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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最低工資審議會議議程 

壹、時間：113年 9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部 1001會議室 

參、主席：何召集人佩珊 

肆、主席致詞 

伍、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首次最低工資之擬定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最低工資法」(下稱本法)第 6條規定，勞動部應設最低工資審議

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本法第 9條規定：「最低工資

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前項審議，並

得參採下列資料：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二、勞工平均薪資年

增率。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五、

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

動狀況。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八、各業勞工工資。九、

家庭收支狀況。十、最低生活費。」。又，本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

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現行基本工資每月27,470元、

每小時為 183元之數額。 

二、 另，研究小組業依「最低工資法」第 12 條規定，就第 9條所定審議

參採資料完成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如附件)，供審議會審議參考。 

三、 有關首次每月及每小時最低工資之數額應如何擬定，提請討論。 

決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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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最低工資法》之目的觀之，其一為確保勞工（特別是邊際勞工）

合理之最低工資，其二則是促進勞資和諧。本法所定審議參採指標，分為

「應參採指標」及「得參採指標」。若以確保（邊際）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

而言，其用意在保障（邊際）勞工的生活，亦是調整最低工資之最主要目

的，爰本法明定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擬定調整幅度。若從

促進勞資和諧的角度而言，調整最低工資，雇主的勞動成本增加，爰亦需

兼顧雇主的支付能力。因此，在審議最低工資時，亦應考量「得參採指標」

中，可能會影響（邊際）勞工生活保障及雇主支付能力之相關指標。由於

法定參採指標中，有部分屬概念性，爰由官方發布之統計資料，篩選可對

應之量化指標，並對近期數據進行綜合觀察，描繪近期我國總體與勞動市

場的狀況，並據此研提最低工資調整之建議。 

最低工資是接續基本工資作為保障（邊際）勞工基本生活的政策，今

年是《最低工資法》施行的元年，首次之每月及每小時最低工資數額，依

法不得低於現行基本工資-每月 27,470 元及每小時 183元。調整最低工資

之最主要目的係為保障（邊際）勞工的生活，應考量目前我國各項「應參

採指標」與「得參採指標」中之各項參考指標。其中，被列為應參採指標

的 CPI 預估今年漲幅為 2.07%，被列為得參採指標的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今年 1 至 6 月的年增率也有 1.22%，顯示勞工維持生活的花費增加。

而最低 20％所得家庭之所得中，近 5成收入係消費在維持生活所需。因此，

為減緩物價上漲對邊際勞工的衝擊，今年首次最低工資審議，較現行基本

工資數額應有向上調升之必要。另外，制定最低工資之用意是，亦希望邊

際勞工也能合理分享經濟成長果實，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3.94%，從經

濟成長果實得以合理分配的角度來看，最低工資也應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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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審議最低工資亦應考量企業支付能力，避免對產業發展與就業

市場產生不利影響。目前我國整體經濟與各產業都朝正向發展，對外出口

持續正成長，主要貨物的出口值亦逐漸改善，國內消費力道強勁，內需服

務業持續正成長，製造業 PMI 指數與非製造業 NMI 指數也呈現擴張趨勢；

就業市場的表現非常正向，包括近期國內就業人數增加、勞參率提升、失

業率下降，失業人數減少、減班休息人數減少、人力需求增加等。因此，

現階段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應不至於對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造成負面衝擊。 

綜上，為符合最低工資法之立法宗旨，並兼顧雇主支付之能力，建議

首次最低工資，應以 CPI 年增率為基礎，並加上勞工對經濟成長果實之分

享，從現行基本工資的基準上，適度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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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根據《最低工資法》第 1 條明定：「為確保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

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和諧，特制定本法…。」。因此，從《最

低工資法》之目的而言，訂定最低工資之調整幅度時，應考量兩個層面的

影響：其一為確保勞工（特別是邊際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其生活

水準，其二則是促進勞資和諧。 

在《最低工資法》之第 9 條中，規範審議最低工資時，需參採之指標，

分為「應參採指標」與「得參採指標」。該條第 1 項規定，最低工資之審議，

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擬定調整幅度，爰在決定最低工資時，

CPI 年增率是必須參採的重要因素；第 2 項規定審議得參採之 10 項指標，

俾就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綜合考量。此外，現行基本工資每月為 27,470 元、

每小時為 183 元，而最低工資是接續基本工資作為保障（邊際）勞工基本

生活的政策工具，爰《最低工資法》第 15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第一次之最

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現行基本工資數額，這也是今年審議考量需注意之重

點。 

再進一步從《最低工資法》立法目的觀之，所謂的確保（邊際）勞工

合理之最低工資，用意在保障勞工之生活，此亦是調整最低工資之最主要

目的；若從促進勞資和諧的角度而言，調整最低工資，雇主的勞動成本增

加，爰亦需兼顧雇主的支付能力。故而在審議最低工資時，亦應考量「得

參採指標」中，可能會影響（邊際）勞工生活保障及雇主支付能力之相關

指標。 

由於《最低工資法》所列參採指標大部分是明確的量化指標，但有部

分屬概念性，並未列出明確的量化指標，因此，先從這部分由官方定期發

布之統計資料，篩選出可以對應之量化指標。其中，「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所對應的指標為景氣對策信號、製造業 PMI 指數、非製造業 NMI 指數、

經濟成長率；「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對應的指標為出口統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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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國內各業生產毛額、就業及失業統計、勞雇雙方

協商減少工時與企業未來人力需求；「家庭收支狀況」對應的指標則是家庭

消費支出及結構比。 

根據上述篩選結果，將用以審議最低工資之各項參採指標彙整如表 1，

將針對這些指標近期的數據進行綜合觀察，描繪近期我國總體經濟與勞動

市場的狀況，以作為提出最低工資調整建議之參考依據。 

表 1 審議最低工資之參採指標 

法定指標 對應指標 

應參採指標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CPI 年增率 

得參採指標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勞工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景氣對策信號 

製造業 PMI 指數 

非製造業 NMI 指數 

經濟成長率 

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名目國民所得毛額（GNI） 

平均每人 GNI 

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GDP 分配面結構比 

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 17 項重要

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 

生產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出口統計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國內各業生產毛額 

就業及失業統計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 

企業未來人力需求 

各業勞工工資 各行業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家庭收支狀況 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比 

最低生活費 最低生活費 

資料來源：本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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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最低工資調整之參採指標分析 

本章針對「應參採指標」與「得參採指標」所對應之指標，其近期數

據進行分析： 

一、應參採指標 

在擬定最低工資時，「應參採指標」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

若觀察我國之 CPI 年增率（表 2），近年因疫情造成供應鏈瓶頸，及地緣衝

突等特殊因素，推升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111 年我國 CPI 年漲 2.95

％，惟隨政府採取公共費率調控與民生物資價格監控等機制，加以國際原

物料價格回落，國內物價壓力逐漸趨緩，112 年漲幅收斂至 2.49％。 

113 年 1 至 6 月 CPI 較 112 年同期漲 2.27％，其中商品類漲 1.94％，

服務類漲 2.58％；若扣除蔬菜水果，漲 1.99％；核心 CPI 漲 2.02％。若

按所得層級別觀察，113 年 1 至 6 月平均低、中、高所得家庭 CPI 分別年

漲 2.33％、2.22％及 2.26％，其中，低所得家庭因在漲幅較大的食物類支

出占比（權數）較高，致漲幅較其他所得層級為大。 

展望 113 年全年消費者物價情勢，商品類物價方面，雖近期國際原物

料價格略有回升，但較 111 年高點仍屬低檔，推升 CPI 商品類物價上漲力

道尚屬和緩；惟服務類物價具僵固性，外食費與房租漲勢延續，醫療費用

走高，預測 113 年 CPI 年增率將上漲 2.07％。 

 

 

 

 



6 

表 2 近期我國 CPI 年增率 

單位：％ 

 CPI 購買頻度別 CPI 所得別 CPI 

  核心
CPI(不
含蔬果
及能
源) 

每月至
少購買

1 次 

每季
(不含
每月)

至少購
買 1 次 

每季購
買不到 

1 次 

低所得 

家庭 

中所得 

家庭 

高所得 

家庭 

111 年 2.95 2.61 5.68 2.91 2.09 3.10 3.00 2.82 

112 年 2.49 2.58 3.69 2.03 2.13 2.64 2.49 2.44 

113 年 1~6 月 2.27 2.02    2.33 2.22 2.26 

 1 月 1.80 1.65 3.79 2.15 0.57 2.10 1.80 1.57 

 2 月 3.08 2.89 4.01 2.53 3.00 2.99 2.94 3.27 

 3 月 2.15 2.14 2.87 2.20 1.73 2.10 2.13 2.15 

 4 月 1.94 1.81 2.25 2.59 1.44 1.92 1.94 1.94 

5 月 2.23 1.83 2.94 3.28 1.43 2.36 2.24 2.16 

 6 月 2.42 1.83 3.16 3.98 1.52 2.53 2.34 2.45 

113 年(f) 2.07 - - - - - - - 

 第 1 季 2.34 2.22 3.55 2.30 1.76 2.39 2.29 2.32 

 第 2 季(f) 2.25 2.02 - - - - - - 

 第 3 季(f) 2.06 - - - - - - - 

 第 4 季(f) 1.63 - - - - - - - 

資料來源：統計數為行政院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調查」；預測數為「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3 年 5 月 30

