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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來，在大多數的社會裡，女性的地位不如男性是個不爭的事實，然

而，大家為這個事實提出的種種理由造成了許多謬誤，理由是否合理也是有待

商榷的。 

 

    「父母以不同的方式養育男孩和女孩」、「女性與男性天賦不同所以會在教

育或職業選擇不同」、「雇主歧視女性」……等等，是不是看來都很合理？這些

理由以及其他未提到的理由，往往可以歸納出一個普遍的結論，當男女在就

業、薪酬或晉升方面有顯著差異時，就可以推斷這是「性別歧視」，如果隨著時

間過去，這種差異縮小了，就是因為政府、女權運動或社會壓力使得性別歧視

減少了。這樣的推論很常見，然而，這正是我們時代的一大謬誤！ 

 

    在很多社會裡，男女的確受到不同的對待，女孩受教育的機會遠不如男

孩、限制女性不能單獨外出、甚至根本禁止女性工作……，這種限制直到今天

還能看到(其實這些社會等於自己放棄了一半人口的經濟與其他潛力)。性別歧

視造成的教育落差，導致了知識、技能與工作經驗的差別，這在就業資格方面

的差異是顯而易見且真實存在的，也難怪同工會不同酬。 

 

    男女體力方面的差異，也是導致收入差異的諸多因素之一。在歷史上很長

一段時間，從事農業、採礦、航運、冶金…等行業，都需要大量的體力，所以

這個因素相當重要。在早期，窮人家有時會殺女嬰，因為不能帶來勞動力，有

礙家庭生存，養女孩必然是個賠錢貨。今天，機械化取代了人類的肌肉，體力

這個因素早已不再那麼重要，反而知識、技能、經驗要比體力更重要，使得性

別差異與年齡差異不再像以前那樣顯著。其實在同工同酬法律通過之前，男女

的收入差異就已經開始縮小了。 

 

    不可否認還有另一個生理差異---生育---，也一直對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因

為傳統對婦女的家庭責任要求，限制了有嬰兒與幼童的「母親」在職場上從事

全職工作的能力。在職場上，40 歲是達到成就顛峰的平均年齡，在這之前，必

需密集投入很多年的心血，而那段時期正好是女性的生育年齡。 

 

    回顧美國女性的職業發展變化歷史，也發現幾乎無法以「雇主歧視」的變

化來解釋。在專業與其他高等職業中的女性所占比例，在 1900 年代要比 20 世

中葉還高，而當時並沒有什麼反歧視法律和女權運動。在學術界也是如此，20



世紀的最初前二十多年，是女性學者的顛峰時期，然後開始下降，就算是女子

學院中，女性教職員的比例也下降，這很難歸因於雇主歧視，仔細研究後發現

原來是與女性的結婚與生育模式有關。隨著結婚年齡中位數開始下降，美國女

性在高等職業的比例及獲得碩博士學位的比例也下降了，至 1957 年不但初婚年

齡開始上升，生育率也開始下降，職場中女性的比例又節節上升。20 世紀下半

葉，整體而論，兩性的勞動參與率落差也有了大幅的縮小，還有更多的女性進

入了從前由男性主導的職業，但男女就業的連續性差距並未消失。二戰期間及

其後的「嬰兒潮」，再次顯示生育限制了女性教育與職業前景。由這些變化的歷

史看來，都與婦女婚育年齡的變化密切相關。 

 

然而，男女收入的差距並沒有完全消失，在這些剩下的差異中，有多少可

歸因於雇主的性別歧視，而不是男女職業選擇不同或是否從事全職工作造成

的？在理想的情況下，如能找到教育、技能、經驗、就業連續性、全職或兼職

等等工作變數都相當的男女，然後再來確定雇主在聘用、支薪、升遷方面的差

異，才能來視雇主歧視的程度。實際上面，這些變數資料不夠完善且很難做

到。長久以來，許多職業中男女的性別分布一直不同，這種差異也會導致男女

的平均收入不同，部分原因在於女性受到的限制，可是也有出於女性自己做出

的選擇。有些年代、地區、社會階層認為，年輕女子要謹守貞潔才會找到好對

象，這種社會壓力使家長會主動把女兒隔絕在與年輕男子接觸的環境之外，以

免擋不住誘惑毀了她的一生。農業時代這不是問題，但在進入工商業化以後，

就使得男女外出工作的機會變得不對稱。另一方面，雇主也傾向將男女員工分

配不同的工作或將工作場域分開，或甘脆完全不召募女性，因為擔心男女之間

的吸引力會影響生產效率。 

 

    有些工作需要一定的體力或有一定的危險性，如建築、採礦、維修、伐

木、運輸設備操作……等，顯然女性比較不可能從事那些工作，偏偏那些工作

報酬因為比較辛苦或危險，就會高於平均水準。例如，全職礦工年收入幾乎是

全職辦公室文書人員的二倍；從事繁重體力活及危險工作的工人還享有額外的

報酬津貼；這也難怪與工作相關的死亡中，男性的比例高達了 92%。 

 

