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概況調查實施計畫 

一、調查目的：瞭解勞工在工作職場上就業平等實況、是否因結婚或育兒

而在工作中遭到歧視等狀況，以及對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認知情形，提

供政府推動勞動政策之參考。 

二、法令依據：依據統計法第三、四條及本會組織條例第廿一條規定辦理。 

三、調查範圍及對象： 

(一)範圍：台灣地區。 

(二)調查對象：15~64 歲受僱者。 

四、調查項目： 

(一)基本資料：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時間型態、薪資、職

業別、行業別等。 

(二)職場性別平等概況：包括求職、工作分配、調薪幅度、考績、陞遷、

訓練、進修、資遣、離職或解僱等狀況因性別而遭受到不平等待遇，

及因結婚或育兒而在工作中遭受不平等待遇情形。  

(三)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情形。 

(四)各項假別申請概況：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申請概況。 

(五)對性別工作平等法、專責處理申訴單位之認知情形。 

五、資料時期：以民國 101 年 11 月之情況為準，但調查表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六、調查時期：自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至 101 年 11 月 15 日。 

七、調查方法：以電話訪問調查方式辦理。 

八、抽樣及推估方法： 

以臺灣地區電話住宅用戶為抽樣母體。按性別分為二個副母體，

各副母體分別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依地區分層 ( 分為北部地



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 )，各層依 15-64 歲受僱者比率決

定應抽樣本數。以隨機抽樣法抽出樣本「戶」，樣本戶內若符合調查

對象者有二人以上，則以戶內隨機抽樣法抽選一人做訪問對象，戶中

訪問對象經確定後不替換，以持續追踪方式直至完成訪問。預計回收

有效樣本 4,000 份(其中男性 1,000 份，女性 3,000 份)。 

資料經審查和複查後，為瞭解有效樣本之代表性，分別就年齡、

教育程度及職業進行樣本適合度檢定，若有效樣本與母體結構有不一

致時，為避免資料分析時造成推論的偏差，以「多變數反覆加權

(raking)」的方式進行加權，經加權處理後，使樣本結構在上述變數分

佈均與母體無顯著差異。 

九、資料處理：調查資料採用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配合進行。 

十、結果表式：各調查項目均分別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地區等作交

叉陳示。 

十一辦理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十二、工作時程：  

(一) 規劃設計工作：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至 101 年 10 月 20 日 

(二) 調查準備工作：民國 101 年 10 月 21 日至 101 年 10 月 31 日 

(三) 實施調查時間：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至 101 年 11 月 15 日 

(四) 調查資料之整理統計：民國 101 年 11 月 16 日至 101 年 12 月 27 日 

(五) 調查分析：民國 101 年 12 月 28 日至 102 年 2 月 18 日 

(六) 編印調查報告：民國 102 年 3 月 31 日 

十三、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本會 101 年度勞動條件處第三分支業務費及

統計業務管理業務費和 102 年度統計業務管理業務費項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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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概況 

一、調查目的：瞭解勞工在工作職場上就業平等實況、是否因結婚、懷孕、

分娩或育兒而在工作中遭到不平等待遇，以及對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認知

情形，提供政府推動勞動政策之參考。 

二、法令依據：依據統計法第三、四條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廿一

條規定辦理。 

三、調查範圍及對象：臺灣地區 15 至 64 歲受僱者。 

四、調查項目： 

(一)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性質、薪資、

職業別、行業別等。 

(二)職場性別平等概況：包括求職、工作分配、調薪、考績、升遷、訓

練、進修、資遣、離職或解僱、員工福利等性別平等狀況及是否因

結婚、懷孕、分娩、育兒或照顧家人而在工作中遭到性別不平等待

遇情形。  

(三)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情形及服務單位設置申訴性騷擾處理機制或

管道情形。 

(四)各項假別申請概況：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申請概況。 

(五)對性別工作平等法各項假別、專責處理申訴單位之認知情形及參與

職場性別工作平等宣導或教育訓練之情形。 

五、調查時期：101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3 日。 

六、調查方法：採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法(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CATI)進行。 

七、抽樣設計： 

(一)抽樣設計 

    採分層比率隨機抽樣法，將臺灣地區依縣市分為臺北市、新北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臺灣省 15 縣市等 20 層。兩性分別

依照層內 15～64 歲受僱人數占臺灣地區 15～64 歲受僱總人口數的

比率分配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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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戶抽樣方法 

    各縣市內以住宅電話號碼簿做為抽樣清冊，將電話號碼簿上的

電話號碼建成電腦檔案，以簡單隨機抽樣法，抽出樣本電話號碼。

為了使未登錄在電話號碼簿上的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抽為樣本，再

從電話號碼簿抽出的樣本號碼的最後兩位數，以隨機號碼取代。 

(三)戶內隨機抽樣 

    若於樣本戶內有二位以上的 15～64 歲受僱者，則以戶內隨機

抽樣法，按年齡順序隨機抽選一位做為訪問的對象。各縣市內，當

男性樣本數已達到時，則停止訪問男性。戶內將只從女性隨機抽選

一人繼續進行訪問。 

八、訪問結果： 

(一) 成功訪問共計 4,105 人，其中女性受僱者 3,008 人，男性受僱者 1,097

人，有效訪問比率為 34.3%。 

(二) 拒答：包括受訪者拒答 1484 人、中途拒答 367 人以及家人拒答 3,792

人。 

(三) 未完成訪問：經多次電話追蹤仍無法完成訪問者（含受訪者不在進

行約訪等）計 2,236 人。 

(四) 無人回答：包括沒有適合受訪對象、公司行號電話、空號、傳真機、

電話暫停使用、重播 4 次以上無人回應之電話等，計 48,133 個電

話號碼。 

有效訪問比率＝ 未完成訪問數拒答數成功訪問樣本數

成功訪問樣本數

++  

= 236,2792,3367484,1105,4

105,4

++++ = 34.3% 

九、樣本適合度檢定： 

有效樣本與母體資料進行卡方檢定顯示，樣本分配的年齡、教育程

度、行業及職業別與母體分配有顯著差異，因此採用多變數反覆加權法

(raking)，逐一調整樣本權數，依序按年齡、教育程度、行業、職業及地

區別等變數進行反覆調整，直至各變數之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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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各筆資料都乘以調整權數，
i i
N n

N n， i
N 和

i
n 是第 i組的母體人數和樣

本人數，而 N和n是母體總人數和樣本總人數，使得樣本分配在調整後

與母體趨於一致，最後權數是各步驟調整權數之累乘，調查結果表百分

比部分是以加權後百分比表示。茲將加權前後兩性有效樣本數與母體分

配結構列表如下： 

表 1-1、男、女性樣本與母體之結構－按年齡別 

項目別 

女性 男性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3,910,121 100.0 3,008 100.0 3,008 100.0 4,519,024 100.0 1,097 100.0 1,097 100.0 

