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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加班時數探討婚姻生活對於兩性工時分配影響程度 

    --以水利局水利行政科員工為例 
一、前言： 

    現代社會家庭組成結構中，雙薪家庭已成為主要模式。因此，如何在家庭

時間和上班工時取得平衡成為兩性經營婚姻生活的重要課題。傳統上，女性往

往在踏入婚姻後，負擔生育和大部分家務的主要責任，以致於有時候必須要在

職業生涯上讓步，例如部份婦女選擇當全職家庭主婦；有些婦女重回職場時，

只能從事不太需要加班的工作，或是加班時長較為受限。另一方面，由於「男

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觀念依舊盛行，男性婚後的職場生活較不受影響，甚

至可因妻子持家有道而能放心衝刺事業。然而近代在全球先進國家「兩性平

權」以及「性別主流化」的潮流之下，男性婚後的時間分配與婚前的差異，似

乎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逐漸擴大。只是，其中存在於兩性之間的差距仍有多

少，依然有待討論。 

    本次性別統計分析報告將從水利局水利行政科(以下簡稱水政科)除科長以

外的全體男女員工加班時數的差異，觀察婚姻是否對男女工時分配有不同程度

的影響，以此檢視兩者下班時間的自由度。然則，這並非正面認同加班是良好

的職場文化，該現象謹在此做為一項統計指標。以下首先介紹水政科業務及人

力分配，以業務為分類基準，呈現現行男女加班時數概況，再進一步以婚姻狀

態劃分，從業務量及通勤時間等可能影響工時分配的因素，觀察已婚男女及未

婚男女的工時差異。 

 

二、水利行政科業務人力配置摘要： 

(一)業務範圍： 

1. 本市37區水利行政、排水管理、土石採取以及水資源政策(水權、抗旱、溫

泉開發、水質水量保護區、地層下陷防治、再生水等)業務。 

2. 本市新營區、後壁區、鹽水區、白河區以及東山區防洪及雨水下水道工

程、移動式抽水機、防汛應變、緊急搶修、復建及工程用地取得等業務。 

 

(二)、人力配置： 

現有人力包括科長共計22人，其中工程業務承辦共10人，行政業務承辦共11

人。以性別統計，男性共16人，女性共6人。 

1. 水資源政策業務:男性5人。 

2. 水利行政及排水管理業務:男性2人、女性1人。 

3. 土石採取業務(行政):男性1人。 

4. 工程業務：男性6人、女性2人。 

5. 工程用地取得(工程): 男性1人、女性1人。 

6. 本科收發文、人事等業務:女性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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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科推算業務: 女性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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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自民國100年台南縣市合併升格後，女性同仁人數佔本科比例主要穩

定維持在20％～30％之間，亦即5～7人左右，以負責行政業務居多。105年

後，始有1名女性從事工程用地取得，截至今年（108年）為止，6位女性同仁

中已有2名工程承辦，1名辦理用地業務，工程與行政人力配置已不相上下。 

    然而由於本科於107至108年之間，女性同仁人事異動較大，為降低對數據

真實性的影響，以下只擷取108年1月～6月異動較小之期間作為統計區間。 

 

三、兩性加班工時概況：        

 

（一） 相同業務類別下，男女加班時數統計：     

    圖1顯示，工程承辦同仁平均每人每月加班時數為9.45小時，行政承辦則

為5.3小時，前者多於後者將近1倍左右時間，但是即使業務性質相同或相近，

不論是工程業務或是行政業務，男性的加班時數整體上而言多於女性。 

     

 

 

（二） 以案件承辦數量統計： 

    圖2從另一項指標來看，工程承辦同仁平均每人每月承辦54.4件公文，行

政承辦卻為119.1件，顯示以業務困難程度而言，因工程案件涉及層面較為複

雜，整體上所需工時較申請案件類型為主的行政業務為長。然而對比兩性狀

況，男性平均每人承辦案件數總量依然多於女性，顯示承辦案件數與加班時數

基本上呈正向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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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合目前統計結果，水政科男性同仁大致上因為承辦案件數量多於女性同

