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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109年因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勞工各項生活及就業狀況均受影響，

本項調查亦新增相關影響情形之問項(結果摘要於八)。整體調查結果提要分析如下： 

一、勞工整體工作滿意度及工作困擾 

(一)勞工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的比率為 71.2% 

「工作滿意」係綜合勞動條件、薪資、工作環境、勞資關係等因素，對

目前工作整體滿意情形之評價，屬於主觀指標。勞工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的

比率為 71.2%，較 108年上升 0.9個百分點，感到普通者占 25.2%，感到不滿

意者占 3.7%。 

依性別觀察，男性滿意比率 71.5%，略高於女性之 70.9%，不滿意比率亦

為男性略高於女性；按年齡別觀察，15~24 歲、65 歲以上滿意之比率較高，

各約 8 成，25~34 歲、45~54 歲則均在 7 成以下，其中 25~34 歲不滿意比率

5.2%亦為最高；按每月收入觀察，10 萬元以上收入者滿意比率近 9 成最高， 

2.5 萬~未滿 6 萬元者之滿意比率則均不到 7 成，且皆低於 2.5 萬元以下者，

另前者之不滿意比率亦高於後者；按員工規模別觀察，29人以下事業單位感

到滿意的比率 75.5%最高，500人以上事業單位感到滿意的比率 67.6%最低。 

(二)滿意者以性別工作平等滿意比率最高，不滿意者以人事考核升遷制度之不滿

意比率居首 

勞工對工作的整體滿意涵蓋工作中諸多項目的主觀感受與認知，對整體

工作感到滿意者依影響因素分析，以「性別工作平等」之滿意比率為 97.8%

最高，其次為「同事間的相處與友誼」之 95.5%，「工作場所」之 94.2%居第

三；對於「工作負荷量」、「人事考核升遷制度」及「工資」等項目滿意比

率相對較低，分別為 74.7%、75.1%、76.9%。 

對整體工作感到不滿意者之影響因素分析，以「人事考核升遷制度」不

滿意比率為 74.6％居首，其次為「工資」之 66.4%，「工作負荷量」之 57.1%

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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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勞工對整體工作之滿意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 很滿意 滿意 計 不滿意 很不滿意 

107 年 100.0 70.0 19.5 50.5 27.1 2.9 2.6 0.4 

108 年 100.0 70.3 19.5 50.7 26.6 3.1 2.5 0.6 

109 年 100.0 71.2 22.3 48.8 25.2 3.7 3.1 0.6 

性別         

男 100.0 71.5 22.8 48.7 24.5 4.0 3.3 0.7 

女 100.0 70.9 21.9 48.9 25.8 3.3 2.9 0.5 

年齡         

15~24 歲 100.0 80.8 36.2 44.6 16.3 2.9 1.7 1.2 

25~34 歲 100.0 68.4 23.0 45.4 26.4 5.2 4.3 0.9 

35~44 歲 100.0 70.7 20.4 50.3 25.6 3.8 3.3 0.5 

45~54 歲 100.0 68.5 19.0 49.6 28.5 3.0 2.5 0.5 

55~64 歲 100.0 76.0 23.3 52.6 22.0 2.1 2.0 0.0 

65 歲以上 100.0 79.8 21.5 58.2 20.2 - - - 

每月收入         

未滿 2.38萬元 100.0 74.5 28.1 46.4 21.7 3.8 3.3 0.5 

2.38萬元~未滿 2.5萬元 100.0 72.8 26.6 46.2 25.0 2.3 1.7 0.6 

2.5萬~未滿 3萬元 100.0 69.9 22.6 47.2 26.0 4.2 2.8 1.3 

3萬~未滿 4萬元 100.0 68.1 20.3 47.8 27.2 4.6 4.1 0.5 

4萬~未滿 6萬元 100.0 68.2 18.9 49.3 27.9 3.9 3.6 0.2 

6萬~未滿 8萬元 100.0 81.7 25.8 55.9 15.8 2.5 2.0 0.5 

8萬~未滿 10萬元 100.0 78.3 27.5 50.9 21.7 - - - 

10萬元以上 100.0 89.5 27.5 62.0 10.5 - - -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75.5 27.6 47.9 21.5 3.0 2.2 0.7 

30〜49人 100.0 69.0 22.9 46.1 28.7 2.2 2.2 0.1 

50〜199人 100.0 69.7 20.8 48.9 25.9 4.4 3.5 0.9 

200〜499人 100.0 69.8 19.7 50.1 26.4 3.8 3.2 0.5 

500 人以上 100.0 67.6 17.5 50.2 27.9 4.4 4.1 0.3 

說明：本表資料期間為各年 5 月；以下各圖、表之資料期間，除「近一年」之各項統計為各年之前一年
6月至當年 5月外，餘亦為各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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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勞工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包含很滿意及滿意) 

之影響因素分析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 很滿意 滿意 計 不滿意 很不滿意 

工作場所 100.0 94.2 39.7 54.5 5.6 0.1 0.1 0.0 

工作時數 100.0 91.9 35.3 56.5 7.6 0.5 0.5 - 

工資 100.0 76.9 25.2 51.6 21.7 1.4 1.4 0.1 

工作負荷量 100.0 74.7 23.7 51.0 23.9 1.4 1.4 0.0 

性別工作平等 100.0 97.8 47.3 50.4 2.1 0.1 0.0 0.0 

主管對員工的關切與照顧 100.0 93.7 42.7 51.0 5.8 0.5 0.4 0.1 

同事間的相處與友誼 100.0 95.5 42.3 53.2 4.4 0.1 0.1 - 

員工申訴管道之暢通 100.0 90.5 36.1 54.4 9.0 0.4 0.4 - 

人事考核升遷制度 100.0 75.1 26.0 49.1 23.4 1.6 1.4 0.1 

員工教育訓練 100.0 81.4 27.8 53.6 18.1 0.5 0.5 0.0 

無障礙環境 100.0 81.1 28.2 52.8 18.4 0.5 0.5 0.0 

表3   勞工對整體工作感到不滿意(包含很不滿意及不滿意) 

之影響因素分析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 很滿意 滿意 計 不滿意 很不滿意 

工作場所 100.0 22.6 4.3 18.3 47.7 29.7 20.8 8.9 

工作時數 100.0 17.3 3.0 14.3 42.7 40.0 26.3 13.7 

工資 100.0 9.2 - 9.2 24.4 66.4 40.3 26.1 

工作負荷量 100.0 8.2 0.1 8.1 34.7 57.1 38.4 18.7 

性別工作平等 100.0 42.2 7.6 34.6 43.5 14.3 11.1 3.3 

主管對員工的關切與照顧 100.0 20.6 4.1 16.5 34.5 44.9 29.8 15.0 

同事間的相處與友誼 100.0 41.2 12.0 29.2 35.0 23.8 12.8 11.0 

員工申訴管道之暢通 100.0 8.7 0.8 8.0 41.0 50.3 21.5 28.8 

人事考核升遷制度 100.0 2.9 0.8 2.2 22.4 74.6 39.9 34.7 

員工教育訓練 100.0 8.6 1.8 6.8 41.9 49.4 26.1 23.4 

無障礙環境 100.0 20.0 1.3 18.7 47.9 32.1 22.4 9.8 

 

(三)勞工在工作上有困擾占 3成 1，遭遇之困擾以「薪資太低」、「體力衰退」較多 

勞工在工作上無困擾占 69%，有困擾占 31%，與 108年相較，各下降及上

升 1.9 個百分點。遭遇之困擾，以「薪資太低」占 10.1%最高，其次為「體力

衰退」占 7.8%，其餘超過 5%以上者依序為「主管領導風格不適應」占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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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被裁員」占 5.6%、「業績及工作量負荷過重」占 5.4%。 

近三年觀察，「薪資太低」及「體力衰退」為較多勞工工作上所遭遇之困

擾項目。 

表4   勞工工作上所遭遇之困擾 

單位：% 

項目別 107年 108年 109年 
109年較 108年 
增減百分點 

總計 100.0 100.0 100.0 - 

無困擾 69.3 70.9 69.0 -1.9 

有困擾 30.7 29.1 31.0 1.9 

薪資太低 10.0 9.6 10.1 0.5 

體力衰退 7.8 6.9 7.8 0.9 

主管領導風格不適應 5.7 5.6 7.1 1.5 

擔心被裁員 4.5 4.2 5.6 1.4 

業績及工作量負荷過重 5.8 6.1 5.4 -0.7 

工作時間太長 3.2 3.8 4.9 1.1 

沒有特殊的專長 5.5 5.0 4.6 -0.4 

擔心被減薪 1.8 2.6 4.5 1.9 

難以兼顧家庭及工作 4.0 4.2 4.4 0.2 

擔心減班休息 1.2 2.1 3.2 1.1 

工作技術上的不勝任 2.8 2.8 2.8 - 

工作表現機會不多 2.6 2.5 2.7 0.2 

工作環境不佳 2.2 2.3 2.4 0.1 

加班少，收入減少 1.6 2.3 2.3 - 

人際關係不佳 0.9 1.0 1.4 0.4 

說明：勞工有困擾項目可複選。 

按性別觀察，男性有困擾占 30.3%，低於女性之 31.6%；男性在「擔心被

裁員」、「工作環境不佳」的比率高於女性較多，而女性在「薪資太低」、「主

管領導風格不適應」、「沒有特殊的專長」的比率高於男性較多。 

按年齡別觀察，25~44歲有困擾占 34.6%最高，遭遇的困擾以「薪資太低」

及「主管領導風格不適應」比率較高，45~64歲有困擾占 28.4%，以「體力衰

退」及「薪資太低」比率較高，15~24歲有困擾占 19.5%，以「薪資太低」及

「沒有特殊的專長」為主要困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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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勞工工作上所遭遇之困擾－按性別及年齡分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男 女 15~24歲 25~44 歲 45~64歲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沒有困擾 69.7 68.4 80.5 65.4 71.6 

有困擾 30.3 31.6 19.5 34.6 28.4 

薪資太低 9.4 10.8 8.3 11.9 7.8 

體力衰退 8.1 7.5 3.6 7.4 9.5 

主管領導風格不適應 6.2 7.9 3.8 8.0 6.5 

擔心被裁員 6.4 4.8 0.9 5.9 6.2 

業績及工作量過重 5.0 5.7 2.2 6.6 4.3 

工作時間太長 4.9 5.0 2.0 6.6 2.9 

沒有特殊的專長 3.7 5.5 4.4 5.5 3.1 

擔心被減薪 4.4 4.5 1.0 4.4 5.6 

難以兼顧家庭及工作 3.9 4.7 1.9 5.2 3.6 

擔心減班休息 3.3 3.2 1.1 3.8 2.8 

工作技術上的不勝任 2.9 2.7 3.8 3.3 1.8 

工作表現機會不多 3.1 2.4 2.9 3.0 2.3 

工作環境不佳 3.0 1.8 2.1 2.7 1.7 

加班少，收入減少 2.6 2.1 1.2 2.8 1.9 

人際關係不佳 1.3 1.6 1.9 1.6 1.1 

說明：勞工有困擾項目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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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延長工時、未休假及對工作時數看法 

(一)勞工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者占 43.8%，平均每月延長 14.9小時 

勞工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者占 43.8%，較 108 年下降 2.5 個百分點，

其中有延長工時者之平均每月延長工時為 14.9 小時，較 108 年減少 1 小時。

按職業別觀察，以專業人員有延長工時占 60.7%最高，其次為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占 49.1%；有延長工時者之平均每月延長工時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

裝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皆為 20.1小時最高，其次為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8小時。 

按行業別觀察，以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有延長工時占

59.1%最高，其次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占 57.8%、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占

57.3%；有延長工時者之平均每月延長工時以製造業 19.6 小時最高，其次為

運輸及倉儲業 16.7小時，營建工程業 15.5小時居第三。 

表6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情形(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 

延長工時 

有 

延長工時 

 

平均每月時數(小時) 

107 年 100.0 52.2 47.8 15.6 

108 年 100.0 53.7 46.3 15.9 

109 年 100.0 56.2 43.8 14.9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54.7 45.3 14.2 

專業人員 100.0 39.3 60.7 13.8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50.9 49.1 17.6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65.5 34.5 10.2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65.2 34.8 11.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53.3 46.7 10.0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53.8 46.2 20.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61.9 38.1 20.1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75.9 24.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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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情形（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 

延長工時 
有 

延長工時 

 
平均每月 
時數(小時)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59.1 40.9 9.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62.4 37.6 11.0 

製造業 100.0 49.7 50.3 19.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42.7 57.3 14.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75.0 25.0 15.2 

營建工程業 100.0 66.2 33.8 15.5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62.1 37.9 12.4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50.8 49.2 16.7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62.7 37.3 11.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40.9 59.1 14.3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46.9 53.1 9.8 

不動產業 100.0 66.4 33.6 12.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42.2 57.8 11.3 

