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来说
,

妇女无论在家劳动还是在外劳

动都属劳动范围
,

也就是说
,

无论妇女在家或在

外工作
,

都是生产范围内的劳动
。

只是从经济方

面看
,

前者属
“

无偿劳动
” ,

后者为
“

有偿 劳动
” 。

对妇女劳动人 口而言
,

选择
“

有偿劳动
”

并不表

示必须对
“

无偿劳动
”

加以放弃
,

只是投入
“

无偿

劳动
”

的时间比例会因
“

有偿劳动
”

的参与而相

对地受到影响
。

对
“

无偿劳动
”

的选择也是一样
。

妇女在个人的时间和体力受到限制的条件下
,

对于
“

有偿劳动
”

或
“

无偿 劳动
”

的选择
,

必然是

择其一而影响另一项的劳动投入
。

换言之
,

除非

客观条件如法规
、

制度和
“

补充性
”

劳动力的投

入等因素随之加以改变或配合
,

否则个人在时

间和体力有限的前提下
,

对
“

有偿
”

和
“

无偿
”

劳

动的投入很难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
,

这种状

况直接反映在台湾妇女的劳动问题上
。

一
、

台湾妇女劳动参与状况

目前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台湾妇女劳动

参与率正在逐年增加
。

虽然
,

1 9 8 9 年
,

台湾女性

劳动参与率 (年龄 15 岁以上 )仅达 4 5
.

3 5%
。

但

是从长期发展来看
,

女性 劳动力参与率确实呈

逐年上升的趋势
,

其中又 以 25 岁至 39 岁育儿

期年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趋势最为显

著
。

然而
,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

不仅中
、

高级文化

程度的妇女
,

而且
.

包括那些肩负着延续社会生

产力 (生育
、

教育子女 )工作 的妇女都倾 向于外

出工作
。

请看表 1
,

表 2
。

表 1 :

台湾地区历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及失

业率 ( % )①

产4冷一广亡口-r卜舍.夕、渔.必
.尸汤代

,

压眨一l尹刁夕
、
蒸于

、

属少ì

年年度 ( 民国 ))) 劳动力参与率率 失从卜率率
666 777 39

.

1666 1
.

8 666

666 888 3 9
.

2飞飞 飞
.

5 333

666 999 3 9
.

2 333 1
.

4 777

777 OOO 3 8
.

7666 1
.

6 555

777 111 3 9
.

:3( ))) 2
.

2 555

777 222 4 2
`

1222 2
.

7 666

777 333 4 3
.

3 000 2
.

4 666

777 444 花 3 4 666 2
.

9 222

777 555 4 5
.

5 111 之
.

5 333

777 666 雌6
.

矛111 1
.

9 777

777 ??? 4 5
.

5 666 】
.

6 888

777888 4 5
.

3 555 ]
,

5 666

比 台湾行政阶 乎 汁处 7 8 年 ( 1 98 9 年
.

编 者洲 ) 人 力资源

统计年报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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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台湾地区历年不同年龄 组

女性劳动参与率 ( % ) ①

年年度度 ] 6 一 1 999 2 0 一 2 444 2 5一 2 999 3 0 一 3 444 3 5一 3 999 4 0 一 4 444

(((民 l习 ))) 岁岁 岁岁 岁岁 岁岁 岁岁 岁岁

666 777 4 9
.

5 333 5 6
.

3000 4 0
.

7 111 3 9
.

6 999 4 1
.

9 333 4 1
.

7 888

666 888 4 5
.

4 777 5 6
.

4 444 4 0
.

3 555 3 9
.

2 666 4 3
.

5 555 4 1
.

7 222

666 999 4 2
.

9 999 57
.

8 777 4 1
.

5 777 3 9 7 111 4 2
.

9 777 4 2
.

7 222

777 ( ))) 4 1 2 555 58
.

3 444 4 1
.

2 000 3 9
.

5 666 4 2
.

7 222 4 2
.

3444

777 111 3 9
.

3 888 58
.

8 222 4 2
.

8 999 4 1
.

0 888 44
.

5 666 4 3
.

6 111

777222 3 9
.

1 666 6 0
.

9 222 4 6
.

