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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民宿經營者及受僱員工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一、 前言 

我國於 94年開始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

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為主要推動工具，

而為協助各部會分階段逐步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 

性別觀點的主流化，是要評估各種立法、政策或計劃等計畫行動對婦女和

男性的各種影響。這也是一種策略，目的是在各種經濟、政治、社會的政策和

計劃的設計、執行、監督、評估中，整合加入婦女和男性的關注與經驗。目的

是要使婦女和男性同樣受益，不受不平待遇，最終目標是達到性別平等。 

所有政府的政策與計畫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於該政策

對於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分別進行分析研究。政府在規劃國家的各項政策時，應

該全盤地從性別的觀點去思考。對於既存的各種國家法律、政策與司法制度都

要從性別的角度出發，重新檢驗既有的政策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的目標。 

因應性別主流化來臨，且協助本市民宿業拓展經營視野、深化專業知識、

提升服務品質，藉由辦理民宿相關講習課程及研討會等教育訓練，加強民宿經

營者及相關從業人員之服務品質與經營管理人力，提升本市旅遊住宿環境，型

塑旅宿品牌特色。 

本市民宿因 106年起推動雙城觀光地區計畫，始可於觀光地區增設民宿，

帶動老屋創生及特色民宿成長，5年來合法民宿之成長為六都之首，進而也增

加了許多職場就業機會。 

二、 民宿業經營者及受僱員工之統計情形 

經調查本市民宿截至 112年 5月 10日止，共計 547家民宿，其經營者人數，

男性為 262人，女性為 285人；其經營者性別比例，男性經營者比例佔 47.90%，

而女性經營者比例佔 52.10%。其受僱員工人數，男性為 406人，女性為 522人；

其受僱員工性別比例，男性受僱員工比例佔 43.75%，而女性受僱員工比例佔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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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市民宿經營者性別比 

 

 

圖二 本市民宿受僱員工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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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年至 111年各年度民宿之經營者性別統計差異分析 

經調查民宿之經營者男女比例資料顯示，截至 109 年民宿之經營者人數比

例，男性比例佔 51.08%，而女性比例佔 48.92%；截至 110年民宿之經營者人數

比例，男性比例佔 50.34%，而女性比例佔 49.66%；截至 111年民宿之經營者人

數比例，男性比例佔 48.05%，而女性比例佔 51.95%。由資料可見女性經營者人

數比例有逐年上升之趨勢。 

表一 109年至 111年各年度民宿之經營者性別統計表 

單位:人 

圖三 109年至 111年各年度民宿之經營者性別比例圖 

年度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總人數 

109年 190 182 372 

110年 224 221 445 

111年 246 266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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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5%48.92% 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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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9年至 111年各年度民宿之受僱員工性別統計差異分析 

經調查民宿之受僱員工男女比例資料顯示，109年民宿之受僱員工人數男性

比例佔 44.37%，而女性比例佔 55.63%；110 年民宿之受僱員工人數男性比例佔

44.05%，而女性比例佔 55.95%；111年民宿之受僱員工人數男性比例佔 43.68%，

而女性比例佔 56.32%。由資料可見女性受僱員工比男性多，且人數比例有逐年

上升之趨勢。 

表二 109年至 111年各年度民宿之受僱員工性別統計表 

單位:人 

圖四 109年至 111年各年度民宿之受僱員工性別比例圖 

 

年度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總人數 

109年 272 341 613 

110年 322 409 731 

111年 380 490 870 

44.37% 44.05% 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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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合施政作為及政策建議 

在 109 年至 111 年各年度民宿之經營者及受僱員工性別統計差異分析，資

料顯示民宿女性經營者比例有逐年上升之趨勢。許多女性在結婚生子後想二度

就業的機會大大減少也相對困難，而經營民宿是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對於二度

就業的婦女們而言可說是一大機會。 

臺南是臺灣第一個擁有都市型民宿的城市，在地厚實的文化底蘊造就國內

外旅客一致好評，獨特的地理人文資源，讓民宿經營者有相當豐富的題材，因此

本局辦理了一系列民宿輔導申設說明會，111年在南區、新營區、六甲區、楠西

區共辦理 4場，另 112年於安平區、將軍區、鹽水區、學甲區共辦理 6場，鼓勵

潛在加入者申設。 

另辦理民宿服務品質提升計畫或課程，於課程計畫中納入相關市場需求等

課程，如 108年起辦理 3場次民宿經營公約標章訓練課程及認證，目前已有 166

家業者通過認證；另於 111 年辦理優質民宿認證暨提升整體競爭力輔導計畫，

除推出輔導課程，並邀集專家學者謹慎、細膩進行評測，協助民宿業者自我檢視，

同時也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共計多達 120家民宿業者通過優質民宿認證。112

年開辦民宿相關服務品質提升課程(詳如附件)，共計 5 天次專業課程與 1 場標

竿業者參訪行程，以多元內容強化業者職能並提升服務品質，共同營造多元化職

場及友善旅客環境。該課程涵蓋在地化細節和故事體驗，包括民宿分享、經營實

務、文創、地方創生、創新旅遊、旅遊資源與規劃、房務職能培訓、顧客關係、

手機攝影、網路行銷、法規探討等，讓業者互相交流學習，提升專業職能。在民

宿相關服務品質提升課程中，除了強化業者們的服務品質外，還加入了性別主流

化相關之宣導，例如播放性別平等宣導影片、性騷擾防治宣導等。 

除上述性別主流化宣導外，為了打造更安全及友善的職場，未來可辦理性別

平等相關教育課程議題，如:推動職場性別平等文化、多元性別、職場性騷擾防

治、拒絕職場性別歧視、職場家庭兼顧、員工身心健康照護、在職進修及職場安

全等，尤其是女性在體能較不如男性並在家庭扮演較重的角色，因此雇主在工作

內容及輪值時間安排應加以注意，以增加職場性別平等意識，打造性別友善職場。 

另一方面，依據本次統計結果可得知，民宿女性經營者及受僱員工皆有逐年

成長的跡象，隨者女性工作者人數的增加，由於民宿工作時間不固定，因此可建

議民宿經營者於民宿內可安裝警民連線保全系統，以保護自身安全；也建議工作

者們在自身手機可安裝「110視訊報警」APP，透過此 APP可選擇「有聲」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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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的方式，以視訊連繫員警報案，而在報案的當下 APP 會立刻進行 GPS 定

位、錄音與錄影，即使自身有危險或受傷不便出聲，透過文字訊息也能完成報案，

相較傳統 110 使用電話報案更加安全便利。 

六、 結論 

經調查本市民宿截至 112年 5月 10日止，共計 547家民宿，其經營者性別

比例，男性經營者比例佔 47.90%，而女性經營者比例佔 52.10%；其受僱員工性

別比例，男性受僱員工比例佔 43.75%，而女性受僱員工比例佔 56.25%，此比例

顯示本市民宿經營者及受僱員工女性人數比例皆有逐年成長的趨勢。 

未來開辦旅宿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活動時，除納入政策、市場趨勢分析相關

課程外，並將因應女性從業人員逐漸增加趨勢，導入合適課程，亦鼓勵參訓人員

男女性別人數均衡，以期能從上而下的民間業者經營策略中落實，提升整體服務

品質，並營造本市旅館業與民宿性別友善環境，與國際接軌，拓展多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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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件 

112/3/14 台南市民宿服務品質提升課程 

112/3/16 台南市民宿服務品質提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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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21 台南市民宿服務品質提升課程 

112/3/23 台南市民宿服務品質提升課程 

112/3/28 台南市民宿服務品質提升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