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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了邁向強大且民主的歐洲，性別平等必須與政策倡

議行動攜手併行。歐洲 2020 年策略（Europe 2020 

strategy）及歐洲社會權利支柱（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雙雙提供了一個好機會，讓歐盟強化在這個領

域的努力。「性別平等指數」是個有用且健全的測量

工具，能協助監測這些政策隨著時間所產生的影響。

這項指數讓我們更清楚看出需要改善的領域，最終將

支持政策制定者設計更有效的性別平等措施。 

 

性別平等對歐盟有智慧且永續的成長至關重要，不僅

促進經濟發展，且能助長整體福利，並為女性與男性

創造一個更包容、更公平的歐洲。雖然性別平等程度

的改善一直有長足進展，但所有會員國仍有許多工作

要完成。性別落差仍然存在，且在某些領域甚至比十

年前更嚴重。歐盟的性別平等平均分數為 66.2，因此

距離達到性別平等社會的目標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版的性別平等指數包含了好幾個新要素。在方法

學上做了一些重要更新，加強了測量性別平等的方

法，也為歐盟的性別平等狀況提供了更準確的圖像。 

 

此版本的觀察重點超越性別，而將焦點放在交叉性不

平等上。這樣的角度能夠根據年齡、身心障礙（能力）、

出生國、家庭狀態及教育程度，更深入分析特定男性

與女性族群的性別平等狀況。2017 版的指數也引進研

究、媒體和體育分面的性別落差，對決策提供了更廣

泛的觀點。健康領域包含了女性與男性的健康及風險

行為之相關資料。 

 

最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形式之一是對女性暴力，這深植

於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暴力衛星領域

首次有了全面的測量架構，這個架構呈現每個會員國

的分數，且有助於監視歐盟及每個會員國的女性遭受

暴力問題。 

過去十年間，性別平等最顯著的改善一直是在權力領

域，尤其是經濟決策權力。這反映了近期要求改善性

別平衡的政治壓力，尤其是對最大規模上市公司董事

會的施壓。過去十年間，整體分數提升了將近 10 分，

達到 48.5 分。然而，雖然這個領域進展最大，但其分

數仍是所有領域中最低的。 

 

性別平等進展最緩慢的領域是時間領域，其中用於照

護和家務的時間分割每下愈況。這個越來越不平等的

現象已吸引政策制定者的關鍵。歐盟執行委員會提出

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是解決此一問題的具體措施。 

 

自 EIGE 開始製作性別平等指數以來，每兩年變更新一

次。然而，我們計畫從 2019 年開始每年更新這個指數，

且會聚焦於某個特定領域。我們相信，每年更新性別

平等指數，將讓這個指數更符合現況，並提供有關歐

盟境內性別平等的顯著重點。我們將進一步發展跨每

個領域的交叉式方法，繼續擴大性別平等指數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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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性別平等指數將有助於打造更強大且更包容

的歐盟社會，歐盟的女性與男性不論有何差異，都能

在所有生活領域享有相同程度的福祉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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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性別平等指數要點 
 

主要發現 
 28個歐盟會員國的性別平等進展相當緩慢 — 性

別平等指數的分數僅從 2005 年的 62 分上升到

2012 年的 65 分及 2015 年的 66.2 分。每個會員國

都有改善的空間，且在達到性別平等上仍面臨著

特有的阻礙。性別平等指數可協助會員國找出這

些問題，並指出那些人口群面臨著更多挑戰。 

 在指數的六個核心領域中，最需要改善的是權力

領域，而性別不平等過去十年在時間領域也是增

加的。 

 性別平等指數首次加入交叉觀點的分析，顯示了

性別不平等在年齡、教育、家庭組成與親職、出

生國以及身心障礙的差異。證據顯示，我們需要

採用交叉政策制訂方法，鎖定女性與男性遭遇不

公平待遇和不利的獨特經驗。 

 

勞動領域 
 勞動領域的分數是 71.5 分，居於第三高，但已無

進展：過去十年間的分數僅增加 1.5 分，其中 2012

年後僅增加 0.5 分。 

 職業性別隔離仍持續存在，且進入勞動市場仍有

障礙，尤其是有身心障礙以及條件較差的女性。 

 有限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對女性與男性皆造成負面

影響，但有子女的女性所受影響特別嚴重。在工

作時間能夠輕易離班一兩個小時照料個人和家庭

事務的女性和男性，分別只有 23%和 27%。 

金錢領域 
 金錢領域的分數自 2005 年以來改善 5.7 分，達到

79.6 分，主要是因為財務資源次領域成長，但自

2012 年，這個領域僅改善 1.2 分。 

 在 2014 年，28 個歐盟會員國的所得性別落差是

20%，而有子女的夫妻和單親父母的落差更是近

兩倍，這指出「母親薪資落差」及「父職福利」

持續存在。在生命歷程中，這些不平等導致老年

女性陷入貧窮的風險增加，且性別年金差距達

40%。 

 有貧窮風險的歐盟人口比率在過去十年間稍微增

加。16 歲以上的女性和男性分別有 17%及 16%有

貧窮風險。在九個會員國當中，有貧窮風險的女

性人口佔了五分之一或以上。在歐盟境外出生的

女性與男性，其貧窮風險是歐盟出生人口的兩倍。 

 

知識領域 
 分數從 2005年的 60.8分進步到 2012年的 62.8分

及 2015 年的 63.4 分，這大體上反映了教育程度

的提升，但教育性別隔離仍然存在。 

 在 2015 年，相較於男性，有較多年輕女性的教育

程度是提升的，且性別落差的增加對男性是不利

的。高等教育的性別隔離仍是個挑戰：女性選擇

就讀教育、健康和福利的人數是男性的 2 倍到將

近 3 倍，且這個趨勢自 2005 年起便未曾改變。 

 儘管透過終生學習來提升技能的需求增加，但歐

盟女性與男性的平均參與率與十年前無異。50 到

64歲的女性與男性參與教育與培訓的比例不到十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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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領域 
 時間使用的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且在成長中 — 

這個領域的分數為 65.7 分，自 2005 年到 2015 年

減少了 1.0 分，且在性別平等指數中是第三低的。 

 無酬照護的性別落差仍然存在：每三名男性只有

一名每天烹飪和做家事 1 小時或以上。照護負擔

在非歐盟出生的女性身上特別高。更重要的是，

在過去十年間，歐盟在這個領域的性別平等幾乎

未改善。 

 從事無酬家務的性別落差隨著教育程度減少，換

言之，教育程度越高，性別落差越低。 

 

權力領域 
 雖然權力領域在指數中的分數最低（在 2015 年是

48.5 分），但也呈現最顯著的改善（自 2005 年以

來增加 9.6 分）。 

 如同在國家國會和公司董事會的性別落差縮小所

示，政治和經濟權力次領域的分數改善，大體上

是由立法行動及（或）對此議題的密集公共辯論

所促成。 

 社會權力次領域首次有了資料，這個次領域揭示

在研究補助組織、媒體和體育組織的決策職位仍

主要是由男性主導，這可部分歸因於以下事實：

儘管研究、媒體和體育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性，

而且在塑造社會規範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但這些

不平衡現象缺乏像其他次領域的能見度。 

 

健康領域 

 健康領域的分數是相對高的（87.4 分），但這個

分數自 2012 年以來僅改善 0.2 分，各會員國之間

以及會員國國內仍存在著不平等。 

 性別不平等在健康行為次領域最明顯，分數只有

75.4 分。男性的身體活躍度高於女性，不過男性

涉及抽菸和酗酒等風險行為的程度較高。 

 有些人口族群在取得足夠的健康照護方面有困

難：有超過十分之一的單親媽媽和身心障礙人

士，其醫療需求無法被滿足。 

 

暴力衛星領域 
 從歷史來看，對女性暴力深植於女性與男性不平

等權力關係，且仍是性別不平等最具體的展現。

基於統計和觀念理由，這個領域被當作是性別平

等指數的衛星領域。 

 2017 年（第三 版）性別平等指數進一步發展出

對女性暴力的綜合指標，它能監視歐盟內最普遍

且最廣泛犯罪化形式的對女性暴力（包括性暴力

和人身暴力以及殺害女性）程度。這個綜合指標

附帶著一些有關其他暴力形式的指標（例如切割

女性生殖器、強迫婚姻、跟蹤騷擾等），以及一

些背景因素，在指標部分，可比較且可靠的資料

非常有限，而在背景因素方面，包含對女性暴力

的根本原因，以及政府打擊對女性暴力的相關資

訊。暴力領域的完整理論和測量架構在 EIGE 即

將於 2017 年 11 月發表的「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

對女性暴力測量架構」中有詳細描述（EIGE, 

201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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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報告說明歐盟性別平等局（EIGE）第三版的「性別

平等指數」。自 2013 年推出以來，性別平等指數已被

公認對政策辯論做出顯著的貢獻，且提升了歐盟及各

會員國對性別平等的意識。性別平等指數在形成歐盟

的政策發展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 透過理事會的結

論；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報告、決議和

意見；歐盟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國家政府報告；公民

社會組織的意見，以及統計年報和研究發現。歐洲議

會近期呼籲歐盟各機構將性別平等指數納入提案的歐

盟民主機制的監督系統、法令規章及基本權利中（歐

洲議會, 2016b）。 

 

這個指數是個全面的測量工具，能評估歐盟性別平等

的現況，並監督隨著時間的進展。第三版提供了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的分數，所依據的觀

念架構結合不同的處理性別平等理論方法，並將關鍵

性別平等議題整合在歐盟政策架構中（EIGE, 2013）。

性別平等指數測量性別落差，並考量會員國在以下相

關政策領域範圍的背景及不同的達成程度：勞動、金

錢、知識、時間、權力及健康。此外，第三版指數也

探討對女性暴力及交叉性不平等。它揭示了歐盟及國

家的女性與男性政策的差異結果，且有助於發展和實

行以證據為基礎的性別平等領域政策制定。 

 

第三版的性別平等指數提供了更廣泛的範圍，讓我們

瞭解性別平等的趨勢和進展。核心指數的所有領域首

次填入了相關資料。新版指數也經歷好幾次重要的方

法學更新，這強化了性別平等的測量，以及指數的整

體品質。為了配合這些更新，先前的性別平等指數分

數（根據 2005 年、2010 年及 2012 年的資料）已重新

計算，讓時間序列保持不變，並依據時間做出有意義

的比較。 

 

第三版指數首次測量了在研究、媒體和體育決策的性

別落差，目標是強化在這些社會領域的公共辯論及政

策倡議行動。在研究和文化機構，決策的性別不平等

持續存在，這種情況需要進一步公諸於世並採取行

動，因為這些機構有著象徵和教育重要性，且對塑造

性別平等的相關社會規範、公共意見及觀點有著強大

的影響力。 

 

此外，歐洲統計局近期發表了歐洲健康訪問調查

（EHIS）的資料，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三版的性別平

等指數也呈現了女性與男性健康/風險行為的新資料。

第三版指數致力於更深入瞭解性別是否是健康的其中

一個重要社會決定因素，目標是讓健康政策及策略更

能反映女性與男性在生命歷程中的需求。 

 

為了反映免於性別暴力是性別平等不可或缺一部分的

前提要件，暴力領域設計成對女性暴力的全面測量架

構，這樣的設計是為了加強定期監督歐盟及其所有會

員國內的對女性暴力。更廣泛來看，這個架構是要努

力支援會員國達成其消除對女性暴力的承諾。 

 

新版的性別平等指數進一步擴大範圍，特別關注交叉

性不平等這個衛星領域。它密切觀察特定人口族群性

別平等的複雜現實狀況，促進目標更明確且更有效率

的政策措施的規劃與實行。性別平等指數考量以下一

些相關的社會因素，揭開了各種女性與男性族群內的

一些明顯差異：年齡、身心障礙（能力）、移民背景

（按出生國測量）、教育及家庭組成。 

 

第一章簡要說明性別平等指數的觀念架構和方法學。

第二章呈現第三版指數的結果，以及過去十年間的主

要趨勢。第三章到第八章指數個核心領域的主要發

現。第九章介紹暴力衛星領域（包括其觀念）、更新

的測量架構及主要發現。第十章摘要性別平等指數的

主要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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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性別平等指數」？ 
 

「性別平等指數」是個測量複雜的性別平等觀念的綜

合指標，且根據歐盟的政策架構，這個指數能協助監

測歐盟性別平等隨著時間的進展。測量性別平等的進

展是有效的政策制定不可或缺的一環。性別平等指數

有助於發展和實行以證據為基礎的性別平等政策及立

法，並揭示這些女性與男性政策的不同結果。它也促

使政策制定者及一般大眾更注意到實行性別平等政策

的進展和挑戰。最後，這個指數凸顯了資料差距，且

呼籲提供按性別分類的綜融性、可比較且可靠的資

料，並讓所有會員國皆可取得。 

 
性別平等指數測量女性與男性的性別落差。它認為損

及女性或男性權益的落差同樣都是有問題的。由於性

別平等指數奠基於歐盟的願景，亦即所有個人的發

展、成長和凝聚是主要原則，如果消弭性別落差是指

讓女性與男性的不利遭遇相等，這是不足的（EIGE, 

2015a）。這個指數也考量會員國的國

家背景，以及在各領域的不同達成程

度。整體分數高表示性別落差小（或

不存在），且情況對所有人都是有助

益的（例如女性與男性都高度參與就

業）。 

 
性別平等指數包含八個領域。勞動、

金錢、知識、時間、權力及健康等六

個領域被結合在核心指數中，另外有

兩個同樣重要的附加衛星領域作為補

充，亦即暴力和交叉性不平等兩個領

域。它們在所有方面都屬於性別平等

指數的架構，但不影響整體分數。每

個領域都可進一步區分為數個次領域，涵蓋個別主題

面向的關鍵議題。完整的觀念架構呈現在第一版的指

數中（EIGE, 2013）。 

 
我們使用這個架構，選擇了三十一個指標來監測每個

會員國以及 28個歐盟會員國整體在六個核心領域的性

別平等發展。性別平等指數的形成方式是將這些指標

結合在單一綜合衡量標準，它可將複雜的性別平等議

題整合在單一且容易瞭解的衡量標準中。 

 
性別平等指數對會員國在六個核心領域（勞動、金錢、

知識、時間、權力及健康）評分，分數從完全不平等

的 1 分到完全平等的 100 分。為每個領域及次領域使

用的指標可在圖 1 中找到。如前文所述，性別平等指

數說明女性面臨的不平等，同時也找出男性受到不平

等待遇的領域。 

  

N I 



 

4 2017 年歐盟性別平等指數 – 測量歐盟2005年至2015年之性別平等 

 

圖 1： 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使用的指標及指數結構 

指標 次領域 領域 

性
別
平
等
指
數

 

1. 全時等量（FTE）就業率 
參與 

勞動 

2. 勞動壽命持續時間 

3. 受雇於教育、人體健康及社會工作 
隔離與 

勞動品質 
4. 能夠離班照料個人或家庭事務 

5. 職涯前景指數 

6. 平均月所得 
財務資源 

金錢 
7. 平均等值淨收入 

8. 無貧窮風險 
經濟情況 

9. S20/S80 五分位收入分配比 

10. 接受高等教育人口 
取得和參與 

知識 11. 正式或非正式教育與培訓 

12. 教育、健康與福利、人文與藝術學科的高等教育學生 隔離 

13. 照護子女、孫子女、年長者或身心障礙人士 
照護活動 

時間 
14. 烹飪及（或）做家事之人 

15. 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 
社會活動 

16. 志工或慈善活動 

17. 部會首長佔有率 

政治 

權力 

18. 國會議員佔有率 

19. 地區議會議員佔有率 

20. 最大規模上市公司董事佔有率 
經濟 

21. 中央銀行董事佔有率 

22. 研究補助組織董事佔有率 

社會 23. 上市傳媒組織董事佔有率 

24.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組織最高決策單位成員佔有率 

25. 自覺健康狀況 

狀態 

健康 

26. 平均餘命 

27. 健康生活年數 

28. 抽菸與酗酒 
行為 

29. 運動及（或）攝取蔬果 

30. 醫療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 
取得 

31. 牙醫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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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的性別平等指數觀察從 2005 年到 2015 年這十

年間的性別平等發展，測量歐盟及其會員國在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距離達到性別平等有

多遠（或多近）。它提供了每個領域及次領域的結果，

協助每個會員國找出進展最大的領域，或最需要努力

對性別平等做出正面貢獻的領域。由於品質及可比較

性準則是非常嚴格的，只有來自歐盟全境的大規模調

查才會用於指數，這包括歐洲統計局收集的資料和調

查，以及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

（Eurofound）的調查，還有歐盟性別平等局性別統計

資料庫（EIGE 性別統計資料庫）女性與男性決策部分

所收集的資料。 

 

第三版指數也在性別平等指數的兩個衛星領域上做了

顯著的發展，首次呈現會員國在「對女性暴力」綜合

衡量標準下的分數，並提供性別平等指數各領域的進

一步交叉分析。除了測量整體性別落差外，這可進一

步調查社會因素如何影響性別平等達成的進展，包括

年齡、家庭組成、出生國、教育程度或身心障礙。社

會權力次領域首次有了資料，是由 EIGE 收集的，而健

康行為次領域的資料也首次被納入指數。 

 

性別平等指數是以健全的方法學為基礎，其計算乃是

依據廣泛且國際公認的建立綜合指標十步驟方法，這

是由歐盟執行委員會的聯合研究中心（JRC）及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展出來的。性別平等指數

方法學的好幾個面向在 2017 年更新，這表示第三版的

分數無法與先前版本的結果相比較。為了修正這一點，

先前年份的所有分數都使用新方法重新計算。〈附錄

一〉以及個別的方法學報告描述了方法學的更新（EIGE, 

2017e）。〈附錄二〉則呈現用來計算性別平等指數的

指標之列表及詳細描述。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所有歐盟會員國的指數分數（包括領域及次領

域的分數）呈現在〈附錄三〉中，〈附錄四〉則提供

用來計算 2015 年指數的所有資料。〈附錄五〉呈現歐

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以及 2012 年至 2015 年的

指數變化以及領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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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別平等指數揭示過去十年間的哪些趨勢？ 
 

每個會員國都有改進空間 
28個歐盟會員國在2015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為66.2

分（滿分是 100 分），顯示所有會員國仍需做出顯著

的改善，才能到達女性與男性在所有生活領域皆可享

有平等福祉水平的性別平等社會。在 2005 年，指數的

分數是 62.0 分，但自這一年以來，指數的改善是相對

較小的（圖 2）。 

 
各會員國之間存在著差異。如圖 3 所示，三個北歐會

員國以及荷蘭在 2015 年是性別最平等的會員國。瑞典

和丹麥在 2005 年至 2015 年的十年間一直是性別最平

等的社會，且這兩個會員國的分數都有些微進步，瑞

典進步到 82.6 分，而丹麥進步到 76.8 分，接續的國家

是芬蘭及荷蘭。 

 

圖 2：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的性別平等

指數分數 

 
 

最需要改善性別平等的國家是希臘，該國在 2015 年墊

底，僅獲得 50.0 分。匈牙利（50.8 分）及斯洛伐克（52.4

分）也接近計分板上的底部。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

及英國沒有任何進展，除了這三個國家外，所有其他

會員國的分數都是增加的。 

 

 

圖 3：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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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性別平等進展仍緩慢 
過去十年間，幾乎所有歐盟會員國都是往性別更平等

的方向邁進。在義大利見到了最大的改善（+12.9 分），

讓這個國家從第 26 名晉升到第 14 名，接著是賽普勒

斯，分數增加了 9.2 分，因此從墊底爬升到了第 22 名。

儘管有相當大幅的改善，但這兩個會員國仍低於 28 個

歐盟會員國的平均值。法國的分數（72.6）提高了 7.4

分，使得該國從第七名晉升到第五名。雖然愛爾蘭和

斯洛維尼亞在 2005 年低於 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平均分

數，不過它們表現出穩定的改進（兩個會員國都增加

7.6 分），使得這兩個會員國已超過 28 個歐盟會員國

的分數。 

 
賽普勒斯在知識領域產生了最顯著的進展，除了這個

國家外，在上述的所有這些會員國中，主要的改善動

力一直是在權力領域，尤其是在政治、經濟或兩者（視

國家而定），女性的決策地位佔有率有顯著成長（第

七章）。圖 4 顯示了過去 10 年這個領域的進展。 

 

雖然所有其他會員國的情況皆有改善，但捷克共和

國、斯洛伐克及英國在 2015 年情況與 2005 年幾乎無

異。再者，捷克共和國的分數在 2012 年到 2015 年間

還下降 3.1 分，終止了一直到 2012 年以來的進展。芬

蘭及荷蘭在過去三年也出現類似的些微倒退，分別下

降了 1.4 分及 1.1 分。 

 

大部分會員國在三或四個領域

的性別平等有所改善 
性別平等指數可描繪性別平等跨領域的進展和趨勢。

如圖 5 所示，歐盟整體的情況在大部分領域是相對穩

定的。權力領域的分數最低，儘管如此，它也是唯一

改善最快速的領域，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分數從 2005

年的 38.9 分進步到 2015 年的 48.5 分。有二十三個會

員國的女性決策地位佔有率持續增長，只有兩個國家

會員國（立陶宛和馬爾他）沒有顯著的改變，另外只

有三個會員國（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和芬蘭）的分

數是減少的（參照第七章）。 

 

圖 4：各歐盟會員國在 2015 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以及十年間（2005 年至 2015 年）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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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數年，性別平等的進展已經停滯，這大體上是

時間領域趨勢反轉的結果，這個領域的分數下降了 3.2

分。這表示相較於十年前，女性與男性安排其時間的

方式已變得不平等。這樣的倒退發生在十二個會員國

中，不過有八個會員國的分數是增加的（捷克共和國、

西班牙、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拉脫維亞、馬爾他、

奧地利、羅馬尼亞） （參照第六章）。 

 
在這十年間，多數的會員國在三或四個領域有進展。

如表 1 所示，在這段時間，有四個會員國在所有領域

皆有改善（西班牙、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拉脫維

亞），而有三個會員國在五個領域有進展（馬爾他、

奧地利及瑞典）。整體而言，過去十年只有少數會員

國在性別平等方面經歷嚴重倒退。有十二個會員國在

十年期間的領域分數沒有一個是下降的，另外有十二

個會員國僅在一個領域的分數是降低的（–1 或更多

分）。如表 1 所示，芬蘭、德國和斯洛伐克在兩個領

域的分數是減少的，而希臘則在三個領域倒退。 

表 1：2005 年至 2015 年按分數增加和減少的領域數區

分的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分數減少的國家 

零個領域分數減少 愛沙尼亞、愛爾蘭、西班牙、克羅埃

西亞、義大利、賽普勒斯、拉脫維亞、

馬爾他、奧地利、葡萄牙、斯洛維尼

亞、瑞典 

一個領域分數減少 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丹

麥、法國、立陶宛、盧森堡、匈牙利、

荷蘭、波蘭、羅馬尼亞、英國 

兩個領域分數減少 德國、斯洛伐克、芬蘭 

三個領域分數減少 希臘 

2005 年至 2015 年分數增加的國家 

六個領域分數增加 西班牙、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拉

脫維亞 

五個領域分數增加 馬爾他、奧地利、瑞典 

四個領域分數增加 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愛

沙尼亞、愛爾蘭、法國、義大利、盧

森堡、匈牙利、荷蘭、波蘭、葡萄牙、

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 

三個領域分數增加 德國、希臘、立陶宛、斯洛伐克、英

國 

兩個領域分數增加 丹麥、芬蘭 

備註：僅納入增加 1 分或以上的國家。 

 

 

圖 5：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在各領域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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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開始，照護和家務時

間使用的性別平等降幅最高 
如前文所述，過去十年分數減少最多的部分可在時間

領域觀察到。雖然歐盟的平均分數僅下降 1 分，但有

十二個會員國在這個領域的分數是倒退的。大部分國

家在金錢領域是改善的，除了德國和希臘外，所有其

他會員國都有進展。健康是最不可能發生變化的領

域 — 有十二個會員國在十年間的分數沒有改變。表 2

顯示過去十年間這些分數的變化。 

自 2012 年開始，決策性別平等

的進展最大 
如表 3 所載，觀察最後幾年可明顯看出 28 個歐盟會員

國在 2012 年到 2015 年的整體指數分數上升了 1.2 分。

然而，有四個會員國在這幾年是退步的，退步最多的

是捷克共和國（–3.1 分），這大體上是因為女性在經

濟決策的人數大幅減少。權力領域的其他變化也導致

芬蘭和荷蘭的指數分數下降（分別是–1.4 分與–1.1

分）。這兩個會員國在時間領域都是減分的。 

 

表 2：歐盟會員國自 2005 年至 2015 年在各領域的分數變化 

 分數增加 未改變 分數減少 

勞動 

比利時、保加利亞、德國、愛沙尼亞、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法國、

克羅埃西亞、義大利、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匈牙利、

馬爾他、荷蘭、奧地利、波蘭、葡萄牙、瑞典、英國 

捷克共和國、丹麥、斯洛維尼亞、斯洛伐

克、芬蘭 
羅馬尼亞 

金錢 

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愛爾蘭、西班牙、

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

匈牙利、馬爾他、荷蘭、奧地利、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維尼

亞、斯洛伐克、芬蘭、瑞典、英國 

德國 希臘 

知識 

比利時、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法國、克羅

埃西亞、義大利、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盧森堡、馬爾他、荷蘭、奧地

利、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芬蘭、瑞典 

保加利亞、丹麥、立陶宛、匈牙利、波蘭 德國、英國 

時間 
捷克共和國、西班牙、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拉脫維亞、馬爾他、奧

地利、羅馬尼亞 

丹麥、愛沙尼亞、愛爾蘭、義大利、葡萄

牙、斯洛維尼亞、瑞典、英國 

比利時、保加利亞、德國、希臘、

法國、立陶宛、盧森堡、匈牙利、

荷蘭、波蘭、斯洛伐克、芬蘭 

權力 

比利時、保加利亞、丹麥、德國、愛沙尼亞、愛爾蘭、希臘、西班牙、

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盧森堡、匈牙利、

荷蘭、奧地利、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瑞典、英國 

立陶宛、馬爾他 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芬蘭 

健康 
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德國、西班牙、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拉脫

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爾他、波蘭、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瑞典 

比利時、愛沙尼亞、愛爾蘭、法國、義大

利、盧森堡、荷蘭、奧地利、葡萄牙、羅

馬尼亞、芬蘭、英國 

丹麥、希臘 

備註：「未改變」包括非常小的改變（少於 1 分）。 

 

表 3：歐盟會員國自 2012 年至 2015 年在各領域的分數變化 

 分數增加 未改變 分數減少 

勞動 
比利時、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盧森堡、

馬爾他、瑞典、英國 

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丹麥、德國、愛沙尼亞、愛

爾蘭、希臘、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拉脫維亞、立

陶宛、匈牙利、荷蘭、奧地利、波蘭、葡萄牙、羅馬

尼亞、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芬蘭 

 

金錢 

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

法國、克羅埃西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盧

森堡、馬爾他、奧地利、波蘭、斯洛伐克、

芬蘭、瑞典 

丹麥、德國、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義大利、匈牙

利、荷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英國 
賽普勒斯 

知識 

保加利亞、丹麥、希臘、西班牙、法國、克

羅埃西亞、義大利、立陶宛、匈牙利、奧地

利、羅馬尼亞、芬蘭、瑞典 

比利時、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賽普勒斯、拉脫維

亞、盧森堡、荷蘭、波蘭、葡萄牙、斯洛維尼亞、斯

洛伐克 

德國、愛爾蘭、馬爾他、英國 

時間 
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賽普勒斯、拉脫維

亞、馬爾他、葡萄牙、斯洛伐克、瑞典 
希臘、匈牙利、斯洛維尼亞 

比利時、保加利亞、丹麥、德國、愛爾蘭、西班

牙、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立陶宛、盧森

堡、荷蘭、奧地利、波蘭、羅馬尼亞、芬蘭、英

國 

權力 

比利時、保加利亞、丹麥、德國、愛沙尼亞、

愛爾蘭、西班牙、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

利、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

馬爾他、奧地利、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

維尼亞、瑞典、英國 

希臘、波蘭 捷克共和國、匈牙利、荷蘭、斯洛伐克、芬蘭 

健康 德國、賽普勒斯、瑞典 

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

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

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爾他、荷蘭、奧地利、

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

芬蘭、英國 

盧森堡 

備註：「未改變」包括非常小的改變（少於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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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領域在 2012 年到 2015 年間也有快速變化，其中

有十六個會員國的分數是下降的，而在權力領域，有

二十一個國家的分數改善。 

 
過去十年間可觀察到知識與金錢兩個領域聚合，尤其

是各會員國之間的差距縮小。然而，會員國之間的差

距在權力領域是最大的（在 2015 年，分數範圍從 18.7

分到 79.5 分），這是因為近年來有些會員國的改善速

度相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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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勞動領域 
就業方面的性別平等對於女性和男性的經濟獨立、社

會包容、健康與福祉以及個人志向的達成至關重要。

然而，性別不平等繼續架構著無酬勞動（時間領域）

和有酬勞動（勞動領域）的世界，包括不平等的工作

認同和分配。去除進入勞動市場的障礙也意味著促進

照護責任的分配，以及公平的報酬（EIGE, 2013）。越

來越多人憂慮就業不穩定，這凸顯了就業品質和保障

需要改善，且如果要達到性別平等，勞動條件也必須

改進（EIGE, 2017g）。同樣地，降低勞動市場的性別

隔離對有智慧、永續且包容的成長至關重要。如果女

性和男性的潛力能完全發揮，不因為性別角色及有害

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受到限制，會有很大的助益。 

 
平等的進入勞動市場、公平的勞動條件以及工作與生

活平衡，已成為歐盟目前就業與社會政策的關鍵優先

領域。歐洲社會權利支柱確立性別平等是其關鍵原則

之一，並鼓勵性別主流化整合在支柱的主要領域中，

包括積極地支援就業、有保障且可調整的就業、公平

的薪資、工作與生活平衡以及社會對話（歐盟執行委

員會, 2017c）。工作與生活平衡在歐盟政策議程中居

於高位，且歐盟執行委員會已引進新的倡議行動 

圖 6：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5 年在勞動領域的分數以及

自 2005 年來的變化 

 
 

計畫作為支柱的一部分，以解決就業父母和照護者面

臨的挑戰，其中包括為父母和照護者提案的工作與生

活平衡指令（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7h），且有一套非

立法的措施作為補充。此外，這些新的行動計畫致力

於支持歐盟達到歐洲 2020 年目標，亦即 20 歲到 64 歲

的女性與男性在 2020 年以前達到 75%的就業率。 

 

「勞動領域」測量女性與男性可從平等取得就業和良好勞動條件而受益的程度。參與次領域結合了兩個指標

：全時等量(FTE)就業率及勞動壽命持續時

間。全時等量就業率考量了女性較高的兼

職就業發生率，且是藉由每個勞工的平均

勞動時數與全職勞工的平均勞動時數所計

算出來的（EIGE, 2014b）。 

性別隔離及勞動品質被納入第二個次領域

。部門隔離是透過女性與男性參與教育、

人體健康和社會工作活動等部門來測量。勞動品質是由彈性勞動時間安排及工作前景來測量。勞動彈性取決於

女性與男性是否能夠在工作時間內離班一兩個小時來照料個人或家庭事務。職涯前景指數呈現了就業的延續性

，定義這個指數的相關因素包括就業合約類型、工作保障（在接下來六個月失業的可能性）、職涯晉升前景，

以及從員工數來看的職場發展，測量分數範圍為0分到100分，其中100分是最高的，表示工作前景最佳。 

 

歐盟理事會在提升女性與男性技能的結論中，說明了

處理不穩定就業的必要性，尤其聚焦於某些族群的女

性面臨的性別歧視和交叉劣勢，以及性別薪資落差和

性別隔離（歐盟理事會, 2017a）。近期的政策文件加

強並擴大社會投資方案（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3）以及

《2011年至 2020年歐洲性別平等條約》（European Pact 

for Gender Equality (2011-2020)）（歐盟理事會, 2010）

和《2016 年至 2019 年性別平等策略約定》（Strategic 

engagement for gender equality  2016-2019）（歐盟執

行委員會, 2015a）中載明的原則。 

 

 

 

3.1 勞動領域在十年間的進展

緩慢 
勞動領域的分數為 71.5 分，是性別平等指數中第

三高的分數。然而，這個領域的進展向來十分緩

慢，過去十年僅增加 1.5 分（圖 7）。女性參與就

業的百分比仍遠低於男性的參與，且所有會員國

的勞動市場均呈現持續且顯著的性別隔離。這加

劇了性別不平等，且產生了限制歐洲女性與男性

生活選擇的影響。 

 

 
從 2005 年到 2015 年，大部分的會員國在有酬勞動至

全時等量(FTE)就業率 

離班幾小時的能力 

全時等量(FTE)就業率 

離班幾小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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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經歷一定程度的些微進展，只有羅馬尼亞的分數稍

微下降（– 1.5 分），而有五個會員國（捷克共和國、

丹麥、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芬蘭）在這十年間未

發生變化，在馬爾他（+10.2 分）及盧森堡（+5.9 分）

身上則可看到重大改善。在勞動領域分數最高的會員

國仍隨著時間維持其地位 — 瑞典（82.6）、丹麥（79.2）

及荷蘭（76.7）仍是就業性別平等的領導者。整體而言，

歐盟仍有明顯的改善空間，政策制定者要去除就業的

性別落差，將面臨相當多挑戰以及機會採取進一步行

動。 

勞動市場參與次領域的分數是 79.8 分，達到十年來最

高水平（圖 8）。過去十年的分數增加 2.3 分，這表示

歐盟勞動壽命期限的性別落差有小幅縮減。自 2005 年

到 2015 年，最顯著的進展可在馬爾他身上看到

（+17.5），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百分比實質增加，大

幅降低了性別就業落差，不過它仍是 28 個歐盟會員國

前三大就業落差的其中之一。盧森堡（+11.1）和西班

牙（+7.1）的情況也顯著改善，而大部分其他會員國

則被觀察到較小的進展，只有兩個會員國分數稍減，

即丹麥（– 1.3）和羅馬尼亞（– 1.8）。 
 

 

 

圖 7：歐盟會員國 2005 年及 2015 年在勞動領域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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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在勞動領域

及其次領域的分數 

 
 

隔離與勞動品質次領域的分數是 64.0 分，與十年前幾

乎無異，這指出各會員國仍面臨著挑戰。勞動品質以

及工作與生活平衡中的性別落差凸顯了以下重大顧慮：

女性與男性是否有機會擁有穩定且有前景的職涯，同

時能夠調和工作與私人生活。這些顧慮因為性別平等

在時間領域的倒退而加劇。各會員國在涵蓋性別隔離

和勞動品質的次領域的分數上也有很大差異，其中斯

洛伐克（53.2）、捷克共和國（53.5）和波蘭（56.2）

是在這個領域有最大改善空間的會員國。除了分數最

低外，這幾個會員國在過去十年的情況也稍微惡化。 

 

3.2 身心障礙和就業條件差的

女性就業參與率特別低 
在 2015 年，28 個歐盟會員國的整體全時等量就業率在

女性是 40%，在男性則是 56%。這個落差反映了女性

進入勞動市場仍有障礙，且兼職工作仍是由女性主導。

這種情況對就業條件低和有身心障礙的女性以及較年

長女性尤其困難，且相較於有子女的男性，這對於有

子女的女性尤其有影響。就業的性別落差影響著女性

獲得經濟獨立性以及生活免於貧窮風險的可能性，而

在金錢領域也反映了這一點。 

 

各會員國在全時等量就業率的性別落差方面存在著差

異。在 2015 年，落差最小的是在芬蘭和瑞典（分別是

7 個百分點和 8 個百分點的落差），而落差最大的是在

馬爾他（27 個百分點）。除了保加利亞（0 個百分點）、

愛沙尼亞（+4 個百分點）、波蘭（+2 個百分點）及羅

馬尼亞（+4 個百分點）外，各會員國在過去十年間的

性別落差大體上是縮小的，這部分是因為過去十年間

的全時等量就業率降低，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女性下降

了 1 個百分點，而男性下降了 3 個百分點。這些降低

的全時等量就業率反映了經濟危機的持續影響，包括

在這段時間的兼職工作接受率增加，尤其是男性（EIGE, 

2014b）。整體而言，從全時等量就業率來看，會員國

的差異相當大，如圖 9 所示，比率最高者是瑞典（61%），

最低者則是希臘（37%）（2015 年）。 

圖 9：2015 年按性別和歐盟會員國區分的全時等量就業率（15 歲以上人口, %）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的計算以及歐盟勞動力調查。 

 
從教育程度、年齡、身心障礙和家庭型態交叉比對性

別，顯示了對進入勞動市場的顯著影響。女性與男性

的教育程度越低，全時等量就業率越低，且性別落差

越高。就業條件低的女性在勞動市場參與率方面，只

有就業條件低的男性的一半（分別是 17%與 34%）（圖

10）。同時，就業條件低暗示著長期失業、從低薪角

度來看的就業不穩定、勞動時數短（每週最多 10 小時）

以及工作保障低的風險較高。在歐盟，就業條件低的

女性幾乎每兩名就有一名（45%）而每四名男性就有

一名（26%）從事不穩定的工作，而教育程度水平低

的女性和男性分別有六百萬人和兩百萬人從未就業

（EIGE, 2017）。 

 
相較於無身心障礙之人，有身心障礙的女性與男性在

勞動市場的參與率顯著較低。有身心障礙的女性的全

時等量就業率是 19%，而有身心障礙的男性則高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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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這個身心障礙落差部分可歸因於很難自理

