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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45歲以上）勞動狀況 

一、勞動力狀況 

（一）勞動力人口持續向高齡者傾斜 

111年中高齡（45~64歲）及高齡

（65 歲以上）民間人口為 1,094.8 萬

人，較 101年增加 187.5萬人，平均年

增 1.9%（15歲以上民間人口平均年增

0.3%），其中中高齡及高齡分別平均年

增 0.7%及 4.5%。若與 110年相較，中

高齡民間人口微減，高齡則續增 3.3%。 

民間人口由勞動力及非勞動力組

成，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 495.2

萬人，較 101年增加 80萬人，平均年

增1.8%（全體勞動力平均年增0.4%），其中中高齡及高齡分別平均年增1.5%及6.3%。

中高齡勞動力雖仍為多數，惟占全體中高齡及高齡者比重已由 10 年前之 95%降至

92.3%；另與 110年相較，中高齡、高齡勞動力分別年增 1.2%及 8.3%。 

表 1 中高齡及高齡勞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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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高齡及高齡民間人口年增減率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101年 9,073 6,523 1,870 1,810 1,613 1,231 2,549

110年 10,828 6,987 1,751 1,774 1,801 1,661 3,841

111年 10,948 6,979 1,783 1,751 1,768 1,677 3,969
111年較110年增減值 120 -8 32 -23 -33 16 128
110年較109年增減率 1.11 -0.12 1.83 -1.33 -1.81 0.94 3.35
111年較101年增減值 1,875 456 -87 -59 155 446 1,420

 平均年增減率 1.90 0.68 -0.48 -0.33 0.92 3.14 4.53

101年 4,152 3,945 1,472 1,226 847 401 206

110年 4,870 4,518 1,478 1,337 1,060 642 353

111年 4,952 4,570 1,517 1,336 1,054 663 382
111年較110年增減值 82 52 39 -1 -6 21 29
110年較109年增減率 1.68 1.17 2.61 -0.11 -0.54 3.33 8.27
111年較101年增減值 800 625 45 110 207 262 176

 平均年增減率 1.78 1.48 0.30 0.87 2.21 5.17 6.34

民
間
人
口

勞
動
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單位：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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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高齡、高齡勞動力參與率皆呈上升 

111 年中高齡、高齡勞動力參

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分別為

65.5% 及 9.6%，各為 67 年（有統

計以來）及 85 年以來最高，較 101

年分別上升 5 及 1.5 個百分點，較

110 年亦各升 0.8 及 0.4 個百分點。

中高齡及高齡合計勞參率 45.2%，

則較 110 年上升 0.3 個百分點，為

自 104年至 109年連續 6年下跌以

來，轉呈連續 2 年上升，惟與 101

年相較，仍下降 0.5 個百分點。就 111 年中高齡者之年齡別勞參率觀察，亦呈

明顯落差，其中 45~49 歲仍達 85%，至 60~64 歲已降至 39.6%，各年齡別相較

101 年均上升 6.3 個百分點以上，惟綜計中高齡勞參率 65.5%，僅較 101 年上升

5 個百分點。 

 

表 2 中高齡及高齡勞參率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101年 45.76 60.48 78.70 67.73 52.52 32.56 8.10

107年 45.50 63.21 83.96 73.54 55.63 36.70 8.43

108年 45.09 63.49 84.71 74.43 56.08 36.70 8.32

109年 44.96 64.00 84.12 75.19 57.55 37.70 8.78

110年 44.98 64.65 84.42 75.37 58.87 38.64 9.18

111年 45.23 65.49 85.07 76.30 59.64 39.55 9.62

111年較110年增減百分點 0.25 0.84 0.65 0.93 0.77 0.91 0.44

111年較101年增減百分點 -0.53 5.01 6.37 8.57 7.12 6.99 1.52

單位：%、百分點

總計 中高齡 高齡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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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中高齡及高齡勞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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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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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 50歲以上勞參率低於主要國家 

111年我國 45~49歲者

勞參率為 85.1%，與主要國

家比較，低於日本及新加坡 

(均為 89.1%)，高於美國 

(82.6%)、南韓 (80.3%)。惟

50 歲以上各年齡組勞參率

均低於各國，且差距隨年齡

增長而擴大，我國 65 歲以

上者勞參率為 9.6%，遠低

於 美 、 日 、 星 、 韓 之

19%~37%。 

（四）女性勞動力占比上升， 

（四 男性勞參率下降 

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

男、女性勞動力分別為 289萬人、206.3 萬人，較 101 年各增 12.3% 及 30.6%，

女性增幅倍於男性，致勞動力之女性占比由 101年之 38% 上升至 111年之 41.7%。 

就勞參率觀察，111 年兩性之

中高齡、高齡勞參率相較 101年均

呈上升，其中女性中高齡上升 7.9

個百分點最多。惟併計後之中高齡

及高齡勞參率，男性為 55.7%，反

較 101 年下降 2.6%，女性為

35.8%，則上升 1.9 個百分點。兩

性勞參率差距 19.8 個百分點，分

別較 101年及 110年下降 4.5及上

升 0.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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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性別結構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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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及勞參率－按性別分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1年 2,573 1,579 2,423 1,523 150 56 58.24 33.92 75.39 46.01 12.46 4.20