支援服務業 100.0 67.1 32.9 13.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53.7 46.3 12.8 

教育業 100.0 71.6 28.4 11.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56.3 43.7 11.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65.6 34.4 11.4 

其他服務業 100.0 74.5 25.5 11.0 

 

(二)勞工延長工時主要原因為「趕貨或業務上需求」占 4成 3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主要原因以「趕貨或業務上需求」占 43.4%最高，其

次為「工作(或會議)太多」占 31.5%，「賺加班費」占 11.1%居第三。 

按職業別觀察，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加班主要原因以「工作(或會議)

太多」的比率最高，其他職業皆以「趕貨或業務上需求」的比率最高。為「賺

加班費」比率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之 24.8%、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0.9%較高。 

按行業別觀察，延長工時主要原因為「趕貨或業務上需求」以製造業之

53.5%、批發及零售業 50.2%、營建工程業 49%較高；因「工作(或會議)太多」

則以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 53.9%、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0%較高；

為「賺加班費」以支援服務業 37%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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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主要原因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工作

(或會

議) 

太多 

賺加 

班費 

趕貨或

業務上

需求 

為了考

績、升遷

或績效

獎金 

服務 

單位

的 

文化 

主管要

求延長

工時 

(加班) 

我喜

歡我

的 

工作 

我不

想太

早 

回家 

其他 

107年 100.0 23.1 12.0 49.4 1.0 3.7 4.2 5.7 0.9 - 

108年 100.0 33.9 9.2 44.6 1.4 5.2 2.1 3.3 0.3 - 

109年 100.0 31.5 11.1 43.4 1.4 3.5 2.9 5.2 0.8 0.3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30.1 2.6 50.8 1.0 2.8 - 12.7 - - 

專業人員 100.0 48.0 5.9 35.5 1.7 3.2 1.5 3.3 0.3 0.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22.2 12.2 51.7 1.7 3.5 2.5 5.7 0.5 -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43.2 5.7 35.8 0.7 2.9 3.3 8.1 0.3 0.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27.2 17.6 38.6 2.6 4.8 6.8 1.2 1.2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18.4 3.5 64.3 - 13.9 - -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18.3 15.7 47.4 - 4.8 2.2 7.5 3.0 1.0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11.4 24.8 52.4 - 2.7 3.0 3.3 1.1 1.3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11.7 20.9 49.9 - 1.6 8.4 4.8 2.7 -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7.5 8.2 72.6 - 3.3 8.4 - -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15.9 46.8 33.3 - 4.0 - - - - 

製造業 100.0 22.5 13.2 53.5 0.4 2.8 2.7 4.3 0.6 -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35.8 33.1 26.0 - - 2.7 2.4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20.3 25.6 15.0 - 1.6 - 37.4 - - 

營建工程業 100.0 23.6 10.4 49.0 - - 3.4 11.0 2.6 -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28.6 8.8 50.2 0.7 4.5 3.0 3.4 0.4 0.4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30.3 15.8 30.9 - 13.4 0.6 2.5 4.0 2.3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37.9 18.3 24.4 - 5.2 5.3 6.0 2.8 -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8.8 5.4 39.3 7.6 1.2 0.5 7.3 - -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45.1 1.4 34.1 7.2 2.0 3.4 5.5 1.4 0.0 

不動產業* 100.0 38.2 1.0 42.6 - 10.6 - 7.5 -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53.9 0.2 38.4 - 3.6 0.9 3.0 - - 

支援服務業 100.0 21.2 37.0 24.9 1.8 1.4 4.9 8.8 -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31.1 5.4 40.3 - 3.9 7.7 11.6 - - 

教育業 100.0 43.9 7.9 35.6 2.5 0.2 4.2 3.2 1.6 0.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50.0 11.9 20.2 1.3 3.5 4.9 7.1 - 1.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30.4 12.9 35.3 10.0 0.3 2.4 8.6 - - 

其他服務業 100.0 27.1 9.4 41.7 0.5 8.8 - 12.5 - - 

說明：1.依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之勞工統計。 

2.*表示樣本數不足 30人，抽樣誤差大，s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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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勞工近一年月延長工時曾經超過 46小時占 4.1% 

勞工近一年月延長工時不曾超過 46小時占 95.9%，曾經超過 46小時占

4.1%，較 108年減少 1個百分點；其中月延長工時曾超過 46小時之月數為

1~2個月占 1.6%，3~4個月占 1.4%。 

按職業別觀察，月延長工時曾超過 46小時比率以專業人員之 7%最高，

其次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之 6.5%，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之 5.8%居第三。 

按行業別觀察，月延長工時曾超過 46小時比率以運輸及倉儲業之 8.1%

最高，其次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之 6.9%，製造業之 6.7%居第三。 

表8  勞工近一年月延長工時（加班）超過 46小時情形 (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不曾超

過 

曾超過 46小時-按超過月數分 

計 
1~2 

個月 

3~4 

個月 

5~6 

個月 

7個月 

以上 

107年 100.0 92.5 7.5 4.7 2.0 0.1 0.6 

108年 100.0 94.9 5.1 2.2 1.1 0.4 1.3 

109年 100.0 95.9 4.1 1.6 1.4 0.5 0.6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97.7 2.3 0.4 1.2 0.6 - 

專業人員 100.0 93.0 7.0 2.8 1.8 1.6 0.8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94.2 5.8 2.2 1.9 0.6 1.1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98.6 1.4 0.9 0.5 - -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98.3 1.7 1.0 0.5 - 0.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95.8 4.2 - 4.0 - 0.2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93.5 6.5 2.0 2.5 0.5 1.5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6.1 3.9 1.2 2.2 0.5 0.1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8.4 1.6 0.5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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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勞工近一年月延長工時（加班）超過 46小時情形（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不曾超
過 

曾超過 46小時-按超過月數分 
計 1~2個月 3~4 個月 5~6 個月 7 個月以上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95.8 4.2 0.4 3.3 - 0.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100.0 - - - - - 

製造業 100.0 93.3 6.7 2.3 2.2 1.2 1.0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99.3 0.7 0.7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99.2 0.8 - - 0.4 0.4 

營建工程業 100.0 97.3 2.7 0.5 1.5 - 0.7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98.0 2.0 1.2 0.6 - 0.3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91.9 8.1 2.0 5.8 - 0.3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98.7 1.3 0.4 0.6 - 0.3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93.7 6.3 4.6 - 0.8 1.0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96.8 3.2 1.4 1.8 - - 

不動產業 100.0 94.9 5.1 - 2.5 2.5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93.8 6.2 3.0 2.1 1.1 - 

支援服務業 100.0 98.7 1.3 - 1.3 -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99.5 0.5 0.5 - - - 

教育業 100.0 99.0 1.0 0.8 0.3 - -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96.3 3.7 1.3 - 0.5 1.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93.1 6.9 5.8 1.1 - - 
其他服務業 100.0 98.9 1.1 1.1 - - - 

(四)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後均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占 8成 8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後每次均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占 87.6%，近 3

年介於 87%~91%之間，曾經沒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占 12.4%；沒有領到

加班費或換取補休主要原因為單位告知是責任性工作占 28%。 

圖1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沒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主要原因 

  
說明：以沒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者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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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職業別觀察，以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曾沒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

補休占 18.1%最高，其次為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各占 14.8%。 

按行業別觀察，以教育業曾沒有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占 28.5%最高，其

次為金融及保險業占 21.1%，其他服務業占 20.2%居第三。 

表9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領到加班費或換取補休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均有 
領到或 
換取補休 

曾沒有領到或換取補休-按頻率分 

計 
偶爾 
沒有 

經常 
沒有 

每次均 
沒有 

107 年 100.0 90.4 9.6 2.4 1.5 5.7 

108 年 100.0 90.5 9.5 2.3 0.8 6.4 

109 年 100.0 87.6 12.4 4.4 2.0 6.0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81.9 18.1 4.5 3.9 9.7 
專業人員 100.0 85.2 14.8 5.3 3.1 6.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87.2 12.8 3.6 1.5 7.7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85.2 14.8 4.9 3.5 6.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89.1 10.9 5.5 0.7 4.7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97.2 2.8 - 2.8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91.3 8.7 5.7 - 3.0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6.8 3.2 0.3 0.1 2.8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7.2 2.8 2.8 - -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97.8 2.2 2.2 -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97.9 2.1 - - 2.1 

製造業 100.0 91.2 8.8 1.5 2.1 5.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90.7 9.3 9.3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67.0 33.0 26.5 6.5 - 

營建工程業 100.0 95.7 4.3 1.8 - 2.5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84.9 15.1 3.7 1.1 10.3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94.9 5.1 2.1 0.2 2.7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82.4 17.6 13.0 1.5 3.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85.3 14.7 4.0 2.6 8.1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78.9 21.1 8.4 4.3 8.4 

不動產業* 100.0 82.1 17.9 1.5 0.3 16.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88.3 11.7 6.3 2.4 3.1 

支援服務業 100.0 96.8 3.2 1.4 - 1.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91.6 8.4 8.4 - - 

教育業 100.0 71.5 28.5 15.6 2.8 10.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84.0 16.0 9.1 5.2 1.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91.9 8.1 2.1 - 6.0 

其他服務業 100.0 79.8 20.2 - 2.3 17.9 

說明：1.依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之勞工統計。 
2.*表示樣本數不足 30 人，抽樣誤差大，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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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工之服務單位對延長工時(加班)以「一律給付加班費」占 4成最多 

勞工之服務單位對延長工時(加班)給付方式，以「一律給付加班費」占

39.5%最高，其次為「可選擇加班費或補休」占 37.6%，「一律給予補休」占

9.5%居第三。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199 人以下事業單位以「一律給付加班費」比率最

高，介於 41%~48%，200 人以上事業單位則以「可選擇加班費或補休」比率

最高，介於 45%~55%。 

按職業別觀察，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以

「可選擇加班費或補休」比率最高，分別為 40%、52.5%及 41.8%，其餘職業

均以「一律給付加班費」比率最高。 

按行業別觀察，「一律給付加班費」比率以支援服務業之 51.6%最高，其

次為製造業 50.5%，運輸及倉儲業 49.5%居第三；「可選擇加班費或補休」以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之 80.3%最高，其次為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68.1%，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59.9%居第三；「一律給予補休」

以其他服務業之 23.7%最高，其次為教育業 23.1%，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1.6%居第三。 

表10   勞工之服務單位對延長工時（加班）給付方式(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一律 

給付 

加班費 

可選擇加班

費或 

補休 

平日給付加

班費，假日給

予補休 

一律

給予

補休 

發績效獎金

或參與 

分紅 

不發加班費

也不給予補

休 

沒有 

規定 
其他 

107 年 100.0 46.1 34.6 2.4 8.1 0.8 1.8 4.7 1.4 

108 年 100.0 42.6 36.1 3.2 9.2 1.6 2.2 4.6 0.6 

109 年 100.0 39.5 37.6 3.2 9.5 1.4 1.9 6.4 0.4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47.9 24.6 4.0 7.8 2.8 1.9 10.4 0.6 

30~49 人 100.0 45.4 27.3 5.2 11.9 0.5 2.3 7.3 - 

50~199 人 100.0 41.4 36.7 3.3 10.8 0.5 2.8 4.3 0.3 

200~499 人 100.0 34.2 45.7 1.7 11.8 0.7 1.8 2.9 1.1 

500 人以上 100.0 28.0 54.3 2.2 9.3 0.9 1.4 3.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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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勞工之服務單位對延長工時（加班）給付方式 (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一律 

給付 

加班費 

可選擇

加班費

或補休 

平日給

付加班

費，假

日給予

補休 

一律給

予補休 

發績效

獎金 

或參與 

分紅 

不發加

班費也

不給予

補休 

沒有 

規定 
其他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35.8 40.0 3.7 11.6 2.7 0.5 4.9 0.7 

專業人員 100.0 20.3 52.5 3.4 14.2 1.5 2.3 5.4 0.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40.5 35.7 2.5 9.1 1.7 3.2 6.9 0.4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32.8 41.8 3.7 10.6 1.4 2.2 7.0 0.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44.2 33.4 2.3 9.0 1.2 1.6 7.7 0.4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63.3 21.5 6.7 5.5 - - 3.0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53.9 25.1 6.5 6.1 1.9 0.7 5.5 0.4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64.1 23.1 3.6 2.5 0.5 - 6.2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59.6 26.9 1.3 5.6 0.7 0.3 5.0 0.6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39.0 37.3 3.8 11.9 - - 7.9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45.4 42.3 5.6 3.4 - - 3.4 - 

製造業 100.0 50.5 36.5 3.0 5.1 0.5 1.8 2.4 0.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13.7 80.3 0.1 3.9 1.5 - 0.5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44.9 41.6 - 1.7 - 0.3 11.5 - 

