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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前言 

貳、業務概況 

參、近年重要精進措施 
肆、案例簡介 
伍、未來發展 
陸、結語 



•勞工意識高漲，福利、安全、就業、工作

生活平衡、外籍勞工等議題經常是各方關

切焦點。 

•性別平等，女性勞動條件受重視。 

•上述政策研析常需倚重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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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務統計 

二 調查統計 

三 統計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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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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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勞工 
行政單位 

勞動力 
發展署 

勞保局 
職業安全
衛生署 

 
 
 

•職災通報統計 
•勞保及勞退統計 
•外籍勞工、職訓就服統計 
•兩性工作平等申訴案件 
•勞資爭議及大量解僱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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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統計 



    定期調查 
•職類別薪資調查(每年) 
•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每年)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每年) 
•人力需求調查(每季)  
•職業訓練概況調查(每年)         

二、調查統計 

   近年辦理之不定期調查 
• 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 
• 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 
• 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 
• 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 意向調查(如家事勞工保障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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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計分析 
   1.研撰勞動情勢統計分析，供各界參考使用。 
   2.蒐集主要國家重要勞動統計指標，供外界了解各國

勞動情勢變動。 
(二) 多元統計服務 
   1.網站線上快速查詢。   
   2.調查結果提供業務單位使用(如提供需政府協助職  
      訓或就業媒合之事業單位名冊。) 
   3.各項外界需求服務(如提供行職業薪資作為法院賠償

案件判決之參考。) 

三、統計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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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 

8 



 



一 公務統計加值應用 

二 創辦整併調查統計 

三 強化職務上應用統計 

四 擴增統計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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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統計加值應用 

      修訂「大量解僱」填報系統，除原有「計畫解僱

人數」項目外，增加「實際解僱人數」，據以檢

驗協商機制之效能；並連結預警通報系統，協助

勞工行政單位督促查核未依規定通報案件，以利

本部及各縣市勞工行政單位即時掌握資訊。 

(二)統計報告電子化 

      102年起勞動統計月報及部分專輯報告改製電子

書或減量印製，每年節省經費約計60萬元。 

一、公務統計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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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0年創辦「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 
       了解勞工加班及請領加班費、補休，對於責任制認 

知狀況等，供檢查單位執行業務參考。 

(二) 101年創辦「勞動檢查業務分工調查」 
      蒐集事業單位對勞動檢查權歸屬看法，協助解決中

央與地方勞動檢查分工權責爭議。 
(三)調查樣本精進與問項整併 

        102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樣本排除「
雇主」同時納入「自願投保者」 ， 整併「勞工工
作與生活平衡調查」問項，配合主計總處編製國民
幸福指數，納入工作滿意相關問項，節省資源及減
輕受訪者負擔。 

二、創辦整併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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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退舊制年資人數推估 

       依勞保、勞退新制及臺灣銀行勞退準備金專戶結清

資料，推估勞工退休新制實施後尚有舊制年資之人

數，供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檢討年金制度之參考。 

(二)有薪家庭照顧假、生理假資方成本負擔 

       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本部「性

別平等概況調查」，推估有薪家庭照顧假、生理假

對資方所造成之成本負擔，供制定法規參考。 

三、強化職務上應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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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7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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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受影響廠商家數及人數 

       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資料，比對「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受影響業

別，推估各規模家數、就業身分及各地區從業員

工人數等，並協助辦理「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

對我國就業市場影響調查」，供政策評估參用。 
(四)評估基本工資調整對勞/資/政成本之影響 

       應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勞保局等機關資料檔，設

算「基本工資」各種調幅對勞/資/政三方成本影

響，提供本部及行政院評估基本工資調幅之用。 

三、強化職務上應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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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職務上應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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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地區大學以上畢業初任人員平均每月薪資 

      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本部「職

類別薪資調查」推估各地區大學以上依畢業科系分

類之初任人員平均每月薪資，供本部政策評估參用。 

(六)關廠歇業影響人數及工資、 資遣費、退休金金額  

      應用勞資爭議「給付資遣費」、「給付退休金」之

爭議人數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人數， 估算

關廠歇業影響人數及工資、資遣費、退休金金額，

提供本部研擬法案參考 。 



(一)精進性別統計專區網頁 
 將本會歷年來辦理調查結果，含性別項目者分類，

建置於網路性別統計專區，以利各界查詢與應用。  

(二)建立同酬日，喚起兩性同酬之公共意識 
    參考歐美作法，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0年「受僱員

