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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勞動參與率為衡量，人口就業現況指標，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3.9%(108

年 55.2%)，就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全國平均為 51.4%，雖仍居六都之首，然而

依據統計趨勢觀察，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近 10 年皆為成長趨勢，109 年卻中斷成

長趨勢，此外男性勞動參與率亦呈減少現象，究竟是受疫情短期影響或是趨勢轉

折點，值得密切追蹤觀察，運用其他刺激政策鼓勵女性就業，目前本市已有安心

上工等臨工計畫提供弱勢及失業勞工進行短期安置，未來將率續恢復職業訓練及

徵才媒合提高就業率。 

而生育子女一向為家庭最甜蜜且不可歸責的負擔，因此許多勞動者選擇暫時

離開職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來照顧幼兒。本市 109 年申請總件數為 28,806 件較

108 年減少 685 件，且多以女性為主，傳統上仍以女性為主要育兒之照顧者情況

未變，另勞動部雖函釋放寬二胎同時申請育嬰留職規定，而使 108 年男性有微幅

上升現象，然而 109 年回落到平均趨勢，顯然開放父母同時申請，尚難撼動男性

申請意願，惟 110 年行政院加碼育嬰津貼額度，是否影響申請意願，待來年觀

察。 

此外觀察勞工申訴就業平等案件(就業歧視、性騷擾、促進權益措施)，109

年受理相關案件總計 84件次(81案其中 3案複合事由申訴)較 108年增加 9件次，

109年職場性騷擾案件及歧視案件分佔申訴案件大宗，其中歧視案件將近 30%為雇

主招募時發生，主要為年齡、性別等，分析多因網路工具(FACEBOOK)興起且觸及

廣泛，成為刊登首選，造成刊登時未注意法律規定觸法，本市仍應維持網路巡察

人力減少雇主無知受罰。 

值得注意本市育嬰留停薪件數自 106 年為最高之後逐年趨勢向下（該趨勢六

都皆同），比較數據可能原因主要為2個，首先為台南市生育率持續下降，109年

0-2 歲嬰兒數為 36,093 人，較 108 年減少 2,865 人，若以 5 年內統計(自 105 年) 

0-2歲嬰兒大幅減少 21%，其次 0至未滿 3歲幼兒收托率增加，以托嬰中心幼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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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數，自 106年 1,229人(收托率 2.76%)，至 109年上升至 2,086人(5.78%)(如

圖 2)，幼兒園入學人數自 105學年 43,250人，至 109學年為 49,113人(如圖 3)，

運用托兒工具趨勢明顯，然而以托嬰中心收托率及幼生數要解釋是否影響育嬰留

職停薪申請尚有研究限制，主要為尚無本市 0 至未滿 3 歲居家(媬姆)收托人數以

及本市幼兒園未滿 3 歲幼幼班人數等總體收托人數資料可供比對競合關係。  

綜觀育嬰留職停薪政策，以生育效果來論，育嬰留職停薪要達到鼓勵生育效

果恐怕有限，但在減輕勞工負擔部分來說，該政策是各項政府政策中受民眾肯定

滿意度高的政策，確實對勞工有非常大的助益，該政策給予勞工選擇育兒工具，

兼顧家庭與工作平衡，對於增加女性勞參率也有正面的幫助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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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臺南市就業平等業務工作分析報告 

壹 、緒論 

一、前言 

近年就業平等議題興起，行政院更成立性別平等處推動相關議題，而

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情況，任何一個勞動力人口皆彌足珍貴，尤其女性

在社會開放及教育普及之下逐漸崛起成為不可忽視的戰力。本分析利用行

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等中央機關發布之數據，以及本市勞工

局所蒐集之業務相關資料，就「女性的就業情況」、「勞工育兒概況」、

「案件的統計及分析」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目地在了解目前的就業趨勢

及職場所遭遇的障礙，以作為未來人力資源規劃，以及消除就業障礙之對

策因應。 

二、研究動機 

本調查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趨勢。 

(二) 瞭解本市與六都勞動參與率比較。 

(三) 瞭解勞工育兒概況。 

(四) 瞭解案件類型及辦理情形。 

三、名詞解釋 

(一) 就業歧視：所謂法定就業歧視，依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

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

會員身分」等 16 項為準。 

(二) 性騷擾：所謂性騷擾指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

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或、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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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

