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計通報－106 年臺南市兩性勞動與就業概況 

壹、前言 

    長久以來，許多人對於一般家庭分工模式仍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然近

幾年女性投入職場比率逐漸增加，已成為就業市場中不可或缺的一份子。本文透過觀察不同

性別的勞動參與率、失業率與就業者之行業等多項重要指標，以了解男女性之勞動與就業概

況。 

(1) 勞動參與率(％)=勞動力∕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失業者+就業者)∕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2) 失業率(％)=失業者∕勞動力*100％=失業者∕(失業者+就業者)*100％。 

 

貳、統計結果 

一、本市兩性勞動與就業概況： 
 

 106 年本市男、女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69.2％、54.0％，女性勞動參與率近五年呈現

逐年成長。106 年本市男、女性失業率分別為 4.0％、3.6％，且男性失業率為近五年

來最低。 
 

1. 106 年本市男性勞動力 554 千人，較 105 年 553 千人增加 1 千人或 0.2％；女性勞動

力 448 千人，較 105 年 442 千人增加 6 千人或 1.4％。(表 2) 
 

2. 106 年本市男性勞動參與率 69.2％，較 105 年 69.4％減少 0.2 個百分點；女性勞動

參與率 54.0％，較 105 年 53.5％增加 0.5 個百分點，且自 102 年以來呈現逐年成長。

(圖 1) 
 

3. 106 年本市男性失業率 4.0％，較 105 年 4.3％減少 0.3 個百分點，且為近 5 年最低；

女性失業率 3.6％，較 105 年 3.5％增加 0.1 個百分點。(圖 2) 
 
 
 

     
         圖 1.臺南市兩性勞動參與率                  圖 2. 臺南市兩性失業率 
 



 

 106 年本市男性就業者之行業以「工業」最多，女性就業者之行業以「服務業」最多。 
 

106 年本市男、女性就業者人數為 532、432 千人，分別較 105 年 530、427 千人增加 2、

5 千人。綜觀近 5 年就業者之行業，男性就業者皆以「工業」最多，106 年 268 千人、

占 50.4％；女性就業者皆以「服務業」最多，106 年 278 千人、占 64.4％。(表 1) 
 

 106 年本市男性非勞動力以「高齡、身心障礙」者最多，女性非勞動力以「料理家務」

者最多。 
 

106 年本市男、女性非勞動力為 246、382 千人，分別較 105 年 245、384 千人增加 1

千人、減少 2 千人。其中，男性非勞動力人口以「高齡、身心障礙」103 千人、41.9

％最多，「求學及準備升學」78 千人、31.7％次之；女性非勞動力人口以「料理家務」

182 千人、47.6％最多，「高齡、身心障礙」102 千人、26.7％次之。(表 2) 
 

二、臺灣地區(不含金門縣、連江縣)兩性勞動與就業概況： 
 

 106 年臺灣地區男、女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67.1％、50.9％；男、女性失業率分別為

4.0％、3.5％。106 年本市男、女性勞動參與率皆為六都中最高。 
 

1. 106 年臺灣地區男性勞動力 6,568 千人，較 105 年 6,541 千人增加 27 千人或 0.4％；

女性勞動力 5,227 千人，較 105 年 5,186 千人增加 41 千人或 0.8％(表 2) 
 

2. 106 年臺灣地區男性勞動參與率為 67.1％，與 105 年持平；各縣市以南投縣 71.0％

最高，本市與彰化縣 69.2％並列第四(本市為六都最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0.9％，

較 105 年 50.8％增加 0.1 個百分點；本市 54.0％為所有縣市中最高。(表 2) 
 

3. 106 年臺灣地區男性失業率 4.0％，較 105 年 4.2％減少 0.2 個百分點；各縣市以澎

湖縣 2.2％最低，本市與新竹市等 4 個縣市 4.0％並列第八低。女性失業率 3.5％，

較 105 年 3.6％減少 0.1 個百分點；臺東縣 2.8％為所有縣市最低，本市 3.6％第十五

低。(表 2) 
 
表 1. 近 5 年臺灣地區與臺南市男女性就業者之行業 

單位：千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2 6,116 4,851 391    152    2,712 1,253 3,013 3,446 512    413    44      21      256    132    212    260    

103 6,166 4,913 392    157    2,746 1,258 3,029 3,498 515    418    47      22      259    134    208    261    

