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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者（45 歲以上）勞動參與狀況

一、勞動力狀況

(一)勞動力人數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民間人口為 1,030.4 萬人，較 97 年增加

222.5 萬人或 27.54%，其中勞動力為 468.9 萬人，增加 101.7 萬人

或 27.70%，男、女性分別增加 20.95%與 39.19%，女性增加較快；

非勞動力 561.6 萬人，增加 120.9 萬人。107 年 45 歲以上勞動力人

數較 106 年增加 5.1 萬人或 1.09%，其中男性增加 2.5 萬人，女性

增加 2.6 萬人。

表 1、中高齡及高齡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民間

人口

勞動力
非勞動力

男 女 就業者 失業者

97 年 8,079 3,672 2,313 1,359 3,583 89 4,407

103 年 9,501 4,407 2,665 1,743 4,320 87 5,094

104 年 9,716 4,497 2,716 1,781 4,412 85 5,219

105 年 9,925 4,579 2,749 1,830 4,485 93 5,346

106 年 10,121 4,638 2,773 1,865 4,551 87 5,483

107 年 10,304 4,689 2,798 1,891 4,600 89 5,616

45-64 歲 6,974 4,408 2,597 1,811 4,320 88 2,566

65 歲以上 3,331 281 201 80 280 0 3,050
107年較 106年增減

%
1.81 1.09 0.89 1.39 1.08 1.73 2.42

107 年較 97 年增減

%
27.54 27.70 20.95 39.19 28.39 -0.14 27.4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勞動力參與率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以下簡稱勞參率 )為

45.50%，較 97 年上升 0.05 個百分點，其中 45～64 歲為 63.21%，

較 106 年上升 0.39 個百分點，較 97 年則上升 2.38 個百分點。107

年 45～64 歲男、女性勞參率分別為 76.24%與 50.77%，兩性差距

為 25.47 個百分點，較 97 年縮小 6.34 個百分點。另 107 年 65 歲

以上勞參率為 8.43%，較 106 年下降 0.15 個百分點，較 97 年上

升 0.3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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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總計

性別 年齡

男 女
45~64
歲

65 歲

以上
45~64
歲

65 歲

以上

45~64
歲

65 歲

以上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97 年 45.45 76.89 11.74 45.08 4.64 60.83 76.18 65.94 50.60 31.86 8.10
103 年 46.39 75.06 13.31 48.69 4.63 61.65 80.21 69.63 54.41 35.61 8.68
104 年 46.28 75.32 13.58 48.96 4.64 61.89 80.92 70.34 55.08 35.77 8.78
105 年 46.14 75.48 13.66 49.88 4.28 62.42 81.68 71.44 55.67 36.35 8.61
106 年 45.83 75.63 13.87 50.57 4.07 62.82 82.66 72.47 55.66 36.65 8.58
107 年 45.50 76.24 13.15 50.77 4.43 63.21 83.96 73.54 55.63 36.70 8.43

107 年較 106 年

增減百分點 -0.33 0.61 -0.72 0.20 0.36 0.39 1.30 1.07 -0.03 0.05 -0.15
107 年較 97 年增

減百分點 0.05 -0.65 1.41 5.69 -0.21 2.38 7.78 7.60 5.03 4.84 0.3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與主要國家比較，107 年我國 45～49 歲者勞參率為 84.0％，

略高於美國之 82.3%與南韓之 82.2%，低於日本之 87.7%，自 55

歲以上各年齡組勞參率低於各國，且差距隨年齡增長而擴大，我

國 65歲以上者勞參率為 8.4%，遠低於美國、日本、南韓之19%～33%，

主要係勞動力較早退離勞動市場所致。

表 3、主要國家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2018 年 單位：%

中華民國 南 韓 日 本 美 國

45～49 歲 84.0 82.2 87.7 82.3

50～54 歲 73.5 79.7 87.1 79.3

55～59 歲 55.6 74.7 83.4 72.3

60～64 歲 36.7 61.4 70.6 57.1

65 歲以上 8.4 32.2 24.7 1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各國官方網站。