4 555 4 6
.

9 222 4 9
.

0 666 48
.

0 333

777 333 3 6
.

8 222 62
.

7 333 4 8
.

9 999 4 8
.

5 999 5 1
.

1 888 5 1
.

3 555

777444 3 5
.

3 555 62
.

3 777 5 0
.

4 333 4 9
.

1999 52
.

1 555 5 1
.

8 111

777 555 3 5
.

1 666 6 4
.

9 333 5 3
.

8888 5 2
.

2 222 55
.

9 888 54
.

3888

777666 3 3
.

0 888 6 6
.

8 444 5 6 3000 5 5
.

0 111 57
.

3 555 55
.

7 111

777777 2 9
.

9444 6 6
.

1444 5 6
.

7 777 5 4
.

0 222 5 6
.

3 999 54 8 666

777 888 2 8
.

3999 6 5
.

8 555 58
.

4 999 5 3
.

6 222 5 5
.

5 888 5 5
.

0 666

最大的因素当属婚姻状况与子女
,

已婚妇女

外出工作者较单身妇女低 ; 而丈夫所得越高
,

家庭分工的经济动机越强
。

②

表 3
:

依有偶妇女教育程度和

子女年龄的劳动力参与率 ( % )③

年年度度 4 5一 4 999 5 0 一 5 444 5 5一 5 999 60一 6 444 6 5 岁岁

(((民 [司 ))) 岁岁 岁岁 岁岁 岁岁 以 上上

666 777 36
.

5 111 2 8
.

9 777 2 1
.

7 777 } 3
.

4 444 2
.

4 777

666 888 3 7
.

6 999 2 9
.

:考000 2 2
.

8 777 13
.

1 999 2
.

0 000

666 999 3 9
,

1 444 3 0
.

7 000 2 2
.

8 666 1 2
.

4 000 1 7 888

777OOO 3 8
.

8 666 3 1
.

0 999 2 2
.

7333 1 2
,

1999 1
.

8 666

777 lll 3 9
.

9 111 3 1
.

7 000 2 3 7555 1 2
.

8 555 2
.

0 111

777 222 j 2
.

9 000 3 5
.

0 777 2 6
.

8 333 1三
.

6 111 2
.

7000

777 333 4 5
.

] 888 3 7
.

3 777 28
.

2 777 1 6
.

4 888 2
.

8 000

777444 4 5
,

9 888 3 8
.

4 444 28
.

() 888 1 7
.

0 111 3
,

3 666

777555 4 8
.

6 888 3 9
.

6 999 30
.

0 444 1 7
.

5 999 3
.

8 999

777 666 4 9
.

3 999 4 0
.

5444 30
.

9 444 19
.

3 222 3
.

8 888

777 777 48
.

8 555 3 9
.

4 777 3 0
.

9 000 19
.

0 555 3
.

4 333

777 888 4 8
.

5 666 3 9
.

0 333 3 0
.

7 111 18
.

9 555 3
.

9 222

认认认
平均均 子女均在在 有 6一 1777 有 6 岁以以 无子 女女

」」」」8 岁以上上 岁子女女 下子女女女

平平 均均 4 3
.

7 444 30
.

4 555 5 4
.

1888 4 2
.

9 555 56
.

7 555

不不识字字 2 2
.

0 777 2 4
.

9 444 5 0
.

4 888 4 1
.

1 555 20
.

5 000

自自 修修 4 4
.

5 444 3 6
.

7 444 5 9
.

6 555 3 6
.

5 111 4 3
.

3 111

国国 小小 4 4
.

8 555 3 5
.

0 555 5 3
.

9 222 3 9
.

4 222 4 5
.

1333

国国 中中 4 0
.

4 333 2 5
.

4 444 5 2
.

1 333 3 7
.

1 666 5 3
.

1 222

高高
,

}
,, 4 3

.

6 333 2 8
.

9 111 5 2
.

2 666 4 0
.

3 000 6 3
.

3 444

高高 职职 4 6
.

5 000 3 3
.

1888 4 9
.

2 555 4 4
.

2 000 57
.

7 555

(((含师范 ))) 6 9
,

2 888 5 6
.

2 999 7 4
.

