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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力資源不僅是主要的生產要素，同時亦直接影響企業整體競爭

力，因此，如何有效運用人力資源，調節人力資源供需，以加速本市

經濟發展，乃當前施政之重要課題。 

人力資源調查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按月以家庭為對象，查編

臺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臺灣地區內之普通住戶與共

同事業戶，以「分層二段抽樣法」抽出約 2.6‰的調查樣本戶，再由各

縣市政府基層統計調查員實地調查每一樣本戶內年滿 15 歲可以工作之

民間人口，蒐集就業、失業、勞動力、非勞動力、教育程度及家庭狀況

等基本資料，以瞭解人力供應情形及勞動力之數量、品質、就業、失業

狀況與人力發展情勢，供各界參考。 

    本篇簡析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之「104年臺灣地區人力資源

調查統計年報」，擷取有關本市之重要統計資料，加以整理分析本市人

力資源分配及運用狀況，作為本市釐訂人力規劃、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

政策等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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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一、人力資源運用概況 

104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273.2 萬人，其中年滿 15 歲以上民

間人口為 229萬，其符合勞動力定義者達 135萬 2千人，包含就

業者 130 萬 1 千人及失業者 5 萬 1 千人，失業率為 3.8％；非勞

動力人口為 93萬 8千人，包括料理家務者 29萬 3千人、求學及

準備升學者 26萬 5千人、高齡或身心障礙者 24萬 3千人、想找

工作而未找工作者 1萬 8千人及其他原因者 12萬人 (詳表 1、表

2、表 12及圖 1) 。 

圖 1   104年臺中市 273.2萬人力資源運用概況 

 

二、勞動力狀況 

(一）勞動力人口 

104 年本市勞動力人口為 135 萬 2 千人，較上年之 133

萬 8 千人，增加 1 萬 4 千人或 1.05％。觀察近 10 年之變動

趨勢得知，本市勞動力人口逐年增加，如和 95年之 118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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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相較，則增加 16萬 3千人或 13.71％。 

若再按性別觀之，本市 104年男性勞動力人口為 74萬 7

千人，較上年 73 萬 8 千人增加 9 千人或 1.22％，女性為 60

萬 4 千人，較上年之 60 萬人增加 4 千人或 0.67％；以近 10

年性別資料觀察，男性勞動力人口較 95年之 67萬人增加 7萬

7 千人或 11.49％，女性則較 95 年之 51 萬 9 千人增加 8 萬 5

千人或 16.38％，顯示本市近年來女性參與勞動之成長速度較

男性更為快速，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逐年縮小（詳如表 1）。 

 

（二）勞動力參與率 

1.按性別分 

勞動力參與率可提供瞭解市民參與勞動之意願，本市 104

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67.3％，與上年相同，女性則為 51.2％，

較上年之 51.5％下降 0.3個百分點（詳如表 2）。 

若與近 10年男女性別平均勞動力參與率相較，男性 10年平

均勞動力參與率為 68.07％，下降 0.77個百分點；女性為 51.16

％，則成長 0.04個百分點。 

綜觀來看，本市歷年勞動力參與率仍呈現男性高於女性之趨

勢，惟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逐漸縮小，顯示近年來落實提昇女

性就業機會及兩性工作平等法之政策，對勞動市場具有正面意義 

(詳圖 3) 。 

2.按教育程度別分 

若按教育程度觀察之，本市 104年各教育程度別之勞動力參

與率以專科教育程度 74.1％最高，其次依序為研究所程度之

68.9％及高職程度之 66.7％。值得注意的是大學教育程度之勞

動力參與率為 63.1％，此部分屬本市優質人力，若能有效地協

助其投入勞動市場，不僅能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而帶動產業起飛，

更能促進本市經濟發展（詳如表 4之 1）。 

3.按年齡組別分 

       由年齡結構觀察，本市 104 年之勞動力參與率以 25-29 歲

之 91.8％最高，其次為 30-34 歲之 89.3％，40-44 歲之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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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之；至於勞動力參與率最低的年齡層為 15-19 歲之 7.3％，

其次為 65 歲及以上者之 8.7％，這與該兩年齡層，一為求學階

段，一為退休養老階段有關，參與勞動之意願較低（詳如表 4之

2）。 

          若再與性別交叉比較，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除 15-24歲較男性

為高，其餘年齡組均較男性為低，其中 25-29歲女性勞動力參與

率為 88.9％為各年齡組中最高，僅較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低 5.8

個百分點，惟自 30歲起，差異逐漸拉大，至 55-59 歲，兩性差

距擴大至 29.9個百分點。 

          與95年資料相較，各年齡組之男性勞動力參與率走勢相同，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除 15-24 歲因教育程度提升而下降及 35-39

歲因結婚生育暫離工作場所而略降外，其餘各年齡層均上升，惟

仍不及各年齡組之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顯示女性人力資源仍具發

展空間。 

圖 2 臺中市兩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組分 

 
 

4.與近 10年比較 

本市 104年勞動力參與率為 59％，較上年之 59.2％減少 0.2

個百分點，較 10年平均 59.40％減少 0.4個百分點，就近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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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力參與率來看，本市勞動力參與率均在 59％至 59.8％之

間變動，顯示就業市場穩定（詳如表 2及圖 3）。 

 

 

圖 3  臺中市近 10年勞動力參與率 

 
 

5.與臺灣地區比較 

        104 年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為 58.65％，各縣市中以臺南

市之 61％最高，新竹市 60.3％居次，桃園市及彰化縣 59.6％再

居次，本市 59％排名第 8，以澎湖縣 52.7％為最低，其次為花

蓮縣 55.7％，再其次為基隆市 56.2％。若以近 10年平均勞動力

參與率來看，本市亦較臺灣地區高出 1.14 個百分點（詳如表 3

及表 4）。 

6.與其他 5都比較 

若就本市 104 年勞動力參與率與其他 5 都比較，則臺南市

61％位居第 1，桃園市 59.6％位居第 2，新北市 59.2％位居第 3，

本市59％排名第4，其餘依序為高雄市57.4％及臺北市57.3％。

若以近 10 年平均勞動力參與率觀之，本市為 59.40％，低於臺

南市約 0.55個百分點及桃園市 0.04個百分點，於 6都中位居第

3，顯示本市 15歲以上之民間人口投入就業市場意願較高（詳如

表 3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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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灣地區與 6都近 10年勞動力參與率 

