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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針對本縣育齡婦女於社會福利項目使用狀況，收集相關資料，並試圖分析出婦女於各階段的生

命歷程中所面臨的各種需求，歸納可持續發展的性別平等及婦女議題。 



 

 

育齡婦女社會福利使用狀況性別分析 

目錄 

一、 前言…………………………………………………1 

二、 性別資料分析…………………………………………2 

三、 性別議題分析…………………………………………9 

四、 結論與建議……………………………………………11 

  



 

1 

 

一、 前言 

截至 112年 11月止，新竹縣人口共計 588,906人，其中男性 299,773

人，女性 289,133人，並自 102年至 111年期間，人口逐年增長如下圖: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官網 

近年來，受國際公約及中央政策影響，本縣亦漸重視性別平等觀念，積極保

障婦女權益，包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SDGS5性

別平等、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性平三法修法等，本縣亦規劃性別平等

政策方針，以促進本縣各項性別平等措施。在上述相關性別及婦女政策的推

動與施行下，臺灣婦女在各方面條件、權益及擁有的資源均有相當程度的提

升，然而婦女在公領域的發展仍受到傳統性別角色、定型化分工及性別歧視

的影響，再加上少子女化、高齡化、新型態家庭等等社會結構的變遷，婦女

的權益尚未達到實質平等，因此，本次針對本縣育齡婦女於社會福利項目使

用狀況，收集相關資料，並試圖分析出婦女於各階段的生命歷程中所面臨的

各種需求，歸納可持續發展的性別平等及婦女議題，期望未來結合更多單位

力量，共同發展相關之性別平等及婦女服務措施或方案，使婦女服務的議題

更加多元，並連結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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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資料分析 

依據 112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發現，本縣育齡婦女對

於本府各項福利服務項目的普遍有所了解，而實際使用上，則依服務類別有

所不同，如育兒相關資源使用與申請，以 25-44歲間的育齡婦女使用最多，

而就創業資源、婦女活動及婦女健康篩檢等福利項目，則以中高齡婦女較多，

而其中具原住民、新住民身分之婦女，對於福利資源了解狀況較少。 

服務項目 最多知道 最少知道 最多使用 

創業貸款 35-54歲婦

女、溪北區 

15-24歲婦女、原住民

鄉、新住民婦女 

55-64歲婦女、

溪北區 

職業訓練 35-54歲婦

女、溪北區 

15-34歲及新住民婦

女 、原住民鄉 

55-64歲婦女、

溪北區 

就業媒合 35-54歲婦

女、溪北區 

45-54歲及新住民婦

女、原住民鄉 

45-64歲婦女、

溪北區 

第二專長培訓 35-54歲婦

女、溪北區 

15-34歲及新住民婦

女、原住民鄉 

55-64歲婦女、

溪北區 

新生兒營養補助 35-54歲婦

女、溪北區 

45-64歲及新住民婦女 25-44歲婦女、

溪北區 

育有未滿2歲兒童

育兒津貼 

45-54歲婦

女、溪北區 

15-34歲及新住民婦

女 、原住民鄉 

25-44歲婦女、

溪北區 

未滿2歲兒童托育

費用 

35-64歲婦

女、溪北區 

15-24歲及新住民婦

女 、原住民鄉 

45-64歲婦女、

溪北區 

公托、準公共化托

嬰中心 

35-64歲婦

女、溪北區 

15-24歲、原住民及新住

民婦女、原住民鄉 

35-44歲婦女、

溪北區 

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 

25-44歲婦

女、溪北區 

15-24歲、45-64歲、原

住民及新住民婦女、原

住民鄉 

35-44歲婦女、

溪北區 

公立、非營利、準

公共化幼兒園 

35-54歲婦

女、溪北區  

原住民及新住民婦女、

原住民鄉 

35-44歲、溪北

區 

預防保健免費婦

女癌症篩檢 

35-64歲婦

女、溪北區 

原住民及新住民婦女、

原住民鄉 

45-64歲婦女、

溪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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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福利服務中

心活動與課程 

35-44歲婦

女、溪北區 

15-34歲、45-64歲、原

住民、新住民、身心障

礙及中低收婦女、原住

民鄉 

45-64歲婦女、

溪北區、溪南區 

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活動與課程 

35-44歲婦

女、溪北區 

15-34歲、45-64歲、原

住民、身心障礙及中低

收入婦女 

35-54歲及新住

民婦女、溪北區 

資料來源:112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成果報告 

 

