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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與薪資

受全球金融危機擴大蔓延影響，本

（97）年下半年國內經濟景氣轉呈衰退，

連帶波及勞動市場就業機會，9 月起失業

率明顯攀升，至 12月達 5.03%；全年平均

失業率為4.14%，較上（96）年增加0.23個

百分點，廣義失業率為 5.61%，亦較上年

略增0.02個百分點。為緩和失業情勢，政

府陸續提出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工作所得

補助方案及立即充電計畫等，提供就業機

會。

本年平均勞動力參與率（勞參率）為

58.28%，較上年提高0.03個百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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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3萬人，續創歷史新高紀錄，較上年

成長1.06%；惟9月以後隨景氣快速下滑，

成長情勢大為走緩。農、工、服務三大部

門中，服務業就業人數仍維持穩定增加，

惟受景氣不佳影響，增幅趨緩，全年平均

增加 1.23%；在製造業方面，全年就業人

數增幅為 1.52%，較上年大減 0.85個百分

點。各職業別就業人數方面，以技術人員

增加 5.64%最多，顯示在不景氣情況下，

技術人才所受影響相對較小。

本年非農業部門（工業與服務業部門）

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44,424元，較上年微

增 0.02%，而經常性薪資（平均薪資扣除

年終獎金及紅利等）亦略漲 0.24%。扣除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後，實質平均薪資則較

上年減少 3.39%，實質經常性薪資則減少

3.17%。由於生產降幅高於總工時減幅，

勞 動 力 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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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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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工業部門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分

別下降1.04%與1.02%；單位產出勞動成本

則分別上升2.15%與2.37%，工業部門更一

反過去持續下降趨勢，係91年以來首見。

受國內外經濟明顯轉緩影響，本年企

業獲利減少，廠商縮減生產規模，致僱用

意願降低，全年求供倍數降為 0.87，係歷

年來最低水準。

就業人數方面，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

1,040.3 萬人，較上年增加 10.9 萬人或

1.06%；其間第3季起，由於景氣驟降，就

業人數一路下滑，12 月年增率已呈負

0.26%。

就行業別而言，農業部門全年平均就

業人數（占 5.14%）續呈下降，較上年減

少0.8萬人或1.44%，工業與服務業部門就

業人數（分別占36.84%及58.02%）則分別

增加4.4萬人或1.15%與7.4萬人或1.23%。

值得注意的是，與 8月份比較，12月份製

造業就業人數已減少達5.3萬人，營造業亦

在房地產市場趨緩下，減少4.3萬人；服務

業部門就業人數則減少 3.6 萬人，其中以

「批發及零售業」減少2.8萬人最多。

就職業別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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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數全年平均增加3.39%，

銷售人員（包括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與藍領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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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數則減少1.32%與0.44%。其

中除技術人員與專業人員分別增加11.4萬

人或5.64%與4.7萬人或5.51%外，其餘各職

業別就業人員皆呈減少。

本年由於經濟景氣減緩，工業生產及

出口大幅衰退，嚴重衝擊勞動市場。近年

每逢5至8月，由於學校畢業生及暑期工讀

生尋找工作季節性因素消退，9 月以後失

業率均呈回降，本年則呈現未降反升之情

況，且9月以後失業率明顯攀升，至12月

達5.03%，係92年10月以來最高水準，失

業人數則達54.9萬人，創歷史單月新高紀

錄，非自願性失業人數明顯增加。全年平

均失業率為 4.14%，失業人數為 45萬人，

較上年增加3.1萬人或7.42%，平均失業週

數為25.25週，較上年延長1.01週，長期失

業人數（失業期間長達53週以上）為6.6萬

人，較上年增加0.8萬人或13.02%。

以下分別就失業原因、年齡別與教育

程度等方面分析失業率或失業人數之增減

變化情形：

1.失業原因

就失業者失業原因分析，近年失業者

失業主要係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惟

本年受景氣衰退影響，因場所歇業或業務

緊縮之失業人數占失業總人數比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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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3%，較上年大幅上升3.7個百分點，躍