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三) 性別權益措施：指性別工作平等法所訂產假、安胎假、產檢假、陪產

假、生理假、育嬰留職停薪…等相關性別權益措施。 

(四) 育嬰留職停薪：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

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

受撫育二年為限。 

(五)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就業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如符合請領資格，可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津貼給付標準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計算。 

(六) 勞動參與率：勞動參與率=(勞動人口/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七) 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依就業服務法第七條規定，主管機關得遴聘勞

工、雇主、政府機關之代表及學者專家，研議、諮詢有關就業服務及

促進就業等事項；其中勞工、雇主及學者專家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前項代表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八) 性別工作平等會: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五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

性別工作平等會，第二項規定性別平等會應置委員五人至十ㄧ人，任

期兩年，由具備勞工事務、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法律專業人士

擔任之，其中經勞工團體、女性團體推薦之委員各二人，女性委員人

數應佔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ㄧ以上。第四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如設有

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亦得由該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宜。該會之組成應

符合第二項之規定。 

(九) 收托比率：實際收托人數/0-2歲嬰兒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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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準公共化托育政策：透過與優質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簽約合作，

由政府依家庭經濟條件協助支付每月 6,000 元至 1 萬元不等的托育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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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女性勞動參與率現況 

一、女性勞動參與率概況及縣市比較 

◎109 年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3.9%，中斷 10 年成長趨勢。 

◎109 年本市各項勞動人口數據，皆呈顯減少現象，究竟是受疫情短期影

響或是趨勢轉折點，值得密切追蹤觀察。 

如表 1-1 所示，以 109 年本市相關數據，現有勞動力人口為 101 萬人

3,000 人較 108 年減少 1 萬 7,000 人，其中男性勞動力為 56 萬 5,000 人較

108年減少 6,000人，女性勞動力為 48萬 8,000人較 108年減少 1萬 1,000

人；而實際投入就業人口為 97萬 4,000人較 108年減少 1萬 8,000人，男

性就業人口為 54 萬 4,000 人較 108 年減少 7,000 人，女性就業人口為 43

萬人較 108 年減少 1 萬 1,000 人。另表 1-2 所示勞動參與率部分，109 年

男性為 70.6%，女性 53.9%；就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全國平均為 51.4%，

本市仍居六都之首(如圖 1)，然而依據統計趨勢觀察，本市女性勞動參與

率近 10 年皆為成長趨勢，惟 109 年卻較 108 年 55.2%減少 1.3 百分點，男

性勞動率也減少 0.7 百分點，減幅程度較其餘五都高，再參考其他勞動統

計數據，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未改變情況下，勞動力及實際就業者人口皆呈

現減少現象，究竟是受疫情短期影響或是趨勢轉折點，值得密切追蹤觀察。 

表 1- 1 臺南市勞動力數據 

單位:千人 

年 就業者 
男性就業

者 

女性就業

者 
非勞動力 

男性非勞

動力 

女性非勞

動力 

108 992 551 441 602 229 372 

109 974 544 430 618 235 383 

年 勞動力 
男性勞動

力 

女性勞動

力 

15歲以上

民間人口 

男性 15 歲

以上民間

人口 

女性 15 歲

以上民間

人口 

108 1,030 571 459 1,631 801 831 

109 1,013 565 448 1,631 801 83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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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各縣市勞動參與率比較 
單位:% 

時間 

\地區別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全國 67.1 50.8 67.1 50.9 67.2 51.1 67.3 51.4 67.2 51.4 

