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參與狀況性別分析

高齡化之勞動市場結構性問題，將衝擊經濟長期穩健成長，因此，研析宜蘭縣

的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參與情形，便可先行掌握縣內勞動力概況，以協助面對無

法 扭 轉 的 勞 動 力 高 齡 化 趨 勢 ， 使 劣 勢 轉 為 優 勢 ， 俾 利 經 濟 持 續 發 展 。

壹、前言

    宜蘭縣中高齡人口(45-64 歲)將成為勞動市場的主流群體，續留就業中的中

高齡者、協助中高齡失業者就業、開發及運用非勞動力1中的中高齡者或已退休

之高齡(65 歲以上)者，為目前政府推動之政策。

    本文主要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相關資料進行分析，以作為了解

近五年宜蘭縣生理性別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2之情形，進而提供政策執行及調整

之參考。

貳、宜蘭縣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參與狀況

一、宜蘭縣中高齡、高齡勞動力人口皆逐年上升

民國 109 年宜蘭縣中高齡民間人口3為 13.8 萬人、高齡民間人口為

7.7 萬人，各占宜蘭縣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34.91%及 19.44%，已高於臺

灣地區平均數分別為 34.55%及 18.17%，顯見宜蘭縣人口趨於老化之事實。

1 非勞動力：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因就學、料理家務、高齡、身心
障礙、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及其他原因等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2 勞動力：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3 民間人口：係指15歲以上本國人口扣除武裝勞動力（現役軍人）、監管人口與失蹤人口，包括勞動力與非

勞動力。至於外籍人士、外勞及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等，則非本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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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宜蘭縣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人數為 10.2 萬人，較 105 年

9.4 萬人增加 0.8 萬人或 8.5%，表示近五年宜蘭縣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呈

現逐年成長趨勢。(詳表 1)

二、宜蘭縣男、女性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率之消長

民國 109 年宜蘭縣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參與率4(以下簡稱勞參率)計

47.44%，其中，中高齡勞參率計 68.2%，較民國 105 年上升 4.6 個百分

點；男、女性勞參率分別為 81.1%、55.2%，兩性差距 25.9%，較民國

105 年縮小了 3.6 個百分點。近 5 年宜蘭縣中高齡勞參率兩性皆大致呈逐

年增加趨勢，尤其是女性中高齡勞參率增加 6.5%，增幅是男性 2 倍多；

惟男、女性近 5 年差距平均在 28.7 個百分點以上，顯示宜蘭縣女性中高齡

勞動力仍有成長的空間。(詳圖 1)

至於宜蘭縣高齡勞參率部分，民國 109 年為 11.0%，近 5 年呈現先升

後降情形，但大致仍呈現微升趨勢。男性近 5 年高齡勞參率走勢同於兩性

合計結果，民國 109 年高齡勞參率 17.3%，略高於民國 105 年 0.9 個百分

點；女性近 5 年高齡勞參率起伏不定，民國 109 年高齡勞參率 5.6%，較

民國 105 年些微增加 0.6 個百分點。(詳圖 2)

以台灣地區 109 年高齡勞參率為 8.8%，男、女性高齡勞參率各為

13.8%及 4.6%來看，宜蘭縣高齡勞參率表現並不差，惟與其他國家高齡勞

參率比較，民國 109 年同屬亞洲國家的南韓以 35.3%居於首位，鄰國日本

則為 25.5%，依此可見宜蘭縣高齡勞參率仍尚有努力空間。(詳表 2)

4 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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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宜蘭縣近五年中高齡及高齡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年別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45-64(中高齡)民間人口 65 歲以上(高齡)民間人口 

