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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人力資源摘要簡析 

壹、前言 

  臺灣地區天然資源有限，人力不但是主要的生產要素，同時也是

國家建設、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源，因此如何有效運用人力資源，調節

人力資源供需，以配合國家加速經濟發展，乃當前政府施政之重要課

題。 

人力資源調查係按月以家庭為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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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籌劃供應經濟及社會

發展所需人力，並作為政府釐訂人力規劃、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政策之

參據，更提供國際間人力資源之比較及國內各界之參考。 

    本篇簡析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之「101年臺灣地區人力資源

調查統計年報」，擷取有關本市部分之重要統計資料，加以整理分析本

市人力資源分配及運用狀況，期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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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一、101年臺中市 267.5 萬人力資源運用概況 

101 年本市總人口數為 267.5 萬人，其中年滿 15 歲以上民

間人口為 221萬人，其符合勞動力定義者達 132萬人，包含就業

者 126.5 萬人及失業者 5.5 萬人，失業率為 4.2％；非勞動力人

口為 89萬人，包括料理家務者 27.3萬人、求學及準備升學者 26.7

萬人、高齡或身心障礙者 23.2萬人、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者 1.9

萬人及其他原因者 9.8萬人。(詳表 1、表 2及圖 1) 

 

圖 1   臺中市 267.5萬人力資源運用概況 

 
二、勞動力狀況 

(一）勞動力人口 

101 年本市勞動力人口為 132 萬人，較上年之 129 萬 4

千人，增加 2 萬 6 千人或 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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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年之 111萬 9千人

相較，則增加 20萬 1千人或 17.96％。 

臺中市總人口
(267.5萬人)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221萬人)

勞動力132萬人

(勞參率59.7％)

就業126.5萬人 失業5.5萬人

(失業率4.2％)

非勞動力人口89萬人

包括：想工作而未找工作1.9萬 人

求學及準備升學者26.7萬人

料理家務者27.3萬人

高齡、身心障礙者23.2萬人

其他9.8萬人

15歲以下及武
裝、監管人口

(46.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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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按性別觀之，本市 101年男性勞動力人口為 73萬 7

千人，較上年 72萬 5千人增加 1萬 2千人或 1.66％，女性為

58萬 3千人，較上年之 57萬人增加 1萬 3千人或 2.28％；以

近 10 年性別資料觀察，男性勞動力人口較 92 年之 64 萬 7 千

人增加 9萬人或 13.91％，女性則較 92年之 47萬 1千人增加

11萬 2千人或 2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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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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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68.7％，較上年之 68.5％增加 0.2 個百

分點，女性則為 51.3％，較上年之 50.9％增加 0.4個百分點。（詳

如表 2） 

若與近 10年男女性別帄均勞動參與率相較，男性 10年帄均

勞動參與率為 68.54％，女性為 50.50％，則分別成長 0.16 及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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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成長較男性快速，差距逐漸縮小，可看

出近年來落實提昇女性就業機會及兩性工作帄等法之政策，對勞

動市場具有正面意義。 

 

2.按教育程度別分 

若按教育程度觀察之，本市 101年各教育程度別之勞動力參

與率以專科教育程度所占比率 77.3％最高，其次依序為研究所

程度之 70％及高職程度之 68％。值得注意的是大學教育程度之

勞參率為 61.9％，此部分屬本市優質人力，倘若能有效地協助

投入職場工作，不但有助於本市產業發展，更能提升經濟競爭力

並帶動產業起飛。（詳如表 4之 1） 

 

3.按年齡組別分 

       若按年齡結構觀察，本市 101 年之勞動力參與率以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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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之 92.6％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4 歲之 86％，35-39 歲

之 83.9％再次之；至於勞動力參與率最低的年齡層為 65歲及以

上者之 8.1％，其次為 15-19 歲之 9.3％，這與該兩年齡層，一

為退休養老階段，一為求學階段有關，參與勞動之意願顯然較低。

（詳如表 4之 2） 

 

4.與近 10年比較 

本市 101年勞動力參與率為 59.7％，較上年之 59.4％增加

0.3個百分點，較 10年帄均 59.31％增加 0.39個百分點，就近

10年的勞動力參與率來看，與發生金融風暴前的 97年高點 59.8

％已相當接近，顯示本市勞動市場已逐漸擺脫金融風暴之衝擊而

呈現復甦景象。（詳如表 2及圖 2） 

 

 

5.與臺灣地區比較 

        101 年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為 58.35％，各縣市中以新竹

市之 60.1％最高，臺南市 59.9％居次，本市和南投縣皆為 59.7

％並列第 3。另以澎湖縣 50.4％為最低，其次為花蓮縣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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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為基隆市 55.6％。若以近 3年及近 10年帄均勞動力參與

