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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青年(15~29 歲)就業狀況 

一、 勞動力狀況 

(一) 勞動力人數 

受少子女化影響，110 年青年民間人口 404.3 萬人，較 109 年減

少 12.4 萬人或 3%，影響所及，青年勞動力 232.7 萬人，減少 5.5 萬人

或 2.3%，男、女性分別減少 4.1 及 1.4 萬人。與 100 年比較，青年民

間人口減少 76.5 萬人，其中勞動力減少 11.5 萬人，非勞動力減少 64.9
萬人，平均年減率各為 1.7%、0.5%及 3.2%。 

表1  青年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民間 
人口 勞動力 

 
非勞動力 

男 性 女 性 就業者 失業者 

100 年 4,808 2,442 1,191 1,251 2,221 220 2,366 
105 年 4,470 2,326 1,201 1,125 2,119 207 2,144 
106 年 4,416 2,356 1,214 1,142 2,151 205 2,060 
107 年 4,353 2,394 1,223 1,171 2,191 203 1,960 

108 年 4,262 2,418 1,248 1,170 2,206 211 1,844 
109 年 4,167 2,382 1,248 1,134 2,178 204 1,785 

110 年 4,043 2,327 1,207 1,120 2,123 204 1,717 
110年較 

109年增減率 -2.97 -2.33 -3.25 -1.31 -2.56 0.17 -3.83 

110年較 
100年增減率 -15.90 -4.70 1.40 -10.51 -4.45 -7.28 -27.46 

(平均年增減率) (-1.72) (-0.48) (0.14) (-1.10) (-0.45) (-0.75) (-3.1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 勞動力參與率 

110 年青年勞動力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為 57.6%，較 109 年上

升 0.4個百分點，與 10年前比較亦上升 6.8個百分點。其中男性 58.4%，

年降 0.2 個百分點，女性 56.6%，年升 1 個百分點，相較 100 年則各升

8.4 及 5.1 個百分點。按年齡觀察，15~24 歲為 36.8%，25~29 歲者為

91.5%，各較 10 年前上升 8.3 及 2.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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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青年勞參率 
  單位：%；百分點 

 總 計 
性 別 年 齡 

男性 女性 15~24 歲 25~29 歲 
100 年 50.78 49.99 51.56 28.56 89.39 
105 年 52.04 53.36 50.69 31.37 92.23 
106 年 53.35 54.52 52.16 32.68 92.43 
107 年 54.98 55.52 54.43 34.34 93.39 
108 年 56.73 57.62 55.81 36.09 93.98 
109 年 57.17 58.65 55.62 36.53 92.59 
110 年 57.55 58.42 56.64 36.81 91.54 

110年較109年 
增減百分點 0.38 -0.23 1.02 0.28 -1.05 

110年較100年 
增減百分點 6.77 8.43 5.08 8.25 2.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勞參率=勞動力÷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與主要國家比較，我國因高等教育普及，求學年限較長，致 15~24
歲之勞參率為 36.8%，低於美國 (55.5%)、日本 (48.8%)及新加坡

(41.3%)，高於南韓(29.6%)，25~29 歲為 91.5%，則高於前述各國。 

表3  我國與主要國家青年勞參率 
 2021 年 單位：% 

 中華民國 南韓 新加坡 日本 美國 
總 計      

15~24 歲 36.8 29.6 41.3 48.8 *55.5 
25~29 歲 91.5 73.9 90.4 91.0 81.5 

男 性      
15~24 歲 37.5 25.2 40.4 48.0 *56.5 
25~29 歲 93.2 72.5 90.2 94.8 86.2 

女 性      
15~24 歲 36.1 33.5 42.3 49.7 *54.5 
25~29 歲 89.9 75.5 90.5 86.9 76.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各國官方網站。 
說  明：*為 16~24 歲。 
 
二、 就業狀況 

(一) 就業人數 

110年青年就業人數為212.3萬人，較109年減少5.5萬人或2.6%，

其中男性減少 4.1 萬人，女性減少 1.4 萬人；與 10 年前相較，全體青

年就業人數減少 9.8 萬人，其中男性增加 2.4 萬人，女性減少 12.2 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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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性別觀察，110 年青年就業人數中，男性 110.2 萬人，占 51.9%，