日常活動的較年長人士增多的事實。儘管如此，即使

是在勞動年齡人口（20 到 64 歲），性別落差仍然存

在 — 有身心障礙的勞動年齡女性有將近一半（45%）

未從事經濟活動，相較之下，情況相同的男性則是

35%。導致身心障礙人士的貧窮和社會排斥風險高於

一般人口的潛在因素有許多，而低勞動市場參與率、

低勞動密集度以及歧視是其中的主要幾個（EIGE, 

2016c）。 

 
較年長的女性也經歷著高度的貧窮和社會排斥風險，

這是在生命歷程中性別不平等累積的結果。女性經常

被期待照顧家庭成員，且容易遭受年齡偏見，因此在

退休前尤其會經歷不利處境，這反映在低勞動市場參

與率中。在退休年齡前（50 到 64 歲）的女性，全時等

量就業率只有 44%，且性別落差高達 19 個百分點。 

3.3 有子女的女性會因工作與

生活平衡改善而獲益最多 
家庭組成對女性和男性參與有酬勞動造成了不同的影

響。單親媽媽參與勞動市場的比率，與有子女且過著

夫妻生活的女性是相同的（全時等量就業率分別是

55%與 56%）。雖然有伴侶對有子女的女性參與勞動

市場並無助益，但對男性卻非如此。相較於單親爸爸，

有子女且過著夫妻生活的男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比率高

許多。雖然有子女夫妻的全時等量就業率性別落差高

達 28 個百分點，且是男性高於女性，但單親家庭的性

別落差在同一個方向是 11 個百分點。在考量無酬家庭

工作時，這些性別落差更明顯，不過這可藉由改善的

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來解決。  

 

圖 10：2014 年按性別、年齡、家庭型態、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區分的 28 個歐盟會員國全時等量就業率

（15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以及歐盟勞動力調查。 

備註：計算方式為：（全職工作總工作時數/平均工作時數）/ 人口。身心障礙狀態是以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為依據。 

 

 
28個歐盟會員國中只有 27%的男性和 23%的女性可以

在工作時間離班一些時間來照料個人或家庭事務（圖

11）。在捷克共和國（11%）、斯洛伐克（13%）以及

希臘和匈牙利（皆為 15%）， 能夠離班照料個人或家

庭事務的勞工較少，對照之下，最有彈性的職場可在

荷蘭（53%）、丹麥和瑞典（皆為 41%）及愛爾蘭（40%）

找到。由於調查問題的組成稍有改變，這個情況無法

與先前的年份比較。工作彈性的性別落差在會員國之

間有著廣泛差異。在捷克共和國和奧地利，這方面沒

有性別落差，但在芬蘭（24 個百分點）和丹麥（18 個

百分點）則有相當大落差。 

 

除了能夠調和私人生活與工作生活，勞動品質的其他

面向首次透過性別平等指數中的工作前景綜合衡量標

準受到評估。這呈現了就業的延續性，定義這個指數

的相關因素包括受雇狀態和合約類型、工作保障以及

職涯前景。測量的結果是以 0 分（職涯前景最差）到

100 分（職涯前景最佳）來表示。女性和男性的職涯前

景指數分數分別是 64 分與 63 分，這顯示女性與男性

的勞動品質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雖然各會員國的性

別落差變化相當小，但圖 12 顯示各會員國的達成程度

仍有差距，從希臘和賽普勒斯的 52 分一直到丹麥的 72

分。 

 
從工作前景來看的主要性別差異與職涯晉升有關。相

較於女性，男性較常認為他們的工作前景較佳（分別

身心障礙 



 

2017 年歐盟性別平等指數 – 測量歐盟2005 年至2015年之性別平等    17 

 

是 36%與 40%），同時，有較高百分比的女性相信她

們的工作不會為她們提供良好的前景（女性為 42%，

男性則為 36%）。 

如圖 13 所示，在 15 到 24 歲這個年齡層，約有半數年

輕女性（51%）和年輕男性（54%）同意他們的工作會

為他們的職涯晉升提供良好的前景。年齡落差會隨著

年齡增加，在較年長人士的身上達到最高。 

 
 

圖 11：2015 年按性別和歐盟會員國區分、在工作時間能夠「非常輕易」離班一兩個小時照料個人或家庭事務的

能力（15 歲以上勞工, %）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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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更多資訊加入工作前景指數，我們可考量容易就

業性。在容易就業性方面，有超過半數（57%）的年

輕女性和 41%的年輕男性同意他們容易找到薪資類似

的工作。但對於容易就業性評價正向的比率在較年長

族群劇烈下降，26%退休前年齡族群女性同意他們容

易找到薪資類似的工作，且男性的百分比是相同的。 

 

圖 12：2015 年按性別和歐盟會員國區分的職涯前景指數之分數 

 
資料來源：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圖 13：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5 年的工作品質各面向表現（15 歲以上勞工, 同意人口%）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3.4 職業性別隔離很難改變 
儘管歐盟執行委員會及各會員國努力做出進一步的政治承諾，要降低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但這個領域一直無甚

進展。女性接受的工作所屬的部門通常有著薪資低、地位低的特徵，且價值低、職涯前景不佳、提升技能的選擇

較少，且工作安排經常是非正式的。女性和男性集中於不同的部門，是性別薪資落差、年金落差以及女性在生命

歷程中整體經濟依賴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5 年，在教育、人體健康及社會工作部門的就業平均性別落差高達 22 個百分點，比 2005 年高 2 個百分點，

這些部門通常多數是女性。過去十年間，男性在教育、健康及社會工作的就業率穩定地佔受雇男性的 8%，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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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女性受雇於這些部門的比率為 30%，增加了 2 個百分點（圖 14）。 

 
2015 年各會員國在這些女性主導的職業中的性別落差範圍介於最小的羅馬尼亞（12 個百分點）到最大的芬蘭和

瑞典（31 個百分點）之間。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5 年起，只有匈牙利和瑞典兩個會員國性別落差稍微縮小，而

性別落差較顯著增加的有克羅埃西亞（達 5 個百分點）以及愛爾蘭、法國和葡萄牙（達 4 個百分點）。 

 
教育、健康與福利的性別隔離與其他部門的性別分佈有著密切的關係，包括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

部門。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男性佔多數，且未隨著時間改變。女性 2014 年在科學、技術、工程與

數學職業的佔有率是 14%，僅比十年前高 1 個百分點 
1。 

 
 

圖 14：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受雇於教育、人體健康及社會工作活動的人（15 歲以上受雇者, %）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盟勞動力調查（lfsa_egan2）。 

  

                                                   
1
 欲獲知更多有關性別隔離的資訊，請參照EIGE的〈教育、培訓與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報告。〈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在歐盟會員國實行評論〉（暫定標題，

即將在2017年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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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錢領域 
隨著大部分歐洲經濟體逐漸從經濟衰退中復甦（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 2016; 歐盟理事會, 2017b），復甦的

過程必須降低財務和經濟領域的性別不平等。 

 
「歐洲社會權利支柱」引進了好幾項致力於打擊貧窮

和社會排斥的措施，包括確保有尊嚴生活的最低所得

給付、社會保護，以及女性與男性皆可享有的失業補

貼和足夠的年金。如歐盟理事會在其歐盟區經濟政策

建議（這是歐洲學期〔European Semester〕的一部分）

中所載明，解決貧窮、社會排斥和不平等是 2017 年政

策優先事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歐盟理事會, 2017）。 

 

在生命歷程中平等地取得財務資源，是女性與男性達

到經濟獨立性和自我實現的前提要件。為了因應這個

目標，解決就業、薪資和年金性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已被引進作為歐盟執行委員會《2016 年至 2019 年性別

平等策略約定》（2015a）以及歐盟理事會《2011 年至

2020 年歐洲性別平等條約》（2010）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圖 15：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5 年的金錢領域分數以及

自 2005 以來的變化 

 

 

金錢領域測量取得財務資源以及女性

與男性經濟情況的性別不平等。第一

個次領域是財務資源，這包括透過兩

個指標測量的女性和男性月所得和所

得。第一個是來自工作的平均月所得

，第二個是平均等值淨收入，除了來

自有酬工作的所得外，這包括年金、投資、津貼及其他任何收入來源。兩者皆是以購買力標準（PPS）來表示

，它是說明各會員國之間價格水平差異的人工貨幣。第二個次領域是經濟情況，它呈現了女性和男性的貧窮風

險，以及女性與男性的所得分配。納入的指標有無貧窮風險（所得高於或等於該國所得中位數的60%）的人口

百分比，以及按性別區分的最低五等分位數及最高五等分位數之比率，後面這個指標被用來測量女性之間及男

性之間的所得不平等程度。 

 

  

平均月所得(PPS) 
平均等值淨收入(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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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儘管平均收入增加，降低貧

窮仍是挑戰 
金錢領域在 2015 年的分數是 79.6 分，自 2005 年以來

增加 5.7 分，這是歐盟性別平等指數中改善第二快速的

領域。這樣的演進主要是在財務資源次領域（+12.1 分）

顯著進展所致，而經濟情況次領域在這段期間是持續

下降的（圖 16 及 17）。 

 
多數會員國自 2005 年以來皆改善了金錢領域的分數，

讓女性與男性更接近能夠平等地獲得經濟獨立性的目

標。自 2005 年開始，進展最快速的會員國是斯洛伐克

（+12.5 分）、馬爾他（+12.1 分）及波蘭（+11.9 分），

而有七個會員國（德國、西班牙、克羅埃西亞、義大

利、盧森堡、葡萄牙、英國）呈現些許進展（進步不

到 3 分），只有希臘一個國家在十年期間的分數是惡

化的（-1.2 分）。 

 
除克羅埃西亞和英國外，大部分其他會員國的進步是

由財務資源次領域的改善所促成。在這個領域，有十

二個會員國進步 10 分或以上，其中進步最多的是馬爾

他（20.3 分）及斯洛伐克（16.3 分）。這些結果顯示

所得和收入落差縮小是往正面的方向發展。 

 

圖 17：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在金錢領域

及其次領域的分數 

 
 

 

 
經濟情況次領域測量的是貧窮風險及收入不平等，自

2005 年以來，28 個歐盟會員國在這個次領域的分數稍

微下降，減少 3 分。這樣的倒退在某些會員國顯著許

多，尤其是在保加利亞（8.6 分）和德國（6.7 分）。 

 

 

 

圖 16：歐盟會員國 2005 年及 2015 年的金錢領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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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子女對女性代表著財務

懲罰，對男性則代表所得提

升 
過去 10 年間，女性與男性的月所得逐漸增加，不過女

性所得增加的速度比男性快，尤其是 2006 年到 2010

年（整體而言，女性的購買力標準+765，男性的購買

力標準+364）。這個女性所得的進展已實質減小了月

所得的性別落差，從 2006 年的 39%減小為 2010 年的

21%。性別落差在 2010 年到 2014 年間縮減為 20%。

在 2014 年，歐盟女性勞工的平均所得是男性勞工的

80%：女性的每月購買力標準為 2,266，相較之下，男

性的每月購買力標準為 2,831。這樣的歐盟平均值遮掩

了個別國家的大幅不均等，性別落差範圍可小至羅馬

尼亞的 50 購買力落差，也可大至德國的 752 購買力落

差，對女性的月所得是不利的。 

女性與男性所得的差距是諸多因素影響的結果，包括

年齡、出生國、教育、身心障礙，尤其最重要的是家

庭型態（圖 18 及圖 19）。單身男性的平均月所得比單

身女性高 14%，這個差距在夫妻之間是擴大的，而在

有子女的情況，落差更大。無未成年子女的夫妻落差

達到 30%，而有一名或多名受未成年子女之人的落差

更大 — 包括過著夫妻生活的人之間（38%）以及單

親父母之間（40%）。有趣的是，家庭組成對男性代

表的是月所得增加，但女性卻非如此，即使男性是以

單親爸爸身分撫養未成年子女。這部分可由單親爸爸

的所得在所有族群中最高的事實來解釋  — 平均而

言，單親爸爸每個月比單身男性多賺 555 購買力標準。 

 
對女性而言，除了單身外，不論何種家庭型態均涉及

了所得減少。雖然單親爸爸比單身男性多賺 555 購買

力標準，但女性的情況卻非如此，單親媽媽每個月比

單身女性少賺 328 購買力標準，這讓單親媽媽及其子

女面臨顯著的貧窮風險。由此可見，由於隨著家庭組

成，女性的所得會減少，而男性的所得會增加，因此

所得的性別落差在不同的家庭型態是有差異的。 

 

 

圖 18：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年齡、家庭型態、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區分的平均月所得（以

購買力標準計算）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備註：性別落差的計算方式是男性與女性平均月所得的差異佔男性平均月所得的百分比。 

歐盟出生與非歐盟出生是以 23 個歐盟會員國為依據（缺少德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馬爾他及斯洛維尼亞的資料）。 

  

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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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女性是所有女性族群當中所得最高者。單身女性

每月平均賺得 2,167 購買力標準，過著夫妻生活且無子

女的女性賺得 1,977 購買力標準，過著夫妻生活且有子

女的母親賺得 1,780 購買力標準，而單親媽媽賺得

1,838 購買力標準。這些數字顯示過著夫妻生活且無子

女的女性的所得是單親女性所得的 91%，但對於過著

夫妻生活且有子女的女性，這個數字下降到 82%，而

對於單親媽媽則下降到 85%。 

過著夫妻生活且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女性以及單獨撫養

子女的女性所賺得的金額是類似的，此一事實顯示，

如勞動領域所討論的（第三章），這與兩種族群的全

時等量就業率同樣較低有密切關連性（過著夫妻生活

的母親是 55%，而單親媽媽是 56%，參照圖 10）。因

此，有伴侶並未在任何有意義的方面對有子女的女性

參與勞動市場造成影響。 

 

 

 
 

圖 19：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和家庭型態區分的平均月所得（以購買力標準計算）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備註：性別落差的計算方式是男性與女性的平均月所得差距佔男性平均月所得的百分比。 

 

 

 
 

 

圖 20：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家庭型態（有子女或無子女的夫妻）區分的所得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備註：性別落差的計算方式是男性與女性的平均月所得差距佔男性平均月所得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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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會員國，相較於單身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性別落

差，有家庭的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性別落差通常顯著較

高。圖 20 凸顯了各會員國有或無未成年子女的夫妻被

觀察到的不同所得性別落差。 

 

除了賽普勒斯和義大利外，這顯示家庭中有子女出現

意味著女性與男性的月所得落差會加大。有六個會員

國（捷克共和國、德國、愛沙尼亞、荷蘭、奧地利、

英國）的有子女夫妻性別落差高於 28 個歐盟會員國

38%的平均值。在考量的兩種家庭型態中的性別落差

差異，以奧地利來看達到 28 個百分點，以德國來看則

達到 20 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支持了以下觀念：有子女對男性是獎勵，但

對女性則會產生財務懲罰的結果。這些影響經常被稱

為「母親薪資落差」及「父職福利」（國際勞工組織, 

2015）。這部分可由以下事實來解釋：家庭計畫可能

包括延後生育子女，直到家庭收入夠高，且父母親（大

部分是男性）有像樣的工作和薪資。此外，過著夫妻

生活且無受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與男性不是剛展開

職業生涯的較年輕夫妻，就是子女已成年的較年長夫

妻。這些資料進一步凸顯了考量母親與父親異質性的

需求，以及性別和家庭型態如何交叉並影響他們的財

務狀況。 

 

有家庭的女性在所得方面比單身女性低，這與在勞動

領域發現的情況類似，亦即有子女的女性受雇的可能

性遠低於有子女的男性。有子女的女性的就業率是

56%，而有子女的男性的就業率是 84% 
2，如圖 10 所

示，這個群組的就業性別落差達到 28 個百分點，是所

有群組中最高的。當子女仍年幼時，她們的職業生涯

會中斷，這進一步影響著女性的職涯發展，以及她們

回歸勞動市場時的收入。 

 

這項發現也受到被納入性別平等指數的兩個具體工作

與生活平衡衡量標準的結果所支持。首先，資料顯示

男性比女性容易離班一兩個小時照料個人事務 
3。第

二，時間領域（第六章）的分析凸顯了女性繼續肩負

多數家庭活動的事實，這使得女性要兼顧工作與家庭

責任更困難許多 
4。這些資料顯示，家務活動分擔不

平等以及家庭有子女出現，對女性的就業和財務狀況

是高度不利的。 

                                                   
2
 如「按性別和家庭型態的全時等量就業率」指標所測量（2014年28個歐盟

會員國15歲以上人口）。資料來源：EU-LFS 2014 
3
 28個歐盟會員國中有27%的男性及23%的女性指出，他們可在工作期間非

常輕易地離班一些時間來照料個人或家庭事務（參照圖11）。 
4
 79%的女性每天烹飪及做家事之人1小時，相較之下，男性只有34%（參照

圖38）。 

 

4.3 歐盟境外出生者的貧窮風

險是兩倍 
在 2005 年到 2015 年間，女性與男性暴露於貧窮風險

的性別落差仍小，在 2005 年女性居劣勢的性別落差為

1.8 個百分點，2015 年則是 1 個百分點。在 2015 年，

有十二個會員國（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

德國、愛沙尼亞、克羅埃西亞、義大利、賽普勒斯、

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維尼亞、瑞典）的性別落差

高於 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平均值，但只有拉脫維亞的性

別落差超過 5 個百分點。28 個歐盟會員國有貧窮風險

的人口比率在過去十年間並未減少。在 2016 年，16

歲以上有貧窮風險的女性是 17%，男性則是 16% 
5，

相較於 2005 年，女性是 16%，男性是 14%。從國家來

看，各會員國在過去十年間的對比趨勢變得明顯。過

去十年，有五個會員國（保加利亞、德國、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及瑞典）的女性貧窮風險比率增加至少 5 個

百分點。進展最明顯的是愛爾蘭，該國的女性貧窮風

險率減少 4%。 

 

在 2015 年，女性與男性的貧窮風險比率有很大差異，

在捷克共和國，女性是 10%，男性是 7%，而在拉脫維

亞，女性是 25%，男性是 19%（圖 21）。有九個會員

國（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希臘、西班牙、克羅埃西

亞、義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及羅馬尼亞）的貧窮

風險女性人口佔了五分之一或以上，相較之下，有四

個會員國（希臘、西班牙、立陶宛及羅馬尼亞）的男

性貧窮人口佔類似的比率。 

 

女性和男性的貧窮風險受到許多交叉性不平等所影響

（圖 22）。不論性別為何，顯現最高貧窮風險的族群

（高於 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平均值）包括單身人士、在

外國出生之人、單親父母、年輕人（15-24 歲）、教育

程度低之人，以及有身心障礙之人。在這些族群當中，

暴露於貧窮的性別落差很小，只有單親父母是例外。

在歐盟內，約 3 名單親媽媽中有 1 名有著貧窮風險，

相較之下，單親爸爸則是 5 名中有 1 名。 

在歐盟境外出生的女性與男性，比起在當地出生者，

面臨高達 2 倍以上的貧窮風險（女性是 36%，男性是

38%），這凸顯了移民過程如何影響著女性與男性達

到經濟獨立的可能性。在所有受檢查的族群當中，教

育程度高的女性與男性有著最低的貧窮風險比率

（8%）。 

 

在從收入水平來觀察這一點時，交叉分析再次凸顯了

單親媽媽的財務和經濟弱勢（圖 23）。在歐盟，單親

                                                   
5
 如來自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的「無貧窮風險大於或等於收

入中位數的60%（%, 16歲以上人口）」指標所測量，這表示他們的收入低於

或等於該國收入中位數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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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收入是所有族群中最低的，相較於整體女性賺

得的 17,564 購買力標準，單親媽媽平均只賺得 13,333

購買力標準。除了貧窮風險外，單親媽媽與單親爸爸

之間的收入性別落差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26%）。 

 

圖 21：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貧窮風險人口（%）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ilc_li02）。 

備註：以 2015 年貧窮風險女性人口的下降順序來排列會員國。 

  



 

2017 年歐盟性別平等指數 – 測量歐盟2005 年至2015年之性別平等    27 

 

圖 22：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地及身心障礙區分的貧窮風險人口（1

6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備註：出生國的資料（ilc_li31, 18+, 2015）。 

 

 

 

4.4 一生的不平等導致年老時

的劇烈性別落差 
就業率較低、未從事經濟活動的程度較高、從事兼職

工作、勞動市場隔離，以及直接和間接歧視等因素，

都導致了所得和收入的持續性別薪資落差，這破壞了

女性一生的經濟獨立性。 

 
在大部分會員國，退休年金是以持續的全職有酬就業

原則為基礎，這樣的就業通常偏好男性。此外，近年

來的年金改革已將較長的有報酬就業當作申請年金福

利的資格標準。由於女性的生命歷程經常包含無酬照

護工作期間，且勞動壽命平均比男性短五年，因此在

老年時面臨顯著的貧窮風險。在所有會員國都可觀察

到男性獲得的年金高於女性的趨勢。在 2012 年，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平均年金性別落差達到 38%，範圍從

愛沙尼亞的 5%到德國的 45%（EIGE, 2015b）。到了

2014 年，歐盟的平均年金性別落差達到 40%（歐洲議

會, 2016c）。老年的財務資源取得不平等反映在特定

女性與男性族群的收入中。超過 65 歲的女性與男性之

間的收入性別落差是所有年齡族群中最高的（12 個百

分點，相較之下，總人口是 4 個百分點）。 

 
50 到 64 歲女性的貧窮率（15%）是所有年齡族群中最

低的（參照圖 22），但它會隨著年齡增加，在 75 歲及

以上的女性達到 18%。關於 75 歲及以上有貧窮風險的

女性比率，各會員國之間有著顯著差異，從匈牙利的

4%及荷蘭的 9%，到保加利亞和拉脫維亞的 47%及愛

沙尼亞的 50%（圖 24）。 

  

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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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區分的平均等值淨收入

（以購買力標準計算）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出生國的資料（ilc_di16, 18+, 2015）。 

備註：平均等值淨收入是從家庭層次來計算，考量了家庭所有成員的所有收入來源。因此，總收入平均分配給夫妻的男性與女性成員，所以

夫妻之間沒有性別落差。 

 

 
 

 

 

圖 24：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貧窮風險率（75 歲以上人口,%）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ilc_li02）。 

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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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識領域 
整個生命歷程的教育與培訓讓女性與男性獲得知識和

技能，因此能參與社會以及有保障和品質的工作。教

育是社會改變的主要動力之一，也是達到性別平等、

社會包容和消弭貧窮的強大工具之一（EIGE, 2016c; 

EIGE, 2017f）。雖然達到教育的性別平等至關重要，

不過教育的過程也提供了促進性別平等原則的機會。 

 
每個人在其生命歷程中都有權獲得教育與培訓，歐盟

越來越著重於提升教育與培訓的品質和包容性（例如

歐盟教育部長會議, 2015）便反映了這一點。性別平等

是高品質教育固有的一部分，因此為了確保提供良好

的教育與培訓，歐盟的政策和歐洲社會權利支柱需要

解決在學校和學術環境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性別刻板

印象持續限制著女性與男性的生活選擇，且促成了在

職業和高等教育以及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從初級教

育到終生學習，挑戰性別刻板印象在整個教育循環的

有害影響，可能在降低生活其他層面的性別不平等上

扮演著重要角色（EIGE, 2017f）。消弭性別刻板印象

及性別隔離也是歐洲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核心（歐盟執

行委員會, 2011b），且是達到以下歐洲 2020 年目標的

先決條件 — 在 2020 年之前將有高等教育程度的 30

到 34 歲年輕人比率提升到至少 40%。 

 
為了改善知識、技能與勞動市場之間的連結關係，歐

洲的新技能議程推出了一系列的行動，包括致力於支

持成年人提升其技能的行動（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6a）。舉例而言，將性別平等觀點納入為這些規劃

措施的主流，可能促進父母和照護者參與終生學習的

比率增加，且讓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縮小。2020 年 

圖 25： 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5 年的知識領域分數以及

自 20005 年以來的變化 

 
 

 
教育與培訓策略架構（ET 2020）設定了至少有 15%的

成年人參與終生學習的標竿，而性別主流化在促進這

個目標上扮演著一定的角色（歐盟理事會, 2009）。 

 

知識領域測量教育

程度、在生命歷程中

參與教育與培訓以

及性別隔離的性別

不平等。教育程度次

領域是由兩個指標來測量：女性與男性高等教育畢業生的百分比，以及女性與男性在生命歷程中參與正式和非

正式教育與培訓的比率。第二個次領域鎖定高等教育的性別隔離 ，觀察女性與男性佔教育、健康、福利、人文

及藝術學科學生的百分比。 

 

  

高等教育的畢業生 
參與正式及非正式教育 

教育、健康與福利、人文與藝術科學的 
高等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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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儘管教育程度改善，性別隔

離仍存在 
知識領域的總分為 63.4 分，這表示提升教育與培訓的

性別平等需要更大幅的改善。過去十年間，知識領域

的分數僅增加 2.6 分。這是在過去十年間觀察到性別落

差逆轉的領域之一 — 在大部分會員國，女性在教育

程度方面超越男性。 

 

整體而言，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中，女性與男性高等教

育畢業生的比例是相等的，且女性與男性參與教育和

終生學習的比率也是平等的，不過這個比率通常非常

低。然而，教育上的性別隔離仍是個挑戰，這使得知

識領域的性別平等嚴重倒退。 

 
如圖 26 所示，從 2005 年到 2015 年，知識領域的情況

在大部分會員國均有所改善，最大的進展可在賽普勒

斯（+15.1）發現，希臘（+8.4）、盧森堡（+7.4）和

義大利（+7.3）繼之。分數下降的會員國包括英國（–4.0）

及德國（–2.4）。 

 
在過去十年間，教育程度和參與次領域的分數從 67.0

分上升到 72.1 分（圖 27）。盧森堡的改善最顯著，分

數上升 18.6 分，主要的促成因素包括教育程度提升， 

 

圖 27：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在知識領域

及其次領域的分數 

 
 
以及女性與男性在生命歷程中參與教育與培訓的比率

增加。雖然有另外五個會員國（捷克共和國、法國、

馬爾他、奧地利、葡萄牙）的分數增加超過 10 個百分

點，但有三個會員國（拉脫維亞、波蘭、英國）的情

況稍微惡化。 

 
性別隔離仍持續是歐盟性別平等的挑戰。在 2015 年，

隔離次領域的分數是 55.6 分，幾乎與十年前無異。在

賽普勒斯身上觀察到了正面的趨勢，分數上升 17.9

分，這大體上是因為男性就讀教育、健康與福利、人

文與藝術學科領域的比率增加（從 2005 年的 9%到

2015 年的 17%）。另一方面，德國（–8 點）及馬爾他

（–7.6 點）的分數顯著下降。 

 

 

圖 26：歐盟會員國 2005 年及 2015 年知識領域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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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輕男性的教育程度倒退 
從 2005 年到 2015 年，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女性與男性

從高等教育畢業的比率均等地上升 6 個百分點，達到

24%。然而，各會員國在 2015 年的畢業生百分比各異，

從義大利和羅馬尼亞的 13%到英國的 37%（圖 28）。

在性別落差方面，雖然捷克共和國、希臘、馬爾他及

羅馬尼亞沒有性別差異，但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

瑞典，性別落差達到 10 個百分點。雖然所有會員國在

過去十年間的性別落差增加是以有利於女性的方向發

展，但在拉脫維亞（+8 個百分點）及愛沙尼亞（+7 個

百分點）可觀察到最顯著的改變。 

 
性別與年齡的交叉比對揭示了教育程度的世代差異。

雖然在較年長的世代，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高於

女性，但性別落差在較年輕的人口（25-49 歲）身上逆

轉（圖 29）。30 到 34 歲的女性已達到 40%的歐洲 2020

年目標，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率在 2015 年達到

43%。在相同的年齡族群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百

分比低了 9 個百分點，2005 年的性別落差是 4 個百分

點，這表示自該年以來性別落差是擴大的。  

 
交叉比對性別與身心障礙來觀察教育程度，可看出雖

然最高的高等教育畢業生百分比出現在無身心障礙的

女性身上（29%），但接受高等教育百分比最低的則

是有身心障礙的女性（13%）。有身心障礙之人的性

別落差是男性高 4 個百分點，但無身心障礙之人的性

別落差是倒過來的，且低至 2 個百分點。即使這個較

低的教育程度率部分可由較老年人口在身心障礙人士

所佔的比率較高來解釋，但身心障礙落差也可在較年

輕的世代身上觀察到。30 到 34 歲的有身心障礙之人約

有 30%完成了高等教育，相較之下，相同年齡族群的

無身心障礙之人有 43%（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7g）。 

 
各種人口族群有幾個例外，不論是本國或外國出生，

女性整體的教育程度高於男性。儘管如此，她們在勞

動市場中運用知識和技能的機會有限許多，且經常是

在她們的知識和技能無法完全發揮或被認同的部門和

職業中工作。相較於男性，女性離開勞動市場的頻率

較高，她們較常面臨不穩定的就業以及較低的薪資

（EIGE, 2017g），且較易受「玻璃天花板」或「黏地

板」所影響，使得她們的職涯發展受限（EIGE 性別平

等術語彙編與辭典〔EIGE Gender Equality Glossary and 

Thesaurus〕）。從性別平等的觀點，在教育與勞動市

場政策之間建立更大的協力和一致性，可能有助於解

決這個差異。 

 

 

 

圖 28：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高等教育畢業生（15 歲以上人口, %）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的計算、歐盟勞動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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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出生國* 和身心障礙區分的高等教育畢業生（15 歲

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的計算、歐盟勞動力調查、歐洲統計局（edat_lfs_9912）。 

*備註：出生國是針對 2015 年；年齡群組為 15-74 歲。 

 

5.3 參與終生學習方面沒有進

展 
女性與男性的教育程度水平增加，對歐洲是好消息，

但 25 到 64 歲有六千四百萬名女性與男性的教育程度

低。許多人在參與勞動市場上面臨著困難，且經歷較

高的貧窮和社會排斥風險（EIGE, 2017g）。同時，不

論教育程度為何，提升技能以趕上變化的勞動市場和

工作要求是越來越重要（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6a）。

儘管教育與培訓在生命歷程中很重要，但 28 個歐盟會

員國的女性與男性參與正式和非正式教育與培訓的比

率跟 2005 年一樣低（分別是 17%與 16%）（圖 30）。 

 
各會員國之間的差距也很大。在 2015 年，參與正式和

非正式教育與培訓的人口比率差距是從保加利亞和羅

馬尼亞的 9%到丹麥的 38%。參與率最高的會員國有著

最大的性別落差，且是由女性領先：瑞典（13 個百分

點）、丹麥（10 個百分點）及芬蘭（6 個百分點）。

在這個背景下，未來應特別密切注意 28 個歐盟會員國

的教育與培訓參與率，並實行相關措施，防止性別落

差進一步擴大。 

 
圖 31 顯示了影響參與教育與培訓的許多交叉性不平

等。比對性別與年齡可看出，教育與培訓的參與率會

隨著年齡減少。在 15 到 24 歲這個年齡層，有 67%的

女性和 63%的男性參與教育與培訓，但他們大部分未

完成在高中或大學的學業。在接近退休年齡之人（50

到 64 歲），終生學習的參與率特別低，只有 8%的女

性和 6%的男性參與教育與培訓。不論年齡族群為何，

男性的參與率比女性低，這也表示男性較難達到「2020

年教育與培訓」策略架構指明的 15%終生學習參與率

標竿（針對 25 到 64 歲的人口）。  

 

  

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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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正式和非正式教育與培訓參與率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的計算、歐盟勞動力調查。 

 

 

圖 31：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及出生國區分的正式或非正式教育與培訓參

與率（15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勞動力調查。 

備註：出生國 歐洲統計局資料庫（2015; 年齡族群為 15-74 歲,（trng_lfs_13））。無身心障礙人士的正式/非正式培訓參與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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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歐洲 2020 年策略」所強調的，終生學習是在整個生

命歷程中獲得並發展技能的機會，這對於教育程度低、

經常離開勞動市場或從事不穩定工作的人尤其重要

（EIGE, 2017g）。目前來看，在 15 歲及以上的人口中，

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只有 15%參與教育和培訓，相較之

下，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是 21%。教育程度低和教育程

度高的男性，參與率幾乎相同。同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教育程度低者（男性居多）和教育程度高者（女性居多）

的性別落差反向的。在勞動年齡人口（25 到 64 歲）當中，

差異甚至更顯著。雖然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與男性只有 4%

參與教育與培訓，不過完成高等教育（21%）的女性的參

與率是 5 倍，而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17%）則是 4 倍 
6。 

 
成年女性與男性經常未參與教育與培訓的理由是他們認

為自己不需要（歐盟理事會, 2016b）。性別差異 — 與

時間領域的結果密切相關 — 在教育與家庭事務的調和

方面很明顯。認為家庭責任是參與教育與培訓障礙的女

性比率是男性比率的將近 2 倍（25 到 64 歲, 28 個歐盟會

員國, 2011 年） 
7。 

 

 

                                                   
6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勞動力調查（trng_lfse_03）。 

7
 歐洲統計局2011年成人教育調查（AES）（trng_aes_176）。 

5.4 男性就讀教育、健康與福

利的興趣降低 
對女性與男性的性別刻板印象及不同期待反映在女

孩與男孩的教育選擇上，這促成了教育的性別隔離，

且進一步導致勞動市場的性別區分，並強化傳統上對

女性工作、技能和能力的低估。高等教育的性別隔離

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領域最明顯，

在這些領域，男性佔多數，而女性則是在教育、健康、

福利、人文與藝術學科佔多數。在性別平等指數，性

別隔離是由後者的性別落差來測量，其中歐盟女性佔

教育（78%）、健康與福利（71%）以及人文與藝術

學科（65%）領域高等教育學生人數的四分之三左右。 

 

 

 

 

 

圖 32：歐盟會員國 2015 年女性與男性就讀教育、健康與福利、人文與藝術學科的比率（%, 佔所有男性和女性高等教

育學生）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教育統計（educ_uoe_enr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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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所有高等教育的女性有將近半數（43%）

就讀教育、健康與福利、人文或藝術學科，對照之下，

就讀這些領域的高等教育男性學生只有 21%（圖 32）。

性別隔離的程度在各會員國之間也有差距，最低的性

別落差在保加利亞（13 個百分點）、羅馬尼亞（14 個

百分點）及義大利（17 個百分點），最明顯的性別落

差則在芬蘭（33 個百分點）、愛沙尼亞（27 個百分點）

以及比利時、丹麥和愛爾蘭（25 個百分點）。28 個歐

盟會員國在 2015 年的平均性別落差是 22 個百分點。  

 
雖然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這些性別落差在過去十年間

一直是穩定的，但某些會員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舉

例而言，性別落差縮小在荷蘭（–10 個百分點）、丹麥

及德國（兩者皆為-6）最顯著。在這些案例，女性與

男性研究這些領域的比率是減少的，但女性減少更

多。同時，有九個會員國的性別落差增加（比利時、

保加利亞、愛爾蘭、西班牙、匈牙利、馬爾他、波蘭、

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 

 
 

性別隔離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研讀領域尤其明

顯，這些領域的男性佔比相當高。在科學、技術、工

程與數學領域，高等教育程度的畢業生只有 30%左右

是女性，在職業教育程度的畢業生只有 14%左右是女

性（EIGE, 2017f）。仔細觀察特定的科學、技術、工

程與數學次領域時，可在資通訊科技和工程、製造以

及營建學科見到最低的女性比率，不過在自然科學、

數學和統計學科可注意到畢業生的分佈達到性別平

衡，甚至是女性佔多數。過去十年間，28 個歐盟會員

國在降低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學科的性別隔離方

面進展停滯，更加惡化了資通訊領域性別隔離的情況

（EIG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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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時間領域 
女性與男性用於照顧自己或照護他人的時間有著相當

大的差異，這是受到性別刻板印象所影響，人們總是

將家庭和照護工作與女性聯想在一起，且低估照護工

作的價值。即使女性的勞動參與已大幅增加，但執行

無酬照護和家務工作的時間仍不成比例。再者，不論

是有酬或無酬工作，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比率也影響著

個人參與社會、私人、休閒和公民活動的能力（歐洲

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 2006）。 

 
女性與男性的勞力分工不均等，且照護工作的價值被

低估，促使了教育和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持續存在。

它在很大程度上讓女性在生命歷程中的勞動參與率持

續較低，且女性從事不穩定工作的情況持續不成比

例，並強化了薪資和年金的性別落差（EIGE, 2015b; 