 
 

三、就業狀況 

（一）就業人數 

本市 104 年就業人口為 130 萬 1 千人，較上年 128 萬 5

千人增加1萬6千人或1.25％，占勞動力之比率為96.20％，

較上年 96.10％增加 0.1個百分點。觀察本市近 10年就業人

口數，因大臺中近年積極推動各項公共建設、重大經建計畫，

如高鐵生活圈、精密機械園區及捷運工程等，故除 98 年受

全球金融信用危機的影響減少之外，其餘年份皆呈增加之趨

勢。 

若就性別觀察，本市 104年男性就業者為 71萬 9千人，

較上年 70 萬 6 千人增加 1 萬 3 千人或 1.84％，女性為 58

萬 2 千人，較上年 57 萬 9 千人增加 3千人或 0.52％，男女

就業比為 55.27％：44.73％，與 95年男女就業比 56.32％：

43.68％相較，兩者差距已大幅縮小 2.1個百分點 (詳如表 1、

表 2) 。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臺中市 59.10 59.20 59.80 59.50 59.60 59.40 59.70 59.50 59.20 59.00

臺灣地區 57.92 58.25 58.28 57.90 58.07 58.17 58.35 58.43 58.54 58.65

新北市 58.70 59.20 59.30 59.00 58.30 58.80 59.20 59.20 59.20 59.20

臺北市 55.20 55.70 56.30 56.50 56.30 56.50 56.40 56.80 57.20 57.30

桃園市 60.10 59.80 59.70 58.30 58.70 59.30 59.40 59.60 59.90 59.60

臺南市 59.60 60.20 60.00 59.30 59.40 59.30 59.90 60.30 60.50 61.00

高雄市 58.10 57.40 57.40 57.10 57.30 57.10 57.20 57.20 57.10 57.40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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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業結構 

104年農業就業人數約4萬2千人，占就業總人數的3.23

％，較上年之 3.10％增加 0.13 個百分點。工業就業人口約

51 萬 3 千人，占就業總人數的 39.43％，較上年之 40.44％

下降 1.01個百分點；服務業就業人數約 74萬 6千人，占就

業總人口數57.34％，較上年之56.46％增加0.88個百分點。

由於本市都市化程度高，服務業從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近 10

年來一直維持在 5成 6左右。 

就近 10 年各行業就業者的性別來看，惟有服務業就業

人口係女性多於男性，至 104 年服務業就業人口女性達 41

萬 3千人，占女性就業人口約 7成 1，較男性 33萬 4千人，

多 7萬 9千人（詳如表 5、表 5之 1、圖 5及圖 6）。 

工業部門中以製造業人數約 40 萬 2 千人，占就業總人

數 30.87％為最多，為工業部門主要產業；服務業部門中，

以批發及零售業人數約 22 萬 4 千人，占就業總人數 17.23

％為最多，為服務業部門主要產業。 

圖 5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行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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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中市就業者人數-按行業別及性別分 

民國 104年 

 

 

（三）職業結構 

就 104 年本市就業者之職業結構觀察，以「技藝工作、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所占比率 32.38％最高，較上年之

32.64％減少 0.26個百分點，其次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占 20.78％次之，較上年之 20.28％，增加 0.5 個百分點；

而「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19.25％再次之，較上年之

19.05％增加 0.2個百分點（詳表 6）。 

以近 10 年資料觀之，以「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

勞力工」下降 2.01個百分點為最多，「民意代表、主管及經

理人員」下降 1.41個百分點次之。 

另因產業結構改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及「農

林漁牧業生產人員」所占比例亦分別減少 0.66及 0.33個百

分點，而「專業人員」部分則由 95 年之 7.19％一路上升至

104年之 10.67％，10年間增加 3.48個百分點，由此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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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的產業結構逐步走向專業化。而「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及「事務支援人員」分別約占 20.78％及 11.66％（詳如表 6、

圖 7及圖 8）。 

 

圖 7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職業結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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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中市就業者職業結構 

民國 104年 

 

（四）年齡結構 

本市 104 年就業者以「25-44 歲」年齡組占 55.16％最

多，「45-64 歲」占 35.57％次之，「15-24 歲」占 7.45％再

次之，而「65 歲以上」高齡就業者占 1.83％最少。與上年

相較，僅「65歲以上者」就業者增加 0.21個百分點，「15-24

歲」、「25-44歲」及「45-64歲」年齡組分別下降 0.05、0.06

及 0.08個百分點。 

              由近 10年資料觀察，「15-24歲」年齡組所占比率 7.45

％較 95年之 10.08％下降 2.63個百分點，係因近年來少子

化再加上教育普及導致求學時間延長所致；「25-44 歲」年

齡層就業者現多為家庭經濟主要收入者，其比率為 55.16％，

較 95年之 60.18％減少 5.02個百分點，10年來呈下降之趨

勢；「45-64 歲」年齡組之就業比率由 95 年之 28.60％逐年

遞增至 104年之 35.57％；而「65歲以上」年齡組就業比率

由 95年之 1.14％，增加至 104年之 1.83％，顯見國人退休

年齡延後（詳如表 7、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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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年齡結構 

 

（五）教育程度 

本市 104 年就業者教育程度以「大學以上」程度者占

31.01％為最多，「高職」程度者占 28.95％次之，「專科」程

度者占 18.15％再次之，而「國小及以下」程度者占 4.74％

最少。 

由近 10年資料來看，本市就業者的教育程度，因入學管

道多元和大學增設普及等原因，致「大學以上」程度就業者

所占比率逐年上升，自 95 年 18.42％增加至 104 年之 31.01

％，增加 12.59個百分點，是所有教育程度中連續 10年上升

的；而「國小及以下」、「國中」及「高職」程度之比率近年

皆呈遞減趨勢，分別較 10年前減少 5.08、3.26及 2.98個百

分點，顯示就業者之素質普遍提升（詳如表 8、圖 10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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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教育程度結構 

