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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婦女的經濟能力無疑是推動婦女自主獨立的重要關鍵，婦女擁有足夠的

經濟能力不僅能提升婦女生活品質，也可預防女性老年時落入貧窮。在思考「創

造女性婚育後再就業的友善環境」這項議題時，必須先思考三項重要的前提：首

先，如何維持女性工作不會因為婚姻或養育子女而中斷的重要性，遠超過如何創

造婚育後再就業的重要性。根據早期一些家庭經濟學家的論點，婚育後中斷工作

對女性薪資的折損率，以及整個生涯升遷的影響極為巨大，西方女性常因為結婚

生子中斷事業之後再就業，使女性只能終身低就於低薪而容易進出的職場

(England, 1984)。由於現今社會保險系統的設計都有利於持續工作者，職業生涯

中斷對女性職場發展是最大的傷害。 

  其次，可以思考的是：提出這項問題是從婦女本身的福利著手？或者是從國

家人力運用的父權主義角度著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曾經運用馬克思主義中

的「產業後備軍」概念，來形容資本主義對於女性勞動力市場運用的本質，認為

當企業需要多餘的勞動力時便會鼓勵女性就業；而當勞動力市場不需要女性時，

便會鼓勵女性扮演傳統家庭主婦角色，退出勞動力市場，以便將職位空出給正規

的勞動工作者(Beechey, 1977)。因此在思考這樣議題時，必須釐清究竟希望女性

出來就業是為了婦女本身的福利？還是因為國家經濟的發展需要便宜的勞動力

支持？如果推動這項議題是來自後者，很有可能在推動過程中踢到鐵板，因為我

們只是希望這些不再負有育兒責任的女性，能夠去補充低薪邊陲的勞動力市場。

這樣的思考方向僅會吸引有經濟壓力的女性願意出來工作，對於沒有經濟壓力的

女性而言，其實很難因為次級勞動力市場而願意再出來就業。換言之，不應再將

現代的女性勞動力視為產業後備軍使用，也唯有從女性本身的福祉為思考的出發



點，才能真正創造出女性婚育後再就業的公共政策。 

  最後，第三個在思考這項議題的前提便在於：如何協助女性同時滿足「家庭

照顧（父權主義）」及「工作表現（資本主義）」兩者共同的需求。一般人可能

認為因為結婚生子中斷工作的女性，應在小孩進入幼稚園之後就能再回到勞動力

市場，但事實上從過去台灣的資料分析可以發現：生育一至兩個子女時，台灣女

性就業率與其他OECD國家相比還在水準之中，但生育三個子女以上還能待在勞

動力市場的女性比率就明顯下降；因此子女數越多，永久離開職場的可能性就越

大。另一個重要現象是：什麼時間點會讓女性離開職場？在台灣會發現有小學以

上子女的女性就業率是下降的；若與OECD其他國家比較，台灣有0-3歲小孩女性

的就業率差不多；其他國家有小學以上小孩(6-14歲)的女性就業率是提高了，但

台灣則是大幅下降(陳芬苓，2014)。這個警訊提醒了我們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下，

小學之後反而需要父母大量投入兒童的教育，所以女性在這個階段反而要面臨持

續工作，或協助子女獲得更高學業成就兩者之間的衝突。若是了解台灣女性在傳

統家庭照顧角色上的糾葛，便能了解台灣女性的勞動力參與模式為何不像歐美國

家呈現M型狀態，而是離開勞動力市場後便很少再二度就業的原因。 

 

  在了解台灣女性就業模式之後，不排除有女性真的因為育兒需要離開，也願

意再回來勞動力市，究竟這些在二次就業的女性具備什麼樣的就業市場優勢？ 

1. 這些女性其實具有家庭照顧及育兒相關知識：經過一個人生的重要階段，這

些女性無疑對於如何照顧家庭、兒童或老人之知識及經驗相對優異，值得投

入相關產業的市場。 

2. 育齡後再就業的女性具有職業不中斷的優勢：早期台灣社會喜歡運用未婚女

性，但很少願意將訓練及進修機會投注在未婚女性上，是因為預期女性在結

婚生子後可能退出勞動力市場。但這一群婚育後再就業的女性，在退休之前

顯然無後顧之憂，能在職業上再衝刺，職業不會再中斷，可以全心全意投入

勞動力市場。 



3. 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成熟女性在婚育後其實擁有更紮實的人際網絡，許多

需要展現社會資本的工作便適合這些婚育後再就業的女性從事，她們透過婚

姻或學校所擴充的人脈，都有助於他們在就業之後的社會資本展現。 

 

