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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中高齡（45～64 歲）人力資源統計 

一、勞動力狀況 

(一)勞動力 
105 年中高齡勞動力為 432.0 萬人，較 104 年增加 7.4 萬人或 1.74%。依性別分，

男性為 256.0 萬人，較 104 年增加 2.4 萬人或 0.95%；女性為 176.0 萬人，較 104 年

增加 5.0 萬人或 2.93%。隨著醫療技術進步、國人平均壽命延長以及戰後嬰兒潮世代的

自然成長，使得中高齡勞動力逐年增加，近 10 年增加 113.1 萬人或 35.47%，其中男

性與女性分別增加 51.4 萬人、61.7 萬人，且女性増幅為 54.03%，高於男性之 25.10%。 
 

表 1、中高齡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年別 民間人口 
勞動力 

非勞動力 
合計 男 女 就業者 失業者 

95 5,315 3,189 2,046 1,143 3,116 74 2,125 

101 6,523 3,945 2,423 1,523 3,854 91 2,578 

102 6,660 4,045 2,452 1,593 3,954 91 2,615 

103 6,764 4,170 2,495 1,675 4,083 87 2,594 

104 6,861 4,246 2,536 1,710 4,162 84 2,615 

105 6,921 4,320 2,560 1,760 4,227 93 2,601 

105 年較 104
年增減% 0.88 1.74 0.95 2.93 1.57 10.27 -0.53 

105 年較 95 年

增減% 30.23 35.47 25.10 54.03 35.68 26.28 22.3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勞動力參與率 
105 年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為 62.42%，較 104 年上升 0.53 個

百分點，與 10 年前比較亦上升 2.41 個百分點，以下分別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摘述其變動狀況，並與主要國家比較： 

表 2、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百分點 

年別 總計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95 60.01 77.61 42.68 75.20 64.85 48.15 31.60 53.12 66.64 70.96 

101 60.48 75.39 46.01 78.70 67.73 52.52 32.56 54.24 64.60 65.76 

102 60.73 74.82 47.08 79.56 68.27 53.21 33.42 55.06 64.03 65.29 

103 61.65 75.06 48.69 80.21 69.63 54.41 35.61 55.08 64.52 67.09 

104 61.89 75.32 48.96 80.92 70.34 55.08 35.77 55.66 64.20 66.75 

105 62.42 75.48 49.88 81.68 71.44 55.67 36.35 56.89 63.96 66.78 

105 年較 104 年

增減百分點 0.53 0.16 0.92 0.76 1.10 0.59 0.58 1.23 -0.24 0.03 

105 年較 95 年

增減百分點 2.41 -2.13 7.20 6.48 6.59 7.52 4.75 3.77 -2.68 -4.1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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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 

105 年男、女性中高齡勞參率分別為 75.48%、49.88%，相差 25.60 個百分點，

兩性差距較 95 年之 34.93 個百分點明顯縮小。 

近 10 年來由於女性教育程度和就業意願均提高，女性中高齡勞參率由 95 年

42.68%上升 7.20 個百分點；同期間男性則下降 2.13 個百分點。 

2、年齡別 

中高齡勞參率隨著年齡層之增加而遞減，105 年 45～49 歲者為 81.68%、50～
54 歲 71.44%、55～59 歲 55.67%，60～64 歲降至 36.35%。 

近 10 年來中高齡各年齡組勞參率均呈成長，其中 60～64 歲者上升 4.75 個百

分點，其他年齡組則上升逾 6 個百分點。 

 
 

3、教育程度別 

105 年中高齡勞參率隨著教育程度提升而增加，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大專

及以上分別為 56.89%、63.96%、66.78%；與 104 年相較，國中及以下、大專及以

上程度者分別上升 1.23、0.03 個百分點，高中(職)則下降 0.24 個百分點。 

近 10 年來的中高齡勞參率以大專及以上者下降 4.18 個百分點降幅較大，高

中(職)下降 2.68 個百分點次之，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則由 95 年之 53.12%上升

3.77 個百分點至 105 年之 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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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近10年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變動趨勢–按年齡別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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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主要國家比較 
105 年我國中高齡各年齡層勞參率均低於韓、日、美等國，年齡愈高愈明顯、