日發布資料。 

註：(f)表預測數，其餘為統計數。 

從經濟意涵而言，CPI 年增率將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能力，CPI 年增率

若為正，反映生活成本增加，在保障邊際勞工生活的前提下，最低工資的

調漲幅度應不低於 CPI 年增率。 

 

  



7 

二、得參採指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及生產力調查」統計數據，112 年全體產

業實質生產毛額（產出）較 111 年成長 0.25％，不及就業者工時增幅，因

此勞動生產力（每工時產出）較 111 年下降 1.38％。 

若就部門別觀察，農林漁牧業部門因農產品及畜產品產量增加，就業

者工時減少，勞動生產力較 111 年上升 3.16％；工業部門受全球經濟成長

放緩、終端產品需求疲軟、外貿需求降溫及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影響，廠

商投資意願保守，多數廠商持續調整庫存，產出減少幅度高於就業者工時

減幅，致勞動生產力較 111 年下降 6.30％；服務業部門則隨疫後經濟活動

復甦，內需產業消費動能暢旺，產出增加且高於就業者工時增幅，致勞動

生產力較 111 年上升 2.65％。 

表 3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按產業分 

單位：％ 

 全體產業 農林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製造業  

111 年 2.12 -4.82 2.62 2.67 2.05 

112 年 -1.38 3.16 -6.30  -6.21  2.65  

 第 1 季 -6.51  -4.09  -11.49  -11.70  -2.52  

 第 2 季 -1.62  8.57  -8.10  -8.84  3.96  

 第 3 季 -0.87  9.36  -5.23  -5.02  3.08  

 第 4 季 3.31  0.01  -0.51  0.36  6.0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及生產力調查」。 

從指標定義而言，勞動生產力指數係指每單位勞動投入（每工時）所

獲得之產值，勞動生產力指數提升表示員工投入生產可帶給雇主更高的產

值，反之則表示員工所帶給雇主的產值減少。從表 3 的趨勢來看，雖然 112

年全體產業之勞動力生產指數年增率為負值，但若逐季觀察，可以發現勞

動生產力指數之年增率呈逐季改善之趨勢，至 112 年第 4 季已轉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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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113 年 1 至 5 月工業及服務業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46,173 

元，較 112 年同期增加 2.46%；其中，本國籍全時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

均為 48,684 元，較 112 年同期增加 2.49%；部分工時受僱員工因工時較

短，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20,233 元，惟亦較 112 年同期增加 4.55％。 

表 4 工業及服務業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全體受僱員工 部分工時受僱員工 本國籍全時受僱員工 

 合計 工業 服務

業 

合計 工業 服務

業 

合計 工業 服務

業 

經常性薪資(元) 

111 年 44,210 42,116 45,687 18,714 14,651 19,477 46,566 45,180 47,459 

112 年 45,197 43,099 46,653 19,617 14,812 20,440 47,655 46,350 48,474 

113年1~5

月 

46,173 43,982 47,679 20,233 - - 48,684 - - 

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111 年 2.71  2.98  2.52  -0.50 -3.19 -0.30 2.92  3.18  2.75  

112 年 2.23  2.33  2.11  4.83  1.10  4.94  2.34  2.59  2.14  

113年1~5

月 

2.46 2.30 2.50 4.55 - - 2.49  -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說明：1.部分工時受僱員工僅發布全年、1~3 月、1~6 月、1~9 月之行業別經常性薪資及總工時統計結果。 

2.本國籍全時受僱員工僅發布全年、1~3 月、1~6 月、1~9 月之行業別經常性薪資統計結果。 
3.113 年 1~5 月為初步統計結果，年增率(數)係與 112 年 1~5 月比較。 

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所參考之指標為「勞工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年增率」，該指標表示勞工在工作上的收入是否提高，從表 4 之數據的呈

現來看，113 年 1 至 5 月工業及服務業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年增率為

2.46%，剔除物價因素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為 0.22%。 

雖然表 4 的指標所呈現者為勞工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的平均值，而經

常性薪資的平均值通常會受到高薪者與低薪者之勞工經常性薪資的成長

幅度不同而影響，但從表 4 的數據亦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市場之勞工的經

常性薪資所得已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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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觀察近期我國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1，圖 2），113 年 6 月景氣對策

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38 分，較上月上修值增加 2 分，燈號轉為紅燈。其

中，受惠半導體供應鏈及伺服器需求熱絡，加上傳產外銷回穩，出口轉呈

紅燈，並帶動工業及服務業加班工時轉為黃紅燈；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上月上修為黃紅燈，本月恢復綠燈。另領先及同時指標續呈上升，顯示國

內景氣持續增溫。 

 

 

 

圖 1 近期我國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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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景氣對策信號細部指標趨勢 

若進一步觀察近期製造業 PMI 與非製造業 NMI 的趨勢，如下圖 3，

113 年 6 月我國製造業 PMI 維持擴張，已連續 2 個月呈現擴張；而 113 年

6 月非製造業 NMI 亦續呈擴張，指數達 58.6%，為連續 20 個月呈現擴張。 

 

 

圖 3 近期製造業 PMI 及非製造業 NMI 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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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製造業PMI與非製造業NMI之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來看（圖4），

製造業已連續5個月呈現擴張，113年6月指數微跌0.9個百分點至59.2%；

而非製造業已連續 8 個月呈現擴張，指數回跌 2.1 個百分點至 61.5%，且

連續 2 個月維持 60.0%以上擴張速度。 

 

圖 4 近期製造業 PMI 及非製造業 NMI 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 

由景氣對策信號、製造業 PMI 與非製造業 NMI 的指數來看，目前我

國經濟景氣狀況持續回溫，包括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均呈現擴張，且廠商對

下半年之展望亦維持樂觀的看法。 

在經濟成長率方面，國內、外機構對我國 113 年之經濟成長率預測如

表 5 所示。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 113 年經濟成長率 3.94%，較 113 年 2 月

預測數（3.43%）上修 0.51 個百分點。國內外其他主要機構對我國 113 年

之經濟成長率預測大約介於 3.07%~3.88%之間。雖然各機構預測不一，但

與 112 年我國之經濟成長率 1.28%比較，各機構多認為 113 年我國經濟表

現會優於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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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內外機構近期對我國經濟成長率之預測 

單位：% 

  113 年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國內 
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3.02.29 3.43 5.92 4.55 2.49 1.14 

113.05.30 3.94 6.56 5.18 3.01 1.39 

臺灣經濟研究院 
113.04.25 3.29 5.88 4.53 2.11 1.02 

113.07.25 3.85 6.56 4.65 2.75 1.82 

中 央 研 究 院 
112.12.22 3.02 5.29 2.65 3.27 1.12 

113.07.31 3.88 6.56 3.70 2.84 2.69 

中華經濟研究院 
113.04.19 3.38 5.57 3.55 3.00 1.66 

113.07.19 3.81 6.56 4.32 3.39 1.34 

臺灣綜合研究院 
112.12.13 3.18 5.78 3.76 2.59 0.97 

113.06.27 3.57 6.45 4.12 3.57 0.53 

中央銀行 
113.03.21 3.22 5.68 4.34 2.31 0.92 

113.06.13 3.77 6.56 4.89 2.90 1.12 

國外 
機構 

標普全球     
113.05.15 3.64     

113.06.18 3.75     

IMF 
112.10.05 2.97     

113.04.16 3.07     

資料來源：本小組整理。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112 年全球商品需求降溫，抑低我國外貿及企業投資動能，全年經濟

成長 1.28％，113 年第 1 季與上年同期比較，成長 6.56％，除受低基數（112

年第 1 季負成長 3.49％）影響外，主因人工智慧（AI）等新興科技應用需

求揚升，以及來臺旅客挹注服務輸出，商品及服務輸出成長 9.11％；另春

節假期推升零售、餐飲、航空客運、旅遊等相關國內、外消費持續成長，

加上房市與股市交易升溫挹注家居用品消費與證券交易手續費，民間消費

成長 4.45％；資本形成則因機械設備投資明顯縮減，負成長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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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113 年全年，標普全球（S&P Global）5 月預測全球經濟成長 2.7

％，維持穩定成長趨勢，國際貨幣基金（IMF）4 月預測 113 年世界貿易

量由 112 年之成長 0.3％回升至 3.0％，加上近期 AI 等新興科技應用蓬勃

發展，相關需求強勁，以及我國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近年積極擴增國內產

能，出口動能可望回升。內需方面，民間投資近年基數相對較高，成長幅

度有限；民間消費隨就業市場持續改善，薪資提升，推升家庭可支配所得，

以及股市創高之財富效果，加上國人出國旅遊熱潮延續，可望維繫消費成

長動能，行政院主計總處 5 月最新預測 113 年國內經濟成長 3.94％，名目

國內生產毛額（GDP）及國民所得毛額（GNI）規模值分別逾 25 兆元及 26

兆元，平均每人 GDP 及 GNI 各為 107 萬 7,826 元及 111 萬 2,180 元。 

表 6 經濟成長及國民所得 

 經濟 

成長率 

名目 GDP 

(億元) 

名目 GNI 

(億元) 

 (％，yoy)  平均每人 

(元) 

 平均每人 

(元) 

