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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及女性意識抬頭，女性勞動力在勞動

市場中逐漸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為進一步探究臺北市女性婚育與勞

動力參與情形，本文係藉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民國102年｢婦女婚育與

就業調查｣結果進行分析探討，其主要結果摘述如下: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歲以上女性未婚率為34.02%，25至49歲未婚

女性之未婚最主要原因，以｢尚未遇到適婚對象｣為主，而｢能有穩定的

工作收入｣則可提升未婚女性之結婚意願，顯示合適對象及經濟能力成

為未婚女性進入婚姻考量的條件。15至49歲有偶(同居)想(再)生育女性生

育意願之主要度，以｢給予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助｣為主，顯示托育補

助對於想(再)生育女性生育意願之重要性。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目前無工作已婚女性過去就業經歷，

｢因結婚及生育(懷孕)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共占43.04%，顯示仍有多數

女性因結婚或生育退出就業市場。另15至64歲已婚女性中，曾因結婚離

職及曾因生育(懷孕)離職女性分別占13.42%及16.89%，其中曾恢復工作

者皆不到5成，分別為37.17%及44.01%，而已婚女性曾因結婚後離職主

要原因為｢準備生育(懷孕)｣，占74.01%；已婚女性曾因生育(懷孕)後離

職主要原因為｢照顧子女｣，占63.33%，由此可知婚育因素降低了已婚女

性再次進入勞動市場。 

為改善上述現象，臺北市政府藉由舉辦未婚聯誼及提供就業機會業

以降低未婚女性對結婚之顧慮，另致力提升托育的質與量，並增加育兒

補助等政策，鼓勵婦女生育，希望經由推動完善社會福利措施，建構婦

女友善的婚育及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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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婦女婚育及勞動參與概況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及女性意識抬頭，女性勞動力在勞

動市場中逐漸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女性人力資源的開發與運用便

顯得格外重要。而社會與婚姻價值觀的改變，更影響了女性婚育意願

與教養之態度。 

為了解臺灣地區女性婚育與勞動參與等情形，提供政府相關資訊，

並制定女性婚育與勞動等相關政策，行政院主計總處自民國68年至77

年間，每年隨人力資源調查(原勞動力調查)，附帶辦理｢婦女婚育與就

業調查｣，惟受限於經費等因素，自77年8月辦理之後，改採不定期辦

理，截至102年止共計辦理17次。 

民國102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係以102年8月17日為資料標

準日，並以居住於臺灣地區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戶內年滿15

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本國籍女性民間人口為訪查對象（不包括武

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本文係依據本次調查結果(調查報告書於103年4月公布)就臺北市

婦女婚育(含婦女婚姻概況、婦女生(養)育子女概況、婦女料理家務時

間概況)、婦女勞動及婦女婚育與勞動參與間聯繫情形等面向進行分

析探討，提供政府開發女性潛在勞動力、制定人口政策及福利之參

據。 

貳、婦女婚育概述 

一、女性未婚情形 

(一)女性未婚率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歲以上女性未婚1率為34.02%，較上次

                                                      

1 未婚係指未曾結婚或未曾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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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99年7月)增加0.75個百分點，且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次下降，其

中15至19歲者及20至24歲者尚以求學為主，未婚率高達9成以上。

另比較102年與99年各年齡別差異，除35至39歲者未婚率下跌之外，

其餘年齡別未婚率皆上升，而25至29歲者與30至34歲者為一般女性

適婚之年齡，則分別上升2.72個百分點與2.32個百分點。(詳表1) 

表 1  臺北市 15歲以上女性未婚率-年齡別 

                                                      單位:% 

年齡別 99年 7月 102年 8月 增減百分點 

總平均 33.27 34.02 0.75 

15-19歲 100.00 100.00 0.00 

20-24歲 99.54 99.95 0.41 

25-29歲 84.42 87.14 2.72 

30-34歲 51.65 53.97 2.32 

35-39歲 32.68 26.25 -6.43 

40-44歲 23.96 24.42 0.46 

45歲以上 6.40 10.46 4.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本表未婚率係指該年齡層未婚女性占該年齡層全體女性之比率。 

(二)未婚女性未婚原因 

進一步探究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25至49歲未婚女性未婚之最

主要原因，以｢尚未遇到適婚對象｣為首，占60.18%，其次為｢經濟

因素｣，占10.25%，而｢求學因素｣與｢工作因素｣各占7.21%與6.26%。

若與99年相較，以｢尚未遇到適婚對象｣下跌近5個百分點最多，但

仍為女性未婚最主要原因之冠，另值得注意的是｢求學因素｣與｢經

濟因素｣在這3年間分別增加3.5個百分點及3.4個百分點，顯示女性

價值觀變化，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經濟條件考量，降低了女性進

入婚姻的意願。(詳表2) 

