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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係政府有效配置人力資源、策訂經建計畫之重

要參據，實屬不可或缺之重要統計指標。我國因屬於海島國家，受限

於地形發展及地狹人稠，天然資源有限，如何有效運用人力資源，遂

成為我國至關重要課題。為明瞭臺灣地區及各市縣人力供應情形，勞

動力之數量、品質、就業、失業狀況與人力發展趨勢，爰由行政院主

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統籌規劃、各市縣政府執行實地訪查作業，

以家戶內年滿 15 歲人口為對象，按月辦理人力資源調查；同時為提

升統計應用時效，主計總處定期彙整調查結果，編製人力資源統計月

報，於每月 22 日發布臺灣地區失業率，亦於每半年發布各市縣失業

率。 

本調查係採分層二階段隨機抽樣法(stratified two-stage random 

sampling method)，第一階段先抽出約 520 個樣本村里，第二階段再

抽出約 2 萬 600 樣本戶，兼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之按月調查，其中

新北市每月調查約 2,200 戶，經累計彙整 12 個月統計資料量，據以

計算新北市重要勞動力統計指標。 

為了解新北市勞動市場供需態勢，勞動力品質、數量、就業及失

業狀況，茲分析 106 年新北市人力資源調查結果，供作新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市府)擬訂人力政策、規劃勞動力及推動職業訓練等各項施政

措施之重要參據，同時公布於網站供各界參用。 

 

  



 
 

凡   例 

 

一、 資料因四捨五入關係，故部分統計表總計數與各細項和

之尾數，容或未能相符。 

二、 本分析所用各種符號之代表意義如下: 

0 ：表示數值不及半單位 

－：表示無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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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力資源重要指標 

    「人力資源調查」係主計總處統籌規劃、各市縣政府執行實地訪

查作業，按月調查臺灣地區樣本家戶約 2 萬戶，以蒐集其戶內年滿

15 歲以上人口之勞動力品質、數量及就業、失業狀況，並由該總處

按月發布臺灣地區失業率及每半年公布各市縣失業率，供作政府部門

擬訂人力政策、規劃勞動力及辦理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等各項施政措

施之重要參據。新北市由市府主計處派員以面訪與電話訪問受訪者，

每月調查約 2,200 家，經累計 12 個月調查資料量，據以計算 106 年

新北市人力資源重要指標及其變動情形，以供施政參考。 

一、 106 年新北市人力資源重要指標 

106 年新北市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345 萬 2 千人，其中勞動

力人口 203 萬 7 千人，非勞動力人口 141 萬 5 千人，勞動力參與

率(以下簡稱勞參率)為 59.0%；勞動力人口中就業者 196 萬 1 千

人，失業者 7 萬 7 千人，失業率為 3.8%。 

二、 近 10 年(97 年至 106 年，以下同)新北市人力資源重要指標變動

情形 

(一)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增加 31 萬 7 千人，增幅 10.11%。 

(二)勞動力：增加 17 萬 9 千人，增幅 9.63%。 

1.就業者：增加 17 萬 8 千人，增幅 9.98%。 

2.失業者：增加 2 千人，增幅 2.67%。 

3.失業率：減少 0.3 個百分點。 

(三)勞參率：減少 0.3 個百分點。 

(四)非勞動力：增加 13 萬 8 千人，增幅 10.81%。 

   近 4 年(103 至 106 年)新北市勞動力超過 200 萬人，勞參率

維持穩定約 59.0%，失業率則低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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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近 10 年新北市人力資源重要指標變動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合計 就業者 失業者

① ②=③+④ ③ ④ ④/② ②/① ①-②

97年 3,135 1,858 1,783 75 4.1 59.3 1,277

98年 3,192 1,883 1,773 110 5.9 59.0 1,309

99年 3,249 1,895 1,796 99 5.2 58.3 1,354

100年 3,296 1,938 1,853 85 4.4 58.8 1,358

101年 3,336 1,976 1,892 84 4.2 59.2 1,361

102年 3,368 1,993 1,910 83 4.2 59.2 1,375

103年 3,390 2,006 1,927 79 3.9 59.2 1,384

104年 3,411 2,021 1,945 76 3.7 59.2 1,390

105年 3,430 2,027 1,947 80 3.9 59.1 1,402

106年 3,452 2,037 1,961 77 3.8 59.0 1,415

走勢圖

非勞動力

(千人)年別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千人)

勞動力(千人)
失業率(%) 勞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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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臺灣地區及六都人力資源重要指標比較 

(一)15 歲以上民間人口：臺灣地區 2,004 萬 9 千人，六都中以新北

市 345 萬 2 千人最多，臺南市 163 萬人最少。 

(二)勞動力：臺灣地區 1,179 萬 5 千人，六都中以新北市 203 萬 7

千人最多，臺南市 100 萬 2 千人最少。 

1.就業者：臺灣地區 1,135 萬 2 千人，六都中以新北市 196 萬 1

千人最多，臺南市 96 萬 3 千人最少。 

2.失業者：臺灣地區 44 萬 3 千人，六都中以新北市 7 萬 7 千人

最多，臺南市 3 萬 8 千人最少。 

3.失業率：臺灣地區為 3.76%，六都中以臺中市 3.7%最低，桃

園市 3.9%最高。 

(三)勞參率：臺灣地區為 58.83%，六都中以臺南市 61.5%最高，臺

北市 57.4%最低。 

(四)非勞動力：臺灣地區為 825 萬 4 千人，六都中以新北市 141 萬

5 千人最多，臺南市 62 萬 8 千人最少。 
 

       表 1-2 106 年臺灣地區與六都人力資源重要指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合計 就業者 失業者

① ②=③+④ ③ ④ ④/② ②/① ①-②

臺灣地區 20,049 11,795 11,352 443 3.76 58.83 8,254

新北市 3,452 2,037 1,961 77 3.8 59.0 1,415

臺北市 2,311 1,326 1,276 50 3.8 57.4 985

桃園市 1,812 1,062 1,020 41 3.9 58.6 751

臺中市 2,340 1,359 1,309 50 3.7 58.1 981

臺南市 1,630 1,002 963 38 3.8 61.5 628

高雄市 2,397 1,387 1,335 53 3.8 57.9 1,009

非勞動力

(千人)區域

15歲以上民間人口

(千人)

勞動力(千人)
失業率(%) 勞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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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北市人力資源 

一、 各年齡層人口結構 

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人口結構變動情形，雖仍以「25 至 44

歲」人口為主，但其占總人口比率已由 97 年之 34.9%下滑至 106

年之 31.4%，減少 3.5 個百分點；「45 至 64 歲」人口比率，自

97 年 26.3%上升至 106 年 31.2%，增加 4.9 個百分點；隨著衛生

醫療品質提升及國人養生保健觀念日益普及，「65 歲及以上」人

口比率，從 97 年 7.8%上升至 106 年 12.6%，增加 4.8 個百分點，

而「14 歲及以下」人口比率，從 97年 16.4%下降至 106 年 12.5%，

減少 3.9 個百分點，顯示 106 年新北市 25 至 64 歲中壯年人口數

占比(62.6%)雖逾六成且較 97 年(61.2%)略高，惟少子化及高齡化

問題仍持續影響新北市人口結構，而其所帶來的勞動力來源減少

對社會經濟之衝擊，實為政府需正視之議題(圖 2-1)。 

 

          圖 2-1 近 10 年新北市人口結構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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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動力 

勞動力係指 15 歲以上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及

失業者。106 年新北市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345 萬 2 千人，其中

包括勞動力 203 萬 7 千人及非勞動力 141 萬 5 千人；97 年新北

市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313 萬 5 千人，其中包括勞動力 185 萬 8

千人及非勞動力 127 萬 7 千人；10 年來新北市總人口數雖增加

3.99%，惟受少子化影響，106 年未滿 15 歲人口較 97 年減少

20.83%，同期間雖 15 歲以上民間勞動力增加 9.63%，惟自 102

年後之年增率趨緩，未來恐發生勞動力不足情形(表 2-1)。 

       表 2-1 近 10 年新北市人口數及勞動力變動情形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小計 勞動力 非勞動力

①+② ① ②=③+④ ③ ④=⑤+⑥ ⑤ ⑥

 97年 3,834 629 3,205 70 3,135 1,858 1,277

 98年 3,874 612 3,262 70 3,192 1,883 1,309

 99年 3,897 586 3,311 62 3,249 1,895 1,354

 100年 3,916 567 3,350 54 3,296 1,938 1,358

 101年 3,939 554 3,386 50 3,336 1,976 1,361

 102年 3,955 545 3,410 42 3,368 1,993 1,375

 103年 3,967 535 3,431 41 3,390 2,006 1,384

 104年 3,971 517 3,454 43 3,411 2,021 1,390

 105年 3,979 507 3,472 42 3,430 2,027 1,402

 106年 3,987 498 3,489 37 3,452 2,037 1,415

走勢圖

年別
總人口數 未滿15歲人口

15歲以上人口

合計
武裝勞動力及

監管人口

民間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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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程度 

隨教育普及化，新北市勞動力之教育程度水準亦有顯著提

升，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各教育程度別勞動力占整體勞動力之比

率，106 年「大專及以上」勞動力之比率為 51.55%，較 97 年之

41.17%，增加 10.38 個百分點，新北市自 105 年起勞動力逾半

數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且比率逐年增加，同一期間「國

中及以下」勞動力之比率從 23.74%減為 14.87%，計減少 8.87

個百分點，顯示高等教育已逐漸向下扎根，進而提高勞動人力

素質(圖 2-2)。 

 

圖 2-2 近 10 年新北市勞動力結構－按教育程度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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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 