111 年 2.59 226,798 972,550 233,746 1,002,341 

112 年 1.28 235,450 1,007,685 243,026 1,040,126 

113 年(f) 3.94 252,334 1,077,826 260,377 1,112,180 

 第 1 季(p) 6.56 60,605 258,792 63,288 270,247 

 第 2 季(f) 5.18 61,911 264,433 63,967 273,215 

 第 3 季(f) 3.01 64,307 274,702 65,517 279,871 

 第 4 季(f) 1.39 65,511 279,899 67,605 288,84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3 年 5 月 30 日發布資料。 

註：(f)表預測數，(p)表初步統計數；yoy(year on year)為對上年(同季)直接比較。 

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所參考之指標包括名目國民所得毛額（GNI）

與平均每人 GNI（表 6），由表 6 的統計數據顯示，113 年我國名目國民所

得毛額（GNI）較 112 年成長 7.14%；而平均每人 GNI 亦較 112 年成長

6.93%。表示我國 113 年之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呈現持續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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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國內生產毛額（GDP）為國內各行業投入生產要素從事生產活動所產

生的附加價值總和，由分配面可分為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

消耗與生產及進口稅淨額。 

由於製造業生產活動日趨資本及技術密集的產業特性，加上近年國內

製造業 GDP 占比快速提升的結構因素，營業盈餘及固定資本消耗占 GDP

比重長期緩升，惟政府持續推動改善薪資相關措施，有助維繫 GDP 分配

至受僱報酬之比重。110 年受僱報酬年增 5.8％，111 年續增 5.8％，受僱

報酬占 GDP 比重為 43.9％。 

表 7 GDP 分配面結構比 

單位：％ 

 GDP 受僱人員

報酬 

營業盈餘 固定資本

消耗 

生產及進

口稅淨額 

110 年 100.0 43.1 36.4 15.8 4.7 

111 年 100.0 43.9 34.4 16.7 5.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2 年 11 月 28 日發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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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1. 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 

先前受俄烏戰爭影響，國際農糧價格上揚，111 年及 112 年 17 項

重要民生物資價格分別上漲 5.02％及 4.80％，其中豬肉及雞肉因飼養

成本提高、雞蛋因供需失衡致漲幅較大，麵包則因奶油、麵粉等材料

成本增加而價漲；惟近期隨國際原物料價格回落，113 年前 5 個月豬

肉及雞肉漲幅已漸趨緩，麵包漲幅亦收斂，雞蛋則受 112 年缺蛋期間

之高基數影響，供需和緩後，價格轉為下跌，整體而言，113 年 1 至

6 月平均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價格漲幅雖較前 2 年縮小，但仍較 112 年

同期上漲 1.22％。 

表 8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 

 

單位：％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6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7 項平均 5.02  4.80  1.22  3.36  3.16  1.14  -0.17  0.06  -0.14 

米 0.36  2.82  4.46  4.45  5.34  3.45  5.47  3.38  4.68  

麵粉、調製麵粉 6.77  2.64  0.41  2.27  0.08  1.45  -0.59  -0.39  -0.33  

豬肉 6.40  9.07  4.59  8.44  9.20  6.84  1.51  1.10  1.06  

雞肉 4.08  5.28  1.85  5.17  4.04  2.18  -0.25  0.06  0.19  

雞蛋 30.46  9.93  -13.19  -0.46  -0.88  -18.36  -22.44  -14.89  -18.17  

醬油 1.19  0.81  3.36  2.95  -0.20  2.24  6.42  3.37  5.43  

糖 2.69  3.54  2.08  1.56  2.27  2.24  1.87  1.91  2.65  

沙拉油、調理油 11.83  6.28  -0.70  -0.81  -1.33  -1.70  -1.23  0.12  0.77  

鮮奶 3.39  1.93  -1.62  -2.55  -1.13  -0.79  -1.81  -1.42  -1.99  

奶粉 2.06  2.74  2.05  2.70  2.38  1.54  1.70  1.76  2.24  

速食麵 1.21  1.08  3.56  3.93  3.91  3.60  3.54  3.79  2.56  

麵包 7.11  5.40  3.06  3.19  3.94  3.60  3.04  2.23  2.36  

衣服清潔劑 0.84  2.29  3.10  2.50  0.43  3.85  3.71  5.39  2.77  

衛生紙、面紙及紙巾 4.32  3.27  -1.34  -0.95  -0.42  -2.25  -0.87  -1.10  -2.45  

沐浴用品 1.19  2.28  1.47  1.44  0.86  0.47  2.04  0.88  3.17  

牙膏、牙粉 2.62  3.98  3.18  3.00  2.59  5.81  1.01  3.92  2.86  

洗髮精、潤絲精 1.34  0.81  1.32  3.42  0.41  -0.07  4.70  -0.98  0.6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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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部分，111 年因廠商之進口成本增加，PPI

上漲 10.51％，112 年則隨大宗物資價格逐步回落，PPI 轉為下跌 0.57

％。113 年 1 至 6 月 PPI 較 112 年同期上漲 1.37％，主因電力設備及

配備、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電子

零組件等價格上漲，加上 4 月起電價調漲所致，惟中油調降電業用

戶之天然氣價格，以及禽畜產品、食品及飼品等價格下跌，抵銷部分

漲幅。 

表 9 PPI 年增率 

單位：％ 

 PPI 

111 年 10.51 

112 年 -0.57 

113 年 1~6 月 1.37 

 1 月 -0.68 

 2 月 0.12 

 3 月 0.47 

 4 月 2.06 

 5 月 2.75 

 6 月 3.54 

113 年(f) 1.17 

 第 1 季 -0.03 

 第 2 季(f) 2.73 

 第 3 季(f) 1.12 

 第 4 季(f) 0.90 

資料來源：統計數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生產者物價調查」；預測數為「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3 年

5 月 30 日發布資料。 

註：(f)表預測數，其餘為統計數。 

 

 



17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1.出口統計 

根據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由於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等

新興科技應用商機持續熱絡，傳產貨類外銷已見止穩回升，加上基期

偏低，113 年 6 月出口較上年同月增 75.9 億美元（+23.5%）。若與歷

年 1 至 6 月平均每月出口值比較，113 年平均每月出口值為 375 億美

元，為歷年來第 2 高。 

 

圖 5 近 1 年各月出口值與年增率 

 

 

 

圖 6 歷年 1 至 6 月平均每月出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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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與上年同期比較（表 10），第 2 季出口較上年同季增 

103.5 億美元（+9.9%），其中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156.3 億美元

（+95.9%），電子零組件減 34.6 億美元（-7.8%）、光學及精密儀器減 

11.0 億美元（-29.1%）、運輸工具減 5.5 億美元（-16.9%）。 

累計 1 至 6 月出口較上年同期增 229.4 億美元（+11.4%），以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325.9 億美元（+1.1 倍）增加最多，電子零組件減 

48.3 億美元（-5.6%）、光學及精密儀器減 19.2 億美元（-26.5%）、運

輸工具減 12.0 億美元（-18.2%）、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5.7 億美元（-

3.9%）。 

 

表 10 113 年我國出口貨品概況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113 年 6 月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備註：近年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聽產品之銷售流向隨全球供應鏈重組、部分廠商擴大在臺生產等
出現結構性轉變，爰另予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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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口概況來看，截至 113 年 6 月為止，我國出口年增率已連續 8 個

月為正成長，顯示我國整體出口狀況已呈持續擴張的趨勢。若觀察不同產

品之出口概況，113 年 6 月主要產品出口，除運輸工具與光學及精密儀器

仍為負成長之外，其他主要產品均為正成長，1-6 月之累計，除資通與視

聽產品及紡織品之外，其他貨品與上年同期相比則為負成長。但若從主要

貨品出口年增率（表 11）之逐季趨勢來看，可以發現雖然大多數主要貨品

1~6 月與上年同期相比仍為負成長，但其年增率負值已逐季縮小，亦即我

國主要貨品的出口概況呈持續改善的趨勢。 

表 11 近期主要貨品出口年增率（按季）         單位：% 

  合計 
電子零

組件 

資通與

視聽產

品 

基本金

屬及其

製品 

機械 

塑膠、

橡膠及

其製品 

化學品 礦產品 
電機 

產品 

光學及

精密儀

器 

運輸 

工具 
紡織品 

110 年 29.3  26.9  24.8  44.4  27.0  40.5  40.6  65.7  32.1  18.3  33.1  19.7  

第 1 季 24.6  28.3  29.8  20.0  24.1  36.1  20.9  -28.7  27.5  37.6  22.8  2.2  

第 2 季 37.3  31.1  28.7  47.2  27.4  64.2  55.2  110.7  36.7  23.6  50.9  49.8  

第 3 季 30.1  27.3  19.7  56.5  33.5  39.5  51.3  127.6  35.2  15.2  30.3  18.9  

第 4 季 26.0  22.1  22.7  53.2  23.3  27.0  38.3  140.5  29.1  2.4  31.4  15.5  

111 年 7.4  16.4  5.5  0.1  2.6  -12.9  0.3  62.8  10.5  -16.5  14.0  -2.0  

第 1 季 23.5  33.1  17.2  30.1  13.8  6.7  22.2  84.0  29.6  -9.5  29.3  12.4  

第 2 季 15.4  24.0  6.8  19.8  6.6  -5.9  13.6  97.5  16.8  -14.8  29.5  3.0  

第 3 季 3.3  9.7  2.2  -10.9  2.2  -17.9  -5.5  80.5  9.2  -19.5  12.4  3.5  

第 4 季 -8.7  2.8  -1.5  -26.3  -10.2  -31.9  -24.3  2.8  -9.0  -22.0  -9.4  -24.2  

112 年 -9.8  -10.7  28.9  -22.0  -15.2  -23.3  -21.5  -25.9  -17.3  -21.5  -25.2  -25.1  

