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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促進婦女重返職場之協助
措施

 壹、前言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5年統計資料

顯示，台灣地區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以下
簡稱勞參率）在2012年突破50%後，逐
年穩定成長至2025年3月51.98%，而隨
著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及服務業提供之工作
機會增加，勞動部推動婦女再就業計畫，
營造友善職場，女性勞參率持續上升，其
中25至29歲女性勞參率接近九成達到高
峰，此亦是我國當前在就業政策上，以促
進婦女就業為持續努力對象的重要議題。

而進一步檢視，為鼓勵因婚育因素退
出勞動市場的婦女能夠積極的重返職場工
作，勞動部結合了經濟部、衛福部及教育
部等4個部會推動為期3年的「婦女再就
業計畫」，包括有10項就業促進措施及
21項具體作法，自2023年9月1日起上
路，預計每年至少協助3.5萬人就業，值
得肯定與檢視其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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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促進婦女重返職場之協助
措施

 貳、 當前政府促進婦女就業之
相關法令策略與措施

為協助婚育婦女順利重返職場就業，
《就業服務法》2015年將因家庭因素退出
勞動市場2年以上婦女列為政府致力促進
就業的對象，勞動部更透過提供僱用獎助
措施，提高雇主僱用意願、安排參與就業
促進課程及提供臨時工作津貼、職場學習
及再適應計畫、服裝儀容整備補助等各項
措施，協助欲重返職場就業婦女，能夠提
高就業準備及適應職場工作環境之要求；
另對於有意創業者，也提供免費創業課程
及諮詢輔導服務、以低利創業貸款及利息
補貼方式，協助其減輕籌備資金的壓力，
每年協助二度就業婦女約2萬人次，順利
進入職場安定工作。

另，審酌我國女性勞參率各年齡群組
中，以25至29歲群組接近九成達到高峰
後，往往可能因為婚育、照顧家庭等因
素而離開職場，該年齡群組就未再出現第
二次勞參率高峰，尤其在面臨少子女化與
高齡化的情況下，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之
人口推估資料顯示，我國未來10年間，
15至64歲之工作年齡人口將減少145萬
7千人，將使各產業出現人力缺口的需才
現象。善用女性勞動力，鼓勵女性重返職
場，不僅能協助渠等因婚育離開職場後，
順利重返職場繼續工作外，更能促進其實
現自我價值與成就感之尊榮，進而對於紓
緩缺工問題上，應有某種程度的助益與效
力。因此，協助渠等對象精進職能、深化
就業服務具體作為的質與量對策，並運用

獎勵或獎助等各種措施，增加渠等人員就

業意願，協助政府在政策法令之規劃與實

現上，能夠更具體的達成實證效力（行政

院經建會等，民99）。茲檢視當前促進婦

女重返職場相關主要法令及相關策略與措

施內容分述探討如下：

一、 協助婦女再就業相關策略與措施方面：

（一） 勞動部結合經濟部、衛福部及教育

部等資源，針對因家庭因素退出勞

動市場180日以上之婦女，運用各

項獎勵措施，鼓勵退離職場前已有

專業技能之婦女，透過「自主訓練

獎勵」、「雇主工時調整獎勵」、「再

就業獎勵」、「僱用獎助」、「職業

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等就業促

進措施，協助其精進工作職能及就

業適應等就業準備，打造友善職場

環境，鼓勵其及早重返職場，提高

勞參率與穩定就業。

（二） 依據統計，2024年協助婦女再就業

3萬8,408人。

二、 建構友善職場環境等相關策略與措施

方面：

（一） 為給予育兒父母更多支持，勞動部

自2022年起，將《性別工作平等

法》（現已修正名稱為《性別平等工

作法》）進行修正，包括：「有薪產

檢假」由5日增加為7日；「陪產假」

修正為「陪產檢及陪產假」，並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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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加為7日；勞工受僱於未滿30

人之事業單位，可與雇主協商使用
彈性工作時間。

（二） 2024年產檢假薪資補助人數9,404

人，補助金額 2,456 萬 4 千元；
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補助人數1萬
3,525人，補助金額4,787萬4千元。

三、 保障勞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退離職場
之經濟生活，並穩定就業相關策略與
措施方面：

（一） 就業保險自2009年5月1日起提供
6成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截至2024

年12月底止，受惠人數9萬3千餘
人，核付金額107億9,004萬餘元；

（二） 訂定「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要點」
自2021年7月1日起，加給2成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補助，使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之平均投保薪資替代率達
8成。自開辦至2024年12月底止，
受惠人數32萬3千餘人，核付金額
120億3,485萬餘元。

四、 補助企業設置哺集乳室相關策略與措
施方面：

（一） 2024年修正發布「哺集乳室與托兒
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
第4條規定，提高雇主新興建托兒
設施之經費補助額度上限，從新台
幣300萬元提高至500萬元。

