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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撰研動機 

隨著時代的推移、社會的變遷，傳統「男主外、女主內」的單

薪家庭明顯減少，雙薪家庭成為主流的家庭型態，夫妻雙方需同時

兼顧職場工作、養育子女及照顧長輩的責任。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2 年至 2070 年）》

報告，我國已於 1993 年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年轉為高齡社會，推

估將於 2025 年邁入超高齡社會（老年人口占比超過 20%，如圖 1)；

而我國扶養比
1
自 2012 年起逐年上升，2022 年為 42.2，預估於 2060

年超過 100，並持續上升至 2070 年之 109.1。（如圖 2) 

 

圖 1、我國高齡化時程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2、我國扶養比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我國已成為高齡社會，現代上班族所需負擔照顧長輩的責任加

重，在工作壓力與家庭照顧工作漸趨繁重下，容易產生工作家庭衝

突(work-family conflict)
2
，當無法調和該衝突時，可能會選擇離

                                                       
1 扶養比係以年齡作為生產者與受扶養者之分界，計算出每百位工作年齡人口所需扶養之依賴人口數。 
2  工作家庭衝突係指時間、能量不足以滿足工作角色、家庭角色的期待，而產生相互衝突的情形。例如：

因工作要求必須加班完成，而無法做到陪伴及照顧家人的義務與責任，就會形成此衝突。（黃雅珍，201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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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職場去照顧長輩，依據衛生福利部《106 年老人狀況調查》顯示，

照顧 65 歲以上老人的家庭照顧者中，女性占 60.98%，男性占

39.02%。另照顧前有工作者中，有 35.23%因照顧家人而辭去工作，

其中女性因照顧辭去工作比率為 43.93%，較男性 24.42%高出 19.51 

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對於大多數育有子女的雙薪家庭而言，同樣會經歷

工作家庭衝突，雙薪家庭在沒有後援部隊的情形下，可能協調由夫

妻一方暫時離開職場，全心投入養育子女的工作。根據行政院主計

總處《111 年人力運用調查》顯示，15 至 64 歲有配偶者就業率受其

年幼（15 歲以下）子女數之影響，育有 1 名年幼子女者，女性就業

率為 73.59%，且隨年幼子女數之增加而逐漸下降，至育有 3 名以上

子女者就業率已降至 67.32%，男性則維持在 9 成 5 左右(如表 1)，

顯示女性仍負擔較多的育兒工作。 

表 1、15 至 64 歲有偶或同居者就業率按最小子女年齡與 15 歲以下子女數區分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又依據衛生福利部《107 年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查》結果，學

齡前兒童母親有請過育嬰假的比率為 29.1%，高於父親的 4.6%；若

就平均請育嬰假的月數而言，母親為 8.6 個月亦高於父親的 6.0 個

月。再就父母親沒有請育嬰假的原因觀察，母親的前三項主要原因

為當時無工作（占 37.8%）、小孩已有他人照顧（占 33.6%）及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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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職停薪津貼不夠貼補短少的薪水（占 17.5%）；而父親則為小孩已

有他人照顧（占 51.0%）、改由配偶申請（占 23.9%）及育嬰留職停

薪津貼不夠貼補短少的薪水（占 19.9%）。（如圖 3） 

 

圖 3、學齡前兒童父母親沒有請育嬰假之原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從上述性別比率可以發現，女性有較高比率會因為照顧家庭而

放棄工作，即使家務的性別分工模式已隨雙薪家庭的趨勢而逐漸改

變，但仍存在女性家庭照顧者比率高於男性的現象，究其原因，受

到長期社會文化給予性別的框架影響，人們對於性別角色賦予「男

性應以事業為重、女人應以家庭為重」、「女性比較會照顧人」等刻

板標籤，使得女性往往成為擔任家庭照顧者的第一順位。 

至於工作相對保障且穩定的公教人員，似乎也存在此種「家庭

照顧者女性化」情形，從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領取育嬰留職停薪

津貼的資料可見，自 107 至 111 年間，男性之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比

率落在 1.03%至 1.74%之間（如圖 6），雖有逐漸上升趨勢，仍有進步

空間。 

為了消除對婦女的歧視，聯合國大會於 1979 年通過「消除對婦

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 CEDAW），明文規範

締約各國應採取立法及一切適當措施，以保障婦女在教育、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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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家庭、政治、法律、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利，其

中與本報告有關之權利如表 2： 
表 2、本報告涉及 CEDAW 相關條文規定 

條 次 內容摘要 

第 5 條 

改變性別刻板 

印象與偏見 

締約各國應（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

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

法；（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

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第7條 

消除政治與公

共生活之歧視 

締約各國應消除在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

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條件下：（b）參加政府政策的制訂及其執行，

並擔任各級政府公職，執行一切公務。 

第11條第2項 

工作權 

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

作權利起見，應（a）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為理由予以解僱，以及以婚

姻狀況為理由予以解僱的歧視，違反規定者予以制裁；（b）實施帶

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利的產假，而不喪失原有工作、年資或社會

津貼；（c）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

和發展托兒設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並參與公

共事務；（d）對於懷孕期間從事確實有害於健康的工種的婦女，給

予特別保護。 

第16條第1項 

婚姻與家庭 

生活權 

締約各國應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

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d）不論婚姻狀況如

何，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作為父母親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但在任

何情形下，均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 

我國《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分

別自 86 年 5 月 20 日、102 年 4 月 22 日訂定施行迄今，已歷數次修

正，現行留職停薪與照顧家庭有關之事由計有：育嬰、收養兒童、

照顧三足歲以下孫子女、侍親、照護配偶或子女、依親等 6 種。 

為瞭解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本府）公務人員、教育人

員、警消人員及醫事人員（以下簡稱公教人員）以照顧家庭事由申

請留職停薪（以下簡稱留職停薪），是否存在「家庭照顧者女性化」

之情形，本報告以近五年（107 至 111 年）申請留職停薪之公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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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性別分析標的，並就渠等人員之官等、主管別、年齡等類別加

以統計比較，試從家庭照顧者實際需求面進行初步推論及提出改進

策略，期能落實兩性申請留職停薪均衡，並打造友善家庭職場環境，

提供同仁平衡工作家庭衝突的支持力量。 

  

