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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促進國民就業，以

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依據《就業服務法》第16條之規定，定期公布轄區人力

供需相關資訊，提供各界運用。

本分署服務範圍包括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轄下設置臺中、彰化、員

林、南投等4個就業中心，亦於彰化縣鹿港鎮設置勞動學苑，另由勞動部所委

辦之豐原、沙鹿就業服務站，共同構成中彰投地區就業服務網絡，詳細資訊請

參考本分署網站https://tcnr.wda.gov.tw首頁之「分署簡介-轄區概況」及「服

務據點」說明。

本分署編製報表之資料來源，係來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

整合系統」，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求才之業務數據，雖未能完全涵

蓋勞動市場活動全貌，但仍可藉此初步掌握轄區人力供需變化之脈動，提供各

界參考運用。

圖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轄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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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提要分析

一、 本分署轄區本月整體求職求才概況

108年5月份新登記求職人次為8,800人，較上月增加468人或5.62%，較去年

同月增加568人或6.90%；新登記求才人次為10,113人，較上月減少1,123人或

9.99%，較去年同月減少258人或2.49%；求供倍數則為1.15，代表平均每位求職

者有1.15個就業機會，較上月減少0.20個，較去年同月則減少0.11個（如圖

2）。

108年5月份新登記求職就業率為11.01%，較上月減少0.69個百分點，較去

年同月減少0.86個百分點；新登記求才利用率為19.31%，較上月減少3.63個百

分點，較去年同月則增加4.31個百分點（如圖3）。

圖 2  本分署逐月新登記求職求才人次及求供倍數

圖 3  本分署逐月新登記求職就業率及求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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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求職者性別來看，「女性」多於「男性」，分別為4,787人(占54.40%)及
4,013人(占45.60%)；年齡別方面，以「35-39歲」求職者1,129人(占12.83%)最
多，「25-29歲」求職者1,109人(占12.60%)次之；學歷別方面，以「高職」學

歷者2,979人(占33.85%)最多，「大學」學歷者2,449人(占27.83%)次之。

從職業別來看，求職者欲從事的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與「事務

支援人員」較多，分別為2,132人(占24.23%)及1,689人(占19.19%)；求才廠商則

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與「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職缺較多，分別為

2,188人(占21.64%)及2,071人(占20.48%)。

而本月轄區求才職缺所處行業別，仍以「製造業」5,587人(占55.25%)最多

，其次依序分別為「批發及零售業」1,214人(占12.00%)、「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884人(占8.74%)、「住宿及餐飲業」802人(占7.93%)、「營建工程

業」293人(占2.90%)。

二、 本分署各地區本月求職求才概況

108年5月份各地區求供倍數，除了豐原的0.96以外，均超過1，分別為臺中

1.11、沙鹿1.02、彰化1.04、員林1.34以及南投1.59（如圖4）。

從求職者性別來看，本月各地區「女性」均多於「男性」；年齡別方面，

除臺中以「50-54歲」求職者最多，豐原及彰化以「25-29歲」求職者最多，沙

鹿及員林以「20-24歲」求職者最多，豐原及南投以「35-39歲」求職者最多（

如圖5）；學歷別方面，臺中及沙鹿以「大學」學歷者最多，其餘均以「高職

」學歷者最多（如圖6）。

從職業別來看，求職者欲從事的職業，除臺中以「事務支援人員」最多外

，其餘均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最多；而求才廠商所提供的職缺，臺中以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最多，南投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最多，其餘均

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最多（如圖7、圖8）。

而本月各地區求才職缺之行業別，均以「製造業」最多，另「批發及零售

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職缺數都為各地區前五名（如圖9）。

圖 4  本分署各地區新登記求職求才人次及求供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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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分署各地區新登記求職者年齡分布圖

圖 6  本分署各地區新登記求職者學歷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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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分署各地區新登記求職者之欲從事之職業別分布圖

圖 8  本分署各地區新登記求才職缺之職業別分布圖

5

主管及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農林漁牧業
生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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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

40%

臺中 豐原 沙鹿 彰化 員林 南投

主管及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農林漁牧業
生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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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20%

30%

40%

臺中 豐原 沙鹿 彰化 員林 南投



1 2 3 4 5

臺

中

製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出版影音製作傳
播及資通訊服務

29.07% 21.03% 16.13% 10.22% 6.44%

豐

原

製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支援服務業

61.64% 10.38% 9.18% 6.23% 3.96%

沙

鹿

製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營建工程業

59.00% 14.47% 6.14% 6.14% 5.58%

彰

化

製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支援服務業

66.82% 10.15% 8.07% 2.34% 2.28%

員

林

製造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 營建工程業 教育業

73.34% 9.63% 6.30% 1.93% 1.46%

南

投

製造業 住宿及餐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 營建工程業

49.53% 13.07% 8.43% 8.15% 4.63%

圖 9  本分署各地區新登記求才職缺前五大示意圖

三、 本分署本月求職求才未能媒合原因

以分署從求職端及求才端所回收之求職介紹卡做為樣本，扣除「等待僱主

通知」及「系統自動關閉」選項後，整體而言，108年5月份未能媒合原因以「

體能、健康條件不合」與「技術不合」為主，另「工作環境不合」與「工作時

間不合」也未能成功媒合的主要原因（如圖10）。

圖 10  本分署求職求才未能媒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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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分署本月資遣通報及失業給付辦理概況

