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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業問題 

自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以來，由於世界貿易量的成長率劇跌，我

國製造業的國外訂單下滑，工廠、公司或一般行號關廠歇業的情況持

續出現，就業市場隨之快速惡化。 

（一）近期的就業狀況 

 失業率 

失業率從2008年4月的3.81%攀升到2009年6月失業率為5.94%，失

業人數則從2008年4月的41萬2千人增加到2009年6月的64萬7千人，為

我國史上的 高單月失業率和 大失業潮；其中因關廠而失業的人數

高達35萬5千人。 

 失業者之屬性 

教育程度：2009年6月的失業者以高職畢業的人數 多，達18.1萬

人，其次為大學及以上學歷者，近16萬人。相較於失業率上升之初的

2008年4月，失業者人數有隨著年齡提高而增加的趨勢，高職學歷的失

業者人數也在惡化中。 

行業別：這一波失業以製造業的情況 為嚴重。2009年6月時，來

自製造業的失業者高達16.9萬人，較2008年4月增加6萬7千人，而且在

失業者中所占的比重也增加到31%，提高了1個百分點。 

職業別：失業者之前職以從事生產有關的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

以及體力工為主，其失業人數高達25.4萬人，比2008年4月多了11萬6

千人，而且所占的比重為47%，增加了4個百分點，是失業者中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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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源。 

 無薪假與失業保險之請領 

勞委會於2008年12月針對員工規模200人以上之大企業進行調

查，結果發現：有23%的事業單位以「縮短工時」、「無薪休假」、「行

政假」、「減薪」等措施來因應景氣衰退；實施「無薪休假」者占17.8%，

受無薪假影響的人數約有20.2萬人，以受雇於大型製造業的勞工為主，

其中12.6萬人為生產線上之直接人員，7.6萬人為行政/研發等間接人員。 

根據主計處的調查，每週工時低於35小時的就業人數由2008年4月

的50萬9千人逐漸增加，至11月達74萬人，12月單月增加45萬5千人，

至119萬6千人。 

失業率逐步升高，使得失業給付的請領也增多。2008年12月時，

初次申請失業給付件數高達26,773件，實際的失業保險給付金額（包含

初次認定及再次認定者）高達11億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核發金額

則是前年同期的三倍。 

 薪資水準的變化 

無薪假除了反映工時縮短之外，也顯示薪資的減少。主計處的廠

商面調查顯示，2008年全年的經常性薪資增幅僅有0.28%，為歷年之

低；扣除通膨率之後的實質薪資，更出現3.13%的衰退；加計年節獎金

後的平均薪資成長率更只有0.03%，為6年來同期的新低，而其實質增

幅為-3.37%，亦創歷年的 大減幅。2009年1月的受雇員工經常性薪資

更較2008年同月減少8.03%，連續6個月出現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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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結構的長期問題 

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對我國就業市場的衝擊嚴重；但我國就業市場

的轉變並非始自今日。 

我國的失業率從1996年開始惡化，由1995年的1.79%上升為1996年

2.60%，在2002年更躍升為5.17%，達到年平均失業率的歷史高峰。2004

年起略趨緩和，2007年降到3.91%；但從2008年下半年起再度持續升

高，全年為4.14%。簡言之，在1996年以前，我國的年平均失業率均在

2%以下，2001年以後則平均在4%以上。 

2001年到2003年之間的失業率惡化與2001年高科技泡沫破裂的時

間重合，2008下半年起至今的失業率惡化則與當前經濟金融危機的時

間重合。這兩段時間的失業惡化顯然深受景氣循環的影響，有循環性

失業的成分。 

但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遇有成長強勁的年度，其就業情況也無

法恢復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狀況，顯然有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的

問題，尤其以結構性失業的因素 為嚴重。 

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力結構調整的速度跟不上產業結構調整的速

度。產業與人力搭配失衡的關鍵有三，一是世界勞動市場的變化；二

是技術變遷；三是服務業的擴張。 

 大型新興經濟體加入世界市場 

中國大陸和印度改革開放後，為世界市場提供了龐大的勞動力，

國際的勞動供給遽增。國際貿易使得各國得以根據其相對的優勢進行

生產之分工；中國與印度輸出製成品，或為外資企業提供勞務；其他

國家的初級勞動力因而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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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因此轉向非勞力密集的產業，例如服務業和高科技產

