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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與薪資

(一)概說

由於國內經濟景氣復甦，且政府大力

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本(92)年平

均失業率降至4.99%，較上(91)年的5.17%

下降0.18個百分點。平均勞動力參與率則

與上年相同，皆為57.34%，但其中女性勞

動參與率繼續提昇，而男性則下降，主要

係因男性屆齡退休者較多，且女性為幫補

家庭生計，致投入勞動市場的意願較為積

極。

就業方面，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 957

萬3千人，較上年增加1.26%。其中白領階

級與銷售人員分別較上年同期成長 2.89%

與 1.50%。藍領階級的就業人數則減少

0.34%，且呈長期下降趨勢，隨著勞力密

集產業外移以及產業結構調整，藍領階級

的工作機會也因而減少。

受雇員工薪資與生產力方面，本年非

農業部門(工業與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平

均薪資為42,046元，較上年增加1.43%，主

要原因為本年經濟景氣好轉。由於本年生

產增加，工業部門與製造業全年勞動生產

力指數分別上升5.06%與5.31%；單位產出

勞動成本則因總生產上升的幅度高於總薪

資增加的幅度而分別減少2.69%與2.88%。

(二)就業與失業

本年全年平均就業人數增加為957萬3

千人，較上年增加11萬9千人或1.26％，主

要原因在於經濟景氣上升，廠商雇用增

加，且政府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所

致。即使如此，由於我國產業結構仍持續

調整，使得職業別就業增減不一，白領階

級與銷售人員的就業人數分別增加 2.89%

與 1.50%，而藍領階級的就業仍然減少

0.34%。

本年平均失業人數為50萬3千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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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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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減少1萬2千人或2.37%；而失業率則

由上年的5.17%下降為本年的4.99%，主要

原因為國內經濟景氣復甦，且政府大力推

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所致。

失業率或失業人數的增減變化可從失

業原因、年齡別與教育程度等方面觀察：

失業原因別

就失業者失業原因分析，本年因工作

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者仍居首位，

達22萬8千人，所占全部失業人數的比重

為45.33%，惟已較上年的48.12%減少2.79

個百分點。由於我國經濟情況好轉，廠商

雇用意願提高，致該比重下降。對原有工

作不滿意者與初次尋職者的失業人數分別

為11萬1千人與8萬5千人，占失業人數的

22.07%與16.89%，雖仍分居失業原因的第

二、三位，但相對比重皆較上年為高。

年齡別與教育程度別

在年齡別方面，以代表青少年的15至

24歲組失業率11.44％為最高；而在教育程

失 業 原 因

年

非初次尋職者

場所歇業業務緊縮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臨時季節工作結束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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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 95 32.42 9.902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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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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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56

257

283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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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尋職者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43 30.28 19

47 28.48 29

56 23.14 68

57 22.27 71

59 22.96 71

60 21.20 91

58 19.80 90

75 16.67 206

81 15.66 248

85 16.89 228

百分比
%

9.86

8.48

8.68

8.59

7.78

6.71

7.17

6.44

5.77

5.7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就 業 者 職 業 別

年

白領階級 銷售人員 藍領階級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3,050 2.94 1,438 2.35 4,451 1.69

3,151 3.31 -0.814,4151,479 2.85

3,269 1,5303.74 -3.334,2683.45

3,344 2.29 1.31 4,2811,550 0.30

3,456 1,5973.35 3.03 4,236 -1.05

3,581 3.62 4.38 4,1371,667 -2.34

3,640 1.64 1,712 4,1392.72 0.06

3,661 0.60 -3.933,9771.881,745

3,776 3.16 1,791 2.70 -2.163,887

3,882 2.89 3,8741.50 -0.341,817

就業者

人數

（千人）

8,939

9,045

9,067

9,175

9,289

9,385

9,491

9,383

9,454

9,57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57

九十二年中央銀行年報

度別方面，則以高中高職教育程度的失業

率最高，國中及以下次之，分別為 5.60%

與 5.17%。但與上年比較，前者下降，而

後者提高。專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失業率

則由上年的4.28%下降至4.09%。勞動者年

齡或接受教育程度愈低，愈容易受產業結

構調整的影響而導致失業。

其他年齡別的失業情形方面，壯年25

至44歲與中高年45至64歲組的失業率分別

為4.47%與3.76%。與上年比較，壯年組的

失業問題改善，而中高年組則惡化，顯示

中高齡的失業現象仍然存在。

(三)勞動力、非勞動力與勞動參與率

本年全年平均勞動力與非勞動人數分

別為1,007萬6千人與749萬5千人，分別較

上年同期略增1.07％與1.06%。勞動力中就

業與失業人數的年增率分別為 1.26%與負

2.37%，就業與失業情況皆較上年改善。

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的原因主要包括

年齡別與教育程度別失業率別

單位：%

年

年齡別 教育程度別

青少年
15~24

壯 年
25~44

中高年
45~64

國 中

及以下

高中

高職

專 科

及以上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4.75 1.22 0.47 1.00 1.98 2.23