15-24歲 398,855 10.2 193 6.4 306 10.2 336,552 7.4 52 4.7 81 7.4 

25-34歲 1,373,802 35.1 720 23.9 1053 35.0 1,424,299 31.5 222 20.2 344 31.3 

35-44歲 1,117,376 28.6 959 31.9 861 28.6 1,296,403 28.7 333 30.4 316 28.8 

45-54歲 787,463 20.1 853 28.4 609 20.2 1,030,529 22.8 321 29.3 251 22.9 

55-64歲 232,627 5.9 283 9.4 180 6.0 431,241 9.5 169 15.4 105 9.6 

女性：P=1.000，卡方值=0.042<
2χ (自由度 4，顯著水準 5％)=9.488 

男性：P=1.000，卡方值=0.028<
2χ (自由度 4，顯著水準 5％)=9.488 

母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101 年 1~8 月平均受僱者人數。 

表 1-2、男、女性樣本與母體之結構－按教育程度別 

項目別 

女性 男性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3,910,121 100.0 3,008 100.0 3,008 100.0 4,519,024 100.0 1,097 100.0 1,097 100.0 

國小及以下 174,039 4.5 97 3.2 135 4.5 211,897 4.7 30 2.7 52 4.7 

國(初)中 282,733 7.2 205 6.8 218 7.3 642,842 14.2 93 8.5 157 14.3 

高中(職) 1,265,242 32.4 933 31.0 972 32.3 1,514,294 33.5 346 31.5 367 33.5 

專科 750,990 19.2 546 18.2 576 19.2 773,210 17.1 202 18.4 187 17.1 

大學 1,180,794 30.2 994 33.0 908 30.2 988,557 21.9 316 28.8 239 21.8 

碩士及以上 256,324 6.6 233 7.7 198 6.6 388,224 8.6 110 10.0 95 8.6 

女性：P=1.000，卡方值=0.021<
2χ (自由度 5，顯著水準 5％)=11.070 

男性：P=1.000，卡方值=0.012<
2χ (自由度 5，顯著水準 5％)=11.070 

母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101 年 1~8 月平均受僱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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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男、女性樣本與母體之結構－按行業別 

項目別 

女性 男性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3,910,121 100.0 3,008 100.0 3,008 100.0 4,519,024 100.0 1,097 100.0 1,097 100.0 

農、林、漁、牧業 29,119 0.7 22 0.7 22 0.7 52,844 1.2 7 0.6 13 1.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814 0.0 1 0.0 1 0.0 3,056 0.1 1 0.1 1 0.1 

製造業 1,051,419 26.9 937 31.2 809 26.9 1,658,017 36.7 438 39.9 402 36.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013 0.1 6 0.2 3 0.1 25,063 0.6 10 0.9 6 0.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7,419 0.4 4 0.1 13 0.4 55,000 1.2 3 0.3 13 1.2 

營造業 81,993 2.1 56 1.9 63 2.1 617,656 13.7 80 7.3 150 13.7 

批發及零售業 629,836 16.1 398 13.2 485 16.1 469,278 10.4 100 9.1 114 10.4 

運輸及倉儲業 84,296 2.2 71 2.4 65 2.2 240,909 5.3 47 4.3 58 5.3 

住宿及餐飲業 260,245 6.7 160 5.3 200 6.7 188,649 4.2 34 3.1 46 4.2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87,858 2.2 67 2.2 68 2.2 122,383 2.7 59 5.4 30 2.7 

金融及保險業 264,448 6.8 216 7.2 204 6.8 157,564 3.5 49 4.5 38 3.5 

不動產業 31,369 0.8 9 0.3 24 0.8 48,944 1.1 5 0.5 12 1.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50,042 3.8 99 3.3 116 3.8 115,259 2.6 35 3.2 28 2.6 

支援服務業 97,375 2.5 75 2.5 75 2.5 132,438 2.9 45 4.1 32 2.9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68,649 4.3 153 5.1 130 4.3 210,831 4.7 64 5.8 51 4.7 

教育服務業 421,850 10.8 385 12.8 324 10.8 171,570 3.8 54 4.9 42 3.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14,392 8.0 215 7.1 242 8.0 68,357 1.5 20 1.8 17 1.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2,486 1.1 43 1.4 33 1.1 29,914 0.7 4 0.4 7 0.7 

其他服務業 172,499 4.4 91 3.0 133 4.4 151,292 3.3 42 3.8 37 3.3 

女性：P=1.000，卡方值=0.000<
2χ (自由度 18，顯著水準 5％)=28.869 

男性：P=1.000，卡方值=0.001<
2χ (自由度 18，顯著水準 5％)=28.869 

母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101 年 1~8 月平均受僱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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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男、女性樣本與母體之結構－按職業別 

項目別 

女性 男性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3,910,121 100.0 3,008 100.0 3,008 100.0 4,519,024 100.0 1,097 100.0 1,097 10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74,355 1.9 93 3.1 57 1.9 212,354 4.7 74 6.7 51 4.7 

專業人員 591,647 15.1 425 14.1 455 15.1 546,538 12.1 123 11.2 133 12.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842,272 21.5 440 14.6 647 21.5 916,334 20.3 327 29.8 222 20.2 

事務支援人員 880,547 22.5 1053 35.0 679 22.6 250,194 5.5 98 8.9 61 5.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96,300 17.8 438 14.6 540 17.9 516,616 11.4 126 11.5 126 11.5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865 0.3 13 0.4 8 0.3 28,501 0.6 3 0.3 7 0.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51,192 3.9 125 4.2 115 3.8 984,368 21.8 129 11.8 238 21.7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387,175 9.9 196 6.5 294 9.8 807,546 17.9 149 13.6 195 17.8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75,769 7.1 225 7.5 212 7.1 256,574 5.7 68 6.2 63 5.7 

女性：P=1.000，卡方值=0.085<
2χ (自由度 8，顯著水準 5％)=15.507 

男性：P=1.000，卡方值=0.036<
2χ (自由度 8，顯著水準 5％)=15.507 

母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101 年 1~8 月平均受僱者人數。 

表 1-5、男、女性樣本與母體之結構－按地區別 

項目別 

女性 男性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母體 加權前樣本 加權後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3,910,121 100.0 3,008 100.0 3,008 100.0 4,519,024 100.0 1,097 100.0 1,097 100.0 

北部地區 1,902,729 48.7 1,468 48.8 1,464 48.7 2,123,112 47.0 511 46.6 515 46.9 

中部地區 901,617 23.1 693 23.0 694 23.1 1,056,770 23.4 270 24.6 257 23.4 

南部地區 1,028,661 26.3 789 26.2 791 26.3 1,240,402 27.4 293 26.7 301 27.4 

東部地區 77,114 2.0 58 1.9 59 2.0 98,741 2.2 23 2.1 24 2.2 

女性：P=1.000，卡方值=0.000 <
2χ (自由度 3，顯著水準 5％)=7.815 

男性：P=1.000，卡方值=0.000 <
2χ (自由度 3，顯著水準 5％)=7.815 

母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101 年 1~8 月平均受僱者人數。 

說明：1.北部地區：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臺北市、基隆市、新竹市。 

 2.中部地區：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臺中市。 

 3.南部地區：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 

 4.東部地區：臺東縣、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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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一、職場性別平等概況 

(一)因性別而遭受不平等待遇情形 

女性受僱者在「調薪幅度」方面因性別遭到不平等待遇的比率較高，

占 4.5%；男性則在「工作分配」遭到不平等待遇的比率較高，占 2.5%。

女性與男性相較之下，各項性別不平等待遇的比率均高於男性，其中以「調

薪幅度」高出 3.4 個百分點較多。 

女性受僱者於 101 年間在工作職場上因性別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以「調薪幅度」遭到不平等待遇的比率較高，占 4.5%，其次為「工作分配」、