營建工程業 100.0 45.1 29.3 7.4 5.5 1.7 1.4 8.9 0.6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43.8 30.4 3.6 9.1 2.4 2.3 8.0 0.4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49.5 39.1 4.3 2.2 1.1 0.5 3.3 -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36.6 34.8 0.6 16.3 1.1 - 9.4 1.1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11.2 59.9 2.3 17.4 1.5 1.0 5.9 1.0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16.2 52.0 6.4 7.9 2.5 4.9 10.0 0.0 

不動產業 100.0 29.9 33.2 - 10.9 4.1 4.8 17.1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32.7 44.1 2.8 13.7 3.2 1.7 1.2 0.6 

支援服務業 100.0 51.6 27.7 3.8 4.8 1.2 2.1 8.1 0.7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8.6 68.1 4.0 17.7 - - - 1.7 

教育業 100.0 23.9 25.3 3.3 23.1 0.3 3.3 20.2 0.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26.5 52.7 1.1 12.5 0.8 1.5 4.8 -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16.4 40.0 - 21.6 6.2 - 15.8 - 

其他服務業 100.0 25.1 28.4 3.3 23.7 3.0 3.7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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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休完特別休假之處理以「當年度一律折發工資」占 4成 5居多 

勞工之服務單位對於未休完特別休假之處理方式，以「當年度一律折發

工資」占 44.6%最高，其次為「可遞延至次年度」占 28.6%，「規定一律休完」

占 12.5%居第三。 

按職業別觀察，專業人員以「可遞延至次年度」占 38%最高，其次為「當

年度一律折發工資」占 37.8%；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以「當年度一律折發工資」

占 58.7%最高，其次為「規定一律休完」占 14.9%；其餘職業均以「當年度一律

折發工資」占比最高，其次為「可遞延至次年度」。 

按行業別觀察，「當年度一律折發工資」以農林漁牧業之 60.7%最高，其

次為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56.9%，製造業 51.6%居第三；「可遞延至次年度」

以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之 58.9%最高，其次為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

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分別為 42.2%、41.9%；「規定一律休完」以礦業

及土石採取業之 26.2%最高，其次為農林漁牧業、教育業、住宿及餐飲業各

約 17%。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當年度一律折發工資」及「可遞延至次年度」以規

模較大者比率較高；「規定一律休完」以規模較小者比率較高。 

表11   勞工之服務單位對未休完特別休假之處理方式 (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當年度
一律折
發工資 

可遞延
至 

次年度 

視同 
放棄 

規定一
律休完 

不知道 
未有 
特休假 

其他 

107年 100.0 53.0 17.7 4.6 17.9 6.0 0.8 0.0 

108年 100.0 51.7 19.9 5.2 14.3 7.4 1.4 0.1 

109年 100.0 44.6 28.6 3.8 12.5 7.4 2.6 0.4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42.7 41.7 4.0 6.1 2.7 1.6 1.2 

專業人員 100.0 37.8 38.0 5.0 9.2 7.4 2.1 0.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44.7 28.7 3.8 13.4 7.1 1.5 0.8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43.0 31.5 5.5 11.3 6.3 1.9 0.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42.0 22.9 2.3 18.0 9.3 5.4 0.1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45.0 23.9 0.9 13.1 17.0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51.0 21.4 3.4 13.7 7.4 3.1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55.7 18.7 2.6 10.3 10.3 2.5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58.7 14.2 0.7 14.9 7.0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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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勞工之服務單位對未休完特別休假之處理方式 (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當年度
一律折
發工資 

可遞延
至 

次年度 

視同 

放棄 

規定一
律休完 

不知道 
未有 

特休假 
其他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60.7 11.8 4.5 17.6 4.1 1.3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40.6 28.5 0.8 26.2 1.4 2.5 - 

製造業 100.0 51.6 29.1 2.4 10.2 5.0 1.5 0.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32.7 58.9 1.5 1.5 4.9 0.6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56.9 20.4 8.4 3.1 7.9 3.2 - 

營建工程業 100.0 47.2 17.5 6.7 16.0 9.6 2.3 0.6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45.7 25.0 3.7 15.7 6.7 3.0 0.3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50.2 25.2 5.6 10.2 8.4 0.5 -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30.7 33.6 2.7 17.2 11.0 4.0 0.8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7.0 42.2 1.4 12.4 6.0 0.7 0.4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44.6 34.5 2.3 8.8 8.1 1.0 0.7 

不動產業 100.0 49.8 24.0 2.6 10.2 9.7 3.6 0.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40.9 41.9 3.2 4.9 6.7 0.6 1.8 

支援服務業 100.0 51.1 21.2 3.0 10.3 7.9 6.6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42.1 27.6 11.0 10.1 9.2 - - 

教育業 100.0 27.6 14.6 12.2 17.5 19.1 8.6 0.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31.5 38.0 3.9 15.3 7.2 3.6 0.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22.0 39.5 2.6 14.4 13.9 2.8 4.7 

其他服務業 100.0 38.7 23.1 7.0 14.2 10.2 5.5 1.2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42.4 22.2 5.1 17.2 8.0 4.5 0.5 

30~49 人 100.0 40.7 28.8 5.9 14.9 6.6 3.1 0.1 

50~199 人 100.0 46.6 27.5 3.2 11.4 9.0 1.8 0.6 

200~499 人 100.0 47.4 29.6 3.0 12.5 5.9 1.2 0.5 

500 人以上 100.0 46.2 37.0 2.3 6.5 6.6 1.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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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勞工希望維持目前工作時數者占 8成 2居多 

勞工希望維持目前工作時數者占 81.5%，較 108 年增加 2.7 個百分點，

希望減少工作時數占 11.1%，希望增加工作時數則占 7.4%。 

勞工希望增加工作時數的主要原因以「希望增加薪水」占 6.2%最高；勞

工希望減少工作時數的主要原因以「更多自己的時間從事其他活動」占 5.2%

最高，其次是「想減輕工作帶來的壓力」占 2.4%。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希望增加工作時數」比率以高中（職）以下逾 1

成較高；「希望減少工作時數」則以碩士及以上達 2成較高。 

按職業別觀察，「希望增加工作時數」比率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

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較高，均逾 13%；「希望減少工

作時數」則以專業人員之 18.6%最高。 

按每月收入別觀察，「希望增加工作時數」比率以未滿 2.5 萬元逾 1 成

較高；「希望減少工作時數」以 3 萬元以上逾 1 成較高，其中 10 萬元以上

達 2成。 

圖2   勞工對目前工作時數的看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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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勞工對目前工作時數的看法 
                    單位：% 

三、勞工工作班別及下班後接獲通訊交辦工作情形 

(一)勞工工作班別主要為固定班占 8成 8 

勞工的工作班別為固定班占 88%，其中主要以白天班占 81.3%為主；輪

班占 9.5%，平均換班間隔時數為 12.3 小時；不固定班占 2.5%，平均換班間

隔時數為 11.3小時。 

按職業別觀察，固定班以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之 97.1%最高，其次為事

務支援人員 95.1%；輪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之 20.2%最高，其次為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 11.3%；不固定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之 6.8%最高。 

按行業別觀察，各行業別皆以固定班為主且以「白天班」較多；而住宿

及餐飲業工作時段為「下午班或小夜班」、「兩頭班」之比率分別為 17.5%、

26.3%，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工作時段為「下午班或小夜班」之比率為 13.5%，

較其他行業為高；另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輪班之比率 25.9%為各行業

之冠。 

項目別 總計 
維持目前 
工作時數 

希望增加 
工作時數 

希望減少 
工作時數 

108 年 100.0 78.8 8.3 13.0 

109 年 100.0 81.5 7.4 11.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81.4 14.7 4.0 
高中（職） 100.0 81.5 11.9 6.5 
專科及大學 100.0 82.4 5.1 12.5 
碩士及以上 100.0 76.4 3.0 20.6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82.3 6.1 11.5 
專業人員 100.0 79.0 2.4 18.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79.8 8.9 11.3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86.6 3.7 9.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82.6 8.2 9.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89.0 10.1 0.8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77.7 13.8 8.5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81.2 13.6 5.2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79.7 13.2 7.1 

每月收入     
未滿 23,800元 100.0 80.2 15.9 3.9 
23,800 元~未滿 2.5萬元 100.0 84.3 10.1 5.6 
2.5 萬~未滿 3萬元 100.0 82.9 8.5 8.6 
3 萬~未滿 4萬元 100.0 82.2 6.7 11.1 

4 萬~未滿 6萬元 100.0 78.7 5.9 15.4 
6 萬~未滿 8萬元 100.0 81.5 5.3 13.2 
8 萬~未滿 10萬元 100.0 85.4 0.8 13.8 
10 萬元以上 100.0 76.7 3.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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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勞工工作班別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固定班-按工作時間分 

輪班 

 

不固 

定班 

 

計 白天班 

下午班 

或 

小夜班 

大夜班 兩頭班 

換班平

均間隔

時間 

(小時) 

換班平

均間隔

時間

(小時) 

107年 100.0 88.6 82.5 3.2 1.4 1.6 9.7 12.3 1.7 11.8 

108年 100.0 88.1 81.3 3.4 1.2 2.1 9.1 12.2 2.8 11.6 

109年 100.0 88.0 81.3 3.3 1.4 2.0 9.5 12.3 2.5 11.3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97.1 96.3 - 0.8 - 1.4 11.1 1.5 11.0 

 專業人員 100.0 89.4 85.4 2.3 0.4 1.2 9.2 12.9 1.4 12.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86.9 83.0 1.8 1.4 0.7 11.3 12.2 1.9 11.7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95.1 92.3 1.3 0.7 0.7 3.1 12.2 1.8 11.3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73.0 48.5 11.5 3.9 9.2 20.2 12.2 6.8 11.1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93.7 88.5 5.2 - - 4.3 12.0 2.0 11.0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91.3 89.6 0.7 1.0 - 7.4 12.0 1.3 11.6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87.7 83.4 1.7 1.8 0.8 9.2 13.2 3.1 11.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3.6 86.9 4.9 0.8 1.0 6.0 11.2 0.4 10.3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92.0 87.3 4.4 - 0.4 1.7 12.0 6.3 10.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91.8 85.3 6.5 - - 5.7 13.1 2.5 11.0 

製造業 100.0 88.7 85.8 1.2 1.5 0.1 10.4 12.3 0.9 11.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82.2 79.9 - 2.3 - 17.8 12.4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94.1 93.1 0.9 - 0.1 5.4 11.8 0.5 12.0 

營建工程業 100.0 96.1 94.6 0.9 0.6 - 0.3 12.2 3.6 11.8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86.3 81.3 3.4 1.2 0.4 11.0 11.8 2.7 10.8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80.7 75.1 1.5 3.4 0.7 16.9 13.1 2.4 10.6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82.6 35.4 17.5 3.3 26.3 10.4 13.2 7.1 11.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96.4 94.5 1.2 - 0.7 2.9 12.2 0.7 11.0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92.5 92.5 - - - 3.6 12.0 3.9 11.0 

不動產業 100.0 94.4 89.7 3.1 0.7 0.9 5.2 13.0 0.4 10.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96.2 94.8 1.4 - - 3.2 11.8 0.6 12.0 

支援服務業 100.0 89.4 79.5 4.6 5.2 - 8.0 11.9 2.6 11.2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93.7 87.1 3.6 - 3.0 5.3 10.6 1.0 10.1 

教育業 100.0 96.2 87.4 7.8 0.0 1.0 1.9 12.0 1.8 14.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68.2 56.4 4.3 1.6 5.9 25.9 12.9 6.0 11.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81.4 63.2 13.5 4.8 - 11.9 10.9 6.7 12.0 

其他服務業 100.0 93.7 91.8 1.6 - 0.3 1.6 12.7 4.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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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工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通訊方式交辦且當下即執行工作占12.4%，

平均每月實際執行時數為 5.1小時 

勞工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電話、網路、手機 App或 Line等通訊形

式交辦工作占22.9%，較108年增加0.9個百分點，未當下執行工作者占10.5%，

當下即執行工作者占 12.4%，與 108 年持平，平均每月實際執行工作時數為

5.1小時，較 108年減少 1.3小時。 

按職業別觀察，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通訊方式交辦且當下即執行

工作比率以專業人員之23.3%最高，其次為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18.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6%居第三。 

按行業別觀察，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通訊方式交辦且當下即執行

工作比率以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之 28.1%最高，其次為醫療保

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5.9%、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不動產業與金融及保

險業亦均超過 15%。 

圖3   勞工下班後服務單位以電話、網路、手機 App或 Line等形式 

交辦且執行工作情形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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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勞工下班後服務單位以電話、網路、手機 App或 Line 

等形式交辦且執行工作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 

接獲交
辦工作 

有接獲交辦工作-按有没有當下
執行工作分 

計 

未當
下執
行工
作 

當下
即執
行工
作 

 

平均每月交
辦且執行工
作時數(小時) 