(三)未婚女性結婚意願因素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25至49歲未婚女性扣除即將在半年內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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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婚者及不想結婚者外，提升其結婚意願之主要度係以｢能有穩定

的工作收入｣占39.27%為主，其次為｢丈夫及其家人願分擔家務並對

生育計畫有共識｣與｢落實性別工作平權，提供已婚女性可兼顧家庭

之工作環境｣，分占15.37%與14.50%。另與99年比較，則以｢能有穩

定的工作收入｣增加4.4個百分點最多，加上前述未婚最主要原因｢

經濟因素｣增加3.4個百分點來看，得知近年來未婚女性對於經濟條

件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詳表3) 

表 2  臺北市 25至 49歲未婚女性之未婚最主要原因 

                                                      單位:% 

年月別 總計 

即將在

半年內

結(訂)
婚 

尚未

遇到

適婚

對象 

工作 

因素 

求學 

因素 

經濟 

因素 

不願承

擔家庭

責任 

擔心

婚姻

不幸

福 

其

他 

 99年 7月 100.00 4.73 65.04 6.11 3.71 6.85 3.70 4.46 5.40 

102年 8月 100.00 4.63 60.18 6.26 7.21 10.25 2.23 3.80 5.44 

增減百分點 -- -0.10 -4.86 0.15 3.50 3.40 -1.47 -0.66 0.0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其他｣包含年齡及照顧家人等因素。 

表 3  臺北市提升 25至 49歲未婚女性結婚意願因素之主要度 

單位:% 

年月別 總計 

提供

新婚

者購

物貸

款利

息補

貼 

提供結

婚津貼

或提供

已婚者

賦稅減

免 

落實性

別工作

平權，提

供已婚

女性可

兼顧家

庭之工

作環境 

丈夫及

其家人

願分擔

家務並

對生育

計畫有

共識 

多舉辦

未婚聯

誼(媒
合)活動 

能有穩

定的工

作收入 

其

他 

 99年 7月 100.00 12.40 13.31 14.43 12.44 9.70 34.87 2.86 

102年 8月 100.00 10.20 7.31 14.50 15.37 9.83 39.27 3.53 

增減百分點 -- -2.20 -6.00 0.07 2.93 0.13 4.40 0.6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1.提升結婚意願因素主要度之權值，最主要因素為 3，次要因素為 2，再次要 

          因素為 1，主要度計算方式係為該項目加權後總計占所有項目加權後總計之比
率。2.｢其他｣包含婚前教育與諮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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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初婚與生育子女情形 

(一)女性初婚情形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歲以上已婚2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6.46

歲，較99年增加0.98歲，顯示目前適婚女性愈趨晚婚，若就各年齡

別觀察，係以35至39歲者(28.98歲)為最高，且較99年增加最多，而

一般女性適婚年齡，即25至29歲者與30至34歲者之平均初婚年齡則

分別為26.19歲與28.01歲，較99年分別晚了1.66歲與1.19歲，另其餘

年齡層除20至24歲者以外皆有延後之現象。(詳表4) 

表 4  臺北市 15歲以上已婚女性之初婚年齡 

單位:歲 

年齡別 99年 7月 102年 8月 增減數 

總平均 25.48 26.46 0.98 

15-19歲 - - - 

20-24歲 21.00 20.00 -1.00 

25-29歲 24.53 26.19 1.66 

30-34歲 26.82 28.01 1.19 

35-39歲 27.16 28.98 1.82 

40-44歲 26.71 27.77 1.06 

45-49歲 26.55 27.30 0.75 

50-54歲 25.33 26.47 1.14 

55-59歲 24.99 26.47 1.48 

60-64歲 24.98 25.68 0.70 

65歲以上 23.79 24.10 0.3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二)生育子女情形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歲以上已婚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數為2.06

人，較99年減少0.16人。若按各教育程度觀察，其中以｢國中以下｣

                                                      

2 已婚係含結婚、同居、離婚、分居及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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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者生育子女3.37人最多，｢大專以上｣者1.72人最少，若與99年

相較，則｢國中以下｣與｢高中職｣之已婚女性生育子女數皆有微幅增

加，而｢大專以上｣已婚女性生育子女數則呈減少之情形，顯示已婚

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數隨教育程度提高而遞減，且高學歷者情況未見

改善。(詳表5) 