「升遷」及「求職」，分別占 3.6%、 3.6%及 3.2%；「員工福利措施」、「訓

練、進修」及「資遣、離職或解僱」的比率較低，均不及 2%。各項因性別

而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比率與 100 年相當，無顯著差異。 

男性受僱者於 101 年間在工作職場上因性別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以「工作分配」遭到不平等待遇的比率較高，占 2.5%，而以「考績、考核」、

「訓練、進修」及「資遣、離職或解僱」的比率較低，均不及 1.0%。若與

100 年比較，各項所占比率與去年相當。 

與男性受僱者比較，女性於 101 年間在職場上因性別遭受各項不平等

待遇的比率，均高於男性，其中以「調薪幅度」高出男性 3.4 個百分點較多，

其次為「升遷」及「考績、考核」，分別高出 2.6 個及 2.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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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受僱者因性別在職場上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單位：% 

性別 年別  求職 
工作 

分配 

調薪 

幅度 

考績、 

考核 
升遷 

訓練、

進修 

資遣、 

離職或

解僱 

員工福

利措施 

女性 

93 年 4.5 6.0 9.5 6.3 8.2 3.7  - 4.8 

94 年  - 8.7 9.3 3.5 6.0 2.1  - 1.8 

95 年 3.0 6.2 9.0 2.4 5.3 1.1 3.1 3.8 

96 年 4.4  2.8  5.6  2.0  3.9  1.1  2.0  2.0  

97 年 1.8  2.9  3.4  2.3  3.2  1.6  1.4  1.8  

98 年 2.5  3.4  5.3  3.5  5.0  2.3  2.2  2.8  

99 年 3.4 3.7 5.6 3.2 3.8 1.9 1.3 1.8 

100 年 3.8 3.2 5.0 2.3 3.7 2.2 1.7 2.0 

101 年 3.2 3.6 4.5 2.8 3.6 1.8 1.3 1.9 

101年較 100年 
增減百分點 -0.6 0.4 -0.5 0.5 -0.1 -0.4 -0.4 -0.1 

男性 

99 年 1.4 2.5 1.7 0.7 0.8 1.1 0.7 0.7 

100 年 2.5 3.0 0.8 1.4 1.5 0.5 1.4 1.5 

101 年 1.8 2.5 1.1 0.6 1.0 0.7 0.8 1.6 

101年較 100年 
增減百分點 -0.7 -0.5 0.3 -0.8 -0.5 0.2 -0.6 0.1 

101年女性較男性增減百分點 1.4 1.1 3.4 2.2 2.6 1.1 0.5 0.3 

 

進一步按行業分析，女性受僱者在「調薪幅度」因性別不平等對待者，

以服務於「營造業」(占 11.4%)、「製造業」(8.5%)、「其他服務業」(7.6%)

及「住宿及餐飲業」(6.0%)的比率較高；在「工作分配」方面以「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8.8%)及「其他服務業」(7.6%)的比率較高；「升遷」方面以「其

他服務業」(9.4%)及「營造業」(8.5%)的比率較高；「求職」方面以「資訊

及通訊傳播業」(7.3%)的比率較高。 

按職業別觀察，女性受僱者在「調薪幅度」因性別不平等對待者，以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的比率較高，占 10.5%；「工作分配」方面以「技

藝有關工作人員」及「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的比率較高，分別占 7.4%及

7.0%；「升遷」方面以「技藝有關人員」的比率占 5.5%較高；「求職」方面

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較高，占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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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各行業女性受僱者因性別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單位：% 

項目別 求職 工作 
分配 

調薪 
幅度 

考績、 
考核 升遷 訓練 

、進修 

資遣、
離職或
解僱 

員工
福利
措施 

總計 3.2 3.6 4.5 2.8 3.6 1.8 1.3 1.9 

行業別         

農、林、漁、牧業* 4.8  -  3.8  1.7  -  -  -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100.0  -  -  -  -  -  

製造業 4.9  6.6  8.5  4.6  4.6  2.2  2.1  2.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  -  -  -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  -  -  -  -  -  -  -  

營造業 4.2  4.2  11.4  3.0  8.5  5.5  1.8  -  

批發及零售業 1.6  0.9  3.1  2.2  3.9  0.6  1.5  1.1  

運輸及倉儲業 1.1  2.9  1.4  6.5  6.8  -  -  -  

住宿及餐飲業 4.2  4.2  6.0  3.4  0.8  4.2  2.2  3.8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7.3  8.8  3.8  6.6  6.4  2.3  2.0  1.0  

金融及保險業 3.7  2.8  1.9  1.3  4.0  -  -  0.5  

不動產業* 8.8  8.8  -  -  -  8.8  -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8  2.1  3.1  0.3  0.3  3.6  -  3.2  

支援服務業 2.1  3.0  3.2  1.9  0.6  -  -  0.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0.9  1.7  -  1.0  3.0  1.7  -  0.6  

教育服務業 1.2  0.2  0.6  0.2  1.8  0.6  -  0.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2  2.5  3.0  1.6  2.1  1.6  1.2  2.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  0.5  0.5  -  0.5  -  -  -  

其他服務業 5.7  7.6  7.6  5.7  9.4  4.4  4.3  6.0  

說明：＊表示樣本數 30 人以下，樣本代表性不足，僅供參考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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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各職業女性受僱者因性別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單位：% 

項目別 求職 工作 
分配 

調薪 
幅度 

考績、 
考核 升遷 訓練、 

進修 

資遣、 
離職或
解僱 

員工福
利措施 

總計 3.2 3.6 4.5 2.8 3.6 1.8 1.3 1.9 

職業別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9  3.4  2.9  1.6  4.0  0.4  -  2.4  

專業人員 1.7  1.3  2.3  1.5  3.8  1.7  0.7  1.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7  4.5  4.4  2.0  3.5  1.1  0.4  1.4  

事務支援人員  1.7  2.0  2.7  1.5  2.8  0.9  0.5  1.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7  3.1  4.4  3.4  3.6  2.0  2.5  2.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2.9  -  10.3  4.5  -  -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3  7.4  7.9  5.5  5.5  0.6  1.2  3.6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3.0  6.3  7.4  4.8  4.0  4.4  2.5  2.5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9.3  7.0  10.5  6.1  4.6  4.1  4.4  4.4  

說明：＊表示樣本數 30 人以下，樣本代表性不足，僅供參考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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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結婚遭受不平等待遇情形 

女性受僱者曾因結婚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占 5.0%，而男性則

占 0.7%，兩者相差 4.3 個百分點。受僱於「其他服務業」及「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務業」之女性，曾因結婚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比率，

較高於其他行業的女性受僱者。 

女性受僱者曾因結婚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占 5.0%，其中在 101

年發生者占 0.9%。主要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可複選)為「請假刁難」、「升遷

考績受影響」，各有 1.3%。至於没有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則占 95.0%。 

圖 1、女性受僱者曾因結婚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可複選)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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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受僱者曾因結婚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僅占 0.7%，低於

女性的 5.0%，兩者相差 4.3 個百分點。 

表 2-4、受僱者曾因結婚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單位：% 

性別 總計 
有受到 

不平等待遇 

沒有受到 

不平等待遇 

女性 100.0 5.0 95.0 

男性 100.0 0.7 99.3 

女性較男性 
增減百分點 

- 4.3 -4.3 

有

5.0%

沒有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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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按行業分析，在「其他服務業」工作之女性受僱者曾因結婚遭