工薪資調查」設算，本部特別於101年婦女節前    
夕，首次公布3月5日為我國之同酬日，103年則為

2月28日。 

四、擴增統計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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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職業災害統計評選優良事業單位 
    透過職業災害統計系統，計算失能傷害頻率與嚴重

率，作為事業單位「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
人員」評選標準參據。 

(四)運用統計方法建立外勞仲介機構退場機制 
    依外勞仲介公司引進外勞人數規模加以分群，建立

外勞行方不明人數之機率分布，若引進外勞發生行
方不明人數比例高於特定臨界值，即命限期改善。 

(五)統計資訊支援主管決策平臺 
將本處統計資料庫建置之勞資爭議案件等約25項資

料，透過傳輸介面提供本部主管決策平臺運用，輔

以紅黃綠燈號，供首長優先處理業務參考。 
 

四、擴增統計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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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支援主管決策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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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支援主管決策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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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估生理假申請人數及資方成本負擔 

二 101年首次編製我國同酬日 

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四 關廠歇業勞工工資、資遣費及退休金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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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受私人僱用 
女性人數 

(萬人) 

平均日薪 
(元) 

以半薪計之申請12
日雇主薪資負擔 

(億元) 

以全薪計之申請12
日雇主薪資負擔 

(億元) 

99 287.7 946 163.24 326.48 

100 291.9 964 168.75 337.51 

101 296.3 971 172.66 345.31 

假設情況1：受私人僱用15-50歲女性都申請生理假 

•平均日薪：受僱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30。 

假設前提- 
女性平均停經年齡為50歲 

1年給予12日生理假 

推估申請
人數 

雇主薪資負擔 

-半薪 

-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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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簡介一  推估生理假申請人數及資方成本負擔 



假設情況2：依據實際申請比率-「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案例簡介一  推估生理假申請人數及資方成本負擔 

年 
申請 

生理假比率 
(%) 

推估 
申請人數 

(萬人) 

平均 
申請日數 

(日) 

平均 
日薪 
(元) 

以半薪計之 
雇主薪資負擔 

(億元) 

以全薪計之 
雇主薪資負擔 

(億元) 

99 8.1 30.2 3.5 946 5.04 10.07 

100 11.9 45.5 3.6 964 7.83 15.65 

101 11.8 46.1 2.9 971 6.44 12.88 

•推估申請人數=申請比率*女性受僱者人數。 
•平均日薪：受僱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30。 

申請 

生理假比率 

平均申請日數 

推估申請人數 

雇主薪資負擔 

-半薪 

-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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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可能會申請 
生理假比率 

(%) 

推估 
申請人數 

(萬人) 

平均 
日薪 
(元) 

以半薪計之 
雇主薪資負擔 

(億元) 

以全薪計之 
雇主薪資負擔 

(億元) 

99 39.0  144.9 946 82.23 164.47 

100 35.5  135.4 964 78.28 156.57 

101 36.3  141.8 971 82.63 165.26 

假設情況 3：可能有生理假需求者-「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未申請 

的原因 

不知道 

此規定  

用病假 

替代  

用其他假別 

替代  

業務繁忙 

無法申請  

年齡偏高 

無此項需求  

生理期不會 

造成因擾  

家族企業 

可自行放假  

按日或時計薪 

可調工作時間  

篩選可能會有需求者 

1年給予12日生理假 
推估申請人數 

雇主薪資負擔 

-半薪 

-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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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簡介一  推估生理假申請人數及資方成本負擔 



案例簡介二  101年首次編製我國同酬日（Equal Pay Day） 

計算方法： 

經常性薪資
+非經常性
薪資(含加
班費) 

總工時 
兩性平均
時薪 

100% 
女性平均時
薪/男性平
均時薪 

性別薪資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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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薪資
差距 

365天 
女性需增
加工作天

數 

27 

案例簡介二  101年首次編製我國同酬日（Equal Pay Day） 



項目別 女性/男性  (男性=100) 
兩性  
差距 

女性需增加  
工作天數 同酬日 

92年 79.9 20.1 74 93年3月14日 
93年 79.7 20.3 75 94年3月16日 
94年 80.2 19.8 73 95年3月14日 
95年 81.2 18.8 69 96年3月10日 
96年 81.8 18.2 67 97年3月07日 
97年 81.4 18.6 69 98年3月10日 
98年 81.9 18.1 66 99年3月08日 
99年 82.7 17.3 64 100年3月05日 
100年 82.7 17.3 64 101年3月05日  
101年 83.4  16.6  61  102年3月02日  
102年 83.9 16.1 59 103年2月28日 

