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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本文參考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的計量方法圬 以動態非線性追蹤資料模型進行台灣已婚婦女

勞動供給的實證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一階狀態相依 在圌坲坳坴圭坯坲坤坥坲 坳坴坡坴坥 坤坥坰坥坮坤坥坮坣坥圩、

誤差項一階自我迴歸 在圌坲坳坴圭坯坲坤坥坲 坡坵坴坯坲坥坧坲坥坳坳坩坯坮圩 等動態結構圬 探討已婚婦女勞動參

與具有持續性的現象。 研究資料採用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華人家庭

動態資料庫 在坐坡坮坥坬 坓坴坵坤坹 坯坦 坆坡坭坩坬坹 坄坹坮坡坭坩坣坳圬 簡稱 坐坓坆坄圩 民國 圹圳坻圹圶 年的主樣本

資料圬 串聯而成的追蹤資料 在坰坡坮坥坬 坤坡坴坡圩。研究結果發現圬 年齡與教育年數的影響皆

符合一般理論預期圻 勞動參與具有顯著正向的一階狀態相依圬 以及負向的誤差項一

階自我迴歸圻 小孩個數對婦女勞動供給在靜態模型中具有顯著的內生性。然而圬 在

動態模型中圬 此外生性假設的檢定並不顯著。此外圬 丈夫薪資所得無論在靜態或動

態模型中皆具有顯著的內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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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前前言言言

近五十年來圬國內的社會經濟結構有著急遽的改變圬經濟社會由農業轉型為以工業、

服務業為主的生產結構。家庭內部分工也逐漸從傳統「女主內、男主外」為主的模

式轉變為雙薪家庭圬 這意味著勞動市場中勞動供給者的組成結構已今非昔比。圖 圱

主計處每年公布的人力運用調查資料顯示圬 近三十年來圬 台灣男性的勞動參與率有

逐漸下降的趨勢圬 從民國 圶圸 年的 圷圷圮圱圱圥 下降至民國 圱地地 年的 圶圶圮圵圶圥圬 相反的圬 女

性勞動的參與率逐漸上升圬 從民國 圶圸 年的 圳圸圮圲圳圥 上升至民國 圱地地 年的 圴圹圮圶圴圥圬 儘

管勞動參與率的差異逐漸縮小圬 但目前仍然有 圱圶圮圹圲圥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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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力運用調查–男性與女性勞動參與率

女性在社會中扮演家庭孕育功能的核心角色。在傳統社會中圬 已婚婦女除了生育

外圬 尚得負擔多數的家務勞動圬 也因此缺乏時間與心力外出就業。然而即使是現今

社會中圬 女性的自主意識逐漸抬頭圬 家庭的經濟重心也不再由男性一手獨攬圬 女性的

勞動參與率仍然只有大約 圵地圥。圖 圲 為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中所公佈的資料。女

性因結婚或生育而離職的比率近十年來明顯上升。 這樣的趨勢應當是伴隨單身女

性就業率提高而來圬 也說明女性勞動參與易受家庭因素所影響。在我們的普遍認知

中圬 女性的勞動決策相較男性為複雜圬 所考量的變數也與男性有所差異。

由於女性勞動資料的特性圬 使得進行已婚婦女勞動供給實證研究時圬 估計方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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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就業與離職原因之比例

較於男性為複雜。資料中大量觀測點的勞動供給為角解 在坣坯坲坮坥坲 坳坯坬坵坴坩坯坮圩圬 無法觀

測其薪資。若於估計時必須使用工資變數圬 因而將其刪除圬 則會產生樣本選擇偏誤

在坳坡坭坰坬坥 坳坥坬坥坣坴坩坯坮 坢坩坡坳圩。若不處理上述角解與樣本選擇偏誤等問題圬 直接以線性模

型進行估計圬 在參數估計上將不具有一致性。

莊慧玲．林世昌 在圲地地圶圩 分別透過 圱圹圹地、 圱圹圹圳、 圲地地地、 圲地地圳 年的「人力資源

調查」與「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兩組資料庫進行估計。1 他們分別將 坈坥坣坫坭坡坮

兩階段法與 圱圹圷地 早期以前實證研究所使用的第一代計量模型圬進行比較後發現圬 不

同資料的估計結果並無明顯的差異圬 然而使用不同計量方法卻有截然不同的估計結

果。其中工資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在正負符號上相反。2 作者認為在已婚婦女就業率

未達 圵地圥 的情況下圬 勞動供給應尚未達後彎階段圬 以兩階段法進行的估計較為可信圬

也較符合國內外實證文獻的結果。 另外圬 作者中也發現圬 一般文獻在使用設算工作

經驗當作解釋變數時圬 3 會出現線性重合問題。因為婦女容易因婚姻或家庭而中斷

工作圬 使設算工作經驗與實際工作經驗出現落差。在比較實際工作經驗做為解釋變

數的估計後發現圬 使用實際工作經驗的結果較符合理論預期。

黃台心 在圲地地地圩 以 圱圹圷圹坻圱圹圹圴 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建構準追蹤資料進行分析圬 4 估計

1樣本為 15–64 歲的已婚婦女。
2文中第一代計量模型的估計為負, 樣本選擇偏誤修正後的模型估計為正。
3文章中定義的設算工作經驗=年齡−教育年數−6。
4樣本為 1979 年 15–59 歲的已婚婦女, 其中未滿 15 歲者在年滿 15 歲後加入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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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亦是使用 坈坥坣坫坭坡坮 兩階段法進行樣本選擇偏誤的修正。 文中估計的勞動跨時

替代彈性為 圸圮圳圶 與 圲圮圷圬 5 高於 坍坡坃坵坲坤坹 在圱圹圸圱圩 與 坍坯圎坴坴 在圱圹圹圳圩 等文獻所估計的

男性勞動跨時替代彈性。 從年度虛擬變數與出生年度虛擬變數的係數發現圬 已婚婦

女的勞動供給逐年增加。較晚出生者有較重視休閒的現象。 另外圬 作者嘗試刪除兩

階段法中第一階段所估計之 坩坮坶坥坲坳坥 坍坩坬坬坳圧 坲坡坴坩坯圬 直接進行估計圬 發現估計結果並不

理想圬 尤其休閒與工資的關係不符合理論預期。作者認為樣本選擇偏誤情形嚴重圬

在估計時無法將其忽略。

近年由於經濟學中圬 動態理論模型長足的發展圬 動態理論模型的實證研究成為趨

勢。一般的橫截面資料 在坣坲坯坳坳圭坳坥坣坴坩坯坮坡坬 坤坡坴坡圩 並無法應用在這類模型的實證研究上圬

必須仰賴同時記錄橫截面與時間序列資料的追蹤資料 在坰坡坮坥坬 坤坡坴坡圩。坁坲坥坬坬坡坮坯 坡坮坤

坈坯坮坯坲圓坥 在圲地地圱圩 將早期討論追蹤資料估計方法的文章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將無法

觀測且不隨時間改變之個體異質性 在坵坮坯坢坳坥坲坶坥坤 坴坩坭坥圭坩坮坶坡坲坩坡坮坴 坨坥坴坥坲坯坧坥坮坥坩坴坹圩 設定

為固定效果 在圌坸坥坤 坥國坥坣坴坳圩 進行討論的文章圻 第二類的文獻則是對變異數採取較為寬

鬆的假設圬 著重在隨機效果 在坲坡坮坤坯坭 坥國坥坣坴坳圩 的討論圻 第三類文獻是探討模型存在自

我迴歸 在坡坵坴坯坲坥坧坲坥坳坳坩坯坮圩 的計量方法。

對於個體異質性進行假設圬 是估計追蹤資料的模型中圬 必然得面對的課題。在固

定效果的假設下圬 線性模型在處理上有相當的便利性。 可透過一階差分 在圌坲坳坴圭坯坲坤坥坲

坤坩國坥坲坥坮坣坥圩 或去平均化 在坤坥坭坥坡坮坩坮坧圩 的調整後再做估計。 然而如 坰坲坯坢坩坴、 坬坯坧坩坴 和

坔坯坢坩坴 等非線性模型圬 並無法透過上述的方式消除個體異質性。雖然在追蹤資料的

期數趨近無窮期的條件下圬最大概似法仍可求得具有一致性的估計式圬但在一般以個

體經濟學為實證主題的研究中圬 追蹤資料的期數往往很小圬 且遠小於個體觀測數。

以固定效果為假設的估計將會出現 坩坮坣坩坤坥坮坴坡坬圭坰坡坲坡坭坥坴坥坲 坰坲坯坢坬坥坭。6 坈坳坩坡坯 在圲地地圳圩

中提出一個兩期的 坬坯坧坩坴 模型圬 並證明引入固定效果假設的個體異質性後圬 將造成係

數估計的不一致性。 儘管如此圬 根據 坎坥坹坭坡坮 坡坮坤 坓坣坯坴坴 在圱圹圴圸圩 的準則圬 固定效果假

設下的 坬坯坧坩坴 模型可透過條件最大概似法 在坣坯坮坤坩坴坩坯坮坡坬 坭坡坸坩坭坵坭 坬坩坫坥坬坩坨坯坯坤 坭坥坴坨坯坤圩

求得具有一致性的估計式。7 另外圬 坈坯坮坯坲圓坥 在圱圹圹圲圩 則是以 坴坲坩坭坭坥坤 坬坥坡坳坴圭坡坢坳坯坬坵坴坥圭

坤坥坶坩坡坴坩坯坮 和 坴坲坩坭坭坥坤 坬坥坡坳坴圭坳坱坵坡坲坥坳 一致性地估計固定效果假設下的 坔坯坢坩坴 模型。

5每年可分配在勞動與休閒的總時間假設分別在 8760 與 5000 小時下, 估計的跨時替代彈性。
6由 Neyman and Scott (1948) 提出。
7可參考 Hsiao (2003) 第 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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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依然缺乏固定效果假設下求得一致性估計式的方法。部分文獻透