EIGE, 2016c; EIGE, 2017f）。它也限制了女性參與終

生學習並發展進入勞動市場或新職業所需的技能和資

格的可能性。 

 
為了解決父母以及有照護責任之人進入勞動市場的劣

勢，並促進女性與男性平等地分擔照護責任，歐盟執

行委員會在歐洲社會權利支柱的原則下，於 2017 年提

議了一項新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倡議行動計畫。為父母

和照護者提議的這項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引進了陪產 

圖 33：28 個歐盟會員國在 2015 年的時間領域分數以

及自 2005 年以來的變化 

 
 

 

假及照顧假，加強育嬰假，並擴大要求彈性工作安排

的權利（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7h）。這項行動計畫也

提出一套非約束性的措施，例如鼓勵女性與男性平等

地運用照顧假，並透過歐洲經費補助計畫，投資長期

照護和子女照護服務。 

 

時間領域測量花在照護、家務和社會

活動的時間分配性別不平等。第一個

次領域與照護活動有關，測量的是女

性與男性參與照顧和教育子女或孫子

女、年長者和身心障礙之人以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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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活

動，具體而言，它是測量女性和男性參與戶外的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以及參與志工和慈善活動的性別落差

。 

 

  

照顧子女、年長者及身心障礙者 

烹飪和家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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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仍未達到歐盟理事會設定且在《歐洲性別平等條

約》中重申的子女照護目標，即所謂的巴塞隆納目標

（歐盟理事會, 2010）。到 2015年，只有九個會員國 （比

利時、丹麥、西班牙、法國、盧森堡、荷蘭、葡萄牙、

斯洛維尼亞、瑞典）達到為至少 33%三歲以下的孩童

提供照護的第一個目標，而只有九個會員國（比利時、

丹麥、瑞典、法國、愛沙尼亞、愛爾蘭、西班牙、斯

洛維尼亞、荷蘭）達到第二個目標，即為至少 90%的

三歲到義務就學年齡孩童提供照護。 

 

6.1. 時間使用的性別不平等持

續存在且在增長 
時間領域的分數揭示歐洲女性和男性時間使用的性別

不平等持續存在，且在增長。時間領域的分數是 65.7

分，在性別平等指數中是第三低分。2015 年的分數比

2005 年低 1 分，且比 2012 年的分數低 3.2 分。這顯示

女性與男性的時間安排變化非線性的，且在 2015 年，

情況比十年前更不平等。 

 
在 2015年，各會員國在時間領域的分數有顯著差異（圖

34），保加利亞的分數最低（42.7 分），瑞典的分數

最高（90.1 分）。有好幾個會員國在過去十年已見到

分數的實質變化 — 這是唯一一個有多達十二個會員

國見到分數衰退的領域，只有八個會員國的分數有些

許增加。分數下降最多的在斯洛伐克（– 9.1 分），繼

之的是比利時（9 分）及保加利亞（–8.3 分）。 

 

過去十年間的分數增加最顯著的是在拉脫維亞（+6.7

分）、捷克共和國和西班牙（+6 分）。過去三年間，

分數減少最多的是在比利時 （–6.5 分）、立陶宛（–5.1

分）及保加利亞（–4.7 分），而增加最顯著的是在瑞

典（+6.6 分）、馬爾他（+5.5 分）、賽普勒斯（+5.4

分）及拉脫維亞（+5.0 分）。 

 
在時間領域，從性別平等指數一方面可看出照護和家

庭活動的時間分配，另一方面可看出社會活動的時間

分配。根據 2015 年的資料，這兩個次領域的分數分別

是 70.0 及 61.6。如圖 35 所示，性別落差在後者次領域

尤其是擴大的，其分數在十年內降低了 2 分。要防止

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迫切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圖 35：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在時間領域

及其次領域的分數 

 
 

 

圖 34：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的時間領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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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無酬照顧負擔在非歐盟出

生的女性身上特別沉重 
雖然女性與男性皆從事無酬照顧工作的比率在 2015年

比 2005 年稍低，但女性繼續投入在這些活動上的時間

比男性多許多。根據 2015 年的資料，有多達 38%的歐

盟女性每天從事照護子女、孫子女、年長者或身心障

礙人士工作 1 小時或以上，相較之下，歐盟男性只有

四分之一（25%）。各會員國之間有相當大差異 — 德

國有 26%的女性及 19%的男性至少花 1 小時從事照護

和教育活動，而在賽普勒斯，這種情況的女性有 50%，

而男性有 34%（圖 36）。 

 
過去十年間，無酬照顧的性別落差最低（低於 10 個百

分點）的會員國是丹麥和瑞典，而性別落差最大的（超

過 20 個百分點）可在賽普勒斯、羅馬尼亞及希臘發現。

拉脫維亞和盧森堡過去十年在彌平性別落差上有最大

的改善（+15 個百分點），而性別落差擴大最多的是

在波蘭（+10 個百分點）及羅馬尼亞（+9 個百分點）。

此外，在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性別落差大幅縮小，

尤其是在 2012 年到 2015 年（落差分別縮小 14 個百分

點及 13 個百分點）。 

 
不是只有孩童需要照護，許多有身心障礙之人也有照

護和支援需求，且隨著人口老化，現今有更多年長者

需要照護。雖然女性最常照護孩童（27%），但女性

照顧年長者及身心障礙之人的百分比也相當高

（10%）。由於歐盟的人口型態趨勢，可預期女性照

顧年長者的百分比在未來會增加。基於這個理由，如

果政策加強發展容易取得且高品質的照護服務，同時

考量非正式照護者的需求，歐盟將獲益良多。舉例而

言，國際工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所為的一項分析顯示，七個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的會員國將國內生產總值（GDP）多投資 2%

在照護產業上，將使得女性的就業率增加從 3.3 個百分

點上升到 8.2 個百分點（男性則是從 1.4 個百分點上升

到 4.0 個百分點）（ITUC, 2016; EIGE, 2017b）。 

 

圖 36：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6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每天照護和教育子女、孫子女、年長者或身心障礙人

士 1 小時或以上之人（18 歲以上人口, %）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生活品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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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男性的照護責任分配也因其他許多因素而有差

異。在觀察出生國，以及是在歐盟境內或境外出生時，

可看見實質差異（圖 37）。相較於本國出生的人口，

在歐盟內遷移的女性與男性（亦即在某個歐盟國家出

生，現在居住於另一個國家）較平等地分擔照護責任。

同時，在歐盟境外出生的女性有將近半數（46%）承

擔著照護責任，相較之下，男性是 28%。這也反映在

以下事實中：在歐盟內，歐盟境外出生的女性未從事

經濟活動的比率非常高（在 2015 年，有 39%的女性和

20%的男性未從事經濟活動）。這個族群的女性就業

率低，對整個家庭會產生不利的經濟結果，她們的貧

窮率較高也反映了這一點（EIGE, 2016c）。歐盟境外

出生的女性與男性在照護分工上的差異，未必只是文

化或傳統的差異所造成，也會受到人們的不同生活狀

況或這些族群的社會-人口型態差異所影響（例如這些

族群的年齡組成和生育年齡人口比率、平均子女數、

就業率）。不論原因為何，家庭工作平衡政策以及照

顧政策，對支持勞動市場參與以及歐盟境外出生女性

的融合至關重要，且對促進新進移民的融合特別重要。 

 

大部分的照顧工作是由 25 到 49 歲這個較年輕族群所

負責，最明顯的原因是，他們是最可能有子女之人。

如圖 37 所示，在這個年齡族群的女性有 61%每年至少

花 1 個小時來照顧某人，相較之下男性只有 39%。此

外，在 2016 年，即使他們過著夫妻生活且有子女，男

性報告花在照顧或教育子女或其他依賴者的時間比女

性少許多（分別是 85%和 67%）。在單親父母身上也

看到了類似的差異，其中只有 38%的單親爸爸每天花

1 小時照顧子女。這（部分）可由單親爸爸較常比單親

媽媽有較年長子女的事實來解釋 — 子女在 18歲以前

會被認為是孩子，如果他們仍在接受教育，則是要到

24 歲。再者，過著夫妻生活、沒有任何子女但有定期

照護責任的女性和男性分別有 16%及 10%可能要照顧

比方說父母、成年子女、親戚，或有照顧需求的朋友，

在生命的較晚期階段，他們也可能要照顧自己的伴侶。 

 

 

 

圖 37：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6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狀態區分的每天至少 1

小時參與照護之人口（18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生活品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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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責任經常對家庭與生活平衡造成困難。在 28 個歐

盟會員國中，勞動年齡（15 到 64 歲）的女性有多達

10%因為照顧責任而無法工作，或從事兼職工作，相

較之下，男性只有 0.5% 
8。在執行無酬照顧工作的人

當中，勞動女性所佔的百分比最高。幾乎每兩個勞動

女性就有一個（46%）至少花 1 小時或以上照顧和教

育子女、孫子女、年長者或身心障礙人士，相較之下，

約有三分之一的勞動男性（32%）是如此，而非勞動

女性是 30%，非勞動男性則是 14% 
9。這些數字證實

28 個歐盟會員國迫切需要有效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政

策，而這必須搭配鼓勵男性從事無酬照顧的政策。 

 

雖然大部分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歐盟政策行動主要

聚焦於解決女性就業不足的問題，但資料也揭示 15 到

24 歲的年輕女性與男性從事照顧工作有著顯著的性別

落差 — 這個年齡族群最可能參與教育與培訓。然

而，如研究所示，教育機構以及這個領域的國家政策

經常未體認肩負照顧責任的年輕人所面臨的障礙，他

們當中有許多人並不像政策制定者所假設的那般獨立

且能自由行動（Brooks, 2012）。由於對這個族群的注

意不足，肩負照顧責任的年輕人可能在取得教育與培

訓方面面臨阻礙，或者即使已在接受教育，但可能在

調和教育與照顧責任上遭遇進一步的挑戰，而這可能

反過來影響他們的教育程度。由於 15 到 24 歲的年輕

女性從事照顧工作的時間是這個年齡層男性的五倍，

缺乏對這個族群的政策焦點尤其會產生不良的結果，

可能影響這些女性在人生下一個階段的機會。 

                                                   
8
 EIGE 2014年的LFS計算。 

9
 EIGE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2016年歐洲

生活品質調查。 

6.3 只有三分之一男性每天烹飪

和做家事 
不論一個人是否有照護責任，烹飪和家務是多數家庭

每天的現實問題。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整體以及大部分

的會員國，女性和男性從事烹飪和家務活動的性別落

差一致相當高，且高得驚人。男性只有 34%每天從事

烹飪和家務 1 小時或以上，相較之下，女性有 79%（圖

38）。更重要的是，過去十年間，整個歐盟在這個領

域的性別平等幾乎沒有改善，在 2005 年的性別落差高

達 46 個百分點，且 10 年內僅縮小 1 個百分點。 

 

在過去十年，瑞典和丹麥的性別落差持續是最低的，

低於 30%，而最高的 60%及以上的落差可在保加利

亞、希臘、義大利及葡萄牙發現。在這段期間，克羅

埃西亞和西班牙以及波蘭產生了相當大的改善，前兩

國的性別落差縮小了 13 個百分點，波蘭則縮小 12 個

百分點。對照來看，比利時和立陶宛的性別落差在過

去十年是擴大的（分別擴大 13 個百分點及 14 個百分

點）。

圖 38：2016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每天烹飪和做家事 1 小時或以上之人（18 歲以上人口, %） 

 
資料來源：EIGE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生活品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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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分工顯著的性別落差存在於所有社會族群中，且

少有變化（圖 39）。性別落差最大的可在有子女的夫

妻身上看見。然而，即使是無子女的夫妻，女性與男

性從事家務的差距也高得驚人。對照來看，從事家務

的性別落差最小的族群是單身女性與男性以及單親父

母。 

 
資料也揭示，從事無酬家務的性別落差會隨著教育程

度減小。換言之，教育程度越高，性別落差越低。最

後，相較於無身心障礙的男性，有身心障礙的男性從

事較多家務，但比起女性整體仍少許多。這些發現證

實引進鼓勵男性參與無酬家務勞動的政策很重要。 

 
最後，女性不僅較常從事無酬勞動，她們的整體勞動

時間（包括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也比男性高。換言

之，當花在無酬工作的時間被加入花在有酬工作的勞

動時間時，女性總計來說仍繼續執行著較多的工作，

每週達 55 小時，男性則工作 49 小時（歐洲生活品質

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 2016）。 

6.4 男性有較多時間從事體

育、文化或休閒活動 
女性與男性的時間分配不平等，影響著他們花時間從

事其他活動的能力，例如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由

於資料的可取得性受限，性別平等指數僅觀察勞動人

口的時間使用，且發現在 2015 年，勞工參與在戶外體

育、文化或休閒活動的性別落差達到 4 個百分點，其

中女性的參與率較低。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中，有 28%

的女性勞工及 32%的男性勞工至少每隔一天參與這些

活動（圖 40）。整體而言，除芬蘭、匈牙利和丹麥外，

在所有其他會員國，有較多男性在戶外從事體育、文

化和休閒活動。然而，這些活動的受歡迎程度以及性

別落差，在各會員國之間有顯著差異 — 在賽普勒斯

的性別落差，男性高 12 個百分點，在芬蘭則為女性高

15 個百分點。 

 

圖 39： 2016 年 28 個歐盟會員國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狀態區分的每天烹飪

和做家事 1 小時或以上之人口（18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生活品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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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勞工整體從事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的程度

在各會員國之間也有著很大差異。雖然在丹麥、芬蘭、

瑞典及荷蘭，有超過 50%的勞工參與這些活動，但在

羅馬尼亞，只有 7%的勞工是如此，而在匈牙利、希臘、

葡萄牙及斯洛伐克則約有 15%。 

 
最大的性別落差可在年輕勞工身上看到（15-24 歲），

其中有 39%的年輕男性及 56%的年輕女性從事體育、

文化或休閒活動。受過較高等教育的女性與男性參與

較多活動，但男性比女性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有

37%而男性有 43%會從事體育活動，並參與文化或休

閒活動，相較之下，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有 20%而男性

有 21%是如此。 

 
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勞工至少每個月參與志工或慈善活

動一次的比率，整體而言一直非常低，且是在某些會

員國觀察到性別落差的另一個領域。2015 年在瑞典、

荷蘭及斯洛維尼亞，總計有多許多的勞工從事志工或

慈善活動（至少 20%），保加利亞、西班牙和立陶宛

的勞工則形成對比（5%或以下）。男性參與率較高的

性別落差介於盧森堡的 12個百分點與德國的 3個百分

點之間，女性參與率較高的會員國則有斯洛伐克和英

國。 

 
再者，女性與男性勞工參與志工或慈善活動的比率在

2010 年到 2015 年之間是減少的，勞動女性從 15%減

少為 12%，勞動男性則從 14%減少為 11%（圖 41）。

雖然 28個歐盟會員國的性別落差在過去十年是一致低

的（低於 1 個百分點），但各會員國在不同的時間有

差異。在 2005 年到 2015 年之間，性別落差在奧地利

（–10 個百分點）和羅馬尼亞 （–9 個百分點）尤其是

縮小的，但在盧森堡（+10 個百分點）則是擴大的。

在 2010 年到 2015 年，盧森堡產生了顯著的變化，性

別落差從女性佔優勢的 6 個百分點，擴大到男性佔優

勢的 12 個百分點，亦即在五年間擴大了 18 個百分點。 

 

 

 

圖 40：2015 年按性別和歐盟會員國區分至少每隔一天在戶外從事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的勞工 

（15 歲以上勞工, %）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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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參與志工或慈善活動之勞工（15 歲以上勞工, %）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最後，應注意的是，時間不是影響每日安排無酬

照護、家務和休閒活動的唯一資源，其他重要的

因素還包括財務資源，或福利和服務提供形式的

國家支援。我們可以說，性別與階級和族群等其

他社會因素交叉，影響著女性和男性的日常生活

安排，以及他們對兒童照護資源或其他服務的取

得。因此，將交叉觀點整合在努力改善女性和男

性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行動中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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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權力領域 
女性參與公共生活的程度逐漸在增加 — 從早期女性

爭取投票權，到確保女性全面參與公共生活所有領域

的重要政治承諾。政治參與的性別平衡是穩定又透明

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徵，然而這尚未達成。總體經濟

決策長久以來一直由男性主導，但這對同樣關乎女性

與男性的資源分配、財政與貨幣政策有深遠的社會涵

義。在研究、媒體及體育等社會領域的決策持續存在

著性別不平衡，同樣也需要更多關注和行動，因為它

們具有象徵和教育重要性，且在塑造社會規範、公眾

意見以及性別平等相關觀點上扮演著強大的角色（歐

盟執行委員會, 2012c）。 

 
歐盟達到決策性別平等的政策承諾，可在好幾項策略

文件和行動中找到。在 2012 年 11 月，歐盟執行委員

會採納了一項指令提案，內容是要改善公司非執行董

事的性別平衡（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2b），主要特徵

包括上市（櫃）公司及國營企業分別要在 2020 年及

2018 年之前，讓非執行董事不同性別佔 40%的最低門

檻目標。在《2011 年至 2020 年歐洲性別平等條約》中，

歐盟理事會特別努力要「促進在政治和經濟生活層面

的女性賦權」（歐盟理事會, 2010）。在實務上，這些

包羅萬象的政策目標已成為更多具體行動的基礎，舉

例而言，有些會員國已經為政治決策地位規定了具有

約束力的配額。 

 

圖 42：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5 年的權力領域分數以及

自 2005 年的變化 

 

 

 

 

權力領域測量政治、經濟和社會層

面決策地位的性別平等。政治權力

次領域檢視女性與男性在國會、政

府以及地區/地方議會的代表性。經

濟決策性別平衡次領域的測量標準

是女性和男性在最大規模上市（櫃

）公司以及國家中央銀行的董監事

會所佔有的比例。性別平等指數首

次呈現了社會權力次領域的資料，

包括研究補助組織、媒體和體育的

決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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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是歐洲研究區域（European Research Area）

的關鍵優先事項。「一個強化的歐洲研究區域：邁向

卓越與成長的合作」（A reinforced European Research 

Area：partnership for excellence and growth）通訊（歐

盟執行委員會, 2012a）邀集執行研究的組織以及研究

補助組織採取行動，推動與人力資源管理、經費補助、

決策及研究計畫有關的機構變革，以促進研究和創新

的性別平等。提升女性的科學職業生涯以及她們在決

策中的角色，是歐盟執行委員會對於刺激研究與創新

最有雄心壯志的政策 — 歐盟創新旗艦行動計畫 — 

所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這項行動計畫是「歐洲 2020

年策略」發展有智慧、永續且包容成長的基石。 

 
歐盟理事會關於「提升女性媒體決策制定者角色」的

結論強調：「女性在媒體決策角色的人數增加，可望

促使媒體內容和節目更敏感地處理性別議題，呈現較

平衡的女性與男性生活面貌，以及女性對社會的貢

獻，這會對公共政策、私人態度和行為造成正面的影

響。」（歐盟理事會, 2013）。在有關「體育性別平等」

的結論中，歐盟理事會鼓勵體育組織在執行董事會和

各委員會以及管理和指導等領域改善性別平衡，並去

除妨礙女性承擔這些角色的非立法障礙（歐盟理事會, 

2014）。 

 

7.1 決策的性別平衡有著緩慢

但穩定的進展 
歐盟近數十年來努力提升決策的性別平等，已產生一

些顯著的成果。自 2005 年以來，權力領域已達到性別

平等指數所有領域中最大的進展，不過在所有會員國

中，男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權力地位仍佔多

數。權力領域的分數為 48.5，仍是所有領域中最低者，

不過自 2005 年以來，這個領域穩定成長了 9.6 分。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中，瑞典、法國及芬蘭在政治、經濟

和社會層面大幅提升性別平衡，而匈牙利, 希臘、捷克

共和國及斯洛伐克是男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決策仍

佔最多數的會員國（圖 43）。 

 
在過去十年，除捷克共和國（–7.0）、斯洛伐克（–3.8）、

芬蘭（–3.1）、立陶宛（–0.7）及馬爾他（–0.4）外，

多數會員國在權力領域的分數是改善的。義大利

（+29.2）、法國（+24.6）及斯洛維尼亞（+24.1）達

到最顯著的進展，另外有六個會員國（德國、愛爾蘭、

比利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在決策的性別平衡

方面改善超過 10 個百分點。 

 

圖 43：歐盟會員國 2005 年及 2015 年的權力領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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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4 所示，女性經濟決策代表性的次領域達到最大

幅的進展（+14.5）。這樣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

大規模上市公司董監事會的性別平衡改善所促成，且

部分可由較近期解決這個領域性別不平等的政治壓力

來解釋。政治決策（52.7）的分數高於經濟決策（39.5），

且呈現穩定邁向性別平衡的趨勢。儘管如此，在 28 個

歐盟會員國中，男性持續主導著政治和經濟決策，在

所有國會席次平均佔有三分之二以上，且在公司董監

事會中，每五個席次就有四個是由男性佔據。女性在

研究、媒體和體育決策的代表性是所有次領域中最高

的（55.0），但在邁向性別平等的路上才剛剛超過一半，

且在不同的領域也有分配不平均的情況。雖然女性在

國家研究補助組織最高決策單位的比率是 40%，但在

主要國家體育聯盟董監事會佔有率只有 14%。目前要

評估社會權力的進展是不可能的，因為 2015 年才首次

收集資料。 

 

7.2. 性別平等的進展在公司董

監事會中最明顯 
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女性在最大規模上市公司董監事

會中的比率成長 2 倍以上，從 2005 年的 10%到 2015

年的 22%（圖 45）。根據記錄，法國、義大利、荷蘭、

比利時、西班牙、丹麥及德國的增加幅度最大。尤其

是 2010 年以來，這個進展大體上可歸因於在國家和歐

盟層次採行的重大立法行動計畫，以及在這個領域的

廣泛公共辯論，當時這個議題也變成歐盟執行委員會

政治議題的優先事項之一。 

 

圖 44：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在權力領域

及其次領域的分數 

 
 
法國最接近歐盟執行委員會對代表性不足的性別在非

執行董事人數達到 40%的提議目標。有十二個會員國

（法國、瑞典、拉脫維亞、芬蘭、義大利、英國、荷

蘭、德國、丹麥、比利時、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

在公司的董監事會議室中至少出現 20%的女性，但有

五個會員國（馬爾他、愛沙尼亞、捷克共和國、賽普

勒斯、希臘），女性在董監事會成員中的佔比不到

10%。 

 

 
圖 45：歐盟會員國 2005 年及 2015 年女性在最大規模上市公司委員會、監事會或董事會的比率（%）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EIGE 的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女性與男性決策）。 

備註：2005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的三年平均值）、2015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三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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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規模公司的董監事會全部都是男性的比率已從

2005 年的 50%下降到 21%。在 2015，60%的最大規模

公司已有 1 名以上的女性出現在董事會中。 

 
在 2015，從 28 個歐盟會員國整體來看，女性在非執行

職位（25%）的佔有率高於執行角色（14%）。觀察非

執行職位，再對照歐盟執行委員會提案指令的目標，

28 個歐盟會員國的最大規模公司在 2017 年只有將近

五分之一（19%）達到每種性別至少 40%的目標。法

國大部分的公司（80%）以及瑞典和義大利約半數的

公司（分別是 52%與 49%）已達到女性在非執行職位

佔比至少 40%的目標，但在六個會員國（奧地利、匈

牙利、盧森堡、賽普勒斯、希臘、羅馬尼亞）中，最

大規模上市公司沒有一家達到女性在非執行職位的佔

比至少 40%的目標。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女性在最大

規模公司最高層職位的人數仍大幅不足，董事長/總裁

的佔比僅 7%，執行長的佔比僅 6%。 

 
財政決策的進展較無希望。男性主導著中央銀行及財

政部會。在 2015 年，歐盟的各中央銀行幾乎全部是由

男性領導。在 28 名中央銀行理事當中，只有一名是女

性 — 來自賽普勒斯，且只有兩名財政部長 — 來自

羅馬尼亞和瑞典。女性在國家中央銀行董監事會的佔

比僅小幅增加，從 2005年的 16%上升到 2015年的 19%

（圖 46）。 

 

女性在歐盟層次的財政決策代表性變得更低。歐洲中

央銀行的最高職位總裁一直是由男性擔任，且女性擔

任委員會成員的比率仍低於 10%。在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理事會上，代表歐盟

會員國的理事清一色是男性（有四名替代理事是女

性）。 

7.3 法定配額似乎加速在政治

決策的進展 
平均而言，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女性過去十年在國家

國會佔有席位的人數逐漸增加，從 2005 年的 21%上升

到 2015 年的 28%（圖 47）。地區/地方議會也遵循著

穩定進展的整體國家趨勢，女性的代表性緩慢地從

2010 年的 26%增長到 2015 年的 28%。女性的代表性

不足在這些議會的最高領導階層最明顯。擔任國家國

會（在單一國會和下議院）發言人的男性是女性的兩

倍，領導地區議會的男性人數是女性的將近四倍，而

領導地方/市政府議會的男性人數是女性的六倍。所有

層級政治決策的進展都太緩慢。 

 

在 2005 年，瑞典是 28 個歐盟會員國中唯一有性別平

等國會的國家（女性佔 47%）。到了 2015 年，比利時

（41%）及芬蘭（42%）也達到性別平等，而丹麥、德

國、西班牙及荷蘭則接近性別平衡（圖 48）。 

 

 

圖 46：歐盟會員國 2005 年及 2015 年在中央銀行董監事會的女性人數比率（%）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EIGE 的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女性與男性決策）。 

備註：2005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的三年平均值）、2015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三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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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員國邁向性別平等的道路是非常崎嶇的。舉例而

言，義大利女性在國會席位的佔有率成長為兩倍以

上 ，從 2005 年的 12%上升到 2015 年的 30%，而斯洛

維尼亞和法國分別從 12%和 14%上升到 27%和 26%。

在保加利亞，2005 年到 2015 年女性在國會中的比率從

25%下降到 21%。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及馬爾他，女

性代表性自 2005 年以來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中持續是

最低的（約 10%）。 

 

自 2005 以來有些會員國表現出明顯的改善，這樣的成

功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施行性別配額法律或自願性

政黨配額。目前來看，有九個歐盟會員國（比利時、

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法國、克羅埃西亞、波蘭、

葡萄牙、斯洛維尼亞）已有適用於國會的立法配額 
10。

最大的進展出現在制定配額最久的國家（比利時、法

國、葡萄牙、斯洛維尼亞）。在近期的選舉結果中（包

括 2017 年），只有四個會員國（西班牙、法國、葡萄

牙、斯洛維尼亞）達到或接近配額目標。在其他會員

國，要達到目標必須做出大幅改善：波蘭低於目標 8

個百分點，希臘低於目標 13 個百分點，而克羅埃西亞

低於目標 19 個百分點 
11。

                                                   
10

 關於愛爾蘭，2016年大選已首次適用了候選人立法配額。國會

的下議院（Dáil É ireann）在2012年通過一項法律，規定獲得獎勵

的政黨必須提出至少30%的女性候選人及30%的男性候選人，否則

會喪失一半的國家經費補助，且從2023年開始，這個門檻將增為

40%。這項法律僅適用於代表參與下議院選舉的候選人，上議院仍

是由獲選以及被提名的成員組成。除了一個政黨外，其他所有政黨

全都達成或超越這個條件。整體而言，551名候選人當中有163名

（29.6%）是女性，從2011年選舉以來增加了14.4%。總計有35名

女性獲選，因此下議院現在有22%是女性 — 是該國歷史上女性代議

士比率最高的。參照http：//blogs.lse.ac.uk/ 

europpblog/2016/03/16/the-2016-irish-election-demonstrated-how
-gender-quotas-can-shift-the-balance-on-female-representation/
。 
11

 關於世界各國的立法和自願性配額資料可在配合Quota資料庫：

http：//www.quotaproject.org/找到。 

圖 47： 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女性在政治

權力中的比率（%）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EIGEs 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女性與男

性決策）。 

備註：在地區議會/地方議會方面，只有 2010 年以後的資料。 

2005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的三年平均值）、2010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的三年平均值）、2012 年（2011 年、2012 年、

2013 年的三年平均值）、2015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三

年平均值）。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6/03/16/the-2016-irish-election-demonstrated-how-gender-quotas-can-shift-the-balance-on-female-representation/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6/03/16/the-2016-irish-election-demonstrated-how-gender-quotas-can-shift-the-balance-on-female-representation/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6/03/16/the-2016-irish-election-demonstrated-how-gender-quotas-can-shift-the-balance-on-female-representation/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6/03/16/the-2016-irish-election-demonstrated-how-gender-quotas-can-shift-the-balance-on-female-representation/
http://www.quota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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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國會女性成員的比率（%）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EIGE 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女性與男性決策）。 

備註：2005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的三年平均值）、2015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三年平均值）。 

 

關於執行權力的性別平衡，女性在高階/低階部會首長

的佔比從 2005 年的 21%增為 2015 年的 27%。性別平

衡的政府從 2005 年的 4 國（德國、西班牙、芬蘭、瑞

典）增加為 2015 年的 5 國（德國、法國、斯洛維尼亞、

芬蘭、瑞典）。斯洛維尼亞在女性代表性的進展令人

印象深刻，從 2005 年的 9%竄升到 2015 年的 41%。在

希臘、賽普勒斯、匈牙利、馬爾他及斯洛伐克，男性

在國家政府的代表性仍持續較高（在匈牙利高達

98%）。 

深入檢視這些數字可看出，性別不平衡進一步反映在

部會首長的職務區分。女性主導有著社會文化功能的

部會（職務的 42%），這強化了對女性角色和專業的

傳統刻板印象。男性通常被指派到地位較高且傳統上

較有「男子氣概」的領域，例如外交、財政和國防。 

7.4 研究補助、媒體及體育界是

由男性主導決策 
有關研究領域性別平等的資料指出，儘管女性與男性

在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的比率是相仿的，不過在研究人

員方面，男性的代表性較高，尤其研究執行機構和研

究補助機構的最高決策單位（歐盟執行委員會 , 

2016c）。 

 
影響研究議程的機會取決於經費的可近性，因此研究

補助組織扮演著關鍵角色。根據國家和歐盟來源的經

費申請相關資料可看出，女性的成功率低於男性（歐

盟執行委員會 , 2016c; 歐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2016）。根據歐盟執行委員會成立

的性別與卓越（Gender and Excellence）在 2009 年發表

的一份報告，研究經費決策的性別平衡程度較高，不

僅提供更平等的機會來塑造所有層次的研究議程，且

證明女性是制度的正式成員。確保女性參與經費補助

和決策過程，也會因為改善了她們的申請率而產生正

面影響（歐盟執行委員會, 2009b）。 

 
在 2016 年，EIGE 收集了涵蓋所有會員國、有關研究

補助組織女性與男性決策地位的一個綜融性且可比較

的資料庫 
12，這些資料首次被納入性別平等指數，因

此補足了監視這個領域邁向性別平等所需且原本缺少

的資料。 

 
圖 49 顯示，在 2016 年，女性在歐盟研究補助組織的

決策單位擔任成員的佔 40%，而擔任首長的佔 27%。

各會員國之間有些許差距。在十個會員國（羅馬尼亞、

義大利、瑞典、盧森堡、愛爾蘭、芬蘭、西班牙、保

加利亞、斯洛維尼亞、比利時），女性和男性佔決策

地位的比率是平衡的（各性別至少 40%）），而英國

則幾乎達到性別平衡（39%是女性）。然而，有十一

個會員國的女性佔決策單位成員的比率不到三分之

一，在匈牙利和愛沙尼亞，組織的決策單位中甚至完

全沒有女性。 

                                                   
12

 這些資料涵蓋分配國家公共經費給會員國內的研究組織、計畫或
專案的自治經費補助組織。資料不包括僅分配國際（例如歐盟）、

地區或私人經費的組織，亦不包括僅補助個人/個人成本（例如獎學

金、薪資、培訓等）或經費僅分配給某些地區或機構的組織。資料

包括在政府捐贈下成立的公共基金會（亦即非來自國家政府資料庫）。

關於職位，資料涵蓋最高首長（每個組織最高決策單位的主席）及

成員（每個組織最高決策單位的成員）（人數包括最高首長）。最

高決策單位是從法令或涵蓋的組織之相等文件（例如憲章）來確認。

由於組織類型和治理結構非常多樣化，涵蓋的決策單位類型也有相

當大差異。涵蓋的單位包括董事會、理事會、議事會、管理委員會、

主管委員會、指導委員會、科學理事會或委員會以及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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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歐盟會員國 2016 年女性在研究補助組織決策單位的比率（%）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EIGE 的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女性與男性決策）. 

備註：在義大利和羅馬尼亞，沒有任何一個研究補助組織實現遴選標準，因此納入有研究經費補助角色的關鍵部會的相關分支/分部來代替。

對於羅馬尼亞，來自組織的聯絡提供了部門的總員工數，以及估計的女性百分比，但無確切的數字。 

 

 

 

 

 

 

 

圖 50：歐盟會員國 2015 年女性在媒體決策單位的比率（%）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EIGE 的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女性與男性決策）. 

