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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第 29次會議議程 

壹、時間：10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雄文 

肆、主席致詞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有關第 28次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決定： 

 

案    由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有 關 現 行

基 本 工 資

是 否 調 整

一案，提請

討論。 

一、 自104年 7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

資調整至新台幣 20,008 元，調

升 735 元，調幅 3.81%。每小時

基本工資比照每月基本工資之

調幅，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調整

至新台幣 120 元，調升 5元。 

二、 為使日後基本工資之審議更符

社會各界之期待，將於 3個月

內，於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下組

成工作小組，由委員及學者專家

以每季集會 1次之原則，就基本

工資審議相關事宜詳加研究。 

一、 業經行政院 103年 9

月 3 日院臺勞字第

1030052257 號函核

定准予照辦，同月

15 日發布命令，並

已如期實施。 

二、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

業於 103 年 11 月 4

日成立，至今已召開

3 次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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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有關基本工資相關研議案，提請 公鑒。 

說明： 

一、 查前次基本工資調整（每月基本工資由 19,273 元調至 20,008

元），依據 103 年 5 月份勞工保險資料顯示，約有 186.78 萬名

勞工（本勞 156.02 萬人，外勞 30.76 萬人）受惠；另每小時基

本工資由 115 元調至 120 元，約有 44.97 萬名勞工受惠。爰基

本工資之調整，本勞受惠人數多於外勞，基本工資調整非僅有

外勞受惠。 

二、 經 103 年 11 月 4 日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成立會議討論，決定由本

部委外辦理「國際上基本工資與外勞政策的關連性分析」及「基

本工資計算方式之研究」，以供爾後基本工資審議參考使用。研

究結果業已於 104 年 6 月 23 日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報

告，茲摘述如下： 

（一）「國際上基本工資與外勞政策的關連性分析」研究 

本研究係委託社團法人新興市場研究協會辦理，針對我國與其

他國家的外籍勞工政策與最低工資制度、外籍勞工工資與基本

工資關連性等進行探討，並從經濟、社會、法律與國際政治、

貿易層面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1. 依 ILO的全球性工資報告，139個採行最低工資制度的國家中，

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韓國、澳洲等

國家，本、外勞均一體適用該國最低工資之規定。 

2. 亞洲主要勞工輸入國中，除我國外，均未面臨雇主團體要求外

籍勞工不適用最低工資的訴求。 

3. 在亞洲四小龍中，我國製造業外籍勞工的工資是最低的。  

4. 建議外籍勞工不宜排除適用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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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研究」 

本研究係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辦理，就我國與主要國家基本工

資審議制度及實施概況、基本工資相關指標與基本工資調整之

關聯性等進行研析，最後從「經濟成長果實分享」以及「維持

勞工基本家庭生活需求」二角度出發，思考相關衡量指標及公

式之組成，並具體提出六種建議之計算方式如下： 

1 基本工資＝最低生活費×(1+勞動扶養比)×(1+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2 基本工資＝最低生活費×(1+勞動扶養比)×(1+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1+1/2 經濟成長率) 

3 基本工資＝前次核定基本工資×(1+1/2 經濟成長率) 

4 基本工資＝前次核定基本工資×(1+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1+1/2

經濟成長率)  

5 基本工資＝前次核定基本工資×(1+勞動扶養比)×(1+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1+1/2 經濟成長率)  

6 基本工資＝前次核定基本工資×(1+勞動扶養比變動率)×(1+消費者物

價指數年增率) ×(1+1/2 經濟成長率) 

三、 有關本次會議擬參考之基本工資計算方式，經本部於 7 月 3 日

及 7 月 6 日分別與工作小組之勞方、資方委員溝通、討論，雙

方充分了解後，認為較可作為討論基礎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基本工資＝前次核定基本工資×(1+1/2 經濟成長率) 

（二） 基本工資＝前次核定基本工資×(1+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

(1+1/2 經濟成長率)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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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現行基本工資是否調整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各項經濟指標及就業狀況變化之數據及分析，詳參附表一至表十一。

另最新之經濟成長率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等數據摘述如下： 

（一） 103 年第 3 季至 104 年第 2 季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為 15 兆

6,438億元，較 102 年第 3季至 103 年第 2季（上年同期）成

長 2.95%。 

（二） 103 年 8 月至 104 年 7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為 103.58，較上

