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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月就業市場提要說明 

（一）國內景氣觀測 

1.景氣對策信號： 

113 年 9 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34

分，較上月減少 5 分，燈號轉為黃紅燈。其中，因

傳統產業外銷動能平疲，加上高基期因素，致海關

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轉為綠燈，製

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轉呈黃藍燈。另領先及同時指

標仍為上升，顯示國內景氣維持成長態勢。 

2.海關商品貿易： 

113 年 9 月出口 405.7 億美元，年增 4.5%，連

續 11 個月正成長，主因為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商

機熱度延續，加以消費性電子新品備貨暢旺。累計

1至 9月出口年增 10.2%，創歷年同月新高。 

9 月出口主要貨品中，資通與視聽產品、電子

零組件受惠於 AI、高效能運算等應用持續熱絡，加

上智慧手機新機備貨帶動，分別年增 24.8%、

4.9%；礦產品出口因價、量同步下挫，年減

23.7%，化學品、塑橡膠及其製品受到國際間石化

產能過剩所累，出口各降 17.7%、10.3%。 

主要國家/地區 9月進出口年增率，其中出口方

面除日本、德國(8 月)以外均呈正成長，香港、南

韓出口年增達到 7%以上，新加坡、我國、中國之

出口年增率則約 3%至 6%左右，美國出口年增僅

0.2%；日本、德國(8 月)出口為負成長，分別年減

0.2%及 2.0%。而各國/地區進口年增率，我國、美

國進口為正成長，漲幅分別為 17.3%、9.8%，新加

坡進口年增率亦達6.1%，日本、香港、南韓、中國

之進口年增率則小於 5%；僅德國(8 月)進口呈負成

長，年減 4.4%。 

圖 1 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景氣概況 

圖 2 出口金額及年增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圖 3 113年 9月主要貨品出口年增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註：按美元計算 

圖 4 113年 9月主要國家/地區出進口年增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註：按美元計算；
＊
德國為 8月份資料 



 

3 

3.金融物價情勢： 

113年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月

漲 1.82%，主因水果、食用油及外食費等食物類價

格上漲，加以房租及掛號費續漲，電費、娛樂服

務，與停車費、汽車保養及修理等交通服務費調

漲，惟蔬菜、蛋類及油料費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若扣除蔬菜水果，漲 1.59％，再剔除能源後之總指

數(即核心 CPI)，漲 1.79％。 

113 年 9 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較上年同月

跌 0.33％，主因石油及煤製品、食品及飼品、電子

零組件等價格下跌所致，惟農產品、電力設備及配

備、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等價格上漲，加上 4 月

起電價調漲，抵銷部分跌幅。 

113年9月日平均貨幣總計數M1B及M2月增率

分 別 為-0.25%及-0.11%；M1B年 增 率 上 升 為

4.07%，主要係活期存款年增率上升，M2年增率下

降為5.60%，主要係資金淨匯出。累計本年1至9月

M1B及M2平均年增率分別為4.66%及5.90%。 

4.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113 年 9 月經季節調整後之臺灣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中斷連續 4 個月的擴張轉為緊

縮，指數回跌 4.4 個百分點至 49.2%。而未來六個

月展望指數亦中斷連續 7 個月的擴張轉為緊縮，指

數續跌 5.3 個百分點至 47.5%。未季調之臺灣非製

造業經理人指數（NMI）則已連續23個月擴張，惟

本月指數續跌 1.2 個百分點至 53.3%，為 2024 年 3

月以來最慢擴張速度。 

圖 5 CPI、核心 CPI及 PPI年增率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圖 6 M1B、M2年增率 

 
資料來源：中央銀行，重要金融統計月報 

 

圖 7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圖 8 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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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就業市場指標 