備註：2015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三年平均值）。 

 

 
性別不平衡在歐盟媒體界也相當普遍。雖然有將近三

分之二的新聞科系畢業生是女性，但相較於男性，少

有女性晉升到高層職位。在整個歐盟地區，上市傳媒

組織的董監事會成員只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不過我們

已注意到正面的趨勢，女性佔有董監事會席位的百分

比從 2014 年的 31%上升到 2016 年的 35%。儘管如此，

如同其他領域，女性在最高職位的代表性仍嚴重不

足，在董事長僅佔 22%。 

 
在 2014 到 2016 年，有十個會員國（義大利、盧森堡、

瑞典、愛爾蘭、保加利亞、比利時、德國、英國、捷

克共和國、法國）的女性擔任最高決策單位首長的職

位。根據三年平均值，只有六個會員國（保加利亞、

瑞典、英國、愛爾蘭、盧森堡、羅馬尼亞）的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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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會成員佔有 40%以上的比率。 

 
受雇於媒體部門的女性百分比是增加的，但承擔高階

職務的比率卻是下降的。平均而言，在 2014 到 2016

年間，女性在執行長的佔比是 14%，但百分比在較低

的職位是兩倍以上。女性在最高層董監事會的所有執

行成員中佔有 32%，且在第一和第二高決策單位的非

執行董事中佔有 33%。 

 
女性在體育聯盟最高決策職位的代表性是所有三個領

域中最低的（圖 51）。平均而言，在 2015 年，只有 14%

的最高職位是由女性承擔，範圍介於瑞典的 42%到波

蘭的 3%。在多數會員國，女性在委員會中的比率低於

20%。與其他領域類似的是，在體育決策中的垂直隔

離特別明顯 — 性別落差隨著職務的階級增高而擴

大。體育聯盟的最高首長只有 5%是女性。 

 

在研究補助組織、公共傳媒及主要體育聯盟中根深蒂

固的垂直性別隔離顯示，明顯的障礙（社會結構、性

別角色、偏見和刻板印象）是造成女性在職業生涯中

只能晉升到某個程度的關鍵因素之一。對許多女性而

言，最高職位似乎遙不可及，這是個持續存在的問題。 

  



 

2017 年歐盟性別平等指數 – 測量歐盟2005 年至2015年之性別平等    55 

 

 

圖 51：歐盟會員國 2015 年女性在體育決策單位的比率（%） 

 
資料來源：EIGE 蒐集的資料、EIGE 的性別統計資料庫 WMID（女性與男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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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健康領域 
 
良好的健康是社會、經濟和個人發展的主要資源之

一，也是高品質生活的重要面向。健康是由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環境、行為和生物因素所塑造（世

界衛生組織, 1986），這全都跟性別有關。要促進健康

的生活方式、投資疾病預防，以及改善健康照護的可

近性和品質，性別觀點很重要。第三階段歐盟健康計

畫（2014-2020 年）重申了性別平等方法的重要性（歐

洲議會及 歐盟理事會, 2014）。 

 

健康本身即被視為一種價值，且是經濟繁榮的先決條

件。歐洲學期 2017 年春季配套計畫強調經濟改革必須

考量社會挑戰，才能促進經濟成長，這強化了平等與

永續成長需要攜手併行的事實。要消弭收入不平等和

貧窮，需要有納入平等可近性醫療照護的全面政策。

在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載明的原則下，性別平等必須在

所有措施中主流化，以確保在工作時受到高度的健康

和安全保障，且能平等及時地取得可負擔且高品質的

預防和矯正醫療照護。 

 

瞭解健康狀態和健康行為的性別落差，是歐盟解決主

要健康挑戰不可或缺的一環。肥胖是主要的關注事項

之一，也是「歐洲營養、過重和肥胖相關健康議題策

略」所要處理的問題之一。這項策略的目標是解決與

飲食不良和運動有限相關的根本原因（歐盟執行委員

會, 2007b）。2014 年至 2020 年歐盟兒童肥胖行動計畫

也特別聚焦於降低兒童肥胖（歐盟執行委員會 , 

2014a）。 

圖 52：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5 年的健康領域分數以及

自 2005 年以來的變化 

 

 
 

不論年齡為何，運動和健康飲食都是增進健康並減少

肥胖的主要方法。歐盟理事會探討營養與運動的結論

強調，在提升健康飲食和運動的意識時，必須整合性

別觀點。性別平等指數顯示，男性通常花較多時間從

事體育和其他休閒活動。此外，健康相關政策也聚焦

於人口老化的問題，包括配合歐洲 2020 年策略的推廣

「活躍老化」。 

 

 

健康領域測量性別平等的三種健康相關向：健康狀態、健康行為以及取得健康服務的管道。 健康狀態檢視女

性與男性的平均餘命差異，以

及自覺健康狀況和健康生活年

數（亦稱為「無身心障礙平均

餘命」）。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行為

建議，這有一套健康行為因素

來補充，包括攝取蔬果、運動

以及抽菸和酗酒。健康服務可

近性是由報告醫療需求及（或

）牙醫需求未獲滿足的人口百

分比來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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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的促進心理健康和臨床研究性別平等的決議

也說明了心理健康的顯著性別落差（歐洲議會 , 

2017）。這項決議指出我們需要一個心理健康與安適

的全面策略，納入生命周期和性別觀點。除其他行動

外，這需要發展量身訂做的特定政策，為邊緣化社區

的女性族群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並考量交叉性不平

等，解決難民和移民女性、面臨貧窮和社會排斥的女

性、雙性人和跨性別者、少數種族女性、身心障礙女

性、較年長女性及鄉村地區女性的心理健康需求。 

 

8.1 健康的性別不平等對於高

齡化社會越來越是挑戰 
健康領域呈現的分數相當高，達到 87.4 分，但各會員

國之間以及會員國國內仍有差異，且在過去十年，分

數總計僅改善 1.5 分。在 2015 年，會員國的健康領域

分數各異，範圍從羅馬尼亞的 70.4 分到瑞典的 94.1 分

（圖 53）。 

到2015年的過去十年，只有幾個會員國（保加利亞、

德國、賽普勒斯、拉脫維亞、匈牙利、瑞典）的分數

改善2分以上，而丹麥減少1.5分，希臘減少1.4分。健

康領域的變化非常緩慢，且自2012年以來，只有三個

國家呈現些許改善（德國、賽普勒斯、瑞典）。 

 

性別不平等在健康行為次領域最明顯，這個次領域的

分數是 75.4 分（圖 54）。各會員國之間有差異，最低

分出現在羅馬尼亞（42.5），最高分則在瑞典（89.3）。

健康以及風險行為的資料無法做時間上的比較，因為

只有 2014 年的資料可取得。因此，健康領域隨著時間

的變化取決於健康狀態和服務可近性的發展
13
。 

 

關於醫療照護和牙醫服務可近性次領域，保加利亞的

改進最大，分數增加 12.5 分，使得這個國家從倒數第

二名攀升到接近歐盟的平均值。希臘（–4.3）、丹麥

（-2.0）、愛沙尼亞（-1.9）、比利時（-1.2）和葡萄牙

（-1.0）的分數是下降的。

                                                   
13

 要進行比較是不可能的，因為在2014年之前未收集健康以及風

險行為隨著時間變化的資料。基於這個理由，這兩個變數在所有年

份都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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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的健康領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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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8 個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在健康領域

及其次領域的分數 

 
 
28 個歐盟會員國的健康狀態次領域分數在 2005 年到

2010 年間增加 2.6 分，但進展已停滯。多數會員國陸

續有些許改進，但大部分來看，十年的改進仍低於 3

分。健康狀態改善最多的國家是匈牙利（+5.7 分）。 

 

8.2. 教育程度低意味著健康較

差，尤其是女性 
關於女性與男性如何評估自己的健康，各會員國之間

有差異（圖 55）。舉例而言，在立陶宛，只有 38%的

女性及 43%的男性認為自己的健康良好或非常良好，

而在愛爾蘭，有 83%的男性和 82%的女性這麼認為。

整體而言，女性與男性的健康在過去十年皆改善，但

自覺健康狀況良好或非常良好的男性比率比女性比率

稍高。 

 
不同年齡族群對健康的觀點有差異（圖 57）。較年輕

的人較可能將自己的健康評估為良好或非常良好，而

退休前年齡層（50-64 歲）的女性與男性約只有半數是

如此，這對「活耀老化」政策造成了挑戰。因此， 性

別與年齡交叉顯然對老化中的女性和老化中的男性製

造不同的健康情況 — 女性活得較久，因此較不會將

自己的健康評估為良好或非常良好。 

 

圖 55：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自覺健康狀況「良好」或「非常良好」的比率（15 歲以上人口, %）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hlth_silc_01）。 

 
在 2015 年，28 個歐盟會員國有 19%的人口為 65 歲以

上，且較年長女性在最老年齡族群（85 歲以上）的比

率是 69% 
14。女性一般將自己的健康評估為較不佳，

部分可歸因於人口結構的性別不平衡。這是受到男性

提早死亡及平均餘命較短的影響，而這對各會員國都

是重大的公共健康政策挑戰。平均而言，28 個歐盟會

員國的男性活得比女性短 5.4 年（分別是 77.9 歲與 

83.3 歲），而在某些會員國，男性平均壽命比女性短

                                                   
14

 歐洲統計局（demo_pjanbroad）。 

到十年左右。平均餘命落差最大的出現在立陶宛（10.5

年）、拉脫維亞（9.8 年）及愛沙尼亞（9.0 年），前

兩國也是 28個歐盟會員國中男性平均餘命最低的會員

國。平均餘命性別落差最小的國家是荷蘭（3.3 年）、

英國（3.6 年）及瑞典（3.7 年）。 

 
健康生活年數指標是測量一個人預期能健康且無身心

障礙地生活多少年 
15。它顯示儘管女性的平均餘命較

                                                   
15

 健康的定義是一個人生理機能無障礙且無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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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女性與男性的健康生活年數並無差異 — 兩者

在 63 歲之前都能無身心障礙地生活（2015 年），接著

預期女性平均會有 20 年過著健康狀況不佳的生活，而

男性則有 15 年（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1d）。因此，健

康生活年數指標凸顯了以下事實：男性在生命當中通

常有較多時間健康地生活（佔男性平均餘命的 80%，

相較之下，女性則是 76%）。 

 
如同年齡一樣，還有其他影響因素。其他因素也會造

成影響。可想而知，較年長之人（尤其是超過 85 歲的

人）以及有身心障礙的女性與男性，最不可能將自己

的健康評估為良好或非常良好。雖然這兩個族群有部

分重疊 — 許多較年長之人也有身心障礙，但有身心

障礙的勞動年齡（16-64 歲）人口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

也不特別良好。在 2015 年，只有 27%的有身心障礙男

性和 25%的有身心障礙女性將自己的健康評估為良好

或非常良好。有移民背景之人（在他們目前生活的國

家以外出生）的健康比本國出生之人的健康好一點，

這部分可由移民人口的年齡分佈較年輕來解釋。 

 

圖 56：2015 年按性別及歐盟會員國區分的健康生活年數以及健康狀況不佳的年數（以年計算）, 2015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hlth_hlye）。 
備註：健康狀況不佳的年數被定義為出生時的平均餘命與健康生活年數之差。健康生活年數加上健康狀況不佳的年數便等於出生時的平均餘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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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狀態區分的自覺健康狀

況「良好」或「非常良好」之比率（16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備註：歐盟出生與非歐盟出生是以 23 個歐盟會員國為依據，因為缺少德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馬爾他及斯洛維尼亞的資料。 

 
女性與男性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他們的經濟

情況和教育程度 — 所得越高或教育程度越高，健康

狀況越良好。再者，性別落差在教育程度最低的人身

上最大 — 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有 81%而男性有 80%認

為自己的健康良好或非常良好，而教育程度低的女性

只有 48%而男性只有 60%感覺自己是健康的（產生了

12 個百分點的性別落差）（圖 57）。因此，相較於教

育程度低的男性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教育程度低

的女性對於自己健康狀的評估特別不佳。 

 
自覺健康狀況的性別落差在各會員國之間也有差異。

在愛爾蘭，有 58%的 85 歲以上男性以及 51%的 85 歲

以上女性表示自己的健康良好或非常良好，而在立陶

宛，同一個年齡層的男性和女性分別只有 2%和 5%認

為如此。有幾個會員國（丹麥、愛沙尼亞、克羅埃西

亞、立陶宛）的女性認為自己健康良好的情況比男性

稍高，而其他會員國的男性認為自己健康良好的情況

比女性高許多。最大的性別落差出現在盧森堡和奧地

利，達到 17 個百分點 — 兩個會員國皆是，31%的 85

歲以上男性和 14%的 85歲以上女性指出他們的健康狀

況良好或非常良好。有趣的是，這顯示年齡和老年對

不同會員國的女性和男性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和影響。

結果，人口老化的過程在較年長人口的健康較不佳的

社會中造成更大的挑戰。「活躍老化」政策同樣需要

考量較年長人口性別不平衡的涵義，其中女性佔多數。 

 

8.3 男性從事運動比女性多，但

抽菸及喝酒也較多 
健康相關行為的兩面向都被納入考慮。攝取蔬果以及

從事運動是提升健康的重要活動，而抽菸和過度喝酒

是風險行為，可能導致健康惡化。男性比女性常從事

風險行為，但其提升健康的行為也比女性稍多。如圖

58 所示在身體活動上夠活躍、攝取足夠蔬果或同時做

到前述兩者的男性比率高於女性（分別是 42%和

36%）。然而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水平對女性與男

性來說都是低的。 

 
在健康行為方面，女性顯然比男性更常有健康的飲食

（16%的女性和 11%的男性每週會攝取建議數量的蔬

果），而男性則較常運動。總計來看，在 28 個歐盟會

員國中有 36%的男性和 26%的女性達到世界衛生組織

對身體活動的建議（亦即每週至少做 150 分鐘的中度

有氧身體活動）。此外，有 12%的男性和 4%的女性參

與大量和工作有關的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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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有 57%的男性（15 歲以上）和 44%的女

性過重（在肥胖方面沒有性別落差） 
16。由於活動率

會隨著年齡遞減，體重會增加（年齡在 55 到 64 歲的

男性和女性分別有 71%和 56%過重，相較之下，15 到

19 歲的男性和女性則分別有 15%和 13%）。男性的活

動率在所有年齡族群中都是較高的，而年輕的女性與

男性最常從事身體活動。性別落差最大的是在年輕人

（15-24 歲）身上，達到 19 個百分點（圖 59）。 

 
性別與其他社會族群的交叉也可以在健康飲食的差異

中看出（圖 60）。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最常攝取蔬果，

但同時，高等教育人口當中性別落差最大。收入方面

也是如此 — 收入越高，攝取水果的比率也越高，但

只有女性是如此。在男性身上，收入不會決定他們的

蔬果攝取量。再者，較老年的世代也比較年輕的世代

攝取較多蔬果。 

 

                                                   
16

 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程度區分的身體質量指數（BMI）

（hlth_ehis_bm1e）。 

相較於女性的飲食，男性的飲食通常較不健康，

且營養較不均衡（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1d）。飲

食會隨著時間改變，且顯然受到其他許多因素影

響，例如收入、食物價格（這會影響健康食物的

可近性和可負擔性）、個人偏好、信仰和文化傳

統，以及地理、環境、社會和經濟因素。這些因

素以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塑造出個人的飲食型

態（世界衛生組織, 2015a）。接著，飲食型態也

會受到更廣泛的社會因素所影響，包括性別規範，

舉例而言，它們影響著取得和控制達到理想健康

所需的資源（世界衛生組織,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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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26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女性與男性參與健康和風險行為的比率（16 歲以上人口, %）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洲健康訪問調查。 

備註：健康和風險行為的資料是以26個歐盟會員國為基礎，法國及荷蘭的健康行為資料無法取得，而比利時及荷蘭的風險行為資料無法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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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教育程度、年齡、收入及都市/鄉村狀態區分的參與身體活動之人（15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洲健康訪問調查（EHIS）、（hlth_ehis_pe2e）、（hlth_ehis_pe2i）、（hlth_ehis_pe2u）。 

 

 

圖 60：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教育程度、年齡、收入及都市/鄉村狀態區分的每天至少攝取五份蔬果

汁人（15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歐洲健康訪問調查（hlth_ehis_fv3e）、（hlth_ehis_fv3i）、（hlth_ehis_fv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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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單親媽媽和身心障礙者的

醫療和牙醫照護需求經常

未獲滿足 
在整個歐洲，表示自己的醫療或牙醫需求未獲得滿足

的人口比率相當小。整體而言，多數人口覺得自己有

足夠的取得醫療照護管道，只有 5%的女性和男性在

2015 年表示他們的醫療檢查需求未被滿足 
17，這從

2005 年（9%）以來是進步的。此外，牙醫照護的可近

性也已改進，在 2015 年，女性與男性都只有 6%認為

自己的需求未被滿足（2005 年是 10%）。然而，有一

些族群確實較難可近性醫療照護（圖 61 及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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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統計局的解釋備註：這個指標源自於自己報告的資料，因此
在某種程度上，會受到應答者的主觀想法以及他們的社會和文化背

景所影響。另一個會產生影響的因素是醫療照護服務的組織不同，

不論是國家層級還是地方層級。在分析資料和解釋結果時，所有這

些因素都必須納入考量。 

舉例而言，28 個歐盟會員國在 2014 年有 12%單親媽

媽的醫療需求未獲滿足，而有 14%的牙醫需求未獲滿

足（相較之下，單親爸爸是 7%和 10%，女性整體是

5%和 6%）。有些會員國的單親媽媽報告醫療需求未

獲滿足的比率特別高  - 希臘（30%）、拉脫維亞

（27%）、法國（19%）、愛沙尼亞（18%）及波蘭（17%）。

單親媽媽可近性牙醫照護甚至比一般醫療照護更受

限。在希臘（34%），有三分之一的單親媽媽報告牙

醫需求未獲滿足，葡萄牙（30%）和拉脫維亞（29%）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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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狀態區分的報告醫療

需求未獲滿足之人（16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備註：歐盟出生與非歐盟出生是以23個歐盟會員國為依據，因為缺少德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馬爾他及斯洛維尼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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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心障礙之人最常經歷醫療需求未獲滿足  — 在

2014 年，女性與男性都有 13%報告醫療需求未獲滿

足，而有 12%報告牙醫需求未獲滿足（圖 61 及圖 62）。

進一步檢視資料可看出，相較於有身心障礙的勞動年

齡人口，已屆退休年齡（65 歲以上）的有身心障礙之

人情況較佳。在 2014 年，有 15%的有身心障礙勞動年

齡人口醫療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而有身心障礙的較

年長男性和較年長女性則分別是 9%和 11% 
18。 

 
整體而言，女性在可近性醫療照護上比男性可能面臨

障礙，例如醫療照護成本、時間限制及地理位置等障

礙（「負擔不起」、「等太久」、「路途太遠」），

而男性比女性容易宣稱其他理由（「沒有時間」、「害

怕」、「再等看看策略」、「不認識任何優良的專家

或醫生」）（歐盟執行委員會, 2009a）。雖然稅基的

公共醫療保險制度是公共醫療照護的主要經費來源，

但自付費用的比率在 28 個歐盟會員國持續增加（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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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統計局資料庫（hlth_dh030）。 

雖然在所有會員國，為民眾提供的一套核心醫療服務

和物品整體涵蓋率相當高，但人口中仍有某些族群很

難可近性需要的醫療照護。不平等的情況仍然存在，

尤其是在保險範圍不足的情況，某些（專業的）照護

類型（例如牙醫）的成本可能無法納入社會保險計畫

的範圍，因此私人的保險計畫以及自付費用的照護成

本越來越普遍（Franklin, 2017）。這進一步增加了低

收入的女性與男性可近性高品質醫療照護的障礙。舉

例而言，吉普賽女性與男性或無文件記錄的移民在可

近性醫療照護和服務方面面臨著更多障礙，包括身分

難辨識或缺乏保險（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4b），或是

缺乏法律地位（歐洲議會, 2016d）。 

 

 

圖 62：28 個歐盟會員國 2014 年按性別、家庭型態、年齡、教育程度、出生國和身心障礙狀態區分的報告牙醫

需求未獲滿足之人（16 歲以上人口, %）以及性別落差 

 
資料來源：EIGE 的計算、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備註：歐盟出生與非歐盟出生是以 23 個歐盟會員國為依據，因為缺少德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馬爾他及斯洛維尼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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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暴力衛星領域 
 
對女性暴力的根本原因存在於女性與男性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這強化了男性超越女性的主導權，以及女性在

社會上的附屬地位。歐洲第一個針對對女性暴力、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工具是歐盟理事會的《歐洲防止和打擊對女

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約》（即《伊斯坦堡公約》）在 2011 年被採行，這項公約將對女性暴力定義為違反人權，

且是一種歧視女性的形式（歐洲理事會, 2011）。這項公約首次在法律架構中納入「基於性別對女性的暴力」：

因為她是女性而針對她所為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的暴力（第 3d 條）。以性別關係作為定義的基礎，凸顯了女

性與男性之間的歷史權力不平衡，且讓我們看見剝奪女性基本自由的壓迫性掌控型態。 

 

性別平等指數中的對女性暴力 
對女性暴力被納入性別平等指數的衛星領域，這個地位源自於觀念和統計考量。首先，從觀念來看，針對女

性的暴力行為是女性在勞動、健康、金錢、權力、教育和時間使用領域所經歷的結構性不平等的必然結果。

從這個觀點來看，對女性暴力為性別平等指數的核心領域帶來重要的面向。從統計觀點來看，暴力領域無法

以性別平等指數核心領域的相同方式被處理，它要測量的是一種僅適用於女性的現象 – 對女性暴力。與其他

領域不同的是，整體的目標不是要降低女性與男性之間的落差，而是要完全消除暴力（EIGE, 2013）。由於性

別平等指數各領域與對女性暴力領域存在著基本差異，因此將這個領域當作衛星領域是有道理的。 

 

當性別平等指數首次在2013年發展出來時，由於所有歐盟會員國均缺乏可比較的資料，暴力衛星領域是空白

的。作者們將空白的暴力領域評為「在歐盟層次測量性別平等的最大統計落差」（EIGE, 2013, 第139頁）。

歐洲基本權利局（FRA）在2012年完成了一項對女性暴力的歐盟全境調查，這是評估歐盟境內此議題重大程

度的空前進展（歐洲基本權利局, 2014）。 

 

在歐洲基本權利局調查發現的基礎上，第二版的性別平等指數建構了一個對女性直接暴力的綜合指標，首次

嘗試為暴力衛星領域填入資料。這次（第三版）的性別平等指數進一步發展了對女性暴力的綜合指標，且首

次呈現每個會員國的分數。這個綜合衡量標準伴隨著其他形式暴力的指標（例如切割女性生殖器、強迫婚姻

、跟蹤騷擾等），這是為了監督並瞭解背景因素，包括對女性暴力的一些根本原因，以及政府努力打擊對女

性暴力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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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女性暴力是個深刻但也一直在演進的政治挑

戰，因為這需要質疑女性與男性的不平等社會、政治

和經濟權力，以及這些不平等透過社會所有層級的機

構長久存在的方式（Pickup, 2001）。女性與男性之間

的權力結構不平衡和不平等，可被認為是對女性暴力

的原因和背景，因此我們需要承認經濟、社會與政治

附屬之間的關聯性。根除基於性別對女性的暴力是歐

盟及其會員國的優先事項，它們已採行一連串的活

動 — 尤其是法律和政治措施，將對女性暴力犯罪

化，並保護和支援受暴婦女。歐盟及其會員國也做出

了其他承諾，例如改善資料收集。這些承諾亦納入歐

盟重大性別平等政策文件中，例如《歐洲性別平等條

約》（歐盟理事會, 2010）、歐盟執行委員會的「2010

年至 2015 年女性與男性平等策略」（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0c），以及歐盟執行委員會的「2016 年至 2019 年

性別平等策略約定」（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4a）。 

 

歐洲議會在 2015 年採納了一項決議，呼籲歐盟理事會

將對女性暴力整合在《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 83

條第（1）項中（歐洲議會, 2015）。在 2016 年 3 月，

歐盟執行委員會提交了一份簽署和批准《伊斯坦堡公

約》的提案，接著在 2017 年 5 月，歐盟理事會做了兩

項決定，證實歐盟願意加入《伊斯坦堡公約》。到了

2017 年 6 月 13 日，執行委員 Věra Jourová 在史特拉斯

堡代表歐盟簽署了《公約》。歐盟加入《公約》將改

善國家與歐盟層級與打擊女性暴力相關關鍵領域的整

合模式(包含研究及資料收集)。 

 

暴力領域提供了一套指標，可協助會員國評估對女性

暴力的程度和本質，且能監督和評估機構對這種現象

的反應。為了提供最完整且可靠歐盟內對女性暴力面

貌，我們定義了一個三階段的測量結構，包括：（1）

一套有關對女性暴力程度的指標，這將構成綜合衡量

標準；（2）一套附加指標，涵蓋較範圍較廣的對女性

暴力形式；（3）一套結構性指標，可深入瞭解與對女

性暴力有關的一些原因和環境。圖 63呈現了這個結構。 

 

綜合衡量標準包含數個確認的指標，將這些指標結

合，便可計算每個國家的單一分數。根據這個單一分

數，可監視歐盟各會員國最普遍且最廣泛犯罪化形式

的對女性暴力程度（包括性暴力和人身暴力以及殺害

女性 
19）。

                                                   
19

 由於非所有歐盟會員國皆可取得資料有關殺害女性的資料，在計
算對女性暴力的綜合衡量標準時已排除這個部分。 

圖 63：暴力領域的測量結構 

 

結構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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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指標涵蓋《伊斯坦堡公約》中所述的較廣泛暴力

形式（即人身暴力、性騷擾、跟蹤騷擾、強迫婚姻、

切割女性生殖器、強迫墮胎和強迫節育），以及人口

販運，不過關於後者，整個歐盟的可比較資料非常有

限。 

 
有了結構性因素，可分析各會員國隨著時間對暴力程

度的政治背景，以及預防、保護和告發措施的效果。

這些背景因素被定義的目的是要監督會員國是否遵守

《伊斯坦堡公約》中載明的義務，涵蓋六個面向，亦

即政策、預防、保護與支援、實體法、執法機構涉入，

以及社會架構。 

 
暴力領域的完整領域和測量架構在 EIGE 即將於 2017

年 11 月發表的出版品「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對女性

暴力測量架構」（Gender Equality Index  2017：
Measurement framework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IGE, 2017d）中有詳細描述，包括變數選擇背後的

理由、計算對女性暴力的綜合衡量標準所採取的步

驟，以及所有指標的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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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結論 
 
歐盟內的性別平等進展仍相當緩慢。在 2015 年，性別

平等指數的分數是 66.2（滿分是 100 分），這顯示所

會員國都需要大幅改進。自 2005 年以來，這樣的改善

相當小，該年的指數分數是 62.0 分。在指數的六個核

心領域當中，改善最多的是權力領域，而時間領域的

性別不平等在過去十年間是增加的。 

 
近年來，我們見證了性別平等大體上往正面發展的趨

勢，改善最多的國家是義大利和賽普勒斯。雖然大部

分會員國的情況皆有改善，但在捷克共和國、斯洛伐

克及英國，情況與 2005 年是相同的，而有兩個國家的

分數在過去三年稍有下降（芬蘭、荷蘭）。 

 

勞動領域 
勞動領域是性別平等指數中第三高分的領域，不過這

個領域的進展一直非常緩慢（過去十年間分數僅增加

1.5 分）。全時等量就業率的性別落差高達 16 個百分

點，這反映女性在勞動市場的整體參與率是較低的，

且女性從事兼職工作的比率高於男性。低教育程度的

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參與率只有就業條件低的男性的一

半，且就業條件低的女性有著高長期失業和就業不穩

定的風險。有子女的女性在就業參與方面也是受限

的，不論她們在生活上是否有伴侶，或是獨自撫養子

女。在單親家庭，全時等量就業率的性別落差是 11 個

百分點，而在有子女的夫妻之間是 28 個百分點，這兩

種情況都是女性居於劣勢。 

 
勞動市場的低參與率在某些族群的女性身上特別明

顯，這阻礙了歐盟達到 75%就業率的歐洲 2020 年目

標。但同時，這也代表著採行新政策行動計畫的機會，

例如歐洲社會權利支柱已確立性別平等是其關鍵原則

之一。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的結果凸顯了我們需要在

支柱的所有層面將性別平等原則主流化，包括積極支

援就業、就業有保障且可調整、公平的薪資，以及工

作與生活平衡。 

 
歐盟的就業不穩定及其性別面向受到越來越多關注

（EIGE, 2017g），不是只有進入勞動市場的問題，也

包括所有女性與男性的公平勞動條件，這一點在現在

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要。舉例而言，對工作時間的控

制特別受到關注。只有 23%的女性及 27%的男性能在

工作期間離班一些時間去照料家庭或私人事務。由於

女性是主要的照護者，達到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挑戰在

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她們的就業參與率及就業條件。因

此，歐盟執行委員會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新倡議行動計

畫中提供了一個機會，為各歐盟會員國建議了育嬰

假、陪產假和照顧假的新標準。透過立法和非立法的

措施，「新起點」（New Start）行動計畫的目標是讓

父母和其他有照護責任之人較能平衡其工作和私人生

活，並改善女性與男性的照護責任分擔。 

 
男性佔多數的勞動市場部門也較少有兼職工作。這些

特徵可能促使男性對照護和家務工作的參與率持續低

落，也讓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持續存在。因此，在所

有部門和職業中，可同時適用於女性和男性的工作與

生活平衡規定可望促進職業性別隔離的降低（EIGE, 

2017g）。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部門以及、教育、

健康及社會活動仍是高度隔離的領域，且過去十年間

幾乎沒有變化。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必須提早處理，

亦即在教育階段解決性別隔離。歐洲新技能議程（New 

Skills Agenda for Europe）提出了終生學習和職業相關

培訓，這是處理女性和男性在某些部門和職業代表性

太高或太低的機會。 

 

金錢領域 
儘管金錢領域在過去十年間呈現穩定進展，但從第四

章可看出，女性與男性陷入貧窮風險的比率仍相當高

（男性是 16%，女性是 17%），且某些族群達到了拉

警報的比率。這些族群包括在歐盟境外出生的女性與

男性，他們的貧窮風險是一般人的兩倍。女性暴露於

貧窮的風險增加，有部分原因是她們不成比例的低薪

（EIGE, 2016c），這構成了達到經濟獨立的最嚴重障

礙，幾乎每 5 名女性員工就有 1 名的薪資低於第一個

五分位，相較之下，男性是每 12 名中只有 1 名（EIGE, 

2017g）。歐盟的政策傾向於將創造就業作為降低貧窮

的主要途徑。然而，如果需要較多工作來支持經濟復

甦，便更需要注意就業的品質和穩定性，並改善工作

與子女照護協調的性別平等。女性也承受著不成比例

的照顧責任，經常讓她們被迫離開勞動市場，或從事

兼職和低薪工作。 

 
勞動品質也與技能和能力以及它們在工作上的利用率

不足有關。舉例而言，移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性高於移民男性，但她們的就業經常不足，且技能和

資格未獲得完全利用（Kofman, 2012）。歐盟執行委員

會為歐洲新技能議程發展的第三國國民技能分析工

具，將讓難民、移民及其他第三國國民有個順暢的工

具，以歐盟各國可瞭解的方式來呈現他們的技能、資

格和經驗（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7f）。這提供了一個

往前邁進的機會，改善這些族群達到經濟獨立的可能

性。工作的品質和穩定性及其中的性別面向，應成為

歐盟及各會員國的中長期政策焦點。 

 
勞動市場的不平等是從參與率、兼職工作、性別隔離

以及較高的女性未勞動風險來衡量，這些不平等導致

了所得、收入及貧窮風險的性別落差，而這對單親媽

媽尤其不利。在生命歷程中，這些根深蒂固的性別落

差往往導致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對較年長女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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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鉅。由於目前有轉移到較多私人年金的趨勢，不平

等的情況可能進一步加劇，尤其是因為男性通常薪資

較高，且較不常參與子女照護，因此在財務上較能夠

投資私人年金（EIGE, 2015b, 歐洲議會, 2016c）。 

 
因此，年金改革應從性別觀點來著手，且應考量女性

和男性經驗、就業途徑和生命歷程。既然年金性別落

差應受到適當的測量和監督，歐盟理事會已呼籲社會

保障委員會（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發展一個針

對年金性別落差的指標（歐盟理事會, 2015）。更廣泛

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調整來配合高齡化人口的需

求、家庭結構的變遷、移民型態的改變，以及就業形

式的多樣性（EIGE, 2016c）。 

 
財政仍是最固定由男性主導的公共政策部門之一。男

性主導著中央銀行、財政部會，以及最大規模公司的

最高層職務 — 歐盟每 25 個最高職務，只有 1 個是由

女性承擔。有系統地支持女性參與財政和經濟政策的

設計、執行和評估，包括在公共政策中納入性別主流

化和性別預算原則，是減小性別不平等的關鍵。我們

已知，性別平等改善可嘉惠整體經濟發展（EIGE, 

2017b），而健全的經濟可促進性別平等。更強調性別

平等會助長歐盟各經濟體的復甦努力，同時為整個歐

盟地區的女性與男性提升社會公平正義。 

 

知識領域 
過去十年間，性別平等在知識領域的進展向來很緩

慢。改變的主要動力是提升女性與男性的教育程度。

然而，雖然年輕女性（30-34 歲）已達到歐洲 2020 年

目標（43%已從高等教育畢業），但同一個年齡族群

的男性高等教育畢業生落後 9 個百分點。再者，年輕

族群的教育程度性別落差正在往不利於男性的方向擴

大。身心障礙女性與男性面臨著進一步的挑戰，這凸

顯了取得高品質包容性教育的重要性，這是歐洲社會

權利支柱的目標，且性別觀點具有關鍵重要性。 

 
較年輕世代的教育程度提升，對歐洲而言是好消息。

然而，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重申了性別主流化的重要

性，因此在終身教育與培訓的政策及政策措施中，應

同時納入女性與男性的交叉觀點。值得關注的是，正

式和非正式教育與培訓的整體參與率比十年前低，且

隨著年齡減少。歐盟 25 到 64 歲的男性和女性分別只

有 10%和 12%參與教育與培訓，這仍低於「2020 年教

育與培訓」策略架構設定的標竿。可能從教育與培訓

獲益最多的人，其參與率反而是低的，舉例而言，相

較於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參與教育

與培訓的比率是較低的（分別是 21%與 15%）。再者，

從事不穩定工作的女性與男性較無法取得教育與培

訓，進一步限制了他們的職涯前景（EIGE, 2017g）。

因此，「提升技能途徑：成年人的機會」中提議的量

身訂做學習，可能嘉惠那些需要提升技能的人（歐盟

理事會, 2016b）。為了確保在生命歷程中平等地取得

教育與培訓，致力於降低參與培訓障礙的措施，亦應

考量參與者如何平衡其培訓、工作與家庭責任的能

力。從性別觀點來協調教育與培訓以及新的工作生活

平衡行動計畫，可能非常有助於提升終生學習的參與

率，並打破教育和勞動市場的隔離。 

 
知識領域性別平等最明顯的挑戰是持續存在的性別隔

離。就讀教育、健康與福利、人文與藝術學科的男性

比率並未增加，且 28 個歐盟會員國的性別落差高達 22

個百分點。歐洲社會權利支柱中呼籲促進更包容且高

品質的教育，這是有效解決性別隔離的新機會，尤其

是因為這領域過去十年間一直抗拒改變。免於性別偏

見的教育權，應被視為高品質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且需要反映在歐盟及各會員國規劃和執行的政策

中。這些政策可望有效縮小教育領域的性別隔離，拓

寬歐盟女性與男性的機會。 

 
再者，EIGE 對於性別平等的經濟效益研究（EIGE, 

2017b）顯示，單單降低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教育

的性別隔離，便可望為歐盟多創造 120 萬個工作機會。

據估計，這些工作大體上需要長時間才會產生，因為

只有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的新女性畢業生選擇

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工作，就業率才可能

受到影響。平行來看，取得的科學、技術、工程與數

學工作生產力越高，剛畢業的女性可能獲得越高的薪

資 — 這影響著薪資性別落差，以及男性、女性、兒

童和其他家庭成員的收入及生活水準（歐洲議會 , 

2015）。 

 

時間領域 
時間使用的性別不平等是持續存在且惡化的問題。它

不僅是性別平等指數中分數最低的領域，在十年間還

下降了 1 個百分點。無酬照護工作的性別落差尤其大，

且明顯造成勞動市場的性別不平等持續存在。 

 
目前，歐盟政策圈正在對女性和男性的時間分割進行

辯論，並將此一議題視為父母和照護者面臨的工作與

生活平衡挑戰。《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European Union）明確認定平衡

家庭和職業生活為基本權利。此外，職場生活平衡也

被視為提升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以及達成《2016 年

至 2019 年性別平等策略約定》中女性與男性平等經濟

獨立的關鍵因素。 

 
為了處理薪資和年金性別落差、女性經濟獨立、就業

平等及職涯晉升等議題，更平等的時間分配及使用是

必要，尤其是照顧和家務責任。為父母和照顧者提出

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引進了陪產假和照顧假、提高

現有的產假，並擴大要求彈性安排工作的權利（歐盟

執行委員會, 2017h）。歐盟也推動為兒童及其他依賴

者建立可負擔且高品質的照護服務和基礎建設。這項

政策指出，歐盟及會員國層級目前的法律架構對於男

性與女性平等地承擔照護責任的規定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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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的來看，所有會員國尚未達到提供兒童照護服務

的巴塞隆納目標（如前文所討論）。到 2012 年，只有

不到半數的會員國達到第一個巴塞隆納目標（3 歲以下

兒童照顧覆蓋率應達到至少 33%），且迄今無改變。

至於第二個巴塞隆納目標（3 歲到義務就學年齡兒童照

顧覆蓋率至少 90%），符合的會員國數（9 個）自 2012

年開始是減少的。提供兒童照顧對於達到性別平等尤

其重要，因為在提供兒童正式照顧方面獲得最高分的

會員國，在性別平等指數的分數也表現良好。  

 
女性持續肩負著照顧子女（歐盟的所有女性有 27%需

要每天照護子女）、較年長人士和身心障礙者（10%

的女性）的主要責任。這些照顧角色的增加是可預測，

因為需要照顧的年長人士持續增加。在這背景下，健

康方面的平等也很重要，尤其是較年長的女性需要提

升健康和活躍老化。設計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及服務

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需考量以下事實：照顧責任在歐

盟境外出生的女性身上更加普遍。 

 
時間使用的平等也涉及休息和休閒時間、公民和政治

參與度，以及自身的照顧。有證據顯示，女性花較多

時數從事有酬和無酬工作，讓她們的休息或休閒活動

時間變少。花在休閒上的時間也因為越來越彈性的工

作安排而縮水，對私人生活造成影響和時間壓力（歐

洲議會, 2016a）。在幾乎所有會員國，參與體育、文

化或休閒活動的男性比女性多。依世界衛生組織建

議，各項活動中，體育和運動是促進健康行為的重要

關鍵，而男性顯然較常從事有氧運動。運動的性別落

差在年輕的女性與男性身上特別大，其中女性參與度

比男性低許多。 

 

權力領域 
儘管有著高度的政治能見度，以及歐盟對性別平等的

承諾，加上自 2010 年以來的廣泛辯論和許多目標明確

的行動，權力領域仍是所有領域中分數最低的。女性

佔勞動力將近一半，且高等教育畢業生有半數以上是

女性，但決策仍沿襲傳統型態的權力不平等。 

 
決策性別平衡的進展在公司董監事會中最明顯，其中

女性的比率已增為 2 倍以上，從 2005 年的 10%上升到

2015 年的 22%。多數的進展僅發生在幾個會員國，這

主要是政府立法或採取其他形式行動來促進性別平衡

的結果。歐盟執行委員會針對此議題所提出的倡議目

標，即上市（櫃）公司及國營企業分別要在 2020 年及

2018 年之前，擔任非執行董事的任一性別比率達到至

少 40%。在 2016 年，歐盟會員國中每 5 家最大規模上

市（櫃）公司只有 1 家達到上述目標。雖然相較於 2012

年 10 月，這代表著顯著改善（8%），但仍意味著近

期的進展可能只是例外，而非常態。 

 
女性在公司董監事會的整體代表性提升，因為公司文

化中揮之不去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嚴重受阻，這些刻板

印象塑造了領導方式，以及掌握權力職務的人被看待

的方式。這些觀點反映在正式和非正式工作皆有利於

男性的機構文化中。 

 
性別落差在財務部門的決策方面甚至更大，因為歐洲

和國家中央銀行的決策幾乎完全是由男性主導。女性

在國家中央銀行董監事會職位的佔有率僅小幅增加，

從 2005 年的 16%增為 2015 年的 19%。歐洲中央銀行

（ECB）總裁的職位一直由男性佔據，女性擔任董事

也持續低於 10%。歐洲議會已在多項決議中呼籲讓較

多女性擔任會員國中央銀行和財政機構的治理職位，

同時也指出它擔憂女性在歐洲中央銀行執行理事會代

表性不足的情況（歐洲議會, 2011）。 

 
儘管自 2005 年以來，政治決策逐漸往性別平等的方向

發展，但男性仍繼續主導政治權力機構，掌握國會席

次和政府職位的三分之二以上。有些會員國自 2005 年

以來展現出顯著改善，這些進展可歸因於實行性別配

額法律，或自願性的政黨配額。目前有 9 個會員國制

定了適用於國家國會的立法配額。最大的進展出現在 4

個會員國（比利時、法國、葡萄牙、斯洛維尼亞），

這些國家實行配額制的時間最久。 

 
研究補助組織的決策資料指出，女性影響研究議程，

並確保女性與男性平等取得經費的機會是受限的。男

性主導歐盟各主要研究補助組織的最高決策職位。在

11 個會員國中，女性佔這些組織最高決策單位的人數

不到三分之一。歐盟執行委員會《2016 年至 2019 年性

別平等策略約定》的目標之一是要處理女性在研究組

織決策職位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並改善這項議題的資

料收集（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5a）。在其他行動當中，

「2020 年展望」（Horizon 2020）研究與創新架構計畫

也致力於促進性別平等，訂定顧問小組（50%）和評

估小組（40%）的性別平衡目標，並在監督報告中發

表結果。 

 