年同期漲 0.06%。 

（三） 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 17 項重要民生物資 103 年 8 月至

104 年 7 月物價指數平均為 108.59，較上年同期漲 3.19%。 

（四） 臺灣省 104 年最低生活費為新臺幣（以下同）10,869 元；最

低生活費按六都人口數比例調整為 12,708 元；最低生活費按

全國人口數比例調整為 12,128 元。 

（五） 扶養比： 

1. 就業扶養比＝1.20 

3.21（家庭收支調查之平均每戶人數）－ 1.46（家庭收支調查之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1.46（家庭收支調查之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2. 一般扶養比 ＝0.35 

2.82（人口統計之平均每戶人數）－ 2.09（人口統計之平均每戶勞動力人數）  

2.09（人口統計之平均每戶勞動力人數） 

3. 勞動扶養比＝0.53 

3.21（家庭收支調查之平均每戶人數）－ 2.09（人口統計之平均每戶勞動力人數）  

2.09（人口統計之平均每戶勞動力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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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4 年 1～6 月勞參率、失業率、新登記求供倍數分別較上年同期

增加0.11個百分點、減少 0.29個百分點、減少 0.07個工作機會。 

（七） 103 年按產值編算之勞動生產力指數較上年增加 2.58％，104

年第 1季較上年同季增加 1.76％。 

二、 另根據基本工資工作小組委託辦理之「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

響評估及最新統計數據」研究結果發現： 

（一） 我國企業營業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從民國 81 年 30.69

％升至 102 年 33.45％，而受僱人員報酬卻從 54.20%下降至

44.65％(詳參下表)。 

� 歷年國內生產與成本構成          單位：百萬元、%  

民國 
國內生 

產毛額 

間接稅淨額 固定資本消耗 受僱人員報酬 營業盈餘 

原始值 比例 原始值 比例 原始值 比例 原始值 比例 

70 1,734,579 157,801 9.10 172,808 9.96 877,279 50.58 526,691 30.36 

71 1,876,353 153,669 8.19 192,917 10.28 962,299 51.29 567,468 30.24 

74 2,441,840 186,635 7.64 241,403 9.89 1,255,315 51.41 758,487 31.06 

76 3,139,676 170,043 5.42 273,677 8.72 1,593,688 50.76 1,102,268 35.11 

79 4,237,075 240,874 5.68 390,904 9.23 2,292,126 54.10 1,313,171 30.99 

81 5,253,739 291,653 5.55 502,349 9.56 2,847,480 54.20 1,612,257 30.69 

84 6,977,558 371,825 5.33 719,330 10.31 3,711,990 53.20 2,174,413 31.16 

89 9,857,130 337,248 3.42 1,107,254 11.23 4,893,571 49.64 3,519,057 35.70 

94 11,410,034 367,848 3.22 1,510,609 13.24 5,436,252 47.64 4,095,325 35.89 

95 11,892,817 365,584 3.07 1,623,473 13.65 5,698,931 47.92 4,204,829 35.36 

96 13,234,619 709,675 5.36 1,976,426 14.93 5,933,100 44.83 4,615,418 34.87 

97 13,012,820 669,188 5.14 2,165,597 16.64 6,025,652 46.31 4,152,383 31.91 

98 12,806,679 609,613 4.76 2,235,344 17.45 5,779,248 45.13 4,182,474 32.66 

99 14,074,747 728,339 5.17 2,309,958 16.41 6,165,437 43.80 4,871,013 34.61 

100 14,312,200 775,113 5.42 2,409,901 16.84 6,463,779 45.16 4,663,407 32.58 

101 14,524,500 774,575 5.33 2,485,583 17.11 6,610,923 45.52 4,653,419 32.04 

102 15,045,671 819,347 5.45 2,474,738 16.45 6,718,339 44.65 5,033,247 33.45 

註：96～102 年係 103 年國民所得統計五年修正後之結果。 

（二） 相較於美、日、香港、英、加拿大、德、法等國（地區）102

年受僱人員報酬占比均超過五成，顯示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

比明顯偏低(詳參下表)。 



 - 6 -

 

 

 

 

 

 

 

 

 

 

 

三、 依照上開各項經濟數據及社會指標，以及研究報告所建議之基

本工資計算方式，做為基礎，據以討論本次基本工資調整案。 

決議：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102 年各國（地區）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 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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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國民所得  

年 
經濟成長 
（yoy） 

名目國內 
生產毛額 
（GDP） 

  名目國民 
所得毛額 
（GNI） 

 躉售物 
價指數 
上升率 

消費者 
物價指數
上升率 平均每人 平均每人 

％ 百萬元 元 百萬元 元 ％ ％ 

 99 10.63 14,119,213 610,140 14,548,852 628,706 5.46 0.96 
 100 3.80 14,312,200 617,078 14,700,572 633,822 4.32 1.42 
 101 2.06 14,686,917 631,142 15,141,108 650,660 -1.16 1.93 
 102 2.23 15,221,201 652,020 15,646,211 670,226 -2.43 0.79 