二、撰研目的 

本報告旨在探討近五年（107 至 111 年）本府公教人員申請留職

停薪之情形為何？是否存在「家庭照顧者女性化」之現象？是否因

不同人員類別而有所不同？具體而言，本報告主要目的有三個： 

（一）探討本府公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之情形。 

（二）分析本府不同性別、官等、主管別、年齡之公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

之差異。 

（三）分析近五年本府公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性別比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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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公教人員留職停薪規定及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情形 

一、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警消人員比照、醫事人員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一）第 4 條第 1項-公務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留職停薪： 

1.依法應徵服兵役。 

2.選送國內外進修，期滿後經奉准延長。 

3.經核准自行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

與業務有關。 

4.配合國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5.經核准配合公務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任職，且占該機關常務職務之

職缺並支薪。 

6.經核准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要政策或重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

事業機構或法人服務。 

7.受拘役或罰金之確定判決而易服勞役。 

8.請病假已滿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第 1項第 2款延長之期限或請

公假已滿同規則第 4 條第 5款規定之期限，仍不能銷假。 

（二）第 5 條第 1 項-公務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申請留職停薪，除

第 1 款及第 2 款各機關不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量業務運

作及個案實際情況依權責辦理： 

1.養育 3 足歲以下子女。 

2.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

先行共同生活，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留職停薪。 

3.照顧 3 足歲以下孫子女。但以該孫子女無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有特

殊事由者為限。 

4.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年滿65歲以上或重大傷病，且須侍奉。 

5.配偶或子女重大傷病須照護。 

6.配偶經服務之公私部門派赴國外執行政府工作、因政府公務需要指派

或獲取政府公費補助出國進修研究，其期間在1年以上須隨同前往。 

7.受刑事確定判決並獲准許易服社會勞動。 

8.其他經考試院會同行政院認定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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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 

（一）第 4 條第 1 項-教育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其申請留職停薪，服

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得拒絕： 

1.依法應徵服兵役。 

2.請病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 1項第 2款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1項第 6 款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5 款之期限，仍不能

銷假。 

3.養育 3 足歲以下子女。 

4.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

先行共同生活，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留職停薪。 

5.經行政院或行政院授權所屬主管機關認定屬配合政策，經政府機關

指派至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二）第 4 條第 2 項-除校長、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長外，教

育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其申請留職停薪，服務學校、機構或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得考量業務或校務運作狀況依權責核准： 

1.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基於業務需要，薦送、選送或

指派國內外進修、研究，期滿後欲延長。 

2.自行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其進修、研究項目經服務學校、

機構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與業務有關。 

3.因專長、所授課程相關或業務特殊需要，依相關借調規定辦理借調。 

4.3 足歲以下孫子女無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有特殊事由，須照顧。 

5.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年滿 65 歲或重大傷病，且須侍奉。 

6.配偶或子女重大傷病須照護。 

7.配偶經服務之公私部門派赴國外執行政府工作、因政府公務需要指派

或獲取政府公費補助出國進修研究，其期間在1年以上須隨同前往。 
 

三、本報告統計分析之範圍及資料 

（一）統計分析範圍 

依前開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規定，與家庭照顧有關之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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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事由計有育嬰、侍親、依親、照護配偶或子女、收養兒童

及照顧 3足歲以下孫子女等 6 種，惟查本府近五年（107 至 111 年）

均無人申請「收養兒童」及「照顧 3 足歲以下孫子女」等 2 種留

職停薪，爰本報告將以其餘 4 種留職停薪事由進行各項性別統計

分析，整理如表 3： 

表 3、本報告統計分析範圍 

事 由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1.育嬰留職停薪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 

2.侍親留職停薪 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 第 4 條第 2 項第 5 款 

3.照護配偶或子女 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4 條第 2 項第 6 款 

4.依親留職停薪 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 第 4 條第 2 項第 7 款 

（二）統計分析資料 

1.本報告運用人力資源管理資訊系統（WebHR），篩選近五年（107 至

111 年）本府公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之動態資料，除了進行男、女

性別統計分析，並加入其他複分類（如申請者之官等、主管別、不

同年齡階段等）進行交叉分析，且為避免申請人數重複計算，同一

事由之留職停薪（含延長留職停薪）僅採計一筆資料。 

2.另為分析近五年申請留職停薪之男女比率變化，各年申請同一事由

之留職停薪（含延長留職停薪），於各年分別採計一筆資料。 

 

四、我國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情形 

表 4、我國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性別比率統計 

年度 
男性 女性 

男性總人數 女性總人數 
人次 占男性總 

人數比率(%) 人次 占女性總 
人數比率(%) 

107 年 390 0.19 2,529 1.68 206,160 150,718 
108 年 378 0.18 2,557 1.68 209,186 152,235 
109 年 311 0.15 2,388 1.54 211,431 155,063 
110 年 458 0.22 2,544 1.65 208,690 154,507 
111 年 591 0.28 2,526 1.62 208,651 156,003 

資料來源：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根據銓敘部 112 年 7 月出版之《2022 年銓敘部性別圖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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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111 年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共計 3,117 人次，其中男性 591

人次(占男性總人數0.28%)為近5年來最多，男性占比較107年0.19%

增加 0.09 個百分點；而女性 2,526 人次(占女性總人數 1.62%)，女

性占比較 107 年 1.68%減少 0.06 個百分點，男、女申請比率之差距

似有縮減，惟女性申請人次為男性之 4.27 倍，仍是占了大多數。（如

表 4、圖 4） 

 
圖 4、我國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性別比率統計 

資料來源：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說明：申請人次係當年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經銓敘部辦理登記之人次。 

 

五、我國公教人員保險育嬰留職停薪津貼統計 

表 5、我國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發人數、核發件數之性別比率統計 

年度 

初次核發人數 核發件數 被保險人數 

男性 
占男性被
保險人數
比率(%) 

女性 
占女性被
保險人數
比率(%) 

男性 
占男性被
保險人數
比率(%) 

女性 
占女性被
保險人數
比率(%) 

男性 女性 

107 年 594 0.20 5,461 1.83 3,228 1.11 31,001 10.40 291,297 298,186 

108 年 605 0.21 5,136 1.72 3,290 1.13 29,234 9.76 292,424 299,432 

109 年 544 0.19 4,852 1.61 3,024 1.03 27,880 9.26 293,321 301,025 

110 年 674 0.23 4,728 1.58 3,445 1.19 26,471 8.87 289,067 298,399 

111 年 962 0.33 4,973 1.65 5,027 1.74 28,697 9.54 288,224 300,893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統計 