近 10 年新北市勞動力皆以「25 至 44 歲」逾 100 萬人為大

宗，惟其占整體勞動力之比率逐年下降，從 97 年的 59.58%減

至 106 年的 54.15%；而「45 歲以上」勞動力之比率則由 97 年

的 31.59%增加至 106 年的 38.00%。同一期間「15 至 24 歲」勞

動力之比率則由 8.77%減至 7.90%，究其原因除受少子化及人

口高齡化影響，中高齡勞動者延後退休，且高等教育普及致青

年延後進入勞動市場亦為主因。綜上顯示，新北市勞動市場結

構已悄悄改變，年輕人於勞動市場比率逐漸減少，但勞動就業

市場必須源源不斷注入新血，方能有效活絡經濟(圖 2-3)。 

 

圖 2-3 近 10 年新北市勞動力結構－按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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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 

106 年新北市男性勞動力 111 萬 9 千人，較 97 年之 105 萬

7 千人，增加 5.87%；106 年女性勞動力 91 萬 8 千人，較 97 年

之 80 萬 1 千人，增加 14.61%，顯示近 10 年新北市男性與女性

勞動力均增加，且女性勞動力增幅較男性高出 8.74 個百分點。

又女性勞動力占整體勞動力之比率，從 97 年 43.11%增至 106

年 45.07%，10 年來增加 1.96 個百分點，顯示新北市勞動市場

中男、女性勞動力比率差距逐漸縮小，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之意

願提升(圖 2-4)。 
 

 

圖 2-4 近 10 年新北市勞動力及其比率－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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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業者 

就業者定義係參採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之規定，與世界各主要國家勞動力調查定義

相同，即凡在調查資料標準週(每個月含 15 日之一週)內，年滿

15歲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1)從事有酬工作(不論時數多寡)，

或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2)有工作而未做之

有酬工作者；(3)已受僱用領有報酬但因故未開始工作者，均視

為就業者。依上述定義，106 年新北市就業人數 196 萬 1 千人，

較 97 年之 178 萬 3 千人，增加 17 萬 8 千人(9.98%)。另為明瞭

新北市就業市場現況，進一步觀察就業者之教育程度、年齡、性

別、行業、職業及從業身分等 6 項特徵如下： 

(一) 教育程度 

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之教育程度，106 年新北市就業

者教育程度別為「大專及以上」者占整體就業人數之比率為

51.40%，較 97 年之 41.17%，增加 10.23 個百分點；「國中及以

下」比率為 15.04%，較 97 年之 23.78%，減少 8.74 個百分點，

此一結果與前述勞動力之教育程度別變動相似，亦即 10 年來新

北市就業市場之人力素質已大幅提升，且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為

「大專及以上」者於 105 年首度突破半數後，106 年該比率續

增 1.22 個百分點(圖 2-5)。 

 

圖 2-5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結構－按教育程度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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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之年齡層雖以「25 至 44 歲」為主，

惟其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之比率卻持續下降，106 年「25

至 44 歲」所占比率 54.05%，較 97 年之 59.84%，減少 5.79 個

百分點；「15 至 24 歲」所占比率在 103 年達到低點後，近 3 年

則持續上升，106 年為 7.45%，較 103 年之 7.11%增加 0.34 個

百分點，顯示青年族群延緩或不進入就業市場之情形已獲得初

步改善。106 年「45 至 64 歲」及「65 歲及以上」比率合計為

38.50%，較 97 年之 31.97%增加 6.53 個百分點，顯示在人口高

齡化及勞動者延長工作年限下，45 歲以上之中高齡就業者將增

加，成為勞動力主要來源之一(圖 2-6)。 

 

圖 2-6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結構－按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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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 

106 年新北市就業者中，男性就業人數 107 萬 1 千人，女

性就業人數 89 萬人，占整體就業人數之比率分別為 54.61%及

45.39%，其差距(男性-女性)9.22 個百分點。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

男、女性就業者之差距變動情形，97 年男、女性就業比率差距

為 13.58 個百分點(56.79%-43.21%)，較 98 年之 11.90 個百分點

(55.95%-44.05%)減少 2.68 個百分點，較 106 年之 9.22 個百分

點減少 4.36 個百分點，長期來看，男性與女性就業者比率之差

距有逐年縮小趨勢，顯示女性參與就業市場情形逐漸上升(圖

2-7)。 

 

圖 2-7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結構－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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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業 

1.人數及比率:106 年新北市就業者六成四從事「服務業」，三成

五從事「工業」 

106 年新北市就業者中，從事「服務業」125 萬 5 千人，「工

業」69 萬 2 千人，「農林漁牧業」1 萬 3 千人，若與 97 年之就

業人數比較，「服務業」增加 14.19%，「工業」增加 2.82%，

顯示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投入「服務業」之人數最多且增幅

大。又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之比率，

「服務業」由 97 年 61.67%增加至 106 年 64.03%，增加 2.36

個百分點；「工業」則由 97 年 37.77%降至 106 年 35.31%，減

少 2.46 個百分點；「農林漁牧業」由 97 年 0.56%增至 106 年

0.66%，增加 0.10 個百分點，綜上可知，新北市就業者以從事

「服務業」為主，且其就業人數逐年增加(圖 2-8)。 

 

          圖 2-8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人數及其比率－按行業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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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別:106 年新北市女性就業者逾七成從事「服務業」，且 10

年來女性從事「服務業」人數成長 21.38%，較男性高出 14.25

個百分點 

106 年新北市男性就業者中，從事「服務業」為 58 萬 6

千人、「工業」為 47 萬 4 千人，分別占男性就業人數之 54.72%

及 44.26%；而同期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為 67 萬人、「工

業」為 21萬 7千人，分別占女性就業人數之 75.28%及 24.38%，

顯示新北市就業者不論男性或女性皆以「服務業」為主。觀察

近 10 年新北市男、女性就業者之行業結構變動情形，男性就

業者從事「服務業」比率介於 54.05%至 55.53%之間，從事「工

業」比率介於 43.50%至 45.16%，從事「農林漁牧業」約占 1%；

而女性就業者逾七成從事「服務業」，僅二成餘從事「工業」，

尤其 10 年來，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比率不僅逐年遞增，

且就業人數由 97 年的 55 萬 2 千人增加至 106 年的 67 萬人，

成長 21.38%，較男性成長之 7.13%高出 14.25 個百分點(表

2-2)。 

       表 2-2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人數－按性別與行業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小計  服務業  工業  農林漁牧業  小計  服務業  工業  農林漁牧業

 ①+②+③  ①  ②  ③  ④+⑤+⑥  ④  ⑤  ⑥

 97年 1,012 547 456 8 770 552 217 2

 98年 992 537 448 8 781 570 209 1

 99年 997 547 443 7 799 589 208 1

 100年 1,030 566 456 9 822 611 210 1

 101年 1,046 580 455 11 846 630 216 1

 102年 1,057 587 460 10 853 635 216 1

 103年 1,066 590 467 9 861 642 217 2

 104年 1,073 592 471 10 872 650 220 2

 105年 1,070 590 471 9 877 655 220 2

 106年 1,071 586 474 11 890 670 217 2

走勢圖

 男性人數(千人) 女性人數(千人)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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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都比較: 106 年六都就業者之行業結構，從事「服務業」以

臺北市 80.96%最高，「工業」以桃園市 45.35%最高，「農林

漁牧業」以臺南市 7.05%最高 

106 年臺灣地區就業人數總計 1,135 萬 2 千人，其中以新

北市 196 萬 1 千人最多，其餘依序為高雄市 133 萬 5 千人及臺

中市 130 萬 9 千人，六都就業人數合計 786 萬 4 千人，占臺灣

地區就業人數近七成。若以行業別觀之，106 年臺灣地區就業

人口中，從事「服務業」673萬2千人，占總就業人數之59.30%，

從事「工業」406 萬 3 千人，占 35.79%，從事「農林漁牧業」

55 萬 7 千人，僅占 4.91%；續觀六都就業者行業結構，「服務

業」以臺北市 80.89%居冠，其次為新北市 64.03%，高雄市

60.49%居第 3；三者均高於臺灣地區之 59.30%；「工業」以桃

園市 45.35%最高，其次為臺南市 41.70%，臺中市 38.91%居第

3；「農林漁牧業」以臺南市 7.05%為最高，其餘五都皆低於 4% 

(表 2-3)。 

觀察近 10 年六都就業者之行業結構變動，除臺北市外，

其餘五都就業者均為從事「服務業」比率增加、從事「工業」

比率減少，其中新北市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比率，由 97 年

61.67%增至 106 年 64.03%，計增加 2.36 個百分點，顯示近 10

年新北市服務業之就業機會明顯增加。 

表 2-3 97 年及 106 年臺灣地區與六都就業人數及比率－按行業別分 

                                                             

 

合計 合計

 ①+②+③  ①  ①/①+②+③  ②  ②/①+②+③  ③  ③/①+②+③  ④+⑤+⑥  ④  ④/④+⑤+⑥  ⑤  ⑤/④+⑤+⑥  ⑥  ⑥/④+⑤+⑥

臺灣地區 10,403 6,036 58.02 3,832 36.84 535 5.14 11,352 6,732 59.30 4,063 35.79 557 4.91

新北市 1,783 1,099 61.67 673 37.77 10 0.56 1,961 1,255 64.03 692 35.31 13 0.66

臺北市 1,182 957 80.96 222 18.78 3 0.25 1,276 1,033 80.89 241 18.87 3 0.23

桃園市 874 449 51.31 414 47.31 12 1.37 1,020 547 53.57 463 45.35 11 1.08

臺中市 1,192 663 55.67 494 41.48 34 2.85 1,309 761 58.18 509 38.91 38 2.91

臺南市 887 448 50.45 382 43.02 58 6.53 963 494 51.24 402 41.70 68 7.05

高雄市 1,243 744 59.90 453 36.47 45 3.62 1,335 807 60.49 483 36.21 44 3.30

106年

服務業 工業 農林漁牧業

97年

服務業 工業 農林漁牧業地區別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15 

 

