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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失業率係國家重要經濟指標，隨全球化影響，後工業社會帶來企業與工作
型態改變，無論男、女性，擁有穩定工作是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基礎。

    現代社會雙薪家庭日益普遍，女性進入職場比率逐漸增加，因此破除職場
性別職業隔離，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等相關措施，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
鼓勵女性續留職場，亦是當今政府部門在擬定相關政策時的重要課題。

    在應用上，失業率是一項經濟落後指標，因為雇用或解除雇用員工通常需
要耗費一定成本，企業在景氣逐漸低迷時通常先以縮減工時因應，直到狀況愈
趨嚴峻，才會考慮裁員；同樣地，景氣好轉時企業也會先以增加工時的方式因
應，最後才考慮擴大雇用。雖然失業率屬於景氣循環落後指標，但失業率對一
般消費者信心會有重大影響；如果無法確保未來工作是否穩當，理論上消費者
將採取保守的支出態度，從而影響總體消費支出。

    本篇分析主要探討本縣生理性別之男性及女性，其失業率是否隨年齡不同
而有所變化，並探討不同年齡組別(採五齡組區分)之性別失業率與全國統計值
之差距，進而分析出哪些「年齡x性別組」失業率居高不下(大於10%)的性別意
義，以及可衍生的解決策略與政策創新，以作為未來本縣就業政策之參考。

貳、性別資料統計分析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總體失業率】

    從五齡組別看過去十年(民國98~107年)宜蘭縣失業率，失業率大於10%的
情形大都集中在15歲至24歲年齡層，至25歲以後，失業率逐步降低(參表1、圖
1)，此與全國的趨勢大致相同(參表1、圖1)。另自98-107十年間，失業率呈現
緩和降低的趨勢。

單位：％

年度

5.7 15.6 14.6 8.8 5.5 3.5 4.2 3.8 4.0 5.1 0.9     - 

5.1 10.3 11.4 7.1 5.9 3.5 3.9 3.7 3.6 4.9 2.1     - 

4.4 3.7 8.4 5.8 4.4 3.3 3.9 3.4 3.6 6.4 2.7 1.2

4.3 16.5 8.6 6.9 4.5 2.8 2.1 2.8 3.8 3.6 2.1     - 

4.3 4.0 11.5 6.1 5.1 3.2 3.3 2.5 2.9 3.0 2.3     - 

3.9 4.5 10.1 6.5 3.6 4.5 2.7 1.9 2.5 2.4 2.6     - 

3.9 6.8 12.4 4.0 5.6 3.1 1.8 1.6 2.5 4.4 1.7     - 

4.0 5.7 9.2 4.7 3.6 2.9 2.0 2.4 3.5 5.6 5.6     - 

3.8 13.1 10.2 8.3 2.1 2.8 3.7 1.8 1.8 1.6 1.6     - 

3.8 3.9 7.2 8.2 3.3 3.0 2.4 3.2 1.8 3.1 2.2 0.1

表1、宜蘭縣失業率按五歲年齡組別分

整體失
業率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歲及
以上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民國年 總計

5.85 13.55 14.67 8.77 5.82 4.64 4.23 4.27 4.14 3.54 2 0.18

5.21 10.93 13.51 8.15 5.19 4.1 3.77 3.89 3.5 3.06 1.5 0.19

4.39 11.22 12.71 7.11 4.32 3.32 3.02 2.99 2.66 2.44 1.57 0.18

4.24 9.8 13.17 7.08 4.34 3.37 2.76 2.55 2.35 2.14 1.69 0.19

4.18 9.65 13.75 7.11 4.2 3.37 2.51 2.59 2.26 2.15 1.32 0.17

3.96 8.78 13.25 6.84 4.04 3.26 2.58 2.37 2.12 2.04 1.23 0.13

3.78 8.63 12.59 6.55 3.97 3.14 2.37 2.36 2.06 1.76 1.16 0.14

3.92 8.94 12.62 6.76 3.79 3.41 2.66 2.51 2.15 1.92 1.63 0.14

表2、全國失業率按五歲年齡組別分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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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宜蘭縣近10年失業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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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全國近10年失業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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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失業率】

