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年中高齡人力資源統計提要分析

一、勞動力與就、失業狀況（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整理）

（一）勞動力狀況

1.勞動力：

九十三年台灣地區中高齡(45～64 歲)人口為 4,950 千人，較五年前(八

十八年)之 4,042 千人增加 908 千人，較十年前(八十三年)之 3,363 千人增加

1,587 千人，主要與醫療技術進步導致國人平均壽命逐年延長有關。

九十三年台灣地區中高齡勞動力人口為 2,968 千人，較八十八年增加

528 千人或 21.6%，其中就業者由 2‚399 千人增為 2‚873 千人，增幅為

19.8%；失業者由 40 千人增為 95 千人，增加 1.4 倍。

表一、中高齡之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項    目    別 八十三年
八 十 八 年 九 十 三 年

 較八十三年
增減（％）

較八十八年
增減（％）

 45～64 歲民間人口 3,363 4,042 20.2 4,950 22.5
 勞動力人口 2,025 2,440 20.5 2,968 21.6
   就業者 2,016 2,399 19.0 2,873 19.8
   失業者 10 40 300.0 95 137.5
 非勞動力人口 1,337 1,603 19.9 1,982 23.6

2.勞動力參與率：

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由八十三年之 60.24% 升至八十八年之 60.35% ，

至九十三年反降為 59.96%，茲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分述之，並與世界主

要國家加以比較。

（1）性別

八十三年勞動力參與率男性 82.37%、女性 37.12%，相差達 45.3 個百分

點，至九十三年男性下降為 78.1%、女性提高為 42.03%，差距減為 36.1 個

百分點，兩性勞參率之差距逐漸縮小。

（2）年齡別

除 45～49 歲組呈逐年微幅遞升外（由八十三年之 73.48% 微升至八十

八年之 73.64% ，再升至九十三年之 74.32%），受國人退休年齡提前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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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餘各年齡組之九十三年勞動力參與率均較十年前減少，且其減少幅

度隨年齡之提高而增加。

（3）教育程度別

中高齡者的教育程度愈高勞動力參與率愈高，國中以下者八十三年為

56.04%、八十八年降為 54.2%、九十三年再降為 53.35%；高中(職)者由八十

三年之 72.93% 降為八十八年之 71.19%，九十三年更降為 67.82%；大專以

上者由八十三年之 84.25% 降為八十八年之 80.9%，九十三年則大幅降低

8.8 個百分點，減為 72.08%，顯示各教育程度別之勞動力參與率均逐年遞

減，且其減少幅度隨教育程度之提升而擴大。

表二  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

 項  目  別 八十三年
八 十 八 年 九 十 三 年

較八十八年
增減百分點

較八十八年
增減百分點

 總計 60.24 60.35 0.1 59.96 -0.4 
 性別
   男 82.37 81.09 -1.3 78.10 -3.0 
   女 37.12 39.70 2.6 42.03 2.3 
年齡別

545～49 歲 73.48 73.64 0.2 74.32 0.7 
550～54 歲 66.11 64.25 -1.9 64.31 0.1 
555～59 歲 55.52 52.31 -3.2 48.63 -3.7 
560～64 歲 40.61 37.24 -3.4 33.49 -3.8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56.04 54.20 -1.8 53.35 -0.9 
   高中(職) 72.93 71.19 -1.7 67.82 -3.4 

5大專以上 84.25 80.90 -3.4 72.08 -8.8 

（4）與世界主要國家比較

與日、美、韓比較，2004 年日本 45～49 歲、50～54 歲組勞動參與率分別

為 84.9% 及 82%，美國則為 83.7% 、79.8% ，而韓國為 77.7% 及 72.9%，均

較我國之 74.32%、64.31% 為高；又我國勞動參與率在 55～59 歲及 60～64

歲組顯著地下降，分別為 48.63%、33.49%，相對日、美、韓等國均超過

50%，顯示我國中高年人力資源尚未有效運用。

表三  2004年世界各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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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別 中華民國 日  本 美  國 韓  國

