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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與薪資

（一）概說

本(96)年由於經濟成長率達5.70%，勞

動市場需求呈現穩定成長，加以政府持續

推動各項促進就業措施，全年平均失業率

為3.91%，與上(95)年持平，同係90年以來

最低水準；廣義失業率為 5.59%，較上年

下降0.09個百分點。平均勞動力參與率（勞

參率）為58.25%，較上年提高0.33個百分

點，其中女性勞參率續創歷史新高，男性

勞參率仍維持下跌趨勢。

就業方面，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1,029

萬 4 千人，係歷史新高紀錄，較上年成長

1.81%，漲幅為近三年之冠。隨著產業結

構變遷，農、工、服務三大部門中，服務

業就業人數穩定增加 1.80%；居工業部門

主幹之製造業，在全球消費性電子產品需

求強勁帶動下，就業人數增幅達 2.37%。

在各職業別就業人數方面，尤以技術人員

增加 4.69%最為顯著，顯示就業市場對技

術人才需求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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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12 元，較上年增加 2.28%

（經常性薪資（平均薪資扣除年終獎金及

紅利等）亦調漲 1.77%）。扣除消費者物

價上漲率後，實質平均薪資較上年增加

0.47%（實 質 經 常 性 薪 資 則 微 幅 減 少

0.03%）。由於生產增幅高於總工時增幅，

本年工業部門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分

別上升7.04%與7.47%；單位產出勞動成本

則因生產增幅高於總薪資增幅，而分別下

降5.06%與5.37%；製造業中以「電子零組

件 製 造 業」之 勞 動 生 產 力 指 數 上 升

18.11%，單 位 產 出 勞 動 成 本 則 減 少

12.73%，最為顯著。

（二）就業

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1,029萬4千人，

續創歷史新高，較上年增加18萬3千人或

勞 動 力 狀 況

年

勞動力
非勞動力

勞動力參與率 失業率

就業 失業 男 女 男 女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 % % % % %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15歲以上
民間人口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16,448 1.72 9,546 1.21 9,289 1.23 257 0.39 6,902 2.43 58.04 70.58 45.60 2.69 2.93 2.33
16,687 1.45 9,668 1.28 9,385 1.03 283 10.12 7,020 1.71 57.93 69.93 46.03 2.92 3.23 2.46
16,963 1.65 9,784 1.21 9,491 1.14 293 3.53 7,178 2.25 57.68 69.42 46.02 2.99 3.36 2.44

9,832 0.49 9,383 -1.15 450 53.62 7,347 2.35 57.23 68.47 46.10 4.57 5.16 3.7117,179 1.27
17,387 1.21 9,969 1.39 9,454 0.76 515 14.53 7,417 0.96 57.34 68.22 46.59 5.17 5.91 4.10
17,572 1.06 10,076 1.07 9,573 1.26 503 -2.37 7,495 1.06 57.34 67.69 47.14 4.99 5.51 4.25

10,240 1.63 9,786 2.22 454 -9.68 7,520 0.32 57.66 67.78 47.71 4.44 4.83 3.8917,760 1.07
17,949 1.06 10,371 1.27 9,942 1.60 428 -5.73 7,578 0.78 57.78 67.62 48.12 4.13 4.31 3.88
18,166 1.21 10,522 1.46 10,111 1.70 411 -4.01 7,644 0.87 57.92 67.35 48.68 3.91 4.05 3.71

10,713 1.81 10,294 1.81 419 1.90 7,679 0.46 58.25 67.24 49.44 3.91 4.05 3.7218,392 1.2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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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主要係因經濟穩定成長，廠商僱

用增加，且政府持續推動各項促進就業措

施所致。

就行業別而言，農業部門就業人數續

呈減勢，較上年減少1萬1千人或2.03%；

工業部門就業人數增加 8 萬 8 千人或

2.39%，其中製造業因全球消費性電子產

品需求強勁，就業人數增加 6 萬 5 千人或

2.37%，而營造業亦在房地產市場持穩下，

增加1萬7千人或2.07%。服務業部門就業

人數增加10萬5千人或1.80%，以「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增加 3 萬 7 千人或