 

 

圖 11  臺中市就業者教育程度結構 

民國 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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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業身分結構 

104年本市就業人口中，從業身分為「受僱者」占 77.33

％最多，其中「受私人僱用者」占 69.86％，「受政府僱用者」

占 7.47％；「自營作業者」占 11.30％次之，「無酬家屬工作

者」及「雇主」分別占 6.50％及 4.87％。 

由近 10 年資料顯示，除「受僱者」呈增加趨勢，成長

4.26 個百分點外，其餘皆呈下降趨勢，其中「自營作業者」

和「無酬家屬工作者」分別減少 1.95及 1.57個百分點最多，

可見部分自營作業者和無酬家屬工作者在經營上的競爭力

轉弱，轉而尋求其他工作，成為受僱者；另雇主部分平均為

5.47％，10 年來大致維持在 4.8-6.2％之間 (詳如表 9、圖

12) 。 

 

圖 12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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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業狀況 

（一）失業率 

104年本市失業率為 3.8％，與上年之 3.9％相較，下降

0.1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為 3.8％，女性為 3.6％。由近 10

年資料觀察，除 97 年下半年受到美國金融風暴的影響，致

98年失業率上升至 5.9％，為歷年新高，隨著景氣日漸改善

回升，失業率逐漸下降至 104年之 3.8％（詳如表 2、圖 13）。 

 

 

圖 13  臺中市近 10年失業率趨勢 

 

（二）按年齡組別分 

104 年以「15-24 歲」年齡組失業率 12.4％為最高，究

其原因係因此年齡組之就業者，很多均為初次尋職者，經驗

不足、就業市場不熟悉、就業準備不夠、工作初期調適階段，

致轉換工作較為頻繁；「25-29歲」年齡組 5.8％次之，「35-39

歲」年齡組 3.9％居第 3，失業率最低為「65 歲以上」年齡

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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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市各年齡組別失業率較上年增減幅度觀察，降幅最

大者為「25-29 歲」年齡組，下降約 1.1 個百分點，其次為

「60-64 歲」年齡組下降 0.8 個百分點；而「35-39 歲」年

齡組則增加 0.7 個百分點，增幅最大，「15-24 歲」、「50-54

歲」及「65歲以上」年齡組均增加 0.2個百分點。 

由近 10 年各年齡組失業率平均數資料觀察得知，隨著

年齡增加，失業率則大致呈現下降之趨勢（詳如表 10）。 
 

（三）按教育程度別分 

104 年本市失業者依其教育程度觀察，以「大學以上」

程度者失業率 4.95％居首，較上年之 4.98％下降 0.03個百

分點，其次為「高中」程度者 4.1％，較上年之 4.3％下降

0.2 個百分點，失業率最低者為「國小及以下」程度者 1.6

％，較上年之 2.7％下降 1.1個百分點。 

由近 10 年平均數顯示，以「大學以上」程度者之失業

率 5.64％最高，其次為「高中」、「高職」程度者，分別為

4.75％、4.39％；「國小及以下」程度者最低為 2.38％（詳

如表 11）。 

為降低「大學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本府勞工局推出

「青年就業 PLUS全方位就業服務計畫」，強化其就業準備力

及職場適應力，期望能幫助大專青年畢業後順利接軌職場。 

此外，政府應該與學校、產業界三方合作，推廣產學攜

手合作專班、契合式學程、專業學院，或者鼓勵高中職畢業

生先就業再進修，而非一味地升學，既可發掘自己的興趣，

亦可以了解產業趨勢，避免學用落差導致就業困難，期能達

成畢業即就業的目標，並使優質人力快速投入就業市場以提

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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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臺灣地區及其他 5都比較 

104 年本市失業率為 3.8％，較臺灣地區之 3.78％略高

0.02個百分點，與臺北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同為6都第二低。

自 99年底，臺中縣市合併升格以來，100-104年平均 5年失

業率 4.08％，與新北市同為六都最低（詳表 3、圖 14）。 

 

圖 14  近 5年本市與臺灣地區及其他 5都失業率比較 

 

 

（五）失業原因 

104 年本市失業人數為 5 萬１千人，其中因對原有工作

不滿意而失業者占約 41.18％最多，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

歇業之失業者占 25.49％次之，而初次尋職者占 21.57％再

次之 (詳表 1、圖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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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臺中市失業者之失業原因 

民國 104 年 

 

（六）失業週數 

104 年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為 24.38 週，就年齡組別觀

察以 65歲以上年齡者之平均失業週數為 2.76週最短，30-34

歲年齡者之平均失業週數為 34.21週最長 (詳圖 16) 。 

 

圖 16 臺中市失業者之失業週數 

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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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增加 1.63％，較 95 年之 82 萬 4 千人，增加 13.83％；就其

原因觀察，以「料理家務」者占 31.18％居多，其次為「求學及準

備升學」者占 28.22％，「高齡及身心障礙」者占 25.85％居第 3

位。 

非勞動力人口中雖以「料理家務」者居冠，惟相較 95年 33.01

％已下降近 2 個百分點，顯示婦女已逐漸走出家庭，尋找就業機

會，惟料理家務仍是女性非勞動力者未能就業之主因。鑑此，政

府應積極規劃婦女職業生涯輔導制度，並建立完善之托育、安親、

養老等系統，使就業婦女安心工作。 

另求學及準備求學者，則較 95年 31.19％下降近 3個百分點，

高齡及身心障礙者較 95年 25.24％上升 0.61個百分點，想找工作

而未找工作者則較 95 年上升 0.09 個百分點，對此，政府可協助

提供職業技能訓練課程或第二專長之訓練，以提升其就業意願，

重返就業市場（詳如表 12、表 13、圖 17）。 

 

圖 17  臺中市非勞動力結構 

民國 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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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本市104年本市勞動力人口為135萬2千人，較上年之133萬8千人，