女性 102.1 萬人，占 48.1%。按年齡觀察，15~24 歲 81.2 萬人，占 38.3%，
25~29 歲 131 萬人，占 61.7%。由教育程度觀察，以大學及以上占 59.4%
最高，餘依序為高級中等 29.4%，專科 7.2%，國中及以下 4.1%。10
年來大學及以上程度之比率明顯提升，從 100 年之 48%升至 110 年

59.4%，上升 11.4 個百分點。 

表4  青年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總 計 
性 別 年 齡 

男性 女性 15~24歲 25~29歲 
100 年 2,221 1,078 1,143 763 1,458 
105 年 2,119 1,090 1,029 814 1,305 
106 年 2,151 1,106 1,045 831 1,320 
107 年 2,191 1,113 1,077 860 1,330 
108 年 2,206 1,137 1,069 872 1,334 
109 年 2,178 1,143 1,035 850 1,328 
110 年 2,123 1,102 1,021 812 1,310 

110年較 
109年增減率 -2.56 -3.63 -1.38 -4.45 -1.35 

110年較 
100年增減率 -4.45 2.19 -10.70 6.47 -10.1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圖1  青年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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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業別 
110 年青年就業於服務業部門計 146.1 萬人，占 68.8%，工業部門

62.8 萬人，占 29.6%，農業部門 3.4 萬人，占 1.6%；青年就業於服務

業部門比率較全體就業者(以下簡稱全體)之 59.8%高出 9 個百分點。

按行業觀察，青年就業人數以製造業占 22.1%最多，批發及零售業占

17.7%居次，住宿及餐飲業占 12.3%及營建工程業占 6.8%分居三、四，

其中製造業及營建工程業分別較全體低 4.2 及 1.2 個百分點，住宿及

餐飲業與批發及零售業則分別高出5及1.3個百分點。與10年前相較，

以住宿及餐飲業增加 5.5 萬人或 26.4%最多，製造業則減少 23.1 萬人

或 33%。 

青年就業人數占全體之比率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2.7%最

高，住宿及餐飲業 31.2%次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8.1%與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26.5%再次之；製造業之青年

就業者占 15.6%。 

表5  各行業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全 體 青 年 

110 
年 

 100 
年 

 110 
年 

  
結構比 結構比 結構比 占全體 

比率 
總 計 11,447 100.00 2,221 100.00 2,123 100.00 18.54 
 農業部門 542 4.73 26 1.18 34 1.58 6.18 
 工業部門 4,059 35.45 817 36.79 628 29.58 15.4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 0.03 0 0.02 0 0.02 11.69 
  製造業 3,020 26.38 701 31.58 470 22.14 15.5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3 0.29 2 0.07 5 0.22 14.5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4 0.73 9 0.40 8 0.38 9.52 
  營建工程業 918 8.02 105 4.73 145 6.83 15.78 
 服務業部門 6,847 59.81 1,378 62.03 1,461 68.84 21.34 
  批發及零售業 1,878 16.41 406 18.30 375 17.68 19.98 
  運輸及倉儲業 460 4.02 52 2.34 73 3.46 15.97 
  住宿及餐飲業 839 7.33 207 9.32 262 12.34 31.2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266 2.33 55 2.48 71 3.33 26.53 
  金融及保險業 433 3.78 79 3.56 76 3.57 17.50 
  不動產業 106 0.92 19 0.84 21 1.01 20.2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88 3.39 82 3.69 96 4.53 24.83 
  支援服務業 295 2.58 36 1.63 35 1.63 11.74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78 3.30 51 2.30 64 3.02 16.95 
  教育業 645 5.63 124 5.58 106 5.01 16.4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88 4.26 121 5.44 137 6.45 28.0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13 0.99 25 1.14 37 1.74 32.65 
  其他服務業 558 4.88 120 5.41 107 5.06 19.2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100 年及 110 年就業人數，分別按行業標準分類第 8 次及第 10 次修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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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業別 

110 年青年就業人數較多之前三職業，依序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 58.6 萬人，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53.2 萬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6.4 萬人，合計占青年總就業人數之 69.8%。 

與 100 年相較，青年從事職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比增加 3.8
個百分點最多，專業人員增加 1.8 個百分點次之；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則分別下降 3.8 及 1.1 個百分點。觀察各職業