表 5  臺北市 15歲以上已婚女性之生育子女數-教育程度別 

                                                 單位:人 

年月別 平均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以上 

 99年 7月 2.22 3.24 2.21 1.81 

102年 8月 2.06 3.37 2.27 1.72 

增  減  數 -0.16 0.13 0.06 -0.0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民國102年8月提升臺北市15至49歲有偶(同居)想(再)生育女性

生育意願之主要度，以｢給予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助｣占26.24%為

主，其次為｢發放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與｢提供鼓勵生育工作

環境(工時彈性、在家工作、附設幼兒園或托嬰中心、延長產假等｣，

各占25.08%與15.94%。 

另與民國99年比較，以｢發放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增加

1.66個百分點居冠，其次為｢丈夫(同居人)或家人願分擔家務及育兒

工作｣，增加了1.60個百分點，而｢提供未成年子女教養支出之稅賦

減免｣及｢提供鼓勵生育工作環境(工時彈性、在家工作、附設幼兒

園或托嬰中心、延長產假等)｣則呈現減少情形，分別下跌3.41及2.80

個百分點，顯示越來越多的有偶(同居)女性感受到育兒經濟及照顧

人力之壓力。(詳表6)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49歲已婚生育女性生育第1胎之平均

年齡為29.09歲，較99年增加0.75歲。另與99年比較，在年齡別中，

15至24歲者在這3年間生育第1胎之年齡下降了1.51歲，而25至49歲

者則增加了0.74歲。在教育程度方面，除國中及以下生育第1胎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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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略減之外，其餘皆為略增情形，顯示隨教育程度愈高，已婚女性

第一胎的生育年齡也愈高。(詳表7) 

表 6  提升臺北市 15至 49歲有偶(同居)想(再)生育女性 

生育意願因素之主要度 

單位:% 

項目別 99年 7月 102年 8月 增減百分點 

總計 100.00 100.00 -- 

提供人工生殖補助 6.05 7.48 1.43 

給予 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
助 

25.44 26.24 0.80 

給予養育 2名及以上子女家
庭優先承購國宅、申請外傭

或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8.47 8.90 0.43 

發放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
津貼 

23.42 25.08 1.66 

提供未成年子女教養支出

之稅賦減免 
12.40 8.99 -3.41 

提供鼓勵生育工作環境(工
時彈性、在家工作、附設幼

兒園或托嬰中心、延長產假

等) 

18.74 15.94 -2.80 

丈夫(同居人)或家人願意分
擔家務及育兒工作 

3.72 5.32 1.60 

其他 1.76 2.04 0.2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提升生育意願因素主要度之權值，最主要因素為 3, 次要因素為 2, 再次要因 
         素為 1，主要度計算方式係為該項目加權後總計占所有項目加權後總計之比 
         率。 

表 7  臺北市 15至 49歲已婚生育女性生育第 1胎之平均年齡 

-年齡及教育程度別 

單位:歲 

年月別 平均 
年齡 教育程度 

15-24歲 25-49歲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99年 7月 28.34 22.51 28.35 24.47 26.58 29.55 
102年 8月 29.09 21.00 29.09 24.16 26.83 29.89 
增  減  數 0.75 -1.51 0.74 -0.31 0.25 0.3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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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養育子女情形 

民國102年8月15至49歲已婚現有子女其最小子女未滿3足歲照

顧方式，主要以｢自己與丈夫｣照顧居多，占39.28%，其次｢父母｣

與｢褓姆｣照顧，各占36.06%及21.09%，而｢自己與丈夫｣與｢父母｣

兩者共占75.34%，顯示家長仍偏好直系親屬來照顧幼兒。102年最

小子女3至未滿6足歲則以｢幼兒園｣托育為主，占55.73%，其次則為

｢自己與丈夫｣，占22.87%，係因｢幼兒園｣帶給孩童學前教育課程以

及讓孩童體驗團體生活，幫助孩童能夠快速銜接爾後的小學生活，

故成為多數家長的選擇。 

另與民國99年比較，在最小子女未滿3足歲部分，｢自己與丈夫

｣在這3年間下跌了5.60個百分點，｢父母｣與｢褓姆｣分別增加了2.99

個百分點及2.85個百分點。在最小子女3至未滿6足歲的部分，｢自己

與丈夫｣與｢父母｣在這3年間各下跌了4.20個百分點及2.15個百分點，

反之｢幼兒園｣增加4.52個百分點最多，係因雙薪家庭增多，無法僅

由夫妻自身來照顧。(詳表8) 

