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青少年勞動力概況

（一）青少年人口狀況

受生育率逐年下降影響，97 年台灣地區青少年(15 歲~24 歲)民

間人口（不含服役人口）降為 308 萬 6 千人，較 87 年之 350 萬 2 千

人減少 41 萬 6 千人或減 11.9％。

表一、青少年之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年    別 青少年
民間人口

勞 動 力 非 勞 動 力

就業者 失業者 求學及

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87 年平均 3,502 1,259 1,167 92 2,243 2,022 119

92 年平均 3,374 1,144 1,013 131 2,230 2,043 71

96 年平均 3,132 974 870 104 2,158 2,047 29

97 年平均 3,086 931 821 110 2,155 2,042 27

較 96 年增減實數 -46 -43 -49 6 -3 -5 -2

較 87 年增減實數 -416 -328 -346 18 -88 20 -9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青少年勞動力

97 年青少年勞動力人口為 93 萬 1 千人，較十年前減少 32 萬 8

千人，減幅達 26.1％，較青少年人口減幅高 14.2 個百分點。97 年

青少年非勞動力人口為 215 萬 5 千人，較十年前亦減少 8 萬 8 千人

或減 3.9％。其中「求學及準備升學」之非勞動力人口較十年前不

減反增加 2 萬人，料理家務者減少 9 萬 2 千人，顯示教育普及，就

學年限延長，延緩青少年進入職場，致勞動力人口逐年遞減，其勞

動參與程度亦呈逐年下降趨勢。至 97 年青少年之勞動力參與率降

為 30.27％，較十年前減少 5.79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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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青少年之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年    別 總計 性 別 教 育 程 度

男 女 國中及

以下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及

以上

87 年平均 35.96 34.76 37.01 46.91 20.81 42.20 43.90 15.26

92 年平均 33.91 30.79 36.76 44.16 16.11 46.97 49.81 16.39

96 年年均 31.10 28.13 33.96 34.65 15.52 42.46 56.94 23.84

97 年年均 30.17 27.81 32.47 32.33 14.47 40.55 57.19 25.04

較上年增減(百分點) -0.93 -0.32 -1.49 -2.32 -1.05 -1.91 0.25 1.20 

較 87 年增減(百分點) -5.79 -6.95 -4.54 -14.58 -6.34 -1.65 13.29 9.7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按性別觀察，97 年男性青少年勞動參與率為 27.81％，女性為

32.47％，女性明顯高出男性 4.66 個百分點，主要因部分男性延長

就學年限所致。

我國青少年大多在求學階段，其勞參率明顯較其他年齡層為低。

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比較，除高於韓國的 26.3％外，歐美國家因打工

風氣較盛，且先工作再求學者亦甚普遍，致青少年勞參率普遍高於

我國。

表三、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國際比較

                                                                        單位：%

項　目　別 中華民國

2008 年

韓　國

2008 年

新加坡

2007 年

香　港

2007 年

日　本

2008 年

美　國

2008 年

總　計(15~24 歲) 30.2 26.3 37.0 42.9 44.5 58.8

15~19 歲 9.7 6.5 13.6 14.2 16.2 *40.2

20~24 歲 51.7 50.1 66.6 70.4 69.3 74.4

男　性(15~24 歲) 27.8 21.0 37.9 41.1 44.3 61.0

15~19 歲 10.1 5.6 15.2 14.8 16.1 *40.1

20~24 歲 48.1 43.9 67.6 68.4 69.1 78.7

女　性(15~24 歲) 32.5 31.1 35.7 44.7 44.8 56.5

15~19 歲 9.4 7.5 11.7 13.6 16.2 *40.2

20~24 歲 54.9 54.6 65.5 72.3 69.7 70.0

資料來源：我國－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

報告」，韓國統計資料庫 http://www.nso.go.kr/eng/，其他－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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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為 16~1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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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就業狀況

97 年青少年就業人數為 82 萬 1 千人，男性為 37 萬 1 千人，女

性為 45 萬人，受男性服兵役及延長就學年限影響，女性就業者較

男性多出 7 萬 9 千人。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主要以高職就業者 30 萬 1 千人最多，占