到不平等待遇的比率最高，占 8.8%，其次是「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的 7.1%。女性受僱者於「其他服務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情形(可複選)，

以「工作分配不公平」、「要求加班」及「請假刁難」較多，分別為 4.3%、

3.3%及 3.0%；「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以「工作分配不公平」及「請

假刁難」較多，分別占 2.8%及 2.7%。 

表 2-5、各行業女性受僱者曾因結婚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有受
到不
平等
待遇 

不平等待遇情形(可複選)  沒有
受到
不 

平等
待遇 

要求
自行 
離職 

要求
留職 
停薪 

遭解
僱 

遭減
薪 

強迫
調離 
工作
部門 

升遷
考績 
受影
響 

請假
刁難 

要求
加班 

應徵
工作 
困難 

言語
歧視 

工作
分配 
不公
平 

總計 100.0 5.0 1.2 0.4 0.4 0.6 0.9 1.3 1.3 1.1 1.0 0.7 1.2 95.0 

行業別               

農、林、漁、牧業* 100.0 2.2 - - 2.2 - - - - - - - - 97.8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 - - - - - - - - - - - 100.0 

製造業 100.0 6.2 0.6 0.6 0.7 1.2 1.6 1.2 1.4 1.5 1.8 1.0 1.5 93.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17.0 - - - - - 17.0 - - - - - 83.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 - - - - - - - - - - - 100.0 

營造業 100.0 3.4 3.4 - - - - 0.8 - - 0.8 - - 96.6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4.6 2.0 - 0.2 0.3 1.4 1.4 1.1 1.0 0.3 - 0.9 95.4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 - - - - - - - - - - - 100.0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5.3 1.8 0.6 1.0 - 0.9 1.1 0.9 0.6 1.1 0.5 0.5 94.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00.0 3.0 0.7 1.0 - - - - 1.3 1.0 - - 1.0 97.0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6.2 1.7 1.3 1.0 - 1.5 4.6 2.5 0.4 0.4 1.0 0.5 93.8 

不動產業* 100.0 - - - - - - - - - - - - 1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5.8 - 0.8 - 2.1 0.8 5.0 - 3.0 - 2.1 - 94.2 

支援服務業 100.0 4.2 2.0 - 1.1 - - - 1.1 1.1 1.1 - 1.1 95.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0.9 0.9 - - - 0.4 - - - - - - 99.1 

教育服務業 100.0 3.0 0.4 0.2 0.2 0.7 0.2 0.3 0.7 0.4 0.3 0.2 1.2 97.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7.1 1.3 - 0.2 0.2 0.5 1.3 2.7 0.9 2.4 2.3 2.8 92.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0.5 - - - - 0.5 - - 0.5 - - 0.5 99.5 

其他服務業 100.0 8.8 2.7 - 0.6 0.7 - - 3.0 3.3 2.5 1.1 4.3 91.2 

說明：1.不平等待遇類型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或等於小計。 

2.＊表示樣本數 30 人以下，樣本代表性不足，僅供參考不列入分析。 

按職業別觀察，女性受僱者曾因結婚而在職場上遭受不平等待遇，以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及「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為最高，分別為 7.2%及

6.9%。女性「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情形(可複選)，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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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配不公平」、「應徵工作困難」及「請假刁難」較多，分別為 4.2%、3.0%

及 3.0%；「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以「要求自行離職」較多，為 2.7%。 

 

表 2-6、各職業女性受僱者曾因結婚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有受到
不平等
待遇 

不平等待遇情形(可複選)  沒有
受到
不 

平等
待遇 

要求
自行 
離職 

要求
留職 
停薪 

遭解
僱 

遭減
薪 

強迫
調離 
工作
部門 

升遷
考績 
受影
響 

請假
刁難 

要求
加班 

應徵
工作 
困難 

言語
歧視 

工作
分配 
不公
平 

總計 100.0 5.0 1.2 0.4 0.4 0.6 0.9 1.3 1.3 1.1 1.0 0.7 1.2 95.0 

職業別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4.3 2.1 - - - 1.3 1.7 - - - - - 95.7 

專業人員 100.0 3.8 0.6 0.4 0.1 1.0 0.3 0.5 1.0 0.8 - 0.4 1.1 96.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5.8 1.2 0.5 0.6 0.4 0.9 2.4 1.3 1.0 0.8 1.6 1.4 94.2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2.9 0.5 0.5 0.1 0.2 0.5 1.1 0.7 0.7 0.8 0.3 0.8 97.1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6.9 2.7 0.2 0.8 0.2 1.4 1.7 1.9 1.5 1.5 0.6 0.9 93.1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5.8 - - 5.8 - - - - - - - - 94.2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7.2 - - - 0.6 2.4 - 3.0 0.6 3.0 1.2 4.2 92.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5.5 0.7 0.4 0.6 1.9 1.9 0.9 1.7 1.3 1.7 0.8 0.6 94.5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5.6 1.6 0.5 0.7 0.8 0.5 0.2 1.0 2.1 1.6 - 2.5 94.4 

說明：1.不平等待遇類型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或等於小計。 
2.註＊表示樣本數 30 人以下，樣本代表性不足，僅供參考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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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因懷孕或生小孩而遭受不平等待遇情形 

女性受僱者曾因懷孕或生小孩而在工作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占 6.1%。 

女性受僱者曾因懷孕或生小孩而在工作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占 6.1%，

其中在 101 年發生占 0.8%。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可複選)主要為「升遷考績

受影響」，占 1.9%，其次是「請假刁難」、「要求自行離職」及「強迫調離工

作部門」，分別占 1.7%、1.6%及 1.5%。至於没有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則占

93.9%。 

圖 2、女性受僱者曾因懷孕或生小孩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可複選)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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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業別觀察，在「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及「公共

行政及國防」工作之女性受僱者，曾因懷孕或生小孩而在工作中遭到不平

等待遇的比率最高，分別有 12.1%、10.3%及 10.1%，其次是「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務業」的 7.1%。女性受僱者於「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受到不平等

待遇情形(可複選)，以「要求留職停薪」、「強迫調離工作部門」及「言語歧

視」較多，分別有 5.1%、4.8%及 4.6%；「金融及保險業」及「公共行政及

國防」工作者皆以「升遷考績受影響」較多，分別有 5.9%及 6.4%；「藝術、

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以「遭解僱」及「遭減薪」較多，分別占 2.7%及 2.6%。 

有

6.1%

沒有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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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各行業女性受僱者曾因懷孕或生小孩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有受
到不
平等
待遇 

不平等待遇情形(可複選)  沒有
受到
不 

平等
待遇 

要求
自行 
離職 

要求
留職 
停薪 

遭解
僱 

遭減
薪 

強迫
調離 
工作
部門 

升遷
考績 
受影
響 

請假
刁難 

要求
加班 

應徵
工作 
困難 

言語
歧視 

工作
分配 
不公
平 

總計 100.0 6.1 1.6 0.6 0.4 0.4 1.5 1.9 1.7 0.8 0.9 1.0 0.8 93.9 

行業別               

農、林、漁、牧業* 100.0 2.2 2.2 - - - - - - - - - - 97.8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 - - - - - - - - - - - 100.0 

製造業 100.0 5.9 1.1 0.2 0.5 0.4 1.6 1.6 2.2 1.7 1.0 0.4 0.6 94.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8.4 - - - - 8.4 - - - - - - 91.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 - - - - - - - - - - - 100.0 