表 8  臺北市 15至 49歲已婚現有子女女性最小子女照顧方式 

單位:% 

項目別 
99年 7月 102年 8月 

最小子女未滿

3 足歲 
最小子女 3至
未滿 6足歲 

最小子女未滿

3 足歲 
最小子女 3至
未滿 6足歲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自己與丈夫 
(同居人) 

44.88 27.07 39.28 22.87 

父母 33.07 17.51 36.06 15.36 
褓姆 18.24 3.12 21.09 4.17 
幼兒園 0.89 51.21 1.03 55.73 
其他 2.92 1.09 2.53 1.8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 ｢幼兒園｣包含公私立幼兒園及服務機關附設幼兒園；｢其他｣包含外籍傭  
            工、其他親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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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婦女料理家務時間概況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已婚女性每天平均料理家務時間

為4.23小時，其中｢做家事｣花費家務時間最多，為2.45小時，其次是｢

照顧子女｣，為1.40小時。若僅就15至64歲已婚女性實際有從事料理

家務者(即扣除已婚但沒有從事家務之女性)觀察，平均料理家務時間

係以｢照顧子女｣3.15小時為最高，其次是｢做家事｣，為2.51小時。若

依年齡別觀察，發現年齡愈大，其平均料理家務時間愈趨減少之外，

隨著子女長大，需要照顧子女的時間也減少，故多數時間逐漸移轉到

做其他家事上。(詳表9) 

表 9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每天平均料理家務時間 

           民國 102年 8月                         單位:時 

年齡別 總計 

照顧子女 照顧老人 照顧其他家人 做家事 

 實際 
從事者 
平均 

 實際 
從事者 
平均 

 實際 
從事者 
平均 

 實際 
從事者 
平均 

總計 4.23 1.40 3.15 0.15 1.64 0.22 2.15 2.45 2.51 
15-24歲 12.00 8.00 8.00 - - - - 4.00 4.00 
25-49歲 4.63 2.34 3.42 0.12 1.38 0.08 1.10 2.09 2.16 
50-64歲 3.76 0.31 1.86 0.18 1.92 0.38 2.80 2.88 2.9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其他家人係指子女與老人(65歲及以上親屬)以外之其他家人。 

參、婦女勞動概述 

一、已婚女性工作情形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已婚女性中婚前有工作者比率為

91.71%，較99年增加2.55個百分點，而目前有工作者比率則為58.43%，

亦較99年增加3.25個百分點，顯示婚前有工作比率與目前有工作比率

皆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增加。(詳表10)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已婚女性婚前及目前工作之職業

別，皆以｢事務支援人員｣、｢技術人員｣及｢專業人員｣為多數，其3項

共占83.08%及72.82%。另與99年比較，在婚前有工作的部分，以｢專

業人員｣增加最多，達7.32個百分點，其次為｢技術人員｣，為3.95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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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而減少最多的為｢事務支援人員｣與｢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分別

減少4.96及4.47個百分點。而目前有工作的部分係以｢專業人員｣增加

10.58個百分點最多，｢技術人員｣則減少5.53個百分點最劇，顯示越來

越多女性有自信從事高階職業。(詳表11) 

表 10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婚前與目前工作比率 

單位:% 

教育程度別 
99年 7月 102年 8月 

婚前工作比率 目前工作比率 婚前工作比率 目前工作比率 
總計 89.16 55.18 91.71 58.43 

國中及以下 71.86 35.85 77.78 38.46 

高中(職) 85.63 49.97 88.86 53.52 

大專及以上 94.56 61.85 93.62 61.4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 11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婚前及目前工作職業別 

單位:% 

職業別 
99年 7月 102年 8月 

婚前有工作 目前有工作 婚前有工作 目前有工作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民代及主管人員 1.94 8.86 1.26 9.12 
專業人員 15.28 13.41 22.60 23.99 
技術人員 31.65 36.87 35.60 31.34 
事務支援人員 29.84 17.08 24.88 17.49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98 16.06 9.90 12.87 
農事生產人員 0.21 0.07 0.15 0.21 
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10.01 7.64 5.54 4.99 
其他 0.09 - 0.09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二、已婚女性收入情形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目前有工作已婚女性平均每月經

常性收入為4萬6,513元，較99年增加3,436元，而多數女性平均每月經

常性收入落在｢30,000~39,999元｣，占27.66%，其次為｢60,000元以上｣，

占23.35%。若與99年比較，平均每月經常性收入以｢60,000元以上｣比

率增加4.42個百分點最多，反之以｢20,000~29,999元｣下降8.12個百分

點最劇。再由教育程度觀察，102年臺北市15至64歲目前有工作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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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提高，平均每月經常性收入也隨之增加(99年亦同)，