108年5月份本分署轄區資遣通報人數總計為1,646人，較上月增加61人或

3.85%，較去年同期增加161人或10.84%，其中資遣事由1方面，以勞基法第11條
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確不能勝任」事由728人最多，勞基法第11條第2
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事由407人次之（如圖11）。

失業給付辦理概況方面，108年5月份本分署轄區失業給付初次認定人數為

1,012人，較上月增加9人或0.90%，較去年同期增加248人或32.46%；失業給付

再次認定人數為3,246人，較上月增加81人或2.56%，較去年同期增加633人或

24.23%；失業給付推介就業人數則為940人，較上月減少62人或6.19%，較去年

同期增加102人或12.17%（如圖12）。

圖 11  本分署轄區逐月資遣通報人數

圖 12  本分署辦理失業給付相關人次

1 有關資遣事由，勞動基準法第11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
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
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勞動基準法第13條：「勞工
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勞動基準法第20條：「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
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16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 並應依第17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
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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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分署本月求職求才熱門行職業類別

檢視108年5月份本分署各行業類別求才職缺，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039人最多，之後依序為「金屬製品製造業」963人、「日常用品零售業

」662人、「機械設備製造業」625人、「居住型照顧服務業」565人（如圖

13）。至於轄區各地區，臺中以「日常用品零售業」職缺最多，豐原、員林及

南投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職缺最多，沙鹿及彰化則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職缺最多。

從職業類別來看，求職部分，108年5月份本分署以「製造勞力工」1,367人
最多，之後依序為「事務秘書」853人、「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606人、

「照顧服務員」414人、「其他餐飲服務人員」342人；求才部分，以「製造勞

力工」1,150人最多，之後依序為「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933人、「照顧服務

員」669人、「商店銷售有關人員」614人、「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426
人。

另從各職類求供倍數，觀察各職類別特性，通常求供倍數大於1，數值越

大表示此職缺在就業市場上「供過於求」的程度越高；若求供倍數小於1，數

值越小則表示此職缺在就業市場上「供不應求」的程度越高。在本分署108年5
月份求職求才前30大的職缺中，以「其他工程科學技術員」95.00最高，之後依

序為「電子工程技術員」11.13、「大客車駕駛人員」8.56；另方面，「事務祕

書」0.15最低，接著為「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0.45、「小客車及小貨車駕駛

人員」0.59（如圖14）。

圖 13  本分署求才熱門行業類別

8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日常用品零售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居住型照顧服務業
餐飲業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日常用品批發業
住宿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紡織業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0% 10% 20% 30% 40% 50% 60%

求才人次
求才利用率



圖 14  本分署求職求才熱門職業類別之求供倍數

註：3119 其他工程科學技術員本月求供倍數為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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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主要名詞解釋

1. 本報表為避免人數重複計算的解釋問題(如季報、年報數據可能出現同廠

商同職缺再次徵才情形，或同一求職者再次求職情形)，本報表名詞統一

以「人次」代表「人數」。

2. 求職人次：指具有工作能力者，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或自

行在臺灣就業通登記求職之人次。

3. 求才人次：指雇主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才，或自行在台灣就業

通登記求才之人次。

4. 新登記：指在當月內辦理求職或求才登記之人次，例如新登記求職人次

、新登記求才人次。

5. 有效：指當月新登記人次外，尚包括有效期間內已辦理登記，延至當月

仍需予以介紹者。有效期限一般訂於2個月，若屬於專案介紹之求職有效

登記期限，則依各專案法定期限。至於就業弱勢者，經評估需進入個案

管理者，其有效期限為實際服務期間。例如有效求職人次、有效求才人

次。

6. 求職推介就業人次：指有效求職人次中，經推介就業、利用本分署各項

資訊或自行就業之人次。

7. 求才僱用人次：指有效求才人次中，經推介僱用、利用本分署各項資訊

或自行僱用之人次。

8. 求供倍數：指求才人次除以求職人次之比值，即在排除個人特定求職偏

好下，求職者在就業市場當中，每人次所能獲得的平均工作機會個數。

9. 求職就業率：指求職推介就業人次占求職人次之百分比。

10. 求才利用率：指求才僱用人次占求才人次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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