率來看，本市亦分別較臺灣地區高出 1.37及 1.34個百分點。（詳

如表 3及表 4） 

 

6.本市與其他 4都比較 

若就本市 101 年勞動力參與率與其他 4 都比較，則臺南市

59.9％位居第 1，本市 59.7％位居第 2，其次為新北市 59.2％，

高雄市 57.2％及臺北市 56.4％。若以近 10年帄均勞動力參與率

觀之，本市為 59.31％，僅低於臺南市之 59.62％；若以近 3 年

帄均勞動力參與率來看，本市為 59.57％，則高於臺南市之 59.53

％，於 5 都中位居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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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三、就業狀況 

（一）就業人數 

本市 101 年就業人口為 126 萬 5 千人，較上年 123 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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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增加 2 萬 7 千人(+2.18％)，占勞動力之比率為 95.80

％，較上年 95.60％增加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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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生活圈及新市政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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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男性就業者為 70萬 6千人，

較上年 69 萬 3 千人增加 1 萬 3 千人(+1.88％)，女性為 55

萬 9 千人，較上年 54 萬 5 千人增加 1 萬 4 千人(+2.57％)，

男女就業比為 55.81％：44.19％，與 92年男女就業比 57.64

％：42.36％相較，兩者差距已大幅縮小 3.66個百分點。(詳

如表 1、表 2) 

 

（二）行業結構 

101年農業就業人數約4萬5千人，占就業總人數的3.54

％，較上年之 3.52％增加 0.02 個百分點。工業就業人口約

51 萬 3 千人，占就業總人數的 40.57％，較上年之 40.82％

減少約 0.25個百分點；服務業就業人數約 70萬 7千人，占

就業總人口數 55.90％，較上年之 55.66％增加 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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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左右。 

就各行業就業者的性別來看，惟有服務業在 93 年女性

就業人數首次超越男性，至 101 年女性已達 38 萬 4 千人，

較男性 32萬 3千人，多 6萬 1千人。（詳如表 5、表 5之 1、

圖 4及圖 5） 

工業部門中以製造業人數約 40 萬 3 千人，占就業總人

數 3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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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萬 8 千人，占就業總人數 17.24

％為最多，為服務業部門主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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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結構 

就 101年本市就業者之職業結構觀察，以「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所占比率 32.72％最高，

4.73 3.92 3.41 3.37 3.64 2.89 3.12 3.50 3.52 3.54

38.30 39.06 39.91 39.65 39.95 41.44 40.03 39.08 40.82 40.57

56.95 57.02 56.60 56.94 56.42 55.65 56.83 57.38 55.66 55.9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圖4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行業結構
農 業 工 業 服務業

單位：％

服務業

55.90%

工業

40.57%

農業

3.54%

圖5  臺中市就業者行業結構

民國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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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之 32.73％略降 0.01個百分點，其次為「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占 20.49％次之，較上年之 20.38％，增加 0.11

個百分點；而「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18.15％再次之，

較上年之 18.39％減少 0.24個百分點。（詳表 6） 

以近 10年資料觀之，隨產業結構轉變，「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農林漁牧生產人員」及「民

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所占比率整體而言呈下降趨勢，

由 92年之 35.28％、4.62％和 4.15％，下降至 101年之 32.72

％、3.41％和 2.70％，10 年間減少 2.56、1.21 及 1.45 個

百分點；「專業人員」部分由 92年之 6.42％一路上升至 101

年之 10％，10年間增加 3.58個百分點，由此看出，本市的

產業結構逐步走向專業化。而「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及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所占比率於 10 年間變化不大，分

別約占 18.15％及 20.49％。（詳如表 6、圖 6及圖 7）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民意代表

主管及

經理人員
4.15 4.09 4.29 3.68 3.61 3.78 3.55 3.54 3.23 2.70 

專業人員 6.42 6.45 6.96 7.19 7.30 7.38 7.69 7.58 9.79 10.00 

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

人員
18.30 19.26 19.11 19.91 19.59 20.39 20.44 20.28 18.39 18.15 

事務支援

人員
11.13 11.44 12.14 11.93 11.68 12.08 11.99 11.79 12.03 12.54 

服務及

銷售工作

人員
20.00 19.26 19.02 19.56 20.02 19.30 20.27 21.10 20.38 20.49 

農林漁牧

生產人員
4.62 3.81 3.30 3.33 3.61 2.77 3.04 3.46 3.46 3.41 

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

操作勞力工

35.28 35.60 35.18 34.39 34.19 34.31 32.94 32.23 32.73 32.72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圖6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職業結構趨勢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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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齡結構 