107 年 100.0 90.9 - - 9.1 4.8 

108 年 100.0 78.0 22.0 9.6 12.4 6.4 

109 年 100.0 77.1 22.9 10.5 12.4 5.1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67.0 33.0 14.9 18.1 4.5 

專業人員 100.0 63.6 36.4 13.1 23.3 5.7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74.4 25.6 10.0 15.6 5.2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80.1 19.9 9.9 10.0 4.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78.3 21.7 13.9 7.9 5.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97.5 2.5 1.3 1.2 2.4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85.7 14.3 8.2 6.1 4.5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3.2 6.8 5.0 1.8 4.8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4.5 5.5 3.5 2.0 5.5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72.2 27.8 19.9 8.0 2.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80.6 19.4 7.9 11.5 4.6 

製造業 100.0 81.0 19.0 6.7 12.3 5.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80.5 19.5 11.8 7.7 2.7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80.4 19.6 12.4 7.2 10.1 

營建工程業 100.0 81.4 18.6 11.3 7.3 4.8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74.6 25.4 12.9 12.5 4.7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83.4 16.6 8.8 7.8 6.0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77.9 22.1 12.9 9.1 6.2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55.3 44.7 16.6 28.1 4.2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75.1 24.9 9.9 15.0 7.7 

不動產業 100.0 74.8 25.2 10.1 15.1 2.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73.0 27.0 11.4 15.6 4.3 

支援服務業 100.0 83.5 16.5 10.0 6.5 4.1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81.5 18.5 6.3 12.2 4.4 

教育業 100.0 73.2 26.8 15.1 11.7 5.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70.7 29.3 13.5 15.9 3.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70.2 29.8 21.1 8.7 5.2 

其他服務業 100.0 88.5 11.5 5.3 6.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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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工兼職(差)情形 

勞工目前兼職(差)占 6%，主要原因為目前工作收入無法應付生活開銷 

勞工目前兼職(差)者占 6%，兼職(差)主要原因以目前工作收入無法應付

生活開銷占 2.2%最高，其次為想過更優渥的生活占 1.3%。 

按職業別觀察，勞工目前兼職(差)的比率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之 8.5%

最高，其次為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8.4%，專業人員 7.5%居第三。按行業別觀

察，勞工目前兼職(差)的比率以教育業之 20.8%最高，其次為不動產業 9.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9%。 

圖4   勞工目前兼職(差)情形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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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勞工目前兼職(差)情形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兼職(差) 有兼職(差) 

總計 100.0 94.0 6.0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95.5 4.5 

專業人員 100.0 92.5 7.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94.4 5.6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94.9 5.1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93.7 6.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91.6 8.4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94.1 5.9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4.7 5.3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1.5 8.5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98.4 1.6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91.0 9.0 

製造業 100.0 95.9 4.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98.8 1.2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96.5 3.5 

營建工程業 100.0 92.9 7.1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94.7 5.3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96.7 3.3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93.1 6.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93.9 6.1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95.7 4.3 

不動產業 100.0 90.7 9.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94.6 5.4 

支援服務業 100.0 92.5 7.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92.1 7.9 

教育業 100.0 79.2 20.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92.5 7.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91.7 8.3 

其他服務業 100.0 93.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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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工參加教育訓練情形 

(一) 109年勞工參加教育訓練比率為 52.3%，參訓項目以「專業技術」、「職業安全」

及「人際關係或溝通協調」居前三項 

109 年勞工參加教育訓練的比率為 52.3%，較 108 年之 56.4%下降 4.1 個

百分點，近 5年參訓比率介於 50%~57%之間。 

依參加各項教育訓練比率觀察，以「專業技術」之 31.1%最高，其次是

「職業安全」之 24.2%，其餘訓練項目參加比率均低於 1成。 

與 108年相較，勞工參加教育訓練比率皆下降，以「專業技術」下降 4.9

個百分點最多，「人際關係或溝通協調」下降 4.5個百分點居次。 

圖5   勞工近一年參加教育訓練比率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說明：訓練項目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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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勞工近一年參加教育訓練比率 

單位：% 

年別 
參訓 

比率 

專業 

技術 
外語 

電腦與

資訊 

應用 

一般行

政事務 

領導與

管理 

人際關

係或溝

通協調 

職業 

安全 

銷售或

顧客 

服務 

財務 

管理 

研發及

創新 

能力 

94年 50.1 24.2 5.5 10.4 7.7 7.4 10.8 18.5 9.2 - - 

96年 54.4 30.1 4.9 9.5 9.3 9.7 11.4 19.3 9.1 4.8 - 

97年 54.6 30.8 5.7 10.0 9.4 10.8 12.7 22.6 11.8 4.8 - 

98年 61.5 41.4 8.2 17.5 15.5 15.6 20.4 36.5 17.5 8.4 - 

99年 51.5 32.7 5.2 10.4 9.4 10.4 12.8 25.3 11.7 4.3 5.0 
            

100年 46.7 27.9 3.0 7.9 8.1 8.6 10.9 21.7 8.9 4.1 3.4 

101年 48.4 30.6 3.5 7.4 6.8 9.2 10.6 22.0 9.2 3.7 3.5 

102年 50.4 34.8 3.6 8.6 8.3 10.7 11.0 25.6 10.3 4.3 4.1 

103年 54.1 34.8 4.9 10.8 11.8 11.8 14.8 27.0 11.3 5.0 5.0 

104年 50.6 32.3 3.3 9.7 9.6 11.1 13.0 25.2 10.3 5.1 5.0 
            

105年 52.1 32.7 4.5 9.5 10.9 11.8 13.7 27.9 11.0 4.3 5.4 

106年 50.4 31.8 3.0 9.1 9.8 9.3 12.1 24.8 9.6 3.8 3.9 

107年 53.8 31.6 2.7 8.0 10.1 9.0 10.4 26.5 9.1 3.2 3.8 

108年 56.4 36.0 3.0 9.1 10.2 9.6 13.1 26.7 9.7 4.1 4.4 

109年 52.3 31.1 1.6 7.0 7.4 6.4 8.6 24.2 6.8 2.8 3.3 

109年較
108年增
減百分點 

-4.1 -4.9 -1.4 -2.1 -2.8 -3.2 -4.5 -2.5 -2.9 -1.3 -1.1 

說明：1.訓練項目可複選。 

2.96年調查新增財務管理訓練項目，99年調查新增研發及創新能力訓練項目。 

(二) 教育訓練時數以「外語」32.3小時最高，惟較 108年減少 20.7小時 

勞工教育訓練平均時數以「外語」32.3 小時最高，其次是「專業技術」

28.8小時，「財務管理」及「銷售或顧客服務」亦均逾 20小時。 

與 108 年相較，除「財務管理」及「一般行政事務」平均訓練時數增加

外，其餘訓練時數均減少，其中以「外語」減少 20.7小時最多，其次為「研

發及創新能力」減少 8.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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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勞工近一年參加教育訓練時數 

單位:小時 

年別 
專業 

技術 
外語 

電腦與

資訊 

應用 

一般行

政事務 

領導與

管理 

人際關

係或溝

通協調 

職業 

安全 

銷售或

顧客 

服務 

財務 

管理 

研發及

創新 

能力 

平均訓練時數           

94年 30.2 62.9 26.9 10.8 14.4 8.8 12.3 13.6 - - 

96年 28.5 51.0 23.7 14.2 18.3 10.9 11.8 15.8 22.4 - 

97年 26.6 54.7 19.1 14.2 19.1 10.5 11.1 15.5 21.6 - 

98年 37.2 49.1 29.5 15.8 17.1 16.8 15.3 20.6 23.6 - 

99年 31.5 56.1 23.3 12.3 16.4 8.9 9.3 13.2 12.6 17.4 
           
100年 31.0 37.4 22.6 10.8 13.2 10.5 10.9 16.8 15.7 10.4 

101年 28.3 67.2 18.0 10.4 17.1 13.4 12.0 19.4 16.4 16.4 

102年 26.1 55.4 18.4 11.4 16.6 11.4 10.7 18.9 12.5 17.4 

103年 29.1 47.7 18.2 11.8 14.0 10.3 10.4 18.7 14.9 13.8 

104年 32.5 43.4 16.2 12.4 15.6 10.9 10.3 18.3 14.0 13.2 
           
105年 35.3 61.3 22.8 16.0 20.0 10.6 11.2 20.1 13.9 19.2 

106年 28.6 68.4 18.5 13.4 17.7 10.9 11.0 13.8 18.9 16.0 

107年 31.3 42.8 17.5 15.2 16.7 12.0 11.4 15.8 9.9 15.2 

108年 30.1 53.0 20.5 13.7 17.1 13.2 11.8 22.5 15.1 21.9 

109年 28.8 32.3 18.1 14.2 16.7 8.7 10.2 20.8 21.6 13.3 

109年較 108年 

增減時數 
-1.3 -20.7 -2.4 0.5 -0.4 -4.5 -1.6 -1.7 6.5 -8.6 

說明：96年調查新增財務管理訓練項目，99年調查新增研發及創新能力訓練項目。 

(三) 訓練主辦單位以「服務單位」自行辦理為主 

依訓練之主辦單位觀察，除「外語」訓練外，各訓練項目均由服務單位

自行辦理之比率最高，在 6 成 6 至 8 成 8 之間，其次則為民間專業訓練機構

辦理較多；而「外語」訓練單位則以民間專業訓練機構占 44.8%最高，服務

單位自行辦理占 42.3%次之。由政府職訓機構訓練的比率以「專業技術」及

「職業安全」訓練各為 13.4%及 12.5%較高；由大專院校訓練的比率則以「外

語」訓練之 13.5%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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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勞工近一年參與教育訓練之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單位：% 

(四) 參加訓練勞工認為各項訓練能提升工作知識或技能的比率多在 9成以上 

參加訓練者認為對提升工作知識或技能有助益之比率，以「領導與管理」、

「專業技術」較高，皆達 97%，「研發及創新能力」為 96%居第三，而以「外

語」之 87.8%最低。   

圖6   勞工近一年參加教育訓練對提升工作知識、技能有助益之比率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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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與管理

%

0

項目別 服務單位 
政府 

職訓機構 

民間專業 

訓練機構 

大專 

院校 

專業技術 75.1 13.4 28.8 2.2 

外語 42.3 9.4 44.8 13.5 

電腦與資訊應用 72.8 7.5 22.5 5.7 

一般行政事務 87.5 6.8 11.3 3.7 

領導與管理 76.4 6.2 22.8 3.4 

人際關係或溝通協調 83.2 4.8 18.4 3.7 

職業安全 79.1 12.5 17.4 1.0 

銷售或顧客服務 85.7 4.0 13.0 2.2 

財務管理 66.3 5.3 32.6 3.1 

研發及創新能力 82.7 3.6 20.9 4.5 

說明：本問項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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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勞工沒有參加教育訓練原因以「工作太忙」、「服務單位未提供或推廣訓練的機

會」及「家庭因素」居多 

勞工沒有參加教育訓練原因以「工作太忙」占 31.4%最高，其次為「服

務單位未提供或推廣訓練的機會」占 26.2%，「家庭因素」占 25.7%居第三。 

按性別觀察，男性未參加教育訓練原因以「工作太忙」占 38%最高，女

性則因「家庭因素」占 30.2%最高。 

按年齡別觀察，15~24 歲未參加教育訓練原因以「不知道有哪些單位提

供訓練」占 31.5%最高，25歲至 54歲之 3個年齡組皆以「工作太忙」占比最

高，分別占 35.3%、34.2%及 29.6%，55歲以上之 2個年齡組則以「家庭因素」

比率最高，分別占 31.9%及 37.6%。 

表19  勞工近一年沒有參加教育訓練原因 

單位：% 

項目別 

服務單位未
提供或推廣
訓練的機會 

不知道有哪
些單位提供
訓練 

家庭 

因素 

工作 

太忙 

對升遷 

沒有 

幫助 

對尋(轉)職
沒有幫助 

沒有適
合的訓
練課程 

不需
要 

其他 

107 年 25.4 23.6 29.7 38.7 9.9 6.6 2.1 - 7.1 

108 年 30.5 22.6 29.5 30.8 10.9 4.6 3.3 - 8.1 

109 年 26.2 23.0 25.7 31.4 10.0 5.7 6.1 4.1 4.7 

性別          

男 23.7 22.0 20.2 38.0 12.2 7.2 6.8 4.3 4.0 

女 28.2 23.9 30.2 25.9 8.2 4.4 5.4 4.0 5.2 

年齡          

15~24 歲 27.7 31.5 13.4 26.5 4.9 1.1 5.7 5.6 6.3 

25~34 歲 28.1 27.8 17.6 35.3 6.8 5.9 4.4 2.9 5.9 

35~44 歲 26.9 23.7 30.3 34.2 12.7 4.8 6.5 3.2 5.1 

45~54 歲 27.5 19.0 26.6 29.6 10.0 7.2 6.7 4.1 3.7 

55~64 歲 20.5 17.5 31.9 24.7 11.7 6.5 6.1 5.6 3.0 

65 歲以上 15.0 12.3 37.6 26.7 11.3 8.7 10.8 13.5 1.7 

說明：没有參加訓練原因可複選；109年新增「不需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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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概況 