103 年 3.77 16,084,003 687,438 16,554,262 707,542 -0.57 1.20 
第 1 季 3.41 3,848,723 164,640 4,019,241 171,935 0.07 0.80 

第 2 季 3.87 3,917,365 167,510 4,038,379 172,685 0.68 1.63 

第 3 季 4.32 4,089,643 174,762 4,187,742 178,954 0.01 1.51 

第 4 季 3.47 4,228,272 180,526 4,308,900 183,968 -3.02 0.84 

104 年        
第 1 季 3.37 4,131,391 176,242 4,329,764 184,705 -8.51 -0.59 

第 2 季(a) 0.64 4,053,682 172,825 4,186,617 178,492 -9.40 -0.70 

103 較 102 年 
增減（％） 

1.54 
（百分點） 5.67 5.43 5.80 5.57 -0.57 1.2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  註：(a)為概估統計數；(p)為初步統計數；(r)為修正數；(f)為預測數。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7月31日發布之統計，我國103年經濟成長率為

3.77％，較102年增加1.54個百分點；平均每人GDP為68萬7,438元、平均每人

GNI為70萬7,542元，分別較102年增加5.43％、5.57％。 

104年第1季初步統計經濟成長率為3.37％，第2季概估數為0.64％（較5月

預測數3.05％減少2.41個百分點），主要係商品及服務輸出遠低於預測所致。 

本次基本工資審議如採計103年第3季至104年第2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GDP，係以100年為參考年計算之連鎖值）合計為15兆6,438億元，較102年

第3季至103年第2季之15兆1,955億元，成長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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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消費者物價指數    基期：民國 100 年=100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計        
平均 

99 97.87 98.39 97.45 98.27 98.12 98.45 98.76 98.77 98.87 99.52 99.71 98.96 98.60 

100 98.95 99.69 98.82 99.56 99.75 100.37 100.07 100.10 100.23 100.77 100.74 100.97 100.00 

101 101.28 99.94 100.06 100.99 101.49 102.14 102.53 103.53 103.19 103.12 102.34 102.59 101.93 

102 102.41 102.90 101.42 102.05 102.24 102.75 102.59 102.72 104.06 103.78 103.04 102.94 102.74 

103 103.26 102.86 103.05 103.74 103.90 104.43 104.40 104.85 104.80 104.87 103.92 103.56 103.97 

104 102.29 102.65 102.41 102.89 103.14 103.84 103.71      102.99 

103年增率

（％） 
0.83 -0.04 1.61 1.66 1.62 1.64 1.76 2.07 0.71 1.05 0.85 0.60 1.20 

104年增率

（％） 
-0.94 -0.20 -0.62 -0.82 -0.73 -0.56 -0.66      -0.6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消費者物價指數為衡量國內家庭因消費需要，所購買商品或服務價

格水準之變動情形；係衡量通貨膨脹之重要指標，並供測度實質所得或

購買力。 

103年民眾較常購買之肉類、蛋類及水產品等價格相對高檔，加以外

食費、燃氣及家庭用電等價格調漲，惟油料費反映國際油價相應調降，

以及通訊費、3C 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價格相對上年為低，抵銷部分漲幅，

全年 CPI漲1.20％，剔除新鮮蔬果及能源之核心物價漲1.26％。 

104年1至7月平均CPI較103年同期微跌0.65％，惟食物類上漲2.13％、

雜項類上漲0.28％、醫藥保健類上漲0.13％；餘皆下跌，以交通及通訊類

下跌5.98％最為明顯。 

本次基本工資審議如採計103年8月至104年7月，計12個月之消費者

物價指數平均為103.58，較上年同期之103.52，上漲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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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一、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大類分 
基期：民國 100 年=100 

年（月） 總指數 食物類 衣著類 居住類 
交通及 

通訊類 

醫藥 

保健類 

教養 

娛樂類 
雜項類 

99 年 98.60 97.79 97.20 99.15 98.61 98.21 99.48 98.62 
100 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1 年 101.93 104.16 102.52 101.13 100.44 100.86 100.68 102.30 
102 年 102.74 105.48 102.33 102.05 100.90 102.05 101.01 102.69 
103 年 

 
103.97 109.42 103.64 102.95 99.71 102.65 100.94 104.18 

104 年 1-7 月 102.99 110.19 102.40 101.51 94.58 102.74 100.91 104.87 

103 年增率（%） 1.20 3.74 1.28 0.88 -1.18 0.59 -0.07 1.45 
104 累計年增率（%） -0.65 2.13 -0.41 -1.16 -5.98 0.13 -0.15 0.28 
         