差距也愈大，我國 55～59 歲與 60～64 歲之勞參率分別為 55.7%、36.4%，而韓、

日、美等國則分別在 71%與 55%以上。 

表 3、世界各主要國家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中華民國 105 年                  單位：% 

年齡別 中華民國 韓  國 日  本 美  國 

45～49 歲 81.7  82 87.2 81.7  
50～54 歲 71.4  79.4 86.1 78.4 
55～59 歲 55.7  72.8 81.9 71.5 
60～64 歲 36.4  61.5 65.8 55.8 

二、就業狀況 
(一)就業人數 

105 年中高齡就業人數為 422.7 萬人，較 104 年增加 6.5 萬人或 1.57%；與 10
年前比較則增加 111.1 萬人或 35.68%。 

表 4、中高齡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年別 總計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95 3,116 1,994 1,122 1,320 1,023 535 237 1,522 870 723 
101 3,854 2,355 1,499 1,434 1,197 829 394 1,470 1,267 1,117 
102 3,954 2,386 1,568 1,430 1,230 855 438 1,450 1,326 1,179 
103 4,083 2,430 1,653 1,431 1,262 898 493 1,389 1,409 1,285 
104 4,162 2,477 1,685 1,436 1,278 925 523 1,345 1,457 1,359 
105 4,227 2,494 1,734 1,441 1,295 944 547 1,312 1,486 1,429 

105 年較 104
年增減% 

1.57 0.68 2.89 0.36 1.29 2.08 4.67 -2.45 1.94 5.16 

105 年較 95
年增減% 

35.68 25.08 54.53 9.15 26.58 76.36 130.97 -13.78 70.78 97.5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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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近10年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變動趨勢–按教育程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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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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 
105年中高齡男性就業者有249.4萬人，占58.99%；女性173.4萬人，占41.01%。

10 年來男性增加 50.0 萬人或 25.08%，女性增加 61.2 萬人或 54.53%，女性增加人

數與增幅皆大於男性。 

2.年齡別 
戰後嬰兒潮出生人口已邁入半百，加上勞工強制退休年齡延長為 65 歲，中高

齡就業者中 50 歲以上所占比率逐年增加，尤以 60～64 歲者增加最多，由 95 年之

7.60%升至 105 年之 12.94%，上升 5.34 個百分點。 

 
 
 
3.教育程度別 

105 年中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148.6 萬人最多，占 35.14%；其次

依序為大專及以上 142.9 萬人、占 33.81%，國中及以下 131.2 萬人、占 31.05%。

與 95 年相較，國中及以下所占比率下降 17.81 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高中(職)則
分別上升 10.59、7.2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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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中高齡就業者之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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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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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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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業別 

就三級產業別觀察，105 年中高齡就業者以服務業部門 244.5 萬人最多、占

57.84%；其次為工業部門 147.3 萬人、占 34.84%，農業部門 30.9 萬人、占 7.32%。

與 100 年相比，各行業就業人數占比以教育服務業上升 0.48 個百分點最多，其次

為金融及保險業上升 0.47 個百分點、製造業上升 0.32 個百分點。 

表 5、中高齡就業者之行業結構 
單位：千人、%、百分點 

行   業   別 100 年 

 

105 年 

 

百分比 百分比 
較 100 年增減

百分點 

總計 3,732 100.00   4,227  100.00 - 
農、林、漁、牧業 306 8.20  309  7.32  -0.88  
工業部門 1,284 34.41  1,473  34.84  0.4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0.05  2  0.05  0.00  
製造業 855 22.91  982  23.23  0.3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9 0.50  19  0.46  -0.0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0 1.08  41  0.98  -0.10  
營造業 368 9.87  428  10.13  0.26  