女性參與媒體最高決策層級的比例也相當低，雖然過

去 20 年間女性在媒體部門的就業率逐漸增加。在 2015

年，女性在媒體部門就業率達 46%，且新聞及資訊課

程畢業生平均三分之二是女性，然而女性在歐盟各公

共傳媒組織的最高決策職位僅佔不到三分之一

（32%）。歐盟理事會認為，媒體擁有龐大的能力，

在所有層級正面地促進性別平等達成，且承諾提升女

性在媒體決策中的角色（歐盟理事會, 2013）。 

 
雖然女性參與體育的比率增加，但女性在體育決策單

位中經常是缺席的。平均而言，28 個歐盟會員國中，

女性在最受歡迎的體育聯盟決策職位中僅佔 14%，範

圍從波蘭的 3%到瑞典的 42%。數個負責發展歐洲體育

的國際和歐陸聯盟，已承諾引進性別配額制以促進性

別平等。在 2015 年，28 個歐洲聯盟中有 9 個已規定最

高決策單位（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或董事會）的配額。

在國家層級，有 5 個會員國（德國、法國、瑞典、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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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英國〔英格蘭〕）已提議或已引進體育聯盟治理

結構的自願性性別平衡目標。 

 

健康領域 
儘管歐洲人的健康和平均餘命持續改善，但健康不平

等仍是會員國應思考的明顯性別挑戰，尤其在高齡化

社會下。健康支出是公共預算的重要部分之一，佔社

會政策預算將近三分之一，醫療照護和長期照護的公

共支出預期到 2060 年會增加三分之一（歐盟執行委員

會, 2013）。 

 
鑒於退休年齡和就業率提高，在整個生命歷程中維持

健康越來越重要。相當大比率的女性到退休前已健康

不佳，而男性提早死亡的比率令人擔憂。這些死亡中，

近半數可由目標明確的公共政策措施來預防。整體而

言，超過 120 萬件的死亡可透過較佳的公共衛生和預

防政策或較有效且即時的健康照顧來避免（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6）。 

 
可預防的提早死亡是對男性人口的主要關注焦點之

一，雖然女性活得較久，但在老年階段有長時間她們

健康狀況不佳。因此，針對特定性別的方式解決人口

高齡化、勞動力減小和福利制度壓力等挑戰，可望能

更有效地解決女性與男性面臨的健康相關差異。以男

性而言，比起其他事項，關鍵在於預防風險行為，例

如一生中抽菸及喝酒。以佔老年人口多數的女性而

言，透過活躍老化來維持健康，以及確保有足夠的照

顧資源是最重要的。 

 
雖然女性與男性都無法直接控制許多決定健康因素，

例如遺傳、健康服務取得、環境或經濟狀況，但可以

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和行為。抽菸和酗酒以及健

康飲食的比率存在著性別落差，這些行為可能是提早

死亡的風險因子。行為以及其他健康因素，強烈受到

性別規範以及達到理想健康狀態的資源取得所影響。

此外，要達到理想的健康狀態需要許多資源，包括經

濟（收入、信用）、社會（社會網絡）、政治（領導、

參與）、資訊和教育（健康知識）、時間（健康服務

取得）以及內在因素（自信/自尊）等，這些資源的取

得和控制非常重要（世界衛生組織, 2015a）。以實例

說明這議題的重要性：單親媽媽經常缺乏多種資源，

在取得適當醫療照護方面最常遭遇困難，再者，教育

程度低和收入水平低的人健康狀況最差，且女性多於

男性。 

 
取得醫療照顧次領域的分數相當高，這反映了所有會

員國皆致力於確保民眾能取得足夠醫療照顧的事實，

且在 2009 年，有一項研究的結論是，所有會員國已將

至少一套核心服務的醫療照護成本納入健保範圍

（Thompson 等人, 2009）。然而，會員國間存在著差

異，且歐盟的自付費用情況一直在增加（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 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6），這使得經濟條件

差的人較難取得高品質的醫療照護。收入五分位數較

低的人普遍較可能有醫療照護服務取得需求未獲滿足

的情況（歐盟執行委員會, 2009a）. 再者，這些資料僅

反映部分現實，且未分析其他面向，例如服務的即時

性和品質、與母職和懷孕有關的服務、心理健康問題，

或男性自殺死亡率高等。 

 

暴力衛星領域 
對女性暴力深植於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

係，且與女性在勞動、健康、金錢、權力、知識和時

間使用領域所經歷的結構性不平等有關聯。它深植於

結構性的父權價值體系中，在這體系下，對女性暴力

是被容忍、正當化，甚至被認為是不重要的（歐洲女

性倡議組織〔European Women’s Lobby〕, 2010）。消

除對女性暴力的努力，無法與消除所有層面的性別落

差和歧視的努力切斷關係。 

 
隨著歐盟加入《伊斯坦堡公約》，我們比以往更需要

一個全面的監督公約實行架構。更深入瞭解降低對女

性暴力變化的動力，我們迫切需要會員國有關各種對

女性暴力形式的政策、服務提供、司法行動和犯罪化

的詳細且可比較的資訊，以及社會架構。再者，若有

關於暴力盛行率且具品質的結構性資訊和補充性調查

報告，將使會員國在消除對女性暴力上有更大進展。 

 

交叉性不平等 
雖然性別平等指數聚焦於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不平等，

認為這是全世界最普遍且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形式，但

也承認社會內部以及性別間存在著多樣性。社會大眾

由不同特徵的個人構成，這些特徵加上其他面向，可

能造成各種不平等，並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女性和男性

的生活經歷。在民主且公平的社會中，這些特徵從來

不應預先決定人的生命機會與福祉（Platt, 2011）。藉

由分析這些特性的交叉點，揭開了歐盟內的女性與男

性面臨的額外挑戰，以下詳述相關要點。 

 
性別平等指數的理論架構採用了一種廣泛且包容的方

法來探討交叉性不平等。指數的交叉分析顯示該性別

如何與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組成和父母身分、出生

國和身心障礙交叉。然而，由於可取得的高品質歐盟

全境可比較資料有限，實際分析呈現的交叉點數有

限，且無法用於某些社會因素，例如性取向、種族、

國籍或宗教。目前，要分析吉普賽少數民族，或者要

更詳細探討移民背景或不同的身心障礙，也被證明是

不可能的。 

 
關於交叉性不平等方法，較清楚的說明可在「2017 年

性別不平等指數：交叉性不平等」（EIGE, 2017c）這

份獨立的出版品中找到。 

 

出生國 
相較於歐盟的一般人口，在歐盟境外出生的女性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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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面臨著雙重的貧窮風險，然而男性的貧窮風險率比

女性稍高（男性是 38%，女性是 36%）。在與本國出

生的女性和男性貧窮風險（16%的女性和 15%的男性

生活貧困）比較時，這些貧窮率十分驚人。儘管平均

而言，非歐盟出生的人實際上教育程度經常比本國出

生者高一點，但他們的就業率幾乎與本國出生者相

等。依出生國觀察，終生學習參與率亦無差異。在歐

盟境外出生的女性與男性所得差距比本國出生者小，

不過歐盟境外出生者整體所得稍低。在另一個歐盟國

家出生的外國人則不同，他們的所得高於本國出生者。 

 
女性與男性之間的照顧責任分配也因出生國而異。歐

盟境外出生的女性經常比本國出生女性有較多的照顧

責任（分別是 46%與 37%）。因此，工作與生活平衡

政策對移民女性尤其重要。另一方面，不論出生國為

何，男性參與照護（以及烹飪）的比率是同樣低的。 

 
要比較各會員國的移民人口與本國出生的人口是一項

艱鉅的任務。如果能在會員國層級更深入分析女性與

男性面臨且需要特別關注的特徵和障礙，將有助於做

出資訊較充分的決策。 

 

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女性就業參與率特別低，其全時等量就業率

僅 19%，相較之下，身心障礙男性是 28%。在 2015 年

幾乎半數（45%）的身心障礙勞動年齡女性（20-64 歲）

未從事經濟活動，而有同樣情況的男性則是 35%。身

心障礙的勞動人口所得稍低於沒有身心障礙的勞動人

口，不過無論有無身心障礙，性別的薪資落差一樣大。 

 
在歐盟內，身心障礙女性完成高等教育的程度是最低

的（13%）, 這或可歸因於她們的經濟情況不佳。身心

障礙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但身心障礙的勞動年齡人口

也是，他們在勞動市場以及取得教育與培訓方面都面

臨著障礙。 

 
對於身心障礙族群，主要議題之一是健康。身心障礙

者對自己健康狀況的評估是低的 — 在 2015 年，身心

障礙勞動年齡（16-64 歲）男性和女性分別只有 27%和

25%將自己的健康評為「良好」或「非常良好」。許

多身心障礙者面臨難以取得高品質醫療照護的問

題 — 多達 15%的身心障礙勞動年齡女性和男性醫療

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 

 
最後，身心障礙男性比無身心障礙男性從事較多家

務，不過仍比女性整體低許多。有 29%的身心障礙女

性報告說，履行家務和照顧責任是她們未從事經濟活

動的主要原因，相較之下，未從事經濟活動的男性只

有 1%（EIGE, 2016c）。這發現證實了引進一些措施

來鼓勵男性參與無酬家務的重要性。  
 

教育 
發展措施來支持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參與就業，對政策

制定者來說是個重要議題，尤其許多教育程度低的女

性對社會來說可能代表著重大的未開發潛力。教育程

度低的女性只有相當小的比率在勞動市場，且即使如

此，她們的所得也是所有族群中最低的。她們也最不

可能參與教育與培訓。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與男性有四

分之一生活在貧窮中，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與男性只

有 8%是如此。醫療或牙醫照護需求未獲得滿足也與教

育程度強烈相關 — 有 5%的女性與男性報告自己的

牙醫照護需求未獲得滿足，但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與男

性有 11%。 

 
健康行為也與教育程度強烈相關。教育程度低的人通

常報告說他們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不佳，且較不常從

事運動，尤其是女性。雖然較年長女性在教育程度低

的人當中佔多數，但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年齡人口也存

在著許多不平等。 

 

年齡 
年齡顯然與性別交叉，導致不同年齡的女性與男性在

好幾個生活領域中存在不同的不平等。年齡不僅是生

物特徵，也是社會決定因子，在不同生命階段以及不

同世代產生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效應。世代效應在教育

程度方面是明顯的，在先前的世代，男性較常受高等

教育，但是在今天，年輕的女性在高等教育中佔多數。 

 
歐洲存在著年齡歧視和年齡相關偏見 — 尤其是對較

年長的女性與男性。然而，他們不是唯一受到偏見影

響的人。女性的劣勢處境往往源自她們的家庭狀況，

以及在整個壽命期間不平等的照顧責任分工。舉例而

言，在就業方面，女性在一生當中都處於劣勢，尤其

是在生育年齡期間，她們較常離開勞動市場，或從事

兼職工作。25 到 49 歲的女性有多達 61%肩負著經常

性的照顧責任，相較之下，這個年齡層的男性只有

39%。在這段期間前後，照顧落差較小。再者，這個

年齡層的女性最常是暴力的受害者。  

 
這些不平等在生命歷程累積著，使得較年長女性處於

劣勢 — 她們的收入低許多，年金落差非常大，且老

年生活貧窮的風險最高。這個問題與健康不平等有

關，平均而言，男性活得比女性短許多，但雖然女性

壽命較長，卻往往健康不佳、活得孤獨，且貧窮風險

較高。 
 

家庭型態 
女性與男性有不同的家庭生活經驗。有子女是導致就

業參與率較低的主要原因。照顧子女以及其他依賴的

家庭成員仍是由女性承擔，這使得她們很難平衡工作

與生活。另一方面，男性在有子女時仍較可能工作，

且雖然他們可能參與照顧工作的某些面向，但女性仍

肩負著烹飪和其他家務的負擔，不論她們是否有子女。 

  
單親媽媽和單親爸爸在許多方面尤其承受壓力。即使

單親爸爸已經比有伴侶的男性較不常工作，且收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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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單親媽媽的處境更惡劣 — 她們較常退出勞動

市場，薪資較低、經常經歷貧窮，且特別難取得醫療

和牙醫照護。然而，單親爸爸未像單親媽媽一樣常報

告自己有每天照顧子女的責任，這證實相較於單親媽

媽，單親爸爸平均而言其子女較年長，因此單親身分

對他們的影響不像單親媽媽一樣嚴重。  

 
性別平等指數的結果證實，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工作

與生活平衡政策。要縮小母親身分對女性不成比例的

負面影響，不僅需要國家制定照顧服務和休假政策，

也必須支持和鼓勵父母親之間更平等地分擔照顧工

作。陪產假的個人權利顯然是要鼓勵男性休假，並完

全承擔照護子女的責任，但其他政策措施和規範、生

命歷程和職場因素也塑造著男性與女性的照顧分工

（Wall 與 O’Brien, 2017）。瓦解傳統的性別角色、刻

板印象以及家庭和親職分工，可能是達到性別平等的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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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有何新內容？ 
 

交叉性不平等 
雖然性別平等指數聚焦於性別不平等，認為這是全世

界最普遍且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形式，但它也承認社

會中以及性別之間存在著多樣性。人口是由不同特徵

的人組成，這些特徵交互作用，因此創造和影響著不

同女性與男性族群的生活經驗。基於這個理由，性別

平等指數結合了交叉性不平等的衛星領域，指出有些

女性與男性面臨著年齡、民族、種族、階級、國籍、

性取向或宗教等深植於其他社會文化權力差異，以凸

顯性別不平等的複雜性（Kabeer, 2010）。 

 
要完全瞭解性別不平等，我們需要結合社會中的其他

權力不均衡來探討這個問題。性別平等指數測量的是

歐盟政策相關領域中的性別落差，但為了制定更良好

的政策，並徹底瞭解不平等，我們需要考量女性與男

性間的多樣性。為了產生有效且無排斥的政策措施及

社會介入行動，制度面的社會不平等及其原因和結果

也需要受到檢視。 

 
整體指數在變數層次上應用了交叉分析 —在資料可

取得的允許範圍內，每次根據性別以及另一個交叉變

項（例如年齡與性別、年齡與教育）來分析各種變數。

這麼做可個別分析不同次群體的程度/情況，以及次群

體內的性別落差。性別落差在各群體有差異（例如在

教育團體）會是個明顯的交叉性指標。從政策觀點來

看，這可能找出那些群體的女性和男性處於最不劣勢/

最劣勢地位，以指出進一步鎖定目標的政策措施。  

 
在第一階段，我們執行了交叉性的理論概述（EIGE, 

2017c），以找出從指數觀點來看會是重要的可能交叉

變項（社會-人口型態特徵）。根據理論考量、先前的

研究及資料可取得性，我們選出 5 個交叉變項來進行

進一步的調查：家庭型態、年齡、出生國、身心障礙

和教育。由於缺乏資料，對權力領域不太可能使用交

叉方法。關於適用於指數的交叉探討方法，有一份較

徹底的說明發表在〈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交叉性不

平等〉這份獨立的文件（EIGE, 2017c）以及指數的方

法學報告（EIGE, 2017e）中。 

 

 
 

 

暴力衛星領域 
歐盟及其會員國致力於定期收集對女性暴力的永續性

資料，是根除這個問題的關鍵因素之一。由於缺乏整

合性的模式，且定期資料收集和研究通常不是政策制

定及推動的一部分，因此，系統性監測進展幾乎不可

能。歐盟已注意到，要測量對女性暴力的程度，並深

入瞭解其原因、本質及結果，進一步發展測量工具是

其迫切的必要性。 

 
當性別平等指數首次在 2013 年發展時，所有歐盟會員

國都缺乏可比較的資料，暴力衛星領域是空白的。2015

年提出的第二版性別平等指數基於歐洲基本權利局的

調查發現，建構一個對女性直接暴力的綜合指標，首

次嘗試為暴力衛星領域填入資料。既然消除對女性暴

力是達到性別平等的關鍵面向，我們需要進行更多工

作，讓這個對女性暴力的綜合指標能反映在會員國監

督性別平等的行動中。 

 
為了支持這樣的發展，EIGE 建立了一個歐盟內對女性

暴力的全面測量架構（EIGE, 2017d）。提供一個基礎，

讓我們對暴力程度進行可靠且可比較的統計評估，這

將促進更有效的政策制定和監測進展。這個測量架構

提出了數套指標：（1）對女性暴力的程度且將構成綜

合衡量標準的指標；（2）涵蓋更廣泛對女性暴力形式

的附加指標；以及（3）可深入瞭解與對女性暴力有關

原因和環境背景因素。為反映免於暴力是性別平等不

可或缺一部分的觀念，這套核心指標整合在綜合性暴

力衡量標準中，反映會員國對女性暴力的程度。 

 
圖 64 凸顯了 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相較前一個版本對

暴力領域觀念和測量架構的差異(
20

)。 

 

健康領域 
健康領域聚焦於健康結果的性別落差，但也探討影響

健康的因素，例如健康行為以及醫療照護的取得。我

們需要超越健康的生物面向，思考健康結構和機構的

影響，以及影響健康行為的社會因素，這很重要。 

 
由於缺乏適當的資料，2015 年性別平等指數未納入女

性與男性的健康相關行為差異。2014 年歐洲健康訪問

調查（EHIS）資料已在近期發表，健康/風險行為的觀

念和測量架構被發展出來。納入新版性別平等指數的 4

個健康相關行為指標會產生與健康有關的結果，這些

                                                   
20

 欲獲知更多細節，請參照EIGE即將發表的出版品（2017d）〈2017年性

別平等指數：對女性暴力測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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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明顯影響了疾病負擔，以及（原本可預防的）死

亡及死亡率。不良的飲食、抽菸、喝酒以及不運動，

都是導致提早死亡和身心障礙風險增加的重要行為因

素。舉例而言，歐盟以及歐洲自由貿易區（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EFTA）的會員國中，許多非傳染性疾

病的負擔隨著時間增加，包括缺血性心臟病、肺癌及

糖尿病，這可能是由持續的不良飲食、高血壓、抽菸

以及高身體質量指數等主要風險因子所造成。 

 

圖 64：2015 年至 2017 年暴力衛星領域的結構演進 

 
基於這些理由，健康行為次領域現在有許多資料，且

涵蓋 4 種健康相關行為的 2 個指標： 

 
 健康行為 — 每日攝取蔬果及（或）定時運動； 

 風險行為 — 抽菸及（或）喝酒。 
 
行為會影響健康，產生正面或負面的結果。健康行為

被定義為「與健康維持、健康恢復及健康改善有關的

行為、行動和習慣型態」（《默思比醫學字典》〔Mosby’s 

Medical Dictionary〕, 2009）。廣義來看，健康行為是

指一個人為了維持、達到或恢復良好健康以及防止生

病所採取的任何行動。風險行為或高風險行為被視為

不確定是否會對身體、經濟或心理健康造成結果或（已

證實）會造成負面結果或成本的行為。再者，不從事

提升健康(運動或適當飲食)的行為，也可視為風險行

為。 

 
雖然在觀念上，這兩種行為都是指數的同一個次領

域，但健康行為和風險行為在測量時被當作兩個獨立

的次領域。所有納入測量的指標都符合世界衛生組織

的建議。 

 
健康行為的第一個面向是健康的飲食，這是由攝取足

夠的蔬果來測量。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人每天要攝取 5

份（400 公克）的蔬果，不包括馬鈴薯等澱粉類的蔬菜

（世界衛生組織, 2015b）。健康行為的第二個面向是

運動。歐盟執行委員會在其運動指導方針中遵循著世

界衛生組織的官方建議，即成人每週至少有 150 分鐘

從事中等強度的有氧活動（21）。 
  

                                                   
21

 歐洲統計局定義了花在提升健康（非工作相關）的有氧運動的時間，以及根據花在提

升健康（非工作相關）的有氧運動的時間（每週分鐘數）所計算的人口分佈。納入的運動

包括體運活動，以及來回不同地點的騎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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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2015 年至 2017 年健康領域的結構演進 

 
 

風險行為的第一個面向是抽菸，這是歐洲可預防

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據估計，歐盟所有死亡中有

15% — 包括所有癌症死亡的 25% — 可能可歸

因於抽菸（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1c）。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的說法，抽菸殺害高達半數的抽菸者，

也危害暴露於二手菸的人（世界衛生組織, 2017）。 

 

風險行為的第二個面向是達到危害程度的喝酒，

據估計，此與歐盟每年因癌症、肝硬化、交通事

故和意外、殺人、自殺及神經精神病造成約

195,000 死亡數可能高度相關。酗酒是歐盟內提早

死亡和疾病的第三大原因，前兩個是抽菸和高血

壓（歐盟執行委員會, 2007a）。酗酒被定義為過

去 12 個月平均每個月或以上，在單一場合喝 6 份

以上的酒（總計超過 60 公克的純酒精）（歐盟執

行委員會, 2010a）。喝酒被定義為喝一個玻璃杯

的葡萄酒或啤酒，或喝一小杯的伏特加等。 

 
 
 

 

權力領域 

權力領域聚焦於女性與男性於決策職位的代表

性。從性別平等的觀點來看，權力職位的性別代

表性平衡至關重要：首先，從社會正義的觀點，

所有人都必須有平等的取得權利，再者，從民主

的觀點，社會整體必須達到代表性平等。我們也

需要考量當女性進入先前由男性主導的領域時，

女性代表性提昇可能打破並改變機構實務，反過

來可能為社會創造正向改變。在觀念層次，我們

確認了決策權力的 3 個次領域：政治、社會和經

濟。 

 
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首次涵蓋社會權力次領域，

先前版本因缺乏歐盟全境可比較資料，這個次領

域是空白的。社會權力被定義為「在對社會規範、

態度和價值觀特別有影響的機構中參與決策的能

力」。它聚焦於三個領域的決策：媒體、體育和

研究。媒體透過議題設定影響著公眾觀點、政治

態度及社會關係，包括性別規範。近年來，媒體

與體育越來越盤結在一起，使得體育的社會、政

治和經濟重要性擴大許多。此外，規範、態度和

價值觀不斷地由負責產生知識的學術研究機構塑

造。 

  

平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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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2015 年至 2017 年權力領域的結構演進 

 
 
對於 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我們選擇了以下指標： 

 
 研究補助組織的最高決策單位成員； 

 公共傳媒組織董事；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組織董事。 

 
研究領域的決策將由女性與男性在資助公共研究組織

和大學基本（基礎）及（或）應用研究的最大規模公

共機構之最高決策單位的比例來測量。研究補助組織

在解決研究計畫的性別不平等並強化性別面向上，可

扮演關鍵的角色，它們也能促使所有研究人員 — 不

論性別、職業階段或研究領域 — 發揮其潛力。來自

各國和歐盟來源的申請經費相關資料顯示，女性成功

的比率低於男性（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6c）。 

 
涵蓋媒體決策的指標是女性和男性在歐盟傳媒組織董

事會中的比率。董事會通常是媒體組織的策略決策單

位，且在某些案例，可能也具有執行決策的責任。董

事組成最高階的外部監督委員會，不是隸屬於組織，

就是隸屬於其母公司，且在許多案例，他們是媒體組

織不支薪的員工。在歐盟遵循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的

架構下，這項指標已在 2013 年愛爾蘭擔任主席國期間

獲得歐盟理事會的背書。 

 
為了測量體育領域的決策，我們將使用國家奧林匹克

體育聯盟的一個決策指標。體育聯盟的治理單位通常

要負責體育的策略規劃和推廣、監督規則和法規、提

高參與度，並培養人才。只有代表奧林匹克運動（包

括夏季和冬季）的組織才被納入國家層次的資料收集

範圍。將焦點集中於奧林匹克運動，增加了與參與奧

林匹克運動會的體育組織比較相關資料的可能性，且

能透過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員身分，促成一致（且

容易達成）的體育組織取樣架構。 

 

女性與男性的決策職位比例經常是以會員國層級的少

數職位為基礎 — 舉例而言，有十個會員國的部會首

長職位少於 20 個，而有半數會員國在中央銀行決策單

位的職位不到 10 個。因此，視納入指數的年份而定，

有些會員國的權力領域在時間序列中是有波動的。為

了減緩這個效應，2017 年性別平等指數將使用納入政

治和經濟權力的變數之 3 年平均值（地區層次的政治

決策除外，因為這些資料在 2011 年以前無法取得，且

僅每 2 年收集一次）。 
 

時間領域 
勞動領域測量兩個面向 — 照護活動及社會活動。先

前版本的照護活動次領域已被修正。2015 年的指數觀

察了參與兒童照護和家務活動的勞動人口比率，而

2017 年的指數則是考量整體人口。此外，照護活動的

定義範圍變廣。在 2015 年僅考量兒童照護，而新版本

則將範圍擴大到兒童、較年長人士及身心障礙者的照

護，這麼做的目的是要反應高齡化社會增高的照護需

求，並涵蓋不同類型的照護服務。在高齡化社會中，

照顧家庭中較老年人士及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增加，尤

其是女性越來越需要照顧子女和孫子女，同時也要照

顧年長者和身心障礙親戚。結果，在跨世代不同家庭

成員的需求下，女性花越來越多不成比例的時間來參

與無酬照顧活動。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高齡者和有身

心障礙者的照護，影響著女性和男性的時間使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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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2015 年至 2017 年時間領域的結構演進 

 
 
社會活動是由勞動人口從事體育、文化和休閒活動以

及志工或慈善活動的比率來測量。雖然從觀念來看，

將這個次領域延伸到整體人口而非只有勞動人口，會

是適當的，但由於資料取得受限，無法進行擴大人口

的測量。 

 

勞動領域 
勞動領域總共涵蓋三個面向 — 勞動市場參與、勞動

市場的性別隔離，以及勞動品質。在前一個版本指數

中，勞動品質測量兩個面向 — 工作與生活平衡與勞

動強度。「工作截止期限緊迫」的變數被用來測量工

作強度。進一步分析「截止期限緊迫」的工作特徵可

看出，從工作強度來分析性別落差可能不是最適當

的。換言之，只有某些類型的工作才有截止期限，其

他工作則否，例如服務業。這一點也獲得資料證實 — 

緊迫的截止期限最常發生在工藝勞工、工廠和機械操

作員以及管理人身上，而服務業、銷售和農業勞工最

不可能發生這個問題。由於工作特性，大部分勞工都

是女性的服務工作往往更不可能有截止期限。 

 
因此，我們為工作品質選擇的另一個面向可更普遍適

用於所有工作和勞工，那就是工作保障和職涯晉升前

景。這是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為了分

析工作品質的不同面向所發展的指數之一。職涯發展

和前景是勞動市場達到性別平等的關鍵議題之一。再

者，工作缺乏保障是公認的顯著壓力因素，且對勞工

的職涯發展以及健康和福祉具有破壞性的影響力（歐

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 2016）。職涯前景

指數測量就業的延續性，這是透過一個人的就業狀態

（自雇或受雇）以及合約類型來評估，這個指數也測

量勞工自認職涯晉升可能性、失業可能性，以及組織

縮編的經驗。 

 

 

圖 68：2015 年至 2017 年勞動領域的結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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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性別平等指數的指標列表 

 

領域 次領

域 
N 
指標與參考人

口 
描述 資料來源 2005 2010 2012 2015 

勞
動 

參
與 

1 

全時等量 就

業率（%, 15歲

以上人口） 

全時等量（FTE） 就業率是測量受雇人數的單位

，這可比較每週工作時數可能不同的受雇人。這

個單位是藉由將員工的平均工作時數與全職勞工

的平均工作時數來獲得 因此，一名全職勞工被計

算為一個FTE，而兼職勞工是按工作的時數比例來

獲得分數。舉例而言，如果一名兼職勞工每週工

作20小時，但全職工作應包含40小時，那麼該名

兼職勞工應計算為0.5個FTE。 

歐洲統計局、歐盟勞動

力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2 

勞動壽命持續

時間（年數, 15

歲以上人口） 

勞動壽命持續時間指標（DWL）測量15歲以上之

人被預期在其一生當中參與勞動市場的年數。這

個指標是使用結合人口統計資料（可從歐洲統計

局取得壽命表來計算生存函數）以及勞動市場資

料（勞動力調查按單一年齡族群計算的勞動率）

的機率模型所計算。確切的計算方法可請求歐洲

統計局提供。 

歐洲統計局、歐盟勞動

力調查 

勞動壽命持續時間 – 

每年的資料[lfsi_dwl_a] 

2005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隔
離
與
勞
動
品
質 

3 

受雇於教育、

保健及社會工

作活動之人（

%, 15歲以上

受雇之人） 

受雇於以下經濟活動之人佔總受雇人口的百分比

（根據NACE Rev 2）被納入：P. 教育 +Q. 人體

健康和社會活動，佔全部活動（所有NACE活動）

的百分比。 

歐洲統計局、歐盟勞動

力調查 

按性別、年齡和經濟活

動區分的就業率（從

2008年以後, NACE 

Rev. 2） – 1,000 

[lfsa_egan2] 

按性別、年齡和經濟活

動區分的就業率（

1983-2008, NACE Rev. 

1.1）（1,000）[lfsa_egana] 

2005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4 

能夠離班一兩

個小時照料個

人或家庭事務

（%,15歲以上

勞工） 

Q47. 您會說您在工作時間可以……..安排一兩個

小時離班照料個人或家庭事務？ 1 非常容易; 2 

相當容易; 3 相當困難; 4 非常困難。 

回答「非常容易」之人佔全部（1, 2, 3, 4）的百分

比。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

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

動條件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

算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5 

職涯前景指數

（分數, 0-100

） 

前景指數是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金會

發展的工作品質指數之一，結合了就業狀態（自

雇或受雇）、合約類型、勞工察覺的職涯晉升前

景、感知的失業可能性以及組織縮編的經驗等指

標。這個指數的測量量表是0-100分，分數越高，

工作品質越高。確切的方法可請求歐洲生活品質

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提供。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

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

動條件調查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

件促進基金會的計算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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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

域 

 
N 

指標與參考人
口 

描述 資料來源 2005 2010 2012 2015 

金
錢 

財
務
資
源 

6 

平均月所得（

購買力標準, 

勞動人口） 

在工業、營建和服務業（公共行政、國防、強制

社會保障除外）的平均月所得（以購買力標準計

算）（NACE_R2：B-S_X_O，總年齡族群，服務

於有十名或以上員工的公司）。 

歐洲統計局、SES 

按經濟活動、性別、年

齡區分的平均月所得

[earn_ses06_20] 

按性別、年齡和經濟活

動區分的平均月所得

[earn_ses10_20] 

按性別、年齡和經濟活

動區分的平均月所得

[earn_ses14_20] 

2006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 

使用歐

盟27個

會員國 

克羅埃

西亞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4年 

希臘和

克羅埃

西亞 

2010 

7 

平均等值淨收

入（購買力標

準, 16歲以上

人口） 

均等化可支配收入（以購買力標準計算）是指在

稅後及其他扣除額後可用於花費或儲蓄的家庭總

收入除以轉換成均等化成年人的家庭成員數。家

庭成員數可使用所謂的修正式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等值係數，根據年齡衡量每個人來均等

化。 

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

與生活條件統計 

按年齡和性別區分的平

均收入及收入中位數 

[ilc_di03]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保加利

亞2006

年 

克羅埃

西亞

2010年 

羅馬尼
亞2007
年 

2010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2012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201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經
濟
情
況 

8 

無貧窮風險 

≥收入中位數

的60%（%,16

歲以上人口） 

這是「貧窮風險率」的反向指標，計算方式是用

100減「貧窮風險率」。貧窮風險率是指人的均等

化可支配收入（在社會轉移項目後）低於貧窮風

險門檻的比率，這個比率被設定為在社會轉移項

目後的國家均等化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60%。 

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

與生活條件統計 

按貧窮門檻、年齡和性

別區分的貧窮風險率 

[ilc_li02]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保加利

亞2006

年 

克羅埃

西亞

2010年 

羅馬尼
亞2007
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9 

收入分配S20/ 

S80（%, 16歲

以上人口） 

計算方式為1/「“S80/S20五分位收入分配比」乘以 

100。 

五分位收入分配比（亦稱為「S80/S20比」）是衡

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標準。它的計算方式是收入

最高的20%人口（上五分位）所獲得的總收入相

對於收入最低的20%人口（下五分位）所獲得的

總收入之比率。指數是使用這個指標的「反向」

版本。 

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

與生活條件統計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保加利

亞2007

年 

克羅埃

西亞

2010年 

羅馬尼
亞2007
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愛爾蘭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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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

域 
N 
指標與參考人

口 
描述 資料來源 2005 2010 2012 2015 

知
識 

取
得
和
參
與 

10 

高等教育的畢

業生（%, 15歲

以上人口） 

教育程度測量受過高等教育之人在男性與女性的

佔有率。 

高等教育是其成功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5-8級）

之人佔全部15歲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歐洲統計局、歐盟勞動

力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11 

參與正式或非

正式教育與培

訓之人（%, 15

歲以上人口） 

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教育與培訓之人佔全部15歲以

上人口的百分比。 

終生學習涵蓋持續進行的所有有目的之學習活動

，不論是正式、非正式或不正式的學習活動，目

的是要改善知識、技能及能力。參與教育與培訓

的參考期間是在訪談之前四週。 

歐洲統計局、歐盟勞動

力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隔
離 

12 

教育、健康與

福利、人文與

藝術學科的高

等教育學生（

高等學生）（

%, 15歲以上

人口） 

研讀以下領域之人佔總學生數的百分比：EF14 （

教師培訓與教育科學） +EF2（人文與藝術學科）

+EF7（健康與福利）。到2012年之前為ISCED 5-6

級，在該年之後為ISCED 5-8級。 

歐洲統計局、按教育領

域和性別（2005-2012）

區分的第三級學生教育

統計（ISCED 5-6）

[educ_enrl5] 性別和教

育領域區分的註冊高等

教育學生（2013- 2015

） [educ_uoe_enrt03]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使用

原始變

數計算 

法國

2006年 

盧森堡

2011年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使用

原始變

數計算 

盧森堡

2011年 

2012年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使用

原始變

數計算 

希臘、愛

爾蘭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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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

域 
N 
指標與參考人

口 

 
述 

資料來源 2005 2010 2012 2015 

時
間 

照
護
活
動 

13 

每年照護子女

、孫子女、年

長者或身心障

礙人士之人（

%, 18歲以上

人口） 

每天在有酬工作以外參與以下至少一種照護活動

之人的百分比：照護子女、孫子女、年長者或身

心障礙人士。 問題：（整體）您在有酬工作以外

多常參與以下任何活動？ 

2016年：Q42a 照護及（或）教育您的子女; Q42b 

照護及（或）教育您的孫子女; Q42d 照護75歲以

下的身心障礙或衰弱家庭成員、鄰居或朋友; Q42e 

照護75歲或以上的身心障礙或衰弱家庭成員、鄰

居或朋友; 2012年：Q36a 照護您的子女/孫子女; 

Q36c 照護年長或有身心障礙的親戚; 2007年：

Q36c 照護年長或有身心障礙的親戚; 2003年：

Q37a 照護和教育子女; Q37c 照護年長或有身心

障礙的親戚。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

件促進基金會、歐洲生

活品質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

算 

2003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使用

原始變

數計算 

捷克共

和國、西

班牙、克

羅埃西

亞、波蘭

2007年 

2007年 2012年 2016年 

14 

每天烹飪及（

或）做家事之

人（%, 18歲以

上人口） 

每天在有酬工作以外參與烹飪及（或）作家事之

人的百分比。問題：您在有酬工作以外多常參與

以下任何活動？ 2016年：Q42c 烹飪及（或）作

家事; 2012年：Q36b 烹飪及（或）作家事; 2007

年：Q36b 烹飪及作家事; 2003年：Q37b 作家事

。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

件促進基金會、歐洲生

活品質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

算 

2003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使用

原始變

數計算 

捷克共

和國、西

班牙、克

羅埃西

亞、波蘭

2007年 

2007年 2012年 2016年 

社
會
活
動 

 

 

