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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發展對勞動市場就
業樣態影響觀察 -以零售業為例

 壹、前言

隨著網路科技、數位平台之運用與
發展，商業服務模式屢屢創新。不但降低
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同時因對地域、實
體之需求減降，也降低了進入市場障礙，
並造成就業樣態與工作模式之改變。尤其
Covid-19 疫情蔓延，隔離管制措施帶來無
接觸商機，更使電子商務活動爆發式成長。

2022 年 全 球 電 子 商 務 市 場 價 值 為
18.98 兆美元；全球 80 億人口中約有 21.4

億為電子商務購物者。這種快速擴張可歸
因於幾個關鍵因素，如：快速提增的網路
滲透率和智慧型手機使用率，使消費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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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彎｜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　研究員

夠輕鬆在線上購物。其次，COVID-19 疫
情衍生的管制隔離促使消費者更喜歡線上
交易模式的保護、速度和舒適度。

 貳、電子商務發展對勞動市場
的影響

電子商務是數位平台技術所帶動的商
業模式，其特點是商品／服務因為網路技
術、數位平台、應用程式的發展而變得多
樣化、精準化、效率化。在勞動市場層面，
電子商務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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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發展對勞動市場就
業樣態影響觀察 -以零售業為例

一、 工作內容、人力供需變化與轉型

電子商務及自動化產生全新的工作內
容或衍生新的工作角色，或是傳統職位被
賦予新的內容。電子商務除了直接在資通
訊技術領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也經由對
產品、服務需求及多樣性的增加，間接創
造新的就業機會。尤其在 Covid-19 期間，
企業加速了自動化進程，使實體銷售工作
迅速減少，帶動電子商務蓬勃興起，為支
援線上商店的部門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例如與零售業密切相關的物流工作（倉儲、
運輸）以男性員工居多，因此零售業電子
商務化對此一領域男性員工的負面衝擊較
小，甚而有正面的幫助。

此外，網路科技雖然可能代替一些例
行性的人力工作，但有些人員在其原先的
部分工作被取代之後，反而可能藉由先進
的自動化協助，來處理一些原先「認知需
求較高」的工作，例如廣告投放的成效分
析（Autor（2014））。

電子商務自動化是否擴增或可能縮減
就業機會 ？美國於2019 年線上銷售額增
加 ，但非實體店的零售業就業人數實際上
下降了1.4%（ Scalefast Team（ 2020））。
然 而 Jovanovi´c, Vujadinovi´c, Mitreva, 

Fragassa & Vujovi´c (2020) 發 現 ，隨
著電子商務蓬勃發展 ，銷售量和就業機
會 都 同 樣 增 加； Gherghina, Botezatu   
Simionescu（ 2021）使用歐盟國家的追蹤
資料探究電子商務對就業率的影響 ，結果
顯示電子商務對就業率有正向影響；且電

子商務市場愈發達 、數位工具滲透率愈高
的西歐國家的正向關係較東歐國家更明顯。

二、 職能要求與教育訓練

電子商務和數位化對工作內容和職能
要求產生重大的影響，尤其數位化根本改
變工作的性質、對技能的要求，且影響國
際 分 工（UNCTAD（2017））。 電 子 商
務因為與網路科技連結，因此對於職能要
求多與資訊網路科技相關（包含硬體與軟
體）。因此，電子商務從業人員若要獲取
新的工作機會，需要再接受相當的培訓或
進修。

三、 服務提供模式改變對就業型態之影響

雖然電子商務透過平台完成商品或勞
務供需媒合，屬於線上作業，但勞動者其
實在線下提供實體傳遞商品或服務。透過
線上與線下的交流，產生既競爭又合作、
可互補又替代等複雜的供應鏈體系。由於
網路、平台經濟具有時間、空間多元發展
性與彈性，因此吸引自由工作者或兼差者
通訊協作加入。而透過網路將工作任務與
業務流程分割、分包給不同工作者，因此
市場分工也愈趨綿細，企業利用「承攬契
約」來代替正式勞雇關係也愈趨普遍，此
類新生的非典型工作常見於先進國家。

對勞動者而言，這種就業型態的利弊
因人而異。許多自由工作者（自營作業者）
沒有正職勞工的權利（加班費、帶薪的病
假／產假／育嬰假、失業保險），但享有
相較於正職員工更多元的工作時間、地點
與作業模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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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子商務發展對實體零售工作者的可
能影響

