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估專業農家婦女角色對農業經營之影響 

曾玉惠 
為探討專業農家婦女在家務工作與農場工作所扮演之角色，及對農業

經營的影響，於高雄縣擇 95 名、屏東縣擇 145 名專業營農婦女訪問調查。

結果發現每年工作天數 251 天以上者有 49.6％，從事農業生產達 11 年以

上者仍高達 73.3％。 

多數營農婦女必須負責大部份的家務工作，只有 19.6％的先生會協助

家務，但 80.0％受訪者肯定自己在家務工作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所

以即使十分辛勞也甘之若飴。舊時代的農家婦女幾乎是一群「看不見的農

民」，也只能默默的耕耘，現時代的營農婦女有半數以上能分享家庭經濟

決策權及家務決策權，41.7％受訪農婦為家庭經濟掌權人、41.7％受訪農

婦有私房錢，所以 90.8％受訪者對於家庭事務決策權感覺滿意。 

較吃力或較主要的農場工作大部份還是以先生為主，農場工作時間，

夫妻相差不多。60.0％~70.0％擁有部份農場事務決策權，62.1％自認在

農場經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31.3％受訪農婦覺得農場工作時

間過長，但還是願意辛苦的繼續耕耘。76.3％受訪農婦相當重視農場工

作，但若要成為獨立的農業經營管理者時，最需要加強的前 3項依序為：

生產技術、資訊情報收集、運銷技術。 

34.6％受訪者在農場工作所投入的心力比家務工作還多，62.9％自認

在家務工作及農場工作所扮演的角色一向能兼顧。九成受訪農婦一致認為

強化自身的作物生產知識及技術和農場管理能力，必能降低生產成本並提

高作物品質。但 28.8％受訪者表示若農場工作較投入時會影響家務工作，

顯示家庭管理之能力有待加強，否則將影響營農場作業。 

對於目前在家庭及農場所扮演的角色，59.2％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

52.0％認為加入 WTO 之後扮演的角色不變，56.3％有危機意識，10.4％想

轉業、26.3％想兼業，17.9％不想轉業也不想兼業，45.4％則目前不考慮轉

業。 

10.0％受訪農婦對於加入 WTO 之後自家產業是否受到影響毫無概念，

52.9％認為如果將來必須有一人兼業或轉業，則配偶為最適當人選，換言

之，一旦農業收入減少，則營農婦女將一肩扛起農業經營之大任，由其配

偶賺取非農業收入。但有 45.8％受訪農婦則認為由自己兼業或轉業較合



適，因為中年男性的兼業或轉業所面臨的困境或心理的調適遠比女性更艱

難。 

整體而言，專業營農婦女在農業經營上所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部份

農場工作甚至可完全取代男主人，尤其面臨兼業或轉業時也比配偶更有彈

性。就此，建議如下： 

1.營農婦女之培育應視其產業競爭力來決定，政府加入 WTO 之後競爭力受

影響的農特產，宜鼓勵農家轉植或轉變經營形態，完全無競爭力者則鼓

勵轉業。 

2.鼓勵營農婦女參加第 2專長訓練，擁有農業之外的另 1項技術，有備無

患。 

3.鼓勵營農婦女學習電腦，利用電腦獲得有關資訊可節省不少時間。 

4.加強輔導營農婦女提昇家庭管理之能力，以節省家務事時間，不致於太

勞累。 

5.加入 WTO 之後，農業確實面臨空前的衝擊，但危機可能也是轉機，政府

宜加強拓展外銷，為農業尋求另 1條更有前景的生路，也讓農業人口對農

業生產添增一份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