(一)勞工希望服務單位提供之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以「福利措施」最多，其次

為「彈性工作安排」 

勞工需要服務單位提供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占 94.9%，希望服務單位提

供的項目以「福利措施」（如：婚喪年節禮金、子女就學補助、文康活動、

員工旅遊、團體保險等）占 61.9%最高，其次為「彈性工作安排」占 47.9%，

「優於法令給假」占 45.8%居第三。 

圖7   勞工希望服務單位提供之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情形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按年齡別觀察，各年齡勞工均以希望提供「福利措施」最多，其次 25~44

歲勞工希望提供「優於法令給假」，15~24 歲、45 歲以上希望「彈性工作安

排」。 

按職業別觀察，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以希望提供「彈性工作安排」最

多，其次為「福利措施」，其餘各職業勞工均以希望提供「福利措施」最多，

其次則為「彈性工作安排」或「優於法令給假」。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各規模之勞工均以希望提供「福利措施」最多，其

次則 29人以下、200~499人之事業單位勞工希望提供「彈性工作安排」，其

他規模希望「優於法令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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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勞工希望服務單位提供之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不需要

提供措

施 

需要提供措施-按措施項目分(可複選 3項) 

 

彈性工

作安排 

優於法

令給假 

母性保

護友善

措施 

家庭照

顧服務/

措施 

身心健

康促進

活動 

福利 

措施 

108 年 100.0 4.6 95.4 44.7 42.5 5.1 20.5 17.6 59.3 

109 年 100.0 5.1 94.9 47.9 45.8 3.4 22.6 17.5 61.9 

年齡          

15~24 歲 100.0 12.0 88.0 50.1 41.0 3.5 6.7 18.6 62.7 

25~34 歲 100.0 5.0 95.0 52.8 58.7 3.6 22.0 15.6 63.2 

35~44 歲 100.0 2.4 97.6 45.8 49.7 4.9 29.9 16.0 61.7 

45~54 歲 100.0 3.3 96.7 47.3 37.4 3.2 21.6 19.1 63.2 

55~64 歲 100.0 8.3 91.7 43.4 26.7 - 16.9 22.4 58.1 

65 歲以上 100.0 21.9 78.1 36.5 28.9 - 19.9 15.1 52.1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4.3 95.7 56.9 45.0 3.5 24.6 19.2 49.2 

專業人員 100.0 2.6 97.4 59.2 52.4 3.5 25.3 19.2 62.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4.0 96.0 48.1 47.4 2.8 24.8 16.7 63.2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5.4 94.6 50.4 42.5 4.7 22.9 18.1 58.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7.1 92.9 43.0 44.0 2.6 16.0 19.0 64.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0.5 99.5 42.9 47.0 5.2 46.6 29.0 71.1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4.8 95.2 41.8 45.3 4.0 26.9 13.4 68.0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1 90.9 26.0 41.1 2.0 20.1 16.2 66.2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8.1 91.9 43.9 41.4 5.0 14.8 12.6 58.1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7.6 92.4 48.0 40.0 2.1 16.4 14.2 60.4 

30~49 人 100.0 6.3 93.7 42.5 44.6 5.2 20.8 14.4 65.1 

50~199 人 100.0 4.6 95.4 43.1 45.8 3.4 23.5 22.5 63.5 

200~499 人 100.0 2.6 97.4 51.3 48.1 5.0 29.9 20.9 63.2 

500 人以上 100.0 2.8 97.2 51.0 52.7 4.0 27.6 18.1 61.4 

說明：提供項目可複選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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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認為目前工作和休閒達到平衡者占 6成 8 

勞工認為目前工作和休閒達到平衡者占 68.3%，較 104 年增加 0.6 個百分

點，認為工作有點多占 26.1%，認為工作太多占 4%，認為休閒有點多占 1.7%。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認為工作和休閒平衡的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

減，由國中及以下之 78.7%，降至碩士及以上 59.7%；按員工規模別觀察，則

該項比率隨規模愈大而遞減，由 29人以下事業單位之 76.2%，降至 500人以

上之 57.9%。 

表21   勞工工作與休閒的平衡狀況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工作太多 工作有點多 工作和休閒平衡 休閒有點多 

104 年 100.0 5.3 25.5 67.7 1.5 

109 年 100.0 4.0 26.1 68.3 1.7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1.7 14.9 78.7 4.7 

高中（職） 100.0 3.1 21.1 73.1 2.7 

專科及大學 100.0 4.5 28.3 66.2 1.1 

碩士及以上 100.0 4.9 35.2 59.7 0.1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2.5 19.1 76.2 2.2 

30~49 人 100.0 3.5 22.7 72.7 1.0 

50~199 人 100.0 2.9 26.9 68.7 1.5 

200~499 人 100.0 5.7 28.1 65.0 1.1 

500 人以上 100.0 5.9 34.6 57.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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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延長工時勞工認為延長工時對身心健康有影響者占 3成 9 

最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勞工認為延長工時對身心健康有影響者占38.6% (有

點影響 31.2%，非常有影響 7.4%)，較 103年減少 6.2個百分點，認為沒有影

響者占 61.4% (完全沒有影響 21%，不太有影響 40.4%)。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國中及

以下為 14.8%，碩士及以上則為 51.4%。 

按職業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以專業人員之 50.7%最高，其次為事

務支援人員 39.8%、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9.4%。 

按行業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以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之 58.1%最高，其次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3.3%，金融及保險業 51.9%

居第三。 

按每月收入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大致隨收入增加而提高，其中未

滿 23,800元者為 21.8%， 8萬~未滿 10萬元者為 49.4%。 

表22   勞工延長工時(加班)對身心健康影響情形（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影響 有影響 

計 
完全沒有

影響 

不太有 

影響 
計 

有點 

影響 

非常有 

影響 

103 年 100.0 55.2 22.1 33.1 44.8 35.3 9.5 

109 年 100.0 61.4 21.0 40.4 38.6 31.2 7.4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85.2 39.5 45.7 14.8 12.0 2.8 

高中（職） 100.0 74.0 32.6 41.4 26.0 21.4 4.6 

專科及大學 100.0 57.9 16.6 41.3 42.1 32.9 9.1 

碩士及以上 100.0 48.6 15.5 33.1 51.4 45.3 6.1 

說明：依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之勞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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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勞工延長工時(加班)對身心健康影響情形（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影響 有影響 

計 
完全沒

有影響 

不太有

影響 
計 

有點 

影響 

非常有

影響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61.1 29.0 32.1 38.9 34.6 4.3 

專業人員 100.0 49.3 12.3 37.0 50.7 40.7 10.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60.6 23.7 36.9 39.4 32.2 7.2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60.2 17.1 43.1 39.8 31.2 8.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68.5 24.3 44.2 31.5 25.0 6.5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78.6 13.9 64.7 21.4 21.4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75.2 31.0 44.2 24.8 21.6 3.2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81.8 28.2 53.6 18.2 15.2 3.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68.8 26.8 42.0 31.2 20.1 11.1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60.5 38.8 21.7 39.5 38.3 1.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88.7 39.5 49.2 11.3 - 11.3 

製造業 100.0 64.0 24.7 39.3 36.0 29.6 6.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81.9 39.5 42.4 18.1 18.1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79.7 5.3 74.4 20.3 18.7 1.6 

營建工程業 100.0 71.0 24.1 47.0 29.0 23.2 5.7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65.5 22.9 42.6 34.5 24.8 9.7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60.3 23.3 37.0 39.7 37.9 1.8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74.8 19.8 55.0 25.2 17.8 7.4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41.9 17.6 24.3 58.1 51.2 6.9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48.1 13.1 35.0 51.9 42.8 9.1 

不動產業* 100.0 59.0 20.0 39.0 41.0 35.6 5.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56.9 16.4 40.5 43.1 34.0 9.2 

支援服務業 100.0 77.8 18.5 59.3 22.2 17.8 4.4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57.3 25.6 31.7 42.7 37.6 5.1 

教育業 100.0 59.5 16.7 42.8 40.5 35.8 4.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46.7 11.3 35.4 53.3 38.7 14.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57.0 7.0 50.0 43.0 42.4 0.6 

其他服務業 100.0 55.3 14.7 40.6 44.7 42.8 1.9 

每月收入        

未滿 23,800元 100.0 78.2 40.1 38.1 21.8 14.7 7.1 

23,800 元~未滿 2.5萬元 100.0 69.6 31.9 37.6 30.4 26.7 3.7 

2.5 萬~未滿 3萬元 100.0 68.9 22.8 46.1 31.1 23.7 7.4 

3 萬~未滿 4萬元 100.0 63.4 20.9 42.5 36.6 29.4 7.3 

4 萬~未滿 6萬元 100.0 54.6 17.3 37.3 45.4 36.5 8.9 

6 萬~未滿 8萬元 100.0 60.9 18.1 42.8 39.1 32.8 6.3 

8 萬~未滿 10萬元 100.0 50.6 18.5 32.1 49.4 38.9 10.5 

10 萬元以上 100.0 56.2 22.0 34.2 43.8 41.2 2.6 

說明：1.依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之勞工統計。 
2.*表示樣本數不足 30人，抽樣誤差大，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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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延長工時勞工認為延長工時對家庭生活有影響者占 4成 8 

最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勞工認為延長工時對家庭生活有影響者占 48.3%(有

點影響 40.8%，非常有影響 7.5%)，較 103年增加 1.5個百分點，認為沒有影

響者占 51.7% (完全沒有影響 19.1%，不太有影響 32.6%)。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國中及

以下為 21.9%，碩士及以上則為 60.9%。 

按職業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以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之 59.1%

最高，其次為專業人員 54.8%。 

按行業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以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之 61.8%最高，其次為金融及保險業 60.1%，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8%

居第三。 

按每月收入別觀察，認為有影響的比率大致隨收入增加而提高，其中未

滿 23,800元者為 27.9%，6萬元以上者近 60%。 

表23   勞工延長工時(加班)對家庭生活影響情形（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影響 有影響 

計 
完全沒有

影響 

不太有 

影響 
計 

有點 

影響 

非常有 

影響 

103 年 100.0 53.2 21.1 32.1 46.8 34.3 12.5 

109 年 100.0 51.7 19.1 32.6 48.3 40.8 7.5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78.1 48.6 29.5 21.9 20.6 1.3 

高中（職） 100.0 58.9 27.7 31.2 41.1 36.6 4.5 

專科及大學 100.0 49.9 15.2 34.7 50.1 41.9 8.2 

碩士及以上 100.0 39.1 11.8 27.2 60.9 50.0 11.0 

說明：依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之勞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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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勞工延長工時(加班)對家庭生活影響情形（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影響 有影響 

計 
完全沒
有影響 

不太有
影響 

計 
有點 
影響 

非常有
影響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40.9 19.8 21.0 59.1 52.6 6.5 

專業人員 100.0 45.2 11.6 33.7 54.8 44.4 10.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50.4 17.4 33.0 49.6 41.9 7.7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50.8 17.6 33.2 49.2 41.2 8.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65.9 24.1 41.9 34.1 27.8 6.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67.0 7.1 59.9 33.0 33.0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56.0 31.6 24.4 44.0 42.2 1.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55.9 27.9 27.9 44.1 42.0 2.2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60.9 37.0 23.9 39.1 27.9 11.1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58.3 42.1 16.2 41.7 37.2 4.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82.6 39.5 43.1 17.4 6.2 11.3 

製造業 100.0 48.0 20.6 27.5 52.0 45.1 6.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74.5 24.9 49.6 25.5 25.5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66.0 5.3 60.6 34.0 24.6 9.4 

營建工程業 100.0 63.1 27.9 35.2 36.9 28.6 8.3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58.3 21.1 37.2 41.7 33.9 7.8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43.7 24.1 19.5 56.3 53.8 2.5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73.5 22.1 51.5 26.5 19.1 7.4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8.2 12.0 26.1 61.8 51.1 10.7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39.9 8.6 31.3 60.1 53.1 7.0 

不動產業* 100.0 38.9 6.6 32.3 61.1 59.4 1.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56.3 16.4 39.9 43.7 33.8 9.9 

支援服務業 100.0 68.5 19.6 48.8 31.5 29.0 2.6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51.7 25.2 26.6 48.3 39.6 8.7 

教育業 100.0 55.3 16.6 38.7 44.7 38.2 6.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42.0 14.5 27.5 58.0 46.6 11.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43.9 10.5 33.4 56.1 44.7 11.4 