4.六都男、女性比較:106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中，從事「工業」

比率以桃園市 53.20%最高、「服務業」比率以臺北市 74.29%

最高；六都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比率皆超過六成 

106 年臺灣地區男性就業者以從事「服務業」310 萬人最

多，占男性總就業人數(630 萬 5 千人)近五成，其次為從事「工

業」人數 279 萬 9 千人，占男性總就業人數之 44.39%，而從

事「農林漁牧業」人數 40 萬 6 千人，僅占男性總就業人數之

6.44%。106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比率以臺北市

74.29%最高，其次是新北市 54.72%；從事「工業」比率以桃

園市 53.20%最高，其次為臺南市 50.38%；從事「農林漁牧業」

則以臺南市人數 4 萬 8 千人最多、比率 9.02%最高，其餘五都

比率皆未逾 5%。 

106 年臺灣地區女性就業者以從事「服務業」363 萬 3 千

人最多，占女性總就業人數(504 萬 7 千人)逾七成，其次為從

事「工業」人數 126 萬 4 千人，占女性總就業人數之 25.04%，

而從事「農林漁牧業」人數 15 萬 1 千人，僅占女性總就業人

數之 2.99%。106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皆以從事「服務業」為主，

其比率以臺北市之 88.20%最高，其次為新北市之 75.28%，其

餘皆逾六成；從事「工業」比率以桃園市之 35.73%最高，其

次為臺南市之 31.02%；從事「農林漁牧業」亦以臺南市人數 2

萬人最多、比率 4.63%最高，其餘五都之比率皆未逾 3%(表

2-4)。 

    表 2-4 106 年臺灣地區與六都就業人數－按性別與行業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合計 服務業 工業 農林漁牧業 合計 服務業 工業 農林漁牧業

①+②+③ ① ② ③ ④+⑤+⑥ ④ ⑤ ⑥

臺灣地區 6,305 3,100 2,799 406 5,047 3,633 1,264 151

新北市 1,071 586 474 11 890 670 217 2

臺北市 665 494 168 3 610 538 72 0

桃園市 562 254 299 9 459 293 164 2

臺中市 723 340 353 30 586 421 156 9

臺南市 532 216 268 48 432 278 134 20

高雄市 743 367 345 31 592 441 138 13

 男 女

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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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職業 

1.人數及比率: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職業別為「專業人員」之

比率增加 3.73 個百分點最多 

106 年新北市各職業別就業人口中，以「技藝有關工作人

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55 萬 8 千人(占 28.45%)最多，

其次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46 萬 3 千人(占 23.61%)，「服

務及銷售工作人員」39 萬 4 千人(占 20.09%)居第 3；此 3 類人

員，計占整體就業人數逾七成。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各

職業別占整體就業人數，專業程度較高之「專業人員」由 97

年之 8.41%增至 106 年之 12.14%，增加 3.73 個百分點最多；「服

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由 18.00%增至 20.09%，增加 2.09 個百分

點次之；而「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人

數雖增加 8 千人，但其比率卻減少 2.40 個百分點(表 2-5)。 

        表 2-5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人數－按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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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業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及勞力

工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97年 1,783 77 150 462 214 321 10 550

98年 1,773 68 152 484 214 316 10 530

99年 1,796 67 154 484 224 343 8 516

100年 1,853 68 204 426 223 374 10 548

101年 1,892 68 211 434 234 377 12 557

102年 1,910 60 218 442 230 394 11 555

103年 1,927 65 226 447 227 390 10 561

104年 1,945 66 229 465 222 394 12 557

105年 1,947 71 229 469 216 398 10 554

106年 1,961 72 238 463 224 394 12 558

走勢圖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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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性:106年新北市男性就業者逾四成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近 10 年以「專業人員」比率增加

3.36 個百分點最多 

106 年新北市男性各職業別就業人口中，以「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43 萬 6 千人(占 40.71%)最

多，其次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21 萬 3 千人(占 19.89%)，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8 萬 3 千人(占 17.09%)居第 3；近

10 年新北市男性就業者職業別為「專業人員」之人數由 97 年

8 萬 6 千人增加至 106 年 12 萬 7 千人，其占男性整體就業人

數比率亦由 8.50%增至 11.86%，增加 3.36 個百分點，成長幅

度為各職業別最大；同期間「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由 14 萬

4 千人增加至 18 萬 3 千人，其比率亦由 14.23%增至 17.09%，

增加 2.86 個百分點，成長幅度次之，而「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人數雖增加 1 萬 5 千人，但其比率卻

減少 0.89 個百分點(表 2-6)。 

      表 2-6 近 10 年新北市男性就業人數－按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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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業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人

員、機械設備操

作及勞力工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97年 1,012 64 86 240 49 144 9 421

98年 992 55 88 252 47 140 8 402

99年 997 53 91 254 48 155 7 389

100年 1,030 53 114 219 52 175 9 408

101年 1,046 51 114 218 54 180 11 418

102年 1,057 44 118 222 49 189 10 426

103年 1,066 50 119 216 48 189 9 435

104年 1,073 50 121 217 51 190 10 435

105年 1,070 51 117 218 52 193 9 431

106年 1,071 50 127 213 52 183 10 436

走勢圖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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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106 年新北市女性就業者近三成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近 10 年以「專業人員」所占比率增加 4.05 個百分點

最多 

106 年新北市女性各職業別就業人口中，以「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25 萬 1 千人(占 28.20%)最多，其次為「服務及

銷售工作人員」21 萬人(占 23.60%)，「事務支援人員」17 萬 2

千人(占 19.33%)居第 3；近 10 年新北市女性就業者職業別為

「專業人員」之人數持續成長，由 97 年 6 萬 4 千人增加至 106

年11萬人，其占女性整體就業人數比率亦由8.31%增至12.36%，

增加 4.05 個百分點，成長幅度為各職業別中最大；同期間「民

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由 1 萬 2 千人增至 2 萬 2 千人，其

所占比率亦由 1.56%增至 2.47%，增加 0.91 個百分點，成長幅

度次之，而「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人

數則減少 6 千人，其比率亦減少 2.91 個百分點(表 2-7)。 

       表 2-7 近 10 年新北市女性就業人數－按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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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業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及勞力

工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97年 770 12 64 222 165 177 2 128

98年 781 13 64 232 167 175 1 128

99年 799 14 63 230 176 188 1 127

100年 822 15 89 207 170 199 1 140

101年 846 17 98 216 180 197 1 139

102年 853 17 101 220 181 204 1 129

103年 861 15 108 231 179 201 2 126

104年 872 16 108 248 171 204 2 123

105年 877 20 112 251 165 205 2 123

106年 890 22 110 251 172 210 2 122

走勢圖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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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都比較:106 年六都就業者中，「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所占比率均以臺

北市、新北市較高，分居六都第 1 及第 2 

106 年臺灣地區各職業別就業者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比率 30.96%最高；六都就業者中，

除臺北市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比率 29.62%最高外，

其餘五都均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比率約三至四成最高。另觀察六都職業結構，「民意代表、主

管及經理人員」比率以臺北市 10.58%居六都之冠，表示臺北

市就業者約每 10 位中就有 1 位為「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

員」，其次為新北市之 3.67%；「專業人員」及「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比率亦以臺北市之 23.43%及 29.62%最高，其次為

新北市之 12.14%及 23.61%；而「事務支援人員」則以桃園市

比率 15.69%最高；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之「服

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比率相近且皆逾兩成；「農、林、漁、牧

業生產人員」及「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所占比率則以臺南市之 6.33%及 37.69% 最高(圖 2-9)。 

 

圖 2-9 106 年臺灣地區與六都就業者結構－按職業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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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都男性比較:六都男性就業者中，以雙北從事職業之專業性

較高，近 10 年新北市男性就業者之「專業人員」比率增加 1.67

個百分點，居六都第 2 

106 年六都男性各職業別就業者中，除臺北市以「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比率 25.11%最高外，其餘五都皆以「技藝

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比率逾四成最高。觀

察近 10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之職業結構變動情形，106 年六都

男性就業之「專業人員」比率及「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比率

均較 97 年增加，而「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比率及「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比率則均呈減少，其中新北市男性「專

業人員」比率增加 1.67 個百分點，六都中僅次於臺北市之 4.49

個百分點，顯示新北市男性就業者之專業程度逐漸提升(表 2-8、

表 2-9)。 

          表 2-8 106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結構－按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表 2-9 近 10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結構之變動情形－按職業別分 

   單位：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人數

②

比率

②/①

人數

③

比率

③/①

人數

④

比率

④/①

人數

⑤

比率

⑤/①

人數

⑥

比率

⑥/①

人數

⑦

比率

⑦/①

人數

⑧

比率

⑧/①

新北市 1,071 50 4.67 127 11.86 213 19.89 52 4.86 183 17.09 10 0.93 436 40.71

臺北市 665 92 13.83 158 23.76 167 25.11 38 5.71 95 14.29 2 0.30 113 16.99

桃園市 562 25 4.45 58 10.32 99 17.62 32 5.69 81 14.41 8 1.42 258 45.91

臺中市 723 18 2.49 58 8.02 140 19.36 28 3.87 119 16.46 29 4.01 331 45.78

臺南市 532 15 2.82 44 8.27 66 12.41 17 3.20 86 16.17 43 8.08 260 48.87

高雄市 743 25 3.36 72 9.69 124 16.69 37 4.98 126 16.96 29 3.90 331 44.55

服務及銷售工

作人員

農、林、

漁、牧業生

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及勞力

工

直轄

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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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合計