1.勞動力狀況： 

113年9月勞動力人數為1,201萬7千

人，較上月減少1萬5千人(-0.13%)，較上

年同月增加6萬人(+0.50%)；勞動力參與

率為59.33%，較上月下降0.09個百分點，

較上年同月則上升0.12個百分點。 

2.就業狀況： 

113年9月就業人數為1,160萬4千人，

較上月減少9千人(-0.07%)，較上年同月

增 加6萬3千 人(+0.55%)； 就 業 率 1 為

57.29%，較上月下降0.06個百分點，較上

年同月上升0.14個百分點。 

3.失業狀況： 

113年9月失業人數為41萬2千人，較

上月減少7千人（-1.55%），較上年同月減

少4千人（-0.83%），其中初次尋職失業者

減少2千人，對原有工作不滿之失業者減

少4千人。113年9月失業率為3.43%，較上

月下降0.05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月下降

0.05個百分點。 

在其他主要國家方面，美國113年9月

經季調後失業率為4.1%，日本為2.4%，

南韓為2.5%。與上月及上年同月比較，

美國失業率分別下降0.1與上升0.3個百分

點，日本則分別下降0.1與0.2個百分點，

南韓則分別上升0.1與下降0.1個百分點。 

圖 9 勞動力人數及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月報 

表 1 就業狀況 

單位：千人、% 

項 目 別 
113年 

9月 

  
113年 

1-9月 

平均 

 

與上月

相比 

與上年

同月比 

與上年

同期比 

就業人數 11,604  -0.07  0.55  11,591  0.68  

農 業 493  -0.17  -1.80  494  -3.55  

工 業 4,055  0.07  0.39  4,049  0.15  

服務業 7,056  -0.15  0.81  7,047  1.30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月報 

圖 10 失業人數及失業率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月報 

表 2 主要國家失業率 

單位：%、百分點 

項目別 111年 112年 
113年 

9月 

  
與上 
月比 

與上年
同月比 

我 國 3.67 3.48 3.38  (0.02) (-0.10) 

美 國 3.7 3.6 4.1 (-0.1) (0.3) 

日 本 2.6 2.6 2.4 (-0.1) (-0.2) 

南 韓 2.9 2.7 2.5 (0.1) (-0.1) 

說明：括弧內( )數字係增減百分點。 

註：數據經季節調整 
 

                                                 
1 我國就業率計算方式為 15 歲以上就業者÷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據未經季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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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薪資： 

113年9月全體受僱員工（含本國籍、

外國籍之全時員工及部分工時員工）經常

性薪資平均為4萬6,643元，較上月減少

0.19%，較上年同月增加3.22%；獎金及

加班費等非經常性薪資9,703元，合計後

總薪資平均為5萬6,346元，較上月減少

4.60%，較上年同月增加3.41%。 

5.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人數： 

113 年 9 月底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

（減班休息）實際實施人數為 4,705 人

（其中以製造業 3,664 人占 77.87%最

多），較上月增加 246人（+5.52%），較上

年同月減少 7,173人（-60.39%）。 

6.失業認定： 

113年9月受理失業給付之申請件數為

3萬4,530件，其中初次認定申請件數為

7,656件，較上月增加464件（+6.45%），

較上年同月則增加49件（+0.64%）；而再

次認定申請件數則為2萬6,874件，較上月

減少1,797件（-6.27%），較上年同月增加

2,495件（+10.23%）。 

7.資遣通報： 

113年9月雇主通報資遣離職員工人數

為1萬2,324人 ， 較 上 月 減 少868人 

（-6.58%），較上年同月增加353人（

+2.95%）。113年各縣市雇主通報資遣離

職員工人數如表3所示，其中以臺北市資

遣通報比例最高，共2,914人(占23.64%)，

其次為新北市2,033人(占16.50%)。 

圖 11 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圖 12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人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圖 13 失業給付初次認定件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圖 14 資遣通報人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遣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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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縣市資遣通報人數與占比 

單位：人、% 

縣市別 
113年 9月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人數 占比(%) 人數 % 人數 % 

