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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農委會綠綡區農業改良場舉辦的

2007 農村婦女發展論壇轐8 月 31 日順利

落幕。來自宜蘭、綠東數百名基層農會女

性幹部及女性從農人員齊聚一堂轐關心女

性在農業中扮演的角色轐以及如何強化婦

女知綜等議題轐會中包括農委會輔導處副

處長莊玉雯、台大教授高淑貴等專家學

者轐均肯定女性對於台灣農業的貢獻轐並

期待社會各界一起努力轐迎接兩性平權時

代的來騷。

女性務農人口增加

台灣到底有多少女性務農人口？根據

行政院主計處統計，2006 年台灣 50 萬務

農人口中，女性務農人口約有 16 萬、占

務農人口的 29％，也占女性就業人口的

3.7％，近 10 年來，務農人口占總人口比

例雖逐年減少，但女性務農人口在總務農

人口中的比例卻始終維持在 27％ - 29％，

以上是官方版的資料，實際上，女性務農

人口應不止此數。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統計數字揭開

隱藏於台灣社會中的女性務農角色，台大

教授高淑貴即指出，慣用語中的「農民」

指的是男性，「農夫」說的也是男性，在

農業型態裡，女性是隱而

未顯的，而有「看不見的

農人」之稱，不僅傳統農

村社會有此現象，即使在

農村生產勞動力出現老化

及婦女化趨勢的 21 世

紀，農村婦女雖有較多機

會參與農務工作的操持與

決策，此種現象仍未全然

消失。

農場重要勞力來源

高淑貴指出，在台

灣，農場工作地點與家庭
各地基層農會的女性從農者難得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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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地點是分不開的，由於農場人力的需

求性使得農家婦女成為農場重要的勞力來

源，但農家婦女總是自謙地表示，所從

事的是不需要技

魋的雜工，所謂

「不需要技魋的雜

工」卻包括除草、

育種、收割、包

裝、運銷、財務管

理到上網找資料

等，尤其是勞力密

集且工作項目為多

面性的產業，例如

花卉、蔬菜、果樹

等， 農家婦女的貢獻更是顯著。

除了農場工作外，高淑貴說，在家

庭管理的工作時數方面，農家夫妻也有

明顯落差。大多數農家的先生雖然認為

妻子內外兼顧、十分辛苦，卻也認為家

務事是女人的天職，屬於「份內的工

作」，工作量不致構成沈重的負擔。但

事實上，農村婦女既要協助先生經營農

務，家事一樣也不能簡省，內外壓力接

踵而至，所承擔的壓力相當巨大。

訂定「世界鄉村婦女日」

高淑貴表示，全世界約有 16 億的農

村婦女，負擔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糧食生

產，女性確實撐起半

邊天，與全世界許多

地區的農村婦女相

比，台灣農家婦女投

入農事的比例並非最

高，鑑於農村婦女角

色日砫重要，1995

年北京召開的世界婦

女會議中，曾提議將

每年的 10 月 15 日訂

為「世界鄉村婦女日」

(World Rural Women's Day)，獲得熱烈支

持，每年「婦女日」當天都會規劃婦女相

關主題進行討論。

近幾年來，各種宣言及會議都強調兩

性平權概念，強調政策的規劃與推動必須

維護性別正義，兼顧女性觀點、需求及生

活經驗，高淑貴以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以鄉村銀

行的理念提供貧窮女人微額貸款、成功扭

轉全球上億人口命運為例，指出這是一種

有效縮短城鄉差距的辦法。

五結鄉農會勇奪當歸創意料理第 1 名 花草扶疏的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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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村婦女副業計畫

高淑貴表示，農委會從民國 90 年開

始推動輔導農村婦女開創副業計畫，也就

是田媽媽經營班，其理念與尤努斯一樣，

即希望打破婦女不能擁有經濟自主權的迷

思，提供就業機會給貧窮婦女，讓她們瞰

展自己的小小事業，獲得自主權、擁有自

信、敢於追求理想，並且為自己而活。

莊玉雯副處長表示，截至 94 年度，

全國 21 縣市共有 119 班田媽媽，班員數

851 人，農委會補

助經費為 3,920 萬

元，但創造出 2

億 4,875 萬元的營

業額，農村婦女

的 實 力 值 得 肯

定，透過經濟自

主權的提高，婦

女不僅可以協助

改善家計，更從

中獲得成就感。

田媽媽功能獲肯定

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系助理教授陳玉華

則表示，雖然女性從農人口增加，但整體

農業勞動力卻下降，農業 GDP 值占全國

不到 2％，比例相當低，令人憂心，尤其農

家們大都不希望下一代繼續從農，這是台灣

農業潛在的危機，不過她也在農委會大力推

動的漂鳥計畫以及園丁計畫中，看見農業脫

離傳統、被賦予高附加價值的新希望。

陳玉華也肯定田媽媽是基層農村婦

女重要的組織與功能，她認為，田媽媽

的功能可分為：1 .  公共參與婦權的展

現；2. 延續農會家政班的角色，扮演基

層網絡；3. 具有生產功能。她以澎湖為

例，平均政府每補助 1 元，田媽媽們可以

創造 10 倍的營業額，成績斐然。陳玉華

建議農委會，多多舉辦觀摩與分享，讓班

員們學習成功的案例，同時也提醒加強田

媽媽的功能，避免流入昔日農會家政班指

導員一肩挑的情形。

兩性共創好伙伴關係

助理研究員張惠貞認為，對女性的投

資就是對家庭的投

資，提升女性為男

性的好伙伴關係。

她表示，目前台灣

女性的農場主人越

來越多，以台中區

為例，就有 52 個產

銷班班長是女性，

女性已經逐漸能獨

當一面，她希望在

場的農村婦女思考

田媽媽班的未來，是單純的作為副業收

入？或是轉型成為專業經營？找出田媽媽

的定位，才能找出新的未來。

高淑貴表示，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庸，

而是可以獨立思考、與男人擁有相同權利

的社會公民，因此女性應該獲得健康照

護、接受教育、參與農民組織決策、使用

自然資源等權利，但社會事實告訴我們，

婦女仍然面臨許多不利的處境，例如性別

刻板印象、性別角色分工、性別歧視以及

較少的瞰展機會等，因此，社會環境的改

善與價值觀念的改變，有待大家一起努

力，才能真正迎接兩性平權時代的來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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