持組織運作有關；在居家辦公的

性別差異部份，無論是北市府 3次民意調查或是人力運用調查，女性比例皆高於男性，

進一步比較有無顯著差異，北市府民調結果可能受限訪問時間點和題目問法，在家上班

比例與性別大致無相關，僅於 2022年 5月調查中女性「完全在家上班」比例顯著高於男

性，而人力運用調查結果則顯示居家辦公比例有顯著性別差異，女性在家工作的比例明

顯高於男性，故研究假設 2「臺北市民疫情期間在家工作比例有性別差異，其中女性在

家工作比例較高，男性比例較低」亦未能有穩定結果，由於疫情變化牽動整體社會運

作，從組織到個人行為都受其影響，居家辦公與性別的關係可能也在疫情的各個階段有

不同樣貌。 

又或者臺北市在女性、男性居家辦公比例皆較高情形下，觀察家務分工情形可能更

可看見性別的作用力及影響力，同時也更具意義。國外疫情嚴峻封城期間皆需待在家

裡，不論父母親居家辦公比例皆高，一份由非政府組織 Lean In在美國所做的調查發

現，美國女性每週平均比男性多花 7.4小時照顧小孩、7小時處理家務(陳立寧，

2020)，呈現父母雙方同在居家辦公的狀況下，性別間家務分工的極度分配不均，不過亦

                                                      
11
 根據教育部 2021年統計處資料，該年就讀「工程及工程業」學門的男性為 28,438 人、女性為 4,791

人，就讀「資訊統訊科技」學門的男性為 10,084人、女性為 4,173人，呈現女性大幅低於男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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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透過在家工作這種彈性上班模式，可增加與配偶、孩子相處的時間，有助

夫妻與親子關係增進和維持(Nur Afiqah Akmal Abdullah et al., 2020)，可見居家辦

公有其正面及負面的效果。而以上皆為在國外社會脈絡下所進行的研究，國內狀況尚未

可知，故若能知曉疫情期間國內或臺北市民眾在居家辦公下的生活與家務分工狀況，將

有助更深入且更完整了解疫情對臺灣社會性別平等的影響。另臺北市在居家辦公比例普

遍較高的情形下，也意味著有更多民眾可能面臨家務與工作蠟燭兩頭燒、家庭暴力等議

題，政府可多關注此現象並給與支持，促進性別平等，讓市民的生活能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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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錄 

附表 1 研究變項來源及測量 

研究變項 資料來源 變項使用問題 

是否工作 2017 年 1月-2022年 8

月北市府民調資料 

請問您目前的職業？ 

(1)軍公教人員 

(2)中小企業老闆  

(3)私部門企業負責人 

(4)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 

(5)私部門職員 

(6)私部門勞工 

(7)農林漁牧 

(8)學生 

(9)家管 

(10)失業/待業 

(11)退休 

2017-2021年人力資源

調查 

上週你有沒有在做工作？ 

(1)從事某種工作 

(2)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3)家事餘暇從事工作 

(4)有工作而未做 

(5)無工作在找工作(含登記求職)或已找工作

在等待結果 

(6)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 

(7)求學及準備升學 

(8)料理家務 

(9)高齡、身心障礙 

(10)傷病或健康不良(不含身心障礙) 

(11)賦閒 

(12)現役軍人、監管人口、失蹤人口 

(13)其他 

是否因疫情在

家上班 

2021 年 1月北市府民調

資料 

請問過去一年，您有沒有因疫情的關係變成

在家上班?  

(1)有，完全在家上班 

(2)有，部分時間在家上班 

(3)沒有，照常出勤沒有改變 

(4)沒有，本來就在家上班 

(96)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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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變項 資料來源 變項使用問題 

(97)不知道 

(98)未回答 

 

 

 

 

 

 

 

2021 年 8月北市府民調

資料 

 

請問過去 3個月，您有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變成在家上班? 

(1)有，完全在家上班 

(2)有，部分時間在家上班 

(3)沒有，照常出勤沒有改變 

(4)沒有，本來就在家上班 

(96)沒意見 

(98)未回答 

 2022 年 5月北市府民調

資料 

 

今年 4月之後國內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持續

增加，請問您有沒有因為這波疫情的關係變

成在家上班? 

(1)有，完全在家上班 

(2)有，部分時間在家上班 

(3)沒有，照常出勤沒有改變 

(4)沒有，本來就在家上班 

(5)沒有，本來就部分出勤、部分在家上班沒

有改變 

 2021 年人力運用調查

(調查月份：10月) 

您是否因疫情而曾「遠距工作」或「居家上

班」 

(1)是 

(2)否 

 

附表 2 臺北市 20至 64 歲就業人口比例(單位：%) 

 (1) (2) (3) (4) (5) (6) 多重比較檢定

(Bonferroni)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總計 70.2 69.7 71.9 71.2 72.7 72.5 1,5 2,3 2,5 

男 80.2 79.2 81.7 81.5 81.0 80.5 - 

女 60.8 60.8 63.1 61.9 64.9 66.9 1,5 1,6 2,5 2,6 

性別差距 19.4 18.4 18.6 19.6 16.1 13.6 1,6 4,6 

註：1、整體樣本卡方值=20.663，df=5，p＜.01；男性樣本卡方值=10.283，df=5，p＜.1(.068)；女性樣

本卡方值=21.925，df=5，p＜.01，以上多重比較部份採 Bonferroni's method；性別差距部分則

採兩個樣本比例檢定(Two-sample test of proportions)。 

     2、括號內數字為事後比較分群代號，欄位中標註即為有顯出差別之組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