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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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5 月 16 日 聯絡電話：(02)8590-2366 
 

 

為促進國民就業並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我國於民國 81 年公布就業服

務法，並依據該法規定，公布實施「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置準則」。隨著

就業服務網絡之發展，就業服務通路分為實體與虛擬兩種型式，目前實體

就業服務站台遍布於全國各鄉鎮；虛擬就業服務通路亦已建置「台灣就業

通」網站提供 24 小時不打烊之便捷就業服務，本文運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求職與求才資料庫之統計資料，簡析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才、求職之熱門

職類，提供各界參考。 

一、104 年求才人數為 143 萬 5,213 人次，求職人數為 71 萬 7,413 人次，求

供倍數為 2.00 倍 

104 年透過本部就業服務體系求才人數為 1,435,213 人次，求職人數

為 717,413 人次，求才利用率為 59.02%，求職就業率為 58.72%，求供倍

數為 2.00 倍。 

與 103 年比較，求才人數減少 5.53%，求職人數減少 5.66%，有效求

才僱用人數減少 5.98%，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增加 4.04%，求才利用率

減少 0.28 個百分點，求職就業率增加 5.47 個百分點，求供倍數同為 2.00
倍。（表 1） 

二、104年前 20大熱門職類中，以「工業及生產技術員」之求職就業率 69.11%

最高 

104 年求才熱門職類以「製造勞力工」176,491 人次，占 12.30%為最

高，其次為「工業及生產技術員」139,580 人次，占 9.73%，「商店銷售

有關人員」83,832 人次，占 5.84%，「其他餐飲服務人員」81,685 人次，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才、求職之熱門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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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69%，分居第三、第四，以上四職類求才人數合計占達 33.56%。 

求職熱門職類以「製造勞力工」134,286 人次，占 18.72%為最高，其

次為「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70,325 人次，占 9.80%，「商店銷售有

關人員」30,046 人次，占 4.19%居第三。 

求職就業率係指求職者中有推介就業成功之比率，熱門職類中以「工

業及生產技術員」之求職就業率 69.11%最高，其次為「其他電子設備裝

修人員」65.88%，「電力及電子設備組裝人員」65.82%居第三，熱門職

類中有 13 項職類之求職就業率高於整體平均之 58.72%。（表 2） 

三、104 年超額需求職類以「工業及生產技術員」最高，求供倍數為 6.80

倍，超額供給職類以「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最高，求供倍數為

0.28 倍 

超額需求係指求才人數高於求職人數之情況，求供落差較大之前三

類分別為「工業及生產技術員」，求供倍數為 6.80 倍、「其他餐飲服務

人員」，求供倍數為 3.49 倍、「商店銷售有關人員」，求供倍數為 2.79
倍。 

超額供給係指求職人數高於求才人數之情況，求供落差較大之前三

類分別為「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求供倍數為 0.28 倍、「一般辦

公室事務人員」，求供倍數為 0.78 倍、「資訊及通訊使用者支援技術員」，

求供倍數為 0.25 倍。（表 3） 

四、兩性求職者之熱門職類均以「製造勞力工」最高 

按性別觀察，兩性求職者之熱門職類均以「製造勞力工」最高，分

占 17.19%及 20.15%，居第二位、第三位之熱門職類，男性為「工業及生

產技術員」及「商業銷售代表」，分占 4.05%及 3.16%，女性為「資料輸

入及有關事務人員」及「商店銷售有關人員」，分占 16.47%及 5.99%。 
若觀察各年齡層前三名之熱門職類，除全體前二類求職熱門職類外，

15-44 歲另希望謀得「其他餐飲服務人員」及「商店銷售有關人員」，45
歲以上者則為「辦公室、旅館及類似場所清潔工及幫工」、「環境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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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全及警衛人員」。 
按教育程度觀察，居前三名之熱門職類，研究所及以上求職者依序

為「電子工程師」、「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其他企業服務及

行政經理人」，分占 7.46%、5.78%及 4.76%，大學(專科)求職者為「資

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製造勞力工」、「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分占 15.55%、6.79%及 5.18%；其中「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在大學