本市 101年就業者以「25-44歲」年齡組占 56.7％最多，

「45-64歲」占 33.88％次之，「15-24歲」占 7.88％再次之，

而「65 歲以上」高齡就業者占 1.54％最少。與上年相較，

「45-64 歲」和「65 歲以上」年齡組分別增加 0.56 和 0.05

個百分點，而「25-44 歲」和「15-24 歲」年齡組則分別下

降 0.51和 0.11個百分點。 

              由近 10年資料觀察，「15-24歲」年齡組所占比率 7.88

％較 92年之 11.42％下降 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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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長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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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較 92年之 60.65％減少 3.95個百分點，10年來呈下降之趨

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

操作勞力工
32.72%

服務及

銷售工作

人員

20.49%

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

人員

18.15%

事務支援

人員

12.54%

專業人員

10.00%

農林漁牧

生產人員

3.41%

民意代表

主管及

經理人員

2.70%

圖7  臺中市就業者職業結構

民國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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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另受人口高齡化之影響，「45-64 歲」年齡組之就業比

率由 92 年之 26.7％逐年遞增至 101 年之 33.88％；「65 歲

以上」高齡就業者，近 10 年帄均所占比率為 1.31％。（詳

如表 7、圖 8） 

 

 

 

（五）教育程度 

本市就業者教育程度以「高職」程度者占 29.75％為最

多，「大學以上」程度者占 26.64％次之，「專科」程度者占

18.72％再次之，而「高中」程度者占 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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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年 13.40％增加至 101 年之 26.64

％，增加 13.24 個百分點，為所有教育程度中唯一上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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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4.08及 2.51個百分點，

顯示就業者之素質普遍提升。（詳如表 8、圖 9及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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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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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業身分結構 

從就業者的從業身分結構可以衡量一地區產業規模與

生產力之大小，如具規模廠商較多之地區，其雇主與受私人

僱用者占就業人數之比例較高；反之，家族企業較多之地區，

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工作者所占比率較高。 

101年本市就業人口中，從業身分為「受僱者」占 75.40

％最多，其中「受私人僱用者」占 67.32％，「受政府僱用者」

占 8.08％；「自營作業者」占 11.96％次之，「無酬家屬工作

者」及「雇主」分別占 7.33％及 5.31％，可見本市係屬產

業較具規模、工商服務業較發達的城市。 

由近 10 年資料顯示，除「受僱者」呈增加趨勢，成長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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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及 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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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雇主部分帄均為

5.75％，10年來大致維持在 5.1-6.5％之間。(詳如表 9、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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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5 70.57 71.88 73.07 72.25 73.15 72.80 73.12 74.58 75.4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圖11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
雇主 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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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業狀況 

（一）失業率 

101年本市失業率為 4.2％，與上年之 4.4％相較，下降

0.2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為 4.2％，女性為 4.1％。由近 10

年資料觀察，從 92年之 5.3％以來一路下降至 96年之 4％。

惟 97 年下半年受到美國金融風暴的影響，失業率又出現攀

升的趨勢，至 98年失業率為 5.9％，創歷年新高，隨著景氣

日漸改善回升，失業率逐漸下降至 101年之 4.2％。（詳如表

2、圖 12） 
 

 

（二）按年齡組別分 

101 年以「15-24 歲」年齡組失業率 13.3％為最高，究

其原因係因此年齡組之就業者，很多均為初入社會尋找工作，

經驗不足、工作認同感不夠、容易受挫，導致失業率較高；

「25-29 歲」年齡組 7.1％次之，「30-34 歲」年齡組 4.1％

居第 3，失業率最低為「60-64歲」年齡組 1.2％。 

101 年景氣復甦力道減弱，就本市各年齡組別失業率增

減幅度觀察，降幅最大者為「15-24歲」，下降約 0.4個百分

點；而「50-54 歲」和「60-64 歲」年齡組則分別上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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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0.3 個百分點，其餘年齡組別降幅大約都在 0.3 個百分

點。 

再由近 10 年各年齡組失業率帄均數資料觀察得知，隨

著年齡增加，失業率則呈現下降之趨勢。（詳如表 10） 
 

（三）按教育程度別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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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居首，相較於上年之 6.2％上升 0.3 個

百分點；失業率最低者為「國小及以下」程度者 1.9％，與

上年相同維持不變。 

由近 10 年帄均數顯示，以「大學以上」程度者之失業

率 5.46％最高，其次為「高中」、「高職」程度者，分別為

5.11％、4.83％；「國小及以下」程度者最低為 2.69％。（詳

如表 11） 

為降低「大學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避免優質人力流

失，政府應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發展各大專院校及高中技職

學校就業研習及加強青少年就業生涯規劃與輔導，讓其所學

能與未來就業市場相互配合，以降低就業新鮮人尋找工作機

會時，因無法發揮所長或因技術不合而造成就業不穩定之情

況，俾提高青少年求職競爭力及就業穩定性並提昇產業競爭

力。 
 

（四）與臺灣地區及其他 4都比較 

101 年本市失業率為 4.2％，較臺灣地區之 4.24％略低

0.04個百分點；若 5都相較，則與新北市及臺南市相同，較

臺北市及高雄市低 0.1個百分點。以近 3年帄均數來看，低

於臺南市，與新北市同居第 2。（詳如表 3、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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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勞動力 