過蒙地卡羅法對固定效果假設下的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進行模擬圬 討論固定效果對於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估計的影響圬 如 坈坥坣坫坭坡坮 在圱圹圸圱坢圩。

個體異質性在隨機效果的假設下圬 需加入個體異質性與解釋變數為外生的假設圬

才可求得具有一致性的估計式。這樣嚴格的假設在一般的情況下圬 往往無法成立。

文獻上為控制隨機效果下個體異質性與解釋變數相關的估計問題圬 採用相關隨機效

果 在坣坯坲坲坥坬坡坴坥坤 坲坡坮坤坯坭 坥國坥坣坴坳圩 的方式進行處理圬 將個體異質性設定為解釋變數的線

性函數後進行估計。坍坵坮坤坬坡坫 在圱圹圷圸圩 將個體異質性設定為解釋變數平均數的線性

函數圬 而坃坨坡坭坢坥坲坬坡坩坮 在圱圹圸地圬 圱圹圸圴圩 則是設定為所有時期解釋變數的線性函數圬 後者

的缺點是在估計期數較長的追蹤資料時圬 要加入較多的待估係數而增加電腦運算時

間。

在已婚婦女勞動的調查資料中圬 持續的參與或不參與勞動一直是個普遍的現象。

換句話說圬 如果我們能從資料中觀察到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的一段序列圬 則有大量的

樣本會呈現每期皆工作或是每期皆不工作。在經濟理論模型中圬 可透過上一期參

與勞動將改變當期偏好的方式進行解釋。 此外圬 亦有文獻是透過搜尋模型 在坳坥坡坲坣坨

坭坯坤坥坬圩 解釋圬 即上一期參與勞動將降低當期勞動搜尋的成本圬 使得當期參與勞動的

可能性也較高。

上一期的勞動參與會影響當期的勞動參與圬 在文獻中稱為狀態相依 在坳坴坡坴坥 坤坥坰坥坮圭

坤坥坮坣坥圩。坈坥坣坫坭坡坮 在圱圹圷圸圬 圱圹圸圱坡圬坣圩 提出區分確實狀態相依 在坴坲坵坥 坳坴坡坴坥 坤坥坰坥坮坤坥坮坣坥圩

和虛假狀態相依 在坳坰坵坲坩坯坵坳 坳坴坡坴坥 坤坥坰坥坮坤坥坮坣坥圩 的概念。虛假狀態相依是指個體具有

無法被觀測的異質性圬 例如無法被觀測到的語言能力、工作能力等。這些異質性使

得個體參與勞動的機率提高。若將上一期的勞動參與納入解釋變數進行估計圬 則上

一期的勞動參與將成為無法被觀測之個體異質性的代理變數 在坰坲坯坸坹 坶坡坲坩坡坢坬坥圩圬 因此

產生上一期參與勞動者圬 當期參與勞動的機率較高的現象。相較於虛假狀態相依圬

確實狀態相依則是確切因為上一期參與勞動圬 改變了個體偏好或搜尋成本所造成。

辨別勞動參與的持續性來自確實狀態相依或是虛假狀態相依是文獻中相當重要的議

題圬 因為這兩種不同的狀態相依對於勞動政策的影響有很大的區別。 若勞動參與的

持續性存在確實狀態相依圬 則政府刺激就業的短期政策效果將透過確實狀態相依持

續至長期。 反之圬 若勞動參與的持續性來自虛假狀態相依圬 則政府的短期政策除非

能夠影響無法被觀測之個體異質性圬 否則該政策將無法改變勞動供給者長期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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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率。

在國外動態勞動供給的實證研究中圬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以線性機率模型 在坬坩坮坥坡坲

坰坲坯坢坡坢坩坬坩坴坹 坭坯坤坥坬圬簡稱 坌坐坍圩與 坰坲坯坢坩坴模型對美國 坐坡坮坥坬 坓坴坵坤坹 坯坦 坉坮坣坯坭坥 坄坹坮坡坭坩坣坳

在坐坓坉坄圩 從 圱圹圷圹 到 圱圹圸圵 年的追蹤資料進行分析圬 8 研究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生育

決策與非勞動所得之間的內生性。9 文中除了靜態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外圬 分別估計了一

階狀態相依 在圌坲坳坴圭坯坲坤坥坲 坳坴坡坴坥 坤坥坰坥坮坤坥坮坣坥圬 簡稱 坓坄在圱圩圩 的動態線性機率模型與動態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 作者以 坃坨坡坭坢坥坲坬坡坩坮 在圱圹圸圴圩 的方法設定相關隨機效果圬 控制個體異

質性對勞動參與的影響。 除此之外圬 作者也加入誤差項一階自我迴歸 在圌坲坳坴圭坯坲坤坥坲

坡坵坴坯坲坥坧坲坥坳坳坩坶坥圬 簡稱 坁坒在圱圩圩 的假設圬 藉此控制個體異質性無法被相關隨機效果所捕

捉到的影響。 作者發現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圬 具有顯著的一階確實狀態相依。 在

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 的動態模型中亦發現圬 誤差項有顯著的負向自我迴歸圬 表示在誤差

項不是自我迴歸的估計中圬 有虛假狀態相依的情形存在。 由不同計量模型所預測的

勞動參與序列中圬 動態線性機率模型的配適能力相當不理想圬 預測結果與實際資料

差異極大圬 動態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的預測與實際資料吻合。 另一方面圬 作者也發現小孩個

數對已婚婦女勞動參與影響為外生的假設圬 在靜態模型下能夠顯著地拒絕圬 然而在

動態模型下卻無足夠證據拒絕此假設圬 說明過往靜態模型中圬 生育變數對已婚婦女

勞動產生的內生性問題圬 在動態模型中可能並不存在。

坃坨坡坮坧 在圲地圱圱圩以 坃坲坡坧坧 在圱圹圷圱圩提出的 坴坷坯圭坴坩坥坲坥坤 坔坯坢坩坴模型對美國 坐坓坉坄從 圱圹圸圴

到 圱圹圹圲年的追蹤資料進行分析圬 10 研究已婚婦女的年齡、教育、種族、生育決策、

丈夫薪資所得對勞動參與決策以及勞動投入時間的影響。 文中透過 均坈坋 在均坥坷坥坫坥圭

坈坡坪坩坶坡坳坳坩坬坩坯坵圭坋坥坡坮坥圩 模擬的方式圬 極大化模擬出的概似函數進行參數的估計。為控

制個體特質性與解釋變數內生的估計問題圬 亦加入 坣坯坲坲坥坬坡坴坥坤 坲坡坮坤坯坭 坥國坥坣坴坳 的設

定。不同於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圬 作者為避免增加太多需要估計的參數圬 改以 坍坵坮坤坬坡坫

在圱圹圷圸圩 的方法設定相關隨機效果。文中除了靜態的 坔坯坢坩坴 模型與 坴坷坯圭坴坩坥坲坥坤 坔坯坢坩坴

模型外圬 亦估計使用 坓坄在圱圩 以及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 的動態模型。 文中發現已婚婦女

前一期的勞動供給決策圬 都對當期的決策有顯著的影響。 生育決策與對勞動供給之

間的關係為外生的假設圬 無論是在靜態模型或動態模型下圬 皆可被顯著的拒絕。丈

8樣本為 1980 年 18–60 歲的已婚婦女。
9文中以丈夫的薪資所得當作已婚婦女非勞動所得的代理變數 (proxy variable)。

10樣本為 1985 年 19–60 歲的已婚婦女, 且 1984 到 1992 年 9 年的婚姻狀態未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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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薪資所得在此模型估計下亦存在內生關係。 在靜態 坴坷坯圭坴坩坥坲坥坤 坔坯坢坩坴 模型且為

相關隨機效果的模型下圬 教育對勞動參與有顯著的正影響圬 然而對於給定參與下的

勞動投入時間卻無顯著影響圻 黑人女性與年長女性在給定參與勞動的情形下投入較

多的勞動時間圬 而種族與年齡卻對勞動參與與否的決策無顯著影響圻 丈夫的薪資所

得、 圵 歲以下的幼齡小孩對勞動參與以及給定參與下的勞動投入時間圬 都有顯著的

負影響圻 圶 到 圱圳 歲的小孩對勞動參與與否有正影響圬 但卻對給定參與下的勞動投入

時間有負影響。儘管如此圬 相關隨機效果設定下的動態 坴坷坯圭坴坩坥坲坥坤 坔坯坢坩坴 模型顯示圬

教育對勞動參與以及給定參與下的勞動投入時間圬 都有顯著的正影響圬 其他變數的

估計結果與靜態模型相近。

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狀態相依的存在並非普遍現象圬 可能根據不同的國家的文化與