36.7％，大學及以上 26 萬 5 千人次之，占 32.3％，專科 11 萬 6 千

人，占 14.1％。因高等教育普及所致，十年來大學及以上之程度增

加 26.9 個百分點，至於專科、高中、高職、國中及以下程度則分別

減少 4.96、1.10、9.93 及 10.95 個百分點。

表四、青少年就業人數－按性別、年齡分

單位：千人

年別 總計

性別 年齡

男性 女性 15-19 歲 20-24 歲

87 年平均 1,167 519 648 286 881

92 年平均 1,013 429 584 165 848

96 年平均 870 383 487 138 732

97 年平均 821 371 450 136 685

較 96 年增減實數 -49 -12 -37 -2 -47

較 87 年增減實數 -346 -148 -198 -150 -1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表五、青少年就業者－按教育程度分

                                                         單位：千人、%

年  別 總計 國中及以下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及以上

% % % % %

87 年平均 1,167 224 19.19 115 9.85 544 46.62 222 19.02 62 5.31 

92 年平均 1,013 125 12.34 85 8.39 461 45.51 219 21.62 123 12.14 

96 年平均 870 80 9.17 81 9.34 328 37.74 137 15.76 244 27.99

97 年平均 821 68 8.25 72 8.76 301 36.68 116 14.07 265 32.25 

較 87 年增

減

-346 -156 (-10.95) -43 (-1.10) -243 (-9.93) -106 (-4.96) 203 (26.9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 )內數字為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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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業觀察，青少年從事製造業者最多，占 28.2％，從事批發

零售業次之，占 20.8％，住宿及餐飲業再次之，占 13.3％、其他服

務業占 7.2％。依從事職業分析，青少年從事「生產及有關工人機

械設備操作工」最多，占 33.2％，其次為「服務工作及售貨員」，

占 30.6％，第三為「事務工作人員」，占 16.0％。

表六、青少年就業人數－按行業別分

                                                                      單位：千人、%

行  業  別 96 年平均 97 年平均 97 年較 96 年增減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點

總計 870 100.00 821 100.00 -49 -

農林漁牧業部門 8 0.97 9 1.13 1 0.16

工業部門 291 33.44 274 33.34 -17 -0.1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03 0 0.04 0 0.01

製造業 247 28.43 231 28.15 -16 -0.2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0.05 0 0.05 0 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 0.27 3 0.35 1 0.08

營造業 41 4.66 39 4.75 -2 0.09

服務業部門 571 65.59 538 65.53 -33 -0.06

批發零售業 186 21.32 170 20.75 -16 -0.57

運輸及倉儲業 17 1.93 15 1.83 -2 -0.10

住宿及餐飲業 107 12.28 109 13.30 2 1.02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4 1.64 14 1.68 0 0.04

金融及保險業 24 2.77 21 2.59 -3 -0.18

不 動 產 業 5 0.62 4 0.50 -1 -0.1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3 2.65 22 2.62 -1 -0.03

支援服務業 14 1.62 13 1.61 -1 -0.01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 1.17 11 1.35 1 0.18

教育服務業 47 5.44 43 5.22 -4 -0.2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1 4.75 42 5.07 1 0.3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7 2.00 15 1.81 -2 -0.19

其他服務業 65 7.42 59 7.19 -6 -0.2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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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青少年就業人數－按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職  業  別 96 年平均 97 年平均 97 年較 96 年增減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點

總計 870 100.00 821 100.00 -49 -

民意代表氣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1 0.11 1 0.10 0 -0.01 

專業人員 46 5.28 41 4.97 -5 -0.3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22 13.98 117 14.23 -5 0.25 

事務工作人員 142 16.32 131 15.97 -11 -0.35 

服務工作及售貨員 267 30.62 251 30.58 -15 -0.04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8 0.95 8 1.01 0 0.06 

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 285 32.75 272 33.15 -13 0.4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97 年 5月「人力運用調查」顯示，青少年

因就學比率較高，故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15 萬 7 千人，占全體青少年就業者達 19.2％。其中部分時間工作者

11 萬人，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 12 萬人，分別占就業者之

13.5％與 14.7％。

女性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有 8 萬 8 千人，

較男性的 6 萬 9 千人多出 1 萬 8 千人。按年齡別觀察，15-19 歲從

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有 4 萬 6 千人，占同年齡層

就業者比率 35.1％；20-24 歲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

作者有 11 萬 1 千人，占就業者之 16.2％。

按教育程度分，以大學及以上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

遣青少年工作者有 8 萬 8 千人，占大學及以上青少年就業者之比率

33.4％最高，其次分別為專科與高職，各占 13.8％及 13.3％。按部

門別觀察主要以服務業較高占 24.5％，其職業以從事服務工作人員

及事務工作人員較多，分占 28.3％及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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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青少年工作者特性