107年 2,798 1,891 2,597 1,811 201 80 56.71 35.21 76.24 50.77 13.15 4.43

108年 2,812 1,917 2,607 1,831 205 85 56.15 34.98 76.46 51.13 12.85 4.50

109年 2,828 1,967 2,596 1,876 232 91 55.67 35.23 76.29 52.33 13.82 4.55

110年 2,850 2,021 2,608 1,910 242 111 55.34 35.59 76.68 53.25 13.81 5.32

111年 2,890 2,063 2,636 1,934 253 129 55.67 35.83 77.79 53.88 14.06 5.94

111年較110年
增減率/百分點

1.40 2.08 1.08 1.29 4.84 15.73 (0.33) (0.24) (1.11) (0.63) (0.25) (0.62)

111年較101年
增減率/百分點

12.32 30.63 8.82 27.02 68.82 127.91 (-2.57) (1.91) (2.40) (7.87) (1.60) (1.74)

說　　明：括弧 ( ) 內數字係增減百分點。

單位：千人、%、百分點

中高齡 高齡
勞動力 勞參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總計 中高齡 高齡 總計

 

二、就業及失業狀況 

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之勞動力 495.2萬人中，就業人數 484.7萬人，失業人

數 10.6 萬人，分別較 110 年增加 9.4 萬人 (+2%) 及減少 1.1 萬人 (-9.4%)。與

101 年相比，則分別增加 78.7 萬人及 1.4 萬人（平均年增 1.8% 及 1.5%）。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占全體就業、失業人數比重 42.4% 及 24.4%，分別較 101 年上

升 5.1 與 5.3個百分點。 

失業率方面，111年中高齡及高齡失業率 2.1%，與全體失業率 3.7% 相較明顯

為低，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109年、110年呈現升勢，111年國內

疫情穩定，失業率較 110年下降 0.3個百分點。 

表 4 中高齡及高齡就、失業狀況 

失業率
101年 4,152 4,060 92 2.21

107年 4,689 4,600 89 1.89
108年 4,729 4,642 87 1.84
109年 4,795 4,691 104 2.17
110年 4,870 4,753 117 2.40

111年 4,952 4,847 106 2.14
111年較110年
增減值/百分點

82 94 -11 (-0.26)

111年較101年
增減值/百分點

800 787 14 (-0.07)

說　　明：括弧 ( ) 內數字係增減百分點。

單位：千人、%、百分點

勞動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就業者 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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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業人數隨年齡遞減，惟 60歲以上增幅較大 

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隨年齡遞減，其中 45~49 歲者 147.9 萬人最

多，65 歲以上者 38 萬人最少，惟受人口結構變化及勞動基準法強制退休年齡

延長至 65 歲影響，年齡結構持續往高齡者偏移，10 年間 65 歲以上就業者增加

逾 8 成，60~64 歲亦增 65.2%，致其占比分別增加 2.8 及 3.7 個百分點，45~49 

歲及 50~54 歲就業者占比則分別減少 4.8 及 2.5個百分點。 

表 5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101年 4,060 3,854 1,434 1,197 829 394 206

107年 4,600 4,320 1,464 1,305 979 572 280
108年 4,642 4,352 1,462 1,310 993 586 290
109年 4,691 4,370 1,431 1,312 1,019 608 321
110年 4,753 4,404 1,438 1,304 1,035 628 350

111年 4,847 4,467 1,479 1,306 1,031 651 380
111年較110年增減率 1.96 1.44 2.87 0.22 -0.39 3.70 8.51
111年較101年增減率 19.36 15.90 3.11 9.15 24.33 65.21 84.17

平均年增減率 1.79 1.49 0.31 0.88 2.20 5.15 6.30

單位：千人、%

總計 中高齡 高齡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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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年齡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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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按性別觀察，男性就業人數 282.2萬人，女性 202.4萬人，分別較 101年增加 31.7

萬人 (+12.7%) 及 46.8萬人 (+30.1%)，平均年增率分別為 1.2% 及 2.7%，與 110年相

較，男、女性各增加 4.3萬人 (+1.6%) 及 4.9萬人 (+2.5%)。以中高齡及高齡分別觀

察，男性增幅（分別為 1.2% 及 5.1%）均較女性（1.7% 及 15.9%）為低。 

表 6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按性別分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1年 4,060 2,505 1,556 3,854 2,355 1,499 206 150 56