依據上開調查，又發現婦女的生育意願與經濟負擔、個人職涯，健康因

素、托育資源等面向有關，與 107年度需求調查比較有子女之婦女比例明顯

下降，且婦女的學歷越高，享有小孩的意願越低，在本次 1,196位受訪者中，

有 63.5%受訪者目前「有」子女，36.5%受訪者表示「沒有」子女。 

 

 

 

 

 

 

 

 

 

 

 

 

資料來源:112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成果報告 

 

相較 107 年度（76.1%），有子女的人數之比例降低明顯降低。再看

「子女數」，760 位有子女的受訪者，其子女的年齡以「18歲以上人數」

比例最高，佔 65.3%，其次為「12歲-未滿 18歲人數」，佔 23.0%，再者

為「6 歲-未滿 12 歲人數」，佔 14.6%，再次為「3 歲-未滿 6歲人數」，

63.5 

36.5 

本縣育齡婦女受訪者有子女之比例 

有子女 

沒有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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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6.1%，再次為「0 歲-未滿 2歲人數」，佔 3.8%，再次為「2 歲-未滿 3

歲人數」，佔 3.4。此外有 76.3%受訪者「想有小孩」，23.7%受訪者則表示

「不想有小孩」。 

 

 

 

 

 

 

 

 

 

 

 

 

資料來源:112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成果報告 

 

若將此與教育程度交叉分析，發現無/不識字為 100%，國小為 94.73%，

國初中為 89.74%，高級中等為 83.7%，專科為 83.7%，大學為 79.72%，碩士

為 68.13%，博士為 58.33%，顯見「想有小孩」的婦女隨著學歷越高而意願越

低。所有受訪者中有 283 位不想有小孩，其原因以「經濟負擔太重」的比例

最多（61.5%），其次為「不想因小孩而改變現有生活」（29.7%），再者為「健

康因素」（8.5%）。若與年齡進行交叉分析，「經濟負擔太重」均為主要考量，

而「25-34 歲」的受訪者以「擔心影響工作」及「擔心教養或發展」居多，「35-44

歲」及「45-54歲」的受訪者以「健康因素」居多。 

再檢視受訪者配偶對生育小孩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年齡、區

域、教育程度、族群身份，「經濟負擔太重」均是主要考量。可見無論是婦女

本人或是其配偶，「經濟負擔太重」是影響生育的主要因素。此外，相對年輕

的婦女較在意生育孩子對工作的影響，相對年長的婦女則更考量健康因素是

否適合生育，值得注意的是，「擔心孩子教養或未來發展」及「缺乏理想的幼

兒托育服務」是原住民鄉的婦女會在意的面向，此顯現原住民鄉在托育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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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資源是相對缺乏的。 

 

而有關育齡婦女雖使用相關育兒社會福利，但仍有經濟議題，7.5%婦女

曾因結婚而離職達 3個月以上，其中有 27.4%離職的時間超過 5年以上，有

46.8%曾恢復工作，主因為家庭經濟考量；20.1%婦女曾因生育而離職達 3 個

月以上，其中有 20.9%離職的時間超過 5年以上，有 55.6%曾恢復工作，主因

為家庭經濟考量；11.7%婦女曾因照顧未滿 12歲兒童而離職達 3個月以上，

其中有 24.8%離職的時間超過 5年以上，有 65.0%曾恢復工作，主因為家庭經

濟考量，個人經濟獨立為次要因素；3.2%婦女曾因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

的家人、鄰居或朋友而離職達 3個月以上，54.5%曾恢復工作，主因為家庭經

濟考量。 

 

 

 

 

 

 

 

 

 

 

 

 

 

資料來源:112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成果報告 

 

另一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我國女性 2021年女

性勞參率於 25~29歲達到最高峰為 89.87%，卻在婚育年齡之際(30~34歲)開

始下降。部分女性會因個人結婚、生育、家務、照顧家人責任等相關因素，

選擇暫時離開職場，走入家庭。(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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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 111年新竹縣性別圖像顯示，本縣勞動力人口計有 29萬人，其中

女性 12萬 6千人，男性 16萬 4千人，與 110年比較，女性增加 1千人，男

性增加 4千人。若就勞動力參與率觀察，女性為 52.9%52.9%，男性為 

67.6%67.6%，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 14.7個百分點；而以 111年 25~44歲兩