增加1.05％，其中男性74萬7千人，女性60萬4千人；綜觀近10

年資料，勞動力人口呈逐年增加之趨勢，且女性參與勞動之成

長速度相較男性更為快速，致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逐年縮

小。 

二、104年勞動力參與率為59％，其中男性為67.3％，女性為51.2

％；若按教育程度觀察，以專科教育程度勞動力參與率74.1％

最高；和臺灣地區其他縣市相較，本市排名第8，於6都中位居

第4，若以6都近10年平均勞動力參與率相較，本市59.4％位居

第3，顯示本市15歲以上之民間人口投入就業市場意願較高。 

三、本市104年就業人數為130萬1千人，較上年128萬5千人增加1萬6

千人或1.25％，係因本市近年積極推動各項公共建設、重大經

建計畫，如高鐵生活圈、精密機械園區及捷運工程等，除98年

受全球金融信用危機的影響減少之外，其餘年份皆呈增加之趨

勢。 

四、以就業者之行業別觀察，由於本市都市化程度高，服務業從業

人數占就業總人數之比率近10年來皆維持在5成6左右，且近10

年來均為女性多於男性，至104年已達41萬3千人，占女性就業

人口約7成1，亦較男性33萬4千人，多7萬9千人；另104年工業

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例為39.43％，而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

業人口比例僅3.23％。再觀察就業者之職業結構，以「專業人

員」增加幅度最大，10年間成長達3.48個百分點，顯示本市因

產業結構逐步升級，致所需之專業人員人力亦隨之增加。 

五、就本市104年就業者之年齡分布來看，以「25-44歲」年齡組占

55.16％為最高，因其多為家庭經濟主要收入者，雖然此組歷年

來所占就業比率最高，惟此比率呈下降趨勢；另「15-24 歲」

年齡組占7.45％，此組所占比率亦呈逐年下降，可能係因教育

普及延長求學時間所致；「45-64歲」年齡組之就業比率由95

年之28.6％逐年遞增至104年之35.57％；而「65歲以上」年齡

組就業比率由95年之1.14％，增加至104年之1.83％，顯見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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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齡延後。 

六、按本市 104 年就業者教育程度占比觀察，「大學以上」程度者

31.01％為最多，其次為「高職」程度者 28.95％，而國小以下、

國中及高職程度者所占比率逐年下降。若按就業者之從業身分

觀察，則以「受僱者」占 77.33％為最高，且有逐年增加之趨

勢。 

七、本市 104年失業率為 3.8％，較上年之 3.9％下降 0.1個百分點，

與臺北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同為 6 都第二低，其中男性為 3.8

％，女性為 3.6％。由近 10 年資料觀察，除 97 年下半年受美

國金融風暴影響，失業率出現攀升外，其餘年度均呈現下降趨

勢。 

八、本市104年非勞動力人口約93萬8千人，以「料理家務」者占31.18

％居多，其次為「求學及準備升學」者占28.22％，「高齡及身

心障礙」者占25.85％居第3位，「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者占

1.91％；其中「料理家務」所占比率呈逐年減少之趨勢，顯示

本市女性參與勞動之意願已逐漸提升，惟仍占非勞動力極大比

例，故應積極規劃婦女職業生涯輔導制度，並建立完善之托育、

安親、養老等系統，使就業婦女安心工作。另針對「想找工作

而未找工作」者，得協助提供職業技能訓練課程或第二專長之

訓練，以提升其就業意願，重返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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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歷年人力資源調查重要結果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95年 2,577 2,013 984 1,029 1,189 670 519 1,140 642 499 49 28 20 824 314 510

96年 2,597 2,048 1,001 1,047 1,213 685 528 1,165 658 506 48 27 22 835 316 519

97年 2,616 2,082 1,016 1,066 1,245 695 550 1,193 666 526 52 29 23 837 321 516

98年 2,630 2,113 1,031 1,082 1,258 697 560 1,184 652 532 74 46 28 856 334 522

99年 2,643 2,145 1,045 1,100 1,279 714 565 1,212 673 540 67 41 25 867 331 535

100年 2,656 2,178 1,058 1,120 1,294 725 570 1,238 693 545 56 31 25 884 334 550

101年 2,675 2,210 1,073 1,137 1,320 737 583 1,265 706 559 55 31 24 890 336 554

102年 2,694 2,238 1,085 1,153 1,331 739 592 1,276 707 569 54 31 23 907 346 560

103年 2,710 2,261 1,097 1,164 1,338 738 600 1,285 706 579 53 32 21 923 359 564

104年 2,732 2,290 1,110 1,180 1,352 747 604 1,301 719 582 51 29 22 938 363 576

與上年

比較(%)
0.81 1.28 1.19 1.37 1.05 1.22 0.67 1.25 1.84 0.52 -3.77 -9.38 4.76 1.63 1.11 2.13

與95年

比較(%)
6.01 13.76 12.80 14.67 13.71 11.49 16.38 14.12 11.99 16.63 4.08 3.57 10.00 13.83 15.61 12.9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年別

勞          動        力

非勞動力15歲以上民間人口總

人

口

合     計 就   業 失   業

單位：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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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中市歷年人力資源調查結果重要指標 

 

  

單位：％

計 男 女

95年 78.11 46.14 59.10 68.10 50.40 44.24 56.63 95.88 4.10 4.20 3.90

96年 78.86 46.71 59.20 68.40 50.40 44.86 56.88 96.04 4.00 3.90 4.10

97年 79.59 47.59 59.80 68.40 51.50 45.60 57.30 95.82 4.20 4.20 4.20

98年 80.34 47.83 59.50 67.60 51.60 45.02 56.03 94.12 5.90 6.60 5.00

99年 81.16 48.39 59.60 68.30 51.40 45.86 56.50 94.76 5.20 5.80 4.50

100年 82.00 48.72 59.40 68.50 50.90 46.60 56.80 95.60 4.40 4.30 4.40

101年 82.60 49.30 59.70 68.70 51.30 47.30 57.30 95.80 4.20 4.20 4.10

102年 83.00 49.40 59.50 68.10 51.40 47.40 57.00 95.90 4.10 4.30 3.90

103年 83.40 49.40 59.20 67.30 51.50 47.40 56.80 96.10 3.90 4.40 3.40

104年 83.80 49.50 59.00 67.30 51.20 47.60 56.80 96.20 3.80 3.80 3.60

與去年比較

(百分點)
0.40 0.10 -0.20 0.00 -0.30 0.20 0.00 0.10 -0.10 -0.60 0.20

與95年比較

(百分點)
5.69 3.36 -0.10 -0.80 0.80 3.36 0.17 0.32 -0.30 -0.40 -0.30

近10年平均

數(%)
81.29 48.30 59.40 68.07 51.16 46.19 56.80 95.62 4.38 4.57 4.1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說明：1、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人口/15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2、失業率=失業人口/勞動力人口*100%