①

直轄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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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業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及勞力

工

新北市 -1.03 1.67 -2.62 -0.12 1.27 0.03 -1.38

臺北市 -1.18 4.49 -3.14 0.13 0.07 -0.09 -1.37

桃園市 -0.72 1.00 -2.31 0.21 0.75 -0.34 0.64

臺中市 -1.91 0.74 -0.69 0.23 1.33 0.08 -0.33

臺南市 -1.93 0.11 -1.39 -0.28 0.81 0.23 1.28

高雄市 -1.78 0.62 -1.36 0.41 0.75 -0.32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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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六都女性比較:六都女性就業者中，雙北以「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為主，中南部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

作及勞力工」為大宗，近 10 年新北市女性「專業人員」比率

明顯增加 4.05 個百分點 

106年六都女性各職業別就業者中，新北市及臺北市以「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比率最高，分別占 28.20%及 34.53%，

桃園市以「事務支援人員」比率 27.89%最高，臺中市、臺南

市及高雄市女性就業者則皆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比率最

高。觀察近 10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之職業結構變動情形，106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之「專業人員」比率均較 97 年增加，而「技

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比率則減少，其中

新北市「專業人員」比率明顯增加 4.05 個百分點；且同期間

女性「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比率亦增加 0.91 個百分

點，增幅在六都中僅次於臺北市之 1.25 個百分點；顯示新北

市女性就業者之專業程度已逐漸提升(表 2-10、表 2-11)。 

           表 2-10 106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結構－按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人數

②

比率

②/①

人數

③

比率

③/①

人數

④

比率

④/①

人數

⑤

比率

⑤/①

人數

⑥

比率

⑥/①

人數

⑦

比率

⑦/①

人數

⑧

比率

⑧/①

新北市 890 22 2.47 110 12.36 251 28.20 172 19.33 210 23.60 2 0.22 122 13.71

臺北市 611 43 7.04 141 23.08 211 34.53 98 16.04 94 15.38 0 0.00 24 3.93

桃園市 459 6 1.31 54 11.76 69 15.03 128 27.89 101 22.00 1 0.22 99 21.57

臺中市 586 5 0.85 85 14.51 120 20.48 127 21.67 145 24.74 7 1.19 97 16.55

臺南市 432 5 1.16 53 12.27 61 14.12 79 18.29 113 26.16 17 3.94 103 23.84

高雄市 592 8 1.35 82 13.85 80 13.51 137 23.14 166 28.04 11 1.86 108 18.24

服務及銷售工

作人員

農、林、

漁、牧業生

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及勞力

工

直轄

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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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支援人員人數

合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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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1 近 10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結構之變動情形－按職業別分 

       單位：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直轄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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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業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工作

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及勞力

工

新北市 0.91 4.05 -0.63 -2.10 0.61 -0.04 -2.92

臺北市 1.25 8.43 -4.53 -2.22 -1.25 0.00 -1.68

桃園市 -0.25 3.73 -8.02 8.72 -0.28 -0.30 -4.08

臺中市 -0.29 6.14 0.14 -1.33 -1.30 -0.52 -3.03

臺南市 0.13 2.76 -1.30 -0.74 2.25 -0.69 -2.38

高雄市 -0.33 3.36 -4.09 3.85 -0.99 -0.3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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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從業身分 

就業者從業身分包括「雇主」、「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

工作者」及「受僱者」等 4 大類型，其中「受僱者」又再細分

為「受私人僱用者」及「受政府僱用者」等。 

1.人數及比率: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中「受私人僱用者」比率

皆逾七成，且比率逐年增加 

106 年新北市各類從業身分之就業者以「受私人僱用者」

152 萬 8 千人(占 77.92%)最多，其餘依序為「自營作業者」15

萬 3 千人(占 7.80%)，「受政府僱用者」14 萬 6 千人(占 7.45%)；

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者的從業身分結構之變化，「受私人僱

用者」之人數逐年增加，其占整體就業人數之比率自 97 年之

73.81%上升至 106 年之 77.92%，增加 4.11 個百分點；其餘 4

類偶有波動，但長期仍呈下降趨勢，其中「自營作業者」比率

自 97 年之 9.31%，下降至 106 年之 7.80%，減少 1.51 個百分

點最多(表 2-12)。 

        表 2-12 近 10 年新北市就業人數－按從業身分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合計 受私人僱用者 受政府僱用者

①+②+③+④ ① ② ③ ④=⑤+⑥ ⑤ ⑥

97年 1,783 98 166 65 1,454 1,316 138

98年 1,773 88 158 62 1,465 1,316 149

99年 1,796 83 159 63 1,491 1,340 151

100年 1,853 82 159 60 1,552 1,398 153

101年 1,892 83 158 59 1,591 1,428 164

102年 1,910 85 153 60 1,613 1,452 161

103年 1,927 81 157 58 1,630 1,484 146

104年 1,945 76 159 55 1,656 1,512 144

105年 1,947 81 149 54 1,663 1,520 144

106年 1,961 79 153 55 1,674 1,528 146

走勢圖

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屬

工作者

受僱者

年別
總計 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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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都男性比較:106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中，「受私人僱用者」比

率以桃園市 77.76%最高，「自營作業者」比率則以臺南市

19.17%最高 

106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之從業身分中，「受私人僱用者」

比率以桃園市 77.76%最高、臺南市 65.79%最低；「受政府僱

用者」比率以臺北市 10.53%最高、桃園市 5.16%最低；「自營

作業者」比率以臺南市 19.17%最高、其次為臺中市 15.08%、

高雄市 14.40%居六都第 3、臺北市 9.47%最低，顯示北部新北

市、臺北市及桃園市三都男性自營作業者比率皆低於中南部臺

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三都(表 2-13)。 

          表 2-13 106 年六都男性就業者結構－按從業身分別分 

                                                                          單位：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直轄市別 雇主 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受私人僱用者 受政府僱用者

新北市 5.88 10.36 1.21 76.47 6.07

臺北市 7.97 9.47 1.05 70.98 10.53

桃園市 5.69 9.79 1.42 77.76 5.16

臺中市 6.78 15.08 3.60 68.05 6.50

臺南市 5.08 19.17 3.38 65.79 6.58

高雄市 5.25 14.40 2.56 69.99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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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六都女性比較:106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中，「受私人僱用者」比

率以桃園市 81.48%最高，「受政府僱用者」比率則以臺北市

16.86%最高 

106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之從業身分中，「受私人僱用者」

比率以桃園市81.48%最高，新北市79.66%次之，臺南市69.91%

最低；「受政府僱用者」比率以臺北市 16.86%最高，桃園市

7.63%最低；「無酬家屬工作者」比率以臺南市 10.65%最高、

臺北市 3.11%最低，顯示北部新北市、臺北市及桃園市三都女

性就業者大多為受僱者，且較中南部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三都比率高出約一成(表 2-14)。 

        表 2-14 106 年六都女性就業者結構－按從業身分別分 

                                                                            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直轄市別 雇主 自營作業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受私人僱用者 受政府僱用者

新北市 1.80 4.61 4.72 79.66 9.10

臺北市 1.96 4.26 3.11 73.49 16.86

桃園市 1.74 4.79 4.36 81.48 7.63

臺中市 2.22 6.66 9.56 71.16 10.41

臺南市 1.62 8.33 10.65 69.91 9.26

高雄市 2.03 7.77 8.11 70.61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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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勞動力參與率 

勞動力參與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簡稱勞參率)

指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也就是 15 歲以上民間人

口中，參與勞動的比率，勞參率=勞動力÷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100%。因勞動力包含就業者與失業者，故無論是就業者或失業

者的增減，都會影響其高與低，經濟學上以勞參率指標來衡量國

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 

(一) 整體勞參率 

觀察新北市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勞動參與情形，受 98 年

金融風暴衝擊就業市場之影響，99 年升格改制前，新北市整體

勞參率降至 58.3%，為近 10 年最低點；升格改制後，市府積極

招商引資，創造就業機會，並建立完善的就業服務體系，提供

就業服務，舉凡職業訓練與證照輔導及提供失業給付等，使得

新北市整體勞參率逐步回升至金融風暴前水準，101 年至 104

年維持在 59.2%，近 2 年(105 年及 106 年)雖略為下降，但 106

年仍有 59.0%的水準(圖 2-10)。 

 

圖 2-10 近 10 年新北市勞參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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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程度 

106 年新北市不同教育程度者之勞參率，以教育程度「大

專及以上」勞參率69.2%最高，其次為「高中(職)」勞參率61.1%，

「國中及以下」勞參率 37.1%居第 3；另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不

同教育程度者之勞參率，「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之勞參率自

97 年 70.3%降至 106 年 69.2%，下降 1.1 個百分點；「高中(職)」

教育程度者之勞參率自 97 的 63.1%降至 106 年的 61.1%，下降

2.0 個百分點；「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之勞參率自 97 年的

43.5%下降至 106 年的 37.1%，下降 6.4 個百分點，由此顯示受

少子化影響，新北市各教育程度別之勞參率均有逐年下降趨勢，

其中以「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之勞參率下降最多，主因係

民眾的教育程度逐漸提高，且低學歷者逐漸退出勞動市場(圖

2-11)。 

 

       圖 2-11 近 10 年新北市勞參率－按教育程度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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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齡 

106 年新北市各年齡層勞參率，以「25 至 44 歲」勞參率

88.9%最高，其次為「45 至 64 歲」之 60.3%，「15 至 24 歲」之

32.9%居第 3，顯示「25 至 44 歲」青壯年屬勞動主力。另觀察

近 10 年新北市各年齡層勞參率之變動，97 年至 106 年間新北

市「25 至 44 歲」青壯年勞參率呈逐年上升態勢；而「45 至 64

歲」中高齡勞參率亦自 99 年起逐年增加；「15 至 24 歲」青少

年勞參率則在近 4 年明顯上升，由 103 年之 29.6%升至 106 年

32.9%，增加 3.3 個百分點，顯示青少年因受教育而較晚進入就

業市場之情況已逐漸改善；另「65 歲及以上」勞參率近 10 年

皆未逾 6%，且該期間之變動幅度不大(圖 2-12)。 

 