107年 4,600 2,738 1,862 4,320 2,538 1,782 280 201 80
108年 4,642 2,754 1,888 4,352 2,549 1,803 290 205 85
109年 4,691 2,759 1,932 4,370 2,528 1,842 321 231 91
110年 4,753 2,779 1,975 4,404 2,539 1,864 350 239 110

111年 4,847 2,822 2,024 4,467 2,571 1,896 380 252 128
111年較110年

增減率
1.96 1.57 2.50 1.44 1.24 1.70 8.51 5.07 15.95

111年較101年
增減率

19.36 12.69 30.11 15.90 9.17 26.47 84.17 68.07 126.90

單位：千人、%

中高齡 高齡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總計

 

按教育程度觀察，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以大專以上 193.5

萬人，占 39.9% 最多，高級中等（高中、高職）168.5 萬人，占 34.8%，國中以

下 122.7萬人，占 25.3%。相較 101 年，國中以下占比減少 15個百分點，大專

以上、高級中等則分別增加 12 及 3 個百分點，勞動力素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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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營建工程業就業人數合占近 5成 

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以製造業 115.7 萬人，占 23.9% 最多，批發及

零售業 79.3萬人，占 16.4% 次之，營建工程業 46萬人，占 9.5% 居第三，三者

合占近 5成。觀察各行業結構增減情形，10 年來農林漁牧業減少 1.7個百分點，

製造業增加 1.6個百分點，其餘行業變動均小於 1 個百分點，變動不大。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占全體就業者比率為 42.4%，各行業占比以農林漁

牧業逾 7成最高，支援服務業 58.3% 次之，營建工程業為 50.6% 居第三；另出

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均未及 3 成；製造業

占比為 38.4%。與 101 年相較，金融及保險業占比增加 11.7 個百分點居冠，教

育業增加 9.8 個百分點居次，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則減少 30.9 個百分點。 

 

表 7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按行業分 

男 女
較101年增
減百分點

總計 4,060 100.00 4,847 100.00 100.00 100.00 - 42.45 5.06

農、林、漁、牧業 400 9.85 395 8.15 9.89 5.73 -1.70 74.59 1.11

工業 1,359 33.47 1,672 34.49 41.36 24.92 1.02 41.36 6.8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0.05 2 0.03 0.05 0.01 -0.02 48.01 0.08
製造業 906 22.31 1,157 23.87 25.67 21.36 1.56 38.42 7.9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9 0.48 12 0.24 0.34 0.11 -0.24 35.30 -30.8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3 1.07 41 0.85 1.08 0.53 -0.22 49.03 -3.63
營建工程業 389 9.57 460 9.50 14.22 2.91 -0.07 50.59 4.58

服務業 2,301 56.68 2,780 57.35 48.75 69.35 0.67 40.60 4.53

批發及零售業 654 16.11 793 16.35 14.34 19.16 0.24 42.84 6.50
運輸及倉儲業 194 4.77 206 4.26 6.01 1.82 -0.51 43.48 -3.27
住宿及餐飲業 277 6.82 303 6.26 4.46 8.76 -0.56 35.98 -0.95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52 1.28 72 1.48 1.66 1.22 0.20 26.52 3.83
金融及保險業 127 3.13 179 3.69 2.40 5.48 0.56 41.58 11.72
不動產業 29 0.72 39 0.79 0.73 0.89 0.07 36.97 4.4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 2.47 130 2.67 2.37 3.09 0.20 33.20 3.85
支援服務業 128 3.14 172 3.55 3.60 3.49 0.41 58.32 9.2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77 4.36 169 3.49 3.21 3.88 -0.87 45.36 -0.76
教育業 204 5.02 269 5.54 3.18 8.83 0.52 42.12 9.7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11 2.73 159 3.28 1.63 5.58 0.55 31.52 5.1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2 0.79 32 0.66 0.52 0.87 -0.13 28.18 -5.97
其他服務業 216 5.33 258 5.31 4.63 6.26 -0.02 46.05 6.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101年、111年分別按第8次、第10次修訂之行業標準分類統計。

占該行業全體
就業者比率

單位：千人、%、百分點

101年 結構比 結構比111年 較101年增
減百分點

 

  



 8 

按性別觀察，男性以從事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營建工程業較多，合計

占 54.2%，女性則以從事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教育業較多，合計占 49.4%。 

（三）從事之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占逾 3成最多 

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之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161.4 萬人，占

33.3% 最多，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92.1萬人，占 19% 次之，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 80.3萬人，占 16.6% 居第三。與 101年相較，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生產操作