其他服務業 100.0 58.3 17.9 40.4 41.7 32.7 9.0 

每月收入        

未滿 23,800元 100.0 72.1 43.0 29.1 27.9 23.2 4.7 

23,800 元~未滿 2.5萬元 100.0 64.0 32.4 31.6 36.0 31.4 4.6 

2.5 萬~未滿 3萬元 100.0 59.8 20.9 39.0 40.2 31.6 8.5 

3 萬~未滿 4萬元 100.0 54.8 21.5 33.3 45.2 37.9 7.3 

4 萬~未滿 6萬元 100.0 45.9 14.1 31.8 54.1 46.1 8.0 

6 萬~未滿 8萬元 100.0 41.1 10.9 30.2 58.9 52.5 6.4 

8 萬~未滿 10萬元 100.0 40.3 16.2 24.1 59.7 49.7 10.0 

10 萬元以上 100.0 42.3 15.2 27.1 57.7 50.7 7.0 

說明：1.依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加班）之勞工統計。 
2.*表示樣本數不足 30 人，抽樣誤差大，不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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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勞工近一年曾因工作錯過家庭聚會占 3成 4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工作錯過家庭聚會情形者占 33.8% (不足每月發生占

30.7%，每月發生占 2.4%，每週發生占 0.6% )，較 104年減少 4.7個百分點，從

未發生者占 66.2%。 

按性別觀察，男性曾發生之比率 36.8%，高於女性之 30.9%。按教育程度別

觀察，曾發生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由國中及以下之 18.5%，升至碩

士及以上 41.3%。 

按職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專業人員之 43.4%最高，其次為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之 40.3%。 

按行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之 51.4%最高，

其次為運輸及倉儲業48.2%，住宿及餐飲業47%居第三。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曾發生比率隨規模愈大而遞增， 29人以下事業單位

為 25.5%， 500人以上則升至 46.5%。 

表24   勞工近一年因工作錯過家庭聚會情形 (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發生  
計 每週發生 每月發生 不足每月發生 

104 年 100.0 38.5 1.2 4.5 32.8 61.5 

109 年 100.0 33.8 0.6 2.4 30.7 66.2 

性別       

男 100.0 36.8 0.9 2.3 33.6 63.2 

女 100.0 30.9 0.4 2.5 28.1 69.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18.5 - 0.4 18.1 81.5 

高中（職） 100.0 29.4 0.6 2.3 26.6 70.6 

專科及大學 100.0 36.5 0.7 2.5 33.3 63.5 

碩士及以上 100.0 41.3 1.0 3.4 36.9 58.7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29.2 0.2 1.8 27.3 70.8 

專業人員 100.0 43.4 0.5 2.9 39.9 56.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35.9 1.2 2.9 31.8 64.1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26.0 0.7 1.1 24.3 74.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40.3 0.5 3.4 36.4 59.7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18.2 - 1.3 16.9 81.8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29.4 - 1.9 27.5 70.6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27.3 0.6 2.0 24.7 72.7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19.6 - 1.4 18.2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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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勞工近一年因工作錯過家庭聚會情形 (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發生 每月發生 不足每月發生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19.9 - 2.7 17.1 80.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25.7 - 5.0 20.7 74.3 

製造業 100.0 31.3 0.7 2.2 28.4 68.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39.1 - - 39.1 60.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26.4 - 3.3 23.1 73.6 

營建工程業 100.0 22.3 0.9 - 21.4 77.7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32.0 0.6 1.8 29.6 68.0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48.2 2.0 3.1 43.1 51.8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47.0 0.8 3.1 43.1 53.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7.6 - 3.0 34.7 62.4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40.0 1.3 4.5 34.2 60.0 

不動產業 100.0 26.6 0.3 5.1 21.2 73.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31.3 - 3.0 28.3 68.7 

支援服務業 100.0 27.4 - 2.1 25.3 72.6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27.4 - 4.0 23.3 72.6 

教育業 100.0 23.7 - 0.7 23.0 76.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51.4 0.9 3.6 46.9 48.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32.6 4.6 1.6 26.4 67.4 

其他服務業 100.0 32.6 0.0 3.0 29.6 67.4 

員工規模       

29人以下 100.0 25.5 0.2 1.2 24.1 74.5 

30~49人 100.0 28.9 0.4 2.6 26.0 71.1 

50~199人 100.0 31.2 0.6 1.5 29.0 68.8 

200~499人 100.0 35.3 1.5 2.2 31.6 64.7 

500人以上 100.0 46.5 1.0 4.4 41.2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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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勞工近一年曾因工作或應酬無法照顧小孩或親人占 2成 6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工作或應酬無法照顧小孩或親人情形者占 25.8%(不

足每月發生占 22.6%，每月發生者占 1.8%，每週發生占 1.4%)，較 104 年減

少 2.5個百分點，從未發生者占 74.2%。 

按性別觀察，男性曾發生之比率 28%，高於女性之 23.8%。按教育程度別

觀察，曾發生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由國中及以下之 14.1%，升至碩

士及以上 36.3%。 

按職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專業人員之 34.1%最高，其次為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之 28.9%。 

按行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4.3%最高，

其次為運輸及倉儲業 32.2%。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曾發生比率隨規模愈大而遞增， 29人以下事業單位

為 17%， 500人以上則升至 37.3%。                                                                                                                                                                                                                                                                                                                                                                                                                                                                                                                                     

表25   勞工近一年因工作或應酬無法照顧小孩或親人情形 (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 

發生 

每月 

發生 

不足 

每月發生 

104 年 100.0 28.3 2.6 3.7 22.0 71.7 

109 年 100.0 25.8 1.4 1.8 22.6 74.2 

性別       

男 100.0 28.0 1.7 1.9 24.4 72.0 

女 100.0 23.8 1.1 1.8 20.9 76.2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14.1 0.4 0.8 13.0 85.9 

高中（職） 100.0 20.6 1.6 1.8 17.2 79.4 

專科及大學 100.0 28.0 1.3 2.1 24.6 72.0 

碩士及以上 100.0 36.3 1.9 1.6 32.7 63.7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24.8 1.4 0.8 22.7 75.2 

專業人員 100.0 34.1 1.4 1.6 31.0 65.9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28.9 2.4 2.5 24.0 71.1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22.0 0.7 1.6 19.6 78.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24.7 0.9 2.5 21.3 75.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16.8 - 1.3 15.5 83.2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22.9 1.0 1.5 20.5 77.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20.2 1.2 1.6 17.3 79.8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13.8 1.4 0.2 12.2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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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勞工近一年因工作或應酬無法照顧小孩或親人情形 (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發生 每月發生 不足每月發生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21.5 - 1.4 20.1 78.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23.4 - 0.9 22.6 76.6 

製造業 100.0 26.6 1.3 1.8 23.5 73.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30.1 - - 30.1 69.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19.9 2.6 1.0 16.4 80.1 

營建工程業 100.0 20.6 1.7 0.8 18.0 79.4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23.9 1.0 1.4 21.6 76.1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32.2 4.9 3.4 23.9 67.8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22.7 0.8 2.4 19.5 77.3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0.3 - 3.2 27.1 69.7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30.5 1.3 4.0 25.1 69.5 

不動產業 100.0 25.5 3.1 2.7 19.8 74.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22.8 2.1 1.9 18.8 77.2 

支援服務業 100.0 20.1 1.0 1.4 17.7 79.9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31.4 2.7 0.5 28.2 68.6 

教育業 100.0 22.0 0.3 1.8 19.9 78.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34.3 1.7 1.8 30.8 65.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22.4 6.0 0.4 16.0 77.6 

其他服務業 100.0 23.3 1.5 1.7 20.1 76.7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17.0 0.5 1.0 15.5 83.0 

30~49 人 100.0 22.5 1.2 2.7 18.6 77.5 

50~199人 100.0 24.5 1.7 1.7 21.1 75.5 

200~499人 100.0 29.9 2.4 1.9 25.6 70.1 

500 人以上 100.0 37.3 2.0 2.8 32.4 62.7 

(七)勞工近一年曾因工作或應酬超過十點才回家占 2成 6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工作或應酬超過十點才回家情形者占 25.8%(不足每

月發生占 19.1%，每月發生占 3%，每週發生占 3.7%)，較 104 年減少 5.1 個

百分點，從未發生者占 74.2%。 

按性別觀察，男性曾發生之比率 31.1%，高於女性之 20.9%。按教育程度

別觀察，曾發生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由國中及以下之 10.5%，升至

碩士及以上 39.1%。 

按職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專業人員之 38.8%最高，其次為服務及銷

售工作人員之 36.5%。 

按行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8.8%最高，其次

為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各為 38.5%。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曾發生比率大致隨規模愈大而遞增，29 人以下事業

單位為 19.9%， 500人以上則為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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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勞工近一年因工作或應酬超過十點才回家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發生 每月發生 不足每月發生 

104 年 100.0 30.9 4.9 5.1 20.9 69.1 

109 年 100.0 25.8 3.7 3.0 19.1 74.2 

性別       

男 100.0 31.1 3.7 4.1 23.3 68.9 

女 100.0 20.9 3.7 2.1 15.2 79.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10.5 2.4 1.3 6.7 89.5 

高中（職） 100.0 22.2 5.4 2.5 14.3 77.8 

專科及大學 100.0 27.1 3.2 3.3 20.6 72.9 

碩士及以上 100.0 39.1 2.5 4.3 32.4 60.9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31.7 0.8 2.6 28.3 68.3 
專業人員 100.0 38.8 2.5 4.4 31.9 61.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26.8 2.8 3.0 21.0 73.2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12.6 1.0 1.3 10.3 87.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36.5 13.8 5.2 17.5 63.5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10.4 0.6 0.7 9.1 89.6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18.3 1.2 1.2 15.8 81.7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17.9 0.9 3.4 13.6 82.1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9 2.1 0.7 7.1 90.1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14.4 4.7 1.7 8.0 85.6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20.8 1.5 1.6 17.7 79.2 
製造業 100.0 21.8 1.6 2.6 17.6 78.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24.2 - 2.9 21.3 75.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24.9 8.5 3.6 12.8 75.1 

營建工程業 100.0 26.3 1.5 1.5 23.3 73.7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26.7 6.0 3.0 17.6 73.3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32.1 4.9 8.0 19.2 67.9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38.5 15.8 5.3 17.4 61.5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8.5 3.9 6.9 27.7 61.5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23.7 - 2.8 20.8 76.3 
不動產業 100.0 25.2 3.9 0.1 21.2 74.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34.7 2.7 2.3 29.7 65.3 
支援服務業 100.0 16.6 2.0 1.6 12.9 83.4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19.4 5.8 1.0 12.6 80.6 

教育業 100.0 16.9 - - 16.9 83.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30.3 2.2 5.0 23.1 69.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48.8 19.1 7.7 22.0 51.2 
其他服務業 100.0 20.8 1.3 0.3 19.3 79.2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19.9 2.7 2.0 15.2 80.1 
30~49 人 100.0 24.4 3.2 2.9 18.3 75.6 
50~199 人 100.0 20.5 3.9 2.6 14.0 79.5 
200~499 人 100.0 30.0 4.8 2.2 23.0 70.0 
500 人以上 100.0 35.4 4.6 4.9 25.9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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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勞工近一年曾因家庭無法加班占 2成 6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家庭無法加班情形者占 25.8%(不足每月發生占

23.2%，每月發生占 1.4%，每週發生占 1.2%)，較 104年減少 4.3個百分點，

從未發生者占 74.2%。 

按性別觀察，男性曾發生之比率 28.1%，高於女性之 23.6%。按教育程度

別觀察，曾發生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由國中及以下之 17.5%，升至

碩士及以上 32%。 

按職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專業人員之 32.4%最高，其次為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之 30.6%。 

按行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金融及保險業 33.9%、出版/影音製作/傳播

及資通訊服務業 33.8%最高，其次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0.1%、製造業 29.9%。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曾發生比率隨規模愈大而遞增， 29人以下事業單位

為 20.1%， 500人以上則升至 33.4%。 

表27   勞工近一年因家庭無法加班情形（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 
發生 

每月 
發生 

不足每月 
發生 

104 年 100.0 30.1 1.1 2.1 26.9 69.9 

109 年 100.0 25.8 1.2 1.4 23.2 74.2 

性別       

男 100.0 28.1 0.8 1.3 26.0 71.9 

女 100.0 23.6 1.5 1.5 20.6 76.4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17.5 0.8 0.0 16.7 82.5 

高中（職） 100.0 23.4 0.6 1.7 21.1 76.6 

專科及大學 100.0 26.9 1.1 1.1 24.6 73.1 

碩士及以上 100.0 32.0 3.4 2.8 25.7 68.0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27.3 0.7 2.1 24.6 72.7 