6 666 65
.

5 888 8 0
.

3 999

专专 科科 68
.

5 777 3 4
,

3 555 7 4
,

5000 72
.

5 888 6 4
.

3 777

大大学以 l乙乙乙乙乙乙乙

表 4
:

依行业分男女就业者比例 ( % ) ④

从人们参与有偿劳动的特性看
,

一般 而

言
,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皆受下列

因素的影响
:

年龄
、

婚姻状况
、

子女
、

收入所得

和劳动力市场条件
。

由于男性劳动力预期寿

命较短
,

因此年龄对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大

于对女性的影响
。

至于工资所得
,

当真实工资

所得增长时
,

男睦会因收入效果大于替代效

果
,

而致劳动力供给
一

「降 ; 而女性会因为替代

效果大于收入效果
,

而致劳动力供给增加
。

就

劳动力市场条件而 言
,

高失业率会影响劳动

力参 与率 ( 见表 1 ) ; 而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提

高
,

会导致劳力供给增加 ( 见表 3 )
。

一 般来

说
,

在传统雇用男性 的行业里 女性的劳动力

参 与率会较低 ( 见表 4 )
。

对女性劳动力影响

4 4

幸幸一一叙骂骂
男男 女女

农农
、

林
、

负
、

牧牧 17
.

1777 1 1 8 333

矿矿 业
、

上石采取取 0
.

5 444 0
.

1555

制制 造造 3 1
.

7 111 4 1
.

4 999

水水电燃气气 0
.

6 222 0
.

1444

营营 造造 下)
.

8 444 1
.

8 000

商商 业业 1 6
.

7888 19 8 666

运运输
、

仓储
、

通信信 7
.

7 222 2
.

1777

金金融
、

保险
、

不动产产 2
.

4 666 3
.

6 666

公公共行政
、

社会
、

个人服 务务 13
.

1444 18
.

9 000

据 仁
,

台湾妇女劳动力参与的情况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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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概述如下
:

第一
,

尽管妇女劳动力参与率逐年增加
,

但是仍有过半数的妇女属
屯

非 (有偿 )劳动力

人 口
。

这种状况可以通过丙年来非劳动力人

口 中
,

因
“

料理家务
”

而未参与有偿劳动的比

例仍占第一位的数据而表现 出来
,

见表 5
。

表 5
;

台湾地区历年非劳动

未参与有偿劳动的原因 ( % )①

年年度度 想工作而而求学有准准料理家务务衰老残障障 其 他他

(((民国 ))) 未找工作作 备升学学学学学

666 777 1
.

5000 2 5
.

8777 5 3
.

3 333 14 3333 4
.

9 777

666 888 1
.

3 555 2弓 3 777 5 3
.

1 333 ] 4
.

5999 4
.

弓666

666 999 1
.

1 777 2 6
.

7222 5 2
.

0 888 14 9 111 5
.

} 333

777 OOO l
,

2 111 2 6
.

4 222 5 2
.

1 888 1 5
.

3 111 t
.

吕888

777 lll 1
.

2 555 2 6
,

4 555 5 1
.

1 888 1 5
、

4 888 几
.

3 333

777222 1 5 444 2 6
.

7 666 门9
.

6 888 1 6
.

1000 5 9 222

777 333 I
,

5 222 2 7
.

3666 4 8
.

5 444 16
.

6 777 乃
.

9 }}}

777 444 l
、

6 666 2 7
.

3777 4 7
.

8 111 16
.

9 888 6
.

1888

777 555 l
,

7 333 2 7
.

7666 4 6
.

3 555 17
.

5 222 六
.

6444

777 666 1
.

5 333 28
,

3 555 魂5
.

5 777 18
.

1777 6
.

1 111

777 777 1
、

3 999 28
.

6 666 4 5
.

1 666 18
.

6 222 6
.

2000

777 888 1
.

3 666 28
.

5 444 4 5 1666 18
.