5.28 1.45 2.422.250.61 1.18

6.93 1.172.23 3.133.002.02

6.92 2.33 2.45 3.021.48 2.76

7.32 1.442.26 2.28 3.09 2.80

7.34 2.54 2.64 3.231.65 2.93

7.32 2.64 1.75 3.342.79 2.80

8.32 4.17 3.715.114.712.92

11.91 4.73 3.38 5.13 4.285.92

11.44 4.47 5.605.17 4.093.76

失業率

1.56

1.79

2.60

2.72

2.69

2.92

2.99

2.57

5.17

4.9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年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求學及準備升學 其 他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86 1.36 1,909 30.20 347 5.49

107 1.65 5.513571,951 30.12

119 2,0031.80 5.6837630.25

107 1.59 30.56 3732,059 5.54

115 2,0891.67 30.27 399 5.78

142 2.02 29.77 4442,090 6.32

147 2.05 2,129 46329.66 6.45

201 2.74 6.6048528.882,122

225 3.03 2,139 28.84 6.97517

229 3.06 55728.74 7.432,154

非勞動力

人數

（千人）

6,321

6,478

6,621

6,738

6,902

7,020

7,178

7,347

7,417

7,495

料理家務 高齡殘障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2,611 41.31 1,368 21.64

2,624 40.51 1,438 22.20

2,595 39.19 1,527 23.06

2,607 38.69 1,592 23.63

2,642 38.28 1,656 23.99

2,639 37.59 1,704 24.27

2,673 37.24 1,766 24.60

2,677 36.44 1,842 25.07

2,672 36.03 1,865 25.14

2,634 35.14 1,921 25.6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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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工作而未找工作、求學及準備升學、料

理家務與高齡殘障等，分別占全部非勞動

力的 3.06%、28.74%、35.14%與 25.63%，

其中高齡殘障的比重的增幅較大，且呈長

期上升趨勢，反映我國人口日益老化的現

象。求學及準備升學與料理家務的比重皆

較上年為低，顯示勞動者參與勞動市場的

意願較為積極，以因應失業對家庭生計造

成的困難，兩者所占比重乃較上年略為下

降。想工作而未找工作的比重略升，係因

部分勞動者未能找到工作而退出勞動市

場，形成待業狀態。

本年勞動力參與率為57.34%，與上年

相同。就性別分析，由於男性屆齡退休較

多，且部分男性失業後謀職不易，致退出

勞動市場，使得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由上年

的68.22%續降為67.69%，較上年下降 0.53

個百分點；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47.14%，

則較上年的46.59%上升0.55個百分點，主

要係因部分女性投入勞動市場尋找工作的

意願較為積極，以幫補家庭生計。

(四)薪資與勞動生產力

受雇員工薪資與生產力方面，本年非

農業部門(工業與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平

均薪資為42,046元，較上年增加1.43%，實

質薪資也較上年增加 1.72%，主要原因為

本年經濟景氣好轉，廠商的勞動需求增

加，使得薪資水準上升。工業部門與其中

的製造業每人月平均薪資分別為 39,655元

與 39,242 元，分較上年上升 2.44%與

2.71%；實質平均薪資也分別較上年增加

2.73%與 3.00%。服務業部門薪資調整有

限，該部門每人月平均薪資為44,452元，

僅較上年略增 0.52%，實質平均薪資則較

上年略降0.80％。

由於本年總生產增加，致勞動生產力

呈現上升。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114.60（以九十年為基期），較上年提升

5.06％；其中的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勞動力參與率與失業率
勞動力參與率（左標） 失業率（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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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9089888786858483 年



59

九十二年中央銀行年報

115.28，較上年提升5.31％。工業及其製造

業的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則因總生產上升

的幅度高於總薪資增加的幅度而分別減少

2.69%與2.88%。

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與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勞動生產力指數指數(民國 90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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