    進一步觀察過去十年(民國98~107年)宜蘭縣的性別失業率可以發現，整體
來說，男性失業率略大於女性失業率，此與全國趨勢一致(參表2、3、4、5、 
6)。進一步分析其中年齡別，宜蘭縣15-24歲年齡層的失業率，與全國類似，
有逐年緩和降低的趨勢，但在男性失業率方面，宜蘭縣呈現時高時低起伏不定
的情形，特別是15-19歲年齡層，較難看出時間序列的趨勢；相較於男性失業
率，女性失業率在這個年齡層則有顯著降低。另值得觀察的是，宜蘭縣男性
25-29歲年齡層失業率近三年來顯著攀升，女性並無此情形。

單位：％

年度

6.0 13.6 16.2 10.3 6.0 3.6 4.6 4.6 3.9 6.6 1.1       - 

5.5 5.1 9.2 8.8 6.8 3.6 4.0 5.1 4.9 6.4 2.4       - 

4.8 2.2 10.2 5.8 4.8 3.9 4.0 4.2 3.8 7.7 3.7 1.2

4.5 20.9 9.0 7.0 5.1 3.9 2.2 2.9 4.0 3.7 2.3       - 

4.7 3.7 10.2 6.6 6.7 4.7 3.9 3.1 3.9 3.4 3.1       - 

3.7 4.0 9.7 6.5 2.1 6.0 1.0 1.8 3.2 3.1 3.7       - 

4.0 4.9 12.8 3.9 6.1 3.3 2.5 0.9 3.3 5.6 1.1       - 

4.5 8.7 7.1 3.8 3.7 3.4 3.1 2.7 5.5 7.8 7.6       - 

4.1 16.4 11.8 9.4 1.6 2.4 5.2 2.0 2.1 1.8 2.4       - 

4.1 6.0 5.8 12.2 2.7 2.8 3.3 3.3 2.4 3.6 2.1 0.2

表3、宜蘭縣男性失業率按年齡別分

整體失
業率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及以
上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總計

6.53 13.38 16.15 10.26 6.76 5.52 5.31 5.07 5.02 4.43 2.3 0.18

5.8 10.97 14.2 9.4 6.04 4.76 4.79 4.88 4.26 3.83 1.73 0.19

4.71 10.68 13.04 7.86 4.67 4.13 3.67 3.65 3.22 3.05 1.83 0.18

4.49 9.9 13.28 7.72 4.86 3.85 3.38 3.03 2.89 2.69 2.06 0.19

4.47 8.62 14.13 7.96 4.91 3.9 2.97 3.27 2.65 2.48 1.64 0.17

4.27 9.64 13.69 7.36 4.68 3.6 3.1 3.11 2.68 2.36 1.39 0.13

4.05 8.24 13.23 6.9 4.38 3.64 3.15 2.98 2.33 2.1 1.15 0.14

4.19 8.76 12.31 7.52 4.2 3.87 3.12 3.19 2.6 2.17 1.88 0.14

4 8.49 11.97 7.16 3.98 3.73 3.29 2.82 2.39 1.96 1.88 0.13

3.89 9.5 11.63 7.32 3.77 3.66 2.79 2.7 2.23 1.79 2.17 0.14

表4、全國男性失業率按五歲年齡組別分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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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宜蘭縣近10年男性失業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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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全國近10年男性失業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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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年度

