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日益嚴重的勞動力性別偏見 

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 

長期以來，印度女性就業人口降低固然令人憂心，但僅提高女性

結婚年齡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2019 年連選獲勝後不久就宣布，將

「2024 年經濟發展要達到 5 萬億美元」作為國家發展目標，但當時

他沒料到會出現新冠肺炎疫情。不可否認，疫情爆發使印度損失慘重，

並阻撓我們達成這項宏偉目標的機會。 

然而，我們比較少討論，印度由於職業婦女比例偏低所承擔的機

會成本。儘管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比例—亦即正在尋找或從事有給

職的 15 歲以上女性的比例從未高過，但過去 15 年間，這個比例急速

下降。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印度經濟在 1991 年開放後，前述比例曾飆

到 30%，後來於 2005年一度攀至巔峰 31.8%，同年卻又下滑至 20.3%，

落入世上女性勞動力最低國家之林。現象成因雖待研究，但麥肯錫全

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8 年的報告量化了此現象可

能造成的損失。報告指出，若是印度女性擁有跟印度男性相等的就業

機會，到了 2025 年，印度的產值將可上看 7700 億美元。 

印度的婦女勞動力參與不足違背了經濟邏輯，其主因很可能是普

遍存在於守舊家庭間的社會文化態度所致。印度仍是一個貧窮國家，

女性為養家活口，必須外出工作，而收入增加的背後則是這些女性必

須輟學。 

在此敘事脈絡下，我們可以說，印度家庭生活有所改善，所以婦

女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儘管近幾年或近幾個月來，都能看到關於趨勢

逆轉的怪異報導，這歸功於自 2017 年以來職缺銳減，及新冠疫情的

雪上加霜，但對於靠干預來增加女性投入經濟的需求未有或減。 

正式受雇且領有薪資的女性確實享有稅收優惠，但我們更需要人

們改變態度—尤其是男性。正是因為社會上死守著父權制度，使得女

性困在家裡，或是自由支配薪資的權力被剝奪。此外，印度性暴力頻



 

 

仍，對於人身安全的顧慮也使得女性不願外出冒險。 

印度政府正考慮提案，將女性合法結婚年齡從 18歲調高至 21歲，

外界容易將此舉視為是藉由延長受教育機會、延後生育，以擴大女性

工作參與的刺激方案。然而，即便目前也有法律規定合法結婚年齡，

但民眾視之如無物。 

至少有一項研究顯示，每四名印度女性，就有一人在 18 歲時結

婚。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調查，印度有超過 1 億名女性在年滿 15 歲

前結婚，童婚人數高於其他國家。因此，延長受教育機會雖有助改變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低的成因，但我們也需要一個能以解決問題為直接

訴求的社會運動。 

舉例來說，若印度人不改變對男嗣的偏好，光是提高婦女結婚年

齡門檻，對某些家庭來說，可能會更將女童視為是「累贅」，這些家庭

的成員將礙於壓力進行產前性別篩選，或是看輕新制的結婚合法年齡。

總的來說，社會革新及更有效率的執法才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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