服務業部門 2,142 57.39  2,445  57.84  0.45  
批發及零售業 598 16.02  679  16.06  0.04  
運輸及倉儲業 185 4.97  195  4.60  -0.37  
住宿及餐飲業 254 6.80  277  6.55  -0.25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0 1.34  62  1.46  0.12  
金融及保險業 118 3.17  154  3.64  0.47  
不 動 產 業 27 0.71  39  0.91  0.2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97 2.61  112  2.65  0.04  
支援服務業 116 3.12  140  3.32  0.2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72 4.60  172  4.07  -0.53  
教育服務業 198 5.30  245  5.78  0.4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4 2.79  121  2.86  0.0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2 0.86  36  0.85  -0.01  
其他服務業 191 5.11  215  5.08  -0.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明：100 年、105 年各行業係依據中華民國第 8、9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編製，以下各表同。 

 

5.職業別 

105 年中高齡就業者之職業以生產操作及勞力工占 34.65%最高，其次為服務

及銷售工作人員占 18.98%，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17.06%居第三。男性職業以

生產操作及勞力工為主，占 43.33%；女性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生產操作及

勞力工為主，分占 23.97%、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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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中高齡就業者之職業結構–按性別、年齡別、從業身分別分 

中華民國 105 年                                  單位：% 

項 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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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00.00  5.78 8.31 17.06 8.57 18.98 6.65 34.65 

性別          
男 100.00  7.34 6.84 15.56 3.25 15.51 8.18 43.33 

女 100.00  3.55 10.43 19.22 16.22 23.97 4.45 22.17 

年齡別          
45~49 歲 100.00  5.13 11.32 19.42 10.33 18.54 3.64 31.63 

50~54 歲 100.00  5.79 8.14 17.42 8.74 18.70 5.59 35.61 

55~59 歲 100.00  6.38 5.68 15.10 7.36 19.16 8.09 38.23 

60~64 歲 100.00  6.45 5.35 13.36 5.62 20.48 14.59 34.14 

從業身分別         
雇主 100.00  22.84 6.92 23.78 1.79 20.33 1.81 22.53 

自營作業者 100.00  0.10 3.44 5.91 0.58 37.56 24.95 27.45 

受僱者 100.00  6.19 10.46 20.57 10.88 11.50 0.62 39.78 

無酬家屬工作者 100.00  0.02 1.28 5.41 14.88 42.42 22.05 13.9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明：各職業依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編製，以下各表同。 
 

6.從業身分別 

105 年中高齡就業者之從業身分以受僱者占 68.00%最高，其次為自營作業者

占 18.90%。就年齡別觀察，受僱者所占比率隨著年齡之增加而遞減，雇主、自營

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者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就性別觀察，兩性均以受僱者為主，

惟女性有較高比率從事無酬家屬工作（13.3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5年

97年

99年

101年

103年

105年

圖5、中高齡就業者之從業身分結構

雇主 自營作業者 受僱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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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中高齡就業者之從業身分結構–按性別、年齡別分 

中華民國 105 年                       單位：%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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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00.00  6.79  18.90  68.00  10.86  57.14  6.32  

性別         

男 100.00  9.20  24.45  64.91  9.00  55.91  1.45  

女 100.00  3.32  10.92  72.45  13.54  58.91  13.31  

年齡別         

45~49 歲 100.00  5.22  13.47  75.98  11.51  64.47  5.34  

50~54 歲 100.00  6.65  17.95  69.41  10.64  58.77  5.99  

55~59 歲 100.00  7.97  22.03  62.96  10.23  52.73  7.05  

60~64 歲 100.00  9.21  30.06  52.33  10.77  41.56  8.4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轉業情形及原因 

根據 105 年 5 月「人力運用調查」資料顯示，中高齡就業者有 2.91%曾在 104 年

間轉業，其中轉換 1 次工作者占 2.69%、轉換 2 次者占 0.16%、轉換 3 次以上者占

0.06%。就年齡別觀察，60～64 歲就業移轉率為 1.69%最低，45～49 歲就業移轉率

3.58%最高；就轉業原因觀察，自願離職者占 65.70%(因為待遇不好者占 16.74%、想

更換工作地點者占 12.91%)，非自願離職者占 27.73%(主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者占 15.64%)，自營作業者或雇主轉任其他工作占 4.90%，無酬家屬工作者轉任其他

