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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青年(15~29 歲)就業狀況 

一、 勞動力狀況 

(一) 勞動力人數 

受少子女化影響，108年青年民間人口 426.2萬人，雖較 98年減

少 70.6萬人，其中勞動力為 241.8萬人，減少 9.7萬人，非勞動力 184.4

萬人，減少 61 萬人。惟青年勞動力自 104 年起轉折成長，108 年較

107 年增加 2.4 萬人或 1.01%，其中男性 124.8 萬人，增加 2.5 萬人，

女性為 117萬人，減少 1千人。 

表1  青年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年 別 
民間 

人口 
勞動力 

 
非勞動力 

男 性 女 性 就業者 失業者 

98年 4,968 2,515 1,231 1,283 2,244 271 2,454 

103年 4,567 2,308 1,166 1,142 2,099 209 2,260 

104年 4,510 2,309 1,176 1,133 2,108 201 2,200 

105年 4,470 2,326 1,201 1,125 2,119 207 2,144 

106年 4,416 2,356 1,214 1,142 2,151 205 2,060 

107年 4,353 2,394 1,223 1,171 2,191 203 1,960 

108年 4,262 2,418 1,248 1,170 2,206 211 1,844 

108年較 

107年增減% 
-2.11 1.01 2.03 -0.07 0.70 4.29 -5.92 

108年較 

98年增減% 
-14.23 -3.86 1.34 -8.84 -1.69 -21.85 -24.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 勞動力參與率 

108年青年勞動力參與率為56.73%，較107年上升1.75個百分點，

與 10年前比較亦上升 6.12個百分點。其中男性 57.62%，較 107年上

升 2.10個百分點；女性為 55.81%，上升 1.38個百分點。按年齡觀察，

15~24歲為 36.09%，25~29歲者則為 93.98%。 

與主要國家比較，我國因高等教育普及，青少年求學年限較長，

致 15~24 歲之勞動力參與率為 36.1%，僅高於韓國之 29.6%，低於美

國(55.9%)、日本(49.3%)及新加坡(38.3%)，惟 25~29 歲之勞動力參與

率為 94.0%則高於新加坡、日本、美國、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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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青年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年 別 總 計 
性 別 年 齡 

男性 女性 15~24 歲 25~29歲 

98年 50.61 50.08 51.13 28.62 85.82 

103年 50.53 51.01 50.05 29.36 91.67 

104年 51.21 51.85 50.56 30.24 92.49 

105年 52.04 53.36 50.69 31.37 92.23 

106年 53.35 54.52 52.16 32.68 92.43 

107年 54.98 55.52 54.43 34.34 93.39 

108年 56.73 57.62 55.81 36.09 93.98 

108年較107年 

增減百分點 
1.75 2.10 1.38 1.75 0.59 

108年較98年 

增減百分點 
6.12 7.54 4.68 7.47 8.1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表3  我國與主要國家青年勞動力參與率 
 2019 年 單位：% 

項目別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美國 

總 計      

15~24歲 36.1 29.6 38.3 49.3 *55.9 

25~29歲 94.0 76.5 90.1 89.7 82.8 

男 性      

15~24歲 37.3 26.0 38.6 48.5 *56.6 

25~29歲 95.3 76.7 90.0 94.1 87.8 

女 性      

15~24歲 34.9 32.9 37.9 50.1 *55.1 

25~29歲 92.7 76.3 90.1 85.1 77.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各國官方網站。 
說  明：*為 16~24歲。 
 

二、 就業狀況 

(一) 就業人數 

108年青年就業人數為 220.6萬人，若與 107年比較增加 1.5萬人

或 0.70%，其中男性增加 2.4萬人，女性則減少 8千人。 

依性別分，男性 113.7 萬人，占 51.53%，女性 106.9 萬人，占

48.47%。按年齡觀察，15~24歲者 87.2萬人，占 39.53%，25~29歲者

133.4萬人，占 60.47%。由教育程度觀察，以大學及以上占 58.78%最

高，餘依序為高職 21.40%，高中 8.69%，專科 7.03%，國中及以下

4.10%。10 年來大學及以上程度者比率明顯提升，從 98 年之 42.16%

升至 108年 58.78%，上升 16.6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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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青年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年 別 總 計 
性 別 年 齡 

