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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性別趨勢觀察：
照護經濟中的性別落差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林培萱

前言

近年亞太區域的性別意識抬頭，尤  20 19年
APEC主辦經濟體智利，首度將女性經濟賦權納入優

先領域，更提出「拉賽雷納婦女與包容性成長路徑

圖」(The La Serena Roadmap for Women and Inclusive 
Growth (2019-2030))，作為亞太區域邁向性別平等

的驅動力。然而2020年COVID-19新冠疫情爆發， 
2022 年APEC婦女經濟論壇(WEF)主席聲明指出女

性因COVID-19疫情受到的衝擊不成比例地嚴重，加

劇了數個領域既有的性別不平等。（注1）不僅因女

性主要從事的行業遭受的衝擊甚鉅，例如住宿和餐

飲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也因照護工作的需求大

增，受傳統性別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

象，導致女性肩負更加沉重的照護責任。照護經濟

的議題則成為協助女性賦權在疫後復甦的一大工作

重點。

那麼何謂照護經濟？

照護(care)為維持人類生活所需不可或缺的一

環，每個人一生中，甚至每天，都有可能產生需仰

賴他人的照護需求。而滿足這些照護需求之服務或

工作，皆屬於照護工作(care work)的範疇，包含有

酬或無酬的直接照護，即直接一對一提供給被照護

者的服務，例如餵食、洗澡、幫小孩完成家庭作業

等；與間接的照護，即非一對一但仍能夠滿足到需

求者的工作，例如買菜、煮飯、洗衣服等家事工

作，甚至是更廣泛的自願或志工服務(volunteering)，
如社區服務，免費醫療義診等等。（注2）

但也正由於照護工作的必須性與廣泛性，

傳統上照護工作多被視為是經濟活動的外部成本

(externality)。（注3）換句話說，照護工作傳統上來

說並不算是經濟活動的內容，即便人人皆有照護他

人的責任與被照護的需求，雇主在考量薪資與工作

內容時，並不會納入雇員的照護責任與需求，個人

僅能自行吸收這部分的成本，不論照護工作發生的

場所與時間。

但照護工作實為維持充沛且穩定的勞動力之基

石，更是經濟成長的重要無名功臣。照護工作對於

經濟活動的重要性可反映在自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

勞動權利（如勞動法、勞工保護等）的發展上，例

如對勞動條件、勞工年齡的法令限制；周休二日制

的興起；到近代更為強調的最低基本工資、工時限

制、工會與育嬰假等等。即便如此，這些進展仍遠

不及照護工作之於經濟活動的實質重要性。

而照護經濟一詞，筆者認為是在改善照護工作

的外部性與性別失衡(gender inequality)的脈絡下興

起。如前述所言，照護工作應涵蓋直接、間接、有

酬與無酬的照護工作。但除少數已被法令涵蓋的直

接照護需求，如病假、產假或育嬰假等之外，大多

數的照護需求，尤其是間接的照護工作，仍被視為

是外部成本。照護工作的責任與需求更常常被視為

是對生產力的負面影響，故在職場上這些必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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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護成本往往被「藏」了起來，使得外部性的問

題更加嚴重。

加上照護「工作」一詞常誤被狹義地指稱「有

酬」的照護工作或專業照護工作者（如保母、看護

等）。相對地，無酬的照護工作則常常不被提及。

故即便勞動意識抬頭，欲改善照護工作的外部性，

照護「工作」一詞，實無法全面地含括照護需求的

範疇。

相對地，「照護經濟」一詞，參考聯合國的

定義，可指製造與生產任何有照護需求的群體於身

體、心靈、社交和情緒健全上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注4）簡言之，照護經濟一詞是由經濟面來討論照