性勞動力參與率均最高，男性為 97.0%97.0%，女性為 85.3%85.3%，亦均以

65歲及以上最低，男性為 7.4%7.4%，女性為 4.0%。(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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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各國比較來看女性的勞參率，我國 2020年女性勞參率低於其他國

家，且未呈現 M型曲線(如下圖)，顯示我國中途離開職場的婦女，重新再回

到職場就業的比例是低於其他國家的。從社家署計畫推動之「女性生活設計」

一書中提到在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的社會，經常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的是女性，

負擔看不見的無償照顧責任，其中僅有 22.5%的女性能挺過重重壓力返回職

場，50歲以後的勞參率更是遠遠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 

 

 

另從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料顯示，育齡女性如想走出家庭回歸職場，

將面臨勞動市場型態之改變，進入職場容易面臨就業障礙有家庭照顧責任、

就業資訊不足、就業資訊缺乏、專長技能不足、期待彈性工作等多重因素。

雖然女性重返職場在現實環境上面臨許多上述多重因素，然而從有關網路搜

尋引擎上的「百大婦女關鍵字報告」中，有高比例的女性搜尋二度就業、轉

職、自傳與範例、職業培訓、專才培養，顯見女性對於婚後重返職場、能力

培育及機會取的仍有其服務需求。 

從 107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報告中指出，受訪婦女整

體生活中目前所遭遇的重大困擾，結果發現以「經濟狀況」(13.9%)最多，與

103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報告相較，「經濟狀況」也是最高

比例，顯示「經濟狀況」一直是本縣婦女切身最關切的議題。 

從過去的分析及生活經驗，我們知道女性時有面臨就業機會不平等、同

工不同酬等問題，經濟也直接影響了女性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生涯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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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因應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婦女最切身關切的經濟議題，新竹縣婦

女福利服務中心於今年 7月開始運用線上問卷，收集本縣 80位有意重返職場

的女性，針對重返職場的相關狀況及服務需求進行調查，從 80份的問卷中，

抽取其中 49歲以下的女性共有 53位，數據顯示這些婦女中當時離開職場的

原因以照顧幼兒(佔 38%)最多、懷孕(佔 26%)其次；平均離職場的期間以 2-4

年最多(佔 25%)，其次是 4-6年(佔 23%)為其次；想回職場的動機，以經濟需

求為最多(佔 67.6%)，其次是展現專業、自我成長與實現(佔 50.9%)；至於重

回職場最擔心的事，則以擔心家庭支援系統不足最多(佔 25%)、擔心薪資報

酬不如預期為次多(佔 19%)； 

 

 

 

 

 

 

 

 

 

 

 

 

資料來源:112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成果報告 

 

另外對於重返職場預計先選擇兼職工作為最多(佔 44%)、不拘(兼職或全

職皆可)為次多(佔 33%)；另外這些女性希望從工作坊中得到何種類型的協助，

分別為第二專才的培力為最多(佔 15%)、個人心理調適(增加自信、就業適應

準備)為次多(佔 14%)、家庭安頓及時間管理學習為第三多(佔 13%)，至於本

縣辦理工作坊，有高達 96%的 49歲以下的受訪者表示若時間允許，是有意願

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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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議題分析 

依據上述量化研究結果與 112年新竹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焦

點團體訪談中多數受訪者均提及婦女生育孩子後，中斷自己的職涯或工作是

普遍的現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傳統性別規範，認為照顧孩子是女性的責

任，特別是當孩子年幼時，母親應該多加陪伴與教導；二是不易尋到適當的

托育資源，因為既有的托育媒合平臺未能發揮良好功能，無法妥善媒合育有

嬰幼兒婦女與保姆之間的溝通與連繫，平臺僅提供保姆連繫方式，婦女需要

自己連絡詢問，然易遭遇挫折；三是由於媒體的負面報導，婦女們傾向對公

共托育品質擔心或疑慮，因此寧願自己辭掉工作照顧，但在實踐全職媽媽角

色的同時，又會產生遺憾、擔心家中經濟（僅有配偶的收入來源）等複雜情

緒，甚會因為經濟依賴者的角色而與配偶產生衝突。 

(一) 受訪者未生育子女主要原因包含以下可能因素: 

