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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俗稱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對歐洲的性別平等而言是一項警訊，它提醒

我們，我們的社會每一天都在上演著性別不平

等，但經常未被注意 – 從在照護部門的缺乏男

性，到女性在受虐關係中面臨的暴力事實。雖然

要完全瞭解新冠肺炎對性別平等的影響仍需要相

當時間，但顯然地，這場疾病已經對過去10年達

成的微小成果造成嚴重威脅。 
 
歐盟性別平等局的性別平等指數是歐盟監測性別

平等的工具，它在評估影響及提供證據給政策制

定者參考方面，在未來數年將扮演著關鍵角色，

並。先前的性別平等指數報告告訴我們，在全球

金融危機後的會員國政策會如何影響著性別平

等，這些政策對女性常是不利的。我們可以從過

去的經驗學取教訓，以確保在新冠肺炎後的復原

措施不會將任何人遺落。 
 
歐盟的性別平等進展仍相當緩慢，性別平等平均

指數分數每2年才增加1分，以這樣的速度來看，

我們還需要60年以上才能達到性別平等。最大的

改善出現在決策方面，這個部分向來是驅動性別

平等指數改變的最大因素。自2010年開始，權力

領域對歐盟性別平等的整體成長貢獻了65%，這

告訴我們，當立法措施及其他積極主動的政府行

動被實行後，改變是可能的。 
 

今年，性別平等指數報告的焦點在於數位化對勞

動世界以及性別平等結果的影響。鑒於新冠肺炎

疫情，以及男女的工作生活已受到這場疫情影

響，這個主題極為重要。新類型的工作以及透過

線上平台的創新工作方式已然興起，為了進一步

瞭解何者在做這些工作，以及它們會有助於還是

阻礙性別平等，相關的分析已陸續出現。 
 
本篇報告對歐盟及每個會員國都有詳細的分析，

報告中的指數顯示在國家層級達到的目標，以及

應改善的領域。政策制定者比以往更需要性別平

等指數提供的資料。期待我們的發現將有助於歐

洲的領袖規劃出包容與未來兼具的解決方案，以

期在後新冠肺炎的社會中能促進性別平等。 
 
 
 
 
 
 
 
 
Carlien Scheele 
歐盟性別平等局(EIGE)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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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 
 
會員國名稱縮寫 
BE 比利時 
BG 保加利亞 
CZ 捷克 
DK 丹麥 
DE 德國 
EE 愛沙尼亞 
IE 愛爾蘭 
EL 希臘 
ES 西班牙 
FR 法國 
HR 克羅埃西亞 
IT 義大利 
CY 賽普勒斯 
LV 拉脫維亞 
LT 立陶宛 
LU 盧森堡 
HU 匈牙利 
MT 馬爾他 
NL 荷蘭 
AT 奧地利 
PL 波蘭 
PT 葡萄牙 
RO 羅馬尼亞 
SI 斯洛維尼亞 
SK 斯洛伐克 
FI 芬蘭 
SE 瑞典 
UK 英國 
EU 28個歐盟會員國(2013–2020) 

常用縮寫 
AI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T 輔助技術(assistive technology) 
CEO 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俗稱新冠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EHIS 歐洲健康訪問調查(European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EQLS 歐洲生活品質調查(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Survey) 
EU 歐盟(European Union) 
EU2020 歐洲2020策略(Europe 2020 strategy) 
EU-LFS 歐盟勞動力調查(European Union Labour Force Survey) 
Eurofound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EU-SILC 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European Union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EWCS 歐 洲 勞 動 條 件 調 查 (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 

FRA 歐 盟 基 本 權 利 局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TE 全時等量(full-time equivalent) 
GDP 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ICT 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LO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SOC 數位經濟與社會(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JRC 聯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 
LGBTQI*(1)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雙性

人以及 社會中其它非主流性傾向以及性別認同(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intersex and other non-
dominant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gender identities in 
society) 

MS 會員國(Member State)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P 個百分點(percentage point) 
PPS 採購力標準(purchasing power standard) 
R & D 研究與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DGs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ES 所得結構調查(Structure of Earnings Survey) 
STEM 科 學 、 技 術 、 工 程 與 數 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WAVE 歐洲婦女抗暴聯盟(Women Against Violence Europe) 
WHO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iD 數位女性 (Women in Digital) 
WMID 男女參與決策 (Women and Men in Decision-Making 

EIGE Gender Statistics Database) 

 
1 在此份報告中，我們選擇使用首字母縮寫 LGBTQI* 涵蓋範圍最廣的意義，

作為一總稱，指性傾向不同於異性戀的人們，以及性別認同落於二元範疇之外

的人們。用來指稱這種異質團體(heterogeneous group)的語言正持續往更大的包

容性演進，基於此理由，不同的研究人員和機構採納了不同版本的縮寫，例如

LGBT和LGBTI。據此，本報告在敘述這些研究人員和機構的工作成果時，將

使用他們選擇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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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要點 

主要發現 
 歐盟在  2018年的整體性別平等指數分數為

67.9分，這表示所有會員國皆迫切需要有所

進展。這個分數自2017年起僅上升0.5分，而

自2010年起也只增加4.1分。以這樣的速度(每
2年1分)發展下去，歐盟需要60年以上才能達

到性別平等。 
 
 在決策方面的性別平衡幾乎是促使所有會員

國改變的主要因素。長期來看 (2010–2018
年)，權力領域為歐盟性別平等指數的整體成

長貢獻了65%。在2017–2018年，這個貢獻更

顯著，達到81%。勞動領域和知識領域的進

展僅分別為歐盟性別平等的整體改善貢獻8%
和6%。 

 
 分析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對經濟的影

響，初步的結果顯示女性獨立性在過去10年
間的微小成長將會倒退。人身距離措施已對

僱用高比例女性的部門造成實質影響，女性

就業驟減的程度比2008年經濟衰退時還劇

烈。此外，學校及其他照護服務關閉已大幅

增加兒童照護需求，這很可能對在職母親產

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勞動領域 
 在歐盟，勞動世界的性別平等正以緩慢的步

伐前進，性別平等指數分數在2018年達到

72.2分，自2017年以來增加約0.2分，而自

2010年起則增加1.7分。促使這個成長的因素

幾乎完全是來自於女性就業增加，歐盟勞動

力市場的性別隔離則幾乎沒有任何改變。鑑

於新冠肺炎危機，就業在不久的將來要進一

步增加的希望是令人存疑的。 
 
 歐盟全時等量(FTE)就業率的性別落差自2010

年以來持續減少，落差減少的有15個會員

國，相較之下，落差增加的只有8個。然而，

弱勢族群的不平等正在加劇，包括單親父

母、有移民背景的人，以及教育程度低的

人。 
 
 降低就業的性別落差對於達到歐洲2020策略

的 (EU2020)就業率目標75%具有關鍵重要

性。在歐盟，就業性別落差最小的5個國家已

超越這個目標，而在就業性別落差最高的5個
會員國當中，有4個國家仍低於這個目標。 

 
金錢領域 
 金錢領域的分數為80.6，有小幅改善  – 自

2017年上升0.2分，自2010年以來則僅增加2.2
分。在每月所得以及年金、投資和其他福利

的收入方面，性別落差縮小的速度尤其緩

慢。 
 
 自2010起，有17個會員國的所得性別落差是

增加的，而有19個會員國的收入性別落差是

上升的，這導致了歐盟所得和收入性別落差

呈現整體增加的狀況。這個領域的性別不平

等隨著年齡和教育程度實質增加，且在與先

生和子女共同生活的婦女以及單親媽媽身上

達到最高峰。 
 
 自2010年起，有14個會員國的貧窮性別落差

增加，而自2017年起，則有21個會員國是增

加的。貧窮或社會排斥集中在某些特別弱勢

的男女族群身上： 單親媽媽、65歲以上的女

性、身心障礙的男女、教育程度低的男女，

以及移民族群。 
 
知識領域 
 知識領域的分數(63.6分)自2017年起幾乎維持

不變，自2010年起則僅微幅改善(1.8分)。教

育程度較高者以及成人學習參與率低者的性

別隔離，仍是阻礙這個領域有較顯著進展的

關鍵挑戰。 
 
 自2010年起，教育性別隔離微幅增加，有13

個會員國的情況是加劇的，其他會員國則幾

乎維持不變(僅有非常少數的例外)。教育性

別隔離仍是歐盟達到性別平等的主要障礙之

一。 
 
 男女(15歲或以上)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教育和

培訓的程度仍相當低， 2018年在歐盟只有

17%。成人學習會隨著年齡逐漸停滯，這增

加了技能不相符的風險，且會提早結束男女

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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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領域 
 歐盟在時間領域的分數為61.6分，表示這個

領域的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這不僅與家庭

成員的非正式照護有關，也與獲得休閒時間

及活動的程度有關。來自有酬和無酬工作的

時間壓力增加，加上性別規範和財務限制，

使得許多族群的女性較無法獲得休閒，而這

可能對她們的整體福祉甚至是健康造成不利

結果。 
 
 無法取得正式的照護服務與長久存在的性別

不平等有關。長期照護的需求持續增加，加

上照護服務缺乏，加劇了家庭和就業的性別

不平等。在勞動力市場中，有770萬女性(20–
64歲)必須承擔照護責任，相較之下，男性只

有45萬人必須承擔照護責任。因為承擔照護

責任而只能從事兼職工作的人，女性人數遠

遠超越男性(890萬vs.56萬)。 
 
 歐洲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相關的學校關閉

和無法取得社會支援系統(照護者、褓姆、祖

父母)，已大幅加劇了家庭兼顧兒童和較年長

家庭成員的照護工作與有酬工作的壓力 – 尤
其是婦女和單親媽媽。早期的資料顯示，女

性在家工作時經歷更大的兒童照護和兒童教

育負擔。 
 
權力領域 
 雖然權力領域的分數自2012年起增加將近12

分，且自2017年起增加1.6分，但仍是所有領

域中最低的，只有53.5分。在主要政治、經

濟和社會機構的關鍵決策職位方面，歐盟在

邁向性別平等的路上僅走到半路。 
 
 政治決策領域的性別落差正在縮小。許多會

員國已規定法定候選人配額，以增進國會的

性別平衡，效果顯著。 
 
 經濟權力次領域已有顯著進展，自2010年以

來增加17.9分。自會員國採取配額或其他軟

性措施來解決性別不平衡問題後，女性參與

最大上市公司董事會或監事會的比率明顯增

加。  
 
 
 

 
健康領域 
 健康領域自2010年以來僅小幅成長(1.8分)，

自2017年起則衰退0.1.分。取得健康服務的分

數減少0.2分，而健康狀態則沒有改變。健康

行為的最新可比較資料是從2014年開始，因

此此時尚無法觀察變化。 
 
 在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以及身心障礙的男女身

上，健康不平等的程度持續在累積，這2個族

群的健康狀況最差，且最無法取得健康服

務。健康狀況以及取得健康服務的程度，與

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及收入水平有關。 
 
 除了病毒的直接影響外，新冠肺炎疫情將對

男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間接後果，使得在健康

平等方面已達到的進展呈現倒退。男女以及

女孩和男孩的心理健康，尤其需要特別注

意。 
 
暴力領域 
 所有會員國因為新冠肺炎而加諸的封鎖政

策，已證明是女性遭受暴力受害者的重大威

脅，她們被迫長時間待在家中，因此經常暴

露於她們的施虐者。封鎖和社交距離措施已

導致網際網路和社群網路的使用增加，尤其

是在年輕人之間，這與對女性的網路暴力案

件激增有關，例如未經同意即分享親密照

片。 
 
 分析殺害女性的資料會發現長久一直存在的

諸多挑戰，這是因為歐盟對於殺害女性缺乏

統一的法律定義，且會員國之間的資料蒐集

有著重大差異。儘管如此，歐盟統計局在

2017年記錄了854名被家庭成員或親密夥伴殺

害的女性受害者。 
 
 性別暴力與多重壓迫有著交織的關係。基於

這個原因，穆斯林女性、身心障礙女性以及

較年長女性面臨更嚴重形式的歧視，且暴露

於更高的暴力風險。在女同性戀、男同性

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及雙性人

(LGBTQI*)社群，性別因素加劇了他們成為

暴力受害者的風險，其中最弱勢的人是性別

表現與他們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不相符的人

以及雙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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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使用新科技的性別型態 
 男女上網程度差不多相等：每天有78%的女

性及80%的男性使用網際網路。然而，較年

長的女性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是落後

的。此外，55–74歲的女性當中有25%(男性

為21%)從未有機會使用網際網路，而教育程

度低的女性當中有27%(男性為21%)。男性最

可能使用專業網路、下載軟體，並尋找線上

學習資料。女性在社群網路的使用率超越男

性，且會搜尋有關教育和培訓的資訊。 
 
 在歐盟，年輕男女是數位技能最佳世代，且2

者平等地從基本(及以上)的數位技能獲益。

然而，在較年長的人，性別落差便逐漸加

大。在數位化的勞動世界中成功發展所需的

數位技能方面，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優

勢，尤其是較年長者(55歲或以上)。相較於

男性，女性在取得和提升數位技能方面也經

歷較大的障礙。 
 
 儘管資通訊科技(ICT)部門在最近數十年整體

是成長的，且勞動力市場對ICT技能的需求相

當高，但在ICT相關領域的畢業生當中只有

20%是女性，且女性在ICT工作中的比率是

18%(自2010年以來減少4個百分點)。除 ICT
外，在可能應用新數位科技設計與發展的高

科技部門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存在著明顯的

性別落差。有才能的女性科學家潛能未被開

發，加上研究的性別盲，使得她們在科技進

步的潛力無法實現。 
 
勞動世界的數位轉型 
 勞動力市場的數位轉型為性別平等創造了幾

個重大的挑戰。顯然地，在工作被數位應用

機器取代方面(例如行政支援工作)，女性面

臨的風險比男性稍高，且新興的工作(例如

ICT專業人士)往往集中於男性主導的ICT以及

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部門。然

而，要促進性別平等也是可能的 – 例如藉由

打破舊勞動力市場性別隔離型態，或提升大

部分是由女性任職者產業中的女性工作者的

技能。 
 
 女性在平台工作者的比例甚少，僅佔全體勞

動力約3分之1。截至目前為止，平台工作大

體上會沿襲而非突破來自更廣大勞動市場的

關鍵性別不平等，例如性別隔離及性別薪資

差距。 
 
 平台工作對歐盟在就業領域實行性別平等以

及無差別待遇的法律方面帶來了挑戰，這部

分是因為新的勞動力管理實務所致。舉例而

言，在某些形式的平台工作，線上顧客評價

對於評估員工表現扮演著重要角色，這經常

決定了他們是否可以取得工作及薪資。然

而，這些評價可能反映了顧客的性別及種族

刻板印象，反而不能提供客觀的評估。 
 
 大部分的平台工作者可被分類為個人工作者

或獨立承攬人，他們較無法享有社會及工作

保障措施，包括達到社會平等的必要措施。

舉例而言，在所有個人工作的母親當中，約

有半數可能無法享有歐盟的生育給付，且在

一些會員國，個人工作者的育嬰假權利是較

受限的。在新冠肺炎危機期間，缺乏社會保

障特別產生了問題，這凸顯失業福利和病假

津貼的重要性。 
 
 某些形式的平台工作非常有彈性，且提供了

兼顧有酬工作與無酬照護責任的重要機會。

這尤其有助於女性的工作參與度，因為女性

通常承擔大部分的無酬照護責任。然而，這

些機會似乎未挑戰無酬工作本身的分配不平

等，且在某些案例甚至強化了這樣的狀況。

舉例而言，女性比較可能透過平台執行線上

工作，因為她們承擔著照護責任，因此需要

在家工作，而男性比較可能是因為要補貼其

他工作的收入才這麼做，因此平台工作不太

可能改變男女之間無酬照護工作的不平等分

配，要解決這種狀況，會需要具體的措施來

支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例如所有人皆可取

得的可負擔高品質照護，以及適當報酬的照

護相關假。 
 
數位化產生的更廣泛結果 
 人工智慧(AI)系統有能力為歐洲社會與經濟

創造一連串的機會，但也製造了新的挑戰。

人工智慧在人們生活的每個面向的使用逐漸

增加，我們需要反思這種情況產生的倫理道

德涵義，並評估潛在的風險，例如演算法的

性別偏見及差別待遇。發展人工智慧科技時

缺乏性別多元性，以及演算法中使用的資料

品質問題，都是潛在偏見和不公平待遇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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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風險因素。 
 
 很遺憾，職場性騷擾是歐盟女性的普遍經

驗。這種形式的性別暴力現在越來越以數位

科技作為媒介，且影響女性的工作生活甚

鉅。女性公眾人物特別容易成為目標，尤其

是在社群媒體上，這被當作使她們噤聲，並

削弱她們聲譽的策略。女性平台工作者暴露

於來自平台服務使用者的霸凌和暴力，這種

霸凌往往源自於平台勞工與使用者之間的

「資訊不對稱」情況，而這是平台的設計和

服務條款所致。一方面，這些平台讓使用者

可取得工作者的大量私人資訊(例如包括年

齡、性別、地點及照片)，另一方面，這些平

台限制了工作者可取得的資訊，因此使得她

們較沒有能力在接受之前評估「零工」(gig)
的安全性。 

 
        由於歐盟人口老化，且平均壽命增加，需要

長期照護的男女人數一定會成長。為了控制

成本，並承受病患人數持續增加的壓力，各

國都致力於推廣在任何照護背景(住宅、家庭

或社區)中的獨立生活形式，並增加特別技術

解決方案(例如輔助技術、老人福祉科技)的
使用。根據從環境蒐集或直接來自於照護受

助人的資料，這些技術促成了個人化的介入

行動，且在某種程度上，已減輕照護者的負

擔。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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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2020年3月，歐盟執委會提出了新的2020–2025
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歐盟執委會的新任主席承

諾要努力達到平等的歐盟，在這樣的世界中，不

論背景多麼多元，男女以及女孩與男孩都能自由

追求他們選擇的生活方式，且有平等的機會參與

歐洲社會、在其中成長茁壯，並領導歐洲社會，

而新的性別平等策略便是奠基在這個承諾上(歐盟

執委會, 2020c)。歐盟的性別平等在最近數十年來

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鑒於歐盟被視為性

別平等的全球領導者，這樣的進展僅能說是以龜

速在進行。對數千數百萬的歐洲人來說，性別平

等仍未落實。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了數百萬人，奪走

了數千人的性命，且影響著所有男女、女孩與男

孩的生活。新冠肺炎爆發的相關統計資料顯示，

死亡率以及易感染疾病的比率在性別上有著重大

差異(新冠肺炎緊急應變流行病學團隊, 2020)。然

而，新冠肺炎的衝擊以及因此產生的政策應變措

施遠超過這個疾病本身，深入了社會與生活的所

有領域，包括經濟和就業、教育、時間使用以及

工作與生活平衡。也有證據證明性別暴力正在增

加，這令人憂心。性別不平等持續且普遍存在，

表示男女在新冠肺炎危機 – 極其不利後果 – 上有

著不同的經歷。最重要的是，這場疫情對過去10
年間在性別平等上達成的微小成就造成了嚴重的

威脅。 
 
本報告為第5版的性別平等指數。鑒於歐洲2020年
後對於歐洲未來的相關討論，以及在2020–2025歐
盟性別平等策略中提出的評論，持續有效監測歐

盟的性別平等是很重要的，因為唯有如此，才能

確保做出以證據作為依據的決策。 
 
性別平等指數有助於監測歐盟在性別平等方面的

進展，這一點已受到廣泛認同。新的2020–2025年
歐盟性別平等策略確認歐盟性別平等局(EIGE)的
性別平等指數是性別平等的重要標竿，並欲根據

性別平等指數每年對性別平等進行監測(歐盟執委

會, 2020c)。 
 
性別平等指數涵蓋在勞動、金錢、知識、時間、

權力及健康領域的廣泛指標，它也整合了另外2個
領域：暴力及交織性不平等。這些指標與歐盟的

目標及國際承諾有密切關聯性，例如北京行動綱

領、 2030 永續發展議程及其永續發展目標

(SDG)。此版本追蹤歐盟自2010年以來的性別平

等進展(2)。每個歐盟會員國及英國的更詳細指數

統計分析將另外提供。 
 
今年，性別平等指數的主題焦點是要探討數位化

如何塑造男女的工作未來。這數十年來，我們已

經看到數位科技劇烈地改變勞動世界，對勞工、

企業、管制者和社會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數位

化已導致太多工作自動化和重整，有彈性的新工

作實務及工作形式(例如平台工作)出現，且新的

ICT職業和研究分支被創造出來。這已激發各界辯

論要如何運用這種轉型的潛力，以增進生產力、

歐 盟 經 濟 的 競 爭 力 和 成 長 。                                                                                                                                                                                                                                                                                                                                   
最明顯是它在以正面和負面的方式改變性別關係

上的核心角色。 
 
這個主題焦點參考了近期的研究來評估數位化為

勞動世界的性別平等帶來的機會、風險及挑戰。

它顯示了新技術對於涵蓋所有指數領域的性別平

等之未來進展有著深刻的涵義，最顯著的是在勞

動、金錢及知識領域。雖然它凸顯了某些眾所皆

知的挑戰，例如ICT教育、就業及研究的性別隔

離，但主要的目的是闡明較不為人所知的數位化

面向，舉例而言，這包括在某些形式的平台工

作，危險的工作條件對男性與女性的不同影響，

以及數位科技如何造成職場新形式性騷擾的方

式。因此，這個主題焦點不僅從歐洲社會權利支

柱(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的更廣泛背景，

也從數位化相關具體策略(例如歐盟數位策略「塑

造歐洲數位未來」)的脈絡，為如何監測性別平等

提供了一些新穎的洞見。 
 
本報告第1章呈現了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的主要發

現，並概述自2010年起以及自前一版本(以2017年
的資料為基礎)的性別平等指數有關性別平等的主

要趨勢。第2章到第7章摘要了政策背景、主要發

現，以及與性別平等指數各核心領域有關的發

展。第8章使用暴力領域的衡量架構，呈現了有關

女性遭受暴力的最新資料(儘管仍相當少)。最

後，第9章呈現了數位化的主題焦點，以及它對工

作未來的影響。 

 
(2) 2020年版的性別平等指數涵蓋最新到2020年1月的資料。在這個時間點可

取得的最新資料包含到2018年的發展。由於在這個參考期間，英國仍是歐

盟的會員國，因此此處使用的歐盟集合體是指包括英國在內的28個歐盟會

員國（EU-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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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盟性別平等概要 
1.1 以目前的速度需要60年才能達

到性別平等 
歐盟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為67.9分，這表示所有

會員國都迫切需要有所進展。自2017年以來，性

別平等分數僅成長0.5分，而自2010年起則只增加

4.1分。以目前的速度 – 每2年增加1分，歐盟還需

要60年以上才能達到性別平等。 
 
我們在權力領域觀察到了最大的性別不平等，分

數為53.5分。此領域的主要進展源自於女性參與

經濟決策。第2個最不平等的領域是知識領域(63.6
分)，這個領域的進展因為高等教育不同學科領域

長久存在的性別隔離而受限。至於照護和社交活

動的時間使用性別之不平等(65.7分)方面，自2010
年以來下降0.6分，不過由於缺乏新資料，無法納

入最新的發展(圖1)。 
 
在勞動領域，女性就業比率增加且持續被各職業

長久存在的性別隔離抵消，連同勞動力市場的垂

直隔離，這已導致終生的所得和收入性別不平

等，且女性貧窮的整體風險是較高的，自2010年
以來僅微幅改善。 
 
各會員國距離達到性別平等的差距有很大差異(圖
2)。有10個國家超越了歐盟的平均值，性別平等

指數分數全都超過70分，瑞典(83.8分)、丹麥(77.4
分)及法國(75.1分)如同在2017年維持名列前茅的

地位，其中瑞典和丹麥自2010年， 也就是第一次

發佈性別平等指數以來，一直是表現最佳的2個國

家。在2018年，有3分之1的會員國分數低於60
分，其中希臘(52.2分)和匈牙利(53.0分)尤其需要

改進。 
 
自2017年起，性別平等指數分數增加最多的國家

是克羅埃西亞、荷蘭和西班牙(約2分或更多)、葡

萄牙、芬蘭、奧地利、盧森堡和拉脫維亞(1到1.4
分)，以及希臘、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約1分)。分數

減少的國家包括斯洛維尼亞(–0.6分)、丹麥和羅馬

尼亞(–0.1分)。 
 
自2010年起，性別平等進展最明顯的國家是義大

利(10.2分)、盧森堡(9.1分)、馬爾他(9分)、愛沙尼

亞、葡萄牙、法國、奧地利和賽普勒斯(介於7.3到
7.9分)、保加利亞、德國、斯洛維尼亞、拉脫維

亞、西班牙、克羅埃西亞和愛爾蘭(介於4.6到6.8
分)。自2010年以來進展最小的是捷克、匈牙利、

波蘭及荷蘭(小於1分)。在這段期間，其他國家的

進展速度在1.2分到4分之間。 
 
歐盟性別平等指數的每年進展是每個會員國在短

期內(2017–2018年)以不同速度改變所造成的直接

結果。舉例而言，自2017年到2018年，有些國家

進展得比它們長期(2010–2018年)以來每年平均成

長的速度來得快，克羅埃西亞、荷蘭及西班牙便

是如此，然而對照來看，羅馬尼亞、義大利和斯

洛維尼亞在2018年的成長比它們長期以來每年平

均成長的速度還慢(甚至是倒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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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性別平等指數(相較於2010年及2017年的變化) 

 
  

1.2 所有領域皆需要加速性別平等

的進展 
性別平等指數自2010年起的每年成長是歐盟國家

在不同領域的不同表現所造成的結果(表1)。如圖

3所示，性別平等指數分數自前一版本以來(2017–
2018年)的每年變化與自2010年以來的每年變化大

致是相同的。自2017年起，權力領域的每年成長

最高，長期觀察也有明顯相同的變化形態。 
 
在歐盟，權力領域自2010年以來的整體分數增加

是最高的，達到11.6分。平均而言，權力領域的

分數短期 (2017-2018年 )成長速度比長期 (2010-
2018年)稍快。相反地，在健康、知識和時間領

域，短期成長比長期成長慢。在勞動領域，短期

和長期變化大致是相同的。表1呈現了個別國家短

期和長期成長率的變化。 
 

1.3 若非權力領域增加，性別平等

幾乎沒有進展。 
雖然權力領域得到的分數最低，但這個領域在短

期和長期均持續促進性別平等指數的成長。2010
年到2018年間，權力領域為性別平等指數的整體

成長貢獻了大約3分之2(65%)，而2017–2018年的

貢獻更顯著，達到81%(表2)。權力領域幾乎也是

所有會員國性別平等長期進展背後的主要驅動因

素，尤其是在比利時、愛爾蘭、法國、克羅埃西

亞、義大利、賽普勒斯、盧森堡和英國。短期來

看，權力領域為整體性別平等進展貢獻超過80%
的有捷克、克羅埃西亞、西班牙、拉脫維亞、奧

地利及荷蘭，貢獻在70–80%的有德國、希臘、賽

普勒斯、葡萄牙、芬蘭和英國。對照來看，斯洛

維尼亞的性別平等指數在2017–2018年減少0.6
分，這主要是權力領域減少所致(–79%)。 

  

2018年的分數 自2010年的變化 自2017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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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歐盟按領域區分的長期(2010–2018年)及短期(2017–2018年)每年變化 

 
 
在2017–2018年，勞動領域的進展為歐盟性別平等

指數分數的整體成長貢獻了8%，知識領域貢獻

6%，而金錢領域貢獻5%(表2)。然而，這些對歐

盟性別平等進展的較低貢獻隱藏著各國之間的重

大差異。在2017年到2018年間，勞動領域的性別

落差縮小，為馬爾他(+40%)、比利時(+34%)和法

國(+18%)的性別平等進展帶來了相當大的貢獻。

金錢領域的變化對立陶宛  (+22%)、羅馬尼亞

(+19%)和法國(+15%)產生了實質的正面影響，但

降低了德國、盧森堡和英國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

( 約 –14% 到 –16% 分 ) 。知識領域對保加利亞

(+54%)、瑞典(+33%)和馬爾他(+33%)的進展有正

面的貢獻，但對丹麥(–40%)、捷克(–16%)和希臘

(–13%)的貢獻是負值的。最後，在2010年到2018
年間，時間領域減少了歐盟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

達13%，這是因為部分會員國(荷蘭、芬蘭、瑞典

和丹麥)的性別平等衰退所致。 

 
  

健康 權力 知識 金錢 勞動 指數 時間 
2010–2018年的每年變化 2017–2018年的每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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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同領域在短期(2017–2018年)和長期(2010–2018年)對性別平等指數進展的貢獻百分比 

 

MS 
短期（2017–2018年）  

MS 
長期（2010–2018年）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EU 8 5 6 – 81 –1 EU 6 6 9 –13 65 1 
BE 34 14 7 – 40 6 BE 12 12 5 7 64 0 
BG 0 9 54 – 37 0 BG 2 3 14 37 42 2 
CZ 1 2 –16 – 81 0 CZ 10 10 18 28 –34 1 
DK 1 –7 –40 – 48 –4 DK 0 9 –9 –41 39 –1 
DE 1 –16 11 – 72 1 DE 4 2 –6 –36 51 1 
EE 11 10 22 – 55 –2 EE 1 5 10 –33 50 –1 
IE 7 14 10 – 66 4 IE 6 2 7 –11 74 1 
EL 3 9 –13 – 74 2 EL 2 –4 4 64 26 0 
ES 3 9 3 – 85 0 ES 4 1 14 24 54 2 
FR 18 15 11 – 55 0 FR 3 6 14 –1 75 1 
HR 5 2 13 – 81 0 HR 7 8 7 7 68 3 
IT 7 4 28 – 56 –5 IT 4 0 16 14 65 1 
CY 3 12 –6 – 76 –4 CY 1 1 2 26 70 1 
LV –2 –3 –8 – 87 0 LV 3 11 0 –37 47 1 
LT 8 22 6 – 62 2 LT 8 27 15 34 15 –1 
LU 12 –14 8 – 65 –1 LU 8 –2 8 0 81 0 
HU 9 4 11 – 74 2 HU 13 5 25 29 –25 4 
MT 40 1 31 – 27 –1 MT 17 4 3 26 49 1 
NL 4 –3 3 – 90 0 NL 6 –1 2 –88 2 0 
AT –2 3 –5 – 88 1 AT 2 5 13 20 59 1 
PL 9 8 25 – 58 –1 PL 8 36 –7 33 –12 5 
PT 5 7 11 – 76 0 PT 2 1 13 43 40 0 
RO –2 19 29 – –50 1 RO –1 10 29 10 48 2 
SI –5 10 –4 – –79 –3 SI 3 5 3 –40 49 0 
SK 2 8 12 – 77 –1 SK 5 9 6 80 0 1 
FI 7 –5 9 – 76 –2 FI 3 6 13 –69 9 0 
SE –7 –2 33 – 54 –5 SE 9 4 16 –44 24 2 
UK 1 –15 –6 – 74 –4 UK 5 1 –11 –7 7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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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動領域 
EIGE的2020年研究評估了採行北京行動綱領25年
後邁向性別平等的進展，結果顯示歐盟的勞動世

界仍存在著許 多 重大 的 性 別 不 平 等 (EIGE, 
2020a)。女性就業率仍遠低於男性(3)。勞動力市場

仍有著嚴重的性別隔離，女性較可能常被發現從

事臨時、兼職或危險的工作，這造成薪資和年金

的顯著性別落差(參照第3章「金錢領域」)。這些

不平等尤其對女性弱勢族群造成不幸的後果，包

括較年輕和較年長的女性、有撫養子女的單親媽

媽，以及來自移民社區或其他弱勢族群的女性。

只要縮小這些性別落差，便可能為歐盟經濟產生

相當大的長期成長，到2050年可望累計達國內生

產總值(GDP)的10%(EIGE, 2017c)。 
 
性別不平等經常根植於在家庭中的照護及其他責

任分配不平等(EIGE, 2020a)。照護活動不成比例

地落在女性身上，限制了她們從事有酬工作的機

會(參照第5章「時間領域」)。稅制和福利制度的

設計也可能削弱家庭次要工作收入者(4)參與勞動

力市場的動機。本報告凸顯了2個其他重要因素對

女性參與勞動世界可能性的潛在影響。首先，隨

著數位化持續地改變歐盟勞動力市場，它為性別

平等帶來了挑戰和機會(參照第9章)。第二，新冠

肺炎危機很可能同時對男女的就業產生巨大衝擊

(參照下文)。 
 
歐洲2020策略自2010年已為歐盟經濟提供了廣泛

的計畫，其中歐盟會期(European Semester) 是協

調各會員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關鍵過程。雖然這

項策略制定了在2020年以前20–64歲者75%就業的

整體目標，但未分別為女性和男性制訂目標。性

別觀點在2017年推出的歐洲社會權利支柱中較為

顯著，其關鍵原則包含男女在所有領域的機會平

等，包括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就業的條款與條

件，以及職業生涯進展。歐洲社會權利支柱亦附

有所謂的社會記分板(Social Scoreboard)，包含一

系列指標以監測勞動市場的性別平等(就業性別落

差、兼職就業性別落差及薪資性別落差)。歐盟也

堅定地致力於聯合國的2030永續發展議程及其永

續發展目標，包括監測就業領域內與性別平等有

關的3個指標(第5項永續發展目標) ：就業性別落

 
3 根據歐盟統計局t2020_10表（可在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datasets/-/t2020_10&lang=en取得）。 
4 家庭次要工作收入者是指所得少於其夥伴的受僱者。 

差、薪資性別落差，以及因照護責任而未從事經

濟活動的人口。 
 
在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平等方面，2020–2025年歐盟

性別平等策略列舉了關鍵的歐盟政策優先事項及

行動。從就業觀點來看，最重要的措施包括聚焦

於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5)的適當轉換和執行；支

持使用歐盟的經費來提供高品質的兒童照護和長

期 照 護 ； 提 議 修 訂 歐 盟 高 峰 會 (European 
Council)2002年在巴塞隆納為確保各會員國在兒童

照護議題更趨於一致所制定的目標；處理歐洲社

會權利支柱中載明的優先事項，並監測它們在整

個歐洲學期的進展，尤其是透過社會記分板的各

項指標來進行監測；為會員國發展國家稅制和福

利制度如何影響家庭次要工作收入者的工作動機

提供指引；引進目標明確的措施來促進女性對於

創新的參與，包括促進女性領導新創公司的試行

專案；以及處理勞動力市場數位轉型過程中的性

別隔離(參照第9章)。 
 
2.1 女性就業增加尚未造成性別隔

離的挑戰 
在歐盟，勞動世界的性別平等不論短期或長期，

都是以緩慢的步調進展(圖4)。平均而言，勞動領

域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 ( 6 )每年成長約0.2分，在

2018年達到72.2分。要寄望這個成長能繼續，恐

怕有點樂觀，因為它是發生在2008年危機以來的

復甦及後續(相對)穩定的期間(2010–2018年)，因

此最新的數據並未考量新冠肺炎危機的潛在涵

義。 
 
勞動領域分數的變化，幾乎完全是由女性在勞動

力市場的參與增加所致。自2010年起，性別平等

指數的參與分數每年增加約0.4分，這可歸因於以

下2個改變的結合。 
 
全時等量就業率及工作壽命持續時間的性別落差

已微幅下降。舉例而言，在2010年，女性的全時

等量就業率比男性低了17.6個百分點，而這個落

 
5 歐洲議會和歐洲聯盟理事會（2019年）。 
6 勞動領域衡量女性與男性可從平等就業及良好工作條件受益的程度。「參與

度」次領域結合了兩個指標：全時等量就業率以及工作壽命持續時間。「性別

隔離」及「工作品質」被納入第二個次領域。部門的性別隔離是透過女性與男

性在教育、人體健康和社會工作部門的參與度來衡量，工作品質則是由彈性工

作時間安排及Eurofound的職業生涯展望指數來衡量。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C2%ADdatasets/%C2%AD/t2020_10&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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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到2018年已減少為15.9個百分點。有15個會員

國的全時等量就業性別落差已減少，有8個是增加

的，其餘國家則大致持平。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為改善生活與工作條件所蒐集的初步資料(Eurofound)(7)
顯示新冠肺炎危機很可能導致歐盟的就業率急遽下滑。到2020年5月，約有5%的勞工已經因

為這場疫情而長期失業，有23%的勞工已暫時失業，而有15%相信他們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失去他們的工作。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歐洲及中亞在2020年第1季的工時已減少1.9%，

根據預測，第2季可能減少將近12%(ILO, 2020b)。 
 
Eurofound的資料指出，初次就業損失在比例上對男性與女性的影響很可能差不多，不過在

考量這個部分時，需要注意資料的可靠性是有限的，而且缺乏證據來證明對特定族群的影

響。受影響的女性比例可能比先前幾次危機更為驚人，例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男性便受

到不成比例的立即衝擊(Alon等人, 2020; ILO, 2020a)。這部分是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最嚴

重影響的部門(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包括住宿與餐飲服務、房地產、商業和行政管理

活動、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佔了歐盟女性就業相當大的百分比，達到40%左右。由於學校

和兒童照護設施關閉，女性的無酬照護責任增加，要同時兼顧工作可能有困難，因此女性也

可能面臨更高的失業風險，單親者尤其是如此，而單親者大多是女性(EWL, 2020)。女性比

男性更可能從事危險或非正式的工作，因為她們取得各種工作和社會保障的途徑是受限的，

這使得她們處於特別劣勢的地位(EIGE, 2020a; ILO, 2020a)。 

 

圖4：勞動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2018年)以及隨時間的變化 

 
 

 
7 Eurofound「工作、遠距工作與新冠肺炎」(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covid-19/working-teleworking)，資料是在2020年6月15日下載。 

勞動 

參與度 

性別隔離及

工作品質 

2018年各國的勞動領域分數範圍 
歐盟自2010
年的趨勢 

自2010年的

變化 
自2017年的

變化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covid%C2%AD19/working%C2%ADtele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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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時等量就業率以及工作壽命持續時間，男女

都是持續成長的。舉例而言，在2010年到2018年
間，整體的全時等量就業率從47.2%成長到49%，

女性則從38.9%成長到41.5%。 
 
女性參與就業的成長並未實質改變勞動力市場的

就業性別型態。工作品質及隔離的性別平等指數

分數自2010年以來幾乎沒有改變，在2018年維持

在64分。所有受僱女性當中約有30%從事教育、

健康及社會工作活動，相較之下，男性只有8%。

其他部門和職業仍是由男性主導：舉例而言，只

有17%的ICT專家是女性(參照第9章)(8)。女性較常

參與某些非標準形式的就業，例如兼職工作(女性

為31%，相較之下男性只有8%)或臨時工作(12% 
vs. 10%)，這2者造成女性從事危險工作的發生率

較高(26% vs. 15%)(EIGE, 2020a)。 
 
自2010年開始，勞動領域進展緩慢的型態在各會

員國是相當一致的(圖5)，只有馬爾他和盧森堡的

進展速度比平均值明顯快許多。在這段期間，有3
個國家的性別平等記錄幾乎沒有改善，那就是丹

麥、羅馬尼亞和賽普勒斯。 

 
8 歐盟執委會「數位女性」(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women-
ict)。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women-ict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women-ict


勞動領域 

 

 

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 —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21 

 

 
某些職業的性別隔離在新冠肺炎危機期間尤其引人注意。某些類型的工作在這場疫情期間被

歸類為具有關鍵重要性的工作，這經常讓從事相關工作的勞工暴露於前所未有的工作負荷、

健康風險以及工作與生活平衡挑戰。約有7%的勞工表示，他們在疫情期間的工作時數大幅

增加(9)。這些勞工包括醫療專業人員，而在歐盟，72.5%的醫療專業人員是女性(10)。女性在

某些職業中佔大宗，尤其是那些往往有著較低薪資特徵的職業。舉例而言，在護理師、職業

助產士以及從事保健服務的個人照護工作者，女性便佔了85%以上。另一個在危機期間變得

具有關鍵重要性，而本身即是低薪且以女性佔大宗的職業就是食品店收銀員，這些勞工都面

臨了類似的健康以及工作與生活平衡挑戰。 
 

圖5：歐盟會員國在勞動領域的分數以及自2010年及2017年以來的變化 

 

 
9 Eurofound「工作、遠距工作與新冠肺炎」(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covid-19/working-teleworking)，資料是在2020年6月15日下載。 
10 EIGE「新冠肺炎與性別平等」(https://eige.europa.eu/topics/health/covid-19-and-gender-equality)。 
 

2018年的分數 自2010年的變化 自2017年的變化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covid%C2%AD19/working%C2%ADteleworking
https://eige.europa.eu/topics/health/covid%C2%AD19%C2%ADand%C2%ADgender%C2%AD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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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進展緩慢導致弱勢族群女性被

忽略 
更詳細的全時等量就業分析顯示，在有高貧窮或

社會排斥風險的族群，包括單親者、有移民背景

的人以及教育成就低者，不平等的情況是惡化

的。對於所有這些族群，全時等量就業的性別落

差自2014年以來增加超過1個百分點(圖6)。 
 
在教育程度低或外國出生的人，全時等量就業率

的性別落差尤其低，在這2個族群接達到約20個百

分點，比全部人口的全時等量就業差距(約16個百

分點)來得高。就業情況對於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似

乎尤其嚴峻，在這個族群的女性，性別不平等普

遍存在，且全時等量就業率低於20%。有非歐盟

移民背景的人，每2個就有大約1個有貧窮和社會

排斥的風險，而教育程度低的人，每3個就有1個

有這種風險(EIGE, 2020a)。許多移民女性容易成

為家庭幫傭，且經常接受非正式的工作安排，雖

然有些人想辦法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邊界封鎖

之前回到了他們的祖國(Zacharenko, 2020)，但有

些人仍「受困在異國，沒有收入也無處可去」

(ILO, 2020b)。 
 
單親媽媽(每10個單親者就有9個是單親媽媽)的就

業情況是相當不同的，她們的全時等量就業率約

為60%，比男性低15個百分點左右。然而，單親

者往往只能靠自己的收入來撫養子女，而女性尤

其易於從事危險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由

於學校和兒童照護設施關閉，單親者尤其面臨極

為困難的情況，因為他們經常必須在家工作，或

者完全停止工作(Alon等人, 2020)。每個單親父母

均有貧窮或社會排斥的風險(EIGE, 2020a)。 

 

圖6：歐盟2018年按性別、家庭組成、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及身心障礙區分的全時等量就業率 

 
 
資料分析顯示，身心障礙者是唯一全時等量就業

性別落差下降的弱勢族群。然而，整體的全時等

量就業率在這個族群仍非常低，女性僅達到約

21%，男性則為29%，自2014年以來幾乎沒有改

善。在這個族群，約有3分之1的女性有貧窮和社

會排斥的風險(EIGE, 2020a)。 
 
 
 
最後，歐盟基本權利局(FRA)蒐集的資料指出， 來自某些少數族群背景的女性就業率非常低。來

特徵 女性 
(%) 

男性 
(%) 

性別差距 
(p.p.) 

自2014年的

差距變化 

有子女的夫妻 
單親者 

15-24歲 
25-49歲 
50-64歲 

低 
中 
高 

本國出生 
外國出生 

有身心障礙 
無身心障礙 

差距減小 無變化 差距增加 

資料來源：EIGE的計算、EU LFS。使用的身心障礙資料來自EUSILC (IE、SK、UK, 2017) 

15歲以上人口 

家庭 

年齡 

出生國 

身心障礙 

整體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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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羅姆社區的女性，每5個只有不到1個人有工

作，而根據估計，約80%的羅姆人生活在比他們

自己國家的經濟貧窮門檻還要低的情況中(FRA,  
2016b)。 
 

FRA蒐集的其他資料凸顯了來自LGTBI社群的人

在勞動世界中持續受到不平等待遇，每10個人約

有1個人在求職時感覺受到歧視，而在職場上，每

5人就有1人感覺受到歧視(FR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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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歐洲2020年就業目標很可能因

為女性就業未增加而無法達成 
歐洲2020策略制定的歐盟整體就業率目標為

75%(11)，並被換算成各國的不同就業目標。這些

目標一開始未納入性別考量，但之後附上了來自

社會記分板和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尤其是就業

性別落差、兼職工作性別落差，以及因照護責任

而未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 
 
自2010年以來，在邁向歐盟2020年就業目標的路

上已有些進展，整體就業率從2010年的69%成長

到2018年的73%(圖7). 女性和男性的就業率均成

長，分別成長到67%和79%，從這些數字可看

出，男性已達到歐盟的就業目標，但女性則否。

要寄望就業目標在2020年達成，恐怕太過樂觀，

因為目前的資料並未考量新冠肺炎危機的衝擊。 
 
整體進展僅微幅減少就業性別落差。在2018
年，這個落差是12個百分點，相較之下，在

2010年是13個百分點。從事兼職工作的女性

比率持續比男性的同等數據高出許多(達23個 

百分點)，在過去10年間僅微幅改善。性別落

差縮小的進展緩慢與女性承擔不成比例的照

護責任有關：在2018年，有32%未從事經濟

活動的女性是因為她們的照護責任而未從事

經濟活動，這個比率從2010年以來增加了4個
百分點以上，而只有5%未從事經濟活動的男

性是因為相同的理由而未從事經濟活動。有

23個歐盟會員國的男性達到歐盟的75%就業

目標，但只有4個會員國(德國、愛沙尼亞、

立陶宛和瑞典)的女性達到目標。除了西班牙

和英國(12)，所有其他歐盟會員國的男性皆達

到全國目標，但只有瑞典、立陶宛和拉脫維

亞的女性達到全國目標 。降低就業性別落差

似乎是達到這些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就業

性別落差最低的所有5個國家(瑞典、立陶

宛、拉脫維亞、芬蘭和葡萄牙)已在2018年超

越歐盟的2020年就業目標。對照來看，就業

性別落差最高的5個國家(馬爾他、希臘、義

大利、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就有4個仍低於歐

盟的2020年就業目標，其中更有3個低於目標

超過5個百分點(13)。 
 

圖7：歐洲2020目標 – 歐盟2018年的就業率(20–64歲人口%), EU, 2018 

 
 

 
11 定義為20–64歲總人口就業百分比。在EU2020脈絡中處理勞動力市場參與度的方法與在性別平等指數的脈絡中的處理是不同的，因為EU2020在觀察就業時未

考量強度，相反地，性別平等指數則聚焦於掌握工作強度的全時等量就業率。 
12 尚未制定全國目標，但就業率超過歐盟的75%目標。 
13 只有馬爾他達到高於75%的就業率，但其近期的就業率增長大部分是來自於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增加。 
 

就業率與目標 

就業性別落差 
女性 男性 ̶̶̶̶̶̶- 2020年目標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t2020_10)。 



金錢領域 

 

 

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 —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25 

 

3. 金錢領域 
女性的經濟賦權在實現女性權利和性別平等上扮

演著核心角色。投資「女性的經濟獨立性」能夠

促成更包容的經濟成長，並消弭貧窮和社會排

斥。2030永續發展議程乃是以下述的前提要件為

基礎：女性的經濟賦權對於永續發展具有關鍵的

重要性。 
 
在整個經濟危機及後續的復甦期間，整個歐盟有

許多女性繼續經歷著危險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新

冠肺炎疫情的經濟衝擊很可能進一步對女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ILO估計，全世界可能因新冠肺炎

而損失將近2,500萬個工作，且有另外多達3,500萬
個人可能面臨工作上的貧窮(14)。女性較可能從事

臨時、兼職和危險的工作，且受僱於非正式部

門，所有這些尤其容易受到經濟衝擊。女性的薪

資較低、儲蓄較少，且獲得的社會保障較有限。 
 
近數十年來，我們已看到勞動世界因數位科技的

進步而劇烈改變，這些都對性別平等帶來了一些

新的挑戰和風險。數位化可望讓高學歷以及高技

能的女性更有彈性地工作、達到更大的成就，且

更有創造力，但同時可能對較無特權的女性勞動

者增加非標準和危險的工作，例如短期、兼職、

低薪以及無社會保障形式的勞動工作(參照第9.2
節)。 
 
整體來看，這些不平等易於導致特別嚴重的經濟

弱勢，尤其是對女性弱勢族群，包括較年輕和較

年長的女性、單親媽媽，以及來自移民社區或其

他少數族群的女性(EIGE, 2020a)。因此，要消除

這些不平等，需要更廣泛的方法來分析經濟政

策，以及它們對個人整體福祉的影響，尤其是女

性。這反映在歐盟邁向更社會化歐洲的更廣闊政

策趨勢中。舉例而言，性別平等是歐洲社會權利

支柱的關鍵原則之一，也是其他幾個原則中的特

色。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藉由例如重申同工同酬原

則，強化了平等的取得財務資源機會，它確立了

取得足夠最低收入福利的權利，以及男女平等獲

得年金權利的機會(歐盟執委會, 2018e)。然而，歐

盟已限制直接介入會員國政策行動計畫的權限，

這表示歐洲社會權利支柱的主要原則是否能落

實，仍是不確定的。 

 
14 ILO「國際勞工組織表示全世界可能因新冠肺炎而損失將近2,500萬個工作」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 news/WCMS_738742/lang–
en/index.htm）。 

 
自2013年起，歐盟已加強處理薪資性別落差的行

動計畫。2014年薪資透明度建議 (歐盟執委會

2014/124/EU建議)指引會員國如何適用平等薪資

的原則，並在薪資結構和水平方面達到更大的透

明度。之後在2017年，歐盟推出了處理薪資性別

落差的行動計畫(2017–2019年)(COM(2017) 678定
案 )，呼籲會員國採行有效的薪資平等法律。

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更進一步提出有約

束力的薪資透明措施。在2021年「年金充足性報

告」(Pension adequacy report)中，歐盟執委會將連

同歐盟理事會的社會保障委員會，共同評估年金

制度中分擔風險和資源的性別不平等。歐盟性別

平等策略已提議在職業年金計畫中提供照護相關

職業中斷的年金補助，作為強化年金權利性別平

等的方法之一。歐盟執委會也提議透過結構改革

支持方案，解決較高比例的女性生活在貧窮中的

問題，尤其是較年長的女性。 
 
3.1 女性追求經濟獨立：絕對是一

場艱難的戰役 
女性的經濟獨立長久以來一直是歐盟性別平等政

策的焦點之一。然而，女性仍處於較危險的經濟

狀況，包括在取得財務資源方面。金錢領域的分

數為80.6分(15)，自2017年以來僅非常小幅改善(0.2
分)，且自2010年以來僅增加2.2分(圖8)。這個領

域的分數是第二高，僅次於健康領域。 
「財務資源」次領域的分數為74.3分，自2010年
以來稍有改善(上升4.9分)。在每月所得以及年

金、投資和其他福利的收入方面，性別落差縮小

的速度非常緩慢。「經濟狀況」次領域的分數較

高，但貧窮和收入分配的性別落差縮小並無實質

進展。 
 
 
在財務資源和經濟狀況方面，大多數的歐盟國家

 
15 金錢領域衡量取得財務資源和經濟狀況的性別不平等。「財務資源」次領域

包含女性和男性來自工作的平均每月所得，以及平均均等化淨收入（來自年金、

投資、福利，以及除有酬工作所得外的其他資源）。「經濟資源」次領域考量

了女性和男性的貧窮風險，以及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收入分配。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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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稍微縮小了性別落差，並改善整體的表現(圖
9)。自2010年起進展最快的是拉脫維亞(+6.3)、波

蘭(+6)和立陶宛(+5.3)。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微幅降

低了男女的收入不平等，而波蘭微幅縮小了貧窮

的性別落差。希臘(–2.8)、盧森堡(–1.8)及荷蘭(–
0.4)在過去8年間呈現負向趨勢。雖然希臘的所

得、收入及貧窮性別落差降低，但資料顯示希臘

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增加的。在荷蘭，所得性別

不平等 – 尤其是收入 – 自2010年以來一直是增加

的。在財務資源次領域，盧森堡排名第1，該國也

努力縮小了所得和收入的性別落差。儘管如此，

盧森堡的經濟狀況排名大幅下跌(從2010年的第9
名變成2018年的第23名)，這是因為女性貧窮風險

增加，以及女性收入不平等增高所致。 
 

 

 

圖8：金錢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2018年)以及隨著時間的變化 

 

金錢 

財務資源 

經濟狀況 

2018年各國金錢領域分數範圍 
歐盟自2010
年的趨勢 

自2010年的

變化 
自2017年的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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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歐盟各會員國的金錢領域分數以及自2010和2017年以來的變化 

 
 

 
類似的型態在愛爾蘭、丹麥和德國也很明顯，這

幾個國家的財務資源性別平等排名相對高(分別是

第3名、第4名及第5名)，但是經濟狀況的性別平

等分數低許多 (分別是第15名、第14名及第17
名)。相反的趨勢可以在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維

尼亞等國家看到，這幾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次領域

居於前3名，其中貧窮和收入分配的性別落差低，

但所得和收入的性別平等的排名相對是低的，分

別是第23名、第21名及第16名。 
 
3.2 終結所得和年金的性別不平等 – 

若無目標明確的行動，歐盟還

有數十年要奮鬥。 
儘管女性就業率和教育程度有正向的改變，但薪

資、每月所得及收入仍存在著性別不平等。歐盟

主要聚焦於薪資性別落差(達16%)以及年金性別落

差(達37%)，這2者對女性都是不利的。這些措施

可能低估了勞動力市場整個性別不平等的程度。

舉例而言，薪資性別落差並未考量工作時數，或

男女在正式就業的比率。 

金錢領域觀察平均每月所得的性別落差，考量了

男女更廣泛的就業機會背景。除了年金收入外，

金錢領域也觀察投資及其他福利。自2010年以

來，有17個國家的所得性別落差增加，而有19個
國家的收入性別落差上升，這導致歐盟所得和收

入的性別落差整體是增加的。 
 
在2010到2018年間，義大利、波蘭和拉脫維亞的

每月所得性別落差增加最多。在性別落差縮小方

面有最大進展的國家包括賽普勒斯、英國和希

臘。除了所得性別不平等外，在歐盟，女性能獲

得任何類型的主要薪資補充所得(例如績效獎金)
的機會比男性少。EIGE在其歐盟2019年教育和勞

動力市場性別隔離的研究中指出，在各種酬勞來

源當中，獎金的性別落差是最大的。女性較不可

能在為員工提供較高額外津貼的公司中工作，而

且她們獲得的額外津貼也比在同一家公司中工作

的男性少(EIGE, 2019c)。 
 
在2010到2018年間，總可支配收入(包括來自年

金、投資及其他福利的收入)的性別落差在立陶

宛、拉脫維亞和丹麥是增加的。與2017年的資料

2018年的分數 自2010年的變化 自2017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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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顯示，收入性別不平等在丹麥和拉脫維亞是

增高的。捷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羅馬尼亞沒

有進展，因為收入性別落差自2010年以來持續增

加。法國、賽普勒斯和盧森堡在收入性別落差縮

小方面最有進展。 
 
所得和收入的性別不平等會隨著年齡、教育程度

以及家庭需求增加而明顯增高。相較於男性，50
歲以上的女性處於最不利的地位。此外，相較於

教育程度較高的男性，資格水平最高的女性薪資

較低的情況最嚴重，女性會隨著職業生涯的進程

而累積劣勢。從生命的不同階段來看，所得和收

入的性別不平等在與先生和子女共同生活的婦女

以及單親媽媽身上見到最高峰。 
 
雖然EIGE的薪資性別落差研究顯示不同的工作有

著相當大的差異，但是在所有部門中，女性的所

得都是低於男性的(EIGE, 2019c)。薪資性別落差

在金融與保險業(35%)和製造業(31%)是最大的，

這2個行業支付給較年長女性的薪資尤其不足。醫

療專業人士的薪資性別落差也很大(33%)，這顯示

位居高階職位的女性相當少，且在女性佔大宗的

工作存在著薪資不足的文化。 

 
Eurofound「生活、工作與新冠肺炎」調查(16)的第一批結果顯示，應答者對於經濟普遍沒有安

全感，每10個人當中就有4個人說他們的財務狀況比這場疫情之前來得糟。在家庭的總每月收

入方面，有比男性稍微多一點的女性(分別是9%和11%)指出他們的家庭很難或非常能達到收入與

支出平衡。幾乎每3個女性就有1個(31%)沒有儲蓄來維持在這場危機之前的生活水平，而每4個男

性中有1個(23%)面臨這種情況。 
 
根據近期的文獻(Alon等人, 2020; EIGE, 2019c)，所得和收入的性別不平等與子女照護責任有密

切關聯性(包括被期待及實際的照護責任)，這些責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且沒有適當的

收入替代選擇。照護責任因為新冠肺炎而轉回到私人家庭身上，對於女性的收入有著更嚴重的

負面影響，因為她們承擔這個責任的代價是無法再參與勞動力市場，因此損失了目前和未來的

收入。 
 
3.3 巨大的貧窮風險對較年長的女

性以及每位單親媽媽而言是殘

酷的現實 
在2010年，歐洲2020策略確立了一項10年的歐盟

目標，那就是要讓至少2千萬人脫離貧窮或社會

排斥的風險。自那時起，面臨貧窮或社會排斥風

險的男女總人數已減少8百萬人，儘管落後目

標，但仍是令人欣慰的進展。在2018年，在已針

對全部人口制定全國性抗貧窮目標的21個會員國

當中，只有8個國家達到目標(17)。 
 
在整個歐盟，男女面臨貧窮風險的差距是1.9個百

分點，女性面臨的貧窮風險較高，且自2010年以

來一直沒有改善。由於收入通常是在家庭層次衡

量，如果假設家庭內的資源分享是平等的，那麼

這個性別落差很可能低估了女性真實暴露於貧窮

的情況。自2010年以來，有14個會員國的貧窮性

別落差是增加的，而自2017年以來，有21個會員 

國是如此。自2010年起，性別落差最大的可在立

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身上觀察到，而賽普

勒斯、斯洛維尼亞和法國在縮小性別落差方面已

展現最大的進展(參照附錄3中的表13)。 
 
貧窮和社會排斥經常集中於某些特別弱勢的男女

族群(圖10)。舉例而言，有子女會加劇貧窮風

險，每10個單親者中就有將近4個 – 大部分是單

親媽媽 – 有這種風險。相較於其他家庭類型，單

親者被剝奪可接受的住所和生活條件的風險高出

許多。舉例而言，相較於其他家庭，許多有待撫

養子女的單親媽媽住在屋頂漏水、牆壁、地板或

地基潮濕，窗框或地板腐朽的地方(18)。雖然相

較於較年輕的人，較年長的人較少暴露於貧窮，

但貧窮的性別落差在65歲或以上的人是最大的

(女性為18%，男性為13%)。65歲以上的女性在

前3年期間面臨的持續性貧窮風險是較高的(12%
的女性，相較之下，男性有8%)(19)。 

 
16 Eurofound「工作、遠距工作與新冠肺炎」（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covid-19/working-teleworking）。 
17 歐盟統計局「面臨貧窮或社會排斥風險的人」（T2020_50）。 
18 歐盟統計局、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EU-SILC）（ilc_mdho01）。 
19 歐盟統計局、EU-SILC及歐洲共同體住戶調查小組（ilc_li21）。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covid%C2%AD19/working%C2%ADtele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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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歐盟2018年按性別、家庭組成、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及身心障礙區分的貧窮風險比率 

 
 

 
年長的女性比男性較可能過著被剝削的生活，例

如長久生活在過度擁擠的環境(在2018年分別是

7%和5%)。她們的居住成本負擔也比較重，佔總

可支配家庭收入的40%以上(12%的女性，相較之

下，男性有9%)。工作貧窮的性別落差在65歲以

上的男女身上也是最高的(分別是11%和8%)。 

貧窮風險在身心障礙男女、教育程度低的男女以

及移民族群的身上較高。此外，羅姆社區每5個成

員就有4個人的收入比在他們居住國家的貧窮門檻

還低(EIGE, 2020a)。 

 
FRA對9個歐盟會員國(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捷克、希臘、匈牙利、葡萄牙、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西班牙)所做的調查發現，有72%年齡在16到24歲的羅姆女性既沒有工作，也沒有

受過教育或訓練，相較於55%的羅姆年輕男性。貧窮被認為是早婚背後的主要原因，雖然這

經常是經濟存活策略的一部分，但破壞了年輕女性和女孩的未來希望(FRA, 2016a)。 
 
上述族群的貧窮或社會排斥風險增加，往往與諸

多因素結合有關，包括失業或不從事經濟活動、

在家庭層次的工作強度低、教育程度低、工作條

件不良、財務資源不足、遭受實質剝奪及/或不公

平待遇(EIGE, 2020a)。女性是否工作以及如何工

作，通常是由她們不成比例的照護及其他家庭責

任所決定。這些責任與不平等的時間使用型態有

關，並造成了時間使用的貧窮(Francavilla等人 , 
2012)。女性的就業率隨著家庭中的子女人數而減

少。照護責任讓勞動力市場少了770萬個女性。為

了照顧子女及其他受扶養的家庭成員，女性從事

兼職工作的百分比是男性的將近5倍(分別是29%
和6%)。薪資較低、從事非典型工作(例如在非正

式部門的工作)的可能性較高，以及為照顧受扶養

特徵 女性 
(%) 

男性 
(%) 

性別差距 
(p.p.) 