年（月） 

最低20% 
所得家庭 

總指數 

食物類 衣著類 居住類 
交通及 

通訊類 

醫藥 

保健類 

教養 

娛樂類 
雜項類 

99 年 98.59 97.78 96.17 99.27 99.17 97.55 99.87 98.50 
100 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1 年 102.10 104.26 101.93 101.22 99.89 100.81 100.23 102.60 
102 年 103.07 105.57 101.56 102.22 100.35 101.91 100.28 103.96 
103 年 

 
104.66 109.45 102.81 103.10 99.56 102.63 100.19 105.87 

104 年 1-7 月 103.82 110.15 101.66 101.58 94.91 102.76 100.06 106.63 

103 年增率（%） 1.54 3.68 1.23 0.86 -0.79 0.71 -0.09 1.84 
104 累計年增率（%） -0.28 2.25 -0.32 -1.23 -5.32 0.18 -0.24 0.4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103.97（100 年＝100），較 102 年漲 1.20

％。就基本分類觀察，以食物類漲幅 3.74％最大，其中肉類受仔豬下痢

疫情及劣質油品波及效應，漲 11.11％；水果因氣候不穩影響產銷，漲

8.37％；蛋類則因上年禽流感疫情與抗生素事件，比較基數偏低，漲 9.58

％；水產品及外食費亦分別漲 6.79％及 3.61％，惟蔬菜因上年比較基數

偏高，跌 3.51％。雜項類受部分菸品調高售價影響，漲 1.45％。居住類

主因電價於 102 年 10 月起第二階段調整方案及本年 8 月起節電獎勵新

制，漲 0.88％。醫藥保健類在部分中藥材價格調漲下，漲 0.59％。交通

類則因油料費反映國際油價相應調降與通訊費率相對上年優惠，跌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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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20％所得家庭 103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104.66（100年＝100），

年增率 1.54％，高於整體之 1.20％，亦較中間 60％所得家庭之 1.26％、

最高 20％所得家庭之 1.06％為高，主因占低所得家庭支出比重較高的

食物類漲幅較大，且占中、高所得家庭支出比重較高的交通及通訊類跌

幅較深。 

同理，在食物類價格相對較為平穩的情形下，104 年 1-7 月最低 20

％所得家庭平均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 103.82，較上年同期微跌 0.28％，

跌幅小於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之 0.65％，亦較中間 60％所得家庭、最

高 20％所得家庭之跌幅為小（分別下跌 0.6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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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二、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 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 

        

 單位：% 

項目名稱 

累計

(103
08 至 
1040

7) 

103 年  104 年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米 0.03 4.88 2.63 1.01 -0.56 -1.10 0.63 -3.75 -1.54 0.04 -0.15 -1.49 0.11 

麵粉、調製麵粉 -0.31 1.08 -0.52 -0.87 -0.52 0.22 -0.44 -3.26 0.28 -0.78 0.26 -0.31 1.23 

豬肉 9.77 17.56 18.29 18.16 17.91 15.05 16.34 19.20 5.67 -0.55 -2.03 -0.24 -1.38 

雞肉 3.37 7.51 4.99 4.29 4.85 2.33 2.52 -0.08 0.69 1.19 0.94 5.73 6.55 

雞蛋 5.64 21.96 11.67 26.42 8.62 13.77 13.80 13.51 2.49 0.01 -4.96 -17.12 -14.56 

醬油 2.03 5.93 5.94 1.22 0.36 1.75 7.16 3.10 -0.02 -2.50 -0.18 0.72 1.66 

糖 0.48 1.28 2.79 2.25 2.15 1.47 -0.48 -0.86 0.00 -0.73 -0.03 -0.80 -1.12 

沙拉油、調理油 -4.41 -2.01 -1.61 -5.14 -6.73 1.31 -5.68 -12.52 -3.95 -0.47 -4.88 -6.60 -4.25 

鮮奶 -1.06 -0.53 2.14 0.09 -1.58 -2.75 -2.83 -3.75 -1.39 -3.17 0.55 0.31 0.14 

奶粉 1.64 2.53 2.29 1.34 1.53 2.01 2.83 2.56 1.10 0.97 0.49 1.36 0.69 

速食麵 2.88 1.28 1.92 1.22 1.99 0.85 4.77 0.94 1.52 3.48 5.41 4.89 6.36 

麵包 4.05 2.45 3.96 4.73 4.39 5.98 7.16 3.08 3.30 3.24 2.69 3.18 4.59 

衣服清潔劑 -1.20 -0.58 -3.98 0.58 -0.77 -0.85 -1.31 -2.07 -0.60 -1.16 1.29 -2.68 -2.14 

