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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臺北市 91 年痛苦指數為 4.32%，較 90 年減少 0.01 個百分點，高雄市及臺灣地區
則分別增加 0.09 個百分點及 0.41 個百分點。其中台北市之失業率為 4.6%，係創
自民國 67 年以來之新高，惟低於高雄市之 5.4%及臺灣地區之 5.17%；而物價上
漲率為-0.28%，係 15 年來首次出現負成長，雖高於高雄市之-1.38%，但低於臺
灣地區之-0.20%。分析臺北市之失業原因以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占 44.4%為
主因。 

  「痛苦指數」為衡量一個經濟社會人民所面對的一種經濟情勢，依國際上定義為「物
價上漲率」與「失業率」兩指數相加之和。失業率的上升與物價上漲率的增加，均表示民
眾經濟生活更加困難。 

臺北市 91 年痛苦指數為 4.32%，其中物價上漲率為-0.28%，失業率為 4.6%；與 90
年相比，痛苦指數減少 0.01 個百分點，主因為物價上漲率下降 0.71 個百分點，而失業率
則上升 0.7 個百分點；本市痛苦指數變動幅度為-0.01 個百分點，遠低於臺灣地區之+0.41
個百分點及高雄市之+0.09 個百分點。 

  就「物價上漲率」觀察，本市自 86 年至 90 年間均維持在 2%以下，且 91 年更出現近
15 年來首次負成長，其因為近年來經濟蕭條、消費緊縮，致臺北市 91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
上漲率較上年下滑 0.28%，相較於臺灣地區之-0.20%低 0.08 個百分點，惟較高雄市之-1.38%
高出 1.1 個百分點。 

就「失業率」而言，本市自 85 年至 89 年皆在 2.75%上下 0.2 個百分點之間，但近兩
年由於全球景氣衰退，公司行號停歇業家數激增，致失業率向上攀升了 1 至 2 個百分點。
91 年本市平均失業率為 4.6%，係創自民國 67 年以來之新高，相較於臺灣地區之 5.17%低
0.57 個百分點，亦遠較高雄市之 5.4%低 0.8 個百分點。若與上年同期 3.9%相比，本市增
加了 0.7 個百分點，增加幅度高於臺灣地區之 0.60 個百分點及高雄市之 0.4 個百分點。 

若以各月觀察，本市 91 年失業率維持在 4.6%上下 0.4 個百分點之間，對痛苦指數影
響較小，相對的物價上漲率的波動，則牽引痛苦指數起伏。又本市失業率近兩個月來有減
少的趨勢，究其原因為畢業潮引發之季節性效應逐漸減退，顯示失業情況已趨平緩，未有
持續擴大的現象。 

若分析臺北市失業者之失業原因，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導致的失業人口，
近兩年來有顯著增加的趨勢，由 89 年之八千人增加至 91 年達兩萬四千人，失業原因結構
比由 25%上升至 44.4%，增加 19.4 個百分點；而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之失業者，91
年雖較上年增加四千人，達到一萬五千人，但與 89 年相比，則減少 9.7 個百分點，顯示近
兩年因全球景氣衰退，導致公司業務緊縮或廠商停歇業，是影響臺北市失業人口持續增加
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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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 高 雄 市 及 臺 灣 地 區 痛 苦 指 數  

 臺 北 市 高 雄 市 臺 灣 地 區 

時 間 痛 苦 指 數(%) 痛 苦 指 數(%) 痛 苦 指 數(%) 
     

 
 

物價上  

漲率(%) 失業率  

物價上  

漲率(%) 失業率  

物價上  

漲率(%) 失業率 

85 年 6.57 3.67 2.90 5.34 2.26 3.08 5.67 3.07 2.60 

86 年 4.44 1.56 2.88 4.31 0.64 3.67 3.62 0.90 2.72 

87 年 4.56 1.98 2.58 5.28 1.84 3.44 4.37 1.68 2.69 

88 年 3.24 0.39 2.85 3.55 -0.23 3.78 3.10 0.18 2.92 

89 年 4.30 1.59 2.71 5.16 1.37 3.79 4.25 1.26 2.99 

90 年 4.33 0.43 3.90 3.93 -1.07 5.00 4.56 -0.01 4.57 

91 年 4.32 -0.28 4.6 4.02 -1.38 5.4  4.97 -0.20 5.17 

    六月 4.38 -0.02 4.4 3.99 -1.41 5.4  5.21 0.10 5.11 

   七月 4.93 0.23 4.7  4.62 -0.94 5.6  5.64  0.41 5.23 

   八月 4.27 -0.63 4.9  3.80 -1.70 5.5  5.07  -0.28 5.35 

   九月 4.24 -0.66 4.9  3.34 -2.16 5.5  4.55  -0.77 5.32 

   十月 4.26 -0.74 5.0  2.50 -2.90 5.4  3.61  -1.70 5.31 

   十一月 4.95 0.15 4.8  3.94 -1.36 5.3  4.66  -0.56 5.22 

   十二月 5.31 0.71  4.6  4.80 -0.50 5.3  5.80  0.76 5.04 

資料來源：臺北市及高雄市物價統計月報、中華民國統計月報、臺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附  註：物價上漲率為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上漲率。  

臺 北 市 失 業 者 之 失 業 原 因  
單位：千人 

年 總計 初次 

尋職 

非初次尋職 

小計 

 

工作場
所歇業
或業務
緊縮 

對原有
工作不
滿意 

健康 

不良 

季節性
或臨時
性工作
結束 

女性結
婚或生
育 

退休 家務 

太忙 

其他 

87 29 6 24 7 11 1 2 0 0 0 2 

88 33 7 26 9 13 1 2 0 0 0 2 

89 32 7 25 8 12 1 2 0 0 0 2 

90 46 7 39 19 11 1 3 0 0 0 4 

91 54 7 46 24 15 1 3 0 0 0 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四局四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