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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業與薪資

(一) 概說

本年國內就業市場呈現失業率攀升

，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現象。全年平均

失業率升至2 . 9 2 %，創民國五十六年以來

新高。睽究其因，主要係： ( 1 )景氣尚屬

初步復甦階段、內需不強； ( 2 )產業結構

轉型，造成勞動市場供需失衡； ( 3 )公營

事業民營化精簡人力： ( 4 )企業外移，國

內就業機會流失；( 5 ) 9 2 1震災造成災區就

業情況惡化； ( 6 )外勞引進，減少本國勞

工的就業機會； ( 7 )為因應勞基法規定，

部分企業以資遣方式離退員工，或惡意

關廠。惟與亞洲其他國家比較，我國失

業率仍處相對較低水準。

本年勞動力參與率遞減至 5 7 . 9 3 %，

為民國七十二年以來之最低水準。而勞

動力與非勞動力則分別較上年增加 1 . 2 8 %

與1 . 7 1 %，反映人力資源分配失衡現象。

就業方面，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 9 3 8萬5

千人，較上年增加1 . 0 3 %。隨著產業結構

變遷，三大部門中，僅服務業持續成長

，較上年增加3 . 4 8 %；本年服務業占全體

就業人數之比重達 5 4 . 5 2 %最高；其次，

工業部門就業人數較上年減少 0 . 8 7 %，占

全體就業人數之 3 7 . 2 1 %次之；農業部門

就業人數較上年續減5 . 5 9 %，占全體就業

人數之8 . 2 7 %。惟就性別觀之，女性就業

市場受衝擊之程度較小於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失業率雖新高

，但平均缺工人數計1 9萬6千餘人，缺工

率仍達3 . 3 1 %。同時，本年底外勞在台人

數逾2 9萬人，較上年增加9 . 0 0 %。顯示部

分產業仍欠缺基層勞工，形成高失業率、

積極引進外勞及高缺工率等並存現象。

至於受雇員工薪資與生產力方面，由

於景氣尚處復甦初期之際，本年平均薪資

為4 0 , 8 7 0元，較上年僅增加2 . 8 5 %，調薪

幅度創歷年最低。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

為3 3 , 0 4 7元，較上年增加3 . 2 2 %，若扣除

物價上升率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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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 . 0 3 %。同期間製造業全年勞動生產力