社會結構有所差異。 在使用其他國家資料的研究中圬 坄坥坬 坂坯坣坡 坡坮坤 坓坡坵坥坲 在圲地地圹圩 使

用 坅坵坲坯坰坥坡坮 坃坯坭坭坵坮坩坴坹 坈坯坵坳坥坨坯坬坤 坐坡坮坥坬 在坅坃坈坐圩 資料研究義大利、西班牙與法

國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情形圬 並發現這三個國家的就業持續性一致地來自狀態相依圬

而非個體異質性所造成。 然而圬 亞洲國家仍相當缺乏這方面的研究圬 目前僅日本有

相關的文獻刊載圬 且研究的結果也與歐美國家的結論有很大的差異。 坏坫坡坭坵坲坡 坡坮坤

坉坳坬坡坭 在圲地圱圱圩 以日本的資料進行估計圬 發現日本已婚婦女的勞動持續性並不存在狀

態相依。 他們也發現外生衝擊的延續才是影響日本已婚婦女的勞動決策的主要原

因。 因此圬 作者認為日本政府提就業性別平等這類的政策將不具有長期的效果。

由於在實證方法上受到資料的限制圬 我國目前的實證研究仍以分析橫截面資料為

主。 橫截面資料並無法用以分析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動態行為圬 特別是解釋資料中

已婚婦女勞動參與具有持續性的現象。 另一方面圬 在國外的文獻中發現圬 無法被觀

測到的個體異質性會影響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在估計橫截面資料的計量模型中圬

無法被觀測到的個體異質性會產生遺漏變數 在坯坭坩坴坴坥坤 坶坡坲坩坡坢坬坥圩 的問題圬 導致係數的

估計出現偏誤以及不一致等現象。 此外圬 部分的國外文獻也提到圬 勞動供給與小孩

個數、丈夫所得之間可能存在內生關係。 然而圬 橫截面資料模型亦無法在這個議題

上有所著墨。

本文嘗試以中央研究院華人動態家庭資料庫 在坐坡坮坥坬 坓坴坵坤坹 坯坦 坆坡坭坩坬坹 坄坹坮坡坭坩坣坳圩

進行動態模型的估計圬 探討已婚婦女勞動供給跨期之間的關係。 透過不同計量模型

的設定控制無法被觀測到的個體異質性可能造成的問題圬 藉此分析我國已婚婦女勞

動的持續性是否來自狀態相依。 其中特別將非線性的 坰坲坯坢坩坴 與 坔坯坢坩坴 模型做為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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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的重心圬 避免線性模型無法處理的勞動供給角解問題。 最後透過個體異質性的

設定圬 檢定小孩個數與丈夫薪資所得圬 對已婚婦女勞動為外生關係的假設。本文將

於第 圲 節提出實證研究估計之計量方法圬 在第 圳 節說明資料來源與處理方法圬 在第

圴 節說明估計與檢定結果圬 最後於第 圵 節提出結論。

2 實實實證證證方方方法法法

在本文中圬 被解釋變數 yit 的資料型態區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勞動參與的屬

質變數圬 另一種則是婦女每週的勞動時間 在單位為小時圩。假設

yit 圽 xitβ 圫 εit, 在圱圩

式中 εit 圽 ci 圫 eit 是模型中的合成誤差項 在坣坯坭坰坯坳坩坴坥 坥坲坲坯坲坳圩圬 ci 為無法觀測且不隨

時間改變的個體異質性 在坩坮坤坩坶坩坤坵坡坬 坨坥坴坥坲坯坧坥坮坥坩坴坹圩圬 eit 為特質誤差項 在坩坤坩坯坳坹坮坣坲坡坴坩坣

坥坲坲坯坲坳圩圬 符合以下假設场

E在eit|xi1, xi2, . . . , xiT , ci圩 圽 地, ∀t 圽 圱, 圲, . . . , T。 在圲圩

若我們將個體異質性視為隨機效果圬 則必須對 ci 的分配採取以下嚴格的假設场

ci|xi ∼ N在地, σ2
c 圩, 在圳圩

在圳圩 式隱含 xi 與 ci 彼此獨立。 然而隨機效果在解釋變數與個體異質性彼此獨立的

假設過於嚴格圬 往往在使用隨機效果假設估計時圬 會因為違反獨立的假設而造成模

型設定錯誤 在坭坩坳坳坰坥坣坩圌坣坡坴坩坯坮 坥坲坲坯坲圩。 為放寬 在圳圩 的假設圬 可採取相關隨機效果的設

定。 坃坨坡坭坢坥坲坬坡坩坮 在圱圹圸圴圩 將個體異質性 ci 做以下假設场

ci 圽 θ0 圫 θ1xi1 圫 . . .圫 θTxiT 圫 ηi圬 在圴圩

上式即是把個體異質性假設為所有時期解釋變數之間的線性組合圬 其中 ηi 符合以下

假設且與 eit 獨立场

ηi|xi ∼ N在地, σ2
η圩。 在圵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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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模型中有 K 個解釋變數與 ci 相關圬 在圴圩 式的設定將會增加 K × T 個待估計的
參數圬 進而增加電腦運算的時間。本文的 坣坯坲坲坥坬坡坴坥坤 坲坡坮坤坯坭 坥國坥坣坴坳 採取 坍坵坮坤坬坡坫

在圱圹圷圸圩 的設定圬

ci 圽 θ0 圫 xiθ 圫 ηi。 在圶圩

其中 xi 圽 圱/T
∑T

t=1 xit圬 且 ηi 符合 在圵圩。上式的設定只需增加估計 K 個參數。

2.1 動動動態態態模模模型型型

由於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具有持續性的現象圬 勞動參與集中分佈在持續工作與持續

不工作的兩種極端狀況。 為解釋勞動參與具有持續性的現象圬 我們必須在模型中加

入動態結構進行分析。 上一期的被解釋變數若對當期的被解釋變數具有影響圬 稱作

一階狀態相依圬 我們以 坓坄在圱圩 代表有這類性質的模型。在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的架構下圬 模

型設定如下场

y∗it 圽 γyi,t−1 圫 xitβ 圫 ci 圫 eit圬 ∀t 圽 圲, . . . , T。 在圷圩

yit 圽

 圱 圬 坩坦 y∗it > 地

地 圬 坯坴坨坥坲坷坩坳坥
。 在圸圩

若我們進一步加入 在圶圩 式中相關隨機效果的設定圬 將 在圷圩 表示為场

y∗it 圽 θ0 圫 γyi,t−1 圫 xitβ 圫 xiθ 圫 ηi 圫 eit圬 ∀t 圽 圲, . . . , T。 在圹圩

在上式中圬 對任意時間 t, ηi 與 eit 獨立且符合 在圵圩 的常態假設。此外假設誤差項 eit

為序列獨立 在坳坥坲坩坡坬坬坹 坩坮坤坥坰坥坮坤坥坮坴圩圬 且對任意時間 t圬 eit ∼ N在地, 圱圩。

為了解決起始值 yi1 的問題圬 我們採用 坈坥坣坫坭坡坮 在圱圹圸圱坢圩 對起始條件的設定圬 以

第一期解釋變數的線性組合做為近似圬 並且容許起始值的誤差項與之後的誤差項相

關场

y∗i1 圽 zi1ω 圫 εi1圬 在圱地圩

其中 zi1 為所有期初的解釋變數圬 εi1 與 ηi 相關但與任意 t > 圱 之 eit 獨立。 除此之

外圬 我們假設 εi1 圽 ρηi 圫 ei1。 對任意個體 i圬 給定 xi 與 ηi 下圬 觀察到 yit 序列的聯

圱地



合機率為场

坛圈 在zi1ω 圫 ρηi圩 在圲yi1 − 圱圩坝
T∏
t=2

坛圈 在θ0 圫 γyi,t−1 圫 xitβ 圫 xiθ 圫 ηi圩 在圲yit − 圱圩坝。 在圱圱圩

根據 在圵圩 中 ηi 的假設圬 當樣本有 N 個隨機抽樣的觀測者時圬 對數概似函數為场

N∑
i=1

坬坯坧{

[
圈

(
zi1ω√
圱 圫 ρ2σ2

η

)
在圲yi1 − 圱圩

]
T∏
t=2

[
圈

(
θ0 圫 γyi,t−1 圫 xitβ 圫 xiθ√

圱 圫 σ2
η

)
在圲yit − 圱圩

]
}。 在圱圲圩

2.2 誤誤誤差差差項項項為為為 AR(1)