根據臺灣銀行統計資料，111 年初次核發人數共計 5,935 人次，

其中男性 962 人次(占男性被保險人數 0.33%)為近 5 年來最多，男性

占比較 107 年 0.20%增加 0.13 個百分點；而女性 4,973 人次(占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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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數 1.65%)，女性占比較 107 年 1.83%減少個 0.18 百分點，

男、女所占比率略有縮小，惟女性申請人次為男性之 5.17 倍，女性

申請者仍是多數。（如表 5、圖 5） 

 

    圖 5、我國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發人數之性別比率統計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統計 

再觀察 111 年育嬰留職停薪津貼核發件數共計 33,724 人次，其

中男性 5,027 人次(占男性被保險人數 1.74%)亦為近 5年來最多，男

性占比較 107 年 1.11%增加 0.63 個百分點；而女性 28,697 人次(占

女性被保險人數 9.54%)，女性占比較 107 年 10.40%減少 0.86 個百

分點，男、女所占比率之差距似有縮小，惟女性申請人次為男性之

5.71 倍，可見女性仍是育嬰留職停薪主要申請者。（如表 5、圖 6） 

     

圖 6、我國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核發件數之性別比率統計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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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府公教人員留職停薪性別統計分析 

一、本府公教人員之性別結構 

截至 111 年 12 月底，本府公教人員之官等及性別統計如表 6，

分述如下： 

表 6、本府公教人員官等及性別統計表 

人員類別 

現有人員 擔任主管職務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公務人員 4,019 39.39 6,183 60.61 1,140 44.22 1,438 55.78 

簡任 136 64.45 75 35.55 90 73.17 33 26.83 

薦任 2,991 40.62 4,372 59.38 1,046 42.75 1,401 57.25 

委任 892 33.94 1,736 66.06 4 50.00 4 50.00 

教育人員 5,313 29.66 12,601 70.34 1,730 43.62 2,236 56.38 

警消人員 7,281 87.50 1,040 12.50 887 95.89 38 4.11 

警監 30 100.00 - - 24 100.00 - - 

警正 4,592 91.40 432 8.60 862 95.78 38 4.22 

警佐 2,659 81.39 608 18.61 1 100.00 - - 

醫事人員 218 17.15 1,053 82.85 13 61.90 8 38.10 
資料來源：高雄市統計資訊服務網 

（一）公務人員： 

1.現有人員：男性總人數為4,019人（占39.39%），女性總人數為6,183

人（占 60.61%），男女比例約 1：1.54。（如圖 7） 

2.擔任主管職務：男性主管人數為 1,140 人（占 44.22%），女性主管

人數為 1,438 人（占 55.78%），男女比例約 1：1.26。（如圖 8） 

   

  圖 7、現有公務人員性別統計  圖 8、公務人員擔任主管性別統計 

3.本府女性公務人員人數多於男性，於薦任官等(含主管)及委任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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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亦呈現女多於男的情況，惟簡任官等(含主管)職務卻多數由男

性擔任，可能原因除了各業務單位本身即存在的性別比例失衡(例

如：工程單位人員多數為男性)，另就陞任簡任官等職務通常須具

一定資歷而言，申請留職停薪或多或少影響申請者的工作年資、考

績、獎懲、訓練等陞遷積分，倘女性的申請留職停薪比率高於男性，

可能形成阻礙女性陞任高階職務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二）教育人員： 

1.現有人員：男性總人數為 5,313 人（占 29.66%），女性總人數為

12,601 人（占 70.34%），男女比例約 1：2.37。（如圖 9） 

2.擔任主管職務：男性主管人數為 1,730 人（占 43.62%），女性主管

人數為 2,236 人（占 56.38%），男女比例約 1：1.29。（如圖 10） 

   

圖 9、現有教育人員性別統計 圖 10、教育人員擔任主管性別統計 

（三）警消人員： 

1.現有人員：男性總人數為7,281人（占87.50%），女性總人數為1,040

人（占 12.50%），男女比例約 7：1，男性人數明顯高出女性許多。

（如圖 11） 

2.擔任主管職務：男性主管人數為 887 人（占 95.89%），女性主管人

數為 38 人（占 4.11%），男女比例約 23.34：1。（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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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現有警消人員性別統計 圖 12、警消人員擔任主管性別統計 

3.警察(含消防)特考雖自 100 年起取消錄取名額性別比例之限制，迄

今本府警消人員之男女比例仍有懸殊差距，且男性警消人員擔任主

管職務之比率(12.18%)亦高於女性(3.65%)，可能原因為受到性別

刻板印象影響，女性被社會期待從事文書處理等行政工作，而非執

行具有高危險性、須具備高度體能的警消勤務，進而影響其擔任警

消職務及陞遷發展可能。 

（四）醫事人員： 

1.現有人員：男性總人數為 218 人（占 17.15%），女性總人數為 1,053

人（占 82.85%），男女比例約 1：4.83。（如圖 13） 

2.擔任主管職務：男性主管人數為 13 人（占 61.90%），女性主管人數

為 8 人（占 38.10%），男女比例約 1.63：1。（如圖 14） 

   

圖 13、現有醫事人員性別統計 圖 14、醫事人員擔任主管性別統計 

3.本府醫事人員女性顯著多於男性，惟男性醫事人員擔任主管職務之

比率(5.96%)卻高於女性(0.76%)，再佐以近五年(107 至 111 年)本

府女性醫事人員之申請留職停薪比率高於男性的數據(表19、圖31)

加以分析，可能原因為傳統社會建構「女性應具備細心、關懷、照

顧特質」的性別框架，對女性產生「比男性更適合從事醫事照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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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期待，當家庭面臨有照顧需求時，又會因為其具有醫護專業

而成為照顧家人的不二人選，多少影響其職務發展。 

由以上統計數據可知，本府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醫事人員為

女性多於男性的性別結構；而警消人員則是呈現男性顯著高於女性

之情形。 

 

二、本府公教人員留職停薪性別比率 

本府公教人員於 107至 111年申請留職停薪者共計 2,074 人（如

表 7），其中男性 275 人（占 13.26%）、女性 1,799 人（占 86.74%），

男女比例約 1：6.54。 
表 7、本府公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留職停薪 

類別 

本府公教人員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育嬰 168 10.85 1,380 89.15 1,548 

侍親 102 20.56 394 79.44 496 
照護配偶 

或子女 
4 20.00 16 80.00 20 

依親 1 10.00 9 90.00 10 

總計 275 13.26 1,799 86.74 2,074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另為瞭解各類人員男性、女性申請留職停薪情形，以下就各類