(專科)及研究所及以上學歷均為前二名之熱門職類，亦為超額供給最多職

類。（表 4） 

五、擴大就業服務通路，運用各項促進就業措施，促進國民就業 

為促進國民就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持續擴大就業服務通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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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就業服務外展工作，串聯社會資源協助開發弱勢失業者，輔導其就

業；另依廠商求才需求辦理就業博覽會、單一或聯合徵才，提供求職求

才媒合平臺，有效解決廠商缺工及促進失業者適性就業；又辦理各項就

業促進津貼及相關僱用獎助，透過求職交通補助金、跨域就業津貼、青

年跨域就業補助、臨時工作津貼、僱用獎助措施、缺工就業獎勵措施、

補助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等，協助勞工再就業。 

表 1、利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才、求職概況 

單位：人次、％、倍 

項目別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4 年較 103 年

增減 
求職人數 ① 921,513 760,474 717,413 -5.66 
求才人數 ② 1,556,332 1,519,270 1,435,213 -5.53 
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③ 493,828 404,921 421,282 4.04 
有效求才僱用人數 ④ 967,433 900,974 847,128 -5.98 
求供倍數 ② / ① 1.69 2.00 2.00 -         
求職就業率(%)③/①*100 53.59 53.25 58.72 (5.47) 
求才利用率(%)④/②*100 62.16 59.30 59.02 (-0.28)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說 明：括弧( )內數字係增減數(倍、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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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求才、求職人數之前 20名熱門職類 

                                  104 年                             單位：人次、％ 

序

位 
求才職類名稱 

求才    

人數 

 

求職職類名稱 
求職 

人數 

  
求職 

就業率 
占比 

(%) 

占比

(%) 

1 製造勞力工 176,491  12.30  製造勞力工 134,286 18.72  64.31  
2 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139,580  9.73  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 70,325 9.80  54.21  
3 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83,832  5.84  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30,046 4.19  59.92  
4 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81,685  5.69  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23,377 3.26  59.63  

5 保全及警衛人員 57,065  3.98  
辦公室、旅館及類似場所清

潔工及幫工 
20,543 2.86  57.33  

6 辦公室監督人員 51,130  3.56  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20,531 2.86  69.11  
7 商業銷售代表 47,606  3.32  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20,528 2.86  52.81  
8 金屬工具機設定及操作人員 46,523  3.24  電力及電子設備組裝人員 17,239 2.40  65.82  

9 
辦公室、旅館及類似場所清

潔工及幫工 
41,037  2.86  會計助理專業人員 17,022 2.37  52.36  

10 電機工程技術員 32,008  2.23  商業銷售代表 15,289 2.13  56.21  
11 其他電子設備裝修人員 28,573  1.99  環境清掃工 14,209 1.98  58.31  
12 環境清掃工 27,593  1.92  其他電子設備裝修人員 11,455 1.60  65.88  
13 電話及網路客服人員 21,259  1.48  電機工程技術員 11,212 1.56  62.15  
14 食品烹調助手 20,627  1.44  金屬工具機設定及操作人員 11,178 1.56  63.70  
15 電力及電子設備組裝人員 20,381  1.42  小客車及小貨車駕駛人員 11,022 1.54  59.30  
16 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 19,953  1.39  保全及警衛人員 10,679 1.49  60.34  
17 小客車及小貨車駕駛人員 19,428  1.35  營建勞力工 9,957 1.39  58.98  
18 存貨事務人員 19,005  1.32  電話及網路客服人員 9,766 1.36  56.98  
19 營建勞力工 17,241  1.20  電子工程師 9,026 1.26  63.21  
20 電子工程師 16,690  1.16  存貨事務人員 8,699 1.21  61.87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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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求才、求職超額需求、供給之前 10名熱門職類 