第 1 季 -19.2  -17.4  -12.0  -26.9  -23.2  -30.8  -24.7  2.1  -20.5  -21.6  -22.0  -27.4  

第 2 季 -17.0  -13.3  3.7  -26.8  -15.2  -30.7  -32.7  -45.4  -17.9  -10.6  -26.3  -32.8  

第 3 季 -5.1  -7.8  52.6  -19.4  -12.8  -16.6  -14.0  -34.5  -20.2  -28.7  -27.5  -24.7  

第 4 季 3.3  -4.1  66.3  -12.9  -9.1  -10.7  -11.0  -7.2  -9.5  -26.0  -24.9  -12.3  

113 年 1-2 季 11.4  -5.6  108.9  -3.9  -1.6  -2.8  -0.5  -2.1  -2.4  -26.5  -18.2  1.2  

第 1 季 12.9  -3.3  124.4  -4.5  -1.9  -6.1  -7.1  -1.1  -5.3  -23.7  -19.5  -5.5  

第 2 季 9.9  -7.8  95.9  -3.4  -1.3  0.6  6.7  -3.1  0.3  -29.1  -16.9  8.4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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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批發業 

113 年 6 月批發業營業額為 1 兆 582 億元，年增 8.5%，主因全

球景氣穩定復甦，人工智慧及雲端運算等新興科技應用持續推展，

庫存回補動能持續，均挹注我國商品外貿成長動能，加以上年同月

比較基期偏低，致機械器具批發業年增 19.9%、化學材料批發業年

增 11.7%、綜合商品批發業年增 8.1%、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年增

3.7%；汽機車批發業則因上年同月進口車集中到港，比較基數偏高，

年減 6.0%。綜計上半年營業額為 6 兆 2,417 億元，年增 9.9%。 

表 12 批發業主要行業營業額變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 

註：1.機械器具業：包括電腦、手持行動裝置、電子與電力設備、機械及其配備等。 

    2.家用器具及用品業：包括電器、家具、攝影器材、黃金白銀貴金屬等。 

    3.其他批發業：包含文教及育樂用品、燃料批發業等 5 項小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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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零售業 

113 年 6 月零售業營業額為 4,015 億元，年增 3.9%，其中受惠

電動新車熱銷，推升汽機車零售業營業額年增 4.4%；另端午連假

及年中慶之集客效應，以及業者展店及多元行銷活動挹注，致布疋

及服飾品零售業年增 9.6%、百貨公司年增 6.3%、便利商店年增 4.7%、

超級市場年增 8.2%、藥品及化粧品業年增 6.0%；燃料零售業則因

銷售量較上年同月減少，加以柴油價格下跌，致營業額年減 2.9%。

綜計上半年營業額為 2 兆 3,739 億元，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 3.2%。 

表 13 零售業主要行業營業額變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 

註：1.非店面零售業係指行業統計分類「487 其他非店面零售業」。 

    2.其他零售業包含文教育樂用品、建材及其他專賣零售業等 3 項小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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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餐飲業 

113 年 6 月餐飲業營業額為 870 億元，年增 6.8%，其中餐館及

飲料店均年增 6.6%，主因受惠端午假期、謝師宴聚餐，及夏日高溫

等商機挹注，推升餐點、冰飲品需求所致；外燴及團膳承包業因航

餐銷售續增，年增 10.8%。綜計上半年營業額為 5,158 億元，創歷

年同期新高，年增 5.1%。 

表 14 餐飲業營業額變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 

 

由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統計數據來看，截至 116 年 6 月為止，

包括批發業、零售業以及餐飲業，113 年上半年（1~6 月）的營業額

均較上年同期正成長，其中批發業成長 9.9%；零售業成長 3.2%；零

售業成長 5.1%，即批發業、零售業以及餐飲業之營運狀況均較 112 年

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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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各業生產毛額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內之國內各業生產

毛額統計數據（表 15）來看，113 年第 1 季我國各行業之生產毛額均

較上年同季為正成長，其中製造業 113 年第 1 季之年增率超過兩位數

（11.56%）。由表 15 的數據可以發現，113 年第 1 季我國各行業之生

產概況均較上年同季為佳。 

表 15 國內各業生產毛額與年增率（按季）  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3 年 5 月 30 日發布資料。   

           

  

112 年 

第 1 季 

112 年 

第 2 季 

112 年 

第 3 季 

112 年 

第 4 季 

113 年 

第 1 季 

較上年 

同季 

A.農、林、漁、牧業 82,551 86,254 75,859 102,283 94,716 14.74%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915 2,786 2,635 3,413 3,327 14.13% 

C.製造業 1,714,846 1,824,457 2,100,747 2,025,426 1,913,008 11.56%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9,951 6,195 47,003 5,855 12,214 -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7,366 34,949 33,296 29,260 28,014 2.37% 

F.營建工程業 187,201 193,727 180,921 171,910 197,509 5.51% 

G.批發及零售業 855,619 872,159 883,016 1,012,359 904,968 5.77% 

H.運輸及倉儲業 190,656 181,112 185,247 194,706 212,932 11.68% 

I.住宿及餐飲業 159,158 161,118 172,577 174,791 178,248 11.99% 

J.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 

176,029 182,016 191,755 218,133 188,834 7.27% 

K.金融及保險業 352,064 405,202 378,480 370,982 403,535 14.62% 

L.不動產及住宅服務業 425,681 435,766 441,881 518,908 464,675 9.16%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36,306 132,243 145,138 157,833 150,323 10.28% 

N.支援服務業 90,633 96,156 105,687 124,242 102,015 12.56% 

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

會安全 

368,357 307,930 293,748 298,314 381,966 3.69% 

P.教育業 209,413 180,176 190,089 202,445 215,397 2.86%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61,718 179,744 173,076 191,176 171,678 6.16%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53,326 56,145 56,322 56,456 57,641 8.09% 

S.其他服務業 126,506 123,931 137,315 143,710 137,420 8.63% 

GDP 5,482,976 5,697,026 6,081,323 6,283,636 6,060,490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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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業及失業統計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113 年 1~6 月之平

均就業人數為 1,158.1 萬人，較上年同期成長 0.73%；而失業人數為

40.3 萬人，較上年同期減少 3.63%；勞動參與率為 59.23%，較上年同

期增加 0.06 個百分點；失業率為 3.36%，較上年同期降低 0.15 個百

分點。由近期我國就業與失業統計來看，我國就業市場仍維持穩定。 

表 16 就業及失業統計 

 就業人數 失業人數 勞動力參與率 失業率 

萬人；％ 

111 年 1,141.8 43.4 59.18 3.67 

112 年 1,152.8 41.5 59.22 3.48 

113 年 1~6 月 1,158.1 40.3 59.23 3.36 

年增數(萬人)；增減百分點 

111 年 -2.9 -3.7 0.16 -0.28 

112 年 11.0 -1.9 0.04 -0.19 

113 年 1~6 月 8.4 -1.5 0.06 -0.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註：本表所列之 113 年 1~6 月年增數及增減百分點，係與 112 年 1~6 月比較。 

5.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 

113 年 7 月底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事業單位 248 家，實際實施

4,437 人，較上年同月分別減少 406 家，5,893 人，其中以批發及零售

業減少 130 家、702 人，製造業減少 99 家、4,557 人，及支援服務業

減少 97 家、532 人較多。 

 

 



 25 

表 17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統計 

行業別 

家數 

（家） 

實施人數 

（人） 

112年7月底 113年7月底 
113年與112年 

同月比較 
112年7月底 113年7月底 

113年與112年 

同月比較 

總計 654 248 -406  10,330 4,437 -5,893 

農、林、漁、牧業 1 1 － 8 1 -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 － － － 

製造業 250 151 -99  8,130 3,573 -4,55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 －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 － -2  8 － -8 

營建工程業 13 1 -12  36 5 -31 

批發及零售業 171 41 -130  978 276 -702 

運輸及倉儲業 13 6 -7  65 36 -29 

住宿及餐飲業 27 19 -8  148 341 193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16 5 -11  69 87 18 

金融及保險業 1 － -1  1 － -1 

不動產業 4 － -4  8 － -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3 1 -22  223 1 -222 

支援服務業 111 14 -97  577 45 -532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 － － － － － 

教育業 4 － -4  7 － -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 1 -2  11 5 -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 4 － 20 22 2 

其他服務業 11 4 -7  41 45 4 

資料來源：勞動部。 

說明：「－」表示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6. 企業未來人力需求 

受惠新興科技應用商機擴增，支撐相關產業鏈人力需求，加以民

間消費持續穩健成長，且逢暑期旅遊餐飲旺季，帶動事業單位人力增

補動能，致 113 年 7 月底預計較 4 月底整體人力需求淨增加 6 萬人，

較上年同期略增，各行業人力需求以製造業淨增加 2.2 萬人較多。 

表 18 歷年人力需求調查 

項目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預估 7 月底較 

4 月底人力需求 

淨增減人數(人) 

47,316 42,450 21,101 63,796 86,829 60,147 60,452 

資料來源：勞動部「人力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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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之參考指標包括「出口統計」「批發、