宜蘭縣 68.0 48.6 70.4 50.1 71.4 51.3 70.7 52.2 70.3 53.1 

新竹縣 64.6 51.9 67.3 51.5 69.0 50.8 67.9 54.0 69.2 54.0 

基隆市 66.0 48.2 65.4 47.8 65.1 48.2 66.7 48.5 65.4 48.8 

新竹市 67.9 53.1 68.2 53.1 67.2 51.3 67.3 50.9 66.8 50.9 

苗栗縣 67.1 49.6 67.9 49.4 66.9 50.5 65.3 51.4 65.9 50.3 

彰化縣 68.8 50.6 69.2 49.6 67.9 49.7 67.8 50.0 68.4 49.5 

南投縣 68.1 51.1 71.0 52.4 71.4 51.9 71.1 53.3 69.1 51.5 

雲林縣 68.1 49.9 68.7 50.2 70.3 49.8 69.6 49.7 67.9 49.6 

嘉義縣 68.3 50.3 69.4 51.7 69.4 51.1 69.9 50.6 69.2 48.2 

澎湖縣 61.8 43.3 61.6 42.6 60.1 42.8 61.7 42.8 61.6 42.1 

嘉義市 64.4 51.8 65.1 53.5 66.0 52.5 67.8 51.9 68.4 53.1 

屏東縣 67.7 48.9 68.8 49.8 70.7 51.2 71.6 52.2 70.5 52.0 

臺東縣 66.5 50.0 67.3 50.0 66.9 51.6 67.3 51.6 65.0 51.3 

花蓮縣 64.0 47.1 64.3 47.9 63.9 48.0 63.9 50.2 63.2 49.5 

台北市 64.8 51.1 63.9 51.6 64.8 51.7 65.6 51.7 65.9 51.9 

新北市 67.8 51.0 67.3 51.3 67.4 51.5 67.5 51.6 67.3 51.7 

桃園縣 67.3 52.0 66.3 51.2 65.5 50.0 64.7 50.2 66.4 52.0 

台中市 67.0 50.8 66.4 50.3 66.2 50.9 66.2 50.7 66.8 51.4 

高雄市 65.8 49.5 66.7 49.6 66.3 50.5 66.2 50.8 65.3 50.4 

台南市 69.4. 53.5 69.2 54.0 70.2 54.9 71.3 55.2 70.6 53.9 

備註：勞動參與率=(勞動人口/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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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六都女性參與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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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女性各年齡層勞動參與率概況 

◎本市 55歲以上女性勞動參與率，高於其他直轄市，以目前高齡化趨勢應

善加運用維持優勢。 

如表 2-1 所示，以年齡分析，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與全國趨勢相同，

查 109 年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高峰平均仍落於 25-29 歲為 90.4%，其次為

30-34 歲為 87.1%，隨年紀增加逐漸遞減，到 60-64 歲為 30.7%，至 65 歲

以上則為 6.8%，而本市 55 歲以上女性勞參率高於其餘五都，以目前高齡

化趨勢應善加運用維持優勢。 

表 2- 1 109 年六都女性年齡勞動參與率比較 

單位:% 

地區\年

齡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歲 

以上 

臺灣 

地區 
8.12 56.66 90.47 87.16 81.98 76.23 75.63 63.74 44.31 24.5 4.55 

新北市 9.3 59.8 91.2 90.3 82.2 77.3 75.6 62 41.4 20.9 2.9 

臺北市 6.1 60.1 91.7 89.8 85.6 79.6 80.6 69.1 48.2 26.6 3.2 

桃園市 7.3 54.5 91.5 85.1 79.5 74.3 73.4 61 37.5 20.8 3.2 

臺中市 7.1 48.7 90.7 86.3 79.9 74.5 75 62.4 39.9 19.6 3.6 

臺南市 9.3 59.8 90.4 87.1 83 80.6 78.1 65.1 51.3 30.7 6.8 

高雄市 8.1 56.6 86.9 85.4 81.5 76.5 74.9 62.9 44.1 23.1 4.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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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概況 