自2014年的

差距變化 

有子女的夫妻 
單親者 

15-24歲 
25-49歲 
50-64歲 
64歲以上 

低 
中 
高 

本國出生 
外國出生 

有身心障礙 
無身心障礙 

差距減小 無變化 差距增加 

資料來源：EIGE的計算、EU LFS。使用的身心障礙資料來自EUSILC (IE、SK、UK, 2017) 

15歲以上人口 

家庭 

年齡 

出生國 

身心障礙 

整體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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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中斷職業生涯，全都導致女性在整個生命歷

程面臨較高的貧窮風險。 
 
貧窮風險高與女性面臨的多重不平等相關程度

高，因此需要具協調性的政策應變。單親媽媽、

較年長的女性，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

都面臨著身心健康狀況不佳的風險，而資源通常

受限的情況讓她們更容易發生能源貧窮。經濟不

平等程度增高，已對兒童的福祉以及經濟成長造

成 不 利 影 響 (OECD, 2015, 2019b; Pickett 與
Wilkins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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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識領域 
平等獲得教育以及公平和高品質的教育過程，是

性別平等以及歐洲未來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性

別平等指數觀察高等教育的性別隔離、高等教育

的畢業生人數，以及參與成人學習的程度 – 這些

都是歐盟政策議程上的重要議題。高等教育達成

程度及成人終身學習的目標，已被納入歐盟2020
年教育與培訓架構中，同時也是永續發展目標之

一。歐洲社會權利支柱也強調，為了確保男女取

得並維持他們完全參與社會並成功在勞動力市場

轉型所需的技能，教育培訓及終身學習是很重要

的。歐盟理事會的終身學習關鍵能力建議也特別

鼓勵會員國繼續努力讓更多男女參與終身學習活

動，同時歐盟執委會的「提升技能之路：成人的

新機會」建議並呼籲改善成人學習的供應情形，

並特別聚焦於低技能成人的需求。新的2020–2025
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強調教育水平隔離的問題，

這凸顯了解決學科及後續職業生涯性別化選擇的

必要性。促進「平等、社會融合和積極公民權」

也反映在歐盟2020年教育與培訓架構載明的優先

事項，雖然性別平等不是它的主要目標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已對所有層級教育的學習活動造成

相當大的衝擊。許多會員國的大學和學校已將學

習過程轉變成數位環境，凸顯了取得個人電腦和

寬頻連線的挑戰，尤其是對社會經濟條件困難的

家庭。同時，幾乎所有會員國都暫時關閉兒童照

護服務和學校，導致單親者以及有子女的夫妻越

來越難兼顧他們的工作與照護責任。由於許多男 

女因為這場疫情而離開職場，要將他們重新整合

在勞動力市場中，成人教育將扮演著主要角色。

數位化已對教育與培訓世界產生顯著的衝擊，這

為性別平等帶來了新的機會和挑戰(相關的詳細討

論，請參照第9章)。男女要完全參與社交和工作

生活，數位技能和能力變得越來越必要，但男女

取得各種層次和類型的數位技能存在著顯著的性

別差異。發明、設計和開發數位服務與商品的研

究人員本身即高度缺乏性別多元性，這限制了研

究與發展活動的整體潛力。 
 
4.1 知識領域進展停滯 
知識領域(20)的歐盟整體分數為63.6分，自前一版

的性別平等指數仍停滯不前，且自2010年以來僅

改善1.8分(圖11和圖12)。在2017到2018年間，大

部分會員國在知識領域不是只有小幅改善，就是

完全沒有改善 – 甚至連倒退都沒有。登記增加至

少1分的有保加利亞(+1.8)、馬爾他(+1.3)和克羅埃

西亞(+1.2)，而分數減少的有丹麥(–1.0)。在2010
年到2018年間，大多數會員國在知識領域的成長

尚可，義大利 (+8.1)、葡萄牙 (+5.6)和羅馬尼亞

(+5.2)達到最大的整體進展。英國(–3.2)、德國(–
2.3)和丹麥(–1.9)呈現了最大的下跌幅度。在知識

領域，表現最優良的國家有瑞典、比利時、丹

麥、英國和盧森堡，所有這些國家的分數都高於

70分。在光譜的另一端是克羅埃西亞、拉脫維亞

和羅馬尼亞，這幾個國家的分數都低於55分。 

 
20 知識領域衡量教育程度和終身學習的性別不平等，以及教育的性別隔離。

「教育程度」次領域是由兩個指標來衡量：女性與男性高等教育畢業生的百分

比，以及女性與男性終身參與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及培訓的程度。第二個次領域

衡量高等教育的性別隔離，觀察女性與男性學生在教育、健康與福祉、人文學

科和藝術領域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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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知識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2018年)以及隨著時間的變化 

 
 
 

教育程度和參與度的次領域促使了知識領域的整

體成長。從2010年到2018年，知識領域從68.5分
成長到73.1分，但是自2017年起，分數幾乎沒有

改變。 
 
有10個歐盟會員國自前一版本的性別平等指數以

來增加至少1分(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愛爾蘭、

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盧森堡、馬爾他、

波蘭和斯洛伐克)，而情況顯著惡化的有丹麥(–
2.3)、捷克(–2.2)和拉脫維亞(–1.2)。長期來看，改

善最明顯的國家有奧地利(+12.1)、法國(+11.7)、
盧森堡(+11.1)和葡萄牙(+10.5)。在2017年只有3個
國家的分數比2010年低，即丹麥、斯洛伐克和英

國。 
 
教育的性別隔離仍是歐盟性別平等的一大障礙，

這個次領域自 2017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 (55.4
分) ，相較於2010年甚至有點倒退(分數是55.8
分)。自2017年起，只有5個會員國(保加利亞、克

羅埃西亞、馬爾他和羅馬尼亞)登記分數增加，或

下降(希臘)至少1分。長期來看，義大利和羅馬尼

亞已達到最大進展(分別是+12.1和+7.8分)。對照

來看，在2010到2018年間，德國(–6.8)、馬爾他(–
5.0)、英國(–4.7)及荷蘭(– 4.2)明顯衰退。  

 
4.2 女性教育程度逐漸超越男性 
過去10年間，在歐洲大學畢業的女性和男性百分

比穩步增加，性別落差慢慢地轉向對女性有利。

在2010年，有20%的女性及21%的男性獲得高等

教育，到了2018年，15歲或以上的年齡族群從大

學畢業的女性比男性多(分別是26%和25%)。高等

教育畢業生女性較多且性別落差最大的國家有愛

沙尼亞(17個百分點)、拉脫維亞(14個百分點)和瑞

典(11個百分點)，另外有9個會員國的性別落差高

於5個百分點(保加利亞、丹麥、愛爾蘭、賽普勒

斯、立陶宛、波蘭、葡萄牙、斯洛維尼亞和芬

蘭)。有4個國家的男性比女性可能從大學畢業，

即德國(性別落差最大，達到8個百分點)、盧森

堡、荷蘭和奧地利(這些國家的性別落差都低於4.5
個百分點)。 

  

知識 

2018年各國的知識領域分數範圍 
歐盟自2010
年的趨勢 

自2010年的

變化 
自2017年的

變化 

教育程度及

參與度 

性別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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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歐盟會員國在知識領域的分數以及自2010年和2017年以來的變化 

 
 

一項交叉性分析揭示，從年齡、家庭組成和身心

障礙來看，男女在達成高等教育方面有著相當大

的差異(圖13)。在15到49歲的人當中，女性獲得

高等教育的人數比男性多，但是在50歲以上的族

群，則呈現明顯的相反趨勢。再者，在與子女共

同生活的夫妻族群當中，女性獲得高等教育的人

數比男性多(+6個百分點)。同時，一項性別與身

心障礙的交叉分析發現，身心障礙者在達成高等

教育方面有著性別落差，男性獲得高等教育的人

數較多(3個百分點)。在沒有身心障礙的人當中，

這個落差是相反的，女性人數較多，長期來看皆

達2個百分點，這顯示這些性別落差自2014年以來

是增加的。 

  

2018年的分數 自2010年的變化 自2017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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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歐盟2018年按性別、家庭組成、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及身心障礙區分的高等教育畢業生 

 
 
FRA對9個會員國所做的第2次歐盟少數族群及不公

平待遇調查發現，只有16%的羅姆女性和22%的羅

姆男性完成後期中等教育、專上教育、非高等或

高等教育。即使在較年輕的世代(16–24歲)，後期

中等教育以上的畢業生百分比仍非常低(年輕羅姆

女性為21%，年輕羅姆男性為24%)(FRA, 2019b)。 
 
性別平等指數的教育程度指標與歐盟2020年提升

高等教育程度的目標有密切關係。性別平等指數

監測15歲或以上較廣泛人口的高等教育，而歐盟

2020年目標聚焦於30到34歲的族群，目標是將完

成高等教育的人口百分比增加到至少40%。在整

個歐盟，女性已達到這個目標(46%)，但男性則否

(36%)。進一步檢視各國的目標 – 從義大利的26%
到盧森堡的66% – 顯示，幾乎所有會員國的女性

都達到國家目標，但許多會員國的男性仍落後目

標(圖14)。 

 
4.3 成人學習參與率低以及教育選

擇的性別隔離仍是主要障礙 
歐盟男女(15歲或以上)參與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培

訓的比率仍相當低(17%)(21)。北歐國家顯然是領先

者，參與率超過30%，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參

與率則敬陪末座(2者皆為9%)。有幾個歐盟國家自

2010年以來在這個衡量標準上已見到實質改變：

法國(+12個百分點)和愛爾蘭(+5個百分點)已登記

的參與程度顯著增加，但丹麥、斯洛維尼亞和英

國下跌超過5個百分點。由於大部分歐盟國家的整

體參與度是非常低的，有16個國家基本上不存在

性別落差，而另外10個歐盟國家有著從1個百分點

到5個百分點的落差。僅有的幾個明顯例外是成人

學習整體參與率最高的會員國，即瑞典、丹麥和

芬蘭，女性的參與率較高，而性別落差分別是12
個百分點、7個百分點和7個百分點。 

 
21 EIGE在2018年歐盟勞動力調查（EU-LFS）的資料所為的計算。 

特徵 女性 
(%) 

男性 
(%) 

性別差距 
(p.p.) 

自2014年的

差距變化 

有子女的夫妻 
單親者 

15-24歲 
25-49歲 
50-64歲 
64歲以上 

本國出生 
外國出生 

有身心障礙 
無身心障礙 

差距減小 無變化 差距增加 

資料來源：EIGE的計算、EU LFS。使用的身心障礙資料來自EUSILC (IE、SK、UK, 2017) 

15歲以上人口 

家庭 

年齡 

出生國 

身心障礙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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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歐洲2020年目標 – 歐盟2018年的高等教育達成率(30–34歲人口百分比) 

 
成人學習會隨著年齡而逐漸停滯，這凸顯了技能

不相符以及女性和男性職業生涯提早結束的風

險。在2018年，年齡介於25到49歲的人當中，只

有15%的女性及13%的男性參與成人學習。到了

接近退休年齡時，男女的參與率分別掉到只剩9%
和6%。歐洲經濟因為技能的供應和需求不相符，

每年損失的潛在生產力超過2%，人口統計趨勢加

上技術改變很可能加劇這種情況(EESC, 2018)。終

身學習可以在縮小這種技能差距方面扮演關鍵角

色。 
 
教育的性別隔離仍是歐盟性別平等的主要障礙之

一。在2017年，43%的女大學生研讀教育、健康

與福祉、人文學科或藝術學科，歐盟整體的性別

落差達到22個百分點，自2010年以來未改變。這

個區隔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隔離，這決定

了女性和男性的所得、職業生涯展望及工作條

件。 
 
在教育健康與福祉、人文學科和藝術學科註冊方

面，芬蘭和賽普勒斯登記的性別落差最高(分別是

33個百分點和27個百分點)，而有20個國家的性別

落差皆大於20個百分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

性別落差是歐盟國家中最低的，但仍非常高，分

別達到15個百分點和16個百分點。然而，有部分

歐盟國家自2010年以來已有顯著進展：舉例而

言，荷蘭的差距縮小達9個百分點，而德國的差距

減小約8個百分點。同時，有5個國家(拉脫維亞、

立陶宛、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維尼亞)的性別

落差增加超過5個百分點。 
 
雖然性別落差不是由性別平等指數直接衡量，但

ICT和STEM學科的畢業生當中有著顯著的性別落

差。在2018年，工程、製造和營建學科的畢業生

有28%是女性，ICT畢業生只有約20%是女性(22)。

然而，在自然科學、數學和統計學，記錄的畢業

生人數接近性別均衡(女性佔54%，男性佔46%)。
高等教育的STEM學科存在的性別落差，原因不

是學業表現，因為女孩和男性在中等教育，科學

和數學的學業表現是類似的 ( 歐盟執委會 , 
2019g)。職業選擇的社會規範和性別化期望(經常

透過教育內容和課程強化)才是促使高等教育存在

著性別隔離的關鍵因素(EIGE, 2020a)。 

 
22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educ_uoe_grad02）。 

高等教育達成率與目標 

性別差距 
女性 男性 ̶̶̶̶̶̶- 2020年目標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t2020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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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時間領域 
依性別所產生有酬和無酬工作分配的不平等，被

認為是社會整體性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之一，在

勞動力市場尤其是如此，因為它產生了女性暴露

於貧窮危機、參與決策及參與政治的質疑。在

2019年為父母親和照護者採納工作與生活平衡指

令，顯示從政者希望促進照護和家庭工作在男女

之間更妥善的分配。相關的規定包括新的或協調

過的勞動力市場權利，例如有照護責任的勞工可

彈性安排工作的權利、照護者請假、親職假，以

及增加工作保障。這項指令也包括非法律的面

向，例如投資照護基礎建設，尤其是長期照護。 
 
新發佈的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將縮小照

護責任的性別落差納入為優先事項之一。這項策

略提出了一連串的措施，例如轉換和實行工作與

生活平衡指令、增加對高品質兒童、老年人和身

心障礙者照護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及落實歐洲社

會權利支柱(歐盟執委會, 2020c)。 
 
新冠肺炎疫情在歐洲造成學校及學前教育設施關

閉，以及無法取得社會支援系統(照護者、保母、

祖父母)，因此加劇了家庭必須兼顧照護兒童和較

年長家庭成員與有酬工作的壓力，尤其是婦女和

單親媽媽(Fodor等人, 2020)。歐盟統計局的資料顯

示，在2019年，約有1,340萬的成人生活在有年輕

子女且所有成人皆有全時等量的家庭(23)。為了因

應這場疫情而轉移到遠距工作已以不同的方式影

響著女性和男性，初步的資料顯示，在18–34歲的

人當中，女性在這場疫情期間開始遠距工作的人

數比男性多(分別是50%和37%)(24)，這可能反映了

女性承擔不成比例的子女照護和教育工作，同時

維持著自己的有酬工作。英國在封鎖期間執行的

研究顯示，雖然女性花在照顧子女的時間比男性

多，但兒童照護的性別落差相較於在這場疫情之

前的情況是縮小的，這凸顯了在男性從事遠距工

作或失業的家庭，兒童照護的分配變得比較平等

(Sevilla與Smith, 2020)。 
 
在部分會員國(比利時、德國、愛爾蘭、西班牙、

法國、義大利、瑞典及英國)，住在住宅型照護設

 
23 有將近4,200萬個成人生活在至少有1個6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其中有32%生

活在所有成人皆有全時等量的情況。資料來自歐盟統計局，這是2019年針對歐

盟27個國家的資料（lfst_hhwhacc）。 
24 Eurofound「生活、工作與新冠肺炎資料」

（http://eurofound.link/covid19data）。 

施的人因為新冠肺炎爆發而死亡的比率非常高。

來自2020年5月的資料顯示，長期照護設施居住者

的死亡率在所有新冠肺炎死亡案例中占相當高的

百 分 比 ， 從 英 國 的 21% 到 西 班 牙 的

66%(Comas-Herrera等人, 2020; ECDC, 2020)。這

個喪失生命的悲劇凸顯了大部分的住宅型長期照

護機構都有系統性的人手不足或資金不足問題。

這可能促進自主生活的成長，並促使家庭遠離住

宅型照護，且進一步強化提供家庭式的長期照護

(EIGE, 2020e)，而這可能進一步加劇女性不成比

例地承擔非正式照護的負擔(EIGE, 2019b)。 
 
更普遍來看，根據封鎖後的諸多情況，我們更能

瞭解到，儘管看不見、不受重視，且在國內生產

總值衡量標準中未佔有一席之地，女性每日承擔

不成比例又無酬的照護工作，是這個社會能運作

所不可或缺的。 
 
5.1 時間使用的性別平等：有些進

展，但不足以抵消整體停滯 
時間領域(25)是構成性別平等指數的6個領域當中分

數第3低的，這個領域持續缺乏進展，且不平等是

加劇的(EIGE, 2017e, 2019b)。自2010年起，歐盟

的分數就一直停滯，甚至小幅減少了0.6分 (圖
15)(26)，達到65.7分。 
 
由於缺乏時間使用的最新資料，時間領域的分數

自2017年起便未更新。從2010年以來，有10個會

員國的分數是減少的(荷蘭、芬蘭、英國、盧森

堡、比利時、德國、波蘭、立陶宛、羅馬尼亞和

保加利亞)。最明顯的衰退可在比利時(–5分) 、德

國(–4.8分)和芬蘭(–2.7分)身上看到。大多數歐盟

國家的分數自2010年後已有改善，增加的範圍從

馬爾他的9.9分、希臘的9.1分和葡萄牙的8.8分，

到克羅埃西亞的1.2分和愛沙尼亞的1分，而法國

和匈牙利的分數自2010年以來幾乎沒有實質變化

(分別是+0.7分和+0.2分)。 
 

 
25 時間領域衡量照護和家務工作以及社交活動時間分配的性別不平等。第一個

次領域是照護活動，它衡量女性和男性參與其子女和孫子女、年長者或身心障

礙者的照護及/或教育的性別落差。它也衡量女性和男性參與烹飪和家務的性

別落差。第二個次領域探討有多少女性與男性從事社交活動，例如參與家庭以

外的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以及有多少女性和男性從事志工和慈善活動。 
26 請注意，由於在相關期間可取得的時間領域資料有限，圖15僅呈現目前的分

數以及自2010年以來的變化，無法提供其他趨勢。 

http://eurofound.link/covid19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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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6所示，歐盟的時間領域分數(65.7分)掩蓋了

各國差異極大的狀況，分數範圍從保加利亞的

42.7到瑞典的90.1。時間是各國在性別平等指數中

的分數分佈第二廣的領域(僅次於權力領域)，社

交活動次領域在2018年的分數是61.6分，顯示這

個次領域的性別不平等程度高於照護次領域(70
分)。 

 
 

圖15：時間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2017年)以及隨著時間的變化 

 
 
  

時間 

2017年各國在時間領域的分數範圍 
自2010年的

變化 

照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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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歐盟會員國在時間領域的分數以及自2010年以來的 

 
 
5.2 照護基礎設施不足促使女性填

補照顧的空缺 
我們長久以來都知道，人們要能夠維持家庭與工

作的平衡，獲得高品質且可以負擔的服務是必要

的。對於有子女的女性尤其是如此，因為她們仍

被期望肩負不成比例的無酬照護工作，包括家

務、照顧子女以及照顧年長者和身心障礙者

(EIGE, 2019b)。 
 

雖然大部分歐盟成員國已達到巴塞隆納目標: 90%
年齡介於3歲到義務教育年齡的兒童加入正式兒童

照護服務設施，但有部分成員國仍遠未達到第一

個巴塞隆納目標: 33%的3歲以下幼兒加入上述設

施 (27)。再者，各會員國之間在註冊率方面持續存

在著顯著差異，尤其是在觀察3歲以下的兒童時

(EIGE, 2020a)。對許多家庭來說，成本仍是他們

 
27 在2002年，巴塞隆納歐盟高峰會制定了為學齡前兒童取得高品質且可負擔的

兒童照護設施的目標，其中要達到的目標有二，即必須有可容納90%從3歲到

義務教育年齡兒童的設施，以及可容納33% 3歲以下兒童的設施。巴塞隆納的

目標（及其應達成的目標）在歐洲性別平等協議（2011–2020年）中被重申，

且歐洲2020策略也提到了這些目標。 

取得所需照護服務的重要障礙之一。 
 
提到長期照護服務(28)，要滿足老齡化人口日益增

加的需求，可取得正式服務的程度被認為是嚴重

不足的(歐盟執委會, 2014b; Spasova等人2018)。在

2017年，歐盟每4個人便有1人有長期身心障礙
(29)，而在有子女的家庭當中，約有5%的家庭有一

名身心障礙兒童(EIGE, 2020e)。這種龐大的需求

導致歐盟的長期照護有著非正式的特徵，非正式

的照護者人數超過正式的照護提供者，且據估計

比例是2比1(歐盟執委會, 2014b)。結果，家庭經

常全盤放棄足夠的照護，轉而仰賴接受不利工作

條件的家庭幫傭，或自行提供照護 (EIGE, 
2020e)。照護服務的落差不成比例地影響著同時

身為被照護者和照護者的女性，因為需要仰賴長

期照護的女性比男性多，而絕大多數的正式和非

 
28 長期照護是指「因為心智或身體殘缺及/或長期有身心障礙而在日常生活活

動上需要協助及/或需要一定程度永久照護的人提供的一連串服務及協助」

（歐盟執委會, 2014b）。 
29 女性（27%）多過男性（22%）。歐盟統計局2017年健康變數EU-SILC, 2017
（hlth_silc_06）。 

2017年的分數 自2010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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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照護者是女性 ( 30 )。在各會員國，有移民背

景、受雇擔任家庭幫傭的女性，經常是受僱於非

常規的工作，因此無法取得社會保障或勞工權利

(ILO, 2018b; Spasova等人, 2018)。在新冠肺炎危

機期間，已有許多移民照護工作者(大部分是女

性)在邊境封鎖之前返回他們的祖國，這場危機凸

顯了較古老的歐盟國家仰賴女性工作，這些女性

通常來自東歐國家，且被剝奪適當的工作地位

(Zacharenko, 2020)。 
 
照護範圍不足的影響是顯著的，且有著明顯受性

別影響的特徵。歐盟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在歐

盟，勞動力市場中有大約770萬名婦女肩負著照顧

責任，相較之下，男性只有45萬人(31)。此外，在

因為照護責任而必須從事兼職工作的人當中，女

性人數比男性多出許多(890萬  vs. 56萬)( 32)。因

此，女性比男性更可能表示很難兼顧有酬工作與

照護責任 (33)，這對她們參與勞動力市場有著顯著

的影響。 
 
在社會層次，因女性的照護責任而造成的就業損

失，據估計導致歐洲每年損失3,700億歐元(歐盟執

委會, 2018a)。 
 
5.3 性別、年齡和教育影響勞工參

與社交活動 
歐盟的社交活動分數為61.6分，這個次領域的分

數在時間領域中是較低的，表示其中持續存在著

性別不平等。從性別平等和福祉觀點來看，社交

活動很重要(Bra- jša-Žganec等人, 2011)。取得休閒

時間和活動固然是生活品質不可或缺的一個面

向，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來自有酬和無酬工作的

時間壓力所決定(歐洲議會, 2016)。 
 
研究顯示，對勞工來說，專門用於有酬工作的整

體時間已增加，這減少了可用於其他活動的時間

和精力(Haworth與Lewis, 2005)。此外，數位化造

成職業時間與私人時間的界線正在消失，我們看

到有酬工作越來越侵蝕休閒時間(歐洲議會, 2016; 
Wajcman, 2015)，這對從事危險工作的人尤其是

如此，例如平台工作者(參照第9章)。 
 

 
30 女性（19.7%）為年長者和身心障礙者提供照護的人數比男性（14.9%）多，

尤其是50–64歲的人口。 
31 歐盟統計局EU-LFS（lfsa_igar），20–64歲女性的資料。 
32 有另外15.1%的女性因為其他家庭或個人責任而從事兼職工作，相較之下，

男性是8.0%，這進一步擴大了差距。 
33 根據2016年歐洲生活品質調查（EQLS）的資料。 

觀察家庭外體育、文化和休閒活動的特定指標，

某些國家的在職男女參與度極低，而各國之間有

著顯著差異。在9個國家(34)，每5名勞工只有不到1
名至少每隔一天會從事任何家庭外的體育、文化

或休閒活動。在另外11個國家(35)，這個比率的範

圍相當廣，從波蘭的19%到比利時和愛沙尼亞的

36%。 
 
如圖17中所見，勞工參與社交活動的比率 36揭示

了歐盟的男女在兼顧工作與生活其他面向的重大

不平等。雖然參與體育、文化和休閒活動的整體

性別落差相當小(4個百分點)，但單親者達到13個
百分點，年輕勞工(15–24歲)則達到17個百分點。

年輕勞工的社交活動有著顯著的性別落差，反映

了年輕男女之間在健康領域涵蓋的體能鍛鍊方面

的落差(19個百分點)(37)。 
 
成人的體能鍛鍊習慣往往是在年輕時建立的。分

析國際學齡兒童健康行為調查的資料後發現，歐

洲11歲到15歲兒童的整體活動水平容易隨著父母

親的收入水平下降，尤其是女孩 (WHO, 2016, 
2017)，這是兒童獲得體育活動的關鍵因素之一

(Richter等人, 2009)。 
 
整體而言，在家庭外的休閒活動方面，勞動力的

性別分工(使得大部分的兒童照護責任被歸於女

性)、女性收入較低，加上母親相關的性別規範，

共同造成有子女的婦女較少從事休閒活動，尤其

是單親媽媽(Brajša-Žganec等人, 2011; Dlugonski與
Motl, 2013; 歐洲議會 , 2016; McIntyre與Rhodes, 
2009)。以所有勞工來看，參與社交活動的程度會

隨著年齡下降且隨著教育程度增加，這指出性別

和階級差異塑造了取得文化和休閒娛樂資源的方

式。 

 
34 保加利亞、希臘、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立陶宛、匈牙利、葡萄牙、羅馬

尼亞和斯洛伐克。 
35 比利時、捷克、德國、愛沙尼亞、法國、義大利、拉脫維亞、馬爾他、奧地

利、波蘭及英國。 
36 這項指標聚焦於勞工，因此受限於某些年齡族群，包括15-24歲及50-64歲。

例如因為照護責任。 
37 EIGE「歐盟2019年的健康狀況」

（https://eige.europa.eu/gender-equality-index/2019/domain/health/age）。 

https://eige.europa.eu/gender%C2%ADequality%C2%ADindex/2019/domain/healt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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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歐盟2015年按年齡、家庭組成、教育程度、出生國及身心障礙區分的勞工從事社交活動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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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力領域 
歐盟執委會的第一位女性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 於2019年獲選出任，這打破了長久以來歐

盟體制高層職務缺乏女性的情況。以前從來沒有

女性領導歐盟高峰會、歐洲中央銀行或歐盟執委

會，這次女性擔任歐盟執委會主席，之後又有

Christine Lagarde擔任歐洲中央銀行總裁，這代表

著一項遲來的重大改變。同時，本屆新任委員是

至今性別最平等的，有12名女性(46%)和15名男性

(56%)，這是會員國響應提名更多女性候選人的呼

籲所產生的成果。歐洲議會自2020年以來就沒有

過女性領袖，但在2019年7月通過了在其組成會期

每一種性別都必須有40%以上代表人的門檻，因

此在歐洲議會的747名成員中，女性佔了304名
(41%)，這表示相較於2014年的選舉結果(37%)增
加了4個百分點。 
 
歐盟執委會已將決策和政治的性別平衡議題當作

優先處理事項，並成為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

策略的5個優先領域之一，因此強調了女性在政治

和經濟擔任領袖地位的重要性。歐盟執委會申明

會繼續推動採行2020年改善企業董事會和監事會

性別平衡指令提案，同時呼籲會員國積極主動地

改善性別平衡。透過提供經費並推廣最佳實務，

歐盟執委會將與歐洲議會、各國國會、會員國及

公民社會合作，促進女性參與(包括擔任投票者和

候選人)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經濟決策的性別

平等也是永續發展目標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衡量

女性在最大上市公司中擔任董事會或監事會成員

的比率。 
 
世界各地為了處理新冠肺炎而特別成立的決策組

織中，缺乏女性代表的情況非常嚴重，儘管世界 
 
 
 
 
 
 
 
 
 
 
 
 
 
 
 
 
 
 
 

衛生組織(WHO)已強調在達到性別平衡方面的重

要(WHO, 2020d)。在歐盟，絕大多數的健康照護

工作者都是女性，女性佔醫療專業人員的70%，

也佔保健相關專業人員的80%(EIGE, 2018b)，但

這樣占多數的女性從業人員並未轉換成女性參與

醫療保健部門的領導職務，在歐盟，醫療保健相

關部會首長只有30%是女性。由於性別仍是健康

的關鍵決定因素之一，將女性納入危機應變決策

是很重要的(Davies與Bennett, 2016)。 
 
6.1 在邁向決策性別平等的路上只

走到了一半 
歐盟在權力領域的分數( 38)自2010年以來增加將近

12分，且在2017到2018年間增加了1.6分，與2016
到2017年間登記的增加速度相同。儘管如此，歐

盟在權力領域的分數(53.5)仍是所有領域中最低的

(圖18)。 
 
在2018年，權力領域改善最多的國家有西班牙(7.4
分)及荷蘭(7.2分)(圖19)，這2個國家在經濟決策方

面都有大躍進，分別增加了11.4分和16.6 分。然

而，雖然西班牙在所有次領域的性別平等都有改

善，但荷蘭在社會權力次領域是倒退的(–3.5分)。
自2010年以來增加最多的會員國是法國，共增加

27.4分，接著是義大利、盧森堡和德國，改善的

分數全都超過20分。這4個會員國在經濟決策的分

數增加最多，不過義大利和盧森堡在社會次領域

的決策性別平等是下降的(分別減少4.7和2.9分)。 

 
38 權力領域衡量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最高決策職位的性別平等。「政治權力」

次領域觀察女性與男性在國會、政府和地區/地方議會的代表人數。「經濟權

力」次領域檢視女性與男性在最大全國性上市公司董事會或監事會及中央銀行

中的人數比例。「社會權力」次領域包括研究資助組織、媒體和體育界的決策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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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權力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2018年)以及隨著時間的變化 

 
羅馬尼亞和斯洛維尼亞在2017到2018年間經歷了

衰退，分別減少2.6分和1.3分。羅馬尼亞的社會決

策分數減少10分，其他次領域也幾乎沒有什麼改

善（僅增加1分）。斯洛維尼亞是歐盟唯一一個經

濟決策明顯下降（– 5.7分）的會員國，這抵消了

自2017到2018年在這個次領域的整體正面趨勢，

在同一段期間，這個國家在政治決策的性別平等

分數也減少最多。波蘭、匈牙利和捷克自2010年
起，在權力領域的整體分數是減少的。捷克和匈

牙利在經濟決策方面失分最多（分別是–11分和-
14分），而波蘭的社會決策分數減少11分，成為

在這段期間會員國當中社會決策分數減少最多的

國家。 
 

經濟決策的性別平等的改善，表示這個次領域在

所有次領域當中仍是分數最高的，在2017到2018
年間增加了3.2分，且自2010年以來整體增加了

17.9分。最大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和監事會推動更

大的性別平等，強化了這個趨勢的基礎。 
 
政治決策的性別平等自2017年到2018年增加了1.9
分，且自2010年以來整體增加11.6分。瑞典、法

國和芬蘭持續在此領域展現最大的性別平衡。 
 
雖然女性在研究、媒體和體育界的決策代表性仍

是所有次領域當中最高的（57.6分），但自2017
年以來卻下滑（– 0.6分），不過這個次領域在

2010到2018年間整體增加了3.9分。 
 
  

權力 

2018年各國的權力領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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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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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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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歐盟會員國在權力領域的分數以及自2010年和2017年以來的變化 

 
 
6.2 立法行動促進政治性別平等 
女性在歐盟會員國國會(包括兩院)中的代表人數

已增加10個百分點，從2010年的24%增為2020年
的32%(39)。瑞典、芬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

牙和奧地利的國會已達到性別平衡，換言之，每

一種性別都有至少40%的代表人。但在克羅埃西

亞、馬爾他和匈牙利的國會中，女性成員不到

20%。 
 
在2019年舉行了幾次國會選舉，在選舉期間見證

了2次性別平衡的重大改進：在芬蘭，性別平衡從

2010年的40%成長到2020年的46%，而在葡萄

牙，則從2010年的30%成長到了2020年的40%。

盧森堡近期有十分明顯的改善，增漲了將近7個百

分點，比利時、希臘和西班牙自2019年開始也有

斬獲(分別都是+3個百分點)。波蘭沒有甚麼改變

(28%)，而在西班牙，女性比率下降4個百分點，

儘管如此，國會仍是相當平衡的(有42%是女性)。

 
39 在權力領域，使用的是最近期的女性與男性決策相關資料（WMID）。2020
年的資料提到了2020年第1季的情況。為了可比較，2010年的資料也提及第1季
的情況（https://eige.europa.eu/gender-statistics/dgs）。 

愛沙尼亞則沒有進展。 
 
有部分國家已採取行動計畫來改善其國會的性別

平衡，並加速改善的速度。目前有10個會員國制

定了立法委員候選人配額，即比利時、愛爾蘭、

希臘、西班牙、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波

蘭、葡萄牙和斯洛維尼亞(40)。通常而言，這個配

額適用於為國家議會選舉而提交的候選人名單，

如未遵守，會受到制裁。 
 
除了克羅埃西亞外，所有國家適用這個配額後的

女性代表性已改善。然而截至目前，只有在西班

牙和葡萄牙，當選成員的比例超過配額目標。在

葡萄牙，2006年引進的配額制度規定候選人名單

上，每一種性別至少要有3分之1(33%)，在2015年
選舉後，這個配額在國會首次被超越。在2019年
10月的最新選舉產生了40%的女性成員。西班牙

至2007年起便有40%的候選人配額，這個配額在

2013年(中期)轉換成國會中的正式成員，更近期

 
40 盧森堡在2016年引進40%的配額，但這個配額在2018年選舉未完全適用（到

下一次選舉期間才會適用），因此盧森堡尚未被納入「立法配額」群組。 

2018年的分數 自2010年的變化 自2017年的變化 

https://eige.europa.eu/gender-statistic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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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在2019年10月選舉後產生了42%的女性成

員。所有其他有立法委員候選人配額的國家仍需

要大幅改善：女性在當選成員中的比率仍低於候

選人配額，其中義大利低了4個百分點，波蘭低了

6個百分點，比利時和愛爾蘭低了8個百分點，法

國、斯洛維尼亞和希臘低了11個百分點，克羅埃

西亞則低了19個百分點。 
 
性別平衡在國家政府的內閣部會首長方面已有改

善，從2010年的26%成長到2020年的32%，但各

會員國之間有顯著差異。有3個會員國已達到性別

均等：在芬蘭、奧地利和瑞典，女性佔政府部會

首長職位超過50%。西班牙、法國、德國和葡萄

牙的內閣達到了性別平衡(每一種性別擔任高階部

會首長至少有40%)。在2020年，馬爾他、立陶宛

和賽普勒斯各自只有一名女性部會首長，而男性

執掌了超過90%的部長級職位。愛沙尼亞在女性

代表人方面大幅下滑(–20個百分點)，從33%跌到

了13%。在2020年，芬蘭(35%到59%)、奧地利

(36%到53%)、葡萄牙(28%到37%)和義大利(26%
到34%)則呈現大幅增加。 
 
雖然解決女性在政府中的參與度不平等是優先要

務，但在分配政策組合方面，女性被邊緣化的情

況也令人憂心。在2020年，每3名男性部會首長就

有將近2名(64%)被指派備受關注的政策要務(即基

本或經濟政策)，相較之下，每2名女性部會首長

只有1名(50%)。這在社會文化政策要務或所謂的

「軟性」政策要務上尤其明顯，前述政策要務被

指派給40%的女性部會首長，但僅指派給21%的

男性內閣部會首長。 
 
在地區和地方層級，改變速度仍是非常慢的(在
2019年為29%)，自2018年以來改善不到1個百分

點。在2019年，有20個會員國的女性佔地區議會

席次僅3分之1(33%)。在2019年，有5個會員國(比

利時、西班牙、法國、芬蘭和瑞典)達到性別平

衡 – 每一種性別至少40%，且之後未曾改變。對

照來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在地區議

會中的代表人仍有超過80%是男性，而義大利只

有在2019年超過20%的門檻。 
 
在地方/市議會層次，女性的代表人數自2017到
2019年僅增加0.5個百分點，表示在這個部分沒有

顯著改變。在2019年，法國和瑞典是僅有的2個議

會達到性別平衡的會員國，而在羅馬尼亞、賽普

勒斯和希臘，自2017年以來議會仍有超過80%是

男性。在整個歐盟，地方政府的領導階層持續排

除女性，2019年時停滯在15%，議會代表人數的

改善率也是相同的(+0.5個百分點)。 
 
6.3 性別平等的進展在公司董事會

和監事會最明顯 
 
在2012年，歐盟執委會提議採取立法行動，確保

女性和男性各自在上市公司至少佔40%的非執行

董事職務，此舉使得這個議題成為政策議程的核

心。雖然這項提案尚未被採行，但女性在這個決

策領域已有很大進展，在2019到2020年間增加2個
百分點以上(從26%成長到29%)(圖20)。法國仍是

唯一超過40%門檻的會員國。女性佔董事會或監

事會至少3分之1的國家數目已成長到2020年的8個
(比利時、丹麥、德國、義大利、荷蘭、芬蘭、瑞

典和英國)，而克羅埃西亞(+8個百分點)、愛爾蘭

(+8個百分點)和葡萄牙(+5個百分點)已有實質進

展。然而，仍有10個會員國的董事會或監事會男

性佔80%以上，包括愛沙尼亞和賽普勒斯，在這2
個國家，董事會或監事會的成員只有不到10%是

女性，且自2018年以來幾乎沒有進展或呈負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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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2020年歐盟會員國的女性在最大上市公司監事會或董事會的百分比以及具有約束力的配額 

 
 

在整個歐盟，有好幾個會員國已採取行動來促進

公司領導階層達到更大的性別平衡，它們採取的

策略各有不同，從著重於公司自我規範和獨立採

取行動的「軟性」措施，到「硬性」的管制方

法，包括對每一種性別的最低代表人數規定具有

法律約束力的配額，在某些國家，甚至有不遵守

會受到制裁的規定。迄今，有6個會員國已對大型

上市公司採行強制配額：在2011年有比利時、法

國和義大利，之後在2015年有德國，較近期則是

2017年的奧地利和葡萄牙。這些配額的影響很明

顯。2020年，在有強制配額的會員國，女性佔最

大上市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的37%，相較之

下，在只採行軟性措施或完全未採取行動的國

家，這個比率只有25%。 
 
女性出現在企業高層的成長很緩慢，女性佔高層

主管職務將近19%，佔非高層主管職務31%，自

2018年起每年約成長2個百分點。然而，女性任董

事長或監事長以及執行長(CEO)的低比例僅微幅

進步，自2018年僅增加1個百分點，每一年均停滯

在8%。在促進經濟決策職務性別平衡方面落後的

會員國，這種緩慢的進展迫使政策制定者必須採

取行動。 

 
  

性別平衡區 

2020 配額 

資料來源：EIGE的計算、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女性與男性參與決策」（W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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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領域 
全世界都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這個痛苦的經驗

提醒著我們，健康是人類最寶貴的資源之一，也

是讓社會能持續運作的資產。雖然歐盟的整體健

康水平以及醫療照護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

健康和取得相關服務的不平等，在這次前所未見

的緊急情況中變得越來越明顯。據估計，25個歐

洲國家在2014年健康不平等的成本是9,800億歐

元，或國內生產總值的9.4%(Mackenbach等人 , 
2011; WHO, 2014a, 2011; WHO, 2014a.)。 要計算

新冠肺炎及相關措施的成本及健康影響，會是幾

乎不可能的工作。 
 
為了設定基準線，體認現有保健制度的缺失和不

足，並找出最易患病的人，必須使用來自新冠肺

炎前期間的資料。新冠肺炎爆發的相關統計顯

示，死亡率以及易患病率有著重大的性別差異(新
冠肺炎緊急應變流行病學團隊, 2020)。根據過去

疫情爆發的經驗，將性別分析納入準備計畫和機

構的應變行動，以提升保健介入行動的有效性，

並促進性別和健康平等的目標 (Wenham等人 , 
2020)。在過去，政策及公共衛生體系從未解決疾

病爆發的性別化影響(Wenham等人, 2020)。為了

瞭解衛生緊急事件對不同個人和社區的影響，並

創造有效且平等的政策和介入行動，體認疾病爆

發會對男女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是基本的步驟

(Wenham等人, 2020)。 
 
在各會員國內部以及之間改善國民健康並降低不

平等，已被列為歐盟第 3 期健康計畫 (2014–
2020)(歐盟執委會 , 2014b)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2年為歐洲領導的地區健康策略「健康2020」
(Health 2020)(WHO, 2013)的策略目標。達到全面

健康的重要性也被納入永續發展目標，其中的第3
項目標聚焦於健康與福祉，而第5項的性別平等目

標包含影響女性的健康議題。在目前的情況，要

達到這些目標 – 或甚至只是維持現狀，會是一項

挑戰。要克服已製造的瓶頸，我們會需要更有智

慧且有效率的提供醫療照護方法。在歐盟數位

策略的關鍵行動當中，有一項是推廣電子健康記

錄，目標是讓歐洲公民能夠安全地取得他們的健

康資料，並促進歐盟各國之間交換健康資料，同

時創造一個歐洲健康資料空間，以改善(安全)取
得健康資料的可行性，促進目標明確的研究、診

斷和治療(歐盟執委會, 2020a)。 
 
7.1 因缺乏資料而無法妥善監測男

女在健康行為的進展 
 
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仍只反映了新冠肺炎之前的

期間。雖然健康領域的分數達88分(41)，是所有6個
領域中排名最高的，但自2010年以來，進展可說

是微乎其微(+0.8分)(圖21)，最近一年甚至出現小

幅的負成長，衰退了–0.1分。 
 
自2010起，有12個國家分數改善1分以上，其中瑞

典和英國輪流成為第1名和第2名。進展停滯最嚴

重的是克羅埃西亞、義大利和保加利亞。有7個國

家經歷了小幅衰退，而有2個國家退步超過1分(愛
沙尼亞和英國)。短期來看，也就是從2017年到

2018年，變化的範圍僅從希臘的+0.5分到英國的–
0.5分。衡量平等取得健康相關服務的子領域達到

最高分數，呈現最快速的成長 (自2010年以來

+1.6)，不過在2018年微幅衰退0.2分。保加利亞是

平等取得服務改善最顯著的國家(+5.9)，這使得該

國在這個次領域的排名從第26名大幅躍進到第10
名。克羅埃西亞進步5.2分，排名從25名前進到13
名。第3個進步最快的國家是羅馬尼亞，但儘管增

加了4.4分，排名僅進步3名，成為第24名(圖22)。 

 
41 健康領域衡量性別平等的三個健康相關面向：健康狀態、健康行為及取得健

康相關服務。健康狀態檢視平均餘命、自覺健康狀況以及健康生活年數（亦稱

為「無身心障礙平均餘命」）的性別落差，這項評估有一組以WHO的建議為

基礎的健康行為因素來作為補充，包括蔬果攝取量、運動、抽菸和過量飲酒。

取得健康相關服務的子領域則檢視表示醫療及/或牙醫需求未獲得滿足者的百

分比。 



健康領域 

 

 

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 —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47 

 

圖21：健康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2018年)以及隨著時間的變化 

 
 
在取得健康服務的次領域，各國自2017年以來僅

有微幅變化，只有英國退步1.1分，該國自2010年
以來持續逐步倒退，排名從第4名大幅滑落到第22
名。愛沙尼亞取得健康服務的分數也是下滑的，

倒退了4.2分(自2017年以來–0.9)，導致排名從第

15名落到第27名。拉脫維亞在這些年齡一直敬陪

末座(第28名)。 
 
從分數和排名來看，健康狀態子領域的變化小了

許多。自2010年以來，歐盟整體分數進步1.1分，

而自 2017年起，幾乎沒有變化。克羅埃西亞

(+2.3)、義大利(+3.2)、匈牙利(+3.3)和斯洛伐克

(+2.4)自2010年以來改善最多。從2017年開始，有

5個國家分數進步至少1分，其中希臘進步最多

(+1.1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葡萄牙

一直墊底，但立陶宛(+1.0)和拉脫維亞(+0.9)自
2017年開始有些許改善。盧森堡倒退2.3分，在

2010年是第5名，到了2018年變成14名。在2018
年，賽普勒斯和丹麥失分最多(分別是1.4和1.3)。 

 
  

健康 

2018年各國的健康領域分數範圍 
歐盟自2010
年的趨勢 

自2010年的

變化 
自2017年的

變化 

狀態 

行為 

取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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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歐盟各會員國的健康領域分數以及自2010年和2017年以來的變化 

 
 
最大的性別不平等可在健康行為方面顯現：整體

歐盟分數只有75.4分。資料顯示，男性較可能吸

菸和飲酒，女性則較可能有健康飲食，並從事運

動，而這些都是主要的健康決定因素，且與保健

預防相關措施的類型有密切關係，這些措施可減

少疾病救治或長期管理疾病需求的昂貴費用

(WHO, 2008)。健康行為的最新資料來自2014年，

因此無法有效監測這個重要領域的進展。有許多

證據證明立法和公共政策可有效改變行為(WHO, 
2014b)，但要監測會員國採行各種方法的有效

性，必須定期蒐集和分析資料。 
 
7.2 身心障礙和教育水平顯著影響

著健康和取得醫療照護的程度 
 
檢視性別平等指數可證實，所有男女並非平等地

享有良好的健康和健康照護。年齡、教育、移民

地位、家庭狀態和身心障礙全都與性別有某種程

度的交織關係，且係影響著自覺健康狀況的主要

指標之一(圖23)。近期的證據顯示，某些LGBTI族
群的健康狀況可能比其他族群差。舉例而言，有

80%的女同性戀及84%的男同性戀表示他們的健

康狀況良好或非常良好，相較之下，只有64%的

跨性別者及65%的雙性人如此表示(LGBTI平均為

79%)(FRA, 2020)。 
 
身心障礙者顯然是最弱勢的族群之一。雖然只有

20%的身心障礙女性表示她們的健康狀況良好或

非常良好(相較之下，身心障礙男性為23%)，但有

7%的女性和6%的男性身心障礙者曾經歷醫療照

護需求未獲得滿足的情形 (相較之下，在總人口

中，女性是4%，男性是3%)。同樣地，在歐盟平

均而言，有7%的女性和7%的男性身心障礙者表

示牙科照護需求未獲得滿足。雖然醫療需求未獲

得滿足的人數相對是低的，但各會員國有著顯著

差異。 

 
  

2018年的分數 自2010年的變化 自2017年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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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歐盟2018年按性別、家庭組成、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及身心障礙區分的自覺健康 

 
 
相較於教育程度低的男性或教育程度高的女性，

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顯著較

差。這些教育相關的不平等隨著年齡而增加，在

最年輕的族群(16–24歲)，低教育程度女性與高教

育程度女性的差距僅2個百分點，男性是3個百分

點，然而到了退休年齡(65–74歲)，低教育程度女

性與高教育程度女性的差距擴大到24個百分點，

男性則達到19個百分點( 42)。在2018年，教育程度

低的年長女性(65–75歲)只有41%表示健康狀況良

好或非常良好，相較之下，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有

64%。除了健康狀況較不佳外，教育程度低者較

可能經歷難以獲得需要的健康相關服務。費用是

獲得醫療和牙科服務的主要障礙，有非常多人認

為這些服務太昂貴(43)。收入與健康之間有著明顯

的關聯性：不論年齡為何，收入越高，健康越佳
(44)。 
 
有身心障礙的女性和男性以及教育程度低的女

性，全都比其他族群的男女容易被勞動力市場淘

汰，或從事危險工作(EIGE, 2018b)，因此收入較

低。事實上，資料顯示，健康相關服務的取得 – 
尤其是牙科照護，與就業狀態及收入水平有關：

 
42 歐盟統計局（hlth_silc_02）。 
43 歐盟統計局（hlth_silc_16）。 
44 歐盟統計局（hlth_silc_10）。 

有9.9%的失業男性及9.4%的失業女性表示牙科照

護需求未獲得滿足(45)，當中有80%的人表示原因

是費用(81%的失業男性和83%的失業女性需求未

獲得滿足)(46)。2018年，在收入最低的5分位數，

有7%男女表示牙科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相較之

下，在收入最高的5分位數為2%(47)。在醫療保險

至少涵蓋部分牙科照護服務的國家，取得牙科照

護的不平等幅度較小(Palència等人, 2014)。 
 
相關資料凸顯了不同的平等如何累積：健康不

良、教育程度低、不從事經濟活動或失業以及低

收入共同導致了需求最高者反而最不容易取得醫

療照護服務的情況。這可能進一步對健康產生不

利的後果。健康不良的性別差異經常是由就業狀

態差異所造成，因為就業是健康狀況的主要預測

指標之一(Lahelma等人, 2001)。工作和就業狀況

不良 – 經常集中於最易患病的人口 – 可能擴大健

康的不平等(Forster等人, 2018)。整體而言，健康

和取得保健相關服務與「社會地位」有關，而社

會地位可由教育程度、職業或收入水平來衡量

l(Forster等人, 2018)。 
 

 
45 歐盟統計局（hlth_silc_15）。 
46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EIGE計算（hlth_silc_15）。 
47 歐盟統計局（hlth_silc_09）。 