人員申請人數進行統計分析(如表 8、圖 15)： 

（一）公務人員：男性 93 人（占 15.00%）、女性 527 人（占 85.00%），

男女比例約 1：5.67。 

（二）教育人員：男性 110 人（占 9.56%）、女性 1,041 人（占 90.44%），

男女比例約 1：9.46。 

（三）警消人員：男性 69 人（占 35.03%）、女性 128 人（占 64.97%），

男女比例約 1：1.86。 

（四）醫事人員：男性 3人（占 2.83%）、女性 103 人（占 97.17%），男

女比例約 1：34.33。 
表 8、本府公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統計─按人員類別區分 

留職停薪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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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育嬰 65 12.36 461 87.64 526 46 5.97 724 94.03 770 

侍親 27 30.34 62 69.66 89 62 17.13 300 82.87 362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25.00 3 75.00 4 2 15.38 11 84.62 13 

依親 - - 1 100.00 1 - - 6 100.00 6 

總計 93 15.00 527 85.00 620 110 9.56 1,041 90.44 1,151 

留職停薪 

類別 

警消人員 醫事人員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育嬰 55 31.43 120 68.57 175 2 2.60 75 97.40 77 

侍親 12 66.67 6 33.33 18 1 3.70 26 96.30 27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50.00 1 50.00 2 - - 1 100.00 1 

依親 1 50.00 1 50.00 2 - - 1 100.00 1 

總計 69 35.03 128 64.97 197 3 2.83 103 97.17 106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圖 15、本府公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統計─按人員類別區分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根據統計資料，本府公教人員於 107 至 111 年申請留職停薪的

人數，由多至少依序為教育人員（1,151 人）、公務人員（620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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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消人員（197 人）、醫事人員（106 人）。又各類人員中男性申請留

職停薪所占之比率，以警消人員為最多（占 35.03%），其次為公務人

員（占 15.00%），再其次為教育人員（占 9.56%），最後則是醫事人

員（占 2.83%）。然而，本府公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仍以女性申請占

多數，即使是性別結構男多女少的警消人員，仍以女性警消人員申

請比率較高。 

 

三、留職停薪性別比率按官等別區分 

（一）本府各官等公務人員留職停薪性別統計 

各官等公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人數及所占該官等比率如表9、圖16： 

1.簡任官等：0人。 

2.薦任官等：計有 369 人，其中男性 53 人（14.36%）、女性 316 人

（85.64%），男女比例為 1:5.96。 

3.委任官等：計有 251 人，其中男性 40 人（15.94%）、女性 211 人

（84.06%），男女比例為 1:5.28。 

表 9、本府各官等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官等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各官等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佔該官等 
比率(%) 人數(人) 

佔該官等 
比率(%) 

簡任 

育嬰 - - - - - 

侍親 - - - - -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 

依親 - - - - - 

小計 - - - - - 

薦任 

育嬰 39 12.19 281 87.81 320 

侍親 14 29.79 33 70.21 47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2 100.00 2 

依親 - - - - - 

小計 53 14.36 316 85.64 369 

委任 育嬰 26 12.62 180 87.38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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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親 13 30.95 29 69.05 42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50.00 1 50.00 2 

依親 - - 1 100.00 1 

小計 40 15.94 211 84.06 251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圖 16、本府各官等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根據統計資料，薦任公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人數最多，其次為委任

公務人員，簡任公務人員則無人申請；另就留職停薪人數占各該官

等總人數比率觀之，委任人員申請比率（9.55%）高於薦任人員申

請比率（5.01%），可見官等越高者，申請留職停薪的比率越低。 

究其原因，擔任簡任公務人員通常已具備一定年資，子女多半已近

成年，較無須長時間親自照顧，且該官等人員須承擔之工作責任最

為繁重，無法隨意申請留職停薪，加上所領薪資報酬也較高，家中

如有照顧需求者，可能會協調由其他收入較低的家庭成員負擔家庭

照顧工作；至擔任薦任及委任公務人員平均年資短，可能剛邁入婚

姻及擔任新手爸媽，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比率最高，其中女性申請

比率均高於男性。 

（二）本府各官等警消人員留職停薪性別統計 

各官等警消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人數及所占該官等比率如表 10、圖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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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監官等：0人。 

2.警正官等：計有 172 人，其中男性 52 人（30.23%）、女性 120 人

（69.77%），男女比例為 1:2.31。 

3.警佐官等：計有25人，其中男性17人（68.00%）、女性8人（32.00%），

男女比例為 2.13:1。 

表 10、本府各官等警消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官等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各官等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佔該官等 
比率(%) 人數(人) 

佔該官等 
比率(%) 

警監 

育嬰 - - - - - 

侍親 - - - - -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 

依親 - - - - - 

小計 - - - - - 

警正 

育嬰 45 28.48 113 71.52 158 

侍親 5 50.00 5 50.00 10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50.00 1 50.00 2 

依親 1 50.00 1 50.00 2 

小計 52 30.23 120 69.77 172 

警佐 

育嬰 10 58.82 7 41.18 17 

侍親 7 87.50 1 12.50 8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 

依親 - - - - - 

小計 17 68.00 8 32.00 25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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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本府各官等警消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警正官等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之人數最多，警監官等人員則無人申

請，其可能原因與簡任公務人員相同，即子女多半已無須親自照

顧、且須承擔較繁重工作，無法隨意申請留職停薪。 

警正、警佐官等人員以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占大多數，其中警

正官等申請留職停薪以女性比率較高；警佐官等則以男性比率較

高，再參照本府警消人員男女比例約 7：1，可見女性警消人員申

請留職停薪之比率仍相對較高。 

 

四、留職停薪性別比率按主管別區分 

（一）公務人員 

有關公務人員擔任主管、非主管職務之性別統計如表 11、圖 18： 

1.主管職務：計有54人，其中男性6人（11.11%）、女性48人（88.89%），

男女比例為 1:8。 

2.非主管職務：計有 566 人，其中男性 87 人（15.37%）、女性 479 人

（84.63%），男女比例為 1:5.51。 

表 11、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主管/ 
非主管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主管 育嬰 3 5.56 42 77.78 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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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親 3 5.56 6 11.11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6 11.11 48 88.89 

非主管 

育嬰 62 10.95 419 74.03 

566 

侍親 24 4.24 56 9.89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0.18 3 0.53 