ㄧ、本市歷年育嬰留職停薪現況 

◎準公共化托育政策及少子化影響育嬰留職停薪申請。 

◎本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性別比以女性占多數。 

本市 109 年申請總件數為 28,806 件較 108 年申請總件數 29,491 減少

685 件。依性別分析，以女性申請居多，109 年 23,765 件較 108 年 24,056

件減少 291件，佔 82.50%，而男性 5,041件較 108年 5,435件減少 394件，

僅佔 17.50%，傳統上仍以女性為主要育兒之照顧者，另勞動部雖函釋放寬

二胎同時申請育嬰留職規定，而使 108 年男性有微幅上升現象，然而 109

年回落到平均趨勢，顯然開放父母同時申請，尚難撼動男性申請意願。 

值得注意本市育嬰留停薪人數自 106 年高峰拐點趨勢向下（該趨勢六

都皆同），比較數據可能原因主要為 2 個，首先為台南市生育率持續惡化，

109 年 0-2 歲嬰兒數為 36,093 人，較 108 年減少 2,865 人，若以 5 年內統

計(自 105 年) 0-2 歲嬰兒大幅減少 21%，其次 0 至未滿 3 歲幼兒收托率增

加，以托嬰中心幼兒收托人數，自 106年 1,229人(收托率 2.76%)，至 109

年上升至 2,086 人(5.78%)(如圖 2)，幼兒園入學人數自 105 學年 43,250

人，至 109 學年為 49,113 人(如圖 3)，運用托兒工具趨勢明顯，然而以托

嬰中心收托率及幼生數要解釋是否影響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尚有研究限制，

主要為尚無本市 0 至未滿 3 歲居家(媬姆)收托人數以及本市幼兒園未滿 3

歲幼幼班人數等總體收托人數資料可供比對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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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本市歷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單位：件；元 

案件 

  \ 

年度 

合計 男 女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初核  初核  初核 

105 31,018 5,756 538,392,818 5,503 1,033 102,347,364 25,515 4,723 436,045,454 

106 31,514 5,843 564,896,730 5,535 1,008 106,424,468 25,979 4,835 458,472,262 

107 30,708 5,624 552,004,598 5,255 971 98,983,020 25,453 4,653 453,021,578 

108 29,491 5,456 542,245,615 5,435 1,022 104,633,204 24,056 4,434 437,612,411 

109 28,806 5,186 540,193,834 5,041 892 98,005,324 23,765 4,294 442,188,510 

備註：初核指初次申請育嬰留職津貼並經審核通過 

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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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本市托嬰中心收托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圖 3 本市幼兒園入園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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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都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現況 

◎六都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件數趨勢減少。 

如表 3-2 所示，109 年以六都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件數比較，仍以臺北

市總申請件數為 103,692 件為六都最高較 108 年減少 3,256 件，新北市總

申請件數為 55,919件較 108年減少 2,577件，桃園市總申請件數為 43,794

件 較 108 年減少 123 件，臺中市總申請件數為 58,543 件較 108 年減少

2,551 件，本市總申請件數為 28,806 件較 108 年減少 685 件，高雄市總申

請件數為 35,805 件 較 108 年減少 1,162 件，總體六都近 5 年申請總件數

自 106 年達高峰之後趨勢向下。 

 

表 3- 2 109 年六都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 

單位：件；元 

案件數

\ 

縣市別 

合計 男 女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初核  初核  初核 

新北市 55,919 10,188 1,111,607,310 12,747 2,238 259,913,774 43,172 7,950 851,693,536 

臺北市 103,692 19,489 2,320,459,070 15,941 3,056 369,661,551 87,751 16,433 1,950,797,519 

桃園市 43,794 8,005 892,142,085 8,080 1,501 171,925,189 35,714 6,504 720,216,896 

臺中市 58,543 10,731 1,085,830,333 12,504 2,232 231,219,467 46,039 8,499 854,610,866 

臺南市 28,806 5,186 540,193,834 5,041 892 98,005,324 23,765 4,294 442,188,510 

高雄市 35,805 6,631 680,717,312 6,200 1,167 122,726,496 29,605 5,464 557,990,816 

備註：初核指初次申請育嬰留職津貼並經審核通過 

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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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受理案件分析 

一、諮詢案件分析 

◎民眾前三大諮詢問題為育嬰留職停薪、產假、安胎假等規定。 

如表 4-1 所示，109 年諮詢案件總計 6,953 件，較上一年育嬰留職停

薪增加 973 件，其中諮詢案件仍多集中於育嬰留職停薪 2,650 件佔 38.11%、

產假 1,750 件佔 25.17%、安胎假 915 件佔 13.16%。 

 