                                  104 年                  單位：人次、倍 

超額需求前 10 名職類 

序

位 
職 類 名 稱 

求才人數 

A 

求職人數 

B 

超額需求

A-B 

求供 

倍數 

1 工業及生產技術員 139,580 20,531 119,049  6.80  

2 其他餐飲服務人員 81,685 23,377 58,308  3.49  

3 商店銷售有關人員 83,832 30,046 53,786  2.79  

4 辦公室監督人員 51,130 3,561 47,569  14.36  

5 保全及警衛人員 57,065 10,679 46,386  5.34  

6 製造勞力工 176,491 134,286 42,205  1.31  

7 金屬工具機設定及操作人員 46,523 11,178 35,345  4.16  

8 商業銷售代表 47,606 15,289 32,317  3.11  

9 電機工程技術員 32,008 11,212 20,796  2.85  

10 
辦公室、旅館及類似場所清潔工及

幫工 
41,037 20,543 20,494  2.00  

超額供給前 10 名職類 

序

位 
職 類 名 稱 

求才人數 

A 

求職人數 

B 

超額供給

B-A 

求供   

倍數 

1 資料輸入及有關事務人員 19,953  70,325  50,372  0.28  

2 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16,079  20,528  4,449  0.78  

3 資訊及通訊使用者支援技術員 1,144  4,492  3,348  0.25  

4 中等教育教師 1,325  4,606  3,281  0.29  

5 會計助理專業人員 14,148  17,022  2,874  0.83  

6 作家及有關撰稿人員 2,051  4,485  2,434  0.46  

7 專業秘書 4,071  6,491  2,420  0.63  

8 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員 1,130  2,936  1,806  0.38  

9 室內設計師 484  2,145  1,661  0.23  

10 
其他軟體、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及分

析師 
4,441  6,026  1,585  0.74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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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求職者希望工作之熱門職類按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104 年                           單位：％ 

 
項目別 

求職者希望工作之職類(占該類求職者之比率)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性別      

男性 製造勞力工

(17.19%) 
工業及生產技

術員(4.05%) 
商業銷售代表

(3.16%) 

小客車及小貨

車駕駛人員

(3.13%) 

保全及警衛人

員(3.01%) 

女性 製造勞力工

(20.15%) 

資料輸入及有

關事務人員

(16.47%) 

商店銷售有關

人員(5.99%) 
會計助理專業

人員(4.35%) 
一般辦公室事

務人員(4.17%) 

年齡      

15-24 歲 製造勞力工

(18.05%) 

資料輸入及有

關事務人員

(10.02%) 

其他餐飲服務

人員(7.05%) 
商店銷售有關

人員(6.15%) 
工業及生產技

術員(2.38%) 

25-44 歲 製造勞力工

(19.56%) 

資料輸入及有

關事務人員

(11.40%) 

商店銷售有關

人員(3.96%) 
工業及生產技

術員(3.77%) 
一般辦公室事

務人員(3.39%) 

45-64 歲 製造勞力工

(17.78%) 

辦公室、旅館

及類似場所清

潔工幫工

(7.05%) 

資料輸入及有

關事務人員

(6.57%) 

環境清掃工

(5.07%) 
會計助理專業

人員(3.78%) 

65 歲以上 

辦公室、旅館

及類似場所清

潔工幫工

(20.98%) 

環境清掃工

(12.49%) 
保全及警衛人

員(8.02%) 
製造勞力工

(7.73%) 
建築物管理員

(5.73%)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製造勞力工

(32.92%) 

辦公室、旅館

及類似場所清

潔工幫工

(11.67%) 

環境清掃工

(8.37%) 
營建勞力工

(5.94%) 
其他餐飲服務

人員(3.27%) 

高中(職) 製造勞力工

(28.24%) 

資料輸入及有

關事務人員

(7.02%) 

商店銷售有關

人員(5.82%) 
其他餐飲服務

人員(4.42%) 

電力及電子設

備組裝人員

(3.77%) 

大學(專科) 
資料輸入及有

關事務人員

(15.55%) 

製造勞力工

(6.79%) 
一般辦公室事

務人員(5.18%) 
商店銷售有關

人員(3.52%) 
會計助理專業

人員(3.41%) 

研究所及以上 電子工程師

(7.46%) 

資料輸入及有

關事務人員

(5.78%) 

其他企業服務

及行政經理人

員(4.76%) 

工業及生產工

程師(4.50%) 
中等教育教師

(4.3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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