工作占 1.67%。 

表 8、中高齡就業者 104 年轉業情形 

單位：% 

年齡別 總計 無轉業 有轉業 
   

1 次 2 次 3 次以上 

總計 100.00  97.09 2.91 2.69 0.16 0.06 

45~49 歲 100.00  96.42 3.58 3.30 0.21 0.07 

50~54 歲 100.00  97.20 2.80 2.56 0.16 0.08 

55~59 歲 100.00  97.26 2.74 2.67 0.07 - 

60~64 歲 100.00  98.31 1.69 1.40 0.16 0.1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明：就業移轉率係指 104 年間曾經轉換工作者占就業者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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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中高齡轉業就業者轉業原因 

 單位：% 
離職轉換工作原因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58.60  56.09  57.26  62.45 65.70 

待遇不好 11.86  12.63  13.22  16.09 16.74 

想更換工作地點 21.05  11.40  14.51  14.98 12.91 

工作時間不適合 5.61  4.70  4.87  3.89 6.23 

工作沒有保障 5.18  7.90  5.90  5.16 5.44 

工作環境不良 5.73  6.66  5.33  9.93 8.36 

學非所用 0.45  - - 0.29 0.00 

無前途 - 0.23  1.29  0.58 0.08 

健康不良或傷病 4.48  2.61  3.34  6.55 7.21 

女性結婚或生育 - - - - - 

自願(含優惠)退休 1.68  4.48  3.11  1.63 3.87 

想自行創業 1.87  4.41  3.86  2.76 3.20 

其他 0.69  1.08  1.84  0.58 1.67 

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33.20  33.21  32.46  32.38 27.73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16.02  17.69  20.76  18.08 15.64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9.37  9.46  5.73  6.06 7.23  

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資遣 4.81  1.51  0.75  3.56 1.39  

女性結婚或生育 0.35  - - - -  

企業內部職務調動 1.96  4.06  4.56  2.12 2.84  

屆齡退休 0.71  0.49  0.65  0.84 0.18  

其他 - - - 1.71 0.45  

自營作業者（或雇主）轉任其他工作 7.84  8.82  6.96  4.65 4.90  

無酬家屬工作者轉任其他工作 0.36  1.88  3.32  0.52 1.6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三)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105年5月中高齡有酬就業者計395.9萬人，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為43,018

元，較 104 年 42,744 元增加 274 元（或 0.64%）。就行業別觀察，以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 63,767 元最高，金融及保險業 61,432 元次之，農林漁牧業 25,729 元最低；就職業

別觀察，以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85,101 元最高，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4,193

元最低；就工時型態觀察，全日時間工作者占 96.49%、收入為 43,946 元，部分時間

工作者則占 3.51%、收入為 17,507 元（所謂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針對具 2 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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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作者，僅採計主要工作之收入，而不含其他工作收入；且不含非經常性加班費、

獎金、紅利等收入）。 

表 10、中高齡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單位：元 
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43,018 
行業別  職業別  
 農、林、漁、牧業 25,729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85,10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6,960  專業人員 64,930 

 製造業 43,109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1,38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1,010  事務支援人員 35,64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0,928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36,385 

 營造業 40,83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26,073 

 批發及零售業 42,170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39,025 

 運輸及倉儲業 46,685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34,797 

 住宿及餐飲業 35,241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4,19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63,767 工作時間  
 金融及保險業 61,432  全日時間工作者 43,946 

 不動產業 41,874  部分時間工作者 17,50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9,144   

 支援服務業 30,637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

會  
49,602   

 教育服務業 52,63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8,61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1,410   

 其他服務業 33,66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四)主要工作之類別 

105 年 5 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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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9.7 萬人，較 104 年之 29.9 萬人減少 0.67%；其中從事部分時間工作者有 14.6 萬

人、占 3.45%，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與部分時間工作者可能重疊）有

22.5 萬人、占 5.33%。就年齡別觀察，60～64 歲就業者中有 8.50%從事非典型工作

最高、45～49 歲 5.74%最低。就性別觀察，女性從事非典型工作者占 8.55%，高於

男性之 5.99%，主要係因為女性中有較高比重從事部分時間工作（占女性中高齡就

業者之 5.49%，高於男性之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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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中高齡就業者主要工作之類別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工作類型 工作時間 工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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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時間 