以 在圷圩 與 在圱地圩 為基礎圬 則每期的合成誤差項分別為场

ui1 圽 ρηi 圫 ei1圬

uit 圽 ηi 圫 eit圬 ∀t 圽 圲, . . . , T。

若我們進一步加入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 的假設场

eit 圽 ζei,t−1 圫 νit圬 在圱圳圩

|ζ| < 圱。

並定義 圆 為 ui 圽 在ui1, . . . , uiT 圩 的變異數共變數矩陣圬 則

圆 圽



ρ2σ2
η 圫 圱 ρσ2

η 圫 ζ · · · · · · ρσ2
η 圫 ζT−1

ρσ2
η 圫 ζ σ2

η 圫 圱 · · · · · · 圮圮圮

ρσ2
η 圫 ζ2 σ2

η 圫 ζ σ2
η 圫 圱 · · · 圮圮圮

圮圮圮
圮圮圮

圮圮圮
圮 圮 圮

圮圮圮

ρσ2
η 圫 ζT−1 σ2

η 圫 ζT−2 σ2
η 圫 ζT−3 · · · σ2

η 圫 圱


。 在圱圴圩

圆 可透過 坃坨坯坬坥坳坫坹 分解為 圆 圽 AA′圬 其中 A 為下三角矩陣圬 且 A 的第 i 列第 j

行的元素為 aij。 由於 ui 是多元常態分配圬 我們可將 ui 改寫為 ui 圽 Aλi圬 其中

λi 圽 在λi1, . . . , λiT 圩
′ 且 λi ∼ N在地, I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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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的分解圬 我們可以將 在圷圩 和 在圱地圩 式改寫成场

y∗i1 圽 zi1ω 圫 a11λi1圬

y∗it 圽 θ0 圫 γyi,t−1 圫 xitβ 圫 xiθ 圫
t∑

s=1

atsλis圬 ∀t 圽 圲, . . . , T。

因此對任意個體 i圬 給定 xi下觀測到 yit 序列的聯合機率為场

圈 在圀i1坛圲yi1 − 圱坝圩

∫ hi1

li1

圈 在圀i2坛圲yi2 − 圱坝圩φ在λi1圩dλi1

×
∫ hi1

li1

∫ hi2

li2

圈 在圀i3坛圲yi3 − 圱坝圩φ在λi2圩φ在λi1圩dλi2dλi1

× · · · · · · 。 在圱圵圩

上式中

圀i1 圽
zi1ω

a11
圬

圀it 圽
θ0 圫 γyi,t−1 圫 xitβ 圫 xiθ 圫

∑t−1
s=1 atsλis

att
圬 ∀t 圽 圲, . . . , T。

在lit, hit圩 圽

 在圀it,∞圩 圬 坩坦 yit 圽 圱

在−∞, −圀it, 圩 圬 坩坦 yit 圽 地
圬 ∀t 圽 圱, . . . , T。

在圱圵圩 式中的 λit 為截斷常態隨機變數圬 我們可透過下式的抽樣進行模擬场

λri1 圽 圈−1坛在圱− ξri1圩圈在li1圩 圫 ξri1圈在hi1圩坝圬

λrit 圽 圈−1坛在圱− ξrit圩圈在lrit圩 圫 ξrit圈在h
r
it圩坝圬 ∀t 圽 圲, . . . , T。

式中 ξrit ∼ U在地, 圱圩圬 ∀t。由此我們可以導出模擬的概似函數為场

N∏
i=1

{
圱

R

R∑
r=1

[
圈在圀i1坛圲yi1 − 圱坝圩

T∏
t=2

圈在圀rit坛圲yit − 圱坝圩

]}
在圱圶圩

藉由極大化 在圱圶圩 式圬 我們可以求得具有一致性的 坍坓坌 估計式。

由於誤差項加入 坁坒在圱圩 後的模型在電腦運算上較為複雜且費時圬 文獻上常改以

模擬的方式進行。本文採用 坭坡坸坩坭坵坭 坳坩坭坵坬坡坴坥坤 坬坩坫坥坬坩坨坯坯坤 在坍坓坌圩 並透過 均坈坋 模

擬的方法來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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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實實證證證資資資料料料

3.1 資資資料料料來來來源源源與與與處處處理理理

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在坓坵坲坶坥坹 坒坥坳坥坡坲坣坨 坄坡坴坡 坁坲坣坨坩坶坥圩 的華人

家庭動態資料庫 在坐坡坮坥坬 坓坴坵坤坹 坯坦 坆坡坭坩坬坹 坄坹坮坡坭坩坣坳圬 簡稱 坐坓坆坄圩 進行實證分析。

坐坓坆坄 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面訪追蹤資料庫圬 於民國 圸圷 年建立圬 並在民國 圸圸 年開始

第一年的抽樣調查。 當年度面訪的對象為全台灣出生於民國 圴圲坻圵圳 年隨機抽樣的

圹圹圹 個樣本點圬 並在隔年增加出生於民國 圲圴坻圴圳 年 圱圹圶地 個樣本點以及前述兩組樣本

圱圶坻圲圲 歲子女樣本。

坐坓坆坄 資料庫中所訪問的變項相當廣泛。以已婚者為例圬 除了本人與配偶、子女

之個人資訊圬 如性別、出生年、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圬 尚有本人與配偶的工作、薪

資等社會變項。另外圬 尚有以及生活習慣圬 如父母及子女之相處模式、吸菸習慣等

問題的追蹤。然而此資料庫的缺點是部分變項並未持續追蹤圬 且每年釋出資料的變

項命名不同。 屬質變項之數字所代表的意義、問卷編號的編碼都有可能因為資料

年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圬 11 因此在資料合併與串聯上較難處理。

表 圱 為資料代碼、抽樣對象等資訊。資料型態分為兩種圬 資料代碼開頭字母是

坒 者為主樣本圬 坃 則為子女樣本。主樣本每年進行追蹤圬 而子女樣則是隔年追蹤。

羅馬數字為 坉 者是當年度新抽樣的資料圬 坉坉 則是第一次追蹤圬 以此類推。 資料庫於

民國 圹圲 年新增 圱圱圵圲 個出生於民國 圵圳坻圶圵 年的主樣本點圬 並在民國 圹圳 年起將年滿

圲圵 歲的子女樣本納入主樣本。12 由於較早釋出的資料調查對象當時年齡已經約 圴地

歲圬 有對特定年齡層過度抽樣的情形圬 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使用民國 圹圳坻圹圶 年加

入較為年輕的樣本點之後的資料。

由於 坐坓坆坄 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面訪圬 因此資料中即便樣本點為已婚男性圬 亦可

透過其配偶資料取得已婚婦女的個人資訊。本文所分析的樣本為民國 圹圳坻圹圶 年婚

姻狀態未中斷的已婚女性圬 且於民國 圹圴 年時年齡介於 圲圱坻圶地 歲圬 主要使用代碼為

坃坉坉坉圲地地圴 的子女樣本資料以及 坒坉坉坒坖坒坖坉圲地地圴、 坒坃坉圲地地圴、 坒坒圲地地圵、 坒坃坉圲地地圵、

坒坒圲地地圶 與 坒坒圲地地圷 這 圶 年的主樣本資料。由於教育程度的追蹤期數不長圬 因此教

育程度是以樣本點進入資料庫的第一年資料圬 透過問卷編號串聯圬 串聯教育程度所

11如民國 92 年的編碼方式與其他年度不同。
12與當年新抽樣之樣本一起納入代碼開頭為 RC 之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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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SFD 釋出資料說明

年份 代碼 抽樣與追蹤對象 樣本數

民國 88 年 RI1999 民國 42–53 年出生者 999

民國 89 年 RI2000 民國 24–43 年出生者 1960

RII2000 RI1999 樣本第 1 次追蹤 804

CI2000a RI1999 與 RI2000 子女b 1379

民國 90 年 RII2001 RI2000 樣本第 1 次追蹤 1730

RIII2001 RI1999 樣本第 2 次追蹤 726

民國 91 年 RIII&RIV2002 RI2000 樣本第 2 次追蹤

RI1999 樣本第 3 次追蹤 共 2424

CII2002 CI2000 樣本第 1 次追蹤 1382

民國 92 年 RI2003 民國 53–65 年出生者 1152

RIV&RV2002 RI2000 樣本第 3 次追蹤

RI1999 樣本第 4 次追蹤 共 2317

民國 93 年 RCI2004 主樣本民國 65–68 出生子女c 298

RIIRVRVI2004 RI2003 樣本第 1 次追蹤

RI2000 樣本第 4 次追蹤

RI1999 樣本第 5 次追蹤 共 3002

CIII2004 CI2000 樣本第 2 次追蹤 1093

民國 94 年 RR2005 主樣本之當年追蹤資料 3199

RCI2005 主樣本 1980 年出生之子女 167

民國 95 年 RR2006 主樣本之當年追蹤資料 3236

CIV2006 CI2000 樣本第 3 次追蹤 958

民國 96 年 RR2007 主樣本之當年追蹤資料 3112

a 此筆資料非隨機抽樣。
b 16–22 歲子女。
c 表中主樣本意指當年以前 (不含當年) 代碼是 R 或 RC 開頭者, 代碼是

RC 開頭者為新抽樣資料或子女樣本滿 25 歲後納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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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的資料為代碼 坒坉圱圹圹圹、 坒坉圲地地地、 坃坉圲地地地、 坒坉圲地地圳、 坒坃坉圲地地圴 與 坒坃坉圲地地圵

