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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縣政政統統計計通通報報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發布 
 

彰化縣中高齡勞動力概況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之定義，中高齡係指年滿45歲至

64歲之國民。受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影響，勞動市場正面臨勞動力短缺

及老化之衝擊，如何有效運用中高齡人力資源，係政府當前須積極面對

之課題。本通報係就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呈現本縣

中高齡勞動力概況。 
 

一、 本縣 107年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計 65.4%，為臺灣地區 20縣市(含

直轄市)第 9高，又近 10年均較本縣整體參與率高。 

本縣107年勞動力人口計64萬7千人，其中中高齡23萬3千人，占本

縣勞動力人口36.08%。觀察近10年資料，中高齡所占比例係呈現逐年增

加走向，107年較98年(31.17%)增加4.91個百分點。【備註：勞動力人口

係指15歲以上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勞動力參與率可用以衡量民眾參與勞動之意願，本縣107年勞動力

參與率計58.9%，其中中高齡65.4%，較整體參與率高出6.5個百分點。

與98年資料比較，近10年中高齡之參與率以「50~54歲」增幅最多計增

加10.9個百分點，「45~49歲」成長6.8個百分點次之，其餘依序為「55~59

歲」及「60~64歲」，分別增加6.5個及6.4個百分點。本縣近10年中高齡

勞動力參與率除100年及106年較上年減少外，其餘年度係呈現逐年遞增

趨勢，比率約在61%~66%之間，均較整體參與率(57%~60%)高。【備註：

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人口/15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107年臺灣地區20縣市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以嘉義縣70.0%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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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69.9%次之，本縣65.4%排名第9高，最低為澎湖縣計53.5%，又本

縣參與率較臺灣地區平均值63.21%高。 
 

表 1 彰化縣勞動力人口及勞動力參與率統計 

單位：千人、% 

年別 

      勞動力人口 勞動力參與率 

 
中高齡 

 中高齡  占勞動力人口比例 

 98年 617 192 31.17 57.7 61.1 
 99年 635 205 32.23 59.0 63.2 

100年 638 210 32.95 58.9 62.9 

101年 641 215 33.57 59.0 63.0 

102年 645 221 34.22 59.3 63.6 

103年 648 225 34.67 59.3 63.9 

104年 652 231 35.38 59.6 65.1 

105年 657 233 35.54 59.8 65.5 

106年 652 233 35.66 59.4 65.3 

107年 647 233 36.08 58.9 65.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 2 彰化縣勞動力人口統計-按年齡層分 

單位：千人 

年別 
合計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及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98年 617  365  252  62 31 31 192 106 86 154 90 64 136  86 50  56  39 17  16  12 4  

 99年 635  371  265  56 26 30 197 108 89 159 91 68 142  88 54  63  44 19  18  14 4  

100年 638  371  267  56 27 29 197 107 90 158 91 67 143  89 54  67  45 22  17  13 4  

101年 641  372  268  54 26 28 193 103 90 159 92 67 144  89 55  71  47 24  20  15 5  

102年 645  374  271  56 29 27 189 101 88 161 93 68 146  87 59  74  50 24  19  14 5  

103年 648  373  275  57 30 27 186 100 86 161 90 71 145  86 59  79  53 26  18  13 5  

104年 652  377  275  56 31 25 181 97 84 167 94 73 147  88 59  84  55 29  18  13 5  

105年 657  381  276  57 32 25 178 95 83 169 95 74 147  87 60  87  58 29  18  13 5  

106年 652  381  271  55 31 24 174 93 81 171 98 73 145  86 59  88  59 29  20  15 5  

107年 647  375  272  52 27 25 168 90 78 175 99 76 144  85 59  89  60 29  19  14 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備註：資料因四捨五入關係，部分總計數字不等於細項數字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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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彰化縣勞動力參與率統計-按年齡層分 