8 999 6
.

t )888

励因素
,

另一为阻遏因素
。

由于
“

有偿劳动
”

是

两项相对的选择方案
,

因此
,

对
“

有偿劳动
”

的

参与是激励的因素
,

对
“

无偿劳动
”

就是阻遏

因素 ; 反之
,

对
“

有偿劳动
”

是阻遏的因素
,

则

对
“

无偿劳动
”

就是激励因素
。

由此
,

影响台湾

妇女参与
“

有偿劳动
”

的激励因素有以下几个

方面
:

第一
,

家庭结构的改变
,

主干家庭组织形

态的减少
。

所谓主干家庭是指祖父母
、

父母与

未婚 子女同住的家庭
。

根据 1 9 8 9 年台湾政府

公布的
“

台湾地区国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

显示
,

主干家庭仅占抽样 人数的 2 5
.

64 %
,

其

它多为小家庭的组织形态
,

其中核心家庭 (父

母 与 未 婚 子女 同住 的家 庭 ) 最 多
,

占 55
.

7 2%
,

单亲家庭 占 7
.

30 %
,

夫妇两人家庭 占

4
.

5 5 %
。

见表 6
。

表 6
:

受 访家庭人数及组织形态④

第二
,

由于影响妇女劳动参与的主要因

素是婚姻状况和 子女
,

因此导致妇女劳动力

参与呈现 出—
M 曲线

,

表明妇女劳动力参

与率在 25 一 34 岁育儿期年龄间呈现 出一下

降趋势
。

可以说
,

在这个年龄层的已婚妇女
,

尤其是有 6 岁以 下子女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妇

女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

专心从 事相夫教

子的工作
。

虽然
,

根据先进 国家的经验
.

有 6

岁以下子女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 已有

增加的趋势
,

但妇女劳动力参与的 M 曲线依

旧
。

②

第三
,

一 些丈夫失业或离婚的妇女常被

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满足经济需求
,

尤其是

目前社会离婚率渐增@
,

虽然
,

单亲家庭的比

例仅占抽样数的 7
,

3 。%
,

但仍可以预 见到 以

妇女为户主的单亲家庭将会增加
,

也就是说
,

一些妇女将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
。

家家庭别别 样本人数数 丫不分 比比

单单 身家庭庭 8 777 2
.

5 222

夫夫妇
_

人人 1 5777 4
.

5 555

单单亲家庭庭 2 5 222 7
.

3 000

核核心家庭庭 1 92 333 5 5
.

7 222

仁仁 J
二

家庭庭 8 8 555 2 5
.

6 444

于于以孙两代代 4 666 1
.

3 333

其其 他他 } 可) lll 2
.

9 333

总总 i十十 3 礴5 」」 1 0 0
.

0 000

这项结果 显示
,

在小家庭形态为主的家

庭结构下
,

妇女在决定是否外出工作时
,

来 自

长辈的约束和压力可相对减少
。

换言之
,

当妇

女必须就在外的
“

有偿劳动
”

和在家的
“

无偿

劳动
”

之间作慎重选择时
,

仅需着重考虑个人

能力
、

家庭需要和
“

无偿劳动
”

的分担等因素
。

实讯几结果也 显示
,

核心家庭妇女能从 卜}f较长

二
、

影响台湾妇女参与
“

有偿劳动
”

的因素

在台湾影响妇女选择
“

有偿 劳动
”

或
“
少匕

偿劳动
”

的因素
.

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

一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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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
“

有偿劳动
” ①

。

第二
,

工作态度的改变
。

不仅是近年来金

钱观念的变化导致劳动流动率的上升
,

同时
,

具有新价值观
、

归属感的青少年劳动力 ( 15 一

2 4 岁 )与上一辈劳动力对事务的感觉
、

期望
、

偏好 已产生明显的差异
。

调查表明
,

青少年劳

动力 (尤其是男性 )对工作收入和工作保障上

的重视程度
,

远低于壮年劳动力
。

同时
,

青少

年劳动力对同事
、

上级的满意度也落后 ② 于

壮年劳动力
。

这些都是导致青少年劳动力流

动频繁的因素
,

也是造成经济建设人力欠缺
,

而迫切需要女性劳动力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原

因之一
。

第三
,

家庭收入无法应付房地产价格的

高涨
。

据台湾劳委会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
,

有

35 %的劳工是
“

无壳蜗牛
” 。

在未来三年内
,

平

均 每年都有 3 5 万 的劳工有 购建住宅 的意

愿③
。

若加上其它行业的有购建住宅意愿的

人
,

其数量当倍数于 35 万人
。

然而
,

对照现在

的房地产价格与劳工购买的意愿 (和其他行

业人士购买的意愿 )
,

若仅靠丈夫一人之力
,

由
“

无壳
”

