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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武漢肺炎）與工作世

界：衝擊與因應」（COVID-19 and world of work: Impacts 

and responses） 

第 5版觀測報告摘要 

一、 回顧：勞動市場在 2020年上半年的崩壞—前所未有的全球破壞

規模 

（一） 工作場所關閉 

1. 截至 6月 15日，全世界有將近三分之一（32%）的勞

工所在的國家，除必要行業外，全面關閉工作場所，

另有 42%勞工所在的國家關閉部分工作場所，有 19%

勞工所在的國家建議關閉工作場所。 

2. 綜上，全世界絕大多數（93%）的勞工持續居住在實

施程度不等關閉措施的國家。 

3. 就地區而言，目前受勞工及工作場所限制措施影響最

大的為美洲；相較之下，截至 6月 15日，阿拉伯國家、

歐洲及中亞已無國家關閉必要行業外的工作場所；又

非洲僅 2%的勞工所在的國家仍實施前開措施。 

4. 然而，即使在必要關閉措施已無廣泛實施的國家，企

業仍難以恢復全力營運。截至 6月 15日，所有的阿拉

伯國家就特定產業或類型的勞工仍採取一定的工作場

所關閉措施；歐洲及中亞、非洲與美洲，則分別有81%、

69%及 51%的勞工所在的國家，仍就特定產業或類型

的勞工仍採取一定的工作場所關閉措施。 

5. 新感染者及第 2波疫情危機目前仍存在。新的封鎖措

施或現有的限制措施再延續數月，將導致經濟活動及

勞動市場進一步崩壞，從而危及就業復原。 

（二） 2020年上半年的工時減少持續惡化 

1. 工作場所關閉及其他限制措施，併同經濟狀況的急速

惡化，導致 2020年上半年立即及嚴重的工時減少。 

2. 相較 2019年第 4季，全球 2020年第 1季估計減少 5.4%

之工時，相當於 1億 5千 5百萬個全職工作工時總和

（假設每週工時 48小時），較第 4版觀測報告預測

（4.8%）增加，其中又以亞太地區最高（7.1%）。 

3. 全球 2020年第 2季估計減少 14%之工時，相當於 4億

個全職工作工時總和（假設每週工時 48小時），較第 4

版觀測報告預測（10.7%）增加，其中又以中低所得國

家受創最深，工時減少達 16.1%；就地區而言，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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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減少 18.3%為最高。 
表 1依國家所得別／區域別之總工時減少比率      單位：% 

 

季別 

 

國家所得別 

／區域別 

2020年第 1季 2020年第 2季 

第 5版觀測報告 第 4版觀測報告 第 5版觀測報告 第 4版觀測報告 

全世界 5.4 4.8 14.0 10.7 

低所得國家 2.4 1.7 11.1 8.8 

中低所得國家 3.0 1.9 16.1 11.4 

中高所得國家 9.3 8.8 12.6 9.9 

高所得國家 2.5 2.3 13.9 12.2 

非洲 2.4 1.7 12.1 9.5 

美洲 3.0 1.7 18.3 13.1 

阿拉伯國家 3.1 2.1 13.2 10.3 

亞太地區 7.1 6.5 13.5 10.0 

歐洲及中亞 3.4 3.0 13.9 12.9 

（三） 工時減少之深入觀察 

1. 工時減少的情形，端視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各國個別

的勞動市場表現，並可作為復原過程時的政策建議。

為判定危機衝擊背後的關鍵機制，ILO分析 4種工時

減少的情形如下： 

(1) 較少的工時：平均週工時較疫情爆發前減少。 

(2) 受僱但未實際從事工作：勞工仍在現職，但實際上

未從事任何工作。他們受僱，但未工作或暫時缺席，

如休假或病假的勞工。 

(3) 失業：可就業及求職中，但未能就業。 

(4) 不參與勞動：退出勞動力。 

2. 不同國家的工時減少情形有顯著差異（如下圖）。以韓

國及英國為例，工時減少主要為「較少的工時」及「受

僱但未實際從事工作」。這兩種情形，勞工仍在職，減

少他們退出勞動市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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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女性的影響尤甚：武漢肺炎危機恐令近期性別平等之進