二、就業狀況

(一)就業人數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為 460.0 萬人，較 106 年增加

4.9 萬人或 1.08%。按性別觀察，男性 273.8 萬人占 59.53%，女性

186.2 萬人占 40.47%。與 97 年相比，就業人數增加 101.7 萬人或

28.39%，其中女性增加 52.7 萬人或 39.50%，多於男性之增加 49.0

萬人或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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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總計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 歲

以上

國中及

以下

高中

(職)

大專及

以上

97 年 3,583 2,248 1,335 1,385 1,078 677 253 191 1,671 1,026 886

103 年 4,320 2,600 1,720 1,431 1,262 898 493 237 1,574 1,434 1,312

104 年 4,412 2,657 1,756 1,436 1,278 925 523 250 1,536 1,484 1,392

105 年 4,485 2,683 1,802 1,441 1,295 944 547 258 1,503 1,516 1,466

106 年 4,551 2,712 1,839 1,453 1,302 963 561 272 1,471 1,536 1,544

107 年 4,600 2,738 1,862 1,464 1,305 979 572 280 1,397 1,569 1,634

107年較106

年增減%
1.08 0.97 1.25 0.72 0.24 1.73 1.84 3.15 -5.04 2.19 5.80

107年較97

年增減%
28.39 21.80 39.50 5.66 21.07 44.77 126.18 47.14 -16.40 52.99 84.4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按年齡觀察，107 年以 45～49 歲者 146.4 萬人最多，65 歲以

上者 28.0 萬人最少，受人口結構變化及勞工強制退休年齡延長為

65 歲影響，10 年來以 60～64 歲就業者增加 126.18%最多，65 歲

以上與 55～59 歲者亦分別增加 47.14%與 44.77%；若觀察中高齡

及高齡就業者之年齡結構，近 10 年 45～49 歲及 50～54 歲就業

者占比分別減少 6.84 個百分點及 1.72 個百分點，其餘年齡層則

增加，尤以 60～64 歲增 5.37 個百分點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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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年齡結構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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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教育程度觀察，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以

大專及以上 163.4 萬人，占 35.51%最多，高中(職) 156.9 萬人占

34.11%、國中及以下 139.7 萬人占 30.37%。與 97 年相較，國中

及以下所占比重減少 16.28 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高中(職)則分

別增加 10.78 個與 5.48 個百分點，勞動力素質提升。

(二)行業別

107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以製造業 105.4萬人，占 22.92%

最多，批發及零售業 76.8 萬人，占 16.70%次之，營建工程業 44.1

萬人，占 9.60%居第三，三者合計占 49.22%。觀察各行業結構增

減情形，10 年來僅農林漁牧業減少 1.92 個百分點，其餘行業變

動均小於 1 個百分點，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之行業結構變動

不大。

按行業觀察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人數占全體之比率，以農林漁

牧業占 74.40%最高，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占 60.35%次之，支援服

務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亦均逾 5 成；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則未及 3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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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結構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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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高齡及高齡行業別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97 年 107 年結構比

(%)

結構比

(%)

增減

百分點

占該行業全體

就業者比率

總計 3,583 100.00 4,600 100.00 - 40.23

農、林、漁、牧業 394 10.99 417 9.07 -1.92 74.40
工業 1,177 32.86 1,556 33.82 0.96 38.1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0.07 2 0.05 -0.02 60.35

製造業 792 22.10 1,054 22.92 0.82 34.4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6 0.45 16 0.35 -0.10 53.4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3 0.92 42 0.90 -0.02 51.10

營建工程業 334 9.32 441 9.60 0.28 48.81

服務業 2,012 56.15 2,627 57.11 0.96 38.69
批發及零售業 614 17.13 768 16.70 -0.43 40.43

運輸及倉儲業 180 5.03 195 4.25 -0.78 43.86

住宿及餐飲業 238 6.66 286 6.22 -0.44 34.14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42 1.18 69 1.50 0.32 26.68