 
15 

至少每天或一

週有好幾次在

戶外從事體育

、文化或休閒

活動的勞工（

%, 15歲以上

勞工） 

至少每隔一天從事體育、文化或休閒活動之勞動

人口的百分比（每天+一個月好幾次佔總數的比率

）。 問題：2015年：平均而言，您每天花多少小

時從事活動？ Q95g 在戶外從事體育、文化或休

閒活動。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

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

動條件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

算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16 

至少每個月一

次參與志工或

慈善活動的勞

工（%, 15歲以

上勞工） 

至少每個月一次參與志工或慈善活動之勞動人口

的百分比。 

問題：2015年：平均而言，您每天花多少小時從

事活動？ Q95g 志工或慈善活動; 每天; 每週數

次; 每個月數次; 非經常; 從未參與（回答1-3者佔

總數（回答1-5者）的比率）。2005年（EF4.1a）

、2010年（EF3a）：一般而言，您工作時間外多

常在戶外參與志工或慈善活動？ 1 每天1小時或

以上; 2 每天或每隔一天1小時以下; 3 每週一次

或兩次; 4 每個月一次或兩次; 5 每年一次或兩次

; 6 從未參與。（回答1-4者佔總數（回答1-6者）

的比率）。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

件促進基金會、歐洲勞

動條件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

算 

2005年 2010年 2010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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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次

領

域 

N 

指
標
與
參
考
人
口 

描述 資料來源 2005 2010 2012 2015 

權
力 

政
治 

17 

部

會

首

長

佔

有

率

（

%, 

女

性

、男

性） 

部會首長佔有率。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國家政府

（所有部會：低階部會首長 +高階部會首長

）。人口統計是以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的資料

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2004-2005- 
2006年 

克羅埃西亞：
2007-2008-2009

年 

2009-2010- 

2011年 

2011-2012- 

2013年 

2014-2015- 

2016年 

18 

國

會

議

員

佔

有

率

（

%, 

女

性

、男

性） 

國會議員佔有率。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國家國會

（包括兩院）。人口統計是以歐洲統計局資

料庫的資料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2004-2005- 
2006年 

克羅埃西亞：
2007-2008-2009

年 

2009-2010- 

2011年 

2011-2012- 

2013年 

2014-2015- 

2016年 

19 

地

區

議

會

議

員

佔

有

率

（

%, 

女

性

、男

性） 

地區議會議員佔有率。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如國家沒

有地區議會，即納入地方層級政治。人口統

計是以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地區議會 
2009-2010-2011

年 
地方層級政治 

2011年 

地區議會

2009-2010-2011

年 

地方層級政治 

2011年 

地區議會

2011-2012-2013

年 

地方層級政治

2013年 

地區議會

2014-2015-2016

年 

地方層級政治

2015年 

經
濟 

20 

在

最

大

規

模

上

市

公

司

的

委

員

會

、監

在最大規模上市公司董監事會的成員佔比。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人口統計

是以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的資料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2004-2005- 
2006年 

克羅埃西亞：
2007-2008-2009

年 

2009-2010- 

2011年 

2011-2012- 

2013年 

2014-2015-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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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會

或

董

事

會

的

成

員

比

率

（

%, 

女

性

、男

性） 

21 

在

中

央

銀

行

的

董

事

比

率

（

%, 

女

性

、男

性） 

在中央銀行的董事比率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人口統計

是以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的資料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2004-2005- 
2006年 

克羅埃西亞：
2007- 

2008-2009年 

2009-2010- 

2011年 

2011-2012- 

2013年 

2014-2015- 

2016年 

社
會 

22 

研

究

補

助

組

織

的

董

事

比

率

（

%, 

女

性

、男

性） 

在研究補助組織最高決策單位的成員比率。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人口統計

是以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的資料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3 

在

公

共

傳

媒

組

織

的

董

事

比

率

（

%, 

女

在公共傳媒組織的董事比率。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人口統計

是以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的資料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4-2015-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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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男

性） 

24 

國

家

奧

林

匹

克

體

育

組

織

最

高

決

策

單

位

成

員

佔

有

率

（

%, 

女

性

、男

性） 

在十個最受歡迎國家奧林匹克體育組織最高

決策單位的成員比率。 

以三年平均值為基礎的比率，以及每一種性

別在人口中的比率（18歲以上）。人口統計

是以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的資料為基礎。 

EIGE性別統計資料

庫女性與男性決策 

EIGE收集的資料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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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

域 
N 
指標與參考人

口 
描述 資料來源 2005 2010 2012 2015 

健
康 

狀
態 

25 

自覺健康狀況

, 良好或非常

良好（%, 16歲

以上人口） 

將自己的健康狀況評估為「非常良好」或「良好

」之人佔全部的百分比。這個觀念可用以下問題

來理解：一個人如何使用以下其中一種類別來看

待自己的整體健康：非常良好/良好/尚可/不良/非

常不良。 

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

與生活條件統計 

按性別、年齡和勞動狀

態區分的自覺健康狀況

（%） [hlth_silc_01] 

2005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保加利
亞2006
年 

克羅埃
西亞

2010年 
羅馬尼
亞2007
年 

2010年 

2012年 
克羅埃
西亞 

2011年
（男性） 

2015年 

 

26 

在出生時的平

均餘命絕對值

（年數） 

在某個年齡的平均餘命是指在該年齡的某個人，

在其剩餘壽命接受目前的死亡條件下，可預期繼

續存活的年數（特定年齡的死亡機率，亦即對目

前期間可觀察到的死亡率）。 

歐洲統計局死亡率資料 

健康生活年數（從2004

年以後） [hlth_hlye]，

指標F_0_LE – 女性出

生時的平均餘命絕對值

以及 M_0_LE – 男性

出生時的平均餘命絕對

值 

2005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2010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義大利
2009年 

2012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瑞典

2011年 

2015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27 

在出生時的健

康生活年數絕

對值（年數） 

健康生活年數測量特定年齡的某個人被預期存活

且無任何嚴重或中度健康問題的剩餘年數。 

健康生活年數是個綜合指標，結合了死亡率資料

與來自健康微型單元（EU-SILC）的健康狀態資

料：自我覺察的問題，目標是要測量在至少六個

月期間，因為可能影響應答者的某個健康問題，

使其通常會從事的活動受到任何限制的程度。 

 

 

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

與生活條件統計以及死

亡率資料 

健康生活年數（從2004 

年以後） [hlth_hlye]，

指標F_0_DFLE – 女性

出生時的健康生活年數

絕對值以及M_0_DFLE 

– 男性出生時的健康生

活年數絕對值 

2005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保加利
亞2006
年 

克羅埃
西亞

2010年 
羅馬尼
亞2007
年 

2010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義大利
2009年 

2012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瑞典

2011年 

2015年
總計：女
性與男
性的平
均值 

行
為 

28 

不抽菸且未參

與酗酒的人口

（%, 16歲以

上人口） 

未從事風險行為之人的百分比，亦即不抽菸，且

未有斷續大量飲酒的情況。斷續大量飲酒是指過

去十二個月，在一個場合、每個月或更常飲下六

份酒，或60公克以上純酒精之情況。一份酒的定

義是一杯葡萄酒、一杯啤酒、一小杯威士忌等。

抽菸及（或）喝酒的每個人都被認為從事風險行

為。 

歐洲統計局、歐洲健康

訪問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法國、荷
蘭：EIGE
的估計
值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法國、荷
蘭：EIGE
的估計
值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法國、荷
蘭：EIGE
的估計
值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法國、荷
蘭：EIGE
的估計
值 

29 

從事運動及（

或）攝取蔬果

之人（%, 16歲

以上人口） 

每週至少運動150分鐘及（或）每天攝取至少五份

蔬果之人的百分比。這兩種行為均反映了世界衛

生組織的正式建議。 

歐洲統計局提供了從事提升健康（非工作相關）

的有氧運動所花時間（每週分鐘數）之相關資訊

，包括體育活動以及往返不同地點的騎自行車。

五份（400克）蔬果不包括濃縮液體製造的果汁及

馬鈴薯（澱粉類）。 

歐洲統計局、歐洲健康

訪問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比利時 
、荷蘭：
EIGE的
估計值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比利時 
、荷蘭：
EIGE的
估計值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比利時 
、荷蘭：
EIGE的
估計值 

2014年
28個歐
盟會員
國：非加
權平均
值 

比利時 
、荷蘭：
EIGE的
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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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次領

域 
N 
指標與參考

人口 
描述 資料來源 2005 2010 2012 2015 

健
康 

取
得 

30 

無醫療檢查

需求未獲得

滿足之人口

（%, 16歲以

上人口） 

自我報告的醫療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變數是指

應答者評估自己是否需要檢查或治療，但最終未

獲得檢查或治療。「未宣稱需求未獲得滿足」之

人的百分比。醫療照護：係指醫師或同等專業人

士根據國家醫療照護系統，提供或在其直接監督

下的個人醫療照護服務（不包括牙醫照護的醫療

檢查或治療）。 

歐洲統計局、歐盟收入

與生活條件統計 

按性別、年齡、詳述的

理由以及收入五分位

數區分的自我報告醫

療檢查需求未獲得滿

足（%） [hlth_silc_08] 

2005年28

個歐盟會

員國：非加

權平均值 

保加利亞

2006年 

克羅埃西

亞2010年 

羅馬尼亞
2007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31 

無牙醫檢查

需求未獲得

滿足之人口

（%, 16歲以

上人口） 

自我報告的牙醫檢查需求未獲得滿足。變數是指

應答者評估自己是否需要檢查或治療，但最終未

獲得檢查或治療。「未宣稱需求未獲得滿足」之

人的百分比。牙醫照護：係指口腔科醫師（牙醫

師）提供或在其直接監督下的個人醫療照護服務

，牙齒矯正醫師提供的醫療照護包括在內。 

按性別、年齡、詳述的

理由以及收入五分位

數區分的自我報告牙

醫檢查需求未獲得滿

足（%） [hlth_silc_09] 

2005年28

個歐盟會

員國：非加

權平均值 

保加利亞

2006年 

克羅埃西

亞2010年 

羅馬尼亞
2007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附
加
變
數 

  
18歲及以上

年齡族群的

人口 

年齡在18歲及以上的人口 

歐洲統計局, 人口統

計 

(1) 按廣泛的年齡族群

及性別區分的1月1日

人口 

[demo_pjanbroad] 

(2) 按年齡及性別區分

的1月1日人口
[demo_pjan] 

2004-2005- 

2006年 

2009-2010- 

2011年 

2011-2012- 

2013年 

2014-2015-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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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性別平等指數的分數 

表 4：歐盟會員國在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和 2015 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分數、排名及變化 

 

 

國家 

 

分數（點數） 

 

排名 

 

差異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201

5 

 

2012-201

5 

EU-28 62.0 63.8 65.0 66.2 – – – – 4.2 1.2 

BE 66.0 69.3 70.2 70.5 6 5 5 7 4.5 0.3 

BG 56.0 55.0 56.9 58.0 14 17 15 16 2.0 1.1 

CZ 53.6 55.6 56.7 53.6 17 14 17 23 0.0 – 3.1 

DK 74.6 75.2 75.6 76.8 2 2 2 2 2.2 1.2 

DE 60.0 62.6 64.9 65.5 12 11 12 12 5.5 0.6 

EE 52.2 53.4 53.5 56.7 21 21 22 20 4.5 3.2 

IE 61.9 65.4 67.7 69.5 10 9 8 8 7.6 1.8 

EL 46.8 48.6 50.1 50.0 27 28 28 28 3.2 – 0.1 

ES 62.2 66.4 67.4 68.3 9 8 9 11 6.1 0.9 

FR 65.2 67.5 68.9 72.6 7 7 6 5 7.4 3.7 

HR 50.3 52.3 52.6 53.1 22 25 23 24 2.8 0.5 

IT 49.2 53.3 56.5 62.1 26 22 18 14 12.9 5.6 

CY 45.9 49.0 50.6 55.1 28 27 27 22 9.2 4.5 

LV 53.4 55.2 56.2 57.9 18 16 19 17 4.5 1.7 

LT 55.8 54.9 54.2 56.8 16 18 21 19 1.0 2.6 

LU 64.4 61.2 65.9 69.0 8 12 11 9 4.6 3.1 

HU 49.5 52.4 51.8 50.8 25 24 25 27 1.3 – 1.0 

MT 56.0 54.4 57.8 60.1 15 19 14 15 4.1 2.3 

NL 67.8 74.0 74.0 72.9 5 3 4 4 5.1 – 1.1 

AT 59.5 58.7 61.3 63.3 13 13 13 13 3.8 2.0 

PL 52.4 55.5 56.9 56.8 20 15 16 18 4.4 – 0.1 

PT 49.9 53.7 54.4 56.0 23 20 20 21 6.1 1.6 

RO 49.9 50.8 51.2 52.4 24 26 26 25 2.5 1.2 

SI 60.8 62.7 66.1 68.4 11 10 10 10 7.6 2.3 

SK 52.5 53.0 52.4 52.4 19 23 24 26 – 0.1 0.0 

FI 72.0 73.1 74.4 73.0 3 4 3 3 1.0 – 1.4 

SE 78.8 80.1 79.7 82.6 1 1 1 1 3.8 2.9 

UK 71.2 68.7 68.9 71.5 4 6 

 

7 6 0.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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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2005 年按領域和歐盟會員國區分的性別平等指數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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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62.0 70.0 73.9 60.8 66.7 38.9 85.9 - - - - - - - 

BE 66.0 71.0 81.3 68.1 74.3 39.8 86.3 6 11 8 4 6 9 14 

BG 56.0 67.3 54.3 52.5 50.9 48.4 72.6 14 20 27 19 23 5 27 

CZ 53.6 65.3 70.2 52.2 51.2 29.6 84.6 17 23 18 20 22 17 17 

DK 74.6 78.9 82.7 73.7 82.7 54.7 91.1 2 1 4 2 3 3 4 

DE 60.0 68.1 83.3 55.3 66.6 34.0 86.6 12 16 3 15 12 14 12 

EE 52.2 71.0 58.4 49.5 74.6 22.5 81.0 21 12 24 22 5 23 23 

IE 61.9 71.1 79.5 60.8 74.2 32.1 90.4 10 10 11 9 7 15 6 

EL 46.8 62.5 71.9 47.2 46.2 18.2 84.6 27 26 16 25 28 25 18 

ES 62.2 68.1 73.6 59.3 58.0 45.9 88.1 9 18 14 10 18 6 10 

FR 65.2 70.5 81.6 62.3 69.1 43.6 86.9 7 14 7 7 11 7 11 

HR 50.3 67.5 68.6 43.6 48.3 27.4 81.4 22 19 20 27 25 20 22 

IT 49.2 60.8 76.2 54.1 60.1 16.1 85.8 26 27 13 18 16 28 15 

CY 45.9 66.3 72.6 43.4 47.7 16.4 85.8 28 21 15 28 26 26 16 

LV 53.4 71.7 56.3 46.6 59.1 34.8 73.8 18 8 26 26 17 13 26 

LT 55.8 71.9 57.0 55.1 53.5 37.3 77.6 16 7 25 16 21 10 25 

LU 64.4 68.1 93.1 62.0 73.2 36.2 89.2 8 17 1 8 9 12 8 

HU 49.5 65.4 66.5 56.9 61.1 16.3 82.4 25 22 21 12 13 27 21 

MT 56.0 60.8 70.3 62.4 60.8 27.8 90.7 15 28 17 6 14 19 5 

NL 67.8 74.8 82.2 63.9 86.4 40.3 89.7 5 3 6 5 2 8 7 

AT 59.5 73.7 82.5 58.9 60.2 29.5 91.4 13 6 5 11 15 18 3 

PL 52.4 65.2 61.4 56.7 54.6 26.3 80.6 20 25 23 13 20 22 24 

PT 49.9 70.6 68.8 48.6 47.3 22.2 83.8 23 13 19 23 27 24 19 

RO 49.9 68.6 53.2 47.9 48.9 30.7 69.5 24 15 28 24 24 16 28 

SI 60.8 71.2 77.7 52.1 73.4 36.5 86.3 11 9 12 21 8 11 13 

SK 52.5 65.3 61.5 54.5 55.3 26.9 83.5 19 24 22 17 19 21 20 

FI 72.0 74.2 80.1 56.6 81.6 68.4 89.2 3 4 9 14 4 2 9 

SE 78.8 78.7 84.1 68.1 89.6 74.1 91.7 1 2 2 3 1 1 2 

UK 71.2 74.2 79.7 75.8 69.4 51.4 93.1 4 5 10 1 10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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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2010 年按領域和歐盟會員國區分的性別平等指數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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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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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012 年按領域和歐盟會員國區分的性別平等指數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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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65.0 71.0 78.4 62.8 68.9 43.5 87.2 - - - - - - - 

BE 70.2 72.8 85.6 70.6 71.8 50.5 86.4 5 9 4 4 8 8 16 

BG 56.9 68.7 60.5 51.9 47.4 49.4 75.8 15 19 26 25 24 9 27 

CZ 56.7 65.3 74.0 57.7 55.5 32.0 85.7 17 25 17 15 19 16 18 

DK 75.6 79.7 85.7 71.3 85.4 57.5 90.2 2 2 3 2 2 3 6 

DE 64.9 70.6 84.0 57.1 67.8 46.0 89.4 12 17 8 16 12 10 9 

EE 53.5 71.4 64.9 53.8 70.1 22.0 82.1 22 15 24 24 11 26 23 

IE 67.7 73.7 84.4 67.7 76.5 40.7 90.4 8 8 7 6 5 12 5 

EL 50.1 63.6 71.1 54.3 45.2 22.3 83.9 28 27 20 23 27 25 21 

ES 67.4 72.3 76.0 64.2 65.8 52.9 89.1 9 12 16 9 13 6 11 

FR 68.9 71.9 83.7 62.4 70.3 55.1 86.8 6 13 9 10 10 5 14 

HR 52.6 68.3 68.9 48.5 54.7 27.3 82.8 23 20 23 28 22 22 22 

IT 56.5 62.4 78.7 56.7 61.4 29.4 86.5 18 28 15 17 15 19 15 

CY 50.6 68.9 81.7 58.2 45.9 17.4 87.1 27 18 11 14 26 28 13 

LV 56.2 74.3 59.6 48.8 60.8 37.9 77.9 19 7 27 27 16 13 26 

LT 54.2 72.6 64.3 54.7 55.7 27.7 79.6 21 10 25 21 18 21 25 

LU 65.9 72.5 92.1 68.7 71.5 34.9 90.0 11 11 1 5 9 14 7 

HU 51.8 66.4 69.8 54.3 55.2 21.9 85.9 25 24 22 22 21 27 17 

MT 57.8 68.2 80.6 66.3 58.7 25.0 91.6 14 21 13 8 17 24 3 

NL 74.0 76.2 87.0 66.9 86.7 56.6 89.7 4 3 2 7 1 4 8 

AT 61.3 75.6 83.6 59.9 65.3 30.8 91.5 13 4 10 11 14 17 4 

PL 56.9 66.6 70.3 56.5 55.3 34.8 81.7 16 23 21 18 20 15 24 

PT 54.4 71.4 71.7 54.9 46.0 29.7 84.4 20 14 19 20 25 18 20 

RO 51.2 67.8 59.2 50.2 53.2 28.8 70.2 26 22 28 26 23 20 28 

SI 66.1 71.3 81.3 54.9 72.4 51.5 87.3 10 16 12 19 7 7 12 

SK 52.4 64.9 72.1 59.6 43.4 25.4 85.0 24 26 18 12 28 23 19 

FI 74.4 74.8 84.8 59.5 81.0 73.2 89.3 3 6 6 13 4 2 10 

SE 79.7 81.4 85.3 70.9 83.5 75.2 93.0 1 1 5 3 3 1 2 

UK 68.9 75.4 80.5 73.5 73.2 42.0 93.7 7 5 14 1 6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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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2015 年按領域和歐盟會員國區分的性別平等指數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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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66.2 71.5 79.6 63.4 65.7 48.5 87.4 - - - - - - - 

BE 70.5 73.8 87.5 71.1 65.3 53.4 86.3 7 9 2 4 12 8 15 

BG 58.0 68.6 61.9 53.3 42.7 56.0 76.4 16 21 27 23 28 7 27 

CZ 53.6 66.1 75.9 57.3 57.3 22.6 86.0 23 25 16 16 18 26 17 

DK 76.8 79.2 86.6 73.6 83.1 61.5 89.6 2 2 5 1 3 4 9 

DE 65.5 71.4 84.2 52.9 65.0 53.0 90.5 12 17 10 25 13 9 6 

EE 56.7 72.1 66.7 53.2 74.7 28.2 81.5 20 13 24 24 5 22 24 

IE 69.5 73.9 84.7 66.4 74.2 48.6 90.6 8 8 9 7 6 12 5 

EL 50.0 64.2 70.7 55.6 44.7 21.7 83.1 28 27 21 20 27 27 22 

ES 68.3 72.4 75.9 65.3 64.0 57.0 89.6 11 12 17 9 15 6 10 

FR 72.6 72.1 86.1 66.1 67.3 68.2 87.1 5 14 7 8 10 2 14 

HR 53.1 69.4 69.9 49.8 51.0 28.5 83.3 24 20 23 27 22 21 21 

IT 62.1 62.4 78.6 61.4 59.3 45.3 86.3 14 28 15 12 17 13 16 

CY 55.1 70.7 79.2 58.5 51.3 24.7 88.2 22 19 14 15 21 24 12 

LV 57.9 73.6 64.3 48.9 65.8 39.0 78.4 17 10 26 28 11 15 26 

LT 56.8 73.2 65.6 55.8 50.6 36.6 79.1 19 11 25 19 23 16 25 

LU 69.0 74.0 94.4 69.4 69.1 43.5 89.0 9 7 1 5 9 14 11 

HU 50.8 67.2 70.7 56.9 54.3 18.7 86.0 27 22 22 17 19 28 18 

MT 60.1 71.0 82.4 65.2 64.2 27.4 91.8 15 18 11 10 14 23 3 

NL 72.9 76.7 86.8 67.3 83.9 52.9 89.9 4 3 4 6 2 11 7 

AT 63.3 76.1 85.9 63.2 61.2 34.9 91.7 13 5 8 11 16 18 4 

PL 56.8 66.8 73.3 56.0 52.5 35.1 82.2 18 24 19 18 20 17 23 

PT 56.0 72.0 70.9 54.8 47.5 33.9 83.6 21 15 20 22 25 19 20 

RO 52.4 67.1 59.4 51.8 50.3 33.2 70.4 25 23 28 26 24 20 28 

SI 68.4 71.8 81.6 55.0 72.9 60.6 87.7 10 16 12 21 7 5 13 

SK 52.4 65.5 74.0 60.0 46.3 23.1 85.3 26 26 18 14 26 25 19 

FI 73.0 74.7 86.4 61.3 77.4 65.3 89.7 3 6 6 13 4 3 8 

SE 82.6 82.6 87.5 72.8 90.1 79.5 94.1 1 1 3 2 1 1 1 

UK 71.5 76.6 81.2 71.8 69.9 53.0 93.1 6 4 13 3 8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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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歐盟會員國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在勞動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以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勞動領域 參與 隔離與勞動品質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70.0 70.5 71.0 71.5 77.5 78.1 78.7 79.8 63.3 63.7 64.0 64.0 

BE 71.0 72.7 72.8 73.8 72.3 75.7 75.4 77.5 69.8 69.8 70.4 70.2 

BG 67.3 67.9 68.7 68.6 77.9 81.3 82.0 82.7 58.1 56.7 57.6 56.9 

CZ 65.3 64.9 65.3 66.1 79.6 78.9 79.9 81.8 53.6 53.3 53.3 53.5 

DK 78.9 79.8 79.7 79.2 88.5 88.5 88.3 87.2 70.3 71.9 72.1 72.0 

DE 68.1 70.0 70.6 71.4 75.6 79.0 80.2 81.9 61.4 62.1 62.1 62.2 

EE 71.0 71.2 71.4 72.1 87.2 87.3 87.7 88.6 57.9 58.1 58.1 58.7 

IE 71.1 73.5 73.7 73.9 75.1 77.4 77.3 78.3 67.4 69.8 70.2 69.7 

EL 62.5 63.6 63.6 64.2 68.0 71.1 69.4 71.0 57.5 57.0 58.4 58.0 

ES 68.1 71.8 72.3 72.4 70.9 77.0 77.5 78.0 65.4 66.9 67.4 67.3 

FR 70.5 71.5 71.9 72.1 79.1 81.1 81.4 82.3 62.9 63.1 63.5 63.2 

HR 67.5 67.2 68.3 69.4 74.5 75.0 75.5 78.5 61.1 60.3 61.8 61.4 

IT 60.8 61.3 62.4 62.4 63.8 64.9 66.7 66.7 58.0 57.8 58.5 58.4 

CY 66.3 70.5 68.9 70.7 78.5 85.2 83.4 84.7 55.9 58.3 56.9 59.0 

LV 71.7 72.6 74.3 73.6 83.6 86.9 86.9 87.8 61.4 60.7 63.5 61.8 

LT 71.9 72.6 72.6 73.2 84.1 86.0 86.8 88.2 61.5 61.3 60.8 60.7 

LU 68.1 70.9 72.5 74.0 70.2 74.8 77.7 81.3 66.1 67.3 67.7 67.4 

HU 65.4 66.0 66.4 67.2 74.8 75.8 76.9 79.6 57.2 57.5 57.4 56.7 

MT 60.8 65.1 68.2 71.0 51.4 58.6 63.2 68.9 71.8 72.3 73.7 73.1 

NL 74.8 76.3 76.2 76.7 75.1 78.5 78.6 79.2 74.5 74.1 73.9 74.3 

AT 73.7 75.3 75.6 76.1 77.0 80.3 80.9 81.4 70.6 70.6 70.6 71.2 

PL 65.2 66.3 66.6 66.8 75.1 77.9 78.3 79.5 56.7 56.5 56.5 56.2 

PT 70.6 71.4 71.4 72.0 84.4 85.6 84.1 85.4 59.0 59.5 60.6 60.8 

RO 68.6 67.9 67.8 67.1 79.3 78.8 78.5 77.5 59.3 58.6 58.5 58.1 

SI 71.2 71.9 71.3 71.8 83.5 84.4 83.7 83.5 60.7 61.3 60.7 61.7 

SK 65.3 64.8 64.9 65.5 78.2 79.0 78.8 80.6 54.6 53.1 53.4 53.2 

FI 74.2 74.5 74.8 74.7 88.2 88.9 89.2 89.2 62.5 62.4 62.7 62.6 

SE 78.7 80.4 81.4 82.6 88.7 91.9 93.8 95.4 69.9 70.4 70.6 71.5 

UK 74.2 75.1 75.4 76.6 80.4 81.1 81.6 83.6 68.4 69.5 69.6 70.2 

 排名 

勞動領域 參與 隔離與勞動品質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 - - - - - - - - - - - 

BE 11 8 9 9 23 23 25 24 6 6 6 6 

BG 20 20 19 21 15 10 10 11 20 25 23 24 

CZ 23 25 25 25 10 16 15 14 28 27 28 27 

DK 1 2 2 2 2 3 3 6 4 3 3 3 

DE 16 18 17 17 17 15 14 13 14 13 14 13 

EE 12 15 15 13 4 4 4 3 22 21 22 20 

IE 10 7 8 8 18 20 22 22 8 7 7 8 

EL 26 27 27 27 26 26 26 26 23 24 21 23 

ES 18 12 12 12 24 21 21 23 10 10 10 10 

FR 14 13 13 14 12 11 12 12 11 11 12 11 

HR 19 21 20 20 22 24 24 21 16 17 15 16 

IT 27 28 28 28 27 27 27 28 21 22 20 21 

CY 21 17 18 19 13 8 9 8 26 20 25 19 

LV 8 9 7 10 7 5 5 5 15 16 11 14 

LT 7 10 10 11 6 6 6 4 13 14 16 18 

LU 17 16 11 7 25 25 20 16 9 9 9 9 

HU 22 23 24 22 21 22 23 18 24 23 24 25 

MT 28 24 21 18 28 28 28 27 2 2 2 2 

NL 3 3 3 3 19 18 17 20 1 1 1 1 

AT 6 4 4 5 16 13 13 15 3 4 4 5 

PL 25 22 23 24 20 19 19 19 25 26 26 26 

PT 13 14 14 15 5 7 7 7 19 18 18 17 

RO 15 19 22 23 11 17 18 25 18 19 19 22 

SI 9 11 16 16 8 9 8 10 17 15 17 15 

SK 24 26 26 26 14 14 16 17 27 28 27 28 

FI 4 6 6 6 3 2 2 2 12 12 13 12 

SE 2 1 1 1 1 1 1 1 5 5 5 4 

UK 5 5 5 4 9 12 11 9 7 8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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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歐盟會員國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在金錢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以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金錢領域 財務資源 經濟情況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73.9 78.4 78.4 79.6 60.9 69.4 70.0 73.0 89.7 88.6 87.9 86.7 

BE 81.3 85.5 85.6 87.5 73.9 77.9 78.6 82.7 89.5 94.0 93.3 92.6 

BG 54.3 60.8 60.5 61.9 33.5 44.7 44.2 48.2 88.1 82.8 82.7 79.5 

CZ 70.2 73.8 74.0 75.9 50.6 55.1 55.8 58.8 97.4 98.7 98.1 98.1 

DK 82.7 83.6 85.7 86.6 71.2 78.3 80.4 82.4 96.1 89.3 91.4 91.1 

DE 83.3 83.2 84.0 84.2 73.7 77.1 78.1 81.2 94.1 89.8 90.2 87.4 

EE 58.4 65.5 64.9 66.7 41.4 49.5 50.2 56.4 82.2 86.7 84.0 79.0 

IE 79.5 85.5 84.4 84.7 73.6 81.1 80.7 81.0 85.8 90.2 88.2 88.6 

EL 71.9 75.3 71.1 70.7 62.2 66.7 62.7 61.4 83.2 84.9 80.7 81.4 

ES 73.6 77.1 76.0 75.9 63.5 70.4 69.6 71.0 85.4 84.4 82.9 81.2 

FR 81.6 83.5 83.7 86.1 71.4 75.9 77.2 80.4 93.2 91.8 90.6 92.3 

HR 68.6 68.6 68.9 69.9 56.2 56.2 55.7 57.1 83.8 83.8 85.2 85.6 

IT 76.2 78.9 78.7 78.6 68.0 72.5 72.8 73.0 85.4 86.0 85.1 84.6 

CY 72.6 80.7 81.7 79.2 60.5 74.8 76.4 72.1 87.1 87.1 87.4 87.1 

LV 56.3 58.9 59.6 64.3 40.2 43.5 43.5 51.9 78.7 79.8 81.5 79.5 

LT 57.0 60.8 64.3 65.6 40.7 47.8 48.4 53.5 80.1 77.3 85.5 80.4 

LU 93.1 91.8 92.1 94.4 91.2 91.2 91.6 97.0 95.1 92.5 92.7 92.0 

HU 66.5 70.8 69.8 70.7 47.3 51.0 52.5 55.2 93.4 98.3 92.9 90.5 

MT 70.3 79.2 80.6 82.4 53.0 68.6 69.5 73.3 93.3 91.3 93.3 92.8 

NL 82.2 86.6 87.0 86.8 72.6 77.7 77.6 79.1 93.1 96.5 97.5 95.4 

AT 82.5 82.8 83.6 85.9 71.9 74.7 75.8 79.8 94.6 91.8 92.2 92.5 

PL 61.4 69.5 70.3 73.3 46.2 54.6 56.2 61.4 81.4 88.5 88.0 87.5 

PT 68.8 71.8 71.7 70.9 58.0 60.4 60.7 60.3 81.5 85.3 84.8 83.5 

RO 53.2 59.8 59.2 59.4 36.1 42.5 42.7 45.7 78.4 84.2 82.1 77.3 

SI 77.7 80.3 81.3 81.6 62.9 67.3 68.3 69.8 95.9 95.8 96.7 95.5 

SK 61.5 70.2 72.1 74.0 40.1 51.9 53.9 56.4 94.5 95.1 96.4 97.2 

FI 80.1 84.1 84.8 86.4 67.9 74.6 76.2 78.5 94.6 94.9 94.4 95.2 

SE 84.1 85.3 85.3 87.5 72.2 75.9 77.4 82.3 98.0 95.8 93.9 93.1 

UK 79.7 79.8 80.5 81.2 77.1 74.4 75.1 77.0 82.5 85.7 86.3 85.6 

 排名 

金錢領域 財務資源 經濟情況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 - - - - - - - - - - - 

BE 8 4 4 2 3 4 4 2 14 8 8 8 

BG 27 25 26 27 28 26 26 27 15 26 25 25 

CZ 18 18 17 16 20 20 20 20 2 1 1 1 

DK 4 7 3 5 10 3 3 3 3 15 12 12 

DE 3 9 8 10 4 6 5 5 9 14 14 16 

EE 24 24 24 24 23 24 24 23 23 18 23 27 

IE 11 3 7 9 5 2 2 6 17 13 15 14 

EL 16 17 20 21 15 17 17 17 21 22 28 22 

ES 14 16 16 17 13 14 14 15 19 23 24 23 

FR 7 8 9 7 9 7 8 7 12 10 13 10 

HR 20 23 23 23 18 19 21 21 20 25 20 19 

IT 13 15 15 15 11 13 13 13 18 19 21 20 

CY 15 11 11 14 16 9 9 14 16 17 17 17 

LV 26 28 27 26 25 27 27 26 27 27 27 26 

LT 25 26 25 25 24 25 25 25 26 28 19 24 

LU 1 1 1 1 1 1 1 1 5 9 10 11 

HU 21 20 22 22 21 23 23 24 10 2 9 13 

MT 17 14 13 11 19 15 15 12 11 12 7 7 

NL 6 2 2 4 6 5 6 9 13 3 2 4 

AT 5 10 10 8 8 10 11 8 7 11 11 9 

PL 23 22 21 19 22 21 19 18 25 16 16 15 

PT 19 19 19 20 17 18 18 19 24 21 22 21 

RO 28 27 28 28 27 28 28 28 28 24 26 28 

SI 12 12 12 12 14 16 16 16 4 5 3 3 

SK 22 21 18 18 26 22 22 22 8 6 4 2 

FI 9 6 6 6 12 11 10 10 6 7 5 5 

SE 2 5 5 3 7 8 7 4 1 4 6 6 

UK 10 13 14 13 2 12 12 11 22 20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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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歐盟會員國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在知識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以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知識領域              取得和參與 隔離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60.8 61.8 62.8 63.4 67.0 68.5 70.4 72.1 55.2 55.8 56.1 55.6 

BE 68.1 70.6 70.6 71.1 70.7 73.3 72.5 73.3 65.7 68.1 68.8 68.9 

BG 52.5 50.4 51.9 53.3 53.0 53.9 54.6 56.1 51.9 47.1 49.3 50.7 

CZ 52.2 55.4 57.7 57.3 52.0 61.4 66.3 66.9 52.4 50.0 50.2 49.2 

DK 73.7 73.2 71.3 73.6 81.1 81.7 80.5 82.1 67.0 65.6 63.1 66.0 

DE 55.3 56.3 57.1 52.9 56.7 59.9 62.7 61.0 53.9 53.0 51.9 45.9 

EE 49.5 51.6 53.8 53.2 66.7 67.4 70.5 67.9 36.8 39.5 41.1 41.7 

IE 60.8 65.3 67.7 66.4 67.1 72.7 74.0 74.1 55.1 58.6 62.0 59.6 

EL 47.2 53.4 54.3 55.6 54.3 59.8 60.7 63.9 41.0 47.7 48.5 48.4 

ES 59.3 63.5 64.2 65.3 68.8 71.8 73.0 73.3 51.1 56.2 56.6 58.1 

FR 62.3 62.0 62.4 66.1 67.1 67.9 69.7 77.5 57.9 56.6 55.8 56.4 

HR 43.6 49.9 48.5 49.8 52.5 57.5 58.7 59.3 36.3 43.3 40.0 41.8 

IT 54.1 53.8 56.7 61.4 51.8 53.7 54.4 56.1 56.6 53.9 59.2 67.1 

CY 43.4 55.5 58.2 58.5 65.5 73.6 73.2 73.3 28.7 41.9 46.2 46.6 

LV 46.6 49.2 48.8 48.9 60.2 60.5 62.2 59.1 36.1 40.0 38.3 40.5 

LT 55.1 54.3 54.7 55.8 66.8 65.0 66.2 68.4 45.5 45.4 45.3 45.4 

LU 62.0 66.3 68.7 69.4 65.6 74.8 78.6 84.1 58.7 58.7 60.1 57.2 

HU 56.9 54.5 54.3 56.9 59.0 59.2 59.6 64.6 55.0 50.1 49.5 50.0 

MT 62.4 65.4 66.3 65.2 50.6 59.2 60.2 61.3 77.0 72.3 73.0 69.5 

NL 63.9 66.9 66.9 67.3 73.4 77.1 78.0 80.9 55.7 58.1 57.5 56.0 

AT 58.9 58.9 59.9 63.2 58.9 61.2 61.8 72.0 58.9 56.6 58.1 55.5 

PL 56.7 57.8 56.5 56.0 63.0 62.3 61.5 61.3 50.9 53.6 51.9 51.1 

PT 48.6 50.1 54.9 54.8 48.5 50.8 59.1 59.5 48.7 49.5 51.0 50.6 

RO 47.9 47.2 50.2 51.8 49.2 50.1 52.7 52.9 46.6 44.4 47.9 50.7 

SI 52.1 55.0 54.9 55.0 67.9 68.4 67.1 67.4 39.9 44.2 45.0 44.9 

SK 54.5 59.5 59.6 60.0 55.7 59.1 58.8 58.8 53.3 59.9 60.3 61.2 

FI 56.6 58.6 59.5 61.3 77.8 78.3 79.5 81.4 41.2 43.9 44.6 46.1 

SE 68.1 70.7 70.9 72.8 70.6 74.4 75.6 78.5 65.8 67.1 66.6 67.5 

UK 75.8 73.3 73.5 71.8 85.7 80.6 81.7 82.2 67.0 66.7 66.0 62.7 

 
國家 

排名 

知識領域               取得和參與 隔離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 - - - - - - - - - - - 