依親 - - 1 0.18 

小計 87 15.37 479 84.63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圖 18、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根據統計資料，非主管職務公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之人數是擔任主

管者 10 倍之多，可能原因為主管人員須負擔較重業務，可能協調

其他家庭成員擔任家庭照顧者。而不論是否擔任主管職務，均以女

性公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比率較男性高，其中更以育嬰留職停薪占

較高比率。 

（二）教育人員 

有關教育人員擔任主管、非主管職務之性別統計如表 12、圖 19： 

1.主管職務：計有 91 人，其中男性 10 人（10.99%）、女性 81 人

（89.01%），男女比例為 1: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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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主管職務：計有 1,060 人，其中男性 100 人（9.43%）、女性 960

人（90.57%），男女比例為 1:9.6。 

表 12、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主管/ 
非主管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主管 

育嬰 6 6.59 65 71.43 

91 

 

侍親 4 4.40 15 16.48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1 1.10 

小計 10 10.99 81 89.01 

 

主管/ 
非主管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非主管 

育嬰 40 3.77 659 62.17 

1,060 

侍親 58 5.47 285 26.89 
照護配偶 

或子女 2 0.19 11 1.04 

依親 - - 5 0.47 

小計 100 9.43 960 90.57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圖 19、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根據統計資料，非主管職務教育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之人數是

人 



22 

 

擔任主管者 11 倍之多，可能原因與公務人員相同，即主管須負擔

較重業務，無法任意申請留職停薪。而不論是主管、非主管職務，

女性教育人員申請留職停薪比率均高於男性教育人員，其中更以

育嬰留職停薪佔較高比率。 

（三）警消人員 

有關警消人員擔任主管、非主管職務之性別統計如表 13、圖 20： 

1.主管職務：0人。 

2.非主管職務：計有 197 人，其中男性 69 人（35.03%）、女性 128 人

（64.97%），男女比例為 1:1.86。 

根據統計資料，主管職務警消人員無人申請留職停薪，可能原因為

主管須負擔較重業務，無法隨意申請留職停薪；而非主管職務部

分，以女性警消人員申請留職停薪比率高於男性警消人員，其中更

以育嬰留職停薪占了最高比率(60.91%)。 

表 13、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警消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主管/ 
非主管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主管 

育嬰 - - - - 

- 

侍親 - - - -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 - - - 

非主管 

育嬰 55 27.92 120 60.91 

197 

侍親 12 6.09 6 3.05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0.51 1 0.51 

依親 1 0.51 1 0.51 

小計 69 35.03 128 64.97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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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警消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四）醫事人員 

有關醫事人員擔任主管、非主管職務之性別統計如表 14、圖 21： 

1.主管職務：0人。 

2.非主管職務：計有 106 人，其中男性 3 人（2.83%）、女性 103 人

（97.17%），男女比例為 1:34.33。 

根據統計資料，主管職務醫事人員無人申請留職停薪，可能原因為

主管須負擔較重業務，無法隨意申請留職停薪；而非主管職務部

分，以女性醫事人員申請留職停薪比率高於男性醫事人員，其中更

以育嬰留職停薪占了最高比率(70.75%)。 

表 14、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醫事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主管/ 
非主管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主管 

育嬰 - - - - 

- 

侍親 - - - -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 - - - 

非主管 
育嬰 2 1.89 75 70.75 

106 
侍親 1 0.94 26 24.5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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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 
非主管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人數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1 0.94 

依親 - - 1 0.94 

小計 3 2.83 103 97.17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圖 21、本府擔任主管、非主管醫事人員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五、留職停薪性別比率按年齡區分 

本府公教人員各年齡區間申請留職停薪之類別分析如下： 

表 15、本府公教人員各年齡區間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年齡區間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各年齡區間 
留職停薪人數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20 歲以上 

未滿 30 歲 

育嬰 13 11.61 85 75.89 

112 

侍親 4 3.57 9 8.04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1 0.89 

小計 17 15.18 95 84.82 

30 歲以上 

未滿 40 歲 

育嬰 118 8.59 1,114 81.14 

1,373 侍親 20 1.46 114 8.30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4 0.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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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親 - - 3 0.22 

小計 138 10.05 1,235 89.95 

40 歲以上 

未滿 50 歲 

育嬰 35 7.20 181 37.24 

486 

侍親 48 9.88 209 43.00 

照護配偶 
或子女 3 0.62 6 1.23 

依親 1 0.21 3 0.62 

小計 87 17.90 399 82.10 

50 歲以上 

未滿 60 歲 

育嬰 2 2.04 - - 

98 

侍親 28 28.57 59 60.20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6 6.12 

依親 1 1.02 2 2.04 

小計 31 31.63 67 68.37 

60 歲以上 

至 65 歲 

育嬰 - - - - 

5 

侍親 2 40.00 3 60.00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2 40.00 3 60.00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圖 22、本府公教人員各年齡區間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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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一）20歲以上未滿 30歲：女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人數最多（85人，

占 75.89%），男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次之（13 人，占 11.61%），

此年齡階段通常是剛進入婚姻生育子女的公教人員，照顧對象多為

3 足歲以下之年幼子女，加上公教人員保險育嬰留職停薪津貼及政

府加發 20%津貼補助等鼓勵生育政策，此階段以申請育嬰留職停薪

為主。（如圖 23） 

         

圖 23、本府公教人員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二）30歲以上未滿 40歲：此階段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共計1,232 人，

其中男性 118 人占 8.59%、女性 1,114 人 81.14%，育嬰需求為各年

齡區間最高。同時此階段因家中父母的年紀漸長，從照顧者變成被

照顧者，申請侍親留職停薪人數也有明顯提升，惟此階段仍以育嬰

留職停薪占最高比率。（如圖 24） 

         

圖 24、本府公教人員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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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此階段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共計 216 人，

其中男性 35 人占 7.20%、女性 181 人 37.24%，由於婚育高齡化現

象，養育 3 足歲以下子女仍有一定需求；而申請侍親留職停薪人數

共計 257 人，其中男性 48 人占 9.88%、女性 209 人占 43.00%，申

請侍親留職停薪人數比率已站上第一，家中主要被照顧對象從子女

轉變為父母。此階段同時也反映出在高齡化與少子化夾擊之下，肩

負上有老、下有小雙重照顧責任的「三明治族群」。（如圖 25） 

         

圖 25、本府公教人員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四）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此階段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明顯降低，以