金融及保險業 96 2.67 165 3.59 0.92 38.17

不動產業 22 0.62 44 0.95 0.33 41.2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86 2.39 117 2.53 0.14 31.21

支援服務業 102 2.86 159 3.45 0.59 53.64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40 3.90 167 3.63 -0.27 45.40

教育業 178 4.97 255 5.54 0.57 39.0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95 2.64 131 2.84 0.20 28.6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9 0.80 34 0.74 -0.06 31.10

其他服務業 190 5.30 238 5.18 -0.12 43.0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明：97 年、107 年分別按中華民國第 8 次、第 10 次修訂之行業標準分類統計。

(三)職業別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之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153.8 萬人，占 33.43%最多，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88.8 萬人，占

19.30%次之，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74.9 萬人，占 16.29%居第

三。男性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114.0 萬人，占 41.64%最多；女性

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46.4 萬人，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39.8 萬

人，分別占 24.90%與 21.36%較多。按職業別觀察中高齡及高齡

就業人數占全體之比率，以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占 76.19%最高，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占 69.09%次之，專業人員則未及 3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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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中高齡及高齡職業別就業人數
107 年 單位：千人

總計 男性 女性結構比
(%)

占該職業全體

就業者比率
(%)

結構比
(%)

結構比
(%)

總計 4,600 100.00 40.23 2,738 100.00 1,862 100.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65 5.76 69.09 196 7.16 69 3.71
專業人員 384 8.34 26.85 193 7.03 191 10.27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749 16.29 36.53 408 14.91 341 18.31
事務支援人員 391 8.51 30.38 86 3.13 306 16.42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888 19.30 39.31 424 15.49 464 24.9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385 8.37 76.19 291 10.64 93 5.02
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1,538 33.43 43.72 1,140 41.64 398 21.3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明：依據中華民國第 6 次修訂職業標準分類統計。

(四)從業身分別

107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從業身分以受僱者304.5萬人，

占 66.19%最多，自營作業者 93.8 萬人，占 20.39%次之。與全體

就業者相較，自營作業者、雇主占比分別高 8.79 個及 2.93 個百

分點，受僱者占比則低 13.25 個百分點。

按年齡別觀察，中高齡及高齡受僱者所占比重隨年齡增長而

減少，以 45～49 歲者占 77.33%最多；雇主、自營作業者、無酬

家屬工作者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65 歲以上者分別占 9.15%、

52.24%及 13.28%。按性別觀察，兩性均以受僱者占比最多，其中

女性占 71.45%高於男性之 62.61%，另女性無酬家屬工作者占

13.51%，遠多於男性之 1.87%。

表 7、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之從業身分結構–按性別、年齡別分
107 年 單位：%

總計 雇主
自營

作業者
受僱者

無酬家屬

工作者
受政府

僱用者

受私人

僱用者

全體就業者 100.00 3.90 11.60 79.44 8.91 70.52 5.07
中高齡及高齡者 100.00 6.83 20.39 66.19 9.82 56.36 6.58
性別

男 100.00 9.16 26.35 62.61 8.18 54.43 1.87
女 100.00 3.40 11.63 71.45 12.25 59.20 13.51

年齡別
45~49 歲 100.00 5.07 12.67 77.33 11.21 66.12 4.92
50~54 歲 100.00 6.54 17.14 70.46 10.25 60.21 5.86
55~59 歲 100.00 7.93 21.61 63.47 9.36 54.11 6.98
60~64 歲 100.00 9.02 29.89 52.58 9.75 42.83 8.51
65 歲以上 100.00 9.15 52.24 25.34 2.33 23.00 13.2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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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典型工作者