衛生紙、面紙及紙巾 -2.99 -3.01 -0.12 -3.13 -4.39 -4.15 -4.09 -4.96 -3.60 -0.70 -3.89 -4.11 0.49 

沐浴用品 -0.39 -4.54 2.16 -2.49 -0.05 0.84 -1.75 -1.12 1.48 -1.09 -0.44 2.63 -0.08 

牙膏、牙粉 0.54 -2.45 4.35 3.54 4.22 3.13 4.38 1.84 -8.36 0.51 -3.18 -1.44 0.62 

洗髮精、潤絲精 2.24 -0.82 2.40 8.08 2.05 7.23 3.29 -1.18 2.18 0.22 2.16 3.66 -1.85 

上述 17 項平均 3.19 5.95 6.22 6.15 5.00 4.56 4.95 3.76 1.39 0.04 -0.21 0.51 0.6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本次基本工資審議如採計103年8月至104年7月之17項重要民生物資，

計 12 個月之物價指數平均為 108.59，較上年同期之 105.23，上漲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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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躉售物價指數     基期：民國 100 年=100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計        
平均 

99 94.26 94.68 95.20 96.54 96.88 96.28 95.90 96.25 96.51 95.86 95.85 96.14 95.86 

100 96.12 98.34 100.74 101.04 100.19 100.02 99.78 100.17 101.41 101.38 100.56 100.25 100.00 

101 100.32 100.14 100.52 100.47 99.31 98.25 98.23 99.26 99.03 97.60 96.62 96.29 98.84 

102 96.48 97.86 97.42 96.72 95.79 96.19 96.06 96.46 96.48 95.80 95.72 96.28 96.44 

103 97.05 97.51 97.40 96.79 96.89 96.96 96.88 96.49 95.66 94.48 92.94 91.68 95.89 

104 89.41 88.91 88.81 87.96 87.52 87.82 87.21      88.23 

103 年增率

（％） 
0.59 -0.36 -0.02 0.07 1.15 0.80 0.85 0.03 -0.85 -1.38 -2.90 -4.78 -0.57 

104 年增率

（％） 
-7.87 -8.82 -8.82 -9.12 -9.67 -9.43 -9.98      -9.1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躉售物價指數主要係反映生產廠商出售原材料、半成品及製成品等價格

變動情形，常受匯率、大宗物資及原材物料之國際行情所影響，其變動趨勢

亦會隨著生產製造程序漸次傳遞至下游零售端，最終轉嫁至消費者，常被視

為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領先指標。 

103年全球景氣復甦雖有美國穩健成長、油價大幅下跌及主要經濟體貨

幣持續寬鬆等正面因素支撐，惟中國大陸、歐盟成長步調緩滯，日本受消費

稅調升衝擊，成長亦屬有限，全球農工原料價格多續趨跌，影響所及，包括

土石及礦產品、化學材料、石油及煤製品等價格皆較102年下跌，加以電腦、

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等報價走低，惟電子零組件及電價調漲，抵銷部分跌幅，

全年躉售物價指數（WPI）較102年下跌0.57％，其中國產內銷品上漲0.28％、

進口品下跌2.10％、出口品上漲0.10％。 

104年7月 WPI 為87.21，較上年同月跌9.98％，為近71個月最大跌幅；104

年1至7月平均WPI較103年同期下跌9.11％，其中國產內銷品跌9.07％，進口

品跌13.79％，出口品跌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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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按產值編算之勞動生產力指數 
     基期：民國 100 年＝100 

年（季） 全體產業 農林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製造業 

99 96.07 93.89 95.92 94.54 96.52 

1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1 100.94 97.15 102.84 103.60 99.57 

102 102.97 99.65 104.13 104.74 102.13 

103 105.63 100.68 108.36 110.05 103.74 

第 1 季 106.51 97.08 103.88 104.05 109.00 

第 2 季 104.74 104.72 106.61 108.41 103.36 

第 3 季 104.53 82.83 112.48 114.41 99.18 

第 4 季 106.78 117.50 109.96 112.65 103.85 

104      

第 1 季 108.38 86.70 109.92 111.22 108.66 

103 年增率（％） 2.58 1.03 4.06 5.07 1.58 

104 年第 1 季 
年增率（％） 

1.76 -10.69 5.81 6.89 -0.3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在經濟學中，「生產力」為產出與投入的比率，產值勞動生產力之