升為失業原因首位；尤其是 9月至年底，

因該原因而失業者累計已增加11.9萬人，

其中以製造業、營造業與批發及零售業增

幅最大，至12月因該原因而失業者所占比

重更驟升至45.56%，顯示此波不景氣對勞

動市場之衝擊既快且廣。

本年對原有工作不滿意之失業者占總

失業人數比重則降為30.79%，降幅達2.22

個百分點，且 7月以後比重明顯下滑，顯

示隨景氣轉差，轉換工作之意願愈趨保

守。

2.年齡與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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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96
97
97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8.57 141 34.42 44 10.61 27
30.13 138 279.8533.01 41
33.83 30.79139 239.6543
32.43 132 44 10.7932.04 23
32.80 31.53134 48 11.41 26
31.89 131 44 10.5731.38 30
32.80 136 33.01 9.6740 28
31.68 145 269.103834.82
30.10 147 34.30 37 258.73
29.60
28.93
31.24
34.94
39.88
45.56

144
147
142
140
135
130

8.90
9.08
9.50
9.44
9.69
9.26

39
41
44
45
49
51

20
16
20
20
20
21

32.62
32.54
30.59
29.41
26.60
23.69

失業者
（千人）

411
419
450
411
424
417
412
416
428
442
452
464
476
507
549

初次尋職者

人數
（千人）

百分比
%

人數
（千人）

82 19.94 117
87 20.73 126
93 20.64 152
79 19.26 133
77 18.14 139
79 18.96 133
73 17.70 135
75 17.97 132
90 21.09 129
108
117
113
105
101
97

24.39
25.85
24.34
22.08
19.95
17.69

131
131
145
166
202
250

百分比
%
6.46
6.28
5.09
5.48
6.12
7.20
6.82
6.43
5.78
4.49
3.60
4.33
4.13
3.88
3.8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年齡別失業率與失業人數

年
人數
（％）

青少年（15~24） 壯 年（25~44） 中高年（45~64）

失業率（％） 人數（千人） 失業率（％） 人數（千人） 失業率（％） 人數（千人）

95
96
97
97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失業率
（％）

3.91 411 10.31 104 3.79 233 2.31 74
3.91 419 10.65 104 3.86 240 2.24 75
4.14 450 11.81 110 4.02 251 2.54 88
3.80 411 10.02 95 3.74 234 2.39 82
3.94 424 10.51 98 3.84 239 2.55 87
3.86 417 10.80 100 3.71 231 2.46 85
3.81 412 10.41 96 3.72 232 2.43 84
3.84 416 10.36 94 3.83 239 2.34 81
3.95 428 11.44 105 3.88 243 2.27 79
4.06
4.14
4.27
4.37
4.64
5.03

442
452
464
476
507
549

12.73
13.34
13.37
12.79
12.86
13.04

121
130
125
118
118
119

3.90 244
3.94 246
4.06 254
4.15 260
4.47 280
4.97 311

2.18
2.16
2.45
2.79
3.06
3.35

76
75
85
98
108
11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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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齡別方面，本年青少年（15至

24歲）失業率仍為最高，主要係因青少年

初入職場，面臨調適問題，尚屬於工作異

動較為頻繁階段。若就各年齡別失業人數

觀察，壯年（25至44歲）與中高年（45至

64歲）失業人數自 9月起，隨景氣急速反

轉而明顯增加，12月份失業人數均創歷史

新高；與 8月份比較，壯年與中高年失業

人數已分別增加6.5萬人與4.3萬人，其中

多屬非自願性失業者；全年平均失業率為

4.02%與 2.54%，分別較上年增加 0.16 及

0.30個百分點。

在教育程度別方面，國中及以下、高

中高職與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本年平均失

業率均較上年上升，分別為3.76%、4.34%

與4.21%。大專及以上失業比重明顯上升，

顯示高學歷人才有供過於求現象。

隨景氣走緩，企業因獲利減少或產能

縮減，求才意願疲弱，整體勞動市場成長

動能明顯趨緩，本年平均勞動力人數為

1,085.3萬人，較上年增加 1.31%，遠低於

上年之年增率 1.81%。勞動力中就業與失

業人數的年增率分別為1.06%與7.42%，就

業人數年增率為92年以來最低水準，失業

人數年增率則為92年以來最高水準。

本年非勞動力人數為 777萬人，年增

率為1.18%，係91年以來最高水準。非勞動

力未參與勞動的主要原因包括料理家務（占

30.57%）、求學及準備升學（占28.03%）、高

齡殘障（占28.45%）及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占 2.16%）。與上年相較，高齡殘障的