家庭变成
“

有壳
”

家庭的美梦是不易

实现的
。

因此一些妇女外出工作以增加家庭

收入成为一种必然
。

当然
,

有些妇女外出工作

的 目的不仅限于增 加家庭收入
,

但是无可否

认
,

增加家庭收入是妇女外出工作的强烈动

机之一①
。

第 四
,

婚姻价值观
,

如
“

多子多孙
”

和
“

女

子无才便是德
”

等谬误的改变和匡正
,

使社会

流行晚婚或不婚
,

低出生率和妇女教育程度

普遍提高
。

由于妇女是否外出工作大多取决

于婚姻
、

子女和教育程度等因素
,

因此来自婚

姻和子女羁绊的减少及 自我能力的提高
,

使

妇女出外谋职
、

参与
“

有偿劳动
”

的人数逐渐

增加
。

在此不可能排除的一项可能性是
,

妇女

外出工作对婚姻
、

子女等观念的改变的影响
。

因为或许妇女是因 为外出工作
,

致使所得增

加
,

而改变了对婚姻
、

子女等问题的看法
。

此外
,

现今流行的
“

速食文化
”

对妇女外

出就业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

因为快餐店和

4 6

便利商店的林立分担了部分的家务劳动
,

使

得妇女相对减少对
“

无偿劳动
”
的投入而拥有

更多的时间来从事
“

有偿劳动
” 。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
,

可得到这样的结

论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女性劳动参与率将

逐年增加
。

可以预见
:

女性劳动力在未来经济

活动和发展过程中
,

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

尽管

当前台湾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不及女性劳动人

口 的 5 0%
,

但是
,

由于劳动力需求
、

增加家庭

收入
、

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婚姻观念的改

变等 因素的影响
,

将使更多的女性劳动人 口

在
“

有偿劳动
”

与
“

无偿劳动
”

的时间比例分配

之间作出慎重评估和抉择
。

虽然在经济诱 因的驱使下
,

女性 劳动人

口从家庭转移到劳动力市场有迫切性和必要

性
; 但是由于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条件的限

制
,

女性 劳动人 口是否能顺利投入经济生产

行列仍充满阻遏因素
,

其主要因素为
:

第一
,

尽管许多传统价值观 已随时空环

境的改变而变更
,

但是仍有少数的传统观念

依然存在
。

其中之一为父权社会的
“

男女分

工
”

的价值观
。

在这种观念下
,

男人被要求参

与主要生产活动
,

而将家务和教育下 一 代的

工作赋予女人
。

虽然这种观念已随女权意识

的高涨和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
,

受到质询和

挑战 ; 但是
,

长期以 来
,

要求妇女承担家务和

抚育子女的观念仍影响到妇女能否顺利地投

入到劳动力市场中
。

一般而言
,

丈夫收入 越

高
,

导致
“

男女分工
”

的经济诱因越强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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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家庭组织形态的改变
。

虽然以小家

庭为主的家庭结构
,

妇女较能出于 自我意愿

较长时间地投入到
“

有偿劳动
”

中去
,

但是小

家庭组织结构也相对地阻碍 了已婚妇女
,

尤

其是拥有 6 岁以下子女的妇女重新投入劳动

力市场
。

实证研究表明
,

在主干家庭中
,

如果

祖父母愿意提供或分担照顾幼 小孩子 的劳

务
,

那么这种家庭的妇女能 比核心家庭的 已

婚妇女更早地再投入劳动力市场①
。

由此可

见
,

当今社会以小家庭为主的家庭组织形态
,

并非对妇女就业有着完全积极的正面意义
。

第三
,

都市空间结构限制妇女劳动力的

参与
。

所谓都市空间结构的限制
,

是指职业场

所和住宅区的分隔
,

使妇女活动受到限制②
。

换言之
,

妇女活动不仅受限于教养子女
,

而且

也受职业场所和住宅区的限制
,

也就是说
,

当

妇女决定外出从事
“

有偿劳动
”