及勞力工占比分別減少 1.7、1.3個百分點，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亦減少 1.1

個百分點，而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則分別增加 2.2、

1.5、1.4個百分點。 

各職業之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占全體就業者比率，以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占 76.5% 最高，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占 71.2% 次之，專業人員占 29.9% 最

低。與 101年相較，各職業占比均呈增加，以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占比增

加 9.1個百分點最多，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增加 7.9個百分點次之。 

按性別觀察，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男性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117 萬

人，占 41.5% 最多；女性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49.7萬人、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44.3萬人，分別占 24.5% 與 21.9% 較多。 

 

表 8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按職業分 

男 女
較101年增
減百分點

總計 4,060 100.00 4,847 100.00 100.00 100.00 - 42.45 5.06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62 6.45 259 5.35 6.60 3.60 -1.10 71.21 9.12
專業人員 283 6.97 445 9.18 8.31 10.40 2.21 29.86 7.1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611 15.04 803 16.57 16.34 16.89 1.53 39.25 7.94
事務支援人員 314 7.73 443 9.14 2.98 17.72 1.41 33.44 7.7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812 19.99 921 19.01 15.05 24.53 -0.98 40.52 2.2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373 9.20 362 7.46 9.25 4.97 -1.74 76.50 0.99
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1,406 34.62 1,614 33.30 41.47 21.89 -1.32 46.81 5.5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按第6次修訂職業標準分類統計。

占該行業
全體就業
者比率

單位：千人、%、百分點

101年
結構比 結構比

111年 較101年增
減百分點

 

  

hjchang
文字方塊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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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業身分以受僱者占近 7成最多，較 10年前增加 6.6個百分點 

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從業身分以受僱者 336.4 萬人，占 69.4% 最

多，自營作業者 89.1 萬人，占 18.4% 次之。與全體就業者之占比相較，自營作

業者、雇主占比分別高 7 個及 2.7 個百分點，受僱者則低 11.1 個百分點；與 110

年相較，各從業身分占比變動均不及 1 個百分點；與 101年相較，受僱者增加

6.6 個百分點最多（其中受私人僱用者增加 8.4個百分點），雇主、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均呈減少，以自營作業者減少 4.1 個百分點最多。 

按年齡別觀察，中高齡及高齡受僱者占比隨年齡增長而減少，45~49 歲者

占 79.9% 最多，65歲以上者減至 31.4%；雇主、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者

則反向變動，45~49歲者分別占 4.6%、11.3%、4.1%，65歲以上者分別增至 9.4%、

45.8%、13.4%。 

按性別觀察，兩性均以受僱者占比最多，其中女性 74.7% 高於男性之 65.6%，

另男性之自營作業者占 23.7%，遠高於女性之 11%，而女性無酬家屬工作者占

11.2% 則遠高於男性之 1.8%。 

表 9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按從業身分分 

 

  

受政府
僱用者

受私人
僱用者

人數（千人） 4,847 314 891 3,364 459 2,906 277
結構比 100.00 6.48 18.39 69.41 9.46 59.95 5.71
男 100.00 8.92 23.70 65.61 8.01 57.61 1.76
女 100.00 3.08 10.98 74.71 11.49 63.22 11.23

45~49歲 100.00 4.65 11.34 79.93 10.07 69.86 4.07
50~54歲 100.00 5.83 14.20 75.23 11.07 64.16 4.74
55~59歲 100.00 7.13 19.40 67.93 9.21 58.72 5.54
60~64歲 100.00 9.22 25.26 58.33 9.09 49.24 7.20
65歲以上 100.00 9.41 45.77 31.42 2.88 28.54 13.40

結構比增減百分點

較110年 - -0.11 -0.58 0.96 0.08 0.88 -0.28
較101年 - -1.21 -4.12 6.64 -1.77 8.41 -1.32
較全體就業者 - 2.65 7.04 -11.06 0.52 -11.57 1.3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單位：%、百分點

總計 雇主
自營

作業者
受僱者

無酬家屬
工作者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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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年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占比約為 8% 

111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以

下簡稱非典型工作）計 37.7 萬人，占就業者比率 7.8%，略高於全體就業者之

7%；與110年10月相較，減少0.2個百分點，與101年5月相較，增加0.6個百分點。按

年齡別觀察，45~49歲從事非典型工作者占 5.8% 較低，60~64 歲占 11.1% 較高，

另女性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工作計 16.8萬人占 8.4%，高於男性之 7.5%。 

表 10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工作情形 
單位：千人、%

占就業
者比率

占就業
者比率

占就業
者比率

101年5月 4,048 293 7.23 142 3.50 212 5.23
110年10月 4,786 383 8.00 189 3.95 290 6.05
111年5月 4,813 377 7.84 178 3.70 290 6.02
性別