電子商務的特色之一為服務自動化的
程度提高，而對實體零售工作者和傳統仲
介工作者的需求下降，因而對非電子商務
的商家收入甚而從業人員的收入有潛在負
面影響。疫情前，美國實體賣場員工即因
電子商務興起，使其周邊的零售從業人員
收入，尤其是以時薪計算的兼職員工的薪
資顯著減少（減少原因來自於工作小時數
減少）。其中青年和老年工人的工資收入
下降幅度更大。至於女性部分，因已開發
國家收銀員以女性居多，零售業電子商務
化的趨勢可能對女性零售工作者的就業衝
擊較大。

 參、國內電子商務相關從業人
員特性觀察

為觀察近年有關零售業電子商務相關
從業人員之特性，在此以勞保公務資料觀
察零售業中與電子商務最為相關之 487 其
他非店面零售業（簡稱非店面零售業），

及其下之三個細業別（四位碼）：487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簡稱電子購物業）、

4872 直銷業以及 4879 未分類其他無店面

零售業（簡稱無店面零售業）從業人員的

身分特性，並以批發業、零售業大業別作

為對照、比較。

根據表 1 資料，行業編碼 487 之非店

面零售業投保人次，由 2017 年約 1.3 萬

人，五年間增加 53.1% 至 2.0 萬人，約占

中業別 48 零售業投保人數的 3.4%。若以

細行業 4 位碼觀察，則以 4871 電子購物

業投保人數 1.4 萬人最多；而 4879 無店

面零售業則不到 2 千人。

觀察零售電子商務從業人員平均年

齡，487 非店面零售業約 37.3 歲，略低於

整體零售業的 37.6 歲。其中 4871 電子購

物業之平均年齡約 34.5 歲、4872 直銷業

約 46.7 歲、而 4879 無店面零售業約 34.9

歲；就平均投保薪資觀察，整體零售業約

31,029 元 / 月，而 487 非店面零售業約為

33,907 元 / 月。1 其下之四位碼行業，以

4879 無店面零售業之平均薪資 38,488 元

最高。

至於零售電子商務相關從業人員之性

別分布，女性明顯多於男性，2021 年男女

比例約為 33：66（約 1:2），明顯高於批

發業（接近 1：1）、零售業（44：56）。

就教育程度觀察，487 非店面零售業

零從業人員中高等學歷（大學以上學歷比

1. 有關薪資在此以被保險人之勞保投保薪資與勞退薪資較高者為其代表薪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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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比 例 約 57.3%， 明 顯 高 於 批 發 業 之
45.5%、 整 體 零 售 業 之 23.2%。 而 4871

電子購物業與 4879 無店面零售業之大學
學歷比重，分別為 54.5%、49.8%，多達
半數；而 487 非店面零售業之碩士、博士
學歷者比重約 7.8%。

雖然電子商務可能有較高的彈性工時
與工作地點，但零售業電子商務相關產業
仍以全時工作者居多，487 非店面零售業
之部分工時者之比重約為 5.3%，低於批發
業之 5.6%、零售業之 16.1%。在就業模
式方面零售電子商務從業人員仍以一人一

工為多數，487 非店面零售業之一人一工
者，於 2021 年時比重約為 97.0%，比批
發業 92.6  、零售業 90.9% 明顯較高；顯
示國內電商從業人員兼職投保或一人多工
的情形，未如批發業、零售業普遍。

而根據張玉燕（ 2023）之調查與訪談
結果 ，可知電子商務從業人員的職能需求
可依據專業與企業規模加以區分 。其中 ，
資訊平台或中大型電商企業 ，電商工作內
容多由其內部執行 ，因此資訊人員和資訊
工程的能力相對較倚重 ，由於分工細密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職能基準（ iCAP）