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

派遣等非典型工作者計 32.9 萬人或占 7.16%，較 106 年 5 月增加 4

千人。按年齡觀察，45～49 歲從事非典型工作者占 5.88%較低，餘

各年齡層約占 7%～9%。按性別觀察，女性從事非典型工作者計 15.0

萬人或占 8.03%，高於男性之 6.57%。

中高齡及高齡從事非典型工作且不想換工作亦不想增加額外

工作者為 27.6 萬人占 84.02%，想換工作或想增加額外工作者為 5.3

萬人占 15.98%，以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 4.0 萬人較多。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工作主要原因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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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萬人占 36.12%最多，「找不到全時、正式工作」9.1 萬人占 27.55%

次之，「兼顧家務」與「偏好此類工作型態」分別為 5.6 萬人、5.0

萬人，各占 16.89%、15.34%居第三、第四。

表 8、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非典型工作情形
10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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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5 月 4,545 325 7.15 158 3.47 242 5.33

107 年 5 月 4,593 329 7.16 160 3.48 247 5.37

性別

男性 2,722 179 6.57 67 2.45 141 5.18

女性 1,870 150 8.03 93 4.96 105 5.64

年齡

45~49 歲 1,463 86 5.88 37 2.53 72 4.89

50~54 歲 1,304 96 7.40 46 3.54 71 5.44

55~59 歲 977 79 8.08 36 3.73 58 5.93

60~64 歲 569 44 7.78 23 4.12 33 5.74

65 歲以上 280 23 8.33 17 5.91 13 4.81

另找工作情形

想換工作或想增加額外工作 123 53 42.66 33 27.10 40 32.54

都不想 4,469 276 6.19 126 2.82 206 4.6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非典型工作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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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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受僱就業者計 300.3 萬人，每月主要

工作經常性收入平均為 42,356 元，較 106 年 5 月之 41,232 元增加

1,124 元。按行業觀察，以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6,600 元最高，出版

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65,571 元次之，農林漁牧業 25,797

元最低；按職業觀察，以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78,052 元最高，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4,410 元最低；按工作時間觀察，全日時間受

僱就業者收入為 43,461 元，部分時間受僱就業者收入為 17,791 元。

職類特性 36.12%

找不到全時、正

式工作 27.55%

兼顧家務 16.89%

偏好此類工作型

態 15.34%

健康不良或傷病

2.07%

兼差 1.84% 準備就業與證照

考試0.12%

其他 0.07%

圖3、中高齡及高齡從事非典型工作主要原因

45歲以上從事

非典型工作者

32.9萬人

107年5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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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中高齡及高齡受僱就業者主要工作經常性收入

107 年 5 月 單位：元

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42,356

行業別 職業別

農、林、漁、牧業 25,797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78,05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2,329 專業人員 63,273

製造業 40,26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8,309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6,600 事務支援人員 35,60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8,631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32,099

營建工程業 38,32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29,509

批發及零售業 37,124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36,539

運輸及倉儲業 43,847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33,921

住宿及餐飲業 28,401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4,41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65,571 工作時間

金融及保險業 56,671 全日時間 43,461

不動產業 44,111 部分時間 17,79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9,496

支援服務業 28,721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50,877

教育業 54,52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6,54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8,330

其他服務業 32,0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明：1、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係指具 2 份以上工作者，僅採計主要工作之收入，而不含其他

工作收入；且不含非經常性獎金、紅利等收入。

2、同表 5、表 6 說明。

(七)轉業情形

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於 106 年間曾經轉業者為 10.1

萬人或占 2.20%，低於全體就業者之 5.45%，其中以轉業 1 次者占

2.02%較多。按年齡觀察，有轉業比率隨年齡增長而降低，65 歲以

上者為 0.67%最低，45～49 歲者為 2.94%最高。按轉業原因觀察，

自願離職者占 71.52%，以想更換工作地點者占 17.88%最多，待遇

不符期望者占 14.81%次之；非自願離職者占 19.37%，以因工作場

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者占 8.21%最多，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占