101年本市非勞動力人口約 89萬人，較上年之 88萬 4千人，

增加 0.68％，較 92 年之 79 萬 7 千人，增加 11.67％；就其原因

觀察，以「料理家務」者占 30.69％居多，其次為「求學及準備升

學」者占 30.06％，「高齡及身心障礙」者占 26.08％居第 3位。 

非勞動力人口中雖以「料理家務」者居冠，惟相較近 10年帄

均數 32.87％下降 2.18 個百分點，顯示婦女已逐漸走出家庭，尋

找就業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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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較近 10 年帄均數下降 0.99 個百分

點，高齡及身心障礙者較近 10 年帄均數增加 1.33 個百分點；想

找工作而未找工作者較近 10年帄均數增加 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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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就

業意願，再次投入職場。（詳如表 12、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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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臺中市非勞動力結構

民國101年



17 

 

參、結論 

一、本市101年勞動力人口132萬人，其中男性73萬7千人，女性58

萬3千人，較上年129萬4千人，增加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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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1年勞動力參與率為59.7％，其中男性為68.7％，女性為51.3

％；若按教育程度觀察，以專科教育程度勞動力參與率77.3％

最高；和臺灣地區相較，本市排名第3，於5都中位居第2，若以

近3年帄均勞動力參與率相較，則位居5都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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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就業人數為126萬5千人，較上年123萬8千人增加2萬7

千人(+2.18％)，係因大臺中近年積極推動各項公共建設、重大

經建計畫，如：高鐵生活圈及新市政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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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左右，值得觀

察的是本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逐年增加，以服務業就業市場增

幅最為明顯，於93年首次超越男性，至101年已達38萬4千人，

較男性多6萬1千人；101年工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百分比為

40.57％，而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百分比為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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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個百分點，由此可看出，臺中市的產業結構逐步走

向專業化。 

五、就本市就業者之年齡分布來看，以「25-44歲」年齡組占56.7

％為大宗，此組現為家庭經濟主要收入者，雖此組歷年來所占

就業比率最高，惟此比率呈下降趨勢；另「15-24 歲」年齡組

占7.88％，此組所占比率亦呈逐年下降，可能係因求學階段拉

長所致；惟受人口高齡化之影響，「45-64 歲」年齡組占就業

比率增為33.88％，呈上升之趨勢。 

六、本市就業者教育程度以「高職」者29.75％為最多，「大學以

上」程度者占26.64％次之，究其原因係因近來大專院校增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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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本市就業者之教育程度普遍提昇不少，國小及國中以下

程度者所占比率明顯地逐年下降，而大學以上程度者所占比率

逐年增加。若按就業者之從業身分觀察，則以「受僱者」占75.4

％為最高，且有逐年增加之趨勢，顯示本市係屬產業較具規模、

工商服務業較發達的城市。 

七、，本市101年失業率為4.2％，較上年之4.4％略降0.2 個百分點，

顯示101年景氣復甦力道減弱，其中男性為4.2％，女性為4.1

％。按年齡組別觀察，以「15-24歲」年齡組之失業率13.3％最

高，「25-29 歲」之7.1％次之。整體而言，呈現出年齡組愈小

者，失業率愈高之現象。另從失業者之教育程度方面來看，則

以「大學以上」程度者失業率6.5％最高，其次則為「高中」程

度者之4.4％。鑑此，政府應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發展各大專院

校及高中技職學校就業研習及加強青少年就業生涯規劃與輔導，

讓其所學能與未來就業市場相互配合，以提高青少年求職競爭

力及就業穩定性並提昇產業競爭力。 

八、本市非勞動力人口約89萬人，近10年呈逐漸增加之趨勢，就未

參與勞動力之原因觀之，以「料理家務」占30.69％居首，「求

學及準備升學」占30.06％次之，「高齡及身心障礙」占26.08

％再次之，「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占2.19％；其中「料理家

務」所占比率呈逐年減少之趨勢，顯示大臺中地區女性參與勞

動之意願已逐漸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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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就業意願，再次投入職場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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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人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92年 2,520 1,916 938 978 1,119 647 471 1,060 611 449 59 36 22 797 290 507