（二） 依據2024年度統計資料顯示，計有
補助設置哺集乳室131家、托兒設

施或措施445家，合計576家，補
助金額2,966萬餘元。

五、 落實性騷擾防治事件通報制度相關策
略與措施方面：

為利於雇主落實通報及地方政府隨時
掌握彙整各項資料，計有：補助調查性騷
擾申訴案件所需之經費、提供職場性騷擾
被害人心理諮商、法律諮詢與扶助費用，
維護被害人權益等相關作法，依據2025

年3月統計資料顯示，2024年上半年通報
申訴件數共計有543件。「工作場所性騷
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截至2024年底
已有1,611名納入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

六、 落實性騷擾防治制度相關策略與措施
方面：

透過加強與衛福部、教育部之橫向協
作分工，以避免不適任之教育人員進入校
園領域，並與地方主管機關密切聯繫，瞭
解實務執行情形，建立相關處理機制與被
害人可使用之資源，真正落實協助性騷擾
被害人，發揮積極及時協助之功能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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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婦女善用政府促進就業措
施重返職場之策略措施及
工具作法

一、 策略措施及工具作法的意涵及其定位

Robbins（ 1990）認為，「策略是決
定及實現基本和長期目標與目的之過程，
及所需資源的配置行為」，而Mintzberg

（ 1987）更提出策略是一種計畫及未來行
動的指導，包括5P策略，即計畫（plan）、
策略（ ploy）、模型案例（ pattern）、地位
（ position）、觀點（ perspective）。因此，
「策略」就是決定如何「做對的事與把事做
對」，可從策略定位與政策窺知。所謂「策
略定位」，即是透過許多心力與多元優質
的服務設計及行動力，使自己可以在同業
競爭下，在市場上仍具有足夠的競爭力。
而「政策」則是透過訂定可以遵循之規定
規則說明，所以，良好的政策必須是根
據事實及公正之判斷而訂定，必須具有彈
性，可以適合每一部門與預期合理情況，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具有高度永久性。

因此，Julia Martins（ 2024）進一步
提出「策略計畫、規劃、管理」等概念，
依其所稱的「 5步指南」，著手進行規劃
實現目標所需採取的行動流程，幫助組織
資源，制定成功的最佳行動計畫，據以有
效的執行。包括：

步驟 1： 評估機關團體目前的策略和環
境，使用如平衡計分卡或 SWOT

分析，幫助評估目前的優劣勢、
威脅、機會和未來的潛力。

步驟 2： 確定機關團體的目標與目的，及
透過競爭優勢，以追蹤未來 5到
10年期望實現的目標。

步驟3： 制定策略計畫，並確定績效指標，
制定未來短中長程（3到5年）的
策略計畫，建立專案藍圖追蹤進
度，確保朝正確方向前進。

步驟 4： 實施並分享計畫，善用計畫進度
的管理工具和軟體，定期查核監
控進度，並根據需要作調整。

步驟 5： 根據需要進行修訂和重組，以確
保與組織願景和目標保持一致，
並依據變化隨時更新計畫。

二、婦女善用政府促進就業措施重返職場
之策略措施及工具作法

依據徐淑敏、張景旭（2005）之多元
就業開發方案促進失業婦女就業之充權模
式與充權障礙之探討，及趙淑琴（ 2019）
研究發現，近年來政府強化積極勞動
市場（ Active Labor Marke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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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P），包括就業希望工程等公共就業措
施，及失業給付、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三
合一方案等。許多女性突破現狀，勇於走
出家庭，參與接受職能訓練，再次創造第
二春的就業機會。綜整其研析政府促進婦
女就業、重返職場之相關策略措施，包括：

（一） 充分考量失業婦女個人因素狀況，
減少其就業挫折。

（二） 提供符合失業婦女擁有之技能專長
就業機會，以符合就業需求與期待，
提高工作意願。

（三） 針對失業者特殊屬性，加強推動中、
低收入婦女之工資補貼，提供工作
機會及適性就業服務。

（四） 強化社政與勞政單位的橫向聯繫與
合作，鼓勵NPO戮力組織計畫分
類，避免增加社會成本，及政府資
源重覆浪費，確切解決失業問題。

（五） 推動女性工作與家庭平衡，排除就
業障礙，協助解決家庭困擾之因素。

（六） 政府部門應扶植NPO非營利組織，
鼓勵其戮力組織計畫分類，避免增
加社會成本，資源浪費。

（七） 建立大數據資料庫追蹤就業狀況等
措施，以積極有效的促進婦女重返
職場就業。

因此，由前述計畫之相關法令依據、
策略與措施規定和實施情況，可以更清楚

明白確認其具體內容與作為，應是有達到
規定之功能與效力。政府為協助婦女重返
職場更具體的實施內容項目如下：

（一） 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及協助措施，
包括：職業心理測驗評量與職涯規
劃等就業諮詢、職務再設計、職業
訓練、失業認定、技能檢定及創業
資訊、就業市場資訊及就業促進研
習活動等相關服務，協助個案重返
職場，並於就業後持續追蹤，掌握
就業情形。

