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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臺北市 92 年痛苦指數為 4.46﹪，雖較 91 年增加 0.14 個百分點，惟較高雄市及
臺灣地區之痛苦指數 4.94﹪及 4.71﹪均低。其中臺北市之物價上漲率為-0.14%，
略高於高雄市之-0.26%及臺灣地區之-0.28%；而失業率為 4.6%，則低於高雄市之
5.2%及臺灣地區之 4.99%。分析臺北市之失業原因以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占
45.3﹪居首位，為 87 年來之新高，其次為對原有工作不滿意占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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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率的增加與失業率的上升，均表示民
眾經濟生活更加困難。 

臺北市 92 年痛苦指數為 4.46%（其中物價上漲率為-0.14%，失業率為 4.6%），均
較高雄市之 4.94%與臺灣地區之 4.71%為低。若與 91 年相比，痛苦指數增加 0.14 個百分
點，主要係因物價上漲率變動所致；本市痛苦指數全年變動幅度為+0.14 個百分點，遠低
於高雄市之+0.92 個百分點，而較臺灣地區之-0.26 個百分點為高。 

  就「物價上漲率」觀察，本市自 86 年以後物價上漲率長期維持在 2%以下，至 91、
92 年更因國內景氣低迷，多項服務費率不漲反跌，及 91 年起加入 WTO 後，國內商品市
場競爭激烈，致消費者物價指數連續 2 年走跌。臺北市 92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較上
年下滑 0.14%，惟較高雄市之-0.26%及臺灣地區之-0.28%略高。 

就「失業率」觀察，本市自 85 年至 89 年皆在 2.75%上下 0.2 個百分點之間，雖近年
來由於經濟成長步調趨緩、產業結構調整及外移風潮，國內失業率持續攀升，至 91 年達
高峰，然今年受國際景氣逐漸回春及政府大力推行「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影響，國內
失業情形略見好轉。92 年本市平均失業率維持為 4.6%，遠低於高雄市之 5.2%（低 0.6 個
百分點），亦低於臺灣地區之 4.99%（低 0.39 個百分點）。 

若分析臺北市失業者之失業原因，初次尋職者占總失業人口之比率由 87 年之 20.7%
降為 92 年之 15.1%；非初次尋職者所占比率則相對提升，其中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
緊縮」之非自願性失業人口，自 87 年 7 千人（占 24.1%）增加至 90 年 1.9 萬人（占 41.3%），
並凌駕其他失業原因之上，至 92 年則續升至 2.4 萬人（占 45.3%），為 87 年來之新高；
而對「原有工作不滿意」之自願性失業結構比，則自 87 年 37.9%逐年遞減至 92 年 26.4%，
顯示近年來因產業結構調整及外移風潮，致本市結構性失業比摩擦性失業來得嚴重。 

註：結構性失業係市場競爭的結果或是生產技術改變而造成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指人們在尋找工
作或轉換工作過程中的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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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市 、 高 雄 市 及 臺 灣 地 區 痛 苦 指 數  
                   單 位 ： ﹪

 臺 北 市 高 雄 市 臺 灣 地 區 

年(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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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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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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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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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年 4.46 -0.14 4.6 4.94 -0.26 5.2 4.71 -0.28 4.99 

    第一季 4.51 -0.09 4.6 4.79 -0.51 5.3 4.89 -0.20 5.09 

   第二季 4.73 0.23 4.5 4.82 -0.38 5.2 4.93 -0.07 5.00 

   第三季 4.09 -0.71 4.8 5.11 -0.29 5.4 4.54 -0.60 5.14 

   第四季 4.35 0.05 4.3 5.11 0.11 5.0 4.54 -0.19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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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價上漲率為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上漲率。 
          2.自 91 年 8 月起，臺北市失業率數值配合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資料取至小數點第一位。

另自 92 年 1 月起各縣市資料採按季提供。   
          3.臺灣地區係指台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    
    

臺 北 市 失 業 者 之 失 業 原 因  
 

年 
總計 

人數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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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性或臨時性

工作結束 
其他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千人) (千人) (千人) (千人) (千人) (千人)

87 29 6 20.7 24 82.8 7 24.1 11 37.9 2 6.9 3 10.3

88 33 7 21.2 26 78.8 9 27.3 13 39.4 2 6.1 3 9.1 

89 32 7 21.9 25 78.1 8 25.0 12 37.5 2 6.3 3 9.4 

90 46 7 15.2 39 84.8 19 41.3 11 23.9 3 6.5 5 10.9

91 54 7 13.0 47 87.0 24 44.4 15 27.8 3 5.6 3 5.6 

92 53 8 15.1 45 84.9 24 45.3 14 26.4 4 7.5 3 5.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四局四科          

附    註：1.表列數字均由電子計算機計算，其尾數採用四捨五入計列，故失業原因總計將有尾差存在。

2.其他係指健康不良、女性結婚或生育、退休、家務太忙…等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