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國內各業生產毛額」、「就業及失業統計」、「勞雇

方協商減少工時」與「企業未來人力需求」等六項參考指標，其中「出口

統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國內各業生產毛額」係呈現國內

各業產業發展情形；而「就業及失業統計」、「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與

「企業未來人力需求」則呈現我國之就業狀況。 

就各業產業發展情形來看，根據「出口統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

業額」、「國內各業生產毛額」之統計數據，可以發現我國之出口狀況已連

續 8 個月為正成長，各主要貨品之出口，雖大多數產品 113 年 1~6 月累計

出口值之年增率仍為負值，但已呈現縮小的趨勢，逐漸有好轉的跡象；而

在內需方面，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之營業額亦呈現正成長，顯示國內消費

力道仍強勁，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之營運狀況亦相對良好；再由「國內各

業生產毛額」之逐季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13 年第 1 季我國各行業別的生

產毛額均較上年同季為正成長，亦即截至 113 年第 1 季為止，國內各行業

之產業發展狀況均較上年為佳。 

若從就業狀況來看，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113

年 1~6 月之平均就業人數較上年同期成長 0.73%；而失業人數較上年同期

減少 3.63%；勞動參與率較上年同期增加 0.06 個百分點；失業率較上年同

期則降低 0.15 個百分點，目前我國就業市場仍維持穩定；而由勞雇雙方協

商減少工時事業單位與實施人數來看，亦均較上年同月減少；而從人力需

求調查亦顯示整體就業市場之人力需求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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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業勞工工資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近期各行業經常性薪資

年成長率如表 19 所示，各行業薪資水準並不相同，惟薪資普遍持續成長。

以 113 年 1 至 5 月為例，以「金融及保險業」之經常性薪資年增率最高

（6.34%）；其次為「不動產業」（3.78%）；再其次為「運輸及倉儲業」（3.56%）、

「批發及零售業」（3.2%）。 

表 19 近期各業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5 月 

  

經常性薪資 

(元) 

較上年同期

增減率(%) 

經常性薪資 

(元) 

較上年同期

增減率(%) 

經常性薪資 

(元) 

較上年同期

增減率(%) 

工業及服務業 44,210 2.71 45,197 2.23 46,173 2.46 

工業部門 42,116 2.98 43,099 2.33 43,982 2.3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4,670 3.11 45,413 1.66 46,151 1.71 

製造業 42,024 3.25 42,995 2.31 43,968 2.5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5,034 0.71 65,898 1.33 66,419 0.2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6,898 1.72 37,870 2.63 38,654 2.63 

營建工程業 41,389 1.63 42,445 2.55 42,827 1.27 

服務業部門 45,687 2.52 46,653 2.11 47,679 2.50 

批發及零售業 43,080 2.64 44,311 2.86 45,474 3.20 

運輸及倉儲業 46,672 3.57 47,988 2.82 49,467 3.56 

住宿及餐飲業 33,226 3.63 33,981 2.27 34,533 2.32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64,344 3.13 65,786 2.24 67,020 1.81 

金融及保險業 65,437 0.13 66,019 0.89 69,449 6.34 

不動產業 43,055 0.24 43,493 1.02 44,546 3.7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5,072 2.46 55,866 1.44 56,583 0.88 

支援服務業 34,751 1.51 35,742 2.85 36,615 2.85 

教育業 29,376 4.20 30,021 2.20 30,447 1.4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3,220 3.04 54,034 1.53 53,886 -0.7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7,826 3.05 38,148 0.85 38,633 0.70 

其他服務業 34,540 6.36 35,482 2.73 35,753 0.5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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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家庭收支狀況 

家庭收支狀況以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比為參考指標，觀察近期家庭消

費支出及結構比，111 年全體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為 83.5 萬元，較 110

年增 2.3％，就內容觀察，以「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占 24.6

％為最高，其次隨著國人平均壽命延長，衛生保健觀念增強，「醫療保健」

支出比重增至 17.8％。 

另 111 年最低 20％所得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為 38.2 萬元，較 110

年增 1.6％，就內容觀察，亦以「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占 31.4

％為最高，次高則為「食品及非酒精飲料」支出占 18.4％。意即低收入者

之家庭所得中，近 5 成收入係消費在維持生活所需上。 

表 20 全體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註：消費支出與戶內人數相關，111 年全體家庭平均戶內人數為 2.83 人。 

表 21 最低 20％所得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比 

單位：元；％ 

 平均每戶

消費支出 

(元) 

食品及 

非酒精

飲料 

菸酒及 

檳榔 

衣著鞋

襪及 

服飾用

品 

住宅服

務 

、水電

瓦斯及

其他燃

料 

家具設

備及 

家務維

護 

醫療 

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與 

文化 

教育 餐廳及 

旅館 

什項 

消費 

109 年 815,100 14.5 1.1 2.7 24.3 2.8 17.1 8.9 2.8 4.2 3.4 13.1 5.1 

110 年 815,442 14.7 1.2 2.7 24.6 2.9 17.8 9.0 2.9 3.1 3.3 12.8 5.1 

111 年 834,537 14.2 1.1 2.7 24.6 2.9 17.8 8.7 2.9 3.2 3.1 13.8 5.0 

單位：元；％ 

 平均每戶

消費支出 

(元) 

食品及 

非酒精

飲料 

菸酒及 

檳榔 

衣著鞋

襪及 

服飾用

品 

住宅服

務 

、水電

瓦斯及

其他燃

料 

家具設

備及 

家務維

護 

醫療 

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與 

文化 

教育 餐廳及 

旅館 

什項 

消費 

109 年 372,529 18.2 1.3 2.1 31.4 2.2 17.5 6.6 2.6 2.8 0.8 10.3 4.3 

110 年 376,058 18.5 1.4 2.1 31.1 2.4 17.9 6.2 2.7 2.7 0.7 10.1 4.3 

111 年 382,209 18.4 1.2 2.0 31.4 2.4 18.2 6.2 2.7 2.6 0.6 10.2 4.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註：消費支出與戶內人數相關，111 年最低 20％所得家庭平均戶內人數各為 1.6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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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低生活費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 2 項：「所稱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

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

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

分之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同條

第 3 項：「最低生活費之數額，不得超過同一最近年度中央主計機關所公

布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以下稱所得基準）百分之七十，同時不得

低於台灣省其餘縣（市）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歷年各直轄市、

縣市最低生活費如下表所示。 

表 22 歷年各直轄市、縣市最低生活費 

單位：元/人/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地區別 
臺灣省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福建省 

年度別 金門縣 連江縣 

106 11,448 15,544 13,700 13,692 13,084 11,448 12,941 10,290 

107 12,388 16,157 14,385 13,692 13,813 12,388 12,941 11,135 

108 12,388 16,580 14,666 14,578 13,813 12,388 13,099 11,135 

109 12,388 17,005 15,500 15,281 14,596 12,388 13,099 11,648 

110 13,288 17,668 15,600 15,281 14,596 13,304 13,341 12,102 

111 14,230 18,682 15,800 15,281 15,472 14,230 14,419 12,792 

112 14,230 19,013 16,000 15,977 15,472 14,230 14,419 13,103 

113 14,230 19,649 16,400 15,977 15,518 14,230 14,419 1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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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一、最低工資調整之參採指標分析  

（一）應參採指標 

政府訂定最低工資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所需，而要達

到此立法目的，最低工資之調幅必須跟得上平常消費之物價調升幅度。因

此，《最低工資法》第 9 條特別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列為唯一的應參

採指標，亦即最低工資的審議結果，必須反映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變動情形。

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發布的預測結果，今年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

2.07%，此為今年審議最低工資最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得參採指標 

經篩選符合《最低工資法》第 9 條之「得參採指標」中所列各項之參

考指標（參第 4 頁表 1），並透過觀察各參考指標近期統計數據的趨勢與

變化，彙整並整體性的描繪我國總體經濟表現、勞動市場表現、產業發展

狀況、勞工生活狀況等各面向的狀況，一併作為最低工資擬定時之參考。 

1.總體經濟表現 

就 113 年我國總體經濟概況而言，根據國內、外各主要機構對我

國經濟成長率的預測，113 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均較 112 年之經

濟成長率為高，其中，主計總處預測 113 年之經濟成長率 3.94%，亦

高於 112 年的 1.28%，即各研究機構與主計總處均認為 113 年我國總

體經濟的表現較 112 年為佳。而從景氣對策信號來看，113 年 6 月景

氣燈號轉為紅燈，亦顯示國內景氣正持續增溫。 

在對外出口方面，截至 113 年 6 月為止，我國出口年增率已連續

8 個月為正成長，各主要貨物 113 年 1~6 月之累計出口雖大部分仍較

去年同期負成長，但幅度已持續縮小，亦即出口方面呈現好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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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需消費方面，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的營業額持續正成長，國內消

費力道仍維持強勁。 

另外，在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方面，113 年我國名目國民所

得毛額（GNI）較 112 年成長 7.14%且平均每人 GNI 亦較 112 年成長

6.93%，亦表示我國 113 年之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呈現持續成長

的趨勢。 

2.勞動市場表現 

在勞動市場方面，首先，從就業狀況來看，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截至 113 年 6 月為止，113 年 1~6 月之平均