指數上升7 . 0 5 %，高於製造業受雇員工薪

資增幅3 . 4 3 %，致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持續

下降3.80%，有利提高產業對外競爭力。

(二) 人口與勞動力分析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

本年台灣地區總人口平均為 2 , 1 9 5萬7千

人，較上年增加0 . 7 9 %；其中十五歲以上

工作年齡人口為 1 , 6 6 8萬7千人(占總人口

比重為 7 5 . 7 3 % )，較上年增加1 . 4 5 %。就

勞動力言，本年平均人數為 9 6 6萬8千人

，增加1 . 2 8 %，其中男性為 5 8 1萬2千人，

女性為 3 8 5萬6千人，分別較上年增加

0 . 5 6 %及2 . 3 7 %。從年齡別觀察， 仍以2 5

至4 9歲之青壯年為主占 7 1 . 6 1 %，較上年

上升 0 . 3 9個百分點。另從教育程度別觀

察，「大專及以上」勞動力較上年增加

1 2萬9千人或5 . 7 3 %，占勞動力增加額之

最大部分；惟「國中及以下」勞動力則

減少12萬5千人或3.14%。

本年勞動力參與率降為 5 7 . 9 3 %，較

上年下降0 . 11個百分點，為民國七十二年

以來之最低水準，勞動力參與率持續下

降主要受青少年求學年限延長、國人退

休年齡提前、以及部分想工作者因找不

到工作而退出勞動市場之影響。就性別

分析，由於服務業市場日漸蓬勃，相對

較有利於提供女性就業機會，加上以男

性為主的部分傳統工業部門景氣低迷，

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降為 6 9 . 9 3 %，首度

跌破7 0 %以下水準，較上年下降 0 . 6 5個百

分點；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則隨教育程度

提高、社會變遷及兩性平等觀念而逐年

上升至4 6 . 0 3 %，較上年增加0 . 4 3個百分點

。以年齡別分析，青少年 ( 1 5至2 4歲)及壯

年( 2 5至4 4歲)之勞動力參與率分別上升

0 . 6 0及0 . 1 9個百分點；而中高年 ( 4 5至6 4

歲)及老年 ( 6 5歲以上 )因轉業不易，勞動

力參與率均較上年下降0 . 4 6及0 . 5 9個百分

點，為勞動參與率下降主因。另從教育

程度來看，「大專及以上」勞動力參與

率( 6 8 . 3 6 % )仍為最高，但較上年下降0 . 3 9

個百分點。

近年來因景氣低迷、國內人口漸趨

高齡化、以及高等教育風氣延長就學時

程等因素，致非勞動力人口持續增加，

本年非勞動力人數高達 7 0 2萬人，較上年

增加1 . 7 1 %，高於勞動力年增率 1 . 2 8 %。

就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原因觀察主要以

料理家務、求學及準備升學、或高齡殘

障居多，其比重分別為 3 7 . 5 9 %、2 9 . 7 7 %

和2 4 . 2 7 %，而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者占

2 . 0 2％，其中高齡殘障及想找工作而未找

工作者比重逐年增加，若能積極開發此

類潛在勞動力，應有助提升勞動力參與

率及紓解產業缺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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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與失業情況

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 9 3 8萬5千人，

較上年僅增加1 . 0 3 %。就行業別比重而言

，仍以服務業( 5 4 . 5 2 % )最高，服務業部門

就業人數增加1 7萬2千人，年增率為3 . 4 8 %

；工業部門減少3萬1千人或0 . 8 7 %，其中

比重最高之製造業就業人數亦減少 8千人

，營造業就業人數則因房地產市場持續不

振而續減少2萬2千人或2 . 5 3 %；農林漁牧

業部門就業人數則減少4萬6千人或5.59%。

本年失業人數平均2 8萬3千人，較上

年大幅增加 2萬6千人或1 0 . 5 0 %。主要因

國內景氣處於復甦初期階段、產業逐漸

朝高科技轉型及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外移

，復受9 2 1震災等因素影響，致廠商對勞

動需求未明顯提升。若就失業者失業原

因分析，則以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而失業者增加2萬人最顯著。

本年失業率為2 . 9 2 %，較上年升高0 . 2 3

個百分點。就性別分析，其中男性失業率

明顯高於女性，自八十一年 ( 1 . 5 1 % )逐年

遞升至本年之3 . 2 3 %，較上年提高0 . 3 0個百

分點；女性失業率為2 . 4 6 %，亦較上年增

加0 . 1 3個百分點。在年齡別方面，青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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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攀升，其中以青少年( 1 5至2 4歲)之

失業率7 . 3 8 %最高，主要因青少年升學意

願提高，就學時間延長所致；惟若以長

期角度觀察，有利人力素質提升；而壯

年( 2 5至4 4歲)及中高年 ( 4 5至6 4歲)之失業

率分別增為2 . 5 4％及1 . 6 4％。此三組失業

者多為家庭中主要經濟來源，其失業增

加對整體社會安定性造成衝擊較大

。在教育程度別方面，以高中 (職)程度者

之3 . 3 5 %最高；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及國中

及以下程度者分別增為 3 . 0 0 %及2 . 7 2 %，

教育程度較高者的失業率有逐漸上升趨

勢，顯示人力資源有待妥善引導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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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缺工問題與外勞政策