仁，導致加班工時也較長。然而就現階段而言，以上兩張圖表尚無法呈現男性

和女性的工時是否也受到其他因素影響而有性別上的差異。 

 

四、婚姻與兩性加班工時： 

（一）從業務性質、案件數量與通勤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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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初步以婚姻狀態為指標估計兩性加班工時，可得分佈結果如圖3所

示：其中單身男性同仁加班時數每人平均每月9.05小時為最長，已婚女性4.1

小時為最短；單身女性5.75小時則小於已婚男性8.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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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3初步判斷，婚姻生活似乎對於兩性在職場上的投入程度皆有限制，

尤其已婚女性所受影響更多。但是這項結果重新加上業務類別為指標再次統計

卻突顯出同性群體內部的差異性，致使數據分佈與圖3出入甚大，如以下圖4所

示主要有兩個不同之處： 

    1. 已婚男性和未婚男性在不同業務性質下，加班時數互有消長。 

    2. 單身女性工程承辦人的加班工時約略與同組別的單身男性同仁相同； 

       另一方面，未婚女性行政人員並無加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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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篩選出影響統計結果的因子，考量到同仁承辦公文數量以及平日通勤時

間皆有可能影響其加班時數的分配，根據上述兩種狀況，同時做出兩份直條圖

如圖5與圖6。 

     

 

工程 行政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業務類別

平
均
每
月
公
文
數
量

圖5：108年1月～6月每人每月平均公文數量

男性未婚

男性已婚

女性未婚

女性已婚



-8- 

    以每人每月平均承辦公文數量而言，從圖5看來與圖4的數據分佈趨勢有高

度相關性，惟已婚女性行政同仁加班工時雖少於同組男性同仁，公文案件數實

際卻較多；已婚女性工程承辦則為加班時數及收文件數皆低的狀況。圖6則與

圖4大致成反比，顯示出住處離辦公室越近者，較有餘裕加班的現象。由此可

見，影響同仁加班時數的原因，除了業務性質及業務量，通勤時長也是重要考

量因素，對兩性而言皆然。 

 

（二）小結： 

    從以上圖表可得幾項水政科同仁人口結構特質，因應工程與行政業務不同

表徵，各自分述如下： 

1. 工程承辦： 

（1）單身男性及女性同仁加班工時較同組已婚者為長。蓋因其業務量大，就

近辦公地點租屋的外地單身青年，或住家附近的當地同仁，除了平日加班時間

較為自由，假日出勤的機動性也較高。 

（2）已婚男性同仁大多需要較長通勤時間，雖然與同組單身男性相比業務量

也不低，但加班時數因此較為受限；已婚女性因承辦案件數謹約為單身女性

1/3，原則上較無加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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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08年1月~6月平均每人每日單程通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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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承辦： 

(1) 單身男性與已婚男性業務量相仿，然已婚男性住家在辦公地點附近者居

多，平均每天來回總計小於20分鐘，加上家務責任小於配偶，反而比每日平均

須花1小時通勤的單身男性有空檔加班。 

(2) 已婚女性平均業務量超出同組男性許多，通勤距離也短，但因家務責任較

重，必須要設法在較短的工時之內完成業務。 

 

五、結論： 

    就此份統計結果而論，男性與女性由於員額比例不均，女性人口基數少，

難免影響統計準確度也難以呈現統計指標的鑑別度。即使如此，依然可以突顯

出已婚男女目前在家庭責任分工上，仍有些許傳統觀念的影子殘存，兩性在下

班時間運用自由度因此有所差異。 

    除了建立兩性互諒互助的家務分工共識，善用社區育兒或照護資源，另一

方面則有賴健康的職場文化支持。家庭時間為員工重要生產資本。組織若能均

衡分配業務，加上員工自身具備良好時間管理觀念與技能，其生產力更勝於無

效率的拉長上班工時。下班後多點時間與家人共處或從事培養興趣、發展第二

專長等充實自我的活動，有助改善生活品質更有助於提昇整體組織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