93年 2,540 1,947 952 995 1,154 663 492 1,101 631 470 53 32 21 793 290 503

94年 2,558 1,979 967 1,011 1,169 664 504 1,120 636 483 49 28 21 810 303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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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年

比較(%)
0.72 1.47 1.42 1.52 2.01 1.66 2.28 2.18 1.88 2.57 -1.79 -   -4.00 0.68 0.60 0.73

與92年

比較(%)
6.15 15.34 14.39 16.26 17.96 13.91 23.78 19.34 15.55 24.50 -6.78 -13.89 9.09 11.67 15.86 9.2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採四捨五入法計列，故有細數之和與總數不一致之情形。

年別

勞          動        力

表1  臺中市歷年人力資源調查重要結果

非勞動力15歲以上民間人口總

人

口

合     計 就   業 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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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 男 女

92年 76.03 44.40 58.40 69.10 48.20 42.06 55.32 94.73 5.30 5.60 4.70

93年 76.65 45.43 59.30 69.60 49.40 43.35 56.55 95.41 4.60 4.90 4.30

94年 77.37 45.70 59.10 68.70 49.90 43.78 56.59 95.81 4.20 4.2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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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去年比較

(百分點)
0.60 0.58 0.30 0.20 0.40 0.70 0.50 0.20 -0.20 -0.10 -0.30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6.57 4.90 1.30 -0.40 3.10 5.24 1.98 1.07 -1.10 -1.40 -0.60

近10年帄均

數(%)
79.27 47.02 59.31 68.54 50.50 44.87 56.59 95.40 4.61 4.79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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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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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臺中市歷年人力資源調查結果重要指標

失   業   率就          業

計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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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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年 58.40 5.30 57.34 4.99 58.00 5.20 55.50 4.60 59.50 4.90 57.70 5.30

93年 59.30 4.60 57.66 4.44 58.30 4.60 55.80 4.20 59.60 4.50 57.90 4.60

94年 59.10 4.20 57.78 4.13 58.40 4.10 55.50 3.90 59.50 4.10 57.90 4.20

95年 59.10 4.10 57.92 3.91 58.70 3.80 55.2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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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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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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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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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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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57.1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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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帄

均數(％) 59.31 4.61 57.97 4.52 58.72 4.53 55.97 4.38 59.63 4.47 57.51 4.64

近3年帄均

數(％) 59.57 4.60 58.20 4.61 58.77 4.60 56.40 4.63 59.53 4.53 57.20 4.6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臺南市新北市

臺灣地區與5都比較概況

表3  近10年人力資源調查結果重要指標

臺灣地區 臺北市 高雄市臺中市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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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 男 女