圖 2-12 近 10 年新北市勞參率－按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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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 

106 年新北市男性勞參率 67.3%，較女性勞參率 51.3%高出

16.0 個百分點，進一步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男性與女性勞參率，

男性從 97 年的 68.9%降為 106 年的 67.3%，減少 1.6 個百分點，

女性則從 97 年的 50.0%升至 106 年的 51.3%，增加 1.3 個百分

點，顯見近 10 年新北市女性勞動參與情形略有改善(圖 2-13)。 

 

 

圖 2-13 近 10 年新北市勞參率－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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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都比較 

比較 106 年六都勞參率，以臺南市勞參率 61.5%居冠，新

北市為 59.0%，居六都第 2；另從性別角度觀察，新北市男性勞

參率 67.3%，僅次於臺南市的 69.2%，而新北市女性勞參率

51.3%，低於臺南市的 54.0%及臺北市的 51.6%，顯見 106 年新

北市男、女性勞動參與情況相對較佳(圖 2-14、圖 2-15)。 

 

圖 2-14 106 年六都勞參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圖 2-15 106 年六都勞參率-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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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失業者 

失業者依照 ILO 之規定，與世界各主要國家定義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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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所謂「失業率」係指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其計算方法為失

業率 (%)=失業者÷勞動力× 100%=失業者÷ (失業者+就業

者) ×100%。 

(一) 失業率 

1.失業人數及失業率:106 年新北市失業人數 7 萬 7 千人，較 105

年減少 3.75%，失業率亦降為 3.8% 

106 年新北市失業人數 7 萬 7 千人，較 105 年(8 萬人)減

少 3 千人，減幅 3.75%；失業率 3.8%，亦較 105 年(3.9%)減少

0.1 個百分點。進一步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情形，失業人數

由 97 年 7 萬 5 千人劇升至 98 年 11 萬人，顯示 98 年金融風暴

影響國內經濟景氣，新北市失業人數創新高，之後降至 106 年

7 萬 7 千人，98 年至 106 年間失業人數減少 3 萬 3 千人，減幅

30.0%；另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率則由 97 年的 4.1%上升至 98

年的 5.9%高峰，之後明顯下降，100 年降至 4.4%，106 年再

降為 3.8%，9 年間計下降 2.1 個百分點，且近 4 年(103 年至

106 年)新北市失業率均低於 4.0%水準(圖 2-16)。 

 

         圖 2-16 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人數及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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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都比較:106 年新北市失業率為 3.8%，與臺灣地區相近 

106年六都失業率以臺中市的3.7%最低，新北市、臺北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並列第 2，失業率均為 3.8%，與臺灣地區失業

率 3.76%相近；若與 105 年相較，六都失業率多略為下降。進

一步觀察近 10 年六都失業率，大致上自 98 年失業率達最高峰

後，之後皆呈下降趨勢(表 2-15)。 

        表 2-15 近 10 年臺灣地區及六都失業率情形 

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註:桃園市 104 年改制 

  

年別 臺灣地區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97年 4.14 4.1 4.0 4.3 4.2 4.1 4.3

98年 5.85 5.9 5.8 6.0 5.9 5.8 5.9

99年 5.21 5.2 5.2 5.3 5.2 5.1 5.2

100年 4.39 4.4 4.4 4.4 4.4 4.3 4.4

101年 4.24 4.2 4.3 4.3 4.2 4.2 4.3

102年 4.18 4.2 4.2 4.3 4.1 4.2 4.2

103年 3.96 3.9 4.0 4.0 3.9 4.1 3.9

104年 3.78 3.7 3.8 3.9 3.8 3.8 3.8

105年 3.92 3.9 3.9 4.0 3.8 3.8 3.9

106年 3.76 3.8 3.8 3.9 3.7 3.8 3.8

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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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程度 

1.人數及比率:新北市「大專及以上」失業率為 4.1%，為各教

育程度別最高 

觀察新北市失業者之教育程度，106 年新北市「大專及以

上」失業人數 4 萬 3 千人，失業率為 4.1%，為各教育程度中

失業率最高者；「高中(職)」失業人數 2 萬 5 千人，失業率 3.7%

次之；「國中及以下」失業人數 8 千人，失業率 2.8%最低；近

10 年具「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之失業人數均高於其他教育

程度，失業率皆逾 4.0%，且自 103 年起為各教育程度別失業

率最高，顯示近年來高學歷已非就業保證，若無一技之長，恐

面臨失業現象(表 2-16)。 

    表 2-16 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人數與失業率－按教育程度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失業者(千人) 失業率 失業者(千人) 失業率 失業者(千人) 失業率

①+②+③ ① (%) ② (%) ③ (%)

97年 75 17 3.9 27 4.2 31 4.1

98年 110 25 6.0 40 6.1 46 5.7

99年 99 19 4.8 37 5.7 43 5.1

100年 85 15 3.9 32 4.7 38 4.3

101年 84 12 3.1 34 5.0 38 4.2

102年 83 14 3.7 31 4.5 39 4.2

103年 79 10 3.0 26 3.8 43 4.4

104年 76 7 2.2 28 4.0 41 4.1

105年 80 9 3.0 28 4.0 42 4.2

106年 77 8 2.8 25 3.7 43 4.1

走勢圖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失業者人數合計

(千人)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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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都比較:106 年「國中及以下」失業率以新北市 2.8%最低，

「高中(職)」及「大專及以上」之失業率分別以臺中市 3.4%

及桃園市 3.5%最低 

觀察 106 年六都失業者之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失業

率以新北市 2.8%最低，高雄市 4.1%最高；「高中(職)」之失業

率以臺中市 3.4%最低，桃園市 4.5%最高；「大專及以上」失

業率則以桃園市 3.5%最低，新北市及臺南市 4.1%最高。另分

別就各都失業者之教育程度觀之，除高雄市及桃園市外，其餘

4 都皆以高學歷者失業率較高(表 2-17)。 

表 2-17 106 年臺灣地區與六都失業人數與失業率－按教育程度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失業者(千人) 失業率 失業者(千人) 失業率 失業者(千人) 失業率

①+②+③ ① (%) ② (%) ③ (%)

臺灣地區 443 58 2.90 143 3.74 241 4.06

新北市 77 8 2.8 25 3.7 43 4.1

臺北市 50 1 3.1 8 3.6 41 3.8

桃園市 41 6 3.6 18 4.5 17 3.5

臺中市 50 6 3.2 17 3.4 27 4.0

臺南市 38 7 3.1 13 4.0 18 4.1

高雄市 53 8 4.1 18 3.6 27 3.8

失業者人數合計

(千人)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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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齡 

1.人數及比率:106 年新北市「15 至 24 歲」失業率 9.4%，較 105

年減少 2.1 個百分點，且創近 10 年新低 

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各年齡層之失業率，以「15 至 24 歲」

失業率最高，該年齡層失業率皆在 9.0%以上，主要係青少年

首次踏入社會就業，缺乏經驗，不易尋找合適工作，工作異動

較為頻繁所致，凸顯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的暫

時性失業現象，爰為協助新北市青年儘早進入就業市場，市府

推行「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及「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

職計畫」，使該年齡層失業率下降，106 年為 9.4%較 105 年之

11.5%減少 2.1 個百分點，且創近 10 年新低；「25 至 44 歲」失

業率於 98 年金融風暴後則由 5.8%逐漸下降，106 年該年齡層

失業率降至 3.9%；「45 至 64 歲」中高齡勞動力失業率，自 100

年後失業率皆低於 3%，顯示市府推動「中高齡職場續航輔導」

政策，成果斐然(表 2-18)。 

    表 2-18 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人數與失業率－按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①+②+③+④ ① ② ③ ④

97年 75 4.1 19 11.4 40 3.6 16 2.8 0 0.7

98年 110 5.9 21 13.7 65 5.8 24 4.0 0 0.1

99年 99 5.2 17 11.2 61 5.4 21 3.5 - -

100年 85 4.4 18 11.4 50 4.5 16 2.5 - -

101年 84 4.2 20 11.7 49 4.3 16 2.3 0 0.3

102年 83 4.2 16 9.9 50 4.5 17 2.5 0 0.0

103年 79 3.9 16 10.5 48 4.3 15 2.1 0 0.2

104年 76 3.7 16 10.2 44 3.9 16 2.2 - -

105年 80 3.9 18 11.5 44 4.0 17 2.3 0 0.1

106年 77 3.8 15 9.4 43 3.9 18 2.4 0 0.0

走勢圖

65歲及以上

年別

總計 15至24歲 25至44歲 45至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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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都比較:106 年「15 至 24 歲」失業率以新北市 9.4%最低，

「25 至 44 歲」以臺南市失業率 3.4%最低，「45 至 64 歲」失

業率以臺北市 1.7%最低 

觀察 106 年六都失業者各年齡層情形，「15 至 24 歲」失

業率以新北市 9.4%最低，臺南市 15.2%最高；「25 至 44 歲」

失業率以臺南市失業率 3.4%最低，臺北市失業率 4.5%最高；

「45 至 64 歲」失業率以臺北市 1.7%最低，新北市及臺南市

2.4%最高。若就各年齡層失業率差距觀之，臺北市青壯年「25

至 44 歲」與中高齡「45 至 64 歲」失業率相差 2.8 個百分點，

為六都中青壯年失業率與中高齡失業率差距最大的，新北市僅

相差 1.5 個百分點，顯示臺北市青年受就學影響而較晚進入職

場，而新北市較不受影響(表 2-19)。 

表 2-19 106 年臺灣地區與六都失業人數與失業率－按年齡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①+②+③+④ ① ② ③ ④