13.94%最為顯著，「教育服務業」增加 2

萬5千人或4.44%次之。

就職業別而言，白領階級就業人數增

加 2.96%最為顯著，銷售人員與藍領階級

就業人數亦分別增加1.97%與0.42%。白領

階級中，技術人員增加9萬1千人或4.69%

最多，專業人員亦增加 3 萬 5 千人或

4.11%。

（三）失業

本年平均失業人數為41萬9千人，較

上年略增 8 千人或 1.90%；全年失業率為

3.91%，與上年持平，同係 90 年以來之新

低，主因經濟穩定成長，且政府持續推動

各項促進就業措施所致。就性別分析，男

性失率業為 4.05%，與上年持平，女性失

業率則略增0.01個百分點，為3.72%。平均

失業週數為24.24週，較上年縮短0.04週，

長期失業人數（失業期間長達53週以上）

為5萬8千人，較上年略增3千人或5.00%。

從失業原因、年齡別與教育程度等方

面觀察失業率或失業人數的增減變化情

形：

1.失業原因

就失業者失業原因分析，本年對原有

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為13萬8千人，占失

業總人數比重為33.01%，仍為失業原因首

就 業 者 職 業 別

年

白領階級* 銷售人員**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人數

（千人）
年增率

%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就業者

人數
（千人）

9,289 3,456 3.32 1,597 3.03 4,236 -1.05
9,385 3,581 3.62 1,667 4.38 4,137 -2.34
9,491 3,640 1.65 1,712 2.70 4,139 0.05
9,383 3,662 0.60 1,745 1.93 3,976 -3.94
9,454 3,776 3.11 1,791 2.64 3,887 -2.24
9,573 3,882 2.81 1,817 1.45 3,874 -0.33
9,786 4,052 4.38 1,849 1.76 3,885 0.28
9,942 4,209 3.87 1,866 0.92 3,867 -0.46

10,111 4,351 7.38 1,926 4.16 3,834 -1.31
10,294 4,480 2.96 1,964 1.97 3,850 0.42

藍領階級***

註：* 白領階級包括民代及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事務工作人員。
** 銷售人員包括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 藍領階級包括農、林、漁、牧工作人員、生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48

九十六年中央銀行年報

位，惟已較上年大幅減少1.41個百分點。

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的失業人數為

12 萬 6 千人，占失業總人數的比重為

30.13%，係88年以來次低，顯示就業市場

隨經濟穩定成長，因企業縮減業務或結束

營運之非自願性失業情形逐漸改善，惟因

該原因而失業者之失業期間相較其他失業

原因仍偏長，本年平均失業週數達 28.97

週。初次尋職者的失業人數則為 8 萬 7 千

人，占失業總人數的比重略升為20.73%，

居失業原因的第三位。

2.年齡與教育程度

在年齡別方面，以青少年(15至24歲)

失業率10.65%為最高，壯年(25至44歲)與

中高年(45至64歲)組的失業率分別為3.86%

與 2.24%，其中僅中高年組失業率較上年

減少0.07個百分點。青少年的失業率則續

高居各年齡層之首，主要係因青少年初入

職場，面臨調適問題，工作異動較為頻繁

所致。

在教育程度別方面，國中及以下、高

失 業 原 因

年

非初次尋職者

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其 他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27.83 82 31.96 25 9.67 20
32.09 86 209.0530.39 26
30.82 32.2895 219.9029
45.88 88 52 11.6219.47 29
48.11 21.26110 47 9.19 29
45.42 111 50 9.9122.00 29
34.86 131 28.81 10.8749 31
30.47 140 2711.434932.65
28.57 141 34.42 44 2710.61
30.13 138 9.8541 2733.01