104 6,234 4,964 403    152    2,771 1,264 3,060 3,549 525    423    47      20      266    136    212    267    

105 6,267 5,000 405    152    2,779 1,264 3,083 3,584 530    427    49      20      267    135    213    272    

106 6,305 5,047 406    151    2,799 1,264 3,100 3,633 532    432    48      20      268    134    216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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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 年臺灣地區男、女性就業者之行業皆以「服務業」最多。 
 

106 年臺灣地區男、女性就業者人數為 6,305、5,047 千人，分別較 105 年 6,267、5,000

千人增加 38、47 千人。就近 5 年就業者之行業觀察，男、女性就業者皆以「服務業」

最多，106 年分別為 3,100、3,633 千人，占 49.2、72.0％。(表 1) 
 

 106 年臺灣地區男性非勞動力以「高齡、身心障礙」者最多，女性非勞動力以「料理

家務」者最多，此現象與本市相同。 
 

106 年臺灣地區男、女性非勞動力為 3,216、5,038 千人，分別較 105 年 3,214、5,022

千人增加 2、16 千人。其中，男性非勞動力人口以「高齡、身心障礙」1,300 千人、

40.4％最多；女性非勞動力人口以「料理家務」2,528 千人、50.2％最多。(表 2) 

 
 

表 2.臺灣地區及各縣市兩性勞動概況 
單位：千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5年臺灣地區 6,541 5,186 67.1 50.8 4.2   3.6   3,214 5,022 1,013 1,031 47      2,501 1,303 1,177 851    313    

臺南市 553    442    69.4 53.5 4.3   3.5   245    384    76      77      4        181    104    103    60      23      

106年臺灣地區 6,568 5,227 67.1 50.9 4.0   3.5   3,216 5,038 1,016 1,011 47      2,528 1,300 1,188 852    312    

新北市 1,119 918    67.3 51.3 4.3   3.1   544    871    174    165    4        485    206    154    159    67      

臺北市 694    632    63.9 51.6 4.1   3.4   392    593    110    105    5        292    173    163    104    34      

桃園市 587    475    66.3 51.2 4.2   3.4   298    453    104    99      7        257    100    72      87      25      

臺中市 751    608    66.4 50.3 3.7   3.7   379    602    139    136    4 296    131    130    105    41      

臺南市 554    448    69.2 54.0 4.0   3.6   246    382    78      76      5        182    103    102    60      22      

高雄市 775    612    66.7 49.6 4.2   3.3   388    622    115    124    7        332    159    120    106    45      

宜蘭縣 138    99      70.4 50.1 4.1   3.4   58      99      17      18      1        43      27      33      14      4        

新竹縣 154    116    67.3 51.5 4.1   3.2   75      109    25      25      1        52      29      28      20      4        

苗栗縣 164    116    67.9 49.4 4.0   3.1   77      118    24      23      1        60      36      29      17      6        

彰化縣 381    271    69.2 49.6 3.8   3.3   170    275    55      60      2        125    76      76      37      14      

南投縣 157    114    71.0 52.4 3.1   4.7   64      104    19      21      1        46      31      32      13      6        

雲林縣 212    147    68.7 50.2 3.6   3.9   97      146    28      30      2        65      45      47      22      4        

嘉義縣 163    115    69.4 51.7 4.0   3.4   72      107    21      20      1        43      33      37      16      6        

屏東縣 249    180    68.8 49.8 3.4   4.5   113    181    32      34      1        84      53      56      28      8        

臺東縣 63      47      67.3 50.0 4.0   2.8   31      47      8        9        1        20      14      14      7        3        

花蓮縣 88      68      64.3 47.9 4.2   3.1   49      74      13      14      1        29      22      25      12      6        

澎湖縣 27      19      61.6 42.6 2.2   5.8   17      25      4        4        0 11      7        8        5        1        

基隆市 106    80      65.4 47.8 4.3   3.2   56      87      16      15      0 38      23      27      16      7        

新竹市 118    98      68.2 53.1 4.0   3.5   55      87      19      20      1        44      21      18      14      5        

嘉義市 70      64      65.1 53.5 3.8   3.5   38      56      14      14      0 23      14      16      10      4        

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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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求學及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其他高齡、身心障礙

男 女 男 女
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