臺灣地區     443 3.76 112 11.92 244 3.93 87 1.99 0 0.07

 新北市 77 3.8 15 9.4 43 3.9 18 2.4 0 -

 臺北市 50 3.8 9 11.4 32 4.5 9 1.7 0 -

 桃園市       41 3.9 12 12.5 22 3.7 7 2.0 0 0.2

 臺中市     50 3.7 12 11.4 28 3.8 9 1.9 0 -

 臺南市 38 3.8 12 15.2 17 3.4 9 2.4 0 0.3

 高雄市 53 3.8 13 12.0 28 3.8 12 2.3 0 0.1

65歲及以上

地區別

總計 15至24歲 25至44歲 45至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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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 

106 年新北市男性失業率 4.3%，較女性失業率 3.1%高出

1.2 個百分點，亦較新北市失業率 3.8%高出 0.5 個百分點。另觀

察近 10 年新北市男、女性失業率的變化，自 98 年金融風暴後

男性與女性失業率皆呈下降趨勢，男性失業率由 98 年之 6.5%

降至 106 年之 4.3%，減少 2.2 個百分點，同一時期女性失業率

由 5.1%降至 3.1%，減少 2.0 個百分點；自 97 年至 106 年男性

失業人數及失業率皆高於女性，且女性失業率已連續 2 年(105

年及 106 年)創新低。綜上，顯示市府針對特定族群女性失業者

所推動各項提升就業服務措施，已具成效，尤其是「支持婦女

再就業計畫」，成效更為顯見(表 2-20)。 

       表 2-20 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人數與失業率－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失業者

(千人)

失業率

(%)

①+② ① ②

97年 75 4.1 45 4.2 31 3.8

98年 110 5.9 69 6.5 42 5.1

99年 99 5.2 62 5.9 37 4.4

100年 85 4.4 53 4.9 32 3.8

101年 84 4.2 52 4.8 32 3.6

102年 83 4.2 50 4.6 33 3.7

103年 79 3.9 47 4.2 32 3.6

104年 76 3.7 43 3.8 33 3.6

105年 80 3.9 50 4.5 30 3.3

106年 77 3.8 48 4.3 29 3.1

走勢圖

男性 女性

年別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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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失業週數 

106 年新北市失業人數為 7 萬 7 千人，失業者平均失業週

數為 28.50 週(約 6.7 個月)
1；觀察失業者年齡分布，以「45 至

64 歲」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 32.31 週(約 7.5 個月)最長，「25 至

44 歲」失業週數 28.99 週(約 6.8 個月)次之，「15 至 24 歲」失

業週數 22.53週(約 5.3個月)居第 3；若觀察失業者之教育程度，

以「研究所及以上」失業者之平均失業週數 33.45 週(約 7.8 個

月)最長，「高中(職)」失業週數 31.07 週(約 7.2 個月)次之，「專

科」失業週數 29.64 週(約 6.9 個月)居第 3(表 2-21)。 

觀察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以 103 年 33.13

週為最高，之後逐年降至 106 年 28.50 週，減少 4.63 週；各年

齡層失業週數中，「15 至 24 歲」均低於「25 至 44 歲」及「45

至 64 歲」，而近 4 年「25 至 44 歲」青壯年失業週數由 103 年

38.18 週降至 106年 28.99週，減少 9.19週最多。教育程度方面，

106 年「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專科」及「大學」失業者

平均失業週數，皆較 103 年明顯下降，尤以「大學」平均失業

週數由 103 年 33.12 週減至 106 年 24.71 週，減少 8.41 週最多，

其次為「專科」減少 7.67 週，顯示新北市強化新北市人力網功

能、開辦履歷健檢服務及開辦產訓合作就業方案的成效佳(表

2-21)。 

表 2-21 近 10 年新北市失業者之失業週數－按年齡與教育程度別分 

                                                                                       單位: 週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
 失業月數等於失業週數×7÷30。 

15至24歲 25至44歲 45至64歲 65歲及以上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97年 26.84 19.27 29.26 29.75 2.50 27.54 28.95 22.91 25.59

98年 28.96 26.04 29.88 29.09 4.00 26.66 29.96 30.19 28.80

99年 30.47 20.29 32.69 32.26 - 29.99 33.51 33.03 24.81

100年 30.92 20.22 34.70 31.31 - 33.92 30.94 29.38 29.07 34.72

101年 29.37 18.63 31.78 35.40 81.39 27.65 28.89 28.38 31.54 30.49

102年 28.89 15.32 31.26 35.05 4.00 26.41 30.56 30.31 28.34 20.52

103年 33.13 20.25 38.18 30.64 11.20 29.95 33.31 37.31 33.12 25.51

104年 30.57 18.45 33.43 34.75 - 29.98 32.73 21.98 32.10 31.97

105年 29.24 20.26 31.52 32.97 5.00 26.14 32.57 31.53 26.06 27.03

106年 28.50 22.53 28.99 32.31 9.00 27.61 31.07 29.64 24.71 33.45

年齡 教育程度
總計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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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失業原因及找尋工作方法 

觀察 106 年新北市失業者之失業原因，「初次尋職者」1 萬

3 千人(占 16.88%)、「非初次尋職者」6 萬 4 千人(占 83.12%)，

其中「對原有工作不滿意」3 萬 1 千人最多，「工作場所業務緊

縮或歇業」2 萬 5 千人次之；而「非初次尋職者」平均失業週

數 27.81 週較「初次尋職者」之 31.89 週，低 4.08 週，且其失

業原因為「健康不良」者，失業週數更長達 37.25 週，約 9 個

月(表 2-22)。 

106 年新北市失業者找尋工作方法以「應徵廣告、招貼」5

萬人最多，其餘依序為「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4 萬 9 千

人及「託親友師長介紹」4 萬 3 千人，以上 3 個方法找尋工作

之平均失業週數約 29.22 週，即此類失業者皆需約 6.8 個月，才

能找到工作。若就各種找尋工作方法之失業週數觀之，以「參

加政府考試分發」之平均失業週數 23.47 週最低，「託親友師長

介紹」之平均失業週數 31.19 週最高，計 4 萬 5 千人運用此 2

種管道求職(表 2-22)。 

表 2-22 106 年新北市失業者之失業原因、找尋工作方法與失業週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總計 77 7 6 21 13 15 14 28.50

失業原因

初次尋職者 13 1 2 3 2 2 3 31.89

非初次尋職者 64 6 4 18 11 13 11 27.81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25 3 1 7 4 5 5 28.05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31 2 2 10 5 6 5 28.09

健康不良 2 0 0 0 0 1 0 37.25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4 0 0 1 1 1 1 23.25

女性結婚或生育 1 0 - 0 0 - - 15.46

退休 0 0 - - - - - 1.00

家務太忙 0 0 - - 0 0 - 16.64

其他 0 0 - 0 0 0 - 20.00

找尋工作方法

託親友師長介紹 43 4 3 11 7 8 10 31.19

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49 4 3 14 9 11 9 28.58

應徵廣告、招貼 50 5 4 14 9 8 10 28.15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13 1 1 4 2 3 2 27.06

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2 0 0 0 0 1 0 23.47

其他 0 - - - 0 - - 24.00

53週以

上

項目別
失業者人數合

計(千人)

失業期間(千人)
平均失業

週數(週)1-2週 3-4週 5-13週 14-26週 27-5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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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北市非勞動力 

「非勞動力」係指 15 歲以上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因

求學或準備升學、料理家務、高齡、身心障礙、想工作而未找工作及

其他原因等，另無酬家屬工作者工時未滿 15 小時者亦屬之；近 10 年

新北市勞動力及非勞動力皆逐年增加，98 年至 99 年非勞動力增加 4

萬 5 千人最多，而 106 年較 105 年非勞動力略增 1 萬 3 千人(表 3-1)。 

        表 3-1 近 10 年新北市勞動力與非勞動力情形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人數 較上年增減人數 人數 較上年增減人數

97年 1,858 36 1,277 19

98年 1,883 25 1,309 32

99年 1,895 12 1,354 45

100年 1,938 43 1,358 4

101年 1,976 38 1,361 3

102年 1,993 17 1,375 14

103年 2,006 13 1,384 9

104年 2,021 15 1,390 6

105年 2,027 6 1,402 12

106年 2,037 10 1,415 13

走勢圖

年別
勞動力 非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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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勞動力原因 

觀察 106 年新北市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成為非勞動力原因，

以「料理家務」49 萬人最多(占 34.63%)，其餘依序為「高齡、

身心障礙」36 萬人(占 25.44%)，「求學及準備升學」33 萬 9 千人

(占 23.96%)，「想工作而未找工作」3 萬 1 千人最少(占 2.19%)。

近 10 年新北市非勞動力原因皆以「料理家務」原因為主，其占

非勞動力之比率皆約三成(表 3-2 及圖 3-1)。 

         表 3-2 近 10 年新北市非勞動力－按原因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3-1 106 年新北市非勞動力結構－按原因別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總計
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
求學及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高鹷、身心障礙 其他

①+②+③+④+⑤ ① ② ③ ④ ⑤

97年 1277 31 380 426 290 150

98年 1309 29 381 423 307 169

99年 1354 32 378 433 322 189

100年 1358 31 369 434 332 192

101年 1361 28 361 431 346 195

102年 1375 30 356 441 346 203

103年 1384 29 357 453 343 202

104年 1390 34 350 457 352 197

105年 1402 32 341 483 351 196

106年 1415 31 339 490 360 196

走勢圖

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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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教育程度及年齡 