BE 4 4 4 4 5 8 10 11 5 2 2 2 

BG 19 24 25 23 22 25 26 27 16 20 19 15 

CZ 20 17 15 16 24 16 14 16 15 17 17 19 

DK 2 2 2 1 2 1 2 3 3 5 5 5 

DE 15 15 16 25 19 19 16 21 13 15 15 23 

EE 22 23 24 24 12 13 11 14 25 28 26 27 

IE 9 8 6 7 9 9 7 8 11 8 6 8 

EL 25 22 23 20 21 20 20 18 23 19 20 20 

ES 10 9 9 9 7 10 9 10 17 12 12 9 

FR 7 10 10 8 10 12 12 7 8 10 13 11 

HR 27 26 28 27 23 24 25 23 26 25 27 26 

IT 18 21 17 12 25 26 27 26 9 13 9 4 

CY 28 16 14 15 14 7 8 9 28 26 22 21 

LV 26 27 27 28 16 18 17 24 27 27 28 28 

LT 16 20 21 19 11 14 15 13 21 21 23 24 

LU 8 6 5 5 13 5 4 1 7 7 8 10 

HU 12 19 22 17 17 21 22 17 12 16 18 18 

MT 6 7 8 10 26 22 21 20 1 1 1 1 

NL 5 5 7 6 4 4 5 5 10 9 11 12 

AT 11 12 11 11 18 17 18 12 6 11 10 13 

PL 13 14 18 18 15 15 19 19 18 14 14 14 

PT 23 25 20 22 28 27 23 22 19 18 16 17 

RO 24 28 26 26 27 28 28 28 20 22 21 16 

SI 21 18 19 21 8 11 13 15 24 23 24 25 

SK 17 11 12 14 20 23 24 25 14 6 7 7 

FI 14 13 13 13 3 3 3 4 22 24 25 22 

SE 3 3 3 2 6 6 6 6 4 3 3 3 

UK 1 1 1 3 1 2 1 2 2 4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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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歐盟會員國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在時間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以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時間領域 照護活動 社會活動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66.7 66.3 68.9 65.7 69.9 67.3 72.6 70.0 63.6 65.4 65.4 61.6 

BE 74.3 70.3 71.8 65.3 76.9 72.6 75.7 68.9 71.8 68.1 68.1 61.9 

BG 50.9 43.9 47.4 42.7 64.7 48.6 56.6 55.7 40.1 39.7 39.7 32.6 

CZ 51.2 53.8 55.5 57.3 55.8 55.8 59.4 56.8 47.1 51.9 51.9 57.7 

DK 82.7 80.4 85.4 83.1 89.4 75.8 85.5 86.1 76.5 85.3 85.3 80.2 

DE 66.6 69.8 67.8 65.0 69.5 70.1 66.1 71.3 63.8 69.6 69.6 59.3 

EE 74.6 73.7 70.1 74.7 83.2 80.7 73.0 85.9 66.9 67.2 67.2 65.0 

IE 74.2 70.8 76.5 74.2 69.9 69.9 81.6 76.2 78.6 71.8 71.8 72.1 

EL 46.2 35.6 45.2 44.7 50.3 34.2 55.1 50.9 42.5 37.1 37.1 39.3 

ES 58.0 60.8 65.8 64.0 60.9 60.9 71.4 74.5 55.2 60.6 60.6 55.0 

FR 69.1 66.6 70.3 67.3 70.9 70.3 78.5 70.4 67.4 63.0 63.0 64.4 

HR 48.3 49.8 54.7 51.0 53.0 53.0 63.9 54.4 44.0 46.7 46.7 47.9 

IT 60.1 55.1 61.4 59.3 65.7 54.5 67.6 61.2 55.0 55.7 55.7 57.4 

CY 47.7 45.9 45.9 51.3 55.0 52.6 52.7 65.7 41.3 40.0 40.0 40.0 

LV 59.1 62.0 60.8 65.8 77.5 78.2 75.1 89.8 45.1 49.2 49.2 48.2 

LT 53.5 52.2 55.7 50.6 78.4 65.4 74.5 64.0 36.4 41.7 41.7 40.0 

LU 73.2 70.2 71.5 69.1 75.2 72.1 74.8 79.4 71.1 68.3 68.3 60.2 

HU 61.1 54.1 55.2 54.3 75.6 68.7 71.6 65.0 49.3 42.6 42.6 45.4 

MT 60.8 54.3 58.7 64.2 56.5 49.7 57.9 69.0 65.4 59.4 59.4 59.8 

NL 86.4 85.9 86.7 83.9 78.4 76.5 78.0 79.3 95.2 96.4 96.4 88.7 

AT 60.2 56.0 65.3 61.2 59.5 44.9 61.0 62.7 60.9 69.8 69.8 59.7 

PL 54.6 54.2 55.3 52.5 63.0 63.0 65.6 64.1 47.2 46.5 46.5 43.0 

PT 47.3 38.7 46.0 47.5 67.4 49.3 69.5 63.3 33.2 30.4 30.4 35.7 

RO 48.9 50.6 53.2 50.3 84.8 70.9 78.1 70.7 28.2 36.2 36.2 35.8 

SI 73.4 68.3 72.4 72.9 67.7 64.5 72.3 69.5 79.5 72.4 72.4 76.4 

SK 55.3 39.9 43.4 46.3 79.1 52.7 62.5 56.5 38.7 30.2 30.2 37.9 

FI 81.6 80.1 81.0 77.4 89.3 84.2 86.0 82.2 74.7 76.3 76.3 72.9 

SE 89.6 84.5 83.5 90.1 88.1 84.6 82.6 90.9 91.1 84.3 84.3 89.3 

UK 69.4 72.1 73.2 69.9 72.7 78.4 80.8 75.1 66.3 66.3 66.3 65.1 

 
國家 

排名 

時間領域 照護活動 社會活動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 - - - - - - - - - - - 

BE 6 8 8 12 10 8 9 16 7 10 10 10 

BG 23 25 24 28 20 26 26 26 24 24 24 28 

CZ 22 20 19 18 25 19 24 24 19 17 17 15 

DK 3 3 2 3 1 7 2 3 5 2 2 3 

DE 12 10 12 13 16 12 19 11 13 8 8 14 

EE 5 5 11 5 5 3 13 4 10 11 11 8 

IE 7 7 5 6 15 13 4 8 4 6 6 6 

EL 28 28 27 27 28 28 27 28 22 25 25 24 

ES 18 14 13 15 22 18 16 10 15 14 14 17 

FR 11 12 10 10 14 11 6 13 9 13 13 9 

HR 25 23 22 22 27 21 21 27 21 19 19 19 

IT 16 16 15 17 19 20 18 23 16 16 16 16 

CY 26 24 26 21 26 23 28 17 23 23 23 22 

LV 17 13 16 11 9 5 10 2 20 18 18 18 

LT 21 21 18 23 7 15 12 20 26 22 22 23 

LU 9 9 9 9 12 9 11 6 8 9 9 11 

HU 13 19 21 19 11 14 15 18 17 21 21 20 

MT 14 17 17 14 24 24 25 15 12 15 15 12 

NL 2 1 1 2 8 6 8 7 1 1 1 2 

AT 15 15 14 16 23 27 23 22 14 7 7 13 

PL 20 18 20 20 21 17 20 19 18 20 20 21 

PT 27 27 25 25 18 25 17 21 27 27 27 27 

RO 24 22 23 24 4 10 7 12 28 26 26 26 

SI 8 11 7 7 17 16 14 14 3 5 5 4 

SK 19 26 28 26 6 22 22 25 25 28 28 25 

FI 4 4 4 4 2 2 1 5 6 4 4 5 

SE 1 2 3 1 3 1 3 1 2 3 3 1 

UK 10 6 6 8 13 4 5 9 11 12 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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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歐盟會員國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在權力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以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權力領域 政治 經濟 社會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38.9 41.9 43.5 48.5 43.8 47.2 48.3 52.7 25.0 28.9 31.8 39.5 53.6 53.7 53.7 55.0 

BE 39.8 47.9 50.5 53.4 65.7 65.8 70.0 70.2 18.9 32.8 36.0 38.0 50.7 50.9 51.0 57.1 

BG 48.4 45.8 49.4 56.0 49.1 50.3 53.4 49.2 33.2 27.6 32.7 53.2 69.2 69.3 69.3 67.0 

CZ 29.6 31.0 32.0 22.6 28.6 30.7 31.7 36.6 25.8 27.4 29.0 9.2 35.1 35.6 35.6 34.2 

DK 54.7 58.0 57.5 61.5 65.8 75.1 76.1 71.2 45.7 47.5 45.6 55.7 54.6 54.8 54.8 58.7 

DE 34.0 38.3 46.0 53.0 67.4 60.2 59.9 71.5 11.9 19.0 33.0 42.1 49.1 49.2 49.1 49.5 

EE 22.5 21.9 22.0 28.2 36.0 34.9 33.7 44.9 22.9 21.6 22.7 23.2 13.8 13.9 13.9 21.4 

IE 32.1 37.2 40.7 48.6 29.9 32.9 37.0 39.8 15.3 21.7 25.4 39.9 72.3 72.1 71.7 72.4 

EL 18.2 22.3 22.3 21.7 24.3 34.3 30.7 34.7 10.4 13.6 15.3 12.1 24.1 23.8 23.6 24.2 

ES 45.9 52.6 52.9 57.0 79.4 73.7 69.7 72.3 20.6 33.3 35.8 43.5 59.2 59.4 59.2 58.9 

FR 43.6 52.4 55.1 68.2 52.4 64.1 70.8 77.1 29.0 41.2 43.2 70.2 54.6 54.6 54.6 58.4 

HR 27.4 28.4 27.3 28.5 45.3 40.2 40.0 38.7 20.0 24.8 22.2 19.0 22.8 22.9 22.9 31.6 

IT 16.1 25.2 29.4 45.3 23.5 31.7 35.8 47.4 3.7 10.6 14.8 44.7 47.8 47.8 47.8 43.7 

CY 16.4 15.4 17.4 24.7 23.6 30.1 30.2 25.8 7.2 4.7 6.8 22.6 26.0 25.9 25.7 25.8 

LV 34.8 34.8 37.9 39.0 36.8 38.1 43.7 40.5 38.8 37.5 42.1 44.2 29.5 29.5 29.5 33.2 

LT 37.3 32.9 27.7 36.6 35.1 34.0 34.8 40.0 33.0 23.7 13.9 30.1 44.7 44.3 44.2 40.9 

LU 36.2 25.6 34.9 43.5 42.7 45.3 47.6 51.1 15.4 5.2 12.5 23.5 71.8 71.5 71.2 68.2 

HU 16.3 23.5 21.9 18.7 20.3 16.1 15.9 14.3 10.0 37.8 31.0 22.1 21.4 21.4 21.5 20.9 

MT 27.8 20.9 25.0 27.4 31.5 30.0 29.1 30.5 27.9 12.4 21.9 24.4 24.3 24.5 24.6 27.5 

NL 40.3 56.9 56.6 52.9 69.4 69.5 66.0 70.6 14.4 40.4 41.8 33.1 65.7 65.8 65.8 63.4 

AT 29.5 28.4 30.8 34.9 59.4 60.3 60.3 59.1 10.7 9.3 11.8 17.4 40.5 40.7 40.8 41.1 

PL 26.3 30.6 34.8 35.1 32.1 36.6 43.5 46.1 19.9 27.5 33.8 38.2 28.5 28.6 28.6 24.4 

PT 22.2 34.9 29.7 33.9 36.1 41.9 42.4 48.7 6.1 20.4 12.6 16.4 49.9 49.6 49.3 48.9 

RO 30.7 30.8 28.8 33.2 25.3 23.5 26.5 32.9 25.8 28.0 20.4 21.4 44.4 44.4 44.4 51.8 

SI 36.5 41.1 51.5 60.6 28.2 44.5 46.3 65.4 33.7 29.9 56.4 61.5 51.4 52.3 52.3 55.3 

SK 26.9 29.5 25.4 23.1 28.2 31.0 28.4 29.0 28.6 34.1 23.7 14.6 24.2 24.3 24.4 29.1 

FI 68.4 69.1 73.2 65.3 81.2 86.1 86.3 84.8 54.1 52.5 62.0 47.6 72.8 73.1 73.2 68.9 

SE 74.1 77.8 75.2 79.5 89.9 92.1 93.0 93.9 52.1 58.7 52.6 60.8 86.9 87.1 87.1 87.8 

UK 51.4 42.4 42.0 53.0 48.5 47.5 45.7 53.0 40.0 22.9 23.0 40.8 70.1 70.2 70.2 68.8 

 
國家 

排名 

權力領域 政治 經濟 社會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 - - - - - - - - - - - - - - - 

BE 9 7 8 8 7 6 5 8 18 10 8 14 12 12 12 11 

BG 5 8 9 7 10 10 10 13 7 13 12 5 6 6 6 6 

CZ 17 16 16 26 21 24 22 22 13 15 14 28 19 19 19 19 

DK 3 3 3 4 6 3 3 6 3 3 4 4 9 9 9 9 

DE 14 11 10 9 5 9 9 5 22 22 11 10 14 14 14 14 

EE 23 26 26 22 16 18 21 17 14 20 18 19 28 28 28 27 

IE 15 12 12 12 20 21 18 20 20 19 15 12 3 3 3 2 

EL 25 25 25 27 25 19 23 23 24 23 22 27 25 25 25 26 

ES 6 5 6 6 3 4 6 4 15 9 9 9 8 8 8 8 

FR 7 6 5 2 9 7 4 3 9 4 5 1 10 10 10 10 

HR 20 21 22 21 12 15 17 21 16 16 19 23 26 26 26 21 

IT 28 23 19 13 27 22 19 15 28 25 23 7 15 15 15 16 

CY 26 28 28 24 26 25 24 27 26 28 28 20 22 22 22 24 

LV 13 14 13 15 14 16 14 18 5 7 6 8 20 20 20 20 

LT 10 15 21 16 17 20 20 19 8 17 24 16 16 17 17 18 

LU 12 22 14 14 13 12 11 12 19 27 26 18 4 4 4 5 

HU 27 24 27 28 28 28 28 28 25 6 13 21 27 27 27 28 

MT 19 27 24 23 19 26 25 25 11 24 20 17 23 23 23 23 

NL 8 4 4 11 4 5 7 7 21 5 7 15 7 7 7 7 

AT 18 20 17 18 8 8 8 10 23 26 27 24 18 18 18 17 

PL 22 18 15 17 18 17 15 16 17 14 10 13 21 21 21 25 

PT 24 13 18 19 15 14 16 14 27 21 25 25 13 13 13 15 

RO 16 17 20 20 24 27 27 24 12 12 21 22 17 16 16 13 

SI 11 10 7 5 22 13 12 9 6 11 2 2 11 11 11 12 

SK 21 19 23 25 23 23 26 26 10 8 16 26 24 24 24 22 

FI 2 2 2 3 2 2 2 2 1 2 1 6 2 2 2 3 

SE 1 1 1 1 1 1 1 1 2 1 3 3 1 1 1 1 

UK 4 9 11 10 11 11 13 11 4 18 17 11 5 5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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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歐盟會員國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在健康領域及其次領域的分數以及排名 

 
國家 

分數（點數） 

健康領域 狀態 行為 取得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85.9 87.2 87.2 87.4 88.5 91.1 91.1 91.2 75.4 75.4 75.4 75.4 95.1 96.6 96.5 97.1 

BE 86.3 86.5 86.4 86.3 92.1 92.6 93.4 93.3 70.3 70.3 70.3 70.3 99.2 99.3 98.1 98.0 

BG 72.6 75.3 75.8 76.4 86.6 88.1 88.4 88.1 52.3 52.3 52.3 52.3 84.4 92.6 94.1 96.9 

CZ 84.6 85.7 85.7 86.0 86.7 89.1 89.0 89.6 72.3 72.3 72.3 72.3 96.7 97.9 98.0 98.2 

DK 91.1 90.3 90.2 89.6 94.3 92.2 92.6 91.6 81.7 81.7 81.7 81.7 98.2 97.8 96.9 96.2 

DE 86.6 89.3 89.4 90.5 87.5 90.4 90.2 91.8 80.9 80.9 80.9 80.9 91.9 97.5 97.9 99.7 

EE 81.0 82.7 82.1 81.5 80.7 83.4 83.2 84.1 70.1 70.1 70.1 70.1 93.7 96.8 94.7 91.9 

IE 90.4 90.7 90.4 90.6 95.3 96.5 96.5 96.8 79.0 79.0 79.0 79.0 98.1 98.0 97.0 97.3 

EL 84.6 84.3 83.9 83.1 94.0 94.1 93.5 93.4 66.6 66.6 66.6 66.6 96.6 95.7 94.8 92.3 

ES 88.1 88.6 89.1 89.6 90.8 92.4 93.6 93.2 78.6 78.6 78.6 78.6 95.8 95.7 96.2 98.3 

FR 86.9 86.7 86.8 87.1 90.9 91.0 91.6 91.6 74.0 74.0 74.0 74.0 97.5 96.8 96.6 97.6 

HR 81.4 81.5 82.8 83.3 84.7 85.1 85.7 86.4 68.3 68.3 68.3 68.3 93.1 93.1 97.0 97.8 

IT 85.8 86.3 86.5 86.3 89.4 91.1 91.3 91.3 74.2 74.2 74.2 74.2 95.3 94.9 95.5 94.8 

CY 85.8 86.4 87.1 88.2 91.3 93.7 94.4 95.5 73.0 73.0 73.0 73.0 94.8 94.4 96.0 98.4 

LV 73.8 77.3 77.9 78.4 74.6 80.0 80.5 79.8 65.5 65.5 65.5 65.5 82.3 88.3 89.7 92.3 

LT 77.6 80.4 79.6 79.1 76.9 81.9 79.7 78.5 64.8 64.8 64.8 64.8 93.8 98.1 97.7 97.5 

LU 89.2 89.8 90.0 89.0 92.9 93.8 94.4 92.0 78.5 78.5 78.5 78.5 97.5 98.3 98.4 97.7 

HU 82.4 85.4 85.9 86.0 80.1 84.2 85.9 85.8 76.8 76.8 76.8 76.8 91.0 96.3 96.0 96.5 

MT 90.7 90.6 91.6 91.8 93.6 93.8 95.3 95.6 81.7 81.7 81.7 81.7 97.6 97.0 98.6 99.0 

NL 89.7 90.3 89.7 89.9 93.1 93.6 91.8 91.7 79.3 79.3 79.3 79.3 97.7 99.2 99.3 99.9 

AT 91.4 91.1 91.5 91.7 91.1 91.0 91.7 91.3 84.6 84.6 84.6 84.6 99.1 98.1 98.8 99.8 

PL 80.6 81.6 81.7 82.2 84.9 85.8 85.9 86.6 67.9 67.9 67.9 67.9 90.9 93.4 93.6 94.5 

PT 83.8 84.3 84.4 83.6 82.3 83.3 84.6 82.6 75.5 75.5 75.5 75.5 94.9 95.2 94.2 93.9 

RO 69.5 69.9 70.2 70.4 88.0 87.9 88.5 88.6 42.5 42.5 42.5 42.5 89.7 91.6 92.1 92.9 

SI 86.3 86.8 87.3 87.7 85.0 86.3 87.9 89.1 75.9 75.9 75.9 75.9 99.9 99.8 99.8 99.8 

SK 83.5 84.8 85.0 85.3 83.2 85.4 86.1 87.4 73.1 73.1 73.1 73.1 95.9 97.6 97.5 97.3 

FI 89.2 89.5 89.3 89.7 89.2 90.5 90.2 91.1 81.9 81.9 81.9 81.9 97.0 96.6 96.4 96.8 

SE 91.7 93.2 93.0 94.1 93.4 95.7 95.7 97.4 89.3 89.3 89.3 89.3 92.3 94.5 94.2 95.8 

UK 93.1 94.1 93.7 93.1 93.9 95.6 94.3 93.7 88.5 88.5 88.5 88.5 97.0 98.4 98.4 97.5 

 
國家 

排名 

健康領域 狀態 行為 取得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2005 2010 2012 2015 

EU-28 - - - - - - - - - - - - - - - - 

BE 14 14 16 15 9 9 9 7 20 20 20 20 2 2 7 9 

BG 27 27 27 27 19 18 19 20 27 27 27 27 27 26 25 17 

CZ 17 17 18 17 18 17 17 17 19 19 19 19 12 9 8 8 

DK 4 6 6 9 2 11 10 12 6 6 6 6 4 10 14 20 

DE 12 10 9 6 17 16 15 10 7 7 7 7 23 12 9 4 

EE 23 22 23 24 25 25 26 25 21 21 21 21 20 15 22 28 

IE 6 4 5 5 1 1 1 2 9 9 9 9 5 8 13 15 

EL 18 20 21 22 3 4 8 6 24 24 24 24 13 18 21 27 

ES 10 11 11 10 13 10 7 8 10 10 10 10 15 19 17 7 

FR 11 13 14 14 12 13 13 13 16 16 16 16 9 14 15 12 

HR 22 24 22 21 22 23 24 23 22 22 22 22 21 25 12 10 

IT 15 16 15 16 14 12 14 14 15 15 15 15 16 21 20 22 

CY 16 15 13 12 10 7 5 4 18 18 18 18 18 23 18 6 

LV 26 26 26 26 28 28 27 27 25 25 25 25 28 28 28 26 

LT 25 25 25 25 27 27 28 28 26 26 26 26 19 6 10 13 

LU 8 8 7 11 8 5 4 9 11 11 11 11 8 5 5 11 

HU 21 18 17 18 26 24 23 24 12 12 12 12 24 17 19 19 

MT 5 5 3 3 5 6 3 3 5 5 5 5 7 13 4 5 

NL 7 7 8 7 7 8 11 11 8 8 8 8 6 3 2 1 

AT 3 3 4 4 11 14 12 15 3 3 3 3 3 7 3 2 

PL 24 23 24 23 21 21 22 22 23 23 23 23 25 24 26 23 

PT 19 21 20 20 24 26 25 26 14 14 14 14 17 20 24 24 

RO 28 28 28 28 16 19 18 19 28 28 28 28 26 27 27 25 

SI 13 12 12 13 20 20 20 18 13 13 13 13 1 1 1 3 

SK 20 19 19 19 23 22 21 21 17 17 17 17 14 11 11 16 

FI 9 9 10 8 15 15 16 16 4 4 4 4 11 16 16 18 

SE 2 2 2 1 6 2 2 1 1 1 1 1 22 22 23 21 

UK 1 1 1 2 4 3 6 5 2 2 2 2 10 4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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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納入2017年性別平等指數的指標 

表 15：2015 年歐盟會員國納入勞動領域的指標 

 

 

國家 

參與 隔離與勞動品質 

全時等量就業率（15歲以上

人口） 
勞動壽命持續時間 

受雇於教育、人體健康及社會工作

活動之人（15歲以上受雇者） 

能夠離班一兩個小時照料個人或家庭

事務（%,15歲以上勞工） 
職涯前景指數（分數, 0-100

）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

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EU-28 39.6 55.8 47.2 – 16.2 32.8 37.9 35.4 – 5.1 30.4 8.3 18.5 22.1 22.8 27.3 25.1 – 4.5 63.7 62.6 63.2 1.1 

BE 37.4 51.6 43.9 – 14.2 30.4 34.6 32.6 – 4.2 38.9 11.0 24.0 27.9 29.5 33.2 31.5 – 3.7 66.5 66.2 66.4 0.3 

BG 43.9 53.7 48.6 – 9.8 30.7 33.4 32.1 – 2.7 19.8 4.1 11.5 15.7 20.3 31.3 25.8 – 11.0 62.3 65.6 63.9 – 3.3 

CZ 46.0 64.5 55.0 – 18.5 31.9 38.2 35.1 – 6.3 24.1 5.1 13.4 19.0 11.0 10.6 10.8 0.4 65.4 60.9 63.1 4.5 

DK 45.2 57.1 50.9 – 11.9 37.5 40.9 39.2 – 3.4 42.1 13.4 26.9 28.7 31.8 50.1 41.4 – 18.3 72.9 70.4 71.7 2.4 

DE 40.2 58.9 49.1 – 18.7 35.8 40.1 38.0 – 4.3 30.9 9.1 19.3 21.8 15.8 18.2 17.0 – 2.4 67.9 65.5 66.7 2.4 

EE 49.5 63.8 56.0 – 14.3 36.4 37.6 37.0 – 1.2 26.0 5.6 15.6 20.4 15.4 15.8 15.6 – 0.4 64.8 65.8 65.3 – 1.0 

IE 40.9 57.0 48.4 – 16.1 30.9 38.9 35.0 – 8.0 34.9 8.3 20.5 26.6 37.1 43.4 40.4 – 6.3 64.1 64.6 64.3 – 0.5 

EL 29.8 45.5 37.3 – 15.7 28.9 35.6 32.3 – 6.7 22.3 8.1 14.1 14.2 14.4 16.1 15.4 – 1.7 52.2 51.0 51.6 1.2 

ES 35.7 49.7 42.4 – 14.0 32.5 37.2 34.9 – 4.7 23.4 7.4 14.7 16.0 32.9 35.3 34.2 – 2.4 57.3 56.1 56.8 1.2 

FR 41.4 52.6 46.5 – 11.2 33.0 36.6 34.9 – 3.6 35.2 10.1 22.2 25.1 17.9 22.1 20.0 – 4.2 66.7 63.8 65.3 2.9 

HR 37.5 48.9 42.9 – 11.4 30.7 34.5 32.6 – 3.8 24.1 5.4 14.0 18.7 25.1 29.4 27.3 – 4.3 61.0 59.8 60.4 1.2 

IT 30.0 50.3 39.5 – 20.3 25.7 35.4 30.7 – 9.7 25.4 7.0 14.7 18.4 19.3 22.0 20.8 – 2.7 55.7 51.9 54.0 3.8 

CY 45.1 53.9 49.3 – 8.8 33.7 39.0 36.4 – 5.3 19.6 6.9 13.1 12.7 17.5 18.5 18.0 – 1.0 50.8 53.0 51.9 – 2.2 

LV 48.1 59.6 53.2 – 11.5 35.0 35.4 35.2 – 0.4 25.8 5.1 15.5 20.7 24.9 26.0 25.4 – 1.1 60.7 62.7 61.8 – 2.0 

LT 48.6 57.7 52.6 – 9.1 35.1 34.5 34.8 0.6 26.5 6.4 16.6 20.1 19.0 21.0 19.9 – 2.0 63.2 61.9 62.5 1.3 

LU 44.4 60.2 52.0 – 15.8 31.0 35.8 33.5 – 4.8 27.9 9.8 18.1 18.1 22.7 30.0 26.5 – 7.3 72.5 70.1 71.3 2.4 

HU 42.6 58.0 49.8 – 15.4 30.0 34.9 32.6 – 4.9 24.1 5.6 14.1 18.5 16.5 13.4 15.0 3.1 63.5 64.4 64.0 – 0.9 

MT 35.4 61.8 48.4 – 26.4 26.7 39.9 33.4 – 13.2 32.1 10.3 18.8 21.8 36.5 37.8 37.3 – 1.3 67.0 69.0 67.8 – 2.0 

NL 35.4 57.1 45.4 – 21.7 37.2 42.5 39.9 – 5.3 36.7 9.8 22.2 26.9 48.5 56.3 52.6 – 7.8 62.4 61.0 61.7 1.4 

AT 41.0 59.4 49.5 – 18.4 34.5 38.8 36.7 – 4.3 26.8 8.2 17.0 18.6 35.5 36.4 35.9 – 0.9 65.4 64.3 64.9 1.1 

PL 43.2 59.8 51.1 – 16.6 29.9 35.2 32.6 – 5.3 24.2 4.9 13.6 19.3 16.1 18.8 17.4 – 2.7 59.2 60.1 59.7 – 0.9 

PT 43.6 53.4 48.2 – 9.8 35.3 38.3 36.8 – 3.0 28.3 6.7 17.2 21.6 23.4 28.3 25.7 – 4.9 57.0 55.6 56.3 1.4 

RO 40.8 57.9 49.1 – 17.1 29.4 36.0 32.8 – 6.6 15.6 3.5 8.7 12.1 18.2 20.2 19.2 – 2.0 67.1 66.0 66.6 1.1 

SI 43.9 56.4 50.0 – 12.5 32.8 35.7 34.3 – 2.9 26.4 6.1 15.3 20.3 25.1 31.8 28.5 – 6.7 61.5 60.4 61.0 1.1 

SK 43.5 59.6 51.3 – 16.1 30.9 35.9 33.5 – 5.0 27.4 4.6 14.7 22.8 11.0 15.1 13.0 – 4.1 66.8 65.7 66.2 1.1 

FI 46.3 53.6 49.7 – 7.3 37.2 38.1 37.6 – 0.9 40.1 8.6 23.9 31.5 26.7 50.7 38.5 – 24.0 66.7 65.4 66.1 1.3 

SE 57.0 65.4 60.9 – 8.4 40.1 42.2 41.2 – 2.1 42.8 11.8 26.6 31.0 34.9 47.1 41.3 – 12.2 68.1 66.7 67.4 1.4 

UK 43.4 60.5 51.4 – 17.1 35.9 41.2 38.6 – 5.3 38.1 11.3 23.8 26.8 29.7 36.5 33.4 – 6.8 67.1 69.2 68.1 – 2.1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勞

動力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的要

求所為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

勞動力調查（lfsi_dwl_a

）。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歐盟勞動力調查,（

lfsa_egan2, 2015年）。 

資料來源：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

2015年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

促進基金會2015年歐洲勞

動條件調查。歐洲生活品質

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的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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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015 年歐盟會員國納入金錢領域的指標 

 

國家 

財務資源 經濟情況 

平均月所得（購買力指數, 勞動人

口） 

平均等值淨收入（購買力指數, 16歲

以上人口） 

無貧窮風險, 

≥ 收入中位數的60%（% 16歲以上人口

） 
收入分配S20/S80（%, 16歲以上人口）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EU-28 2,266 2,831 2,560 – 565 16,469 17,196 16,820 – 727 82.9 83.9 83.4 – 1.0 19.8 18.8 19.3 1.0 

BE 2,771 3,108 2,959 – 337 21,238 22,713 21,959 – 1,475 84.7 86.7 85.7 – 2.0 27.0 25.0 26.0 2.0 

BG 830 970 900 – 140 8,188 8,829 8,497 – 641 76.5 80.8 78.6 – 4.3 14.9 14.4 14.6 0.5 

CZ 1,244 1,624 1,452 – 380 12,792 13,570 13,167 – 778 89.9 92.6 91.2 – 2.7 29.1 29.9 29.3 – 0.8 

DK 2,719 3,347 3,014 – 628 22,339 23,010 22,670 – 671 87.7 86.9 87.3 0.8 25.0 22.6 23.8 2.4 

DE 2,602 3,354 3,001 – 752 22,651 24,067 23,336 – 1,416 82.2 83.8 83.0 – 1.6 20.8 19.8 20.3 1.0 

EE 1,199 1,692 1,409 – 493 12,138 12,885 12,480 – 747 75.7 80.6 77.9 – 4.9 17.4 15.0 16.2 2.4 

IE 2,808 3,423 3,090 – 615 20,098 20,847 20,464 – 749 84.0 84.0 84.0 0.0 20.5 19.9 20.2 0.6 

EL 1,754 2,134 1,954 – 380 10,125 10,414 10,265 – 289 79.5 79.4 79.5 0.1 16.6 15.1 15.8 1.5 

ES 1,937 2,345 2,150 – 408 16,791 17,123 16,952 – 332 79.5 78.8 79.2 0.7 15.6 14.8 15.2 0.8 

FR 2,310 2,818 2,577 – 508 23,422 24,171 23,780 – 749 87.1 88.2 87.6 – 1.1 23.0 22.8 22.9 0.2 

HR 1,364 1,460 1,416 – 96 9,147 9,487 9,309 – 340 79.4 80.8 80.1 – 1.4 19.3 18.6 19.0 0.7 

IT 2,134 2,589 2,388 – 455 17,284 18,279 17,762 – 995 80.2 82.5 81.3 – 2.3 17.8 17.4 17.6 0.4 

CY 1,845 2,244 2,043 – 399 18,834 19,324 19,069 – 490 83.1 84.9 84.0 – 1.8 18.9 18.8 18.8 0.1 

LV 1,047 1,283 1,149 – 236 9,261 10,082 9,627 – 821 74.8 80.7 77.5 – 5.9 16.3 15.2 15.8 1.1 

LT 1,036 1,228 1,125 – 192 10,132 10,756 10,414 – 624 78.0 80.0 78.9 – 2.0 14.6 14.2 14.6 0.4 

LU 3,322 3,601 3,492 – 279 32,772 34,152 33,457 – 1,380 85.5 86.5 86.0 – 1.0 24.1 23.3 23.7 0.8 

HU 1,285 1,524 1,410 – 239 8,986 9,296 9,131 – 310 86.9 85.6 86.3 1.3 24.7 22.4 23.6 2.3 

MT 1,932 2,266 2,127 – 334 18,687 19,282 18,984 – 595 84.4 85.4 84.9 – 1.0 24.7 24.3 24.5 0.4 

NL 2,398 3,029 2,721 – 631 21,609 22,330 21,965 – 721 89.0 88.9 88.9 0.1 26.3 25.7 26.0 0.6 

AT 2,235 2,947 2,652 – 712 24,393 25,997 25,171 – 1,604 86.4 87.4 86.9 – 1.0 25.5 23.9 24.7 1.6 

PL 1,577 1,916 1,755 – 339 11,389 11,604 11,492 – 215 83.4 82.8 83.1 0.6 21.5 19.8 20.7 1.7 

PT 1,398 1,670 1,528 – 272 12,120 12,691 12,387 – 571 80.8 82.1 81.4 – 1.3 17.2 16.4 16.8 0.8 

RO 953 1,003 980 – 50 5,108 5,323 5,212 – 215 76.7 77.2 76.9 – 0.5 13.4 12.3 12.8 1.1 

SI 1,845 2,021 1,938 – 176 15,824 16,575 16,194 – 751 84.0 87.3 85.6 – 3.3 27.6 27.8 27.6 – 0.2 

SK 1,210 1,527 1,372 – 317 10,871 11,231 11,045 – 360 89.6 89.2 89.4 0.4 30.8 28.5 29.6 2.3 

FI 2,381 2,952 2,642 – 571 21,211 21,994 21,592 – 783 87.0 87.1 87.0 – 0.1 27.9 26.5 27.2 1.4 

SE 2,626 3,085 2,850 – 459 22,474 23,421 22,940 – 947 83.7 86.3 84.9 – 2.6 26.2 25.4 25.7 0.8 

UK 2,242 2,942 2,594 – 700 21,240 22,033 21,627 – 793 83.6 84.4 84.0 – 0.8 19.4 17.8 18.6 1.6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SES,（earn_ses14_20

）2014年。希臘與克羅埃西亞2010

年。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收入與生活

條件統計（ilc_di03）。 

28個歐盟會員國：加權平均值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

統計（ilc_li02）。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收入與生活條件

統計。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 

愛爾蘭2014年。 

 

  



 

2017 年歐盟性別平等指數 – 測量歐盟2005 年至2015年之性別平等    111 

 

表 17：2015 年歐盟會員國納入知識領域的指標 

 

 

國家 

取得和參與 隔離 

高等教育的畢業生（%, 15歲以上人口） 
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教育與培訓之人（%, 15歲以上人

口） 

在教育、健康與福利、人文與藝術學科的高等教育

學（高等教育學生）（%, 15歲以上人口）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EU-28 24.3 23.9 24.1 0.4 16.9 16.1 16.6 0.8 42.8 21.4 33.0 21.4 

