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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民國 90 年臺灣地區各縣市失業率都呈現快速升高的趨勢，本市為

3.95%，居臺灣地區 23 縣市之第 3 低。本市非初次尋找職業的失業者，

失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約占 49.83%。至於

找尋工作的方法，主要仍是透過應徵廣告及招貼者最多，約占 73.88%。

本市教育程度愈高者失業率愈低，國中及以下者之失業率則高達

5.06%。 

  從民國 89 年底至 90 年 10 月，臺灣地區因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及產業外移之
影響，失業率持續攀升，11、12 月雖略有下降，90 年全年平均失業率仍高達
4.57%，創近 20 年來最高，較 89 年之 2.99%，增加 1.58 個百分點，影響所及，
各縣市的失業率都呈現快速升高的趨勢。本市 90 年之平均失業率為 3.95%，居
臺灣地區 23 縣市之第 3 低，較 89 年之 2.71%增加了 1.24 個百分點。 

  就地區別來看，若將臺北市與高雄市以及北(不含臺北市)、中、南、東部
地區來作比較，可以發現近兩年來臺北市的失業率明顯低於其他地區，顯示本
市各企業對工作人力需求度仍高。若單與北部地區各縣市來作比較，在 88、89
兩年本市的失業率都維持在中間水準，90 年本市年失業率為 3.95%，除了較新
竹縣的 3.76%高外，均遠低於北部地區其他各縣市。至於 89 至 90 年之失業率增
減百分點，本市增加 1.24 個百分點，僅較基隆市的 0.98 個百分點為高，卻明
顯低於北部地區其他各縣市，顯示本市就業市場較穩定。 

進一步探討本市失業者之失業原因，在所有非初次尋找職業的失業者中，
89 年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對原有工作不滿意，約占 46.89%；到了 90 年主要的失
業原因則變為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約占 49.83%，較 89 年之 30.88%，增
加幅度高達 18.95 個百分點，至於對原有工作不滿意之原因則降到第二位，約
占 28.83%。 

此外，本市失業者找尋工作的方法主要仍是應徵廣告及招貼，約占 73.88%。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90 年利用應徵廣告及招貼或託親友師長介紹的失業者，其
平均失業週數均較 89年增加 3至 4週，而向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的失業者，
其平均失業週數由 25.10 週減少至 21.84 週，平均少了 3 週左右，顯見本市勞
工就業服務機構輔導就業機制，確實發揮了其應有之功能與效用。 

再就本市人口組成結構探討，若依年齡別比較，本市 89 及 90 年失業率皆
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有降低的趨勢，平均失業週數則有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升高的
趨勢。若依學歷別來比較，90 年本市大專及以上之高學歷者的失業率 3.06%為
最低，較 89 年僅增加 0.72 個百分點，國中及以下者之失業率則高達 5.06%，增
加 2 個百分點；而平均失業週數則以高職的 22.63 週最短。 

 

●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90年將臺北市納入北部地區計算，此處為與民國88-89年比較，故將臺北市抽離北部地區。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 

●●●本處網址www.dbas.taipei.gov.tw。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市府簡介之市政統計。 



 

 

臺灣地區 88-90 年失業率按縣市別 

項 目 別 

民國 88 年 民國 89 年 民國 90 年 89年至90

年增減百

分點 (%) 

(b)-(a) 

排名失業率(%) 

 

排名 

 

失業率(%)

(a) 

排名

 

失業率(%)

(b) 

排名

 

