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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現代女性普遍投入勞力市場的趨勢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現象依

然存在，意即男女之間的家務分工行為仍然存在很大的差異。而本研究企圖以性

別角色社會化、時間可利用性和相對資源論的觀察來分析兩性之間的家務分工行

為之差異，並且討論台灣和日本社會的差異。 

    本研究使用 ISSP 在 2002 年蒐集的資料，針對家務時數和家務時數性別差距

分別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在家務時數的影響機制方面，結果顯示：教育程度所代

表的性別角色社會化在兩國有不同的面貌，其對台灣已婚女性在家務分工行為上

有啟蒙的效果，但日本已婚女性則不然。另外，在性別角色平權態度上，其會增

加已婚男性家務時數，而會減少已婚女性家務時數。至於時間可利用性則普遍適

用於台灣和日本社會。此外，在相對資源方面，台灣已婚男性和日本已婚男女在

家庭經濟收入貢獻程度和家務時數之間存在線性關係。台灣已婚女性則為曲線關

係，也就是有性別展示的現象。 

    在家務時數性別差距的影響機制上，結果顯示：教育程度所代表的性別角色

社會化在兩國同樣也有不同的面貌，如大學教育會縮短台灣已婚女性的家務時數

性別差距，但卻會擴大日本已婚女性的家務時數性別差距。在性別角色平權態度

上，其會減少已婚男女的家務時數性別差距。這表示已婚男性會增加家務時數，

所以縮短性別差距，對已婚女性的意義則為減少家務時數，因此也縮短性別差

距。而時間可利用性普遍亦適用於台灣和日本社會。另外，在相對資源方面，已

婚男性在家庭經濟收入貢獻程度和家務時數性別差距之間都存在線性關係，已婚

女性則皆為曲線關係。意即已婚男性皆為經濟理性，已婚女性皆為性別展示。 

 

關鍵字：家務分工、性別角色社會化、相對工作時間、經濟依賴、性別展示、比

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