青年就業人數占全體之比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 25.7%)最高，

事務支援人員(占22.8%)次之，專業人員(占21%)居第三；與全體相較，

青年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比高出 7.7 個百分點，生產操作及勞

力工則低 5.4 個百分點，青年就業人數占全體之比率以服務及銷售工

作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及專業人員較高，均逾 2 成。 

 

表6  各職業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百分點 

 

全 體 青 年 

110年 

   

100年 

 

110年 

 110 年
較 100
年結構
比增減
百分點 

結構比 結構比 結構比 占全體
比率 

總計 11,447 100.00 2,221 100.00 2,123 100.00 18.54 -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67 3.21 8 0.36 6 0.28 1.59 -0.08 
專業人員 1,463 12.78 281 12.65 308 14.49 21.03 1.8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050 17.91 406 18.28 364 17.14 17.74 -1.14 
事務支援人員 1,310 11.45 335 15.09 299 14.08 22.81 -1.01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279 19.91 528 23.79 586 27.61 25.71 3.8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490 4.28 22 0.99 28 1.34 5.81 0.35 
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3,487 30.46 641 28.84 532 25.07 15.26 -3.7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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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典型工作者 

110 年 10 月青年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

者計 21.5 萬人(15~24 歲者 15.5 萬人，25~29 歲者 5.9 萬人)，占青年

總就業者比率為 10.2%，其中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者為 9.5 萬人，占 4
成 4，主要係因在學或其他原因，選擇工時較短或較具彈性之工作。 

按年齡觀察，15~24 歲從事非典型工作者比率為 19.5%，25~29
歲者則降至 4.5%。按性別觀察，男性 11.3%，女性則為 9%。按教育

程度觀察，以國中及以下 17.7%較高，大學及以上 9.6%較低。 

 

表7  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情形 
  單位：千人；% 

 就業者 

      
      

非典型 
工作者 

 
部分時間 
工作者 

 
臨時性或 
人力派遣 
工作者 

 

占就業者 
比率 

占就業者 
比率 

占就業者 
比率 

109 年 5 月 2,171 242 11.12 160 7.36 203 9.34 
110 年 10 月 2,105 215 10.20 139 6.58 171 8.13 
 性 別        
 男 性 1,095 124 11.30 69 6.29 103 9.40 
 女 性 1,010 91 9.00 70 6.90 68 6.75 

 年 齡        
 15~24 歲 798 155 19.46 119 14.95 118 14.73 
 25~29 歲 1,307 59 4.54 19 1.47 54 4.10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65 12 17.70 1 1.80 11 16.80 
 高級中等(高中、高職) 598 65 10.88 26 4.37 55 9.25 
 專科 151 15 9.80 13 8.77 10 6.44 
 大學及以上 1,291 123 9.55 98 7.60 95 7.37 

 工作情形        
 正職工作 2,010 120 5.97 44 2.18 102 5.10 
 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95 95 99.32 95 99.32 69 71.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1.受疫情影響，原訂 110 年 5 月辦理之「人力運用調查」調整至 10 月辦理。 

2.非典型工作包含「部分時間」及「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由於「部分時間工作者」可能
亦是「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故二者占全體就業人數之比率合計高於非典型工作者之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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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事非典型工作之原因 

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主要原因，以求學及受訓 10 萬人最多，占

46.5%，職類特性 4.5 萬人次之，占 20.8%，找不到全時、正式工作

3.8 萬人，占 17.6%，偏好此類工作型態 1.7 萬人，占 8%，準備就業

與證照考試 0.6 萬人，占 2.6%。 

從事非典型工作之青年想改做全時、正式工作者計 4.1 萬人，占

19%，其中 25~29 歲計 1.2 萬人，占 20.1%。 

 

圖2  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主要原因 
110年10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非典型工作包含「部分時間」及「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表8  非典型青年工作者想改做全時、正式工作之比率 
  單位：% 

 人數 
(千人) 總計 想改做全時 

、正式工作 
不想改做全時 
、正式工作 

 
偏好此類 
工作型態 

109 年 5 月 242 100.00 21.51 78.49 8.58 

110 年 10 月 215 100.00 18.95 81.05 7.97 

15~24 歲 155 100.00 18.51 81.49 4.35 

25~29 歲 59 100.00 20.12 79.88 17.4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非典型工作包含「部分時間」及「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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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赴海外工作概況 