1. 經濟負擔重 

2. 不想改變現有生活 

3. 健康因素 

4. 缺乏照顧時間 

5. 擔心影響工作 

6. 擔心孩子教養及發展 

7. 不婚 

(二) 相較於結婚，婦女較易因生育而離職長達 3個月以上。 

(三) 婦女申請社會福利資源狀況與經濟就業議題息息相關: 

1. 依上述分析資料，育齡婦女常因照顧子女、長輩、家人等因素離職，

而恢復工作主因以分擔家計比例最多，因社會福利資源支出雖龐大，

但難以完整支撐家庭所需，婦女仍有工作生活平衡之困境。 

2. 婦女為就業因素中，與社會福利資源布建亦息息相關，有適合的托育

資源為婦女回歸職場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女性勞參率主要因家庭照顧因素下降 

依上述分析資料，女性勞參率於 25~29歲達到最高峰為 89.87%，卻在婚

育年齡之際(30~34歲)開始下降，而相較其他國家未再回升，推測主要

原因包含: 

1. 懷孕:可能因身體因素等狀況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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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照顧幼兒:可能因照顧幼兒、無後援、家庭時間分配等因素離職。 

3. 照顧長輩/同住家人:可能因擔任主要家庭照顧者、家庭職務分配、就

業薪資差異考量、傳統觀念等因素離職。 

4. 其他。 

(五) 除家庭因素外其他可能因素分析 

1. 受傳統觀念男主外、女主內影響。 

2. 受傳統觀念及生活壓力由未出嫁女兒照顧長輩。 

3. 受傳統觀念認為女性較適合照顧幼兒、老人、身心障礙者或其他家庭

需照顧對象。 

4. 男女同工不同酬薪資比較下，由家庭內部決議男性在職、女性在家照

顧的選擇比例較多。 

5. 擔心重回職場後薪資不如預期。 

6. 受職業性別隔離影響，本縣多科技業及工業園區，男性就業比率高，

多由女性選擇育嬰留停或離職。 

7. 擔心子女教養問題，或對托育品質擔憂，而選擇自行照顧子女。 

(六) 育齡女性二度就業較男性相對困難 

依上述分析資料顯示，女性勞參率下降後未有回升趨勢，且就年齡別勞

動參與率來看，45-64歲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距最大，都顯示女性重返

職場的困境。 

(七) 育齡女性二度就業困難之因素分析 

1.家庭照顧因素:包含擔心家庭支援系統不足、照顧原因仍未完全消失

等 

2.就業條件因素:包含薪資不如預期、就業專長在培訓、就業經驗中斷、

工作時間不彈性、工作家庭無法兼顧等 

3.心理調適:包含就業適應準備、心理壓力、時間管理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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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顯示全國與本縣女性勞動參與率隨年齡上升而下降，其中尤其育

齡婦女受到影響，且可能因素主要為家庭照顧責任，以及社會福利資源雖提

供協助，但無法完全負擔家庭所有需求，並且女性二度就業的困境較高，難

以達成工作與生活平衡，建議如下: 

(一) 建議規劃相關政策措施或服務方案，協助本縣預計重返職場的婦女釐清

職涯的動能、就業前的心理準備及自信建立。 

(二) 建議規劃相關政策措施或服務方案，協助成員覺察個人重返職場的挑戰

與優勢，對自我更加認識，並清理、釐清自我重返職場的動機與目標。 

(三) 建議規劃相關政策措施或服務方案，協助成員進行重返職場前的個人心

理調適、自信建立及學習家庭安頓與時間管理技巧。 

(四) 建議規劃相關政策措施或服務方案，協助成員完成履歷、面試實作。 

(五) 建議規劃相關政策措施或服務方案，協助成員更加了解目前求職資源、

第二專才培力的資源。 

(六) 建議規劃相關政策措施或服務方案，協助成員能夠拓展社會互動及互

助。 

(七) 建議重點將聚焦在女性重返職場前的個人心理預備，以支持團體形式，

協助參與成員釐清個人職涯動能、自信建立、家庭安頓與時間管理、履

歷及面試實作等服務支持，以期讓本縣有二度就業需求之婦女，順利梳

理自身生活狀態，發展個人下一步重返職場的生涯規劃。 

(八) 強化育兒資源，提供本縣婦女多元化的育兒服務項目，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 

(九) 宣導性別平等與家庭共同育兒觀念，減輕育兒婦女的家庭照顧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