时
,

必须考虑

空间距离
、

交通工具
、

抚养子女
、

照顾老人等

问题
。

这种状况使一些妇女无法从事高薪收

入的职业或不能进行专门全时性的工作
。

这

些问题很严重地影响到妇女参与有偿劳动
。

第四
,

幼儿教育设施不足
。

据内政部的调

查统计
,

到 1 9 9。 年底
,

已立案的公私立托儿

所仅 4 0 0 0 多所
,

照 顾 2 4 万 幼 儿 ; 幼 稚 院

2 5 0。 多所
,

招收 35 万孩子③
。

这些数字表明

幼儿院所的不足 (截止到 1 9 8 9 年台湾 6 岁以

下的儿童共计 20 。 万人 )这使妇女无法放心

地参与
“

有偿劳动
” 。

即使妇女外出工作
,

但其

工作压力
、

工作满足感和成就感的缺乏
、

对家

务和子女教育的牵挂都会影响妇女全心全意

地投入工作④
。

由于家庭分工的传统观念
、

都市空间结

构的限制和幼 儿教育设施的缺乏
,

使妇女在
“

有偿劳动
”

和
“

无偿劳动
”

间面临着选择性的

窘境
,

其主要的原因是
:

第一
,

对妇女而言
,

住

宅外专任工作的选择不多
。

第二
,

家庭中的劳

作较能 自我控制
。

由于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
,

妇女本来就被要求负起家务和教育子女的责

任
,

加之她们在外工作时常遇到诸如人际关

系的困扰
、

服务方式的不满 ( 指工作环境与工

作者期望的差距 )和家务的困扰等问题
,

使一

些妇女宁愿回到家中
,

进行他们所能控制和

掌握的工作⑤
。

第三
,

扶养孩子成为妇女个人

的工作
,

这是因为大家庭 中由老人代为扶养

孩子转为由妇女个人来承担
,

这种扶养子女

的责任成为阻碍他们外出工作的主要原因之

一
。

第四
,

由于在传统价值观念中
,

男性必须

肩 负养家糊 口 的责任
,

因此要求妇女把居家

环境搞好
,

使男人无后顾之忧
,

因此妇女必须

把家务搞好
。

总之
,

上述因素的影响使得妇女

在选择外出工作时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

为此
,

一些学者专家建议从以 下方面加

以改进
:

一是设计合作式照管子女的安排 ; 另

一为都市中心区提供不同的住宅形态
。

两者

的 目的都是为改进住宅的安排与生活方式
,

以减少妇女处理家务和照顾子女的时间⑥
。

总而言之
,

就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来看
,

妇

女参与
“

有偿劳动
”
的积极条件确实存在

。

然

而
,

无 可否认的是限制妇女全心全意投入经

济生产活动的因素也依然存在
。

因此
,

除了因

家庭发生变故
、

丈夫失业或离婚
,

促使妇女不

得不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外
,

在一般情

况 下
,

是否选择参与
“

有偿劳动
”

视妇女个人

价值观而定
。

然而台湾地 区 已明显地渐入老

年化社会
,

而相对于人 口 成长趋势的是服务

业人力需求增加
、

工资所得提高和总体经济

活动因公共工程推动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

象
。

鼓励妇女劳动力的参与来弥补因人力供

需不平衡而出现的劳力短缺
,

也成为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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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策所希求的 目标
。

三
、

妇女参与有偿劳动与其无偿

劳动的
“

人力补充
”
问题

由于个人是否参加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完

全是其理性抉择的结果
,

因此对于妇女参加

有偿劳动应予以尊重
,

并满足其对无偿 劳动

的
“

人力补充
”
需求

。

但是并非每一个参与有

偿劳动的妇女都需求有关家务和扶养子女的
“

人力补充
” ,

即使有此种需求
,

也并非同时需

要家务和教养子女的
“

人力补充
” 。

因此
,

无偿

劳动可分为两大类
:

家务和教养子女
。

家庭因

其组织形 态和子女年龄不同
,

对
“

人力补充
”

的需求类别也不同
。

因此可排列出需求无偿

劳动家庭的等级
,

以此 了解真正需求
“

人力补

充
”

家庭的数量
。

综合妇女就业特性分析的结果
.