護需求與工作，而非從照護工作的角度來談其中的

經濟面向。這可使照護工作問題不僅僅被侷限在勞

動權益或是社會問題的領域中。藉由討論照護工作

的現有與潛在的經濟潛能，更能由與經濟成長同行

的角度出發來改善照護工作的外部性，而非以「經

濟成長vs勞工權益」的對抗命題來思考。

而照護經濟，除了能夠更有效地改善照護工作

的外部性，更能夠改善照護工作中另一大問題：照

護工作的性別不平等分配。

亞太區域照護經濟的性別落差

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角色分工的影

響，照護責任往往落在女性的肩頭上，也成為女性

參與勞動市場的一大阻礙。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
的統計，在過去20幾年來總計75國的女性每日平均

花費4小時32分鐘在無酬的照護工作上，相較是男性

（1小時24分）的3.21倍。（注5）而亞太區域亦符合

此世界趨勢。APEC在一份2022年的研究報告指出，

亞太區域中15個APEC經濟體的統計資料顯示，女性

平均每日花費在無酬照護工作的時間為男性的2.6倍
左右。（注6）其中日本女性花費的時間高達男性的

5.2倍為首，韓國4.5倍次之，馬來西則以3.2倍居三。

而照護工作的不平等分配對經濟的影響可由

兩個指標來看：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時數。首先，由

於照護為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之一，當照護需求或責

任產生時，往往會對可勞動時數產生排擠效應。最

明顯的例子，便是女性在結婚或生育之後，照護工

作的負擔通常會增加，甚至令許多女性退出勞動市

場。ILO 2022年的報告指出，在25到54歲的勞動人

口中，勞動參與率的性別落差平均為29.2%，但是

若只看育有至少一名6歲以下兒童的勞動人口，性別

落差竟擴大至42.6%。這顯示約有13.4%的女性因育

兒而退出勞動市場。更甚者，育兒對於男女的勞動

參與率有著相反的影響。許多學者稱之為「母職懲

罰」(the motherhood penalty)，意指育有低齡兒童的

女性，較同年齡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低，並且未來回

歸勞動市場的比例亦較低。（注7）相反的，男性則

常因育兒而獲「父職紅利」(the fatherhood bonus)，
即較同齡男性更容易獲得加薪或升遷的機會，故增

加勞動參與率。這種現象不僅深化傳統「男主外，

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更結構性地阻礙女性賦

權的進展。

即便仍有不少女性看似兼顧了育兒與職場，

僅由勞動參與率上所看不出的是女性肩負了「雙份

工」(second shift)的現象。（注8）這可由工作時數

與類別的性別落差上顯示。根據聯合國2021年的調

查，世界65國中，女性總工作時長占總計工作時數

的52%，而在女性總工作時數中，41%為有酬的工

作，59%為無酬的照護工作。相比之下，男性不僅總

工作時數較女性少(48%)，有酬工時的占比為80%。

這顯示了女性的工作時數雖較男性多，但因有酬工

作的占比不同，儘管同工同酬，女性卻賺得比較

少。

根據APEC報告與ILO的估計，若以機會成本

的方式來計算，即假設花在無酬照護工作上的時數

為本來可以花在有酬工作上的時數，全球女性花費

在無酬照護工作上的時間，可產生的經濟價值約為

全球GDP的6.6%（約為8兆美元）。（注9）佐以前

述照護工作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可見女性因

不平等的照護責任分配而被抑制的經濟潛能頗為可

觀。

觀察與結語：提倡照護經濟

筆者認為，照護經濟概念的優勢在於它能顯現

傳統上列於經濟活動之外的照護工作的經濟價值與

潛能。提倡照護經濟不僅能改善照護工作的不平等

分配、鼓勵增加公共照護設施，以減輕個人的照護

責任負擔、亦能釋放被無酬照護工作給束縛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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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提高勞動參與率，進而促進經濟成長。雖然

新冠疫情重挫女性經濟賦權的進展，但此次危機亦

是一個轉機，提供社會一個全盤檢討長久以來的照

護工作性別失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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