男 女 15~24歲 25~29歲 

98年 2,244 1,084 1,160 749 1,495 

103年 2,099 1,055 1,043 774 1,325 

104年 2,108 1,070 1,039 796 1,313 

105年 2,119 1,090 1,029 814 1,305 

106年 2,151 1,106 1,045 831 1,320 

107年 2,191 1,113 1,077 860 1,330 

108年 2,206 1,137 1,069 872 1,334 

108年較 

107年增減% 
0.70 2.11 -0.75 1.36 0.27 

108年較 

98年增減% 
-1.69 4.89 -7.83 16.49 -10.7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圖1  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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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行業別 

108 年青年就業人數以服務業部門 150.5 萬人最多，占 68.21%，

工業部門 66.2 萬人，占 29.99%，農業部門 4 萬人，占 1.81%；從事

服務業比率 68.21%較全體就業者之 59.55%高出 8.66個百分點。按行

業觀察，青年就業人數較多之前二行業與全體相同，以製造業 50.6

萬人最多，批發及零售業 39.3萬人居次，惟全體就業者以營建工程業

90.7 萬人居第三，青年則為住宿及餐飲業之 27.6 萬人。與 10 年前相

較，青年就業人數以住宿及餐飲業增加 8萬人或 40.37%最多，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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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減少 18.3萬人或 26.52%。 

如按行業觀察青年就業人數占全體之比率，以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 33.34%最高，住宿及餐飲業 32.52%次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 27.87%再次之，以上三行業青年投入比率較高。 

表5  各行業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行業別 

全 體 青 年 

108 

年 

 
98 

年 

 
108 

年 

  

結構比 

(%) 

結構比 

(%) 

結構比 

(%) 

占全體 

(%) 

總 計 11,500 100.00 2,244 100.00 2,206 100.00 19.18 

 農業部門 559 4.86 28 1.26 40 1.81 7.12 

 工業部門 4,092 35.58 811 36.15 662 29.99 16.1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 0.04 1 0.03 0 0.02 9.17 

  製造業 3,066 26.66 689 30.70 506 22.95 16.5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1 0.27 3 0.12 3 0.14 10.2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4 0.73 8 0.35 10 0.44 11.48 

  營建工程業 907 7.89 111 4.95 142 6.44 15.66 

 服務業部門 6,849 59.55 1,405 62.59 1,505 68.21 21.97 

  批發及零售業 1,915 16.65 408 18.18 393 17.82 20.54 

  運輸及倉儲業 450 3.91 57 2.56 82 3.71 18.18 

  住宿及餐飲業 848 7.37 196 8.75 276 12.50 32.52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262 2.28 55 2.45 68 3.09 26.02 

  金融及保險業 434 3.77 86 3.81 74 3.34 16.97 

  不動產業 108 0.94 14 0.62 20 0.89 18.1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77 3.27 82 3.66 98 4.43 25.97 

  支援服務業 297 2.59 41 1.82 40 1.81 13.46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68 3.20 53 2.37 64 2.91 17.44 

  教育業 657 5.71 138 6.17 116 5.25 17.6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61 4.01 120 5.35 129 5.83 27.8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15 1.00 30 1.32 38 1.74 33.34 

  其他服務業 557 4.84 124 5.52 108 4.88 19.3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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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業別 

108 年青年就業人數較多之前三職業，依序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 60.2萬人，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57萬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6.4

萬人，合計占青年總就業人數之 69.64%，高於全體就業者之 68.40%。 

與 100年青年從事職業之結構比相較，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

27.30%，增加 3.51個百分點最多，專業人員占 14.06%，增加 1.41個

百分點次之；生產操作及勞力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支援

人員則分別下降 3.02個百分點、1.76個百分點及 0.44個百分點。 

 

表6  各職業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職業別 

全 體 青 年 

108年 
   

100年 
 

108年 
 

結構比 
(%) 

結構比 
(%) 

結構比 
(%) 