表1　我國零售業電子商務從業人員之就業概況與特性

行業別編碼
二位碼中業別 三位碼小業別 四位碼細業別

45~46 47~48 487 4871 4872 4879

行業別
項目 批發業 零售業 其他非店面零

售業
電子購物及
郵購業 直銷業 未分類其他無

店面零售業

投保人次（人次） 1,262,333 607,570 20,417 13,956 4,558 1,903 

平均年齡（歲） 40.9 37.6 37.3 34.5 46.7 34.9

平均薪資（元 /月） 39,424 31,029 33,907 35,360 27,547 38,488 

性別比例
（%）

男性 49.7 44.4 33.2 33.5 28.4 42.2 

女性 50.3 55.6 66.8 66.5 71.6 57.8 

從業人員
各學歷比

重（%）

國小畢業 1.5 3.5 0.9 0.4 2.4 1.4 

國中畢業 7.8 20.9 6.0 4.5 9.4 8.4 

高中職 25.1 36.6 18.0 15.8 26.6 13.7 

專科 20.2 15.8 17.7 17.2 19.5 17.1 

大學畢業 38.4 20.9 49.5 54.5 34.0 49.8 

碩士畢業 6.8 2.2 7.6 7.3 7.8 9.1 

博士畢業 0.2 0.1 0.2 0.2 0.3 0.4 

工作模式
比例（%）

部分工時 5.5 16.1 5.3 5.3 0.2 17.9 

全時工作 94.5 83.9 94.7 94.7 99.8 82.1 

就業型態
比例（%）

一人一工 92.6 90.9 97.0 96.5 99.1 95.9 

一人多工 7.4 9.1 3.0 3.5 0.9 4.1 

資料來源：處理自勞保公務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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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做為電子商務工作的職能要求的指標 。
至於中小型企業的電商操作 ，可能透過外
包 ，或由一般業務或行銷人員經基本訓練
後 ，透過外部資源或程式工具協助 ，有關
行銷 、業務 、基本的數據分析能力都必須
掌握；就後者而言 ，工作者的學習態度和
學習能力比資訊技術背景更重要 。

現階段電商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的主
要管道：公司內外的課程訓練、產學合作、
建教合作或是在職訓練。由於電子商務之
人才培訓的關鍵為實務與跨域職能整合，
因此包括如資料分析或是行銷、企劃和業
務人員等之訓練都以實作或案例、個案探
討為主，「做中學」為常見的訓練模式。

 肆、結論與建議

由於網路平台經濟興起，電子商務尤
其是銷售予個人（家庭）的業務隨後疫時
期服務業復甦而爆發蓬勃商機，透過線上
與線下之實體、虛擬整合，電子商務活動

仍然方興未艾。不但大企業建立新部門來
經營電商，中小企業、網紅、部落客、自
媒體也多加入相關行銷串聯。雖然電子商
務之人力運用與職能訓練方面，因企業規
模而有不同之培訓資源與分工導向。但在
市場亟缺人才，加上國內中小企業數量龐
大，在網路科技運用不斷創新的情況下，
電子商務、數位人才的訓練可朝向「T 型
技能」發展，即透過豎線垂直加強本職領
域中技能與知識之深度了解；配合一橫線
增加橫向溝通整合能力，將「專業知識」
應用在其他領域，並與該領域專家合作的
能力。透過綜合深度與廣度的電商通才訓
練，將數位行銷知識技能分為數個面向，
包括：一、基礎知識層級；二、行銷專業
層級；三、行銷管道技能層級。透過不同
層次、進階之實務運用，以及跨域整合，
利用沉浸式、做中學方式，以厚植技能、
職能之深度與廣度，必能為我國中小企業
培育豐沛的電子商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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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的勞工，除每月雇主強制提繳的退休金外，自己也可以依
財務狀況在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建議學生打工族或初入職場的
社會新鮮人及早參加，提繳時間越長，可領取的退休金也越多 !

自願提繳退休金

勞工可選擇以口頭或書面向雇主表達自願提繳

的意願，由雇主向勞保局申報，並由雇主每月

向勞工收取自提金額繳納至勞保局。

勞工自願提繳率 1 年內最多可調整 2 次，且可
隨時透過雇主向勞保局申報停止勞退自提。

雇主每月應於勞工薪資單中註明自提金額，或

另以其他書面或電子傳輸方式通知勞工，年終

時應另掣發收據。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受委任工

作者、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亦可於每月

工資或執行業務所得 6% 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

金，同樣享有稅賦優惠等好處。

小叮嚀小叮嚀

自願提繳退休金

自願提繳金額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

得課稅。

享有賦稅優惠：

保證收益機制：

保障退休生活：

自願提繳期間之累積運用收益，不低於

依當地銀行 2 年定期存款利率所計算的

保證收益。

增加勞工退休金個人

專戶的本金，提升退

休生活保障。

勞動部自提
影音分享

勞保局「勞退自提好處多！」
懶人包

更多資訊
分享

勞工自提退休金
老年生活好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