失業者
（千人）

257
283
293
450
515
503
454
428
411
419

初次尋職者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59 22.88 71
60 21.34 91
58 19.84 90
75 16.69 206
81 15.65 248
85 16.81 228
85 18.80 158
82 19.19 130
82 19.94 117
87 20.73 126

百分比
%

7.66
7.13
7.16
6.34
5.79
5.86
6.66
6.26
6.46
6.2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年齡別與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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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專
及以上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失業率

2.69 7.32 2.26 1.44 2.28 3.09 2.80
2.92 7.34 2.54 1.65 2.64 3.23 2.93
2.99 7.36 2.64 1.75 2.80 3.34 2.80
4.57 10.44 4.17 2.92 4.71 5.12 3.72
5.17 11.91 4.73 3.38 5.14 5.92 4.28
4.99 11.44 4.47 3.76 5.17 5.60 4.09
4.44 10.85 3.97 3.20 4.31 4.87 4.06
4.13 10.59 3.78 3.79 3.76 4.54 4.01
3.91 10.31 3.79 2.31 3.21 4.36 3.98
3.91 10.65 3.86 2.24 3.22 4.31 4.00

註：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係包括「專科」與「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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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職與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失業率為

3.22%、4.31%與 4.00%，仍以高中高職教

育程度的失業率為最高，惟已較上年下降

0.05個百分點，係90年以來新低。而大專

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失業率雖僅較上年略增

0.02 個百分點，惟在國內大學院校林立，

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情形下，大學及以上

教育程度的失業率上升至 4.51%，較上年

增加0.15個百分點，顯示高學歷人力仍有

供過於求現象。

若就失業期間而言，國中及以下教育

程度的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長達25.39週，

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失業者平均失業週

數則僅22.43週，相對較易覓職（大學及以

上教育程度的長期失業者占全體長期失業

者之比重為20.66%，亦較上年減少0.83個

百分點）。此外，國中及以下與高中高職

教育程度兩者合計的失業比重為60.94%，

較上年降低1.67個百分點，學歷較低者失

業偏高之情況已見緩和。

（四）勞動力、非勞動力與勞動力參

與率

本年平均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人數分別

為1,071萬3千人與767萬9千人，分別較上

年增加1.81%與0.46%。前者的年增率較後

者為高，顯示隨景氣擴張，勞動者投入勞

動市場的意願較為積極。勞動力中就業與

失業人數的年增率分別為1.81%與1.90%。

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的主要原因包括

料理家務 ( 占 31.06% )、求學及準備升學

( 占28.48% ) 、高齡殘障 ( 占27.95% ) 及想

工作而未找工作 (占2.49%)。與上年相較，

高齡殘障的比重增加0.2個百分點，呈長期

上升趨勢，反映我國人口老化的現象，其

餘各項比重皆較上年降低，其中以料理家

務的比重減幅最大，達0.92個百分點，顯

示勞動者參與勞動市場的意願積極。就性

別分析，男性仍以求學及準備升學為未參

與勞動市場主因，比重為38.13%；高齡殘

障所占比重為 37.09%居次，皆較上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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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非勞動力

人數
（千人）

料理家務 高齡殘障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6,902 115 1.67
7,020 142 2.03
7,178 147 2.05
7,347 201 2.73
7,417 225 3.03
7,495 229 3.06
7,520 230 3.06
7,578 209 2.76
7,644 198 2.59
7,679 191 2.49

2,089
2,090
2,129
2,156
2,139
2,154
2,147
2,155
2,190
2,187

30.27
29.78
29.66
29.35
28.84
28.73
28.55
28.44
28.65
28.48

2,642
2,639
2,673
2,673
2,672
2,634
2,567
2,523
2,445
2,386

38.27
37.60
37.23
36.39
36.03
35.14
34.14
33.29
31.98
31.06

1,656
1,704
1,766
1,831
1,865
1,921
1,994
2,075
2,121
2,146

24.00
24.27
24.60
24.92
25.14
25.63
26.52
27.38
27.75
27.95

400
445
463
486
517
558
580
616
690
769

5.79
6.32
6.46
6.62
6.97
7.44
7.72
8.13
9.03

10.0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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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女性雖仍以料理家務為未參與勞動市

