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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原住民勞動力狀況 

一、原住民人力資源 

(一)110年女性原住民勞參率為 55.7%，男性為 69.9% 

110 年原住民勞動力平均為 27.8 萬人，其中男性 14.4 萬人、女性 13.4

萬人；綜計勞參率 62.2%，其中男性 69.9%、女性 55.7%，近 5 年女性勞參

率逐年增加，兩性差距亦逐年縮減。 

110 年原住民就業者 26.7 萬人，失業者 1.1 萬人，失業率 4%，其中男性

失業率為 4.1%，女性為 3.9%。 

表 6-1  原住民勞動力概況 

 
15歲以上 
民間人口 

(人) 

勞動力(人) 勞動力 
參與率 

(%) 

失業率 

(%) 
總計 就業者 失業者 

總計 100年 387,029 231,548 219,229 12,319 59.8  5.3  
 101年 396,393 239,325 227,698 11,627 60.4  4.9  

 102年 402,960 238,111 226,494 11,617 59.1  4.9  

 103年 410,849 245,668 235,643 10,025 59.8  4.1  

 104年 417,207 247,632 237,395 10,237 59.4  4.1  
        
 105年 424,141 258,112 247,905 10,207 60.9  4.0  

 106年 425,997 259,080 248,676 10,403 60.8  4.0  

 107年 431,970 264,958 254,449 10,509 61.3  4.0  

 108年 436,527 270,097 259,407 10,690 61.9  4.0  

 109年 440,899 274,232 263,319 10,913 62.2  4.0  

 110年 446,980 278,113 267,033 11,079 62.2  4.0  

男性 100年 180,646 125,249 118,814 6,435 69.3 5.1 
 101年 184,742 127,333 121,129 6,204 68.9 4.9 

 102年 187,357 129,928 123,833 6,095 69.3 4.7 

 103年 191,336 135,113 129,604 5,509 70.6 4.1 

 104年 193,557 136,246 130,680 5,566 70.4 4.1 
        
 105年 - - - - - - 

 106年 196,011 138,169 132,297 5,872 70.5 4.3 

 107年 199,269 140,773 135,059 5,713 70.6 4.1 

 108年 200,688 141,715 135,895 5,821 70.6 4.1 

 109年 202,470 142,077 136,210 5,867 70.2 4.1 

 110年 205,835 143,789 137,902 5,887 69.9  4.1 

女性 100年 206,383 106,299 100,415 5,884 51.5 5.5 
 101年 211,652 111,992 106,569 5,423 52.9 4.8 

 102年 215,603 108,183 102,661 5,522 50.2 5.1 

 103年 219,513 110,555 106,039 4,516 50.4 4.1 

 104年 223,649 111,387 106,716 4,671 49.8 4.2 
        
 105年 - - - - - - 

 106年 229,986 120,910 116,379 4,531 52.6 3.7 

 107年 232,701 124,186 119,390 4,796 53.4 3.9 

 108年 235,838 128,382 123,513 4,869 54.4 3.8 

 109年 238,429 132,155 127,109 5,046 55.4 3.8 

 110年 241,146 134,324 129,132 5,192 55.7  3.9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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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年男性原住民從事之行業以營建工程業最多，女性則以製造業最多 

110年男性原住民就業者從事之行業以營建工程業與製造業較多，分別

占24.8%、15.6%，女性則以製造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較多，分別

占16%、15.1%。 

與全體就業者比較，男性原住民從事營建工程業、運輸及倉儲業與農林

漁牧業的比率明顯高出12.1、4.2與 3.2個百分點，女性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與農林漁牧業比率則高出7.5、5.2、3.3個百分點。

兩性原住民從事製造業比率則明顯較低，分別低13.9、6.5個百分點。 

表 6-2  原住民就業者行業結構 

中華民國 110 年                         單位：% 

 
男性 女性 

原住民就業者 全體就業者 原住民就業者 全體就業者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農、林、漁、牧業 9.4  6.2  6.2  2.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8  0.1  0.1  0.0  

製造業 15.6  29.5  16.0  22.5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1  0.4  0.1  0.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5  1.0  0.9  0.4  
     

營建工程業 24.8  12.7  5.2  2.2  

批發及零售業 6.4  14.2  12.9  19.1  

運輸及倉儲業 9.8  5.6  2.1  2.1  

住宿及餐飲業 6.3  6.1  14.0  8.8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1.1  2.5  0.9  2.1  
     

金融及保險業 0.8  2.6  1.7  5.3  

不動產業 0.3  0.9  0.3  1.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  2.7  1.3  4.2  

支援服務業 3.8  2.8  3.0  2.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5.8  3.1  3.9  3.6  
     

教育業 2.6  2.7  7.1  9.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2  1.6  15.1  7.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1  0.9  2.2  1.1  