臺灣地區   83.97 48.99 58.35 66.83 50.19 46.92 55.88 95.76 4.24 4.49 3.92

  北部地區 84.0 49.0 58.3 66.4 50.7 46.9 55.8 95.8 4.2 4.7 3.7

新北市 84.9 50.3 59.2 67.8 51.1 48.2 56.7 95.8 4.2 4.8 3.6

    臺北市 85.1 48.0 56.4 63.9 49.7 45.9 54.0 95.7 4.3 4.8 3.7

    基隆市 86.2 47.9 55.6 63.9 47.4 45.9 53.2 95.7 4.3 5.0 3.3

    新竹市 80.3 48.3 60.1 68.5 52.3 46.3 57.6 95.8 4.2 4.7 3.6

    宜蘭縣 84.4 48.8 57.9 66.9 48.9 46.7 55.4 95.7 4.3 4.5 4.0

    桃園縣 81.7 48.5 59.4 67.1 51.8 46.4 56.8 95.7 4.3 4.6 3.9

    新竹縣 81.0 47.0 58.0 64.7 51.1 45.1 55.6 96.0 4.0 4.3 3.8

中部地區 83.4 49.3 59.2 68.1 50.3 47.2 56.7 95.8 4.2 4.3 4.1

臺中市 82.6 49.3 59.7 68.7 51.3 47.3 57.3 95.8 4.2 4.2 4.1

    苗栗縣 83.8 48.6 58.0 65.3 50.6 46.5 55.6 95.7 4.3 4.7 3.7

    彰化縣 83.5 49.3 59.0 68.1 49.8 47.2 56.5 95.8 4.2 4.3 4.0

    南投縣 84.8 50.7 59.7 68.2 51.1 48.4 57.1 95.6 4.4 4.7 4.0

    雲林縣 84.6 48.8 57.7 67.8 47.0 46.7 55.3 95.8 4.2 4.1 4.5

南部地區 84.6 49.0 57.9 66.7 49.4 46.9 55.5 95.8 4.2 4.3 4.2

    臺南市 84.7 50.7 59.9 68.5 51.6 48.6 57.4 95.8 4.2 4.6 3.8

    高雄市 84.5 48.3 57.2 65.8 49.0 46.3 54.7 95.7 4.3 4.2 4.5

    嘉義市 82.3 46.5 56.5 63.8 49.9 44.6 54.2 96.0 4.0 3.5 4.5

    嘉義縣 85.9 50.2 58.4 68.9 47.3 48.1 56.0 95.8 4.2 4.6 3.6

    屏東縣 84.4 48.0 56.8 66.2 47.4 45.9 54.4 95.8 4.2 3.9 4.6

    澎湖縣 84.3 42.5 50.4 58.5 42.4 40.7 48.3 95.8 4.2 3.8 4.7

東部地區 82.9 46.4 56.0 63.7 48.3 44.5 53.6 95.7 4.3 5.0 3.2

    臺東縣 82.8 47.2 57.1 65.6 48.3 45.2 54.6 95.7 4.3 5.2 3.0

    花蓮縣 83.0 45.9 55.3 62.3 48.3 43.9 53.0 95.7 4.3 4.9 3.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表 4  臺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結果重要指標

中華民國  101年

地區別

十五歲以

上民間人

口占總人

口之比率

占總人

口之比

率

占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

之比率(勞動力參與率) 占總人

口之比

率

占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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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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臺灣地區   27.36 60.51 49.62 68.04 75.51 62.65 71.24

  北部地區 22.4 56.8 47.5 67.5 74.8 62.3 72.0

新北市 24.0 58.7 50.4 69.7 78.4 65.0 71.9

    臺北市 16.8 42.6 40.4 58.8 65.2 58.9 71.6

    基隆市 18.4 56.5 48.0 64.4 76.8 60.6 75.1

    新竹市 22.0 56.4 41.5 70.3 71.1 67.1 75.5

    宜蘭縣 26.6 67.8 46.0 67.6 79.0 64.4 75.6

    桃園縣 22.5 58.4 49.0 69.6 80.4 63.8 69.4

    新竹縣 16.1 53.1 58.4 69.9 80.5 66.1 74.3

中部地區 30.3 65.5 53.2 69.5 78.3 61.9 69.5

    台中市 26.9 60.7 47.7 68.0 77.3 61.9 70.0

    苗栗縣 25.0 59.9 55.8 75.4 83.1 62.4 67.4

    彰化縣 32.8 68.4 53.3 70.9 80.8 61.9 68.9

    南投縣 33.0 72.2 61.7 68.6 76.3 61.0 70.3

    雲林縣 34.4 71.4 58.8 69.3 76.3 62.4 68.6

南部地區 29.3 60.7 49.9 67.5 74.5 64.1 71.1

    臺南市 34.2 63.4 54.1 68.2 75.9 67.0 69.9

    高雄市 23.2 54.7 41.8 66.8 74.7 63.5 72.4

    嘉義市 17.6 51.0 47.2 62.0 67.6 61.0 72.5

    嘉義縣 36.0 72.5 60.2 70.3 78.7 62.7 64.9

    屏東縣 29.6 64.8 56.3 68.9 71.0 61.8 70.0

    澎湖縣 19.7 51.5 55.9 67.5 71.0 58.7 69.7

東部地區 33.4 61.8 56.5 66.4 75.3 61.3 68.4

    臺東縣 38.7 64.6 54.4 69.3 78.5 60.2 72.9

    花蓮縣 28.6 59.4 58.1 64.7 73.8 61.8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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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研究所高    職 專   科

表4之1  臺灣地區教育程度別之勞動力參與率

 地區別 國小及以下 國   中 高   中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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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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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 51.65 91.87 86.40 83.96 83.60 78.70 67.73 52.52 32.56 8.10