男 2,804 209 7.47 71 2.52 177 6.33
女 2,009 168 8.36 107 5.34 112 5.60

年齡

45~49歲 1,475 85 5.77 36 2.44 69 4.70
50~54歲 1,295 99 7.65 44 3.38 85 6.54
55~59歲 1,025 89 8.68 42 4.14 65 6.31
60~64歲 644 71 11.10 35 5.44 51 7.95
65歲以上 374 33 8.74 21 5.52 20 5.3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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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者占全體就業人數之比率合計

　　　　　高於「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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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

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工作之主

要原因以「職類特性（係指該項

工作多具有臨時性、短期等工

作特質，如營建工）」17.6 萬

人占 46.6% 最多，「偏好此類

工作型態」7萬人、「兼顧家務」

6.5 萬人與「找不到全時、正式

工作」5.2 萬人，各占 18.7%、

17.3% 與 13.7% 分居二、三、

四。與 110 年 10 月相較，以

「職類特性」增 7.7 個百分點

最多，另「找不到全時、正式工

作」則減 9.3 個百分點最多。 

職類特性

46.60%

偏好此類工作型態

18.67%

兼顧家務

17.35%

找不到全時、正式工作

13.74%

健康不良或傷病

2.17%

兼差

1.12%
其他

0.35%

45歲以上

從事非典型

工作者

37.7萬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圖 7 中高齡及高齡從事非典型工作主要原因 
111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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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續增為 4.8萬元 

111 年 12 月中高齡及

高齡者參加勞工退休金新

制之有一定雇主全時勞工

計 237.4萬人，月提繳工資

平均為 4.8 萬元，較全體之

4.5 萬元高出 3 千元；較 110

年 12 月 增 加 2 千 元 

(+4.1%)，較 101 年 12 月則

增 1.1 萬元 (+28.5%)，其中

未滿 3 萬元者占 33.7%，5

萬元以上亦占 28.7%。按行

業別觀察，以電力及燃氣供

應業 10.4萬元最高，金融及

保險業 7.6 萬元次之，另支

援服務業 3.2 萬元最低。部

分時間勞工平均月提繳工

資則為 1.5 萬元。 

 

 

  

  

 

 

  

未滿3萬元

33.67 %

3萬～未滿4萬元

20.20 %

4萬～未滿5萬元

17.46 %

5萬元以上

28.67 %

45歲以上

有一定雇主

全時勞工

237.4萬人

111年12月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退休金提繳檔」。 

37,589

46,407

48,315

34,000

36,000

38,000

40,000

42,000

44,000

46,000

48,000

50,0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圖8 中高齡及高齡全時勞工

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0 

元 

年 

各年 12 月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退休金提繳檔」。 

表 11 中高齡及高齡全時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及人數占比－按行業分 

人數占比
(%)

月提繳工資
(萬元)

總計 100.00 4.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32   10.4      

金融及保險業 4.40   7.6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2.45   7.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71   5.9       

運輸及倉儲業 3.73   5.3       

製造業 35.00  5.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5   5.0       

不動產業 1.43   4.8       

批發及零售業 18.40  4.6       

其他服務業 2.70   4.3       

營建工程業 5.71   4.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62   4.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53   4.0       

教育業 3.08   3.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48   3.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91   3.7       

住宿及餐飲業 2.60   3.6       

農、林、漁、牧業 0.25   3.5       

支援服務業 7.61   3.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退休金提繳檔」。

111年12月

圖 9 中高齡及高齡全時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級距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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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0年間曾轉業之比率相對不高，且隨年齡遞降 

111 年 5 月調查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於 110 年間曾轉業者為 11 萬人或占

2.3%（全體就業者為 4.6%），按年齡觀察，以 45~49 歲轉業比率 2.9% 最高，65

歲以上者占 0.6% 最低；曾轉業者以轉業 1 次占 89.4% 較多。 

表 12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 110年轉業情形 

 

 

 

 
 
 

 

 

 

表 13 前一年轉業之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轉業原因 
 

 

 

 

 

 

 

 

 

 

 

 

 

 

 

 

 

 

 

 

 

 

 

 

 

 

計 1次 2次 3次以上

總計 100.00 97.71 2.29 100.00 89.37 6.28 4.35

45~49歲 100.00 97.08 2.92 100.00 90.71 8.15 1.14

50~54歲 100.00 97.59 2.41 100.00 87.90 0.94 11.16

55~59歲 100.00 97.80 2.20 100.00 86.82 9.97 3.21

60~64歲 100.00 98.24 1.76 100.00 92.24 7.76 -

65歲以上 100.00 99.43 0.57 100.00 95.71 - 4.29

111年5月

總計 無轉業 有轉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單位：%

109年5月 110年10月 111年5月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63.13 57.89 61.74