營造業 100.0 6.6 3.4 - - - - 1.8 - - 2.2 3.2 2.6 93.4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5.7 1.6 0.9 0.1 0.3 1.9 1.8 1.8 0.6 0.3 2.7 0.3 94.3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2.8 - - - - 2.0 0.7 0.7 - 2.0 - 2.0 97.2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5.0 3.3 0.5 1.1 - - 1.4 1.0 - 1.9 0.7 0.3 95.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00.0 12.1 0.7 5.1 - 3.4 4.8 4.0 3.2 - 1.7 4.6 1.0 87.9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10.3 3.4 - - 0.5 2.2 5.9 2.2 1.2 1.7 1.2 0.5 89.7 

不動產業* 100.0 - - - - - - - - - - - - 1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6.6 0.7 2.1 - 0.4 0.4 2.1 1.3 - - 2.8 0.4 93.4 

支援服務業 100.0 6.6 1.0 - - 1.1 2.3 - 1.1 4.4 1.7 - 1.6 93.4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10.1 0.4 - - - 2.0 6.4 1.0 - - 0.7 2.0 89.9 

教育服務業 100.0 4.8 1.0 1.0 - 0.2 0.4 1.4 1.5 0.2 0.4 - 0.8 95.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5.7 1.4 0.4 1.7 0.9 2.2 0.8 1.8 1.2 0.6 0.2 2.1 94.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7.1 - - 2.7 2.6 - - - - - 1.8 - 92.9 

其他服務業 100.0 5.1 4.1 - 1.3 - 1.2 0.4 1.7 - 0.7 0.4 - 94.9 

說明：1.不平等待遇類型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或等於小計。 

2.＊表示樣本數 30 人以下，樣本代表性不足，僅供參考不列入分析。 

(四)因照顧家人而遭受不平等待遇情形 

女性受僱者在 101 年內因照顧家人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占

3.5%，高於男性之 2.7%。 

女性受僱者在 101 年內因照顧家人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占

3.5%，與 100 年之 3.4%相較無顯著差異。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可複選)主要

為「請假刁難」，有 2.3%，其次是「要求加班」及「工作分配不公平」，各

有 0.8%。至於没有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則占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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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女性受僱者 101 年內因照顧家人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可複選)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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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婚姻狀況觀察，「未婚」之女性受僱者因照顧家人而在工作中遭到不

平等待遇的比率，占 2.4%，低於「已婚」和「其他婚姻狀況(含分居、離婚、

喪偶)」者的 4.0%及 4.3%。 

按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觀察，「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女性受僱者，因

照顧家人而在工作中遭到不平等待遇的比率，占 6.0%，高於「沒有 12 歲以

下小孩」者的 2.4%。 

男性受僱者在 101 年內因照顧家人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占

2.7%。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可複選)主要為「請假刁難」及「要求加班」，各

有 1.2%。至於没有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則占 97.3%。 

與男性受僱者比較，女性在 101 年內因照顧家人而在職場中遭受不平

等待遇的比率，高於男性 0.8 個百分點。 

 

沒有

96.5%

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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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受僱者因照顧家人遭受不平等待遇之情形 

   單位：% 

性別 項目別 總計 
有受到不
平等待遇 

沒有受到不
平等待遇 

女性 

95 年 100.0 3.1 96.9 

96 年 100.0 2.8 97.2 

97 年 100.0 1.9 98.1 

98 年 100.0 2.7 97.3 

99 年 100.0 3.1 96.9 

100 年 100.0 3.4 96.6 

101 年 100.0 3.5 96.5 

婚姻狀況    

未婚 100.0 2.4 97.6 

已婚(或同居) 100.0 4.0 96.0 

其他(含分居、離婚、喪偶) 100.0 4.3 95.7 

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    

有(小孩年齡層可複選) 100.0 6.0 94.0 

0 歲~未滿 3 歲 100.0 8.2 91.8 

3 歲~未滿 6 歲 100.0 6.6 93.4 

6 歲~未滿 12 歲 100.0 5.0 95.0 

沒有 100.0 2.4 97.6 

男性 

99 年 100.0 3.9 96.1 

100 年 100.0 1.8 98.2 

101 年 100.0 2.7 97.3 

101 年女性較男性增減百分點 - 0.8 -0.8 

 

(五)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的情形 

女性受僱者在 101 年內有遭受性騷擾的比率，占 5.2%，而男性則占

0.9%。性騷擾女性受僱者之加害者，主要為「同事」及「客戶」，且年紀愈

輕的女性，曾遭受性騷擾的比率愈高。 

女性受僱者在 101 年內有遭受性騷擾的比率，占 5.2%，其中性騷擾加

害者(可複選)為「同事」的比率較高，有 2.3%，其次為「客戶」的 1.8%及

「上司」的 1.4%；1.3%的女性受僱者有提出申訴，申訴對象以「部門主管」

居多，占 0.8%，申訴後性騷擾有改善的情況占 1%(已消弭及漸漸改善各占

0.5%)，沒改善的情況則占 0.2%。另外，調查結果也顯示，大多數被性騷擾

的女性受僱者(3.9%)沒有提出申訴，主要原因是「當開玩笑不予理會」，占

1.7%，其次是「怕丟工作」的 0.9%及「怕別人閒言閒語」的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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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女性受僱者 101 年內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按年齡別觀察，年紀愈輕的女性受僱者，曾遭受性騷擾的比率愈高，

從「15-24 歲」者的 7.3%逐漸降至「55-64 歲」者的 3.5%。 

按婚姻狀況別觀察，曾遭受性騷擾者，以「其他婚姻狀況(含分居、離

婚、喪偶)」者的 10.8%最高，其次是「未婚」者的 5.4%，以「已婚(或同居)」

者的 4.7%最低。 

按職業別觀察，以擔任「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員」的女

性受僱者，曾在職場遭受性騷擾的比率較高，分別占 7.7%及 6.1%。 

按行業別觀察，以在「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工作的女性受僱

者曾在職場遭受性騷擾的比率最高，占 11.1%，其次為「支援服務業」，占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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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女性受僱者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之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經 
發生 

 

未曾 
發生 

性騷擾加害者(複選) 提出申訴與否 申訴後成效 

上司 下屬 同事 客戶 
其 
他 

是 否 
已消
弭 

漸改
善 

沒改
善 

95 年 100.0 3.7 0.8 - 1.7 1.2 - 0.3 0.4 - - - 96.3 

96 年 100.0 5.4 1.3 0.1 2.5 2.2 0.1 0.9 4.5 - - - 94.6 

97 年 100.0 5.1 1.2 0.0 2.5 1.4 0.4 0.4 4.7 - - - 94.8 

98 年 100.0 5.4 1.3 0.1 2.5 2.1 0.1 0.8 4.5 - - - 94.5 

99 年 100.0 6.4 1.1 0.2 3.1 2.9 0.1 0.8 5.6 0.3 0.5 0.1 93.6 

100 年 100.0 5.4 1.1 0.0 2.4 2.3 0.1 0.7 4.7 0.2 0.3 0.2 94.6 

101 年 100.0 5.2 1.4 0.1 2.3 1.8 0.1 1.3 3.9 0.5 0.5 0.2 94.8 

年齡              

15-24歲 100.0 7.3 1.2 - 2.1 4.3 0.9 3.2 4.1 1.2 2.0 - 92.7 

25-34歲 100.0 6.4 1.8 0.2 3.1 1.5 0.2 1.4 5.0 0.8 0.4 0.3 93.6 

35-44歲 100.0 5.1 1.6 0.1 2.1 2.1 - 1.2 3.9 0.3 0.6 0.2 94.9 

45-54歲 100.0 2.5 0.5 0.2 1.4 0.9 - 0.2 2.3 - 0.1 0.1 97.5 

55-64歲 100.0 3.5 0.8 - 1.6 1.5 - 0.7 2.7 - - 0.7 96.5 

職業別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2.0 - - 0.8 2.0 - - 2.0 - - - 98.0 