就業人數較上年同期成長0.73%；而失業人數較上年同期減少3.63%；

勞動參與率較上年同期增加 0.06 個百分點；失業率則較上年同期降

低 0.15 個百分點，顯示目前我國就業市場仍維持穩定；而由勞雇雙方

協商減少工時事業單位與實施人數來看，亦均較上年同月大幅減少，

各業營運狀況明顯有所改善；而從人力需求調查結果亦顯示，113 年

我國就業市場上之人力需求較上年同期增加。整體而言，目前我國勞

動市場各項指標均維持穩定，人力需求擴張，且減班休息狀況亦有所

改善。 

在薪資方面，首先，在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上，

受僱人員報酬及占 GDP 比重，111 年較 110 年成長，顯示廠商生產之

附加價值，分配給受僱員工之比例已有提高。其次，從勞工平均薪資

年增率之「勞工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年增率」與各業勞工工資之

「各行業經常性薪資年增率」兩項指標來看，113 年 1-5 月勞工之經

常性薪資較上年同期增加 2.46%；我國勞動市場之勞工的經常性薪資

所得已有所改善，而各業勞工的經常性薪資所得普遍持續成長。惟若

剔除物價因素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為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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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發展狀況 

就國內各行業之產業發展狀況而言，由我國出口統計數據來看，

各主要貨品出口狀況已逐漸好轉，雖然主要貨品出口並未區分行業別，

但對於與出口較相關的部分製造業廠商而言，產業發展狀況已呈現逐

漸好轉的跡象；而根據「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數據，可

以發現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之營業額皆呈現正成長，顯示其營運狀況

亦相對良好，產業發展為正向擴張；若對照「國內各業生產毛額」之

逐季統計數據，113 年第 1 季我國各行業別的生產毛額均較上年同季

為正成長，國內各行業之產業發展狀況均較 112 年為佳。若根據製造

業 PMI 與非製造 NMI 指數的擴張以及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的擴張來

看，產業發展狀況不僅目前好轉，未來下半年的展望亦保持樂觀的看

法。 

4.勞工生活狀況 

若由勞工生活狀況方面來看，首先，根據家庭收支調查之「家庭

消費支出及結構比」之統計數據，最低 20％所得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

出仍以維持生活所需的「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與「食品

及非酒精飲料」支出占比較全體家庭為高。意即低收入者之家庭所得

中，近 5 成收入係消費在維持生活所需上。 

其次，根據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所關注之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統計數據，雖然 113 年 1~6 月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

為 1.22%，小於整體 CPI 年增率（2.27%），但仍對勞工實質購買力產

生影響，特別是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若對比「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

比」，17 項重要民生物資主要包含「食品及非酒精飲料」與「什項消

費」，而低收入家庭者中，「食品及非酒精飲料」與「什項消費」兩項

占家庭消費比重 22.5%，高於全體家庭之占比 19.2%，亦即從勞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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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角度而言，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

相對較高。 

5.勞動生產力 

勞動生產力可從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加以衡量，從勞動生產力

指數年增率的趨勢來看，雖然 112 年我國全體產業之勞動力生產指數

年增率為負值，但若逐季作觀察，可以發現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呈

現逐季改善的趨勢，至 112 年第 4 季已轉為正值。 

 

二、最低工資調整建議 

最低工資是接續基本工資作為保障（邊際）勞工基本生活的政策，今

年是《最低工資法》施行的元年，首次之每月及每小時最低工資數額，依

法不得低於現行基本工資-每月 27,470 元及每小時 183元。 

調整最低工資之最主要目的係為了保障（邊際）勞工的生活，應考量

目前我國各項「應參採指標」與「得參採指標」中之各項參考指標。其中，

被列為應參採指標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預估今年漲幅為 2.07%，被列為得參

採指標的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消費者物價指數今年 1 至 6 月的年增率也有

1.22%，顯示勞工維持生活的花費是在增加。另由「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

比」這項得參採指標亦可看出，低收入者之家庭所得中，近 5 成收入係消

費在維持生活所需上。因此，為減緩物價上漲對低所得家庭的衝擊，今年

所要擬定的首次最低工資，應有較現行基本工資數額向上調升之必要。 

政府制定最低工資之另一用意，是希望邊際勞工也能合理分享經濟成

長果實，不致因議價能力不足而面臨薪資跟不上市場水平的現象。因此，

國家整體經濟與個別產業的發展，以及就業市場的薪資水準也都被納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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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最低工資之得參採指標，而由前面分析可知，這些指標大多呈現正項變

動。其中，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3.94%，高於 112 年的 1.28%；名目國

民所得毛額（GNI）與平均每人 GNI 亦正成長，而各行業生產毛額均較上

年同季為高。在薪資方面，113 年 1-5 月全體勞工之經常性薪資較上年同

期增加 2.46%，而各業勞工的經常性薪資所得普遍均有所增加。由此可見，

從經濟成長果實得以合理分享的角度來看，我國最低工資也應有所反映。 

除達成立法目的之外，審議最低工資也應考量企業支付能力，避免對

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產生不利影響。惟如前面所述，目前我國整體經濟與

各產業都朝正向發展，對外出口持續正成長，主要貨物的出口值亦逐漸改

善，國內消費力道強勁，內需服務業持續正成長，製造業 PMI 指數與非製

造業 NMI 指數也呈現擴張趨勢。就業市場的表現非常正向，包括近期國

內就業人數增加、勞參率提升、失業率下降，失業人數減少、減班休息人

數減少、人力需求增加等。因此，現階段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應不致對產業

發展與就業市場造成負面衝擊。 

綜上，為符合最低工資法之立法宗旨，並兼顧雇主支付之能力，建議

首次最低工資，應以 CPI 年增率為基礎，並加上勞工對經濟成長果實之分

享，從現行基本工資的基準上，適度調高。 

 

 

 

 

 

 



【研究報告提出後 指標數據更新】 

1 

表 1 審議最低工資之參採指標 

法定指標 對應指標 

應參採指標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CPI 年增率 

得參採指標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勞工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景氣對策信號 

製造業 PMI 指數 

非製造業 NMI 指數 

經濟成長率 

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名目國民所得毛額（GNI） 

平均每人 GNI 

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GDP 分配面結構比 

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 17 項重要

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 

生產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出口統計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國內各業生產毛額 

就業及失業統計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 

企業未來人力需求 

各業勞工工資 各行業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家庭收支狀況 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比 

最低生活費 最低生活費 

資料來源：本小組整理。 

 



 

2 

表 2 近期我國 CPI 年增率 

單位：％ 

 CPI 購買頻度別 CPI 所得別 CPI 

  核心
CPI(不
含蔬果
及能源) 

每月至
少購買

1 次 

每季
(不含
每月)

至少購
買 1 次 

每季購
買不到 

1 次 

低所得 

家庭 

中所得 

家庭 

高所得 

家庭 

111 年 2.95 2.61 5.68 2.91 2.09 3.10 3.00 2.82 

112 年 2.49 2.58 3.69 2.03 2.13 2.64 2.49 2.44 

113 年 1~7 月 2.30 1.99 3.18 2.92 1.63 2.37 2.25 2.30 

 1 月 1.80 1.65 3.79 2.15 0.57 2.10 1.80 1.57 

 2 月 3.08 2.89 4.01 2.53 3.00 2.99 2.94 3.27 

 3 月 2.15 2.14 2.87 2.20 1.73 2.10 2.13 2.15 

 4 月 1.94 1.81 2.25 2.59 1.44 1.92 1.94 1.94 

5 月 2.23 1.83 2.93 3.27 1.43 2.36 2.24 2.15 

 6 月 2.42 1.83 3.13 3.97 1.52 2.52 2.34 2.45 

 7 月 2.52 1.84 3.36 3.71 1.72 2.65 2.38 2.60 

113 年(f) 2.17 - - - - - - - 

 第 1 季 2.34 2.22 3.55 2.30 1.76 2.39 2.28 2.32 

 第 2 季 2.20 1.82 - - - - - - 

 第 3 季(f) 2.30 - - - - - - - 

 第 4 季(f) 1.82 - - - - - - - 

114 年(f) 1.91 - - - - - - - 

 第 1 季(f) 2.11 - - - - - - - 

 第 2 季(f) 2.08 - - - - - - - 

 第 3 季(f) 1.72 - - - - - - - 

 第 4 季(f) 1.75 - - - - - - - 

資料來源：統計數為行政院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調查」；預測數為「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3 年 8 月 16

日發布資料。 

說明：1. (f)表預測數，其餘為統計數。 

   2. 購買頻度別、所得別 CPI 僅發布年度、單月、1 至各月之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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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按產業分 

單位：％ 

 全體產業 農林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製造業  

111 年 2.12 -4.82 2.62 2.67 2.05 

112 年 -1.38 3.16 -6.30  -6.21  2.65  

 第 1 季 -6.51  -4.09  -11.49  -11.70  -2.52  

 第 2 季 -1.62  8.57  -8.10  -8.84  3.96  

 第 3 季 -0.87  9.36  -5.23  -5.02  3.08  

 第 4 季 3.31  0.01  -0.51  0.36  6.02  

113 年      

 第 1 季 6.79 20.43 5.29 6.07 6.9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薪資及生產力調查」。 

 

 

表 4 工業及服務業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全體受僱員工 部分工時受僱員工 本國籍全時受僱員工 

 合計 工業 服務業 合計 工業 服務業 合計 工業 服務業 

經常性薪資(元) 

111 年 44,210 42,116 45,687 18,714 14,651 19,477 46,566 45,180 47,459 

112 年 45,197 43,099 46,653 19,617 14,812 20,440 47,655 46,350 48,474 

113年1~6月 46,227 44,037 47,730 20,177 15,258 20,975 48,755 47,368 49,612 

經常性薪資年增率(％) 