觀察 106 年新北市男、女性非勞動力人數，以女性 87 萬 1

千人較男性 54 萬 4 千人多，男、女性非勞動力之教育程度皆以

「國中及以下」占整體非勞動力之比率最高，男性為 34.56%、

女性為 37.31%。男性非勞動力之年齡以「65 歲及以上」比率

37.13%最高；女性非勞動力之年齡以「45 至 64 歲」比率 39.38%

最高。 

男性成為非勞動力之主因為「高齡、身心障礙」，共 20 萬 6

千人，其中大部分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女性則以「料理

家務」為主因，共 48 萬 5 千人，占女性非勞動力原因 55.68%，

顯示因「料理家務」而成為非勞動力者仍以女性為主，其中有

29 萬 3 千人的年齡層為「45 至 64 歲」。男、女性成為非勞動力

之次要原因皆為「求學及準備升學」，其中男性比率為 31.99%高

出女性之 18.94%，惟「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男性比率為

60.34%略低於女性之 61.21%。106 年非勞動力結構中之潛在勞

動力(即非勞動力扣除高齡、身心障礙者)共 105 萬 5 千人，其中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3 萬人，主要係因無工作機會，致無法找

到合適工作機會。政府應研擬就業輔導之相關政策，提高非勞動

力之就業意願，並提供適當工作媒合管道，應可激發潛在勞動力，

將非勞動力轉變成勞動力(表 3-3)。 

表 3-3 106 年新北市非勞動力原因－依性別、教育程度及年齡別分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總計 544 871 18 12 174 165 4 485 206 154 141 55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88 325 3 1 6 6 1 184 122 119 56 16

高中(職) 156 279 6 2 63 58 1 178 50 20 36 20

大專及以上 199 267 9 9 105 101 2 123 34 14 49 19

年齡

15至24歲 167 161 1 2 165 157 0 1 0 0 1 1

25至44歲 26 113 9 8 8 7 1 86 1 2 7 9

45至64歲 149 343 8 2 1 0 3 293 4 3 133 44

65歲及以上 202 255 - - - - 0 106 201 149 1 0

其他總計
項目別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求學及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高鹷、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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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地區與六都非勞動力 

106 年六都非勞動力以新北市的 141 萬 5 千人居冠，臺南市

的 62 萬 8 千人最少，近 10 年六都非勞動力皆以新北市最多，臺

南市最少；若觀察 106 年六都非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

比率，以臺南市的 38.5%最低，其次為新北市的 41.0%；續觀察

近10年臺灣地區與六都非勞動力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比率的變

動情形，臺灣地區比率均維持逾四成，而新北市比率皆低於臺灣

地區，在六都中位居中等，10 年來僅略增 0.3 個百分點(圖 3-2、

圖 3-3)。 

 

圖 3-2 近 10 年六都非勞動力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3-3 近 10 年臺灣地區與六都非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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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分析係綜合陳示近10年新北市人力資源結構、就業、失業等完

整時間數列資料，除能掌握新北市人力資源現況外，更期藉由觀察過

往變遷，了解人力資源發展重要軌跡，以供市府人力規劃配置、職業

訓練等施政決策之參據；同時作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編算作業及地方

政府拓商績效評比之重要依據。茲將本分析重要結論簡述如下： 

一、 新北市勞動力情形 

(一) 106 年新北市大專以上勞動力之比率超過五成，人力素質顯著

提升 

106 年新北市勞動力 203 萬 7 千人，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345 萬 2 千人之 59.0%(意即勞參率 59.0%)。隨著高等教育普及

化，勞動力之教育程度逐年提升，106 年新北市具「大專及以

上」教育程度勞動力 105 萬人占整體勞動力之比率 51.55%，較

97 年之 41.17%，增加 10.38 個百分點，即逾半數勞動力皆具備

「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顯示近年來新北市勞動人力素質明

顯提升。又新北市勞動力居全國之冠，實應有效善用此人力資

源，使其學以致用，並持續培養其專業技能，促進各項產業發

展，應屬政府不可忽略之重要課題。 

(二) 106 年新北市 45 歲以上勞動力之比率達 38.0%，勞動力年齡逐

步高齡化 

        根據內政部統計，106 年底全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已達

13.9%，顯示臺灣即將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65 歲以上人

口比率達 14%)。而 106 年新北市勞動力年齡層結構，雖以「25

至 44 歲」110 萬 3 千人為主，惟受少子化及人口高齡化等影響，

加上中高齡勞動者因經濟因素而延長工作年限或退休後又重返

職場，故 45 歲以上勞動力計 77 萬 4 千人，占整體勞動力 203

萬 7 千人之比率達 38.00%，較 97 年之 31.59%增加 6.41 個百分

點，顯示勞動力年齡逐步高齡化，中高齡勞動力所占比率逐年

上升。對此，市府已制定中高齡就業服務相關政策，如全國首

創「中高齡職場續航輔導計畫」，提供個案管理、中高齡職務再

設計、員工協助方案等，以協助中高齡勞動力續留職場，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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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運用其所累積的豐富人生歷練與實務技能，除可將其智慧和

經驗貢獻於社會外，亦能降低未來少子化所帶來勞動力不足之

衝擊。 

(三) 近 10年新北市女性勞動力成長率達 14.61%，高出男性之 5.87%

達 8.74 個百分點，致男、女性勞動力差距縮小，同期其勞參率

差距亦縮小 2.9 個百分點 

106 年新北市男性勞動力 111 萬 9 千人，較 97 年之 105 萬

7 千人，成長 5.87%；106 年女性勞動力 91 萬 8 千人，較 97 年

之 80 萬 1 千人，成長 14.61%，顯示近 10 年新北市男性與女性

勞動力均增加，且女性勞動力增幅較男性高出 8.74 個百分點，

故男、女性勞動力差距縮小，此亦顯示女性期望經濟獨立，加

上勞動環境改善及服務業持續發展，致女性就業機會增加，進

而提升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之意願。此外，市府亦為減輕家庭婦

女的照顧負擔，自 100 年起陸續推動公共托育及托老等政策，

提供平價且優質的多元照護管道，使婦女得以安心就業，投入

職場意願更為增加，爰 106 年新北市女性勞參率 51.3%，雖低

於男性之 67.3%，但其男、女性(男-女)勞參率差距 16.0 個百分

點，較 97 年之 18.9 個百分點，減少 2.9 個百分點，顯示近 10

年新北市男、女性勞參率差距縮小(圖 4-1)。 

 

  圖 4-1 近 10 年新北市男、女性勞動力及勞參率差距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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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市就業現況 

(一) 106年新北市「15至 24歲」就業者比率 7.45%及勞參率 32.9%，

近 3 年均呈上升趨勢，顯示青年族群延緩就業現象已獲改善 

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國人受教育時間延長影響，青年族

群進入勞動市場年齡也隨之延後；但觀察新北市就業者之年齡

分布，106 年「15 至 24 歲」就業者 14 萬 6 千人占整體就業人

數 196 萬 1 千人之 7.45%，較 103 年之 7.11%增加 0.34 個百分

點；同期間「15 至 24 歲」勞參率亦由 29.6%上升至 32.9%，增

加 3.3 個百分點。又分析近 10 年新北市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成

為非勞動力之原因，其中 106 年「求學及準備升學」人數 33

萬 9 千人及所占比率 23.96%，分別較 97 年之 38 萬人及 29.76%

減少 4 萬 1 千人及 5.80 個百分點。綜合上述各項資料顯示，以

往青年族群因學業或其他因素延緩或不進入就業市場之情形獲

得初步改善；也意味著，面對未來就業市場的多元發展與瞬息

萬變，愈來愈多青年族群想儘早進入職場培養一技之長，以累

積實務經驗以提升競爭力，並非一味選擇繼續升學延長在學期

間及追求高等教育。 

(二) 106 年新北市就業者以從事「服務業」占六成四為大宗，其中

女性逾七成從事「服務業」，且近 10 年女性從事「服務業」者

增加 11 萬 8 千人，成長 21.38%，較男性之 7.13%高出 14.25

個百分點 

106 年新北市就業者以從事「服務業」125 萬 5 千人，占整

體就業人數(196 萬 1 千人)六成四為最大宗，從事「工業」(69

萬 2 千人)約占三成五，從事「農林漁牧業」(1 萬 3 千人)的比

率未及百分之一；若以性別觀之，106 年女性就業者逾七成從

事「服務業」，男性從事「服務業」亦有五成五。而近 10 年來，

女性就業者從事「服務業」人數由 97 年之 55 萬 2 千人增至 106

年之 67 萬人，增加 11 萬 8 千人，成長 21.38%，較男性之 7.13%

高出 14.25 個百分點，主要係市府積極發展在地經濟，營造優

質商圈，輔導民生服務業轉型並創造商機，以增進婦女的就業

機會，同時提供多元的就業職業訓練，協助求職婦女具就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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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並適性就業所致。 

(三) 106 年女性就業者近三成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且近 10

年「專業人員」所占比率增加 4.05 個百分點，成長幅度為各職

業別最高 

106 年新北市各職業別就業人口中，男性以「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43 萬 6 千人最多，占男性就

業人數之 40.71%；女性則以專業程度較高之「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25 萬 1 千人居多，占女性就業人數之 28.20%；且近

10 年女性「專業人員」比率由 97 年 8.31%增至 106 年 12.36%，

增加 4.05 個百分點，成長幅度為各職業別最高，顯示新北市女

性就業者之專業程度已逐漸提升。 

(四) 106 年專業性較高之「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

員」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比率均以臺北市及新北市較

高，分居六都第 1 及第 2 

106 年六都就業人數 786 萬 4 千人，其中以新北市 196 萬 1

千人最多，臺南市 96 萬 3 千人最少；若由行業結構觀之，六都

就業者大多從事「服務業」，其比率以臺北市 80.96%最高，「工

業」及「農林漁牧業」則分別以桃園市 45.39%及臺南市 7.06%

最高；而就業者之職業結構，除臺北市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比率 29.62%最高外，其餘五都均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比率三至四成最高；惟在專業性較高