專業人員 100.0 6.1 1.0 0.1 2.5 2.1 1.0 2.0 4.2 0.8 0.7 0.5 93.9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4.8 1.9 0.4 2.1 0.8 - 1.0 3.8 - 0.7 0.3 95.2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4.0 0.7 0.2 2.9 1.0 - 1.0 3.1 0.4 0.6 - 96.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7.7 1.9 - 1.6 5.4 - 1.7 6.0 0.9 0.8 - 92.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 - - - - - - - - - - 100.0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4.2 1.2 - 3.0 1.2 - 1.2 3.0 - - 1.2 95.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4.0 0.8 - 3.2 - - - 4.0 - - - 96.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4.7 2.5 - 1.3 0.9 - 2.6 2.1 1.8 - 0.8 95.3 

行業別              

農、林、漁、牧業* 100.0 - - - - - - - - - - - 100.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 - - - - - - - - - - 100.0 

製造業 100.0 5.4 1.4 - 3.9 0.4 - 0.9 4.5 0.3 0.1 0.5 94.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17.0 - - 17.0 - - - 17.0 - - - 83.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 - - - - - - - - - - 100.0 

營造業 100.0 4.6 - - 1.1 3.4 - 1.1 3.4 - 1.1 - 95.4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3.9 0.6 0.2 1.8 2.5 - 1.6 2.4 0.5 1.1 - 96.1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8.5 5.4 - 3.1 - - - 8.5 - - - 91.5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8.2 3.0 - 1.3 5.2 - 0.5 7.7 - 0.5 - 91.8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00.0 6.3 - 3.4 1.3 1.7 - 4.7 1.7 - 3.4 1.3 93.7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3.3 1.7 - 1.3 0.3 - 0.7 2.6 - 0.7 - 96.7 

不動產業* 100.0 - - - - - - - - - - - 1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4.5 3.4 - 0.7 1.8 - 0.7 3.8 - 0.7 - 95.5 

支援服務業 100.0 9.7 3.6 - 1.2 5.0 - - 9.7 - - - 90.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1.4 - - 0.8 1.0 - - 1.4 - - - 98.6 

教育服務業 100.0 1.7 - 0.2 1.5 - - 0.4 1.3 0.2 0.2 - 98.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11.1 1.8 0.2 3.8 5.2 1.8 4.2 6.9 1.9 1.4 0.9 88.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2.1 - - - 2.1 - 1.3 0.8 - - 1.3 97.9 

其他服務業 100.0 7.4 2.0 - 2.0 3.4 - 3.3 4.1 3.3 - - 92.6 

說明：1.性騷擾對象可複選，故細項合計大於或等於小計。 

2.＊表示樣本數 30 人以下，樣本代表性不足，僅供參考不列入分析。 

  3.97、98 年有 0.1%拒答。 



 97

男性受僱者在 101 年內有遭受性騷擾的比率，僅占 0.9%，低於女性的

5.2 %，兩者相差 4.3 個百分點。 

表 2-10、受僱者 101 年內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單位：% 

性別 總計 曾經發生 未曾經發生 

女性 100.0 5.2 94.8 

男性 100.0 0.9 99.1 

女性較男性 
增減百分點 

- 4.3 -4.3 

(六)工作場所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或管道的情形 

「直接向雇主或主管申訴」是受僱者在職場遭受性騷擾時的主要申訴管

道。 

女性受僱者表示服務單位設置之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或管道，以「直接

向雇主或主管申訴」占 77.2%最高，其次是「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

傳真、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占 29.0%，再其次是「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

占 27.8%。若與 100 年比較，「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及「直接向雇主或主

管申訴」的比率，分別增加 3.8 及 3.1 個百分點。 

就服務單位員工規模觀察，規模愈大，女性受僱者服務的事業單位有在

工作場所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或管道的比率愈高，「設置處理性騷擾之

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由 29 人以下者 14.2%增至 250 人

以上者 56.0%；「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由 13.5%增至 53.0%；「直接向雇主

或主管申訴」由 73.2%增至 86.5%。 

男性受僱者表示服務單位有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或管道者，以「直

接向雇主或主管申訴」占 74.0%最高，其次是「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

傳真、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占 29.8%及「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占 29.6%。

若與 100 年比較，「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及「直接向雇主或主管申訴」的

比率，分別增加 7.9 及 7.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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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受僱者服務單位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或管道情形 

                 單位：% 

性別 項目別 

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

線電話、傳真、專用

信箱或電子信箱 

組成申訴處理 

委員會 

直接向雇主 

或主管申訴 

有 沒有 不知道 有 沒有 
不知

道 
有 沒有 不知道 

女性 

100 年 28.5 57.1 14.1 24.0 58.1 17.9 74.1 20.2 5.7 

101 年 29.0 55.9 15.2 27.8 55.0 17.2 77.2 16.7 6.1 

101年較 100年增減百分點 0.5 -1.2 1.1 3.8 -3.1 -0.7 3.1 -3.5 0.4 

服務單位員工規模          

     29人及以下 14.2 73.9 12.0 13.5 73.7 12.8 73.2 21.2 5.6 

     30-249人 36.6 48.1 15.3 34.6 47.8 17.6 80.6 12.5 7.0 

     250人及以上 56.0 25.4 18.6 53.0 22.8 24.2 86.5 9.8 3.7 

     不知道 21.1 47.8 31.2 27.1 42.5 30.3 60.9 26.8 12.3 

男性 

100 年 28.4 55.3 16.4 21.7 59.7 18.6 66.4 26.5 7.1 

101 年 29.8 52.8 17.4 29.6 53.7 16.7 74.0 20.3 5.7 

101年較 100年增減百分點 1.4 -2.5 1.0 7.9 -6.0 -1.9 7.6 -6.2 -1.4 

二、各項假別實施概況 

(一)申請「家庭照顧假」情形 

女性受僱者 101 年曾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比率，占 4.1%，`而男性則

占 2.7%，女性申請率略高於男性。25-44 歲的女性，有申請「家庭照顧假」

的比率較其他年齡層高。 

女性受僱者 101 年曾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比率，占 4.1%，與 100 年

的 3.8%無顯著差異，平均申請日數為 3.5 天，平均核准日數則為 3.2 天。沒

有申請「家庭照顧假」者占 95.9%，沒有申請的原因以「沒有此項需求」的

比率最高，占 62.2%，其次是「不知道此規定」的 12.0%及「用其他假別替

代」的 10.1%。 

按年齡別觀察，25-44 歲的女性受僱者，於 101 年曾申請家庭照顧假的

比率較高，介於 4.0%至 6.0%間，而以「55-64 歲」者較低，占 1.9%。 

按婚姻狀況觀察，「已婚」之女性受僱者，於 101 年曾申請家庭照顧假

的比率占 5.2%，高於「未婚」和「其他婚姻狀況(含分居、離婚、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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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 2.3%及 0.5%。 