表 4- 1 本市歷年諮詢案件統計 

單位:件 

類別 

 

年度 

就業

歧視 

性別

歧視 

性騷

擾 

生理

假 
安胎假 

產檢

假 
產假 

陪產

假 

育嬰 

留職 

哺乳

時間 

家庭

照顧

假 

勞基法

相關權

益 

總計 

104 13 51 62 229 333 829 411 720 835 53 32 415 3,983 

105 11 80 45 161 990 203 1,331 519 1,011 13 44 577 4,985 

106 12 128 37 177 1,020 200 1,357 254 1,402 9 39 390 5,025 

107 9 97 55 144 802 214 1,401 192 1,501 11 21 317 4,764 

108 10 107 43 152 755 173 1,832 189 2,250 7 11 451 5,980 

109 25 102 67 143 915 245 1,750 180 2,650 8 14 854 6,953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含書面、電話…) 

說明：1.產檢假及陪產假自 103 年底實施 

2.108 年勞基法相關權益(產假薪資、病假、勞動條件權益…)合併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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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訴案件分析 

◎109 年職場性騷擾案件及歧視案件分佔申訴案件大宗，其中歧視又因使

用網路工具刊登招募廣告使用不慎違法。 

如表 4-2 所示，109 年受理相關案件總計 84 件次(81 案其中 3 案複合

事由申訴)較 108 年增加 9 件次，其中就業歧視部分計 34 件次佔 40.48%較

108年增加 5件次，職場性騷擾 34件次佔 40.48%較 108年減少 2件次，違

反性別權益措施(生理假…等)16 件次佔 19.04%較 108 年增加 6 件次，109

年職場性騷擾案件及歧視案件分佔申訴案件大宗，其中歧視案件將近 30%

為雇主招募時發生，主要為年齡、性別等，分析多因網路工具(FACEBOOK)

興起且觸及廣泛，成為刊登首選，造成刊登時未注意法律規定觸法。 

 

表 4- 2 受理案件分析 

單位:件次；% 

年度 
就業歧視 職場性騷擾 促進權益措施 

總計 
件次 佔比 件次 佔比 件次 佔比 

104 35 50.00 20 28.57 15 21.43 70 

105 38 43.18 32 36.36 18 20.46 88 

106 45 58.44 18 23.38 14 18.18 77 

107 33 51.56 23 35.94 8 12.50 64 

108 29 38.67 36 48.00 10 13.33 75 

109 34 40.48 34 40.48 16 19.04 84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 

說    明：實際受理案件若有同一案件申訴多事由，各計為一件次，109 年有 3 案件複合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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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歧視案件類別分析 

◎分析就業歧視類別，以性別歧視佔首位，其次為年齡歧視。 

如表 4-3所示，統計 109年就業歧視案件，其中以性別歧視 18件次佔

54.94%多數較 108 減少 3 件次，其次分別為年齡歧視 9 件次佔 26.47%較

108 年增加 5 件次、身障歧視 2 件次佔 5.88%與 108 年增加 1 件次、種族 2

件次佔 5.88%較 108年增加 2件次、宗教 1件次佔 2.94%較 108年增加 1件

次、籍貫 1 件次佔 2.94%較 108 年增加 1 件次、思想 1 件次佔 2.94%較 108

年增加 1件次，若以年度趨勢來看，就業歧視案件多以性別及年齡為主。 

表 4- 3 就業歧視案件類別分析 
單位:件次 

       年度 

類別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合計 

種族 - - - - - 2 2 

階級 - - - 1 - - 1 

語言 - - - - - -  

思想 - - 1 - - 1 2 

宗教 - - - - - 1 1 

黨派 - - - - - - - 

籍貫 - - - - - 1 1 

出生地 - - - - - - - 

性別 31 31 35 25 21 18 161 

性傾向 - - - - 1 - 1 

年齡 4 4 6 6 4 9  

婚姻 - - - - - -  

容貌 - 2 1 - 2 -  

五官 - - - - - -  

身心障礙 - 1 2 1 1 2  

星座 - - - - - -  

血型 - - - - - -  

工會會員 - - - - - -  

總計 35 38 45 33 29 34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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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工作平等案件分析 