待遇不符期望 15.36 18.37 13.44
想更換工作地點 15.25 15.83 16.62
工作時間不適合 4.13 5.08 4.98
工作沒有保障 5.56 2.75 5.97
工作環境不良 8.29 5.04 8.13
學非所用 0.46 - -
無前途 2.55 0.73 0.08
健康不良或傷病 4.86 2.65 5.63
女性結婚或生育 - - -
需要照顧未滿12歲子女 0.54 0.21 0.79
需要照顧滿65歲年長家屬 0.65 2.02 0.88
做家事（含照顧其他家人） 0.33 0.95 -
自願（含優惠）退休 2.02 0.57 2.67
想自行創業 2.38 3.63 2.50
其他 0.76 0.07 0.03

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27.26 30.82 28.13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21.84 22.11 18.54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1.32 3.76 7.86
工作場所調整人事被資遣 2.07 3.24 1.27
女性結婚或生育 - - -
企業內部職務調動 1.26 1.43 0.47
屆齡退休 0.43 0.11 -
其他 0.35 0.16 -

自營作業者（或雇主）轉任其他工作 8.93 9.73 9.82

無酬家屬工作者轉任其他工作 0.69 1.56 0.3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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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轉業原因觀察，111 年 5 月自願離職者占轉業者之比率 61.7%，原因以「想

更換工作地點」占 16.6% 最多，「待遇不符期望」占 13.4% 次之；非自願離職

者占 28.1%，原因以「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占 18.5% 最多；自營作業者

（或雇主）轉任其他工作占 9.8%；無酬家屬工作者轉任其他工作占 0.3%。 

（八）失業人數及失業率較 110年下降 

111 年中高齡及高

齡失業人數為 10.6 萬

人，各年齡組失業人數

隨年齡增加而遞減，其

中中高齡 10.3 萬人，高

齡 2 千人。就離開上次

工作原因觀察，以「工作

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占 56.5% 最多，「對原有

工作不滿意」20.4% 次

之，二者合占近 8成。 

若與 110 年相較，

失業人數年減 1.1 萬人或 9.4%；另與 101 年相較，失業人數增 1.4 萬人或 15.5%

（惟因 111年勞動力較 101年增加 80萬人，致失業率仍呈減少）。 

表 14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狀況 

 

圖 10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主要原因 
111 年 5 月 

工作場所業務

緊縮或歇業

56.46%
對原有工作

不滿意

20.40%

季節性或臨時性

工作結束

14.25%

傷病或健康不良

4.89%

其他原因

1.96%
照顧滿65歲年長家屬 1.06%

做家事（含照顧其他家人）

退休 0.33%

45歲以上

失業者

10.6萬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101年 92 91 38 29 18 7 0

109年 104 103 35 31 22 15 1

110年 117 114 40 34 25 14 3

111年 106 103 38 30 24 12 2
111年較110年增減值 -11 -11 -2 -4 -1 -2 -1

 增減率 -9.42 -9.16 -6.56 -12.69 -6.40 -12.99 -19.68
111年較101年增減值 14 12 0 1 6 5 2

 平均年增減率 1.45 1.27 0.03 0.26 2.76 6.28 20.57

101年 2.21 2.31 2.55 2.35 2.14 1.69 0.17

109年 2.17 2.30 2.39 2.33 2.10 2.33 0.39

110年 2.40 2.52 2.73 2.53 2.40 2.23 0.82

111年 2.14 2.26 2.48 2.21 2.26 1.87 0.61
111年較110年增減百分點 -0.26 -0.26 -0.25 -0.32 -0.14 -0.36 -0.21
111年較101年增減百分點 -0.07 -0.05 -0.07 -0.14 0.12 0.18 0.44

失
業
人
數

失
業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單位：千人、%、百分點

高齡中高齡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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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方面，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失業率為 2.1%（全體之失業率為 3.7%），

較 110年下降 0.3 個百分點，較 101年下降 0.1個百分點。按年齡觀察，因年齡

愈高退出就業市場者（為非勞動力，不納計失業人口）愈多，故 45~49歲者失

業率為 2.5% 最高，65 歲以上者為 0.6% 最低。 

按性別觀察，中高齡及高齡男、女性失業人數分別為 6.7萬人、3.9 萬人，

分別較 101 年減 1 千人及增 1.5 萬人；男性失業率 2.3%、女性 1.9%，分別較

101 年減 0.3及增 0.4 個百分點。 

表 15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狀況－按性別分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1年 68 24 68 23 0 0 2.65 1.49 2.80 1.54 0.19 0.13