總計 11,500 100.00 2,221 100.00 2,206 100.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83 3.33 8 0.36 6 0.28 

專業人員 1,445 12.56 281 12.65 310 14.0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054 17.86 406 18.28 364 16.52 

事務支援人員 1,301 11.31 335 15.09 323 14.6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282 19.85 528 23.79 602 27.3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506 4.40 22 0.99 30 1.37 

生產操作及勞力工 3,529 30.69 641 28.84 570 25.8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6次修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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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典型工作者 

108 年 5 月青年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

者計 24.4 萬人(15~24 歲者 19.6 萬人，25~29 歲者 4.8 萬人)，占青年

總就業者比率為 11.08%，略低於 107 年之 11.45%，其中利用課餘或

假期工作者為 11.4萬人，占 4成 7，主要因在學或其他原因，選擇工

時較短或較具彈性之工作。 

按年齡觀察，15~24 歲從事非典型工作者比率為 22.61%，25~29

歲者則降至 3.59%。按性別觀察，男性 12.05%，女性則為 10.02%。

按教育程度觀察，以高中 15.13%較高，專科 3.31%較低。 

 

表7  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情形 
  單位：千人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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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該類 
就業者 
比率(%) 

占該類 
就業者 
比率(%) 

占該類 
就業者 
比率(%) 

107年 5月 2,179 250 11.45 155 7.10 212 9.72 

108年 5月 2,199 244 11.08 156 7.10 210 9.53 

 性 別        

 男 性 1,148 138 12.05 83 7.19 118 10.28 

 女 性 1,051 105 10.02 74 7.00 92 8.71 

 年 齡        

 15-24歲 866 196 22.61 141 16.31 167 19.30 

 25-29歲 1,333 48 3.59 15 1.11 42 3.18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93 12 12.67 3 3.67 11 11.81 

 高中 185 28 15.13 14 7.74 26 14.19 

 高職 451 52 11.50 27 6.00 49 10.86 

 專科 138 5 3.31 3 1.89 3 2.28 

 大學及以上 1,332 148 11.07 109 8.16 120 9.03 

 工作情形        

 正職工作 2,084 130 6.23 44 2.10 110 5.27 

 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115 114 99.25 112 97.87 100 87.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非典型工作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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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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事非典型工作之原因 

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主要原因，以求學及受訓 14.5萬人最多，占

59.67%，職類特性 3.9萬人次之，占 16.12%，找不到全時、正式工作

3.1 萬人，占 12.86%，偏好此類工作型態 1.5 萬人，占 6.28%，分居

三、四。 

從事非典型工作之青年，想改做全時、正式工作者計 5.2 萬人或

占 21.47%，並以 25-29歲者想改做的比率 36.88%較高。 

 

圖2  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主要原因 
108年5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非典型工作包含「部分時間」及「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表8  非典型青年工作者想改做全時、正式工作之比率 
 108年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想改做全時 

、正式工作 

不想改做全時 

、正式工作 

 

千人 % 偏好此類工作型態 

總 計 244 100.00 21.47 78.53 6.28 

15~24歲 196 100.00 17.70 82.30 3.49 

25~29歲 48 100.00 36.88 63.12 17.6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非典型工作包含「部分時間」及「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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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赴海外工作概況 

107 年青年赴海外工作者 14.8 萬人，占全體赴海外工作者 73.7

萬人之 20.1%，較 106年增加 1千人。 

青年赴海外工作國家（地區）以中國大陸（含港澳）5.4 萬人最

多，東南亞 2.9萬人次之，美國 1.6萬人居第三。與 98年比較，青年

族群赴東南亞工作由 1.7萬人增至 102年 4萬人高點後，逐年減至 2.9

萬人，赴中國大陸(含港澳)增加 4千人，赴其他地區增加 2.1萬人。 

圖3  青年赴海外工作人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 
 
 
 

(七) 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108 年 5 月青年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平均為 32,284

元，較 107 年 5月增加 932 元或 2.97%，近年呈遞增趨勢，經扣除利

用課餘或假期工作者，則為 33,409 元。按收入級距觀察，以 30,000~

未滿 40,000 元者占 34.72%最多，逾 4 萬元者為 16.72%，較 98 年 5

月之 10.18%上升 6.5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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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青年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單位：% 

