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就業與薪資

（一）就業人數連續兩年下滑

111 年 4 月中旬國內肺炎疫情復燃，確診

人數大增，衝擊勞動市場，就業人數由年初之

1,147.4 萬人降至 5 月之 1,137.1 萬人；之後，

隨國內疫情影響減緩及防疫管制措施逐漸放

寬，帶動就業人數回升，至年底為1,145.1萬人；

惟受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影響 11，全年平均就業

人數為 1,141.8 萬人，仍較上年減少 2.9 萬人或

0.26%，已連續兩年下滑。

以部門別言，工業部門受全球景氣放

緩致台灣出口成長下滑，以及營造業缺工影

響，全年平均就業人數較上年減少 1.7 萬人

或 0.41%，其中以製造業及營建工程業均減

少 8 千人最多；服務業部門則受內需市場回

穩及邊境管制措施逐漸鬆綁影響，就業人數

僅略減 1 千人或 0.01%，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減少 2.8 萬人較多；農業部門亦減少 1.2 萬人

或 2.24%。就業比重以服務業部門占 59.96%

最高，較上年上升 0.15 個百分點；工業部門

為 35.40%，較上年減少 0.05 個百分點；農業

部門為 4.64%，亦較上年降低 0.09 個百分點。

以職業別言，白領階級（包括民意代

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占就業比重

45.76%）全年平均就業人數增加 3.5 萬人或

0.67%；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 19.91%）減

少5千人或0.22%；藍領階級（包括農、林、漁、

牧業生產人員、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

力工，占 34.33%）亦減少 5.7 萬人或 1.43%。

（二）失業率係 90 年以來新低

受 111 年 4 月國內疫情升溫及畢業生尋

職之季節性因素影響，失業率由年初之 3.61%

升至 8 月之 3.79%；嗣因疫情趨緩，經濟活動

回溫，失業率回降，至 12 月為 3.52%；全年

平均 3.67%，則係 90 年以來新低。

受疫情干擾影響，非初次尋職者失業週數

增加，致 111 年失業週數較上年增加 1.01 週，

為21.25週。以年齡層言，中高年（45至64歲）

增加 3.60 週最多，為 22.90 週；青少年（15 至

24 歲）次之，增加 0.64 週，為 17.63 週；壯年

（25 至 44 歲）失業週數則持平為 22.32 週。

又長期失業人數（失業期間長達 53 週以上）

11  111 年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為 2,002.8 萬人，較 110 年減少 16.5 萬人或 0.82%；工作年齡人口（15 歲至 64 歲人口）為 1,636.0 萬人，較 110 年減少

18.6 萬人或 1.12%。

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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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8 萬人，較上年增加 8 千人。

以下分別就失業原因、年齡與教育程度

別失業情形析述如次：

1. 失業原因：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

失業者大減

111 年平均失業人數為 43.4 萬人，較上

年減少 3.7 萬人或 7.81%，主要係非初次尋職

失業者（占 78.23%）減少 3.6 萬人或 9.71%；

其中，以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者

減幅最大，減少 2.6 萬人或 15.76%，因該

項原因而失業者占總失業人數比重由上年之

35.16% 下降為 32.13%，主因 110 年疫情警戒

升至三級，嚴重衝擊勞動市場，而 111 年雖

疫情一度升溫，惟對勞動市場衝擊較緩。占

總失業人數比重最高為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

失業者（占 34.52%），較上年減少 7 千人或

4.67%；因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而失業者

（占 7.29%），亦較上年減少 2 千人或 7.39%。

2. 年齡與教育程度別：青年及高學歷失業率

較高，反映學用落差問題 12

111 年壯年（25 至 44 歲）與中高年（45 至

64 歲）失業率分別較上年減少 0.24 及 0.26 個

百分點，各為 3.72% 與 2.26%；青少年（15 至

24歲）失業率為 11.97%，在各年齡別中最高，

亦較上年減少 0.14 個百分點。

在教育程度別方面，國中及以下、高中

高職、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失業率均較上

年減少，分別減少 0.41、0.43 及 0.21 個百分

點，各為 2.56%、3.34% 及 4.11%。

12  根據主計總處 111 年人力運用調查，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失業者求職遭遇之主要困難：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占 31.64%，專長技能（含證照資格）