4.66%次之；自營作業者或雇主轉任其他工作占 8.05%；無酬家屬

工作者轉任其他工作占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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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 106 年轉業情形
107 年 5 月 單位：%

總計 無轉業 有轉業
一次 兩次 三次以上

總計 100.00 97.80 2.20 2.02 0.13 0.05

45~49 歲 100.00 97.06 2.94 2.61 0.23 0.11

50~54 歲 100.00 97.78 2.22 2.11 0.11 -

55~59 歲 100.00 97.79 2.21 2.13 0.07 0.02

60~64 歲 100.00 99.06 0.94 0.84 0.05 0.06

65 歲以上 100.00 99.33 0.67 0.59 0.08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表 11、前一年轉業之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轉業原因
單位：%

103 年 5 月 104 年 5 月 105 年 5 月 106 年 5 月 107年 5月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57.61 62.56 64.99 69.00 71.52

待遇不符期望 13.34 15.82 16.54 14.56 14.81

想更換工作地點 14.74 14.73 12.82 17.81 17.88

工作時間不適合 4.91 3.82 6.29 3.86 5.36

工作沒有保障 5.84 5.08 5.33 7.29 2.90

工作環境不良 5.37 10.05 8.19 8.15 10.25

學非所用 - 0.29 - 0.36 0.82

無前途 1.27 0.57 0.08 0.42 2.78

健康不良或傷病 3.31 6.57 7.06 5.57 7.24

女性結婚或生育 - - - - 1.80

自願(含優惠)退休 3.18 2.33 3.84 3.58 1.59

想自行創業 3.82 2.71 3.22 5.53 4.02

其他 1.82 0.57 1.64 1.87 2.07

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32.01 32.36 28.48 22.44 19.37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20.90 17.78 16.35 8.64 8.21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5.85 6.49 7.37 4.86 4.66

工作場所調整人事被資遣 0.74 3.50 1.36 2.75 1.77

女性結婚或生育 - - - - -

企業內部職務調動 4.52 2.09 2.78 3.73 3.67

屆齡退休 0.87 0.83 0.18 1.72 1.06

其他 - 1.68 0.44 0.74 -

自營作業者（或雇主）轉任其他工作 7.09 4.57 4.88 7.29 8.05

無酬家屬工作者轉任其他工作 3.29 0.51 1.64 1.26 1.0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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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業狀況

(一)失業人數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失業人數為 8.9 萬人，其中 45～64 歲者 8.8

萬人，65 歲以上者 0.4 千人。與 106 年相較，失業人數增加 2 千人

或 1.73%，以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占 45.08%最

多。

(二)失業率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失業率為 1.89%，較 106 年微升 0.01 個百

分點，近 5 年除 105 年因景氣低緩，失業率為 2.04%外，餘均未及

2%，與 97 年相較，失業率下降 0.53 個百分點。按性別觀察，男性

失業率為 2.11%，女性為 1.56%，較 97 年分別下降 0.68 個與 0.22

個百分點。

按年齡觀察，45～49 歲者失業率為 2.20%最高、55～59 歲降

為 1.68%，65 歲以上為 0.14%最低。

按教育程度觀察，大專及以上失業率為 1.57%最低，國中及以

下與高中(職)則分別為 2.06%與 2.07%。與 97 年相較，國中及以下

失業率下降 0.71 個百分點最多，高中(職)亦降 0.44 個百分點，大專

及以上微降 0.06 個百分點。

表 12、中高齡及高齡失業率
單位：%

總計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 歲

以上

國中及

以下

高中

(職)