申請侍親留職停薪占大多數（共計 87人，其中男性 28人占 28.57%，

女性 59 人占 60.20%），惟申請人數與前一階段申請人數相比仍有

明顯下降。（如圖 26） 

         

圖 26、本府公教人員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五）60 歲以上至 65 歲：此階段僅有 2 名男性、3 名女性申請侍親留職

停薪，侍親需求與前一階段（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相較明顯減少，

可能由於家中的長輩多已亡故所致。另本階段留職停薪需求為各年

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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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階段中最低，可能原因為此階段多已符合退休條件，家中如有須

親自照顧者，將選擇自願退休，申請留職停薪較無實益。（如圖

27） 

         

圖 27、本府公教人員 60 歲以上至 65 歲留職停薪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如表 15 及圖 22 所示，「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30 歲以上

未滿 40 歲」此二年齡區間，均以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最多，其次

為侍親留職停薪；「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以後各年齡區間，則以申

請侍親留職停薪為主，各階段留職停薪事由適切對應一般家庭的照

顧歷程，惟不論是哪一年齡階段，女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比率均大

幅高於男性。 

 

六、近五年（107 至 111 年）申請留職停薪性別比率 

（一）公務人員 

根據統計資料，109 年男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 9 人（占該年度整體

男性公務人員 0.22%）為近 5 年最低，其後 110 年提升至 25 人

（0.62%）、111 年提升至 26 人（0.65%）達近 5 年最高，男性申請

比率有逐步提升；107 年女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 148 人（占該年度

整體女性公務人員 2.43%）為近 5 年最高，於 109 年降至 110 人

（1.77%）為近 5年最低後，又於 110 年升至 133 人（2.15%）、111

年略降至 131 人（2.12%）。（如表 16、圖 28） 

表 16、近五年公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年度 留職停薪 男性 女性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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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人數(人) 

占各年度男性 

公務人員比率(%) 
人數(人) 

占各年度女性 

公務人員比率(%) 

107 

育嬰 17 0.41 135 2.22 

侍親 3 0.07 12 0.20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1 0.02 

小計 20 0.49 148 2.43 

108 

育嬰 13 0.31 121 1.98 

侍親 11 0.27 14 0.23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1 0.02 

小計 24 0.58 136 2.22 

109 

育嬰 5 0.12 96 1.55 

侍親 4 0.10 13 0.21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1 0.02 

依親 - - - - 

小計 9 0.22 110 1.77 

110 

育嬰 19 0.47 115 1.86 

侍親 6 0.15 16 0.26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2 0.03 

依親 - - - - 

小計 25 0.62 133 2.15 

111 

育嬰 18 0.45 116 1.88 

侍親 7 0.17 14 0.23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0.02 1 0.02 

依親 - - - - 

小計 26 0.65 131 2.12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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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近五年公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二）教育人員 

根據統計資料，108 年男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 20 人（占該年度整

體男性教育人員 0.37%）為近 5 年最低，其後 109 年提升至 31 人

（0.58%）達近 5年最高，於 110 年略降至 30 人(0.57%)，再於 111

年回升至 31 人（0.58%），男性申請比率有逐步提升；107 年女性

申請留職停薪人數 309 人（占該年度整體女性教育人員 2.47%）為

近 5 年最高，於 110 年降至 266 人（2.15%）為近 5 年最低後，又

於 111 年升至 294 人（2.33%）。（如表 17、圖 29） 

表 17、近五年教育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年度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人數(人) 
占各年度男性 

教育人員比率(%) 
人數(人) 

占各年度女性 

教育人員比率(%) 

107 

育嬰 11 0.20 235 1.88 

侍親 13 0.24 72 0.58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1 0.01 

依親 - - 1 0.01 

小計 24 0.45 309 2.47 

108 育嬰 10 0.19 223 1.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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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人數(人) 
占各年度男性 

教育人員比率(%) 
人數(人) 

占各年度女性 

教育人員比率(%) 

侍親 9 0.17 70 0.56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0.02 3 0.02 

依親 - - - - 

小計 20 0.37 296 2.37 

109 

育嬰 14 0.26 217 1.73 

侍親 17 0.32 82 0.65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2 0.02 

依親 - - 1 0.01 

小計 31 0.58 302 2.41 

110 

育嬰 11 0.21 179 1.45 

侍親 19 0.36 82 0.66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3 0.02 

依親 - - 2 0.02 

小計 30 0.57 266 2.15 

111 

育嬰 12 0.23 196 1.56 

侍親 18 0.34 92 0.73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0.02 4 0.03 

依親 - - 2 0.02 

小計 31 0.58 294 2.33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32 

 

         

圖 29、近五年教育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三）警消人員 

根據統計資料，108年男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7人（占該年度整體男

性警消人員0.09%）為近 5年最低，其後109年提升至17人（0.23%）、

110 年再提升至 24 人（0.32%）達近 5 年最高，於 111 年略降至 22

人(0.30%)；107年女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36人（占該年度整體女性

警消人員 3.93%），其後逐年降至 110 年 25 人（2.39%）為近 5年最

低後，又於111年升至 45人（4.33%）。（如表18、圖 30） 

 

 

表 18、近五年警消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年度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人數(人) 
占各年度男性 

警消人員比率(%) 
人數(人) 

占各年度女性 

警消人員比率(%) 

107 

育嬰 9 0.12 35 3.82 

侍親 1 0.01 - -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1 0.01 1 0.11 

小計 11 0.15 36 3.93 

人 



33 

 

年度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人數(人) 
占各年度男性 

警消人員比率(%) 
人數(人) 

占各年度女性 

警消人員比率(%) 

108 

育嬰 5 0.07 30 2.96 

侍親 2 0.03 2 0.20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1 0.10 

小計 7 0.09 33 3.26 

109 

育嬰 11 0.15 27 2.68 

侍親 5 0.07 - - 

照護配偶 

或子女 
1 0.01 - - 

依親 - - - - 

小計 17 0.23 27 2.68 

110 

育嬰 21 0.28 23 2.20 

侍親 3 0.04 2 0.19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24 0.32 25 2.39 

111 

育嬰 18 0.25 41 3.94 

侍親 4 0.05 3 0.29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1 0.10 

依親 - - - - 

小計 22 0.30 45 4.33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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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近五年警消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四）醫事人員 

根據統計資料，108、109、110 年男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各 1 人（分