這 圵 筆。

資料處理方式是以民國 圹圶 年釋出資料代碼 坒坒圲地地圷 中的變項名稱以及屬質變數

之分類為準圬 將其他年度調整一致。在選取已婚的樣本點後圬 將缺乏配偶出生年、

小孩出生年等資料者以及資料登錄不合理者刪除。13 每年因資料登錄不完整或不合

理而刪除的數量並不多圬 以民國 圹圶 年為例圬 已婚者中因配偶資訊不完整而被刪除的

樣本點只有 圹 筆圬 因小孩資訊不完整而被刪除者有 圵圶 筆。將每年資料個別處理後

透過問卷編號合併成追蹤資料圬 最後再選取民國 圹圴 年時圬 年齡介於 圲圱坻圶地 歲之樣本

進行分析圬 扣除失去追蹤的樣本點後圬 樣本總數為 圱地圷地 筆。14

3.2 資資資料料料之之之敘敘敘述述述統統統計計計

表 圲 為樣本資料於民國 圹圴 年時的敘述統計。除了 坐坓坆坄 樣本外圬 亦加入當年度主

計處人力運用調查資料。 另外特別將 坐坓坆坄 樣本中 圴 年皆有工作以及 圴 年皆未工

作的兩組樣本挑出圬 分別計算敘述統計。以本文 坐坓坆坄 的樣本來看圬 年齡平均而言

較當年度人力運用調查資料為大圬 勞動投入的時間也較多圬 但並無太大的差異。 從

勞動的年數分佈來看圬 樣本大多集中在 圴 年皆有工作或 圴 年皆未工作圬 其中 圴 年皆

有工作者更是佔了 圴圱圮圷圥。 分佈集中的現象與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坃坨坡坮坧 在圲地圱圱圩 兩文

中 坐坓坉坄 資料雷同。比較 坐坓坆坄 圴 年皆有工作與 圴 年皆未工作的兩組樣本圬 圴 年皆

有工作的樣本平均而言較年輕圬 受教育年數較多圬 丈夫受教育的年數較多圬 丈夫所得

也較高。 另外圬 他們平均而言擁有較多 圱圷 歲以下的小孩。

圖 圳 與圖 圴 分別為民國 圹圴 年 坐坓坆坄 與人力運用調查之已婚婦女年齡分佈。組

距為 圵 年圬 縱軸為機率密度。 兩種不同資料庫在民國 圹圴 年時圬 已婚婦女 圴地 歲以前

的年齡分佈接近圬 但 圴地 歲之後的分佈略有不同。

13如刪除每週勞動時數超過 120 小時者。
14以 RR2007 為例, 全部樣本數雖有 3112筆, 但已婚者僅 2166 筆。刪除登入不完整或不合理之資
料後, 年齡過大者又有 46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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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本資料之敘述統計

變數 PSFD 民國 94 年 PSFD PSFD

總樣本 人力運用調查a 樣本I 樣本II

年齡 45.00 42.68 42.74 48.28

(9.31) (8.24) (8.24) (9.66)

受教育年數 10.21 10.40 11.49 8.90

(3.90) (3.52) (3.56) (4.04)

丈夫一年收入 (單位: 百萬元) 0.48 — 0.54 0.43

(0.42) — (0.41) (0.49)

丈夫受教育年數 10.96 — 11.99 10.01

(3.88) — (3.50) (4.17)

年滿 0–2 歲小孩個數 0.118 0.098 0.121 0.115

(0.36) (0.33) (0.35) (0.35)

年滿 3–5 歲小孩個數 0.136 0.177 0.157 0.092

(0.40) (0.46) (0.42) (0.31)

年滿 6–13 歲小孩個數 0.453 — 0.539 0.351

(0.78) — (0.78) (0.77)

年滿 14–17 歲小孩個數 0.236 — 0.302 0.122

(0.53) — (0.56) (0.39)

年滿 18 歲以上小孩個數 1.532 1.238 1.071 2.046

(1.54) (1.47) (1.34) (1.53)

每週工作小時 29.00 23.92b 46.48 0

(25.84) (23.35) (14.48)

參與勞動的年數分佈

0 262 24.5%

1 112 10.5%

2 108 10.1%

3 141 13.2%

4 447 41.7%

總樣本數 1070

* 表中括弧內為樣本標準差, 其他為樣本平均數, 數字皆經過四捨五入, 樣

本 I 為 PSFD 中 4 年皆有工作的樣本, 樣本 II 為 4 年皆未工作的樣本。
a 亦選取當年 21–60 歲已婚婦女進行計算。
b人力運用調查資料總樣本 134871筆, 有工作者 7184 筆, 有工作者之每週

工時平均為 44.92, 標準差為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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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圖 3: PSFD 民國 94 年已婚婦女年齡分佈

年齡

圖 4: 民國 94 年人力運用調查已婚婦女年齡分佈

4 實實實證證證模模模型型型與與與估估估計計計結結結果果果

本文使用縮減式 在坲坥坤坵坣坥坤 坦坯坲坭圩 迴歸模型進行估計。在靜態條件下圬 分別使用線性

機率模型 在簡稱 坌坐坍圩、 坰坲坯坢坩坴 與 坔坯坢坩坴 三種模型。線性機率模型的個體異質性假

設為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圬 而 坰坲坯坢坩坴 和 坔坯坢坩坴 模型則是分別使用隨機效果假設與相

關隨機效果的假設。 表 圳 為迴歸式中所使用的被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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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數定義與解釋

變數名稱 敘述 變數使用

Y 虛擬變數, 就業者為 1 LPM 與 probit 模型之被解釋變數

HOUR 每週工作小時 Tobit 模型之被解釋變數

LY 上一期之虛擬變數 Y 動態 probit 模型之解釋變數

AGE 年齡 控制變數

AGE2 年齡平方除以100 控制變數

EDU 受教育年數 控制變數

HUINC CPI 調整後之丈夫一年薪資所得 (單位: 百萬元) 控制變數

C12 年滿 0–2 歲小孩個數 控制變數

C35 年滿 3–5 歲小孩個數 控制變數

C613 年滿 6–13 歲小孩個數 控制變數

D94 民國 94 年之虛擬變數 控制變數

D95 民國 95 年之虛擬變數 控制變數

D96 民國 96 年之虛擬變數 控制變數

HUINC 所有時期 HUINC 的平均 (單位: 百萬元) 設定 CRE 時的控制變數

C12 所有時期 C12 的平均 設定 CRE 時的控制變數

C35 所有時期 C35 的平均 設定 CRE 時的控制變數

C613 所有時期 C613 的平均 設定 CRE 時的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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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靜態模型中圬 我們將潛在變數方程式設為场

Y ∗it 圽 β0 圫 β1AGEit 圫 β2AGE圲it 圫 β3EDUit

圫 β4HUINCit 圫 β5C圱圲it 圫 β6C圳圵it 圫 β7C圶圱圳it

圫 β8D圹圴t 圫 β9D圹圵t 圫 β10D圹圶t 圫 ci 圫 eit。 在圱圷圩

因為線性機率模型操作的便利性圬 將直接以一般固定效果的假設下圬 去平均化的方

式消除個體異質性的影響。 坰坲坯坢坩坴 和 坔坯坢坩坴 模型則假設為隨機效果圬 但為了放寬一

般隨機效果較為嚴格的假設圬 進而控制個體異質性與控制變數相關的影響圬 將更進

一步對 ci 採取以下如 坍坵坮坤坬坡坫 在圱圹圷圸圩 的設定场

ci 圽 θ0 圫 θ1HUINCi 圫 θ2C圱圲i 圫 θ3C圳圵i 圫 θ4C圶圱圳i 圫 ηi。 在圱圸圩

在動態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中圬 我們將潛在變數方程式設為场

Y ∗i1 圽 ω0 圫 ω1AGEi1 圫 ω2AGE圲i1 圫 ω3EDUi1

圫 ω4HUINCi1 圫 ω5C圱圲i1 圫 ω6C圳圵i1

圫 ω7C圶圱圳i1 圫 ρηi 圫 ei1圬 在圱圹圩

Y ∗it 圽 β0 圫 γyi,t−1 圫 β1AGEit 圫 β2AGE圲it 圫 β3EDUit

圫 β4HUINCit 圫 β5C圱圲it 圫 β6C圳圵it 圫 β7C圶圱圳it

圫 β8D圹圵t 圫 β9D圹圶t 圫 ci 圫 eit, ∀t 圽 圲, 圳, 圴。 在圲地圩

上式為一個 坓坄在圱圩模型圬 在圱圹圩式的起始值是依照 坈坥坣坫坭坡坮 在圱圹圸圱坢圩的方法設定。在

誤差項尚未加入 坁坒在圱圩 假設前圬 將分別透過傳統上 均坡坵坳坳圭坈坥坲坭坩坴坥 坱坵坡坤坲坡坴坵坲坥 計算

的最大概似法與 均坈坋 模擬的 坍坓坌 進行估計圬 比較不同數值方法對模型估計的影

響。 最後我們將誤差項加入 在圱圳圩 式 坁坒在圱圩 的動態結構场

eit 圽 ζei,t−1 圫 νit,

並透過 均坈坋 模擬的 坍坓坌 進行參數估計。

4.1 靜靜靜態態態模模模型型型估估估計計計結結結果果果

從表 圴 中靜態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圬 無論是在線性機率、 坰坲坯坢坩坴 或 坔坯坢坩坴 模型圬 年

齡對勞動供給或勞動投入時間皆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 由年齡平方的係數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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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負向影響來看圬 年齡的影響確實有倒 坕 型的現象。 受教育年數除了固定效果假

設下的線性機率模型無法估計外圬 在其他模型皆為顯著且正向的影響圬 說明學歷較

高的已婚女性圬 參與勞動的機率較高且勞動投入時間也較長。

以不同年齡層的小孩個數來看圬 地坻圲 歲與 圳坻圵 歲的小孩在所有模型中都有顯著的

負向影響圬 且地坻圲 歲小孩對勞動供給的影響較大。 在使用相關隨機效果假設的模型

中圬 地坻圲 歲與 圳坻圵 歲的小孩在係數上與隨機效果假設模型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圬 不過前