107年 59 29 59 29 0 0 2.11 1.56 2.27 1.62 0.14 0.14

108年 59 29 58 28 1 0 2.08 1.49 2.21 1.55 0.42 0.15

109年 69 35 68 35 1 0 2.44 1.79 2.62 1.85 0.36 0.49

110年 71 46 69 45 2 1 2.48 2.28 2.64 2.36 0.85 0.76

111年 67 39 66 38 2 1 2.32 1.88 2.48 1.96 0.63 0.57

111年較110年
增減值/百分點

-4 -7 -3 -7 0 0 (-0.16) (-0.40) (-0.16) (-0.40) (-0.22) (-0.19)

111年較101年
增減值/百分點

-1 15 -2 15 2 1 (-0.33) (0.39) (-0.32) (0.42) (0.44) (0.44)

說　　明：括弧 ( ) 內數字係增減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總計 中高齡 高齡 總計

單位：千人、%、百分點

中高齡 高齡
失業人數 失業率

 

按教育程度觀察，大專以上失

業率為 2% 最低，高級中等（高中、

高職）與國中以下則均為 2.3%。

與 101 年相較，大專以上失業率上

升 0.4 個百分點，高級中等與國中

以下則均下降 0.2 個百分點。  

2.44 2.43 

1.61 

2.67 
2.49 

2.13 2.25 2.26 
1.96 

0

1

2

3

4

國中以下 高級中等(高中、職) 大專以上

圖11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率
％

101

年
110

年
111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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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失業人數、失業率續升，惟失業週數縮減 

111 年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失業週數平均為 22.6 週，高於全體之 21.3週；

較 110 年延長 3.5 週，較 101 年縮減 5.3 週。按年齡觀察，65 歲以上失業者為

8.3 週最短，45~49歲者達 26.2週，各年齡別相較 110 年，除 65 歲以上外均呈

增加，相較 101 年則均縮減。按性別觀察，男性失業週數 22.1 週、女性 23.4 週。 

表 16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失業週數 

(%)

101年 27.83 28.56 25.69 27.88 28.10 27.84 27.60 27.62 13.57 19.56

107年 24.13 25.26 21.87 24.11 23.82 24.79 24.69 22.52 28.54 16.91
108年 24.58 24.34 25.08 24.68 25.13 27.14 21.84 22.17 15.90 19.47
109年 23.68 25.34 20.42 23.81 26.55 24.56 20.66 20.36 12.56 13.98
110年 19.05 20.52 16.79 19.30 21.97 19.91 16.76 14.86 9.23 9.55

111年 22.58 22.12 23.38 22.90 26.23 24.73 19.15 15.63 8.25 15.8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65歲以上者失業人數較少，資料變異較大。

長期
失業者
比率

單位：週

總計
男 女 中高齡

年齡性別

高齡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十）近 4成失業者曾遇有工作機會卻未就業，主因「待遇不符期望」 

111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計 10.9萬人，其中有工作機會而未就業者

計 4.1 萬人或占 37.9%，未就業原因以「待遇不符期望」及「工作地點不理想」

分占 26.8% 及 25.8% 為主，「其他」亦占 26.5%，主要是受到疫情影響正等待恢

復工作的失業者；另未曾遇有工作機會者計 6.8 萬人或占 62.1%，其所遭遇之

困難以「待遇不符期望」占 34.3% 最多，「年齡限制」、「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

別」亦分別占 31.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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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不符期望

26.84%

工作地點不理想

25.82%
工作環境不良

6.23%

興趣不合

6.00%

學非所用

3.23%

需輪班或排(輪)休

3.13%

工作時間長短不適合

2.30%

其他

26.46%

45歲以上

曾遇有工作機會

失業者4.1萬人

(37.90%)

待遇不符期望

34.28%

年齡限制

31.39%

找不到想要做的

職業類別

24.87%

專長技能(含證照資格)不合

2.12%

勞動條件不理想

1.24%

其他

6.10%

45歲以上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

失業者6.8萬人

(62.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圖 12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有工作機會而未去就業原因 
111 年 5 月 

圖 13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所遭遇困難 
111 年 5 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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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失業者希望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占 41.7% 最多，22.7% 希

望從事非典型工作 

111 年 5月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計 10.9萬人，其希望從事之職業以生產操

作及勞力工占 41.7% 最多；希望從事全時正式工作占 77.3%，希望從事非典型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則占 22.7%（全體失業者為 13.2%）。 

 

表 17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希望從事職業及工作類型 

  