總計  12,324  100.00 -868  -6.58  353  2.95  

新北市  2,033  16.50 -34  -1.64  32  1.60  

臺北市  2,914  23.64 18  0.62  169  6.16  

臺中市  1,898  15.40 -72  -3.65  130  7.35  

臺南市  962  7.81 -31  -3.12  103  11.99  

高雄市  1,252  10.16 -413  -24.80  69  5.83  

宜蘭縣  124  1.01 -12  -8.82  -59  -32.24  

桃園市  1,098  8.91 -50  -4.36  -141  -11.38  

新竹縣  316  2.56 -50  -13.66  -23  -6.78  

苗栗縣  220  1.79 -139  -38.72  67  43.79  

彰化縣  386  3.13 32  9.04  -83  -17.70  

南投縣  113  0.92 -57  -33.53  23  25.56  

雲林縣  97  0.79 8  8.99  -34  -25.95  

嘉義縣  89  0.72 -12  -11.88  -1  -1.11  

屏東縣  196  1.59 -7  -3.45  27  15.98  

臺東縣  32  0.26 -12  -27.27  11  52.38  

花蓮縣  95  0.77 3  3.26  52  120.93  

澎湖縣  9  0.07 -5  -35.71  -4  -30.77  

基隆市  58  0.47 -16  -21.62  8  16.00  

新竹市  334  2.71 -10  -2.91  -29  -7.99  

嘉義市  90  0.73 -6  -6.25  32  55.17  

金門縣  8  0.06 -2  -20.00  5  166.67  

連江縣  -    0.00 -1  - -1  - 

資料來源：勞動力發展署資遣通報平台 
 

8.求職、求才及求供倍數： 

113年9月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新登記求

職人數為5萬9,577人次，較上月減少2,382

人次（-3.84%），較上年同月亦減少770人

次 （-1.28%）； 新 登 記 求 才 人 數 為 

10萬205人次，較上月減少9,039人次 

（-8.27%），較上年同月增加5,688人次（

+6.02%）；求供倍數為1.68倍，較上月及

上年同月分別減少0.08倍及增加0.11倍。 

圖 15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求才及求供倍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7 

表 4 我國就業情勢掃描 

指  標 
113年 

9月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補充說明 

就業人數 
1,160萬 

4千人 

↓9千人 

(↑6萬 3千人) 

1.服務業就業人數為705萬6千人（占60.81%），較上月 

↓1萬1千人（↓0.15%），較上年同月↑5萬6千人 

（↑0.81%） 

2.工業就業人數為405萬5千人（占34.94%），較上月 

↑3千人（↑0.07%），較上年同月 ↑1萬6千人 

（↑0.39%） 

3.農、林、漁、牧業就業人數為49萬3千人（占

4.25%），較上月↓1千人（↓0.17%），較上年同月 

↓9千人（↓1.80%） 

勞動力參與率 59.33% 
↓0.09個百分點 

(↑0.12個百分點) 

勞動力人數為1,201萬7千人，較上月↓1萬5千人 

（↓0.13%），較上年同月↑6萬人（↑0.50%） 

失業人數 
41萬 

2千人 

↓7千人 

(↓4千人) 

失業者失業週數平均為 20.9 週，較上月延長 1 週，與

上年同月持平 

1.初次尋職者為 18.4週，較上月延長 2.9週，較上年

同月延長 0.2週 

2.非初次尋職者為 21.6週，較上月延長 0.4週，較上

年同月縮短 0.1週 

失業率 3.43% 
↓0.05個百分點 

(↓0.05個百分點) 

單   位： % (較上月,較上年同月) 

國中及以下：2.13% (↓0.04個百分點,↓0.23個百分點) 

高中、高職：3.28% (↓0.01個百分點,↑0.10個百分點) 

專   科：2.76% (↓0.10個百分點,↑0.11個百分點) 

大   學：4.51% (↓0.10個百分點,↓0.26個百分點) 

研 究 所：2.87% (↑0.08個百分點,↑0.20個百分點) 

失業者中長期

失業者占比 
12.62% 

↑0.93個百分點 

(↑1.32個百分點) 

長期失業者 5 萬 2 千人，較上月↑3 千人，較上年同月

↑5千人 

失業者中初次

尋職者占比 
22.33% 

↓0.10個百分點 

(↑0.46個百分點) 

失業者中初次尋職者 9 萬 2 千人，較上月↓2 千人，較

上年同月↑1千人 

長期失業者中初

次尋職者占比 
23.08% 

↑2.67個百分點 

(↓2.45個百分點) 

長期失業者中初次尋職者 1 萬 2 千人，較上月↑2 千

人，與上年同月持平 

註：表中括號（）為較上年同月增減情形。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提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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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國就業情勢掃描（續） 