隨著人口成長減緩、青少年升學比

例提高，產業結構改變及部分工作辛苦

行業缺乏吸引力，致產業缺工情況惡化

。但因工作性質、地區及工作條件等原

因，實際上失業人口不易直接補充缺工

或取代外勞，致部分產業仍欠缺基層操

作勞工，因此產生失業率攀升，缺工與

引進外勞並存現象。本年平均缺工人數

共計19萬6千餘人，缺工率3.31%。

近年來因服務業大幅成長，致部分

辛苦行業面臨缺工壓力。以產業結構分

析，工業部門缺工率 ( 3 . 7 0 % )高於營造業

( 3 . 1 6 % )及服務業( 2 . 9 0 % )。其中工業以製

造業缺工率3 . 8 8 %最高；服務業以金融保

險不動產業缺工率為 ( 4 . 8 1 % )較為顯著，

缺工情況若無法改善，恐將影響產業競

爭力。

因國內基層勞動力不足及勞工薪資

較高，引進外勞可紓解勞力短缺問題，

本年底外勞在台人數逾 2 9萬人，較上年

增加9 . 0 0 %，為我國開放引進外勞之最高

記錄。惟國內失業率升高及原住民就業

困難，外勞人數過多對本國就業仍有替

代作用，如何適當調整引進外勞政策，

值得注意。

(五) 長期失業問題

從長期趨勢觀察，國內產業結構調

整造成結構性失業，加以企業再造，進

行瘦身等組織改革成為趨勢，廠商對勞

動需求難以提升，致失業者在短期內未

能找到工作。本年我國失業者平均失業

週期高達2 3週，較上年之 2 2週又延長一

週，為歷年來新高。失業週數越長，尋

找工作之難度大幅提高。在年齡別方面

，以青壯年失業週期超過 3 0週最為嚴重

，值得留意。在教育程度別方面，以國

小學歷失業週期為 2 8週最高，顯示學歷

越低尋職難度越高。

(六) 薪資與勞動生產力

本年全年每人月平均薪資為4 0 , 8 7 0元

，較上年僅增加2 . 8 5 %，加薪幅度為歷年

最低。其中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為3 3 , 0 4 7

元，較上年增加3 . 2 2 %，由於物價穩定，

若扣除物價上升率0 . 1 8 %後，實質經常性

薪資年增率為3 . 0 3％，為近六年來次高水

準(低於八十六年之3.13%)。

本年工業部門每人月平均薪資為38,409

元，較上年增加3 . 0 4 %。其中水電燃氣業

為9 0 , 0 2 5元，增幅 9 . 4 0 %居冠，而礦業

( 4 2 , 0 6 5元)、製造業 ( 3 7 , 6 8 6元)及營造業

( 3 8 , 0 7 0元)分別較上年成長3 . 3 7 %、3 . 4 3%及

0 . 4 8 %。服務業部門每人月平均薪資為

4 3 , 4 1 5元，較上年增加2 . 6 6 %。其中以社

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為 4 0 , 5 2 6元，增幅

3 . 4 5 %最高，而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 5 6 , 6 3 4元)因股市交易活絡，較上年增加

2.46%。

勞動生產力方面，因生產技術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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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升、生產製程改善，企業生產力逐

漸提升，本年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11 9 . 5 6 (以八十五年為基期 )，較上年大幅

提升7 . 0 5 %，遠高於薪資漲幅，致本年製

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較上年下降

3 . 8 0 %，顯示廠商負擔之勞動成本持續下

降，我國製造業對外競爭力獲有效提升。

(七) 政府因應措施

政府為因應失業率長期攀升趨勢，

及產業轉型導致結構性失業問題，已研

擬相關措施如下：

1. 持續推動「擴大內需」、「強化經濟

體質」等方案， 激勵經濟成長，進而

降低失業率。同時，實施「就業促進津

貼」，並將僱用獎助津貼最高期限延

長為十二個月，以鼓勵雇主多僱用

中高年齡之失業勞工。

2. 自八十八年一月起開辦「勞工保險失業

業給付 」，確保失業者失業期間之基

本生活，並結合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措

施，達到就業安全。

3. 修訂適度擴大失業給付對象，放寬非

自願性失業勞工給付範圍，調整給付

標準，以擴大照顧失業勞工。

4 . 強化全國就業資訊連線功能及提升就業

服務工作效率，以提供更充分之就業資

訊。

5 . 提供失業勞工轉業訓練，擴大辦理專上

畢業青年第二專長訓練及青年創業貸款

，提高再就業之能力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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