109 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青年赴海外

工作者 9.8 萬人，為 98 年統計以來最低，占全體國人赴海外工作者

50.1 萬人之 19.5%；與 108 年相較，減少 5 萬 4 千人，其中赴中國大

陸(含港澳)減少 2.5 萬人最多。 

青年赴海外工作國家(地區)，以中國大陸(含港澳)3 萬人、東南亞

2 萬人、美國 1.3 萬人分居前三。與 99 年比較，青年族群赴東南亞減

2 千人；赴中國大陸(含港澳)減少 2 萬人；赴其他地區則增加 7 千人。 

圖3  青年赴海外工作人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 
 
 
 

(七) 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110年 10月青年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平均為 33,335
元，較 109 年 5 月增加 940 元或 2.9%，近年呈遞增趨勢；若扣除利用

課餘或假期工作者，正職工作者之經常性收入為 34,216 元。按收入級

距觀察，以 3 萬~未滿 4 萬元者占 39.9%最多，4 萬元以上者為 20.3%，

各較 100 年 5 月之 25.7%及 12%上升 14.1 及 8.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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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青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單位：% 

 總計 未滿 
2萬元 

2萬~未 
滿2.5萬元 

2.5萬~未 
滿3萬元 

3萬~未 
滿4萬元 

4萬~未 
滿5萬元 

5萬元 
以上 

平均 
收入 
(元) 

100 年 5 月 100.00 17.43 20.98 23.90 25.72 8.25 3.72 27,406 
105 年 5 月 100.00 8.36 15.82 30.70 31.57 8.77 4.77 29,809 
106 年 5 月 100.00 7.73 13.67 30.13 32.94 9.82 5.72 30,658 
107 年 5 月 100.00 6.61 12.18 30.28 35.25 10.31 5.36 31,352 
108 年 5 月 100.00 5.65 13.01 29.91 34.72 9.68 7.04 32,284 
109 年 5 月 100.00 5.90 10.26 27.37 38.79 10.63 7.04 32,395 
110 年 10 月 100.00 4.21 8.64 27.01 39.86 12.01 8.27 33,335 
工作情形         

 正職工作 100.00 1.41 7.22 28.31 41.80 12.60 8.67 34,216 
 利用課餘或 
 假期工作 

100.00 61.42 37.83 0.55 0.20 - - 15,32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1.若具 2 份及以上工作者，以實際工時較長者認定為主要工作。 
     2.經常性收入不含非經常性獎金及員工報酬(紅利)等收入，每月工作收入穩定者，為最近 1 個

月收入；若每月工作收入不穩定，而有季節性變動者，為全年工作收入的平均。 
 

(八) 轉業情形 
110 年 10 月青年就業者於 109 年間有轉業之比率為 9.6%，高於

全體就業者之 5%，轉業 1 次者占 8.8%，轉業 2 次占 0.6%，轉業 3
次以上則占 0.2%。轉業者中，自願離職占 82.2%，主因以待遇不符期

望占 25.2%最高，其次為想更換工作地點占 22.6%，工作環境不良占

8.5%再次之；非自願離職占 15.8%，主因為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以及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分占 10.6%及 4.7%；另自營作業者(或
雇主)及無酬家屬工作者轉任其他工作分占 1.7%及 0.3%。 

表10  青年就業者前一年轉業情形 
單位：千人；%；百分點 

 人數 總計 上年間 
無轉業 

上年間 
有轉業 

   
轉業1次 轉業2次 轉業3次 

以上 
105 年 5 月 2,101 100.00 88.72 11.28 10.35 0.74 0.19 

106 年 5 月 2,135 100.00 90.31 9.69 9.25 0.37 0.07 

107 年 5 月 2,179 100.00 88.86 11.14 10.48 0.46 0.20 

108 年 5 月 2,199 100.00 89.49 10.51 9.53 0.78 0.20 
109 年 5 月 2,171 100.00 88.87 11.13 10.40 0.47 0.25 
110 年 10 月 2,105 100.00 90.44 9.56 8.75 0.63 0.18 
110年10月較 