項目別 合計 
未滿 

20,000元 

20,000~未 

滿25,000元 

25,000~未 

滿30,000元 

30,000~未 

滿40,000元 

40,000~未 

滿50,000元 

50,000元 

以上 

平均 
收入 
(元) 

98年 5月 100.00 20.77 22.27 23.28 23.50 7.33 2.85 26,164 

103年 5月 100.00 12.14 17.75 28.17 28.17 8.76 5.00 28,937 

104年 5月 100.00 10.51 16.01 31.05 29.72 8.09 4.61 29,012 

105年 5月 100.00 8.36 15.82 30.70 31.57 8.77 4.77 29,809 

106年 5月 100.00 7.73 13.67 30.13 32.94 9.82 5.72 30,658 

107年 5月 100.00 6.61 12.18 30.28 35.25 10.31 5.36 31,352 

108年 5月 100.00 5.65 13.01 29.91 34.72 9.68 7.04 32,284 

工作情形         

 正職工作 100.00 1.39 12.73 31.61 36.61 10.23 7.43 33,409 

 利用課餘或 
 假期工作 

100.00 80.72 17.86 - 1.42 - - 12,42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1.若具 2 份及以上工作者，以實際工時較長者認定為主要工作。 
     2.經常性收入不含非經常性獎金及員工報酬(紅利)等收入，每月工作收入穩定者，為最近 1 個

月收入；若每月工作收入不穩定，而有季節性變動者，為全年工作收入的平均。 
 

(八) 轉業情形 

108年 5月青年就業者於 107年間有轉業之比率為 10.51%，高於

全體就業者之 5.54%，轉業 1 次者比率 9.53%，轉業 2 次者 0.78%，

轉業 3次以上者 0.20%。轉業者多為自願離職，占 90.06%，以待遇不

符期望占 29.88%最高，其次為想更換工作地點占 24.63%，工作環境

不良占 12.35%再次之；非自願離職者占 6.83%，主要原因為工作場所

業務緊縮或歇業占 4.50%。自營作業者(或雇主)、無酬家屬工作者轉

任其他工作則分占 2.13%及 0.98%。 

表10  青年就業者前一年轉業情形 
單位：千人；% 

年月別 人 數 
 上年間 

無轉業 

上年間 

有轉業 

   

合 計 轉業1次 轉業2次 
轉業3次 
以 上 

103年 5月 2,083 100.00 86.92 13.08 12.10 0.69 0.29 

104年 5月 2,096 100.00 87.92 12.08 10.77 0.90 0.41 

105年 5月 2,101 100.00 88.72 11.28 10.35 0.74 0.19 

106年 5月 2,135 100.00 90.31 9.69 9.25 0.37 0.07 

107年 5月 2,179 100.00 88.86 11.14 10.48 0.46 0.20 

108年 5月 2,199 100.00 89.49 10.51 9.53 0.78 0.20 

108年5月較 

107年5月增減 
20 - (0.63) (-0.63) (-0.95) (0.32) (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說  明：( )內數字為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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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前一年轉業之青年就業者轉換工作之原因 
108年5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九) 提出薪資期望情形 

108 年 10 月青年勞工於應徵現職工作時有提出薪資期望者占

41.7%，未提出者占 58.3%。 

有提出薪資期望之青年勞工，原因以「已知道一般薪資行情」、「已

經設定理想的薪資水準」比率較高，分別占 62.9%、53.4%。未提出

薪資期望者，原因則以「雇主給的薪資福利已符合自己的期待」占

43.4%最高，「認為薪資不是重點，想先累積經驗」占 35.4%次之，「自

己經驗不足，不敢要求」占 29.0%再次之。 

2.13% 

0.98% 

6.83% 

90.06% 

自願離職 

自營作業者(或雇主) 
轉任其他工作 

無酬家屬工作者轉任 
其他工作 

非自願離職 

23.1萬人 
0.14 

0.11 

0.20 

0.77 

1.11 

4.50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其他 

企業內部職務調動 

女性結婚或生育 

工作場所調整人事被資遣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 

1.36 

0.50 

0.59 

1.06 

1.33 

2.74 

3.91 

5.70 

6.01 

12.35 

24.63 

29.88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其他原因 

女性結婚或生育 

需要照顧未滿12歲子女 

想自行創業 

做家事(含照顧其他家人) 