若與99年比較，各教育程度平均每月經常性收入皆有增加的趨勢，尤

以｢國中及以下｣薪資增加3,723元最多。(詳表12、13) 

表 12  臺北市 15至 64歲目前有工作已婚女性之每月經常性收入 

年月別 

平均

每月

經常

性收

入(元) 

每月經常性收入別(%) 

總計 
19,999
元以

下 

20,000
~ 

29,999 

元 

30,000
~ 

39,999 

元 

40,000
~ 

49,999 

元 

50,000
~ 

59,999 

元 

60,000
元以

上 

無酬

家屬

工作

者 

 9 9 年 7 月  43,077 100.00 4.07 17.76 23.59 14.91 12.98 18.93 7.77 

1 0 2 年 8 月  46,513 100.00 4.07 9.64 27.66 14.89 16.07 23.35 4.32 

增減數 (百分點) 3,436 -- (0.00) (-8.12) (4.07) (-0.02) (3.09) (4.42) (-3.4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 13  臺北市 15至 64歲目前有工作已婚女性之平均 

每月經常性收入-教育程度別 

單位:元 
年月別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99年 7月 25,514 33,474 48,274 
102年 8月 29,237 33,541 50,547 
增  減  數 3,723 67 2,27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三、已婚女性過去就業經歷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目前有工作已婚女性之過去就業

經歷，以｢婚前至今都有工作｣為多數，占70.89%，若與99年比較，其

｢婚前至今都有工作｣增加最多，達8.35個百分點。102年8月臺北市15

至64歲目前無工作已婚女性過去就業經歷，｢因結婚離職至今一直未

工作｣與｢因生育(懷孕)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兩者共占43.04%，若與

99年比較，｢因結婚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減少6.93個百分點，但｢因

生育(懷孕)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則增加5.25個百分點。(詳表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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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臺北市 15至 64歲目前有工作已婚女性過去就業經歷 

年月別 
人數

(千人) 

過去就業經歷別(%) 

總計 

曾因結

婚離職

已恢復

工作 

曾因生育

(懷孕)離
職已恢復

工作 

曾因其

他原因

離職已

恢復工

作 

婚前至

今都有

工作 

婚前無

工作婚

後至今

都有工

作 

 99年 7月 332 100.00 11.83 11.48 7.20 62.54 7.48 

102年 8月 361 100.00 6.00 9.05 9.85 70.89 5.4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曾因結婚、生育（懷孕）與其他原因離職之已婚女性均可重複列計，各細項合

計數大於總計。 

表 15  臺北市 15至 64歲目前無工作已婚女性過去就業經歷 

年月別 
人數 

(千人) 

過去就業經歷別(%) 

總計 

因結婚

離職又

恢復作

但現已

沒有工

作 

因結

婚離

職至

今一

直未

工作 

因生育

(懷孕)
離職又

恢復工

作但現

已沒有

工作 

因生育

(懷孕)
離職至

今一直

未工作 

其他原

因離職 

婚前

至今

均未

工作 

 99年 7月 270 100.00 5.92 27.22 5.17 17.50 31.74 13.01 

102年 8月 257 100.00 3.56 20.29 5.16 22.75 40.00 11.0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曾因結婚、生育（懷孕）與其他原因離職之已婚女性均可重複列計，各細項合

計數大於總計。 

四、已婚女性未來工作意願情形與原因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目前無工作女性未來一年希望從

事之職業以｢技術人員｣最多，占31.88%，其次為｢專業人員｣及｢事務

支援人員｣，各占27.24%及27.01%，而希望之待遇平均為3萬5,963元

(較99年增加6,176元)，另比較99年與102年希望從事職業之差異，｢專

業人員｣增加最多，達19.69個百分點，｢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下跌最

多，達15.57個百分點。(詳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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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臺北市 15至 64歲目前無工作女性未來一年 

有工作意願之情形 

年月別 
人數

(千人) 

希望從事之職業別(%) 

希望

之 
待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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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7月 63 100.00 1.29 7.55 38.68 27.10 20.83 - 4.54 29,787 

102年 8月 62 100.00 4.99 27.24 31.88 27.01 5.26 - 3.61 35,96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目前無工作女性未來一年無工作

