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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媒體從業人員之性別分析 

壹、 前言 

聯合國曾舉辦 4 次世界婦女大會，會議中所提議題及達成之共

識，持續為消除對女性的歧視及提升女性在政策、社會福利等各面向

之資源，聯合國更於 2015 年 9 月召開「通過後 2015 年發展議程高

峰會」（UN Summit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確立新一代永續發展目標，多達 17 項目標中的目標五達

成性別平等及女性賦權，以達最終的性別平等願景與目標。 

然而，各國政府在推動性別平等政策進程上卻相較緩慢，大多經

由民間團體主導推動及發聲下，才逐漸為政府重視，並開始積極推動

各項性別平等相關政策之擬定與制度之建立，期使不同性別的人皆能

平等追求理想價值，活出自我尊嚴，實現普世人權之理想與保障個人

權利。 

    就國內推動性別平等歷程來看，雖然 1970 年即開啟新女性主義

的論述，揭開本土性別平等運動序幕，傳統社會觀念對於性別角色權

力、文化、教育之不對等觀念仍深植於社會多數人心中，女性在高等

教育、育兒、財產繼承權等面向處於相對弱勢地位。以媒體而言，國

內長期受到商業市場邏輯影響，在各家電視台競爭激烈及收視率考量

下，內容不僅羶色腥，報導方式常帶有「胸大無腦」或條列式比較女

性外表等物化女性等內容；早期大眾媒體更常以「男主外、女主內」、

「教夫相子」等傳統家庭模式宣揚女性在社會中應扮演角色，剝奪女

性在婚後持續工作的機會。 

 

貳、 現況描述 

為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致力於消除性別歧視，提升國內女性就業

機會及職場環境待遇平等，並鼓勵女性參與政策規劃與執行，我國於

民國 86 年 5 月 6 日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將婦女團體代表、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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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的倡議納入國家最高的決策機制，透過立法與政策落實，使我國

婦女的各項權益能於合理公平的前提下確實獲得保障，有效推動婦女

權益工作，透過委員會機制，近年來國內大眾越來越重視性別平等，

在各項政策上逐步納入性別平等概念，持續透過各宣傳管道來消弭性

別刻板印象。 

尤其隨著科技發展，大眾媒體作為傳播媒介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溝通管道，民眾透過新聞媒體來獲取資訊，所報導議題經

常是人們日常談論的話題，也是打開對話的空間，對於公共政策更是

如此，媒體引領著民眾對公共議題的認識與討論，進而參與政策規

劃，作為此一重要媒介，媒體從業人員對公共議題的認知與報導方式

更深深影響大眾對特定議題的態度，由於是公共論域的主要界定者，

扮演著重要的文化功能，不論是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或是廣告等大

眾媒體報導或宣傳方式若含有大量的性別歧視，塑造負面女性形象形

成對女性文化的壓迫，不利於性別平等發展。在討論大眾媒介與性別

的關係，焦點通常集中在兩個面向，一是檢視女性在媒介組織中的地

位與工作情形，一是關注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在媒介內容中的描寫與

呈現。 

    我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2023 年性別圖像，國內電信業、傳播業

等通訊傳播業兩業別均以男性為主要工作人口，2021 年電信業女性

占比 36.9%、傳播業女性占比 46.8%；就年齡層分布而言，55 歲以

上就業人口除電信業男性占 18.3%，其餘電信業女性、傳播業男性、

女性均在 8% 以下。職業結構的性別分布來說，我國電信業中女性

多為服務及銷售人員，占 29.7%，男性多為專業人員，占 31.9%。

而傳播業中均以專業人員為最多，女性占 43.3%、男性占 40.2%。

擔任主管及經理人員的管理階層部分，電信業性別落差為 4.2 個百

分點，傳播業性別落差為 1.9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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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21 年通傳事業員工概況 

 

圖表來源：行政院性平處 2023年性別圖像 

 

由上述圖表可得知，女性從事通訊傳播事業較男性為低，55 歲

以後不到一成，且管理階層女性比率亦低於男性。政府雖持續推動性

別平等工作法，盼藉由政策法令的制定，消弭女性在職場領域中可能

遭遇的不平等待遇，然而根據 yes123 求職網 2022 年 5 月調查指出，

職場女性普遍存在「職場焦慮感」，最擔心的前五項職場困境，包括

「同樣工作績效，卻無法和男同事領到同等酬勞」等因素皆是導致女

性存在焦慮感的原因，尤其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不同酬的事件

尤其現於國內社會，依據主計總處 110 年薪資初步統計結果，台灣女

性平均時薪 304 元，為男性 361 元的 84.2%，兩性薪資差距為 15.8%，

換句話說，女性需比男性多工作 58 天（365 日曆天 x15.8%≒58 天），

才能達到整年總薪資相同。 

為進一步了解國內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性別分布，且目前國內針對

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所做的性別分析研究不多，爰此，期盼以主跑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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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新聞的媒體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透過從業人員的性別統計，

初探當地新聞工作者性別分析，藉此觀察雲林縣新聞從業人員的性別

分布情形，盼能了解媒介組織與體制如何建構和維護性別的階層化。 

 

