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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隨著經濟發展過程中，從傳統的製造業逐漸轉型為科技資訊業與服務業，因此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紛紛外移以降低生

產成本，造成台灣勞工的失業率逐步攀升，尤其以二度就業婦女的就業問題最為嚴重。 　　人力派遣在美國、日本與歐洲

等國家皆已進入成熟產業的階段，國內因節省人事成本的考量而日漸發展，而政府於民國八十八年十月正式核准「人力派

遣業」為營業項目，使得派遣勞動正式成為我國人力資源運用管理方式之ㄧ。 因此本研究以運用人力派遣制度協助二度婦

女從事家事管理員為主軸，試圖找出協助二度就業婦女順利進入職場的途徑與可能性。本研究的發現如下： 1、人力派遣

業者與政府部門主管均認為台灣的家事管理員市場很大，並認為以人力派遣制度協助二度就業婦女進入家事管理員職場的

門檻較低，機會很大。 2、半數的二度就業婦女不願接受人力派遣公司的工作安排，究其原因係社會大眾對人力派遣制度

與觀念仍陌生產生誤解所致。 3、部分婦女期望人力派遣組織提供勞健保、年終獎金、年休、週休二日的福利措施，以及

合理的升遷制度。 4、職業訓練有助於提升二度就業婦女從事家事管理員的競爭力。 5、政府應以積極的監督與輔導措施

來協助人力派遣組織從事二度就業婦女的派遣工作。 6、目前人力派遣的規章制度仍未完備，政府應盡速訂定合理可行的

法令與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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