不合者占 16.28%。

年齡別失業率

中高年

年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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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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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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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動力減少，惟勞動力參與率則

回升至 82 年以來新高

我 國 面 臨 少 子 化 與 高 齡 化 社 會，

111 年勞動力（就業人數加上失業人數）

為 1,185.3 萬人，較上年減少 6.6 萬人或

0.55%，已連續兩年負成長；非勞動力為

817.5 萬人 13，則較上年減少 9.9 萬人或

1.2%。全年平均勞參率為 59.18%，較上年

增加 0.16 個百分點，且係 82 年以來新高。

就性別分析，111 年男性勞參率較上年

上升 0.21 個百分點，為 67.14%；女性勞參

率則自 90 年以來持續上升，111 年較上年

上升 0.12 個百分點，為 51.61%，顯示近年

政府致力落實性別平等，改善職場環境及輔

導婦女就業等政策成效顯現。

率則較上年減少 0.08 個百分點至 36.73%。

隨疫情影響趨緩，國內勞參率已回升至疫

情前（108 年為 59.17%）水準；惟青少年

就學年齡延長，較晚投入勞動市場，以及

中高年齡者提早退休等結構性因素，致國

內勞參率持續低於美國、日本、南韓及新

加坡等國。

就年齡別而言，111 年壯年及中高年

勞參率分別較上年增加 0.63 及 0.84 個百分

點，至 89.98% 及 65.49%；惟青少年勞參

111年主要國家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國家 台灣 美國 日本 南韓 新加坡

勞動力參與率 59.18 62.2 62.5 63.9 70.0

資料來源：各國官方統計。

13  111 年未參與勞動的前三大原因分別為高齡及身心障礙（占全體非勞動力之 34.48%）、料理家務（占 31.20%）、求學及準備升學（占 20.70%）。

另 由 教 育 程 度 別 分 析，111 年 大 專

及以上勞參率較上年增加 0.38 個百分點

至 66.60%；惟國中及以下與高中高職勞

參率則分別減少 0.68 及 0.23 個百分點至

37.56% 及 62.22%。

（四）名目薪資溫和成長，勞動生產力

增加

111 年非農業部門（即工業及服務業部

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57,718 元，較上年

增加 3.45%，增幅為近 4 年新高，主因疫情

衝擊趨緩，內需產業逐漸回溫，加以製造業

受惠出口成長，帶動廠商加薪，致經常性薪

資以及獎金等非經常性薪資成長；惟受通膨

率較高影響，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後之實

勞動力參與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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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薪資僅增 0.48%，至 53,741 元，則仍為歷

年最高。其中，經常性薪資為 44,417 元，增

加 2.80%，實質經常性薪資為 41,357 元，則

減少 0.15%；非經常性薪資為 13,301 元，增

加 5.71%，實質非經常性薪資亦增加 2.67%，

至 12,384 元。

應業之 95,605 元次之；而部分工時員工較

多之教育業 14 與住宿及餐飲業，則分別為

32,236 元與 36,113 元，相對較低。在平均薪

資變化上，以運輸及倉儲業之增幅 8.08% 最

高，製造業之 5.12% 次之。

勞動生產力方面，由於 111 年生產增加，

總工時減少，致工業及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

指數分別較上年增加 1.37% 與 1.48%。製造

業中，以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增幅

16.85% 最大，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

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增幅均

為 7.77% 次之。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方面，由於受僱者總

薪資增幅高於生產增幅，致工業及製造業之單

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分別較上年增加 4.20% 與

4.16%。製造業中，以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

造業增幅 23.29% 最大，基本金屬製造業增幅

22.85% 次之。

工業部門因 111 年出口成長減緩，薪資成

長低於上年；服務業部門則因疫情衝擊趨緩，

且邊境管制逐漸放寬，帶動消費人潮回流，薪

資成長增加。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

平均薪資分別為 58,938 元、56,840 元，各較

上年增加 4.69%、2.55%，實質薪資則分別成

長 1.69%、-0.39%。其中，經常性薪資分別較

上年增加 3.05%、2.63%，實質經常性薪資則

分別成長 0.09%、-0.32%。

各中業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中，以金融

及保險業之 100,378 元最高，電力及燃氣供

14  不含小學以上各級公私立學校等。

新台幣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非農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與年增率

年

平均薪資年增率（右軸）平均薪資（左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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