111 年 2.71  2.98  2.52  -0.50 -3.19 -0.30 2.92  3.18  2.75  

112 年 2.23  2.33  2.11  4.83  1.10  4.94  2.34  2.59  2.14  

113年1~6月 2.56 2.43 2.58 4.65 6.40 4.19 2.59 2.51 2.5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說明：113 年 1~6 月為初步統計結果，年增率(數)係與 112 年 1~6 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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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1 近期我國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2  景氣對策信號細部指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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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3 近期製造業 PMI 及非製造業 NMI 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4 近期製造業 PMI 及非製造業 NMI 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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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內外機構近期對我國經濟成長率之預測 

單位：% 

  113 年 
   

114 年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國內 
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3.05.30 3.94 5.18 3.01 1.39  

113.08.16 3.90 5.06 3.21 1.12 3.26 

臺灣經濟研究院 
113.04.25 3.29 4.53 2.11 1.02  

113.07.25 3.85 4.65 2.75 1.82  

中 央 研 究 院 
112.12.22 3.02 2.65 3.27 1.12  

113.07.31 3.88 3.70 2.84 2.69  

中華經濟研究院 
113.04.19 3.38 3.55 3.00 1.66  

113.07.19 3.81 4.32 3.39 1.34 2.98 

臺灣綜合研究院 
112.12.13 3.18 3.76 2.59 0.97  

113.06.27 3.57 4.12 3.57 0.53  

中央銀行 
113.03.21 3.22 4.34 2.31 0.92  

113.06.13 3.77 4.89 2.90 1.12  

國外 
機構 

標普全球     
113.06.18 3.75     

113.07.15 3.75     

IMF 
112.10.05 2.97     

113.04.16 3.07    2.73 

資料來源：本小組整理。 

 

表 6 經濟成長及國民所得 

 經濟 

成長率 

名目 GDP 

(億元) 

名目 GNI 

(億元) 

 (％，yoy)  平均每人 

(元) 

 平均每人 

(元) 

111 年 2.59 226,798 972,550 233,746 1,002,341 

112 年 1.28 235,450 1,007,685 243,026 1,040,126 

113 年(f) 3.90 252,342 1,077,764 260,394 1,112,157 

 第 1 季(r) 6.63 60,727 259,313 63,390 270,683 

 第 2 季(p) 5.06 61,949 264,574 64,008 273,368 

 第 3 季(f) 3.21 64,464 275,343 65,681 280,539 

 第 4 季(f) 1.12 65,201 278,534 67,316 287,567 

114 年(f) 3.26 264,493 1,131,038 272,747 1,166,32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3 年 8 月 16 日發布資料。 

註：(r)表修正數，(f)表預測數，(p)表初步統計數；yoy(year on year)為對上年(同季)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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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GDP 分配面結構比 

單位：％ 

 GDP 受僱人員

報酬 

營業盈餘 固定資本

消耗 

生產及進

口稅淨額 

110 年 100.0 43.1 36.4 15.8 4.7 

111 年 100.0 43.9 34.4 16.7 5.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2 年 11 月 28 日發布資料。 

 

 

 

表 8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 

 單位：％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7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17 項平均 5.02  4.80  1.05 3.36  3.16  1.15  -0.16  0.06  -0.14 0.06 

米 0.36  2.82  4.14 4.45  5.34  3.45  5.47  3.38  4.68  2.27 

麵粉、調製麵粉 6.77  2.64  0.31 2.27  0.08  1.45  -0.59  -0.39  -0.33  -0.26 

豬肉 6.40  9.07  4.38 8.44  9.20  6.84  1.51  1.10  1.06  3.14 

雞肉 4.08  5.28  1.65 5.17  4.04  2.18  -0.25  0.06  0.19  0.37 

雞蛋 30.46  9.93  -13.96 -0.46  -0.88  -18.36  -22.44  -14.89  -18.17  -18.99 

醬油 1.19  0.81  3.37 2.95  -0.20  2.24  6.42  3.37  5.43  3.43 

糖 2.69  3.54  1.97 1.56  2.27  2.24  1.87  1.84 2.58 1.43 

沙拉油、調理油 11.83  6.28  -0.90 -0.81  -1.33  -1.70  -1.23  0.12  0.77  -2.05 

鮮奶 3.39  1.93  -1.71 -2.55  -1.13  -0.79 -1.81 -1.42  -1.99  -2.23 

奶粉 2.06  2.74  1.90 2.70  2.38  1.54 1.70 1.76  2.24  1.02 

速食麵 1.21  1.08  3.25 3.93  3.91  3.60  3.54  3.79  2.56  1.47 

麵包 7.11  5.40  2.91 3.19  3.94  3.60  3.04  2.23  2.36  2.06 

衣服清潔劑 0.84  2.29  3.07 2.50  0.43  3.85  3.71  5.39  2.77  2.88 

衛生紙、面紙及

紙巾 
4.32  3.27  -1.39 -0.95  -0.42  -2.25  -0.87  -1.10  -2.45  -1.67 

沐浴用品 1.19  2.28  1.50 1.44  0.86  0.47  2.04  0.88  3.17  1.71 

牙膏、牙粉 2.62  3.98  2.77 3.00  2.59  5.81  1.01  3.92  2.86  0.33 

洗髮精、潤絲精 1.34  0.81  1.60 3.42  0.41  -0.07  4.70  -0.98  0.60  3.3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消費者物價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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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PPI 年增率 

單位：％ 

 PPI 

111 年 10.51 

112 年 -0.57 

113 年 1~7 月 1.72 

 1 月 -0.68 

 2 月 0.12 

 3 月 0.47 

 4 月 2.07 

 5 月 2.77 

 6 月 3.59 

 7 月 3.74 

113 年(f) 1.70 

 第 1 季 -0.04 

 第 2 季 2.81 

 第 3 季(f) 1.83 

 第 4 季(f) 2.20 

114 年(f) 1.32 

 第 1 季(f) 3.93 

 第 2 季(f) 1.31 

 第 3 季(f) 0.47 

 第 4 季(f) -0.33 

資料來源：統計數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生產者物

價調查」；預測數為「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113 年 8 月 16 日發布資料。 

註：(f)表預測數，其餘為統計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圖 5 近 1 年內各月出口值與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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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圖 6 歷年 1 至 7 月平均每月出口值 

 

 

 

表 10 113 年我國出口貨品概況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113 年 7 月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備註：近年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聽產品之銷售流向隨全球供應鏈重組、部分廠商擴大在臺生產等
出現結構性轉變，爰另予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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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近期主要貨品出口年增率（按季） 
單位：% 

  合計 
電子零

組件 

資通與

視聽產

品 

基本金

屬及其

製品 

機械 

塑膠、

橡膠及

其製品 

化學品 礦產品 
電機 

產品 

光學及

精密儀

器 

運輸 

工具 
紡織品 

110 年 29.3  26.9  24.8  44.4  27.0  40.5  40.6  65.7  32.1  18.3  33.1  19.7  

第 1 季 24.6  28.4 29.9 20.0  24.1  36.1  20.9  -28.7  27.5  37.6  22.8  2.2  

第 2 季 37.3  31.1  28.7  47.2  27.4  64.2  55.3 110.7  36.7  23.6  50.9  49.8  

第 3 季 30.1  27.3  19.7  56.5  33.5  39.5  51.3  127.6  35.2  15.2  30.3  18.9  

第 4 季 26.0  22.1  22.8 53.2  23.3  27.0  38.3  140.5  29.1  2.4  31.4  15.5  

111 年 7.4  16.4  5.5  0.2 2.6  -12.9  0.3  62.8  10.5  -16.5  14.0  -2.0  

第 1 季 23.5  33.1  17.2  30.1  13.8  6.7  22.2  84.0  29.7 -9.5  29.3  12.4  

第 2 季 15.4  24.0  6.8  19.8  6.6  -5.9  13.6  97.5  16.8  -14.8  29.5  3.0  

第 3 季 3.4 9.7  2.2  -10.9  2.2  -18.0 -5.6 80.5  9.2  -19.5  12.4  3.5  

第 4 季 -8.7  2.8  -1.5  -26.3  -10.2  -31.9  -24.3  2.8  -9.0  -22.1 -9.4  -24.2  

112 年 -9.8  -10.7  28.9  -22.1 -15.2  -23.3  -21.5  -26.0 -17.3  -21.5  -25.2  -25.1  

第 1 季 -19.2  -17.4  -12.0  -26.9  -23.3 -30.8  -24.7  2.1  -20.5  -21.6  -22.0  -27.4  

第 2 季 -17.0  -13.3  3.7  -26.8  -15.2  -30.7  -32.7  -45.4  -17.9  -10.6  -26.3  -32.9 

第 3 季 -5.1  -7.8  52.6  -19.4  -12.8  -16.6  -14.0  -34.5  -20.2  -28.7  -27.5  -24.7  

第 4 季 3.3  -4.1  66.3  -12.9  -9.1  -10.7  -11.0  -7.2  -9.5  -26.0  -24.9  -12.3  

113 年 1-2 季 11.4  -5.6  108.9  -3.9  -1.6  -2.8  -0.5  -2.2 -2.4  -26.5  -18.2  1.2  