 45～49 歲 74.32 84.9 83.7 77.7

 50～54 歲 64.31 82.0 79.8 72.9

 55～59 歲 48.63 76.3 71.1 65.0

 60～64 歲 33.49 54.7 50.9 53.6

（二）就業狀況

中高齡就業人口由八十三年之 2‚016 千人，增至八十八年之 2‚399 千人，

至九十三年已達 2‚873 千人，十年間增加 42.5%。女性增加人數雖然略低於男

性之增加人數，但增加幅度遠較男性為高，致其占中高齡就業人口比率逐年

提高，由八十三年之 30.2%，增至九十三年之 35.6%。

1.年齡別

由於嬰兒潮出生的人口（民國 35～53 年出生者）逐漸進入中高齡，45

～49 歲就業者占中高齡就業者之比率由八十三年之 34.8% 升至九十三年之

43.9%，增加 9.1 個百分點；50～54 歲組由八十三年之 29.1% 升至九十三年

之占 32.1%，增加 3 個百分點；其餘年齡組則受國人退休年齡提前影響，呈

下降趨勢，九十三年 55～59 歲組占 14.8%，60～64 歲組占 9.2%，較八十三

年分別減少 6.7、5.4 個百分點。

2.教育程度別

中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逐年提高，就業人力素質明顯提升，各年雖均

以國中以下之就業人數為最多，但其所占比率逐年降低，由八十三年之

75.1%降至九十三年之 52.7%，減少 22.4 個百分點；高中(職)、大專以上所占

比率皆逐年提高，九十三年分別占 26%、21.3%，較八十三年之 13.3%、11.6%

依序提高 12.7、9.7 個百分點。

3.產業別

中高齡就業者以從事服務業所占比重為最高，由八十三年之 44.6% 增至

九十三年之 56.3%，已超過半數，其中以批發零售業人數占 16.9% 為最多；

農業呈遞減趨勢，由八十三年之 24.6% 降至九十三年之 12.4%，降幅較大；

工業則微增，由八十三年之 30.8% 略增至九十三年之 31.3%，其中以從事製

造業者占 22.1% 為各行業之冠。

表四  中高齡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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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千人，％

項  目  別
八十三年 八十八年 九十三年

就業人數 分配比 就業人數 分配比 就業人數 分配比

總計 2,016 100.00 2,399 100.00 2,873 100.00 
性別

男 1,407 69.77 1,601 66.71 1,852 64.45 
女 609 30.23 799 33.29 1,021 35.55 

年齡別

45～49 歲 702 34.83 1,087 45.31 1,261 43.89 
50～54 歲 586 29.06 610 25.44 921 32.07 
55～59 歲 434 21.50 428 17.85 426 14.82 
60～64 歲 294 14.61 273 11.40 265 9.22 

教育程度別

國中以下 1,514 75.09 1,531 63.80 1,514 52.71 
高中(職) 268 13.30 452 18.83 746 25.96 
大專以上 234 11.61 417 17.38 613 21.33 

產業別

農業 495 24.56 429 17.88 356 12.40 
工業 621 30.83 753 31.39 899 31.30 
服務業 899 44.61 1,217 50.73 1,617 56.30 

（三）失業狀況

近年來我國經濟成長趨緩且正處於國內產業結構轉變之際，造成國內失

業人口驟增，其中許多中高齡從事勞力密集工作者，在面臨科技進步及產業

升級的壓力下，往往成為企業裁減、解僱或資遣的優先對象。93 年中高齡失業

人數為 9萬 5 千餘人，較 83 年之 9 千 6 百人及 88 年之 4萬人，增加幅度頗大；

失業率亦由 83 年之 0.47%大幅上揚至 88 年之 1.65%，至 93 年再攀升為 3.2%。

1.性別

中高齡男性之失業率遠較女性為高，由 83 年之 0.61%大幅提升至 88 年

之 2.12%，93 年再升為 3.63%；女性 83 年之失業率為 0.17%，88 年升為

0.71%，93 年升至 2.42%。

2.年齡別

83 年與 88 年均以 45～49 歲組之失業率最高（分別為 0.6%及 1.89 %），

至 93 年則以 50～54 歲組之 3.56%最高，且增加幅度亦較大。

3.教育程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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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年中高齡者之各教育程度別失業率皆在 0.5%左右，至 93 年均超過