大專及

以上

97 年 2.42 2.79 1.78 2.76 2.65 2.33 1.38 0.17 2.77 2.51 1.63

103 年 1.98 2.42 1.30 2.37 2.12 2.04 1.23 0.10 2.22 1.97 1.71

104 年 1.88 2.18 1.44 2.36 2.06 1.76 1.16 0.14 1.97 1.94 1.74

105 年 2.04 2.41 1.48 2.51 2.15 1.92 1.63 0.17 2.38 2.04 1.69

106 年 1.88 2.19 1.42 2.26 2.05 1.65 1.71 0.12 2.17 1.97 1.50

107 年 1.89 2.11 1.56 2.20 2.03 1.68 1.97 0.14 2.06 2.07 1.57

107 年較 106

年增減百分點 0.01 -0.08 0.14 -0.06 -0.02 0.03 0.26 0.02 -0.11 0.10 0.07
107年較 97年

增減百分點 -0.53 -0.68 -0.22 -0.56 -0.62 -0.65 0.59 -0.03 -0.71 -0.44 -0.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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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業週數

107 年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失業週數平均為 24.13 週，較 106

年縮減 2.14 週，較 97 年縮減 3.34 週，其中男性為 25.26 週，高

於女性之 21.87 週。按年齡觀察，60～64 歲失業者為 22.52 週最

短；按教育程度觀察，以大專及以上 27.31 週最長。另失業期間

達 1 年以上之長期失業者比率為 16.91%，較 106 年增加 1.29 個

百分點，較 97 年則減 0.43 個百分點。

表 13、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失業週數
單位：週、%

總計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長期

失業者

比率男 女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歲

以上

國中及

以下

高中

(職)

大專及

以上

97 年 27.47 29.01 23.35 28.63 25.96 28.53 24.18 7.35 25.36 29.59 30.50 17.34

103 年 26.99 28.86 21.69 27.60 26.49 26.59 27.58 10.18 23.36 27.23 32.35 18.97

104 年 26.60 27.98 23.41 25.85 30.30 24.45 21.52 7.23 23.83 26.02 30.77 17.90

105 年 25.98 26.62 24.42 29.66 24.15 23.91 21.95 5.07 19.52 28.31 32.45 16.70

106 年 26.27 27.22 24.08 28.49 25.11 26.38 22.12 12.37 21.67 26.29 32.64 15.62

107 年 24.13 25.26 21.87 23.82 24.79 24.69 22.52 28.54 18.47 26.64 27.31 16.9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註：65 歲以上者失業人數較少，資料變異較大。

(四)尋職過程

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計 8.7 萬人，尋職過程中曾遇

有工作機會者計 1.8 萬人或占 20.71%，未就業原因以「待遇不符期

望」占 54.37%最多；另未曾遇有工作機會者計 6.9 萬人或占 79.29%，

尋職時所遭遇之困難以「年齡限制」占 49.85%最多，「待遇不符

期望」占 25.57%次之，「專長技能（含證照資格）不合」占 10.35%

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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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四、非勞動力不願就業原因

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非勞動力計 559.4 萬人，其中有就業意

願者 11.1 萬人占 1.99%，無就業意願者 548.3 萬人占 98.01%，主要係

待遇不符期望

54.37%

工作地點不理想

27.05%

工作環境不良

12.74%

其他

5.41%

工作時間

長短不適合

0.43%

圖4、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有工作機會而未去就業之原因

107年5月

45歲以上

曾遇有工作機會

失業者1.8萬人

年齡限制

49.85%

待遇不符期望

25.57%

專長技能（含證

照資格）不合

10.35%

找不到想要做的

職業類別

9.39%

勞動條件不理想

2.60% 教育程度不合

2.09%
其他

0.15%

圖5、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所遭遇困難

107年5月

45歲以上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

失業者6.9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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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上者 302.3 萬人占 55.14%，致不願就業原因以「年紀較大(含