展白費 

1. 近期的勞動力調查顯示驚人的趨勢，就性別平等方面，

勞動力市場中現有的差距恐加劇，近幾年的進展亦恐

消失。 

2. 即使幾十年來已取得進展，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前，

全世界的勞動力市場仍存在巨大且長久的性別差距。

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距在幾十年來雖有些微下降，

但在 2019年全球差距仍達 27個百分點。 

3. 在勞動市場性別不平等的背景下，武漢肺炎疫情在 4

方面影響女性勞工尤甚： 

(1) 很大部分的女性勞工，從事武漢肺炎疫情重災產業。

全球將近 5億 1千萬（40%）的女性受僱勞工任職

該等產業，包括住宿及飲食業、批發及零售業、不

動產業、營業及行政事務與製造業等。 

(2) 女性家事勞工受到防疫限制措施影響極大。根據

ILO預估，截至6月4日，全世界計5千5百萬（72.3%）

名家事勞工因封鎖措施及缺乏有效的社會安全保障，

而處於喪失工作及所得的高風險，其中絕大部分（約

3千 7百萬人）為女性。此外，家事勞工多為移民，

他們在目的地國家普遍缺乏社會保障，且因封鎖措

施及旅遊禁令而無法返回母國。 

(3)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的勞工絕大多數為女性。

全球從事該產業的勞工約 70%為女性，在部分已開

發地區，女性比率甚至達 80%。然而，該產業的女

性多從事較低階技能及低薪的工作，亦造成性別薪

資差距（高所得國家為 26%、中高所得國家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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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醫療人員，尤其是面對武漢肺炎疫情患者的，常

處於艱困（有時危險）的工作條件。 

(4) 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增加的照護需求分配不均，

也大大影響女性。在一般時期，女性承擔了約四分

之三的無薪照護工作，花費在無薪照護工作的時間

更是隨著小孩的誕生而增加。武漢肺炎疫情期間早

期兒童教育中心、托育機構及學校關閉，加上年長

親屬無法提供協助，均使得照護需求增加。ILO另

強調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尤因限制措施造成家庭暴

力增加的風險。 

4. 最新的勞動力調查確認了對女性不平等的就業情形，

部分國家 2020年 4月至 5 月的資料顯示，與 2019年

同期相較，就業人數減少幅度，女性遠大於男性。 
表 2部分國家 2019 年及 2020 年 4月至 5月 15歲以上勞工就業變化 

期間 

 

國家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4月

的就業變化（%）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5月

的就業變化（%）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澳洲 -3.4 -2.9   

加拿大 -16.5 -13.8 -15.5 -11.8 

哥倫比亞 -29.3 -21.0   

日本 -1.8 -0.7   

韓國 -2.5 -1.2 -1.9 -1.0 

美國 -16.6 -13.4 -13.8 -11.4 

5. 這些對女性的衝擊恐令勞動市場性別平等之進展白費，

並加深差距。以往的危機顯示，當女性失業時，她們

花費在無薪照護工作的時間會增加，又當工作數量稀

少時，男性可獲得的工作機會通常會排除女性。女性

在封鎖階段的失業情形越嚴重，及在武漢肺炎疫情後

的工作機會越少，女性就業就會越難復原，恐使得女

性在勞動市場的報酬及正面（儘管緩慢）的無薪照護

工作分配變化均落空。 

二、 展望：前景及政策挑戰 

（一） 2020年下半年前景：不確定且不完整的復原 

1. 武漢肺炎疫情造成勞動市場動盪，也導致 2020年上半

年大幅失業及收入減損。ILO基於 2020年上半年工時

的「臨近預測」（nowcasts）發展出一種可估測 2020年

下半年工時的模型，分以下 3種情境： 

(1) 基本情境：相較 2019年第 4季，全球工時減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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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第 2季的高峰（14.0%）在第 4季降至 4.9%，