◎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本年度以促進權益措施(生理假、安胎假…等)案件

遽增。 

如表 4-4 所示，將申訴案件細分，109 年懷孕育兒相關案件分析，以

懷孕歧視 11 件次佔 40.74%較 108 年減少 1 件次，育嬰留職停薪 5 件次

18.52%較 108 年增加 1 件次，產假等相關權益 11 件次 40.74%較 108 年增

加 7 件次。本年度其他權益(生理假、安胎假…等)事件申訴案件遽增，分

析皆為微型商號，顯然微型商號尚缺職場平權觀念。 

表 4- 4 懷孕育兒相關案件分析 

單位:件次；% 

年度 
懷孕 育嬰留職停薪 促進權益措施 

總計 
件次 佔比 件次 佔比 件次 佔比 

104 25 69.44 9 25.00 2 5.56 36 

105 22 62.86 6 17.14 7 20.00 35 

106 23 69.70 9 27.27 1 3.03 33 

107 14 87.50 1 6.25 1 6.25 16 

108 12 60.00 4 20.00 4 20.00 20 

109 11 40.74 5 18.52 11 40.74 27 

備    註：案件來源以申訴案件中就業歧視(懷孕、育兒)及權益措施(產假、安胎等)綜合統計分析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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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件辦理情形 

◎勞工權益抬頭不願妥協，撤回案件有減少趨勢 

如表 4-5 所示，109 年辦理案件中，以送委員會評議案件 33 件佔

40.74%為最多與 108 年持平，撤回 17 件佔 20.98%較 108 年減少 1 件，其

他為 31 件佔 38.27%較 108 年增加 7 件。性別工作平等法有撤回機制，但

歷年統計至 109 年止，勞方申訴後願意妥協撤回的機率依然不高，諭示資

方應謹慎處理。 

表 4- 5 歷年辦理情形 

單位:件;% 

年度 
移送評議 撤回 其他 

總計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104 24 34.29 33 47.14 13 18.57 70 

105 23 26.14 32 36.36 33 37.50 88 

106 38 49.35 21 27.27 18 23.38 77 

107 20 31.25 9 14.06 35 54.69 64 

108 33 44.00 18 24.00 24 32.00 75 

109 33 40.74 17 20.98 31 38.27 81 

備    註：其他包含不受理、轉移管轄、職權辦理(查無實證…等)等 3 項目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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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撤回原因分析 

◎勞工撤回主要以勞資爭議調解為主要方式。 

如表 4-6，109 年撤回申訴案件計 17 件，其中勞資爭議調解佔多數，

總計 11 件、佔 82.35%較 107 年增加 3 件，以調解方式進行主要希望快速

解決，並有相關保障，因此以勞資為解決爭端方式；其次為其他 3 件、佔

17.65%較 108 年增加 3 件，該類案件多為另有工作或究責的意願不深，故

申訴後即撤回申訴。 

表 4- 6 歷年撤回辦理情形 

單位:件；% 

年度 
勞資爭議調解 自行調解 

非申訴雇主 

(性騷擾案) 
公所調解 其他 

總計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104 9 27.27 16 48.49 4 12.12 - - 4 12.12 33 

105 20 62.5 8 25 4 12.5 - - - - 32 

106 15 71.43 4 19.05 - - 1 4.76 1 4.76 21 

107 7 77.78 2 22.22 - - - - - - 9 

108 11 61.11 3 16.67 4 22.22 - - - - 18 

109 14 82.35 - - - - - - 3 17.65 17 

備    註：其他包含打消申訴意願、另有工作等 2 個項目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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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申訴人性別統計 

◎以申訴人性別統計，女性居申訴案多數佔 74.08%。 

如表 4-7 所示，109 年申訴案件總計 81 件其中女性 60 件佔 74.08%較

108 年增加 9 件，男性 6 件佔 7.04%較 108 年減少 2 件，未標明性別 15 件

佔 18.52%較 108 年減少 1 件，因性別工作平等法較多女(母)性保護措施，

故在申訴性別比例上女性多於男性。 

表 4- 7 歷年案件性別分析 

單位:件;% 

年度 
男 女 未標明性別 社團(法人) 

