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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統計通報 

 

  

勞動部統計處 聯 絡 人：蔡惠華、莊懷君 

日    期：108 年 4 月 25 日 聯絡電話：(02) 8590-2914 

 

 

依據我國職業訓練法規定，政府所設立之公立職業訓練機構(以下簡稱

公立職訓機構，含勞動部及其他政府機關設立者)係以「培養國家建設技術

人力，提高工作技能，促進國民就業」為目的，當外在環境變化、產業結構

調整致使勞工面臨失業、待業或想轉業時，可透過職前訓練獲得一技之長或

提升專業技能並促進其就業，另一方面也提供已就業者在職進修訓練，使其

不斷學習新技能及吸取新知識，以應工作上之需要。簡析男、女性參加公立

職訓機構自辦訓練及勞動部辦理之職業訓練概況，供各界參考。 

一、公立職訓機構自辦之職業訓練 

（一）107 年公立職訓機構自辦訓練結訓 2 萬 1,648 人，其中在職訓練

者占 5 成 1；男性以在職訓練居多，女性則以職前訓練為多 

107 年公立職訓機構運用自有場地、設備及師資(部分外聘)辦理

職業訓練總計結訓 2 萬 1,648 人，其中在職訓練結訓 1 萬 1,133 人，

占 51.4％，略多於職前訓練之 1 萬 515 人，占 48.6％；若依性別觀察，

男性 1 萬 5,251 人，占 70.4％，多於女性之 6,397 人，占 29.6％，而

男性以參加在職訓練居多，占 54.2％，女性則是以職前訓練居多，占

55.1％。 

觀察近 5 年男、女性參加職業訓練結訓人數，男性皆占 7 成餘，

女性則占 3 成左右，其中男性以參加在職訓練居多，女性則以參加職

公立職業訓練機構辦理職業訓練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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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訓練為多。（表 1） 

（二）結訓學員年齡，男性以「25-34 歲」最多，占 30.8％，女性則以

「45-54 歲」最多，占 28.0％ 

107 年公立職訓機構自辦訓練結訓學員年齡，以「25-34 歲」6,298

人最多，占 29.1％，其次為「35-44 歲」5,815 人，占 26.9％，二者

合計約占 5 成 6。若依性別觀察，男性結訓學員中以「25-34 歲」4,699

人最多，占 30.8％，女性則以「45-54 歲」1,794 人最多，占 28.0％。

（表 2） 

（三）結訓學員教育程度，男、女性皆以「大學」最多，分占 48.9％、

49.0％ 

107 年公立職訓機構自辦訓練結訓學員之教育程度，以「大學」

1 萬 601 人最多，占 49.0％，其次為「高中職」4,852 人，占 22.4％。

若依性別觀察，男性、女性皆以「大學」最多，分別為 7,464 人(占

48.9％)、3,137 人(占 49.0％)。（表 2） 

（四）結訓學員參訓職類，男性以工業類最多，占 73.2％，女性以醫事

護理及家事類最多，占 43.0％ 

107 年公立職訓機構自辦訓練結訓學員參訓職類以工業類 1 萬

2,814 人最多，占 59.2％，其中以在職訓練者 6,997 人較多；其次為

醫事護理及家事類 3,921 人，占 18.11％，其中以職前訓練者 2,431

人較多。若依性別觀察，男性參訓職類以工業類 1 萬 1,161 人最多，

占 73.2％，女性則以醫事護理及家事類 2,749 人最多，占 43.0％。 

近 3 年來訓練職類皆以工業類結訓人數最多，主要係考量基礎工

業核心技術之傳承與保存而偏重於工業類，與民間訓練機構多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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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類的訓練取向有所區別。觀察男、女性參訓職類，男性皆以工