再参照

家庭组织形态的状况
,

可大概将需求
“

人力补

充
”

的家庭的等级加以排列
,

见表 7
。

表 7
:

家庭
“

人力补充
”

需求等级表

等等 级级级级级

家家庭形态态 单亲家庭庭 核心家庭庭 祖孙两 代代

需需求种类类 6 岁以以 6 岁以以 6 岁以以 6 岁以以 6 岁以以 6 岁以以

卜卜卜 r 女女 }
_

r 女女 }` r 女女 }几 r 女女 下子女女 L r 女女

家家 务务 丫丫 丫丫 侧侧 丫丫 丫丫 了
`̀

厂厂女照顾顾 丫丫丫 丫丫丫 甲甲甲

务务 字}
: ...

1
.

缺少 内系系 1
.

仁妇外外 1
.

了三妇外外

亲亲亲属协助助 出 l 作作 出 J 作作

22222
.

男性或或 2
.

缺少直系系 2
.

视祖义 f于于

女女女尹j ) ” ]]] 亲属协助助 年龄而定定

至于如主于家庭
、

夫妻二人 的家庭和 单

亲家庭
,

则主观
_

}二认为其需求性并非迫切
,

故

不将其列入考虑范围
。

若真有排列第四 竿级

的必要当属主干家庭中祖父母年龄 已不能胜

任家务和照顾孙 子女贵任的家庭
。

之所以将

需求种类区分 为家务和 广女照顾两类
,

仁要

是因为两种需求满足的方法不同
。

例如
,

鼓励

家庭服务业的兴办可满足家 务劳动的需求
,

而广设托 儿所
,

幼稚园了丁满足子女照顾 和教

养的需求
。

书实 仁
,

在衡址
“

人力补充
”

需求等级时
,

虽 已将家庭形态
、

r 女年龄
、

妇女外出 仁作和

魂8

直系亲属是否协助等诸多因素列入 考虑
,

却

漏了家庭收入所得的因素
。

若将家庭收入所

得因素一起考虑
,

那么各等级真能雇用得起

女佣的比例必相对减少
。

虽然
,

目前缺乏实证

资料证明
“

家庭收入所得
”

的因素对需求 比例

的影响
,

但是
,

参照劳委会日前所公布的一项

初 步调查结果
:

不赞成开设外籍女佣的人较

赞成的人多
。

究其赞成意愿低落的原因
, “

价

格不便宜
”

是主因之一①
。

那么如何通过无偿

劳动的
“

人力补充
”

来使更多的受教育程度较

高 又愿意外出工作的妇女出来工作呢 ?

首先
,

可以考虑开放闲 置劳动力 以满足
“

人力补充
”

的需求
。

闲置劳动人 口 基本上涵

盖 了 6 5 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和非劳动力人 口
。

后者包括 一些想工作而未找工作的人
、

求学

的青少年和专心在家料理家事的人
。

理论上
,

这些不同类别的人 口都可通过职业教育和训

约
;

及经济诱因使他们投入照顾子女和家庭服

务的
_

〔作
。

其次
,

通过政府政策指导鼓励家庭服务

业的兴办
。

这些提供家庭服务的机构必须是

以 公司形态出现
,

通过需求家庭和公司间契

约的订立
,

不仪使员工的福利和待遇 加以保

障
,

同时也 可通过公司慎重选择员工使需求

家庭的权益受到保障
。

再者
,

鼓励提供 一些部分时间的工作
。

所

谓部分时间工作
,

即 一种经常性的有酬工作
,

但其 〔作时间比所属企业单位的正常工时要

少许多
,

这样一些从 事家务劳作的妇女也可

以有 一定的时间参 与有偿劳动
。

鼓后
.

必 须强调的是社会或政府对人力

资源的培养和开发
,

政府有必要提供咨询和

辅异机构
,

以安排已婚妇女
,

少创琴是有子女者

重新投入 劳动市场
,

至 于其它配合措施也应

起汁划和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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