工作  

部分時間 

工作 

臨時性或

人力派遣

工作 

非臨時性

或人力派

遣工作 

總計 100.00  7.03 92.97 96.55 3.45 5.33 94.67 

年齡別        

45~49 歲 100.00  5.74 94.26 97.54 2.46 4.94 95.06 

50~54 歲 100.00  7.56 92.44 96.57 3.43 5.46 94.54 

55~59 歲 100.00  7.44 92.56 95.63 4.37 5.50 94.50 

60~64 歲 100.00  8.50 91.50 95.48 4.52 5.75 94.25 

性別        

男 100.00  5.99 94.01 97.95 2.05 4.86 95.14 

女 100.00  8.55 91.45 94.51 5.49 6.01 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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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兩者合計可能高於整體  

          「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 

三、失業狀況 
(一)失業人數 

105 年中高齡失業人數為 9.3 萬人，較 104 年增加 0.9 萬人或 10.27%，與 10 年

前比較亦增加 26.28%，失業原因以「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占 48.37%最多。 

(二)失業率 

105 年中高齡失業率為 2.15%，較 104 年上升 0.16 個百分點，與 10 年前比較

則下降 0.16 個百分點。 

1、性別 

105 年男性中高齡失業率為 2.58%，較 104 年上升 0.26 個百分點，較 10 年前

上升 0.01 個百分點；女性中高齡失業率為 1.53%，較 104 年上升 0.04 個百分點，

較 10 年前下降 0.32 個百分點。 

2、年齡別 

中高齡失業率隨著年齡之增加而遞減，105 年 45～49 歲者失業率為 2.51%、

50～54 歲降為 2.15%、55～59 歲降為 1.92%、60～64 歲再降至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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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程度別 

105 年大專及以上中高齡之失業率為 1.73%，低於國中及以下 2.69%、高中

(職)2.08%。與 10 年前比較，高中(職)、大專及以上者分別下降 0.33、0.26 個百分

點，國中及以下則上升 0.26 個百分點。 

表 12、中高齡失業率 
單位：%、百分點 

年別 總計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95 2.31 2.57 1.85 2.31 2.50 2.25 1.60 2.43 2.41 1.99 

101 2.31 2.80 1.54 2.55 2.35 2.14 1.69 2.69 2.46 1.64 

102 2.25 2.69 1.57 2.59 2.26 2.15 1.32 2.68 2.16 1.82 

103 2.09 2.58 1.36 2.37 2.12 2.04 1.23 2.49 2.00 1.74 

104 1.99 2.32 1.49 2.36 2.06 1.76 1.16 2.22 1.97 1.78 

105 2.15 2.58 1.53 2.51 2.15 1.92 1.63 2.69 2.08 1.73 

105 年較 104 年

增減百分點 
0.16 0.26 0.04 0.15 0.09 0.16 0.47 0.47 0.11 -0.05 

105 年較 95 年

增減百分點 
-0.16 0.01 -0.32 0.20 -0.35 -0.33 0.03 0.26 -0.33 -0.2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三)尋職方法 

中高齡失業者求職途徑以「託親友師長介紹」最多，占 32.95%；其次為「應

徵廣告、招貼」占 32.81%，再次為「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及「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求職」，分別占 20.73%、12.9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託親友師長介紹

32.95%

向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求職

20.73%

應徵廣告、招貼

32.81%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求職

12.92%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0.52%

其他

0.07%

圖6、中高齡失業者求職方法

中華民國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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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尋職困難原因 