BE 30.7 28.2 29.5 2.5 14.4 14.3 14.3 0.1 55.7 30.8 44.7 24.9 

BG 25.8 18.4 22.2 7.4 8.6 8.8 8.7 – 0.2 29.6 16.5 23.7 13.1 

CZ 18.0 17.9 17.9 0.1 16.7 16.0 16.3 0.7 40.0 17.6 30.4 22.4 

DK 31.3 25.5 28.4 5.8 43.2 32.7 37.9 10.5 52.6 28.4 42.2 24.2 

DE 18.5 27.3 22.8 – 8.8 13.6 15.0 14.3 – 1.4 40.7 17.1 28.4 23.6 

EE 41.4 25.0 33.5 16.4 17.0 16.0 16.5 1.0 41.0 14.4 30.0 26.6 

IE 36.4 30.9 33.7 5.5 14.4 14.1 14.2 0.3 49.7 25.1 37.5 24.6 

EL 21.2 22.0 21.6 – 0.8 10.5 10.6 10.5 – 0.1 36.8 17.4 26.8 19.4 

ES 28.1 26.9 27.5 1.2 15.5 15.0 15.3 0.5 47.7 23.7 36.5 24.0 

FR 27.8 25.8 26.8 2.0 24.2 21.6 23.0 2.6 42.0 21.6 32.7 20.4 

HR 19.4 17.5 18.5 1.9 11.3 10.4 10.9 0.9 33.1 13.4 24.5 19.7 

IT 14.1 12.2 13.2 1.9 12.5 12.3 12.4 0.2 44.5 27.4 37.0 17.1 

CY 34.6 29.7 32.3 4.9 15.3 14.3 14.8 1.0 39.5 16.5 29.6 23.0 

LV 33.7 19.6 27.1 14.1 13.9 12.2 13.1 1.7 35.7 13.1 26.6 22.6 

LT 33.3 25.2 29.6 8.1 14.0 14.9 14.4 – 0.9 36.5 15.4 27.6 21.1 

LU 31.1 34.6 32.9 – 3.5 24.2 24.7 24.4 – 0.5 41.5 22.2 32.0 19.3 

HU 20.7 18.0 19.4 2.7 14.7 15.1 14.9 – 0.4 38.9 18.1 29.4 20.8 

MT 16.0 15.6 15.8 0.4 12.8 12.9 12.8 – 0.1 49.5 29.8 40.8 19.7 

NL 26.5 29.2 27.8 – 2.7 24.3 24.6 24.4 – 0.3 40.0 21.2 31.0 18.8 

AT 23.4 27.8 25.5 – 4.4 19.7 18.4 19.1 1.3 41.3 21.2 31.9 20.1 

PL 25.1 19.2 22.3 5.9 12.0 11.7 11.9 0.3 37.3 17.9 29.4 19.4 

PT 19.6 14.3 17.1 5.3 14.9 16.2 15.5 – 1.3 40.5 18.7 30.3 21.8 

RO 13.1 13.1 13.1 0.0 8.3 8.8 8.5 – 0.5 30.9 16.8 24.4 14.1 

SI 27.2 21.1 24.2 6.1 18.4 16.6 17.5 1.8 39.2 15.6 29.3 23.6 

SK 18.7 16.4 17.6 2.3 12.0 11.1 11.5 0.9 47.7 24.6 38.4 23.1 

FI 35.8 29.1 32.5 6.7 33.1 26.7 29.9 6.4 51.3 18.4 36.0 32.9 

SE 38.3 27.7 32.9 10.6 40.5 28.3 34.3 12.2 53.4 29.2 43.5 24.2 

UK 38.1 35.5 36.8 2.6 21.0 18.8 19.9 2.2 46.6 25.6 37.4 21.0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勞動力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愛沙尼亞（W, M）、拉脫維亞（W, M）、英國（

W, M, T）：低可靠性。 

盧森堡：資料序列中斷。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勞動力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捷克共和國（W, M, T）、丹麥（W）、拉脫維亞（

W, T）、匈牙利（W）、芬蘭（W, T）：低可靠性

。 

盧森堡、匈牙利：資料序列中斷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教育統計（educ_uoe_enrt03） 

希臘、愛爾蘭2014年。 

28個歐盟會員國使用原始變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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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2015 年歐盟會員國納入時間領域的指標 

 

 

國家 

照護活動 社會活動 

每天照護和教育子女、孫子女、年長者或

身心障礙人士之人（%, 18歲以上人口） 
每天烹飪及（或）做家事之人（

%, 18歲以上人口） 

至少每天或每週好幾次在戶外從事體育、

文化或休閒活動之勞工 

（%, 15歲以上勞工） 

每個月至少一次參與志工或慈善活

動之勞工（%, 15歲以上勞工）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EU-28 37.5 24.7 31.3 12.8 78.7 33.7 57.0 45.0 27.5 31.9 29.8 – 4.4 12.2 11.4 11.8 0.8 

BE 43.1 28.7 36.1 14.4 81.2 32.5 57.5 48.7 32.3 38.7 35.7 – 6.4 9.5 9.9 9.7 – 0.4 

BG 38.5 25.8 32.4 12.7 72.9 13.0 44.1 59.9 11.7 19.5 15.6 – 7.8 2.9 2.4 2.7 0.5 

CZ 33.2 19.8 26.7 13.4 67.4 15.8 42.3 51.6 22.6 27.8 25.2 – 5.2 12.3 11.3 11.8 1.0 

DK 25.0 21.3 23.2 3.7 82.3 55.0 68.9 27.3 52.8 50.5 51.6 2.3 17.3 20.3 18.9 – 3.0 

DE 25.5 18.7 22.2 6.8 72.3 29.1 51.3 43.2 21.8 25.2 23.5 – 3.4 15.8 13.3 14.5 2.5 

EE 34.6 31.0 32.9 3.6 75.8 47.4 62.8 28.4 33.5 38.4 35.7 – 4.9 12.5 11.4 12.0 1.1 

IE 44.1 30.5 37.5 13.6 88.7 48.0 68.9 40.7 40.4 48.4 44.6 – 8.0 15.4 17.9 16.7 – 2.5 

EL 38.2 20.2 29.6 18.0 85.3 16.0 52.0 69.3 11.0 17.6 14.7 – 6.6 6.6 5.7 6.1 0.9 

ES 39.8 27.7 33.9 12.1 84.5 41.9 63.8 42.6 39.3 45.5 42.6 – 6.2 5.7 3.8 4.7 1.9 

FR 45.6 29.4 37.9 16.2 79.6 35.6 58.6 44.0 32.1 39.0 35.6 – 6.9 12.3 14.1 13.2 – 1.8 

HR 34.9 21.3 28.4 13.6 62.4 11.9 38.2 50.5 12.5 19.1 15.9 – 6.6 10.8 10.3 10.5 0.5 

IT 34.1 24.0 29.3 10.1 80.9 19.7 51.6 61.2 23.6 28.2 26.1 – 4.6 12.8 10.8 11.7 2.0 

CY 50.1 34.1 42.4 16.0 80.8 26.6 54.8 54.2 9.7 21.7 15.8 – 12.0 8.8 8.0 8.4 0.8 

LV 39.9 38.0 39.0 1.9 81.7 56.6 70.5 25.1 17.4 22.6 19.9 – 5.2 8.5 7.4 7.9 1.1 

LT 41.3 24.2 33.6 17.1 79.0 28.8 56.4 50.2 13.5 17.9 15.5 – 4.4 5.2 4.4 4.9 0.8 

LU 41.5 35.6 38.5 5.9 78.3 38.6 58.5 39.7 36.8 45.8 41.5 – 9.0 10.4 22.2 16.5 – 11.8 

HU 30.1 24.5 27.5 5.6 55.8 13.8 36.3 42.0 16.6 12.5 14.6 4.1 11.3 8.7 10.0 2.6 

MT 42.3 24.9 33.7 17.4 80.5 37.3 59.1 43.2 25.4 26.2 25.9 – 0.8 10.0 10.7 10.4 – 0.7 

NL 38.5 28.2 33.5 10.3 81.4 47.4 64.7 34.0 56.0 58.3 57.2 – 2.3 22.3 22.3 22.3 0.0 

AT 35.6 20.8 28.4 14.8 83.3 28.4 56.8 54.9 24.6 25.3 24.9 – 0.7 11.6 14.8 13.1 – 3.2 

PL 47.0 25.0 36.5 22.0 81.7 33.5 58.7 48.2 16.9 21.3 19.0 – 4.4 6.5 4.7 5.7 1.8 

PT 36.5 28.1 32.5 8.4 78.1 18.8 50.4 59.3 10.3 19.6 14.7 – 9.3 6.9 5.1 6.1 1.8 

RO 45.8 25.0 35.8 20.8 75.3 40.6 58.5 34.7 6.3 8.4 7.4 – 2.1 6.1 7.6 6.9 – 1.5 

SI 35.2 27.5 31.4 7.7 81.0 27.5 54.7 53.5 41.4 42.7 42.0 – 1.3 18.0 21.5 19.8 – 3.5 

SK 35.3 19.2 27.5 16.1 59.5 15.7 38.6 43.8 10.6 19.9 15.2 – 9.3 8.6 6.3 7.4 2.3 

FI 36.3 26.3 31.4 10.0 85.7 57.2 71.8 28.5 60.1 44.5 52.4 15.6 14.9 15.9 15.4 – 1.0 

SE 29.5 26.7 28.1 2.8 73.6 56.1 64.9 17.5 51.0 55.0 53.1 – 4.0 27.2 29.8 28.5 – 2.6 

UK 41.1 25.3 33.4 15.8 84.6 49.0 67.2 35.6 33.4 35.8 34.7 – 2.4 13.5 11.4 12.4 2.1 

 資料來源：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2016

年歐洲生活品質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

基金會2016年歐洲生活品質調

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會2015

年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資料來源： 

歐洲生活品質暨勞動條件促進基金

會2015年歐洲勞動條件調查。 

EIGE使用微資料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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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2015 年歐盟會員國納入權力領域的指標 

 

 

 

國家 

政治 經濟 社會 

部會首長佔有率（

% W, M） 

國會議員佔有率（

% W, M） 

地區議會議員佔有

率（% W, M） 

在最大規模上市

公司的委員會、監

事會或董事會擔

任成員的比率（% 

W, M） 

中央銀行成員的比

率（% W, M） 

公共研究經費成員

的比率（% W, M） 

在公營傳媒組織

擔任董事的比率

（% W, M）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

組織最高決策單位

成員佔有率（% W, 

M） 

女性 男性 總計 女性 男性 總計 女性 男性 總計 女性 男性 總計 女性 男性 總計 女性 男性 總計 女性 男性 總計 女性 男性 總計 

EU-28 26.8 73.2 100.0 27.7 72.3 100.0 28.0 72.0 100.0 21.7 78.3 100.0 19.4 80.6 100.0 39.9 60.1 100.0 32.2 67.8 100.0 13.6 86.4 100.0 

BE 25.2 74.8 100.0 41.4 58.6 100.0 41.7 58.3 100.0 24.2 75.8 100.0 14.8 85.2 100.0 40.0 60.0 100.0 36.4 63.6 100.0 11.7 88.3 100.0 

BG 30.6 69.4 100.0 21.1 78.9 100.0 25.6 74.4 100.0 17.5 82.5 100.0 38.1 61.9 100.0 44.4 55.6 100.0 63.3 36.7 100.0 20.2 79.8 100.0 

CZ 17.2 82.8 100.0 19.6 80.4 100.0 19.7 80.3 100.0 8.7 91.3 100.0 0.0 100.0 100.0 30.0 70.0 100.0 15.3 84.7 100.0 7.2 92.8 100.0 

DK 32.4 67.6 100.0 37.7 62.3 100.0 38.3 61.7 100.0 25.5 74.5 100.0 31.0 69.0 100.0 37.0 63.0 100.0 35.1 64.9 100.0 17.1 82.9 100.0 

DE 41.7 58.3 100.0 36.7 63.3 100.0 32.0 68.0 100.0 25.7 74.3 100.0 17.6 82.4 100.0 36.6 63.4 100.0 23.7 76.3 100.0 16.1 83.9 100.0 

EE 21.8 78.2 100.0 22.9 77.1 100.0 31.1 68.9 100.0 7.8 92.2 100.0 18.2 81.8 100.0 0.0 100.0 100.0 25.0 75.0 100.0 10.5 89.5 100.0 

IE 19.7 80.3 100.0 20.9 79.1 100.0 20.4 79.6 100.0 13.7 86.3 100.0 27.0 73.0 100.0 50.0 50.0 100.0 44.9 55.1 100.0 16.2 83.8 100.0 

EL 14.3 85.7 100.0 20.6 79.4 100.0 19.7 80.3 100.0 9.3 90.7 100.0 2.8 97.2 100.0 11.1 88.9 100.0 18.2 81.8 100.0 8.4 91.6 100.0 

ES 28.7 71.3 100.0 38.4 61.6 100.0 44.7 55.3 100.0 18.2 81.8 100.0 26.7 73.3 100.0 44.4 55.6 100.0 33.3 66.7 100.0 13.1 86.9 100.0 

FR 47.6 52.4 100.0 25.8 74.2 100.0 48.3 51.7 100.0 34.8 65.2 100.0 39.4 60.6 100.0 36.8 63.2 100.0 34.5 65.5 100.0 21.5 78.5 100.0 

HR 16.4 83.6 100.0 22.9 77.1 100.0 22.3 77.7 100.0 19.7 80.3 100.0 0.0 100.0 100.0 28.6 71.4 100.0 14.3 85.7 100.0 7.3 92.7 100.0 

IT 27.2 72.8 100.0 30.2 69.8 100.0 17.3 82.7 100.0 26.7 73.3 100.0 20.4 79.6 100.0 70.0 30.0 100.0 26.9 73.1 100.0 8.2 91.8 100.0 

CY 8.3 91.7 100.0 14.1 85.9 100.0 17.8 82.2 100.0 9.2 90.8 100.0 14.3 85.7 100.0 25.0 75.0 100.0 11.1 88.9 100.0 4.0 96.0 100.0 

LV 25.5 74.5 100.0 18.7 81.3 100.0 26.3 73.7 100.0 30.2 69.8 100.0 21.1 78.9 100.0 36.4 63.6 100.0 6.7 93.3 100.0 14.1 85.9 100.0 

LT 21.0 79.0 100.0 23.8 76.2 100.0 24.6 75.4 100.0 14.8 85.2 100.0 20.0 80.0 100.0 32.1 67.9 100.0 27.8 72.2 100.0 10.4 89.6 100.0 

LU 25.9 74.1 100.0 28.2 71.8 100.0 22.2 77.8 100.0 11.8 88.2 100.0 11.1 88.9 100.0 55.6 44.4 100.0 40.7 59.3 100.0 16.8 83.2 100.0 

HU 1.5 98.5 100.0 9.7 90.3 100.0 11.3 88.7 100.0 12.7 87.3 100.0 11.1 88.9 100.0 0.0 100.0 100.0 24.0 76.0 100.0 9.4 90.6 100.0 

MT 10.1 89.9 100.0 13.1 86.9 100.0 22.0 78.0 100.0 3.8 96.2 100.0 20.0 80.0 100.0 15.4 84.6 100.0 16.7 83.3 100.0 8.6 91.4 100.0 

NL 37.9 62.1 100.0 37.2 62.8 100.0 32.7 67.3 100.0 25.7 74.3 100.0 7.7 92.3 100.0 33.3 66.7 100.0 37.8 62.2 100.0 25.6 74.4 100.0 

AT 29.7 70.3 100.0 30.6 69.4 100.0 31.7 68.3 100.0 17.5 82.5 100.0 0.0 100.0 100.0 30.2 69.8 100.0 20.0 80.0 100.0 13.6 86.4 100.0 

PL 24.9 75.1 100.0 23.6 76.4 100.0 24.7 75.3 100.0 18.2 81.8 100.0 22.2 77.8 100.0 21.0 79.0 100.0 14.7 85.3 100.0 2.6 97.4 100.0 

PT 22.9 77.1 100.0 32.5 67.5 100.0 24.3 75.7 100.0 11.7 88.3 100.0 5.9 94.1 100.0 33.3 66.7 100.0 33.3 66.7 100.0 13.2 86.8 100.0 

RO 23.8 76.2 100.0 12.0 88.0 100.0 15.3 84.7 100.0 10.8 89.2 100.0 11.1 88.9 100.0 73.3 26.7 100.0 40.5 59.5 100.0 10.6 89.4 100.0 

SI 41.3 58.7 100.0 26.7 73.3 100.0 31.8 68.2 100.0 22.5 77.5 100.0 40.0 60.0 100.0 42.9 57.1 100.0 35.3 64.7 100.0 6.0 94.0 100.0 

SK 10.2 89.8 100.0 19.9 80.1 100.0 15.0 85.0 100.0 14.7 85.3 100.0 0.0 100.0 100.0 16.7 83.3 100.0 18.5 81.5 100.0 10.1 89.9 100.0 

FI 45.2 54.8 100.0 41.8 58.2 100.0 43.7 56.3 100.0 29.5 70.5 100.0 19.4 80.6 100.0 46.7 53.3 100.0 38.0 62.0 100.0 21.6 78.4 100.0 

SE 51.2 48.8 100.0 44.1 55.9 100.0 48.3 51.7 100.0 31.7 68.3 100.0 29.4 70.6 100.0 59.8 40.2 100.0 51.5 48.5 100.0 42.5 57.5 100.0 

UK 24.3 75.7 100.0 25.6 74.4 100.0 32.0 68.0 100.0 25.8 74.2 100.0 16.0 84.0 100.0 39.4 60.6 100.0 45.7 54.3 100.0 20.9 79.1 100.0 

 資料來源： 

EIGE 2015年女性

與男性決策（2014

年、2015年、2016

年三年平均）。國

家政府（所有部會

：低階部會首長 +

高階部會首長）。 

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 2015年女性

與男性決策（2014

年、2015年、2016

年三年平均）. 國

家國會（both 

houses）. 

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 2015年女性

與男性決策（2014

年、2015年、2016

年三年平均） 

地區議會（2014年

、2015年、2016年

），如國家沒有地

區議會，即納入地

方層級的政治。地

方層級的政治（

2015年）。 

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 2015年女性

與男性決策（2014

年、2015年2016年

三年平均）。 

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 2015年女性與

男性決策（2014年、

2015年2016年三年

平均）。 

EIGE的計。 

資料來源： 

EIGE 2016年女性

與男性決策。 

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 2015年女性

與男性決策（2014

年、2015年2016年

三年平均）。 

EIGE的計算。 

資料來源： 

EIGE 2015年女性

與男性決策。 

EIGE收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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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015 年歐盟會員國納入健康領域的指標 

 

 

國家 

狀態 行為 取得 

自覺健康狀況, 良好或

非常良好（%, 16歲以上

人口） 

 

出生時的平均餘命絕

對值（年數） 

出生時的健康生活年

數絕對值（年數） 

不抽菸也未參與酗酒

之人 

（%, 16歲以上人口） 

從事運動及（或）攝取

蔬果之人（%, 16歲以上

人口） 

醫療檢查需求未獲得

滿足之人口（%, 16歲

以上人口） 

牙醫檢查需求未獲得

滿足之人口（%, 16歲

以上人口） 

女性 
男

性 

總

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

差 
女性 

男

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

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女性 男性 總計 落差 

EU-28 64.4 69.6 66.9 – 5.2 83.3 77.9 80.6 5.4 63.3 62.6 63.0 0.7 72.4 52.2 62.8 20.2 36.1 40.1 38.0 – 4.0 94.5 95.4 95.0 – 0.9 93.7 94.0 93.9 – 0.3 

BE 71.4 77.9 74.6 – 6.5 83.4 78.7 81.1 4.7 64.0 64.4 64.2 – 0.4 68.3 50.1 59.5 18.2 29.5 36.4 32.9 – 6.9 96.8 97.4 97.1 – 0.6 94.5 94.7 94.6 – 0.2 

BG 61.7 69.4 65.4 – 7.7 78.2 71.2 74.7 7.0 65.0 61.5 63.3 3.5 67.5 46.7 57.9 20.8 9.4 18.2 13.5 – 8.8 93.3 93.8 93.5 – 0.5 93.7 93.9 93.8 – 0.2 

CZ 59.6 63.4 61.2 – 3.8 81.6 75.7 78.7 5.9 63.7 62.4 63.1 1.3 72.7 54.2 63.8 18.5 30.1 37.5 33.6 – 7.4 95.2 95.6 95.4 – 0.4 97.3 97.1 97.2 0.2 

DK 70.1 73.0 71.5 – 2.9 82.7 78.8 80.8 3.9 57.6 60.4 59.0 – 2.8 60.7 43.7 52.3 17.0 68.2 59.1 63.6 9.1 93.0 92.9 92.9 0.1 94.8 92.5 93.7 2.3 

DE 63.1 66.0 64.5 – 2.9 83.1 78.3 80.7 4.8 67.5 65.3 66.4 2.2 63.3 46.6 55.1 16.7 50.8 53.1 51.9 – 2.3 99.1 99.0 99.1 0.1 98.9 98.8 98.9 0.1 

EE 50.0 53.5 51.4 – 3.5 82.2 73.2 77.7 9.0 56.2 53.8 55.0 2.4 74.0 43.2 58.2 30.8 35.4 35.8 35.6 – 0.4 83.7 87.4 85.4 – 3.7 87.0 89.1 88.0 – 2.1 

IE 81.7 82.9 82.3 – 1.2 83.4 79.6 81.5 3.8 67.9 66.6 67.3 1.3 65.8 46.5 56.3 19.3 48.4 47.2 47.8 1.2 96.3 97.1 96.7 – 0.8 93.2 94.4 93.8 – 1.2 

EL 71.8 77.2 74.4 – 5.4 83.7 78.5 81.1 5.2 64.1 63.9 64.0 0.2 70.4 54.2 62.8 16.2 19.8 24.7 22.2 – 4.9 84.8 86.8 85.8 – 2.0 85.6 86.3 86.0 – 0.7 

ES 69.6 75.3 72.4 – 5.7 85.8 80.1 83.0 5.7 64.1 63.9 64.0 0.2 75.9 61.6 68.9 14.3 36.1 46.0 40.9 – 9.9 98.8 98.7 98.8 0.1 93.7 94.2 94.0 – 0.5 

FR 65.6 70.3 67.8 – 4.7 85.5 79.2 82.4 6.3 64.6 62.6 63.6 2.0 69.7 54.2 62.2 15.5 32.0 38.7 35.2 – 6.7 96.4 96.4 96.4 0.0 93.4 93.9 93.7 – 0.5 

HR 55.6 60.9 58.2 – 5.3 80.5 74.4 77.5 6.1 56.8 55.3 56.1 1.5 72.5 57.2 65.3 15.3 21.1 28.0 24.4 – 6.9 94.3 95.4 94.8 – 1.1 97.0 96.8 96.9 0.2 

IT 62.6 68.9 65.6 – 6.3 84.9 80.3 82.6 4.6 62.7 62.6 62.7 0.1 79.9 65.6 73.1 14.3 24.5 30.4 27.3 – 5.9 91.4 92.9 92.1 – 1.5 88.4 89.4 88.9 – 1.0 

CY 79.0 81.3 80.2 – 2.3 83.7 79.9 81.8 3.8 63.4 63.1 63.3 0.3 81.4 53.9 68.4 27.5 33.0 38.6 35.7 – 5.6 97.9 98.0 97.9 – 0.1 94.8 95.0 94.9 – 0.2 

LV 42.2 51.3 46.2 – 9.1 79.5 69.7 74.6 9.8 54.1 51.8 53.0 2.3 76.4 43.5 61.9 32.9 28.7 34.0 31.1 – 5.3 87.8 88.7 88.2 – 0.9 84.1 82.7 83.4 1.4 

LT 38.4 49.2 42.6 – 10.8 79.7 69.2 74.5 10.5 58.8 54.1 56.5 4.7 81.5 45.0 65.0 36.5 27.6 33.6 30.3 – 6.0 95.2 96.4 95.7 – 1.2 95.1 96.0 95.5 – 0.9 

LU 68.4 72.3 70.4 – 3.9 84.7 80.0 82.4 4.7 60.6 63.7 62.2 – 3.1 65.1 45.6 55.3 19.5 48.0 51.5 49.7 – 3.5 95.5 94.8 95.1 0.7 97.4 96.1 96.8 1.3 

HU 53.3 59.6 56.2 – 6.3 79.0 72.3 75.7 6.7 60.1 58.2 59.2 1.9 75.7 59.4 68.1 16.3 32.7 37.7 35.1 – 5.0 92.7 92.0 92.4 0.7 93.8 93.6 93.7 0.2 

MT 70.0 71.7 70.8 – 1.7 84.0 79.7 81.9 4.3 74.6 72.6 73.6 2.0 70.0 56.3 63.2 13.7 42.7 45.1 43.9 – 2.4 97.8 98.2 98.0 – 0.4 97.4 97.5 97.4 – 0.1 

NL 72.6 80.1 76.2 – 7.5 83.2 79.9 81.6 3.3 57.2 61.1 59.2 – 3.9 72.2 58.4 65.4 13.8 37.0 41.0 38.9 – 4.0 99.7 99.6 99.6 0.1 99.4 99.2 99.3 0.2 

AT 68.0 71.9 69.8 – 3.9 83.7 78.8 81.3 4.9 58.1 57.9 58.0 0.2 65.3 53.3 59.4 12.0 51.5 54.7 53.1 – 3.2 99.3 99.4 99.3 – 0.1 99.0 99.0 99.0 0.0 

PL 54.7 61.5 57.8 – 6.8 81.6 73.5 77.6 8.1 63.2 60.1 61.7 3.1 74.5 51.9 64.1 22.6 23.4 26.2 24.7 – 2.8 86.3 88.2 87.2 – 1.9 92.3 92.3 92.3 0.0 

PT 41.8 51.5 46.4 – 9.7 84.3 78.1 81.2 6.2 55.0 58.2 56.6 – 3.2 84.5 62.6 74.3 21.9 29.7 35.0 32.2 – 5.3 95.1 95.7 95.4 – 0.6 81.2 82.4 81.8 – 1.2 

RO 65.3 74.8 69.9 – 9.5 78.7 71.5 75.1 7.2 59.4 59.0 59.2 0.4 73.4 36.2 55.4 37.2 7.4 16.3 11.7 – 8.9 86.1 91.0 88.5 – 4.9 88.8 90.5 89.6 – 1.7 

SI 61.6 68.1 64.8 – 6.5 83.9 77.8 80.9 6.1 57.7 58.5 58.1 – 0.8 72.2 54.0 63.3 18.2 37.0 45.6 41.3 – 8.6 99.7 99.5 99.6 0.2 98.9 99.1 99.0 – 0.2 

SK 62.3 69.7 65.9 – 7.4 80.2 73.1 76.7 7.1 55.1 54.8 55.0 0.3 75.6 53.2 64.8 22.4 33.0 39.7 36.2 – 6.7 93.9 94.5 94.2 – 0.6 95.4 95.0 95.2 0.4 

FI 69.3 70.3 69.8 – 1.0 84.4 78.7 81.6 5.7 56.3 59.4 57.9 – 3.1 69.9 45.7 58.4 24.2 60.1 56.9 58.6 3.2 93.8 95.7 94.7 – 1.9 93.7 94.0 93.9 – 0.3 

SE 77.0 82.3 79.7 – 5.3 84.1 80.4 82.3 3.7 73.8 74.0 73.9 – 0.2 76.3 61.3 68.8 15.0 58.0 55.8 56.9 2.2 90.4 92.0 91.2 – 1.6 94.8 93.4 94.1 1.4 

UK 69.7 69.8 69.8 – 0.1 82.8 79.2 81.0 3.6 63.3 63.7 63.5 – 0.4 73.6 58.5 66.6 15.1 55.0 55.4 55.2 – 0.4 94.5 95.5 95.0 – 1.0 95.1 95.1 95.1 0.0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盟

收入與生活條件統計（

hlth_ silc_01）。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死

亡率資料（hlth_hlye

）。 

總計：女性與男性的

平均值。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死

亡率資料（hlth_hlye

）。 

總計：女性與男性的

平均值。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4年歐

洲健康訪問調查。歐

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法國、荷蘭：EIGE的

估計值。 

28個歐盟會員國：加

權平均值。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4年歐洲

健康訪問調查。 

歐洲統計局根據EIGE

的要求所為的計算。 

比利時、荷蘭：EIGE的

估計值。 

28個歐盟會員國：加權

平均值。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

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

計,（hlth_silc_08）。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2015年歐

盟收入與生活條件統

計（hlth_silc_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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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在 1 月 1 日按性別區分的人口（數目和%）（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平均值） 

 
國家 

附加變數 

在1月1日的人口（2014年、2015年、2016年的平均值） 

女性 男性 總計 % 女性 % 男性 

EU-28 213,784,337 199,340,866 413,125,203 0.52 0.48 

BE 4,597,186 4,359,690 8,956,876 0.51 0.49 

BG 3,124,248 2,892,703 6,016,950 0.52 0.48 

CZ 4,447,546 4,214,360 8,661,907 0.51 0.49 

DK 2,279,774 2,213,367 4,493,141 0.51 0.49 

DE 35,008,683 33,200,470 68,209,153 0.51 0.49 

EE 580,931 489,488 1,070,419 0.54 0.46 

IE 1,764,286 1,685,945 3,450,231 0.51 0.49 

EL 4,660,372 4,295,845 8,956,217 0.52 0.48 

ES 19,584,375 18,537,066 38,121,442 0.51 0.49 

FR 27,033,563 24,613,458 51,647,021 0.52 0.48 

HR 1,813,204 1,645,751 3,458,955 0.52 0.48 

IT 26,372,718 24,287,825 50,660,543 0.52 0.48 

CY 354,340 327,079 681,419 0.52 0.48 

LV 904,824 731,751 1,636,575 0.55 0.45 

LT 1,318,013 1,074,644 2,392,657 0.55 0.45 

LU 225,806 223,939 449,745 0.50 0.50 

HU 4,319,911 3,810,575 8,130,486 0.53 0.47 

MT 178,150 176,029 354,178 0.50 0.50 

NL 6,853,925 6,619,595 13,473,520 0.51 0.49 

AT 3,657,800 3,435,520 7,093,320 0.52 0.48 

PL 16,250,331 14,857,879 31,108,210 0.52 0.48 

PT 4,561,588 3,992,640 8,554,228 0.53 0.47 

RO 8,342,875 7,783,462 16,126,336 0.52 0.48 

SI 865,908 836,767 1,702,675 0.51 0.49 

SK 2,290,720 2,128,363 4,419,084 0.52 0.48 

FI 2,253,295 2,141,738 4,395,033 0.51 0.49 

SE 3,910,212 3,849,921 7,760,133 0.50 0.50 

UK 26,229,753 24,914,996 51,144,749 0.51 0.49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的人口統計。 

(1) 按廣義年齡族群和性別區分的1月1日人口（demo_pjanbroad）。 

(2) 按年齡和性別區分的1月1日人口（demo_pjan）。 

計算權力領域計量所使用的人口資料。這個指標的計量倍計算為指標的比率（女性與男性的佔有率）以及女性與男性在人口中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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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用於矯正係數的指標（總人口）在 2005 年、2010 年、2012 年及 2015 年的最大值 

領域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次領域 參與 隔離與工作品質 財務資源 經濟情況 取得和參與 隔離 照護活動 社會活動 

指標 
全時

等量 

持續時

間 
隔離 彈性 前景 所得 收入 貧窮 S20/S80 畢業生 參與 隔離 照護 烹飪 休閒 志工 

2005‑2015

年之最大

值 
60.9 41.2 27.7 52.6 71.7 3,492 33,457 91.8 29.8 36.8 39.0 48.2 ‑ ‑ 57.2 35.5 

 

領域 權力 健康 

次領域 政治 經濟 社會 狀態 行為 取得 

指標 
部會首

長 
國會 

地區議

會 
委員

會 

中央

銀行 研究 媒體 體育 
自覺健康狀

況 
平均餘命 

健康生活

年數 

風險行

為 
健康行為 醫療 牙醫 

2005‑2015

年之最大

值 

‑ ‑ ‑ ‑ ‑ ‑ ‑ ‑ 82.8 83.0 73.9 74.3 63.6 99.7 99.3 

 

備註：時間領域的照護和烹飪指標以及權力領域的所有指標未經矯正，因此不需要矯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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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歐盟會員國的指數和領域分數變化 

表 23：歐盟會員國 2005 年至 2015 年指數和領域的分數（點數）變化 

  

指數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EU‑28 4.2 1.5 5.7 2.6 ‑1.0 9.6 1.5 

BE 4.5 2.8 6.2 3.0 ‑9.0 13.6 0.0 

BG 2.0 1.3 7.6 0.8 ‑8.2 7.6 3.8 

CZ 0.0 0.8 5.7 5.1 6.1 ‑7.0 1.4 

DK 2.2 0.3 3.9 ‑0.1 0.4 6.8 ‑1.5 

DE 5.5 3.3 0.9 ‑2.4 ‑1.6 19.0 3.9 

EE 4.5 1.1 8.3 3.7 0.1 5.7 0.5 

IE 7.6 2.8 5.2 5.6 0.0 16.5 0.2 

EL 3.2 1.7 ‑1.2 8.4 ‑1.5 3.5 ‑1.5 

ES 6.1 4.3 2.3 6.0 6.0 11.1 1.5 

FR 7.4 1.6 4.5 3.8 ‑1.8 24.6 0.2 

HR 2.8 1.9 1.3 6.2 2.7 1.1 1.9 

IT 12.9 1.6 2.4 7.3 ‑0.8 29.2 0.5 

CY 9.2 4.4 6.6 15.1 3.6 8.3 2.4 

LV 4.5 1.9 8.0 2.3 6.7 4.2 4.6 

LT 1.0 1.3 8.6 0.7 ‑2.9 ‑0.7 1.5 

LU 4.6 5.9 1.3 7.4 ‑4.1 7.3 ‑0.2 

HU 1.3 1.8 4.2 0.0 ‑6.8 2.4 3.6 

MT 4.1 10.2 12.1 2.8 3.4 ‑0.4 1.1 

NL 5.1 1.9 4.6 3.4 ‑2.5 12.6 0.2 

AT 3.8 2.4 3.4 4.3 1.0 5.4 0.3 

PL 4.4 1.6 11.9 ‑0.7 ‑2.1 8.8 1.6 

PT 6.1 1.4 2.1 6.2 0.2 11.7 ‑0.2 

RO 2.5 ‑1.5 6.2 3.9 1.4 2.5 0.9 

SI 7.6 0.6 3.9 2.9 ‑0.5 24.1 1.4 

SK ‑0.1 0.2 12.5 5.5 ‑9.0 ‑3.8 1.8 

FI 1.0 0.5 6.3 4.7 ‑4.2 ‑3.1 0.5 

SE 3.8 3.9 3.4 4.7 0.5 5.4 2.4 

UK 0.3 2.4 1.5 ‑4.0 0.5 1.6 0.0 

增加 25 22 26 21 8 23 14 

無變化 3 5 1 5 8 2 12 

減少 0 1 1 2 12 3 2 

 
備註：綠色 – 增加；紅色 – 減少；黃色 – 無變化（少於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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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歐盟會員國 2012 年至 2015 年指數和領域的分數（點數）變化 

  

指數 

 

勞動 

 

金錢 

 

知識 

 

時間 

 

權力 

 

健康 

EU‑28 1.2 0.5 1.2 0.6 ‑3.2 5.0 0.2 

BE 0.3 1.0 1.9 0.5 ‑6.5 2.9 ‑0.1 

BG 1.1 ‑0.1 1.4 1.4 ‑4.7 6.6 0.6 

CZ ‑3.1 0.8 1.9 ‑0.4 1.8 ‑9.4 0.3 

DK 1.2 ‑0.5 0.9 2.3 ‑2.3 4.0 ‑0.6 

DE 0.6 0.8 0.2 ‑4.2 ‑2.8 7.0 1.1 

EE 3.2 0.7 1.8 ‑0.6 4.6 6.2 ‑0.6 

IE 1.8 0.2 0.3 ‑1.3 ‑2.3 7.9 0.2 

EL ‑0.1 0.6 ‑0.4 1.3 ‑0.5 ‑0.6 ‑0.8 

ES 0.9 0.1 ‑0.1 1.1 ‑1.8 4.1 0.5 

FR 3.7 0.2 2.4 3.7 ‑3.0 13.1 0.3 

HR 0.5 1.1 1.0 1.3 ‑3.7 1.2 0.5 

IT 5.6 0.0 ‑0.1 4.7 ‑2.1 15.9 ‑0.2 

CY 4.5 1.8 ‑2.5 0.3 5.4 7.3 1.1 

LV 1.7 ‑0.7 4.7 0.1 5.0 1.1 0.5 

LT 2.6 0.6 1.3 1.1 ‑5.1 8.9 ‑0.5 

LU 3.1 1.5 2.3 0.7 ‑2.4 8.6 ‑1.0 

HU ‑1.0 0.8 0.9 2.6 ‑0.9 ‑3.2 0.1 

MT 2.3 2.8 1.8 ‑1.1 5.5 2.4 0.2 

NL ‑1.1 0.5 ‑0.2 0.4 ‑2.8 ‑3.7 0.2 

AT 2.0 0.5 2.3 3.3 ‑4.1 4.1 0.2 

PL ‑0.1 0.2 3.0 ‑0.5 ‑2.8 0.3 0.5 

PT 1.6 0.6 ‑0.8 ‑0.1 1.5 4.2 ‑0.8 

RO 1.2 ‑0.7 0.2 1.6 ‑2.9 4.4 0.2 

SI 2.3 0.5 0.3 0.1 0.5 9.1 0.4 

SK 0.0 0.6 1.9 0.4 2.9 ‑2.3 0.3 

FI ‑1.4 ‑0.1 1.6 1.8 ‑3.6 ‑7.9 0.4 

SE 2.9 1.2 2.2 1.9 6.6 4.3 1.1 

UK 2.6 1.2 0.7 ‑1.7 ‑3.3 11.0 ‑0.6 

增加 17 7 15 13 8 21 3 

無變化 7 21 12 11 3 2 24 

減少 4 0 1 4 17 5 1 

 
備註：綠色 – 增加；紅色 – 減少；黃色 – 無變化（少於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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