失   業   率就          業

計 男 女
年別

15歲以

上民間

人口占

總人口

之比率

占總人

口之比

率

勞   動   力

占總人

口之比

率

占15歲

以上民

間人口

之比率

勞動力參與率
占勞動

力之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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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 10年人力資源調查結果重要指標 

臺灣地區與 6都比較概況 

 

  

單位：%

勞動力

參與率 失業率
勞動力

參與率 失業率
勞動力

參與率 失業率
勞動力

參與率 失業率
勞動力

參與率 失業率
勞動力

參與率 失業率
勞動力

參與率 失業率

95年 59.10 4.10 57.92 3.91 58.70 3.80 55.20 3.70 60.10 4.00 59.60 3.80 58.10 4.10

96年 59.20 4.00 58.25 3.91 59.20 3.80 55.70 3.70 59.80 4.00 60.20 3.90 57.40 4.10

97年 59.80 4.20 58.28 4.14 59.30 4.10 56.30 4.00 59.70 4.30 60.00 4.10 57.40 4.30

98年 59.50 5.90 57.90 5.85 59.00 5.90 56.50 5.80 58.30 6.00 59.30 5.80 57.10 5.90

99年 59.60 5.20 58.07 5.21 58.30 5.20 56.30 5.20 58.70 5.30 59.40 5.10 57.30 5.20

100年 59.40 4.40 58.17 4.39 58.80 4.40 56.50 4.40 59.30 4.40 59.30 4.30 57.10 4.40

101年 59.70 4.20 58.35 4.24 59.20 4.20 56.40 4.30 59.40 4.30 59.90 4.20 57.20 4.30

102年 59.50 4.10 58.43 4.18 59.20 4.20 56.80 4.20 59.60 4.30 60.30 4.20 57.20 4.20

103年 59.20 3.90 58.54 3.96 59.20 3.90 57.20 4.00 59.90 4.00 60.50 4.10 57.10 3.90

104年 59.00 3.80 58.65 3.78 59.20 3.70 57.30 3.80 59.60 3.90 61.00 3.80 57.40 3.80

近10年平

均數(％) 59.40 4.38 58.26 4.36 59.01 4.32 56.42 4.31 59.44 4.45 59.95 4.33 57.33 4.42

近5年平

均數(％) 59.36 4.08 58.43 4.11 59.12 4.08 56.84 4.14 59.56 4.18 60.20 4.12 57.20 4.1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桃園市 臺南市新北市臺灣地區 臺北市 高雄市臺中市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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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結果重要指標 

 

  

單位：%

計 男 女

臺灣地區   85.09 49.91 58.65 66.91 50.74 48.02 56.43 96.22 3.78 4.05 3.44

  北部地區 85.0 49.8 58.6 66.6 51.2 47.9 56.4 96.2 3.8 4.1 3.4

新北市 86.0 50.9 59.2 67.8 51.3 49.0 57.0 96.3 3.7 3.8 3.6

    臺北市 85.5 49.0 57.3 64.9 50.6 47.2 55.1 96.2 3.8 4.3 3.1

    桃園市 83.2 49.6 59.6 67.3 52.2 47.7 57.3 96.1 3.9 4.3 3.3

    基隆市 87.5 49.2 56.2 65.2 47.4 47.3 54.0 96.1 3.9 4.2 3.6

    新竹市 81.1 48.9 60.3 68.3 52.8 47.0 57.9 96.1 3.9 4.7 3.0

    宜蘭縣 85.8 49.7 58.0 66.3 49.6 47.8 55.7 96.1 3.9 4.0 3.8

    新竹縣 81.9 47.6 58.1 63.6 52.4 45.8 55.9 96.3 3.7 4.2 3.0

中部地區 84.6 49.9 59.0 67.6 50.5 48.0 56.8 96.2 3.8 4.0 3.4

臺中市 83.8 49.5 59.0 67.3 51.2 47.6 56.8 96.2 3.8 3.8 3.6

    苗栗縣 84.4 48.9 57.9 65.9 49.7 47.0 55.7 96.2 3.8 4.2 3.3

    彰化縣 84.8 50.6 59.6 68.4 50.7 48.7 57.4 96.3 3.7 4.0 3.3

    南投縣 86.2 51.2 59.5 68.3 50.4 49.3 57.2 96.2 3.8 4.0 3.5

    雲林縣 85.9 50.3 58.5 68.2 48.3 48.4 56.3 96.2 3.8 4.3 3.0

南部地區 85.8 50.2 58.5 67.0 50.3 48.3 56.3 96.2 3.8 3.9 3.6

    臺南市 85.7 52.3 61.0 69.0 53.3 50.3 58.7 96.2 3.8 4.1 3.5

    高雄市 85.8 49.2 57.4 65.8 49.5 47.4 55.2 96.2 3.8 3.9 3.6

    嘉義市 83.8 47.8 57.1 64.1 50.7 46.1 55.0 96.5 3.5 3.7 3.4

    嘉義縣 87.7 51.8 59.1 68.2 49.4 49.8 56.8 96.2 3.8 4.6 2.6

    屏東縣 85.9 49.4 57.5 66.9 48.1 47.5 55.3 96.2 3.8 3.4 4.4

    澎湖縣 84.3 44.5 52.7 63.4 42.3 42.8 50.8 96.3 3.7 3.5 4.2

東部地區 84.7 47.9 56.5 63.9 49.1 46.1 54.4 96.3 3.7 4.6 2.6

    臺東縣 84.2 48.6 57.7 65.3 50.0 46.8 55.5 96.3 3.7 4.7 2.5

    花蓮縣 85.1 47.4 55.7 62.9 48.6 45.7 53.7 96.3 3.7 4.5 2.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104年