總計

勞動力
非勞動

力
總計

勞動力
非勞動

力合計
就業
者

失業
者

合計
就業
者

失業
者

105 年 395 136 87 83 3 49 66 7 7 0 59

106 年 394 137 89 88 2 48 69 8 8 0 61

107 年 395 138 91 89 2 47 71 9 9 0 65

108 年 394 138 91 89 2 47 74 9 9 0 65

109 年 395 138 94 91 3 44 77 8 8 0 69

109 年較 105
年增減數 0 2 7 8 0 -5 11 1 1 0 10

109 年較 105
年增減％ 0 1.5 8.0 9.6 0 -10.2 16.7 14.3 14.3 0 17.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說        明：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數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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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圖 1  宜蘭縣兩性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圖 2  宜蘭縣兩性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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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與重要他國 2020 年勞動力參與率-按年齡分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資料表。
說        明：(1)係指 16 歲以上之勞動力參與率。

(2)係指 16~19 歲之勞動力參與率。
(3)新加坡為每年 6 月定居居民勞動力參與率。
(4)係指 15~74 歲之勞動力參與率。
(5)係指 65~74 歲之勞動力參與率。

三、宜蘭縣中高齡者、高齡者就業及失業情況

民國 109 年宜蘭縣就業者5共計 23.4 萬人，男性就業者 13.3 萬人、女

性就業者 10.2 萬人，相較 105 年，男性就業人數增加 0.4 萬人或 3.1%、

女性就業人數增加 0.9 萬人或 9.7%。按年齡觀察，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

9.9 萬人，較 105 年增加 0.9 萬人或 10%。(詳圖 3)

5 就業者：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從事15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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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民國 109 年宜蘭縣失業者6共計 0.9 萬人，失業率73.9%，男性失

業率 4.2%、女性失業率 3.5%，失業者與 105 年相比無增減，惟男性失業

率下降 0.3%、女性失業率上升 0.3%，不變的是男性失業率皆高於女性，

平均相差 0.96%。(詳表 3)

倘按年齡結構及性別因素觀察，民國 109 年宜蘭縣中高齡失業率

2.8%，中高齡男性失業率 4.1%、中高齡女性失業率 0.9%，尤其以

55~59 歲組別失業率 4.1%為最高，且該組男性失業率 6.5%，與女性失業

率相差 6.1%為最懸殊；與民國 105 年相比，宜蘭縣中高齡失業率下降

1.0%，中高齡男性失業率下降 1.3%、中高齡女性失業率下降 0.3%，而於

該年 55~59 歲及 60~64 歲組別之失業率皆為 5.6%併位最高，55~59 歲

組男性失業率為 7.8%為中高齡男性中最高，與女性失業率相差 6.4%。(詳

表 4)

依上揭統計結果，宜蘭縣男性失業率高於女性之外，男性中高齡者失

業率亦高於女性中高齡者；按臺灣地區 109 年失業者之失業原因，中高齡

者失業原因首為「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次為「對原有工作不滿

意」，再次之為「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且兩性排序皆同，而高齡

者失業原因首為「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次為「季節性或臨時性工

作結束」，「退休」並未成為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失業的主因。

6 失業者：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同時具有下列條件者：(1)無工作；(2)隨時可以工作；(3)正在尋找
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此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7 失業率：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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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圖 3  宜蘭縣近 5 年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依年齡分布情形

表 3  宜蘭縣近 5 年就業、失業統計表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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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宜蘭縣近 5 年中高齡者、高齡者失業率統計表

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

四、宜蘭縣非勞動力狀況

自本文表 1 觀察，民國 105 年至 109 年間，宜蘭縣中高齡非勞動力逐

年下降，減幅 10.2 個百分點，惟高齡非勞動力逐年上升，增幅 17.0 個百

分點，表示宜蘭縣 65 歲以上民間人口逐年增長之餘，高齡非勞動力也逐

年遞增。

宜蘭縣未參與勞動原因以「高齡、身心障礙」為最多，民國 109 年共

計 6.6 萬人、占 43.34%，受高齡化影響，近 5 年來以高齡、身心障礙之

因未參與勞動者，已增加 0.5 萬人、上升 6.54 個百分點。(詳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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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６０～６４歲

合計 男 女
年別 小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男 女

105 4.0 4.5 3.2 3.8 5.4 1.2 2.4 2.7 1.9 3.5 5.5 0.4 5.6 7.8 1.4 5.6 7.6 1.1 - - -