學非所用 

無前途 

工作時間不適合 

工作沒有保障 

工作環境不良 

想更換工作地點 

待遇不符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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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青年勞工現職工作應徵時有提出薪資期望之原因 
108年10月 

 
資料來源：勞動部「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 
說  明：本問項可複選。 
 
 
 
 

圖6  青年勞工現職工作應徵時未提出薪資期望之原因 
108年10月 

 
資料來源：勞動部「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 
說  明：本問項可複選。 
 
 
 

(十) 初次就業情形 

108 年 10 月之青年勞工，初次就業時之年齡平均為 21.3 歲，較

97年的初次就業年齡 21.0歲增加 0.3歲，初次就業尋職時間以「1個

月(含)以內」占 66.9%為最高，其次「超過 1個月-3個月(含)」占 19.9%，

二者合計占 86.8%，尋職時間超過半年者占 5.8%。平均尋職時間為

1.8個月，與 107年持平。 

按性別觀察，男性青年勞工平均尋職時間 2.1 個月，較女性 1.5

個月多 0.6 個月；按年齡觀察，平均尋職時間隨年齡層提高而增長，

15-19歲者 0.9個月，20-24歲者 1.4個月，25-29歲者 2.0個月。 

62.9  

53.4  

18.2  

0.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已知道一般薪資行情 

已經設定理想的薪資水準 

做為談判的基礎 

其他 
% 

43.4  

35.4  

29.0  

17.2  

11.9  

11.9  

7.5  

7.0  

5.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雇主給的薪資福利已符合自己的期待 

認為薪資不是重點，想先累積經驗 

自己經驗不足，不敢要求 

擔心給雇主不好印象，影響應徵結果 

因為有經濟壓力，只求趕快找到工作 

自認為爭取也沒用 

自己學歷不是很好，不敢要求 

自己欠缺相關證照，不敢要求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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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青年勞工初次就業年齡及尋職時間 
單位：%；月；歲 

項目別 合  計 
1個月 

(含)以內 
超過 1個月 
~3個月(含) 

超過 3個月 
~6個月(含) 

6個月 
以上 

平均 

尋職時間 

初次就業

平均年齡 

 97年 10月 100.0 55.3 30.9 10.0 3.8 1.8 21.0 

 99年 10月 100.0 56.7 27.6 10.6 5.0 2.3 21.2  

101年 10月 100.0 35.0 40.6 13.8 10.7 2.1 21.2 

103年 10月 100.0 30.4 46.5 13.7 9.4 2.1 21.7  

105年 10月 100.0 59.8 23.8 10.8 5.7 2.0 21.7 

107年 10月 100.0 68.5 19.0 7.3 5.1 1.8 21.4 

108年 10月 100.0 66.9  19.9  7.5  5.8  1.8 21.3 

性 別        

男 性 100.0 64.0 20.0 8.0 7.9 2.1 21.3 

女 性 100.0 69.5 19.7 6.9 3.9 1.5 21.3 

年 齡        

15-19歲 100.0 77.3 18.0 4.7 - 0.9 17.2 

20-24歲 100.0 73.2 16.5 6.7 3.7 1.4 20.0 

25-29歲 100.0 62.9 21.7 8.1 7.3 2.0 22.2 

資料來源：勞動部「15-29 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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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專畢業生就業情形 

本部自 106 年 9 月起，提供「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以提升薪資透明度及掌握大專以上畢業生（簡稱大專畢業生）就業情形，