業類最多，大致維持其結訓人數之 7成餘，而女性則以醫事護理及家

事類較多，占其結訓人數之 4 成餘。（表 3） 

二、勞動部辦理之職業訓練 

（一）107 年勞動部辦理各項職業訓練計結訓 26 萬 9,911 人，以補助訓

練占 8 成 8 最多，女性占全體 5 成 7 

勞動部每年除運用自有訓練設備辦理自辦訓練外，亦結合民間優

質訓練單位，以委辦或補助方式，辦理各類職訓課程供失業民眾或在

職勞工參訓。 

107年勞動部辦理各項職業訓練（包含自辦、委辦及補助等訓練）

總計結訓26萬 9,911人，其中以補助訓練23萬 8,187人最多，占88.2

％，其次依序為委辦訓練 1萬 8,025 人，自辦訓練 1 萬 3,699 人。若

依性別觀察，女性結訓 15 萬 4,416 人，占 57.2％，多於男性之 11

萬 5,495 人，占 42.8％。（表 4） 

（二）配合國家產業政策辦理多元職業訓練，其中 5＋2 產業以「智慧

機械」4,927 人次最多 

為配合國家產業政策，勞動部針對「亞洲‧矽谷」、「生技醫療」、

「綠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太」、「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等 5+2 產業，結合勞動力發展署各分署轄區內產業特色開辦創新訓練

課程，以培育產業所需人力。107 年以「智慧機械」訓練 4,927 人次

最多，其次為「亞洲‧矽谷」3,425 人次，「國防航太」3,250 人次居

第三。（表 5） 

另為因應衛生福利部長期照顧十年(106-115 年)計畫 2.0(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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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 2.0)實施後，照顧服務員就業市場人力需求倍增，勞動部亦配合

擴大辦理照顧服務員職業訓練，107 年總計結訓 8,307 人，其中男性

1,927 人、女性 6,380 人；較 103 年結訓人數增加 2,632 人或 46.4％，

訓後就業率則均逾 6 成 7。（表 6） 

（三）為協助失業勞工進入就業市場，107 年勞動部辦理失業者職前訓

練結訓學員 4 萬 6,002 人 

1、結訓學員年齡，男性以「25-34 歲」最多，占 28.0％，女性則

以「45-54 歲」最多，占 33.6％ 

勞動部每年均由勞動力發展署5分署依據區域產業發展及就

業市場需求，規劃辦理各類就業導向職前訓練課程，以協助失業

勞工進入就業市場。107 年失業者職前訓練結訓學員 4 萬 6,002

人，其中以「45-54 歲」1 萬 3,380 人最多，占 29.1％，其次為

「35-44 歲」1萬 475 人，占 22.8％。 

依性別觀察，結訓學員以女性 3 萬 440 人居多，占 66.2％，

多於男性之 1 萬 5,562 人；另男性結訓學員以「25-34 歲」4,359

人最多，占 28.0％，女性則以「45-54 歲」1 萬 216 人最多，占

達 33.6％，主要與為加強婦女就業能力，提升婦女勞動力參與率，

鼓勵婦女走出家庭參加職訓投入職場有關。（表 7） 

2、結訓學員教育程度，男性以「大學」最多，占 43.7％，女性則

以「高中職」最多，占 40.2％ 

107 年失業者職前訓練結訓學員教育程度以「高中職」1 萬

6,776 人最多，占 36.5％，其次為「大學」1萬 4,833 人，占 32.2

％。依性別觀察，男性以「大學」6,801 人最多，占 43.7％，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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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以「高中職」1 萬 2,242 人最多，占 40.2％。（表 7） 

3、結訓學員參訓職類，男、女性皆以照顧服務職類最多 

因應長照 2.0 國家政策及托育人員需求增加，107 年失業者

職前訓練結訓學員以照顧服務職類 8,490 人最多，其次依序為托

育人員 3,310 人、廚師 3,179 人、理燙髮、美容 2,754 人及商業

專業人員 1,796 人等。若依性別觀察，男性結訓學員較多之前 3

職類分別為照顧服務職類 1,957 人，電腦程式設計 863 人及廚師

816 人，女性則為照顧服務職類 6,533 人，托育人員 3,111 人及

理燙髮、美容 2,609 人。 

觀察男、女性參訓職類，由於女性參訓者年齡較男性偏高，

而教育程度又以高中職居多，為能儘速投入就業市場分擔家計，

故多半選擇具工作彈性、符合自身需求及易於就業之職類參訓；

惟訓練職類居首之照顧服務職類結訓學員雖多為女性，但仍有

23.1％為男性，而商業專業人員、室內及商業設計人員與資訊助

理人員結訓學員女性多於男性，即使以往多為男性參訓的機械工

程技術及其他資訊專業人員女性亦達 18.7％、41.4％，職業的性

別刻板印象似逐漸翻轉中。（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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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立職訓機構自辦訓練結訓人數-按性別及訓練性質分 