指  標 
113年 

9月 

較上月增減 

(較上年同月增減) 
補充說明 

青年失業率： 

15-19歲 
9.88% 

↑0.84個百分點 

(↑1.38個百分點) 

單  位：千人(較上月,較上年同月) 

勞動人口：9萬 5千人(↓6千人,↑4千人) 

失業人口：9千人(持平, ↑1千人) 

就業人口：8萬 6千人(↓6千人,↑2千人) 

20-24歲 12.14% 
↓0.07個百分點 

(↑0.35個百分點) 

勞動人口：73萬 2千人(↓1萬 1千人, ↓1千人) 

失業人口：8萬 9千人(↓2千人,↑3千人) 

就業人口：64萬 3千人(↓9千人, ↓3千人) 

25-29歲 6.14% 
↑0.13個百分點 

(↑0.21個百分點) 

勞動人口：135萬 3千人(持平,↓1萬 7千人) 

失業人口：8萬 3千人(↑2千人, ↑2千人) 

就業人口：127萬人(↓2千人, ↓1萬 9千人) 

因經濟因素致週
工時未達35小時
之就業人數 

17萬 4千人 
↓2萬 3千人 

(↓2萬 9千人) 

因經濟因素（包括業務不振、無法找到工時大於 35

小時之工作及季節關係）致週工時未達 35小時者為

17萬 4千人 

資遣通報 1萬 2,324人 
↓868人 

(↑353人) 

1.一般工廠資遣離職員工為1萬953人，較上月 

↓608人，較上年同月↓50人 

2.關廠歇業資遣離職員工為1,371人，較上月↓260

人，較上年同月↑403人 

失業給付 

認定件數 
3萬 4,530件 

↓1,333件 

(↑2,544件) 

1.初次認定申請件數為7,656件，較上月↑464件 

（↑6.45%），較上年同月↑49件（↑0.64%） 

2.再次認定申請件數為2萬6,874件，較上月↓1,797件

（↓6.27%），較上年同月↑2,495件（↑10.23%） 

公立就服體系求
供倍數 

1.68倍 
↓0.08倍 

(↑0.11倍) 

1.新登記求職5萬9,577人次，較上月↓2,382人次 

（↓3.84%），較上年同月↓770人次（↓1.28%） 

2.新登記求才10萬205人次，較上月↓9,039人次 

（↓8.27%），較上年同月↑5,688人次(↑6.02%) 

全體受僱員工 

總薪資 
5萬 6,346元 

↓4.60% 

(↑3.41%) 

113 年 1 至 9 月全體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總薪資平均為 

6萬 2,450元，較上年同期↑2,466元（↑4.11%） 

全體受僱員工 

經常性薪資 
4萬 6,643元 

↓0.19% 

(↑3.22%) 

113 年 1 至 9 月全體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平

均為4萬6,364元，較上年同期↑1,229元（↑2.72%） 

註：表中括號（）為較上年同月增減情形。 
資料來源： 
1.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提要分析。 
2.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遣通報系統。 
3.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4.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5.行政院主計總處，薪資與生產力調查提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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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就業市場情勢分析 

1.勞參率 

2024 年 9 月美國、我國勞參率皆呈下降趨勢，而日本勞動參

與率則維持一定水準。美國 2024 年 9 月勞參率為 62.6%，較上月

下降 0.2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月下降 0.1個百分點；日本 2024年 9

月勞參率為 63.6%，與上月持平，較上年同月上升 0.3 個百分點；

南韓勞參率為四國中最高，2024 年 9 月勞參率為 64.6%，較上月

上升 0.2個百分點，與上年同月持平。而我國勞參率較美、日、韓

低，2024年 9月勞參率為 59.3%，較上月下降 0.1個百分點，較上

年同月則上升 0.1個百分點。 

圖 16 主要國家勞參率趨勢 

 

註：我國數據經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一位；數據皆未經季節調整。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美國勞動統計局、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南韓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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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率 

根據 OECD 之就業率標準定義比較我國與美國、日本及南韓

近年就業率，美國 2024年 9月就業率為 71.9%，較上月上升 0.2個

百分點，較上年同月下降 0.1 個百分點。日本就業率為各國中最

高，2024 年 9 月就業率為 79.6%，與上月持平，較上年同月上升

0.4個百分點。而南韓就業率為四國中最低者，2024年 9月就業率

為 69.7%，與上月持平，較上年同月上升 0.3個百分點。我國 2024

年 9 月就業率為 70.5%，亦與上月持平，較上年同月上升 0.9 個百

分點。 

圖 17 主要國家就業率趨勢（按 OECD定義） 

 