地區別

15歲以上

民間人口

占總人口

之比率

占總

人口

之比

率

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

之比率(勞動力參與

率)

占總

人口

之比

率

占15歲

以上民

間人口

之比率

占勞

動力

之比

率

就               業勞          動          力

男 女

失   業   率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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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之 1  臺灣地區教育程度別之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地區別 國小及以下 國   中 高   中 高    職 專   科 大學 研究所

臺灣地區   25.36 59.89 49.92 67.69 74.02 63.26 72.47

  北部地區 19.1 56.0 47.5 66.7 73.6 62.3 72.8

新北市 18.9 57.4 50.5 68.7 76.8 65.2 74.0

    臺北市 15.3 40.4 36.6 57.7 64.2 58.0 71.2

    桃園市 18.7 56.8 49.8 69.1 77.7 66.2 76.2

    基隆市 17.5 55.5 48.6 64.6 74.1 62.0 71.0

    新竹市 17.9 52.6 42.2 69.3 74.1 64.7 74.6

    宜蘭縣 26.3 64.6 48.2 66.2 78.8 68.0 78.4

    新竹縣 17.1 54.6 60.2 65.1 77.5 66.6 71.6

中部地區 27.7 64.2 53.5 68.9 76.2 64.2 70.7

    台中市 22.3 57.2 47.7 66.7 74.1 63.1 68.9

    苗栗縣 19.9 60.3 58.3 73.1 81.0 67.1 77.0

    彰化縣 30.4 69.9 56.7 71.9 79.7 65.7 71.7

    南投縣 31.0 68.6 59.4 68.4 75.5 66.5 71.0

    雲林縣 34.9 72.1 57.5 70.1 78.4 63.2 74.0

南部地區 28.5 60.6 50.6 68.1 72.7 64.6 73.0

    臺南市 32.6 65.0 54.4 70.4 75.6 68.1 74.5

    高雄市 20.9 53.2 43.8 66.5 70.8 63.2 71.6

    嘉義市 17.0 50.3 47.9 61.5 66.1 58.7 76.7

    嘉義縣 38.1 73.1 59.0 69.5 78.2 65.1 73.2

    屏東縣 27.8 63.1 56.0 70.6 73.0 64.4 72.9

    澎湖縣 18.7 57.9 52.2 67.5 78.9 62.7 82.6

東部地區 32.7 63.6 55.6 65.9 76.6 63.6 73.3

    臺東縣 38.6 69.3 55.9 69.5 75.8 65.7 68.9

    花蓮縣 26.9 59.2 55.4 63.8 76.9 62.7 75.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104年



 

26 

 

表 4之 2  臺灣地區年齡組別之勞動力參與率 

 

  

中華民國104年 單位:％

地區別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 歲及以

上

臺灣地區   8.35 52.15 92.49 89.38 83.87 84.86 80.92 70.34 55.08 35.77 8.78

  北部地區 8.6 51.5 92.5 89.5 84.5 85.2 81.4 70.3 53.6 31.5 6.1

新北市 8.2 51.3 93.1 90.0 85.2 85.1 79.7 69.6 53.9 30.3 4.7

    臺北市 7.9 44.9 91.5 89.6 84.0 86.7 83.0 73.0 56.3 34.8 7.0

    桃園市 9.7 55.6 92.7 89.8 84.9 84.1 81.6 69.8 49.0 27.0 5.4

    基隆市 7.5 56.0 92.2 88.1 84.9 81.6 79.2 65.2 54.9 32.4 6.1

    新竹市 7.4 52.6 91.6 89.9 82.7 85.5 82.2 75.9 54.8 35.0 4.4

    宜蘭縣 13.6 60.6 92.3 86.9 82.1 85.4 82.7 66.5 53.9 39.4 11.0

    新竹縣 7.6 50.0 92.3 87.2 84.0 84.1 84.2 68.0 51.3 26.3 8.0

中部地區 8.2 53.3 92.5 89.4 82.8 85.4 81.5 70.7 55.5 39.2 10.6

    臺中市 7.3 51.1 91.8 89.3 81.4 84.2 79.9 69.1 51.6 35.9 8.7

    苗栗縣 9.3 55.6 94.5 91.2 86.7 86.8 83.3 68.9 53.5 34.6 7.2

    彰化縣 8.1 56.1 92.5 89.2 85.2 87.8 82.7 73.6 58.9 40.3 10.2

    南投縣 10.6 54.5 94.1 90.1 84.7 84.3 84.8 75.5 59.1 46.0 13.6

    雲林縣 9.3 54.6 92.5 88.0 80.0 85.5 82.2 69.8 62.9 47.7 16.5

南部地區 8.1 52.0 92.6 89.3 84.0 84.1 79.8 70.1 57.0 39.2 10.9

    臺南市 9.1 55.5 93.4 90.6 86.2 85.7 80.8 72.3 59.0 42.6 13.7

    高雄市 8.2 49.1 92.1 88.6 83.4 83.3 79.0 67.9 53.6 34.6 7.8

    嘉義市 4.8 47.0 91.9 89.7 84.6 87.2 81.9 73.4 55.7 34.0 6.8

    嘉義縣 8.0 56.7 92.8 88.1 79.4 83.5 80.4 72.5 64.7 49.8 20.1

    屏東縣 7.7 53.2 92.5 89.9 84.3 83.1 79.9 70.1 59.5 43.1 8.8

    澎湖縣 4.9 46.0 91.8 85.0 76.9 78.7 73.7 65.9 55.9 30.1 6.6

東部地區 7.9 53.5 91.2 87.1 79.1 82.5 79.8 69.6 56.0 42.3 10.6

    臺東縣 9.0 56.1 92.4 85.1 78.9 82.6 76.8 73.0 59.8 46.3 13.4

    花蓮縣 7.1 51.8 90.5 88.4 79.2 82.4 81.8 67.3 53.6 39.6 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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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行業及性別人數 

