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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臺北市勞動力參與率長期而言呈倒 U 字型分布，95 年之勞動力參
與率為 55.2%，創自 75 年以來新低，亦較臺灣地區 57.92%及高雄
市 56.8%低。臺北市失業率於 90 年以前約在 1.6%~3.4%間跳動，
90 年失業率開始攀升至 91、92 年之 4.6%最高峰，至近 3 年始呈
逐年下降趨勢，95 年臺北市失業率為 3.7%，較臺灣地區 3.91%及
高雄市 4.2%均低。 

勞動力參與率係指勞動力﹙就業者加失業者﹚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
比率，其影響變動之因素除了勞動力之增減外，尚包括了勞動力人數與非
勞動力人數間之移轉。依歷年人力資源調查結果顯示，臺北市勞動力參與
率長期而言呈倒 U字型分布，即由 70 年之 52.0%提升至 85 年之 57.5%高峰
後，遂隨經濟景氣之趨緩而走低，95 年的勞動力參與率受求學階段延長、
退休年齡提前及人口老化現象影響，創自 75 年以來新低為 55.2%，亦較臺
灣地區 57.92%及高雄市 56.8%低。如依性別觀察，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由 70
年之 72.4%逐年下降至 95 年 63.5%，25 年間減少 8.9 個百分點，主要係男
性非勞動力人口 25 年來增加 79.71%，遠高於男性勞動力之增幅（19.11%）；
而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則由 70 年之 32.1%上升至 95 年之 47.7%，25 年來則增
加了 15.6 個百分點，主要係女性平均就業人數由 70 年之 24 萬 1 千人增加
至 95 年 52 萬 1 千人，增幅達 116.18%。 

若按失業率觀察，臺北市失業率於 90 年以前約在 1.6%~3.4%間跳動，
90 年因國內產業受到經濟景氣因素影響逐步外移致失業率開始攀升，91、
92 年達到 4.6%最高峰，至近 3 年始呈逐年下降趨勢，95 年臺北市失業率為
3.7%，亦較臺灣地區 3.91%及高雄市 4.2%低；其中男性失業率於 85 年之前
均較女性失業率為低，但自 85 年起男性失業率反較女性高，差距最多達 1.5
個百分點。 

進一步依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結果顯示，95 年臺北市有工
作能力的非勞動力（非勞動力人口扣除高齡、身心障礙者）中，有就業意
願者占 8.23%，較 94 年同期增加 1.69 個百分點，亦較臺灣地區 5.71%及高
雄市 3.53%高出 2 至 5 個百分點。如依有工作能力且有就業意願之非勞動力
希望從事之職業觀察，以事務工作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分別占
32.93％、31.23%較高，有別於臺灣地區及高雄市均以生產工人、機械設備
操作工及體力工所占比重較高。 

若就失業狀況觀察，失業者在找尋工作過程中均未遇有工作機會者占
47.08%，較 94 年同期上升 5.24 個百分點；而曾遇有工作機會卻未去就業
者占 52.92%，主要原因係「待遇太低」占 67.52%，其次為「地點不理想」
占 10.45%。 

若就勞動力異動情形觀察，新進及重新就業者占就業人數 4.75%，以進
入服務業者所占比率達 91.30%較高；至一年間曾經轉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
數之 5.63%，較 94 年下降 0.72 個百分點，亦較臺灣地區 6.09%及高雄市
6.51%低；另一方面，臺北市就業者平均從事現職之在職期間為 8年 2 個月，
較 94 年增加 6 個月，均顯示本市就業者之穩定性逐年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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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介紹項下市政資訊之市政統計區。 



失業率及勞動力參與率 
 

 臺北市 臺灣地區高雄市
70 年 75 年 80 年 85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5 年 95 年

勞動力參與率(%) 52.0 55.3 56.3 57.5 55.4 55.8 55.5 55.7 55.5 55.2 57.92 56.8 
 男 性 72.4 71.2 70.6 67.2 64.6 64.3 63.9 63.8 63.7 63.5 67.35 65.9 
 女 性 32.1 40.0 42.7 48.4 47.1 48.0 47.8 48.3 48.0 47.7 48.68 48.3 

失業率(%) 1.6 3.4 2.0 2.9 3.9 4.6 4.6 4.2 3.9 3.7 3.91 4.2 
 男 性 1.3 3.4 1.9 3.1 4.6 5.3 5.0 4.6 4.4 4.0 4.05 4.3 
 女 性 2.2 3.6 2.1 2.7 3.1 3.8 4.0 3.6 3.3 3.4 3.71 4.0 

就業人數（千人） 778 959 1,104 1,127 1,110 1,116 1,119 1,134 1,135 1,143 10,111 661 
 男 性 537 606  675 634 614 610 613 617 617 622 5,810 370 
 女 性 241 352 429 493 496 506 507 517 518 521 4,301 291 

失業人數（千人） 12 34 22 34 46 54 53 49 46 44 411 29 
 男 性 7 21 13 20 30 34 32 30 28 26 245 16 
 女 性 5 13 9 13 16 20 21 19 18 18 166 12 

非勞動力（千人） 728 803 875 859 927 929 941 939 947 962 7,644 525 
 男 性 207 254 287 319 353 358 365 365 367 372 2,936 201 
 女 性 521 548 588 540 574 570 576 573 580 590 4,708 324 

 

人力運用概況 
 

 臺北市 臺灣地區 高雄市
93 年 94 年 95 年 95 年 95 年

有
工
作
能
力
之
非
勞
動
力 

人數(千人) 694 694 702 5,551 394 

有 
 
就 
 
業 
 
意 
 
願 

人數（千人） 42 45 58 317 14 
比率（％） 5.98 6.54 8.23 5.71 3.53 

職業
類型 
(%)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

25.59 34.86 31.23 17.16 25.50 

事務工作人員 20.40 20.80 32.93 17.51 9.07 
服務工作人員
及售貨員

21.57 16.97 17.98 20.14 20.96 

生產工人、機械設
作操作工及體力工 22.24 13.76 12.88 39.23 36.83 

其他 10.20 13.61 4.98 5.96 7.64 

失 
 

業 

人數(千人) 49 45 42 402 28 
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比率(%) 56.54 58.16 52.92 56.78 51.96 
未
就
業
原
因

(%)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待遇太低 47.61 40.72 67.52 57.59 59.51 
地點不理想 20.16 18.59 10.45 17.93 5.06 
學非所用 10.28 4.87 8.30 4.16 -
工作環境不良 12.20 21.68 5.12 7.27 4.18 
其他 9.75 14.14 8.61 13.05 31.25 

沒有工作機會比率(%) 43.46 41.84 47.08 43.22 48.04 

就 
 

業 

人數(千人) 1,134 1,133 1,137 10,064 660 
新進
及 
重新
就業 

人數（千人） 39 50 54 456 26 

行業 
(%)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農、工業 10.75 21.03 8.70 33.07 40.55 
服務業 89.25 78.97 91.30 66.93 59.45 

就業移轉率(%) 7.76 6.35 5.63 6.09 6.51 
從事現職平均工作期間（月） 88 92 98 104 9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月報、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附    註：勞動力係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失業者係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同時具有下列條件者：(1)無工作；(2)隨時可以工
作；(3)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此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
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失業率係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非勞動力：係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因就學、料理
家務、高齡、身心障礙、想工作而未找工作及其他原因等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就業移轉率係指就業者過去一年間曾經轉業人數占就業人數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