註：我國數據經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一位。 

資料來源：我國就業率數據由本報告計算之；數據未經季節調整。 

其他國家就業率數據引自 OECD Stat:https://stats.oecd.org/；數據經季節調整。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3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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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業率 

2024 年 9 月，美國、日本的失業率均呈下降趨勢，我國持

平，韓國則略微上升。美國 2024年 9月失業率為 4.1%，較上月下

降 0.1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月上升 0.3個百分點。日本 2024年 9月

失業率為 2.4%，較上月下降 0.1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月下降 0.2個

百分點。南韓 2024 年 9 月失業率為 2.5%，較上月上升 0.1 個百分

點，較上年同月則下降 0.1 個百分點。我國 2024 年 9 月失業率為

3.4%，與上月持平，較上年同月下降 0.1個百分點。 

圖 18 主要國家失業率趨勢 

 

註：我國數據經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一位；數據皆經季節調整。 

資料來源：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美國勞動統計局、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南韓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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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國人力資源與就業市場情勢重要指標 

單位：% 

期別 

我國 美國 日本 

就業率 
失業率 勞參率 

就業率 失業率 勞參率 就業率 失業率 勞參率 
 季節調整  季節調整 

110年(2021) 67.87 3.95 3.95 59.02 59.02 69.4 5.4 61.7 77.9 2.8 62.3 

111年(2022) 68.74 3.67 3.67 59.18 59.18 71.3 3.7 62.2 78.5 2.6 62.6 

112年(2023) 69.45 3.48 3.48 59.22 59.22 72.0 3.6 62.6 79.0 2.6 62.9 

1月 69.13 3.50 3.57 59.17 59.20 71.7 3.4 62.1 78.8 2.5 62.2 

2月 69.15 3.53 3.56 59.18 59.21 71.8 3.6 62.4 78.5 2.6 62.2 

3月 69.19 3.56 3.58 59.20 59.22 71.9 3.5 62.6 78.6 2.7 62.6 

4月 69.26 3.50 3.55 59.18 59.21 72.0 3.4 62.4 78.8 2.6 62.9 

5月 69.29 3.46 3.49 59.13 59.19 71.9 3.7 62.5 78.9 2.6 62.9 

6月 69.36 3.49 3.44 59.17 59.20 72.0 3.6 62.9 79.0 2.5 63.2 

7月 69.50 3.56 3.44 59.31 59.22 72.0 3.5 63.1 78.9 2.6 63.1 

8月 69.55 3.56 3.43 59.30 59.21 72.1 3.8 62.9 79.0 2.6 63.2 

9月 69.56 3.48 3.48 59.21 59.23 72.0 3.8 62.7 79.2 2.6 63.3 

10月 69.67 3.43 3.43 59.24 59.24 72.0 3.8 62.7 79.1 2.5 63.1 

11月 69.81 3.34 3.39 59.26 59.24 72.1 3.7 62.7 79.3 2.5 63.1 

12月 69.91 3.33 3.39 59.26 59.26 71.8 3.7 62.2 79.4 2.5 62.9 

113年(2024) 70.20 3.39 3.37 59.28 59.28 71.9 4.0 62.7 79.3 2.5 63.3 

1月 69.97 3.31 3.39 59.25 59.25 72.0 3.7 62.2 79.2 2.4 62.6 

2月 69.94 3.39 3.40 59.21 59.23 71.9 3.9 62.5 79.1 2.6 62.8 

3月 70.05 3.38 3.40 59.24 59.27 72.0 3.8 62.7 79.0 2.6 62.9 

4月 70.11 3.36 3.39 59.21 59.25 72.0 3.9 62.5 79.2 2.6 63.2 

5月 70.16 3.34 3.35 59.20 59.27 71.9 4.0 62.5 79.2 2.6 63.3 

6月 70.25 3.39 3.34 59.25 59.29 71.8 4.1 63.0 79.5 2.5 63.7 

7月 70.42 3.45 3.34 59.40 59.32 71.8 4.3 63.2 79.4 2.7 63.6 

8月 70.46 3.48 3.36 59.42 59.33 71.7 4.2 62.8 79.6 2.5 63.6 

9月 70.46 3.43 3.38 59.33 59.34 71.9 4.1 62.6 79.6 2.4 63.6 

較上月變動 (0.00) (-0.05) (0.02) (-0.09) (0.01) (0.2) (-0.1) (-0.2) (0.0) (-0.1) (0.0) 