單位：% 

年齡別 性別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合計 

計 57.7 59.0 58.9 59.0 59.3 59.3 59.6 59.8 59.4 58.9 

男 67.4 68.2 68.0 68.1 68.4 67.8 68.4 68.8 69.2 67.9 

女 47.7 49.7 49.7 49.8 50.1 50.7 50.7 50.6 49.6 49.7 

15~24歲 

計 33.1 30.9 30.7 29.7 31.2 32.3 32.2 33.3 32.9 31.7 

男 32.5 28.8 28.7 28.4 31.7 34.0 34.6 36.3 36.8 31.8 

女 33.7 32.9 32.6 31.1 30.8 30.7 29.7 30.1 28.8 31.7 

25~44歲 

計 84.1 86.5 87.0 87.2 87.7 88.1 88.6 88.8 89.0 89.0 

男 93.2 94.5 95.1 95.0 95.2 94.9 95.3 95.7 96.8 96.7 

女 74.5 78.1 78.7 79.2 79.8 80.9 81.7 81.7 81.0 81.2 

45~64歲 

計 61.1  63.2  62.9  63.0  63.6  63.9  65.1  65.5  65.3  65.4  

男 76.4  78.1  77.5  77.4  77.3  76.6  78.3  78.6  78.7  79.3  

女 44.7  47.1  47.3  47.6  49.0  50.4  51.0  51.7  51.0  50.7  

45~49歲 

計 77.3 79.9 80.3 80.5 81.5 79.7 82.7 83.0 83.5 84.1 

男 91.2 91.3 92.6 93.0 91.9 88.9 93.3 93.1 93.2 94.4 

女 62.1 67.5 66.9 66.9 70.2 69.7 71.2 72.0 73.1 73.1 

50~54歲 

計 65.1 68.1 68.8 69.0 70.9 73.4 73.6 75.2 74.9 76.0 

男 80.7 84.0 84.4 84.6 83.5 85.6 87.3 86.9 86.9 89.2 

女 48.2 50.8 52.0 52.1 57.3 60.3 58.9 62.6 62.0 61.8 

55~59歲 

計 51.7 53.7 53.7 55.4 56.5 55.6 58.9 59.2 60.3 58.2 

男 67.5 70.4 68.0 69.1 71.8 69.6 73.6 73.4 77.8 73.4 

女 35.1 36.1 38.6 40.9 40.3 40.7 43.4 44.2 41.7 42.1 

60~64歲 

計 35.3 37.2 37.6 38.2 37.9 41.4 40.3 41.2 39.5 41.7 

男 51.4 53.9 54.1 53.9 54.9 56.9 53.8 57.2 53.5 58.4 

女 18.7 20.1 20.7 22.1 20.4 25.4 26.4 24.6 25.1 24.5 

65歲及以上 

計 10.6 11.4 10.7 12.7 11.6 10.5 10.2 10.1 10.8 9.8 

男 17.2 18.9 17.9 20.3 18.6 16.1 15.7 16.4 17.8 15.6 

女 4.8 4.9 4.6 6.3 5.7 5.8 5.6 4.8 4.8 4.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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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教育普及影響，本縣中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 98年係以「國小

及以下」最多，至 107 年已提升為「高中(職)」，又近 10 年中高

齡就業者以從事工業部門最多，平均每年約占 45%。 

本縣107年中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占32.02%，

「國中」占26.32%次之，最少為「大學及以上」計7.46%。受教育普及

影響，本縣中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98年係以「國小及以下」最多，至

107年已提升為「高中(職)」。又近10年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增幅最

多計增加8.24個百分點，「專科」成長6.90個百分點次之，減少部分則

以「國小及以下」減少15.40個百分點最為明顯，上開增減變化顯示本

縣中高齡就業者之教育程度普遍提升。 

本縣107年中高齡就業者計22萬9千人，以從事工業部門10萬6千人

(占46.49%)最多，服務業9萬3千人(占40.79%)次之，最少為農林漁牧業

計2萬9千人(占12.72%)；近10年以從事工業部門最多，平均每年約占

45%，又本縣從事農林漁牧業工作係以中高齡人口為大宗，平均比例約

占56%，比重逾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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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彰化縣就業者統計-按行業別分 

單位：千人 

年別 
就業人口 農林漁牧業就業人口 工業就業人口 服務業就業人口 

 中高齡  中高齡  中高齡  中高齡 

 98年 581 184 62 36 269 79 250 69 

 99年 602 199 69 39 278 88 255 72 

100年 610 205 63 36 281 89 266 81 

101年 614 210 67 35 285 92 263 83 

102年 619 216 59 32 297 98 263 85 

103年 622 220 54 31 303 102 265 87 

104年 628 228 58 34 299 104 271 89 

105年 631 230 60 33 294 104 277 93 

106年 629 230 60 33 293 103 276 95 

107年 623 229 53 29 297 106 273 9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備註：資料因四捨五入關係，部分總計數字不等於細項數字之和。 

 
 

大學及以上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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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縣中高齡失業率 107 年計 2.0%，又近年均較本縣整體失業率

低，兩者約差距 1.6個~2.5個百分點。 

本縣107年中高齡失業率計2.0%，較106年1.1%增加0.9個百分點，

較100年2.4%減少0.4個百分點。觀察近年資料，失業率除102年、105

年及107年較上年增加外，其餘年度係呈現遞減走向，且均較本縣整體

失業率低，兩者約差距1.6個~2.5個百分點。 

按教育程度分，本縣107年中高齡失業率以「國小及以下」最高計

2.7%，「高中(職)」2.2%次之，最低為「研究所」計0.2%，又近年失業

率最低者主要係「研究所」，至其他教育程度與失業率高低無明顯關連

性。 

107年臺灣地區20縣市中高齡失業率，以臺東縣3.2%最高，宜蘭縣

2.6%次之，最低為南投縣及澎湖縣計0.9%，又本縣2.0%與臺灣地區平均

值相同，按比率高低排名，與花蓮縣併列第8低。 

表 5 彰化縣失業率統計-按教育程度分 

單位：% 

年別 

失業率 中高齡失業率 

 中高齡 
國小及

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100年 4.4 2.4 2.3 2.7 2.8 1.4 0.9 - 

