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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統計通報  
  
       勞動部統計處 聯 絡 人：蔡惠華、曾立瑋 

       日    期：109 年 3 月 16 日 聯絡電話：(02)8590-2366 

 

隨著就業服務管道多元化，目前除遍布於全國各鄉鎮之公立就業服務據點外，

勞動部亦已建置「台灣就業通」網站及台灣就業通客服中心，提供 24 小時不打烊

之便捷就業服務。本文運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統計資

料，簡析民眾及事業單位利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求才概況，提供各界參考。 

一、求職概況 
108年透過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含台灣就業通網站及實體就業服務據點)

新登記求職人數 70 萬 2,856 人次，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46 萬 8,772 人次，

求職就業率為 66.7%。 

(一)108 年新登記求職人數以女性、25～44 歲較多 
108 年新登記求職者中男性為 33 萬 4,005 人次，占 47.5%，女性為

36 萬 8,851 人次，占 52.5%；近 3 年女性求職人數均占 5 成餘，略高於

男性。 
年齡以 25～44 歲占 48.6%最高，其次為 45～64 歲占 30.6%。教育程

度以高中(職)占 37.2%最高，其次為大學占 34.4%。（詳表 1、圖 1） 

(二)碩士及以上求職者最希望從事之職業為專業人員，專科及大學求職者最希

望從事之職業則均為事務支援人員 
按教育程度觀察，碩士及以上求職者最希望從事之職業為專業人員

占 49.2%，大學及專科求職者最希望從事之職業均為事務支援人員，分

占 28.6%及 29.5%，高中(職)、國中及以下之求職者則為基層技術工、勞

力工及其他1，分占 28.7%及 51.0%。 
按性別及教育程度觀察，兩性碩士及以上程度求職者最希望從事之

                                                 
1「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係指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工讀生及其他未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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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均為專業人員，高中(職)以下程度者最希望從事之職業則均為基層

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大學程度之求職者最希望從事之職業，兩性略

有不同，男性為專業人員占 24.1%，女性則為事務支援人員占 41.3%，

專科程度求職者最希望從事之職業，男性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21.2%，女性則為事務支援人員占 43.3%。（詳表 2） 

(三)男性、44 歲以下、國中及以下者之求職就業率較高 
男性之求職就業率為 67.3%略高於女性之 66.2%；年齡以 24 歲及以

下、25～44 歲之求職就業率均為 67.2%較高，其次為 45~64 歲之 65.8%；

教育程度以國中及以下之 68.3%最高，其次是高中(職)之 67.6%。     
（詳表 1） 

二、求才概況 
108 年新登記求才人數 118 萬 8,381 人次，有效求才僱用人數 78 萬 9,095

人次，求才利用率為 66.4%。 

(一)製造業求才人數最多，住宿及餐飲業居次 
各行業之新登記求才人數中，以製造業求才48萬6,089人次（占40.9%）

最多，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 16 萬 9,660 人次（占 14.3%），批發及零售

業 15 萬 6,140 人次（占 13.1%）居第三。 
按工作縣市及行業觀察，新登記求才人數較多之前十大縣市求才行

業類型略有不同，除臺北市以住宿及餐飲業求才人數占 32.0%居首外，

其餘縣市求才人數皆以製造業居首，製造業求才人數占比最高的 3 個縣

市分別為彰化縣占 65.4%、新竹縣占 61.4%及臺南市占 60.9%。（詳表 3、
4） 

(二)求才之職業以服務及銷售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較多 
各職業之新登記求才人數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9 萬 4,362 人

次（占 24.8%）最多，其次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1 萬 147 人次（占

17.7%），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 20 萬 818 人次（占 16.9%）居第

三。 
按工作縣市及職業觀察，各縣市求才職業類型略有不同，6 都中臺北

市、新北市及高雄市之求才人數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最多，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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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38.6%及 23.3%，臺南市、桃園市及臺中市之求才人數則以技術

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最多，分占 29.1%、25.0%及 22.9%。（詳表 5、6） 

(三)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之求才利用率最高 
按行業觀察，求才利用率以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之

79.0%最高，支援服務業為 69.2%居次，製造業為 68.5%居第三。按職業

觀察，求才利用率以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之 72.2%最高，服務及

銷售工作人員之 67.5%居次，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與機械設備操

作及組裝人員均為 66.3%居第三。（詳表 3、5） 

三、求供倍數 
108 年求供倍數(亦即求才人數對求職人數之倍數)為 1.69 倍，即平均每

位新登記求職者有 1.69 個工作機會。 

(一)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之求供倍數最高 
各職業之求供倍數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78 倍最高，其次為服

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76 倍，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2.59 倍居第三；而事務支