參、 性別分析 

以主跑雲林縣政府新聞路線之媒體從業人員作為對象，分析雲林

縣媒體從業人員性別分布，分成電視台(包含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平

面報紙及網路媒體以及廣播電台三種類型，電視台(包含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共 17 人，男性 13 人、女性 4 人；平面報紙及網路媒體共 32

人，男性 18 人、女性 14 人；廣播電台共 15 人，男性 8 人、女性 7

人。 

由上述分析資料可得知，主跑雲林縣政府之新聞工作者之性別分

布存在性別差異，電視台(含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新聞工作者男女比例

為男 76.4%：女 23.6%；平面報紙及網路媒體新聞工作者男女比例為

男 56.2%：女 43.8%，廣播電台從業人員男女比例為男 53.3%：女

46.7%，可得知目前雲林縣媒體從業人員仍以男性為主。 

 

雲林縣媒體從業人員性別比例 

媒體 電視台 平面+網路 廣播電台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13 4 18 14 8 7 

百分比 76.4% 23.6% 56.2% 43.8% 53.3% 46.7%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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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雲林縣媒體從業人員性別比例圖表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新聞處 

 

   另為進一步了解薪資以及其工作環境對媒體從業人員在雲林縣

工作是否產生影響，分別就工作類型、薪資、年資、採訪時所使用之

交通工具等問題製成問卷詢問本縣媒體從業人員，回收問卷共 40

份，回答問卷者男性 27 人、女性 12 人、其他性別 1 人；年齡分布以

50 至 59 歲為最多，60 歲以上次之；最高學歷以大學最多。 

 

圖 1：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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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教育程度最高學歷分布 

 

 

   

 

 

 

   

 

    以回收之 40 份問卷來說，目前媒體從業人員所居住縣市以雲林

縣最多，佔 82.5%；南部地區次之，佔 7.5%；調查媒體從業人員居

住所在縣市是否以雲林縣作為工作地點，總計 34 人居住地點及工作

地點皆在雲林縣，佔 85%，工作類別則以平面媒體最多(17 人、佔

42.5%)、廣播媒體次之(11 人、27.5%)、電視媒體第三(8 人、20%)

以及數位媒體(4 人、10%)最少。 

 

圖 3：請問您目前居住所在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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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請問您的居住所在縣市是否為您的工作地點(雲林縣)？ 

 

 

 

 

 

 

 

    調查媒體從業人員工作年資及薪資，發現薪水與年資成長比率為

正向，40 人當中有 21 位工作年資為 21 年以上，平均月薪資為新台

幣 5 萬元以上者有 19 人，佔 47.5%為最多。 

 

圖 5：媒體從業人員工作年資分布 

 

 

 

 

 

 

 

圖 6：媒體從業人員平均月薪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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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雲林縣從事媒體工作者進行採訪工作的交通工具大多以汽車

為主，40 人當中有 32 人皆使用汽車作為採訪工作時的交通工具，佔

80%，機車作為交通工具者亦有 6 人，佔 15%，使用汽車與汽車者 1

人，佔 2.5%，使用步行、單車、機車及汽車做為交通工具者 1 人，

佔 2.5%，無人使用公車或火車作為交通工具。 

 

圖 7：媒體從業人員採訪行程使用之交通工具 

 

 

 

 

 

 

 

 

    另外，該問卷亦針對女性夜間輪值蒐集媒體從業人員之看法，27

位媒體從業人員認為夜間輪值是工作所需，與生理性別無關，至於認

為夜間輪值會造成女性安全顧慮佔 10 人；女性晚上需回家照顧家庭

佔 7 人，僅佔少數，可藉此得知大多媒體從業人員認為性別非夜間輪

值之主要原因。 

 

圖 8：媒體從業人員對於女性夜間輪值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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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根據雲林縣主計處統計 110 年勞動力人口及男女比例，雲林縣勞

動力人口數為 35 萬 1,000 人，男性 20 萬 8,000 人、女性 14 萬 3,000

人；勞動力參與率為男性 68.1%、女性 49.4%。 

承上述統計資料，雲林縣主跑縣政府新聞之媒體從業人員計 64

位，性別比例分布以男性為主，由雲林縣勞動力人口比例進而推估其

可能為本縣媒體從業人員男性多於女性的原因。 

為進一步瞭解性別對於雲林縣媒體從業人員工作環境是否產生

影響，亦發送 64 份問卷，共回收 40 份，從回收資料分析可得知在雲

林縣工作之媒體從業人員大多為本地人，採訪所使用交通工具以汽車

為主，可推測因雲林縣採訪地點距離較遠，公車、火車等交通工具相

對不方便，再加上採訪時間緊迫，因此使用汽車作為主要之交通工

具；而多數媒體從業人員認為性別並非是夜間輪值的主要原因，可得

知多數媒體從業人員尚且能避免落入性別刻板印象之觀念。 

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在引領大眾關注當前重大議題有其重要角

色，除透過發布新聞稿、臉書等多管道宣揚性別平等之觀念，更可辦

理媒體識讀等相關課程，提升大眾對於性別平等之認識與了解，並培

養在地潛力人才進入新聞從業機構，藉由他們對相關議題之關注與報

導，減少忽略性別意識之報導，逐步消除性別刻板印象並建立性別平

等之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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