105 年 5 月中高齡失業者有 9.4 萬人，其中 3.9 萬人在找尋工作過程中有工作

機會但未去就業，其原因以「待遇太低」占 54.21%最高；另有 5.5 萬人未曾遇有

工作機會，尋職時所遭遇之困難以「年齡限制」占 45.16%居多、「待遇不符期

望」占 17.47%居次、再次為「找不到想要的職業」占 16.67%，年齡問題顯然是

中高齡失業者尋職的最大障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待遇太低

54.21%

地點不理想

15.11%

工作環境不良

11.22%

工時不合適

11.26%

需輪班或排休

3.03%

興趣不合

5.17%

圖7、中高齡失業者有工作機會而未去就業之原因
中華民國105年5月

中高齡失業者

有工作機會但

未去就業者

3.9萬人

專長技能不合

8.75%

教育程度不合

4.19%

年齡限制

45.16%

語言限制

0.95%

找不到想要的職業

16.67%待遇不符期望

17.47%

勞動條件不理想

3.43%

其他

3.37%

圖8、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中高齡失業者所遭遇困難
中華民國105年5月

未曾遇有工作

機會之中高齡

失業者5.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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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希望待遇 

105 年 5 月中高齡失業者希望待遇平均為 31,344 元，占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收

入 43,018 元之 72.86%。就性別觀察，男性失業者希望待遇平均為 32,557 元，高於女

性之 28,889元，分別占其有酬就業者平均主要工作收入 46,910元、36,599元之 69.40%

及 78.93%。 

表 13、中高齡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與失業者希望待遇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單位：千人、元、% 

性別 
失業者 有酬就業者 

主要工作收入 
(2) 

(1)/(2)×100% 
人數 平均希望待遇 

(1) 
總計 94 31,344 43,018 72.86 
男 63  32,557 46,910 69.40 
女 31  28,889 36,599 78.9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六)希望職業 

中高齡失業者約有 4 成 7 希望找尋生產操作性質之工作，以男性、國中及以下

教育程度者所占比率較高；女性失業者有 35.43%希望找尋事務支援工作，尚有

22.08%屬意服務及銷售工作。 

表 14、中高齡失業者希望找尋職業之結構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單位：%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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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00.00  1.98  6.87  15.52  14.87  13.07  0.73        46.94  
   

性別         
男 100.00  2.96  2.04  20.65  4.72  8.62  1.10  59.92  
女 100.00  -  16.64  5.16  35.43  22.08  -  20.69  

年齡別         
45~49 歲 100.00  2.85  12.52  23.81  18.24  11.72  1.86  28.99  
50~54 歲 100.00  2.83  3.93  15.93  13.92  12.82  -  50.57  
55~59 歲 100.00  -  0.66  3.15  16.18  12.07  -  67.93  
60~64 歲 100.00  -  6.66  7.19  -  22.27  -  63.88  

教育程度別         
國中及以下 100.00  -  -  8.54  -  11.74  1.85  77.87  
高中(職) 100.00  -  -  5.15  32.22  20.93  -  41.71  
大專及以上 100.00  8.06  27.96  41.88  13.71  3.80  -  4.5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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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勞動力就業意願、不願就業原因 

  105 年 5 月中高齡非勞動力有 259.2 萬人，其中無就業意願者 251.5 萬人或占

97.02%，而不願意就業的原因以「做家事」占 37.68%最多，其次為「年紀較大(含退休，

須達 50 歲) 」占 24.80%( 60～64 歲者占逾 6 成)，再次為「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

工作」占 18.36%(50 歲以上者占近 9 成)。 

按性別觀察，男性非勞動力計 82.0 萬人，無就業意願者 77.0 萬人(占 93.90%)，主

要有 38.6 萬人因「年紀較大」（占 50.20%）、15.3 萬人因「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

工作」（占 19.86%）；女性非勞動力計 177.2 萬人，無就業意願者 174.5 萬人(占 98.47%)，

主因「做家事」者有 94.0 萬人（占 53.89%），由於「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

者則有 30.9 萬人（占 17.69%）。 
 

表 15、中高齡非勞動力不願就業原因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單位：千人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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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5   462  181 948   98  173  0  1  624  30 
性別           

男性 770   153  40 7  64  116 - -  386  4 
女性 1,745   309  140 940   35  57  0  1  237  26 

年齡別           
45~49 歲  305  58  41  164  18  21 - - -  3 
50~54 歲  507  98  48  219  31  49 - -  56  6 
55~59 歲  744  147  45  275  25  50  0  0  191  10 
60~64 歲  959  158  47  289  24  53 -  0  377  1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