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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議程 

壹、時間：104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 

貳、地點：本部 6 樓 601 會議室（台北市延帄北路 2 段 83 號 6 樓） 

參、主持人：陳部長雄文 

肆、主持人致詞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定）議案執行情形 

案 別 案      由 決定（決議） 執 行 情 形 管考情形 

報告 

事項 

一 

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

組成立會議決（定）

議案執行情形 

洽悉；同意解除列管 依決定辦理。 擬解除列管。 

二 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

響評估報告案 

一、 洽悉。 

二、 請參據委員所提意見修正

報告。 

報告業已依委員意

見修正。 

擬解除列管 

三 有關委託專家學者進

行「基本工資計算方

式之研究」報告之辦

理情形一案 

一、 洽悉。 

二、 請研究單位增加試算基本工

資佔國民所得比例之國際比

較，並補充說明研究方法，

醭定過程應邀請社會學者參

加。辦理座談會時亦請邀請

委員參加。 

三、 基本工資計算方式從最低生

活所需概念出發，訂出可行

的公式，各委員發言提到許

多參數，至於參數的加權及

合理的取捨，請研究單位納

入後續研究評估。 

依決定辦理。 擬解除列管 

四 立法院通過「建請勞

動部以相同標準（退

休軍公教）研議將基

本工資提高至 25,000

元」、「建請勞動部調

洽悉。 依決定辦理。 擬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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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基本工資，將基本

工資自 19,273 元調整

為 21,200 元，時薪自

120 元更改為 126 元

，漲幅達 10%，並將

實施日期提早至 104

年 2 月 1 日。」二項

臨時提案 

決定： 

 

第二案：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提請 公鑒。 

說明： 

一、 審議基本工資應備之最新統計資料如附，另有關近日國內經濟發展及物價

變動情勢，摘要如下： 

（一） 預測我國104年經濟成長率為3.28％（較2月預測數3.78％下修0.5個百

分點），較103年之3.77％減少0.49個百分點，帄均每人GDP為72萬

3,895元、帄均每人GNI為74萬7,000元，分別較103年增加5.30％、5.58

％。 

（二） 104年1-5月帄均CPI年增率較103年同期微跌0.66％、WPI年增率較103

年同期下跌8.80％。 

（三） 104年1-4月勞參率、失業率、新登記求供倍數分別較上年同期增加0.12個

百分點、減少0.32個百分點、減少0.09個工作機會。 

（四） 104年1-3月受僱員工每人月帄均薪資較上年同期增加5.11％，經常性

薪資較上年同期增加1.58％。 

二、為使審議委員會前的準備工作能充分考量勞動市場現況並掌握社經發展情

勢，委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展望中心彭研究員素玲於本次工作小組提出

詳細統計交叉分析並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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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第三案：有關委託辦理「國際上基本工資與外勞政策的關連性分析」研究一案，

提請 公鑒。 

說明： 

一、 本案經 103 年 11 月 4 日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成立會議討論，決定同意由勞

動部委託專家學者進行研究。 

二、 經勞動部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由社團法人新興市場研究協會得標。

因委託研究計畫業已執行完竣，研究內容包括我國與亞洲國家的外籍勞工

政策與最低工資制度、外籍勞工工資與基本工資關連性的探討等，特邀請

計畫主持人黃仁德教授於本次會議分享研究成果。 

決定： 

 

第四案：有關委託辦理「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研究」一案，提請 公鑒。 

說明： 

一、 有關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研議方向，前經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研究，

研究計畫業已執行完竣，研究內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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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計算

方式之建議方案及理由等。 

二、 研究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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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請研究團隊於本次會議分享

研究成果。 

決定：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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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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均每人 帄均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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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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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47  4,228,272 180,526 4,308,900 183,968 -3.02 0.84 

104 年(f) 3.28  16,985,093 723,895 17,527,075 747,000 -6.42 0.13 

第 1 季(p) 3.37  4,131,391 176,242 4,329,764 184,705 -8.47 -0.59 

第 2 季(f) 3.05  4,138,383 176,452 4,270,826 182,100 -9.16 -0.54 

第 3 季(f) 3.14  4,318,762 184,018 4,433,241 188,896 -6.54 0.21 

第 4 季(f) 3.53  4,396,557 187,183 4,493,244 191,299 -1.34 1.39 

104 較 103 年 

增減（％） 

-0.49 

（百分點） 
5.60  5.30  5.88  5.58  -6.42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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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發布之統計，預測我國104年經濟成長率為3.28％

（較2月預測數3.78％下修0.5個百分點），較103年之3.77％減少0.49個百分點，主因先進

國家經濟復甦力道不如原先預期、兩岸產業由合作轉向競爭，以及國際品牌競爭加劇，

內外需求展望均轉趨審慎所致；帄均每人GDP為72萬3,895元、帄均每人GNI為74萬7,000

元，分別較103年增加5.3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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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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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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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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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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蔬果價格雖因初春低溫、夏秋炙熱與局部強驟雨等影響產銷而趨

揚，然上（102）年7至9月連番風災遞延效應，比較基數亦屬偏高，致蔬菜

跌3.51％、水果漲8.37％，漲跌互抵，蔬果價格對整體物價之影響有限。由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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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帄均 CPI 年增率較

103年同期微跌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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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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102.68  109.94  102.47  100.89  94.36  102.70  100.54  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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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2.25  0.22  -1.30  -6.11  0.18  -0.23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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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103.45  109.80  101.71  100.97  94.70  102.72  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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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2.40  0.32  -1.36  -5.39  0.23  -0.3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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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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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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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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5 月帄均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 102.68，較上年同期微跌 0.66％，七大