意願原因，依婚姻狀況觀察，未婚者係以｢求學或受訓(含準備公職與

證照考試)｣最多，占86.12%，已婚者以｢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工

作｣最多，占61.75%。依年齡組觀察，15至24歲者尚為求學階段，故

以｢求學或受訓(含準備公職與證照考試)｣為首要原因，達99.82%，25

至49歲者以｢需要照顧子女｣居多，占43.10%，足見若要提升婦女之勞

動參與率，可加強子女照顧方面之政策，其次係｢家庭經濟尚可，不

需外出工作｣，為21.80%，而50至64歲者則以｢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

出工作｣最多，占75.13%。依教育程度觀察，國中及以下係以｢家庭經

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與｢健康不良｣較多，而高中(職)與大專及以上

則以｢求學或受訓(含準備公職與證照考試)｣與｢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

出工作｣為主要原因。(詳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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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臺北市 15至 64歲目前無工作女性未來一年 

無工作意願之原因 

民國 102年 8月 

項目別 
人數 

(千人) 

無工作意願原因別(%) 

總計 
想生育 
或 

再生育 

需要照顧

子女 
需要照顧

老人 
需要照顧

其他家人 

總計 368 100.00 1.19 11.82 2.73 3.20 
婚姻狀況       
未婚 137 100.00 - - 3.16 0.08 
已婚 231 100.00 1.90 18.83 2.47 5.04 

年齡       
15-24歲 101 100.00 - 0.04 - - 
25-49歲 93 100.00 4.72 43.10 2.93 1.26 
50-64歲 174 100.00 - 2.00 4.21 6.09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20 100.00 - 5.77 3.82 12.54 
高中(職) 98 100.00 - 10.18 3.31 5.63 
大專及以上 250 100.00 1.75 12.95 2.41 1.5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肆、婦女婚育與勞動參與間聯繫探討 

一、已婚女性因婚育離職情形 

民國102年8月臺北市15至64歲已婚女性中，曾因結婚離職女性占

13.42%，曾因生育(懷孕)離職女性則占16.89%。(詳表18) 

項目別 

無工作意願原因別(%) 

求學或受訓(含
準備公職與證照

考試) 

家庭經濟

尚可，不需

外出工作 

擔心與社會

脫節無法勝

任工作 
健康不良 其他 

總計 32.03 41.02 2.94 5.01 0.06 
婚姻狀況      
未婚 86.12 6.01 1.18 3.45 - 
已婚 - 61.75 3.98 5.93 0.09 

年齡      
15-24歲 99.82 - - 0.14 - 
25-49歲 18.14 21.80 1.65 6.41 - 
50-64歲 - 75.13 5.34 7.10 0.13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12 49.16 5.65 20.84 1.09 
高中(職) 31.12 37.51 3.67 8.58 - 
大專及以上 34.86 41.74 2.44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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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曾經離職者之離職情形 

102年 8月 

項目別 總計 曾因結婚離職 
曾因生育 

(懷孕)離職 
曾因其他 
原因離職 

人數(千人) 314 83 104 138 

占 15歲至 64歲 
已婚女性比率(%) 

50.80 13.42 16.89 22.3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曾因結婚、生育（懷孕）與其他原因離職之已婚女性均可重複列計，各細項合 
         計數大於總計。 

表 19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曾經離職之離職原因 

    民國 102年 8 月                       單位:% 

項目別 曾因結婚離職 曾因生育(懷孕)離職 
總計 100.00 100.00 

準備生育(懷孕) 74.01 32.81 

照顧子女 1.74 63.33 

照顧老人 1.73 - 

照顧其他家人 0.60 0.40 

健康不良 0.17 1.33 

工作地點不適合 9.20 0.88 

工作時段不適合 0.42 - 

工作收入不高 0.17 - 

工作環境不良 - - 

資遣(含解僱或被公司要求
自行離職) 

2.10 0.39 

求學或受訓(含準備公職與
證照考試) 

0.83 - 

想在自(夫)家事業幫忙或創
業 

9.03 0.86 

其他 -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臺北市15至64歲已婚女性曾因結婚後離職主要原因為｢準備生育

(懷孕)｣，占74.01%，其次為｢工作地點不適合｣及｢想在自(夫)家事業

幫忙或創業｣，分占9.20%及9.03%。而已婚女性曾因生育(懷孕)後離

職的主要原因為｢照顧子女｣，占63.33%，｢準備生育(懷孕)｣則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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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32.81%，顯示已婚婦女離職原因多以育兒為主。(詳表19) 