（二） 提供職場關懷及追蹤輔導的具體有
效服務模式，以增強婦女就業意願
與動機，及協助其就業準備、陪同
面試，鼓勵其更新及精進原有就業
技能，以順利重返職場並穩定就業。

（三） 透過跨部會合作機制，營造友善職
場方向與內涵，積極開發友善廠商，
鼓勵其提供彈性工時及部分工時僱
用機會，及創造性別平等與友善育
兒就業環境，協助有照顧家庭需求
之婦女重返職場。例如：衛福部提
供托育及長期照顧等服務資源，推
動健康職場認證，讓婦女得以安心
就業、經濟部和勞動部共同推動職
場工作平權，鼓勵雇主營造性別
平等職場環境及提供友善家庭措施
等、教育部運用多元終身學習管
道，滿足不同生涯階段的學習需求
等。同時倡議職場友善家庭與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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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協助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
活，以引導婦女得以順利的重返職
場工作。

（四） 提供多元化之家庭教育資源及終身
學習管道，以充實民眾了解相關職
場概況與就業新知，滿足不同世代
在各個不同生涯階段的學習需求，
以協助導引其順利的重返職場，愉
快的樂在工作。

（五） 善用僱用獎助措施各種有利的項目
內容，包括透過提供雇主給予僱用
獎助津貼，及各種可能運用的有利
項目，以提高僱用的意願，增加
女性勞動力之就業機會與有效人力
的充分運用。

（六） 安排產業分析、求職面試技巧等就
業促進課程，提供一些短期就業機

會，給予臨時工作津貼，及連結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服裝儀容

整備補助等各項措施，多管齊下的

協助欲就業的女性勞動力，做好就

業準備及職場適應等具體有效的作

為，以利渠等順利的樂在工作。

（七） 對於擁有專業職能而想創業的婦

女，可規劃設計提供其免費的創業

課程與諮詢輔導，及以低利創業貸

款與利息補貼等具體有效的作法，

協助其減輕資金與利息之壓力，積

極有效的定額協助，有利於婦女

創業與執業之準備與執行的具體作

為，使渠等得以愉快地順利重返職

場，發揮所長與專業。

（八） 在精進職能方面，提供因家庭因素

退出勞動市場180天以上之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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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其自主的提案訓練計畫，經審
核通過後，順利的積極完成訓練，
以更新與強化原有的職能，並辦理
求職登記，而重回職場者，得以
獲得獎勵與肯定之「自主訓練獎勵
金」，及促進渠等安心與穩定的工
作，進而充分的體現自我人生目標
與價值。

（九） 透過深度個別化就業服務，及「再
就業獎勵」措施的運用，以提高其
就業意願，且透過「工時調整獎勵」
措施，鼓勵雇主為有照顧家庭需求
之婦女，提供工時調整或部分工時
工作之職缺設計，定期定額的每月
發給獎勵金，以協助其穩定就業，
減少流動率與失業率的發生。

三、婦女善用政府促進就業措施重返職場
之策略措施及工具案例

（一） 案例1：為了照顧年邁的媽媽，決定
返回老家礁溪定居的阿娟。

60歲的個案阿娟在新北工作多年，
為了照顧年邁的媽媽，決定返回老家礁溪
定居。雖然她曾有作業員、餐廳服務員、
停車管理員等豐富的工作經驗；但卻對宜
蘭地區的就業環境全然陌生。起初嘗試飯
店的房務工作，但體能卻無法負荷，只能
無奈離職。面對經濟壓力及體能受限的困
境，阿娟在礁溪夜市遇到羅東就業中心駐
點同仁，在該地宣導婦女再就業計畫，並
洽得就服員的協助，在經過就服員的審慎
評估下，協助阿娟受僱於五金生活超市公
司，擔任門市銷售員工作。雇主對阿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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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現豎起大拇指，稱讚她服務親切有
禮、理貨條理分明，且工作態度主動積極，
目前已穩定就業3個多月。阿娟說，這份
工作不僅為她帶來穩定的收入，還能兼顧
照顧母親的責任。她很感謝「婦女再就業
計畫」和就服員的幫助，讓她重新找回信
心。（取自江睿智，2024，重返就業市場！
勞動部推「婦女再就業計畫」三大獎勵措
施報導）