有子女的夫妻 
單親者 

15-24歲 
25-49歲 
50-64歲 
64歲以上 

低 
中 
高 

本國出生 
外國出生 

有身心障礙 
無身心障礙 

資料來源：EIGE的計算、EU LFS。使用的身心障礙資料來自EUSILC (IE、SK、U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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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製造了經濟危機以及對醫療服務的

壓力，這凸顯了我們需要強化對失業者及低收入

者的社會和健康保護。教育程度低和身心障礙的

女性尤其經常落入這些類別，若無適當的醫療照

護，她們將面臨更大的風險，即時是在最可能發

生健康不良的族群。2008年的經濟衰退造成失業

和財務困難，因此導致更難獲得醫療照護

(Madureira-Lima等人, 2018)。 

 
7.3 新冠肺炎造成前所未見的衝

擊，我們需要性別敏感的政策

和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衛生體系的重大挑戰，直接和

間接地影響著無數人的健康和生活。雖然並非所

有國家都提供按性別隔離的資料，但相關資料顯

示受感染的男性比受感染的女性更容易因為新冠

肺炎死亡(BMJ Global Health期刊, 2020). 在2003年
爆發的SARS，可以看到類似的趨勢 ( Jin等人 , 
2020)。性別不平等可能根植於生物差異(例如基

因和免疫差異、先前已存在健康問題的性別差

異)、行為風險因素(例如吸菸史)、工作條件及其

他社會因素(Gebhard等人, 2020)。舉例而言，女性

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率較低，但她們卻是醫療照

護和社會照護的前線提供者。一項針對8個國家的

研究發現，女性較可能將新冠肺炎視為非常嚴重

的健康問題，且較可能同意為因應新冠肺炎而採

取的限制性公共政策措施，並遵守這些措施

(Galasso等人, 2020)。 
 
實際上的受害者人數已超過死於新冠肺炎的人

數，死亡案例前所未見地增加，已超過與新冠肺

炎直接相關、有記錄的死亡人數。這可能是因為

醫療體系已不堪負荷，人們未獲得他們需要的協

助(Wu等人, 2020)，也可能是因為人們害怕離家而

未尋求協助(Roxby, 2020)。這種情況對於先前已

有身體或心智健康問題的人最為嚴重。 
 
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以及關閉基礎設施(包括醫療設

施)和社交距離的政策應變措施，可能產生更深遠

的影響。人們在新冠肺炎中死亡的悲傷、對感染

的恐懼、不可預測性、因為學校和幼稚園關閉而

造成工作與生活難以平衡、工作和收入損失的壓

力，以及社交距離、汙名和歧視造成的孤獨感和

隔離感，全都可能造成顯著的壓力和焦慮，因此

產生相關的心理健康問題。舉例而言，一項研究

發現，在這場疫情期間，因為孤獨感、焦慮和自

殺想法增加而撥打德國求助電話的數目顯著增加

(Armbruster與Klotzbücher, 2020)。 
 
心智健康的性別差異早已存在，而這場疫情以及

產生的經濟危機很可能只會加劇這些差異。舉例

而言，失業對男性而言是主要壓力來源之一。研

究已顯示，在金融危機的高失業率期間，男性自

殺率顯著增加 – 尤其是正值工作年齡又失業的男

性，而女性的失業率大體上未受影響(Parmar等人, 
2016)。然而，女性原本就難以獲得工作與生活平

衡的情況，可能因家庭內的照護責任不平衡而加

劇。封鎖的生活可能助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濫

用物質、缺乏運動，以及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健

康行為子領域顯示這些行為在男性身上比在女性

身上來得普遍，不過封鎖措施以及產生的經濟危

機，可能同時增加男女的不健康行為。 
 
長時間的社會隔離可能增加各種負面健康後果的

風險，包括心臟病、憂鬱症、失智症，甚至死亡

(Miller, 2020)。這個因素已被證明與長久確立的

死亡風險因素相當，例如吸菸和酗酒，且比缺乏

運動和肥胖更嚴重(Holt-Lunstad等人, 2010)。對於

年長者以及原本就有某些健康問題的人而言，壓

力變得更大，因為他們原本就有著特別大的風

險，且可能因為社交距離而被切斷照護來源。相

較於男性，女性較可能獨居，尤其是較年長的女

性(EIGE, 2020e)。女性可能因為職業的性別隔離

而暴露於風險：在全世界，女性佔醫療勞動力的

70%，因此較可能成為前線醫療工作者，尤其是

護士、助產士及社區保健工作者(WHO, 2018)。 
 
世界衛生組織在其心智健康指引中，特別針對醫

療照護工作者、醫療設施管理者、兒童照護提供

者、年長者、照護提供者、有健康問題的人及為

抑制疫情擴散的獨居者，提供相關指引(WHO, 
2020c)。兒童的心智健康也需要特別注意，因為

兒童在家中會因為情況變化、隔離和整體焦慮程

度而受到影響，尤其是在關係緊張/暴力的家庭

中。在有心智疾病史的英國年輕人當中，有83%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導致他們的狀況惡化，且有

26%表示他們無法取得心智健康支援。同儕支援

團體以及面對面的服務已被取消，對某些年輕人

來說，要透過電話或網路取得支援可能也有困難

(YoungMind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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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計，心智健康不良的總成本佔歐盟各會員國

國內生產總值的 4%以上 (每年超過 6,000億歐

元)(48)(OECD-EU, 2018)。有為數相當多的兒童經

歷了心智健康問題，其中許多問題是在青少年或

甚至更年幼時即開始(OECD-EU, 2018)。對於年幼

的兒童及青少年，心智健康問題是其身體健康負

擔最重的疾病之一，尤其是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女

孩(Baranne與Falissard, 2018)。在這場疫情爆發期

間被隔離或檢疫的兒童，已被發現較可能發展出

急性壓力症候群、適應障礙及哀傷障礙(Sprang與
Silman, 2013)。 
 
在有關先前茲卡病毒(Zika)和伊波拉病毒(Ebola)爆
發的所有學術研究當中，只有1%探討這些疾病爆

發的性別化影響(Criado Perez, 2019)(49)。新冠肺炎

爆發後，陸續出現了許多探討性別涵義的出版

品，但WHO指出，按性別和年齡區隔的資料很有

限，這阻礙了新冠肺炎性別化涵義的分析，以及

適當應變措施的發展(WHO, 2020b)。在進行新冠

肺炎疫苗臨床試驗及藥物治療時，應考量男女的

生物差異，包括懷孕的特殊狀況。要對懷孕和哺

乳婦女提供建議，我們需要對病毒擴散的機制進

行足夠且即時的研究。在大規模疫情期間，因為

資源和優先事項的重新分配，婦女和女孩要取得

性和生殖醫療服務會更困難(聯合國婦女署, 2020; 
WHO, 2020b)。有特定問題的人(例如自閉症)尤其

有風險，因為他們可能無法容忍日常生活作息被

打亂(Lee, 2020)。 
 
在2021年將會發表一項深入的健康性別不平等分

析，屆時健康會是性別平等指數的主題焦點。這

個指數會聚焦於一些重要的主題，例如心智健

康、生殖和性健康，以及疫情的性別化影響。 

 
48 這些成本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有心智健康問題的人就業率和生產力較低所造成，

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社會保障計劃的支出以及醫療照護的直接支出擴大。 
49 Criado Perez在她的著作《隱形的女性：揭發為男性量身打造的世界中的資

料偏差》（2019）指出，在茲卡病毒和伊波拉病毒流行病期間，有2,900萬份

的報告在1萬5千個的同儕審查標題下被發表，但其中只有不到1%探討疾病爆

發的性別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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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暴力領域 
暴力領域提供了一系列指標，可協助歐盟及其會員

國監測對女性最常見且有文獻記載的暴力形式和程

度。與其他領域不同的是，暴力領域非衡量男女的

落差，而是要調查女性的受暴經驗。主要的目標是

要根除對女性的暴力，而非縮小落差。 
 
EIGE發展出一種3階段的衡量結構，可提供有關歐

盟女性遭受暴力最完整且可靠的全貌。 
 
一項綜合評量標準結合了女性遭受暴力程度的各種

指標。這項綜合衡量標準未影響性別平等指數的最

後分數。然而，女性遭受暴力必須連同其他領域一

併考量，因為它反映了性別平等指數掌握的其餘持

續性不平等。在2017年，歐盟在這項綜合衡量標準

的分數是27.5分(EIGE, 2017d)。這項衡量標準計算

的量表分數是1到100分，最高分數表示女性遭受暴

力的普遍程度是最高的。這項綜合衡量標準分數的

最新計算結果是使用歐盟基本權利局2014 

年調查的資料(FRA, 2014b)，因此在下

一次的全歐盟女性遭受暴力調查(由歐盟

統計局領導)完成之前( 50)，這個領域的

分數無法更新。 
 

 
2. 附加的指標涵蓋了《伊斯坦堡公約》(歐盟

理事會, 2011)中所述範圍更廣的女性遭受

暴力形式。如果可取得更可靠且可比較的

資料，這些指標可被納入單一分數的計

算，包括EIGE的行政管理資料相關指標

(EIGE, 2018a)。 
 
3. 脈絡因素包括女性遭受暴力的某些根本原

因。這些因素是設計來監測會員國是否遵

守《伊斯坦堡公約》載明的義務，涵蓋6個
面向：政治、預防、保護與支援、實質立

法、司法機構參與及社會架構。 
 

女性遭受暴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激增 
 
在2020年初襲擊歐盟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龐大的健康和經濟涵義，包括對性別暴

力的涵義。所有會員國規定的封鎖措施凸顯了女性遭受暴力受害者的威脅。根據

WHO，在每一種類型的緊急狀況，對女性的暴力都會增加，包括疫情(WHO, 
2020a)。以法國為例，在封鎖的前3個星期，登記家庭暴力的案例數增加超過

30%(Euronews, 2020)。封鎖措施迫使女性長時間待在家中，這使得家庭受虐的風險

變得更嚴重，而持續暴露於施虐者，女性更難聯絡求助電話或其他協助來源。由於

隨之而來的財務不安全感，這也削弱了女性在危機過後離開施虐夥伴的能力(EIGE, 
2020d)。有部分國家已採行特別措施，以促進女性回報在藥局發生的暴力案件，包

括建立一種代碼系統，讓女性可發出她們身陷於危險的信號，同時安排醫院住宿，

讓有危險的女性能夠安全地自我隔離(Talmazan等人, 2020)。義大利開發出一種智慧

型手機的應用程式，能夠直接向警局報告受虐情況，而不需撥打電話(Ferrari, 
2020)。 

 

 
50 資料蒐集計畫在2020到2022年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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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蒐集暴力相關資料是長期奮鬥

的挑戰 
在包含暴力領域衡量結構的3個階段，只有殺害

女性部分有近期的資料。這種形式的暴力普遍被

理解為「在親密夥伴暴力過程中殺害女性」

(EIGE, 2017a, p. 4)，但殺害女性沒有犯罪的法律

定義，不論是在歐盟或會員國 (Schröttle 與
Meshkova, 2018)，這顯示要掌握目前的情況，必

須有替代的資料(儘管是無法說明殺害動機的資

料)，即親密夥伴或家庭成員故意殺害的女性受

害者人數(EIGE, 2018c)。在2017年，歐盟統計局

記錄有854名女性被家庭成員或親密夥伴殺害
( 51)。殺害女性比率最高的國家(按每10萬名女性

計算)是拉脫維亞，而記錄最低比率的是希臘(圖
24)。在閱讀這些數字時必須考量一個事實，那

就是歐盟統計局的資料是以調和過的國家警察單

位統計數字為基礎，而各國蒐集和聚集資料的方 

法可能不同(Corradi等人, 2018)。另一個應考慮的

注意事項是，女性遭受暴力事件普遍被少報，因

此這些資料無法掌握實際的盛行率與被揭露的暴

力之間的差距所產生的「灰色地帶」 (EIGE, 
2016; Walklate等人, 2019)。 
 
關於其他形式的暴力，自2019年性別平等指數發

表以來，除了一些有關人口走私的新見解外，並

無新的資料。歐盟理事會在其反人口走私行動專

家小組最新行動總報告中提供的資料揭示，在歐

盟，被發現的走私受害者人數從2015年的9,510人
上升到了2018年的14,363：增加了51%。由於資

料蒐集和登記方法不同，以及在找出受害者過程

中的諸多困難，這些數字無法直接比較，也無法

按性別區隔。歐盟理事會也強調，這些資料低估

了問題的嚴重性(此問題有個隱藏的本質，因此

非常難衡量)。 
 

 

圖24：2017年親密夥伴或家庭成員故意殺害的女性受害者(每10萬個女性人口) 

 
 

 
51 有16個會員國以及英格蘭和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的資料。 

家庭成員 親密夥伴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9年（crim_hom_vrel）。 
備註：關於家人或親戚在2017年故意殺害的女性受害者人數，北愛爾蘭、羅馬尼亞、義大利和希臘沒有相關資料。斯

洛伐克在2017年記錄女性被家庭成員殺害的人數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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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性別暴力與多重壓迫交互作用 
在歐洲，少數族群面臨著不同類型的歧視。屬於

少數族群加上女性的身分，交織產生了特別弱勢

的條件，對身體和心理的健全性造成部分威脅。

舉例而言，大規模的研究顯示，在歐洲各地，穆

斯林女性不成比例地受到恐伊斯蘭攻擊，因為戴

著頭巾讓她們的宗教信仰容易辨識(Abdelkader, 
2017; Mahr與Nadeem, 2019; Seta, 2016)。對這些女

性的攻擊 – 通常是由不知名的白人男性施暴，其

動機往往結合了伊斯蘭教恐懼症和性別歧視(Seta, 
2016)。 
 
相較於年長男性，年長女性不成比例地暴露於受

虐風險(Saripapa, 2019)。性別是年長受虐者的風

險因素之一，這不僅是因為女性的平均餘命比較

長，因此在需要長期照護的人當中占較多數

(EIGE, 2020e)，也是因為性別化的權力動態會因

為老年的身體和經濟脆弱性而加劇(Van Bavel等
人 , 2010)。在2019年12月，歐洲婦女抗暴聯盟

(WAVE)發起了「反老年女性遭受暴力跨機構應

變專案」，目標是要為年長的暴力倖存者提供支

援。在後期生命階段反映累積了一生的不平等、

經濟依賴性、暴力與受虐，這些都使得年長女性

特別容易遭受暴力，包括受到殺害(Brennan等人, 
2017)，對於需要長期照護和醫療協助的女性，尤

其是如此(WAVE, 2019)。 
 
身心障礙也大幅增加了女性容易遭受暴力的程度

(EIGE, 2020a)。如同年長的女性，女性身心障礙

者較可能在某方面依賴她們的施虐者，這使得她

們無法取得協助(Tatara等人, 1998)。FRA進行了

一項全歐洲的女性遭受暴力調查，結果發現，相

較於不被認為有身心障礙的女性，女性身心障礙

者更可能成為所有形式暴力(身體、性和心理暴力

及跟蹤)的受害者(FRA, 2014b)。在有身心障礙的

女性當中，有34%曾遭受親密夥伴暴力，相較之

下，沒有身心障礙的女性是19%(EIGE, 2020a)。 
 
在LGBTQI*社群，性別要素加劇了暴力和歧視的

風險。根據FRA的2012年歐盟LGBT調查，性別表

現與他們在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不相符的人，經

歷出自於仇恨動機的暴力是符合社會期待者的2
倍，這不僅包括跨性別者(52)，也包括行為方式被

認為「娘娘腔」的男同性戀者，以及表現出「男

子氣概」的女性雙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 (FRA, 

 
52 公開跨性別或雙性人身分的人最容易受到性和身體攻擊（攻擊的盛行率分別

是24%和26%，相較之下，LGBTI整體應答者有11%）（FRA, 2020）。 

2014a)。事實上，最新版本的FRA LGBTI調查揭

示，除了她們的性傾向外，有46%的女性雙性戀

者以及29%的女同性戀因為她們被指定的性別而

經歷騷擾，相較之下，男同性戀者只有2%(FRA, 
2020)。影響LGBTQI*社群的另一種形式暴力是雙

性人生殖器殘害，這是指讓雙性人 ( 53 )嬰兒接受

「矯正」生殖器的手術，以修正其性別特徵

(Jones, 2017)。根據FRA(2020)，在歐洲這種介入

手術有62%是沒有獲得共識的，因為這些手術是

針對無法對手術表達知情同意的嬰兒所為。雙性

人生殖器殘害的性別化面向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因為對雙性人身體所為的醫療行為是為了讓他們

「正常化」，並讓他們符合被指定的性別角色和

撫養性別，而對性別不相符的身體進行的無共識

殘害(Carpenter, 2016)。在2019年2月，歐洲議會採

納了一項有關雙性人權利的決議 (2018/2878 
(RSP))，承認這種手術沒有醫療必要性(僅是為了

掩飾目的)，且會對雙性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全性造

成終生傷害。因此，歐洲議會「強烈譴責性別正

常化的治療和手術，樂見禁止這種手術的法律，

例如在馬爾他和葡萄牙，並且鼓勵其他會員國也

盡快採行類似的法律」(歐洲議會, 2019b)。 
 
8.3 性別暴力數位化 
數位科技的出現已對婦女和女孩暴露於性別暴力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數位科技讓施虐者可

取得更多樣化和強大的工具，在女性的生活中控

制和脅迫她們，這些科技可能加劇傳統形式的親

密夥伴暴力(EIGE, 2017b)。第二，數位科技已促

使新形式的性別暴力出現，視個人特徵而定，這

些很可能對女性產生不同的影響。對婦女和女孩

的線上霸凌現今已被認為是離線時所經歷的性別

暴力的重複或延伸(Lewis等人, 2017)。本節專門探

討因數位科技發展而出現的某些形式暴力，以及

它們對女性在線上和離線生活的影響。 
 
如圖25所示，歐盟在調查前的12個月期間，有5%
的成年女性曾經歷某種形式的線上騷擾，這個百

分比在奧地利達到12%，在德國達到11%，在法 
國則達到9%。 

 
53 這個名詞是指「存在於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之間的一連串身體特性或變化。

雙性人在出生時就有既非完全女性也非完全男性的身體、荷爾蒙、基因特徵，

或同時結合女性和男性的特徵，或者具有既非女性也非男性的特徵。雙性人有

許多類型，這是個概括的名詞，非僅只單一類別」。（ILGA-EUROPE, 2015,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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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2016年各國在調查前12個月經歷線上騷擾的18歲或以上女性百分比 

 
 
如同在EIGE(2019a)中的討論，青少女和年輕女性

是非常活躍的網路使用者，尤其是在社群網站，

過程中她們經常面臨了不想要且不適當的發展，

從年輕女性較普遍受到網路騷擾可看出這一點，

在18到29歲居住於歐盟的年輕女性當中，有20%
自15歲以來曾經歷線上性騷擾(FRA, 2014b)。社群

媒體和其他網站上的霸凌甚是普遍，以至於這種

情況經常被年輕人視為常態 (Bryce 與 Fraser, 
2013)。在被問到是否曾目擊或經歷針對新聞記

者、部落格主及活躍於社群媒體者所為的霸凌、

仇恨言語或威脅時，16到19歲應答者有57%的年

輕女性和62%的年輕男性回答有(54)。如果性別和

年齡是暴露於社群網路霸凌的強力預測指標，那

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也是。屬於LGBTI社群的年

輕女性遭受網路騷擾的風險特別高，在15到17歲
這個族群，有15%的年輕女同性戀及12%的年輕

雙性戀女性在先前12個月曾經歷網路騷擾 (圖
26)。 
 
除了網路騷擾外，好幾種新興的網路暴力形式已

發展出來，包括未經同意分享性影像，以及故意

羞辱女性的性傾向，例如未經同意散佈親密圖片

和影片，以及創造社群媒體帳號，專門用來公開

羞辱個別的年輕婦女和女孩，方法包括暴露她們

的親密 ( 真實或造假的 ) 影像 (McGlynn 等人 , 

 
54 2016年歐盟氣壓計第452期特刊。 

2017)。另一個必須警覺的發展是「裙底偷拍」，

這是指男孩或男性使用他們的手機，從女性的裙

底或洋裝底偷拍照片，然後張貼在社群媒體上

(McGlynn與Rackley, 2017)。行動裝置的某些功能

被用來騷擾女性和女孩，例如「網路閃爍」

(cyber-flashing)，這是指利用藍芽或隔空投送

(Airdrop)功能，發送未被請求的性圖片或訊息，

尤其是對非常年輕的女性，且經常是在公共場合

或 公 共 運 輸 工 具 上 (Milner 與 Donald, 2019; 
Thompson, 2016)。 
 
關於其他形式的性別暴力，證據顯示為了降低新

冠肺炎擴散而規定的封鎖和社交距離措施與影響

女性的數位形式暴力激增有關聯性，例如線上騷

擾以及未經同意散布色情影像 (CNews, 2020; 
Davies, 2020; EIGE, 2020b; Euronews, 2020; UN 
Women, 2020)。同樣地，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
已指出，這場疫情與嘗試進入兒童性剝削題材網

站的數目增加有關聯性(Europol, 2020)。 

資料來源：EIGE使用來自Eurofound 2016年歐洲生活品質調查（EQLS）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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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2020年歐盟LGBTI在過去12個月因LGBTI身分而經歷網路騷擾的應答者百分比(按年齡和性傾

向區分) 

 
 

  

女同性戀 雙性戀 

女性 

女同性戀 雙性戀 

女性 

女同性戀 雙性戀 

女性 

女同性戀 雙性戀 

女性 

資料來源：FR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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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主題焦點 
 
近數十年來，我們看到數位化如何改變社會經濟

和政治現實。由於整合數位科技，勞動世界已然

改變，這為性別平等創造了機會，同時也帶來了

風險。然而，有關數位化工作未來的學術、公眾

和政策辯論往往採取性別中立的觀點，未探討數

位化在正面及負面地改變性別關係上的核心角色

(Scheele, 2005)。 
 
歐盟的「歐洲數位未來」的數位策略呈現了對所

有人都有助益的數位轉型願景，「將人擺在優先

地位，且打開了新的商業機會」(歐盟執委會 , 
2020a)。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觀察到，

將性別觀點納入這個領域，是達到性別平等目標

所不可或缺的。雖然我們可以注意到許多正向的

政策發展，但在數位勞動世界中要達到性別平

等，仍有一些重大挑戰需要克服。 
 
在2019年，歐盟國家透過「數位女力(WiD)部長承

諾宣言」，致力於推動女性參與數位和科技部

門，重要的焦點是改善女性在某些高技能、高薪

資活動(尤其是STEM)的代表性。雖然我們預見在

數位女性(WiD)宣言下能夠有系統地監測進展，但

這項宣言的數位化相關性別平等議題的範圍很有

限，這經常是因為無法取得性別隔離的資料，或

資料的品質不佳(關於被監測的指標的其他顯示，

請參照〈附錄5〉)。性別平等深入數位化其他面

向的主流尚未完全發展，舉例而言，政策文獻幾

乎沒有提到新平台工作機會對性別平等的涵義(關
於例外，請參照歐盟執委會(2018f))。 
 
數位政策中對於平等議題的處理很有限，但相反

地，女性主義學者長久以來即對這個主題感興

趣。自1970年代起，女性主義研究一直批評科學

思想的性別偏差是由西方中產階級白人男性的觀

點和利益所主導 (Harding, 1986, 1991; Keller與
Longino, 1996)。按性別、種族和階級區分勞動

力，與盛行的性別盲技術實務有關(Cockburn與
Ormrod, 1993)。我們在後文將擴大探討有關性別

與科技辯論的範圍和共識，有幾位具影響力的思

想家指出，透過數位科技的使用，可望使形體超

越生物界線，並跨越性別不平等(Haraway, 1984, 
1991; Wajcman, 2004, 2015)。然而同時，有一些

種族和性別相關數位論述的研究顯示，種族主義

和性別歧視成見在線上仍持續存在，甚至發展出

新的形式(Nakamura, 2013)。 
 
女性主義研究也強調性別、科技與勞動力市場之

間的關聯性，聚焦於科技可能如何取代或改變男

女工作的不同方式。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各種形

式的性別隔離，包括垂直、水平和契約的隔離(例
如兼職或臨時工作)(Rubery與Fagan, 1993)。已有

人根據這些證據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並分析科技

促成的新類型工作已如何複製或改變主要的性別

隔離和不平等型態，例如視訊和平台工作

(Freeman, 2010; Mirchandani, 2010; 海外發展研究

所, 2019)。 
 
這個主題焦點(簡要地) 講述探討數位化對勞動世

世界中性別不平等的正面和負面結果的研究，尤

其是在歐盟政策架構中未(完全)處理的那些結

果。它顯示工作的數位化很可能對未來性別平等

在所有指數領域的進展有深刻的涵義，尤其是在

工作、金錢和知識領域。在總結時，這個主題焦

點針對促進未來數位化脈絡中的性別平等，提供

了好幾項廣泛的政策和研究建議。 
 
此外，本章為面臨更多不利因素的族群探討了數

位化的性別化結果，例如身心障礙女性，或有移

民和種族背景的女性。本章也談論數位化的影響

在各會員國之間的差異。最後，本章探討新冠肺

炎危機(在本報告撰寫時仍持續)可能如何影響本

報告分析的趨勢。這項分析的範圍受限於：(1)資
料缺口 – 對某些議題(例如平台工作和新冠肺炎危

機)，甚至連基本的性別隔離資料經常付之闕如；

以及(2)章節篇幅有限且僅是探索性質，因此提及

細節的部分很有限。 
 
這個主題焦點的架構區分為3個小節。第一個小節

提供了有關使用和發展數位科技的性別觀點，探

討男女如何使用科技、發展數位技能的性別化型

態，以及驅動勞動力的技術變革有哪些構成因

素。第二節檢視勞動力市場數位轉型對性別平等

的涵義，並分析新科技取代或補充勞動力、增加

工作彈性，並促成新形式的工作，例如平台工

作，這些如何為女性和男性帶來的展望。最後一

個小節討論3種廣泛的科技發展，描繪它們可能如

何影響性別平等：人工智慧演算法的使用增加、

新興的網路暴力現象，以及新科技如何改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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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方式。 
 
9.1 哪些人在使用和開發數位科技 
科技的普及正在對勞動力市場以及經濟和社會需

要的技能類型產生巨大的影響 (歐盟執委會 , 
2019c)。自2015年以來，創造一個數位單一市場

便是歐盟的一項關鍵政策，目標是要支持一個包

容的數位社會，這需要整合不同的部門在ICT學習

和技能取得，使所有年齡層的男女有技能提升的

機會。歐盟執委會的數位技能與就業聯盟(數位技

能與工作集結)致力於促進這個目標，集結了地方

和國家的機關、教育和ICT企業、消費者及社會夥

伴，共同合作來降低公民參與、勞動力市場及教

育的數位技能差距(歐盟執委會, 2016a)。 
 
然而，代表歐盟執委會執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性

別主流在數位單一市場政策中未受到妥善發展，

(主要)視國家政策和立法而定，不同的歐盟會員

國之間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歐盟執委會 , 
2016a)。WiD記分板(55)是歐盟執委會為評估女性

融入數位工作、職涯和創業程度而實行的機制之

一。根據這個記分板，即使是在性別主流較先進

的會員國，「刻板印象和先入之見」仍繼續對婦

女和女孩製造障礙(歐盟執委會, 2019j)。這些發現

證實了性別不平等持續妨礙女性發揮全部的潛

能，並阻礙歐盟社會完全運用女性的數位潛力和

目前的貢獻(歐盟執委會, 2018i)。 
 
新的執行委員團(College of Commissioners)做出了

一項重大承諾，即投資數位技能，並解決其即將

施行的數位教育行動計畫以及新的歐洲技能議程

中所提及越來越擴大的技能差距。針對研究與創

新以及歐洲研究領域的未來進行溝通，將能檢視

歐盟在數位時代可如何更妥善地聚集資源，並加

深研究、創新和知識能力。 
 
本節將強調創造和使用科技和數位技能的許多性

別不平等，以3個子領域的架構呈現：第一個聚焦

於新科技使用的性別型態，並揭示對於科技的信

心和顧慮的性別差異；第二個檢視數位技能程度

和類型的性別差異；第三個子領域則針對數位服

務和商品的發明、設計、評估、發展、商業化和

散佈管制提供一些見解。 
 

 
55 WiD計分版是一項結合13個指標的綜合指標，這13指標被歸為三個面向：

（1）網路使用；（2）網路使用者技能；以及（3）專業技能與就業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women-digital-scoreboard）。 

9.1.1 新科技使用的性別型態 
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可以察覺到科技的性別化，舉

例而言，如果性別與科技之間的關係被視為是相

輔相成的：科技的改變會根據社會規範和關係被

塑造和架構，而社會規範和關係接著會受到科技

轉變所影響。一方面，這表示在不同的歷史、政

治和文化脈絡中使用的科技類型、其設計和意

義，都是在性別關係內創造的，因此反映了原本

即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另一方面，藉由為工作、

娛樂和照護提供不同的工具及方法，科技本身也

塑造了這些性別關係。 
 
在經濟成長、生產力和就業方面，數位轉型及技

術創新對於各會員國代表著機會和挑戰(參照第9.2
節)。歐盟的數位表現是由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來

衡量，這個指數集結了一組針對歐洲當前數位政

策的重要指標( 56)
。性別平等指數與數位經濟與社

會指數之間的關聯性顯示，男女較平等的社會在

數位經濟領域也有較佳的表現(圖27)，而這對永

續經濟成長是不可或缺的。 
 
在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表現最佳的會員國有芬

蘭、瑞典、荷蘭和丹麥，這些會員國在性別平等

指數的分數也是最高的。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與

性別平等指數之間有著強烈的關係，這顯示在處

理數位性別隔離(例如在取得和使用數位科技、數

位相關教育、創業、ICT方面的性別落差)時可改

善數位表現，因此，數位轉型的進步可與性別平

等的進展攜手並行。 
 
對科技的信心有性別差異？ 
科技使用的性別分析顯示，從歷史來看男女之間

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取得經濟資源和知識

的差距，加上性別規範和科技觀點，都會使得女

性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變成次要角色。 
 
從歷史來看，女性程式設計師和電腦科學家已為

科技創新提供了實質貢獻，然而這些女性在影響

電腦發展史中的角色經常是隱形且未被表揚的。

這個領域呈現一面倒由男性主導的景況，創造了

女性的ICT能力處於劣勢的錯誤且無根據的印象

(Hicks, 2017)。回顧科技使用性別差異的文獻後發

現，女性對於IT使用比男性容易焦慮，這降低了

她們的自我效能，並增加了需要更努力學習IT的
觀點(Goswami與Dutta, 2015)。「冒名頂替症候

 
56 它掌握5個面向：連通性；人力資本與數位技能；公民使用網路服務；商業

整合數位科技的程度；以及數位公共服務。更多的資訊可從歐盟執委會的網站

取得（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esi）。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women-digital-scoreboard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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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或失敗的恐懼，以及男性對女性害怕科技的

反應經常是嘲笑或輕蔑，對女性產生了真實的影

響，這使得許多女性更不願意使用科技(Tedesco, 
2019)。 

圖27：性別平等指數與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之間的關係 
 

 
 
使用數位科技的自我效能被視為是建構學習動能

的1項重要因素 (Rohatgi等人, 2016). 男女對於自己

能夠獲得和使用數位技能的信心程度通常是不同

的。EIGE的研究數位化對年輕女性帶來的機會和

風險(EIGE, 2019a)結果顯示，雖然數位技能以及

數位科技的取得，對歐洲年輕人來說越來越不是

問題，男孩們對於與數位科技使用有關的各種技

能一致地表達了較高的自信心，事實上，男孩容

易高估自己的表現和能力，而女孩則容易低估這2
項，這反映了較廣泛的性別規範對科技自我效能

觀點的影響(Huffman等人, 2013)。 
 
歐盟民調處第460期特刊的調查呈現了歐洲公民對

於日常生活數位化和自動化造成影響的意見，這

些意見揭示女性對於數位科技有多一些的憂慮，

以及較負面的觀點(歐盟執委會, 2018i)。舉例而

言，男性較可能認為較新的數位科技對經濟(78% 
vs. 女性的72%)或他們的生活品質(70% vs. 63%)產
生了正面的影響。2名女性中只有1名(54%)對機器

人和人工智慧有正面的看法，相較之下，男性是

67%。女性對於新科技的所知也比男性少，而這 
 
 
進一步使得女性更不信任新科技。在人工智慧的

情況，41%的女性在過去曾聽見、閱讀或看過人

工智慧的相關東西，相較之下，男性則是53%。

其他科技主題也存在著相關的性別落差(歐盟執委

會, 2018i)。 
 
近年來，已有研究是以嵌入數位服務和產品的外

顯和內隱性別偏差為主題，尤其是在軟體開發領

域(Wang與Redmiles, 2019)。如果使用者的特徵與

設計者相符(從性別、年齡、能力或無能的角度來

看)，設計出來的軟體最容易滿足這些使用者的需

求(Burnett等人, 2018)。已有3種主要類型的偏差

被發掘出來：瞭解使用者為何人以及他們可能如

何使用軟體的偏差；為了創造軟體而使用的資料

的偏差，這可能將不正確或有偏差的建議傳送給

使用者；以及產品設計的偏差，這會使得產品對

某些類別的使用者來說不具吸引力或不實用

(Vorvoreanu等人 , 2019)。例如關於「跑步、睡

眠、走路和飲食等身體和日常活動的追蹤與數據

化」(Søndergaard與Hansen, 2017)以及網路(57)的性

別偏差已受到注意。 
多個研究發現結果顯示，數位科技的設計有著排

他性，且缺乏針對女性的測試，這些都使得女性

 
57 指的是以數位方式增進、連接到網際網路並蒐集/使用用戶資料的日常物體。 

20
20

年
性
別
平
等
指
數

 

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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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科技的信心降低。舉例而言，已有廣泛的研究

探討暴露於虛擬實境所體驗的動暈症在性別上的

差異。近期的一項研究證明，瞳孔距離促成了女

性的動暈症，因為虛擬實境的耳機不是為女性的

生理構造所設計(Stanney 等人, 2020)。 

 
連通性成長尚未讓每個人受惠 
數位科技的擁有和使用有望增加女性的經濟賦

權，並提升性別平等。使用網路以及擁有和取得

數位裝置，可以提供附加的就業機會、收入及知

識，而這些能夠減緩照護負擔，並協助完成基本

工作，例如在線上購買商品和服務以及完成銀行

作業。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平等地享受著前所未

見的連通性成長及網路使用，尤其是某些族群尚

無法平等地取得連線及數位科技，這些都促成了

數位性別隔離(OECD, 2018b)。 
 
歐盟的資料顯示，女性上網的時間與男性差不

多：78%的女性和80%的男性每天都會使用網路

(自2010年49%的女性和57%的男性開始成長)，然

而年長女性和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是落後的 (圖
28)。此外，55–74歲女性中有25%而教育程度低

的女性中有27%從未有機會使用網路，相較之

下，55–74歲的男性為21%，而教育程度低的男性

也是21%(58)。雖然這些數字自2010年以來逐漸下

滑，但連通性平等仍需要持續受到關注。 
 
在一些歐盟會員國，某些最需要經濟賦權機會的

女性族群，反而最常被剝奪這些機會。日常網路

使用性別落差(女性較少)最大的國家有奧地利(8個
百分點)、克羅埃西亞(7個百分點)和盧森堡(6個百

分點)。奧地利的年長女性(55–74歲)尤其居於劣勢

(性別落差達20-個百分點)，盧森堡(13個百分點)
和德國(12個百分點)次之。在奧地利(28個百分

點)、捷克(26個百分點)和克羅埃西亞(20個百分

點)，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是明顯落後的。 
 
 
 
 
 
 
 
 
 
 
 
類似的性別差異也可以在行動連通性上觀察到。

連通性正在快速擴散，但未必是平等的(Yang等

 
58 歐盟統計局ISOC「個人 – 網際網路使用」（isoc_ci_ifp_iu）。 

人, 2018)。在2019年，74%的女性和76%的男性可

使用行動網路( 59)，這個部分自2012年以來有實質

成長，當時只有31%的女性和40%的男性在離家

或離開工作時可上網。 
 
年長者(55–74歲)使用行動網路的性別落差稍高

(50%的女性及54%的男性)，不過各國之間有著明

顯落差。丹麥、荷蘭及瑞典的年長女性可使用行

動網路的程度(約80%)比希臘、義大利、波蘭或葡

萄牙的女性(稍高於20%)好許多，但性別落差在奧

地利(14個百分點)、希臘(8個百分點)和盧森堡(8
個百分點)是最大的。 

 
59 在離家或離開工作時，使用筆記型電腦或手持裝置上網的人。歐盟統計局

ISOC「個人 – 使用網路的地點」（isoc_ci_ifp_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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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2019年歐盟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的每日使用網路百分比(16–74歲) 

 
 
 
使用行動科技的性別落差也有質性的面相。舉例

而言， Yang等人(2018)就發現相較於青少年，青

少女(16–20歲)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及受影響程度

顯著較高，青少年則是較依賴電腦和電動遊戲裝

置。EIGE有關年輕人與數位化的研究顯示，16–
24歲的年輕女性比同年齡層的男性更可能有創造

力地運用科技來進行線上分享(EIGE, 2019a)。舉

例而言， 

她們比年輕男性更可能在網路上分享自己創作的

內容(文字、照片、音樂、影片、軟體等)(60% vs. 
56%)。這個以年輕女性較高的性別落差會隨著年

齡下降(25–29歲的年輕女性是50%，相較之下，

年輕男性是8%)(60)。文獻顯示，這可能與自我表

現行為有關，例如張貼「自拍照」，因為年輕女

性面臨著她們會每天出現在線上展現「適當的女

性風情」的期待(Bailey與Steeves, 2015)。 
 

許多資料來源顯示，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檢疫措施和自我隔離政策已使得網路使用率增加

50–70%。在這場疫情期間，婦女和女孩使用網際網路的頻率增加，且有更多女性轉而使

用網路來從事工作、學校、服務或社交活動。然而，ICT也會促使具性別霸凌的線上材

料散佈，而這些材料中經常是以婦女和女孩為主，這可能反過來限制或改變女性的網路

使用及線上服務取得。研究顯示，女性易於因為恐懼網路侵犯、網路性霸凌、流言蜚語

和仇恨評論而限制自己從事線上活動(EIGE, 2019a)。第9.3.2小節將討論科技促成的性別

暴力的更廣泛結果。 
 

 
60 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ci_ac_i）。 

女性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數位經濟與社會」部分（ISOC）（isoc_ci_ifp_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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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職業賦權活動：性別落差縮小？ 
 
男女同樣都會上網參與廣泛的各種活動。男性參

與職業網路、下載軟體和尋找學習材料的可能性

稍高，而女性則在社群網路以及搜尋教育和培訓

資訊方面超越男性(圖29)。雖然女性整體而言在

網路使用上能快速趕上男性，但各會員國的進展

不一。女性基本上每天從事線上活動的比率是從

瑞典的95%到保加利亞的66%。 
 
為學習目的使用網路的性別落差相當小。整體而

言，女性比較會為了職業發展而從事線上學習活

動，尤其是尋找教育與培訓或課程提供的資訊。

整體而言，女性參與各種線上活動學習程度最高

的國家有瑞典、芬蘭、愛沙尼亞和英國，程度最

低的國家則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自2015年以

來，女性利用學習機會增加最多的國家有瑞典、

馬爾他和愛爾蘭。關於改善數位技能的培訓活

動，請參照第9.1.2小節。 
 
在2019年調查前的3個月，男女平等地會在線上找

工作，或寄送工作應徵函(分別是18%與17%)(圖
29)。這種線上活動在丹麥(37%)、芬蘭(32%)和瑞

典(30%)最盛行。上網找工作在羅馬尼亞、捷克和

保加利亞的女性身上最不普遍，而在瑞典、馬爾

他、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和法國，上網找工作

的女性多過於男性。 

 

圖29：歐盟人口(16–74歲)過去3個月為私人目的從事特定線上活動的百分比(按性別區分) 

 
 
參與線上職業網路(LinkedIn、Xing等)的程度有著

較大的性別落差(女性為12%，男性則是17%)，且

自2011年以來呈現整體增加的趨勢(從6%的女性

和9%的男性開始成長)。女性參與度的範圍是從

荷蘭的29%和丹麥的27%，到保加利亞的最低2%
以及捷克、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的3%。性別落差

最大的國家是荷蘭(9個百分點)、瑞典(8個百分

點)、丹麥和盧森堡(分別都是6個百分點)。自2017
年開始，女性參與職業網路增加最多的國家有英

國、波蘭、奧地利及荷蘭。在 2020年 4月，

LinkedIn的使用者有43%是女性，有57%是男性
(61)。 
 
關於為職業目的而使用行動網路(透過筆記型電腦

或手持裝置)，資料顯示性別落差相當大。在2012
年，25–54歲的男性為職業目的使用行動網路的程

度是25–54歲女性的2倍(分別是22%與11%)。性別

落差會隨著教育程度增加(圖30)。高教育程度男

 
61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33964/distribution-of-users-on-linkedin-world
wide-gender/ 
 

尋找教育

與培訓的

相關資訊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ci_ac_i）。 
備註：除了參與職業網路（2017年的資料）、下載軟體（2015年的資料）以及尋找教育

與培訓資訊（2015年的資料）外，所有其他活動都是使用2019年的資料。盟 

線上課程 線上學習

資料 

在教育入口網

路與指導員溝

通 

社群網路 職業網路 下載軟體 找工作或寄送

應徵函 

女性 男性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33964/distribution%C2%ADof%C2%ADusers%C2%ADon%C2%ADlinkedin%C2%ADworldwide%C2%ADgender/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33964/distribution%C2%ADof%C2%ADusers%C2%ADon%C2%ADlinkedin%C2%ADworldwide%C2%AD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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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能為職業目的使用行動網路的程度是高教育

程度女性的將近2倍(分別是33%和19%)。 
 
為職業目的使用數位科技，是成功整合在數位化

經濟及較先進形式IT工作的重要前提要件之一。

在歐盟，整體而言，女性在工作上使用各種ICT技
術的程度落後於男性(參照第9.1.1小節)。新冠肺

炎危機可能已對男女從事線上活動以及為職業目

的使用行動網路造成了實質的相關改變，尤其是

有12歲以下子女的父母，而這些改變有待評估。 
 
9.1.2 數位技能與培訓 

數位技能越來越是全球競爭力的基礎，能夠催生

新的工作，並促進成長。要確保人們完全參與社

交和工作生活，數位社會必須具備數位能力。在

求取所有層級的高品質教育時，網際網路已具有

極高的重要性，而新冠肺炎危機已證明，大部分

的工作都可以使用科技從遠端完成。這場危機已

使得教育和培訓被轉移到線上或數位化，在從事

所有層級的學習時，學習者以及教師/培訓師的數

位技能和能力變得非常重要，甚至成為核心角

色。 

 

圖30：2012年歐盟人口(16–74歲)為職業目的使用行動網路的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以下的分析建立在用來定義數位技能(Kaarakainen
等人, 2017)和歐盟數位記分板(數位經濟與社會指

數、數位女力(WiD))的諸多觀念上，檢視資訊、

溝通、問題解決和軟體技能(62)以及提升這些技能

的培訓機會之性別差異。 
 
女性的先進數位技能與性別平等攜手並行 
WiD記分板監測女性參與數位經濟的程度。它的

第二個面向是要觀察女性的網路使用技能，這是

 
62 數位技能指標乃是以人們在4個特定面向（資訊、溝通、問題解決、軟體技

能）執行的網路或軟體使用相關且經過挑選的活動。它的前提假設是已執行過

某些活動的人具備對應的技能，因此這些指標可被視為個人數位能力和技能的

代表。根據執行的活動多樣性或複雜度，對於4個面向的每1個，均計算了兩個

層次的技能：基本與中高等技能。 
有中高等技能的人在所有4個面向皆展現這樣的技能，而有基本技能的人具有

至少1個基本程度的技能，且在所有4個面向非「無技能」。 

由3個指標來測量：最基本數位技能、中高等數位

技能及軟體技能(圖31)。盧森堡、芬蘭、荷蘭和

瑞典在網路使用技能方面分數最高，而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義大利和波蘭分數最低。只有6個
會員國(芬蘭、斯洛維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

賽普勒斯和保加利亞)的女性在網路使用技能方面

的分數高於男性。性別落差(女性處於劣勢)最大

的是盧森堡、奧地利及克羅埃西亞。 
 
性別平等指數與網路使用者技能之間的關聯性顯

示這2個領域會相互強化。女性的網路技能在盧森

堡是最高的，該國在性別平等指數排名是第10
名，而芬蘭、荷蘭, 瑞典、英國和丹麥在這2個指

數都名列前茅。 

女性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cimobi_purp）。 

男性 

16–24 

女性 男性 

25–54 

女性 男性 

55–74 

女性 男性 

低等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中等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高等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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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017年按性別區分的網路使用者技能分數 

 
 
 
數位技能的性別隔離隨年齡擴大 
 
鑒於工作未來可能呈現的樣貌，區分基本和進階

數位技能有其重要性。雖然基本數位技能是必要

的，例如使用搜尋引擎或數位銀行服務，但進階

數位技能打開了取得高薪工作的機會，而在歐洲

數位經濟中，這樣的工作有著顯著的需求。這2種
類型的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中越來越不可或缺。如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指出，成功進入高競爭勞

動力市場的勞工，通常同時具備基本和先進的數

位技能(OECD, 2018a)。 
 
在歐盟，提到在數位化的勞動力世界中成功發展

所需的數位技能(資訊、溝通、問題解決和軟體技

能)，男性經常具有比女性更多的優勢，這在年長

者(55歲或以上)身上尤其明顯。芬蘭、荷蘭、丹

麥、英國和瑞典的女性在中高等數位技能的分數

最高，而希臘、波蘭、義大利、保加利亞和羅馬

尼亞分數最低。性別平等指數分數(勞動領域、參

與度子領域、金錢領域)與女性具有中高等技能的

比率之間存在著關聯性，這證實了國家中女性具 
 

備數位技能的比率高，其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平等

也較高。 
 
年輕男女是數位技能最高的時代，這2種性別平等

地受益於基本和中高等的數位技能 – 在16–24歲的

族群，59%的女性和60%的男性具有中高等數位

技能(圖32)。芬蘭、馬爾他和克羅埃西亞的年輕

女性具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比率最高，而義大

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比率最低。然而，到了

較年長時，性別隔離便擴大，在最年老的族群，

數位技能只有低到基本程度。芬蘭、丹麥和瑞典

的55–74歲女性在數位技能方面的比率最高，而希

臘、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比率最低。除了世代

和國家差異，女性通常在試圖改善數位技能時也

經歷較大的障礙，這可歸因於一些因素，例如性

別成見、家庭狀態，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

科技環境(OECD, 2018a)。 
 
年輕人的數位技能正在快速提升，男性提升的速

度比女性稍快。在2015年到2019年間，具有中高

等數位技能的16–24歲女性增加了7個百分點，相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WiD記分板第2個面向（歐盟執委會, 2019i）；男性的分數是以EIGE的計算為基礎。 
備註：WiD計分版第2個面向「網路使用技能」的計算是以下3個指標的加權平均值：2.1「最基本數位技能」（33.3%）

；2.2「中高等數位技能」（33.3%）；以及2.3「最基本軟體技能」（33.3%）。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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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下，男性為9個百分點，且在這段期間為觀

察到實質的性別落差。希臘、賽普勒斯和愛爾蘭

在這4年期間進展最大，而在盧森堡、丹麥和保

加利亞，具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年輕女性比率是

下降的。在整個歐盟，25–54歲族群的性別落差

是減小的(在2015年為–4個百分點，而在2019年
是–3個百分點)。賽普勒斯、奧地利和愛爾蘭進

步最多，而盧森堡、拉脫維亞和丹麥在這段期間

的進展最小。在年長者族群(55歲或以上)，進展

較緩慢，老年人仍是數位技能最差的族群，在

2019年的性別落差約為–7個百分點(相較之下， 

在2015年為–6個百分點)(63)。 
 
除了在某些年齡族群的數位技能程度有性別落差

外，男女也需要不同類型的數位技能(參照第

9.1.1.小節)。 整體數位技能的性別落差主要與問

題解決的數位技能有關( 64)，其中以女性較差。

具備中高等問題解決數位技能和軟體技能的男性

多過於女性，資訊和溝通技能的落差則較小。歐

盟理事會提出了「提升技能之路：成人的新機

會」建議，希望能改善低程度成人取得基本技能

的管道，包括數位技能(歐盟執委會, 2016c)。 
 
 
 

圖32：2019年歐盟人口的數位技能程度(%, 按性別和年齡族群區分) 

 
 

 
63 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sk_dskl_i）。 
64 舉例而言，對於最適當的數位工具做出深思熟慮的決定、解決觀念和技術問題、提升自己和他人的能力。 

女性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sk_dskl_i）. 
備註：數位技能的衡量與在4個數位能力領域執行的活動有關：資訊、溝通、問題解決和軟體技能。有中高等技能的人

在所有4個面向皆展現這樣的技能；有基本技能的人具有至少1個基本程度的技能，且在所有4個面向非「無技能」；技

能程度低的人不具備某種基本技能，換言之在所有4個領域會有1到3個「無技能」；無技能的人未在4個領域中的任何

一個領域中執行任何活動，儘管他們宣稱他們在過去3個月期間至少使用1次網路；無法評估其數位技能的人，是指過

去3個月不曾使用過網路的人。EIGE使用歐盟統計局無條件進位到整數的數字資料，因此這些百分比加總起來可能不

是100%。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無技能 低 基本 中高等 無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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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齡族群可發現一些差異(圖33)。25–54歲的

女性具有比男性高的資訊和溝通技能，但在問題

解決和軟體技能方面，則呈現相反的趨勢。年長

男性在除了溝通技能外的所有面向的表現皆高於

年長女性(55歲或以上)。較年輕的世代幾乎沒有

性別落差，這顯示較年長族群的男性與女性必須

弭平在數位問題解決和軟體技能的差距，才能縮

小整體數位技能的性別落差(EIGE, 2019a)。 
 
男女的數位技能會隨著教育程度增加。在教育程

度低的族群，所有數位技能類型的性別差異最

大，尤其是女性。在所有層級的教育，女性在數

位問題解決和軟體技能方面已經落後。 
 
 

較廣的性別不平等限制了女性接受培訓的機

會 
 
鑒於數位創新的進展速度，視其所在的部門及從

事的特定工作而定，勞工必須持續接受訓練來改

善其數位技能，才能適應當前的環境。確保進入

勞動力市場的人具備必要的技能也很重要，這表

示教育體系扮演著關鍵角色。雖然年齡影響對基

本和進階技能提升活動的參與度，但性別不平等

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尤其是在終身學習、技能

再造和技能提升方面。負面的性別刻板印象經常

阻礙女性選擇ICT相關培訓。即使女性透過其目

前的職業網路有取得進階培訓的機會，無酬的照

護和家務責任負擔也可能使得她們無法利用這些

機會(EIGE, 2018b, 20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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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019年歐盟人(16–74歲)具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百分比(按技能類型、性別和年齡族群區分) 

 
 
在2018年，每5個人中約有1人(女性為18%，男性

為22%)在過去12個月期間曾為了提升與電腦、軟

體或應用程式使用有關的技能，而從事至少一項

培訓活動(圖34)。在芬蘭、丹麥及荷蘭，女性至

少從事一項此等培訓活動的比率最高，而在希

臘、義大利、匈牙利、克羅埃西亞和賽普勒斯，

這個比率最低。在所有年齡族群及不同的教育程

度中，男性參與培訓活動的可能性比女性高。教

育程度較高的25–54歲女性已參與培訓活動來提升

其數位技能的可能性高於其他女性。 
 
雖然大部分男女(分別是62%與67%)認為自己有足

夠的數位科技技能，能夠從數位和線上學習機會

受益(歐盟執委會, 2017)，但各種阻礙可能使得參

與培訓變得不可能。對男女而言，缺乏時間都是

最主要的障礙，這通常是工作排程、照護責任及

家務責任所造成。雖然25–64歲的女性比男性更可

能參與終身學習(分別是12%和10%)，但平均而

言，有40%的女性 – 同年齡層的男性是24% – 表
示說她們因為家庭責任而無法參與終身學習(在賽

普勒斯、馬爾他、希臘、奧地利和西班牙，有超

過50%的女性指出相同理由)(65)。在大部分的歐盟

國家(EIGE, 2019b)，對男性而言，工作排程衝突

則是較大的障礙。最後，每4個歐洲人中約有一個

認為缺乏訓練機會是提升數位技能的障礙之一，

這凸顯了他們意識到數位技能訓練的重要性，但

有類似比例的人不知道要改善哪些特定的技能(歐
盟執委會, 2020b)。 

 
65 歐盟統計局 2019年EU LFS（trng_lfs_01）；2016年成人教育調查

（trng_aes_176）。 

女性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sk_dskl_i）。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中高等問題解決技能 中高等軟體技能 

中高等資訊技能 中高等溝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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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2018年歐盟人口(16–74歲)曾為了改善電腦、軟體或應用程式技能而從事至少一項培訓活動的百

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9.1.3. 男性主導科技發展 
 
數位技能以及使用數位裝置的性別差異正在逐漸

被彌平，尤其是在年輕人之間。然而，在發明、

設計、評估、發展數位服務和商品以及將它們商

業化和散佈的勞動力中，缺乏性別多樣性的情況

仍非常明顯。有2個面向尤其影響著男女對數位科

技的貢獻，以及在該部門發揮作用的性別動態：

具備STEM技能和資格者的性別構成，尤其是在

ICT( 66)部門，以及研究與發展(R&D)部門的性別

構成。 

 
從事ICT職業的志向有著強烈的性別差異 
 
兩性對於數位技能和ICT的態度及信心反映在職

涯志向中，這連帶影響了教育的選擇。在2018
年，平均只有1%的女孩表示她們希望從事ICT相
關職業，相較之下，男孩是10%(圖35)。在某些會

員國，包括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波

蘭，有超過15%的男孩表示希望從事ICT相關職業

(OECD, 2019a)。 
 

 
66 ICT教育被定義為在電腦使用、電腦科學、資料庫和網路的設計與行政管理

或軟體與應用程式的開發分析領域，達到至少高中程度的正式資格（歐盟統

計局, 2019a）。 

雖然女性高等教育學生的人數多過於男性(54%比

46%)，但在各學科領域呈現了性別不平等的現

象，這個現象被稱為性別隔離。在2018年，只有

17%的女學生選擇註冊STEM科系，相較之下，男

性是42%。結果，STEM的研究大體上是由男學生

主導(68% vs. 32%的女學生)(67)。STEM學生和畢

業生中有著明顯的性別隔離，這為勞動力市場未

來的性別隔離，以及日後例如數位產品開發的性

別差異奠定了基礎。 
 
雖然諸如自然科學、數學和統計等某些 STEM 領

域在性別方面相當平衡，但 ICT 領域存在著高度

的性別隔離，有 82%的學生都是男性。在 2018
年，有 9%的男學生選擇研讀 ICT，相較之下，在

歐盟只有 1.6%的女學生(圖 36 及圖 37)選擇研讀

ICT。既然年輕女性希望成為 ICT 專業人士的人

數很少，那麼女性在 ICT 學生當中的比率很低也

就不那麼令人驚訝(圖 35)。在 ICT 相關領域的畢

業生中，女性僅佔 20%，或者佔所有高等教育女

性畢業生的 1.3%，相較之下，男性畢業生是 7% 
(圖 36 和圖 37)。

 
67 EIGE根據歐盟統計局2018年「按教育程度、計劃導向、性別及教育領域區

分的註冊高等教育學生人數」的資料所為的計算（educ_uoe_enrt03）。 

女性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sk_how_i）。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低等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中等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高等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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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來看，歐盟每10個ICT專家(68)就有超過8個是