專業人員 100.0 32.4 1.6 1.0 29.8 67.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28.7 1.1 2.4 25.2 71.3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21.9 1.7 1.0 19.2 78.1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17.9 0.7 1.1 16.1 82.1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24.8 8.2 0.6 16.0 75.2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30.6 0.0 0.7 29.9 69.4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26.4 0.8 1.1 24.6 73.6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17.8 1.8 1.0 15.0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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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勞工近一年因家庭無法加班情形（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 
發生 

每月 
發生 

不足每月
發生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19.7 - 1.4 18.3 80.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25.9 0.8 - 25.1 74.1 

製造業 100.0 29.9 1.2 1.7 27.0 70.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30.1 - 1.1 29.0 69.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20.7 - - 20.7 79.3 

營建工程業 100.0 20.2 2.4 0.9 16.9 79.8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23.0 1.3 0.7 21.0 77.0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27.6 2.3 2.5 22.8 72.4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21.7 1.3 1.3 19.1 78.3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3.8 0.9 1.5 31.4 66.2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33.9 1.9 3.6 28.4 66.1 

不動產業 100.0 18.0 - 2.5 15.4 82.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27.5 0.8 1.2 25.4 72.5 

支援服務業 100.0 17.1 - 0.8 16.4 82.9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28.1 1.6 2.2 24.3 71.9 

教育業 100.0 14.5 0.3 0.8 13.5 85.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24.3 0.9 0.5 22.9 75.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26.2 5.3 0.5 20.5 73.8 

其他服務業 100.0 27.4 - 3.0 24.4 72.6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20.1 0.8 0.9 18.4 79.9 

30~49 人 100.0 23.1 1.0 1.1 21.0 76.9 

50~199 人 100.0 25.1 1.0 0.8 23.3 74.9 

200~499 人 100.0 27.7 1.5 0.5 25.7 72.3 

500 人以上 100.0 33.4 1.8 2.8 28.8 66.6 

 (九)勞工近一年曾因家庭中斷工作或上班時臨時趕回家占 2成 8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家庭中斷工作或上班時臨時趕回家情形者占 28.2%(不

足每月發生占 27.3%，每月發生占 0.6%，每週發生占 0.3%)，較 104 年減少

3.1個百分點，從未發生者占 71.8%。 

按性別觀察，男性曾發生之比率 29.1%，高於女性之 27.3%。按教育程度

別觀察，曾發生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國中及以下為 24.3%，碩士及以

上則升至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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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職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8.2%最高，其

次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32.2%、專業人員 32%。 

按行業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出版 /影音製作 /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35.9%、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5.8%最高，其次為其他服務業 33.9%。 

按員工規模別觀察，曾發生比率以 200~499 人事業單位 32.2%最高，其

次為 500人以上事業單位 31.1%。 

表28   勞工近一年因家庭中斷工作或上班時臨時趕回家情形（1/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 

發生 

每月 

發生 

不足每月

發生 

104 年 100.0 31.3 0.1 1.1 30.1 68.7 

109 年 100.0 28.2 0.3 0.6 27.3 71.8 

性別       

男 100.0 29.1 0.1 0.4 28.6 70.9 

女 100.0 27.3 0.4 0.8 26.1 72.7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24.3 - 0.4 23.9 75.7 

高中（職） 100.0 26.4 - 0.4 26.0 73.6 

專科及大學 100.0 28.0 0.3 0.7 27.0 72.0 

碩士及以上 100.0 36.1 0.6 0.7 34.8 63.9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38.2 - 1.5 36.7 61.8 

專業人員 100.0 32.0 0.5 0.2 31.2 68.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30.4 0.1 0.7 29.5 69.6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28.4 0.3 1.2 26.9 71.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17.3 0.2 0.3 16.9 82.7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20.3 - - 20.3 79.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32.2 - - 32.2 67.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27.5 0.4 0.4 26.7 72.5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23.2 - 0.5 22.7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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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勞工近一年因家庭中斷工作或上班時臨時趕回家情形（2/2）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按頻率分 
從未 

發生 計 
每週 

發生 

每月 

發生 

不足每月 

發生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24.5 - - 24.5 75.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35.8 - - 35.8 64.2 

製造業 100.0 32.6 0.3 0.7 31.6 67.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27.1 - - 27.1 72.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24.2 - - 24.2 75.8 

營建工程業 100.0 29.6 - 1.7 28.0 70.4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29.1 0.1 0.4 28.5 70.9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20.3 - - 20.3 79.7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14.0 - - 14.0 86.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5.9 - 0.1 35.7 64.1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31.9 0.7 2.9 28.3 68.1 

不動產業 100.0 28.4 - 0.2 28.3 71.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31.1 0.8 0.6 29.6 68.9 

支援服務業 100.0 18.7 - 0.8 18.0 81.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22.8 - - 22.8 77.2 

教育業 100.0 19.5 - - 19.5 80.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22.3 0.9 - 21.4 77.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21.1 0.1 - 21.0 78.9 

其他服務業 100.0 33.9 - 0.2 33.7 66.1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27.0 0.1 0.4 26.5 73.0 

30~49 人 100.0 26.4 0.0 - 26.4 73.6 

50~199 人 100.0 24.2 0.2 0.8 23.2 75.8 

200~499 人 100.0 32.2 0.3 0.8 31.2 67.8 

500 人以上 100.0 31.1 0.6 0.7 29.8 68.9 

 (十)勞工近一年曾因家庭放棄工作或留職停薪占 3.3%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家庭放棄工作或留職停薪情形者占 3.3%，較 104年

減少 2.6個百分點，從未發生者占 96.7%。 

按性別觀察，女性曾發生之比率 4.6%，高於男性之 1.9%；按教育程度別

觀察，以專科及大學曾發生比率 3.8%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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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勞工近一年因家庭放棄工作或留職停薪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 未曾發生 

104 年 100.0 5.9 94.1 

109 年 100.0 3.3 96.7 

性別    

男 100.0 1.9 98.1 

女 100.0 4.6 95.4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1.4 98.6 

高中（職） 100.0 3.1 96.9 

專科及大學 100.0 3.8 96.2 

碩士及以上 100.0 2.4 97.6 

 

(十一)勞工近一年曾因家庭放棄較佳的工作機會或職位占 6.1%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家庭放棄較佳的工作機會或職位情形者占 6.1%，較

104年減少 1.8個百分點，從未發生者占 93.9%。 

按性別觀察，女性曾發生比率 6.3%，高於男性之 6%；按教育程度別觀察，

曾發生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由國中及以下之 3.8%，升至碩士及以上

10.2%。 

表30   勞工近一年因家庭放棄較佳的工作機會或職位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 未曾發生 

104 年 100.0 7.9 92.1 

109 年 100.0 6.1 93.9 

性別    

男 100.0 6.0 94.0 

女 100.0 6.3 93.7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3.8 96.2 

高中（職） 100.0 4.6 95.4 

專科及大學 100.0 6.5 93.5 

碩士及以上 100.0 10.2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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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勞工近一年曾因家庭同時兼兩份以上工作占 4.2% 

勞工近一年曾發生因家庭同時兼兩份以上工作情形者占 4.2%，較 104年

略增 0.3個百分點，從未發生者占 95.8%。 

按性別觀察，女性曾發生之比率 4.7%，高於男性之 3.7%；按教育程度別

觀察，曾發生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遞增，由國中及以下之 2.4%，升至碩士

及以上 4.6%；按員工規模別觀察，以 29人以下事業單位曾發生比率 6%最高。 

表31   勞工近一年因家庭同時兼兩份以上工作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曾發生 未曾發生 

104 年 100.0 3.9 96.1 

109 年 100.0 4.2 95.8 

性別    

男 100.0 3.7 96.3 

女 100.0 4.7 95.3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2.4 97.6 

高中（職） 100.0 4.2 95.8 

專科及大學 100.0 4.4 95.6 

碩士及以上 100.0 4.6 95.4 

員工規模    

29 人以下 100.0 6.0 94.0 

30~49 人 100.0 4.4 95.6 

50~199 人 100.0 3.2 96.8 

200~499 人 100.0 3.5 96.5 

500 人以上 100.0 2.8 97.2 

 

七、勞工職涯及退休規劃 

(一) 勞工有轉職計畫者占17.4%，希望「轉換至不同行業之公司工作」占8.2%最高 

勞工有轉職計畫者占 17.4%，較 108年下降 3.7個百分點，希望「轉換至

不同行業之公司工作」占 8.2%最高，其次為「自己創業」占 5.4%，其餘依序

為「轉換至其他同業之公司工作」及「轉調至較能發揮潛能之部門」各占4.6%，

「轉調至較輕鬆之部門」占 1.9%。 

按性別觀察，男性有轉職計畫者占 16.2%，低於女性之 18.5%，其中女性

希望「轉換至不同行業之公司工作」比率高於男性較多。按年齡別觀察，有

轉職計畫之比率隨年齡增加而減少，15~24歲達 23.3%，45~64歲則為 8.3%，

各年齡別皆以希望「轉換至不同行業之公司工作」比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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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教育程度別觀察，教育程度愈高有轉職計畫比率愈高，由國中及以下

之 8.3%，增加至碩士及以上 27.8%，其中國中及以下希望「自己創業」比率

最高，高中(職)、專科及大學以「轉換至不同行業之公司工作」最高，碩士及

以上以「轉調至較能發揮潛能之部門」最高。 

表32   勞工轉職或轉業計畫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
轉職
(業) 

計畫 

有轉職(業)計畫-按希望轉職(業)類型分（可複選） 

 

轉調至
較能發

揮潛能
之部門 

轉調至
較輕鬆

之部門 

轉換至其
他同業之

公司工作 

轉換至
不同行

業之公
司工作 

自己 

創業 
其他 

107 年 100.0 78.9 21.1 5.0 2.1 5.6 9.9 7.5 1.6 

108 年 100.0 78.9 21.1 5.5 2.2 6.0 9.9 7.0 1.4 

109 年 100.0 82.6 17.4 4.6 1.9 4.6 8.2 5.4 0.4 

性別          

男 100.0 83.8 16.2 5.0 1.5 4.8 7.3 5.1 0.2 

女 100.0 81.5 18.5 4.2 2.2 4.5 9.0 5.6 0.7 

年齡          

15~24歲 100.0 76.7 23.3 7.3 1.0 5.4 14.5 5.0 0.5 

25~44歲 100.0 77.7 22.3 5.8 2.6 6.4 10.2 7.3 0.5 

45~64歲 100.0 91.7 8.3 2.1 0.9 1.6 3.5 2.3 0.3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91.7 8.3 1.6 0.4 1.4 2.9 4.2 0.2 

高中（職） 100.0 88.8 11.2 2.2 1.1 2.6 5.4 3.7 0.3 

專科及大學 100.0 80.3 19.7 4.8 2.1 4.9 9.9 6.4 0.5 

碩士及以上 100.0 72.2 27.8 12.1 3.4 11.1 9.8 5.0 0.6 

說明:勞工希望轉職或轉業之類型可複選。 

(二)勞工有至海外工作計畫占7.6%，希望前往地區以「美國、加拿大」占3.1%最高 

勞工有至海外工作計畫者占 7.6%，較 108 年下降 3.9 個百分點，希望前

往地區以「美國、加拿大」占 3.1%最高，其次為「大陸港澳」占 2.9%，「東

北亞」占 2.7%居第三。按性別觀察，男性有至海外工作計畫者占 9.2%，高於

女性之 6.2%。按年齡別觀察，有至海外工作計畫比率隨年齡增加而遞減，以

15~24歲之 16.1%最高，45~64歲之 2.8%最低；希望前往地區，15~24歲以「東

北亞」居多，25~44歲以「美國、加拿大」較多，45~64歲以「大陸港澳」較

多。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教育程度愈高者有至海外工作計畫比率愈高，由國

中及以下之 0.4%，升至碩士及以上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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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勞工至海外工作計畫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至

海外工

作計畫 

有至海外工作計畫-按地區分(可複選 3項) 

 

大陸

港澳 
東北亞 東南亞 紐澳 

美國、

加拿大 
歐洲 

中南

美洲 
其他 

107 年 100.0 88.1 11.9 7.7 3.8 3.0 1.9 3.8 1.7 0.2 0.2 

108 年 100.0 88.5 11.5 5.8 4.0 4.1 2.0 4.0 1.8 0.1 0.0 

109 年 100.0 92.4 7.6 2.9 2.7 2.2 1.6 3.1 1.3 0.1 0.1 

性別            

男 100.0 90.8 9.2 4.0 2.9 3.2 1.5 4.2 1.7 0.2 0.2 

女 100.0 93.8 6.2 1.8 2.6 1.2 1.8 2.0 1.0 0.0 0.1 

年齡           

15~24歲 100.0 83.9 16.1 4.3 8.3 1.6 4.6 5.7 2.3 0.4 0.4 

25~44歲 100.0 90.5 9.5 3.5 3.4 2.9 2.2 4.2 1.9 0.1 0.1 

45~64歲 100.0 97.2 2.8 1.5 0.4 1.2 0.1 0.5 0.2 - 0.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99.6 0.4 - 0.0 0.3 - - 0.0 - - 