較上年同月變動 (0.90) (-0.05) (-0.10) (0.12) (0.11) (-0.1) (0.3) (-0.1) (0.4) (-0.2) (0.3) 

註：1.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定義，美國勞動力人口為年齡 16歲及以上。其餘國家勞動力人口為年齡 15歲及以上。 

2.各國失業率=各國失業人數÷各國勞動力人口；數據經季節調整。 

3.各國勞參率=各國勞動力人口÷各國 15歲（美國為 16歲）以上民間人口；數據未經季節調整。 

4.各國就業率=就業人數÷15-64歲之民間人口；除我國外，餘為季節調整。 

5.OECD及歐盟為年及季資料。 

6.本表括號（）內數字係指增減百分點。 

7.本表格中「…」符號，代表該月（季）資料尚未有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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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國人力資源與就業市場情勢重要指標（續） 

單位：% 

期別 
南韓 OECD(37 個成員) 歐盟(27 個國家) 

就業率 失業率 勞參率 就業率 失業率 勞參率 就業率 失業率 勞參率 

110年(2021) 66.5 3.7 62.8 67.7 6.2 59.9 68.3 7.1 57.1 

111年(2022) 68.5 2.9 63.9 69.3 5.0 60.6 69.8 6.2 57.6 

112年(2023) 69.2 2.7 64.3 70.0 4.8 60.9 70.4 6.0 58.0 

1月 68.7 2.9 62.6 - - - - - - 

2月 68.7 2.6 63.1 - - - - - - 

3月 69.1 2.7 64.1 69.8 4.8 60.6 70.2 6.0 57.7 

4月 69.0 2.6 64.4 - - - - - - 

5月 69.3 2.6 65.3 - - - - - - 

6月 69.4 2.6 65.3 70.0 4.8 60.9 70.4 6.0 57.9 

7月 69.2 2.8 65.0 - - - - - - 

8月 69.4 2.5 64.4 - - - - - - 

9月 69.4 2.6 64.6 70.1 4.8 61.2 70.4 6.0 58.1 

10月 69.5 2.5 64.7 - - - - - - 

11月 69.4 2.8 64.6 - - - - - - 

12月 69.5 3.2 63.8 70.1 4.9 61.0 70.6 6.1 58.1 

113年(2024) 69.5 2.7 64.5 70.2 4.9 61.0 70.8 6.0 58.1 

1月 69.5 3.0 63.3 - - - - - - 

2月 69.5 2.6 63.6 - - - - - - 

3月 69.5 2.8 64.3 70.2 4.9 60.8 70.7 6.1 58.1 

4月 69.6 2.8 65.0 - - - - - - 

5月 69.4 2.8 65.4 - - - - - - 

6月 69.4 2.8 65.3 70.2 4.9 61.1 70.9 6.0 58.1 

7月 69.4 2.5 64.9 - - - - - - 

8月 69.7 2.4 64.4 - - - - - - 

9月 69.7 2.5 64.6 - 4.9 - - 5.9 - 

較上月(季)變動 (0.0) (0.1) (0.2) (0.0) (0.0) (0.3) (0.2) (-0.1) (0.0) 

較上年同月(季)變動 (0.3) (-0.1) (0.0) (0.2) (0.1) (0.2) (0.5) (-0.1) (0.2) 

資料來源：1.我國：由本報告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統計資料計算之。  

2.美國：美國勞動統計局，http://www.bls.gov/webapps/legacy/cpsatab1.htm  

3.日本：日本總務省統計局，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index2.htm#kekka   

4.南韓：Statisitcs Korea，http://kostat.go.kr/portal/eng/index.action  

5.OECD(37 個成員)：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36324    

6.歐盟(27 個國家)：Eurostat, http://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  