總計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件數 佔比 

104 10 14.29 54 77.14 5 7.14 1 1.43 70 

105 9 10.23 65 73.86 14 15.91 - - 88 

106 15 19.48 55 71.43 7 9.09 - - 77 

107 6 9.38 40 62.5 18 28.12 - - 64 

108 8 10.67 51 68.00 16 21.33 - - 75 

109 6 7.40 60 74.08 15 18.52 - - 81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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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評議委員會召開情形 

一、案件審理及裁處 

◎109 年總計召開會前評議小組 9 場，正式評議委員會 6場。 

◎109 年裁處案件中以歧視案件佔多數。 

如表 5-1 所示，109 年會前評議小組共召開 9 場次，而正式評議委員

會總計6場次；而如表5-2所示，109年度經委員會評議案件總計28件次，

成立 13件次，不成立 15件次，成立案件中歧視案件為 6件次佔 46.15 %，

性騷擾 3件次佔 23.08%，違反權益措施 4 件次佔 30.77%。 

表 5- 1 歷年委員會召開情形 

單位:場 

年度 會前小組 評議委員會 

104 8 9 

105 8 6 

106 7 8 

107 6 6 

108 5 5 

109 9 6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 

 

表 5- 2 歷年裁處案件統計 

單位：件次;% 

年度 
歧視案件 性騷擾 違反權益措施 

總計 
件數(次) 佔比 件數(次) 佔比 件數(次) 佔比 

104 8 61.54 1 7.69 4 30.77 13 

105 7 70 2 20 1 10 10 

106 13 61.9 4 19.05 4 19.05 21 

107 12 80 1 6.67 2 13.33 15 

108 9 75 2 16.67 1 8.33 12 

109 6 46.15 3 23.08 4 30.77 13 

資料來源：1.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業務統計資料 

2.數據為當年度裁處案件(含跨年度案件於當年度裁處) 

3.實際受理案件若有同一案件申訴多事由，各計為一件次，109 年有 3 案件複合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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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救濟案件統計 

◎109 提起行政救濟程序皆維持原處分 

一般行政處分為兩階段行政救濟(訴願、行政訴訟)，性別工作平等法

因特殊性為三階段行政救濟(再審議、訴願、行政訴訟)，如表 5-3 所示，

109 行政救濟案件中，提起審議 1 件，訴願計 7 件，皆維持原處分，顯示

行政處分的品質有所提升。 

表 5- 3 歷年救濟案件統計 

單位：件;% 

救濟類別 
再審議 訴願 行政訴訟 

維持 撤另處 維持率 維持 撤另處 維持率 維持 撤銷 維持率 

103 - - - 7 - 100 3 - 100 

104 - - - 5 2 71.43 2 - 100 

105 2 - 100 8 1 88.89 2 - 100 

106 - - - 12 1 92.31 - - - 

107 2 1 66.67 10 1 90.9 1 - 100 

108 2 100 100 4 - 100 - - - 

109 1 - 100 7 0 100 - - - 

備註： 

撤另處:撤銷處分另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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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勞動參與率部分，男性為 70.6%(108 年 71.3%)，女性 53.9%(108 年

55.2%)，就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全國平均為 51.4%，雖仍居六都之首(如

圖 1)，然而依據統計趨勢觀察，本市女性勞動參與率近 10 年皆為成長趨

勢，109 年卻較 108 年(55.2%)減少 1.3 百分點，中斷成長趨勢，減幅程度

較其餘五都高，此外男性勞動參與率也減少 0.7 百分點，再參考其他勞動

統計數據，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未改變情況下，勞動力及實際就業者人口皆

呈現減少現象，究竟是受疫情短期影響或是趨勢轉折點，值得密切追蹤觀

察，以利規劃刺激政策鼓勵女性就業，目前本市已有安心上工等臨工計畫

提供弱勢及失業勞工進行短期安置，未來將率續恢復職業訓練及徵才媒合

提高就業率。 

二、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本市 109年申請總件數為 28,806件較 108年申請總件數