相當於 1億 4千萬個全職工作工時總和（假設每週

工時 48小時）。勞動市場在 2020年年底要完全恢復

可能仍十分困難。 

(2) 悲觀情境：2020年下半年將如同第 2季一樣具挑戰

性。即使已提出量身打造的政策回應—多虧第 1季

所學到的教訓—相較 2019年第 4季，2020年年底

全球工時減少比率預估仍將達 11.9%，相當於 3億

4千萬個全職工時總和（假設每週工時 48小時）。 

(3) 樂觀情境：相較 2019年第 4季，工時減少比率將下

調至 1.2%，相當於 3千 4百萬個全職工作工時總和

（假設每週工時 48小時）。 

2. ILO對 2020年下半年的預測依地區有顯著差異。工時

恢復速度最快的預估為非洲，具有受高度非正式經濟

比率影響的高就業率。恢復速度最慢的為美洲，2020

年第 4季的總工時減少比率預估自 3%至 16%。 
表 3 2020年下半年全世界及各區域預估工時減少情形 

 2020年第 2季 基本情境 悲觀情境 樂觀情境 

地區 

工時減

少比率

（%） 

相當全

職工作

數（週工

時 48；

百萬） 

工時減

少比率

（%） 

相當全

職工作

數（週工

時 48；

百萬） 

工時減

少比率

（%） 

相當全

職工作

數（週工

時 48；

百萬） 

工時減

少比率

（%） 

相當全

職工作

數（週工

時 48；

百萬） 

全世界 14.0 400 4.9 140 11.9 340 1.2 34 

非洲 12.1 45 3.5 13 10.8 40 -0.1 0 

美洲 18.3 70 7.8 29 15.6 60 2.5 9 

阿拉伯

國家 
13.2 8 3.9 2 11.9 7 -0.1 0 

亞太地

區 
13.5 235 4.5 80 11.5 200 1.2 21 

歐洲及

中亞 
13.9 45 5.4 18 10.6 35 1.2 4 

（二） 因應政策 

1. 迄今為止的行動：為維持經濟及就業投入資源 

(1) 已有許多國家迅速引進廣泛的政策措施，並著重

ILO政策架構的支柱一及支柱二（如表 4）。 

(2) 多數國家已盡極大且前所未有的努力，透過財政及

貨幣政策工具，儘速配置資源，以防止經濟徹底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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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及支援所得與就業。 

(3) 截至 2020年 5月底，已有超過 90個國家引進或公

告財政措施，總金額超過 10兆美元。 

(4) 以各國所得而言，先進經濟體的財務政策，平均每

項為 5%的 GDP，占了全球財政刺激計畫的 88%；

新興及發展中國家，因應政策也同樣迅速，但財政

方案規模卻小得多。而許多低所得國家因財政空間

有限，而面臨較大挑戰。 

(5) 一般而言，要順暢地發放相關資源，需仰賴現有強

大及制度性的機制，如成熟及資源充足的社會保障

制度、高效率的稅務機關、資本雄厚的銀行及強力

的公共投資銀行。 

(6) 另有許多國家已能快速反應，運用、擴大及適用現

有的社會保障機制。截至 6月 16日，總計 200個國

家及地區，在多項政策領域公布了 1,166項社會保

障措施，包括衛生與所得保障及失業與就業保障

等。 

(7) 創新的方案在先進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均有助確保

及時且有效的資源發放，例如數位科技及手機，在

許多國家被廣泛使用於社會保險的加保及繳費。 
表 4 ILO四大關鍵支柱政策架構 

支柱一：刺激

經濟與就業 

1. 活化財政政策 

2. 寬鬆的貨幣政策 

3. 提供特定產業借貸及財務支援，包括醫療產業等 

支柱二：支持

企業、就業與

所得 

1. 擴大社會保障適用範圍 

2. 實施穩定就業措施 

3. 提供企業財務及稅務減免 

支柱三：保護

職場勞工 

1. 強化職業安全衛生措施 

2. 調整工作方式（例如電傳勞動） 

3. 預防歧視及排除 

4. 提供衛生服務 

5. 增加有薪假 

支柱四：透過

社會對話尋

找解決方案 

1. 提升雇主及勞工組織的能力及彈性 

2. 強化政府的能力 

3. 加強社會對話、團體協商及勞資關係之機制及流程 

2. 目前的關鍵挑戰 

(1) 尋求衛生、經濟及社會政策干預的平衡與先後順序，

以創造最佳且永續的勞動市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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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資源越來越有限時，在必要的規模下實施及持續

政策干預措施。 

(3) 支援弱勢及重災族群，創造更公平的勞動市場。 

(4) 強化國際團結，尤其支援新興及發展中國家。 

(5) 加強社會對話並尊重勞動權益。 

3. 建立更好的未來工作 

(1) 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前，國際社會已致力改變全球

發展過程及工作世界，並採納聯合國 2030永續發展

計畫及 ILO未來工作百年宣言。 

(2) 更重要的是，各國政府獨力及合力，矢志「重建地

更好」，而非回到原點，這也是復原計畫的宗旨。 

(3) ILO百年宣言為未來工作訂定以人為本的計畫，對

於因應目前挑戰，提供重要的參考，包括投資人們

的技能、勞動制度及永續的未來工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