第 1 季 12.9  -3.3  124.5 -4.5  -1.9  -6.2 -7.1  -1.1  -5.3  -23.7  -19.5  -5.5  

第 2 季 9.9  -7.8  95.9  -3.4  -1.3  0.6  6.7  -3.4 0.3  -29.1  -16.9  8.4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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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批發業主要行業營業額變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 

註：1.機械器具業：包括電腦、手持行動裝置、電子與電力設備、機械及其配備等。 

    2.家用器具及用品業：包括電器、家具、攝影器材、黃金白銀貴金屬等。 

    3.其他批發業：包含文教及育樂用品、燃料批發業等 5 項小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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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零售業主要行業營業額變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 

註：1.非店面零售業係指行業統計分類「487 其他非店面零售業」。 

    2.其他零售業包含文教育樂用品、建材及其他專賣零售業等 3 項小業別。 

   

 

表 14 餐飲業營業額變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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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國內各業生產毛額與年增率（按季） 
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113 年 8 月 16 日發布資料。   

           

  

  

112 年 

第 2 季 

112 年 

第 3 季 

112 年 

第 4 季 

113 年 

第 1 季 

113 年 

第 2 季 

 
較上年 

同季增減率 

A.農、林、漁、牧業 86,254 75,859 102,283 94,620 87,536 1.49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786 2,635 3,413 3,327 2,896 3.95 

C.製造業 1,824,457 2,100,747 2,025,426 1,918,791 2,113,867 15.86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195 47,003 5,855 12,314 56,676 814.87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4,949 33,296 29,260 27,946 34,263 -1.96 

       

F.營建工程業 193,727 180,921 171,910 198,498 204,020 5.31 

G.批發及零售業 872,159 883,016 1,012,359 905,040 926,850 6.27 

H.運輸及倉儲業 181,112 185,247 194,706 214,741 221,092 22.07 

I.住宿及餐飲業 161,118 172,577 174,791 176,159 168,027 4.29 

J.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

服務業 
182,016 191,755 218,133 189,006 191,677 5.31 

       

K.金融及保險業 405,202 378,480 370,982 403,416 465,396 14.86 

L.不動產及住宅服務業 435,766 441,881 518,908 464,826 475,017 9.01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32,243 145,138 157,833 150,453 142,664 7.88 

N.支援服務業 96,156 105,687 124,242 101,732 104,282 8.45 

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 
307,930 293,748 298,314 382,098 321,400 4.37 

       

P.教育業 180,176 190,089 202,445 215,212 185,138 2.75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79,744 173,076 191,176 172,001 190,825 6.16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56,145 56,322 56,456 57,644 58,856 4.83 

S.其他服務業 123,931 137,315 143,710 137,422 128,103 3.37 

       

GDP 5,697,026 6,081,323 6,283,636 6,072,688 6,194,909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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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就業及失業統計 

 就業人數 失業人數 勞動力參與率 失業率 

萬人；％ 

111 年 1,141.8 43.4 59.18 3.67 

112 年 1,152.8 41.5 59.22 3.48 

113 年 1~7 月 1,158.5 40.4 59.25 3.37 

年增數(萬人)；增減百分點 

111 年 -2.9 -3.7 0.16 -0.28 

112 年 11.0 -1.9 0.04 -0.19 

113 年 1~7 月 8.1 -1.5 0.06 -0.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註：本表所列之 113 年 1~7 月年增數及增減百分點，係與 112 年 1~7 月比較。 

表 17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統計 

行業別 

家數 

（家） 

實施人數 

（人） 

112年8月底 113年8月底 
113年與112年 

同月比較 
112年8月底 113年8月底 

113年與112年 

同月比較 

總計 674 275 -399 12,388 4,459 -7,929 

       
農、林、漁、牧業 1 - -1 2 -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 - - - 

製造業 295 160 -135 10,337 3,495 -6,84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 -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 - -2 8 - -8 

       
營建工程業 12 1 -11 34 5 -29 

批發及零售業 169 46 -123 1,062 293 -769 

運輸及倉儲業 11 8 -3 57 53 -4 

住宿及餐飲業 21 25 4 125 388 263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12 5 -7 48 89 41 

       
金融及保險業 1 - -1 1 - -1 

不動產業 3 - -3 6 - -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3 2 -21 81 2 -79 

支援服務業 105 17 -88 549 59 -49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 - - - - - 

       
教育業 3 - -3 9 - -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 1 -2 10 5 -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 6 2 20 25 5 

其他服務業 9 4 -5 39 45 6 

資料來源：勞動部。 

說明：「-」表示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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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歷年人力需求調查 

項目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預估 10 月底較 

7 月底人力需求 

淨增減人數(人) 

37,277 36,398 28,371 43,577 59,537 52,027 55,586 

資料來源：勞動部「人力需求調查」。 

 

 

 

表 19 近期各業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6 月 

  

經常性薪資 

(元) 

較上年同期

增減率(%) 

經常性薪資 

(元) 

較上年同期

增減率(%) 

經常性薪資 

(元) 

較上年同期

增減率(%) 

工業及服務業 44,210 2.71 45,197 2.23 46,227 2.56 

       

工業部門 42,116 2.98 43,099 2.33 44,037 2.4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4,670 3.11 45,413 1.66 46,219 1.85 

製造業 42,024 3.25 42,995 2.31 44,020 2.6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5,034 0.71 65,898 1.33 66,510 0.52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6,898 1.72 37,870 2.63 38,691 2.68 

營建工程業 41,389 1.63 42,445 2.55 42,891 1.40 

       

服務業部門 45,687 2.52 46,653 2.11 47,730 2.58 

批發及零售業 43,080 2.64 44,311 2.86 45,523 3.31 

運輸及倉儲業 46,672 3.57 47,988 2.82 49,535 3.63 

住宿及餐飲業 33,226 3.63 33,981 2.27 34,512 2.38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64,344 3.13 65,786 2.24 67,098 1.95 

金融及保險業 65,437 0.13 66,019 0.89 69,642 6.32 

不動產業 43,055 0.24 43,493 1.02 44,707 3.7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5,072 2.46 55,866 1.44 56,628 1.08 

支援服務業 34,751 1.51 35,742 2.85 36,631 2.82 

教育業(不含小學以上各級

公私立學校等) 
29,376 4.20 30,021 2.20 30,421 1.5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3,220 3.04 54,034 1.53 53,951 -0.7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7,826 3.05 38,148 0.85 38,765 1.06 

其他服務業 34,540 6.36 35,482 2.73 35,774 0.5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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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全體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註：消費支出與戶內人數相關，112 年全體家庭平均戶內人數為 2.79 人。 

表 21 最低 20％所得家庭消費支出及結構比 

表 22 歷年各直轄市、縣市最低生活費 
單位：元/人/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單位：元；％ 

 平均每戶

消費支出 

(元) 

食品及 

非酒精

飲料 

菸酒及 

檳榔 

衣著鞋

襪及 

服飾用

品 

住宅服

務 

、水電

瓦斯及

其他燃

料 

家具設

備及 

家務維

護 

醫療 

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與 

文化 

教育 餐廳及 

旅館 

什項 

消費 

109 年 815,100 14.5 1.1 2.7 24.3 2.8 17.1 8.9 2.8 4.2 3.4 13.1 5.1 

110 年 815,442 14.7 1.2 2.7 24.6 2.9 17.8 9.0 2.9 3.1 3.3 12.8 5.1 

111 年 834,537 14.2 1.1 2.7 24.6 2.9 17.8 8.7 2.9 3.2 3.1 13.8 5.0 

112 年 861,305 14.3 1.0 2.7 24.1 2.9 17.7 8.8 2.8 4.1 2.9 13.9 4.9 

單位：元；％ 

 平均每戶

消費支出 

(元) 

食品及 

非酒精

飲料 

菸酒及 

檳榔 

衣著鞋

襪及 

服飾用

品 

住宅服

務 

、水電

瓦斯及

其他燃

料 

家具設

備及 

家務維

護 

醫療 

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與 

文化 

教育 餐廳及 

旅館 

什項 

消費 

109 年 372,529 18.2 1.3 2.1 31.4 2.2 17.5 6.6 2.6 2.8 0.8 10.3 4.3 

110 年 376,058 18.5 1.4 2.1 31.1 2.4 17.9 6.2 2.7 2.7 0.7 10.1 4.3 

111 年 382,209 18.4 1.2 2.0 31.4 2.4 18.2 6.2 2.7 2.6 0.6 10.2 4.1 

112 年 392,454 18.3 1.2 2.0 31.2 2.6 18.1 6.1 2.6 3.0 0.5 10.2 4.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註：消費支出與戶內人數相關，112 年最低 20％所得家庭平均戶內人數為 1.57 人。 

年 臺灣省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福建省 

金門縣 連江縣 

106 11,448 15,544 13,700 13,692 13,084 11,448 12,941 10,290 10,290 

107 12,388 16,157 14,385 13,692 13,813 12,388 12,941 11,135 11,135 

108 12,388 16,580 14,666 14,578 13,813 12,388 13,099 11,135 11,135 

109 12,388 17,005 15,500 15,281 14,596 12,388 13,099 11,648 11,648 

110 13,288 17,668 15,600 15,281 14,596 13,304 13,341 12,102 12,102 

111 14,230 18,682 15,800 15,281 15,472 14,230 14,419 12,792 12,792 

112 14,230 19,013 16,000 15,977 15,472 14,230 14,419 13,103 13,103 

113 14,230 19,649 16,400 15,977 15,518 14,230 14,419 13,653 13,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