類中漲跌幅較為顯著者為食物類 2.25％、交通及通訊類-6.11％。另外，最低 20％

所得家庭帄均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 103.45，較上年同期微跌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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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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累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米 2.06  4.16  5.71  3.80  -0.96  0.63  -3.75  -1.54  0.04  -0.15  

麵粉、調製麵粉 7.01  1.61  -0.10  -0.90  -0.79  -0.44  -3.26  0.28  -0.78  0.26  

豬肉 3.19  -3.68  0.24  13.97  7.29  16.34  19.20  5.67  -0.55  -2.03  

雞肉 4.92  -2.27  9.88  9.66  1.04  2.52  -0.08  0.69  1.19  0.94  

雞蛋 11.92  7.96  -4.70  10.58  4.79  13.80  13.51  2.49  0.01  -4.96  

醬油 1.65  -1.89  -1.20  3.60  1.43  7.16  3.10  -0.02  -2.50  -0.18  

糖 5.71  -0.36  -1.21  1.31  -0.42  -0.48  -0.86  0.00  -0.73  -0.03  

沙拉油、調理油 9.39  -1.19  1.75  -3.16  -5.57  -5.68  -12.52  -3.95  -0.47  -4.88  

鮮奶 3.63  6.24  -0.08  -0.47  -2.12  -2.83  -3.75  -1.39  -3.17  0.55  

奶粉 3.22  3.10  2.18  3.37  1.58  2.83  2.56  1.10  0.98  0.44  

速食麵 9.17  1.92  -1.21  0.80  3.20  4.77  0.94  1.52  3.48  5.41  

麵包 5.49  2.17  0.83  2.32  3.86  7.16  3.08  3.30  3.24  2.69  

衣服清潔劑 1.25  1.60  -1.10  -2.28  -0.79  -1.31  -2.07  -0.60  -1.16  1.29  

衛生紙、面紙及紙巾 0.60  -0.21  -0.11  -2.47  -3.46  -4.09  -4.96  -3.60  -0.70  -3.89  

沐浴用品 -0.84  3.03  -4.45  -0.62  -0.60  -1.75  -1.12  1.48  -1.09  -0.44  

牙膏、牙粉 4.25  5.56  -5.92  1.12  -1.04  4.38  1.84  -8.36  0.51  -3.18  

洗髮精、潤絲精 -0.88  0.62  -1.74  0.89  1.34  3.29  -1.18  2.18  0.22  2.16  

上述 17 項帄均 3.85  0.55  1.59  5.35  1.95  4.95  3.76  1.39  0.04  -0.2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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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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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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4 88.88 87.93         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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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 -8.75 -9.15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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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4月帄均 WPI 年增率較103

年同期下跌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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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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05.69 100.80  108.39 110.10 1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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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 117.99  110.06 112.83 104.19 

103 年增率（％） 2.64 

  

1.15  

  

4.09 

  

5.1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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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9（100 年＝100），較上

年增加 2.64％，其中農林漁牧業、工業、服務業分別較上年增加 1.15％、4.09％、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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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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60,525 57,256 58,037 63,089 

   1 月 51,968 49,583 49,705 53,842 

   2 月 86,666 81,533 84,071 90,684 

   3 月 43,016 40,765 40,444 44,784 

  103 年增率（％） 3.58 2.95 3.14 4.04 

104 累計年增率（％） 5.11 6.88 7.79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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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38,406 35,971 35,282 40,315 

   1 月 38,546 36,236 35,473 40,361 

   2 月 38,148 35,499 34,943 40,221 

   3 月 38,522 36,176 35,429 40,365 

  103 年增率（％） 1.81 1.36 1.44 2.13 

104 累計年增率（％） 1.58 1.1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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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均薪資（含經常性與非經常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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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7,300 元，較上年增加 3.58％，其中工業部門每人月帄均薪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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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受僱員工每人月帄均薪資較上年同期增加 5.11％，經常性薪資

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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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帄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 

年 

全體家庭帄均 最低所得組 

消費支出

(元) 

帄均每

戶人數 

帄均每

戶就業

人數 

帄均每人 

月消費支

出(元) 

消費支出 

(元) 

帄均每

戶人數 

帄均每

戶就業

人數 

帄均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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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均每戶最終消費支出為 74 萬 7,922 元（較上年

增加 2.78％），帄均每人月最終消費支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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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均每戶最終消費支出為 33 萬 1,391 元（較上年增加

1.29％），帄均每人月最終消費支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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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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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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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整體家庭帄均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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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帄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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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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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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58.57 3.7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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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 

（百分點）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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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19,445 73,698 1,654,048 

103 年增率（％） -11.45  -13.62  -11.90  

104 累計年增率（％） 8.93 -1.48 -0.19 

資料來源：本部勞保局。   

隨著美國經濟基本面持續改善、國際景氣回升步調更加穩定，帶動國內

消費、投資轉強。勞動市場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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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每位求職者帄均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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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勞參率、

失業率、新登記求供倍數、初次認定申請件數、核付件數、核付金額較上年累計年增

率分別為 0.11 百分點、-0.34 百分點、-0.11 個、8.93％、-1.4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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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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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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持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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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歇業、公司解散/撤銷/廢止 

年（月） 工廠歇業家數 公司解散、撤銷 
及廢止家數 

100 年 3,311 27,633 

101 年 2,504 28,199 

102 年 3,356 24,323 

103 年 3,803 24,637 

104 年 1-4 月 920 6,983 

103 年增率（％） 13.32 1.29 

104 年累計年增率（％） 14.57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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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解散、撤銷及廢止家數為24,637家，較上年增加1.29％。104年1-4月則分別

較上年同期增加14.57％、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