  北部地區 8.9 51.0 91.7 86.7 83.9 83.8 78.9 67.5 50.2 27.5 5.4

新北市 9.7 54.2 91.9 86.3 83.7 82.3 77.5 66.5 49.8 26.1 4.1

    臺北市 7.2 42.0 90.9 88.3 84.2 84.9 79.6 69.2 52.1 29.4 6.2

    基隆市 7.9 44.2 92.2 87.4 80.5 81.3 78.3 64.9 52.4 29.4 4.5

    新竹市 8.9 51.5 92.2 87.3 81.6 84.6 81.6 70.7 49.0 30.3 7.2

    宜蘭縣 14.5 56.0 91.2 86.4 85.9 82.7 80.0 67.2 53.0 36.4 11.1

    桃園縣 9.0 53.9 91.9 86.4 84.1 85.4 79.8 67.1 47.8 23.8 3.9

    新竹縣 6.4 52.6 93.1 86.1 85.0 84.4 81.0 68.6 46.2 27.6 6.5

中部地區 8.6 53.0 92.6 86.2 84.6 84.2 79.6 69.2 55.1 37.0 10.4

    台中市 9.3 52.6 92.6 86.0 83.9 83.5 78.2 67.9 51.9 31.8 8.1

    苗栗縣 6.7 54.3 93.6 88.8 87.9 86.0 82.2 71.2 55.1 33.1 7.6

    彰化縣 7.9 52.4 92.5 86.2 85.3 84.5 80.5 69.0 55.4 38.2 12.7

    南投縣 11.0 55.2 92.9 87.5 86.4 86.2 80.9 73.0 60.2 45.2 13.1

    雲林縣 6.7 52.8 91.7 84.4 82.5 83.1 80.3 70.4 62.3 48.4 11.9

南部地區 7.4 51.6 91.6 85.9 83.7 83.0 77.7 67.0 53.9 36.4 9.7

    臺南市 8.3 55.8 92.4 87.8 84.8 84.8 77.4 67.7 56.1 39.7 13.1

    高雄市 7.1 48.3 91.0 85.7 83.1 82.0 77.5 65.0 50.6 31.4 7.3

    嘉義市 4.8 44.6 89.8 87.6 87.4 85.9 79.9 72.5 49.2 27.7 4.5

    嘉義縣 9.2 56.9 92.3 84.5 82.7 82.5 77.3 71.3 64.7 49.1 14.9

    屏東縣 7.1 52.7 92.5 83.7 84.2 82.2 78.9 68.2 56.1 41.0 7.4

    澎湖縣 5.0 44.0 84.9 79.8 73.6 77.1 75.4 61.7 43.9 29.1 6.0

東部地區 9.0 50.6 90.0 83.9 82.1 82.2 77.5 65.2 55.9 37.4 9.9

    臺東縣 7.3 49.4 90.1 86.0 82.1 83.1 78.4 64.4 55.3 45.0 13.6

    花蓮縣 10.1 51.4 90.0 82.5 82.1 81.6 77.0 65.7 56.2 32.4 7.4

表4之2  臺灣地區年齡組別之勞動力參與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25 

 

單位：千人

92年 1060 611 449 50 37 14 406 273 133 326 204 123 80 69 10 604 302 302

93年 1101 630 470 43 32 11 430 287 143 349 215 133 81 72 9 628 311 316

94年 1120 637 483 39 29 9 447 300 148 359 221 138 89 79 10 634 308 326

95年 1140 642 499 38 29 9 452 305 148 359 223 137 93 82 11 650 308 341

96年 1165 658 506 43 30 13 465 322 144 365 234 130 100 87 12 657 308 350

97年 1193 666 526 34 26 9 494 335 160 397 251 147 97 83 13 663 307 358

98年 1184 652 532 37 27 10 474 316 158 384 240 144 88 75 14 673 309 364

99年 1213 673 540 42 31 11 474 322 152 379 240 139 94 81 13 696 319 376

100年 1238 693 545 44 33 10 505 343 162 398 251 147 108 92 15 689 317 372

101年 1265 706 559 45 35 10 513 348 165 403 254 150 110 95 16 707 323 384

與上年

比較(%)
2.18 1.88 2.57 2.27 6.06 -     1.58 1.46 1.85 1.26 1.20 2.04 1.85 3.26 6.67 2.61 1.89 3.23

與92年

比較(%)
19.34 15.55 24.50 -10.00 -5.41 -28.57 26.35 27.47 24.06 23.62 24.51 21.95 37.50 37.68 60.00 17.05 6.95 27.15

近10年

帄均數
1168 657 511 42 31 11 466 315 151 372 233 139 94 82 12 660 311 349

年 別
男 女

總 計

計
男

工             業

其      他製 造 業

計
男女 計計

計
女男

農     業

女

表5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行業及性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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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數字因採四捨五入法計列，故有細數之和與總數不一致情形。

男 女

服   務   業

計 男 女



26 

 

 

  

單位：%

計 製造業 其   他

92年 100.00 4.73 38.30 30.75 7.55 56.95

93年 100.00 3.92 39.06 31.70 7.36 57.02

94年 100.00 3.41 39.91 32.05 7.95 56.60

95年 100.00 3.37 39.65 31.49 8.16 56.94

96年 100.00 3.64 39.95 31.36 8.59 56.42

97年 100.00 2.89 41.44 33.31 8.14 55.65

98年 100.00 3.12 40.03 32.43 7.43 56.83

99年 100.00 3.50 39.08 31.24 7.75 57.38

100年 100.00 3.52 40.82 32.15 8.67 55.66

101年 100.00 3.54 40.57 31.89 8.68 55.90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 0.02 -0.25 -0.26 0.01 0.24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 -1.19 2.27 1.14 1.13 -1.05