場之主因，惟比重呈逐年下降之勢，本年

為50.45%，較上年減少1.21個百分點；因

求學及準備升學所占比重22.36%次之。就

潛在勞動力觀察，本年 5 月有工作能力的

潛在勞動力（非勞動人口扣除高齡、身心

障礙者）為554萬6千人，占非勞動力比率

達72.17%，隨高齡人口快速增加，潛在勞

動力占非勞動力比率逐年下降，其中有就

業意願者為 27 萬 3 千人，占潛在勞動力

4.92%。

本年勞參率為 58.25%，較上年增加

0.33 個百分點。就性別分析，男性勞參率

下降至67.24%，係歷年新低，較上年減少

0.11 個百分點；女性勞參率則持續上升至

49.44%，較上年增加0.76個百分點，續創

新高。就年齡別而言，青少年因求學年限

延長，勞參率續呈下降，壯年勞參率達

83.41%仍為最高，較上年上升0.43個百分

點。另由教育程度分析，高中高職與大專

及以上教育程度之勞參率增加，後者達

67.63%（男性為70.36%、女性為64.71%），

較上年增加0.25個百分點，顯示無論男性或

女性，學歷較高（高中高職以上）者，較

為積極投入勞動市場。另外由於經濟結構

改變，服務業對女性就業者需求增加，以

及部分工時工作機會增加，有利女性就

業，提高女性勞參率，致使本年全體勞參

率創87年以來之新高紀錄。

（五）薪資與勞動生產力

受雇員工薪資與生產力方面，本年非

農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45,112元，

較上年成長 2.28%，扣除消費者物價上漲

率後，實質平均薪資增加 0.47%。工業部

門與其中的製造業每人每月平均薪資分別

為 43,276元與43,026元，分別較上年上升

1.82%與1.73%，惟實質平均薪資部分，工

勞動力參與率與失業率

%

60

59

58

57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年

勞動力參與率（左軸） 失業率（右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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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門僅較上年略增 0.02%，製造業則減

少 0.06%，係 91年以來首度負成長；營造

業在國內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健下，實質平

均薪資仍維持正成長，全年漲幅約1.12%。

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46,799

元，較上年增加 2.67%，實質平均薪資亦

連續二年正成長，本年增加約 0.85%；各

業別中以「金融及保險業」與「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在股市活絡及專業技

術人員需求增加下，實質平均薪資成長幅

度最大，金融及保險業之增幅約達8%，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亦增加 1.46%。每

人每月實質經常性薪資部分，工業部門較

上年減少 0.46%，服務業部門則成長

0.32%，合計工業與服務業部門實質經常

性薪資較上年略減0.03%。

由於本年生產增幅高於總工時增幅，

致勞動生產力呈現上升。工業部門的勞動

生產力指數為142.25（以90年為基期），

較上年提升 7.04%；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

數為144.51，較上年上升7.47%，其中「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上升18.11%，升幅仍為

所有行業中之最大，「化學材料業」上升

10.11%次之，「家具裝設品業」在房地產

市場交易平穩衍生效應下，漲幅達8.39%；

惟多數傳統產業勞動生產力則普遍下滑，

其中以「木竹製品業」、「精密光學醫療

器材及鐘錶業」及「皮革毛皮業」降幅最

大，分別下跌11.99%、9.92%與7.34%。而

工業及製造業的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則由於

生產增幅高於總薪資增幅，分別下降5.06%

與 5.37%，製造業中又以「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下降12.73%及「化學材料業」下降

9.63%最為顯著；惟多數傳統產業之單位

產出勞動成本仍持續上升，增幅最大者為

「精 密 光 學 醫 療 器 材 及 鐘 錶 業」

（15.31%）、「木竹製品業」（12.74%）

與「皮革毛皮業」（9.97%），顯示其產

品之競爭力減弱。

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與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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