援人員、主管及經理人員之求供倍數分別為 0.80 倍及 0.81 倍較低，每一

個職缺約有 1.3 位及 1.2 位求職競爭者。（詳圖 2） 

(二)近 3 年均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之工作機會較多 
近 3 年各職業求供倍數，均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居前 3 名，平均每位新登記求職者均有 2
個以上工作機會；而事務支援人員、主管及經理人員之求供倍數較低，

呈現需求(求才人數)小於供給(求職人數)情形。（詳圖 2） 

四、勞動部就業服務相關政策措施，說明如下： 
為促進國民就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持續推動「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

式」，以提供民眾更深化的就業服務，並於全國各地就業服務據點辦理單一及聯

合徵才活動，提供求職、求才及推介媒合服務。另推動就業服務外展工作，傳遞

就業資訊，串聯社會資源協助弱勢失業者就業。 

為降低失業勞工就業障礙，協助其儘速重回勞動市場就業，提供僱用獎助、

臨時工作津貼、跨域就業津貼、求職交通補助金及缺工就業獎勵等就業促進措施，

增進求職求才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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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08 年求職狀況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別分 
     單位：人次、％ 

項目別 
新登記求職人數① 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② 求職就業率②/①*100 

總計 男 女 女性占比(%)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702,856 334,005 368,851 52.5 468,772 224,751 244,021 66.7  67.3  66.2  
 年齡                     
  24 歲及以下 134,801 69,235 65,566 48.6 90,533 47,033 43,500 67.2  67.9  66.3  
  25-44 歲 341,649 163,389 178,260 52.2 229,449 111,937 117,512 67.2  68.5  65.9  
   25-34 歲 174,756 87,576 87,180 49.9 120,345 61,607 58,738 68.9  70.3  67.4  
   35-44 歲 166,893 75,813 91,080 54.6 109,104 50,330 58,774 65.4  66.4  64.5  
  45-64 歲 215,025 94,755 120,270 55.9 141,410 61,568 79,842 65.8  65.0  66.4  
   45-54 歲 136,106 57,867 78,239 57.5 89,467 37,627 51,840 65.7  65.0  66.3  
   55-64 歲 78,919 36,888 42,031 53.3 51,943 23,941 28,002 65.8  64.9  66.6  
  65 歲及以上 11,381 6,626 4,755 41.8 7,380 4,213 3,167 64.8  63.6  66.6  
 教育程度           
  碩士及以上 24,923 16,375 8,548 34.3  15,939 10,647 5,292 64.0  65.0  61.9  
  大學 241,905 118,581 123,324 51.0  161,041 80,242 80,799 66.6  67.7  65.5  
  專科 80,132 35,283 44,849 56.0  50,617 22,503 28,114 63.2  63.8  62.7  
  高中(職) 261,604 120,576 141,028 53.9  176,787 82,415 94,372 67.6  68.4  66.9  
  國中及以下 94,292 43,190 51,102 54.2  64,388 28,944 35,444 68.3  67.0  69.4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各表皆同) 

表2 108年新登記求職者希望從事之前三名職業按教育程度、性別分 
單位：人次、％ 

項目別 新登記求
職人數 

求職者希望從事之職業前三名(占該類求職者之比率)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總計      

 
碩士及以上 24,923  專業人員(49.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4.7%) 事務支援人員(14.7%) 

 
大學 241,905  事務支援人員(28.6%) 專業人員(21.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5.4%) 

 
專科 80,132  事務支援人員(29.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5.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3.7%) 

 
高中(職) 261,604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28.7%)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0.2%)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8.5%) 

 
國中及以下 94,292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51.0%)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8.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6.6%) 

男      

 
碩士及以上 16,375  專業人員(51.5%) 主管及經理人員(16.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5.9%) 

 
大學 118,581  專業人員(24.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20.9%) 事務支援人員(15.4%) 

 
專科 35,28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21.2%) 專業人員(15.4%)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2.5%) 

 
高中(職) 120,576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30.3%)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22.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6.4%) 

 
國中及以下 43,190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47.4%)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9.8%)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4.3%) 

女      
 碩士及以上 8,548  專業人員(44.9%) 事務支援人員(24.8%)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2.5%) 

 
大學 123,324  事務支援人員(41.3%) 專業人員(18.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1.8%) 

 
專科 44,849  事務支援人員(43.3%)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4.6%) 專業人員(12.2%) 

 
高中(職) 141,028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27.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3.5%) 事務支援人員(20.7%) 

 
國中及以下 51,102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54.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8.6%)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7.5%) 

    說明:「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係指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工讀生及其他未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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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08年新登記求才狀況按行業分 
單位：人次、％ 

行業別 新登記 
求才人數① 

 有效求才 
僱用人數② 

求才利用率②/①*100 占比(%) 