 近10年帄均

數(%) 100.00 3.56 39.88 31.84 8.03 56.5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採四捨五入法計列，故有細數之和與總數不一致之情形。

年 別 服務業農  業總 計
工  業

表5之1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行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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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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

操作勞力

工

92年 100.00 4.15 6.42 18.30 11.13 20.00 4.62 35.28

93年 100.00 4.09 6.45 19.26 11.44 19.26 3.81 35.60

94年 100.00 4.29 6.96 19.11 12.14 19.02 3.30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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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 -0.53 0.21 -0.24 0.51 0.11 -0.05 -0.01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 -1.45 3.58 -0.15 1.41 0.49 -1.21 -2.5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採四捨五入法計列，故有細數之和與總數不一致之情形。

表6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職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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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 計 計 計

92年 11.42 60.65 26.70 1.23

93年 10.81 60.85 27.16 1.18

94年 10.80 60.18 27.9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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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0.11 -0.51 0.56 0.05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3.54 -3.95 7.18 0.31

近10年帄均數

(%) 9.33 58.95 30.41 1.3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採四捨五入法計列，故有細數之和與總數不一致之情形。

65歲以上
年 別

表7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年齡結構

15 ~ 24 歲 25 ~ 44 歲 45 ~ 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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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年  別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以上

92年 12.74 16.04 6.70 32.26 18.77 13.40

93年 11.90 15.08 6.63 31.97 19.26 15.08

94年 10.80 14.55 6.43 31.96 19.46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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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0.43 -0.39 -0.10 0.05 0.12 0.75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6.05 -4.08 -0.47 -2.51 -0.05 13.24

近10年帄均

數(%) 9.23 13.62 6.24 31.27 19.00 20.5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採四捨五入法計列，故有細數之和與總數不一致之情形。

表8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教育程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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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 受私人僱用者 受政府僱用者

92年 6.42 14.72 9.62 69.15 59.62 9.53

93年 5.99 14.44 9.08 70.57 61.49 8.99

94年 6.07 13.39 8.57 71.88 63.57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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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0.12 -0.54 -0.16 0.82 0.92 -0.10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1.11 -2.76 -2.29 6.25 7.70 -1.45

近10年帄

均數(%)
5.75 13.35 8.32 72.60 64.11 8.4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註：表列數字因採四捨五入法計列，故有細數之和與總數不一致之情形。

表9  臺中市近10年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

年 別 雇主 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屬工作

者

受 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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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92年 12.30 7.10 4.30 3.30 4.00 3.40 3.80 4.10 2.10 0.30 

93年 12.60 6.20 3.40 2.60 3.30 3.20 3.10 2.80 1.40 -  

94年 10.80 5.70 3.60 2.40 3.00 3.00 2.50 2.80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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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0.40 -0.30 -0.30 -  -0.30 -0.30 0.40 -0.10 0.30 -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1.00 -  -0.20 -0.30 -1.70 -1.40 -1.60 -2.30 -0.90 -0.30

近10年帄均

數（％） 12.64 6.70 4.38 3.21 2.94 2.77 2.69 2.56 1.40 0.0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表10  臺中市近10年各年齡組別失業率

5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年 別 15~24歲 25~29歲 30~3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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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92年 4.30   5.50   6.80   5.90   4.40   4.60   

93年 2.70   5.50   4.40   5.10   4.00   5.00   

94年 2.20   4.70   5.20   4.70   3.7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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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    0.20 -1.10 -1.00 0.20 0.30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2.40 -2.60 -2.40 -2.20 -1.40 1.90

近10年帄均

數(％) 2.69 4.58 5.11 4.83 3.77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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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  臺中市近10年各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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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年   別
總計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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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年 797 1.88 31.99 38.14 21.20 6.79

93年 793 1.64 31.65 36.70 22.19 7.82

94年 810 1.60 30.86 34.57 24.44 8.53

95年 824 1.82 31.19 33.01 25.24 8.74

96年 835 1.92 31.38 32.34 25.27 9.09

97年 837 1.67 31.42 31.18 25.69 10.04

98年 856 1.75 31.43 30.14 25.93 10.75

99年 866 1.96 30.37 30.48 26.10 11.09

100年 884 1.65 30.15 31.45 25.40 11.35

101年 890 2.19 30.06 30.69 26.08 10.98

與上年比較

(百分點) 0.68% 0.54 -0.09 -0.76 0.68 -0.37

與92年比較

(百分點) 11.67% 0.31 -1.93 -7.45 4.88 4.19

近10年帄均

數(％) 839 1.81 31.05 32.87 24.75 9.5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表12  臺中市近10年非勞動力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