 

  

男 女 男 女

95年 1140 642 499 38 29 9 452 305 148 359 93 650 308 341 201 449

96年 1165 658 506 43 30 13 465 322 144 365 100 657 308 350 209 448

97年 1193 666 526 34 26 9 494 335 160 397 97 663 307 358 205 458

98年 1184 652 532 37 27 10 474 316 158 384 88 673 309 364 207 466

99年 1213 673 540 42 31 11 474 322 152 379 94 696 319 376 213 483

100年 1238 693 545 44 33 10 505 343 162 398 108 689 317 372 210 480

101年 1265 706 559 45 35 10 513 348 165 403 110 707 323 384 218 489

102年 1276 707 569 39 30 9 512 350 162 406 106 725 327 398 219 507

103年 1285 706 579 40 31 9 520 356 163 413 107 726 319 407 216 510

104年 1301 719 582 42 33 9 513 353 160 402 111 746 334 413 224 522

與上年

比較

(%) 1.25 1.84 0.52 5.00 6.45 0.00 -1.35 -0.84 -1.84 -2.66 3.74 2.75 4.70 1.47 3.70 2.35

與95年

比較

(%) 14.12 11.99 16.63 10.53 13.79 0.00 13.50 15.74 8.11 11.98 19.35 14.77 8.44 21.11 11.44 16.26

近10年

平均數
1226 682 544 40 31 10 492 335 157 391 101 693 317 376 212 481

農     業

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1.工業之其他包括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

          2.服務業包括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公

            共行政業造業。

          3.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服   務   業

年 別

男 女

總 計

計

工             業

計男 女計

單位：千人

製造業 其他
批發及

零售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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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之 1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行業結構 

 

  

單位：%

計 製造業 其   他 計
批發及

零售業
其他

95年 100.00 3.37 39.65 31.49 8.16 56.94 17.63 39.31

96年 100.00 3.64 39.95 31.36 8.59 56.42 17.96 38.46

97年 100.00 2.89 41.44 33.31 8.14 55.65 17.20 38.45

98年 100.00 3.12 40.03 32.43 7.43 56.83 17.48 39.35

99年 100.00 3.50 39.08 31.24 7.75 57.38 17.56 39.82

100年 100.00 3.52 40.82 32.15 8.67 55.66 16.94 38.72

101年 100.00 3.54 40.57 31.89 8.68 55.90 17.24 38.66

102年 100.00 3.07 40.10 31.84 8.27 56.82 17.17 39.65

103年 100.00 3.10 40.44 32.17 8.28 56.46 16.83 39.63

104年 100.00 3.23 39.43 30.87 8.56 57.34 17.23 40.12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 0.13 -1.01 -1.30 0.28 0.88 0.40 0.49

與95年比較

(百分點) - -0.14 -0.22 -0.62 0.40 0.40 -0.40 0.81

 近10年平

均數(%) 100.00 3.30 40.15 31.88 8.25 56.54 17.32 39.2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年 別 農  業總 計

工  業 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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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職業結構 

 

  

單位：％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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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藝工

作、機械

設備操作

及勞力工

95年 100.00 3.68 7.19 19.91 11.93 19.56 3.33 34.39

96年 100.00 3.61 7.30 19.59 11.68 20.02 3.61 34.19

97年 100.00 3.78 7.38 20.39 12.08 19.30 2.77 34.31

98年 100.00 3.55 7.69 20.44 11.99 20.27 3.04 32.94

99年 100.00 3.54 7.58 20.28 11.79 21.10 3.46 32.23

100年 100.00 3.23 9.79 18.39 12.03 20.38 3.46 32.73

101年 100.00 2.70 10.00 18.15 12.54 20.49 3.41 32.72

102年 100.00 2.46 10.39 17.94 12.55 20.86 2.85 32.95

103年 100.00 2.50 10.51 19.05 12.18 20.28 2.85 32.64

104年 100.00 2.27 10.67 19.25 11.66 20.78 3.00 32.38
與上年比

較(百分

點) - -0.23 0.16 0.20 -0.52 0.50 0.15 -0.26
與95年比

較(百分

點) - -1.41 3.48 -0.66 -0.27 1.22 -0.33 -2.0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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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年齡結構 

 

  

單位:％

年 別

95年 10.08 60.18 28.60 1.14

96年 9.37 59.19 30.24 1.20

97年 8.81 58.64 31.21 1.34

98年 8.02 58.36 32.27 1.35

99年 8.16 57.54 32.73 1.57

100年 7.99 57.21 33.32 1.49

101年 7.88 56.70 33.88 1.54

102年 7.72 55.89 34.86 1.53

103年 7.50 55.22 35.65 1.62

104年 7.45 55.16 35.57 1.83
與上年比

較(百分

點) -0.05 -0.06 -0.08 0.21
與95年比

較(百分

點) -2.63 -5.02 6.97 0.69

近10年平

均數(%)
8.30 57.41 32.83 1.4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65歲以上15 ~ 24 歲 25 ~ 44 歲 45 ~ 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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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教育程度結構 

 

  

單位：％

 年  別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以上

95年 9.82 13.86 6.32 31.93 19.65 18.42

96年 9.19 14.00 6.10 31.96 18.90 19.85

97年 8.39 13.34 5.62 31.71 19.13 21.73

98年 8.02 12.67 5.74 31.33 18.92 23.40

99年 7.67 12.37 6.27 30.09 18.63 24.81

100年 7.12 12.35 6.33 29.70 18.60 25.89

101年 6.69 11.96 6.23 29.75 18.72 26.64

102年 6.03 11.77 6.02 29.83 18.59 27.76

103年 5.25 11.13 6.05 29.52 18.31 29.74

104年 4.74 10.60 6.54 28.95 18.15 31.01
與上年比

較(百分

點) -0.51 -0.53 0.49 -0.57 -0.16 1.27
與95年比

較(百分

點) -5.08 -3.26 0.22 -2.98 -1.50 12.59

近10年平

均數(%) 7.29 12.41 6.12 30.48 18.76 24.9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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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臺中市近 10年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 