29,491 減少 685 件。依性別分析，以女性申請居多，109 年 23,765 件較

108 年 24,056 件減少 291 件，佔 82.50%，而男性 5,041 件較 108 年 5,435

件減少 394 件，僅佔 17.49%，傳統上仍以女性為主要育兒之照顧者，另勞

動部雖函釋放寬二胎同時申請育嬰留職規定，而使 108 年男性有微幅上升

現象，然而 109 年回落到平均趨勢，顯然開放父母同時申請，尚難撼動男

性申請意願，惟 110 年行政院加碼育嬰津貼額度，是否影響申請意願，待

來年觀察。 

三、109 年受理相關案件總計 84 件次(81 案其中 3 案複合事由申訴)(較 108 年

增加 8 件次)，其中就業歧視部分計 34 件佔 40.48%(較 108 年增加 5 件

次)，職場性騷擾 34 件佔 40.48%(較 108 年減少 2 件次)，違反性別權益措

施(生理假…等)16 件佔 19.04%(較 108 年增加 6 件次)，109 年職場性騷擾

案件及歧視案件分佔申訴案件大宗，其中歧視案件將近 30%多為雇主招募

時發生，主要為年齡、性別等，分析多因網路工具(FACEBOOK)興起且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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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成為刊登首選，造成刊登時未注意法律規定觸法，本市將維持網路

巡察減少雇主無知受罰。 

四、懷孕育兒相關案件分析，將申訴案件細分 109 年懷孕育兒相關案件分析，

以懷孕歧視 11 件次佔 40.74%(較 108 年減少 1 件次)，育嬰留職停薪 5 件

次 18.52%(較 108 年增加 1 件次)，產假等相關權益 11 件次 40.74%(較 108

年增加 7 件次)。本年度其他權益(生理假、安胎假…等)事件申訴案件遽

增，分析皆為微型商號，顯然微型商號尚缺職場平權觀念，建議調整宣導

策略，針對僱用 30人以下事業單位發放簡要易讀宣導資料。 

五、本次統計分析值得探討育嬰留職停薪人數持續減少。本市育嬰留停薪人數

自 106 年高峰拐點趨勢向下（該趨勢六都皆同），比較數據可能原因主要

為 2 個，首先為台南市出生人數持續惡化，109 年 0-2 歲嬰兒數為 36,093

人，較 108 年減少 2,865人，若以 5 年內統計(自 105 年) 0-2 歲嬰兒減少

21%減幅驚人，其次 0至未滿 3歲幼兒收托率增加，以托嬰中心幼兒收托人

數，自 106 年 1,229 人(收托率 2.76%)，至 109 年上升至 2,086 人

(5.78%)(如圖 2)，幼兒園入學人數自 105 學年 43,250 人，至 109 學年為

49,113 人(如圖 3)，運用托兒工具趨勢明顯，然而以托嬰中心收托率及幼

生數要解釋是否影響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尚有研究限制，主要為尚無本市 0

至未滿 3 歲居家(媬姆)收托人數以及本市幼兒園未滿 3 歲幼幼班人數等總

體收托人數資料可供比對競合關係。 

綜觀來說各國及學者專家都將育嬰留職停薪做為友善職場重要政策推

動，主要期盼賦予育嬰留職停薪兩個使命，一是減輕勞工負擔，另外就是

鼓勵生育。首先以生育效果來論，育嬰留職停薪要達到鼓勵生育效果恐怕

有限，以台南市近 10年總生育率觀察，有無育嬰留職停薪並無影響總生育

率，反而傳統生肖年(龍年)101 年時達成總生育率 1.2 的成績，以生育的

戰略目標來說並無達成效果，是以對於刺激生育率來說嬰留職停薪政策似

乎有限，應調整資源配置或政策方向；但在減輕勞工負擔部分來說，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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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各項政府政策中受民眾肯定滿意度高的政策(109年 73%受訪者滿意)，

確實對勞工有非常大的助益，該政策給予勞工選擇育兒工具，兼顧家庭與

工作平衡，對於增加女性勞參率也有正面的幫助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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