茲摘要說明如次： 

(一) 就業流向 

近 5年(103至 107年)大專畢業生共計 153.5萬人，109年 1月底

境外 7.4萬人或占 4.83%，國內 146萬人，國內可工作人口 137.8萬人，

已投保（含勞、公、農保）116.7 萬人，投保率（已投保者占可工作

人口比率）為 84.67%，未投保者 21.1萬人，未投保率為 15.33%。 

表12  近 5年(103至 107年)大專畢業生就業流向分析 

 
109年 1 月底 單位：千人 

項目別 總 計 
103年 
畢業 

104年 
畢業 

105年 
畢業 

106年 
畢業 

107年 
畢業 

總 計 1,535 305 313 311 304 302 

境外＊ 74 22 19 13 12 9 

 
境外占總計(%) 4.83 7.30 6.09 4.03 3.85 2.83 

死亡 0 0 0 - - - 

國內 1,460 282 294 299 293 293 

在學 55 2 3 7 13 29 

軍保 28 3 5 6 8 6 

可工作人口(A=B+C) 1,378 277 286 285 271 258 

已投保人數(B) 1,167 245 245 245 224 208 

 
已投保率 ( % ) 84.67 88.17 85.76 86.12 82.52 80.35 

勞保 1,085 224 226 228 210 197 

農保 5 1 1 1 1 1 

公保 77 19 18 16 13 10 

未投保人數(C) 211 33 41 40 47 51 

 
未投保率 ( % ) 15.33 11.83 14.24 13.88 17.48 19.65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說    明：＊境外人數計算方式係以比對資料日(109年 1月底)止，最近一年停留單一國家（地區）累計

達 90 天者。 
 
 

(二) 行業別 

109年 1月底，近 5年(103至 107年)大專畢業生投保勞保之全時

工作者，從事服務業部門者占 71.95%，工業部門占 27.39%，人數最

多的前 5 名行業為製造業 24.2 萬人、批發及零售業 18.5 萬人、醫療

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1.9萬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8.5萬人、

教育業 6.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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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近 5年(103至 107年)大專畢業生之各行業全時工作者人數 

 
109年 1 月底 單位：千人 

行業別 總 計 
103年 

畢業 

104年 

畢業 

105年 

畢業 

106年 

畢業 

107年 

畢業 

總 計 1,035 218 219 219 199 181 

農、林、漁、牧業 7 2 2 1 1 1 

  結 構 比 ( % ) 0.66 0.73 0.71 0.67 0.61 0.55 

工 業 283 64 63 60 52 44 

  結 構 比 ( % ) 27.39 29.30 28.83 27.50 26.16 24.58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 0 0 0 0 

製造業 242 55 54 52 44 3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 1 1 1 0 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 1 1 1 1 0 

營建工程業 36 7 8 7 7 6 

服務業 745 152 154 157 146 135 

  結 構 比 ( % ) 71.95 69.98 70.47 71.83 73.23 74.87 

批發及零售業 185 39 39 39 35 33 

運輸及倉儲業 27 6 6 6 5 4 

住宿及餐飲業 53 10 10 11 11 11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60 13 13 13 11 10 

金融及保險業 51 11 11 11 10 8 

不動產業 14 3 3 3 3 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85 17 18 18 17 16 

支援服務業 31 6 6 6 6 6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4 3 3 3 3 2 

教育業 61 12 12 13 12 1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19 24 24 25 25 2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2 2 2 3 3 2 

其他服務業 33 6 7 7 6 6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三) 全時薪資 

103 至 107 年大專畢業生投保勞保全時工作者於 108 年 7 月底之

勞退提繳工資平均為 37,867 元；以 103 年大專畢業生為例，畢業 1

年提繳工資 33,153元、畢業 2年增為 34,217元、畢業 3年 36,089元、

畢業 4年 38,682元、畢業 5年（108年 7月底）為 40,996元，畢業 5

年較畢業 1年之提繳工資成長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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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103年至 107年大專畢業生全時工作者勞退提繳工資 