                                      97 年 5月                     單位：人、%

項     目     別 青少年

就業者

部分時間

、臨時性或

人力派遣

青少年

工作者

部分時間

青少年

工作者

臨時性或

人力派遣

青少年

工作者

占青少年

就業者比

率(％)

占青少年

就業者比

率(％)

占青少年

就業者比

率(％)

總            計 817,588 157,099 19.21 110,158 13.47 119,997 14.68 
男 361,471 69,396 19.20 44,597 12.34 52,948 14.65 
女 456,117 87,703 19.23 65,561 14.37 67,049 14.70 

年            齡

15-19  歲 130,937 45,869 35.03 32,562 24.87 38,362 29.30 

20-24  歲 686,651 111,230 16.20 77,596 11.30 81,635 11.89 
教   育  程   度

國中及以下 69,773 6,531 9.36 1,900 2.72 6,315 9.05 
高中 71,920 7,349 10.22 4,527 6.29 6,847 9.52 
高職 292,667 38,862 13.28 18,029 6.16 33,915 11.59 
專科 120,013 16,566 13.80 9,712 8.09 12,234 10.19 
大學及以上 263,215 87,791 33.35 75,990 28.87 60,686 23.06 

行            業

農      業 6,873 196 2.85 0 0.00 196 2.85 
工      業 267,769 23,704 8.85 8,583 3.21 21,317 7.96 
服  務  業 542,946 133,199 24.53 101,575 18.71 98,484 18.14 

職            業

民代及主管人員 1,643 0 0.00 0 0.00 0 0.00 
專業人員 35,400 5,066 14.31 3,216 9.08 5,066 14.31 
技術人員 104,462 15,481 14.82 12,152 11.63 9,724 9.31 
事務工作人員 141,952 30,974 21.82 24,194 17.04 24,567 17.31 
服務工作人員 249,696 70,563 28.26 57,799 23.15 50,348 20.16 
農事工作人員 5,329 72 1.35 0 0.00 72 1.35 
生產操作人員 279,106 34,943 12.52 12,797 4.58 30,220 10.8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明：由於「部分時間工作者」可能亦是「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故二者合計人數將超

過全體「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人數。

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為 22,564元，其中以

20,000元~未滿 25,000元占 28.7％較多，25,000~未滿 30,000元占

21.4％次之。按學歷觀察，國中及以下青少年就業者之主要工作收

入為 23,301元，高中 23,492元，高職 21,747元，專科 26,112元，

大學及以上 21,388元。由於大學及以上之青少年就業者，甫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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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初入職場，尚處於社會新鮮人階段，故每月工作收入為所有教

育程度中最低，惟未來薪資仍有上漲空間。

表九、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

                                                                            單位：%、元

教育程度別 合 計 未  滿

15840

元

15840~未

滿 20000

元

20000~未

滿 25000

元

25000~未

滿 30000

元

30000~未

滿 40000

元

40000~未

滿 50000

元

50000

元以

上

平 均

92 年 5月 100.00 12.75 21.52 28.90 20.47 13.65 2.08 0.64 22,343

93 年 5月 100.00 11.64 20.12 29.78 21.72 14.06 1.95 0.74 22,727

94 年 5月 100.00 10.82 18.19 30.82 22.31 14.62 2.44 0.80 23,029

95 年 5月 100.00 11.82 17.09 28.57 23.02 16.22 2.45 0.82 23,136

教育程度別 合 計 未  滿

17280

元

17280~未

滿 20000

元

20000~未

滿 25000

元

25000~未

滿 30000

元

30000~未

滿 40000

元

40000~未

滿 50000

元

50000

元以

上

平 均

96 年 5月 100.00 17.09 9.84 28.66 23.94 16.48 2.79 1.19 23,419

97 年 5月 100.00 20.20 12.61 28.69 21.42 12.87 3.17 1.04 22,564

國中及以下 100.00 12.93 13.80 32.47 23.46 14.14 2.79 0.40 23,301

高中 100.00 10.52 19.92 31.97 18.24 13.81 4.35 1.18 23,492

高職 100.00 17.90 15.39 35.48 20.44 8.26 2.31 0.22 21,747

專科 100.00 11.11 11.94 30.26 24.70 12.87 6.15 2.98 26,112

大學及以上 100.00 31.19 7.69 18.90 21.32 17.21 2.53 1.16 21,38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三、青少年失業狀況

97 年受全球性金融風暴影響，就業市場情勢較為嚴峻，青少

年失業率增為 11.81％，創近十年新高。按年齡比較，青少年失業

率亦居各年齡層之冠（壯年失業率 4.02％、中高齡失業率

2.54％），其中男性失業率為 12.45％，較女性失業率 11.28％高出

1.1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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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青少年失業狀況－按性別分