勞動部為因應高齡化與少子化帶來的
勞動力缺口，推動「婦女再就業計畫」，
期望透過就業獎勵及量身訂製的再就業支
持模式，鼓勵因家庭因素暫時離開勞動市
場的女性重返職場，並同時獎勵企業能夠
調整工時，以配合女性的家庭照顧需求，
針對再就業婦女提供最高新台幣 3萬元的
「自主訓練獎勵」和「再就業獎勵」措施；
同時也針對雇主提供「雇主工時調整獎勵」
方式，對每一職缺每月發給新台幣 3,000

元獎勵金，最長可達到 12個月。此一措
施的實施，不僅能有效紓緩產業缺工問題，
提升婦女的就業率，且促進性別平等。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羅東
就業中心分享，截至 2024年已協助 400

名以上婦女返回職場，幫助她們除了在家
庭與工作之間取得平衡外，更能積極實現
自我職涯發展的規劃與理想。

（二）案例2：因生育4個孩子離開職場20

年的月蘭，開啟職涯第二春。
許多婦女離開職場後想二度就業，往

往面臨自信不足、就業技能無法符合職場

要求、難以兼顧家庭等困境，因生育4個
孩子，而離開職場20年的月蘭，就是其
中的一個案例。然而一心想分擔家庭經濟
的她，雖然嘗試找過了許多工作，但是
因為上下班時間，無法兼顧接送照顧小孩
的需要，只能斷斷續續的從事一些臨時性
的工作，發展署虎尾就業中心就業服務員
（ 2024）在瞭解她的狀況後，運用「婦女
再就業計畫獎勵措施」，成功的推介她到
虎尾裕民商行（全家加盟店）工作。

裕民商行負責人娟英也曾經是需要照
顧家庭的職業婦女，特別配合月蘭的需
要，調整上下班時間的規定，使月蘭可
以順利從事全職門市人員工作，就業初期
月蘭對收銀、機台操作及面對顧客感覺生
疏，娟英也能從旁協助引導她，從貨架清
潔、產品效期檢核等工作著手，逐步熟悉
各項工作，而能迅速獨立完成各項作業，
成功開啟她的職涯第二春。此案例由各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負責職缺媒合運用「雇主
工時調整獎勵」、「再就業獎勵」，促進婦
女返回職場，此一案例驗證了具體有效的
創造勞資雙贏局面，有意重返職場的女性
朋友、企業，都可以把握機會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求才登記，提出婦女
再就業計畫申請，由企業提供符合婦女工
作時間的就業機會，營造友善職場，亦創
造婦女自我實現的第二個職場人生。（取
自勞動部，2025，推動善用女力 勞動部
「婦女再就業計畫」助婦女開啟職涯第二
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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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結語及建議
政府為因應勞動市場人力需求，加強

推動工時調整（含部分工時工作模式）及
延緩退休措施，鼓勵勞動參與率較低之45

歲以上女性，得依自身需求及時間選擇，
持續提供價值及經驗傳承，進而成為企業
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可由「婦女再就
業計畫」、「45+就業資源網」及「55plus

就業促進措施及就業獎勵」等了解作法與
用心。因此，為了讓政府相關政策法令設
計與人員的專業執行與推動的用心，能夠
藉由各項具體有效的作為，達到促進婦女
愉快的就業與重返職場及相關案例作法運
用目標，落實及加強具體作為之策略性思
維，謹提供個人淺見如下就教專家先進卓
參檢視運用。

一、 擴 大 及 加 強 個 別 化 教 育 訓 練
（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ning, IEP）
與進用等相關協助方案設計及運用。

二、 於渠等就業初期加強薪資補貼或管理
者津貼等，增強僱用意願與種類。

三、 積極有效開拓不同類型的工作機會，
給予雇主適當補助和獎勵，提高其試
用與運用意願，增加就業機會。

四、 透過一對一輔導與職場支持，及就業
諮詢與陪同面試等方式，排除就業障
礙與限制，強化與穩定就業動力和能
量及信心。

五、 研發及提供更多適合渠等適性就業之
質化與量化探索分析工具，協助其發
掘就業潛能與實力，增進面試技巧與
就業信心等內外在工作能量。

六、 積極安排提昇各種短期進用人員再就
業能力為主相關課程，有效促進其再
就業準備與能量等服務。

七、 結合公私部門成立研究與開發和渠等
相關「人力資源顧問中心」之可行性，
建立夥伴關係，落實推動達成目標具
體可行策略作法。

八、 積極地蒐集與研發各種不同職類與實
務工作內容的成功案例，適時地揭
露、報導及撰擬渠等之職場工作實
況，讓產官學研及社會大眾與求職
者，透過此一些成功與溫馨的案例報
導，建立正確與良好的觀念，進而成
為推動與協助的得力左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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