109年5月增減數 -66 - (1.57)  (-1.57) (-1.65) (0.16) (-0.0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括弧( )內數字係增減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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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青年就業者前一年有轉業之原因 
110年10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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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專畢業生就業情形 

(一) 就業流向 

依據本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111 年 1 月底統

計，近 5 年(106 至 110 年)大專畢業生共計 145.4 萬人，扣除前往境外

者 5.5 萬人(占 3.8%)，居於國內者為 139.8 萬人，其中可工作人口(不
含升學、服兵役等)125.5 萬人，已投保(含勞、公、農保)102.4 萬人，

投保率(已投保者占可工作人口比率)為 81.7%。 

表11  近 5 年大專畢業生就業流向分析 
 111 年 1 月底 單位：千人；% 

 總 計 106 年 
畢業 

107 年 
畢業 

108 年 
畢業 

109 年 
畢業 

110 年 
畢業 

總計(A) 1,454 304 302 296 280 272 
 境外(B) 55 18 17 11 6 3 

占比(B/A) 3.76 6.00 5.47 3.68 2.14 1.11 
 死亡 1 0 0 0 0 0 
 國內 1,398 286 285 285 273 269 

 在學 88 4 8 14 31 31 
 軍保 55 5 6 9 9 27 
 可工作人口(C=D+E) 1,255 277 271 262 234 211 

 已投保人數(D) 1,024 239 232 218 188 147 
已投保率(D/C) 81.65 86.47 85.85 82.99 80.60 69.41 

勞保 967 223 218 206 180 140 
公保 52 15 13 11 8 6 
農保 5 1 1 1 1 0 

   未投保人數(E) 230 37 38 45 45 65 
未投保率(E/C) 18.35 13.53 14.15 17.01 19.40 30.59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說    明：境外人數計算方式係以比對資料日(111 年 1 月底)止，最近一年停留單一國家(地區)累計達 90

天者。 

(二) 行業別 

依據 111 年 1 月底統計，近 5 年(106 至 110 年)大專畢業生投保勞

保之全時工作者 90.9 萬人，從事服務業部門者占 71.9%，工業部門占

27.5%，人數最多的前 5 名行業為製造業 21 萬人(占 23.1%)、批發及

零售業 15.5 萬人(占 17.1%)、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1.5 萬人(占

12.6%)、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5 萬人(占 8.2%)、教育業 5.6 萬

人(占 6.2%)，合計占比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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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近 5 年大專畢業生之各行業全時工作者人數 
 111 年 1 月底 單位：千人；% 

 總 計 106 年 
畢業 

107 年 
畢業 

108 年 
畢業 

109 年 
畢業 

110 年 
畢業 

總 計(A) 909 215 210 196 165 123 
農、林、漁、牧業(B) 6 2 1 1 1 1 
  占比(B/A) 0.64 0.72 0.65 0.65 0.56 0.56 
工 業(C) 250 63 60 53 43 31 
  占比(C/A) 27.48 29.13 28.50 27.04 26.24 25.2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 0 0 0 0 
製造業 210 53 50 44 36 2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 1 1 0 0 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 1 1 1 0 0 
營建工程業 35 8 8 7 7 5 

服務業(D) 653 151 148 141 121 91 
  占比(D/A) 71.89 70.15 70.86 72.30 73.21 74.24 
批發及零售業 155 37 36 33 29 21 
運輸及倉儲業 20 5 5 4 3 2 
住宿及餐飲業 45 10 10 10 9 7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53 13 13 11 9 6 
金融及保險業 43 11 10 10 8 5 
不動產業 14 3 3 3 3 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5 17 17 16 14 11 
支援服務業 23 5 5 5 4 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3 3 3 3 2 2 
教育業 56 12 12 12 12 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15 25 25 26 21 1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1 3 2 2 2 1 
其他服務業 30 7 7 6 5 4 

不詳 0 0 0 0 0 -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說  明：1.本表”0”係指不及 500 人。 
          2.本表係以投保勞工保險者統計。 

(三) 全時薪資 

依據 110 年 7 月底統計，105 至 109 年大專畢業生投保勞保全時

工作者之月勞退提繳工資平均為 40,149 元；另 105 年大專畢業生畢業

5 年(110 年 7 月底)之平均提繳工資為 42,624 元，與其畢業 1 年(106
年 7 月底)之 32,396 元相較，4 年增加逾 1 萬元，增幅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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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105 年至 109 年大專畢業生全時工作者月勞退提繳工資 
  單位：元；% 