 
 單位：元；% 

畢 

業 

年 

年月底 
總體 
平均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 

較畢業 
1年 
工資 
增減% 

5屆畢業生合計 

108年7月底 
37,867 - 74,698 - 52,699 - 34,324 - 34,549 - 

103年 

104年7月底

(畢業1年) 
33,153 - 67,327 - 47,065 - 28,993 - 29,699 - 

105年7月底

(畢業2年) 
34,217 3.21 69,150 2.71 47,730 1.41 30,078 3.74 31,681 6.67 

106年7月底

(畢業3年) 
36,089 8.86 71,562 6.29 49,923 6.07 32,213 11.11 33,654 13.32 

107年7月底

(畢業4年) 
38,682 16.68 75,663 12.38 53,071 12.76 35,154 21.25 35,326 18.95 

108年7月底

(畢業5年) 
40,996 23.66 78,635 16.80 56,242 19.50 37,400 29.00 36,612 23.28 

104年 

105年7月底

(畢業1年) 
32,728 - 67,763 - 46,907 - 28,854 - 30,560 - 

106年7月底

(畢業2年) 
34,263 4.69 70,340 3.80 48,251 2.87 30,323 5.09 32,119 5.10 

107年7月底

(畢業3年) 
36,797 12.43 74,382 9.77 51,506 9.80 33,069 14.61 34,257 12.10 

108年7月底

(畢業4年) 
39,431 20.48 78,053 15.19 54,672 16.55 36,028 24.86 35,833 17.25 

105年 

106年7月底

(畢業1年) 
32,353 - 67,070 - 47,199 - 28,937 - 30,177 - 

107年7月底

(畢業2年) 
35,013 8.22 69,693 3.91 49,357 4.57 31,291 8.13 32,359 7.23 

108年7月底

(畢業3年) 
37,679 16.46 73,435 9.49 52,236 10.67 34,310 18.57 34,511 14.36 

106年 

107年7月底

(畢業1年) 
33,033 - 69,287 - 48,626 - 29,750 - 30,519 - 

108年7月底

(畢業2年) 
36,072 9.20 72,217 4.23 50,488 3.83 32,367 8.80 32,979 8.06 

107年 
108年7月底

(畢業1年) 
34,297 - 69,145 - 49,262 - 30,632 - 31,390 -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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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失業狀況 

(一) 失業人數 

108年青年失業人數為 21.1萬人，較 107年增加 8千人或 4.29%；

失業原因以初次尋職失業者 10 萬人最多，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8 萬人

次之，若與 107年比較，以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者增加 8千人最多，初

次尋職失業者亦增加 1千人。 

表15  青年失業原因 
單位：千人 

年 別 總 計 
初次 
尋職 

非初次 
尋職 

     

對原有工 
作不滿意 

工作場所業務 
緊縮或歇業 

季節性或臨時 
性工作結束 

傷病或 
健康不良 

其他 
原因 

98年 271 94 176 66 89 14 3 5 

103年 209 95 114 75 24 10 2 3 

104年 201 93 108 73 21 10 2 2 

105年 207 101 106 71 21 8 2 4 

106年 205 96 109 74 20 12 1 3 

107年 203 99 104 72 18 12 1 2 

108年 211 100 111 80 17 11 1 2 

108年較 
107年增減% 

4.29 1.50 6.95 11.70 -2.90 *_ *_ *_ 

108年較 
98年增減% 

-21.85 6.48 -36.97 21.77 -80.65 *_ *_ *_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_為該項資料絕對數甚小，計算變動比率時，幅度顯大，易生誤會，故從略。 

 

 

(二) 失業率 

108 年青年失業率為 8.75%，較 107 年上升 0.28 個百分點，高於

全體的 3.73%，主要係因青年初入職場尚在學習摸索階段，專業職能

較為不足，工作期望與就業市場現況存有差距，且多非家計主要負擔

者，轉換工作頻率高，惟隨年齡增長失業情勢回穩，由 15~24 歲之

11.88%降至 25~29 歲之 6.57%，30~34 歲再降為 3.22%。依教育程度

觀察，青年失業率以大學及以上 9.68%最高，國中及以下 7.61%次之，

高中 7.20%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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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青年失業率 
單位：% 