目的則在於正確反映我國整體勞動生產力之變動趨勢。生產力提高意謂

以相同投入生產較多的產出，或同樣產出使用較少的投入；惟其真諦並

非完全在於減少投入，而是在於增加產出或提高產出之品質，以創造就

業機會，增進社會福利及提升全民福祉。 

103 年全體產業按產值編算之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105.63（100 年＝

100），較上年增加 2.58％，其中農林漁牧業、工業、服務業分別較上年

增加 1.03％、4.06％、1.58％。104 年第 1 季較上年同季增加 1.76％，其

中農林漁牧業、工業、服務業分別較上年減少 10.69％、增加 5.81％、

減少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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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受僱員工薪資 單位：元 

年（月） 
工業及        

服務業 
工業 

  
服務業                            

製造業 

          99 年 44,359 42,754 42,300 45,656 

         100 年 45,508 43,746 43,316 46,933 

         101 年 45,589 44,011 43,689 46,850 

         102 年 45,664 44,076 43,829 46,921 

         103 年 47,300 45,378 45,207 48,815 

         104 年 1-5 月 53,746 50,936 51,390 55,949 

   2 月 86,666 81,533 84,071 90,684 

   3 月 43,016 40,765 40,444 44,784 

   4 月 43,343 41,062 40,928 45,133 

   5 月 43,845 41,866 41,918 45,394 

  103 年增率（％） 3.58 2.95 3.14 4.04 

104 累計年增率（％） 3.54 4.61 5.36 2.7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表五之一、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 單位：元 

年（月） 
工業及        

服務業 
工業 

  
服務業                            

製造業 

          99 年 36,214 34,232 33,273 37,815 

         100 年 36,689 34,602 33,724 38,378 

         101 年 37,151 35,037 34,235 38,840 

         102 年 37,527 35,451 34,598 39,170 

         103 年 38,208 35,932 35,095 40,003 

         104 年 1-5 月 38,490 36,045 35,360 40,407 

   2 月 38,148 35,499 34,943 40,221 

   3 月 38,522 36,176 35,429 40,365 

   4 月 38,594 36,123 35,433 40,534 

   5 月 38,637 36,187 35,520 40,556 

  103 年增率（％） 1.81 1.36 1.44 2.13 

104 累計年增率（％） 1.51 0.92 1.26 1.9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受僱」員工薪資係工商業場所人力需求面之薪資統計（資料內涵並
不包括雇主、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之收入），可藉以明瞭整體勞動市場
之受僱者薪資變動趨勢。 

103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月平均薪資（含經常性與非經常性薪
資）為 47,300元，較上年增加 3.58％，其中工業部門每人月平均薪資為 45,378
元、服務業部門為 48,815 元，分別較上年增加 2.95％、4.04％。 

104 年 1-5 月受僱員工每人月平均薪資較上年同期增加 3.54％，經常性
薪資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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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 

年 

全體家庭平均 最低所得組 

消費支出

(元) 

平均

每戶

人數 

平均

每戶

就業

人數 

平均每人 

月消費支

出(元) 

消費支出 

(元) 

平均每

戶人數 

平均每

戶就業

人數 

平均每人 

月消費支

出(元) 

98 705,680 3.34 1.46 17,607 312,957 1.89 0.53 13,799 

99 702,292 3.25 1.44 18,007 309,078 1.82 0.53 14,152 

100 729,010 3.29 1.49 18,465 325,660 1.89 0.54 14,359 

101 727,693 3.23 1.46 18,774 327,157 1.83 0.51 14,898 

102 747,922 3.21 1.46 19,416 331,391 1.80 0.51 15,342 

102 
年增率 

（％） 
2.78 -0.62 － 3.42 1.29 -1.64 － 2.9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為 74 萬 7,922 元（較

上年增加 2.78％），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 19,416 元（較上年增加 3.42

％）；若依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高低排序後將戶數等分為五組，則最

低所得組（即可支配所得最低的 20％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為 33

萬 1,391 元（較上年增加 1.29％），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 15,342 元

（較上年增加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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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之一、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單位：元、％ 

年 
平均每 
戶消費 
支出 

食品及 
非酒精 
飲料 

菸酒

及 
檳榔 

衣

著、 
鞋、襪 
及服

飾 
用品 

住宅

服 
務、水 
電瓦

斯 
及其

他 
燃料 

家具

設 
備及

家 
務維

護 

醫療 
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

與 
文化 

教育 
餐廳

及 
旅館 

什項 
消費 

98  705,680 15.28 1.40 3.19 24.30 2.53 14.45 9.40 3.33 5.01 6.02 9.37 5.71 

99  702,292 15.33 1.31 3.23 24.57 2.48 14.39 9.21 3.32 5.30 5.70 9.71 5.45 

100 729,010 14.89 1.34 3.10 24.39 2.49 14.62 9.68 3.31 5.28 5.10 10.16 5.63 

101 727,693 15.24 1.30 3.03 24.36 2.50 14.55 9.53 3.49 5.28 4.73 10.58 5.41 

102 747,922 15.08 1.22 2.98 24.27 2.46 14.67 9.83 3.54 5.29 4.44 10.57 5.65 

              