男性(圖38)。儘管ICT部門整體在過去數十年是成

長的，但歐盟女性從事ICT工作的比率自2010年
以來減少了4個百分點，在2019年是18%。ICT工
作的高度性別隔離超越了其他許多STEM工作的

性別不平衡，舉例而言，女性在歐盟的科學與 
 

工程專業人士中約佔有 27%(69)。 
 
ICT 部門的相關創業資料指出，女性被邊緣化的

情況更嚴重。只有 7%的自雇 ICT 專家有至少一

名員工是女性。在所有部門中，女性創業家在所

有至少有一名員工的自雇者中佔大約 27%(70)。 

 
圖35：2018年在15歲時希望30歲成為ICT專業人士的百分比(按國家和性別區分) 

 
  

 
68 歐盟統計局將ICT專家定義為有能力開發、操作和維持ICT系統且ICT構成其工作主要部分的勞工。 
69 EIGE根據EU-LFS 2018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70 EIGE根據EU-LFS 2018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資料來源：OECD（2019a）以2018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調查為基礎的資料。 
備註：以各國百分比平均值為基礎的歐盟資料。比利時僅使用說法語的族群的資料。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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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2018年ICT學生和畢業生在總學生人口中

的百分比(按性別區分) 

 
 
新創公司和風險資本投資皆有驚人的性別落差。

根據歐盟的2018年新創公司監測指標，只有17%
的新創公司創辦人是女性。OECD的分析顯示，

平均而言，女性擁有的新創公司獲得的資金比男

性領導的企業少23%(歐盟執委會, 2018d)。在好的

方面，OECD觀察到，但至少具一名女性合夥人

的風險資本公司，該公司投資在具一名女性管理

團隊的公司，其可能性是2倍以上，而投資在具女

性執行長公司的可能性是3倍(OECD, 2018a)。證

據也顯示，儘管女性創業家很少，但女性領導的

數位新創公司比較可能比男性擁有的新創公司達

到成功(Roland Berger等人, 2017)，而投資女性創

辦的新創公司，績效比投資創辦團隊清一色是男

性的公司好63%(Marion, 2016)。 
 

 
 

 
 

圖37：2018男女在ICT學生和畢業生中的百分比 

 
 
 
 
即使勞動力市場對ICT技能有著高度的需求(參照

第9.2.2節)，女性ICT專業人士的待遇也不如男性

同業。對於女性，在ICT相關科系畢業後受雇於

ICT部門的可能性，比在其他科系畢業後受雇於相

關領域的可能性小1至2個百分點(歐盟執委會 , 
2016b)。EIGE的研究顯示，近期的STEM女性畢

業生只有3分之1從事STEM職業，相較於之下，

近期的STEM男性畢業生每2個就有一個從事

STEM職業。在職業教育的畢業生中，這個差距

更明顯，只有10%的女性STEM畢業生從事STEM
職業，但男性STEM畢業生有41%。大多數人都遵

循性別隔離的路徑，有21%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

從事教師職業，而有20%的女性職業教育畢業生

從事銷售人員的工作(EIGE, 2018b)。 

  

女性 男性 

學生 畢業生 

女性 男性 

學生 畢業生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educ_uoe_enrt03, educ_uoe_gra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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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2010年和2019年女性為ICT專家(15歲或以上)的百分比 

 
 
 
 
ICT以外的其他領域：女性在高科技部門的代

表性不足 
 
除ICT外，在高科技部門的女性科學家和工程師，

可能較少被指派從事新數位科技的設計和開發工

作。在2019年，整個歐盟有3,200萬個科學家和工

程師受雇於高科技部門(71)，其中只有5分之1是女

性，且這個比例自2010年以來未曾改變(圖39)。 
 
更仔細檢視特定的科技後會發現性別落差更明

顯。舉例而言，領導的機器學習研究人員中只有

12%是女性(Simonite, 2018)。世界經濟論壇與

LinkedIn合作研究發現，在所有受雇於軟體和IT服
務業的專業人士中，有40%具備某種程度的人工 
 
 
 
 
 
 
 
 
 
 
 
 
 
 
 
 

 
71 高科技部門包括高科技製造業以及知識密集的高科技服務業。 

智慧技能，但女性僅佔7.4%。從全球來看，只有

22%的人工智慧專業人士是女性，這個趨勢在近

幾年來相當固定(世界經濟論壇, 2018)。 

在創造新知識，以及在創新的過程和裝置中找到

實際的應用上，研究與發展(R&D)扮演著關鍵的

角色。來自OECD及聯合研究中心( JRC)的資料顯

示，從全球的R&D勞動力來看，「電腦與電子裝

置」是第二大的領導部門，代表性的公司有367
家，且佔R&D受雇者的13%(JRC及OECD, 2019)。
此外，IT服務和電信部門分別佔這個勞動力的4%
和3%(72)。儘管研發對發展數位科技很重要，但在

商業的高科技部門，關於女性佔R&D人員和研究

人員的比率，目前所知甚少，尤其是ICT部門。 

 
72 2016年按部門區分的全世界頂尖R&D投資人的總勞動力，資料來源：JRC及
OECD（2019）。根據歐盟工業研發投資記分板所為的計算。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sks_it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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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2010年和2019年女性在高科技部門擔任科學家和工程師(25–64歲)的百分比 

 
 
專利申請活動是R&D領域中最可觀察到的產出之

一。在全球頂尖的50家專利公司中，有24家在

「電腦與電子裝置」部門中營運( JRC和OECD, 
2019)。從專利、商標及科學出版品的角度來分

析研究過程的產出，凸顯了女性作為研究與創新

貢獻者的代表性持續不足。女性佔歐洲專利申請

案約9%(歐盟執委會, 2019h)。 
 
男女在創新活動上的合作程度揭示了相當大的性

別落差。在歐盟(2013–2016年)，多數的發明家都

是在清一色為男性的團隊中工作(47%)，另外有

33%的團隊只有一名男性發明家。只有5%的團隊

達到性別平衡，而完全或主要由女性組成的團隊

分別佔0.7%和1.6%(歐盟執委會, 2019h)。自2005
年以來，性別平衡團隊的年複合成長率僅有

0.7%。 
 
資料顯示，2013–2017年間，在歐盟工程與技術 

領域觀察到女性為文章原創者相對於男性的比率

為 0.4，這是最低的比率之一 ( 歐盟執委會 , 
2019h)。平均而言，在職業生涯一開始，女性發

表文章的頻率幾乎與其領域中的男性相當，但隨

著年資增加，男性作者擴大了差距，發表文章的

頻率比女性同事高。雖然這個趨勢在所有R&D領

域皆然，但在工程與技術領域更為明顯(歐盟執

委會, 2019h)。 
 
在工程與科技中，女性學者的比率低(12%)，這

表示女性在R&D部門擔任決策職務(A級人員)的
代表性明顯較低(圖40)。 
 
雖然歐盟約半數的研究機構已採行性別平等計畫

(歐盟執委會, 2019h)(73)，但從女性在研究領域決

策職務的比率來看，仍有改善的空間。男性佔機

構最高主管的78%(74)，而在公共經費贊助的研究

組織中，董事會或監事會只有38%的女性成員
(75)。 

 
73 EIGE與研究創新總局共同開發了「學術與研究界性別平等」工具，作為其性別主流平台的一部分，以支援研究機構努力在其機構內和研究成果方面推動性別

平等。 
74 2017年女性在高等教育部門機構擔任最高主管的百分比。資料來源：科學女力資料庫、2018她數據、研究創新總局。 
75 資料涵蓋為了評估因應最新呼籲而提交的專案所設立的評估委員會中的主席/最高主管和成員。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2019年WMID。義大利和羅馬尼亞的資料

指的是2018年的資料。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hrst_st_nsecsex2）。 
備註：馬爾他沒有這兩年的資料。愛沙尼亞、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葡萄牙和斯洛伐克沒有2010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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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企業的關鍵決策者當中持續存在著性別不平

衡，這仍是必須關注的問題。在2018年，歐盟

ICT部門位居管理職務者有25%是女性(17%的執

行長是女性)(76)。到了2020年，在所有經濟部門

中，女性在歐盟會員國最大上市公司董事會或監

事會的百分比已達到29%，但最高職位大體上仍

是由男性佔據，女性擔任2會主席的比率只有8% 

，而擔任執行長的比率也只有8%( 77)(參照第6章
「權力領域」)。因此，女性在擔任責任較高的

職務方面，仍面臨著系統性的劣勢。在同一個年

齡層，受過相同或更高等的教育，且有相同的家

庭和其他條件，女性晉升到引人注目的職務的勝

算比仍低了25%(歐盟執委會, 2018c)。 

 

圖40：2016年女性在工程與技術R&D部門擔任A級人員的百分比 

 
 

 
76 EIGE根據EU-LFS 2018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77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資料來源：科學女力（Women in Science）資料庫、2018她數據（She Figures）、研究創新總局（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備註：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愛爾蘭、法國、拉脫維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沒有相關資料，而馬爾他的資料可靠

性低。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主題焦點 

 

 

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 —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74 

 

STEM和R&D工作中持續存在著性別隔離，其影

響的因素有許多，包括在數位技能和教育背景中

的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隔離，也包括陽剛的組織

文化，以及缺乏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選項和角色模

範(Valenduc, 2011; Valenduc等人 , 2004)(參照第

9.2.4小節)。雖然歐盟有關科學與技術部門性騷擾

盛行率的資料非常少，但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證

據凸顯了系統性的性騷擾，這使得女性對進入這

個部門感到卻步，或者促使她們退出這個部門(美
國國家學院, 2018; Seiner, 2019)。 
 
9.2 勞動世界的數位轉型 
數位化的先進發展已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深刻的影

響，這主要是採行新的ICT所致。這些先進發展也

增加數位編碼資訊的使用儲存，以及人工智慧和

機 器 人 的 新 發 展 (Autor, 2015; Valenduc 與

Vendramin, 2017)。關於這個轉變的公共辯論通常

聚焦於推動經濟生產力和成長的潛力，或是對勞

工、商業和勞動力市場管制所造成的挑戰，而對

於性別平等展望的關注卻很有限。 
 
本節聚焦於勞動世界數位化的幾個關鍵先進發展

對於性別的涵義。雖然這些可被理解為勞動力市

場轉型中長期趨勢的延續(Valenduc與Vendramin, 
2017)，但此處的分析大體上限於過去10年間的發

展，以及這些發展對於未來的含義。更具體來

說，本節涵蓋以下主題： 
 
 工作自動化 – 這是指人力投入被(數位促成

的 ) 機 器 投 入 所 取 代 的 過 程 (Eurofound, 
2018a)。在過去10年間，「數位化資訊的蒐

集、儲存和處理速度呈現指數成長」

(Valenduc與Vendramin, 2017, p. 124)，這已促

使強大演算法的發展，這些演算法利用數據

來「學習」如何執行範圍越來越廣的工作，

而這已增強機器的能力，讓機器能執行先前

由 勞工完成 的 工 作 (Autor, 2015; Frey 與

Osborne, 2017)，接下來隨著新科技取代或補

充越來越多的勞工工作，就業結構和內容會

進一步轉變。 
 
 在工作上使用新科技：隨著勞工在工作時伴

隨越來越多的使用數位應用機器，勞動力市

場對於基本和先進數位技能的需求越來越

高。這促使某些需要先進數位技能的高薪部

門的就業率成長，例如ICT。這也支持其他部

門使用新的科技，而這經常會導致工作實

務、條件和品質的轉變。 
 
 更大的工作彈性：可攜式裝置(例如電腦、平

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以及網路連線

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已使得可以在各地點和

時間執行的工作量增加，這讓人們能夠「隨

時 隨 地 」 工 作 ( 有 時 變 得 不 得 不 這 麼

做)(Eurofound與ILO, 2017)。 
 
 新形式的工作：ICT促成的遠距工作已經造成

越來越多的工作被委外執行 (Howcroft 與
Rubery, 2018; Piasna與Drahokoupil, 2017)，且

新的委外做法出現在平台工作的脈絡中。 
 
在歐盟政策架構內，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處理了工

作的數位轉型議題，支持公平工作條件、取得社

會保護及性別平等的原則。雖然歐洲社會權利支

柱強調支持新興商業模式、創新工作形式、創業

及自雇的重要性，但對於這些新商業模式的支持

應包含高品質的工作條件，以及不論雇用關係的

類型為何皆平等對待勞工。在2018年，歐盟執委

會成立了一個高級專家小組來觀察歐盟勞動力市

場的數位化轉型過程、提供分析，並探討政策選

項。截至目前，許多性別平等的焦點一直是在某

些與數位化有關聯的關鍵部門的性別隔離上，例

如ICT和STEM，尤其是在近期的WiD宣言背景

下。關於平台工作，這是歐盟單一市場策略的一

部分，也是數位策略的一部分。在溝通歐洲共享

經濟議程時(2016年6月)，歐盟執委會針對將現有

的規則應用於平台經濟，為會員國提供了相關的

指引，包括公平工作條件，以及足夠且永續的消

費者和社會保障。更近期來看，歐盟執委會主席

表示，她「會尋求改善平台工作者勞動條件的方

法」(von der Leyen, 2019)。平台工作將被《數位

服務法》的編製工作所涵蓋(78)，這項法律應將數

位平台、服務和產品的責任及安全規定升級，並

完成數位單一市場。 
 
關於工作數位化轉型對性別的涵義，我們的分析

將架構成5個小節。第一小節為檢視工作自動化以

及新科技使用增加所導致的廣泛勞動力市場轉

變，並概述這些改變對性別的涵義。其他小節接

續更詳細分析在與數位化有密切關聯的2種經濟活

動脈絡中，為性別平等帶來的挑戰和機會，其中

一種活動通常提供高薪、高品質的工作(ICT部

門)，而另一種經常提供低薪、較不安全但有高度

 
78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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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的機會(某些類型的平台工作)。第二小節分

析男女在這些經濟活動中的就業前景，而第3小節

從性別平等的觀點討論新形式的工作，以及有彈

性的工作實務。第4和第5小節分別檢視數位化對

於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涵義，以及薪資的性別差

異。 
 
由於分析主要聚焦於近期的科技發展，(性別隔離

的)資料的可取得性經常是嚴重受限的。舉例而

言，關於平台工作的量化資料僅限於近期幾項涵

蓋數個歐盟會員國的調查，有關全歐洲的調查付

之闕如，且現有的調查也有監測新興現象固有的

各種方法學缺點。由於平台工作的性別隔離資料

極有限，性別分析只能仰賴質性且有時是相當主

觀的研究，有關工作自動化的分析，在相當大的

程度上也是如此。 
 
9.2.1 工作自動化、使用新科技與勞動力市

場轉型 
 
目前許多有關工作未來的辯論都集中在數位科技

的使用增加，以及它們越來越廣泛自工作項目中

取代或補充取代勞工的能力。新科技的普及化，

經常被視為增加歐盟生產力和競爭力的方法之

一，尤其是耗時或體力要求高的例行工作已被證

明可自動化( JRC, 2020b)，這使得某些勞工可以專

注在工作較有創造力的面向、增加附加價值，且

在某些案例可促成工作條件改善 (Eurofound, 
2018c; JRC, 2019a)。然而，技術演進也可能具有

高度破壞性，因為許多工作需要被重整，而科技

在某些情況將完全取代勞工(Eurofound, 2020a)。 
 
 
 
 
 
 
 
 
 
 
 
 
 
 
 
 
 
 
 
 
 
 
 
 
 

雖然數位科技已改變歐盟勞動力市場的多數工作

場所，但在工作上使用ICT的性別落差仍存在。歐

盟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受雇者中有71%(79)在工作

時會使用電腦、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

電腦或其他可攜式裝置，在某些部門，這個百分

比甚至達到95%(80)。過去5年間，我們已經看到

在歐盟每10個工作場所就有將近9個使用數位科技

(歐盟執委會, 2016b)，然而女性使用某些數位科

技的頻率持續低於男性(圖41)，這很可能限制了

她們在需要使用這些科技的工作的前景。 
 
 
 
較早的估計預測，由於未來大約10年的自動化進

程，數位化可能導致令人震驚的高失業率。(Frey
與Osborne, 2017; 世界經濟論壇, 2016)，但針對

OECD經濟體較溫和的預估值修正了這些預測，

根據後來的預估，有10–20%的工作可能消失(國
際貨幣基金, 2018; OECD, 2016; PwC, 2019)，而情

況看起來比較像是許多工作會被改變，而非完全

自動化，且勞工將從被新科技取代的工作轉向補

充新科技的工作 (Autor, 2015; 歐盟執委會 , 
2019e)。有些全新的工作(或者已被深刻改變以致

於能有效構成新工作的工作 ) 也可能出現

(Eurofound, 2020a)，例如在STEM部門。 

 
79 在過去一年使用網路的員工和自雇者百分比。 
80 歐盟統計局（isoc_i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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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018年歐盟男女(16–74歲)在執行工作和活動時使用ICT的程度(%) 

 
 
這種轉變很可能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產生深刻的

影響，有2個可能的結果經常受到討論，那就是

「工作二極化」和「工作升級」，在前者，自動

化促使只需要中度技能且具有高度例行內容的工

作消失，使得勞動力市場越來越被區分為低技能

和高技能的工作 (Autor, 2015; Goos等人 , 2014; 
OECD, 2017b)，而在後者，新科技導致了對較高

技能人員的需求增加，同時低技能的工作則消失

(Oesch與 Piccitto, 2019)。 
 
雖然這些證據遠不能做出結論，但來自歐盟研究

的最近期發現指出，近年來工作的型態逐漸升級

(Eurofound, 2017a; 歐盟執委會 , 2019f; Oesch與
Piccitto, 2019)，尤其是在女性之間 (Eurofound, 
2016; OECD, 2017a; Piasna與Drahokoupil, 2017)。
然而，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工作2極化的跡象，這些

跡象在男性身上經常較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就業結構的改變經常係來自諸多因素，而非

只有科技進展，舉例而言，女性所從事工作的技

能升級，可能與具備高度資格的女性越來越參與

勞動力市場有相當高的關聯性(Eurofound, 2016; 
OECD, 2017a; Piasna與Drahokoupil, 2017)。改變

的型態在各國之間也有很大差異。 
 
這種轉變很可能改變歐盟就業與職業和產業結

構，因此，男女的就業原本遵循著長久以來確立

的垂直和水平隔離型態，可能因為這種轉變而帶

來不同的展望。它可能為勞動力市場參與和技能

需求的性別化型態，以及性別平等的某些更廣泛

面向產生深刻的涵義。它也可能大幅促成好幾個

領域中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在未來改變，主要是

勞動領域。 
 
女性因自動化而面臨失業的風險稍高 
 
根據報告，女性因為自動化而失業的風險比男性

高一點(國際貨幣基金, 2018; OECD, 2016; PwC, 
2019)。國際貨幣基金近期針對自動化對性別的影

響進行了一項研究(2018)，結果發現約有11%的受

雇女性有失業風險，相較之下，男性為9%。這個

差距似乎主要是由部分國家的顯著差異所造成(例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ISOC（isoc_iw_ap）. 
備註：此圖呈現了在工作時會使用ICT者的百分比佔在過去一年中使用網路的所有員工和自雇者的比率。 

使用電腦、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

電腦或其他可攜式裝置 

使用其他電腦化的設備或機器，例如在生產

線或運輸中使用的設備或機器 

交換電子郵件或將資料輸入資料庫中 

創造或編輯電子文件 

為工作使用社群媒體 

使用應用程式來接收工作或指示 

使用職業特定的軟體 

發展或維持IT系統或軟體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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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賽普勒斯和奧地利)，其他國家則幾乎沒有或完

全沒有差異(例如比利時、丹麥、德國、法國和英

國)。自動化對女性帶來的風險較高，這與工作內

容的性別化差異有關，在歐盟，不同職業類別的

女性從事例行重複性工作的可能性稍高，而從事

複雜工作的可能性稍低 (Piasna 與 Drahokoupil, 
2017)(圖42及圖43)。另一項研究(Lordan, 2019)也
顯示，在某些國家(比利時、捷克、德國、愛沙尼

亞、賽普勒斯、盧森堡、匈牙利、奧地利、芬蘭

和英國)，女性比男性容易受自動化影響，而在其

他國家(希臘、法國、克羅埃西亞、荷蘭和斯洛維

尼亞)，男女面臨相同的風險。 
 
除了更常暴露於自動化的危險中外，女性因為產

生的收入分配改變所獲得的益處也可能較少。自

動化很可能是個資本密集的過程，需要增加新科

技的使用，因此尤其使資本所有人受益。從來自

先進經濟體的資料來看，類似的技術改變向來與

國民所得流向勞工的比率減小有關聯(Dao等人 , 
2017)。相反地，所得很可能流向資本所有人(Dao
等人, 2017)，他們通常是透過股票或持份等各種

金融商品，間接地持有該資本(IPPR, 2019)。這些

金錢財富傾向於高度集中在最富有的人身上，尤

其是男性身上。在一些歐盟會員國，金錢財富集

中於5%最富有者的族群中存在著相當大的性別落

差(Schneebaum等人, 2018)。 

 
圖42：2015年歐盟從事持續時間不到10分鐘的反

覆性工作的勞工百分比(按性別和職業區分) 

 

圖43：2015年歐盟從事複雜工作的勞工百分比(按
性別和職業區分) 

 
 
自動化很可能影響女性和男性主導的職業 
 
自動化對女性加諸的整體風險稍高，這掩蓋了各

行各業(及部門)會受到的影響程度有多麼不同的

事實。數位應用的機器很可能取代人力，尤其是

例行性、容易編碼的工作 (Autor, 2015; Frey與
Osborne, 2017; Lordan, 2019)，這類工作的分佈在

各行各業有相當大差異(圖42及圖43)。較不可預

測的工作，例如抽象思考或未結構化的社會互

動，已被證明較難自動化，這使得某些職業自動

化的風險比其他職業低許多(Autor, 2015; Frey與
Osborne, 2017; Lordan, 2019)。 
 

從歷史來看，自動化與行政工作被去除以及零售

和金融服務部門工作減少有關聯，到了那個時

候，零售與金融服務部門提供給女性就業的機會

已擴大(Huws, 1982)。同時，科技改變降低對傳統

上「由男性執行」工作的技能要求 (Cockburn, 
1987)，這為擁有較新技術性技能的女性開啟了取

得這些工作的大門。這重燃了對職業性別隔離統

計分析的興趣，於是有人執行研究來找出各行各

業的水平和垂直隔離型態，例如男女集中於組織

階級不同層級的情況(Rubery, 2010)，以及找出新

類型的科技應用工作複製和擴大主導的性別隔離

和不公平型態的方式 (Howcroft 與 Richardson, 
2009)。 

經理人 

專業人士 

技師及助理專業人員 

行政支援工作人員 

服務與銷售勞工 

手工藝及相關職業勞工 

工廠與機器操作員、裝配工 

非技術工人 

女性 男性 
資料來源：根據Piasna與and 
Drahokoupil（2017）提供的

EWCS資料所為的計算。 

經理人 

專業人士 

技師及助理專業人員 

行政支援工作人員 

服務與銷售勞工 

手工藝及相關職業勞工 

工廠與機器操作員、裝配工 

非技術工人 

女性 男性 
資料來源：根據Piasna與and 
Drahokoupil（2017）提供的

EWCS資料所為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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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近期涵蓋歐盟會員國(Lordan, 2019)和OECD會

員國(國際貨幣基金, 2018)的研究顯示，有些女性

和男性主導的職業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實質自

動化，因為這些職業通常涉及高度的智力工工

作，或結合了智力和社會工作。舉例而言，某些

健康、教育和社會服務職業是由女性主導，例如

學校教師或住宅型服務中的私人照護工作者，這

些職業被認為很難自動化，事實上，私人照護工

作 者 的 人 數 在 近 來 年 大 幅 增 加 (Eurofound, 
2017a)，這大體上是因為歐盟人口型態改變，以

致於對這些服務的需求增加。一些男性主導的職

業，例如ICT/工程專業或高階經理人，也不太可

能因為自動化而面臨大量工作損失 (Eurofound, 
2017a; Lordan, 2019)。對於ICT/工程專業，科技進

步反而促使工作被創造出來，這可由這些活動的

就業持續大幅成長來證明(參照第9.2.2小節)，而

這使得這些部門缺乏女性的問題特別值得關注。 
 
相反地，有些女性和男性主導的職業有著高度例

行性內容的特徵，因此使得自動化的風險增加。

舉例而言，在運輸、倉儲和製造活動中(大部分由

男性)執行的某些關鍵工作(例實際搬運重物)可能

變得自動化(Eurofound, 2018c; Lordan, 2019)。主

要由女性從事的行政支援工作也可能越來越被機

器執行(Lordan, 2019)。在某些情況，這可能導致

工作消失，而在某些情況，這會造成深刻的工作

轉型，因此使得勞工必須執行新的且往往需要較

高技能的工作(Eurofound, 2018c)。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經常進入很難自動化的

新工作 
 
雖然根據目前的就業型態，女性因自動化面臨的

風險稍高，但有一些跡象顯示女性就業的結構正

在改變，高技能的工作越來越普遍。女性的教育

程度已快速成長，過去存在的許多教育性別差異

已被弭平，這可從知識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

看出。女性已開始從事大部分的高技能新工作

(81)，這些工作在最近的將來不太可能被自動化： 
2003到2015年間在歐盟被創造的1,200萬個高技能

工作中，有80 0萬個工作被女性取得 ( O E C D, 
2017a)。這造成「女性職業結構升級，女性在高 
 
 

 
81 這些包括在第三版的國際職業分類標準（ISCO-88）中被歸入1、2和2大類的

工作，亦即立法委員、高階主管和經理人（第1大類）、專業人士（第2大類）

以及技師及助理專業人員（第3大類）。 

技能職業中的比率…增加」(Piasna與Drahokoupil, 
2017, p. 7)。然而，這不表示女性在這些工作上獲

得的薪資與男性是平等的。 
 
女性的薪資平均而言較男性為低，這一事實可能

影響自動化的型態(Rubery, 2018)。首先，某些女

性主導的職業有著低薪的特徵(例如家務工作)，
這可能減緩數位創新的腳步，因為這些創新至少

一開始可能需要相當高的成本，而且當勞工薪資

低時，未必能產生好結果(Rubery, 2018)。這可能

保護一些女性至少短期不失業，但幾乎無法帶來

提升薪資或工作條件的希望。第二，既然女性的

薪資所得基本上比在相同職業中的男性少，當男

性主導的職業因為自動化而被重新安排或架構

時，可能為女性提供新的機會。在這些情況，雇

主可能因為女性的薪資要求較低而願意為這些新

職位優先雇用女性。根據先前的經驗，這經常造

成「一開始由男性主導的工作之一段時間性別隔

離後，接著這整個職業不是會變得由女性主導，

就是會出現由女性主導的新子部門」 (Rubery, 
2018)。舉例而言，在服務部門，近來高薪高技能

的程式設計工作已變得「女性化」，不過雖然有

更多女性被招募，她們仍被當成「次要的賺錢員

工」，且薪資是下降的 (Howcroft與Richardson, 
2009)。因此，如果女性要完全從這些新機會受

益，必須努力確保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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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自動化改善性別平等的潛力 
 
第一種情況 – 勞動領域指數。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轉型提供了機會來改變存在已久的就業性別

化型態，尤其是在女性技能快速成長的背景下(IPPR, 2019; Rubery, 2018)。然而，來自過去

10年的證據顯示，歐盟勞動力市場去除隔離就算有進展，也是非常小幅度(Piasna與
Drahokoupil, 2017)。在STEM和ICT部門中的工作就是缺乏進展的明顯例子(參照第9.1.3小
節)。 
 
第二種情況 – 時間領域指數。自動化可能造成工作消失，已激發了男女更平衡地分配有酬和

無酬工作的辯論(Howcroft與Rubery, 2018; IPPR, 2019; Rubery, 2018)。如果機器取代了相當

大一部分的人力投入，這可能減少整體可取得的工作量。為了更妥善地分配剩餘的工作，經

常有人討論減少工作週持續時間的提議，理由是這可能對無酬工作的性別分配產生正面的影

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承認男女在整個生命週期中是平等的賺錢者和平等的照護者，會是很

重要的。 
 
第3種情況 – 金錢領域指數。將某些例行性的工作自動化，可騰出時間來從事需要人際交

流、有創造力或先進的ICT技能(Howcroft與Rubery, 2018; IPPR, 2019)。這是個讓女性從事的

某些低薪工作藉以提升技能，甚至達到較高薪資並降低薪資差距的機會。 
 
 
自動化挑戰目前性別不平等的可能性仍不明 
 
科技和性別關係改變有著不確定的本質，要全面

探討可能影響自動化在未來對性別平等產生的結

果的諸多因素，有其困難性。目前的文獻大體上

限於推測這個過程可能影響性別平等的方式，亦

即性別隔離、無酬工作分配、薪資差距及工作條

件。所有這些推測的情境有著某個共同點：這些

改變可能改善性別平等，但它們的結果是高度不

確定的，且不能保證它們的希望會實現。事實

上，研究回顧 (Howcroft 與Rubery, 2018; IPPR, 
2019; Rubery, 2018)顯示，若無以下條件，這不太

可能發生：(1)性別敏感的法規、機構和政策；(2)
挑戰長久以來確立的性別成見，例如與 ICT和

STEM參與及照護活動有關的成見；以及(3)女性

位居關鍵決策職位的人數更多。 
 
9.2.2 ICT部門和平台工作的就業展望 
 
除了取代人力的潛力外，數位化藉由改變現有的

工作或創造全新的工作，提供了各種新機會。既

然歐盟勞動力市場有著隔離的本質、某些工作存

在著各種性別成見，對職業生涯期望也有著相關

的性別差異，男女在取得這些機會方面是高度性

別化的。本節分析男女參與與數位化有關連的2種
不同類型工作機會的差異。 
 
首先，工作越來越數位化，因此越來越需要具備

先進數位技能的高技能員工，且所有經濟部門都

明顯是如此。本節特別從過去大約10年間對ICT專
家有著高度需求的角度，以及這個領域的勞動力

仍是由男性主導的事實，檢視男女在ICT部門的工

作展望(歐盟統計局, 2019b)。 
 
或許較不明顯的是，數位化也能夠創造廣泛的各

種低技能機會，例如在某些形式的平台工作背景

中的機會。雖然平台工作包括一些高薪、高技能

的機會(Eurofound, 2018b)，但也有許多只是為了

補充其他來源的收入而存在的低薪工作(Huws等
人, 2019; ILO, 2018c; JRC, 2018)。女性目前在平

台工作的代表性是不足的，其就業結構與更廣的

經濟中存在已久的性別隔離型態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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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工作的定義 
 
平台工作有許多定義，因此這個名詞的使用並不一致。本報告採用Eurofound對平台工作的

理解，即「使用線上平台來促使組織或個人接近其他組織或個人，以解決問題或提供服務來

交換酬勞的就業形式」(Eurofound, 2018b, p. 9)。根據此一定義，平台工作有好幾個關鍵特徵

： 
 
 有酬工作是透過線上平台安排的； 
 涉及3方：線上平台、客戶及工作者； 
 目標是執行特定工作或解決特定問題； 
 工作被委外或委託給他人； 
 工作被分解成不同的小任務； 
 在受到請求時提供服務。 
 
一般而言，平台可被區分為完全在線上執行的工作(例如Amazon Mechanical Turk群眾外包服

務)以及現場實現的工作(例如Uber)。執行的最普遍工作包括：(1)專業任務(例如軟體發展或

翻譯)；(2)運輸(例如個人運送或食物快遞)；(3)家務任務(例如清潔或配管)；以及(4)微任務(
例如在線上標記影像)。 

 
若無性別平等，ICT部門無法實現全部潛力。 
 
近數十年來，我們已看到歐盟會員國逐漸改變其

勞動力市場，這反映了邁向數位化和知識型經濟

的趨勢。STEM部門在整體經濟中的重要性逐漸

增加，尤其是ICT部門，且已確立其提供高薪、安

全及高品質工作的地位。從2008年到2018年，ICT
專家的就業成長率是歐盟平均就業成長率的12
倍， ICT專家在總就業率中的占比增加了1.1個百

分點(從2.8%到3.9%)(歐盟統計局, 2019b)。ICT部
門是少數幾個能承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且能持續

成長的部門之一。然而，在900萬個ICT專家當

中，只有大約18%是女性，且女性在歐盟ICT工作

的佔有率自2010年以來減少4%(參照第9.1.3小
節)。 
 
歐盟勞動力市場對ICT專家的需求高，但供給相對

是低的，這種供需不相符的情況已限制了ICT部門

進一步成長。多數的歐盟會員國都表示很難找到

足夠的科學、工程及ICT專業人士(歐盟執委會 , 
2014a)。一項近期的估計顯示歐盟在2018年面臨

了短缺大約60萬名ICT專家的情況(歐盟執委會, 
2018h)。ICT專家的供給與雇主的需求不能配合很

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對STEM增加的需

求仍然很高，尤其是ICT專家(Cedefop, 2018)。 
 
ICT部門存在著嚴重的性別隔離，且面臨對新專家

的龐大需求，女性進一步參與這個部門，似乎是

使經濟和社會明顯受益的政策。EIGE已估計，吸

引更多女性進入STEM和ICT部門會使得歐盟經濟

成長、工作增加(到2050年增加120萬個工作)，且

國內生產總值長期成長 (2050 年達 8,200 億歐

元)(EIGE, 2017c)。 
 
透過平台提供的私人和家務服務成長可支持

女性就業 
 
歐盟的平台經濟( 82)截至目前仍是相對微小的現

象。在2015年，平台經濟5個關鍵部門的營收(83)
粗估約為40億歐元(歐盟執委會, 2019b)，其中為

點對點運送(17億歐元)和住宿(12億歐元)記錄的營

收是最高的。這些營收預測在未來數年會快速成

長(PwC, 2016)，但鑒於新冠肺炎疫情，最後的結

果可能證明這樣的預測過度樂觀。 
 
儘管平台經濟未來的成長性是不明的，但值得注

意的是，一經請求即提供的個人和家務服務(烹
飪、清潔、配管)據估計有最高的成長潛力(PwC, 
2016)。這顯示透過平台將無酬家務工作委外有著

相當大的需求，而這可能有助於女性參與勞動力

市場(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具備高資格且參與

 
82 係指使用平台、app應用程式及其他數位科技來安排交易的營利公司。請注

意，這個定義比平台工作的定義來得廣，後者是指媒合有酬勞力的供給與需求

的線上平台。 
83 同儕住宿、同儕運送、一經請求即提供的家務服務、一經請求即提供的專業

服務以及合作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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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的女性，經常因為不成比例的無酬工

作負擔而受阻，她們可能決定將這些工作委外，

且經常委託給有移民背景的較貧窮女性(EIGE, 
2020a)。然而，關於哪些家務工作最可能被委

外，以及工作條件為何，仍是有疑問的(參照第

9.2.3小節)，有人就對於女性提供的危險、剝削性

質的家務工作有著嚴重的顧慮，尤其是當她們因

為合法的移民地位或歧視而無法獲得安全的就業

(歐洲議會, 2017; FRA, 2018)。 

 
在本報告撰寫時，有關COVID-19疫情對平台經濟的影響，可取得的早期資料非常少，

但這些資料指出這場疫情會造成負面結果。世界經濟論壇早先發表的調查統計( 84)顯
示，全球來看，可能已有多達半數的平台工作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且有另外26%已經

歷工作時數減少。對於叫車或住宿出租等某些現場服務，相關的負面影響似乎特別嚴重

(85)，但送貨或線上工作等其他服務似乎較不受影響(86)。然而，有些人憂心剛失業的人

會湧入平台經濟，造成每個勞工可取得的工資降低，且工作量減少(87)。 
 
平台工作似乎會複製常見的性別隔離型態 
 
雖然歐盟的平台工作相關資料不完整且很難比

較，但這些資料顯示歐盟參與平台工作的人口比

率相對是小的。從近期在多個歐盟會員國執行的

調查來看(Huws等人, 2019; JRC, 2018, 2020a)，歐

盟人口約有10%曾透過平台提供服務，這僅占約

2%人口的主要就業活動，且各國的平台工作比

率有顯著的差異(圖44)。 
 
多數的平台工作者一星期只投入數個小時在平台

工作上，且用這個工作來補充其他較重要收入來

源(Huws等人, 2019; JRC, 2018, 2020a)。他們的工

作經常包含在不同平台上的好幾種任務，用於補

充他們來自主要工作的收入。因此，有相當大部

分的平台工作者似乎會從任何可能帶來額外金錢

的機會拼湊他們的生計，他們使用平台工作來當

作次要收入補充來源，以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 
 
平台工作者提供廣泛的各種服務，且大體上似乎

遵循著眾所周知的性別隔離型態。這些服務可以

概略區分為純粹線上提供的服務(例如軟體開發

或在線上標記影像)，以及需要實際出現在服務

地點的服務(例如清潔或個人運送)(88)。在歐盟，

大部分的平台工作者從事線上專業工作(例如會

計、法律服務、專案管理服務或翻譯)及行政工

作(例如顧客服務、資料輸入或翻譯)(Huws等人, 

2019; JRC, 2018, 2020a)。調查資料指出，在選擇

要提供哪些服務時，性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舉

例而言，男性主導著軟體開發和運送服務，而女

性較常從事某些現場服務，例如個人或家務服務

以及翻譯( JRC, 2018)。 

 
女性在平台工作的代表性不足 
 
根據最近期的歐盟資料，每3個平台工作者約有1
個是女性，不論平台工作強度為何 ( JRC, 
2020a)(圖45)。女性從事平台工作當作主要或次

要活動的比率，自2017以來稍微增加。平台工作

者經常是年輕且高學歷的，他們的教育程度經常

超過某些低技能性質平台工作所需的程度(ILO, 
2018c; JRC, 2018)。 
 
有多達半數的平台工作者過著有子女的夫妻生

活，且子女經常在 5歲以下 (ILO, 2018c; JRC, 
2018, 2020a)。根據全球的平台工作相關資料，在

女性當中，家中有年幼子女的平台工作者比率似

乎高許多，她們也較常表示說需要在家中工作，

以便結合工作與照護責任(參照第9.2.4小節)。平

台工作讓他們有額外的機會可以這麼做。 
 
然而，這些概化的推論模糊了平台勞動力的諸多

多樣性，這些勞動力的組成分子經常取決於特定

平台以及提供的服務類型。 
 

 
84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gig-workers-hardest-hit-coronavirus-pandemic/ 
85 例如參照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announces-layoffs-3700-job-cuts-14-percent-employees-coronavirus-2020-5,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nathankeane/2020/05/22/from-the-us-to-india-the-gig-economy-job-cuts-went-even-deeper-this- week/#4b165abc6999 及 
https://news.airbnb.com/a-message-from-co-founder-and-ceo-brian-chesky/ 
86 例如參照 https://time.com/5836868/gig-economy-coronavirus/ 及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article/ 2020/coronavirus-highlights-sick-pay-void-for-
platform-workers 
87 https://time.com/5836868/gig-economy-coronavirus/ 
88 關於更詳細的分析，請參照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observatories/eurwork/industrial-relations-dictionary/platform-work。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gig-workers-hardest-hit-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announces-layoffs-3700-job-cuts-14-percent-employees-coronavirus-2020-5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nathankeane/2020/05/22/from-the-us-to-india-the-gig-economy-job-cuts-went-even-deeper-this-week/#4b165abc6999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nathankeane/2020/05/22/from-the-us-to-india-the-gig-economy-job-cuts-went-even-deeper-this-week/#4b165abc6999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nathankeane/2020/05/22/from-the-us-to-india-the-gig-economy-job-cuts-went-even-deeper-this-week/#4b165abc6999
https://news.airbnb.com/a-message-from-co-founder-and-ceo-brian-chesky/
https://time.com/5836868/gig-economy-coronavirus/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article/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article/
https://time.com/5836868/gig-economy-coronavirus/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observatories/eurwork/industrial-relations-dictionary/platfor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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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2017年各國成年人口參與平台工作的百分比 

 
圖45：2018年歐盟男女參與平台工作的百分比(按強度區分) 

 
 
有些(針對美國的)研究指出，仰賴低工資平台工

作來當作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工，經常來自低所

得、低教育水平的家庭，且很可能有少數族群的

背景(Smith, 2016; Van Doorn, 2017)。大部分近期

的歐盟資料指出，約15%的平台工作者是在外國

出生，這個比率比他們的整體就業率高 ( JRC, 

2020a)。 
 
對於有健康限制、無法在住家外工作的人來說，

在家執行的線上平台工作也為他們提供了工作機

會。一項全球的調查發現，每5個線上平台工作者

幾乎就有 1 個表示有健康方面的限制 (ILO, 
2018c)。 

女性(35歲及以下) 女性(35歲以上) 

資料來源：JRC（2018, 2020a） 
備註：報告的百分比係指佔每種強度總勞工人數的百分比，亦即在以平台工作作為主要工作的勞工當中，女性佔

35.2%，而男性佔其餘的百分比。當平台工作佔每月收入至少50%時，即視為以平台工作作為主要工作。如果平

台工作佔每月收入不到25%，且每週執行時間不到10小時，即視為以平台工作作為邊際活動。在其他情況，平台

工作被視為次要活動。 

平台工作作為邊際活動 平台工作作為次要活動 平台工作作為主要活動 

男性(35歲及以下) 男性(35歲以上) 

曾從事平台工作 平台工作作為主要活動 

資料來源：JRC（2020a）。 
備註：每週在平台上至少工作20小時，或每個月至少有50%的收入來自平台工作，即被視為以平台工作作為主要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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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在ICT部門和平台工作脈絡中的新形式

工作及彈性工作實務 
 
數十年來，數位化的演進一直與2個密切相關的過

程有關：增加的工作彈性以及新工作形式的出

現。工作彈性增加可追溯到1980年代，當時ICT的
出現促成了在家及其他形式的遠距勞動，例如透

過網路和電話的工作，因此改變了勞動世界

(Huws 等人, 1996)。在2002年，社會團體協商了

歐洲遠距工作架構協議，確立遠距工作是企業將

工作安排現代化，並讓勞工可以調和工作及生活

其他面向的一種方法。隨著可攜式電腦、平板電

腦和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在勞動力市場普及，且網

路基礎建設及連線改善，勞動力中有越來越高比

例的人採行彈性工作型態，也就是「隨時隨地」

工作(Eurofound, 2020b; Eurofound及ILO, 2017)。 
 
同時，採行各種遠距工作實務也促成了新形式工

作的出現。從遠端管理工作的可能性，也讓雇主

增加的工作量委外或境外委外(Rubery, 2015)。這

代表著原本有著固定工作時間的標準全職開放式

雇用契約，逐漸邁向在「『獨立承攬人』、客戶

與仲介者之間複雜且多面向的關係網絡」中較不

安全的雇用形式 (Bergvall‐Kåreborn與Howcroft, 
2014; Piasna與Drahokoupil, 2017; Rubery, 2015)。
這導致工作經常被分解成「高度明確的服務和任

務」，以便透過「一次性的契約」來實現，因此

工 作 變 得 越 來 越 零 碎 化 (Howcroft 與 Rubery, 
2018)。過去10年，由於平台工作的興起，我們看

到這個過程達到高峰，通常而言，參與者為個人

工作者，他們從事透過線上平台仲介的多個小規

模任務，而且他們經常有其他較穩定的工作。 
 
這些改變可能對性別平等造成正面和負面的影

響。一方面，工作彈性增加被認為是可望協助女

性及某些弱勢族群進一步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方

法，因此受到歡迎(De Stefano, 2016; 海外發展研

究所, 2019)，而且可能促使性別平等指數的勞動

領域改善。這是因為對於必須兼顧大量無酬照護

責任(主要是女性承擔)與有酬工作的人而言，有

彈性的工作經常是唯一的選擇，而且因為它可能

納入無法在住家外工作的人，例如有某些身心障

礙者。更廣泛來說，工作彈性增加被視為是改善

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方法之一(參照第9.2.4小節)，
且可能降低無酬工作分配的性別不平等(因此促成

性別平等指數時間領域的性別平等)。另一方面，

某些新形式的工作剝奪了勞工許多傳統的勞動和

社會保障，而這些保護對於達到性別平等具有關

鍵重要性(Howcroft與Rubery, 2018; ILO, 2018c; 海
外發展研究所, 2019; Piasna與Drahokoupil, 2017)。 
 
本節剩餘部分將檢視以下在2個充滿活力且在成長

的經濟部門中，由數位化促成的工作形式和彈性

改變對男女造成的結果：ICT部門和平台工作。 
 
ICT工作提供有利的工作條件，但少有女性受

益 
 
在STEM和ICT部門新出現的高技能職業比較容易

提供安全且有彈性的工作條件，但少有女性加入

這些部門並因此受益。標準的雇用關係在ICT部門

是很普遍的：93%的女性及88%的男性ICT專家是

員工；相較於其他勞動人口，ICT勞工較可能每週

工作標準的40小時；以及很少人有臨時工作契約

(8%的女性和男性)(89)。在ICT部門中，只有7%的

女性及12%的男性是自雇者，這些比例低於其他

職業(10%的女性及18%的男性)(90)。來自文獻的證

據顯示，男女會為不同的理由選擇自雇。女性比

較可能選擇自雇，是因為這可能帶來較佳的工作

時間彈性、工作與生活平衡，以及兼顧照護和工

作責任的機會，而男性比較可能因為職業生涯相

關的理由而選擇自雇，例如控制自己的工作，或

賺取更多金錢(IPSE, 2019)。 
 
儘管雇用形式相當標準，遠距和行動工作安排在

ICT部門是高度盛行的，尤其是自雇者，這指出在

這個部門的工作安排具有高度彈性 (Eurofound, 
2020c)。 
 
ICT工作通常提供較有利的工作條件：這些工作的

薪資相對較高、比較不會在非典型的工作時間要

求工作，給予勞工相當大的彈性和自主性來安排

他們的工作時數(EIGE, 2018d)。舉例而言，ICT部
門中有83%的女性及80%的男性覺得非常容易或

相當容易在工作時間內安排一2個小時處理私人或

家庭事務。整體工作時間的自主性也相當高。只

有4分之1ICT部門員工的工作時間安排被公司嚴格

制定，且不可能改變(其他勞動人口則有將近60%
是如此)。ICT部門的其他員工享有不同程度的彈

性，甚至是完全的自主權(圖46)。 

 
89 EIGE根據EU-LFS 2018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90 EIGE根據EU-LFS 2018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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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2015年歐盟男女(20–64歲)在ICT及非ICT部門的百分比(按工作時間安排區分) 

 
 
然而，在許多會員國，兼職工作 – 在某些案例可

促成較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 – 在ICT專家之間不如

其他職業來得普遍，這顯示可取得的ICT兼職工作

較少(歸因於ICT專家短缺)或需求較低(亦即許多員

工放棄照護責任)。在ICT部門，有17%的女性和

5%的男性從事兼職工作(圖47)，在其他部門，則

有31%的女性和8%的男性從事兼職工作。在兼職

從事ICT工作的女性當中，約有3分之2是因為照護

責任而只能兼差工作，而男性只有4分之1是因為

這個理由而選擇兼職工作(EIGE, 2018d)。在自雇

部分，男女可能為了不同目的而控制他們的工作

時間：女性較可能控制工作時間來達到較佳的工

作與生活平衡，而男性較可能為了更投入工作而

控制工作時間(Hofäcker與König, 2013)。 
 
儘管工作條件相當有利，極少有女性選擇在ICT部

門發展職業生涯，在歐盟，每十個ICT工作只有2
個是由女性承擔。造成ICT部門的性別隔離有許多

不同的因素(參照第9.1.3小節)，包括高度性別化

的組織文化。這種文化往往是由各種偏見，以及

在人事管理、工作內容、流動階級和職業網絡中

建立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障礙所構成(Reimer與
Steinmetz, 2009)。只有15%的男性，其工作的職

場中有相同職稱的男女人數大致相等，而有39%
的女性(67%的男性)在相同部門中的同事大部分是

男性(圖48)。這可能指出有些ICT工作仍是由男性

主導，且 ICT部門中只有某些職業較接受女性

(EIGE, 2018d)。此外，儘管女性在ICT部門的整體

占比相當小，這個部門的女性經常在女性主管監

督下工作(圖48)。這些職場可能比較接受同時有

女性員工和女性領導者(EIGE, 2018d)。 

 
 
 
 
 
 
 
 
 

資料來源：EIGE根據EWCS 2015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您的工作時數完全由您決定 

您可以在某些限制內調整您的工作時數（

例如彈性工時） 

您可以選擇公司/組織決定的好幾種固定工

作時間表 

您的工作時間是由公司/組織規定，且不可

能改變。 

女性 女性 男性 男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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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2018年在ICT及其他職業從事兼職工作者(20–64歲)的百分比(按性別和國家區分) 

 
圖48：2015年歐盟ICT專家(20–64歲)職場的性別組成(%) 

 
 
平台可能為勞工賦權，也可能剝削勞工，這

可能產生各種性別化的結果 
雖然有些高薪、高技能的服務是透過平台來執行

(例如軟體開發)，大部分的平台工作似乎都不符

合這個類別。由於缺乏足夠的量化資料，近期的

研究僅能從質性探討平台工作者的所得，結果指

出這些所得經常不足以支付尚可的生活開銷

(Eurofound, 2018b)。有些形式的平台工作似乎特

別低薪。舉例而言，透過平台提供小規模線上服

務(亦稱為「點擊工作」)的收入對多數的勞工來

說非常低(Hara等人, 2018)，有相當大比例的所得

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對70–80%的平台工作者而

言，這可能未必是問題，因為這些人是利用一些

零碎時間來補充他們其他工作的收入，但現在已

沒有其他人有相同的職稱 

女性 

資料來源：EIGE根據EWCS 2015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女性與男性人數大致相等 

大部分是女性 
大部分是男性 

男性 

您的工作場所是否有與您的

職稱相同的員工？ 

女性 男性 

您的頂頭上司是男性還是女

性？ 

男性上司 

女性上司 

ICT女性 ICT男性 其他女性 其他男性 
資料來源：EIGE根據歐盟勞動力調查（EU-LFS） 2018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備註：「ICT」係指所有ICT服務管理人、專業人士及技師。歐盟的數據不包括馬爾他（無法取得資料）。未顯示拉脫維

亞的資料，因為該國觀察的數目太少。保加利亞、波蘭和斯洛維尼亞：無法取得服務管理人的資料。關於荷蘭，在非ICT
員工當中，女性從事兼職工作的比率超過此圖的量表，實際上達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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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歐盟成年人口(約2%)仰賴平台工作作為他

們的主要就業活動(Huws等人, 2019; JRC, 2018)。
當這些勞工從事危險、低薪的工作時，這很可能

對他們的整體福祉和生活品質造成嚴重的後果。 
 
有關平台為勞工賦權或剝削勞工的程度，相關辯

論爭議不休，且目前在歐盟，有一些關於平台工

作者地位的法院案件正在進行中 (Eurofound, 
2018b)。在平台的相關論述中，有許多將平台描

述為能夠增強創業的能力，讓勞工對於自己的工

作地點和時間安排擁有更大的自主性，因此有助

於工作與生活平衡(ILO, 2018a; 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大部分的平台慣常地將員工歸類為自雇者

或「獨立承攬人」，他們要對自己工作的關鍵面

向負責(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在實務上，聚焦

於某些服務(例如個人運送或點擊工作)的平台，

普遍採行對勞工剝奪權利並限制其自主性的做法

(ILO, 2018a)。在此處，有關創業的論述可被視為

降低勞動力相關成本的策略(De Stefano, 2016; 海
外發展研究所, 2019)；將平台工作者歸類為自雇

者，可以將許多工作相關風險(及降低風險成本)
轉嫁給勞工，並讓他們無法享有重要的工作和社

會保障 (De Stefano, 2016; 海外發展研究所 , 
2019)。 
 
許多辯論忽視了以下事實：由於平台工作存在著

性別化的就業型態，且某些工作和社會保障(例如

親職假)對性別平等有著重要涵義，平台做法很可

能以不同方式影響著男女。本節剩餘部分將簡要

地檢視與以下事項有關的平台做法所產生的性別

化結果： 
 平台工作者的工作安全性及自主性； 
 不公平待遇、騷擾和工作； 
 平台工作者取得社會保障； 
 勞工的集體代表性。 
 
限制勞工自主性的平台做法可能降低女性的

參與度 
 
平台工作可能是增加女性參與勞動力的一個機會

(De Stefano, 2016; 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從工

作地點和時間排程來看，平台工作可為勞工提供

相當大的自主性，包括可自由選擇他們要執行哪

些任務、工作時間，以及如何安排和執行工作

(Eurofound, 2018b)。這尤其能使女性受益，支持

她們兼顧工作與不成比例的照護和家庭責任。 
 

然而，視提供的服務類型以及個別平台的工作管

理實務而定，平台工作的自主性和彈性有相當大

差異(Eurofound, 2018b; ILO, 2018a)。在不同類型

的服務和平台，男女工作者的人數有差異(參照第

9.2.2小節)，他們的自主程度也可能不同。舉例而

言，在與有較高自主性有關的平台服務提供，例

如軟體開發，目前以男性居大多數，其他勞工很

可能面臨低薪工作/ 缺乏薪資保障，且工作自主性

有限。這很可能會讓有重大照護和家庭責任的人

處於不利地位，且很可能產生負面的結果，尤其

是女性的參與度。 
 
以下提供一些例子，更能清楚說明不同類型的平

台工作在工作自主性方面的差異，及其性別化的

涵義。 
 
視特定平台設計的特徵而定，各平台對工作排程

和工作實務的控制有著顯著的差異。舉例而言，

用來管理勞動力的演算法決定了工作者必須尋找

工作還是顧客必須尋找工作者、顧客和工作者可

設定執行工作時間表的程度，以及顧客拒絕不良

品質工作的能力(Eurofound, 2018b)。 
 
在線上與在現場執行的服務有著重大區別。在線

上執行的大部分平台工作(91)，例如翻譯或軟體開

發，在工作時間和地點方面可以有較高度的彈性

和控制權(Eurofound, 2018b)。諸如叫車或私人和

家務服務等現場工作，通常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工

作排程彈性，但工作地點是由顧客決定。 
 
在涉及複雜任務的高技能服務，(例如由男性主導

的軟體開發)，往往會有較高的自主性。對於提供

低技能、高度標準化服務的工作者，工作自主性

很可能是天方夜譚(Eurofound, 2019; ILO, 2018a; 
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尤其是仰賴平台工作作