按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觀察，「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女性受僱者，於

101 年曾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比率占 7.5%，高於「沒有 12 歲以下小孩」者的

2.6%。 

圖 5、女性受僱者 101 年申請「家庭照顧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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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受僱者申請「家庭照顧假」之情形 

                  單位：%、天 

性別 項目別 總計 
沒有 
申請 

有申請 
申請情形 

申請 
日數 

核准 
日數 

女性 

99 年 100.0 97.8 2.2 5.5 5.4 

100 年 100.0 96.2 3.8 5.4 5.2 

101 年 100.0 95.9 4.1 3.5 3.2 

年齡      

15-24歲 100.0 97.1 2.9 3.5 2.8 

25-34歲 100.0 96.0 4.0 3.5 3.0 

35-44歲 100.0 94.0 6.0 3.1 3.0 

45-54歲 100.0 97.3 2.7 4.1 4.1 

55-64歲 100.0 98.1 1.9 7.0 5.8 

婚姻狀況      

未婚 100.0 97.7 2.3 3.5 2.3 

已婚(或同居) 100.0 94.8 5.2 3.5 3.4 

其他(含分居、離婚、喪偶) 100.0 99.5 0.5 2.0 2.0 

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      

有(小孩年齡層可複選) 100.0 92.5 7.5 3.4 3.3 

0 歲~未滿 3 歲 100.0 89.2 10.8 2.5 2.5 

3 歲~未滿 6 歲 100.0 88.6 11.4 3.2 3.1 

6 歲~未滿 12 歲 100.0 94.6 5.4 4.0 3.8 

沒有 100.0 97.4 2.6 3.7 3.1 

男性 

99 年 100.0 97.2 2.8 4.4 3.9 

100 年 100.0 97.7 2.3 4.1 4.1 

101 年 100.0 97.3 2.7 4.5 4.5 

101 年女性較男性增減百分點 - -1.4 1.4 -1.0 -1.3 

男性受僱者 101 年曾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比率，占 2.7%，與 100 年

的 2.3%無顯著差異，平均申請日數為 4.5 天，平均核准日數亦為 4.5 天。沒

有申請「家庭照顧假」者占 97.3%，而沒有申請的原因以「沒有此項需求」

的比率最高，占 61.2%，其次是「不知道此項規定」占 15.6%。 

與女性受僱者相較，男性 101 年內曾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比率，較

女性低 1.4 個百分點，平均申請日數較女性多申請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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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男性受僱者 101 年申請「家庭照顧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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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生理假」情形 

女性受僱者 101 年曾申請「生理假」的比率占 11.8%，年紀愈輕，服務

單位規模愈大，申請率愈高。 

101 年曾申請「生理假」之女性受僱者占 11.8%，與 100 年的 11.9%無

顯著差異，平均申請次數為 2.9 次，平均核准次數為 2.8 次。沒有申請「生

理假」者占 88.2%，未申請的原因以「生理期不會造成困擾」的比率最高，

占 53.3%，其次是「年齡偏高，沒有此項需求」、「用其他假別替代」及「用

病假替代」，分別占 10.5%、7.8%及 6.4%。 

沒有申請「家庭照顧假」之原因 

有申請

2.7%

沒有申

請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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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女性受僱者申請「生理假」之情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0.5

7.8

6.4

4.1

3.7

1.7

0.4

0.5

53.3

0 20 40 60

生理期不會造成困擾

年齡偏高無此項需求

用其他假別替代

用病假替代

業務繁忙無法申請

不知道此規定

按日或時計薪可調工作時間

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

其他

%
 

按年齡別觀察，年紀愈輕的女性受僱者，於 101 年曾申請生理假的比率

愈高，從「15-24 歲」者的 21.1%逐漸降至「55-64 歲」者的 0.7%。 

按服務單位之員工規模別觀察，規模愈大，申請生理假的比率愈高，從

服務於「29 人及以下」單位者勞工占 9.1%上升至「250 人及以上」者的 17.5%。 

表 2-13、女性受僱者申請「生理假」之情形 

                 單位：%、次 

項目別 總計 有申請 
申請情形 

沒有申請 
申請次數 核准次數 

98 年 100.0 9.9 - - 90.1 

99 年 100.0 8.1 3.5 3.4 91.9 

100 年 100.0 11.9 3.6 3.6 88.1 

101 年 100.0 11.8 2.9 2.8 88.2 

年齡      

15-24 歲 100.0 21.1 2.6 2.5 78.9 

25-34 歲 100.0 16.9 2.8 2.7 83.1 

35-44 歲 100.0 10.1 3.4 3.3 89.9 

45-54 歲 100.0 3.8 2.8 2.8 96.2 

55-64 歲 100.0 0.7 1.6 1.6 99.3 

服務單位規模別      

29 人及以下 100.0 9.1 2.7 2.6 90.9 

30 人-249 人 100.0 13.3 2.6 2.6 86.7 

250 人及以上 100.0 17.5 3.5 3.4 82.5 

不知道 100.0 7.1 3.0 2.8 92.9 

沒有申

請

88.2%

有申請

11.8%

沒有申請「生理假」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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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認知概況 

(一)對於雇主若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可向工作地點所在地縣市政府勞

工行政單位申訴之認知 

女性受僱者知道雇主若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可向工作地點所

在的縣市政府勞工行政單位進行申訴的比率，占 67.2%，男性則占 72.5%

高於女性 5.3 個百分點。而女性知道可進行申訴的比率，較 100 年增加 2.6

個百分點，男性增加 3.5 個百分點。 

有 67.2%的女性受僱者知道雇主若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可向工

作地點所在的縣市政府勞工行政單位進行申訴，較 100 年增加 2.6 個百分

點；而不知道者則占 32.8%。 

按年齡觀察，35-54 歲的女性受僱者，知道可向工作地點所在地縣市政

府勞工行政單位申訴的比率較高，約 7 成，而「25-34 歲」者的比率較低，

占 63.6%。 

按教育程度觀察，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受僱者，知道可向工作

地點所在地縣市政府勞工行政單位申訴的比率較高，在 6 成 6 以上，而「國

小及以下」者的比率較低，占 52.5%。 

72.5%的男性受僱者知道雇主若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可向工作

地點所在的縣市政府勞工行政單位進行申訴，較 100 年增加 3.5 個百分點，

不知道者則占 27.5%。 

與女性受僱者比較，男性知道雇主若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可

向工作地點所在的縣市政府勞工行政單位進行申訴的比率高於女性，兩者

相差 5.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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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受僱者對於雇主若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可向工作地點 

所在地縣市政府勞工行政單位申訴的認知度 

   單位：% 

性別 項目別 總計 知道 不知道 

 

女性 

95 年 100.0 24.1 75.9 

96 年 100.0 23.0 77.0 

97 年 100.0 19.9 80.1 

98 年 100.0 23.4 76.6 

99 年 100.0 57.9 42.1 

100 年 100.0 64.6 35.4 

101 年 100.0 67.2 32.8 

年齡    

15-24 歲 100.0 67.0 33.0 

25-34 歲 100.0 63.6 36.4 

35-44 歲 100.0 70.1 29.9 

45-54 歲 100.0 70.2 29.8 

55-64 歲 100.0 64.8 35.2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00.0 52.5 47.5 