年 

最低20% 
所得平均

每戶消費 
支出 

食品及 
非酒精 
飲料 

菸酒

及 
檳榔 

衣

著、 
鞋、襪 
及服

飾 
用品 

住宅

服 
務、水 
電瓦

斯 
及其

他 
燃料 

家具

設 
備及

家 
務維

護 

醫療 
保健 

交通 通訊 
休閒

與 
文化 

教育 
餐廳

及 
旅館 

什項 
消費 

98  312,957 18.58 1.97 2.30 32.41 2.03 16.18 6.21 2.78 3.63 2.15 7.40 4.36 

99  309,078 18.49 1.70 2.29 32.87 2.04 16.92 5.94 2.72 3.49 1.84 7.51 4.17 

100 325,660 18.34 1.68 2.17 32.65 2.00 16.43 6.47 2.68 3.42 1.73 8.14 4.28 

101 327,157 18.56 1.60 2.09 32.84 2.02 16.08 6.14 2.75 3.56 1.57 8.67 4.15 

102 331,391 18.73 1.42 2.05 32.71 2.03 16.50 6.30 2.71 3.57 1.17 8.61 4.2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整體家庭平均消費支出 74.8 萬元，若按食、衣、住、行、育、

樂等項目區分，以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占 24.27％為最高，食品

及非酒精飲料占 15.08％居次，醫療保健占 14.67％再次之；另觀察最低 20

％所得家庭之消費支出結構，全年平均支出 33.1 萬元，其中以住宅服務、

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占 32.71％最高，食品及非酒精飲料占 18.73％次之，

醫療保健占 16.50％再次之。 

整體來說，低所得家庭之主要支出集中於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住與食

二方面，二者合計已超過 5 成，相較於全體家庭不及 4 成明顯偏高；若再

加計醫療保健支出，則將近 7 成。 



 - 17 -

附表七、就業狀況及求供倍數 

年（月） 
就業狀況(%) 

新登記求供倍數 
勞參率 失業率 

99 年 58.07  5.21  1.26 
100 年 58.17  4.39  1.36 
101 年 58.35  4.24  1.56 
102 年 58.43 4.18 1.69 
103 年 58.54 3.96 2.00 

104 年 1-6 月 58.55 3.68 2.15 

103 較 102 年增減 
0.11  

（百分點） 
-0.22  

（百分點） 
0.31  

（個） 

104 累計較 
上年同期增減 

0.11 
（百分點） 

-0.29 
（百分點） 

-0.07 
（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附表八、失業給付 

年（月） 

初次認定 

申請件數 

(件) 

核付件數 

(件) 

核付金額 

(千元) 

99 年 86,786 494,843 9,910,795 

100 年 66,834 286,526 5,909,851 

101 年 77,458 304,638 6,491,665 

102 年 75,489 330,467 7,213,048 

103 年 66,843 285,469 6,354,789 

104 年 1-6 月 34,931 143,474 3,214,002 

103 年增率（％） -11.45 -13.62 -11.90 

104 累計年增率（％） 7.84 -1.14 -0.24 
資料來源：本部勞保局。   

103 年勞動力參與率為 58.54％，較上年上升 0.11 個百分點；整體失業

率續降至 3.96％，較上年再降 0.22 個百分點，失業情勢持續改善。同年新登

記求供倍數為 2.00倍，意即每位求職者平均可有 2 個工作機會，較上年增加

0.31 個。全年初次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案件有 66,843件、核付案件有 285,469

件、核付金額約 64億元，分別較上年減少 11.45％、13.62％、11.90％。 

104 年 1-6 月勞參率、失業率、新登記求供倍數分別較上年同期增加 0.11 個百

分點、減少 0.29 個百分點、減少 0.07 個工作機會；失業給付之初次認定申請件數、

核付件數、核付金額則依序較上年同期增加 7.84％、減少 1.14％及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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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工業及服務業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狀況       單位：%  

年 

有          

調          

升             

薪            

資 

                
均        

未              

調         

薪 

減          

薪 

調升經

常性薪

資之員

工人數

比率 

調降經

常性薪

資之員

工人數

比率 

全         

面          

調         

升 

      