  但是這些二次就業的女性有哪些弱勢？ 

1. 缺乏現今經濟環境的知識：當長期投入照顧家庭之後，這些中斷就業的女性

是否可以追上新的商業資訊？這個缺點會成為他們進入需要掌握市場訊息

相關工作的障礙。 

2. 需要重新學習職場的技能：在退出勞動力市場之際，這些婦女對於新的勞動

力市場型態是否還能找到節奏？是否可以接受台灣普遍希望員工全心全意

投入勞動力市場，且強調高工時的就業模式？ 

3. 職場倫理的重建：其實家庭主婦的角色在家庭中擁有一定的權力及決策權，

因此部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婦女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後，必須重新適應在職場

上遵守指令的訓練，尤其職場上有許多以年輕人為主的幹部，如何讓較成熟

員工可以遵守這些幹部的指令會是一項考驗。 

 

  因此，政府或企業界希望創造女性婚育後再就業的友善環境，有哪些作為是

可以努力的方向？ 

1. 工作技能的訓練：技能的訓練分為兩種，包括一般工作技能及管理技能，傳

統勞動力市場訓練往往只著重在工作技能方面的訓練，但許多再就業女性投

入在服務業，需要的入門技能並不高，重點是如何訓練他們成為中高階管理

階層的人員，才是可以激發他們願意再投入職場的重要關鍵。因此，所謂的

「職訓」層級是可以再提高，讓這些再就業女性除了目前工作技能之外，也

能有訓練管理的課程，滿足他們繼續投入工作的動機。日本有一項「道之站」

計畫－在高速公路出口設置商店及餐飲，這項計畫增加農村婦女的工作機會，

而農村女性在開始工作之後，逐漸學習獨立與自主的能力，不會過於依賴先



生。目前「道之站」有已有20位女性站長，平時儲備人員透過各種研修訓練

課程、先進國考察、網路交流、各式各樣社團活動等進行經營管理的學習，

已婚再就業的女性從中也促進能力提升與自我實現（吳秀美，2008）。換言

之，若要鼓勵資深女性再就業，必須將之視為未來儲備的管理人才，而不只

是永遠的底層人員。 

2. 提升市場資訊：再就業婦女可能是從基層工作重新做起，但若是缺乏對整體

產業或經濟發展的遠景，將永遠受侷限。因此，各國皆成立的「婦女就業中

心」，針對女性職場上的弱勢提供相關訓練及市場訊息，增加其對於經濟動

向的了解，使婦女判斷未來再就業可以選擇何種行業發展？或選擇自行創業

時可以從哪些行業著手？ 

3. 增加個人成長：前言述及隨著時代變遷，職場有不同的工作規範及風貌，對

於再就業婦女的最大障礙是如何克服面對群眾的壓力、如何回到工作的節奏、

如何應對在職場遭遇的人際及客戶關係。因此在訓練上可以多增加再就業婦

女在此方面的應對技巧，相信更能增加他們重新投入職場的信心。 

4. 協助建構友善家庭的職場：再就業婦女雖然不再需要密集地投入家庭照顧責

任，但隨著子女年齡的不同或年長長輩的變化，再就業婦女在人生歷程中不

可避免的是仍有臨時或突發的家庭照顧需求。因此，如何鼓勵企業投入建置

友善家庭措施是政府可以努力的方向。國內雖然長期有幸福企業的選拔，但

許多幸福企業往往還是以男性員工角色為設計出發點，著重在增加家庭旅遊

或員工眷屬福利的設計，很少由女性員工的角度思考何謂「幸福企業」？同

時，未來政策也可以鼓勵企業思考職務再設計，或成立新手父母支持性團體，

讓有照顧責任或育兒需求的員工更能夠有足夠的彈性，在不退出職場的前提

之下，仍可在職場上可以擁有自己發展的一片天地。 

 

總之，回應一開始的論點，一個成熟的社會要能夠支持想工作的女性，不會

因為婚育而需要辭去工作；也應該支持想要自己照顧子女的女性可以無後顧之憂，



創造一個讓女性擁有「選擇權」的環境。政策的出發點必須以女性本身的福祉為

中心思考，女性不應只有以「媽媽」或「勞工」的角色出現在公共政策中，這才

是我們該努力建構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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