國(初)中 100.0 58.2 41.8 

高中(職) 100.0 68.8 31.2 

專科 100.0 69.3 30.7 

大學 100.0 69.0 31.0 

研究所及以上 100.0 65.9 34.1 

男性 

99 年 100.0 59.5 40.5 

100 年 100.0 69.0 31.0 

101 年 100.0 72.5 27.5 

101 年女性較男性增減百分點 - -5.3 5.3 

(二)最近一年(101)內參加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的宣導或教育訓練情形 

13.6%的女性受僱者，最近一年(101)內有參加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的宣導

或教育訓練，男性則占 14.0%，兩者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女性受僱者最近一年(101)內有參與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的宣導或教育訓

練占 13.6%，而沒有參加者則占 86.4%。有參加宣導或教育訓練的比率與 100

年相當，無顯著差異。 

按年齡別觀察，女性受僱者有參與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的宣導或教育訓

練的比率，大致上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增，從「15-24 歲」者的 12.2%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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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55-64 歲」者的 16.2%。按教育程度觀察，「研究所及以上」者參與訓

練的比率較高，占 29.8%，而高中(職)及以下者的比率較低，介於 5.2%~9.6%。 

男性受僱者最近一年(101 年)內有參與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的宣導或教育

訓練占 14.0%，而沒有參加者則占 86.0%。有參加宣導或教育訓練的比率與

100 年相當，無顯著差異。 

男、女受僱者有參與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的宣導或教育訓練的比率，均

占 14%，無顯著差異。 

表 2-15、受僱者最近一年(101)內參與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的 

宣導或教育訓練情形 
     單位：% 

性別 項目別 總計 有參加 沒有參加 

女性 

100 年 100.0 13.7 86.3 

101 年 100.0 13.6 86.4 

年齡    

15-24 歲 100.0 12.2 87.8 

25-34 歲 100.0 13.2 86.8 

35-44 歲 100.0 13.7 86.3 

45-54 歲 100.0 13.9 86.1 

55-64 歲 100.0 16.2 83.8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00.0 7.5 92.5 

國(初)中 100.0 5.2 94.8 

高中(職) 100.0 9.6 90.4 

專科 100.0 13.5 86.5 

大學 100.0 17.2 82.8 

研究所及以上 100.0 29.8 70.2 

男性 
100 年 100.0 13.5 86.5 

101 年 100.0 14.0 86.0 

101 年女性較男性增減百分點 - -0.4 0.4 

(三)對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有助於職場上的工作平等之看法 

56.4%的女性受僱者，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對於職場上的工作平

等有明顯改善(含非常明顯改善)，男性則有 48.7%認為有明顯改善(含非常

明顯改善)，女性高於男性 7.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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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僱者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對於職場上的工作平等有明顯

改善占 56.4%(其中認為非常明顯改善者占 6.4%，認為明顯改善者占

50.0%)；而認為沒有改善者占 28.4%，另有 15.2%表示無意見或不知道。若

與 100 年比較，認為有明顯改善的比率增加 5.1 個百分點。 

按年齡別觀察，女性受僱者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對於職場上的

工作平等有明顯改善的比率，大致上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從「15-24 歲」

者的 65.9%逐漸降至「55-64 歲」者的 47.4%。按教育程度觀察，「研究所及

以上」者認為有明顯改善的比率較高，占 61.9%，而國(初)中及以下者的比

率較低，介於 46.0%~48.0%。 

男性受僱者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對於職場上的工作平等有明顯

改善者占 48.7%(其中認為非常明顯改善者占 6.0%，認為明顯改善者占

42.6%)；而認為沒有改善者占 31.6%，另有 19.8%表示無意見或不知道。若

與 100 年比較，認為有明顯改善的比率增加 3.9 個百分點。 

兩者相較，女性受僱者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對於職場上的工作

平等有明顯改善的比率較高，高於男性 7.7 個百分點。 



 107

表 2-16、受僱者對「實施性別工作平等法，對職場工作平等有改善」的看法 

                     單位：% 

性別 項目別 總計 有改善 

  
沒有 

改善 

無意見/ 

不知道 
非常明顯

改善 

明顯 

改善 

女性 

100 年 100.0 51.3 5.6 45.7 35.1 13.6 

101 年 100.0 56.4 6.4 50.0 28.4 15.2 

年齡       

15-24 歲 100.0 65.9 6.0 59.8 21.3 12.9 

25-34 歲 100.0 56.9 5.5 51.4 30.9 12.2 

35-44 歲 100.0 55.7 7.4 48.3 30.0 14.2 

45-54 歲 100.0 54.3 6.5 47.8 25.7 20.0 

55-64 歲 100.0 47.4 6.3 41.1 27.9 24.7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00.0 48.0 4.5 43.6 24.9 27.0 

國(初)中 100.0 46.0 4.4 41.7 28.7 25.3 

高中(職) 100.0 56.6 7.3 49.3 28.0 15.4 

專科 100.0 55.1 6.7 48.4 31.6 13.4 

大學 100.0 59.6 5.8 53.8 28.1 12.3 

研究所及以上 100.0 61.9 6.9 55.0 25.0 13.1 

男性 
100 年 100.0 44.8 5.4 39.4 37.9 17.3 

101 年 100.0 48.7 6.0 42.6 31.6 19.8 

101 年女性較男性增減百分點 - 7.7 0.3 7.4 -3.1 -4.6 

(四)對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各項假別與措施之認知情形 

女性受僱者對「產假」、「育嬰留職停薪」、「陪產假」及「生理假」的認

知度較高，男性則對「產假」及「陪產假」較高，皆在八成以上。女性對

各項假別與措施的認知度皆高於男性。 

女性受僱者知道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各項假別與措施的比率，以「產

假」最高，占 98.8%，其次是「育嬰留職停薪」，占 90.8%，再其次是「陪

產假」及「生理假」，分別占 85.9%及 83.5%，而以「安胎休養」占 58.4%

及「家庭照顧假」占 57.2%較低。女性受僱者有需求時，公司會同意的比率，

以「產假」占 96.5%最高，其次是「流產假」占 76.9%及「安胎休養」占 74.6%，

而以「家庭照顧假」占 61.9%最低。 

男性受僱者知道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各項假別與措施的比率，以「產

假」占 94.3%最高，其次是「陪產假」占 82.6%，再其次是「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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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理假」，分別占 76.1%及 69.8%，而以「安胎休養」、「流產假」及「家

庭照顧假」較低，皆在 5 成 1 以下。 

女性受僱者知道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各項假別與措施的比率，均高

於男性，其中以「流產假」、「育嬰留職停薪」、「生理假」及「家庭照顧假」

分別高出 10 多個百分點較多。 

表 2-17、受僱者對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各項假別與措施之認知情形 

                      單位：% 

性別 年別 生理假 流產假 
安胎 

休養 
產假 陪產假 

家庭 

照顧假 

育嬰留

職停薪 

女性 
100 年 80.4 62.7 54.7 99.0 86.8 60.9 89.0 

101 年 83.5 65.7 58.4 98.8 85.9 57.2 90.8 

男性 
100 年 69.0 45.1 46.9 94.1 81.2 45.2 74.6 

101 年 69.8 49.2 51.4 94.3 82.6 45.7 76.1 

101 年女性較男性 
增減百分點 13.7 16.5 7.0 4.5 3.3 11.5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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