民意代
表、主
管及經
理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
人員

事務支
援人員

服務及
銷售工
作人員

農林漁
牧業生
產人員

生產
操作及
勞力工

全時正
式工作

非典型
工作

101年5月 100.00 0.14 4.92 10.76 10.92 16.17 0.93 56.17 85.15 14.85

107年5月 100.00 1.35 6.88 13.97 7.83 8.64 0.26 61.07 74.01 25.99
108年5月 100.00 6.04 2.83 14.61 6.04 25.77 0.09 44.62 82.68 17.32
109年5月 100.00 1.01 8.29 13.29 10.95 25.34 1.97 39.16 80.59 19.41
110年10月 100.00 4.27 6.55 13.17 5.89 19.80 1.48 48.83 83.52 16.48

111年5月 100.00 1.93 5.45 12.64 11.46 26.86 - 41.66 77.35 22.6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單位：%

總計

職  業 工作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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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勞動力狀況 

（一）非勞動力不願就業原因男性以「年紀較大」為主，女性以「年紀較 

   大」及「做家事」為主 

如前所述，民間人口由勞動力及非勞動力組成，除前述之勞動力外，111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非勞動力計 598.5 萬人，其中有就業意願（無尋職行動）

者 13.5萬人占 2.2%，無就業意願者 585 萬人占 97.8%，其無就業意願原因以

「年紀較大（含退休，須達 50歲）」占 56.9% 最多，「做家事」占 24.1% 次

之，「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占 9.7% 居第三。 

按性別觀察，男性非勞動力計 230.4 萬人，無就業意願者 222.6 萬人占

96.6%，不願就業原因以「年紀較大（含退休，須達 50 歲）」占 77.9% 最多；

女性非勞動力計 368.1 萬人，無就業意願者 362.4萬人占 98.5%，原因亦以「年

紀較大（含退休，須達 50歲）」占 44% 最多，惟「做家事」之占比亦達 38.7%。 

 

表 18 中高齡及高齡非勞動力無就業意願原因 

 

 

  

無就業
意願
(千人)

總計

家庭經
濟尚可
，不需
外出工

作

照顧
家人

做家事
身心
障礙

健康不良
或傷病
(不含身
心障礙)

求學及
準備升
學

在自家
事業幫
忙

年紀較大
(含退休
，須達50

歲)

其他

總計 5,985   5,850 100.00 9.73 3.52 24.12 0.80 4.14 0.27 0.07 56.87 0.50
性別
男 2,304 2,226 100.00 10.56 2.68 0.36 0.93 6.70 0.70 - 77.89 0.18
女 3,681 3,624 100.00 9.21 4.03 38.71 0.72 2.57 - 0.11 43.96 0.70

年齡別
45~49歲 265   237 100.00 20.70 15.42 50.04 2.06 7.79 3.33 0.06 - 0.59
50~54歲 422   376 100.00 23.17 10.60 44.52 1.09 7.78 2.06 0.73 9.34 0.70
55~59歲 714   683 100.00 21.33 7.41 40.04 1.30 7.37 - 0.02 21.49 1.05
60~64歲 1,011 990 100.00 17.35 3.22 37.05 1.04 6.04 - 0.06 34.22 1.00
65歲以上 3,573 3,565 100.00 3.24 1.31 13.60 0.52 2.37 - 0.01 78.73 0.2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111年5月

非勞動力
人數
(千人)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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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希望待遇為 3.2萬元，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 

   工」占 33.9% 最多，8成希望從事全時工作 

111 年 5 月有就業意願之中高齡非勞動力計 12.7 萬人，其希望待遇為 3.2

萬元，較受僱者每月主要工作經常性收入 4.4 萬元少 1.2 萬元；其希望從事之

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占 33.9% 最多；希望從事全時工作者占 80.1%，希望

從事部分時間工作者則占 19.9%（15至 64歲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為 13.3%）。 

 

表 19 有就業意願中高齡非勞動力希望待遇、職業及工作時間 

 

 

 

民意代
表、主
管及經
理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
人員

事務支
援人員

服務及
銷售工
作人員

農林漁
牧業生
產人員

生產
操作及
勞力工

全時
工作

部分時
間工作

101年5月 2.7   100.00 1.59 8.52 10.77 13.67 19.30 0.85 45.31 88.56 11.44

107年5月 3.2   100.00 3.50 8.29 22.34 11.63 22.10 0.61 31.52 87.42 12.58
108年5月 3.3   100.00 2.33 6.26 8.48 14.35 20.77 0.21 47.60 89.91 10.09
109年5月 3.5   100.00 0.81 5.09 20.27 13.14 25.82 0.60 34.27 92.45 7.55
110年10月 3.5   100.00 0.30 9.05 15.14 20.29 25.21 0.24 29.77 91.33 8.67

111年5月 3.2   100.00 2.89 14.51 6.09 15.37 27.17 0.09 33.88 80.08 19.9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單位：%

總計

職  業 工作時間

希望
待遇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