比重增加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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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個百分點。就性別分析，

男性仍以求學及準備升學為未參與勞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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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
96
97
9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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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644 198 2.59
7,679 191 2.49
7,770 168 2.16
7,720 172 2.23
7,766 183 2.36
7,760 180 2.32
7,766 178 2.30
7,762 169 2.18
7,768 166 2.14
7,752
7,735
7,800
7,790
7,794
7,829

164
160
156
157
162
166

2.12
2.07
2.00
2.02
2.08
2.13

2,190
2,187
2,178
2,180
2,207
2,205
2,217
2,226
2,217
2,145
2,103
2,148
2,155
2,153
2,177

28.65
28.48
28.03
28.24
28.42
28.42
28.55
28.68
28.55
27.68
27.19
27.54
27.67
27.63
27.81

2,445
2,386
2,376
2,371
2,390
2,401
2,397
2,368
2,357
2,370
2,384
2,392
2,366
2,356
2,356

31.98
31.06
30.57
30.71
30.77
30.94
30.86
30.51
30.34
30.57
30.82
30.67
30.38
30.23
30.09

2,121
2,146
2,211
2,179
2,175
2,175
2,182
2,192
2,201
2,219
2,226
2,232
2,235
2,247
2,261

27.75
27.95
28.45
28.23
28.01
28.03
28.10
28.24
28.34
28.63
28.78
28.62
28.70
28.84
28.88

690
769
837
818
811
798
792
806
826
853
861
871
875
875
868

9.03
10.02
10.79
10.60
10.44
10.29
10.19
10.38
10.63
11.00
11.13
11.17
11.23
11.22
11.0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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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主因，比重為37.22%，女性主要則因料

理家務而未參與勞動市場，惟比重呈逐年

下降之勢，本年為 49.73%，較上年下降

0.72個百分點，顯示婦女從家庭走入職場

人數逐年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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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萬人，

占非勞動力比率達7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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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萬人，占

潛在勞動力3.81%。

本年勞參率為 58.28%，較上年微增

0.03個百分點。就性別分析，男性勞參率

下降至67.09%，係歷年新低，較上年減少

0.15個百分點；女性勞參率則持續上升至

49.67%，較上年增加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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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1%仍為最高，較上年上升 0.4 個百分

點。另由教育程度分析，僅大專及以上教

育程度之勞參率增加，達68.18%（男性為

70.85%、女性為 65.35%），較上年增加

0.55個百分點，顯示無論男性或女性，高

學歷者較為積極投入勞動市場。

受景氣衰退，工作場所業務緊縮及企

業實施無薪休假等因素影響，本年受雇員

工薪資方面，非農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

資為44,424元，較上年僅成長0.02%，漲幅

係92年以來新低，扣除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後，實質平均薪資則大幅減少 3.39%，創

歷年最大跌幅。工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

資分別為43,233元，較上年減少0.16%，實

質平均薪資部分則減少 3.56%。服務業部

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45,450元，較上年

略增0.15%，實質平均薪資則減少3.26%；

各業別中以「金融及保險業」受到全球性

勞動力參與率與失業率

%

60

59

58

5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7 年96

勞動力參與率（左軸） 失業率（右軸） %
6

5

4

3

2

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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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影響最甚，實質平均薪資減少幅

度最大，達 9.04%，「支援服務業」減少

3.81%次之，而「不動產業」與「住宿及

餐飲業」實質平均薪資則分別較上年成長

2.88%與1.32%。至於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

薪資部分，工業部門較上年減少 3.11%，

服務業部門亦減少 3.25%，合計工業與服

務業部門實質經常性薪資較上年減少

3.17%。

勞動生產力方面，由於本年生產降幅

高於總工時減幅，致勞動生產力呈現下

降。工業部門及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指

數，分別為105.68與106.02（以95年為基

期），較上年下降1.04%與1.02%，降幅均

創歷史紀錄。製造業中以「成衣及服飾品

製造業」降幅18.15%最大，「汽車及其零

件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及「化

學製品製造業」等傳統產業降幅亦在一成

以上。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方面，由於生產

減少，而受僱者總薪資較上年略增，致本

年工業及製造業的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分別

增加2.15%與2.37%，製造業中「成衣及服

飾品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與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增幅最大，其中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增幅更高逾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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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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民國 95＝ 100） 勞動生產力指數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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