其他服務業 4.6  4.4  6.9  5.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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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年男性原住民從事之職業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最多，女性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最多 

110 年男性原住民就業者有 61.3%從事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

作及勞力工，女性以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和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及勞力工較多，分別占 32.3%和 30%；若與全體兩性就業者比較，男、

女性原住民均以從事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之比率明顯

較高。 

表 6-3  原住民就業者職業結構 

中華民國 110年                                單位：% 

 
男性 女性 

原住民就業者 全體就業者 原住民就業者 全體就業者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0  4.1  1.3  2.1  

專業人員 5.2  11.3  12.2  14.7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6.4  16.7  7.7  19.4  

事務支援人員 4.2  4.5  13.0  20.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5.2  16.4  32.3  24.3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5.7  5.7  3.5  2.5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 61.3  41.3  30.0  17.0  

操作及勞力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四)110 年女性原住民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 2.8萬元，占男性 3.4 萬

元之 81.6%，兩性薪資差距 18.4%略大於全體就業者之 17% 

110年女性原住民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為2.8萬元，占男性3.4萬元

之81.6%，全體女性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為3.7萬元，占男性4.5萬元之

83%；原住民兩性薪資差距18.4%，略大於全體就業者之17%。男、女性原住

民有酬就業者主要工作收入則分別為全體男、女性之76.5%及75.1%。 

圖 6-1  原住民與全體有酬就業者之每月主要工作平均收入 
中華民國 110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45) 

4.0 4.0 3.9 4.0 4.1 3.9 

0

1

2

3

4

5

總計 男性 女性

% 全體 原住民

(五)110年男性原住民失業率高於女性 

110年男、女性原住民失業率分別為4.1%、3.9%，若與全體比較，男性

原住民失業率高出0.1個百分點，女性則與之相當。 

圖 6-2  原住民與全體之失業率比較 

中華民國110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六)110年男性原住民未參與勞動的主要原因為「求學及準備升學」，女性則

為「料理家務」 

110年男性原住民未參與勞動的原因，以「求學及準備升學」占 35.1%最

多，其次為「高齡、身心障礙」占 33%，「傷病或健康不良」及「賦閒」各占

11.7%及 11.5%。女性原住民則以「料理家務」占 40.3%居多，其次為「高齡、

身心障礙」占 26%，而「求學及準備升學」占 21.7%居第三。 

 

表 6-4  原住民未參與勞動原因 

中華民國110年                        單位：% 

 總計 
求學及 
準備 
升學 

料理 
家務 

高齡、 
身心 
障礙 

賦閒 
傷病或 
健康 
不良 

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 
且隨時可以 
開始工作 

其他 

總 計 100.0  26.6  28.1  28.6  8.1  7.5  0.9  0.2  

男性 100.0  35.1  7.1  33.0  11.5  11.7  1.3  0.3  

女性 100.0  21.7  40.3  26.0  6.1  5.1  0.7  0.2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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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之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需求 

(一)110年兩性原住民最需要政府提供之就業服務均為「就業資訊」 

110 年原住民需要政府提供之就業服務項目以「就業資訊」最多，男、女

性分別占 6.2%、7.4%，其次為「就業媒合」，分別占 3.4%及 3.9%，「就業諮詢」

居第三，分別占 2.6%及 3.5%，都不需要者均占 9成。 

表 6-5  原住民目前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項目 

中華民國 110年 12 月                       單位：% 

 就業資訊 就業諮詢 就業媒合 生涯輔導 
就業座 

談會 
創業輔導 

勞動合作
社輔導 

都不需要 

總計 6.9  3.1  3.7  1.0  0.5  1.4  0.7  90.3  

男性 6.2  2.6  3.4  1.0  0.5  1.2  0.5  91.0  

女性 7.4  3.5  3.9  1.0  0.5  1.6  0.9  89.7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說    明：1.調查對象為 15歲以上民間人口及現役軍人。 

    2.需要的就業服務項目可複選，細項加總容大於總計。 
 

(二)110年男性原住民最想要參加的職業訓練課程類型為「電腦、資訊類」，

女性則為「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110年男性原住民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項目以「電腦、資訊類」占21.5%

居多，其次為「營建、木工類」占20.5%，「職業駕駛」占20%居第三。女性

則以「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占28.4%最多，其次依序為「電腦、資訊類」

占22.7%、「美容、美髮類」占19.3%、「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占17.9%、「居

家服務類」占14.9%。 

表 6-6  原住民想要參加的前 5項職業訓練課程類型 

中華民國110年12月 

男性 女性 

項目別 % 項目別 % 

電腦、資訊類 21.5  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28.4  

營建、木工類 20.5  電腦、資訊類 22.7  

職業駕駛 20.0  美容、美髮類 19.3  

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12.0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 17.9  

電機、電匠類 10.8  居家服務類 14.9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說    明：想參加的職業訓練項目可複選；僅列出比率較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