                                           單位：千人、%

年   別 總 計 男 女

失業者 失業率 失業者 失業率 失業者 失業率

92 年平均 131 11.44 67 13.45 64 9.90

93 年平均 120 10.85 64 13.08 56 9.09

94 年平均 112 10.59 53 11.56 58 9.82

95 年平均 104 10.31 51 11.60 52 9.29

96 年平均 104 10.65 49 11.41 54 10.04

97 年平均 110 11.81 53 12.45 57 11.28

較 92 年增減 -21 (0.37) -14 (-1.00) -7 (1.3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 )內數字為百分點。

按教育程度觀察，大學及以上失業率為 14.16％、專科

8.58％、高中 11.18％、高職 10.61％、國中及以下之 13.56％。由於

高等教育就學年限較長，大學生（或更高教育程度者）甫踏出校門，

面對競爭的就業環境及適應不同工作要求，尚處於學習摸索階段，

轉換工作之頻率高，故失業率高於其他教育程度者，惟隨著年齡增

長，在渡過尋職階段後，工作日趨穩定，失業率明顯下降。

表十一、青少年失業狀況－按教育程度分

單位：千人、%

年  別 合計 國中及以下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及以上

失業率 失業率 失業率 失業率 失業率 失業率

92 年平

均

131 11.44 24 16.17 12 12.02 59 11.38 20 8.28 16 11.57

93 年平

均

120 10.85 17 13.00 10 10.55 51 10.46 21 9.44 20 12.36

94 年平

均

112 10.59 15 12.17 10 11.08 44 9.96 18 9.18 24 12.12

95 年平

均

104 10.31 11 10.98 10 11.21 40 9.77 15 8.83 28 11.62

96 年平 104 10.65 11 12.05 9 9.51 37 10.22 12 8.23 35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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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97 年平

均

110 11.81 11 13.56 9 11.18 36 10.61 11 8.58 44 14.16

較 92 年 -21 (0.37) -13 (-2.61) -3 (-0.84) -23 (-0.77) -9 (0.3) 28 (2.5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 )內數字為百分點。

表十二、97 年各年齡組失業率－按教育程度分 

                           單位：％

年齡別 國中以下 高職 高中 專科 大學以上

15 歲-24 歲 13.56 10.61 11.18 8.58 14.16

25 歲-29 歲 7.45 5.95 6.61 5.13 7.07

30 歲-34 歲 5.38 4.09 4.59 3.81 3.08

35 歲-39 歲 4.75 3.35 3.04 2.37 1.83

40 歲-44 歲 3.78 2.69 3.23 1.85 1.36

45 歲-49 歲 3.51 2.60 3.29 2.16 1.54

50 歲-54 歲 3.44 2.47 2.56 2.04 0.86

55 歲-59 歲 2.65 1.72 2.76 2.16 1.38

60 歲-64 歲 1.48 1.01 2.14 1.98 0.3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

四、青少年就業者轉職情形

根據「人力運用調查」顯示，97 年 5月青少年就業者過去一年

有轉職經驗之比率為 13.0％，其中轉職一次者占 11.0％，轉職兩次

者占 1.6％，轉職三次以上者占 0.4％。

表十三、青少年就業者過去一年轉職情形

單位：人、%

項目別 人數 合  計 無轉職 有轉職

　 轉職一次 轉職兩次 轉職三次

以上

93 年 5月 980,581 100.00 85.03 14.97 13.23 1.34 0.39

94 年 5月 934,455 100.00 87.55 12.45 10.88 1.15 0.42

95 年 5月 878,935 100.00 87.96 12.04 9.64 1.76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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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5月 855,414 100.00 88.26 11.74 10.33 1.23 0.18

97 年 5月 817,588 100.00 87.04 12.96 10.96 1.58 0.42

較上年增減 -37,826 - (-1.22) (1.22) (0.63) (0.35) (0.2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 )內數字為百分點。

97 年青少年受雇者離職轉換工作之原因以自願者居多數，占

87.2％，換工作之原因以「待遇不好」占 30.4％最高，其次為「想

更換工作地點」占 21.0％，其餘原因均在一成左右或更低；而非自

願者占 12.8％，其原因以「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占 8.7％最

高，其次為「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占 3.4％，其他因素所占

比率甚低。

表十四、青少年受雇者勞工離職轉換工作之原因

單位：%

離職轉換工作原因 93 年

5月

94 年

5月

95 年

5月

96 年

5月

97 年

5月

97 年較

93 年增減

百分點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85.08 89.81 93.04 90.39 87.18 2.10