 

  

單位：％

計 受私人僱用者 受政府僱用者

95年 5.70 13.25 8.07 73.07 64.74 8.33

96年 6.01 13.40 8.33 72.25 64.26 7.99

97年 6.12 12.67 8.14 73.15 65.10 7.97

98年 5.32 13.51 8.45 72.80 64.02 8.78

99年 5.11 13.69 8.16 73.12 64.55 8.57

100年 5.43 12.50 7.49 74.58 66.40 8.18

101年 5.31 11.96 7.33 75.40 67.32 8.08

102年 5.54 11.78 6.98 75.70 67.71 7.99

103年 5.28 11.16 6.69 76.87 69.14 7.72

104年 4.87 11.30 6.50 77.33 69.86 7.47
與上年比

較(百分

點) -0.41 0.14 -0.19 0.46 0.72 -0.25
與95年比

較(百分

點) -0.83 -1.95 -1.57 4.26 5.12 -0.86

近10年平

均數(%)
5.47 12.52 7.61 74.43 66.31 8.1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能吻合情事。

年 別 雇主 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屬工

作者

受 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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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臺中市近 10年各年齡組別失業率 

 

  

單位：%

95年 11.20 5.30 4.10 3.60 2.30 1.90 2.30 1.70 1.30 0.20

96年 10.80 5.90 4.40 2.50 2.70 2.20 2.10 2.00 0.70 -

97年 12.00 6.30 4.50 3.00 2.00 2.60 2.00 2.20 2.10 0.10

98年 15.00 8.60 5.80 4.80 3.90 3.80 4.00 3.20 1.90 -

99年 14.70 7.40 5.20 3.90 3.30 3.30 3.10 3.10 1.10 0.20

100年 13.70 7.40 4.40 3.00 2.60 2.30 1.80 1.90 0.90 -

101年 13.30 7.10 4.10 3.00 2.30 2.00 2.20 1.80 1.20 -

102年 12.40 7.00 4.40 2.60 3.40 1.50 2.30 1.90 1.10 0.20

103年 12.20 6.90 3.30 3.20 3.00 2.00 2.20 1.80 2.10 -

104年 12.40 5.80 3.20 3.90 2.60 1.80 2.40 1.20 1.30 0.20

與上年比

較(百分

點) 0.20 -1.10 -0.10 0.70 -0.40 -0.20 0.20 -0.60 -0.80 0.20

與95年比

較(百分

點) 1.20 0.50 -0.90 0.30 0.30 -0.10 0.10 -0.50 0.00 0.00
近10年平

均數

（％） 12.77 6.77 4.34 3.35 2.81 2.34 2.44 2.08 1.37 0.1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55~59歲 60~64歲25~29歲 45~49歲
65歲以

上
年 別 15~24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50~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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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中市近 10年各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單位：％

95年 2.00     4.20     4.50     4.70     3.30     4.80     

96年 2.00     4.00     3.20     4.10     3.60     5.40     

97年 2.40     4.70     4.10     4.10     3.60     5.30     

98年 4.60     6.30     6.90     5.70     5.00     6.60     

99年 2.90     5.30     6.10     5.60     4.30     5.80     

100年 1.90     2.70     5.50     4.70     2.80     6.20     

101年 1.90     2.90     4.40     3.70     3.00     6.50     

102年 1.80     3.90     4.40     3.60     3.00     5.85     

103年 2.70     3.30     4.30     4.00     2.90     4.98     

104年 1.60     3.10     4.10     3.70     2.70     4.95     
與上年比

較(百分

點) -1.10 -0.20 -0.20 -0.30 -0.20 -0.03
與95年比

較(百分

點) -0.40 -1.10 -0.40 -1.00 -0.60 0.15

近10年平

均數(％) 2.38 4.04 4.75 4.39 3.42 5.6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國小及以下年別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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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臺中市近 10年非勞動力之未參與勞動原因 

 

  

單位：千人

年   別 總計

想找工作

而未找工

作

求學及準

備升學
料理家務

高齡及身

心障礙
其 他

95年 824 15 257 272 208 73

96年 835 16 262 270 211 76

97年 837 14 263 261 215 85

98年 856 15 269 258 222 93

99年 866 17 263 264 226 96

100年 884 15 266 278 224 100

101年 890 19 267 273 232 98

102年 907 22 269 274 241 102

103年 923 18 265 281 243 116

104年 938 18 265 293 243 120

與上年比較

(％) 1.63 0.00 0.00 4.27 0.00 3.45

與95年比較

(％) 13.83 20.00 3.11 7.72 16.83 64.38

近10年平均

數(千人) 876 17 265 272 227 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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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臺中市近 10年非勞動力結構 

 

單位：％

年   別 總計
想找工作而

未找工作

求學及準備

升學
料理家務

高齡及身心

障礙
其 他

95年 100.00 1.82 31.19 33.01 25.24 8.74

96年 100.00 1.92 31.38 32.34 25.27 9.09

97年 100.00 1.67 31.42 31.18 25.69 10.04

98年 100.00 1.75 31.43 30.14 25.93 10.75

99年 100.00 1.96 30.37 30.48 26.10 11.09

100年 100.00 1.65 30.15 31.45 25.40 11.35

101年 100.00 2.19 30.06 30.69 26.08 10.98

102年 100.00 2.39 29.67 30.17 26.55 11.21

103年 100.00 1.92 28.73 30.45 26.36 12.53

104年 100.00 1.91 28.22 31.18 25.85 12.83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      -0.01 -0.51 0.73 -0.51 0.30

與95年比較

(百分點) -      0.09 -2.97 -1.83 0.61 4.09

近10年平均

數(％) 100.00 1.92 30.26 31.11 25.85 10.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