畢業年 畢業年數 總體 
平均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率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率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率 

較畢業 
第1年 
工資 
增減率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率 

5屆畢業生合計 
110年7月底 40,149 - 77,323 - 55,949 - 36,509 - 35,517 - 

105 

1 32,396 - 67,043 - 47,166 - 28,939 - 30,175 - 

2 35,063 8.23 69,740 4.02 49,336 4.60 31,294 8.14 32,331 7.14 

3 37,674 16.29 73,435 9.53 52,237 10.75 34,309 18.56 34,491 14.30 

4 40,349 24.55 77,274 15.26 55,512 17.69 37,203 28.56 36,268 20.19 

5 42,624 31.57 82,054 22.39 59,361 25.86 39,305 35.82 37,452 24.12 

106 

1 33,050 - 69,319 - 48,601 - 29,752 - 30,519 - 

2 36,072 9.14 72,232 4.20 50,488 3.88 32,367 8.79 32,978 8.06 

3 38,945 17.84 75,639 9.12 53,419 9.91 35,742 20.13 35,007 14.71 

4 41,448 25.41 80,297 15.84 57,657 18.63 38,150 28.23 36,488 19.56 

107 

1 34,297 - 69,152 - 49,265 - 30,632 - 31,388 - 

2 37,120 8.23 71,448 3.32 51,907 5.36 33,344 8.85 33,532 6.83 

3 40,052 16.78 76,214 10.21 55,812 13.29 36,599 19.48 35,502 13.11 

108 
1 35,911 - 70,395 - 50,161 - 32,025 - 31,790 - 

2 38,421 6.99 74,444 5.75 54,230 8.11 34,372 7.33 33,752 6.17 

109 1 37,093 - 71,976 - 52,620 - 32,617 - 31,424 -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說    明：畢業年數涉及統計時距，如畢業年 105 年，其畢業年數 1 年係指統計時距為 106 年 7 月底，

畢業年數 5 年係指統計時距為 110 年 7 月底，餘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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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失業狀況 

(一) 失業人數 

110 年青年失業人數為 20.4 萬人，與 109 年相當；失業原因以初

次尋職失業者 9 萬人最多，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6.8 萬人次之，若與 109
年比較，以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者增加 1.3 萬人最多，對原有工

作不滿意則減少 8 千人。 

表14  青年失業原因 
單位：千人；% 

 總 計 初次 
尋職 

非初次 
尋職 

     
對原有工 
作不滿意 

工作場所業務 
緊縮或歇業 

季節性或臨時 
性工作結束 

傷病或 
健康不良 

其他 
原因 

100 年 220 91 130 80 30 13 2 3 
105 年 207 101 106 71 21 8 2 4 

106 年 205 96 109 74 20 12 1 3 
107 年 203 99 104 72 18 12 1 2 
108 年 211 100 111 80 17 11 1 2 

109 年 204 95 109 76 19 9 1 3 
110 年 204 90 115 68 32 10 1 3 

110年較 
109年增減率 0.17 -6.16 5.72 -10.78 68.50 *_ *_ *_ 

110年較 
100年增減率 -7.28 -1.41 -11.39 -14.70 5.88 -23.37 *_ *_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_為該項資料絕對數甚小，計算變動比率時，幅度顯大，易生誤會，故從略。 
 
 

(二) 失業率 

110 年青年失業率為 8.8%，較 109 年上升 0.2 個百分點，高於全

體之 4%，可能與青年初入職場尚在學習摸索階段，且多非家計主要

負擔者，致轉換工作頻率較高等因素有關，惟隨年齡增長失業情勢回

穩，失業率亦由 15~24 歲之 12.1%降至 25~29 歲之 6.6%，至 30~34
歲則降為 3.8%。依教育程度觀察，青年失業率以大學及以上之 10.3%
最高，高級中等 7%次之，專科 4.9%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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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青年失業率 
單位：%；百分點 