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工作者。在後者，平台鼓勵的

工作型態往往不能妥善地兼顧照護和家庭責任

(ILO, 2018a; Smorto, 2018)，例如冗長或非常態的

工作時間、在嚴苛的時間和地點從事高強度的工

作，以及必須能夠立即執行非定時的工作 (De 
Stefano, 2016; 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 
 
低技能服務平台工作的自主性有限，會因為低薪

工作和薪資保障而加劇，這讓工作者更沒有能力

抵抗平台加諸於他們工作的控制 (ILO, 2018a, 
2018c)。平台通常會保留工作者工作取得的控制

 
91 除了比方說在主要以為任務為主的平台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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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在某些案例，甚至控制價格設定，至少有些

平台不會猶豫使用這種方法來當作影響工作者行

為的有效工具(ILO, 2018a; Smorto, 2018)。舉例而

言，酬勞及工作取得可能取決於是否達到意欲的

結果，且這些結果是由用來監測工作者的工具來

衡量，例如顧客評比或關鍵績效標準(De Stefano, 
2016; ILO, 2018a; 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 

 
限制勞工自主性的平台做法所造成的性別化結果 
 
第一個例子：Uber等叫車平台經常對他們的工作者施加相當的控制，以確保它們可以立即為

客戶提供服務。這些平台普遍會保留設定搭乘價格的權力，且可能對尖峰時段和地點施加高

價格，利用這種方法來影響工作者的駕駛型態(ILO, 2018a)。在某些案例，這些平台使用工

作者監測系統來促進駕駛人的立即可用性：拒絕或取消搭乘請求的駕駛人可能面臨停用的風

險(即失業)。在其他案例，這些平台鼓勵駕駛人在平台上提供較長時間的可用性(例如對於一

天達到一定趟數給予獎勵)，即使這會導致較長的等候搭乘時間(無酬)。 
 
性別化的結果。這些做法不利於將(工資良好)的叫車工作與照護責任結合在一起的就業者，

且可能有助於解釋叫車服務的酬勞性別落差(Cook等人, 2018)和就業差距(Huws等人, 2019; 
JRC, 2018)。 
 
第二個例子：從工作時間表及地點來看，以小型線上任務為主的平台(點擊工作，例如在

Amazon Mechanical Turk中的工作)較可能給予工作者較多的自主性，但這些平台仍然會採行

對工作時間較長、不中斷且一經請求即可提供服務的工作者較有利的做法(Adams與Berg, 
2017)。這些平台通常會蒐集來自客戶的線上任務，並邀請工作者競標。這些任務經常需要

很快完成，且要在適合客戶的時間張貼，因此工作者必須花無酬的時間搜尋任務，一旦有工

作，他們必須快速競標(ILO, 2018c)。平台有時會監測工作者是否不間斷地工作，例如對工

作者的螢幕畫面截圖，或記錄點擊按鍵和滑鼠的次數(ILO, 2018a)。 
 
性別化的結果。這種工作型態不適合希望將平台工作與照護責任結合的女性，且很可能造成

酬勞性別落差(Adams與Berg, 2017)。 
 
平台工作者在某些背景中可能面臨歧視和騷

擾 
在高度多樣化的平台經濟中，工作相關歧視是個

複雜、多面向的主題，其結果經常在很大程度上

需視提供的服務類型及特定平台的勞動作法而

定。儘管如此，根據已有的文獻，仍可看出部分

概略的重點，後文將探討這些重點，但我們未打

算全面檢視這些重點，而是說明平台工作如何助

長或抑制性別或其他理由的歧視。 
 
首先，平台工作對適用歐盟的性別平等及不歧視

的法律造成挑戰，使得平台工作者很難證明歧視

是基於性別或其他理由，主要是因為工作被分解

成不定時為不同客戶執行的小任務，(Countouris
與Ratti, 2018)，因此在處理歧視主張時，這樣的

零碎化會很難辨識類似的工作者或歧視來源(92)。 

 
92 國際勞工組織新的《第190號暴力與騷擾公約》的範圍比職場廣泛許多，涵

蓋比方說個人與顧客的交易。這些也是《商品與服務指令》（歐盟理事會指令

2004/113/EC）的反騷擾規定涵蓋的範圍。授權會員國批准這項公約的過程目

第二，有些平台工作讓工作者與客戶在虛擬的場

景中匿名互動，這有助於降低基於性別或種族等

個 別 工 作 者 特 徵 的 歧 視 (De Stefano, 2016; 
Eurofound, 2019)。然而，許多平台會定期在線上

刊登工作者的個人資訊，包括姓名、年齡、性別

和照片。當這些資訊可取得時，人們可能會根據

其個人對性別、種族或其他立場的偏見來做出決

定(Rosenblat等人, 2017; Schoenbaum, 2016)。舉例

而言，一項針對美國的研究發現，在Airbnb民宿

出租平台上，具有亞裔背景的民宿主所賺取的酬

勞比白人民宿主少20%。在某些案例，平台甚至

可能透過設計來促進或執行某些具歧視性的選

擇，並使用性別歧視的廣告。舉例而言，Lyft一
開始是僅為女性提供共乘服務的平台，到了2014
年，Uber「 在法國推出了與『Avions de Chasse』
(即「辣妹」司機)共乘的宣傳，並使用『誰說女 
 

 
前正在歐盟理事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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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知道怎麼開車？』的標語」(Schoenbaum, 
2016)。 
 
第3，平台經常使用信譽系統(例如顧客評比)來鼓

勵勞工負責任，並告知顧客有諸多選擇(Rosenblat
等人, 2017)，但這些實際上可能變成顧客偏見的

一種工具。研究已發現，在線上市集(Ayres等人, 
2015; Doleac與 Stein, 2013)、經理人績效評估

(Castilla, 2008; Elvira與Town, 2001)、教師線上評

量(Mitchell與Martin, 2018)以及雇用決定(Uhlmann
與Silberzahn, 2014)的脈絡中存在著性別和種族偏

見。這些偏見可能也潛入平台工作者的顧客評比

中(Rosenblat等人, 2017)，而這可能使工作者因為

他們的性別、種族及/或其他特徵而蒙受不利。在

某些平台，工作者沒有能力辯駁顧客的評比，因

為信譽系統僅適用於工作者，不可能指出有問題

的顧客行為，且顧客的評比會直接影響工作者是

否能繼續使用平台(例如Uber)，及/或他們的酬勞

(例如修繕平台Handy(93))，這種情況尤其令人憂

心。舉例而言，Uber採用的駕駛人評比系統可以

讓顧客「直接主張他們的偏好和偏見，但一般公

司行號被禁止直接這麼做。事實上，[有些平台] 
可以讓偏見持續存在，而不必對這種情況負責，

因為這些平台開除特定司機或讓特定司機『不能

提供服務』的理由可能源自於大量的個人評比，

而這些評比的歧視特性目前無法被公司以外的研

究人員證實或監督」(Rosenblat等人, 2017, p. 8)。 
 
最後，在某些類型的平台工作，例如共乘和住家

出租，性騷擾和性別暴力的問題相當普遍，這也

已引發嚴重的顧慮(參照第9.3.2小節)。除了對受

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立即的影響外，這很可能對

勞動力市場產生更廣泛的後果。舉例而言，近期

一項對美國的Uber司機所做的大規模研究顯示，

女性司機較不願意在高犯罪率以及有較多飲酒場

所的地區駕駛，而這促成了叫車服務的酬勞性別

落差(Cook等人, 2018)。 
 
 
 
 
 
 

 
93 例如參照Handy上的酬勞系統

（https://prohelp.handy.com/hc/en-us/articles/217290407-Payment-tiers）。 

 
平台工作者經常無法取得重要的社會和工作

保障，包括親職假。 
許多平台工作者的工作有著零碎化的本質，加上

他們的自雇/獨立承攬人地位，造成他們無法取得

重要的社會和工作保障。雖然各會員國規定的資

格相當不同，但有相當大比例的平台工作者幾乎

或完全無法取得生病和健康照護福利、失業福

利、有酬放假權利、工作相關意外和疾病的保

險、老年和身心障礙福利，以及生育和親職福利

(Eurofound, 2018d; 歐盟執委會, 2019a; ILO, 2018c; 
海外發展研究所, 2019)。 
 
如果平台工作者只有平台工作，而沒有其他讓他

們可取得社會和工作保障的工作，這尤其是問

題。關於平台工作作為唯一就業來源，雖然沒有

綜合的性別隔離資料，但有此情況的女性人數很

可能比男性多。舉例而言，相較於女性，透過平

台提供線上服務的男性比較可能是為了補充其他

工作的收入而這麼做(Adams與Berg, 2017)。有相

當多的平台工作者是透過傳統經濟中的主要工作

來確保獲得社會保障，但是根據觀察，女性獲得

的社會保險範圍比男性少(Behrendt等人, 2019)。 
 
無法取得與子女出生和兒童照護有關的社會保

障，有著特別強烈的性別涵義，因為這限制了女

性繼續就業的能力，且無法較平等地分擔無酬照

護責任。根據歐盟執委會的一項調查(2015)，在

15–49歲的自雇女性當中，只有約半數有權享有生

育福利。EIGE針對親職假資格性所做的研究

(EIGE, 2020c)同樣發現，在部分會員國，自雇者

或無穩定雇用關係的人無法獲得親職假。取得某

些其他服務也很可能有性別化的面向。舉例而

言，無法取得老年和身心障礙福利的女性尤其可

能具問題，因為她們較可能活得較久，因此會有

較多年跟身心障礙者生活在一起(EIGE, 2020a)。 

https://prohelp.handy.com/hc/en-us/articles/217290407-Payment-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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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工作者不太能取得某些類型的社會保障的問題，例如支薪病假或失業福利，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已浮上檯面(94)。在本報告撰寫時，這場疫情對平台工作者的衝擊相關資料
(95)尚未按性別區隔，因此無法比較缺乏社會保障如何影響這個部門的男女。 
 
這種情況很可能很艱難，尤其是對仰賴平台工作作為他們唯一就業來源的勞工(如前文所

述，在這群人中，女性的人數可能多出許多)，以及受到各種隔離和封鎖要求造成的工作

停擺所影響的人(例如男性主導的叫車服務，但也有些女性主導的家務服務)。媒體報告

顯示，由於缺乏法定的支薪病假，這些勞工經常要在失去攸關生存的收入或讓自己和他

人暴露於健康風險之間做出極端困難的選擇(96)。初步的證據顯示，平台採行來保障工作

者的措施很有限。舉例而言，在Fairwork調查的120個平台當中，只有5個平台為新冠肺

炎損失所得的人引進特定形式的財務補償(97)。早先的證據也指出，平台工作者經常無法

獲得政府的收入支援計畫(98)。這凸顯了歐盟近期特定政策行動的重要性，例如採行歐盟

理事會為工作者和自雇者取得社會保障的建議。 
 
 
平台工作者的集體代表性薄弱可能增加酬勞

性別不平等 
工會代表平台工作者的程度大體上是薄弱的，雖

然現在在歐盟層級，已有一些工會代表或支持平

台工作者的例子( 99)(Eurofound, 2018d)( 100)。較不

正式的勞工組織行動似乎普遍許多(Eurofound, 
2018d; ILO, 2018a)(101)。平台工作者加入或組織

工會的關鍵障礙之一是他們是自雇者，因此在某

些 管 轄 區 沒 有 集 體 協 商 的 權 利 (Eurofound, 
2018d)。另一個問題是平台工作的零碎化結構，

這經常需要仰賴獨立的工作者，但這些工作者之

間 的 溝 通 非 常 有 限 (Eurofound, 2018d; ILO, 
2018a)。最後，缺乏工作保障很可能抑制工作者 
 

成立組織的努力，因為平台往往保留不需理由終

止工作者進入平台的權利(Eurofound, 2018d;  ILO, 
2018a)。 
 
平台工作者的工會保障低，很可能導致性別化的

結果，例如在薪資方面，這是因為在提到薪資

時，女性在需要個別協商的情況中大體上比較弱

勢 (參照第9.2.5小節 )(Barzilay, 2018; Barzilay與
Ben-David, 2016; Piasna與Drahokoupil, 2017)。工

作者缺乏代表，也可能使得抗拒平台剝削的做法

變得更困難，這些做法限制了工作者的自主性和

彈性(ILO, 2018a)，而這反過來會使得平台工作對

於有重大照護責任的人(大部分是女性)更不具吸

引力。 
 
 

 
94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article/2020/coronavirus-highlights-sick-pay-void-for-platform-workers 
9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gig-workers-hardest-hit-coronavirus-pandemic/ 
96 例如參照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mar/25/uber-lyft-gig-economy-coronavirus, https://www.theguardian. com/world/2020/mar/16/coronavirus-
unions-attack-paltry-sick-pay-for-self-isolating-couriers 及https://www.wired.com/story/covid-19-pandemic-aggravates-disputes-gig-work/。 
97 https://www.transformationalupskilling.org/post/the-gig-economy-and-covid-19-fairwork-report-on-platform-policies 
98 https://voxeu.org/article/covid-19-inequality-and-gig-economy-workers 
99 欲獲知更詳細的各項行動，請參照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platform-economy/initiatives#organisingworkers。 
100 關於眾包工作者工會的範例列表，請參照http://faircrowd.work/unions-for-crowdworkers/。 
101 舉例而言，在某些平台上（例如Amazon Mechanical Turk及Uber），工作者可使用線上論壇和社群網路族群，彼此交談、支持和分享資訊，成立工作者領導

的組織來促進工作者的權利，並在線上抗議平台政策和進行罷工（經常是提供轎車和食物快遞服務的工作者）。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article/2020/coronavirus-highlights-sick-pay-void-for-platform-worker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gig-workers-hardest-hit-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mar/25/uber-lyft-gig-economy-coronavir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16/coronavirus-unions-attack-paltry-sick-pay-for-self-isolating-courier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16/coronavirus-unions-attack-paltry-sick-pay-for-self-isolating-courier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16/coronavirus-unions-attack-paltry-sick-pay-for-self-isolating-couriers
http://www.wired.com/story/covid
http://www.wired.com/story/covid
https://www.transformationalupskilling.org/post/the-gig-economy-and-covid-19-fairwork-report-on-platform-policies
https://voxeu.org/article/covid-19-inequality-and-gig-economy-workers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data/platform-economy/initiatives#organisingworkers
http://faircrowd.work/unions-for-crowdworkers/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主題焦點 

 

 

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 —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90 

 

 
 

在照護部門的平台工作：機會與挑戰 
 
照護部門的平台工作可能為某些照護工作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事實上，

平台扮演著仲介者的角色，能夠更有效率地配合需求與供給，減小地理距離，並讓雙方選擇

有彈性的工作安排（Trojansky, 2020）。平台工作給予新的機會以提供居家照護，這已成為

歐盟「去機構化」過程的優先項目（EIGE, 2020e）。然而同時，單單平台本身無法解決照

護專業人員的弱勢，或適當地解決他們的不利工作條件（Ticona與Mateescu, 2018b）。 
 
透過平台仲介的照護服務通常是由中等技能的工作者的執行，他們經常是被使用者以手動方

式來挑選，而非完全透過演算法與使用者媒合（Eurofound, 2018b）。因此，平台提供照護

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仲介服務，取代了非線上的機構（例如褓姆機構），並降低交易成本

（Nurvala, 2015）。相較於典型的快速一次性互動（例如食物遞送服務），這讓照護者與尋

求照護者隨著時間可建立更緊密的私人關係（Trojansky, 2020）。透過平台提供照護的勞動

力，其組成分子反映了整體照護產業是由女性主導的產業（Eurofound, 2018b; Schwellnus等
人, 2019）。 
 
透過平台提供照護服務與大部分透過平台的其他類型服務之間最明顯的差異是照護產業本

身，這個產業有著許多普遍的現象，包括非常規的雇用、非正式且危險的工作安排、工作負

荷重及薪資低。勞動者主要是女性，且大部分是有移民背景且經常缺乏合法證件的女性

（Trojansky, 2020）。在其他類型的平台工作觀察到被剝奪社會和就業保障的情況，並不像

透過平台仲介的照護服務那樣嚴重。事實上，平台可以引進工作正式化和標準酬勞支付程

序，並為照護工作者增加市場能見度（Ticona與Mateescu, 2018b）102。因此，照護部門的數

位工作型態破壞了先前公平的工作安排，以及較高的勞工保障標準，而這個新工作典範可望

改善照護提供者與其他某些部門（例如運送和食物快遞）形成強烈對比的工作條件和酬勞

（Trojansky, 2020）。 
 
這種正面轉型的潛在性有些重大限制。從提高薪資和就業正式化的角度來看，平台提供的改

善機會並不能抵消風險。由於缺乏穩定的雇主和社會保障（歸因於工作者的自雇地位），極

端的工作彈性很容易演變成不確定性（Eurofound, 2018b）。這些風險因為照護工作者是弱

勢族群的事實而加劇，這個族群主要是移民女性，她們獲得的薪資低，幾乎或完全沒有受到

社會認同，且肩負著沉重的工作負荷。雖然平台可能為這些工作者帶來某些改善，但不太可

能改變這個部門整體剝削廉價勞工的普遍現象（Ticona與Mateescu, 2018b）。 
 

 
102 EIGE即將發表的出版品也探討了這個主題。參照https://eige.europa.eu/about/projects/gender-inequalities- unpaid-care-work-and-labour-market-eu。 

https://eige.europa.eu/about/projects/gender-inequalities-unpaid-care-work-and-labour-market-eu
https://eige.europa.eu/about/projects/gender-inequalities-unpaid-care-work-and-labour-marke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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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數位化以及工作與生活平衡 
 
透過使用行動裝置、工作流程數位化以及線上通

訊，人們的工作地點和時間可以有較大的彈性。

有彈性的工作安排通常與員工可以工作的數量、

時間和地點有關 (Eurofound, 2017b; Laundon與
Williams, 2018)。 
 
人們通常認為，工作時間和地點有彈性，可以讓

工作更配合家務和家庭責任(Eurofound, 2020c)，
事實上有證據證明，使用ICT(智慧型手機、平板

電腦、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在雇主的場地

外工作有助於促進更妥善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勞

工表示通勤時間縮短、工作時間自主性較大、工

作時間彈性較大、生產力提升，且改善了整體的

工作與生活平衡(Eurofound及ILO, 2017)。有證據

顯示，使用彈性工時和遠距工作的母親，在子女

出生後工作時數減少的可能性較低(Chung與Van 
der Horst, 2018)。 
 
歐盟執委會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於2019年採

行)認為，對於父母和照護者而言，有彈性的工

作安排是調和工作與生活的關鍵工具之一，且有

助於達成勞動力市場的男女平衡。2019年性別平

等指數顯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困難性與性別不平

等有密切關聯，而有彈性的工作安排可以增加性

別平等機會(EIGE, 2019b)。已經確定的是，時間

領域(衡量從事照護和社交活動的性別平等)的分

數與某些彈性工作安排的可取得性之間存在著強

烈的關聯性，例如女性安排自己工作時間的能

力。 
 
然而，彈性工作以及工作與生活平衡之間的關係

並非是無法不證自明的(Chung與Van der Lippe, 
2018)。使用ICT和遠距工作的影響取決於工作如

何執行：雖然相較於總是在雇主的場地工作的 
 
 

人，常態的在家遠距工作者擁有較佳的工作與生活

平衡，但高度行動工作者(非常廣泛使用科技，且沒

有固定的工作場所)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是較差的。對

於有家庭責任的父母或其他人來說，偶爾有遠距工

作的機會尤其有利(Eurofound, 2020c)。 
 
只有在某些條件下(例如在可取得兒童照護服務

時)，使用科技才能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但這附帶

了重大的缺點和風險。視彈性的類型以及員工對其

工作安排的控制而定，有彈性且非標準的工作安排

可能造成負面影響(EIGE, 2018d)。某些研究顯示，

在家工作導致更多工作與家庭的衝突(Chung與Van 
der Lippe, 2018) ， 也 經 常 會 需 要 超 時 工 作

(Eurofound, 2018e)。有些證據顯示，在家工作以及

彈性工作時間表對單身者較有效益，但對於有子女

的家庭並非如此(Ten Brummelhuis與Van Der Lippe, 
2010)。彈性工作安排對工作與生活平衡會造成高度

性別化的影響(Chung與Van der Lippe, 2018)，實際

使用彈性工作安排也是。舉例而言，相較於男性伴

侶，有更多女性會為了結合工作與家庭需求而從事

常態的在家遠距工作(Eurofound, 2020c)，但儘管女

性也從事有酬工作，這想必會使得女性承擔不成比

例的家務工作(參照第5章「時間領域」)。 
 
本節的剩餘部分將探討科技帶來的彈性是支持還是

破壞勞工的工作與生活平衡，且同樣會聚焦於科技

在其中扮演特別重要角色的ICT部門和平台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導致的檢疫措施製造了一場自然實驗，人們在其中探索了大規模遠距工作的限

制。到2020年4月，35%的男性及39%的女性已因為這場疫情而開始在家工作，而之前只有11%的

男性及10%的女性這麼做。在較年輕的女性（18–34歲），有多達50%開始在家工作（相較之下，

這個年齡族群有37%的男性這麼做）（Eurofound, 2020b）。這種情況證明了科技有著尚未被利用

的潛力，且這樣的安排對於工作與生活平衡有著諸多限制。舉例而言，在家工作加上在家上學以

及兒童照護設施關閉，已經對有子女的家庭造成更嚴重的工作與生活衝突（Eurofound, 2020b）（

Eurofound, 2020b）。顯然地，在家工作並不是解決兒童照護短缺的永續解決方法，且未去除對其

他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的需求。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主題焦點 

 

 

92 歐盟性別平等局 

 

 
 
在ICT部門有著高度彈性與自主性，但也造成

了更多工作與生活的外溢效應 
 
科技促成的彈性要能夠支持工作與生活平衡，首

要條件是勞工必須有自主性，且必須能控制他們

的工作時間和地點。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希望讓

勞工有權「為調整工作型態而請求有彈性的工作

安排，包括盡可能時使用遠距工作安排、有彈性

的工作時間表，或減少工作時數，以便提供照

護」。換言之，這項指令呼籲讓員工而非雇主來

控制工作彈性。 
 
在ICT部門，數位化提供了最大的彈性工作時間和

地點的機會(參照第9.2.3小節)。儘管有前述的平

均彈性以及對工作時間的控制，ICT部門的男女對

於工作時數與其他責任之間的配合滿意度，僅比

其他部門稍高：在ICT部門有87%的女性及84%的

男性認為他們的工作時數與他們在工作以外的家

庭或社交投入配合良好或非常良好，這只比其他

受雇男女高一點(後者分別是84%與79%)。 
 
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科技使用模糊了工作與私

人生活的界線。在過去，工作與生活之間存在著

時間和實體界線(McCloskey, 2016)，但數位科技

如今已締造了持續在線上且隨時待命的可能性和

期待。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能製造高度的下班後待 
 

 
命壓力(Ninaus等人, 2015)，造成心理上很難分離

自己的時間與工作(Mellner, 2016)，且會對工作與

生活平衡以及壓力程度造成負面影響 (Harris, 
2014)。當他們在家從事遠距工作時，家庭成員可

能對他們做出個人要求(McCloskey, 2016)，這增

加了同時進行多個任務的需求，且模糊了界限

(Glavin 與 Schieman, 2012; Schieman 與 Young, 
2010)。 
 
相關資料顯示，相較於男性ICT同儕或其他部門的

女性，在ICT部門工作的女性較常感受到這個外溢

效應，雖然差異並不明顯(圖49)。這些差距可能

有好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可能是ICT女性 – 如同在

其他經濟部門的女性 – 是家務和家庭照護的主要

負責者。當在家從事遠距工作時，或者必須持續

為工作待命時，這種雙重負擔可能特別具挑戰

性。然而，相較於在其他部門的男性，對於從事

ICT工作的男性，外溢效應是較小的。有些研究指

出，女性在家工作(或選擇成為自雇者)的動機是

要獲得較高的彈性和自主性，以便較能同時顧及

工作和家庭責任，而男性表示的動機與勞動力市

場和工作有關(Hilbrecht等人, 2017)。女性時間容

易變得零碎，且休閒時間與無酬照護之間的界線

模糊，造成混淆(休閒時間有子女在旁)和零碎化

(中斷休閒時間以便照顧子女)等現象(歐洲議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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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2015年歐盟員工(20–64歲)經常感知工作外溢到住家和家庭的百分比(按職業類別和性別區分) 

 
 
較引人注意的是，在ICT部門工作的女性感覺到的

外溢效僅高一點，這是因為她們平均而言比在其

他部門工作的女性年輕，且每日或每週的兒童照

護責任較少。在2015年，ICT部門有34%的女性和

28%的男性每天照顧子女，相較之下，其他部門

的女性和男性分別是42%和25%(103)。相關研究顯

示，從事ICT工作的年輕世代女性可能較晚有子

女，且從事較高薪工作或有非標準工作契約的女

性大體上較普遍延後成為母親(EIGE, 2018d)。 
 
有好幾項研究已證明，彈性工作導致了工作範圍

擴張(Chung與Van der Lippe, 2018)。數位化可能促

成整體工作要求強度增高以及過勞(Peña-Casas等
人, 2018)，自我管理也是：顯然有著高度自主性

的勞工工作超過自己的極限、經歷過勞和倦怠，

且嚴重危害自己的健康和私人關係(Pérez-Zapata等
人, 2016)。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經歷工作相關的過

勞倦怠，而且當她們有這種經歷時，她們會感到

更多的情緒耗竭，而男性易於因為自我感喪失(在
心理上與客戶和同事疏離)而感到倦怠(Purvanova
與Muros, 2010)。從事男性主導的工作可能對女性

增加整體的壓力，原因包括身為女性和照護者，

從事男性主導的職業會與性別角色期待相衝突。

女性的工作要求與外界對她們性別角色的期待不

一致，可能導致重大的角色衝突 (Purvanova與
Muros, 2010)。 

 
103 EIGE為20–64歲的族群所為的計算、EWCS 2015。 

某些形式的平台工作可增進或破壞工作與生

活平衡 
 
雖然各平台在設計以及賦予工作者的自主性方面

有顯著差異，但相較於員工的「常規」工作，平

台經常有著較高彈性和自主性的特徵。事實上，

可選擇在何時何地工作的彈性，是接受平台工作

最明顯的理由(JRC, 2018)。舉例而言，女性較可

能因為很難離家工作而透過平台執行線上工作，

而男性則較可能為了補充其他工作的收入而這麼

做(Adams與Berg,  2017)。在跨5個英語微任務平

台工作的人當中，有15%的女性和5%的男性表示

他們因為照護責任而只能在家工作(ILO, 2018c)。
每5個女性當中就有1個有5歲以下的子女，而有

30%的女性和10%的男性平台工作者在接受平台

工作之前會先從事照護活動。平台工作的彈性讓

人有機會接受特定工作，並兼顧子女照護及其他

照護責任。 
 

 
 
如第9.2.3小節所討論，各平台在賦予工作者的自

我只能在家工作，因為我的先生一整天都
在外面工作，因此我必須照顧我的孩子和
家庭。 
(義大利CrowdFlower平台上的應答者) 

資料來源：ILO(2018c) 

ICT女性 ICT男性 其他女性 其他男性 
資料來源：EIGE根據EWCS 2015年的微資料所為的計算（Q45：「您在過去12個月多常…？」）。 

當您不在工作時卻一直擔心工作 在下班後做一些必須完成的家務會

感覺太累 
發現您的工作讓您無法擁有您想要

付出給家庭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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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方面有顯著差異。勞工對自己的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及工作安排能控制的程度，是他們工作

與生活平衡的關鍵。舉例而言，提供某些服務的

平台(例如叫車或點擊工作)經常採行限制工作者

自主性和彈性的做法，尤其是對仰賴平台工作為

主要收入來源的工作者(Eurofound, 2018b; ILO, 
2018a)。以雇主為主的彈性 – 由平台或客戶掌控 – 
製造了無法預測且不可靠的時間表，工作者經常

需要花大量的無酬時間搜尋工作，且必須在受到

請求時即可工作(Eurofound, 2018b; ILO, 2018a)，
這會破壞工作與生活平衡(Ropponen等人, 2019)。
事實已證明，女性尤其會因為以雇主為主的時間

表所製造的工作與生活外溢效益增加而蒙受不利

(Lott, 2018)，這會對工作時間品質造成負面影

響，並增加壓力程度(Eurofound, 2019)。在歐洲社

會權利支柱宣佈後接著推出的 ( 歐盟 ) 指令

2019/1152(歐洲議會, 2019a)規定了透明且可預測

的工作條件，其中聲明(除其他事項外)，如工作

者的工作時間表非常難以預測(例如一經要求即應

執行的工作)，在要進行工作時必須給予合理通

知。 
 

 
 
女性經常在無酬的照護工作外從事平台工作，這

樣的安排可能有助於工作與生活平衡，但也可能

造成挑戰。雖然平台工作提供了在照護和其他責

任外的時間從事工作的機會，但高度彈性的時間

表可能需要複雜的準備，包括通勤、事先談好的

約定，或為兒童安排在特定時間的照護，且事前

通知的時間經常很短。對隨時待命的工作者而

言，安排、規劃時間和提供兒童照護會讓工作與

家庭責任的協調變得更難維持 (Cherry, 2010; 
Harris, 2009)。同時，零碎且偶爾有的工作可能會

讓無酬和有酬工作的性別隔離持續存在，而不是

對這種安排產生疑問或質疑。 
 
平台工作並非有酬和無酬工作性別不平等的

系統性解決方案 
 
雖然沒有時間限制或工作時間和安排相關規定的

完全自主性，讓平台工作聽起來很吸引人，但這

種自由的不利面製造了一種「自主性悖論」

(Huws 等 人 , 1996; Pérez-Zapata 等 人 , 2016; 
Shevchuk等人, 2019)。高度的自主性和彈性經常

導致無社交生活的工作時間 (Ropponen 等人 , 
2019)。平台工作者經常在無法從事社交活動的時

間(夜間、夜晚或週末)工作，以賺取更多收入、

配合在不同時區的客戶時間偏好，或達到工作與

生活平衡挑戰(ILO, 2018c)。 
 
同樣的悖論也適用於自由撰稿人以及大部分的獨

立承攬人，且在平台工作出現許久之前就有人提

出(Huws等人, 1996)。自雇的翻譯人員看似有完全

的自主性，但他們發現他們實際上對他們的工作

流程幾乎或完全沒有控制，而且他們的工作時間

是由外界驅動的，亦即必須符合客戶規定的截止

期限(Huws等人, 1996)。在2017年，翻譯是最由女

性主導的平台工作領域之一( JRC, 2018)。 
 
有證據顯示，工作安排的完全自主性會導致最高

程度的工作外溢到家庭效應，甚至比固定且完全

無彈性的時間表還高。男性尤其是如此，這主要

是因為當男性有工作時間自主性時，他們超時工

作的時間會再增加(Chung與Van der Lippe, 2018)。
人們可能為自己設定不切實際的工作時間表，導

致增加工作負荷，且最終對工作與生活平衡、健

康及福祉產生負面結果(Ropponen等人, 2019)。工

作時間與恢復健康的休閒時間和睡眠之間有關連

性。將工作與休閒時間分開，能夠在休閒期間離

開工作，這對於恢復健康很重要，尤其是當勞工

在高壓下工作(Ropponen等人, 2019)。 
 
 
國際勞工組織曾對透過平台執行線上任務的工作

者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年幼子女(0–5歲)的女性

平均每週約花19.7小時在平台上工作，而有年幼

子女的男性則花30個小時以上。在這些女性當

中，有36%在夜間(晚上10點到早上5點)工作，而

有65%在傍晚工作(傍晚6點到晚上10點)；在有年

幼子女的女性當中，有14%表示每個月會有15天
以上在夜間工作超過2小時(ILO, 2018c)。在傍晚/
夜間工作的母親比例低於大部分的平台工作者。 

我覺得我可以控制工作，但我完全無法控制
何時會有工作。 

資料來源：ILO(2018c) 

我沒有真正能夠休息的時間。我不知道假日

的意義是什麼。 ... 我在旅行時也得工作。實

際的情況是，當你有了固定的客戶，你會需

要做所有事情來留住他們，如果你不立刻回

應他們的電子郵件，你可能很容易就失去他

們。誠實說來，這相當殘酷。 
資料來源：Huws等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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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平台工作可以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尤其是

對父母、其他照護者，或在完全參與傳統勞動力

市場上面臨其他障礙的人，但我們需要確保這不

會使勞動力市場進一步二極化，並使得這些族群

的人邊緣化，將他們推向更危險的工作。它不能

被視為適當支持照護者的替代方案，或解決男女

照護工作分配不平均的方法。必須指出的是，這

些安排雖然受到某些人偏好，且對他們是有利

的，但可能強化勞動力市場的性別不平衡和不平

等。有沉重照護及其他無酬工作負擔的女性，只

能在照護和家庭責任之外「承包一點外快工

作」，事實上，如果可取得適當的照顧服務，且

家庭的無酬工作能更平衡地分配，女性會因此受

益更多。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需要考量這一點，

並提供支持女性參與工作的綜合服務及措施，而

非仰賴女性從事零碎的工作，以便在無酬工作之

外賺取一些收入。 
 
9.2.5 ICT及平台工作的薪資性別落差 
 
儘管歐盟以及各會員國近期都採取了政策行動，

但薪資性別落差仍存在。在2018年，女性的平均

總每小時薪資比男性低 14.8%( 歐盟統計局 , 
2020)。薪資差距源自於各種因素的結合，包括職

業和部門隔離、兼職或臨時工作、性別成見和規

範、很難調和工作與私人生活、歧視、不透明的

薪資結構，以及低估女性工作與技能的價值(歐盟

執委會, 2009, 2018a, 2018g)。有些重大偏見是支

撐薪資差距的關鍵因素，例如在教育和勞動力市

場的水平和垂直隔離(EIGE, 2019c; 歐盟統計局, 
2018)。有相當大部分的薪資差距(約3分之1)是男

女在不同的經濟活動和職業中工作的事實所造成

(歐盟統計局, 2018)，因為那些由女性主導的活動

和職業經常薪資較低，且較不受重視。 
 
 
 
 
 
 
 
 
 
 
 
ICT部門的男女都享有高薪，但薪資性別落差

仍存在 

 
吸引女性從事高薪的ICT和STEM工作，被視為降

低薪資性別落差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EIGE, 
2019c)。這些男性主導的工作通常有著比歐盟勞

動力市場其他許多工作要高的薪資，包括需要同

樣高資格且女性較容易參與的工作，例如在健康

部門的工作(EIGE, 2018d)。在2015年，從事ICT工
作的男女的平均每月所得高於從事其他工作的男

女的平均所得(圖50)。在從事ICT工作的男性當

中，有70%的每月所得落在最前面2個所得5分位

數(在其他部門工作的男性是52%)，相較之下，從

事ICT工作的女性是54%(在其他部門工作的女性

是28%)(104)。 
 
儘管賺的錢比其他女性勞工多，ICT女性的每月所

得低於男性，這反映了男女平均工作時數的性別

差異、在ICT部門中的不同職位以及每小時薪資差

異。2014年在歐盟，ICT專業人士和技師的薪資性

別落差是11%，這是歐盟所有部門中最低的職業

薪資性別落差。(EIGE, 2019c)。除了愛爾蘭和捷

克，在所有其他會員國，STEM部門的薪資性別

落差比整體薪資差距低(EIGE, 2019c)。整體而

言，某些職業女性員工非常少，因此即使這些職

業的薪資性別落差較小，可能未必代表著性別平

等的機會，而是指出一般受雇的男女在教育資格

方面(因此在薪資方面)存在著重大差異。 
 
 
 
 
 
 
 
 
 
 
 
 
 
 
 
 
 
 
 

圖50：2015年歐盟在ICT及非ICT部門工作的男女

(20–64歲)的所得分佈(%) 

 
104 EIGE使用EWCS 2015年的資料所為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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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性別落差在平台工作環境中經常被複製 
 
一般人以為平台工作改善了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

機會，因此將有助於消除薪資性別落差和性別不

平等(Barzilay與Ben-David, 2016)。舉例而言，使

用性別盲演算法可望促進平等取得工作的機會，

以及更有彈性的工作安排，讓女性能夠承擔身為

員工和照護者的雙重角色(Barzilay與Ben-David, 
2016; Liang等人, 2018)。在美國的女性平台工作

者當中，有86%相信零工工作提供了賺取與男性

同儕相等報酬的機會(41%的女性零工工作者相信

傳統工作提供了這樣的機會)(Hyperwallet, 2017)。 
 
近期的研究顯示，平台經濟不是薪資性別落差的

解藥(Silbermann, 2020)。估計值各有不同，有研

究發現薪資差距的範圍從歐盟線上勞動力市場的

4%(每小時每人)(JRC, 2019b)到Uber的7%(Cook 等
人 , 2018) 以 及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

20%(Adams, 2020)。國際勞工組織在2017年針對5
個平台所做的一項研究呈現了一幅混合的圖像，

在其中一個平台(Microworkers)，女性的每小時報

酬率高於男性，在另一個平台(Clickworker)，男

女 的 報 酬 率 幾 乎 相 等 ， 其 他 平 台 (AMT 、

Crowdflower、Prolific)則有著5%到18%的薪資差

距(ILO, 2018c)。如同在傳統經濟中，性別薪資差

距小可能隱藏了一些不平衡，舉例而言，儘管女

性的教育程度或技能較高，她們的薪資仍較低。

有證據證明，薪資性別落差尤其會影響有年幼子

女的女性，特別是當她們的家庭責任影響了她們

規劃和完成線上工作的能力(Adams, 2020)。 
國際勞工組織(2018c)的研究解釋了構成平台工作

的有酬和無酬工作型態：搜尋任務、接受無酬的

資格測驗、研究客戶以減少詐欺的可能性以及撰

寫評論，還有無酬或被拒絕的任務，以及最終未

提交的任務。在典型的一個星期當中，男女大約

花6小時來從事無酬工作，但女性(平均而言)從事

有酬工作的時數(約16小時)比男性(接近20小時)少
(ILO, 2018c)。 
 
性別隔離及其他性別化的作法在平台上很普

遍 
視平台而定，薪資不平等可能是好幾個因素所造

成，包括有偏見的演算法和行為 – 包含工作者和

客戶2者，這些反映了傳統勞動力市場中更廣泛的

偏見。勞動力市場的隔離反映在平台工作中，男

女之間照護分配不平衡對女性造成的選擇限制高

於男性。平台本身以及各平台之間的性別隔離(參
照第9.2.2小節)持續存在，因為平台中有著非常強

烈的性別刻板印象，亦即女性較可能被挑選來從

事「女性型」的工作(寫作、翻譯)，而在有相等

資格的男性候選人時，女性較不可能被挑選來從

事「男性型」的工作(軟體開發)。 
 
有跡象顯示，顧客的評比 – 經常影響酬勞水平

(ILO, 2018c) – 可能存有種族和性別立場的歧視

(Rosenblat等人, 2017)，且經常偏好男性勝過女性

(Kim, 2018)。Hannák等人(2017)表示，工作者的

種族和性別影響著他們獲得的社會回饋，雖然這

個影響在每個平台上是不同的。在美國執行的一

項調查顯示，有3分之1的女性平台工作者採用中

性的使用者名稱來保持匿名(Hyperwallet, 2017)。
然而，有一個線上眾包工作平台不會向雇主揭露

工作者的性別，來自這個平台的資料顯示女性平

均 賺 得 的 酬 勞 是 男 性 的 82%(Adams 與 Berg, 
2017)，這表示雖然直接的性別歧視可能在薪資不

平等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其他因素也有影響。 
 
各項研究的結論經常是，女性從事平台工作的行

為和個人選擇是她們薪資不平等的原因(Liang等
人, 2018)。一項針對Uber所做的研究總結說，有

個事實可解釋男女經歷的薪資差距，那就是男性

開車比較快，因此每小時可完成較多趟的載客。

男性也較可能在較不安全的地區和時間載客，而

這可產生較高的費用(Cook等人, 2018)。年長的駕

駛人(60歲或以上)賺得的酬勞比30歲的駕駛人少

將近10%，這也可以用前述的類似理由來解釋

(Cook等人, 2018)。在平台工作者自己設定酬勞的

情況，女性易於設定較低的費率 (Barzilay 與

Ben-David, 2016; Liang等人, 2018)，且一般而言會

ICT 
女性 男性 

非ICT 
女性 男性 

第一個五分位數 第二個五分位數 第三個五分位數 
第四個五分位數 第五個五分位數 

資料來源：EIGE使用EWCS的資料所為的計算(EIGE, 2018d)。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主題焦點 

 

 

2020年性別平等指數 —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97 

 
 

接受酬勞較低的工作(Foong等人, 2018)。雖然目

前尚無法從可取得的研究完全釐清原因，但除了

有關報酬的性別化期待(包括工作者和雇主)外，

這是女性較不願意協商薪資的結果 (Piasna與
Drahokoupil, 2017)。 
 
薪資較低的解釋不能僅歸因於個人行為。無酬工

作和照護責任的性別分配存在著結構化的偏見，

這限制了大部分女性勞動力市場中的選擇，包括

與平台工作有關的選擇。舉例而言，女性似乎較

沒有能力選擇時間較長、較複雜的任務 – 其中有

些需要安靜的工作環境，因為她們會被年幼子女

或其他成年家庭成員中斷工作 (Adams與Berg, 
2017)。平台可能偏好將工作分配給評比較高的

人，這限制了評比較低的人過體面生活的能力

(Ropponen等人, 2019)。這對能夠工作的時數較少

的人是不利的，尤其是有照護責任的女性，以及

健康不佳的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平台的一

項研究顯示，女性的每小時所得平均比男性少

20%，這樣的差距有一半可由以下事實來解釋：

女性有著較零碎的工作型態，這影響了她們完成

任務的速度(Adams, 2020)。平台工作者薄弱的集

體代表性(參照第9.2.3小節)阻礙了他們集體協商

薪資的努力，這經常將薪資協商的責任留給工作

者本身。如前文所討論，這很可能讓女性處於不

利地位。 
 
9.3 數位化造成的更廣泛結果 
第9章先前的章節主要從工作、知識和技能脈絡討

論了數位化，但某些科技趨勢對性別平等有著更

廣泛的涵義。高計算能力的可取得性、寬頻連

線、以及大數據、雲端運算、機器人、人工智慧

演算法和其他數位趨勢的出現，具有讓許多領域

產生變革的潛力，包括健康照護系統、公共運輸

和其他公共服務、新時代的產品和服務、更永續

且對生態友善的經濟，以及資訊更完善的公共政

策。然而，有關數位科技的影響，大體上正面的

討論經常沒有評估這些科技更廣泛的社會、經濟

和政治涵義，尤其是從性別觀點來看。 
 
有3個廣泛的數位化趨勢可能對性別平等產生重要

的結果，而本節的目標是要藉由討論這些趨勢來

縮小性別落差：(1)人工智慧演算法的使用日趨增

加；(2)數位科技可能在工作背景中促成對女性暴

力的方式；以及(3)數位科技改變照護世界的潛

力。 
 

9.3.1 數位化與平等權利 – 人工智慧演算法

的角色 
人工智慧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在發展，決策演算法

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固有部分。人工智慧會藉

由分析環境並採取行動，參照展現智慧行為的系

統 – 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以達到特定目標。 
人工智慧應用的系統可能純粹與軟體有關，例如

在虛擬世界中發揮作用(例如語音助理、影像分析

軟體、搜尋引擎、聲音與臉部辨識系統)，或者人

工智慧也可以嵌入硬體裝置(例如先進的機器人、

自駕車、無人機或物聯網應用 )(歐盟執委會 , 
2018b)。人工智慧系統有能力為歐洲社會和經濟

創造一連串的機會，但也可能造成新的挑戰。人

們生活的每個面向對人工智慧的使用越來越多，

因此我們需要反思它的倫理道德涵義，並評估潛

在風險，例如演算法的性別偏見和歧視。 
 
自從歐盟執委會推出歐洲人工智慧策略以來，人

工智慧在歐盟議程上一直居於優先地位。這項策

略成為各種主題討論的基礎，包括創造一種具調

和性的歐盟策略，以解決這些新技術的挑戰和機

會(歐盟執委會, 2018b)。歐盟執委會主席在她的

政治指導方針中強調，在制定投資的優先順序

時，我們需要一種協調的歐盟方法來處理人工智

慧對人類及倫理道德的涵義 (von der Leyen, 
2019)。在2020年，歐盟執委會的《人工智慧白皮

書》提出了一個政策架構以建立有活力且值得信

賴的人工智慧產業。它體認到必須增加女性接受

這個領域的培訓並就業的人數，也體認到人工智

慧系統可能製造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歐盟執委會, 
2020d)。在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中，歐

盟執委會重申了人工智慧作為促使經濟進步的領

頭羊的重要性，以及為了避免性別偏見，女性身

兼創造者和使用者的重要性(歐盟執委會, 2020c)。 
 
人工智慧中的性別偏見危及性別平等 
越來越多人憂慮，人工智慧工具可能對由性別、

種族、年齡或身心障礙等特徵決定的某些族群產

生有害的偏見。社會、組織和個人已有的偏見 – 
尤其是從事人工智慧開發的人，可能被有意或無

意地內建在系統和演算法中。科技勞動力中缺乏

性別多元性(參照第9.1.3小節)，尤其是在發展數

位科技的部門，已被認為是促進和加劇數位服務

和產品中嵌入內隱或外顯性別落差的原因(Wang
與Redmiles, 2019)。近期針對軟體開發中的性別偏

見所做的研究指出，使用者的特徵(性別/年齡/身
心障礙狀態)如果與設計團隊相符，設計出來的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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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最能滿足這些使用者的需求 (Burnett 等人 , 
2018)。 
 
演算法是一種自動化的資料處理技術，它是人工

智慧的基礎，且需要正確的治理機制。 自動化的

決策當然有助益，但當它產生有性別偏見 (or 
otherwise wrong)的決定時，等到被察覺已經太

晚，或者決定已不可能改變。「黑盒子」一詞被

用來描述演算法如何運作，它很簡潔地掌握了以

下事實：雖然輸入和輸出可被看見和瞭解，但在

這2者之間的一切 – 也就是「黑盒子」中發生的

是 – 是難以測知的。演算法非常複雜，即使可以

完全進入演算法，也可能完全無法釐清輸出是如

何創造的，甚至是演算法開發者本身 (Bathaee, 
2017)。這種缺乏透明度的情況對演算法的評估和

管理造成了相當大的挑戰，但這很重要，尤其是

對最終會受到演算法的決定所影響的社群

(Al-Amoudi 與 Latsis, 2019; Goodman 與 Flaxman, 
2017)。 
 
資料的品質是人工智慧偏見的重要風險因素之

一。前所未見的資料可取得性，尤其是透過線上

蒐集，使得許多人只注意到資料的數量，而非資

料的品質。這可能產生一些問題，例如代表性不

正確(當資料不能代表預定的人口)或測量不正確

(當資料不能衡量其預定要衡量的標的 )(FRA, 
2019)。提到演算法，輸出要正確，其前提要件是

輸入要正確(在數據科學中，這就是所謂的「垃圾

進、垃圾出」原理)。如果資料反映了現存的偏

差，使用這些資料可能導致對某些人的不公平待

遇，因此造成性別、年齡、身心障礙、種族、宗

教、教育和性傾向的歧視(公民自由、司法與內政

委員會, 2018)。 
 
使用人工智慧可能在廣泛的背景中產生性別

化的結果 
 
「字詞嵌入」(一種演算法)被用來強化翻譯以及

日常科技中自動完成功能的能力，這種技術是在

大量的普通人類語言資料上接受訓練，通常是來

自新聞文章等線上來源 (Bolukbasi等人 , 2016; 
Caliskan等人, 2017)。「字詞嵌入」的真正新奇之

處在於它會努力瞭解和計算語詞之間的關係，而

非採取逐字的方法(Nissim等人, 2020)。不論它的

創新性如何，字詞嵌入是機器盲測學習並製造性

別偏見擴大風險的例子。舉例而言，有一項研究

測試了某個系統完成類比的能力，結果產生了

「男性之於電腦科學，如同女性之於家庭主婦」

(Bolukbasi等人, 2016)。另一項研究發現，使用此

工具可能導致原本應是中性的職業有了相關的性

別偏見，當系統被輸入「他」(醫生)及「她」(護
士)時，產生了不同的結果(Lu等人, 2018)。浮上檯

面的不是只有性別偏見，還包括其他具問題性的

文化聯想。所幸有人敦促要開發能察覺和去除這

些偏見的工具(Bolukbasi等人, 2016; Chakraborty等
人, 2016; Lu等人, 2018; Prates等人, 2019)。 
 
雇用或雇用前的評估顯然是任何人的經濟機會的

重要決定因素，越來越多人在雇用或進行雇用前

的評估時使用人工智慧工具(Bogen與Rieke, 2018; 
Metz, 2020)。人工智慧雇用工具不僅讓雇主降低

成本，也有助於解決或減緩偏見，讓未來和目前

的員工有(更多)平等的機會。這種科技的賣點之

一是它能夠客觀地評估候選人，並去除人類的偏

見。然而，如果演算法在建立時未考慮敏感的特

徵，或是從先前有偏見的雇用決定學習，它就會

複製機構和系統性的偏見，雖然外表看起來是客

觀的(Bogen與Rieke, 2018; Raghavan等人, 2020)。
這種情況已在勞動力市場發生：近期有好幾家美

國公司被發現使用不利於女性候選人的演算法，

這些演算法是從公司過去的雇用歷史學習，且未

能從這些資料辨識相關且敏感的特徵，因此強化

了性別偏見及隔離(Dastin, 2018)。人工智慧消弭

歧視並實現職場多元性的潛力是不容否認的，但

唯有在注意此問題、保持透明且適當監督下，這

個潛力才能完全實現。 
 
透過增加資料及分析技術的可取得性，人工智慧

有相當大的潛力能改變健康照護系統。人工智慧

可以從大量的健康照護資料學習，然後自我修正

來改善其準確性，以及醫療診斷和治療的準確

性，同時將最新的醫療資訊提供給醫療專業人員

( Jiang等人, 2017)。然而，醫療研究從歷史來看是

個缺乏性別敏感性的領域，女性在臨床研究的人

數不足已轉換成性別盲或有偏見的健康照護服務

(EIGE, 2020a)。在將人工智慧適用於健康照護部

門時，偏見可能是從用來創造、訓練和執行演算

法的資料產生，而人工智慧工具的限制可能輕易

地轉換成不正確、不完整或扭曲的結果。由於系

統很複雜，要找出和管制歧視做法有其困難性，

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因為這些做法很普遍，且可

能使生活更糟。在設計、實行和評估人工智慧在

健康政策中的應用時，若未進行性別分析，可能

導致現存的健康和性別不平等被忽略，或新的不

平等被製造出來(Sinha與Schryer-Ro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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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數位科技造成的性別暴力 ：一種新的

職業危害？ 
 
在各種工作情況中使用數位科技，已成為男女職

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推論的是，

在職場上影響女性的普遍經歷，例如性騷擾，會

越來越透過數位科技發生(歐盟執委會, 2019d; 歐
洲議會, 2018a, 2018b)。在工作環境中影響女性的

線上霸凌，越來越受到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的

注意(歐盟理事會, 2016; 歐盟執委會, 2019d; 歐洲

議會, 2018a, 2018b)。這個現象的範圍有多廣是未

知的，不過歐盟基本權利局針對女性遭受暴力所

做的一項調查詢問應答者有關他們的線上性別暴

力經驗。結果顯示雖然有14%曾經歷這種騷擾的

女性無法辨認違犯者，但有9%是被來自她們工作

環境的人騷擾(FRA, 2014b)。本小節將探討數位科

技促成、影響職場女性的2種形式暴力：女性公眾

人物在線上受到霸凌，以及影響平台工作者的性

別暴力。 
 
活躍於公共領域的女性在線上受到霸凌 
 
第9.2.1小節提到有9%的受雇女性及11%的受雇男

性會在工作時使用社群媒體。在包括媒體、政

治、藝術與文化、公共行政管理及學術界等各種

產業，有越來越多勞工可能覺得他們必須或他們

的雇主會要求他們經常在線上。在這樣的背景

下，數位科技會促成和促進侮辱、誹謗、威脅和

仇恨言語。雖然對公眾人物霸凌早在數位科技出

現之前便已存在，但霸凌的聲量以及增加的匿名

性是強大的促成因素。這種霸凌不成比例地影響

著女性、有色人口以及LGBTI族群的成員，所有

這些人都因為他們的個人特徵(性別、種族、性傾

向)而受到攻擊，而針對來自優勢族群的男性所為

的霸凌，經常是基於他們的意見或社會地位(FRA, 
2017)。 
 
有關女性在職業環境中遭受線上霸凌的文件大部

分都涵蓋新聞記者 (Edstrom, 2016; 歐洲議會 , 
2018b; Ferrier與Garud-Patkar, 2018; Henrichsen等
人, 2015; Posetti, 2017; Rego, 2018)、政治人物和

人權捍衛者，包括女性主義行動者(各國議會聯盟, 
2018; Lewis等人, 2017)，以及學界人士(Kavanagh
與Brown, 2019)。各國議會聯盟2018年在45個歐洲

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受訪的女性議員和議

會人員有半數以上(58%)曾在社群媒體上經歷性別

歧視的攻擊，包括反覆的厭女羞辱和煽動仇恨、

散佈合成裸照及色情影片。這是應答者經歷的主

要性別暴力形式，但只有不到10%的人報告這些

事件。有半數應答者(47%)曾經歷死亡或強暴威

脅。在大部分案例(76%)，犯罪者都是匿名的男性

(各國議會聯盟, 2018)。 
 
在其他案例，攻擊是由同儕為羞辱和貶抑同業女

性的專業信譽所精心安排(105)，例子包括網路暴

民對女性新聞記者騷擾，在這種情況，線上論壇

的使用者 – 大部分是年輕男性 – 被召集來透過數

位方法集體攻擊某個人(Edstrom, 2016; 歐洲議會, 
2018b; Ferrier與Garud-Patkar, 2018)。這些形式的

霸凌是潛在大規模線上騷擾的例子，在數小時內

便可能收到成千上萬的污辱和威脅(FRA, 2016c)。 
 
網路暴力被用來對付位高權重的女性，尤其是年

輕或者屬於種族或性向少數族群的女性，目的是

要消滅她們的權力和影響力 (Lehr與Bechrakis, 
2018; Zeid, 2018)，並重申她們不屬於公共空間的

觀念(FRA, 2017)。文獻揭示，霸凌會對女性職業

和個人生活造成深遠的影響，儘管對她們的職業

有助益，許多受影響的女性會選擇退出某些社群

網路、僅以匿名的方式撰文、避免宣傳她們的工

作，或乾脆退出已曝光的職業。 
 
女性在線上受霸凌是如此嚴重，以至於目睹霸凌

可能影響年輕女性的線上行為，並降低她們考慮

從事公共事務相關職業的可能性。在目睹或經驗

線上仇恨言語後，歐盟有51%的年輕女性和42%
的年輕男性會會因為害怕經歷霸凌、仇恨言語或

威脅而猶豫是否要從事社群媒體辯論。來自同儕

和陌生人的網路騷擾，經常使得年輕人較不願意

在線上發表政治意見，尤其是女孩 (EIGE, 
2019a)。 
 
女性平台工作者陷入風險 
第9.2.3小節探討平台工作及零工經濟的出現，已

如何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雇主與員工之間的傳統

權 力 動 態 (De Stefano, 2016; Johnston 與

Land-Kazlauskas, 2018)。在平台經濟，由於勞工

的就業狀態逐漸轉變為「獨立承攬人」，對許多

勞工來說，權力關係現在存在於「服務提供者」

與「服務購買者」之間，亦即在平台工作者與使

用者 / 客戶之間，且是透過科技來作為媒介

 
105 近期的例子包括法國男性新聞記者的秘密線上團體使用社群網路來騷擾同

業新聞記者，尤其是女性、男同性戀者，以及來自少數種族的男性，目的是要

破壞他們的職業生涯機會（Breede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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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hokoupil 與 Fabo, 2016; 海外發展研究所 , 
2019)。按需平台的客戶被賦予免責和匿名感，這