106 3.8 4.1 3.4 1.7 2.0 1.2 1.8 2.0 1.5 1.8 2.1 1.4 1.6 1.8 1.1 1.6 2.4 - - - -

107 3.8 4.1 3.3 2.6 2.9 2.2 3.2 3.3 3.2 1.8 2.4 0.8 3.1 3.6 2.3 2.2 2.1 2.6 0.1 0.2 -

108 3.7 4.3 3.0 2.6 2.8 2.4 1.6 1.5 1.8 2.7 4.4 0.0 2.6 3.7 0.7 4.7 0.4 13.8 1.3 1.6 -

109 3.9 4.2 3.5 2.8 4.1 0.9 1.8 2.4 1.2 2.2 3.0 1.1 4.1 6.5 0.4 3.7 5.2 0.2 1.1 1.3 0.4

       ４５    ～    ６４  歲
６５ 歲 
及 以 上

 ４５～４９歲  ５０～５4歲  ５５～５９歲  



表 5  宜蘭縣近 5 年非勞動力之未參與勞動原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
說    明：其他項目包括傷病或健康不良、提早退休而賦閒等原因。

參、宜蘭縣政府勞工處因應措施

我國少子女化及高齡化幾乎已成為不可逆之問題，勞動力缺口成為我們必

須共同面對的挑戰，為因應勞動人口高齡化之必然，勞動部業於 109 年 12 月

4 日開始實施「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促進法施行細則」、「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業辦法」、「失業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退休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補助辦法」、

「地方政府成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補助辦法」及「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獎勵辦法」計 6 部相關子法亦同步施行，身為地方政府勞動主管機關，宜蘭縣

政府勞工處亦配合相關法令之宣導及執行。

宜蘭縣中高齡及高齡民間人口逐年上升，惟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的勞動力參

與率相較其他高齡化國家卻是遠遠落後，從統計數據來看，宜蘭縣女性中高齡

及高齡勞動力尚待開發，而減少男性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失業率亦是重要課題，

檢視因高齡、身心障礙或料理家務等原因而未參與勞動者占了半數以上，是以

為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繼續就業或再就業，宜蘭縣政府除了設置就業服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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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求學及準備升學 其他

年別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105 165 100 1 0.37 38 22.98 46 28.15 61 36.80 19 11.35

106 157 100 1 0.46 35 22.32 44 28.13 60 38.01 17 11.07

107 153 100 1 0.48 35 22.93 42 27.40 59 38.70 16 10.49

108 152 100 1 0.85 32 20.87 37 24.52 64 42.02 18 11.75

109 151 100 1 0.87 30 19.86 36 24.00 66 43.34 18 11.93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且隨時可以開始工

作
料  理  家  務  高齡、身心障礙



提供單一窗口就業媒合服務外，還舉辦多元化的求職徵才活動，以配合不同族

群屬性需求而提供適性就業的客製化服務；另辦理多樣化職業訓練課程，包括

失業者職業訓練班、照顧服務員專班、家事服務職前訓練班、身心障礙者專班

式職業訓練等，並提供支持性服務計畫、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期以滿足

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多方面所需。

此外，為符應企業經營所需人力，宜蘭縣政府與羅東就業中心合辦雇主座

談會，傾聽在地企業想法及需求，並將政府現行法令及僱用銀髮者之相關優惠

措施提供予雇主，盼透過交流能破除職場對中高齡或高齡者之刻板印象，提升

雇主重視銀髮人才之價值，進而充實銀髮勞動力市場。

肆、結語

藉著中央政府落實《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與相關子法的推動，

輔以地方政府辦理各項計畫、活動及服務，希冀能有效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

促進高齡者再就業，使企業願意投入資源於世代合作與經驗傳承中，營造宜蘭

縣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場氛圍。

伍、參考資料

1.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2.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3.勞動部新聞稿，《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配套子法，將與母法於 12

月 4 日同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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