者 圳坻圵 歲小孩的顯著性較低。 值得注意的是圬 圶坻圱圳 歲小孩雖然在隨機效果假設下

具有顯著性圬 但在固定效果與相關隨機效果等控制個體異質性的假設下圬 都不具有

顯著性。 這說明觀察不到的個體異質性與生育變數相關圬 採用隨機效果假設會有遺

漏變數的問題。 坃坨坡坮坧 在圲地圱圱圩 文中發現圬 若使用 坴坷坯圭坴坩坥坲坥坤 坔坯坢坩坴 模型在相關隨機

效果假設下估計圬 圶坻圱圳 歲小孩對勞動參與率有正向影響但並不顯著。除此之外圬 在

給定參與勞動的條件下圬 對勞動投入時間有顯著負向影響。 本文的估計結果亦有相

似之處圬 不過在 坔坯坢坩坴 模型的負向影響並不顯著。 相較於 地坻圵 歲小孩需要全天候的

照顧圬 圶坻圱圳 歲小孩屬於小學就學階段圬 已婚婦女會有較多可投入勞動供給的時間。

因此圬 圶坻圱圳 歲小孩對於勞動決策的影響圬 與較為幼齡的小孩有所差距。

估計結果與理論預期差異最大的是丈夫薪資所得。 丈夫薪資所得做為非勞動所

得的代理變數圬 對已婚婦女的勞動供給理應具有負向的所得效果。 然而圬 我們所有

的模型估計都呈現正向影響。不過只有在固定效果假設下的線性機率模型圬 以及相

關隨機效果假設下的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具有顯著性。 這個現象與莊慧玲．林世昌 在圲地地圶圩

文中使用 坈坥坣坫坭坡坮 兩階段法估計時圬 第一階段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的估計的結果是雷同

的。該文分別使用民國 圸圹 年的人力運用調查、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圬 兩筆不同的

資料進行估計圬 在丈夫薪資所得變數上皆得到顯著且正向的係數。然而這樣的結果

跟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與 坃坨坡坮坧 在圲地圱圱圩 使用美國 坐坓坉坄 資料庫估計的結果不同。 在國

內其他文獻中圬 劉錦添．江錫九 在圱圹圹圷圩 使用自行設計的「已婚婦女生活習性」問卷

資料圬 以 坈坥坣坫坭坡坮 兩階段法進行估計圬 文中發現丈夫所得對婦女勞動參與為正向影

響但並不顯著。 黃芳玫．翁任嬋．黃芳雅 在圲地地圹圩 透過民國 圶圹坻圹圴 年人力運用調查

資料進行估計圬 在變數的選取上則是使用家人所得圬 而非丈夫所得。文中發現家人

所得對婦女勞動參與圬 為負向且顯著的影響。 此外圬 他們亦發現台灣低所得家庭圬 雙

薪家庭的比率低於比中高所得家庭約 圱地圥。 丈夫所得變數對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的

實際影響圬 尚有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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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靜態模型估計結果

線性機率模型 Probit 模型 Tobit 模型

變數 固定效果 隨機效果 隨機效果 CRE 隨機效果 CRE

AGE 0.112∗∗∗ 0.0599∗∗∗ 0.352∗∗∗ 0.351∗∗∗ 5.865∗∗∗ 5.741∗∗∗

(0.024) (0.011) (0.069) (0.073) (1.008) (1.081)

AGE2 -0.067∗∗∗ -0.081∗∗∗ -0.477∗∗∗ -0.492∗∗∗ -7.956∗∗∗ -8.054∗∗∗

(0.023) (0.012) (0.078) (0.081) (1.146) (1.199)

EDU — 0.016∗∗∗ 0.114∗∗∗ 0.135∗∗∗ 1.029∗∗∗ 1.324∗∗∗

— (0.004) (0.023) (0.025) (0.341) (0.368)

HUINC 0.053∗∗ 0.0279 0.178 0.321∗∗ 1.546 3.176

(0.023) (0.020) (0.124) (0.147) (1.689) (1.934)

C12 -0.127∗∗∗ -0.140∗∗∗ -0.931∗∗∗ -0.848∗∗∗ -12.07∗∗∗ -10.62∗∗∗

(0.029) (0.025) (0.165) (0.197) (2.146) (2.454)

C35 -0.047∗ -0.058∗∗∗ -0.383∗∗∗ -0.317∗ -5.500∗∗∗ -4.303∗

(0.028) (0.022) (0.141) (0.181) (1.859) (2.291)

C613 -0.000156 -0.031∗∗ -0.206∗∗ 0.019 -2.815∗∗ -0.517

(0.021) (0.014) (0.090) (0.131) (1.225) (1.662)

HUINC — — — -0.499∗ — -6.616∗

— — — (0.273) — (3.949)

C12 — — — -0.673 — -10.170

— — — (0.433) — (6.243)

C35 — — — 0.262 — 2.480

— — — (0.337) — (4.730)

C613 — — — -0.497∗∗∗ — -6.036∗∗

— — — (0.185) — (2.528)

log-likelihood — — -1982.79 -1976.6727 -13348.333 -13343.416

a括弧內為標準誤。線性機率模使用群集標準誤 (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

probit 與 Tobit 模型的變異數與共變數矩陣則是透過訊息矩陣 (information

matrix) 的反矩陣求得。∗ p < 0.1, ∗∗ p < 0.05, ∗∗∗ p < 0.01。
b教育年數不隨時間變動, 因此線性機率模型在固定效果假設下無法估計其係

數。另外, 時間虛擬變數則因去平均化後會有完全共線性, 故必須捨棄掉虛擬

變數 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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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丈夫薪資所得這個變數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圬 所有隨機效果假設下的估計都不

顯著圬 而固定效果或相關隨機效果假設下的估計都有一定程度的顯著性。 在以往的

文獻中發現圬 丈夫薪資所得與小孩個數等家庭狀況相關的變數圬 對於已婚婦女的勞

動參與或勞動投入時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 因此圬 個體異質性對於解釋變數的外

生性假設是否成立圬 將是影響使用隨機效果估計時圬 估計係數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關

鍵。 我們將在 圴圮圵 小節對這個假設進行檢定。

4.2 動動動態態態模模模型型型估估估計計計結結結果果果

動態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 圵 和表 圶 所示圬 其中表 圶 是在動態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中有關起

始值的估計。 動態線性機率模型則是以 坁坲坥坬坬坡坮坯 坡坮坤 坂坯坮坤 在圱圹圹圱圩 所提出的方法估

計。表 圵 有關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欄項圬 第一欄為只存在一階狀態相依動態結構的模型圬 透

過最大概似法估計的結果圻 第二欄則是將第一欄的模型改用 均坈坋 模擬的方式估計圻

第三欄為同時存在一階狀態相依與誤差項 坁坒在圱圩 模型的估計結果圬 亦是使用 均坈坋

模擬進行估計。 使用最大概似法估計時圬 均坡坵坳坳圭坈坥坲坭坩坴坥 坱坵坡坤坲坡坴坵坲坥 使用 圲圴 個點圬

均坈坋 模擬的估計則是將重複次數 在坲坥坰坬坩坣坡坴坩坯坮圩 設定在 圴地 次。

年齡、年齡平方、受教育年數在動態模型的估計結果圬 係數正負符號與顯著性上

與靜態模型相同。 丈夫薪資所得依然呈現顯著且正向的影響。 透過相關隨機效果

與誤差項 坁坒在圱圩 等假設控制個體異質性的影響後圬 上期的勞動參與對當期勞動參與

仍呈現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圬 說明已婚婦女勞動具有顯著的一階確實狀態相依。 值得

注意的是圬 生育變數在動態模型下的顯著性有下降的現象圬 並且只剩下年滿 地坻圲 歲

的小孩具有顯著性。 除此之外圬 加入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 的假設後圬 所有生育變數都不

再具有顯著性。 由此可知靜態模型中有關生育變數的估計同時受到上期勞動決策

與個體異質性的影響圬 若無法控制這些變數圬 將使估計產生偏誤。

比較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的第一欄與第二欄可發現圬 使用 均坡坵坳坳圭坈坥坲坭坩坴坥 坱坵坡坤坲坡坴坵坲坥 與

均坈坋 模擬兩種數值方法的估計圬 在估計係數的數值、符號與顯著性上並無明顯差

異。 然而以本文的資料而言圬 同樣估計一階狀態相依的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圬 均坈坋 模擬需

要較多的電腦運算時間。 另外在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 的模型中圬 ζ 為顯著的負向圬 數值

為 圭地圮圲圳圳圬 與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的估計雷同圬15 說明仍有部分的個體異質性無法藉由相

15Hyslop (1999) 的結果為 ζ =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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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動態模型估計結果

線性機率模型 Probit 模型

Arellano & Bond SD(1) SD(1) SD(1)+AR(1)

變數 ML MSL MSL

LY 0.118∗∗ 0.539∗∗∗ 0.553∗∗∗ 1.056∗∗∗

(0.051) (0.127) (0.126) (0.285)

AGE 0.036∗∗ 0.331∗∗∗ 0.327∗∗∗ 0.267∗∗∗

(0.017) (0.077) (0.075) (0.072)

AGE2 -0.052 -0.447∗∗∗ -0.439∗∗∗ -0.360∗∗∗

(0.036) (0.087) (0.085) (0.086)