5.3 17.5 13.2 7.0 4.8 3.3 3.6 2.7 4.2 1.9 0.6     - 

4.6 14.9 13.2 5.4 4.7 3.4 3.6 1.7 1.6 1.9 1.5     - 

3.9 5.0 6.9 5.7 3.9 2.7 3.8 2.3 3.3 3.6     - 1.1

4.0 11.5 8.2 6.9 3.9 1.5 1.9 2.8 3.3 3.5 1.7     - 

3.6 4.5 12.7 5.7 3.1 1.2 2.5 1.6 1.1 2.3 0.5     - 

4.3 5.5 10.5 6.5 5.5 2.6 4.7 2.1 1.3 1.2 0.1     - 

3.8 9.7 12.0 4.1 5.1 2.7 1.0 2.5 1.3 2.0 2.9     - 

3.2 1.7 11.6 5.7 3.4 2.3 0.6 1.9 0.4 1.4 1.1     - 

3.4 5.8 8.4 7.2 2.8 3.2 1.9 1.5 1.4 1.1     -     - 

3.3      - 8.7 4.0 4.0 3.3 1.4 3.2 0.8 2.3 2.6     - 

表5、宜蘭縣女性失業率按年齡別分

整體
失業
率

15-19歲
20-24
歲

25-29歲
30-34
歲

35-39歲
40-44
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
歲

65歲及
以上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總計

4.96 13.71 13.53 7.19 4.69 3.54 2.8 3.12 2.7 1.82 1.31 -

4.45 10.89 12.96 6.86 4.17 3.28 2.44 2.5 2.29 1.6 0.99 0.19

3.96 11.82 12.44 6.36 3.9 2.32 2.18 2.07 1.78 1.31 0.94 0.09

3.92 9.68 13.08 6.44 3.72 2.78 1.99 1.89 1.53 1.13 0.8 0.13

3.8 10.84 13.41 6.25 3.4 2.72 1.94 1.69 1.68 1.58 0.57 0.07

3.56 7.59 12.83 6.3 3.3 2.85 1.97 1.43 1.31 1.51 0.89 0.03

3.44 9.21 11.97 6.19 3.52 2.56 1.44 1.57 1.69 1.2 1.19 0.16

3.57 9.23 12.94 5.97 3.33 2.86 2.13 1.67 1.52 1.5 1.12 0.27

3.45 9.18 12.8 5.97 3.01 2.71 1.86 1.58 1.58 1.14 1.37 0.07

3.48 6.78 12.34 5.39 2.96 3.02 2.28 1.59 1.75 1.51 1.57 0.14

表6、全國女性失業率按五歲年齡組別分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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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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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性別處境議題之對應策略

    針對近三年來宜蘭縣男性25-29歲年齡層失業率顯著攀升，女性卻無此情
形之原因及意義，試分析如下：

一、一般大專畢業者年齡為23歲左右，25-29歲為社會新鮮人，若大舉投
入宜蘭縣就業市場，卻未找到工作或待業，即可能淪為失業。近年來
返鄉就業創業議題熱烈，尤其以男性社會新鮮人為大宗，若25-29歲
年齡層之返鄉青年未尋得適合工作，或在宜蘭工作不穩定，在統計上
即有可能被視為「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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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宜蘭縣近10年女性失業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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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全國近10年女性失業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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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普遍刻板印象對男性有較高職涯期待，故男性社會新鮮人返鄉尋
職或創業時，對薪資待遇或發展前景的期待較女性為高。宜蘭薪資水
準與鄰近都會區及工商區域相較較低，商業強度也較弱，故宜蘭縣勞
動力人口中的男性社會新鮮人回到家鄉後傾向不願屈就；女性因社會
刻板印象對家庭照顧之期待，即便因經濟壓力出外尋職仍是以行政、
文書、銷售等上班時間較固定之職業類別為主，對於工作發展前景的
需求較男性為低。

三、就全國近十年來整體失業率數據來看呈現溫和下降的趨勢，尤其以
15-24歲處於青年之社會新鮮人來說，下降幅度更為明顯，顯示政府
對青年失業的相關努力已見成效，且就業市場運作尚稱平穩。惟就本
縣而言，整體失業率趨勢雖與全國一致，但在15-24歲青年族群來說
卻呈現起伏不定，且未明顯改善的趨勢，從此年齡層數據中更可發現
，男性失業率的趨勢發展相較女性更不容樂觀。

    基此分析，本府試提出以下策略因應：

一、深化青年學院及青年交流中心功能，凝聚宜蘭15-24歲返鄉青年社群
，建立支持團體，促進該年齡層之就業信心及職涯穩定度。

二、鼓勵15-24歲青年族群參與企業實習或工讀，培育青年之未來工作職
能。

三、藉由建立支持團體分攤女性育兒照顧壓力，或鼓勵配偶育兒，增進女
性投入職場或創業動力。

四、有關本縣青年男性失業率改善之道，建議可透過親職教育著手，翻轉
傳統刻板印象，除鼓勵男性可在家育兒，亦可藉由親職教育消除不符
合經濟現實的職涯期待；另可鼓勵女性青年在家庭支持足夠的狀況下
勇於創業或投入職場，或與配偶共同發展微型事業，增進家戶經濟收
入，有利於經濟自主。

肆、 結論與建議 

    本縣因鄰近大臺北地區及工商發達的桃園、新竹等縣市，加以高速公路建
構一日生活圈，一方面雖可促進在地物產便利銷售；一方面卻也加速青年族群
向外求職之誘因。就性別差異來看，本縣青年男性失業率較青年女性為嚴重，
可透過建構支持團體，鼓勵其翻轉職涯刻板印象，或與配偶共同發展微型事業
，增進自我支持之家庭經濟，或善用社區化育兒托兒措施，增進青年就業潛力
以利充分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