部分人

員調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度 

未滿 3%～ 6%～ 9%～ 12%～ 15% 

3% 
未滿 
6% 

未滿 
9% 

未滿
12% 

未滿
15% 

以上 

100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77.6 1.3 36.7 0.4 

101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83.8 0.9 23.5 0.4 

102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81.2 0.5 27.2 0.1 

103 23.5 15.8 6.9 6.7 1.4 0.6 0.1 0.2 7.7 76.4 0.5 36.3 0.1 

103 較 102 年
增減百分點 

4.7 3.9 3.4 0.5 0.6 -0.5 -0.1 - 0.8 -4.8 - 9.1 - 

註：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率之和大於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年全球景氣回溫，推升我國出口動能，經濟穩健成長，全年工業及

服務業有調升經常性薪資之廠商占23.5％，較102年增加4.7個百分點，其中

全面調升薪資廠商占15.8％，亦增3.9個百分點，調薪幅度以未滿3%者占

6.9%最多，3%至未滿6%者占6.7%次之；而部分調升薪資之廠商占7.7％，

亦較102年增加0.8個百分點。此外，調降薪資之廠商占0.5％，與102年持平；

至於均未調薪之廠商則占76.4％，較102年減少4.8個百分點。 

附表十、工廠及商業登記歇業、公司解散/撤銷/廢止 

年（月） 工廠歇業家數 
商業登記 
歇業家數 

公司解散、撤銷 
及廢止家數 

100 年 3,311 37,358 27,633 

101 年 2,504 36,138 28,199 

102 年 3,356 34,951 24,323 

103 年 3,803 37,416 24,637 

104 年 1-6 月 1,395 17,295 11,176 

103 年增率（％） 13.32 7.05 1.29 

104 年累計年增率（％） 7.81 -12.82 4.68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廠登記」、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統計」。 

103年全年工廠歇業家數為3,803家，較上（102）年增加13.32％；

商業登記歇業家數為37,416家，較上（102）年增加7.05％；公司解散、撤

銷及廢止家數為24,637家，較上年增加1.29％。104年1-6月除商業登記歇業

家數較上年同期減少12.82％外，工廠歇業和公司解散/撤銷/廢止家數分別較

上年同期增加7.8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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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地區別 

臺灣省 臺北市 高雄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桃園市 
福建省 

年度別 金門縣 連江縣 

80 3,200 4,050 3,200 ------- ------- ------- ------- ------- ------- 

81 3,800 4,465 3,800 ------- ------- ------- ------- 2,400 

82 4,300 4,920 4,300 ------- ------- ------- ------- 3,000 

83 4,650 5,730 4,650 ------- ------- ------- ------- 4,000 3,500 

84 5,000 6,290 5,000 ------- ------- ------- ------- 4,400 4,000 

85 5,400 6,640 5,400 ------- ------- ------- ------- 4,400 

86 6,000 6,720 6,000 ------- ------- ------- ------- 4,700 

87 6,700 7,750 6,700 ------- ------- ------- ------- 5,800 

88 7,110 11,443 8,828 ------- ------- ------- ------- 5,800 

89 7,598 11,625 9,152 ------- ------- ------- ------- 5,900 

90 8,276 12,977 9,814 ------- ------- ------- ------- 5,900 

91 8,433 13,288 9,559 ------- ------- ------- ------- 6,000 

92 8,426 13,313 9,712 ------- ------- ------- ------- 6,000 

93 8,529 13,797 9,102 ------- ------- ------- ------- 6,300 

94 8,770 13,562 9,711 ------- ------- ------- ------- 6,300 

95 9,210 14,377 10,072 ------- ------- ------- ------- 6,500 

96 9,509 14,881 10,708 ------- ------- ------- ------- 6,500 

97 9,829 14,152 10,991 ------- ------- ------- ------- 6,500 

98 9,829 14,558 11,309 10,792 ------- ------- ------- 7,400 

99 9,829 14,614 11,309 10,792 ------- ------- ------- 7,400 

100(1-6 月) 9,829 14,794 10,033 10,792 9,945 9,829 ------- 7,920 

100(7-12 月) 10,244 14,794 11,146 11,832 10,303 10,244 ------- 8,798 

101 10,244 14,794 11,890 11,832 10,303 10,244 ------- 8,798 

102 10,244 14,794 11,890 11,832 11,066 10,244 ------- 8,798 

103 10,869 14,794 11,890 12,439 11,860 10,869 ------- 9,769 

104 10,869 14,794 12,485 12,840 11,860 10,869 12,821 9,76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