2%，其中以具有專業知識或技能之大專以上程度者最低（2.01%），國中以

下、高中（職）程度者則分別為 3.58%及 3.41%。

表五  中高齡失業狀況

項  目  別
失業人數（人） 失業率（％）

八十三年 八十八年 九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八年 九十三年
總計    9,618     40,342  95,111    0.47     1.65  3.20
性別
男  8,576     34,595  69,793    0.61     2.12  3.63
女  1,042     5,747 25,319    0.17     0.71  2.42

年齡別
45～49 歲    4,218     20,995  41,941    0.60     1.89  3.22
50～54 歲    2,677     11,102  34,016    0.45     1.79  3.56
55～59 歲    1,869     5,852  13,231    0.43     1.35  3.01
60～64 歲     854     2,394  5,924    0.29     0.87  2.19

教育程度別
國中以下    7,239     29,186  56,242    0.48     1.87  3.58
高中(職)    1,416     7,385  26,333    0.53     1.61  3.41
大專以上     962     3,771  12,537    0.41     0.90  2.01

（四）中高齡失業者尋職方法

中高齡失業者求職途徑以透過「親友師長介紹」最多（38.63%），其次為

「應徵廣告、招貼」（32.13%），再次為「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18.96%）。

二、中高齡者轉職情形與薪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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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職情形、離開上次工作原因

根據「人力運用調查」顯示，93 年 5月在現職場所工作未滿一年五個月

之中高齡就業者有 60.29%曾在 92 年間轉職，其中轉職一次者占 54.87%，

轉職兩次者占 2.89%，轉職三次以上者占 2.53%，而沒有轉換工作者占

39.71%。

根據九十三年「人力運用調查」結果，離開上次工作之中高年受雇者

55.78% 係自願離開，非自願離開者占 44.24%。觀察其離開原因，自願轉換

工作之原因以「想更換工作地點」占 9.36% 最高，其次為「待遇不好」占

8.66%，再次為「想自行創業」占 8.33%；非自願離職者以「工作場所歇業或

業務緊縮」占 27.79% 最高，其次為「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占 8.08%，

再次為「企業內部職務調勤」占 4.73%。

表六  中高年勞工離開上次工作原因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離職轉換工作原因 百分比(%)

總計 100.00
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55.78

想更換工作地點                   9.36 

待遇不好                   8.66 

想自行創業                   8.33 

工作沒有保障                   6.68 

工作環境不良                   6.21 

自願辦理退休                   5.05 

健康不良                   3.86 

工作時間不適合                   3.02 

無前途                   2.86 

其他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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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44.24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27.79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8.08 

企業內部職務調勤                   4.73 

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資遣                   2.36 

屆臨退休                   0.84 

其他                   0.44 

（二）中高齡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九十三年五月中高齡就業者平均每人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為 38‚190元，

較八十八年之 39‚140元減少 950元，除 45～49 歲組由八十八年之 39,535元

升至九十三年之 39,846元（略升 0.8%）外，其餘各年齡組皆呈下降趨勢。

表七  中高年勞工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單位：元、％  

項    目    別 八 十 三 年
八 十 八 年 九十三年

較八十三年
  增減（％）

較八十八年
  增減（％）

總計 32,702 39,140 19.7 38,190 -2.4
年齡別

45～49 歲 34,515 39,535 14.5 39,846 0.8
50～54 歲 32,287 39,125 21.2 38,504 -1.6
55～59 歲 31,835 38,559 21.1 37,314 -3.2
60～64 歲 28,967 37,643 30.0 30,043 -20.2

三、中高齡者尋職困難原因（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資料整理）

九十三年五月中高齡失業者計 9萬 5 千餘人，在尋職過程中曾遇有

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者計 3萬 2 千人或占 34.07％，細究其未去就業之

原因，主要係「待遇太低」所致，占未去就業者之 43％；其餘未曾遇有

工作機會之 6萬 3 千人中，尋職時所遭遇之困難係以「年齡限制」占

65.4％居多，顯然年齡是中高齡失業者尋職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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