之「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及「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比率均以臺北市(分占 10.58%、23.43%及 29.62%)

及新北市(分占 3.67%、12.14%及 23.61%)較高，分居六都之第

1 及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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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年新北市失業現況 

(一) 106 年新北市整體失業率 3.8%及女性失業率 3.1%，均為升格

以來最低 

民國 98年受金融風暴影響，新北市整體失業率攀升至 5.9%，

而 98 年以後經濟復甦，加上自 99 年升格後，市府積極招商引

資促進就業，並建立全功能就業服務體系及首創導入科技智慧

徵才等提升就業服務，致新北市失業率自 99 年 5.2%逐年降至

106 年之 3.8%，且 103 年至 106 年失業率介於 3.8%至 3.9%之

間，已連續 4 年維持在 4%以下之低失業率。顯示新北市自升格

改制以來，市府所推動之各項創造就業機會及提升就業服務措

施，已具成效。此外，市府更針對特定族群之女性失業者，如

新住民、原住民及中高齡或年輕女性失業者開辦職業訓練專班，

使其適性發展安定就業，同時也推動「支持婦女再就業計畫」，

以協助弱勢婦女提早就業，使新北市女性失業率自 99 年 4.4%

降至 106 年 3.1%。 

(二) 106 年新北市「大專及以上」失業率 4.1%，為各教育程度別最

高 

106 年新北市各教育程度別失業率以「大專及以上」4.1%

最高，「國中及以下」之 2.8%最低，此一情況與臺北市(3.8%、

3.1%)、臺中市(4.0%、3.2%)及臺南市(4.1%、3.1%)相同，並與

一般認知「高教育程度代表高就業率」有所差別，分析其原因，

可能與社會分工愈趨於細緻化及高等教育普及化有關；另根據

106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指出，臺灣地區各教育程度之受僱就

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以「國中及以下」3 萬 317 元最低，「高

中職」3 萬 2,066 元次之，「大專及以上」4 萬 2,568 元最高，故

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之就業者，其平均每月收入較高，綜上可

知，高教育程度者工作收入雖較高，惟失業率亦較高。 

(三) 106 年新北市「15 至 24 歲」失業率 9.4%，較 105 年減少 2.1

個百分點，且創 10 年來新低 

106 年新北市各年齡層失業率以「15 至 24 歲」為 9.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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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近 10 年之失業率維持在 9%至 14%之間，主要係該年齡

層初入職場，或因技能不足，或者經驗不足，不易尋找合適工

作，工作異動頻繁所致，惟屬暫時性的摩擦性失業。為協助新

北市青年順利進入就業市場，市府於 102 年首創「初次尋職青

年就業服務計畫」及104年推行「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計畫」，

以及於106年首創「役前職訓保證班」，提供役前免費職業訓練，

退伍後馬上出發就業等針對解決青年就業困難推出相關政策，

使「15 至 24 歲」失業率明顯下降，106 年為 9.4%，較 105 年

之 11.5%減少 2.1 個百分點，並創下 10 年來新低。 

(四) 106 年新北市「25 至 44 歲」平均失業週數 28.99 週，較 103 年

之 33.18 週，減少 9.19 週，係各年齡層失業週數減少最多者 

106年新北市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為28.50週(約6.7個月)，

較 103 年之 33.13 週，減少 4.63 週。各年齡層中以「25 至 44

歲」平均失業週數，自 103 年之 38.18 週，減少至 106 年 28.99

週，減少 9.19 週最多；而教育程度別中，則以「大學」之平均

失業週數，自 103 年 33.12 週，減少至 106 年 24.71 週，計減少

8.41 週最多。又分析失業原因，106 年新北市失業者之失業原

因，以「對原有工作不滿意」占 40.26%為大宗，對此，市府推

動個別化主題式之就業服務，提供就業市場資訊與趨勢分析、

職涯規劃、檢視就業競爭力及掌握尋職技巧等，強化求職者對

市場現況之了解，進而掌握就業方向，期可降低「對原有工作

不滿意」之失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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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6 年新北市失業率 3.8%，與臺灣地區的 3.76%相近，其中「15

至 24 歲」失業率 9.4%，為六都中最低 

106 年六都失業率以臺中市的 3.7%最低，新北市、臺北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並列第 2，失業率均為 3.8%，與臺灣地區失業

率 3.76%相近；若與 105 年相較，六都失業率多略為下降。另

新北市各年齡層失業率中，以「15 至 24 歲」失業率超過 9%最

高，惟該年齡層之失業率，六都中更以臺南市 15.2%最高，其

次為桃園市 12.5%，高雄市 12.0%再次之，新北市 9.4%最低，

顯示新北市青年失業情形較不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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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調查概述 

(一) 緣起與目的 

人力資源係現代國家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統計指標，世界

各國家皆依據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數據，檢驗目前勞動政策及規

劃未來施政藍圖；臺灣人稠地狹，囿於資源有限，運用人力資

源調查統計數據，充分規劃勞動相關政策，調節人力運用及就

業市場更顯重要；主計總處爰針對臺灣地區按月執行人力資源

調查，不僅瞭解民間勞動力供給及需求情形，亦與國際勞動情

形比較，供政府規劃政策參據。 

(二) 調查範圍與對象 

臺灣地區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且年滿15歲(含)以上，

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民間人口皆為調查對象，但不包括武裝勞

動力及監管人口。 

(三) 抽樣設計 

主計總處以最近1年連結公務檔案，以最新「按戶籍村里別

統計資料檔」為抽樣母體(frame)，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方法

(Stratified two-stage random sampling method)抽選樣本；第1階段

以系統抽樣法抽出樣本村里，第2階段將村里內所有住戶按地址、

段名、鄰號、樓室等排序，以系統抽樣法抽出樣本戶；每年臺

灣地區調查樣本約為2萬戶，如106年臺灣地區調查之樣本為2

萬餘戶，新北市約調查2,200戶。 

(四) 樣本輪換方式 

調查樣本採輪換方式，每1樣本戶須連續調查兩個月，隔年

同期再次調查2次，故相同樣本共調查4次。 

(五) 調查方式  

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方式進行，調查員人力由各市縣政

府遴選，並輔以「電腦輔助面訪調查(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技術，以降低調查相關作業時間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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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調查時間 

每月辦理1次，以各月含15日之該週為資料標準週，於隔週

填寫資料標準週內發生之事件，並以資料標準週最後1日午夜12 

時整為止，以校正各種人口異動情形。 

(七) 資料複查之機制 

為確保調查資料品質，調查結果由市府主計處進行審核及

複查；主計總處亦定期辦理實地及電話控制複查。 

二、 名詞解釋 

 

(一) 民間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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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就業者 

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從事 15 小時

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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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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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非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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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

時可以開始工作及其他原因等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五) 勞動力參與率 

簡稱勞參率，指民間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勞動力參與率 =
(民間)勞動力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 100% 

(六) 就業率 

就業者占民間勞動力之比率。 

就業率 =
就業者

(民間)勞動力
× 100% 

 

(七) 失業率 

失業者占民間勞動力之比率。 

失業率 =
失業者

(民間)勞動力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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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從業身分 

1.雇主：指自己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而僱有他人幫助工作之就

業者。  

2.自營作業者：指自己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而未僱有他人之就

業者。  

3.受僱者：指為薪資或其他經濟報酬而受僱者，並分為受私人

僱用者及受政府僱用者 2 類。  

4.無酬家屬工作者：指幫同戶長或其他家屬從事營利工作而不

支領薪資之就業者。 

(九) 全日工作與部分時間工作 

1.場所單位有規定正常上班時數：凡受訪者每週應工作之時數，

達到場所單位規定之正常上班時數時，即屬「全日工作者」；

反之，則屬「部分時間工作者」。係以每週應工作時數來判定，

並非以資料標準週之情形來判定；亦即不受資料標準週加班、

請假或季節性因素等特殊狀況之影響。 

2.場所單位未規定正常工時： 

(1)季節性工作者：如農夫，其工作時數受天候之季節性因素

影響極大，致每週工作時數不定。因此，凡以農事工作為

主業，而經常性從事農事工作者，一律歸入「全日工作者」；

至於幫忙農事工作之無酬家屬工作者，若其工作時數與主

要農事工作者一致，亦比照主要農事工作者，歸入「全日

工作者」；若其工作時數明顯較少，則應歸入「部分時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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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無固定雇主與廠外按件計酬之受僱者：如營建工或家庭代

工，雖其為不同雇主工作，但若均從事於同一工作性質之

工作時，其工作時數應予以合併計算。原則上凡非屬季節

性（即旺季或淡季）之期間，大致平均每週工作時數超過

35 小時者，即歸為「全日工作者」； 反之，則屬「部分時

間工作者」。 

(3)自雇身分者：如自營麵攤業主、計程車司機等，其工作時

數可任由其自行安排而不受約束，原則上凡非屬季節性之

期間，其大致平均每週工作時數超過 35 小時者，一律歸入

「全日工作者」；未達 35 小時者，則由受訪者以其當初選

擇該項工作之情形主觀的來認定 

(十) 主要工作與次要工作 

1.以時間較長者為主要工作，其餘為次要工作。 

2.工作時數相等時，以有酬工作為主要工作，無酬家屬工作為

次要工作。  

3.工作時數均未達 15 小時，以有酬工作為主要工作；無酬家屬

工作為次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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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資源調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