7.各國「就業率」：https://data.oecd.org/emp/employment-rate.htm   

http://www.bls.gov/webapps/legacy/cpsatab1.htm
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index2.htm#kekka
http://kostat.go.kr/portal/eng/index.action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36324
http://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
https://data.oecd.org/emp/employment-r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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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分析 

（一）景氣信號轉呈黃紅燈，且海關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以及製

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分數皆下降，惟領先指標與同時指標仍續呈上升 

113 年 9 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34 分，較上月減少 5 分，燈號轉

為黃紅燈。在細部指標中，受到高基期及傳統產業外銷動能疲弱影響之影響，

海關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均由紅燈轉呈綠燈，分數各減少 2 分；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則由綠燈轉呈黃藍燈，分數減少 1 分；其餘 6 項燈號維

持不變。領先及同時指標續呈上升，顯示國內景氣維持成長態勢。惟須持續密

切關注美國總統大選、全球貿易壁壘、中東地緣政治紛擾等不確定因素對國內

景氣之影響。 

（二）隨暑假結束學校開學，臨時性人力供給減少，加上應屆畢業生陸續投入職

場影響，113年 9月失業率下降。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新登記求才、求職人

數皆較上月減少，求供倍數下降至 1.68倍 

根據主計總處所發布之資訊，113年 9月失業率 3.43%，較上月下降 0.05個

百分點；經季節調整後失業率為 3.38%，較上月上升 0.02 個百分點。其中，初

次尋職失業者 9 萬 2 千人，較上月減少 2 千人，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減

少 4千人，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之失業者則較上月增加 1千人。 

另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統計資料，9 月各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之廠商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10 萬 205 人次，較上月減少 9,039 人次 

(-8.27%)；而 9 月新登記求職人數為 5 萬 9,577 人次，較上月減少 2,382 人次 

(-3.84%)，因新登記求才人數減少幅度大於新登記求職人數之減少幅度，求供

倍數換算後每人平均有 1.68個工作機會，較上月下降 0.08個。 

（三）製造業新登記求才人數較上月增加，而受到國際市場看淡影響，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未來展望指數等皆由擴張轉呈緊縮 

根據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我國 113年 9月製造業 PMI指數

中斷連續 4 個月的擴張轉為緊縮，指數回跌 4.4 個百分點至 49.2% 。因 9 月中

旬OPEC看淡與下修國際需求，且AI高基期效應下短期拉貨力道趨緩，加之市

場保守看待 iPhone 16 全球銷售，9 月製造業 PMI 新增訂單與生產指數皆轉緊

縮，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亦由擴張轉為緊縮，指數下跌 5.3個百分點至 47.5%。 



 

 15 

若對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統計資料，9月製造業

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3萬 626人次，較上月增加 704人次（+2.35%），較上年同

月增加 3,310人次（+12.12%）。四大行業之新登記求才人數中，民生工業以及

金屬機械工業較上月增加，化學工業、資訊電子工業則較上月減少，以金屬機

械工業增加 752人次(+8.01%)增加最多；與上年同月相比，除化學工業減少 31

人次(-0.72%)之外，其他行業皆增加，並以資訊電子工業增加 1,697人次

(+27.52%)最多。 

（四）服務業新登記求才人數較上月減少；而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續呈擴張，商

業活動、人力僱用、未來展望指數均續呈擴張，惟擴張速度趨緩 

在服務業方面，113 年 9 月台灣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已連續 23 個

月擴張，指數續跌 1.2個百分點至 53.3%。其中，受到製造業拉貨動能趨緩、金

融市場波動、暑假出國潮結束、以及國旅低迷之影響，細項指標中商業活動、

人力僱用、未來展望指數雖皆呈擴張，但擴張速度趨緩，而其他指標項目如新

增訂單亦續呈擴張，而供應商交貨時間則上升。 

然而，若對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料庫統計，113 年 9 月服務

業新登記求才人數 6萬 5,245人次，較上月減少 9,562人次（-12.78%），較上年

同月則增加 2,137 人次（+3.39%）；其中，以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增加 1,016 人

次最多，其次為不動產業較上月增加 216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