總計 1,188,381 100.0 789,095 66.4  
 農、林、漁、牧業 8,040 0.7  5,405 67.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82 0.0  362 62.2  
 製造業 486,089 40.9  332,988 68.5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316 0.2  1,389 60.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9,545 0.8  5,798 60.7  
 營建工程業 40,128 3.4  23,643 58.9  
 批發及零售業 156,140 13.1  102,527 65.7  
 運輸及倉儲業 31,470 2.6  20,656 65.6  
 住宿及餐飲業 169,660 14.3  115,243 67.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22,468 1.9  12,194 54.3  

 金融及保險業 5,527 0.5  2,914 52.7  
 不動產業 7,478 0.6  3,868 51.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1,924 1.8  13,331 60.8  
 支援服務業 88,764 7.5  61,396 69.2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2,566 1.1  9,926 79.0  
 教育業 21,482 1.8  10,743 5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5,771 4.7  35,601 63.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9,960 1.7  13,392 67.1  
 其他服務業 22,087 1.9  13,307 60.2  
 未歸類 6,384 0.5  4,412 69.1  

表4 108年新登記求才人數按工作縣市及行業分 

單位：人次、％ 

縣市別 
新登記求

才人數 
新登記求才人數前三名（占該地區求才人數之比率）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臺 北 市 161,862 住宿及餐飲業(32.0%) 批發及零售業(16.0%) 支援服務業(11.5%) 

 高 雄 市 155,667 製造業(34.0%) 住宿及餐飲業(14.5%) 批發及零售業(14.3%) 

 桃 園 市 153,739 製造業(57.5%) 批發及零售業(10.7%) 住宿及餐飲業(8.5%) 

 新 北 市 145,495 製造業(26.6%) 批發及零售業(18.0%) 住宿及餐飲業(16.1%) 

 臺 南 市 115,193 製造業(60.9%) 批發及零售業(9.6%) 住宿及餐飲業(9.2%) 

 臺 中 市 99,650 製造業(53.0%) 批發及零售業(12.2%) 住宿及餐飲業(10.3%) 

 彰 化 縣 64,448 製造業(65.4%) 批發及零售業(10.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新 竹 縣 42,747 製造業(61.4%) 支援服務業(8.4%) 住宿及餐飲業(6.8%) 

 屏 東 縣 41,225 製造業(32.7%) 批發及零售業(19.6%) 住宿及餐飲業(11.3%) 

 新 竹 市 38,587 製造業(48.2%) 住宿及餐飲業(13.8%) 批發及零售業(10.5%) 

  其 他 169,768 製造業(38.2%) 住宿及餐飲業(13.9%) 批發及零售業(12.6%) 

     說明:「其他」包括新登記求才人數較少之其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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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08年新登記求才狀況按職業分 

單位：人次、％ 

職業別 
新登記求才

人數① 

 有效求才 

僱用人數② 
求才利用率②/①*100 

占比(%) 

總計 1,188,381 100.0  789,095 66.4  
 主管及經理人員 14,778 1.2  8,650 58.5  

 專業人員 112,684 9.5  65,511 58.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10,147 17.7  138,460 65.9  

 事務支援人員 108,427 9.1  70,967 65.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94,362 24.8  198,682 67.5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830 0.7  5,194 66.3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88,240 7.4  56,540 64.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51,095 12.7  100,109 66.3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 200,818 16.9  144,982 72.2  

   說明:「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係指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工讀生及其他未歸類。 

表6 108年新登記求才人數按工作縣市及職業分 

單位：人次、％ 

縣市別 
新登記

求才人

數 

新登記求才人數前三名（占該地區求才人數的比率）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臺 北 市 161,862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45.4%)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14.5%) 事務支援人員(11.2%) 

 高 雄 市 155,667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3.3%)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19.5%)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4.0%) 

 桃 園 市 153,739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25.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0.1%)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14.3%) 

 新 北 市 145,49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38.6%)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14.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2.5%) 

 臺 南 市 115,19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29.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6.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5.1%) 

 臺 中 市 99,65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22.9%)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9.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5.3%) 

 彰 化 縣 64,448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22.7%)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9.7%)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6.7%) 

 新 竹 縣 42,747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30.2%) 專業人員(14.4%)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13.8%) 

 屏 東 縣 41,225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27.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9.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7.1%) 

 新 竹 市 38,587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4.9%)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9.5%) 專業人員(15.9%) 

 其 他 169,768 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21.8%)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7.9%)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5.3%) 

     說明:1.「其他」包括新登記求才人數較少之其他縣市。 

          2.「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係指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工讀生及其他未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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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近 3 年男、女性求職人數占比 
 

 
 
 
 
 
 
 

 
 

圖2 近 3年求供倍數按職業分 
 

 
 

 

 
 
 

 
 

 
 
 

 
 
 
 
 
 
 
 

 

 

說明:「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及其他」係指基層技術工、勞力工、工讀生及其他未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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