二、已婚女性因婚育離職其復職情形 

15至64歲已婚女性婚前有工作者中因結婚離職之比率為14.63%，

曾恢復工作者為37.17%，表示近6成3的女性因結婚後而退出職場，另

外在平均復職期間則為74.66個月，即約7年2個月的時間才恢復從事

勞動工作。續觀察教育程度及年齡別，在教育程度方面，曾恢復工作

比率以高中(職)程度最高(48.97%)，而國中及以下程度者其平均復職

期間最長，為108.05月，而年齡則呈現愈年長者曾恢復工作者比率與

平均復職期間也越高。(詳表20) 

表 20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曾因結婚離職者之復職情形 

民國 102年 8月 

項目別 
人數 

(千人) 

復職情形別(%) 占 15至 64歲 
已婚女性比率(%) 

總計 

曾恢復  未曾 
恢復 

 
平均復 
職期間

(月) 

 
結婚 
離職率 

總計 83 100.00 37.17 74.66 62.83 13.42 14.63 
年齡        

15-24歲 - - - - - - - 
25-49歲 32 100.00 35.86 56.15 64.14 9.63 10.33 
50-64歲 51 100.00 37.99 85.64 62.01 17.84 19.8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2 100.00 40.51 108.05 59.49 39.15 50.33 
高中(職) 37 100.00 48.97 81.88 51.03 24.99 28.12 
大專及以上 34 100.00 23.39 38.47 76.61 7.79 8.3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結婚離職率係指曾因結婚離職者占婚前有工作者比率。 

15至64歲已婚女性婚後因生育(懷孕)第1胎離職率為17.31%。另

15至64歲已婚女性因生育(懷孕)離職後曾恢復工作者為44.01%(較曾

因結婚離職者多出6.84個百分點)，而平均復職期間為64.30個月(較曾

因結婚離職者少10.36個月)。另曾恢復工作者比率與平均復職期間則

因年齡增長而增加，而國中及以下程度者其平均復職期間最長，為

108.72個月，大專以上則為53.90個月最短，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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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工作者比率與平均復職期間則越少。(詳表21) 

表 21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曾因生育(懷孕)離職者之復職情形 

民國 102年 8月 

項目別 
人數 

(千人) 

復職情形別(%) 占 15至 64歲 
已婚女性比率(%) 

總計 

曾恢復  未曾 
恢復 

 
平均復 
職期間

(月) 

 生育

(懷孕)
第一胎 
離職率 

總計 104 100.00 44.01 64.30 55.99 16.89 17.31 
年齡        

15-24歲 - - - - - - - 
25-49歲 61 100.00 43.56 43.23 56.44 18.40 19.80 
50-64歲 43 100.00 44.64 93.40 55.36 15.13 14.43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4 100.00 73.39 108.72 26.61 13.49 21.19 
高中(職) 32 100.00 55.10 71.55 44.90 21.90 25.72 
大專及以上 68 100.00 37.00 53.90 63.00 15.46 14.7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    明:生育(懷孕)第 1 胎離職率係指曾因生育(懷孕)第 1 胎離職者占婚後至生(懷) 

第 1胎曾工作者比率。 

表 22  臺北市 15至 64歲已婚女性曾經離職並曾恢復工作 

之復職原因 

民國 102年 8 月                       單位:% 

項目別 
曾因結婚離職 
並曾恢復工作 

曾因生育(懷孕)離職 
並曾恢復工作 

總計 100.00 100.00 
負(分)擔家計 65.25 61.52 
個人經濟獨立 6.85 4.39 
遇到理想工作機會 2.82 7.73 
子女照顧負擔減輕 8.06 13.36 
老人照顧負擔減輕 - - 
實現自我 3.37 4.03 
不願與社會脫節 2.83 3.30 
不願賦閒在家 9.55 5.67 
其他 1.28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臺北市15至64歲已婚女性曾因結婚離職並曾復職之主要原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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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負(分)擔家計｣居首，占65.25%，其次為｢不願賦閒在家｣及｢子女

照顧負擔減輕｣分占9.55%及8.06%，而已婚女性曾因生育(懷孕)離職

並曾復職之主要原因亦為｢負(分)擔家計｣，占61.52%，而其次為｢子

女照顧負擔減輕｣，占13.36%。(詳表22) 