種情況已置弱勢勞工於危險處境，包括讓他們面

臨性別偏見、歧視和霸凌風險(Van Doorn, 2017)。 
 
關於女性平台工作者經歷的霸凌和暴力，雖然缺

乏量化的資料，但研究已揭示參與平台經濟的女

性暴露於使用者暴力風險的方式。當平台工作者

在封閉的空間中與使用者和客戶互動，且沒有第3
方在場，尤其是如此，例如在叫車、住家分享或

私人和家務服務等情況(海外發展研究所 , 2016, 
2019; Schoenbaum, 2016; Ticona 與 Mateescu, 
2018a)。 
 
在這些部門工作的女性經常暴露於性騷擾和攻擊

風險，且平台設計的某些面向及服務條款經常促

進或促成女性平台工作者受到身體和性霸凌。舉

例而言，獎勵提供最詳細個人資料的平台工作

者，會鼓勵他們分享大量的私人資訊，例如他們

的姓名、所在地點、年齡和照片，讓使用者用來

作為挑選標準(Ticona與Mateescu, 2018a)。有些平

台也會防止工作者在接受工作之前取得有助於他

們評估零工安全性的資訊，這種策略被稱為「資

訊不對稱」。如Van Doorn所述(2017)，平台「[精
心設計的] 資訊不對稱會扭曲權力關係，且會有利

於服務請求者而非工作者。服務提供者的介面提

供關於服務請求者的相關資訊通常極少，在很多

時候，甚至連最基本的資訊也是在服務提供者已

接受請求因此承諾會執行零工之後才能取得」

(Van Doorn, 2017, p. 902)。同樣地，工作者通常無

法取得其他工作者對特定客戶的評比(可以評比客

戶的案例很少)，這可能限制工作者避免遇到已有

霸凌記錄的客戶之能力。因為安全顧慮而拒絕任

務或零工，也可能導致女性平台工作者收到負面

評比，這可能造成她們的酬勞減少或被停權(參照

第9.2.3小節)。 
 
雖然某些平台已對女性使用者和服務提供者的安

全顧慮做出回應，包括提供僅女性互動的可能

性，或增加對女性平台工作者伸出援手的範圍

(Schoenbaum, 2016)，但這些努力被認為是不夠

的。來自叫車服務女性司機的控訴凸顯了性騷擾

對女性司機而言是個系統性的問題，且決定了她

們的駕駛行為，包括避免在夜間和某些地區工作

來作為減小風險的方法(Rapier, 2019)。她們也指

出平台對於防止或解決性別暴力事件並無作為

(Sainato, 2019)。 
 

視職業環境而定，數位工具所促成對女性的暴力

暴力會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女性。儘管有這

些差異，這種形式的暴力正在測試法律工具對職

業安全(ILO, 2017)以及性別暴力防治的界線(歐盟

理事會, 2011)。 
 
9.3.3 新科技與照護 
由於歐盟人口老齡化且平均餘命延長，在不久的

將來，需要長期照護的人數會增加(EIGE, 2020e; 
Iancu與Iancu, 2017; Stavrotheodoros等人, 2018)。
為了抑制成本，並讓長期照護系統能承受越來越

多病患的壓力，各國正在促進在任何照護環境(住
宅、住家或社區型)的獨立生活。政策解決方案連

同技術選擇正在被發展(Grabowski, 2006)。新冠肺

炎疫情已凸顯了照護部門在福利國良好運作上的

關鍵角色，以及健康照護和長期照護專業人員短

缺及醫療設備庫存不足，會如何讓整個國家的安

全陷入風險。科技應用的解決方案在抑制疫情的

公共健康策略中居於優先重要地位。 

 
輔助技術可以改善長期照護 
輔助技術(AsT)已被定義為「用來增加、維持或改

善身心障礙人士生活能力的任何物品、設備或產

品系統，不論是從市面取得、經過改裝或客製化

的」(Gamberini等人, 2006, p. 288)。將輔助技術解

決方案應用於老年人口的特定需求，被稱為「老

人福祉科技」，除此之外，還有範圍廣泛的一般

科技可被轉換供年長者使用，例如 Alexa 和
Siri(Piau等人, 2014; Woyke, 2017)。這些解決方案

被設計或可用來在提供住宅型及正式住家型照護

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時維持高品質的標

準(Koop等人, 2008; Micera等人, 2008)。 
 
 
從實務角度來看，輔助技術可望改善服務提供，

方法包括找出有風險的人(例如跌倒或孤立)、透

過感測器監測健康狀況、監測日常生活活動(例如

社交和交通)、協助管理每日任務，以及發展更安

全的環境(Iancu與Iancu, 2017; Medrano-Gil等人 , 
2018)。這些裝置的最大優點是它們從環境蒐集大

量資料的能力，因此能夠以有智慧的方式與病患

互動，提供個人化的介入行動，並改善服務效率

(Medrano-Gil等人, 2018)。因此，輔助技術帶來的

好處已超越醫療範圍，這些技術能增強人們的獨

立性、促進社會互動和資訊取得，且能夠降低孤

獨和隔離(Iancu與Iancu,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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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這些科技創新的主要受益人，因為她們顯

然比較可能需要長期照護。事實上，儘管她們的

平均餘命比較長，女性在健康良好的狀態下生活

的年數少於男性，且比較可能發展出健康問題，

因此在身心障礙的狀態下生活(EIGE, 2020b)。平

均餘命較長加上女性通常會嫁給年齡較大的男

性，表示女性經常活得比她們的伴侶久，且與男

性不同的是，女性在晚年時無法依賴配偶的協助

(Bisdee 等人 , 2013; Markson and Hollis-Sawyer, 
2000)。因此，輔助技術對於為獨居年長女性提供

長期照護而言，是個極有價值的資源，因為它讓

醫療專業人員能夠改善住家型照護的標準，而不

需仰賴正式的照護機構。 

 
科技可減輕女性照護提供者的負擔 
科技為被照護者的福祉帶來許多好處，甚至為照

護提供者帶來更多助益。照顧(不論有酬或無酬)
年長者會對照護者的福祉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

響，包括身體、心理和情緒層面。這種現象被稱

為「照護者負擔」，它包含廣泛的各種症狀，包

括身體和心智健康問題、財務問題、社會孤立、

憂鬱、焦慮、恐懼、任務達成困難、壓力和倦怠

(Lopez-Hartmann等人 , 2012; Madara Marasinghe, 
2016)。照護者的狀況不佳也會對被照護者產生直

接影響，到最後，被照護者並未獲得適當的協助

(Madara Marasinghe, 2016)。有好幾項研究已證

實，使用ICT應用的解決方案可顯著減緩照護者負

擔，因為這些科技可承擔好些照護任務(Lopez-
Hartmann 等人, 2012; Madara Marasinghe, 2016)。
舉例而言，數位解決方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援

罹患阿茲海默症的人，協助照護者更瞭解這種疾

病的病程，並且更有效地管理各種關鍵情況

(Martínez-Alcalá等人, 2016)。這些科技也可以協

助照護者監控脆弱年長者的狀態。從蒐集的資訊

開始，這些裝置可以進行身體活動追蹤、跌倒風

險評估、孤立風險評估、行為分析(以評估認知能

力下降)、室外追蹤(使用步行型態來偵測錯誤的

方向，作為使用者迷路的一個指標)(Medrano-Gil
等人, 2018)。能夠取得這些資訊，便能為照護者

從事每日活動提供相當大的助益，並減輕這些照

護工作所加諸的負擔。 
 
 
這個正面效益對於性別平等具有重要意義，因為

在所有照護環境中的照護者多半是女性 (ILO, 
2018b)。據估計在歐盟，為身心障礙者及年長者

提供住家型專業照護的社會工作者當中，只有

17%是男性(EIGE, 2020e)。對於非專業的照護者

而言，負擔尤其沉重，包括母親、女兒、妻子和

姊妹，當家庭中有成員需要協助時，她們必須中

斷或放棄整個職業生涯，並將自己重新塑造成無

酬的照護提供者(Martínez-Alcalá等人, 2016)。一

項即將發表的EIGE研究凸顯了照護性別落差是薪

資性別落差和勞動力市場整體性別不平等(例如與

勞動力市場參與度以及就業品質有關)分析中的

「失落環節」。科技可望協助減少女性負責的不

成比例的照護工作量，因此降低整體經濟的性別

不平等(106)。 

 
106 在EIGE即將發表的出版品中將進一步探討這個主題。請參照

https://eige.europa.eu/about/projects/gender-inequal- ities-unpaid-care-work-and-
labour-market-eu。 

https://eige.europa.eu/about/projects/gender-inequalities-unpaid-care-work-and-labour-market-eu
https://eige.europa.eu/about/projects/gender-inequalities-unpaid-care-work-and-labour-market-eu
https://eige.europa.eu/about/projects/gender-inequalities-unpaid-care-work-and-labour-marke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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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期間的科技與健康照護部門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科技被有效部署來追蹤和探查病毒在人口之間的散佈，以便規劃最適

當的醫療因應措施。例如在法國，有些線上平台是為了從遠端監測獨自在家的受感染病患所

開發(例如Covidom和COVID AP-HM)。這些服務是由當地的醫療專區所設計，目的是要蒐集

和分析由病患每天提供2次的資料，且有助於提供為配合社區需求所量身訂做的足夠介入行

動(Mouterde, 2020)。透過例如智慧型溫度計等裝置來蒐集資料，已被證明是科技帶來的最

大助益之一，因為將稀有資源做最佳分配是抑制緊急狀況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Statucki, 
2020)。 
 
數位科技的另一個關鍵應用是從遠端監測和治療症狀輕微的病患，而不必讓醫療照護專業人

員直接暴露於傳染風險的可能性。新冠肺炎的最大挑戰之一是醫師和護士之間的高感染率，

這種情況已經在部分國家造成醫療人員短缺(Nugent, 2020)。鑑於這種疾病有著高度的傳染

力，有些醫療照護設施已在病患的枕頭下放置感測器，以便監測他們的狀態，將人與人接觸

的必要性降到最低。 
 
由於新冠肺炎爆發，整個歐盟醫療照護工作者面臨的嚴苛工作條件因此曝光，而這些工作者

大部分(76%)是女性，她們負擔沉重的工作量、輪班時間長(包括夜間和週末)，且從事對體

能要求很高的工作，但薪資卻非常低。照護產業被賦予的經濟價值低，這是文化規範(在刻

板印象中，照護被視為女性在家中的天職，不被認為具有「工作」價值)以及公共支出刪減

所造成的結果；因為公共支出被刪減，導致整個照護產業的薪資很低(ILO, 2018b)。此外，

在這場疫情期間，醫療照護工作者大量暴露於感染風險，且被要求減少下班時間，以便讓醫

院能應付增加的工作負荷。在這種情況，科技解決方案有助於他們面對這些具有挑戰性的情

況，並盡可能獲得安全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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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結論 
歐盟邁向性別平等的進展仍然相當緩慢。性別平

等指數分數在2018年是67.9分，只比2017年高0.5
分，也只比2010年高4.1分。瑞典、丹麥、法國和

芬蘭在性別平等名列前茅，義大利、盧森堡和馬

爾他自2010年以來進步最多，而捷克、匈牙利和

波蘭幾乎持平。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希臘仍靜陪

末座，不過羅馬尼亞和希臘自2010年以來在性別

平等方面有顯著的改善，尤其是2017年以後的希

臘。 
 
雖然在女性就業率增加、男女貧窮風險降低、政

治和經濟決策的性別平衡改善，以及政策發展方

向支持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整個歐盟已有顯著

的進展，但所有領域及各會員國仍需要進一步的

結構性的改革。 
 
歐盟的性別平等正面臨剛出現的新挑戰，包括數

位化(本報告的主題焦點)、近期的移民潮以及對

性別平等的強力反抗所造成的挑戰。有些會員國

已出現對女性人權的強力反抗，這破壞了性別平

等的論述，或發展成阻止女性權利有所進展的措

施。對性別平等的強力反抗也已促使公民社會和

女性權利非政府組織的空間縮小，近年來在部分

會員國，這個 問 題已 經 加 深 且 加 速 (EIGE, 
2020a)。 
 
雖然需要進一步的調查，但新出現的證據顯示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性別平等造成了新的風

險和挑戰，尤其是對女性的經濟獨立性，以及女

性遭受暴力部分。會員國採取來控制這場疫情的

封鎖措施的好幾個面向，已對女性參與度高的經

濟部門以及女性主導的職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由於學校和兒童照護服務關閉，女性也已經歷增

加的兒童照護負擔，對在職母親的影響尤其明

顯。在許多會員國，親密夥伴暴力的女性受害者

請求協助的情況增加，這與封鎖和社交距離措施

有關聯。 
 
勞動領域 
當今的勞動世界有著部分重大的性別不平等特

徵。女性的就業率大幅低於男性，勞動力市場存

在著很大程度的性別隔離，且女性比較常被發現

從事臨時、兼職或危險的工作。這促成了薪資和

年金的重大性別落差。這些不平等尤其已對女性

弱勢族群造成可怕的後果，包括年輕和年長的女

性、有受撫養子女的單親媽媽，以及來自移民社

區或其他少數族群的人。這些不平衡經常根植於

家庭內的照護和其他責任分配不平等。 
 
去除不平等的進展是很緩慢的，且在不久的將

來，這個進展也是不確定的。根據性別平等指

數，勞動領域的性別平等自2010年以來僅微幅成

長(約1.7分)，而且這個成長幾乎完全是由女性就

業增加所帶動，而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就業增加

能否持續是存疑的。這次的危機很可能導致歐盟

就業劇烈衰退，至少在短期是如此：根據國際勞

工組織對歐洲和中亞所做的初步估計，2020年第1
季的工時下降2%，且在第2季預測會衰退將近

12%。這場危機造成的立即失業影響很可能會由

男女平等地共同承擔，在先前的危機期間，主要

是男性會受到立即的衝擊，但這次不同，受影響

最嚴重的部門(住宿和食物服務、房地產、商業和

行政管理活動、製造業以及批發/零售)就業人數占

總女性就業人口相當大的百分比。兒童照護設施

和學校關閉導致女性的無酬照護責任增加，或者

女性必須額外照顧年長者以及家中其他受撫養的

成員，這也很可能對女性就業造成很大影響。此

外，從事危險或非正式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多，她

們可取得的各種工作和社會保障是有限的，這讓

她們陷入特別嚴重的狀況。 
 
近年來，為了讓歐盟勞動力市場達到更大的平

等，已採行一些大有可為的措施，其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在2017年推出的歐洲社會權利支柱，這項

措施是要確保男女在各個領域有平等的機會，例

如工作條件和職業生涯發展。在歐洲社會權利支

柱的原則後，2019年有關父母和照護者工作與生

活平衡的指令努力致力於無酬照護的分配不平

等，並鼓勵男性承擔更多照護責任。然而，許多

工作仍待完成。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列

舉了幾個政策優先事項，包括工作與生活平衡指

令的修法和實行、提升國家稅賦和福利制度的性

別敏感度、確保兒童照護有足夠的可取得性和品

質，以及處理性別隔離。在新冠肺炎危機後，應

該要確保非標準、彈性或非正式形式的工作有較

佳的薪資、被正式化，且是社會保障涵蓋的範

圍。為受到這場危機影響最嚴重的人提供具性別

敏感的協助，也會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確保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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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協助措施能夠擴及男性主導以外的部門，

或者對於在危機期間被證明具有關鍵重要性的特

定女性主導活動(例如醫療照護) 承認其價值，並

適當投資它們。 
 
金錢領域 
平等的經濟獨立性是女性完全掌控其生活、個人

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前提要件，然而對女性而言，

要在金錢領域有所進展，仍是一場艱困的戰役。

女性在勞動力市場持續經歷比男性不利的狀況，

且所得低於男性，導致縮小薪資性別落差的進展

十分緩慢，女性貧窮的情況仍存在。這個領域自

2010年以來僅增加2.2分，由此可見，歐盟僅稍微

縮小性別落差，並改善財務資源和經濟狀況的整

體表現。目前新冠肺炎導致的醫療危機已對每個

人帶來新的挑戰，包括破壞女性的經濟機會。這

場疫情已擴大社會和經濟隔離，且加深不平等的

結果，將這場疾病導致的許多負擔推向被剝削最

嚴重的勞動力，尤其是女性。 
 
在2014年，為了處理存在已久的薪資不平等，歐

盟執委會建議會員國採行薪資透明措施。然而，

有關實行這項建議的2017年報告揭示，有3分之1
的會員國未實行這些措施，而其他會員國的實行

尚顯不足。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進一步

承諾會推出具有約束力的薪資透明化措施。為了

解決員工與雇主在薪資方面的資訊不對稱、缺乏

薪資結構的資訊、不瞭解某些現有的法律觀念

(「薪資」、「同工」及「等價工作」等觀念)，
以及工作分類和評估系統欠缺性別中立，這些措

施是必要的。目前來說，新冠肺炎疫情風險正在

侵蝕女性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獨立自主方面

的微小進展，因此這樣的立法顯得更加重要。 
 
各種經濟性別不平等增加了女性暴露於貧窮和社

會排斥的風險，這些風險經常集中於特別弱勢的

族群，例如單親媽媽、移民和羅姆婦女以及身心

障礙女性。貧窮性別落差在65歲或以上的人口是

最高的(女性為18%，男性為13%)。這凸顯了女性

終身在勞動力市場的經濟弱勢對老年時年金收入

的累積效應。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活躍程度較

低，主要源自於她們不成比例地承擔著照護及其

他家務責任，這與導致時間使用貧窮的不平等時

間利用型態有關(EIGE, 2020a)。新冠肺炎疫情將

加速時間使用貧窮的性別面向，因為無酬工作的

增加將對女性造成最嚴重的衝擊。 
 

雖然收入限制向來被政策制定者承認是貧窮的要

素之一，但時間限制則否。考量時間使用的貧窮

是著重於性別敏感且降低貧窮策略的關鍵(Goldin, 
2014, 2015)。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提供

了有希望的基礎，讓照護工作確實成為歐盟經濟

活動的核心，並解決目前經濟、財政和社會制度

中存在已久的結構性歧視和性別不平等。在當前

的經濟崩解背景下，這項策略提議的措施必須被

賦予政治優先地位，它們需要被納入疫情後復甦

策略的核心，而這些策略可能重新塑造我們的社

會。 
 
知識領域 
自前一版本的性別平等指數發布以來，知識領域

沒有改變，且過去10年間的整體進展也很緩慢。

雖然年輕女性和男性的教育程度都在提升，但更

高等教育中的持續性別隔離及終身學習參與度

低，會阻礙更明顯的進展。 
 
年輕女性在教育程度上繼續超越年輕男性，且性

別落差逐漸加深到對男性不利的程度。這個趨勢

已對歐盟2020年目標的達成造成影響，歐盟只有

年輕女性達到目標(46%從高等教育畢業)。根據歐

洲社會權利支柱，對於有身心障礙的男女以及社

會經濟背景弱勢的人，獲得高品質包容教育的可

能性可望進一步改善。 
 
要促進女性和男性的可就業性、調適性以及專業

和個人實現，終身學習活動是必要的政策工具。

然而，參與成人教育的程度，仍低於歐盟在2020
年教育培訓架構中為男女制訂的15%標竿。教育

程度低，但可能從終身學習受益最多的男女，參

與終身學習的程度尤其是低的。如同理事會的

「提升技能之路」建議所強調的，量身訂作且有

彈性的學習機會可望讓需要的人提升技能，使他

們受益。同樣地，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可讓男女

更妥善地管理他們的訓練、工作及家庭責任，促

進他們參與成人學習。 
 
持續的性別隔離仍是知識領域達到性別平等最顯

著的挑戰。研讀教育、醫療與福利、人文學科及

藝術領域的男性占比並未增加(研讀STEM領域的

女性占比也是)。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

的目標即是要解決這個存在已久的性別平等挑

戰，降低學科及後續的職業生涯中的相關性別化

選擇。發展性別敏感且無成見的教育和職業生涯

諮詢服務，並且進行媒體宣傳，鼓勵和促進男女

選擇非傳統的教育途徑和職業，可望達到這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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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時間領域 
時間領域的特徵是持續缺乏進展，甚至越來越不

平等；自2010年以來，歐盟分數一直停滯，甚至

稍減了0.6分，變成65.7分。由於缺乏最新的時間

使用相關資料，時間領域分數自前一版本的性別

平等指數以來未被更新。 
 
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認同每個人都有權利取得高品

質且可負擔的長期照護服務，尤其是住家型照護

和社區型服務。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支持對家庭

相關假以及彈性工作安排的權利；舉例而言，它

引進了一項勞工的新權利，那就是如果有親人罹

患嚴重疾病或非常需要依賴他人，照護者每年至

少有5個工作日的照護假。這些規定努力要去除非

正式的照護者在就業和持續就業時所面臨的一些

障礙，尤其是女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加強投入這2種工具的實行有

其必要性，尤其是對於長期照護需求。此外，歐

洲快速老化的人口將增加長期照護的需求 – 歐盟

各地已不足以應付這些需求，且可能增加女性不

成比例的無酬照護責任負擔。雖然長期照護挑戰

在歐盟的政策議程上已有一段時間，但這些政策

很少是以性別平等為導向。 
 
權力領域 
對照性別平等指數來看，權力領域呈現最大且持

續最久的改進(自2017年增加1.6分，自2010年以來

則增加將近12分)，儘管它仍是分數最低的領域

(53.5)。政策和經濟決策的性別平衡改善，可歸因

於實行性別配額，包括有約束力和自願的配額。 
 
性別平等是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女性在國會的

代表性在2020年是增加的，有更多會員國達到了

性別平衡(以及每一種性別至少40%)。有部分國家

已採行行動計畫來改善國會的性別平衡，並加快

改革的速度。事實上，目前已經有10個會員國實

行立法候選人配額，且在實行後，女性的代表性

整體而言已改善。國家政府內閣部會首長的性別

平衡已改善，不過各會員國之間有顯著差異。雖

然女性參與政府不平等是個需要優先處理的問

題，但女性在職務分配方面被邊緣化也是個問

題。受到高度關注的職務(即所謂的基本或經濟職

務)主要被指派給男性，而社會文化(所謂的「軟

性」)職務主要被指派給女性部會首長。 

 
歐盟執委會在2012年提出了立法改革行動，保證

代表性不足的性別將佔上市公司非執行董事的至

少40%。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承諾會持

續推動這項法規的採行。在這個決策領域已有實

質進展，自去年以來增加了2個百分點，但只有法

國超越了40%的代表性門檻。有部分會員國已採

取各種行動來促進企業領導階層的性別平衡代表

性，從各種軟性措施到硬性的法規方法都有，前

者的目標是鼓勵企業自行管理並獨立採取行動，

後者則包括使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配額來達到每

一種性別的最低限度代表性，以及(在某些情況)
制裁不遵守規定者。有約束力的法規已經產生明

顯的影響，在有規定配額的會員國，女性佔最大

上市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37%，相較之下，僅

採取軟性措施或完全未採取任何措施的國家是

25%。對於其他決策領域，也已產生類似的正面

影響。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管理危機的決策單位缺乏

女性現象揭露了根深蒂固的問題。醫療照護人員

絕大多數是女性，但她們在決策職位是缺席的，

這形成了明顯的強烈對比。性別仍是健康的關鍵

決定因素，因此必須將女性納入復原策略的決策

單位。 
 
健康領域 
歐盟近年來在健康領域的性別平等少有值得注意

的進展跡象，自2010年以來的進展微乎其微(+0.8
分)，2017年到2018年的記錄甚至是失分的(–0.1
分)。健康子領域行為的不平等最明顯 – 抽菸、酗

酒、吃蔬果和運動，但由於缺乏最新資料，這個

領域的進展無法監測。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健康不平等現象將更惡

化，比較可能退出勞動力市場以及低收入者，包

括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及心身障礙的男女，最可能

感到健康不平等。儘管歐盟的醫療照護整體而言

非常容易取得，但較不容易取得醫療照護服務的

這些族群，卻是最可能健康不良的族群。在2018
年，關於醫療和牙醫照護需求未被滿足，最普遍

被提出的理由是沒有能力負擔服務。因此，可以

預期的是，在新冠肺炎後，經濟危機及相關失業

會繼續使得甚至更大比例的人口取得醫療服務的

程度顯著受限。 
 
社會性別不平等已決定新冠肺炎如何影響所有男

女的健康與生活。除了病毒本身造成的直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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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外，這場疫情也會對身體和心理健康造成間

接影響，而且這些影響經常持續很久，且是針對

特定性別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除非採行清楚的性別化方法來

減緩新冠肺炎疫情對健康的衝擊，否則歐盟健康

計畫以及世界衛生組織改善健康並降低會員國內

及會員國之間健康不平等策略的目標將無法達

成。  
 
暴力領域 
性別暴力在歐盟仍是個不斷蔓延的問題，對女性

的生活造成嚴重的衍生後果。少數族群的女性發

現自己處於特別弱勢的情況，對她們的身心健全

性造成嚴重威脅。 
 
為了消除這種現象，歐盟已發展出最進步的法律

文件之一，即《伊斯坦堡公約》。然而，有些會

員國仍無法克服與這項公約的延伸性影響有關的

諸多挑戰，且各會員國實行女性遭受暴力的國家

法律存在著差距，這些都是令人憂慮的原因。要

有進一步的進展，所有會員國必須批准《伊斯坦

堡公約》，並為執法人員和法官提供訓練，確保

法律文件適當落實。為遭受暴力的女性受害者投

資相關支援服務，並蒐集與所有形式的這種暴力

有關的高品質可比較資料，也很重要。 
 
網路暴力的興起(包括線上仇恨言語、網路威脅、

網路霸凌和網路騷擾，以及未經同意的色情散佈)
是個越來越令人憂慮的現象。這些暴力可使女性

噤聲，並讓她們不敢在公共生活領域成為名人。

數位世界的某些面向尤其可能對女孩造成負面影

響，包括色情散佈、兒童性霸凌和網路霸凌，但

目前在歐盟層級並沒有具體的工具來處理這些形

式的網路暴力。 
 
性別暴力相關研究指出，離線的真實世界與網路

空間之間的區隔越來越小，在這個數位化的時

代，這些空間不應在被理解為獨立，法律文件、

政策和計畫應以全面的方式來檢視和處理它們。 
 
數位化與工作的未來 
 
使用與發展數位科技 
數位化正在對男女的生活造成深刻影響，它帶來

了新機會，且具有使社會轉型的高度潛力，因此

可望改變性別關係。然而，已存在的性別刻板印

象及偏見仍被嵌入快速演進的技術創新。參與高

科技產業、研究及創新的女性太少，即使女性被

招募，她們也面臨著性別偏見以及工作與生活平

衡的壓力，這些都促成了薪資性別落差以及水平

和垂直的隔離。我們必須採取措施，積極地塑造

數位變革，並運用數位化的潛力，促進性別平

等，以及女性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所有面向

的權利。 
 
歐盟的數位政策向來很少明確承認數位化對性別

平等的影響，不過如同本報告所顯示的，在男女

較平等的社會，數位經濟的表現也越佳。新的

2020–2025年歐盟性別平等策略重申了歐盟將性別

觀點整合在歐盟執委會所有主要行動計畫中的承

諾，包括數位轉型(歐盟執委會, 2020c)。歐盟已承

認，在高科技產業中，對抗性別偏見並為女性打

開新的工作機會，是個創新、社會平等及公平正

義的問題，需要在所有層級的教育採取目標明確

的介入行動，包括最高層級的研究職業。將性別

面向整合在數位轉型中，是增加新科技和數位創

新的責任和值得信賴性的方法之一，這具有關鍵

重要性。目前讓更多女性進入ICT部門，以及解決

勞動力市場特定需求的行動計畫，可被視為解決

數位性別隔離的第一步。 
 
數位技能及使用數位裝置的性別差異逐漸被彌

平，尤其是在年輕人之間。年輕男女是數位技能

最高的世代，且因數位技能而受益的程度是平等

的。然而，性別隔離會隨著年齡擴大。在發展和

提升數位技能方面，女性通常比男性經歷更大的

障礙。雖然相較於男性，女性參與學習的可能性

較高，但女性一致地表示她們因為家庭責任而無

法參與終身學習。 
 
女性較容易承認她們對自己的數位技能和科技使

用較沒有信心。在歐盟，儘管女性佔所有學科高

等教育畢業生的58%，但ICT相關領域的畢業生只

有19%是女性。性別刻板印象影響著年輕人的職

業生涯期望及職業選擇，導致教育以及之後在勞

動力市場中的性別隔離。 
 
數位教育行動計畫以及更新的歐洲技能議程提供

了基礎，希望能解決與使用數位科技使用有關的

性別刻板印象，同時要採取具體的措施來解決數

位技能和能力的性別落差，包括自信心。我們需

要採取步驟來防止和打擊教育的性別成見及性別

隔離，並重視數位化的賦權潛力。 
關於各部門之間取得特定數位技能(問題解決和軟

體技能)的不平等，需要進一步分析，尤其是鑒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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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的快速步調及風險排除因素。這對縮小年

長者及教育程度低者的性別落差尤其重要。缺乏

訓練機會是男女增加和提升數位技能的另一個障

礙，這凸顯了重視數位技能訓練及相關資源的重

要性。 
 
歐盟執委會及各會員國在落實研究與創新的性別

目標和配額上，已達到一定的進展。然而，高等

科學職業的性別落差仍非常驚人。歐盟及國家政

府機關應維持並強化結構性的變革方法，作為將

性別平等整合在研究與創新中的永續政策架構。

研究與創新組織連同經費贊助組織和企業部門，

需要採取具體的行動來克服科學職業中持續存在

的性別落差，並確保決策的性別平衡。同樣非常

重要的是，性別分析必須整合在研究的所有階段

中，從決定要開發些科技，到蒐集和分析資料，

以及在市場中實現各種構想。歐盟已承認「性別

化創新」的概念，精確來說，這是指引進性別觀

點、取向和方法，劇烈改變科學知識和技術生產

力的潛力(107)(歐盟執委會, 2013)。有才能的女性

科學家潛力未被開發，加上性別盲研究的效應，

阻礙了科技進步的實現。 
 
勞動世界的數位轉型 
雖然研究和創新的性別隔離受到歐盟政策的注

意，但數位化對勞動力市場性別平等的影響經常

被忽略。令人訝異的是，數位化正在造成明顯的

勞動力市場轉變，有許多工作被自動化或重新配

置，且經常是在高度性別化的部門或職業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因為自動化面臨的失業風險

稍高，在這個轉型背景下出現的許多新工作集中

在男性主導的部門(ICT、STEM)，且許多利益最

後可能落入最富有的資本所有人手裡(主要是男

性)。 
然而，工作數位化也為提升性別平等帶來了一些

新希望。它提供了機會來打破舊有的隔離型態，

讓通常由女性從事的某些低技能工作提升技能(因
此增加薪資)，並促進男女更平衡地分配有酬及無

酬工作。這些利益要能夠實現，會需要許多政策

介入行動。首先，我們需要確保支持數位化取代

勞工的政策能達到性別平等；從歷史來看，這類

政策經常偏頗地不利於女性，往往聚焦於男性主

導的工業部門，而非服務部門。第二，我們會需

要讓女性參與管理這次轉型，例如採行企業董事

會和監事會性別平衡的指令，以確保女性在企業

 
107 https://www.jst.go.jp/pdf/event_diversity160316.pdf 

領導階層的代表性。第3，轉型的利益需要廣泛地

分配給勞動的男女(例如透過加薪，尤其是對女

性，擴大員工對企業的所有權，以及提升集體代

表性)，而非讓這些利益不成比例地留給富有的資

本所有人(大部分是男性)。最後，我們需要努力

讓所有人都能取得新工作機會，方法包括打破職

業性別刻板印象，並促進能達成良好工作與生活

平衡的永續就業型態。在這樣的背景下，確保各

會員國將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轉變為法令，會是

個很好的起點。 
 
除了被機器取代外，女性可能面臨了主要由數位

化促成的某些彈性工作模式所造成的挑戰，例如

某些類型的平台工作。雖然彈性工作可能讓女性

在無酬照護責任外從事有酬工作，但這經常伴隨

著不穩定的工作安排，包括在較弱勢的女性勞動

力部門中的短期、兼差和危險勞動型態。這些情

況與缺乏社會保障、福祉權利取得受限(包括福利

和有薪假)以及勞工剝削有關。這些危險工作在某

些形式的平台工作很普遍，且對性別平等產生廣

泛的後果。舉例而言，被剝削的勞工無法完全享

有工作彈性增加所帶來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好處，

無法取得社會福利導致勞工沒有產假、育嬰假或

親職假，以及某些勞動力管理做法讓勞工暴露於

性別及其他立場的歧視。截至今日，平台工作似

乎複製而非挑戰傳統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平等，例

如薪資性別落差和性別隔離。 
 
除了促進女孩和女性參與STEM及ICT教育的措施

外，相關政策應迫切地解決在新形式數位化工作

(例如平台工作)中缺乏穩定工作安排的情況，並

且提供工作和社會保障。更廣泛來說，我們會需

要實行國際勞工組織的《尊嚴勞動公約》及相關

法律文件，以創造一個平台經濟的健全政策架

構。這個架構應根據平台工作的高品質、性別區

隔且各會員國可相比較的相關資料來建立，然而

到目前為止只有來自涵蓋範圍有限的調查的一些

片段資料，這嚴重限制了我們瞭解平台工作所面

臨的挑戰。全面、性別隔離的資料，將有助於對

這些挑戰進行更健全的性別分析。 
  

https://www.jst.go.jp/pdf/event_diversity1603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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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經濟相關的政策架構要能夠對性別敏感，會

需要確保： 
 
1. 將處理薪資差距及性別隔離的傳統勞動力市

場政策適用於平台經濟環境； 
2. 將歐盟的性別平等及反歧視法律適用於平台

經濟，以防止性別及其他立場的歧視性做

法； 
3. 讓平台工作者可取得對性別平等具有關鍵重

要性的社會和工作保障，例如親職假及提撥

年金制度； 
 
4. 彈性工作安排滿足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需

求(並防止限制勞工自主性的剝削做法)； 
 
5. 最弱勢的勞工也能獲得正當工作的條件，例

如移民女性，由於透過平台提供的家務服務

需求大幅成長，她們最可能從事這些工作。 
 
有些措施已往這個方向實行，包括在2020–2025年
歐盟性別平等策略的數位化政策中強調將性別納

入主流的重要性，透過歐盟執委會的「歐洲共享

經濟議程」溝通來提供政策指引和建議，採行理

事會有關勞工和自雇者取得社會保障的建議，以

及採行歐盟有關透明且可預測的工作條件的指

令。然而，這些文件很少關注男女受到新形式工

作影響的不同方式。歐洲社會權利支柱列舉的公

平工作條件、取得社會保障以及性別平等等原則

要能夠在平台工作上落實，仍有許多工作待完

成。 
 
數位化的更廣泛結果 
數位化對女性和男性生活的影響遠超過工作和教

育領域。功能強大的人工智慧科技越來越普及，

為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創造了巨大的機會，但也複

製了舊有的風險，並對基本權利和性別平等造成

了新的挑戰。歐盟執委會近期針對歐洲數位未來

所發表的一項溝通闡明了數位化的挑戰和機會，

其中強調唯有值得信賴的科技方法才能確保永續

發展，並促進開放且民主的社會。歐盟已往這個 
 

方向採取了進一步的步驟，發表了《可信賴人工

智慧倫理道德指導方針》的人工智慧白皮書，以

及歐洲資料策略。然而，我們仍需要範圍更廣的

行動，例如促進多元男女族群參與人工智慧的開

發，或者支援和建立國家平等組織的能力，以便

察覺和解決在數位化脈絡中的歧視，尤其是人工

智慧。 
 
我們必須更努力地打擊網路犯罪，因為它已經成

為女性工作與生活中普遍且經常造成創傷的面

向。歐盟加入《伊斯坦堡公約》會是往前邁進的

正向步驟，但由於該公約未涵蓋最普遍的網路暴

力形式，因此可嘗試與其他歐盟理事會公約(《布

達佩斯公約》及《蘭薩羅特島公約》)及其相關委

員會配合，以探討如何防止和告發對婦女和女孩

的網路暴力，並保護她們(EIGE, 2020a; 歐洲議會, 
2018b)。《伊斯坦堡公約》及《受害者權利指

令》都強調應投入資料蒐集的重要性，因此我們

應該更重視資料蒐集，以便更瞭解女性暴露於這

種暴力形式的情況，並設計適當的因應措施。將

這種形式的暴力納入即將進行的全歐盟性別暴力

調查，可望提供迫切需要、有關女性在不同環境

中經歷網路暴力的資訊。 
 
輔助技術(AsT)很可能在提供政治和非正式的居家

照護方面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輔助技術透過

監控被照護者的健康和日常活動，並創造更妥善

的獨立生活條件，促進了醫療和社會照護。從性

別平等的觀點來看，更廣泛地使用輔助是非常重

要的，因為女性佔身心障礙者和年長者提供專業

居家照護的社工的83%。女性也更需要長期照

護，因為她們活得比男性久，且很可能發展出嚴

重的健康問題。輔助技術可望減少落在女性肩

上、不成比例的正式和非正式照護工作，但單單

這樣是不夠的。在照護部門的工作被嚴重貶低、

薪資不足，且有相當高比例是危險且不穩定的工

作。改善工作條件，並吸引更多男性進入照護部

門(以克服水平隔離)，不僅是確保照護產業達到

更平等的必要步驟，也能促進整體經濟和社會的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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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1：性別平等指數各項指標列表 

領域 次領域 號次 指標與參考人口 描述 

使用的資料 

資料來源 
指數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勞
動

 

參
與
度

 1 
全時等量就業率(%, 
15歲以上人口) 

全時等量(FTE)就業率是一種衡量受雇者的單位，即使受雇者每週工作的時數不同，

也可以透過這種單位加以比較。將某個員工的平均工作時數對照全時勞工的平均工作

時數，便可獲得這個百分比。因此，一個全時工作者被當作一個全時等量，而兼職勞

工是按照其工作的時數百分比來得分。舉例而言，一名兼職勞工每週受雇20小時，而

全時工作是40小時，那麼該名勞工即被計算為0.5的全時等量。 

Eurostat、
EU-LFS、Eurostat
根據EIGE的請求所

為的計算(2010-
2015)。EIGE 2017
年、2018年計算結

果。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 
工作壽命持續時間

(年，15歲以上人

口) 

工作壽命持續時間指標(DWL)測量15歲的人預期在其一生當中於勞動力市場從事活動

的年數。 
Eurostat、EU-LFS 

lfsi_dwl_a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隔
離
與
工
作
品
質

 

3 

受雇從事教育、保

健及社會工作活動

的人 (%, 15歲以上

受雇者) 

在所有受雇者當中受雇於以下經濟活動(根據第二修訂版的NACE)的人口百分比：P. 
教育 +Q. 保健與社會工作，這是指佔所有活動(所有NACE活動)的百分比。 

Eurostat、EU-LFS 
lfsa_egan2、lfsa_ 

egana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4 

在工作期間花一2
個小時處理私人或

家庭事務的能力 
(% ， 15 歲以上勞

工) 

在第47題問題的所有答案(1, 2, 3, 4)當中回答「非常容易」者的百分比。就您個人而

言，要在工作期間花一2個小時處理私人或家庭事務，您會說... ？ 1 非常容易； 2 相
當容易； 3 相當困難； 4 非常困難。 

Eurofound、
EWCS、EIGE使用

微資料的計算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5 
職業生涯展望指數

(分，0-100) 

職業生涯展望指數結合了就業狀態(自雇或受雇)、契約類型、勞工感知的職業生涯晉

升展望、自己感知會失業的可能性以及組織縮編經驗的指標，測量量表為0-100分，

分數越高，工作品質越高。 

Eurofound、
EWCS、Eurofound

的計算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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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域 

 
號次 

 
指標與參考人口 

 
描述 

使用的資料 

資料來源 
指數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金
錢

 

財
務
資
源

 6 
平均月所得 
(PPS, 勞動人口) 

在工業、營建業和服務業部門(公共行政管理、國防、強制性社會保障除外)以PPS(採
購力標準)衡量的平均月所得(NACE_R2: B-S_X_O，總年齡族群，在有10名或更多名

員工的公司中工作)。 

Eurostat、SES 
earn_ses06_20、
earn_ses10_20、

earn_ses14_20 

2010 2010 
2014 

EL及HR 
2010 

2014 2014 

7 
均等化淨所得中

位數(PPS, 16歲以

上人口) 

PPS(採購力標準)中的均等化可支配所得是在扣除稅款和其他項目後，一個家庭可用

於支出或儲蓄的總收入，除以換算成均等化成員的家庭成員數；家庭成員均等化是使

用所謂的修正式OECD等值量表，根據年齡將每個人加權來完成。 

Eurostat、
EU-SILC、ilc_di03 

2010 
EU：非加

權平均值 

2012 
EU：非

加權平均

值 

2015 
EU：非

加權平均

值 

2017 
EU：非

加權平均

值 

2018 
EU：非

加權平均

值 

經
濟
狀
況

 

8 

無貧窮風險率、≥ 
所 得 中 位 數 的

60%(%, 16歲以上

人口) 

「貧窮風險率」的相反指標，計算方法式是100減「貧窮風險率」。貧窮風險率是指

均等化可支配所得(扣除社會轉移後)低於貧窮風險門檻的比率，而貧窮風險門檻被設

定為國民均等化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在扣除社會轉移後的60%。 

Eurostat、
EU-SILC、ilc_li02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9 
S20/S80 所得5分
位數占比(16歲以

上人口) 

計算方法為 1/ 「S80/S20所得5分位數占比」* 100。 
所得5分位數占比(亦稱為「S80/S20比」)是一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衡量指標，計算方

法為最高所得人口的20%獲得的總所得(上5分位數)除以最低所得人口的20%獲得的總

所得(下5分位數)的比率。 
性別平等指數是使用這項指標的「反向」版本。 

Eurostat、
EU-SILC、Eurostat 
根據EIGE的請求所

為的計算 

2010 2012 2015 
IE 2014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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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域 號次 指標與參考人口 描述 

使用的資料 

資料來源 指數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知
識

 

教
育
程
度
與
參
與
度

 10 
高等教育畢業生

(%, 15 歲以上人

口) 

教育程度是衡量男女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的占比。這是指成功完成高等教育(5-8級)
作為他們最高教育程度之人佔15歲以上總人口的百分比。 

Eurostat、EU-LFS、
Eurostat 根據EIGE
的請求所為的計算

(2010-2015)。EIGE 
2017年、2018年計

算。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11 

參與正式獲非正

式教育訓練的人

(%, 15 歲以上人

口) 

在過去4週曾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教育訓練的人。 

Eurostat、EU-LFS、
Eurostat 根據EIGE
的請求所為的計算

(2010-2015)。EIGE 
2017年、2018年計

算。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隔
離

 

12 

教育、健康與福

祉、人文學科和

藝術領域的高等

教育學生(第3期教

育學生 )(%, 15歲
以上人口) 

研讀教育、藝術和人文學科以及健康與福祉(ISCED 5-8)的人口百分比。 

Eurostat、教育統計

資料 
educ_enrl5、educ_ 

uoe_enrt03 

2010 
LU 2011. 2012 

2015 
EL, IE, 
2014. 

2017 
BG, CZ, 
IE, EL, 
FR, HR, 

IT, 
CY, HU, 
MT, PT, 
RO, SK, 
FI, SE, 

UK. 2016. 
SI, ED7 

(主修或相

等) 
無資料 
使用2016 

2017 
SI, ED7 

(主修或相

等) 
無資料 
使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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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域 號次 指標與參考人口 描述 

使用的資料 

資料來源 
指數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時
間

 

照
護
活
動

 13 

每天照顧和教育子

女或孫子女、年長

者或身心障礙者的

人 (%, 18歲以上人

口) 

每天在有酬工作以外至少從事以下一種照護活動的人口百分比：照護子女、孫子女、

年長者和身心障礙者。問題：(通常而言)您在有酬工作以外多常從事以下任何活動？ 
2016：Q42a 照顧及/或教育您的子女；  Q42b  照顧及/或教育您的孫子女；Q42d 照顧

75歲以下的身心障礙者或體弱的家庭成員、鄰居或朋友；Q42e照顧75歲或以上的身心

障礙者或體弱的家庭成員、鄰居或朋友；2012：Q36a 照顧您的子女/孫子女；Q36c 照
顧年長或身心障礙的親戚；2007：Q36c 照顧年長或身心障礙的親戚；2003: Q37a 照
顧和教育子女；Q37c 照顧年長或身心障礙的親戚； 

Eurofound、
EQLS、EIGE使用

微資料的計算 
2007 2012 2016 2016 2016 

14 

每天烹飪及/或做家

事的人 (%, 18歲以

上人口) 

每天在有酬工作以外會烹飪及/或做家事的人口百分比。問題：您在有酬工作以外多

常從事以下任何活動？ 
2016: Q42c 烹飪及/或做家事；2012 Q36b 烹飪及/或做家事；2007：Q36b 烹飪及/或做

家事；2003：Q37b 做家事 

Eurofound、
EQLS、EIGE使用

微資料的計算 
2007 2012 2016 2016 2016 

社
交
活
動

 

15 

至少每天或一週數

次在住家以外從事

體育、文化或休閒

活動的勞工 (%, 15
歲以上勞工) 

 
至少每隔1天(在總數中「每日+1個月好幾次」)從事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的勞動人口

百分比。 
2015: Q95 平均而言，您每天花多少小時從事活動？ Q95g 在住家以外的體育、文化或

休閒活動。 

Eurofound、
EWCS、EIGE使用

微資料的計算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16 

至少每個月參與1
次志工或慈善活動

的勞工 (%, 15歲以

上勞工) 

至少每個月參與1次志工或慈善活動的勞動人口百分比。 
2015: Q95平均而言，您每天花多少小時從事活動？ Q95a 志工或慈善活動；每天；1
週好幾次；1個月好幾次；不太常；從未。(所有人(回答1-5項者)中的回答1-3的人)。
2005(EF4.1a)、2010(EF3a)通常而言，您多常在工作時間以外於住家外參與志工或慈

善活動？ 1 每天1小時或更多；2 每天或每隔1天且不到1小時； 3 1週1次或2次；4 1個
月1次或2次；5 1年1次或2次；6 從未(所有人(回答1-6項者)中的回答1-4的人)。 

Eurofound、
EWCS、EIGE使用

微資料的計算 
2010 2010 2015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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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域 號次 指標與參考人口 描述 

使用的資料 

資料來源 指數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權
力

 

政
治

 
17 

部會首長占比 (% 
女、男) 

 
部會首長的占比(3年平均值)。 
國家政府(所有部會首長：低階部會首長 +高階部會首長)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2009-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2019 

18 
國會議員占比 (% 
女、男) 

國會議員的占比(3年平均值)。 
國會(2院)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2009-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2019 

19 
地區議會議員占比

(% 女、男) 
地區議會議員的占比(3年平均值)。 
地區議會。如國家沒有地區議會，即納入地方層級政治單位。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地區議會 
2009- 
2010- 
2011 

地區議會 
2011- 
2012- 
2013 

地區議會 
2014- 
2015- 
2016 

地區議會 
2016- 
2017- 
2018 

地區議會 
2017- 
2018- 
2019 

地方層級

政治 
2011 

地方層級

政治 
2013 

地方層級

政治 
2015 

地方層級

政治 
2017 

地方層級

政治 
2019 

經
濟

 20 
最大上市公司監事

會或董事會成員占

比(% 女、男) 
最大上市公司監事會或董事會成員的占比(3年平均值)。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2009-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2019 

21 
中央銀行董事會成

員占比(% 女、男) 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的占比(3年平均值)。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2009-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2019 

社
會

 

22 
研究贊助組織董事

會成員占比(% 女、

男) 
研究贊助組織最高決策單位成員的占比(3年平均值)。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2017 2017 2017 

2017- 
2018 

IT：僅

2017 

2017- 
2018- 
2019 

IT, RO：

僅

2018(時
間序列中

斷) 

23 
公營傳播組織成員

占比(% 女、男) 公營傳播組織成員的占比(3年平均值)。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2014 2014 

2014- 
2015- 
2016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2019 

24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

組織最高決策單位

的成員占比(% 女、

男) 

前十大國家奧林匹克體育組織最高決策單位成員的占比(3年平均值)。 
EIGE、性別統計資

料庫、WMID、

EIGE的計算 
2015 2015 2015 2015- 

2018 

2015-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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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域 
 

號次 
 

指標與參考人口 
 

描述 

使用的資料 

資料來源 指數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健
康

 

狀
態

 
25 

自我感知健康良好

或非常良好 (%, 16
以上人口) 

在所有人當中自評健康「非常良好」或「良好」的人口百分比。此觀念是透過以下問

題來具體化：整體而言，一個人感知自己的健康狀況如何？回答的類比包括非常良

好、良好、尚可、不良、非常不良。 

Eurostat、EU-SILC 
hlth_silc_01 2010 

2012 
HR, 

2011(M) 
2015 2017 2018 

26 
按出生時的平均餘

命(年數) 
在某個年齡的平均餘命是指如果在剩餘的存活期間遭遇到的死亡條件與目前相同，某

人在該年齡可預期的平均繼續存活年數。 

Eurostat、死亡率資

料 
hlth_hlye 

2010 
總計：男

女的平均

值 
IT：2009 

2012 
總計：男

女的平均

值 
SE: 2011 

2015 
總計：男

女的平均 

2016 
總計：男

女的平均 
2018 

27 
 
按出生時絕對值的

健康生活年(年數) 

 
健康生活年是測量特定年齡的人預期會存活且沒有嚴重或中度健康問題的剩餘年數。 

Eurostat、EU-SILC
及死亡率資料 

hlth_hlye 

2010 
總計：男

女的平均 
IT: 2009. 

2012 
總計：男

女的平均 
SE: 2011. 