想更換工作地點 21.65 27.37 25.36 27.68 20.99 -0.66

待遇不好 19.52 21.88 24.80 25.92 30.40 10.88

工作環境不良 11.60 12.02 9.04 7.14 11.51 -0.09

工作時間不適合 9.57 9.07 10.72 9.87 11.74 2.17

工作沒有保障 7.39 7.08 9.45 8.57 7.20 -0.19

學非所用 … … 3.58 2.41 1.65 …

無前途 5.97 3.77 3.05 4.83 1.23 -4.74

健康不良 3.99 1.36 1.80 0.27 0.84 -3.15

想自行創業 2.42 0.49 1.36 1.80 0.30 -2.12

女性結婚或生育 … … 1.11 0.81 - …

自願辦理退休 0.20 - - - - …

其他 2.78 1.47 2.78 1.08 1.31 -1.47

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14.92 10.19 6.96 9.61 12.82 -2.1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 9.71 5.56 4.42 6.68 8.6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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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縮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

結束

3.20 2.45 1.62 2.62 3.44 0.24

企業內部職務調勤 0.55 1.22 0.57 - 0.14 -0.41

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

資遣

0.46 0.74 0.34 - 0.59 0.13

其他 1.00 0.22 … 0.31 -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表示數值不明或未產生資料。

五、青少年就業者找到現職的方法及失業者找尋工作情形

97 年 5月青少年就業者尋求現職之方法，以應徵廣告招貼（含

網路尋職）占 47.50％最高，託師長親友介紹占 35.26％居次，自家

經營占 7.57％，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占 3.86％，其餘均於

3％上下或更低。

表十五、青少年就業者找到現職之方法

單位：%

項    目    別 93 年 5月 94 年 5月 95 年 5月 96 年 5月 97 年 5月 97 年較

93 年增減

百分點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應徵廣告招貼（含網路尋職） 48.95 48.36 50.52 48.33 47.50 -1.45

託師長親友介紹 36.32 35.01 34.19 33.52 35.26 -1.06

自家經營 7.90 9.33 7.68 9.24 7.57 -0.33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登記求職

0.94 1.14 0.71 0.76 1.09 015

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登記求職

1.70 2 2.56 3.90 3.86 2.16

學校就業輔導室介紹 2.10 1.83 2.24 2.71 3.17 1.07

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1.86 1.91 1.89 1.27 1.37 -0.49

同一企業單位不同場

所間之職位調動

0.17 0.3 0.17 0.18 0.06 0.01

工會介紹 0.02 0.08 0.04 0.08 0.11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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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03 0.04 0.01 - -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過程中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占

59.5％，其原因以待遇太低占 28.0％為最高。至於找尋工作過程中

遭遇困難之最主要原因，以技術不合占 44.3％最高，工作性質不合

占 39.0％居次，教育程度不合占 9.9％居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教育

程度不合者較上年大幅減少 9.62 個百分點，而技術不合者增加 9.10

個百分點。顯示即便高等教育普及，但青少年求職者擁有之技能與

就業市場需求面之期待有所落差。

表十六、青少年失業者有無工作機會及未去就業原因

單位：%

項     目     別 95 年 5月 96 年 5月 97 年 5月 97 年較上年

增減百分點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

有工作

機會但

未去就

業原因

　 64.18 60.82 59.49 -1.33

待遇太低 36.50 29.97 27.96 -2.01

地點不理想 10.27 10.49 9.44 -1.05

工作環境不良 4.92 4.20 6.31 2.11

學非所用 4.24 3.90 3.30 -0.6

工時不合適 3.21 7.39 3.19 -4.2

興趣不合 2.87 4.55 6.72 2.17

其他 1.52 0.31 0.72 0.41

遠景不佳 0.64 - 1.84 -

沒 有 工 作 機 會       35.82 39.18 40.51 1.3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表示數值不明或未產生資料。

表十七、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過程中遭遇困難之最主要原因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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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別 95 年 5月 96 年 5月 97 年 5月 97 年較上年
增減百分點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

技術不合 35.66 35.15 44.25 9.10

工作性質不合 43.66 34.72 39.03 4.31

教育程度不合 13.33 19.52 9.90 -9.62

年齡限制 3.76 1.50 2.65 1.15

性別限制 0.39 1.68 0.41 -1.27

語言限制 - - - -

婚姻狀況限制 - 0.83 1.51 0.68

其他 3.20 6.61 2.25 -4.3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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