臺灣地區 2.92  2.99  4.57  1.58  

 臺北市 2.85 13 2.71 15 3.95 21 1.24 17 

 高雄市 3.78 3 3.79 6 5.00 6 1.21 18 

 臺灣省 2.92  2.97  4.63  1.66  

  北部地區 2.78  2.76  4.66  1.90  

  基隆市 4.23 2 4.16 1 5.14 1 0.98 21 

  新竹市 2.70 16 2.68 16 4.35 15 1.67 9 

  臺北縣 3.03 11 2.97 13 4.86 9 1.89 6 

  宜蘭縣 3.45 6 3.63 7 5.01 4 1.38 14 

  桃園縣 1.98 20 2.03 20 4.32 17 2.29 3 

  新竹縣 1.80 21 1.69 22 3.76 22 2.07 4 

  中部地區 2.57  2.89  4.53  1.64  

  臺中市 3.09 9 3.25 10 4.71 10 1.46 12 

  苗栗縣 2.25 17 2.66 17 4.47 14 1.81 8 

  臺中縣 3.11 8 3.52 8 4.97 7 1.45 13 

  彰化縣 1.68 22 1.70 21 4.00 20 2.30 2 

  南投縣 3.06 10 3.81 5 4.89 8 1.08 20 

  雲林縣 2.24 18 2.61 18 4.10 18 1.49 11 

  南部地區 3.27  3.29  4.69  1.40  

  嘉義市 3.00 12 3.00 12 4.55 12 1.55 10 

  臺南市 4.26 1 4.09 2 5.00 5 0.91 22 

  嘉義縣 2.77 15 2.77 14 4.03 19 1.26 16 

  臺南縣 3.42 7 3.34 9 4.68 11 1.34 15 

  高雄縣 3.72 4 3.94 3 5.05 3 1.11 19 

  屏東縣 2.16 19 2.18 19 4.49 13 2.31 1 

  澎湖縣 1.18 23 1.59 23 3.46 23 1.87 7 

  東部地區 3.32  3.59  4.78  1.19  

  臺東縣 3.70 5 3.93 4 4.33 16 0.40 23 

  花蓮縣 2.82 14 3.14 11 5.13 2 1.99 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臺北市89-90年失業率按年齡別及教育程度別 

項    目    別 

民國 89年 民國 90年 
失業率 

(%) 

平均失業週數 

(週) 

失業率 

(%) 

平均失業週數 

(週) 

年 齡  

１５～２４歲 7.51 14.12 10.76 19.39

２５～４４歲 2.67 24.72 3.82 25.49

 ２５～２９歲 4.33 20.67 5.06 24.76

 ３０～３４歲 2.93 24.30 4.09 23.31

 ３５～３９歲 2.15 28.68 3.53 26.14

 ４０～４４歲 1.54 29.33 2.85 28.72

４５～６４歲 1.47 32.81 2.49 33.75

６５歲以上 0.49 4.18 - -

教 育 程 度 

國中及以下 3.06 23.17 5.06 27.10

 國小及以下 2.51 24.64 3.76 30.25

 國中 3.41 22.47 5.65 26.14

高中（職） 3.11 22.37 4.91 24.55

 高中 3.29 25.46 4.86 27.81

 高職 2.98 20.30 4.94 22.63

大專及以上 2.34 24.38 3.06 26.18

 專科 2.35 26.10 3.65 26.72

 大學及以上 2.34 23.14 2.64 25.6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臺北市89-90年失業者統計按失業原因別及找尋工作方法別 

項   目  別 
民國 89年 民國 90年 

總比例

(%) 

比例 

(%) 

平均失業

週數(週)

總比例

(%) 

比例 

(%) 

平均失業

週數(週)

總   計 100.00 23.41 100.00  25.70

失 業 原 因  

初次尋職者 21.08 23.93 14.87  25.50

非初次尋職者 78.92 100.00 23.27 85.13 100.00 25.73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24.37 30.88 28.93 42.42 49.83 28.53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37.01 46.89 21.11 24.55 28.83 22.75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5.70 7.23 9.52 7.62 8.95 19.71
 其他 11.83 14.99 25.03 10.55 12.39 25.75

找 尋 工 作 方 法  

託親友師長介紹 43.21 22.23 47.47  27.45

應徵廣告、招貼 72.38 23.17 73.88  26.32
向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14.59 25.10 15.22  21.84

其他 16.19 27.77 17.37  24.1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