 總 計 
性 別 年 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15~24 
歲 

25~29 
歲 

國中 
及以下 

高級中等 
(高中、高職) 專科 大學 

及以上 

100 年 9.02 9.47 8.60 12.47 7.11 9.85 8.96 6.33 9.69 
105 年 8.89 9.24 8.53 12.12 6.76 8.90 8.05 5.75 9.72 
106 年 8.72 8.88 8.55 11.92 6.58 7.20 8.12 6.28 9.46 
107 年 8.47 8.96 7.96 11.54 6.37 8.61 7.53 5.42 9.31 
108 年 8.75 8.89 8.59 11.88 6.57 7.61 7.37 7.25 9.68 
109 年 8.56 8.40 8.74 11.61 6.50 4.49 7.06 5.17 9.97 
110 年 8.78 8.76 8.80 12.11 6.59 5.94 7.00 4.90 10.26 

110年較109年 
增減百分點 0.22 0.36 0.06 0.50 0.09 1.45 -0.06 -0.27 0.29 
110年較100年 
增減百分點 -0.24 -0.71 0.20 -0.37 -0.52 -3.91 -1.96 -1.44 0.5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三) 失業週數 

110 年青年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為 19.4 週，較 109 年減少 2.1 週，

且低於全體之 20.2 週，其中初次尋職失業者為 22.4 週，較 109 年減

少 0.3 週，非初次尋職失業者 17.1 週，亦減 3.4 週；依教育程度觀察，

以大學及以上 20 週最長，專科 16.8 週最短。另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

之長期失業者比率為 8.7%，低於全體之 10.7%。 

表16  青年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 
單位：週 

 總計 初次 
尋職 

非初次 
尋職 

年 齡 教育程度 長期 
失業者 
比率 
(%) 

15~24 
歲 

25~29 
歲 

國中 
及以下 

高級中等 
(高中、高職) 專科 大學 

及以上 

100 年 24.08 25.75 22.91 19.75 28.30 27.51 22.95 22.89 24.57 11.84 
105 年 22.75 25.96 19.70 19.91 26.13 16.30 23.71 20.16 22.96 12.28 
106 年 21.91 23.69 20.34 19.92 24.31 20.15 22.10 25.58 21.58 11.16 
107 年 21.08 24.77 17.58 20.20 22.18 15.87 23.28 15.79 20.88 11.03 
108 年 21.03 24.55 17.85 19.04 23.52 18.71 19.23 19.28 21.98 9.91 
109 年 21.49 22.65 20.47 18.68 24.89 28.50 21.53 15.13 21.66 10.75 
110 年 19.38 22.35 17.06 16.99 22.27 18.43 18.02 16.75 20.00 8.7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長期失業者係失業期間達 1 年(或 53 週)以上之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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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尋職過程 

110 年 10 月青年失業者 20 萬人，在找尋工作過程中有工作機會

但未就業者 7.2 萬人，占 36%，其未就業原因有 66.8%係待遇不符期

望；未遇有工作機會者 12.8 萬人，占 64%，其尋職遭遇之困難，則以

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占 33.1%最高，待遇不符期望、專長技能(含
證照資格)不合則各占 28.8%、28%。 

圖5  曾遇有工作機會之青年失業者未就業原因 
110年10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圖6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青年失業者遭遇的困難 
110年10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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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勞動力狀況 

110 年青年非勞動力人數為 171.7 萬人，較 109 年減少 6.8 萬人，未參

與勞動之主要原因為求學及準備升學，計 167.6 萬人，占 97.7%，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及料理家務者各 1.2 萬人。 

表17  青年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單位：千人；% 

 總 計 

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且 
隨時可以 
開始工作 

求學及 
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身心障礙 其 他 

100年 2,366 47 2,144 85 24 67 
105年 2,144 38 2,011 36 9 50 

106年 2,060 21 1,978 28 3 29 
107年 1,960 9 1,926 10 1 14 
108年 1,844 3 1,831 3 0 6 

109年 1,785 8 1,756 9 1 11 
110年 1,717 12 1,676 12 1 15 

110年較 
109年增減率 -3.83 *_ -4.51 *_ *_ 34.99 

110年較 
100年增減率 -27.46 -73.94 -21.80 -86.12 *_ -77.3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_為該項資料絕對數甚小，計算變動比率時，幅度顯大，易生誤會，故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