高中（職） 100.0 97.0 3.0 0.6 1.7 0.7 0.9 1.1 0.4 - - 

專科及大學 100.0 91.3 8.7 3.4 3.2 2.5 1.9 2.8 1.2 0.2 0.2 

碩士及以上 100.0 81.1 18.9 7.8 4.8 5.6 3.3 11.7 5.2 - - 

說明:打算至海外工作地點可複選 3項。 

 (三)勞工預計退休年齡平均為 61.6歲 

勞工預計退休年齡平均為 61.6歲，較 108年多 0.5歲，以規劃「61歲以

上」退休占 54.1%最高，其次為「56~60歲」占 28%。 

按性別觀察，男、女性勞工均逾半數規劃「61歲及以上」退休，分別為

58.4%、50.1%，男性預計退休年齡平均為 62.1 歲，較女性勞工之 61.1 歲

多 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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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勞工預計退休年齡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未滿 50歲 50歲 51~54歲 55歲 56~60歲 
61 歲及 

以上 

平均年齡

(歲) 

098年 100.0 3.8 12.2 0.5 19.5 34.5 29.5 58.7 

099年 100.0 3.9 11.4 0.4 21.8 35.6 27.0 58.6 

100 年 100.0 3.0 8.4 0.4 14.6 42.7 31.0 59.5 

101 年 100.0 2.8 9.5 0.6 15.8 36.8 34.5 59.6 

102 年 100.0 2.1 9.5 0.5 16.6 37.9 33.6 59.6 

103 年 100.0 1.8 7.1 0.4 10.9 41.3 38.7 60.4 

104 年 100.0 1.8 7.7 0.4 12.6 37.8 39.6 60.0 

105 年 100.0 2.1 6.6 0.5 14.8 35.3 40.6 60.2 

106 年 100.0 2.1 7.0 0.4 10.7 30.7 49.2 61.0 

107 年 100.0 1.9 6.5 0.3 11.0 33.4 46.9 61.1 

108 年 100.0 1.7 7.2 0.4 9.9 31.9 48.8 61.1 

109 年 100.0 2.3 5.9 0.3 9.4 28.0 54.1 61.6 

性別 
 

       

男 100.0 2.2 4.5 0.2 8.2 26.4 58.4 62.1 

女 100.0 2.4 7.2 0.4 10.5 29.5 50.1 61.1 

 

(四)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前三項為「自己儲蓄」、「新制勞工退休金」

及「勞保老年給付」 

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以「自己儲蓄」占 78.4%最多，其次

為「新制勞工退休金」占 59%，「勞保老年給付」占 47.5%居第三，其餘依序

為「祖產及財產收入」占 26.9%，「舊制勞工退休金」占 6.1%，「由子女供應」

占 4.4%。 

與108年相較，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前三項均為「自己儲蓄」、

「新制勞工退休金」及「勞保老年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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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勞工規劃退休後的生活費用來源 

 

說明：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可複選。 

按性別觀察，女性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以「勞保老年給付」

之 49%，高於男性之 45.9%較多，而男性則以「祖產及財產收入」之 29.8%，

高於女性之 24.2%較多。 

按年齡別觀察，各年齡皆以「自己儲蓄」比率最高，次高者 54歲以下為

「新制勞工退休金」，55歲以上為「勞保老年給付」。 

表35   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1/2） 

單位：% 

項目別 
祖產及財

產收入 

自己 

儲蓄 

勞保老年

給付 

舊制勞工退

休金 

新制勞工

退休金 

由子女

供應 
其他 不知道 

107 年 22.4 75.2 43.5 9.7 57.2 5.1 0.4 5.8 

108 年 25.3 78.9 46.2 7.0 61.8 5.1 0.7 4.9 

109 年 26.9 78.4 47.5 6.1 59.0 4.4 0.1 6.1 

性別         

男 29.8 77.1 45.9 6.7 59.5 4.5 0.0 5.9 

女 24.2 79.6 49.0 5.5 58.5 4.3 0.1 6.4 

說明：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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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2/2） 
單位：% 

項目別 
祖產及財產
收入 

自己 
儲蓄 

勞保老
年給付 

舊制勞工
退休金 

新制勞工
退休金 

由子女
供應 

其他 不知道 

年齡         

15~24歲 37.6 82.7 30.7 - 38.8 3.6 - 13.6 

25~34歲 37.2 83.3 39.1 - 55.8 2.5 - 9.0 

35~44歲 28.2 80.2 44.8 2.0 68.5 2.9 0.1 5.8 

45~54歲 15.8 77.1 60.2 12.5 62.8 5.1 0.1 2.8 

55~64歲 13.8 64.7 61.2 23.9 51.3 9.1 0.3 1.7 

65歲以上 18.3 63.1 53.1 3.9 35.2 21.8 - 5.1 

說明：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可複選。 

八、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對勞工影響之情形 

(一)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而有被裁員、減薪、不加薪或服務單位倒閉

等困擾者占 7.3% 

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而有被裁員、減薪、不加薪或服務單位

倒閉等困擾者占 7.3%，没有困擾者占 92.7%。 

按職業別觀察，因疫情而有前述困擾比率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之

10.4%最高，其次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9.2%。 

按行業別觀察，有困擾比率以運輸及倉儲業之 11.6%最高，其次為不動

產業 10.2%、製造業 10.1%，住宿及餐飲業 9.2%居第三。 

表36  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而有被裁員、減薪、不加薪或 

服務單位倒閉等困擾情形（1/2）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没有困擾 有困擾 

總計 100.0 92.7 7.3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95.4 4.6 

專業人員 100.0 94.4 5.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89.6 10.4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94.2 5.8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90.8 9.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100.0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92.9 7.1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2.4 7.6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7.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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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而有被裁員、減薪、不加薪或 

服務單位倒閉等困擾情形（2/2）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没有困擾 有困擾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95.5 4.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100.0 - 

製造業 100.0 89.9 10.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99.1 0.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98.8 1.2 

營建工程業 100.0 97.8 2.2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91.9 8.1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88.4 11.6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90.8 9.2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97.0 3.0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96.3 3.7 

不動產業 100.0 89.8 10.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94.0 6.0 

支援服務業 100.0 93.2 6.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100.0 - 

教育業 100.0 98.5 1.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93.9 6.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95.0 5.0 

其他服務業 100.0 98.5 1.5 

(二)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轉職或轉業占 6.1% 

勞工因COVID-19 (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轉職或轉業者占6.1% (原本有打算轉為

觀望者占 3.2%、原本無打算轉為有打算者占 2.9%)，沒有影響者占 94%。 

按職業別觀察，因疫情影響轉職或轉業比率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

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較高，均超過 7%；其中「原本有打算轉為觀望」以

前者之 5%較高，而「原本無打算轉為有打算」則以後者之 4.2%較高。 

按行業別觀察，則以支援服務業、運輸及倉儲業各為 8.7%最高，其次為

住宿及餐飲業之 8%；其中「原本有打算轉為觀望」以運輸及倉儲業之 5.9%

最高，其次為不動產業 5.2%，而「原本無打算轉為有打算」以住宿及餐飲業

之 6.9%最高，其次為支援服務業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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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轉職或轉業情形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 

影響 

有 影 響 

計 
原本有打算 

轉為觀望 

原本無打算 

轉為有打算 

總計 100.0 94.0 6.1  3.2 2.9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95.5 4.5  3.1 1.4 

專業人員 100.0 94.6 5.4  2.9 2.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94.1 6.0  2.9 3.1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93.2 6.8  3.6 3.2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92.8 7.2  3.0 4.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100.0 -  -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94.6 5.4  3.0 2.4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2.7 7.3  5.0 2.3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6.8 3.2  2.1 1.1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98.1 1.8  1.3 0.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100.0 -  - - 

製造業 100.0 93.9 6.1  3.0 3.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95.1 4.9  4.9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97.3 2.7  2.3 0.4 

營建工程業 100.0 96.5 3.5  1.8 1.7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93.4 6.6  3.7 2.9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91.3 8.7  5.9 2.8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92.0 8.0  1.1 6.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93.6 6.4  3.0 3.4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94.2 5.7  3.4 2.3 

不動產業 100.0 94.5 5.5  5.2 0.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94.1 5.9  4.4 1.5 

支援服務業 100.0 91.3 8.7  3.9 4.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99.0 1.0  1.0 - 

教育業 100.0 95.3 4.7  3.0 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95.9 4.2  2.5 1.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96.8 3.2  0.7 2.5 

其他服務業 100.0 94.6 5.4  3.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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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而規劃進修或學習其他專長占 1成 9 

勞工因 COVID-19 (武漢肺炎 )疫情而規劃進修或學習其他專長者占

18.8%，沒有規劃者占 81.2%。 

按職業別觀察，因疫情而規劃進修或學習其他專長比率以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分別占 21.8%、21.6%較高。 

按行業別觀察，則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之 29.7%最高，其次為出版/

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27.9%，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3.6%居第三。 

表38   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而規劃進修或學習其他專長情形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規劃 有規劃 

總計 100.0 81.2 18.8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84.2 15.8 
專業人員 100.0 78.4 21.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78.2 21.8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79.1 20.9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80.8 19.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93.6 6.4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82.2 17.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90.3 9.7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94.8 5.2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94.4 5.6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94.4 5.6 
製造業 100.0 81.6 18.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92.0 8.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86.4 13.6 

營建工程業 100.0 88.3 11.7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80.0 20.0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79.1 20.9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81.6 18.4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72.1 27.9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77.8 22.2 
不動產業 100.0 83.5 16.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76.4 23.6 
支援服務業 100.0 82.0 18.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92.6 7.4 

教育業 100.0 83.1 16.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81.8 18.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70.3 29.7 
其他服務業 100.0 86.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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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至海外工作計畫者占 3.6% 

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至海外工作計畫者占 3.6%，沒有影

響者占 96.4%。 

按年齡別觀察，因疫情影響至海外工作計畫比率以25~44歲之4.1%最高，

45~64歲為 3.4%，15~24歲為 1.1%。 

按教育程度別觀察，因疫情影響至海外工作計畫比率隨教育程度愈高而

上升，由國中及以下之 1.7%，升至碩士及以上之 5.6% 

表39   勞工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至海外工作計畫情形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影響至海外工作計畫 有影響至海外工作計畫 

總計 100.0 96.4 3.6 

年齡 
 

  

15~24歲 100.0 98.9 1.1 

25~44歲 100.0 95.9 4.1 

45~64歲 100.0 96.6 3.4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00.0 98.3 1.7 

高中（職） 100.0 97.2 2.8 

專科及大學 100.0 96.2 3.8 

碩士及以上 100.0 94.4 5.6 

(五) 遠距離工作 

為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部分單位採取

異地辦公或居家辦公等措施。109 年勞工認為其工作不可遠距離執行占 74.8%，

部分工作可遠距離執行者占 22.3%，全部工作皆可遠距離執行者占 2.9%。 

按職業別觀察，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認為其

工作普遍無法遠距離執行，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以

及技藝有關工作人員認為不可遠距離執行工作之比率亦在 9 成以上；民意代

表/主管及經理人員認為部分工作可遠距離執行者占 1/2 強，專業人員則占

35.6%；認為全部工作皆可遠距離執行者仍占少數，其中以專業人員之 7.2%

最高。 

按行業別觀察，認為不可遠距離執行工作之比率以住宿及餐飲業之 92.5%

最高，其次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91.6%；認為部分工作可遠距離執

行者以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 48.5%最高，其次為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46.7%；全部工作皆可遠距離執行以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

服務業之 18.3%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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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0   勞工認為其工作可遠距離執行情形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工作不可遠
距離執行 

部分工作可
遠距離執行 

全部工作可
遠距離執行 

總計 100.0 74.8 22.3 2.9 

職業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00.0 43.8 51.0 5.2 

專業人員 100.0 57.3 35.6 7.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0.0 70.5 26.4 3.1 

事務支援人員 100.0 69.0 27.5 3.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00.0 90.8 9.2 -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00.0 94.7 5.3 -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00.0 90.1 9.9 -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0.0 100.0 - -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0.0 100.0 - - 

行業 
 

   

農、林、漁、牧業 100.0 79.6 14.5 5.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85.3 14.7 - 

製造業 100.0 78.4 19.3 2.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88.3 11.7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80.0 20.0 - 

營建工程業 100.0 77.2 19.5 3.3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73.3 23.6 3.1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80.1 16.8 3.1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92.5 6.5 1.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35.0 46.7 18.3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54.2 42.8 3.0 

不動產業 100.0 64.7 35.3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45.9 48.5 5.6 

支援服務業 100.0 85.7 12.3 2.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00.0 85.2 14.8 - 

教育業 100.0 71.8 25.8 2.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91.6 8.4 -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72.6 27.4 - 

其他服務業 100.0 86.1 1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