2015 
總計：男

女的平均 

2016 
總計：男

女的平均 
2018 

行
為

 

28 
不抽菸且不酗酒的

人 (%, 16歲以上人

口) 

 
不從事有風險行為的人口百分比，亦即不抽菸且不酗酒。「酗酒」係指過去12個月期

間1次、每個月或更常飲入6杯酒或60克以上純酒精。 

Eurostat、EHIS、
Eurostat 根據EIGE
的請求所為的計算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FR,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FR,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FR,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FR,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FR, NL: 

EIGE估計

值 

29 
從事運動及/或吃蔬

果的人 (%, 16歲以

上人口) 
每週運動至少150分鐘及/或每天至少吃5份蔬果的人口百分比。 

Eurostat、EHIS、
Eurostat 根據EIGE
的請求所為的計算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BE,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BE,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BE,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BE, NL: 

EIGE估計

值 

2014 
EU：非加

權平均值 
BE, NL: 

EIGE估計

值 

取
得

 30 
無醫療檢查需求未

獲得滿足的人口(%, 
16歲以上人口) 

自己報告醫療需求未獲得滿足。 Eurostat、EU-SILC 
hlth_silc_0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31 

無牙醫檢查需求未

獲得滿足的人口(%, 
16歲以上人口) 

自己報告牙醫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 Eurostat、EU-SILC 
hlth_silc_09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其
他

 

 18歲以上人口 該國18歲以上的人數 
Eurostat、人口統計

demo_pjanbroad、
demo_pjan 

2009-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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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性別平等指數分數 
 
表3：歐盟會員國在2010、2012、2015、2017、2018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排名及分數變化 
 

 
MS 

分數 排名 分數變化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至2018 2017至2018 

EU 63.8 65.0 66.2 67.4 67.9 – – – – – 4.1 0.5 

BE 69.3 70.2 70.5 71.1 71.4 5 5 7 8 9 2.1 0.3 

BG 55.0 56.9 58.0 58.8 59.6 17 15 16 19 19 4.6 0.8 

CZ 55.6 56.7 53.6 55.7 56.2 14 17 23 21 23 0.6 0.5 

DK 75.2 75.6 76.8 77.5 77.4 2 2 2 2 2 2.2 –0.1 

DE 62.6 64.9 65.5 66.9 67.5 11 12 12 12 12 4.9 0.6 

EE 53.4 53.5 56.7 59.8 60.7 21 22 20 17 18 7.3 0.9 

IE 65.4 67.7 69.5 71.3 72.2 9 8 8 7 7 6.8 0.9 

EL 48.6 50.1 50.0 51.2 52.2 28 28 28 28 28 3.6 1.0 

ES 66.4 67.4 68.3 70.1 72.0 8 9 11 9 8 5.6 1.9 

FR 67.5 68.9 72.6 74.6 75.1 7 6 5 3 3 7.6 0.5 

HR 52.3 52.6 53.1 55.6 57.9 25 23 24 22 20 5.6 2.3 

IT 53.3 56.5 62.1 63.0 63.5 22 18 14 14 14 10.2 0.5 

CY 49.0 50.6 55.1 56.3 56.9 27 27 22 20 21 7.9 0.6 

LV 55.2 56.2 57.9 59.7 60.8 16 19 17 18 17 5.6 1.1 

LT 54.9 54.2 56.8 55.5 56.3 18 21 19 23 22 1.4 0.8 

LU 61.2 65.9 69.0 69.2 70.3 12 11 9 10 10 9.1 1.1 

HU 52.4 51.8 50.8 51.9 53.0 24 25 27 27 27 0.6 1.1 

MT 54.4 57.8 60.1 62.5 63.4 19 14 15 15 15 9.0 0.9 

NL 74.0 74.0 72.9 72.1 74.1 3 4 4 6 5 0.1 2.0 

AT 58.7 61.3 63.3 65.3 66.5 13 13 13 13 13 7.8 1.2 

PL 55.5 56.9 56.8 55.2 55.8 15 16 18 24 24 0.3 0.6 

PT 53.7 54.4 56.0 59.9 61.3 20 20 21 16 16 7.6 1.4 

RO 50.8 51.2 52.4 54.5 54.4 26 26 25 25 26 3.6 –0.1 

SI 62.7 66.1 68.4 68.3 67.7 10 10 10 11 11 5.0  

SK 53.0 52.4 52.4 54.1 55.5 23 24 26 26 25 2.5 1.4 

FI 73.1 74.4 73.0 73.4 74.7 4 3 3 4 4 1.6 1.3 

SE 80.1 79.7 82.6 83.6 83.8 1 1 1 1 1 3.7 0.2 

UK 68.7 68.9 71.5 72.2 72.7 6 7 6 5 6 4.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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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10年歐盟會員國在各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及排名 
 

MS 
分數 排名 

指數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指數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EU 63.8 70.5 78.4 61.8 66.3 41.9 87.2 - - - - - - - 
BE 69.3 72.7 85.5 70.6 70.3 47.9 86.5 5 8 4 4 8 7 14 
BG 55.0 67.9 60.8 50.4 43.9 45.8 75.3 17 20 25 24 25 8 27 
CZ 55.6 64.9 73.8 55.4 53.8 31.0 85.7 14 25 18 17 20 16 17 
DK 75.2 79.8 83.6 73.2 80.4 58.0 90.3 2 2 7 2 3 3 6 
DE 62.6 70.0 83.2 56.3 69.8 38.3 89.3 11 18 9 15 10 11 10 
EE 53.4 71.2 65.5 51.6 73.7 21.9 82.7 21 15 24 23 5 26 22 
IE 65.4 73.5 85.5 65.3 70.8 37.2 90.7 9 7 3 8 7 12 4 
EL 48.6 63.6 75.3 53.4 35.6 22.3 84.3 28 27 17 22 28 25 20 
ES 66.4 71.8 77.1 63.5 60.8 52.6 88.6 8 12 16 9 14 5 11 
FR 67.5 71.5 83.5 62.0 66.6 52.4 86.7 7 13 8 10 12 6 13 
HR 52.3 67.2 68.6 49.9 49.8 28.4 81.5 25 21 23 26 23 21 24 
IT 53.3 61.3 78.9 53.8 55.1 25.2 86.3 22 28 15 21 16 23 16 
CY 49.0 70.5 80.7 55.5 45.9 15.4 86.4 27 17 11 16 24 28 15 
LV 55.2 72.6 58.9 49.2 62.0 34.8 77.3 16 9 28 27 13 14 26 
LT 54.9 72.6 60.8 54.3 52.2 32.9 80.4 18 10 26 20 21 15 25 
LU 61.2 70.9 91.8 66.3 70.2 25.6 89.8 12 16 1 6 9 22 8 
HU 52.4 66.0 70.8 54.5 54.1 23.5 85.4 24 23 20 19 19 24 18 
MT 54.4 65.1 79.2 65.4 54.3 20.9 90.6 19 24 14 7 17 27 5 
NL 74.0 76.3 86.6 66.9 85.9 56.9 90.3 3 3 2 5 1 4 7 
AT 58.7 75.3 82.8 58.9 56.0 28.4 91.1 13 4 10 12 15 20 3 
PL 55.5 66.3 69.5 57.8 54.2 30.6 81.6 15 22 22 14 18 18 23 
PT 53.7 71.4 71.8 50.1 38.7 34.9 84.3 20 14 19 25 27 13 21 
RO 50.8 67.9 59.8 47.2 50.6 30.8 69.9 26 19 27 28 22 17 28 
SI 62.7 71.9 80.3 55.0 68.3 41.1 86.8 10 11 12 18 11 10 12 
SK 53.0 64.8 70.2 59.5 39.9 29.5 84.8 23 26 21 11 26 19 19 
FI 73.1 74.5 84.1 58.6 80.1 69.1 89.5 4 6 6 13 4 2 9 
SE 80.1 80.4 85.3 70.7 84.5 77.8 93.2 1 1 5 3 2 1 2 
UK 68.7 75.1 79.8 73.3 72.1 42.4 94.1 6 5 13 1 6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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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各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及排名 

MS 
分數 排名 

指數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指數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EU 67.9 72.2 80.6 63.6 65.7 53.5 88.0 - - - - - - - 
BE 71.4 74.7 88.7 71.4 65.3 55.7 86.5 9 10 2 2 12 11 17 
BG 59.6 69.0 62.3 54.9 42.7 61.5 77.2 19 21 28 23 28 6 27 
CZ 56.2 67.0 76.8 58.4 57.3 27.7 86.3 23 25 17 15 18 26 18 
DK 77.4 79.7 86.8 71.3 83.1 66.2 89.7 2 2 5 3 3 5 9 
DE 67.5 72.1 84.9 54.0 65.0 59.5 90.6 12 18 10 25 13 8 6 
EE 60.7 72.1 70.0 56.3 74.7 36.1 81.6 18 17 24 18 5 20 24 
IE 72.2 75.9 86.5 67.3 74.2 55.8 91.3 7 6 8 8 6 10 5 
EL 52.2 64.4 72.5 54.8 44.7 27.0 84.0 28 27 22 24 27 27 21 
ES 72.0 73.2 77.8 67.6 64.0 69.4 90.1 8 13 16 6 15 4 7 
FR 75.1 72.8 87.0 66.3 67.3 79.8 87.4 3 16 4 10 10 2 14 
HR 57.9 69.9 72.6 51.6 51.0 41.4 83.7 20 20 21 27 22 18 22 
IT 63.5 63.3 79.0 61.9 59.3 48.8 88.4 14 28 15 12 17 15 12 
CY 56.9 70.8 81.7 56.2 51.3 29.8 88.0 21 19 13 19 21 24 13 
LV 60.8 74.0 65.2 49.3 65.8 49.4 78.4 17 12 26 28 11 14 26 
LT 56.3 74.1 66.1 56.2 50.6 34.1 80.0 22 11 25 20 23 21 25 
LU 70.3 75.2 90.0 70.0 69.1 48.4 89.5 10 9 1 5 9 16 10 
HU 53.0 68.0 72.0 57.4 54.3 22.2 87.0 27 22 23 16 19 28 15 
MT 63.4 75.4 82.6 67.1 64.2 32.8 92.0 15 7 12 9 14 22 3 
NL 74.1 77.8 86.2 67.3 83.9 57.2 90.0 5 3 9 7 2 9 8 
AT 66.5 76.4 86.7 63.8 61.2 44.2 91.9 13 5 7 11 16 17 4 
PL 55.8 67.3 75.5 57.2 52.5 30.0 83.1 24 24 18 17 20 23 23 
PT 61.3 72.9 72.8 55.7 47.5 51.1 84.6 16 15 20 22 25 13 20 
RO 54.4 67.6 63.0 52.4 50.3 37.5 71.2 26 23 27 26 24 19 28 
SI 67.7 73.1 83.0 55.9 72.9 55.0 86.9 11 14 11 21 7 12 16 
SK 55.5 66.6 75.1 61.2 46.3 29.6 85.5 25 26 19 14 26 25 19 
FI 74.7 75.4 87.1 61.6 77.4 71.9 89.3 4 8 3 13 4 3 11 
SE 83.8 82.9 86.8 74.2 90.1 84.2 94.5 1 1 6 1 1 1 1 
UK 72.7 76.9 80.4 70.1 69.9 60.0 92.8 6 4 14 4 8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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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勞動領域及其次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

分數  

 
MS 

分數 

勞動領域 參與度 隔離與工作品質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EU 70.5 71.0 71.5 72.0 72.2 78.1 78.7 79.8 80.9 81.5 63.7 64.0 64.0 64.0 64.0 
BE 72.7 72.8 73.8 74.1 74.7 75.7 75.4 77.5 78.2 79.5 69.8 70.4 70.2 70.2 70.1 
BG 67.9 68.7 68.6 69.0 69.0 81.3 82.0 82.7 83.5 83.5 56.7 57.6 56.9 57.0 57.0 
CZ 64.9 65.3 66.1 67.0 67.0 78.9 79.9 81.8 83.5 84.3 53.3 53.3 53.5 53.7 53.3 
DK 79.8 79.7 79.2 79.6 79.7 88.5 88.3 87.2 88.3 88.7 71.9 72.1 72.0 71.8 71.5 
DE 70.0 70.6 71.4 72.1 72.1 79.0 80.2 81.9 83.3 83.6 62.1 62.1 62.2 62.3 62.2 
EE 71.2 71.4 72.1 71.5 72.1 87.3 87.7 88.6 89.8 90.6 58.1 58.1 58.7 57.0 57.5 
IE 73.5 73.7 73.9 75.5 75.9 77.4 77.3 78.3 81.7 82.4 69.8 70.2 69.7 69.8 69.9 
EL 63.6 63.6 64.2 64.2 64.4 71.1 69.4 71.0 71.4 71.6 57.0 58.4 58.0 57.7 58.0 
ES 71.8 72.3 72.4 72.9 73.2 77.0 77.5 78.0 79.1 79.3 66.9 67.4 67.3 67.1 67.5 
FR 71.5 71.9 72.1 72.4 72.8 81.1 81.4 82.3 82.4 83.5 63.1 63.5 63.2 63.5 63.5 
HR 67.2 68.3 69.4 69.2 69.9 75.0 75.5 78.5 78.9 79.6 60.3 61.8 61.4 60.7 61.4 
IT 61.3 62.4 62.4 63.1 63.3 64.9 66.7 66.7 68.2 68.6 57.8 58.5 58.4 58.5 58.5 
CY 70.5 68.9 70.7 70.7 70.8 85.2 83.4 84.7 84.9 86.2 58.3 56.9 59.0 58.8 58.2 
LV 72.6 74.3 73.6 74.2 74.0 86.9 86.9 87.8 89.3 90.1 60.7 63.5 61.8 61.7 60.8 
LT 72.6 72.6 73.2 73.6 74.1 86.0 86.8 88.2 89.7 90.7 61.3 60.8 60.7 60.4 60.4 
LU 70.9 72.5 74.0 74.1 75.2 74.8 77.7 81.3 82.4 83.5 67.3 67.7 67.4 66.7 67.6 
HU 66.0 66.4 67.2 67.4 68.0 75.8 76.9 79.6 81.0 81.3 57.5 57.4 56.7 56.0 56.9 
MT 65.1 68.2 71.0 73.3 75.4 58.6 63.2 68.9 73.1 76.9 72.3 73.7 73.1 73.5 74.0 
NL 76.3 76.2 76.7 77.4 77.8 78.5 78.6 79.2 80.7 81.7 74.1 73.9 74.3 74.2 74.2 
AT 75.3 75.6 76.1 76.6 76.4 80.3 80.9 81.4 82.4 82.4 70.6 70.6 71.2 71.2 70.7 
PL 66.3 66.6 66.8 67.0 67.3 77.9 78.3 79.5 80.2 80.8 56.5 56.5 56.2 56.0 56.1 
PT 71.4 71.4 72.0 72.5 72.9 85.6 84.1 85.4 86.6 87.8 59.5 60.6 60.8 60.7 60.6 
RO 67.9 67.8 67.1 67.7 67.6 78.8 78.5 77.5 79.0 78.8 58.6 58.5 58.1 58.0 58.0 
SI 71.9 71.3 71.8 73.3 73.1 84.4 83.7 83.5 86.5 86.7 61.3 60.7 61.7 62.1 61.6 
SK 64.8 64.9 65.5 66.5 66.6 79.0 78.8 80.6 82.6 82.7 53.1 53.4 53.2 53.5 53.7 
FI 74.5 74.8 74.7 74.9 75.4 88.9 89.2 89.2 88.9 90.0 62.4 62.7 62.6 63.1 63.2 
SE 80.4 81.4 82.6 83.0 82.9 91.9 93.8 95.4 95.7 95.8 70.4 70.6 71.5 71.9 71.7 
UK 75.1 75.4 76.6 76.9 76.9 81.1 81.6 83.6 84.6 85.2 69.5 69.6 70.2 69.9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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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金錢領域及其次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

分數 
 

 
MS 

分數 

金錢領域 財務資源 經濟狀況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EU 78.4 78.4 79.6 80.4 80.6 69.4 70.0 73.0 73.8 74.3 88.6 87.9 86.7 87.7 87.5 
BE 85.5 85.6 87.5 88.3 88.7 77.9 78.6 82.7 83.3 83.8 94.0 93.3 92.6 93.6 93.8 
BG 60.8 60.5 61.9 61.8 62.3 44.7 44.2 48.2 50.2 49.6 82.8 82.7 79.5 76.1 78.2 
CZ 73.8 74.0 75.9 76.7 76.8 55.1 55.8 58.8 59.8 60.4 98.7 98.1 98.1 98.2 97.6 
DK 83.6 85.7 86.6 87.1 86.8 78.3 80.4 82.4 83.2 83.3 89.3 91.4 91.1 91.2 90.5 
DE 83.2 84.0 84.2 86.0 84.9 77.1 78.1 81.2 82.1 82.9 89.8 90.2 87.4 90.1 86.9 
EE 65.5 64.9 66.7 69.4 70.0 49.5 50.2 56.4 58.3 59.3 86.7 84.0 79.0 82.5 82.7 
IE 85.5 84.4 84.7 85.5 86.5 81.1 80.7 81.0 81.7 83.3 90.2 88.2 88.6 89.5 89.8 
EL 75.3 71.1 70.7 71.4 72.5 66.7 62.7 61.4 61.3 61.4 84.9 80.7 81.4 83.2 85.6 
ES 77.1 76.0 75.9 76.7 77.8 70.4 69.6 71.0 72.2 72.3 84.4 82.9 81.2 81.4 83.6 
FR 83.5 83.7 86.1 86.4 87.0 75.9 77.2 80.4 81.0 80.9 91.8 90.6 92.3 92.1 93.5 
HR 68.6 68.9 69.9 72.2 72.6 56.2 55.7 57.1 60.1 60.6 83.8 85.2 85.6 86.9 86.9 
IT 78.9 78.7 78.6 78.8 79.0 72.5 72.8 73.0 74.4 74.8 86.0 85.1 84.6 83.5 83.4 
CY 80.7 81.7 79.2 80.8 81.7 74.8 76.4 72.1 72.8 72.8 87.1 87.4 87.1 89.7 91.6 
LV 58.9 59.6 64.3 65.5 65.2 43.5 43.5 51.9 53.7 54.6 79.8 81.5 79.5 80.0 78.0 
LT 60.8 64.3 65.6 64.7 66.1 47.8 48.4 53.5 55.0 56.0 77.3 85.5 80.4 76.1 78.0 
LU 91.8 92.1 94.4 91.8 90.0 91.2 91.6 97.0 96.8 97.3 92.5 92.7 92.0 87.2 83.2 
HU 70.8 69.8 70.7 71.6 72.0 51.0 52.5 55.2 55.5 56.2 98.3 92.9 90.5 92.5 92.2 
MT 79.2 80.6 82.4 82.5 82.6 68.6 69.5 73.3 74.4 74.8 91.3 93.3 92.8 91.4 91.1 
NL 86.6 87.0 86.8 86.7 86.2 77.7 77.6 79.1 80.4 80.4 96.5 97.5 95.4 93.5 92.4 
AT 82.8 83.6 85.9 86.4 86.7 74.7 75.8 79.8 81.4 80.9 91.8 92.2 92.5 91.7 93.1 
PL 69.5 70.3 73.3 75.1 75.5 54.6 56.2 61.4 62.8 63.0 88.5 88.0 87.5 89.9 90.5 
PT 71.8 71.7 70.9 72.1 72.8 60.4 60.7 60.3 61.2 61.2 85.3 84.8 83.5 84.8 86.8 
RO 59.8 59.2 59.4 62.0 63.0 42.5 42.7 45.7 47.2 49.3 84.2 82.1 77.3 81.6 80.4 
SI 80.3 81.3 81.6 82.4 83.0 67.3 68.3 69.8 70.0 70.7 95.8 96.7 95.5 97.1 97.4 
SK 70.2 72.1 74.0 74.2 75.1 51.9 53.9 56.4 56.8 57.1 95.1 96.4 97.2 96.9 98.8 
FI 84.1 84.8 86.4 87.6 87.1 74.6 76.2 78.5 79.2 79.4 94.9 94.4 95.2 96.9 95.5 
SE 85.3 85.3 87.5 86.8 86.8 75.9 77.4 82.3 82.1 82.0 95.8 93.9 93.1 91.9 91.9 
UK 79.8 80.5 81.2 81.6 80.4 74.4 75.1 77.0 77.1 76.9 85.7 86.3 85.6 86.4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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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知識領域及其次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

分數 

 
MS 

分數 

知識領域 教育程度與參與度 隔離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EU 61.8 62.8 63.4 63.5 63.6 68.5 70.4 72.1 72.8 73.1 55.8 56.1 55.6 55.4 55.4 
BE 70.6 70.6 71.1 71.3 71.4 73.3 72.5 73.3 74.3 73.8 68.1 68.8 68.9 68.4 69.0 
BG 50.4 51.9 53.3 53.2 54.9 53.9 54.6 56.1 55.4 57.3 47.1 49.3 50.7 51.0 52.7 
CZ 55.4 57.7 57.3 59.0 58.4 61.4 66.3 66.9 69.9 67.7 50.0 50.2 49.2 49.8 50.3 
DK 73.2 71.3 73.6 72.3 71.3 81.7 80.5 82.1 81.8 79.5 65.6 63.1 66.0 64.0 64.0 
DE 56.3 57.1 52.9 53.7 54.0 59.9 62.7 61.0 62.4 63.2 53.0 51.9 45.9 46.2 46.2 
EE 51.6 53.8 53.2 55.5 56.3 67.4 70.5 67.9 70.1 72.1 39.5 41.1 41.7 44.0 44.0 
IE 65.3 67.7 66.4 66.9 67.3 72.7 74.0 74.1 77.8 79.3 58.6 62.0 59.6 57.6 57.2 
EL 53.4 54.3 55.6 55.7 54.8 59.8 60.7 63.9 66.3 66.8 47.7 48.5 48.4 46.8 45.0 
ES 63.5 64.2 65.3 67.4 67.6 71.8 73.0 73.3 76.0 76.6 56.2 56.6 58.1 59.7 59.7 
FR 62.0 62.4 66.1 66.0 66.3 67.9 69.7 77.5 78.5 79.6 56.6 55.8 56.4 55.6 55.2 
HR 49.9 48.5 49.8 50.4 51.6 57.5 58.7 59.3 59.2 60.6 43.3 40.0 41.8 42.9 43.9 
IT 53.8 56.7 61.4 61.2 61.9 53.7 54.4 56.1 57.0 58.0 53.9 59.2 67.1 65.8 66.0 
CY 55.5 58.2 58.5 56.5 56.2 73.6 73.2 73.3 73.2 73.1 41.9 46.2 46.6 43.5 43.3 
LV 49.2 48.8 48.9 49.7 49.3 60.5 62.2 59.1 62.3 61.1 40.0 38.3 40.5 39.7 39.7 
LT 54.3 54.7 55.8 55.9 56.2 65.0 66.2 68.4 69.4 70.0 45.4 45.3 45.4 45.0 45.0 
LU 66.3 68.7 69.4 69.5 70.0 74.8 78.6 84.1 84.5 85.9 58.7 60.1 57.2 57.1 57.1 
HU 54.5 54.3 56.9 56.9 57.4 59.2 59.6 64.6 63.4 64.1 50.1 49.5 50.0 51.0 51.5 
MT 65.4 66.3 65.2 65.8 67.1 59.2 60.2 61.3 65.9 67.0 72.3 73.0 69.5 65.8 67.3 
NL 66.9 66.9 67.3 67.1 67.3 77.1 78.0 80.9 83.4 84.1 58.1 57.5 56.0 53.9 53.9 
AT 58.9 59.9 63.2 64.1 63.8 61.2 61.8 72.0 74.1 73.3 56.6 58.1 55.5 55.5 55.5 
PL 57.8 56.5 56.0 56.5 57.2 62.3 61.5 61.3 61.5 63.0 53.6 51.9 51.1 51.9 51.9 
PT 50.1 54.9 54.8 55.1 55.7 50.8 59.1 59.5 60.4 61.3 49.5 51.0 50.6 50.3 50.7 
RO 47.2 50.2 51.8 51.5 52.4 50.1 52.7 52.9 52.4 52.6 44.4 47.9 50.7 50.7 52.2 
SI 55.0 54.9 55.0 56.0 55.9 68.4 67.1 67.4 66.9 66.6 44.2 45.0 44.9 46.9 46.9 
SK 59.5 59.6 60.0 60.4 61.2 59.1 58.8 58.8 59.7 60.9 59.9 60.3 61.2 61.1 61.5 
FI 58.6 59.5 61.3 61.1 61.6 78.3 79.5 81.4 83.0 83.6 43.9 44.6 46.1 45.0 45.5 
SE 70.7 70.9 72.8 73.8 74.2 74.4 75.6 78.5 80.2 80.5 67.1 66.6 67.5 67.9 68.4 
UK 73.3 73.5 71.8 70.4 70.1 80.6 81.7 82.2 79.7 79.3 66.7 66.0 62.7 62.2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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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時間領域及其次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

分數 

 
MS 

分數 

時間領域 照護活動 社會活動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EU 66.3 68.9 65.7 65.7 65.7 67.3 72.6 70.0 70.0 70.0 65.4 65.4 61.6 61.6 61.6 
BE 70.3 71.8 65.3 65.3 65.3 72.6 75.7 68.9 68.9 68.9 68.1 68.1 61.9 61.9 61.9 
BG 43.9 47.4 42.7 42.7 42.7 48.6 56.6 55.7 55.7 55.7 39.7 39.7 32.6 32.6 32.6 
CZ 53.8 55.5 57.3 57.3 57.3 55.8 59.4 56.8 56.8 56.8 51.9 51.9 57.7 57.7 57.7 
DK 80.4 85.4 83.1 83.1 83.1 75.8 85.5 86.1 86.1 86.1 85.3 85.3 80.2 80.2 80.2 
DE 69.8 67.8 65.0 65.0 65.0 70.1 66.1 71.3 71.3 71.3 69.6 69.6 59.3 59.3 59.3 
EE 73.7 70.1 74.7 74.7 74.7 80.7 73.0 85.9 85.9 85.9 67.2 67.2 65.0 65.0 65.0 
IE 70.8 76.5 74.2 74.2 74.2 69.9 81.6 76.2 76.2 76.2 71.8 71.8 72.1 72.1 72.1 
EL 35.6 45.2 44.7 44.7 44.7 34.2 55.1 50.9 50.9 50.9 37.1 37.1 39.3 39.3 39.3 
ES 60.8 65.8 64.0 64.0 64.0 60.9 71.4 74.5 74.5 74.5 60.6 60.6 55.0 55.0 55.0 
FR 66.6 70.3 67.3 67.3 67.3 70.3 78.5 70.4 70.4 70.4 63.0 63.0 64.4 64.4 64.4 
HR 49.8 54.7 51.0 51.0 51.0 53.0 63.9 54.4 54.4 54.4 46.7 46.7 47.9 47.9 47.9 
IT 55.1 61.4 59.3 59.3 59.3 54.5 67.6 61.2 61.2 61.2 55.7 55.7 57.4 57.4 57.4 
CY 45.9 45.9 51.3 51.3 51.3 52.6 52.7 65.7 65.7 65.7 40.0 40.0 40.0 40.0 40.0 
LV 62.0 60.8 65.8 65.8 65.8 78.2 75.1 89.8 89.8 89.8 49.2 49.2 48.2 48.2 48.2 
LT 52.2 55.7 50.6 50.6 50.6 65.4 74.5 64.0 64.0 64.0 41.7 41.7 40.0 40.0 40.0 
LU 70.2 71.5 69.1 69.1 69.1 72.1 74.8 79.4 79.4 79.4 68.3 68.3 60.2 60.2 60.2 
HU 54.1 55.2 54.3 54.3 54.3 68.7 71.6 65.0 65.0 65.0 42.6 42.6 45.4 45.4 45.4 
MT 54.3 58.7 64.2 64.2 64.2 49.7 57.9 69.0 69.0 69.0 59.4 59.4 59.8 59.8 59.8 
NL 85.9 86.7 83.9 83.9 83.9 76.5 78.0 79.3 79.3 79.3 96.4 96.4 88.7 88.7 88.7 
AT 56.0 65.3 61.2 61.2 61.2 44.9 61.0 62.7 62.7 62.7 69.8 69.8 59.7 59.7 59.7 
PL 54.2 55.3 52.5 52.5 52.5 63.0 65.6 64.1 64.1 64.1 46.5 46.5 43.0 43.0 43.0 
PT 38.7 46.0 47.5 47.5 47.5 49.3 69.5 63.3 63.3 63.3 30.4 30.4 35.7 35.7 35.7 
RO 50.6 53.2 50.3 50.3 50.3 70.9 78.1 70.7 70.7 70.7 36.2 36.2 35.8 35.8 35.8 
SI 68.3 72.4 72.9 72.9 72.9 64.5 72.3 69.5 69.5 69.5 72.4 72.4 76.4 76.4 76.4 
SK 39.9 43.4 46.3 46.3 46.3 52.7 62.5 56.5 56.5 56.5 30.2 30.2 37.9 37.9 37.9 
FI 80.1 81.0 77.4 77.4 77.4 84.2 86.0 82.2 82.2 82.2 76.3 76.3 72.9 72.9 72.9 
SE 84.5 83.5 90.1 90.1 90.1 84.6 82.6 90.9 90.9 90.9 84.3 84.3 89.3 89.3 89.3 
UK 72.1 73.2 69.9 69.9 69.9 78.4 80.8 75.1 75.1 75.1 66.3 66.3 65.1 65.1 65.1 
備註：由於缺乏新資料，自前一版的性別平等指數以來，時間領域的分數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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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權力領域及其次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

分數 
 

 
MS 

 分數 

 權力領域 政治 經濟 社會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EU 41.9 43.5 48.5  51.9 53.5 47.2 48.3 52.7 55.0 56.9 28.9 31.8 39.5 43.6 46.8 53.7 53.7 55.0 58.2 57.6 
BE 47.9 50.5 53.4  55.2 55.7 65.8 70.0 70.2 67.8 68.1 32.8 36.0 38.0 40.2 41.8 50.9 51.0 57.1 61.7 60.8 
BG 45.8 49.4 56.0  59.9 61.5 50.3 53.4 49.2 53.8 56.5 27.6 32.7 53.2 59.9 60.0 69.3 69.3 67.0 66.8 68.5 
CZ 31.0 32.0 22.6  26.1 27.7 30.7 31.7 36.6 37.8 40.0 27.4 29.0 9.2 13.6 16.4 35.6 35.6 34.2 34.3 32.5 
DK 58.0 57.5 61.5  64.9 66.2 75.1 76.1 71.2 74.2 76.0 47.5 45.6 55.7 56.5 56.0 54.8 54.8 58.7 65.3 68.3 
DE 38.3 46.0 53.0  56.6 59.5 60.2 59.9 71.5 69.6 67.8 19.0 33.0 42.1 49.7 56.5 49.2 49.1 49.5 52.4 55.0 
EE 21.9 22.0 28.2  34.6 36.1 34.9 33.7 44.9 48.5 49.3 21.6 22.7 23.2 23.4 24.2 13.9 13.9 21.4 36.5 39.4 
IE 37.2 40.7 48.6  53.4 55.8 32.9 37.0 39.8 44.1 45.3 21.7 25.4 39.9 46.4 50.0 72.1 71.7 72.4 74.5 76.8 
EL 22.3 22.3 21.7  24.3 27.0 34.3 30.7 34.7 35.8 36.5 13.6 15.3 12.1 14.9 20.4 23.8 23.6 24.2 27.0 26.4 
ES 52.6 52.9 57.0  62.0 69.4 73.7 69.7 72.3 76.8 82.5 33.3 35.8 43.5 53.4 64.8 59.4 59.2 58.9 58.1 62.7 
FR 52.4 55.1 68.2  78.3 79.8 64.1 70.8 77.1 80.8 83.1 41.2 43.2 70.2 82.9 84.6 54.6 54.6 58.4 71.7 72.3 
HR 28.4 27.3 28.5  34.8 41.4 40.2 40.0 38.7 42.2 45.1 24.8 22.2 19.0 19.8 28.6 22.9 22.9 31.6 50.2 55.1 
IT 25.2 29.4 45.3  47.6 48.8 31.7 35.8 47.4 47.9 49.3 10.6 14.8 44.7 53.1 54.9 47.8 47.8 43.7 42.5 43.1 
CY 15.4 17.4 24.7  28.2 29.8 30.1 30.2 25.8 27.5 29.9 4.7 6.8 22.6 23.0 23.0 25.9 25.7 25.8 35.6 38.6 
LV 34.8 37.9 39.0  44.1 49.4 38.1 43.7 40.5 36.7 40.6 37.5 42.1 44.2 45.6 46.1 29.5 29.5 33.2 51.4 64.3 
LT 32.9 27.7 36.6  32.5 34.1 34.0 34.8 40.0 40.9 45.5 23.7 13.9 30.1 18.5 18.1 44.3 44.2 40.9 45.3 48.2 
LU 25.6 34.9 43.5  44.8 48.4 45.3 47.6 51.1 48.9 51.5 5.2 12.5 23.5 28.2 32.1 71.5 71.2 68.2 65.2 68.6 
HU 23.5 21.9 18.7  20.6 22.2 16.1 15.9 14.3 15.0 17.8 37.8 31.0 22.1 23.1 23.7 21.4 21.5 20.9 25.1 25.8 
MT 20.9 25.0 27.4  32.2 32.8 30.0 29.1 30.5 32.9 33.1 12.4 21.9 24.4 24.0 24.2 24.5 24.6 27.5 42.2 44.2 
NL 56.9 56.6 52.9  50.0 57.2 69.5 66.0 70.6 70.6 71.9 40.4 41.8 33.1 29.3 45.9 65.8 65.8 63.4 60.2 56.7 
AT 28.4 30.8 34.9  39.9 44.2 60.3 60.3 59.1 61.1 65.9 9.3 11.8 17.4 21.1 24.4 40.7 40.8 41.1 49.3 53.7 
PL 30.6 34.8 35.1  29.1 30.0 36.6 43.5 46.1 43.6 44.3 27.5 33.8 38.2 33.1 34.1 28.6 28.6 24.4 17.0 17.8 
PT 34.9 29.7 33.9  46.7 51.1 41.9 42.4 48.7 56.7 59.0 20.4 12.6 16.4 36.3 44.9 49.6 49.3 48.9 49.4 50.4 
RO 30.8 28.8 33.2  38.8 37.5 23.5 26.5 32.9 40.8 41.6 28.0 20.4 21.4 20.5 21.5 44.4 44.4 51.8 69.7 59.3 
SI 41.1 51.5 60.6  57.6 55.0 44.5 46.3 65.4 67.3 64.4 29.9 56.4 61.5 50.4 44.7 52.3 52.3 55.3 56.2 57.7 
SK 29.5 25.4 23.1  26.8 29.6 31.0 28.4 29.0 35.3 36.9 34.1 23.7 14.6 17.9 23.3 24.3 24.4 29.1 30.4 30.0 
FI 69.1 73.2 65.3  66.7 71.9 86.1 86.3 84.8 78.8 83.9 52.5 62.0 47.6 52.5 59.2 73.1 73.2 68.9 71.5 74.8 
SE 77.8 75.2 79.5  83.4 84.2 92.1 93.0 93.9 95.1 94.9 58.7 52.6 60.8 69.4 71.7 87.1 87.1 87.8 87.9 87.8 
UK 42.4 42.0 53.0  56.5 60.0 47.5 45.7 53.0 58.7 61.3 22.9 23.0 40.8 50.2 57.1 70.2 70.2 68.8 61.2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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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健康領域及其次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

分數 
 

 
MS 

分數 

健康領域 狀態 行為 取得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EU 87.2 87.2 87.4 88.1 88.0 91.1 91.1 91.2 92.2 92.2 75.4 75.4 75.4 75.4 75.4 96.6 96.5 97.1 98.3 98.1 
BE 86.5 86.4 86.3 86.3 86.5 92.6 93.4 93.3 93.3 93.6 70.3 70.3 70.3 70.3 70.3 99.3 98.1 98.0 97.9 98.4 
BG 75.3 75.8 76.4 77.1 77.2 88.1 88.4 88.1 89.0 89.1 52.3 52.3 52.3 52.3 52.3 92.6 94.1 96.9 98.5 98.5 
CZ 85.7 85.7 86.0 86.3 86.3 89.1 89.0 89.6 90.0 90.0 72.3 72.3 72.3 72.3 72.3 97.9 98.0 98.2 98.7 98.9 
DK 90.3 90.2 89.6 89.9 89.7 92.2 92.6 91.6 92.4 91.1 81.7 81.7 81.7 81.7 81.7 97.8 96.9 96.2 96.3 96.8 
DE 89.3 89.4 90.5 90.5 90.6 90.4 90.2 91.8 92.0 92.3 80.9 80.9 80.9 80.9 80.9 97.5 97.9 99.7 99.7 99.7 
EE 82.7 82.1 81.5 81.9 81.6 83.4 83.2 84.1 83.9 83.8 70.1 70.1 70.1 70.1 70.1 96.8 94.7 91.9 93.5 92.6 
IE 90.7 90.4 90.6 90.9 91.3 96.5 96.5 96.8 97.1 97.6 79.0 79.0 79.0 79.0 79.0 98.0 97.0 97.3 97.9 98.8 
EL 84.3 83.9 83.1 83.5 84.0 94.1 93.5 93.4 93.3 94.4 66.6 66.6 66.6 66.6 66.6 95.7 94.8 92.3 93.8 94.1 
ES 88.6 89.1 89.6 90.1 90.1 92.4 93.6 93.2 94.1 94.4 78.6 78.6 78.6 78.6 78.6 95.7 96.2 98.3 98.9 98.7 
FR 86.7 86.8 87.1 87.4 87.4 91.0 91.6 91.6 91.9 92.1 74.0 74.0 74.0 74.0 74.0 96.8 96.6 97.6 98.1 97.9 
HR 81.5 82.8 83.3 83.7 83.7 85.1 85.7 86.4 87.5 87.4 68.3 68.3 68.3 68.3 68.3 93.1 97.0 97.8 98.1 98.3 
IT 86.3 86.5 86.3 88.7 88.4 91.1 91.3 91.3 95.1 94.3 74.2 74.2 74.2 74.2 74.2 94.9 95.5 94.8 99.0 98.6 
CY 86.4 87.1 88.2 88.4 88.0 93.7 94.4 95.5 96.1 94.8 73.0 73.0 73.0 73.0 73.0 94.4 96.0 98.4 98.4 98.4 
LV 77.3 77.9 78.4 78.3 78.4 80.0 80.5 79.8 79.0 79.9 65.5 65.5 65.5 65.5 65.5 88.3 89.7 92.3 92.9 92.1 
LT 80.4 79.6 79.1 79.8 80.0 81.9 79.7 78.5 80.0 81.0 64.8 64.8 64.8 64.8 64.8 98.1 97.7 97.5 98.2 97.8 
LU 89.8 90.0 89.0 89.6 89.5 93.8 94.4 92.0 91.9 91.5 78.5 78.5 78.5 78.5 78.5 98.3 98.4 97.7 99.7 99.7 
HU 85.4 85.9 86.0 86.6 87.0 84.2 85.9 85.8 86.6 87.6 76.8 76.8 76.8 76.8 76.8 96.3 96.0 96.5 97.6 97.9 
MT 90.6 91.6 91.8 92.1 92.0 93.8 95.3 95.6 96.2 95.8 81.7 81.7 81.7 81.7 81.7 97.0 98.6 99.0 99.6 99.4 
NL 90.3 89.7 89.9 90.0 90.0 93.6 91.8 91.7 92.1 92.2 79.3 79.3 79.3 79.3 79.3 99.2 99.3 99.9 99.9 99.9 
AT 91.1 91.5 91.7 91.7 91.9 91.0 91.7 91.3 91.5 91.8 84.6 84.6 84.6 84.6 84.6 98.1 98.8 99.8 99.7 99.9 
PL 81.6 81.7 82.2 83.2 83.1 85.8 85.9 86.6 87.3 87.4 67.9 67.9 67.9 67.9 67.9 93.4 93.6 94.5 97.0 96.7 
PT 84.3 84.4 83.6 84.5 84.6 83.3 84.6 82.6 84.0 84.2 75.5 75.5 75.5 75.5 75.5 95.2 94.2 93.9 95.2 95.2 
RO 69.9 70.2 70.4 71.1 71.2 87.9 88.5 88.6 88.6 88.7 42.5 42.5 42.5 42.5 42.5 91.6 92.1 92.9 95.7 96.0 
SI 86.8 87.3 87.7 87.1 86.9 86.3 87.9 89.1 89.4 88.3 75.9 75.9 75.9 75.9 75.9 99.8 99.8 99.8 97.5 97.8 
SK 84.8 85.0 85.3 85.8 85.5 85.4 86.1 87.4 88.1 87.8 73.1 73.1 73.1 73.1 73.1 97.6 97.5 97.3 98.0 97.4 
FI 89.5 89.3 89.7 89.7 89.3 90.5 90.2 91.1 90.9 90.3 81.9 81.9 81.9 81.9 81.9 96.6 96.4 96.8 96.8 96.3 
SE 93.2 93.0 94.1 94.7 94.5 95.7 95.7 97.4 96.9 96.3 89.3 89.3 89.3 89.3 89.3 94.5 94.2 95.8 98.0 98.1 
UK 94.1 93.7 93.1 93.3 92.8 95.6 94.3 93.7 94.1 93.5 88.5 88.5 88.5 88.5 88.5 98.4 98.4 97.5 97.6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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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性別平等指數包含的指標 
表12：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勞動領域中包含的指標 

 
MS 

參與度 隔離與工作品質 

全時等量就業率(%, 15歲以上) 工作壽命持續時間(年) 受雇於教育、醫療健康和社會工作活

動的人口(%, 15歲以上受雇者) 
在工作時間花一2個小時處理個人或家

庭事務的能力(%, 15歲以上受雇者) 職涯展望指數(0-100分)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41.5 57.4 – 15.9 33.7 38.6 – 4.9 30.5 8.3 22.2 22.8 27.3 – 4.5 62.6 63.7 – 1.1 
BE 39.4 53.0 – 13.6 31.2 35.1 – 3.9 39.7 11.0 28.7 29.5 33.2 – 3.7 66.2 66.5 – 0.3 
BG 45.3 55.9 – 10.6 31.4 34.6 – 3.2 18.9 4.1 14.8 20.3 31.3 – 11.0 65.6 62.3 3.3 
CZ 48.9 66.7 – 17.8 33.2 39.2 – 6.0 24.5 4.9 19.6 11.0 10.6 0.4 60.9 65.4 – 4.5 
DK 46.7 57.7 – 11.0 38.3 41.5 – 3.2 43.5 13.2 30.3 31.8 50.1 – 18.3 70.4 72.9 – 2.5 
DE 42.1 60.3 – 18.2 36.5 40.7 – 4.2 31.8 9.2 22.6 15.8 18.2 – 2.4 65.5 67.9 – 2.4 
EE 51.1 65.6 – 14.5 38.4 39.7 – 1.3 26.5 4.8 21.7 15.4 15.8 – 0.4 65.8 64.8 1.0 
IE 44.6 60.7 – 16.1 33.6 40.4 – 6.8 33.9 8.4 25.5 37.1 43.4 – 6.3 64.6 64.1 0.5 
EL 31.4 49.5 – 18.1 29.2 36.3 – 7.1 22.8 8.2 14.6 14.4 16.1 – 1.7 51.0 52.2 – 1.2 
ES 37.7 51.9 – 14.2 32.8 37.4 – 4.6 24.2 7.7 16.5 32.9 35.3 – 2.4 56.1 57.3 – 1.2 
FR 42.4 52.9 – 10.5 33.7 37.1 – 3.4 34.1 10.3 23.8 17.9 22.1 – 4.2 63.8 66.7 – 2.9 
HR 39.9 52.1 – 12.2 30.5 34.2 – 3.7 25.0 5.4 19.6 25.1 29.4 – 4.3 59.8 61.0 – 1.2 
IT 31.1 51.4 – 20.3 27.0 36.4 – 9.4 25.8 7.1 18.7 19.3 22.0 – 2.7 51.9 55.7 – 3.8 
CY 48.8 59.9 – 11.1 34.1 39.9 – 5.8 18.9 6.3 12.6 17.5 18.5 – 1.0 53.0 50.8 2.2 
LV 50.4 62.0 – 11.6 36.7 36.7 0.0 25.8 4.5 21.3 24.9 26.0 – 1.1 62.7 60.7 2.0 
LT 51.5 61.9 – 10.4 36.8 36.6 0.2 26.9 6.2 20.7 19.0 21.0 – 2.0 61.9 63.2 – 1.3 
LU 46.0 58.4 – 12.4 31.6 35.2 – 3.6 25.9 9.6 16.3 22.7 30.0 – 7.3 70.1 72.5 – 2.4 
HU 45.6 63.0 – 17.4 31.1 36.9 – 5.8 25.2 5.9 19.3 16.5 13.4 3.1 64.4 63.5 0.9 
MT 42.3 65.4 – 23.1 30.3 40.9 – 10.6 30.7 10.7 20.0 36.5 37.8 – 1.3 69.0 67.0 2.0 
NL 38.0 58.0 – 20.0 38.0 42.9 – 4.9 35.3 9.5 25.8 48.5 56.3 – 7.8 61.0 62.4 – 1.4 
AT 42.1 60.8 – 18.7 35.2 39.7 – 4.5 28.1 8.1 20.0 35.5 36.4 – 0.9 64.3 65.4 – 1.1 
PL 45.0 62.5 – 17.5 30.7 36.1 – 5.4 24.6 4.8 19.8 16.1 18.8 – 2.7 60.1 59.2 0.9 
PT 46.8 56.8 – 10.0 36.5 39.4 – 2.9 29.8 6.7 23.1 23.4 28.3 – 4.9 55.6 57.0 – 1.4 
RO 42.6 60.6 – 18.0 30.2 36.7 – 6.5 16.1 3.5 12.6 18.2 20.2 – 2.0 66.0 67.1 – 1.1 
SI 47.6 59.9 – 12.3 34.6 37.4 – 2.8 27.0 6.0 21.0 25.1 31.8 – 6.7 60.4 61.5 – 1.1 
SK 46.7 62.7 – 16.0 31.6 36.5 – 4.9 27.6 4.9 22.7 11.0 15.1 – 4.1 65.7 66.8 – 1.1 
FI 47.4 55.3 – 7.9 38.0 39.3 – 1.3 39.4 9.1 30.3 26.7 50.7 – 24.0 65.4 66.7 – 1.3 
SE 59.2 67.1 – 7.9 41.0 42.9 – 1.9 41.9 11.9 30.0 34.9 47.1 – 12.2 66.7 68.1 – 1.4 
UK 44.7 61.1 – 16.4 36.8 41.5 – 4.7 37.7 10.6 27.1 29.7 36.5 – 6.8 69.2 67.1 2.1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LFS, 2018；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LFS(lfsi_dwl_a)2018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LFS(lfsa_egan)2018 

資料來源： 
Eurofound、EWCS 2015年；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urofound、EWCS 2015；EIGE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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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金錢領域中包含的指標 

 
MS 

財務資源 經濟狀況 

平均每月所得(PPS, 勞動人口) 均等化淨所得中位數 
(PPS, 16歲以上人口) 

無貧窮風險³ (所得中位數的60%) 
(%, 16歲以上人口) S20/S80所得5分位數占比(%, 16歲以上人口)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2 249.0 2 809 – 560 17 860 18 668 – 807 82.6 84.4 – 1.8 19.5 19.3 0.2 
BE 2 771 3 108 – 337 22 338 23 634 – 1 296 83.5 85.5 – 2.0 27.0 26.1 0.9 
BG 830 970 – 140 9 134 9 776 – 642 77.5 80.5 – 3.0 14.3 13.1 1.2 
CZ 1 244 1 624 – 380 14 316 15 424 – 1 108 88.4 93.0 – 4.6 29.7 30.8 – 1.1 
DK 2 719 3 347 – 628 23 712 25 105 – 1 393 86.6 87.4 – 0.8 24.4 22.1 2.3 
DE 2 602 3 354 – 752 24 359 25 410 – 1 051 82.8 84.7 – 1.9 19.0 19.6 – 0.6 
EE 1 199 1 692 – 493 14 521 15 254 – 733 74.1 79.6 – 5.5 20.4 18.6 1.8 
IE 2 808 3 423 – 615 22 629 23 463 – 834 83.3 86.8 – 3.5 22.2 23.3 – 1.1 
EL 1 669 1 971 – 302 10 541 10 860 – 319 81.8 82.2 – 0.4 18.6 17.8 0.8 
ES 1 937 2 345 – 408 18 179 18 806 – 627 78.7 80.1 – 1.4 17.0 16.8 0.2 
FR 2 310 2 818 – 508 23 729 23 983 – 254 87.9 88.1 – 0.2 23.8 24.0 – 0.2 
HR 1 520 1 676 – 156 10 730 11 196 – 466 79.3 82.2 – 2.9 19.9 20.0 – 0.1 
IT 2 134 2 589 – 455 19 019 19 975 – 956 79.6 82.0 – 2.4 16.5 16.6 – 0.1 
CY 1 845 2 244 – 399 19 605 20 190 – 585 84.1 85.9 – 1.8 23.4 23.2 0.2 
LV 1 047 1 283 – 236 11 344 12 514 – 1 170 72.5 78.6 – 6.1 14.8 14.4 0.4 
LT 1 036 1 228 – 192 12 436 13 856 – 1 420 74.4 80.7 – 6.3 14.9 14.1 0.8 
LU 3 322 3 601 – 279 38 187 39 265 – 1 078 81.1 83.8 – 2.7 16.5 18.0 – 1.5 
HU 1 285 1 524 – 239 9 697 9 988 – 291 86.4 88.2 – 1.8 23.1 23.3 – 0.2 
MT 1 932 2 266 – 334 20 300 20 969 – 669 82.4 85.4 – 3.0 23.5 24.1 – 0.6 
NL 2 398 3 029 – 631 23 299 24 602 – 1 303 86.3 87.1 – 0.8 25.5 23.9 1.6 
AT 2 235 2 947 – 712 25 575 27 065 – 1 490 85.6 87.8 – 2.2 25.0 24.5 0.5 
PL 1 577 1 916 – 339 12 753 13 128 – 375 84.5 84.9 – 0.4 23.9 22.3 1.6 
PT 1 398 1 670 – 272 12 774 13 207 – 433 82.3 83.7 – 1.4 19.4 18.9 0.5 
RO 953 1 003 – 50 7 241 7 576 – 335 76.9 79.4 – 2.5 14.8 14.6 0.2 
SI 1 845 2 021 – 176 16 580 17 172 – 592 85.5 87.4 – 1.9 29.4 29.3 0.1 
SK 1 210 1 527 – 317 11 370 11 685 – 315 89.1 89.6 – 0.5 34.2 33.8 0.4 
FI 2 381 2 952 – 571 22 189 22 978 – 789 87.5 87.9 – 0.4 27.1 26.3 0.8 
SE 2 626 3 085 – 459 22 101 22 887 – 786 83.1 85.5 – 2.4 24.0 23.8 0.2 
UK 2 242 2 942 – 700 21 432 22 722 – 1,290 80.8 83.7 – 2.9 17.1 16.8 0.3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SES(earn_ses14_20) 2014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SILC(ilc_di03) 2018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SILC(ilc_li02) 2018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SILC 2018；歐盟統計局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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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知識領域中包含的指標 

 
MS 

教育程度與參與度 隔離 

高等教育畢業生(%, 15歲以上人口) 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教育培訓的人口(%, 15歲以上人口) 在教育、醫療與福利、人文學科及藝術領域的高等教育學生 
(%, 15歲以上人口)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26.3 25.3 1.0 17.2 16.2 1.0 43.1 21.4 21.7 
BE 33.3 29.4 3.9 14.7 14.4 0.3 54.3 30.7 23.6 
BG 26.9 19.5 7.4 8.8 9.2 – 0.4 33.9 18.3 15.6 
CZ 19.1 18.9 0.2 15.6 15.6 0.0 40.9 18.3 22.6 
DK 33.7 27.0 6.7 33.7 26.6 7.1 53.1 27.5 25.6 
DE 20.4 28.3 – 7.9 13.5 14.9 – 1.4 41.3 17.3 24.0 
EE 44.0 27.2 16.8 22.8 19.5 3.3 41.9 15.5 26.4 
IE 39.6 33.9 5.7 21.2 18.3 2.9 48.5 23.5 25.0 
EL 23.3 23.7 – 0.4 11.4 11.7 – 0.3 35.8 15.7 20.1 
ES 30.4 29.4 1.0 16.8 16.3 0.5 48.7 24.7 24.0 
FR 30.0 27.9 2.1 27.0 22.8 4.2 41.2 20.9 20.3 
HR 21.6 19.4 2.2 10.6 10.0 0.6 34.0 14.4 19.6 
IT 15.9 13.4 2.5 12.9 12.8 0.1 43.9 26.8 17.1 
CY 37.9 31.5 6.4 13.1 13.6 – 0.5 42.7 15.7 27.0 
LV 36.2 22.1 14.1 15.3 12.4 2.9 39.0 13.4 25.6 
LT 36.1 27.6 8.5 14.1 13.5 0.6 41.2 16.1 25.1 
LU 34.2 36.2 – 2.0 23.6 25.2 – 1.6 38.3 21.5 16.8 
HU 21.8 18.9 2.9 13.3 13.4 – 0.1 41.0 19.1 21.9 
MT 21.3 20.7 0.6 15.9 14.2 1.7 49.2 28.6 20.6 
NL 30.1 31.7 – 1.6 25.0 24.4 0.6 37.9 19.8 18.1 
AT 25.3 29.7 – 4.4 20.0 18.2 1.8 40.6 21.0 19.6 
PL 27.6 20.8 6.8 12.4 12.1 0.3 38.6 18.5 20.1 
PT 21.7 15.3 6.4 15.5 15.8 – 0.3 39.6 18.6 21.0 
RO 13.6 13.1 0.5 8.3 8.9 – 0.6 32.9 17.9 15.0 
SI 28.7 22.5 6.2 18.2 15.1 3.1 41.2 16.8 24.4 
SK 22.1 18.6 3.5 11.1 11.3 – 0.2 48.5 25.0 23.5 
FI 39.0 30.8 8.2 35.3 28.5 6.8 51.2 18.1 33.1 
SE 41.7 30.6 11.1 39.5 28.0 11.5 54.5 29.9 24.6 
UK 38.7 34.8 3.9 18.1 16.5 1.6 47.0 25.2 21.8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LFS, 2018；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LFS, 2018；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教育統計(educ_uoe_enrt03)、2017SI, ED7(碩士或相等學歷) 無
資料、使用2016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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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時間領域中包含的指標 

 
 

MS 

照護活動 社交活動 
每天照顧和教育子女或孫子女、年長者或身心障

礙者的人口(%, 18歲以上人口) 
 

每天烹飪及/或做家事的人口(%, 18歲以上人口) 
至少每天或一週有好幾次在住家外從事體育、文

化或休閒活動的勞工(%, 15歲以上受雇者) 
每個月至少一次參與志工或慈善活動的勞工(%, 

15歲以上受雇者)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37.5 24.7 12.8 78.7 33.7 45.0 27.5 31.9 – 4.4 12.2 11.4 0.8 
BE 43.1 28.7 14.4 81.2 32.5 48.7 32.3 38.7 – 6.4 9.5 9.9 – 0.4 
BG 38.5 25.8 12.7 72.9 13.0 59.9 11.7 19.5 – 7.8 2.9 2.4 0.5 
CZ 33.2 19.8 13.4 67.4 15.8 51.6 22.6 27.8 – 5.2 12.3 11.3 1.0 
DK 25.0 21.3 3.7 82.3 55.0 27.3 52.8 50.5 2.3 17.3 20.3 – 3.0 
DE 25.5 18.7 6.8 72.3 29.1 43.2 21.8 25.2 – 3.4 15.8 13.3 2.5 
EE 34.6 31.0 3.6 75.8 47.4 28.4 33.5 38.4 – 4.9 12.5 11.4 1.1 
IE 44.1 30.5 13.6 88.7 48.0 40.7 40.4 48.4 – 8.0 15.4 17.9 – 2.5 
EL 38.2 20.2 18.0 85.3 16.0 69.3 11.0 17.6 – 6.6 6.6 5.7 0.9 
ES 39.8 27.7 12.1 84.5 41.9 42.6 39.3 45.5 – 6.2 5.7 3.8 1.9 
FR 45.6 29.4 16.2 79.6 35.6 44.0 32.1 39.0 – 6.9 12.3 14.1 – 1.8 
HR 34.9 21.3 13.6 62.4 11.9 50.5 12.5 19.1 – 6.6 10.8 10.3 0.5 
IT 34.1 24.0 10.1 80.9 19.7 61.2 23.6 28.2 – 4.6 12.8 10.8 2.0 
CY 50.1 34.1 16.0 80.8 26.6 54.2 9.7 21.7 – 12.0 8.8 8.0 0.8 
LV 39.9 38.0 1.9 81.7 56.6 25.1 17.4 22.6 – 5.2 8.5 7.4 1.1 
LT 41.3 24.2 17.1 79.0 28.8 50.2 13.5 17.9 – 4.4 5.2 4.4 0.8 
LU 41.5 35.6 5.9 78.3 38.6 39.7 36.8 45.8 – 9.0 10.4 22.2 – 11.8 
HU 30.1 24.5 5.6 55.8 13.8 42.0 16.6 12.5 4.1 11.3 8.7 2.6 
MT 42.3 24.9 17.4 80.5 37.3 43.2 25.4 26.2 – 0.8 10.0 10.7 – 0.7 
NL 38.5 28.2 10.3 81.4 47.4 34.0 56.0 58.3 – 2.3 22.3 22.3 0.0 
AT 35.6 20.8 14.8 83.3 28.4 54.9 24.6 25.3 – 0.7 11.6 14.8 – 3.2 
PL 47.0 25.0 22.0 81.7 33.5 48.2 16.9 21.3 – 4.4 6.5 4.7 1.8 
PT 36.5 28.1 8.4 78.1 18.8 59.3 10.3 19.6 – 9.3 6.9 5.1 1.8 
RO 45.8 25.0 20.8 75.3 40.6 34.7 6.3 8.4 – 2.1 6.1 7.6 – 1.5 
SI 35.2 27.5 7.7 81.0 27.5 53.5 41.4 42.7 – 1.3 18.0 21.5 – 3.5 
SK 35.3 19.2 16.1 59.5 15.7 43.8 10.6 19.9 – 9.3 8.6 6.3 2.3 
FI 36.3 26.3 10.0 85.7 57.2 28.5 60.1 44.5 15.6 14.9 15.9 – 1.0 
SE 29.5 26.7 2.8 73.6 56.1 17.5 51.0 55.0 – 4.0 27.2 29.8 – 2.6 
UK 41.1 25.3 15.8 84.6 49.0 35.6 33.4 35.8 – 2.4 13.5 11.4 2.1 

 
資料來源： 
Eurofound、EQLS, 2016。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urofound、EQLS, 2016。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urofound、EWCS, 2015。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urofound、EWCS, 2015。EIGE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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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權力領域中包含的指標 

 
 