別占各該年度整體男性醫事人員 0.51%、0.48%、0.46%），107、111

年則無男性申請；107 年女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 30 人（占該年度

整體女性醫事人員 2.94%），其後逐年降至 109 年 16 人（1.55%）

為近 5年最低後，又逐年升至 111 年 36 人（3.42%）達近 5 年最高。

（如表 19、圖 31） 

表 19、近五年醫事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年度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人數(人) 
占各年度男性 

醫事人員比率(%) 
人數(人) 

占各年度女性 

醫事人員比率(%) 

107 

育嬰 - - 22 2.16 

侍親 - - 7 0.69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1 0.10 

小計 - - 30 2.94 

108 

育嬰 - - 22 2.11 

侍親 1 0.51 2 0.19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1 0.51 24 2.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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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留職停薪 

類別 

男性 女性 

人數(人) 
占各年度男性 

醫事人員比率(%) 
人數(人) 

占各年度女性 

醫事人員比率(%) 

109 

育嬰 1 0.48 13 1.26 

侍親 - - 3 0.29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1 0.48 16 1.55 

110 

育嬰 1 0.46 24 2.29 

侍親 - - 6 0.57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 - 

依親 - - - - 

小計 1 0.46 30 2.86 

111 

育嬰 - - 24 2.28 

侍親 - - 11 1.04 

照護配偶 

或子女 
- - 1 0.09 

依親 - - - - 

小計 - - 36 3.42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圖 31、近五年醫事人員申請留職停薪性別比率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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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由前開近五年各類人員男、女性申請留職停薪人數，及所占各年度

該性別總人數之比率觀之，女性擔任家庭照顧者情形明顯多於男

性，儘管男性申請人數、比率有逐步提升，惟相較於女性申請人數、

比率仍有一段差距，可見仍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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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與改進策略 

一、研究發現 

（一）女性之申請留職停薪比率仍大幅高於男性 

根據資料顯示，近五年女性之申請留職停薪比率均高於男性之申請

留職停薪比率，即使是性別結構男多女少的警消人員亦復如此，可

見女性往往是承擔家庭照顧責任的第一位，而男性則被列為候補，

女性選擇留職停薪失去原有的經濟收入，成為經濟依賴者，更加劇

兩性不平等的局面。儘管近期男性之申請留職停薪比率有緩步上升

的趨勢，在兩性申請留職停薪均衡方面仍有進步空間。 

（二）官等越高或擔任主管職務，申請留職停薪比率越低 

公教人員的官等越高，所擔負的工作責任也越繁重，尤其是擔任簡

任官等或是主管人員，往往身處重要決策要職，無論是來自上級長

官或同仁的無形壓力，抑或自身對工作的責任感，都可能削弱申請

留職停薪的動機。此外，家庭成員的經濟能力也是主要考量因素，

由於職位越高者所領薪酬也相對較高，在理性考量後，薪資收入較

低的家庭成員往往成為犧牲工作者。 

（三）申請留職停薪之年齡層主要集中於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根據資料顯示，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之公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人數

最多，且以育嬰留職停薪占絕大多數，可能原因為此一年齡層甫進

入生育子女階段，在無其他家庭成員作為後援部隊的情形下，只能

選擇暫時離開職場，專心照顧年幼子女。 

（四）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的三明治族群 

根據資料顯示，此一年齡區間轉以照顧本人或配偶之長輩為主要留

職停薪事由，而育嬰事由雖略降為次要，仍具有相當比率，細繹其

原因為現代人晚婚晚育趨勢，導致在中年時期出現需同時照顧年邁

父母及年幼子女，而成為肩負雙重壓力的「三明治族群」。 

（五）育嬰留職停薪人數最多，侍親留職停薪次之 

政府為與時俱進及因應各種情況的家庭照顧需求，逐步增訂不同事

由的留職停薪類別（如收養兒童、照顧 3 足歲以下孫子女），惟根



38 

 

據資料顯示，近五年本府公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事由仍僅有育嬰、

侍親、照護配偶或子女、依親等 4種，其中又以育嬰留職停薪人數

最多，其次為侍親留職停薪（如圖 32）。 

 
圖 32、近五年申請留職停薪人數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六）侍親留職停薪人數逐年增加 

根據資料顯示，111 年申請留職停薪總人數（585 人）與 107 年總

人數（578 人）相比，近五年申請總人數無顯著增加，惟近五年申

請侍親留職停薪人數有逐年增加趨勢（如圖 33），反映出我國正面

臨少子化及人口老年化的衝擊，政府針對長期照護的政策雖漸趨多

元完善，然而平時照顧長輩之責任，仍不免由少數子女分擔，未來

侍親留職停薪需求將有增無減。 

         

圖 33、近五年申請留職停薪人數（不含照護配偶或子女、依親留職停薪）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 本府留職停薪人員資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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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WOT 分析 

為研擬本府公教人員兩性申請留職停薪均衡改善策略，先就本

府男性同仁申請留職停薪進行 SWOT 分析如表 20： 

表 20、針對本府男性公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進行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男性廁所裝設嬰兒安全座椅、尿布床或兒

童座便器，強化「爸爸也能帶小孩」的性

平意識。 

2.市府辦理親子活動，鼓勵同仁參與家庭，

與孩子建立親密親子關係。 

3.落實職務輪調及職務代理制度，無需擔心

留職停薪期間所遺工作無人代理。 

4.機關內設置哺（集）乳室，使女性同仁不

因哺（集）乳需求而無法兼顧工作。 

5.市府成立員工子女托育家園，並與其他托

育機構簽訂特約合作，同仁可以就近托育

子女，衡平工作職場及家庭照顧需求。 

6.各機關學校均置人事人員，可配合推動兩

性申請留職停薪均衡的相關政策。 

1.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由其他同事代理

的壓力。 

2.部分男性同仁可能認為孩子跟爸爸不如

媽媽親。 

3.部分男性同仁可能自認缺乏育兒或照護

經驗。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國內女權意識與性別平等發展進步。 

2.注重親子教養關係、把握與家人相處時光

的價值觀念逐漸普及。 

3.配偶雙方可同時申請同一子女之育嬰留

職停薪，並同時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4.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於回職復薪後參加

陞遷，得擇優採計陞遷積分方式。 

1.傳統社會對於「男主外、女主內」性別角

色期待。 

2.目前僅有育嬰留職停薪可請領津貼補

助，其他留職停薪同仁須背負更重的經濟

負擔。 

3.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有限，父母僅能分

別請領 6 個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三、改進策略 

本報告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及 SWOT 分析，提出促進性別平等之改

進策略，主要分為「修改育嬰留職停薪制度」、「打破家庭照顧者

女性化」及「建構友善家庭職場環境」三方面，分述如下： 



40 

 