EDU — 0.087∗∗∗ 0.086∗∗∗ 0.063∗∗∗

— (0.024) (0.023) (0.023)

HUINC 0.080∗∗ 0.406∗∗ 0.409∗∗ 0.374∗∗

(0.037) (0.187) (0.186) (0.184)

C12 -0.091∗ -0.594∗∗ -0.575∗∗ -0.451

(0.046) (0.278) (0.276) (0.275)

C35 -0.029 -0.174 -0.161 -0.102

(0.040) (0.251) (0.250) (0.241)

C613 0.024 -0.010 -0.003 -0.006

(0.0343) (0.0874) (0.0869) (0.0827)

HUINC — -0.559∗∗ -0.562∗∗ -0.496∗∗

— (0.275) (0.273) (0.251)

C12 — -0.301 -0.321 -0.264

— (0.437) (0.431) (0.393)

C35 — 0.190 0.172 0.160

— (0.348) (0.346) (0.308)

C613 — -0.270 -0.280 -0.212

— (0.212) (0.211) (0.199)

ζ — — — -0.233∗∗

— — — (0.106)

log-likelihood — -1958.4349 -1959.5799 -1958.7572

a括弧內為標準誤。線性機率模型使用群集標準誤; probit 模型的

變異數與共變數矩陣則是透過訊息矩陣的反矩陣求得。∗ p < 0.1,
∗∗ p < 0.05, ∗∗∗ p < 0.01。

b因處理起始值條件問題, 時間虛擬變數只使用 D95 與 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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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起始值估計

SD(1) SD(1) SD(1)+AR(1)

變數 ML MSL MSL

AGE 0.297∗∗∗ 0.296∗∗∗ 0.283∗∗∗

(0.077) (0.077) (0.075)

AGE2 -0.396∗∗∗ -0.395∗∗∗ -0.378∗∗∗

(0.091) (0.091) (0.089)

EDU 0.135∗∗∗ 0.135∗∗∗ 0.131∗∗∗

(0.025) (0.025) (0.025)

HUINC 0.027 0.032 0.020

(0.173) (0.173) (0.170)

C12 -0.774∗∗∗ -0.770∗∗∗ -0.753∗∗∗

(0.219) (0.218) (0.215)

C35 -0.458∗∗ -0.449∗∗ -0.447∗∗

(0.198) (0.198) (0.194)

C613 -0.266∗∗ -0.264∗∗ -0.262∗∗

(0.105) (0.105) (0.103)

CONS -5.805∗∗∗ -5.774∗∗∗ -5.512∗∗∗

(1.623) (1.618) (1.581)

ρ 0.901∗∗∗ 0.911∗∗∗ 1.118∗∗∗

(0.119) (0.118) (0.217)

a括弧內為標準誤。起始值估計的變異數與共變數

矩陣是透過訊息矩陣的反矩陣求得。∗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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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隨機效果的假設加以控制。 在起始值的估計中圬 ρ 的數值介於 地圮圹地圱 到 圱圮圱圱圸 之

間且具顯著性圬 因此在進行動態模型的估計時圬 起始值問題不可被忽略。

4.3 部部部分分分效效效果果果

對於線性模型而言圬 解釋變數的係數即為該變數的部分效果 在坰坡坲坴坩坡坬 坥國坥坣坴圩 圬 亦有部

分文獻稱之為邊際效果 在坭坡坲坧坩坮坡坬 坥國坥坣坴圩。 然而圬 在非線性模型中圬 解釋變數的係數

僅能說明該解釋變數圬 對被解釋變數的影響為正向或負向圬 數值的大小並無實際上

的意義。本節計算 坔坯坢坩坴、 坰坲坯坢坩坴 等模型在四種情形下的部分效果。 基本模型中圬

解釋變數的數值以樣本平均數代入圬 並假設無任何 圱圳 歲以下的小孩。

從表 圷 及表 圸 中可發現，在靜態模型中圬 無論是勞動參與率或是每週勞動時數圬

僅採用隨機效果假設會高估生育變數的部分效果圬 低估丈夫所得的部分效果。 對於

圶 到 圱圳 歲的生育變數圬 隨機效果假設下的估計圬 無論是參與率或每週勞動時數圬 都與

相關隨機效果假設下的估計有很大的差距。 部分效果的數值都高出許多。然而圬 圶

到 圱圳 歲的小孩已經開始進入小學就讀圬 婦女所需照護時間理應較 圳 到 圵 歲的小孩

減少許多。 相關隨機效果假設下的估計較符合理論所預期。另外圬 丈夫所得對參與

率與每週勞動時數的部分效果都很微小。

表 7: 靜態 Tobit 模型平均部分效果

年齡= 26 年齡= 32 年齡= 38

E(y|x) E(y|x, y > 0) E(y|x) E(y|x, y > 0) E(y|x) E(y|x, y > 0)

基本模型: EDU = 10, HUINC = 0.48, C12 = C35 = C613 = 0

RE 29.349 41.266 34.908 45.221 36.276 46.208

CRE 31.583 42.818 36.468 46.333 36.968 46.697

與基本模型之差異

C12 = 1 (RE) -7.927 -5.568 -8.725 -6.182 -8.900 -6.331

C12 = 1 (CRE) -7.312 -5.171 -7.886 -5.646 -7.940 -5.694

C35 = 1 (RE) -3.779 -2.656 -4.127 -2.944 -4.203 -3.013

C35 = 1 (CRE) -3.082 -2.188 -3.304 -2.384 -3.324 -2.404

C613 = 1 (RE) -1.968 -1.385 -2.142 -1.534 -2.180 -1.569

C613 = 1 (CRE) -0.378 -0.270 -0.403 -0.294 -0.407 -0.296

HUINC ↑ 10% (RE) 0.053 0.037 0.057 0.041 0.058 0.042

HUINC ↑ 10% (CRE) 0.112 0.080 0.120 0.087 0.120 0.088

a以民國 98 年為計算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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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靜態 probit 模型平均部分效果

年齡= 26 年齡= 32 年齡= 38

P (y = 1|x) P (y = 1|x) P (y = 1|x)

基本模型: EDU = 10, HUINC = 0.48, C12 = C35 = C613 = 0

RE 0.854 0.934 0.947

CRE 0.862 0.925 0.930

與基本模型之差異

C12 = 1 (RE) -0.305 -0.217 -0.194

C12 = 1 (CRE) -0.232 -0.171 -0.165

C35 = 1 (RE) -0.105 -0.065 -0.056

C35 = 1 (CRE) -0.072 -0.048 -0.046

C613 = 1 (RE) -0.052 -0.031 -0.026

C613 = 1 (CRE) 0.004 0.002 0.002

HUINC ↑ 10% (RE) 0.002 0.001 0.001

HUINC ↑ 10% (CRE) 0.003 0.002 0.002

a以民國 98 年為計算年度。

對較年輕的婦女而言圬 生育變數減少的每週勞動時數較年長的婦女少。 不過圬 相

較於年長的婦女圬 年輕的婦女卻會降低較多的勞動參與率。生育變數部分效果的差

異圬 在 圲圶 歲與 圳圲 歲之間相較 圳圲 歲與 圳圸 歲之間來得明顯。這個現象可能的原因

是圬 年長的婦女無論是職位或薪資所得圬 應相較年輕的婦女來的優渥。 對年長的婦

女而言圬 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相對較高圬 因此減少的勞動參與率較少。

表 圹 為動態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之部分效果。 加入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 的假設後圬 上一期未

參與勞動的已婚婦女圬 相較於有參與者圬 本期勞動參與率會減少 圲圵圮圶圥 到 圳圵圥。 其

中對於年輕的婦女影響較大。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 的模型在生育變數的部分效果圬 數值

上相對較小。 生育變數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圬 對上一期參與勞動的婦女而言影響較

少。這部分亦可用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較高來解釋。 此外圬 年齡較小的小孩對

勞動參與率的影響較大圬 圶坻圱圳 歲小孩在動態模型中圬 幾乎對勞動參與沒有影響。丈

夫所得的部分效果在動態模型中圬 依然相當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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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動態 probit 模型平均部分效果

年齡= 26 年齡= 32 年齡= 38

P (y = 1|x) P (y = 1|x) P (y = 1|x)

基本模型: LY = 1, EDU = 10, HUINC = 0.48, C12 = C35 = C613 = 0

SD(1) 0.837 0.918 0.932

SD(1)+AR(1) 0.867 0.926 0.937

與基本模型之差異

C12 = 1 (SD) -0.174 -0.121 -0.108

C12 = 1 (SD+AR) -0.116 -0.081 -0.073

C35 = 1 (SD) -0.040 -0.026 -0.022

C35 = 1 (SD+AR) -0.022 -0.015 -0.013

C613 = 1 (SD) -0.002 -0.001 -0.001

C613 = 1 (SD+AR) -0.001 -0.0008 -0.0007

HUINC ↑ 10% (SD) 0.004 0.003 0.002

HUINC ↑ 10% (SD+AR) 0.003 0.002 0.002

基本模型: LY = 0, EDU = 10, HUINC = 0.48, C12 = C35 = C613 = 0

SD(1) 0.682 0.811 0.837

SD(1)+AR(1) 0.519 0.650 0.681

與基本模型之差異

C12 = 1 (SD) -0.219 -0.186 -0.174

C12 = 1 (SD+AR) -0.170 -0.170 -0.167

C35 = 1 (SD) -0.056 -0.044 -0.040

C35 = 1 (SD+AR) -0.039 -0.037 -0.036

C613 = 1 (SD) -0.003 -0.003 -0.002

C613 = 1 (SD+AR) -0.002 -0.002 -0.002

HUINC ↑ 10% (SD) 0.007 0.005 0.004

HUINC ↑ 10% (SD+AR) 0.007 0.006 0.006

a以民國 98 年為計算年度, 模型皆採用 CRE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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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勞勞勞動動動參參參與與與序序序列列列預預預測測測