單位：人、％

項目別 

總        計 男        性 女       性 

總計 職前 在職 小計 
 

職前 在職 小計
  

職前 在職 
% % 

103 年 23,088 11,633 11,455 16,792 72.7 8,198 8,594 6,296 27.3 3,435 2,861

104 年 22,649 11,392 11,257 16,071 71.0 7,656 8,415 6,578 29.0 3,736 2,842

105 年 23,675 11,396 12,279 16,682 70.5 7,661 9,021 6,993 29.5 3,735 3,258

106 年 22,683 11,175 11,508 15,888 70.0 7,535 8,353 6,795 30.0 3,640 3,155

107 年 21,648 10,515 11,133 15,251 70.4 6,988 8,263 6,397 29.6 3,527 2,870

資料來源：各公立職訓機構，包括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5 分署、退輔會職業訓練中心、

農委會漁業署遠洋漁業中心、臺北市職能發展學院、高雄市訓練就業中心、

新北市職業訓練中心及臺南市職訓就服中心。 
 

表 2、公立職訓機構自辦訓練結訓人數-按性別、 

訓練性質、年齡及教育程度分 
    107 年 單位：人

項  目  別 

總    計 男  性 女  性 

總計 職前 在職 小計 職前 在職 小計 職前 在職 

總計 21,648 10,515 11,133 15,251 6,988 8,263 6,397 3,527 2,870

  年齡 

15~24 歲 2,932 1,574 1,358 2,386 1,226 1,160 546 348 198

25~34 歲 6,298 3,297 3,001 4,699 2,429 2,270 1,599 868 731

35~44 歲 5,815 2,577 3,238 4,098 1,653 2,445 1,717 924 793

45~54 歲 4,658 2,151 2,507 2,864 1,140 1,724 1,794 1,011 783

55~64 歲 1,812 870 942 1,108 510 598 704 360 344

 65 歲以上 133 46 87 96 30 66 37 16 21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946 314 632 742 181 561 204 133 71

高中職 4,852 2,459 2,393 3,408 1,599 1,809 1,444 860 584

專科 3,819 1,880 1,939 2,534 1,166 1,368 1,285 714 571

大學 10,601 5,243 5,358 7,464 3,588 3,876 3,137 1,655 1,482

研究所以上 1,430 619 811 1,103 454 649 327 165 162

資料來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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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立職訓機構自辦訓練結訓人數-按性別、 

訓練性質及訓練職類(大分類)分 

單位：人

項目別  

總      計 男      性 女     性 

總計 職前 在職 小計 職前 在職 小計 職前 在職

105 年 23,675 11,396 12,279 16,682 7,661 9,021 6,993 3,735 3,258

  工業類 14,083 6,416 7,667 12,474 5,658 6,816 1,609 758 851

  商業類 3,381 2,091 1,290 1,489 868 621 1,892 1,223 669

  農業類 1,187 184 1,003 1,101 159 942 86 25 61

  醫事護理及家事類 4,296 2,348 1,948 1,225 753 472 3,071 1,595 1,476

  藝術類 728 357 371 393 223 170 335 134 201

106 年 22,683 11,175 11,508 15,888 7,535 8,353 6,795 3,640 3,155

  工業類 13,475 6,394 7,081 11,829 5,638 6,191 1,646 756 890

  商業類 2,999 1,796 1,203 1,395 768 627 1,604 1,028 576

  農業類 1,107 112 995 1,017 66 951 90 46 44

  醫事護理及家事類 4,137 2,199 1,938 1,191 716 475 2,946 1,483 1,463

  藝術類 965 674 291 456 347 109 509 327 182

107 年 21,648 10,515 11,133 15,251 6,988 8,263 6,397 3,527 2,870

  工業類 12,814 5,817 6,997 11,161 5,051 6,110 1,653 766 887

  商業類 2,996 1,599 1,397 1,454 743 711 1,542 856 686

  農業類 1,060 52 1,008 1,023 33 990 37 19 18

  醫事護理及家事類 3,921 2,431 1,490 1,172 832 340 2,749 1,599 1,150

  藝術類 857 616 241 441 329 112 416 287 129

資料來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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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勞動部辦理職業訓練結訓人數-按性別及計畫別分 