退休，須達 50 歲)」313.5 萬人，占 57.17%最多，另「做家事」122.8

萬人，占 22.39%次之，「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54.9 萬人，

占 10.02%再次。

按性別觀察，男性非勞動力計 213.5 萬人，無就業意願者 207.3

萬人或占 97.09%，不願就業原因以「年紀較大(含退休，須達 50 歲)」

162.6 萬人，占 78.43%最多；女性非勞動力計 345.9 萬人，無就業意

願者 341.0 萬人或占 98.58%，因「年紀較大(含退休，須達 50 歲)」

者 150.9 萬人，占 44.25%最多，因「做家事」者亦有 122.0 萬人或占

35.77%。

表 14、無就業意願中高齡及高齡非勞動力不願就業原因

107 年 5 月 單位：千人、％

總計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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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3 10.02 3.62 22.39 1.12 4.66 0.33 0.04 57.17 0.63

性別

男性 2,073 9.06 2.24 0.39 1.36 7.92 - 0.04 78.43 0.56

女性 3,410 10.61 4.47 35.77 0.98 2.69 0.53 0.04 44.25 0.67

年齡別

45~49 歲 253 19.17 15.30 50.40 2.14 7.60 3.89 - - 1.51

50~54 歲 443 22.22 9.72 43.30 1.81 7.72 - 0.06 14.22 0.95

55~59 歲 776 19.52 5.97 37.47 1.47 7.91 0.12 0.09 25.51 1.94

60~64 歲 988 14.17 3.23 31.87 0.87 5.16 - 0.09 43.84 0.77

65 歲以上 3,023 3.67 1.28 10.02 0.93 2.98 0.24 0.01 80.73 0.1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五、失業者與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尋職期望

(一)希望待遇

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計 8.7 萬人，有就業意願之非勞

動力計 11.1 萬人，兩者合計為 19.9 萬人，其希望待遇分別為 31,504

元與 31,743 元，分別占受僱就業者平均主要工作收入 42,356 元之

74.38%與 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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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中高齡與高齡失業者與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希望待遇
107 年 5 月 單位：千人、元、%

人數
平均希望待遇

(1)

受僱就業者

主要工作收入

(2)

(1)/(2)×100%

失業者 87 31,504 42,356 74.38

男 61 32,801 46,302 70.84

女 26 28,489 37,289 76.40

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 111 31,743 42,356 74.94

男 62 36,136 46,302 78.04

女 49 26,195 37,289 70.2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二)希望職業

107 年全體、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從事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分別占 30.76%、33.43%最多；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與有就

業意願非勞動力希望從事之職業，均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最多，分別

占 61.07%與 31.10%；按性別觀察，男性失業者與有就業意願非勞動

力希望從事之職業均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最多，分別占 75.03%與

42.18%；女性失業者希望從事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占 28.62%最多，事

務支援人員與專業人員亦分別占 22.66%與 21.09%，女性有就業意願

非勞動力則希望從事服務及銷售人員占 30.37%最多。

表 16、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與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希望從事職業之結構
107 年 5 月 單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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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其他)

失業者 100.00 1.35 6.88 13.97 7.83 8.64 0.26 61.07

男 100.00 1.93 0.77 11.67 1.46 8.77 0.38 75.03

女 100.00 - 21.09 19.31 22.66 8.32 - 28.62

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 100.00 3.61 7.92 23.28 11.95 21.30 0.85 31.10

男 100.00 6.48 2.79 29.70 3.72 14.11 1.02 42.18

女 100.00 - 14.40 15.17 22.34 30.37 0.63 17.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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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望工作類型

107 年 5 月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與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希望之工

作類型仍以非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最多，分別占 74.01%

與 79.72%，低於全體失業者之 90.14%。

表 17、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與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希望之工作

類型107 年 5 月 單位：千人

總計
部分時間、
臨時性或人
力派遣工作

非部分時
間、臨時性
或人力派遣

工作
結構比

(%)
結構比

(%)

失業者 87 23 25.99 65 74.01
男性 61 13 21.37 48 78.63
女性 26 10 36.73 17 63.27

有就業意願非勞動力 111 23 20.28 89 79.72
男性 62 6 10.29 56 89.71
女性 49 16 32.90 33 67.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