101年 4.2 2.3 2.6 2.6 1.8 2.9 1.4 - 

102年 4.0 2.4 3.1 2.4 1.9 2.6 0.4 - 

103年 3.9 1.9 2.1 1.8 2.0 2.6 - - 

104年 3.7 1.4 0.7 1.0 1.6 4.1 1.1 0.4 

105年 3.8 1.6 2.0 1.0 1.2 2.7 3.1 0.7 

106年 3.6 1.1 0.3 1.0 1.5 2.2 1.5 0.6 

107年 3.6 2.0 2.7 1.7 2.2 2.1 0.5 0.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備註：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整教育程度分類，本表自 100年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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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縣 107 年中高齡非勞動力人口未參與勞動原因，女性係以「料

理家務」居多，男性則以「其他(含賦閒、傷病等)」為大宗。 

本縣107年非勞動力人口計45萬2千人，未參與勞動原因以「高齡、

身心障礙」14萬6千人(占32.30%)最多，「料理家務」13萬1千人(占28.98%)

次之，「求學及準備升學」12萬3千人(占27.21%)再次之。【備註：非勞

動力人口係指15歲以上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含因求學或準備升

學、料理家務、高齡、身心障礙等，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107年中高齡非勞動力人口計12萬3千人，包含男性3萬8千人(占

30.89%)及女性8萬5千人(占69.11%)。未參與勞動原因，女性係以「料

理家務」7萬5千人(占女性非勞動力人口86.21%)最多，男性則以「其他

(含賦閒、傷病等)」3萬4千人(占男性非勞動力人口89.47%)為大宗。 

 
圖5 彰化縣107年中高齡非勞動力人口未參與勞動原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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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本縣107年各年齡層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皆較女性高，且隨年齡增加

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異亦隨之擴大，又中高齡非勞動力人口未參與勞動

表6 彰化縣107年非勞動力人口未參與勞動原因統計-按年齡層分 
單位：千人 

年齡別 性別 總計 
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 

求學及準備

升學 
料理家務 

高齡、身心

障礙 

其他(含賦閒、

傷病等) 

合計 

計  452       4     123      131      146        48  

男  177       2      61        3       75        37  

女  275       1      63      128       71        11  

15~24歲 

計  112       0     112        0        0         1  

男   58       0      57   -        0         0  

女   55       0      54        0        0         0  

25~34歲 

計   15       0       8        6        0         1  

男    2       0       2        0        0         0  

女   12       0       6        6        0         1  

35~44歲 

計   27       1       2       20        0         3  

男    4       0       1        1        0         2  

女   23       0       1       20        0         1  

45~64歲 

計  123       2       1       77        2        42  

男   38       1       -        2        1        34  

女   85       1       1       75        1         9  

45~54歲 

計   36       1       0       26        0         8  

男    8       1       0        1        0         6  

女   28       0       0       26        0         2  

55~64歲 

計   87       1       1       50        2        35  

男   30       1       0        2        0        27  

女   56       0       1       49        0         6  

65歲及以上 

計  174  -      1       29      143         1  

男   75  -  -        0       74         1  

女   99  -      1       29       69         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備註：1.資料因四捨五入關係，部分總計數字不等於細項數字之和。 

      2.本表統計值「0」表示有數值而不及半單位，「-」則表示無數值。  



１０ 

 

原因男性以其他(賦閒、傷病等)居多，女性則以料理家務居多，其原因

應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思想有關，女性為兼顧工作與家庭，往往

提前離開職場。 

為提高中高齡人力運用，協助其返回職場，相關策略建議如下： 

1. 特定對象職場就業計畫：辦理中高齡就業研習及適合其工作行業別

之職場參訪。 

2. 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提供多元的就業服務及友善銀髮學習

空間，提升其專業技能及持續學習的能力，輔導其順利重返職場。 

3. 由於人口高齡且少子化，致勞動市場之勞動力短缺，本府於辦理就

業各項宣導活動或拜訪廠商時，將輔導企業開發中高齡職缺，期藉

由政府的推廣增加中高齡就業機會並協助就業媒合，另鼓勵退休者

再度就業，協助中高齡者做職涯規劃及職務再設計，幫助其盤點自

我可轉移技能或再學習等方式，重新出發開創職涯第二春。 

4. 除辦理各項就業研習課程外，女性部分將鼓勵或倡導企業提供非典

型工作職缺，如部分或彈性工時，幫助中高齡族群增加職場就業能

力並做好心理建設，提升就業自信心，運用以往專業及實務經驗，

爲自己創造更多的可能性，重返職場並穩定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