（一）修改育嬰留職停薪制度方面 

為增加男性同仁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誘因，建議修訂相關法規及補助

政策如下： 

1.男性同仁回職復薪當年度考績不受甲等比率限制：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相關規定，考績年度內請娩假日數達 21 日以上，或於考績年度

內辦理育嬰、收養兒童留職停薪，且於年終辦理年終（另予）考績

人員，不計列考績甲等比率人數。有關男性同仁申請育嬰留職停

薪，於回職復薪當年度辦理考績者，建議比照上開規定免計入考績

甲等比率人數。 

2.男性同仁留職停薪當年度另予考績不受連續任職限制：依現行規

定，另予考績仍以連續任職達 6 個月以上為要件，換言之，須於當

年度留職停薪前已連續任職達 6 個月，或於回職復薪後連續任職達

6 個月者，始得辦理另予考績。有關男性申請當年度育嬰留職停薪，

建議可不受上開規定限制，前後任職期間合計達 6 個月者，仍得辦

理另予考績。 

（二）打破家庭照顧者女性化方面 

為使家庭照顧工作去單一性別化，特別針對男性公教人員設計系列

活動如下： 

1.進行性別平等宣導及辦理性別意識培力課程：透過張貼海報、DM

宣導、講座、融入教學課程、影片欣賞等多元方式，建立同仁「家

務共好」、「家庭照顧不分男女」等觀念，尤其針對留職停薪進行

多元宣導及資訊傳遞，機關首長或主管亦可鼓勵與支持男性同仁申

請留職停薪，以提高男性申請比率，並顯示政府部門對推動性別平

等之積極重視。 

2.辦理男性同仁家庭照顧訓練及經驗分享會：為改變以往社會對於

「女性比較會照顧人」的刻板印象，辦理家庭照顧相關訓練及經驗

分享會，並鼓勵男性同仁參加，除培養家庭照顧技能，並邀請有留

職停薪經驗的男性現身分享育兒、照顧長輩之經驗，提供交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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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增進男性對家庭照顧的認識，並提升其申請留職停薪之意願。 

3.辦理男性同仁親子活動：藉此打破「孩子和媽媽比較親」的情形，

除了提升父親與孩子的親密程度，也讓父親在活動中更瞭解孩子並

與之互動，可辦理男性較有興趣之活動（例如：戶外活動、體育活

動等）以提高參與意願，在活動中逐步建立良好的親子關係以及提

升男性的「共親職(co-parenting)」
3
意識。 

4.另於上述課程及活動結束後，透過問卷調查瞭解男性同仁的參加動

機與意見回饋，以作為後續辦理相關活動之參考。 

（三）建構友善家庭職場環境方面 

除了落實法定性別友善事項（例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
4
規定

為撫育未滿 3 歲子女，得向機關請求依法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所定家庭照顧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等相關假

別。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5
規定，機關須基於女性公務人

員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年之需求，提供職場安全及衛生防護措

施）外，並辦理以下事項： 

1.辦理壓力調適課程：在職的家庭照顧者須同時面對工作與家庭照顧

的雙重壓力與挫折，可透過辦理筋膜放鬆、壓力調適等課程，使擔

任家庭照顧者的同仁學習紓緩壓力的方法，更能從容應對工作業務

及家庭照顧事務。 

                                                       
3 共親職（co-parenting），是指伴侶能共同分擔照顧、教養孩子的責任，爸爸不再只是有空才來協助媽

媽照顧小孩的幫手，而是和媽媽形成一個親職同盟，在相互支持、溝通合作及彼此尊重的原則下，建立

愉快的親職同盟（許芳菊，2009） 
4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女，得向雇主請

求為下列二款事項之一：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不得請求報酬。二、調整工

作時間。」 
5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5條：「各機關提供公務人員執行職務與辦公場所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

施，應考量基於職務性質、性別、年齡、身心障礙或女性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年等因素之特殊需

要。」同辦法第9條：「各機關應建置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年之女性公務人員所需環境及設備。」同辦

法第20條：「(第1項)各機關對於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年之女性公務人員，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並

聽取當事人之意見，採取必要之工作調整或其他健康保護措施。(第2項)前項人員於保護期間，因工作

條件、作業程序變更、當事人健康異常或有不適反應，經醫師評估確認不適原有工作者，機關應參採醫

師之建議，依相關公務人員人事法令規定，重新採取適當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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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置哺（集）乳室及規劃幼兒友善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

第 1 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應提供哺（集）乳室及

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可視需求增置及改善女性同仁哺（集）

乳室，以縮短其離開職場時間，並規劃設置幼兒遊憩場域，使同仁

於加班等情況下，可暫時將幼兒就近安置，以利同仁兼顧工作與幼

兒照顧。 

3.除持續增加市府特約托育機構簽約合作家數，本府亦自行設立員工

子女托育及托嬰中心，為在職同仁提供更多就近、安心送托子女的

資源與機會，以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4.提供家庭照顧者適時、適切的照顧相關訊息：整合公私部門的家庭

照顧資源，掛架於人事服務網系統(iKPD)，提供擔任家庭照顧者的

同仁參考運用，如遇有機關內同仁或其配偶生產時，主動關心及提

供適切的相關資源，協助同仁在工作與家庭間取得平衡。 

此外，持續追蹤同仁申請留職停薪情形及變化，針對申請留職

停薪者進行問卷調查，依實際需求滾動調整執行方案。 

 

四、未來展望 

申請留職停薪對每個人而言，都是一項重要的決定，由本報告

各項性別統計資料可見，女性往往擔任家庭照顧者的角色，性別刻

板標籤仍深遠地影響著許多人的生活。 

要改善「家庭照顧者女性化」現象，政府應將家庭照顧工作去

私領域化，除了修改相關法規及提供補助等政策，以紓緩家庭照顧

者的壓力，更應翻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提升性別意識及敏感度，

積極協助男性在照顧上的角色轉換。 

家中成員有照顧需求是每個家庭必然會面對的課題，也並非專

屬於單一性別的責任，期能透過各項改進策略，竭力縮短兩性申請

留職停薪比率差距，共同分擔家庭照顧責任，成為社會、工作及家

庭和諧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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