MS 

政治 經濟 社會 

部會首長占比(%) 國會議員占比(%) 地區議會成員占比(%) 最大的上市公司監事會

或董事會成員占比(%) 中央銀行成員占比(%) 公共研究補助決策機構

成員占比(%) 
公共傳播組織成員占比

(%)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組織

最高決策單位成員占比

(%)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EU 29.5 70.5 30.3 69.7 29.0 71.0 26.6 73.4 22.1 77.9 37.6 62.4 36.7 63.3 15.4 84.6 
BE 23.0 77.0 40.8 59.2 41.1 58.9 32.1 67.9 10.6 89.4 45.2 54.8 36.6 63.4 11.6 88.4 
BG 37.5 62.5 25.7 74.3 25.8 74.2 15.8 84.2 57.1 42.9 40.0 60.0 46.7 53.3 21.0 79.0 
CZ 19.9 80.1 20.9 79.1 20.8 79.2 16.2 83.8 0.0 100.0 27.6 72.4 14.8 85.2 7.4 92.6 
DK 39.8 60.2 37.5 62.5 38.0 62.0 29.5 70.5 27.1 72.9 38.8 61.3 46.7 53.3 18.1 81.9 
DE 40.1 59.9 33.0 67.0 31.1 68.9 32.9 67.1 25.0 75.0 39.0 61.0 29.6 70.4 15.7 84.3 
EE 25.6 74.4 28.1 71.9 28.6 71.4 8.0 92.0 18.8 81.3 9.5 90.5 44.8 55.2 10.4 89.6 
IE 21.2 78.8 24.3 75.7 23.8 76.2 20.0 80.0 31.0 69.0 49.3 50.7 49.2 50.8 18.9 81.1 
EL 17.6 82.4 18.9 81.1 21.2 78.8 10.0 90.0 11.1 88.9 12.0 88.0 20.0 80.0 9.4 90.6 
ES 41.6 58.4 39.7 60.3 46.5 53.5 23.6 76.4 43.3 56.7 45.2 54.8 33.3 66.7 18.6 81.4 
FR 48.9 51.1 34.9 65.1 47.6 52.4 43.8 56.2 45.5 54.5 40.6 59.4 45.2 54.8 29.0 71.0 
HR 24.2 75.8 19.5 80.5 28.0 72.0 21.8 78.2 8.3 91.7 28.6 71.4 50.0 50.0 8.4 91.6 
IT 24.4 75.6 33.3 66.7 19.7 80.3 35.2 64.8 22.2 77.8 30.4 69.6 26.1 73.9 11.0 89.0 
CY 13.2 86.8 18.0 82.0 15.3 84.7 10.6 89.4 13.0 87.0 25.0 75.0 29.6 70.4 5.4 94.6 
LV 23.9 76.1 22.3 77.7 24.4 75.6 29.1 70.9 24.2 75.8 36.4 63.6 53.3 46.7 19.2 80.8 
LT 26.8 73.2 21.6 78.4 29.8 70.2 12.9 87.1 7.7 92.3 35.1 64.9 33.3 66.7 13.8 86.3 
LU 24.6 75.4 27.1 72.9 24.8 75.2 12.9 87.1 18.5 81.5 51.9 48.1 37.0 63.0 17.2 82.8 
HU 4.9 95.1 11.3 88.7 12.1 87.9 14.3 85.7 11.1 88.9 0.0 100.0 31.8 68.2 9.3 90.7 
MT 11.6 88.4 14.2 85.8 22.1 77.9 8.8 91.2 14.3 85.7 33.3 66.7 23.8 76.2 7.4 92.6 
NL 41.5 58.5 34.9 65.1 33.1 66.9 31.1 68.9 15.4 84.6 27.8 72.2 32.4 67.6 26.1 73.9 
AT 35.6 64.4 34.9 65.1 31.4 68.6 24.6 75.4 0.0 100.0 28.9 71.1 40.0 60.0 13.9 86.1 
PL 17.7 82.3 26.1 73.9 26.6 73.4 20.6 79.4 15.4 84.6 24.0 76.0 0.0 100.0 3.3 96.7 
PT 34.4 65.6 36.0 64.0 26.4 73.6 19.9 80.1 29.4 70.6 37.5 62.5 33.3 66.7 11.6 88.4 
RO 28.0 72.0 19.3 80.7 17.5 82.5 10.8 89.2 11.1 88.9 44.9 55.1 36.4 63.6 10.8 89.2 
SI 41.0 59.0 24.4 75.6 32.3 67.7 25.0 75.0 20.0 80.0 42.9 57.1 39.4 60.6 5.0 95.0 
SK 22.5 77.5 20.9 79.1 14.3 85.7 23.8 76.3 0.0 100.0 15.8 84.2 22.2 77.8 8.6 91.4 
FI 40.0 60.0 42.9 57.1 46.0 54.0 33.7 66.3 27.0 73.0 45.2 54.8 42.9 57.1 26.8 73.2 
SE 51.8 48.2 46.4 53.6 47.8 52.2 36.4 63.6 35.3 64.7 57.7 42.3 56.1 43.9 45.1 54.9 
UK 29.3 70.7 28.8 71.2 36.3 63.7 29.7 70.3 28.8 71.2 35.9 64.1 31.6 68.4 27.4 72.6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國家政府(所有部

會首長：低階部會首長 +高
階部會首長 )；EIGE的計

算。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國會(2院)；EIGE
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 )；BG、EE、 IE、

CY、LT、LU、MT、SI、
使用地方層級(2019)；EIGE
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IT、RO、時間序

列中斷(僅2018年)；EIGE的
計算。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2017–2018–20193 年

平均值)；EIGE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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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2018年歐盟會員國在健康領域中包含的指標 

 
 

MS 

狀態 行為 取得 

自我感知健康良好或非常

良好(%, 16歲以上人口) 
按出生時絕對值的平均餘

命(年數) 
按出生時絕對值的健康生

活年(年數) 
不抽菸且不酗酒的人(%, 16

歲以上人口) 
從事運動及/或吃蔬果的人

(%, 16歲以上人口) 

無醫療檢查需求未獲得滿

足的人口 
(%, 16歲以上人口) 

無牙醫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

的人口(%, 16歲以上人口)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66.9 71.6 – 4.7 83.6 78.3 5.3 63.8 63.4 0.4 72.4 52.2 20.2 36.1 40.1 – 4.0 96.1 96.8 – 0.7 95.9 95.9 0.0 
BE 72.3 77.3 – 5.0 83.9 79.4 4.5 63.8 63.2 0.6 68.3 50.1 18.2 29.5 36.4 – 6.9 97.7 98.0 – 0.3 95.5 95.9 – 0.4 
BG 62.8 70.0 – 7.2 78.6 71.5 7.1 67.6 64.0 3.6 67.5 46.7 20.8 9.4 18.2 – 8.8 96.8 96.8 0.0 96.6 97.0 – 0.4 
CZ 60.7 64.0 – 3.3 82.0 76.2 5.8 63.4 62.2 1.2 72.7 54.2 18.5 30.1 37.5 – 7.4 97.6 97.6 0.0 97.6 97.1 0.5 
DK 68.0 74.5 – 6.5 82.9 79.1 3.8 59.1 62.5 – 3.4 60.7 43.7 17.0 68.2 59.1 9.1 93.2 94.1 – 0.9 93.8 93.7 0.1 
DE 64.3 66.7 – 2.4 83.3 78.6 4.7 66.3 65.1 1.2 63.3 46.6 16.7 50.8 53.1 – 2.3 99.4 99.5 – 0.1 99.1 98.6 0.5 
EE 49.7 54.2 – 4.5 82.7 74.0 8.7 55.0 52.7 2.3 74.0 43.2 30.8 35.4 35.8 – 0.4 79.6 83.1 – 3.5 93.2 93.0 0.2 
IE 84.4 83.9 0.5 84.1 80.5 3.6 70.4 68.4 2.0 65.8 46.5 19.3 48.4 47.2 1.2 97.6 97.8 – 0.2 97.0 97.5 – 0.5 
EL 74.2 78.4 – 4.2 84.4 79.3 5.1 65.9 65.0 0.9 70.4 54.2 16.2 19.8 24.7 – 4.9 88.7 91.0 – 2.3 89.1 90.3 – 1.2 
ES 70.7 76.6 – 5.9 86.3 80.7 5.6 68.0 68.0 0.0 75.9 61.6 14.3 36.1 46.0 – 9.9 99.6 99.5 0.1 94.5 94.9 – 0.4 
FR 65.5 69.7 – 4.2 85.9 79.7 6.2 64.5 63.4 1.1 69.7 54.2 15.5 32.0 38.7 – 6.7 96.7 96.5 0.2 94.5 94.3 0.2 
HR 58.2 63.1 – 4.9 81.5 74.9 6.6 58.5 56.5 2.0 72.5 57.2 15.3 21.1 28.0 – 6.9 95.7 95.9 – 0.2 97.5 96.9 0.6 
IT 70.5 76.3 – 5.8 85.6 81.2 4.4 66.9 66.8 0.1 79.9 65.6 14.3 24.5 30.4 – 5.9 97.1 97.8 – 0.7 96.8 97.2 – 0.4 
CY 76.4 79.3 – 2.9 84.8 80.9 3.9 62.4 62.0 0.4 81.4 53.9 27.5 33.0 38.6 – 5.6 98.4 98.2 0.2 94.6 94.8 – 0.2 
LV 42.9 52.0 – 9.1 79.7 70.1 9.6 53.7 51.0 2.7 76.4 43.5 32.9 28.7 34.0 – 5.3 89.1 88.7 0.4 83.9 81.3 2.6 
LT 41.1 48.9 – 7.8 80.7 70.9 9.8 59.1 56.3 2.8 81.5 45.0 36.5 27.6 33.6 – 6.0 96.6 97.4 – 0.8 95.0 96.6 – 1.6 
LU 66.4 70.8 – 4.4 84.6 80.1 4.5 59.8 61.4 – 1.6 65.1 45.6 19.5 48.0 51.5 – 3.5 98.9 99.4 – 0.5 99.2 99.3 – 0.1 
HU 57.5 64.1 – 6.6 79.6 72.7 6.9 61.8 60.4 1.4 75.7 59.4 16.3 32.7 37.7 – 5.0 94.5 94.2 0.3 96.5 96.6 – 0.1 
MT 72.4 77.3 – 4.9 84.6 80.4 4.2 73.4 71.9 1.5 70.0 56.3 13.7 42.7 45.1 – 2.4 99.4 99.6 – 0.2 97.8 99.1 – 1.3 
NL 73.1 78.2 – 5.1 83.4 80.3 3.1 57.2 61.1 – 3.9 72.2 58.4 13.8 37.0 41.0 – 4.0 99.2 99.2 0.0 99.6 99.5 0.1 
AT 70.3 73.2 – 2.9 84.1 79.4 4.7 57.0 56.8 0.2 65.3 53.3 12.0 51.5 54.7 – 3.2 99.7 99.4 0.3 99.1 99.2 – 0.1 
PL 56.8 61.8 – 5.0 81.7 73.7 8.0 64.3 60.5 3.8 74.5 51.9 22.6 23.4 26.2 – 2.8 91.3 91.8 – 0.5 96.4 95.5 0.9 
PT 44.7 54.5 – 9.8 84.5 78.3 6.2 57.5 59.8 – 2.3 84.5 62.6 21.9 29.7 35.0 – 5.3 96.0 96.9 – 0.9 85.2 86.2 – 1.0 
RO 65.7 75.8 – 10.1 79.2 71.7 7.5 59.6 59.2 0.4 73.4 36.2 37.2 7.4 16.3 – 8.9 91.6 94.6 – 3.0 93.2 93.2 0.0 
SI 61.6 69.2 – 7.6 84.4 78.5 5.9 54.6 56.3 – 1.7 72.2 54.0 18.2 37.0 45.6 – 8.6 95.6 96.7 – 1.1 95.3 95.4 – 0.1 
SK 62.8 70.6 – 7.8 80.8 73.9 6.9 56.6 55.5 1.1 75.6 53.2 22.4 33.0 39.7 – 6.7 93.7 94.2 – 0.5 95.6 95.4 0.2 
FI 67.1 70.5 – 3.4 84.5 79.1 5.4 55.7 58.8 – 3.1 69.9 45.7 24.2 60.1 56.9 3.2 93.1 95.7 – 2.6 92.9 93.9 – 1.0 
SE 73.6 78.4 – 4.8 84.3 80.9 3.4 72.0 73.7 – 1.7 76.3 61.3 15.0 58.0 55.8 2.2 95.5 96.7 – 1.2 96.9 97.3 – 0.4 
UK 72.4 74.0 – 1.6 83.1 79.5 3.6 60.8 61.5 – 0.7 73.6 58.5 15.1 55.0 55.4 – 0.4 90.6 93.1 – 2.5 96.1 96.5 – 0.4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U-SILC 
(hlth_silc_01) 2018 

資料來源： 
歐 盟 統 計 局 、 死 亡 率 資 料

(hlth_hlye), 2018 

資料來源： 
歐 盟 統 計 局 、 死 亡 率 資 料

(hlth_hlye), 2018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HIS, 2014；歐

盟統計局的計算；FR、NL、

EIGE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HIS, 2014；歐

盟統計局的計算；BE、NL、

EIGE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 
歐 盟 統 計 局 、

EU-SILC(hlth_silc_08), 2018 

資料來源： 
歐 盟 統 計 局 、

EU-SILC(hlth_silc_0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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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數位化與勞動世界主要指標列表 
關注領域 指標 區隔 來源 年份 

數位技能 

1. 2019年每天使用網路的人口(16–74歲)百
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性別、會員國、年齡、教育程度 歐盟統計局(isoc_ci_ifp_fu) 
2019 

2. 擁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人口(16–74歲)百
分比(按資訊、溝通、問題解決、軟體的技

能類型區分) 

性別、會員國、年齡、教育程度 歐盟統計局(isoc_sk_dskl_i) 
2019 

3. 執行至少一種訓練活動來改善電腦、軟

體或應用程式使用相關技能的人口(16–74
歲)百分比 

性別、會員國、年齡、教育程度 歐盟統計局(isoc_sk_how_i) 
2018 

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中的隔

離 

4. 男女佔ICT畢業生的百分比 性別、會員國 歐盟統計局(educ_uoe_grad02) 2018 
5. 男女佔ICT專家(15歲或以上)的百分比 性別、會員國 歐盟統計局(isoc_sks_itsps) 2019 
6. 男女佔高科技部門科學家和工程師(25–
64歲)的百分比 

性別、會員國 歐盟統計局(hrst_st_nsecsex2) 
2019 

在ICT部門工作 

7. 在工作上執行ICT活動的受雇者(16–74
歲)百分比 

性別、會員國 歐盟統計局(isoc_iw_ap) 
2018 

8. 兼職從事ICT工作(20–64歲)的人口百分

比 
性別、會員國 EU-LFS、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2018 

9. ICT受雇者(20–64歲)在不同工作時間安

排的百分比 
性別 EWCS、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2015 

10. ICT部門的薪資性別落差(%) 會員國 SES、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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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數位化與勞動世界指標 
表18：2019年每天使用網路的人口(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MS 

每天使用網路的人口百分比

(16–74歲, %) 
按年齡區分每日使用網路的人口百分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每日使用網路的人口百分比 

16–24 25–54 55–74 低 中 高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78 80 – 2 95 96 – 1 88 87 1 54 61 – 7 57 64 – 7 78 80 – 2 93 94 – 1 
BE 83 86 – 3 94 96 – 2 91 92 – 1 64 71 – 7 63 74 – 11 84 87 – 3 95 97 – 2 
BG 59 60 – 1 88 89 – 1 76 74 2 28 26 2 28 36 – 8 59 61 – 2 87 88 – 1 
CZ 75 78 – 3 97 98 – 1 87 88 – 1 46 51 – 5 53 79 – 26 72 73 – 1 96 94 2 
DK 92 92 0 99 97 2 96 96 0 82 84 – 2 86 88 – 2 92 93 – 1 97 98 – 1 
DE 83 87 – 4 98 98 0 93 94 – 1 60 72 – 12 72 84 – 12 83 85 – 2 93 95 – 2 
EE 83 83 0 100 97 3 95 93 2 60 58 2 76 84 – 8 77 80 – 3 90 89 1 
IE 83 82 1 98 95 3 90 90 0 62 57 5 65 59 6 81 84 – 3 94 96 – 2 
EL 63 66 – 3 95 95 0 78 75 3 30 38 – 8 28 34 – 6 70 72 – 2 89 91 – 2 
ES 78 77 1 93 94 – 1 87 85 2 56 55 1 62 64 – 2 84 83 1 92 90 2 
FR 77 78 – 1 91 95 – 4 87 84 3 56 60 – 4 57 62 – 5 79 77 2 90 92 – 2 
HR 68 75 – 7 98 100 – 2 81 86 – 5 39 48 – 9 31 51 – 20 79 77 2 91 92 – 1 
IT 71 75 – 4 91 91 0 81 82 – 1 48 57 – 9 50 59 – 9 82 84 – 2 91 93 – 2 
CY 79 79 0 100 99 1 89 88 1 47 50 – 3 47 54 – 7 82 80 2 93 94 – 1 
LV 75 76 – 1 98 98 0 90 85 5 48 48 0 53 66 – 13 67 72 – 5 92 91 1 
LT 73 72 1 99 97 2 87 82 5 45 41 4 63 69 – 6 57 59 – 2 91 95 – 4 
LU 84 90 – 6 98 98 0 92 96 – 4 59 72 – 13 70 81 – 11 87 93 – 6 98 96 2 
HU 74 76 – 2 97 97 0 88 86 2 46 45 1 46 56 – 10 78 75 3 90 94 – 4 
MT 83 82 31 100 99 1 96 89 7 52 61 – 9 67 65 2 95 96 – 1 98 99 – 1 
NL 91 93 – 2 99 97 2 95 96 – 1 80 85 – 5 79 83 – 4 94 96 – 2 97 97 0 
AT 76 84 – 8 97 99 – 2 88 91 – 3 45 65 – 20 52 80 – 28 72 79 – 7 94 92 2 
PL 68 69 – 1 98 97 1 81 79 2 35 37 – 2 53 59 – 6 58 62 – 4 92 95 – 3 
PT 64 67 – 3 96 97 – 1 78 78 0 30 37 – 7 38 45 – 7 85 90 – 5 93 96 – 3 
RO 56 58 – 2 88 90 – 2 67 67 0 25 24 1 34 44 – 10 57 55 2 88 88 0 
SI 73 76 – 3 97 95 2 86 87 – 1 45 47 – 2 45 64 – 19 72 72 0 95 95 0 
SK 75 77 – 2 98 98 0 88 87 1 42 46 – 4 46 64 – 18 71 74 – 3 94 93 1 
FI 90 90 0 98 98 0 96 96 0 78 77 1 81 83 – 2 87 90 – 3 97 98 – 1 
SE 92 91 1 100 90 10 96 96 0 82 83 – 1 84 81 3 90 93 – 3 97 97 0 
UK 90 92 – 2 100 100 0 97 96 1 75 81 – 6 58 53 5 88 94 – 6 97 97 0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ci_ifp_fu)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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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2019年擁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人口(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MS 

擁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人口

(16–74歲)百分比 
按年齡區分擁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擁有中高等數位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16–24 25–54 55–74 低 中 高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31 36 – 5 59 60 – 1 37 40 – 3 10 17 – 7 14 18 – 4 26 31 – 5 53 61 – 8 
BE 32 37 – 5 53 49 4 40 42 – 2 10 21 – 11 12 17 – 5 25 31 – 6 52 64 – 12 
BG 12 10 2 31 27 4 16 11 5 3 2 1 4 5 – 1 8 6 2 29 28 1 
CZ 24 u 28 u – 4 63 u 59 u 4 27 u 32 u – 5 6 u 9 u – 3 17 u 38 u – 21 18 u 19 * – 1 46 u 56 u – 10 
DK 45 52 – 7 74 73 1 53 59 – 6 20 30 – 10 40 42 – 2 40 45 – 5 56 71 – 15 
DE 35 42 – 7 68 60 8 43 50 – 7 11 23 – 12 27 34 – 7 32 36 – 4 56 61 – 5 
EE 36 38 – 2 77 75 2 45 44 1 8 9 – 1 37 41 – 4 25 31 – 6 45 48 – 3 
IE 33 36 – 3 53 58 – 5 39 40 – 1 10 16 – 6 11 12 – 1 25 28 – 3 49 61 – 12 
EL 22 25 – 3 46 44 2 27 30 – 3 4 9 – 5 1 3 – 2 19 22 – 3 45 53 – 8 
ES 35 37 – 2 70 66 4 41 42 – 1 10 17 – 7 14 16 – 2 38 42 – 4 55 62 – 7 
FR 30 32 – 2 58 60 – 2 34 35 – 1 11 15 – 4 13 18 – 5 26 24 2 48 56 – 8 
HR 33 38 – 5 84 80 4 38 43 – 5 7 14 – 7 7 16 – 9 34 35 – 1 70 70 0 
IT 19 25 – 6 39 40 – 1 24 29 – 5 5 12 – 7 6 9 – 3 21 30 – 9 43 56 – 13 
CY 25 25 0 45 39 6 30 29 1 6 9 – 3 5 7 – 2 17 14 3 46 51 – 5 
LV 26 22 4 56 50 6 34 26 8 7 4 3 21 18 3 14 15 – 1 44 41 3 
LT 33 32 1 72 67 5 40 36 4 10 7 3 31 33 – 2 16 18 – 2 50 53 – 3 
LU 32 40 – 8 56 55 1 35 43 – 8 11 23 – 12 14 22 – 8 32 37 – 5 54 69 – 15 
HU 23 28 – 5 39 42 – 3 31 33 – 2 6 10 – 4 7 14 – 7 19 21 – 2 47 57 – 10 
MT 37 40 31 84 47 37 43 49 – 6 6 18 – 12 13 10 3 51 56 – 5 69 75 – 6 
NL 45 54 – 9 80 76 4 53 61 – 8 16 33 – 17 27 33 – 6 41 52 – 11 63 74 – 11 
AT 37 41 – 4 72 69 3 45 47 – 2 10 20 – 10 15 31 – 16 30 33 – 3 60 57 3 
PL 21 22 – 1 47 49 – 2 25 25 0 4 5 – 1 19 25 – 6 10 14 – 4 41 48 – 7 
PT 30 34 – 4 60 69 – 9 39 39 0 6 11 – 5 7 12 – 5 40 49 – 9 66 70 – 4 
RO 10 11 – 1 22 23 – 1 11 12 – 1 3 3 0 4 7 – 3 6 6 0 33 39 – 6 
SI 32 30 2 68 56 12 40 34 6 9 12 – 3 17 27 – 10 23 22 1 57 59 – 2 
SK 27 27 0 60 57 3 32 30 2 6 7 – 1 20 26 – 6 18 21 – 3 52 51 1 
FI 50 50 0 84 65 19 60 59 1 25 31 – 6 47 41 6 37 43 – 6 64 73 – 9 
SE 44 u 48 u – 4 65 u 63 u 2 52 u 60 u – 8 20 u 20 u 0 27 u 30 u – 3 35 u 40 u – 5 62 u 76 u – 14 
UK 44 53 – 9 66 83 – 17 54 60 – 6 17 26 – 9 3 4 – 1 33 48 – 15 64 72 – 8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sk_dskl_i)2019。 
備註：「u」代表可靠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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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019年擁有中高等資訊技能的人口(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MS 

擁有中高等資訊技能的人口

(16–74歲)百分比 
按年齡區分擁有中高等資訊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擁有中高等資訊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16–24 25–54 55–74 低 中 高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71 71 0 85 84 1 81 77 4 49 54 – 5 44 47 – 3 72 71 1 91 91 0 
BE 73 74 – 1 83 84 – 1 82 79 3 53 61 – 8 47 55 – 8 72 74 – 2 92 93 – 1 
BG 47 43 4 67 60 7 61 52 9 22 20 2 14 15 – 1 45 42 3 80 77 3 
CZ 77 73 4 92 89 3 88 81 7 54 53 1 49 68 – 19 76 68 8 96 93 3 
DK 90 91 – 1 96 92 4 94 94 0 82 83 – 1 83 83 0 90 92 – 2 97 98 – 1 
DE 84 83 1 93 87 6 93 89 4 66 72 – 6 68 71 – 3 86 82 4 95 94 1 
EE 81 79 2 100 95 5 94 90 4 57 51 6 73 80 – 7 75 74 1 89 87 2 
IE 77 73 4 88 86 2 83 80 3 58 51 7 49 48 1 77 74 3 91 89 2 
EL 66 69 – 3 97 96 1 81 78 3 32 42 – 10 27 33 – 6 74 77 – 3 93 95 – 2 
ES 74 73 1 92 92 0 86 81 5 46 51 – 5 51 54 – 3 83 83 0 92 93 – 1 
FR 70 67 3 82 82 0 79 73 6 51 51 0 47 48 – 1 72 65 7 87 87 0 
HR 70 74 – 4 96 98 – 2 84 84 0 41 49 – 8 32 45 – 13 82 77 5 92 94 – 2 
IT 44 49 – 5 61 59 2 53 55 – 2 26 36 – 10 21 27 – 6 54 60 – 6 75 80 – 5 
CY 73 72 1 95 91 4 83 78 5 42 47 – 5 35 36 – 1 74 71 3 93 93 0 
LV 70 66 4 89 84 5 84 76 8 44 41 3 47 53 – 6 61 63 – 2 87 82 5 
LT 73 70 3 95 91 4 87 80 7 46 42 4 57 61 – 4 58 57 1 93 95 – 2 
LU 71 76 – 5 79 82 – 3 79 80 – 1 49 63 – 14 52 58 – 6 76 79 – 3 89 93 – 4 
HU 70 70 0 83 87 – 4 85 79 6 44 45 – 1 40 43 – 3 72 70 2 91 90 1 
MT 74 68 31 100 81 19 88 77 11 39 45 – 6 51 45 6 91 83 8 99 95 4 
NL 88 91 – 3 94 93 1 93 93 0 78 86 – 8 73 79 – 6 93 93 0 97 98 – 1 
AT 72 75 – 3 93 88 5 83 82 1 44 57 – 13 45 58 – 13 67 69 – 2 94 90 4 
PL 64 61 3 82 82 0 78 70 8 34 34 0 41 49 – 8 55 54 1 90 88 2 
PT 61 63 – 2 90 93 – 3 77 73 4 27 34 – 7 32 38 – 6 84 88 – 4 95 96 – 1 
RO 49 49 0 65 65 0 59 55 4 28 27 1 26 29 – 3 51 47 4 81 80 1 
SI 69 69 0 90 86 4 82 79 3 42 44 – 2 39 51 – 12 68 66 2 93 94 – 1 
SK 69 71 – 2 90 92 – 2 82 80 2 40 42 – 2 39 54 – 15 65 68 – 3 92 89 3 
FI 90 87 3 97 93 4 97 94 3 79 75 4 77 74 3 90 89 1 98 98 0 
SE 88 86 2 91 91 0 94 93 1 75 70 5 72 73 – 1 86 87 – 1 97 96 1 
UK 82 82 0 92 94 – 2 91 86 5 64 70 – 6 33 25 8 77 82 – 5 96 94 2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sk_dskl_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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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019年擁有中高等溝通技能的人口(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MS 

擁有中高等溝通技能的人口

(16–74歲)百分比 
按年齡區分擁有中高等溝通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擁有中高等溝通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16–24 25–54 55–74 低 中 高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67 66 1 91 91 0 78 74 4 41 41 0 46 50 – 4 68 66 2 83 80 3 
BE 79 78 1 91 93 – 2 88 85 3 58 60 – 2 59 66 – 7 79 80 – 1 91 89 2 
BG 55 54 1 82 82 0 71 67 4 24 20 4 25 31 – 6 54 54 0 81 79 2 
CZ 67 65 2 97 98 – 1 81 77 4 33 31 2 51 74 – 23 64 60 4 86 78 8 
DK 87 84 3 99 96 3 93 89 4 73 67 6 81 79 2 87 81 6 93 92 1 
DE 72 71 1 97 94 3 81 78 3 47 51 – 4 67 76 – 9 71 68 3 78 76 2 
EE 75 69 6 100 95 5 88 80 8 47 35 12 70 76 – 6 71 65 6 81 72 9 
IE 73 67 6 88 88 0 82 76 6 46 38 8 49 42 7 72 68 4 86 83 3 
EL 58 58 0 92 91 1 71 68 3 24 28 – 4 29 29 0 64 65 – 1 77 80 – 3 
ES 67 66 1 92 91 1 78 73 5 39 41 – 2 47 50 – 3 77 74 3 82 80 2 
FR 61 57 4 84 84 0 70 63 7 37 35 2 42 44 – 2 62 55 7 74 72 2 
HR 58 62 – 4 96 89 7 71 72 – 1 26 33 – 7 27 37 – 10 66 62 4 84 84 0 
IT 53 56 – 3 82 79 3 64 65 – 1 27 33 – 6 33 40 – 7 63 65 – 2 75 76 – 1 
CY 72 71 1 97 96 1 84 80 4 36 38 – 2 39 42 – 3 73 71 2 89 87 2 
LV 71 65 6 96 94 2 86 76 10 42 33 9 53 58 – 5 63 62 1 85 79 6 
LT 68 62 6 96 94 2 82 72 10 38 28 10 56 61 – 5 53 49 4 85 85 0 
LU 72 72 0 90 87 3 80 77 3 43 51 – 8 55 57 – 2 78 76 2 85 84 1 
HU 71 71 0 94 95 – 1 85 81 4 41 41 0 43 51 – 8 74 71 3 86 86 0 
MT 73 72 31 95 95 31 88 80 31 40 46 31 56 52 31 88 88 31 90 91 31 
NL 84 82 2 99 94 5 89 86 3 71 70 1 71 73 – 2 89 84 5 91 87 4 
AT 64 65 – 1 95 91 4 77 74 3 31 38 – 7 43 67 – 24 61 60 1 80 72 8 
PL 59 57 2 94 93 1 73 67 6 25 23 2 47 53 – 6 50 51 – 1 81 80 1 
PT 62 62 0 95 96 – 1 76 71 5 27 31 – 4 35 41 – 6 87 83 4 89 87 2 
RO 54 56 – 2 83 84 – 1 65 64 1 26 26 0 31 40 – 9 57 54 3 81 84 – 3 
SI 59 58 1 93 83 10 72 69 3 28 29 – 1 35 49 – 14 57 55 2 80 74 6 
SK 66 65 1 96 92 4 78 76 2 34 28 6 41 56 – 15 62 62 0 86 78 8 
FI 83 77 6 97 91 6 93 88 5 65 54 11 74 71 3 80 74 6 91 86 5 
SE 83 79 4 96 89 7 90 91 – 1 65 54 11 73 63 10 80 80 0 92 90 2 
UK 81 78 3 93 98 – 5 90 85 5 59 54 5 42 16 26 78 81 – 3 89 84 5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sk_dskl_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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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019年擁有中高等問題解決技能的人口(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MS 

擁有中高等問題解決技能的

人口(16–74歲)百分比 
按年齡區分擁有中高等問題解決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擁有中高等問題解決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16–24 25–54 55–74 低 中 高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56 63 – 7 80 81 – 1 68 70 – 2 29 41 – 12 30 38 – 8 55 62 – 7 79 86 – 7 
BE 59 65 – 6 78 73 5 70 73 – 3 34 48 – 14 34 43 – 9 57 66 – 9 79 86 – 7 
BG 25 24 1 49 47 2 33 30 3 8 6 2 8 10 – 2 20 21 – 1 50 51 – 1 
CZ 61 u 66 u – 5 91 u 87 u 4 75 u 79 u – 4 28 u 35 u – 7 37 u 62 u – 25 57 u 61 u – 4 88 u 89 u – 1 
DK 69 76 – 7 90 87 3 78 83 – 5 45 58 – 13 61 67 – 6 65 74 – 9 81 89 – 8 
DE 69 77 – 8 86 86 0 83 86 – 3 40 58 – 18 54 67 – 13 69 74 – 5 85 89 – 4 
EE 64 70 – 6 95 96 – 1 80 82 – 2 32 34 – 2 60 73 – 13 55 64 – 9 75 78 – 3 
IE 53 57 – 4 76 76 0 60 64 – 4 26 32 – 6 26 27 – 1 48 54 – 6 70 81 – 11 
EL 38 45 – 7 67 64 3 48 55 – 7 11 20 – 9 8 13 – 5 38 49 – 11 66 74 – 8 
ES 58 61 – 3 81 82 – 1 70 69 1 27 38 – 11 31 38 – 7 65 71 – 6 81 85 – 4 
FR 61 64 – 3 84 85 – 1 70 72 – 2 36 42 – 6 34 40 – 6 61 62 – 1 81 87 – 6 
HR 47 57 – 10 87 93 – 6 61 65 – 4 15 28 – 13 9 22 – 13 55 59 – 4 84 83 1 
IT 33 42 – 9 59 60 – 1 40 49 – 9 13 26 – 13 13 21 – 8 39 52 – 13 62 74 – 12 
CY 43 44 – 1 60 60 0 52 51 1 14 22 – 8 8 12 – 4 35 36 – 1 70 75 – 5 
LV 51 54 – 3 77 81 – 4 65 64 1 23 23 0 38 40 – 2 39 49 – 10 69 74 – 5 
LT 56 59 – 3 92 90 2 70 68 2 24 27 – 3 48 52 – 4 37 45 – 8 78 84 – 6 
LU 57 69 – 12 67 74 – 7 64 76 – 12 36 52 – 16 40 45 – 5 56 76 – 20 79 89 – 10 
HU 40 48 – 8 56 64 – 8 53 59 – 6 14 19 – 5 15 22 – 7 38 44 – 6 66 77 – 11 
MT 53 59 31 95 85 10 64 67 – 3 17 30 – 13 27 30 – 3 68 74 – 6 88 94 – 6 
NL 78 83 – 5 92 90 2 85 89 – 4 61 71 – 10 58 65 – 7 81 87 – 6 93 94 – 1 
AT 59 70 – 11 87 87 0 71 79 – 8 27 46 – 19 31 54 – 23 52 63 – 11 85 86 – 1 
PL 44 50 – 6 74 75 – 1 57 59 – 2 13 21 – 8 33 40 – 7 32 42 – 10 74 80 – 6 
PT 40 47 – 7 72 80 – 8 53 55 – 2 10 19 – 9 14 21 – 7 56 71 – 15 77 82 – 5 
RO 33 34 – 1 53 55 – 2 41 39 2 13 14 – 1 14 19 – 5 32 30 2 69 72 – 3 
SI 52 53 – 1 82 74 8 64 64 0 22 26 – 4 26 43 – 17 46 46 0 79 84 – 5 
SK 58 60 – 2 85 88 – 3 72 70 2 24 27 – 3 33 41 – 8 52 57 – 5 83 82 1 
FI 76 79 – 3 93 95 – 2 90 90 0 51 56 – 5 65 67 – 2 70 79 – 9 89 92 – 3 
SE 71 u 79 u – 8 80 u 88 u – 8 81 u 89 u – 8 51 u 56 u – 5 57 u 58 u – 1 68 u 80 u – 12 82 u 93 u – 11 
UK 72 80 – 8 92 99 – 7 85 86 – 1 40 59 – 19 9 21 – 12 68 79 – 11 86 92 – 6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sk_dskl_i) 2019。 
備註：「u」代表可靠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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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019年擁有中高等軟體技能的人口(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MS 

擁有中高等軟體技能的人口

(16–74歲)百分比 
按年齡區分擁有中高等軟體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擁有中高等軟體技能的人口百分比 

16–24 25–54 55–74 低 中 高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39 44 – 5 70 70 0 45 48 – 3 16 25 – 9 18 24 – 6 33 38 – 5 64 74 – 10 
BE 36 42 – 6 62 56 6 44 46 – 2 13 27 – 14 16 20 – 4 29 37 – 8 57 70 – 13 
BG 18 15 3 41 41 0 22 17 5 5 3 2 6 8 – 2 11 10 1 41 42 – 1 
CZ 27 33 – 6 67 66 1 31 36 – 5 8 14 – 6 19 43 – 24 20 22 – 2 51 66 – 15 
DK 51 59 – 8 79 76 3 58 65 – 7 26 38 – 12 45 48 – 3 46 53 – 7 62 77 – 15 
DE 44 53 – 9 77 70 7 51 60 – 9 20 34 – 14 34 42 – 8 40 45 – 5 68 77 – 9 
EE 40 44 – 4 78 80 – 2 50 51 – 1 13 15 – 2 39 44 – 5 28 36 – 8 52 58 – 6 
IE 40 43 – 3 64 67 – 3 46 47 – 1 16 22 – 6 16 19 – 3 33 34 – 1 58 69 – 11 
EL 31 35 – 4 57 64 – 7 40 40 0 8 14 – 6 4 6 – 2 28 34 – 6 63 67 – 4 
ES 42 45 – 3 82 77 5 49 49 0 15 24 – 9 18 20 – 2 45 50 – 5 66 74 – 8 
FR 40 44 – 4 71 74 – 3 45 46 – 1 19 26 – 7 18 25 – 7 36 34 2 62 73 – 11 
HR 41 46 – 5 96 89 7 48 52 – 4 11 19 – 8 10 18 – 8 44 43 1 79 81 – 2 
IT 29 36 – 7 55 55 0 35 40 – 5 10 21 – 11 10 15 – 5 33 43 – 10 58 72 – 14 
CY 31 29 2 64 54 10 34 32 2 9 10 – 1 13 13 0 20 17 3 54 56 – 2 
LV 31 27 4 66 62 4 39 29 10 10 7 3 25 25 0 15 17 – 2 53 50 3 
LT 36 35 1 78 72 6 43 39 4 13 9 4 35 36 – 1 17 20 – 3 56 58 – 2 
LU 43 50 – 7 75 70 5 47 53 – 6 17 32 – 15 22 28 – 6 44 49 – 5 68 82 – 14 
HU 30 34 – 4 51 50 1 38 41 – 3 11 14 – 3 13 19 – 6 25 27 – 2 57 65 – 8 
MT 43 46 31 84 58 26 54 54 0 8 26 – 18 17 17 0 60 62 – 2 75 83 – 8 
NL 49 61 – 12 86 82 4 57 68 – 11 20 41 – 21 30 37 – 7 44 58 – 14 69 82 – 13 
AT 46 55 – 9 79 79 0 54 61 – 7 18 34 – 16 20 44 – 24 37 44 – 7 72 76 – 4 
PL 25 28 – 3 61 63 – 2 30 31 – 1 6 7 – 1 29 36 – 7 11 16 – 5 50 60 – 10 
PT 40 44 – 4 81 79 2 48 50 – 2 11 19 – 8 11 20 – 9 55 62 – 7 78 83 – 5 
RO 14 16 – 2 32 36 – 4 16 17 – 1 5 5 0 7 12 – 5 10 10 0 41 50 – 9 
SI 44 41 3 81 72 9 55 47 8 15 20 – 5 22 40 – 18 33 29 4 77 80 – 3 
SK 32 32 0 65 63 2 38 36 2 9 10 – 1 23 31 – 8 22 25 – 3 60 61 – 1 
FI 54 56 – 2 88 72 16 64 65 – 1 29 36 – 7 53 46 7 41 48 – 7 68 80 – 12 
SE 49 53 – 4 70 74 – 4 58 61 – 3 24 28 – 4 32 38 – 6 39 44 – 5 69 79 – 10 
UK 53 60 – 7 79 85 – 6 63 64 – 1 26 38 – 12 4 5 – 1 42 53 – 11 74 81 – 7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sk_dskl_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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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018年執行至少一種訓練活動來改善電腦、軟體或應用程式使用相關技能的人口(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區分) 

 
 

MS 

執行至少一種訓練活動來改

善電腦、軟體或應用程式使

用相關技能的人口(16–74歲)
百分比 

按年齡區分執行至少一種訓練活動來改善電腦、軟體或應用程式使用相關技能的人口

百分比 
按教育程度區分執行至少一種訓練活動來改善電腦、軟體或應用程式使用相關技能的

人口百分比 

16–24 25–54 55–74 低 中 高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18 22 – 4 20 25 – 5 23 27 – 4 9 12 – 3 7 11 – 4 16 20 – 4 31 37 – 6 
BE 27 32 – 5 25 26 – 1 35 39 – 4 16 22 – 6 11 15 – 4 25 28 – 3 42 52 – 10 
BG 13 12 1 22 25 – 3 16 14 2 5 5 0 4 8 – 4 9 10 – 1 28 26 2 
CZ 28 31 – 3 48 49 – 1 32 36 – 4 16 17 – 1 20 30 – 10 25 28 – 3 42 48 – 6 
DK 32 38 – 6 18 34 – 16 38 44 – 6 29 30 – 1 18 28 – 10 32 37 – 5 45 52 – 7 
DE 24 33 – 9 24 35 – 11 31 40 – 9 13 19 – 6 8 18 – 10 26 30 – 4 38 48 – 10 
EE 22 23 – 1 26 32 – 6 27 26 1 14 12 2 13 20 – 7 14 18 – 4 33 33 0 
IE 16 18 – 2 25 27 – 2 20 22 – 2 5 7 – 2 4 8 – 4 12 19 – 7 29 29 0 
EL 10 12 – 2 14 17 – 3 13 17 – 4 3 3 0 3 3 0 9 12 – 3 19 23 – 4 
ES 20 23 – 3 25 30 – 5 24 25 – 1 11 14 – 3 8 10 – 2 21 24 – 3 34 39 – 5 
FR 14 18 – 4 16 24 – 8 16 20 – 4 10 10 0 7 11 – 4 13 14 – 1 22 29 – 7 
HR 9 12 – 3 13 21 – 8 13 15 – 2 3 4 – 1 3 3 0 8 11 – 3 20 25 – 5 
IT 10 12 – 2 9 12 – 3 13 15 – 2 6 7 – 1 2 5 – 3 11 15 – 4 24 25 – 1 
CY 8 9 – 1 9 9 0 11 11 0 2 4 – 2 1 3 – 2 7 5 2 15 17 – 2 
LV 17 15 2 19 20 – 1 20 17 3 11 6 5 10 11 – 1 11 10 1 27 30 – 3 
LT 21 23 – 2 35 42 – 7 24 24 0 12 10 2 19 26 – 7 12 11 1 31 40 – 9 
LU 24 37 – 13 14 32 – 18 31 44 – 13 13 23 – 10 8 22 – 14 22 38 – 16 45 53 – 8 
HU 10 14 – 4 7 18 – 11 15 17 – 2 4 6 – 2 3 6 – 3 8 10 – 2 22 30 – 8 
MT 25 23 2 48 33 15 30 28 2 5 9 – 4 12 14 – 2 30 23 7 43 48 – 5 
NL 31 37 – 6 44 43 1 37 43 – 6 15 22 – 7 15 22 – 7 35 38 – 3 41 46 – 5 
AT 19 32 – 13 19 31 – 12 25 40 – 15 10 17 – 7 7 13 – 6 16 28 – 12 32 45 – 13 
PL 12 13 – 1 12 16 – 4 17 17 0 4 4 0 3 7 – 4 6 7 – 1 30 35 – 5 
PT 16 22 – 6 32 42 – 10 20 26 – 6 5 7 – 2 6 11 – 5 26 34 – 8 30 38 – 8 
RO 16 16 0 28 26 2 19 18 1 6 7 – 1 7 10 – 3 15 13 2 35 37 – 2 
SI 26 27 – 1 40 47 – 7 31 31 0 12 14 – 2 10 20 – 10 23 24 – 1 41 46 – 5 
SK 23 25 – 2 26 21 5 29 33 – 4 11 9 2 10 9 1 18 20 – 2 45 52 – 7 
FI 66 63 3 71 76 – 5 74 73 1 52 44 8 46 47 – 1 61 62 – 1 81 83 – 2 
SE 28 34 – 6 24 30 – 6 34 44 – 10 20 18 2 10 23 – 13 27 32 – 5 38 48 – 10 
UK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isoc_sk_how_i) 2018。 
NB：「:」表示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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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ICT部門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隔離指標 
 

 
MS 

 
男女佔ICT畢業生的百分比 

 
男女佔 ICT專家(15歲或以上)的百分比 

男女佔高科技部門科學家和工程師(25–64歲)
的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EU 20.1 79.9 17.7 s 82.3 s 20.0 80.0 
BE 11.8 88.2 17.7 82.3 20.8 79.2 
BG 34.8 65.2 28.0 s 72.0 s 27.1 73.1 
CZ 15.9 84.1 11.3 88.7 14.5 85.5 
DK 23.0 77.0 20.4 s 79.6 s 21.8 78.4 
DE 19.7 80.3 16.8 83.2 17.8 82.2 
EE 29.6 70.4 22.6 77.4 22.5 77.5 
IE 26.2 d 73.8 d 21.0 79.0 20.8 79.4 
EL 39.2 60.8 16.4 s 83.6 s 21.1 78.9 
ES 12.0 88.0 17.1 s 82.9 s 27.5 72.5 
FR 19.5 d 80.5 d 21.2 78.8 23.1 77.0 
HR 21.3 78.7 17.2 82.8 34.0 u 66.0 
IT 20.9 79.1 14.8 85.2 22.8 77.2 
CY 29.8 70.2 18.3 81.7 23.1 u 74.4 
LV 25.5 74.5 36.5 s 63.5 s 26.1 73.9 
LT 16.9 83.1 24.0 76.0 27.9 72.1 
LU 9.8 90.2 16.8 83.2 13.2 u 86.8 
HU 16.8 83.2 10.6 89.4 u 15.0 85.0 
MT 15.9 84.1 10.9 89.1 : 96.8 
NL 15.6 84.4 17.5 82.5 16.4 83.6 
AT 15.4 84.6 20.4 79.6 23.3 76.7 
PL 22.9 77.1 14.3 85.7 17.8 82.2 
PT 18.6 81.4 15.7 s 84.3 s 20.2 79.8 
RO 34.5 65.5 23.2 76.8 24.0 76.0 
SI 16.4 83.6 19.2 80.8 26.1 73.9 
SK 15.1 84.9 13.3 86.7 17.1 82.9 
FI 21.4 78.6 20.5 79.5 24.4 75.6 
SE 30.9 69.1 20.4 79.6 20.0 79.9 
UK 18.1 d 81.9 d 17.5 82.5 16.0 84.0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educ_uoe_grad02)2018 
備註：「d」有不同的定義，請參照歐盟統計局。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isoc_sks_itsps)2019 
備註：「s」代表歐盟統計局的估計值；「u」代表

可靠性低。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hrst_st_nsecsex2) 2019 
備註：「:」代表無資料；「u」代表可靠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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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在工作上執行ICT活動的受雇者(16–74歲)百分比(按性別及活動類型區分) 
 

 
 

MS 

在工作上使用電腦、筆

記型電腦、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或其他可

攜式裝置的人(16–74歲, 
%) 

在工作上使用其他電腦

化設備或機器的人(16–74
歲, %)，例如在生產線、

運輸或其他服務中使用

的設備或機器。 

在工作上會交換電子郵

件或將資料輸入到資料

庫中的人(16–74歲, %) 

 
在工作上創造或編輯電

子文件的人(16–74歲, %) 

 
 

為工作使用社群媒體的

人(16–74歲, %) 

 
在工作上使用應用程式

來接受任務或指示的人

(16–74歲, %) 

 
在工作上使用職業特定

軟體的人(16–74歲, %) 

 
在工作上開發或維持IT
系統或軟體的人(16–74

歲, %)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女性 男性 差距 
EU 37 42 – 5 8 13 – 5 32 36 – 4 24 28 – 4 9 11 – 2 10 14 – 4 19 24 – 5 3 7 – 4 
BE 41 43 – 2 14 21 – 7 36 39 – 3 20 27 – 7 9 10 – 1 13 18 – 5 21 25 – 4 2 6 – 4 
BG 21 20 1 3 5 – 2 16 14 2 14 11 3 4 5 – 1 5 5 0 8 8 0 1 2 – 1 
CZ 34 38 – 4 14 23 – 9 32 36 – 4 29 31 – 2 8 9 – 1 10 15 – 5 22 23 – 1 1 5 – 4 
DK 47 55 – 8 14 23 – 9 39 47 – 8 28 36 – 8 13 16 – 3 7 15 – 8 15 27 – 12 5 12 – 7 
DE 47 55 – 8 8 18 – 10 41 48 – 7 32 39 – 7 9 11 – 2 5 11 – 6 28 35 – 7 2 8 – 6 
EE 44 50 – 6 14 25 – 11 41 45 – 4 36 36 0 17 13 4 23 28 – 5 25 27 – 2 3 7 – 4 
IE 29 36 – 7 9 17 – 8 24 28 – 4 18 21 – 3 7 8 – 1 11 15 – 4 11 16 – 5 3 5 – 2 
EL 20 28 – 8 9 14 – 5 16 21 – 5 16 20 – 4 5 8 – 3 4 7 – 3 8 13 – 5 2 5 – 3 
ES 31 35 – 4 6 11 – 5 26 29 – 3 20 22 – 2 10 11 – 1 13 15 – 2 18 21 – 3 3 6 – 3 
FR 39 43 – 4 6 12 – 6 32 35 – 3 22 25 – 3 7 8 – 1 12 16 – 4 21 24 – 3 2 5 – 3 
HR 27 29 – 2 1 2 – 1 24 27 – 3 20 21 – 1 5 5 0 0 n 2 – 2 13 14 – 1 2 3 – 1 
IT 27 37 – 10 1 5 – 4 23 30 – 7 16 21 – 5 7 10 – 3 6 10 – 4 10 15 – 5 3 6 – 3 
CY 35 35 0 1 2 – 1 28 29 – 1 27 27 0 10 10 0 5 9 – 4 13 15 – 2 1 4 – 3 
LV 38 34 4 17 15 2 31 26 5 22 17 5 11 8 3 11 12 – 1 21 17 4 1 4 – 3 
LT 36 34 2 8 12 – 4 30 27 3 20 18 2 12 10 2 9 9 0 19 18 1 1 4 – 3 
LU 42 49 – 7 10 17 – 7 37 42 – 5 32 35 – 3 9 12 – 3 12 18 – 6 19 27 – 8 3 9 – 6 
HU 26 32 – 6 5 10 – 5 23 28 – 5 20 23 – 3 8 10 – 2 13 18 – 5 14 19 – 5 2 7 – 5 
MT 45 49 – 4 11 13 – 2 39 43 – 4 28 30 – 2 17 20 – 3 16 26 – 10 21 30 – 9 4 9 – 5 
NL 56 62 – 6 16 25 – 9 49 54 – 5 40 48 – 8 19 22 – 3 20 26 – 6 26 37 – 11 2 13 – 11 
AT 42 51 – 9 7 16 – 9 39 48 – 9 29 35 – 6 10 11 – 1 7 14 – 7 28 39 – 11 3 10 – 7 
PL 30 32 – 2 5 10 – 5 24 26 – 2 20 20 0 7 8 – 1 8 11 – 3 12 15 – 3 1 4 – 3 
PT 34 37 – 3 6 10 – 4 32 33 – 1 19 19 0 9 11 – 2 15 18 – 3 22 23 – 1 3 6 – 3 
RO 17 17 0 3 4 – 1 14 14 0 9 9 0 5 6 – 1 5 5 0 7 7 0 1 1 0 
SI 39 38 1 12 18 – 6 33 32 1 30 25 5 9 7 2 12 13 – 1 18 20 – 2 7 8 – 1 
SK 30 32 – 2 3 5 – 2 25 28 – 3 18 18 0 7 7 0 9 11 – 2 9 11 – 2 0 n 2 – 2 
FI 46 51 – 5 10 19 – 9 44 47 – 3 31 34 – 3 15 13 2 20 24 – 4 28 32 – 4 6 11 – 5 
SE 41 49 – 8 : : : 36 45 – 9 27 34 – 7 12 13 – 1 8 15 – 7 16 26 – 10 3 10 – 7 
UK 46 51 – 5 10 15 – 5 40 44 – 4 34 39 – 5 12 16 – 4 17 25 – 8 25 29 – 4 5 11 – 6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isoc_iw_ap), 2018, 
備註：「:」表示無資料；「n」代表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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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兼職從事ICT工作的男女人口(20–64歲)百分比以及薪資性別落差 
 

 
MS 

兼職從事ICT工作的人口(20–64歲)百分比 薪資性別落差(%) 

女性 男性 差距 ICT職業 所有職業 

EU 16.5 5.4 11.1 11.1 17.1 
BE 15.1 5.0 10.1 1.6 6.6 
BG 1.2 d 1.8 d – 0.6 8.7 14.2 
CZ 10.3 3.8 6.5 17.2 22.5 
DK 16.7 8.3 8.4 5.7 16.0 
DE 27.6 7.7 19.9 6.3 22.3 
EE 7.5 6.5 1.0 17.5 28.1 
IE 6.1 1.8 4.3 11.6 13.9 
EL 4.3 3.1 1.2 12.1 12.5 
ES 12.7 3.5 9.2 6.4 14.9 
FR 13.2 3.8 9.4 2.1 15.5 
HR 0.0 4.5 – 4.5 6.9 8.7 
IT 18.0 4.8 13.2 14.6 6.1 
CY 1.7 2.1 – 0.4 – 7.6 14.2 
LV : 0.9 : 9.4 17.3 
LT 4.6 3.6 1.0 18.0 13.3 
LU 24.7 4.0 20.7 6.9 5.4 
HU 0.7 0.9 – 0.2 : 15.1 
MT : : : 8.4 10.6 
NL 44.2 17.3 26.9 9.0 16.1 
AT 34.2 9.8 24.4 15.9 22.2 
PL 5.7 d 2.5 d 3.2 16.6 7.7 
PT 3.2 2.7 0.5 – 1.5 14.9 
RO 0.0 0.6 – 0.6 13.9 4.5 
SI 8.5 d 5.3 d 3.2 7.4 7.0 
SK 3.2 4.0 – 0.8 13.6 19.7 
FI 9.7 5.9 3.8 3.8 18.4 
SE 11.2 7.4 3.8 3.6 13.8 
UK 16.2 3.1 13.1 13.9 20.9 

 
資料來源： 
EU-LFS、EIGE根據2018年微資料的闡述。 
備註：「d」代表有不同的定義(ICT工作者不包括服務管理人)。 

資料來源： 
SES、EIGE使用2014年微資料所為的計算。 
備註：「:」表示無資料。 

 



 

 

 

 
 

聯絡歐盟 
親臨 
歐洲聯盟各地有數百個Europe Direct資訊中心，您可在以下網址找到離您最近的資訊中心地址

：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電話或電子郵件 
Europe Direct服務中心可回答您有關歐洲聯盟的疑問。 
 
您可透過以下方式聯絡Europe Direct服務中心： 
- 電話：00 800 6 7 8 9 10 11(有些電信業者可能對這些電話收費) 
- 在以下的標準號碼：32 22999696；或 
- 透過以下網址寄送電子郵件：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搜尋歐盟相關資訊 
線上 
Europa網站有歐盟所有官方語言提供的歐洲聯盟相關資訊： https://europa.eu/european-
union/index_en。 
 
歐盟出版品 
您可從以下網址下載或訂購免費和有價的歐盟出版品：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 
publications。聯絡Europe Direct或您當地的資訊中心，可取得多份免費的出版品(參照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歐盟法律及相關文件 
欲取得歐盟的法律相關資訊，包括所有官方語言版本的1952年後所有歐盟法律，請至EUR-Lex
網址： http://eur-lex.europa.eu。 
 
來自歐盟的開放資料 
歐盟Open Data入口網站(http://data.europa.eu/euodp/en)提供取得歐盟資料集的路徑。您可為商業

及非商業目的免費下載並重複使用資料。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index_en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index_en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s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s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https://eur-lex.europa.eu/
http://data.europa.eu/euod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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