我們比較樣本中的勞動參與序列觀測數圬 以及各模型估計下的觀測數圬 以評估不同

模型的配適能力。 在樣本觀測到的序列大多集中在 圴 年皆工作與 圴 年皆不工作圬 此

兩序列恰為最為極端的序列。

表 10: 預測勞動參與序列

樣本 LPM Probit Probit SD(1) SD(1)+AR(1)

序列 觀測數 隨機效果 隨機效果 CRE CRE CRE

0000 262 58.07 102.41 105.13 92.18 89.39

1000 33 43.63 29.79 29.57 33.85 41.99

0100 33 53.03 46.00 45.36 46.82 47.15

0010 17 41.59 23.97 23.80 25.07 27.04

0001 29 40.59 22.29 22.18 24.00 27.09

112 178.84 122.05 120.91 129.74 143.27

1100 35 57.40 36.45 36.23 41.25 47.69

1010 10 45.83 19.94 20.03 22.36 26.76

1001 7 45.74 19.15 19.27 22.64 28.91

0110 14 58.36 33.95 33.82 38.52 39.80

0101 18 58.84 34.54 34.41 40.27 41.31

0011 24 48.59 23.06 22.88 26.40 28.60

108 314.76 167.09 166.64 191.44 213.07

1110 40 86.07 69.63 69.61 73.40 74.19

1101 28 87.70 71.14 70.49 77.93 79.44

1011 14 71.96 43.55 43.20 47.10 50.89

0111 59 96.93 94.37 94.35 110.38 106.92

141 342.66 278.69 277.65 308.81 311.44

1111 447 175.67 399.76 399.67 347.83 312.83

從表 圱地 的計算結果來看圬 隨機效果假設下的線性模型配適最差圬 預測的序列大

多為工作 圲 年與工作 圳 年。 隨機效果與相關隨機效果兩種不同設定的模型圬 在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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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上並無明顯的差別。 靜態模型的配適能力優於動態模型圬 尤其是在工作 圲 年與

圳 年的序列上圬 動態模型高估許多。 動態模型配適較差的原因圬 可能來自於追蹤資

料的期數較短圬 且第一期資料被用在起始值的估計上。 這部分的猜測可在後續研究

中圬 以蒙地卡羅法進行不同期數資料與模型配適能力的模擬。

4.5 外外外生生生性性性假假假設設設

隨機效果的估計圬 隱含已婚婦女的小孩個數、丈夫薪資所得對勞動參與、勞動投入

時間都是外生關係的假設。 然而在理論上圬 由於已婚婦是家庭中扮演孕育功能的核

心角色圬 其勞動決策和上述兩變數之間應存在內生的關係圬 尤其是在小孩個數上。

本小節將對上述的外生性假設進行檢定圬 以釐清相關解釋變數是否存在內生性。

外生性假設的檢定必須透過個體異質性為相關隨機效果的設定進行。由於將個

體異質性設定為解釋變數的線性函數圬 依照 在圱圸圩 式的設定圬 若丈夫薪資所得對勞動

參與決策為外生關係圬 則無充足證據拒絕以下的虛無假設场

坈0 场 θ1 圽 地。

相對的圬 若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決策與小孩個數為外生關係圬 則無充足證據拒絕以

下虛無假設场

坈0 场 θ2 圽 地圻 θ3 圽 地圻 θ4 圽 地。

以上假設可直接透過 块坡坬坤 坴坥坳坴 進行檢定圬 表 圱圱 為不同計量模型的檢定統計量與

坰圭坶坡坬坵坥。

在 圱地圥 的顯著水準下圬 靜態模型的估計結果皆可拒絕小孩個數對勞動參與或勞

動投入時間為外生的假設。 儘管如此圬 在加入動態結構的模型中圬 無論是 坓坄在圱圩 或

是誤差項為 坁坒在圱圩圬 小孩個數對勞動參與為外生的假設並無充足證據拒絕。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以美國 坐坓坉坄 資料所估計的結果圬 亦發現靜態的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估計結果圬 可以

顯著的拒絕外生假設圬 然而動態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則否。 動態結構下的結果與一般理論的

預期頗具差異。 在 圱地圥 的顯著水準下圬 各個模型的估計結果皆可拒絕丈夫薪資所

得的外生性假設。從加入相關隨機效果假設的檢定結果來看圬 在以追蹤資料對已婚

婦女勞動進行估計時圬 應避免使用單純的隨機效果假設圬 因為個體異質性與解釋變

數之間並非完全是外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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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外生性假設之檢定

模型 統計量 p-value

H0 : θ1 = 0

靜態 probit 3.34 0.0675

靜態 Tobit 2.81 0.0938

動態 probit ML: SD(1) 4.13 0.0420

動態 probit MSL: SD(1) 4.24 0.0396

動態 probit MSL: SD(1)+AR(1) 3.88 0.0487

H0 : θ2 = θ3 = θ4 = 0

靜態 probit 8.89 0.0308

靜態 Tobit 6.89 0.0756

動態 probit ML: SD(1) 2.71 0.4386

動態 probit MSL: SD(1) 2.82 0.4204

動態 probit MSL: SD(1)+AR(1) 2.17 0.5374

5 結結結論論論

本文使用台灣 坐坓坆坄 追蹤資料進行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實證研究圬 並利用 坰坲坯坢坩坴、

坔坯坢坩坴 等非線性模型處理資料中大量已婚婦女勞動供給存在角解而產生的估計問

題。 為解釋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的持續性圬 文中亦使用動態計量模型進行估計。在

動態模型的設定上圬 在原先靜態的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中加入一階狀態相依與誤差項一階自

我迴歸的動態結構圬 並以 坈坥坣坫坭坡坮 在圱圹圸圱坢圩 提出的方法處理起始值問題。 估計時圬

分別使用傳統估計最大概似法使用的 均坡坵坳坳圭坈坥坲坭坩坴坥 坱坵坡坤坲坡坴坵坲坥 以及 均坈坋 模擬之

坍坓坌 兩種不同的方法。 最後則是在個體異質性上做了特定的假設圬 以便能對生育

決策與丈夫薪資所得對勞動供給的影響為外生的假設進行檢定。

使用台灣 坐坓坆坄 資料估計的結果發現圬 無論是靜態或動態模型的估計圬 年齡對已

婚婦女勞動供給皆呈現顯著的正向且倒 坕 型影響圻 受教育年數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力圻 生育變數有負向影響圬 尤其是年滿 地坻圲 歲的小孩圬 幾乎在所有模型中的影響都是

顯著的。不過在同時存在一階狀態相依與誤差項一階自我迴歸的動態模型中圬 所有

生育變數都呈現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圬 丈夫薪資所得在估計結果中呈現顯著的正

向影響。 在其它國內的實證文獻中圬 亦有類似的發現。由於非勞動所得在理論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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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婦女的勞動供給具有所得效果圬 應當是負向影響。 丈夫薪資所得在本文中做為

已婚婦女非勞動所得的代理變數圬 理應具有相同性質。 儘管如此圬 丈夫所得的正向

影響雖然具有顯著性圬 但其部分效果無論在靜態或動態估計中都很微小。

藉由動態模型的估計圬 我們發現我國的婦女勞動存在顯著且正向的一階確實狀

態相依圬 說明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的持續性會受到上期勞動狀態的影響。 政府短期

的刺激就業政策若能影響當期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決策圬 將可藉由狀態相依將政策

效果延續至長期。 另外圬 在誤差項為一階自我迴歸的模型中圬 我們發現誤差項具有

顯著且負向的一階自我迴歸圬 與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具有雷同之處。 文中最後透過相關

隨機效果的設定圬 對小孩個數與丈夫薪資所得圬 對勞動參與或勞動投入時間為外生

的假設進行檢定。在靜態模型中圬 無論是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或是 坔坯坢坩坴 模型圬 小孩個數對

勞動參與或勞動投入時間為外生的假設可被顯著的拒絕。然而在兩種不同動態結構

的 坰坲坯坢坩坴 模型中圬 都沒有足夠的證據拒絕此假設。結果雖然與 坈坹坳坬坯坰 在圱圹圹圹圩 雷同圬

但在理論上並無法充分的解釋。除此之外圬 丈夫薪資所得無論是在靜態或動態模型圬

皆可顯著拒絕外生性假設。

綜觀本文的估計結果圬 在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實證研究上圬 一階狀態相依是必須

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在估計時圬 必須謹慎處理隨機效果的假設。就本文的結果而

言圬無論在靜態或動態模型中圬丈夫薪資所得與個體異質性之間並不具有外生關係。

以單純的隨機效果假設進行估計會使估計結果不具一致性。 除此之外圬 本文的研究

僅只使用了部分 坐坓坆坄 中所追蹤的變項圬 是否存在未考量到的重要變數圬 如與長輩

同住、是否有其他需要扶養的親屬等影響圬 是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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