業。這些產業需要高級的勞動力；對於初級勞動力的需求自然減少。

初級勞動力或者失業增多、或者其實質工資停滯不升。初級勞工之工

資停滯或失業又使得國內的所得分配惡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

也面臨此一問題。 

這個現象的道理就是國際貿易理論中所說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

理」：全球化與國際貿易使得各國勞工薪資的差異拉近；富裕國家的

低技術工人之工資有下滑或難以成長的壓力（貧窮國家的低技術工人

之工資則上揚）。如果富裕國家的工人不接受工資下滑的現實，失業

率便會增高。 

 技術變遷與知識經濟的衝擊 

1990年代以來，資訊革命使得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產業蓬勃發

展，國內業者對於高級發展人才及專業管理人才的需求逐漸增加，對

初級勞動力的需要降低。 

但由初級勞動力密集的傳統產業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多是低技

術、低教育程度的中高齡基層勞工，缺乏新科技所需的知識與能力，

轉業困難；結構性的失業因而增加。 

 服務業的擴展 

由於經濟成長與家庭所得增加，人們的消費需求也由日用製品延

伸到各式各樣的服務；產業逐漸由工業朝向服務業轉型。 

而服務業時代的勞僱關係與製造業時代是截然不同的；製造業的

產品可以「庫存」，服務業則不能將其「產品」庫存起來，等待客戶

的購買。因此，若市場上沒有服務的需求，服務業的僱主就必須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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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的工時，也不可能支付固定的全時薪資。「部分工時」、「定期

契約」、「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就業型態乃逐漸增多。 

目前我國所擁有的勞動力多屬於中級技術人力，仍有中級人力過

剩、而高級專業及管理人力和基層人力不足的現象，亦即就業市場的

空缺及失業並存。簡單的說，我國自1996年以來的失業問題，除了循

環性和摩擦性失業的因素之外，關鍵的原因還是結構的問題：人力結

構調整的速度跟不上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 

（三）政府的措施 

自1999年迄今，我國政府陸續推出多項促進就業的措施，包括：

（1）永續就業工程計畫；（2）多元就業開發方案；（3）公共服務擴

大就業計畫；（4）微型企業創業貸款；（5）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

展方案；（6）職業能力再提升方案；（7）青年職場體驗計畫；（8）

促進原住民就業整體策略規劃；（9）短期促進就業措施；（10）98-101

年促進就業方案；（11）充電加值計畫等等。 

這些計畫主要分為三種型態：一是以擴大短期公共支出的方式，

暫時性地增雇勞工；二是政府直接提供職業訓練，或補助勞工進行特

定類型的在職訓練，或對企業的員工在職訓練提供補貼；三是對企業

的員工雇用或員工見習提供薪資補貼。 

這些計畫的功能可就其短期的、和長期的效果來評斷： 

第一，如果失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循環性失業（景氣衰退），則

擴大公共支出、拉高總需求或可增加暫時性的勞動需求。 

第二，政府短期性地補貼企業的勞動雇用時，如果企業不相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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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工資會因此而全面永久地下降，則總產出不會持續擴增，總體的勞

動需求也不會持續增加；薪資補貼可能只增加暫時性的勞動需求，甚

至產生勞動雇用的替代效果。 

第三，擴大公共支出雖可增加暫時性的勞動需求，但對結構性的

失業不會有改善的作用。結構性的失業是長期的問題，加強人力投資

才是關鍵。政府提供職業訓練或補助特定類型的在職訓練，算是人力

投資的一環。而一般人補習外語、補習電腦，也是人力投資的一環，

其投資報酬率不必然低於政府提供的或指定的職訓計畫。 

（四）政策建議 

當前結構性失業的關鍵在於人力結構與產業的轉型不相合。這個

問題必須透過人力資本的轉型才能改善，因此重點在於人力投資。而

好的人力投資計畫必須由市場來篩選，不論是學校教育、還是在職

訓練均如此。政府的職業訓練及其對指定職訓計畫之補貼的功能有限。 

第一，人力投資的核心在教育；因此，教育市場的開放與競爭至

關重要。就國民教育而言，其市場是否競爭決定於家長是否得以自由

選擇學校，故政府不應將國民教育社區化的範圍定得過度狹窄。 

第二，對低收入家庭提供教育券是補助低收入者進行人力投資的

工具之一。但教育券的功能當與教育市場的競爭相結合，容許受補助

家庭自由選校。 

第三，對國中以下教育程度和45歲以上之中高齡尋職者，可提供

職業訓練券，做為訓練及實習費用的津貼承諾，並由受訓者自由選擇

合法的職業訓練機構和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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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避免扭曲勞動市場的價格機能。例如，嚴格的基本工資規

定會降低企業雇用低生產力者的誘因，因而提高長期失業率。在景氣

衰退時，這種管制也容易導致大量的解雇，助長衰退的深度、減慢復

甦的速度。 

第五，過於優厚的失業安全制度（高額的失業給付、寬鬆的失業

給付門檻）會降低尋職者繼續尋職的成本，而拉長其尋職的時間、提

高長期失業率。應針對失業給付所可能產生的就業反誘因，進一步改

進〈就業保險法〉。 

第六，服務業的勞工僱用型態與製造業截然不同。宜降低勞動基

準門檻，以擴大勞資協商空間。讓勞資關係依照產業、職業、工作性

質來量身製作協調。若限制過多，會限制資源的有效運用，降低勞動

市場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