         107 年 單位：人

項       目       別 總  計 男 女 

總   計 269,911 115,495 154,416

 自辦訓練 13,699 10,168 3,531

  職前 7,675 5,426 2,249

  在職 6,024 4,742 1,282

 委辦訓練 18,025 5,390 12,635

職前 17,666 5,230 12,436

在職 359 160 199

 補助訓練 238,187 99,937 138,250

職前 20,661 4,906 15,755

在職 202,891 87,668 115,223

青年職業訓練 13,153 6,547 6,606

  雙軌訓練旗艦計畫 972 747 225

  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9,879 4,550 5,329

  產學訓合作訓練 286 266 20

  青年就業旗艦計畫 2,016 984 1,032

地方政府辦理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專班) 1,482 816 666

資料來源：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表 5、勞動部辦理國家 5+2 產業政策職業訓練人數-按訓練性質分 

107 年              單位：人次

項  目  別 亞洲‧矽谷 生技醫療 綠能科技 智慧機械 國防航太 新農業 循環經濟

總  計 3,425 269 585 4,927 3,250 1,985 97

職前訓練 1,015 50 485 3,101 3,167 1,763 -

在職訓練 2,410 219 100 1,826 83 222 97

資料來源：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說  明：訓練課程內容若符合 2個以上產業，訓練人數分別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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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勞動部辦理照顧服務員結訓人數-按性別分 

單位：人、％ 

年    別 總   計 男 女 
訓後 3個月 

就業率(%) 

103 年 5,675 1,153 4,522 68.5 

104 年 5,837 1,242 4,595 67.2 

105 年 5,669 1,300 4,369 70.3 

106 年 7,146 1,640 5,506 67.7 

107 年 8,307 1,927 6,380 … 

資料來源：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說  明：107 年訓後 3個月就業率尚在統計中。 

 

 

表７、勞動部辦理失業者職前訓練結訓人數- 
按性別、年齡及教育程度分 

107 年                            單位：人 

項  目  別 總       計 男 女 

總   計 46,002 15,562 30,440 

年齡  
  15-24 歲 4,640 2,629 2,011

  25-34 歲 9,603 4,359 5,244

  35-44 歲 10,475 3,333 7,142

  45-54 歲 13,380 3,164 10,216

  55-64 歲 7,306 1,843 5,463

  65 歲以上 598 234 364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6,399 1,271 5,128

  高中職 16,776 4,534 12,242

  專科 6,654 2,168 4,486

  大學 14,833 6,801 8,032

研究所以上 1,340 788 552

資料來源：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說  明：本表資料不含補助青年職業訓練及補助地方政府辦理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

(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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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勞動部辦理失業者職前訓練結訓人數 

最多之前 20 訓練細職類 

107 年 單位：人

訓 練 職 類 總     計 男 女 

總 計          46,002          15,562         30,440 

照顧服務職類 8,490 1,957 6,533 

托育人員 3,310 199 3,111 

廚師 3,179 816 2,363 

理燙髮、美容 2,754 145 2,609 

商業專業人員 1,796 590 1,206 

室內及商業設計人員 1,745 743 1,002 

餐飲服務 1,588 339 1,249 

資訊助理人員 1,348 478 870 

電腦程式設計 1,329 863 466 

其他個人服務工作人員 1,264 165 1,099 

穀類食品及糖果製造 
（食品烘焙） 1,218 328 890 

製圖 1,177 728 449 

織品、皮革及有關材質手工
藝品製作 779 86 693 

酒及飲料調製 725 164 561 

嚮導人員 715 200 515 

家事服務管理 690 78 612 

機械工程技術 642 522 120 

其他資訊專業人員 570 334 236 

建築物電力系統維修 565 539 26 

工具機操作 561 532 29 

其他 11,557 5,756 5,801 

資料來源：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說  明：本表資料不含補助青年職業訓練及補助地方政府辦理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 
(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