    女性挑選工作時，除了避免從事體力要求超出負荷的外，常常需要出差或

加班的工作，也會把自己將來可能成為母親的因素考慮進去。由於分娩後會有

一段時間需要自己帶嬰兒，無法從事全職工作時就只好選擇離職，中斷了就業

的連續性。退出勞動市場等於喪失年資、降低升遷機會、也降低裁員時保住飯

碗的機率。即使職涯從未中斷，但未來成為母親而中斷的可能性依然會壓低她

的升遷機率。職涯的中斷還有其他代價，因為職業技能的要求會隨時間變化，

電腦工程師必須跟上軟硬體的升級、律師必須跟上法律的變化、在高科技時

代，如果離開崗位幾年再回來復職，跟不上技術上的進步時就會被淘汰。因為



職業淘汰率在男女性之間有不對稱的影響，因此在專業領域中，男女比例的差

異依舊很大。 

 

    多項研究顯示，相對於男性，女性比較不會選擇工時較長的職業。然而工

時固定、壓力較小的工作，因供需關係的影響，薪酬通常要比繁重的工作來得

低，這點又造成了男女收入的差異。 

 

    綜上所述，女性收入低於男性的最重要原因，並不是同工不同酬，主要是

因為她們選擇的工作與男性不同、工時較短，並在勞動市場中缺乏連續性。在

許多產業與職業中能夠達到最高層的人，通常工作時間很長，而且他們的職涯

從未中斷過。就算是學歷很高的女性，通常也不會這樣選擇，她們自己最清楚

什麼才符合個人的情況、優先要務與幸福感。但在第三方看統計資料時，卻只

看到薪酬不平等的現象。 

 

    原則上，家庭責任可由夫妻共攤，然而，實務上，平分家務都不是常態。

家務分工的男女不對稱是實務造成的，而不是由原則決定的。從另一方面來

看，家庭收入是集合收入，如何花用、花在誰身上，並不是看是誰賺的。調查

顯示，80%的消費是由女性決定的，而花在女性與女孩服飾上的開支，比花在

男性與男孩服飾上的開支多了 70%。在大多數的文化中，雖然男性有明顯的主

導地位，也是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但他們會把大多數的收入交給妻子自主安

排。已婚男性通常收入會比同齡、同資歷的男性更高，那是因為他們有妻子幫

他們分擔了單身漢要花時間做的事，因此騰出了更多的時間工作。有小孩的已

婚男性收入較高，那是因為做為父親擔子重，促使他們想辦法提高自己的收

入。對女性來說，同樣的理由，造成了剛好相反的現象！ 

 

    為了確定雇主是否存在性別歧視或嚴重程度，我們必須比較學歷、技能、

工作經驗和其他相關特徵類似的女性與男性，這樣才會有「可比性」。然而，許

多關於男女性收入差距的統計資料並沒有這麼做，完全忽略可比性，也幾乎沒

有維持不同的變數不變。實務上，要找到真正有相似可比性的男女團體是很難

的，書中舉出了許多具體事例作了詳細的說明(此處略)。 

 

    實證顯示，兩性的經濟差異大多是由雇主歧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但這並

不表示雇主歧視的例子就不存在。統計資料雖然可靠，但也有其侷限，有些沒

有、有些也無從判斷其間的因果關係。由於這麼多因素對男女收入與就業造成

不一樣的影響，男女收入差異很大就不足為奇了，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認定這

些差異對女性的淨影響都是負的。也就是說除了收入以外，還要考慮其他因

素，問題並不是在差距(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於如何解釋這個事實，這很

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目標是追求機會平等還是收入平等。 



 

    哈佛大學 經濟學家戈登(Gordin)就指出，收入平等是我們追求的嗎？我們

真正希望的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一位女性經濟學家惠列(Hewlett)調查了

2000 多位女性和 600 多位男性，結論是： 

 

    約有 37%女性會在職涯的某個時間離開職場，平均離開時間為 2.2 年。另

有很多女性(36%)刻意選擇負擔不重(如兼職)的工作；有些女性會婉拒升遷；當

生活的其他方面仍需承擔重大責任時，是很難每週工作 73 小時的……！ 

 

心得分享： 

    性別不同，在各項先天條件上有所差異是不爭的事實，過去甚至於現在仍

有許多社會重男輕女也是事實。正如作者所分析的，自古以來一直至今，在生

活上分工的需求之下，女性由於主要承擔了生育、養育的責任，因此對於團體

生產力的貢獻就不如男性，導致了重男輕女的現象，這點在各個民族中隨處可

見。書中討論到了女性的體力不如男性、教育、技能、經驗、就業連續性、全

職或兼職等工作變數也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些也是事實，足以客觀地解釋因此

造成性別的差別待遇。這個觀點我們是認同的。 

    不同性別在繁衍下一代的工作上有不同的分工，在其他物種上也是如此，

這是經得起有性生殖進化規律檢驗的。人類也有特定的性別差異，如體能強健

及生理差異，在游獵、農耕，甚至工業時代初期都是生產力非常重要的條件，

自然造就了男性有利的局面。然而科技發展到今天，最重要的生產力已經變成

了腦力，男性原來具有優勢的條件不再，影響也愈來愈小，新的分工結構逐漸

形成，所謂的性別歧視就自然不會存在了。 

    然而，今天還是有不少食古不化的傳統社會或利用宗教信仰，仍然愚蠢的



主動去約束自己的國民，如不准他們受教育、不准他們參與工作、或限制他們

的工作種類……，以致造成了社會上女性、低種姓、少數種族移民或低社會階

級的人民，造成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力資源無法釋放出生產力，在競爭激烈的環

境裡不正是所謂作繭自縛？反之，從競爭對手的角度來看，這種自殘行為豈不

是天賜良機？給我們的教訓，就是要謹記，千萬不要歧視、不要排外、不要自

綁手腳，這樣只是便宜了競爭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