伍、結論 

綜合上述調查結果，未婚女性晚婚現象逐漸普遍，且｢未遇合適

對象｣為女性未婚主要原因，而｢穩定的工作收入｣則能提升未婚女性

結婚意願，若要增加有偶(同居)者想再生育意願，其中｢托育費用補助

｣，｢育兒或教育津貼｣及｢提供良好的育兒措施｣等方式則有助於增加

生育率，另3歲以下育兒之照顧方式，其偏好程度依序為｢自己與丈夫

｣、｢父母｣及｢褓姆｣，3歲至6歲孩童則以｢幼兒園｣為家長心中首選之

照顧方式。 

另已婚女性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投入勞動市場的比率及平均

每月所得也隨之增加，目前已婚女性所從事之職類則以｢專業人員｣

增加最多。而已婚女性結婚後離職主要原因則為｢準備生育(懷孕)｣，

而已婚女性生育後離職主要原因則為｢照顧子女｣，因結婚或生育(懷

孕)離職並曾復職者之原因皆以｢負擔家計｣為主，不難發現婚育原因

成為女性退出職場之重要因素。 

有鑑於此，臺北市政府近年來亦致力提供一個友善環境，鼓勵婦

女婚育及就業，以厚植國力，相關成果如下: 

(一) 提供未婚男女配對活動 

    臺北市為增進市民結婚意願，102年規劃辦理4梯次未婚

聯誼活動，4梯次共計320名男女參加，成功配對82對，配對

成功率為51.25%，該未婚配對平台提供了未婚男女尋找合適

另一半的機會。 

(二) 提供就業機會 

    提升勞資雙方媒合效能，及辦理就業資源相關活動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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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讓求職就業率及求才利用率達到完善。加強輔導及訓練

特定對象就業能力，使其能在就業環境中符合雇主所需。其

中102年接受市府職業訓練之女性共4,389人，輔導就業之女

性共1萬1,523人。 

(三) 居家式兒童托育服務管理機制 

    辦理托育人員訓練課程與建立社區褓姆系統，以提升服

務品質。開放加入社區褓姆系統資格，截至102年12月底，

已開班托育人員訓練課程63班次，且參與社區褓姆系統之褓

姆人數4,025人，其中現職褓姆人數為3,810人並收托6,561名

孩童，提供無暇照顧孩童之家庭更安全及貼心的照顧方式。 

(四) 提升托嬰中心托育服務品質 

    辦理臺北市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專業人員在職研習訓

練，以提升托嬰照顧品質，自102年12月共完成350家次評鑑，

研習訓練已辦理11場次，共566人次參訓。另完成托嬰中心實

地評鑑，102年11月公告評鑑結果(甲等1家、乙等2家，丙等2

家及丁等1家)，績優者獎勵，而辦理不善者列入輔導對象，

以維護托育服務品質。 

(五) 建構一區一托嬰中心 

    提供臺北市民最完善且平價優質的托嬰服務。在12行政

區設置公辦民營托嬰中心，預計設置16至20處，總收托人數

以650至850人為目標。 

(六) 推動友善育兒措施及達成一區一親子館 

    為鼓勵生育、降低父母育兒之經濟壓力，臺北市於100

年1月1日推出助妳好孕-育兒津貼方案，102年度核發13萬

2,045名兒童，計23億4,748萬3,464元，並為營造友善生養環

境設置育兒友善園，102年度受益共22萬8,791人次，設置175

個育兒友善園及4個服務據點。另外在12行政區內設置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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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子館，其係以6歲以下兒童及照顧者為服務對象，提供

社區親子活動及相關服務，希冀透過完善之育兒措施來增加

父母之生育意願。 

(七) 提供5歲幼兒免學費、低收入戶及危機家庭幼兒就讀公幼補

助 

    臺北市為鼓勵生育，減輕市民幼兒教育負擔，提供市民

相關教育補助。102年幼兒免學費補助人數計3萬5,192人，經

費合計4億1,212萬5,750元,其中弱勢加額補助人次為8,122人，

經費合計9,701萬7,313元，而低收入戶人數計921人，經費補

助計1,176萬5,034元，危機家庭人數計46人，經費補助計1,212

萬5,559元。 

臺北市為全國首都，亦為金融、政治與文化發展中心，落實及持

續推動完善的社福政策仍是臺北市努力的方向，臺北市政府在相關局

處(民政局、勞動局、社會局及教育局等)努力之下，在人口政策、就

業機會、托嬰服務品質、育兒服務措施及教育補助上已有良好之成效，

但由於近年經濟不景氣(及經濟因素)使得女性對結婚或生育為之卻步，

如此重大課題有待中央與地方政府作解決。 

陸、參考資料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民國102年。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民國99年。 

三、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2年施政成果。 

四、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2年12月施政報告。 

五、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年12月施政報告。 

六、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02年12月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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