年 別 總 計 

性 別 年 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15~24 
歲 

25~29 
歲 

國中 
及以下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及以上 

98年 10.76 11.97 9.60 14.49 8.77 13.33 11.91 10.68 8.89 10.89 

103年 9.06 9.51 8.61 12.63 6.84 10.85 9.84 8.33 6.50 9.50 

104年 8.70 9.05 8.34 12.05 6.55 7.55 9.61 8.26 6.07 9.20 

105年 8.89 9.24 8.53 12.12 6.76 8.90 8.21 8.00 5.75 9.72 

106年 8.72 8.88 8.55 11.92 6.58 7.20 8.74 7.92 6.28 9.46 

107年 8.47 8.96 7.96 11.54 6.37 8.61 7.10 7.69 5.42 9.31 

108年 8.75 8.89 8.59 11.88 6.57 7.61 7.20 7.44 7.25 9.68 

108年較107年 
增減百分點 

0.28 -0.06 0.63 0.35 0.20 -1.00 0.10 -0.25 1.84 0.37 

108年較98年 
增減百分點 

-2.01 -3.08 -1.01 -2.61 -2.19 -5.72 -4.70 -3.24 -1.64 -1.2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三) 失業週數 

108 年青年失業者失業週數為 21.03 週，較 107 年減少 0.05 週，

低於全體之 22.88 週，其中初次尋職失業者為 24.55 週，較 107 年減

少 0.22週，非初次尋職失業者為 17.85週，較 107年增加 0.27週；依

教育程度觀察，以大學及以上 21.98 週最長，國中及以下 18.71 週最

短。另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之長期失業者比率為 9.91%，低於全體之

14.21%。 

表17  青年失業者失業週數 
單位：週 

年別 總計 
初次 

尋職 

非初次 

尋職 

年 齡 教育程度 長期 
失業者 
比率(%) 

15~24 
歲 

25~29 
歲 

國中 
及以下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及以上 

98年 25.65 29.11 23.80 23.03 27.96 26.51 26.56 25.76 25.22 25.37 13.49 

103年 23.20 25.71 21.10 19.17 27.84 26.03 21.32 22.60 22.10 23.49 12.48 

104年 22.34 25.00 20.06 18.11 27.35 20.33 26.23 19.54 21.19 23.00 11.98 

105年 22.75 25.96 19.70 19.91 26.13 16.30 22.74 24.03 20.16 22.96 12.28 

106年 21.91 23.69 20.34 19.92 24.31 20.15 29.68 19.34 25.58 21.58 11.16 

107年 21.08 24.77 17.58 20.20 22.18 15.87 24.37 22.92 15.79 20.88 11.03 

108年 21.03 24.55 17.85 19.04 23.52 18.71 19.01 19.32 19.28 21.98 9.9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長期失業者係失業期間達 1年(或 53週)以上之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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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尋職過程 

108年 5月青年失業者 20.3萬人，在找尋工作過程中有工作機會

但未就業者 7.4萬人或占 36.42%，觀察其未就業原因，主要係待遇不

符期望，占 75.35%；未遇有工作機會者 12.9萬人，占 63.58%，其尋

職遭遇之困難，以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占 43.90%最高，待遇不符

期望占 33.04%居次。 

 

圖7  曾遇有工作機會之青年失業者未就業原因 
108年5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圖8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青年失業者遭遇的困難 
108年5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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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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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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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技能(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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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勞動力狀況 

108年青年非勞動力人數為 184.4萬人，較 107年減少 11.6萬人，未參

與勞動之主要原因為求學及準備升學，計 183.1萬人，占 99.29%。 

表18  青年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單位：千人 

年 別 總 計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 

隨時可以開始工作 

求學及 

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身心障礙 其 他 

98年 2,454 52 2,175 123 27 77 

103年 2,260 47 2,065 51 25 72 

104年 2,200 41 2,039 39 18 63 

105年 2,144 38 2,011 36 9 50 

106年 2,060 21 1,978 28 3 29 

107年 1,960 9 1,926 10 1 14 

108年 1,844 3 1,831 3 0 6 

108年較 
107年增減% -5.92 -64.06 -4.95 -66.25 *_ -55.72 

108年較 
98年增減% -24.86 -93.81 -15.82 -97.22 *_ -92.1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_為該項資料絕對數甚小，計算變動比率時，幅度顯大，易生誤會，故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