歷年我國同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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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簡介二  101年首次編製我國同酬日（Equal Pay Day） 



• 102年以前基本工資之月薪與時薪不脫鉤   
 
 
 

• 102年起基本月薪與時薪調整脫鉤 
按「人力運用調查」，部分工時者平均時薪為

全時工之0.9倍。 

以現行基本工資(19,047元)推算每小時基本工資

104.3元為基礎，再加成10%左右，調整為115
元；但考量當前經濟情勢，分二階段先調整至

109元， 再調為115元。 

基本
月薪 

規定
工時 

基本
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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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簡介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30 



• 與基本工資掛鉤的項目 

 薪資(含本/外勞) 
 勞/健保最低投保薪資(保費) 
 勞工退休金提撥金額 
 
 特定公法給付要件 

失業給付 
社會救助金 
動員演習津貼 
退除役官兵子女教育補助費 

 法定代金 
身心障礙者僱用差額代金 
原住民僱用差額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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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簡介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推估 

»受影響人數：主要工作收入低於調整後基本工資之人數 

»增加薪資： 

   對象一：主要工作收入≦調整前基本工資 

 

 

  對象二：基本工資調整前＜主要工作收入＜基本工資 
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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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薪資 調整後基本工資 調整前基本工資 

增加薪資 調整後基本工資 主要工作收入 

• 薪資 
本國勞工薪資 

案例簡介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 外勞薪資 

 

推估 

» 受影響人數：產業外勞申請人數 

» 增加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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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薪資 調整後基本工資 調整前基本工資 

案例簡介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勞保費與就業保險費 

–本國勞工 

推估 

»受影響人數：投保薪資等級低於基本工資調整後之本勞 

            投保人數 
 

 

–外國勞工 
 
推估 
»受影響人數：產業外勞申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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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保費 (調整後基本工資－投保薪資等級) (勞保費率+就保費率) 

增加保費 (調整後基本工資－第一級投保薪資等級) 勞保費率 

案例簡介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健保費 
推估 

»受影響人數：投保薪資等級低於基本工資調整
後之公民營事業、機構等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增加健保費： 
 
 
 

•勞工退休金提繳 

推估 
»受影響人數：提繳薪資等級低於基本工資調整      
後之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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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保費 (調整後基本工資－投保薪資等級) 健保費率 

增加費用 (調整後基本工資－提繳薪資等級) 6% 

案例簡介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基本工資調整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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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受影響人數(萬人) 每年增加之支出金額(億元) 平均每年每人增加之支出金額(元) 

小計 勞方 資方 政府 小計 勞方 資方 政府 小計 勞方 資方 政府 

(1) (2) (3) (4) (5) (6) (7) (8) (5)/(1) (6)/(2) (7)/(3) (8)/(4) 

1.工資 
本勞 

全時工作者 a1 - c1 d1  e1 -  g1 h1  i1  -  k1 l1 

部分工時者 a2 - c2 d2  e2 -  g2 h2  i2  -  k2 l2 

外勞 a3  c3 -  e3 f1  g3 -  i3  j1  k2 - 

2.勞保保費 
本勞(勞保+就保) a4 b1 c4 d3  e4  f2  g4  h3  i4  j2  k4 l3 

外勞(勞保) a5 b2 c5 d4  e5  f3  g5  h4  i5  j3  k5 l4 

3.健保保費 a6 b3 c6 d5  e6  f4  g6  h5  i6  j4  k6 l5 

4.勞退提撥 a7 - c7 -  e7 -  g7 -  i7  -  k7 - 

  總計 
本勞 

.. .. ..   e8 f5 g8 h6 
 i8  j5  k8  16 

外勞  i9  j6  k9  17 

案例簡介三   推估調整基本工資受影響人數及金額 



因部分舊制之關廠歇業勞工無法自雇主處領得工資、
資遣費及退休金，形成社會問題，故有立委擬研議修
法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支付。 人數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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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退休金、資遣費人數：以近5年「勞資

爭議」類別之「給付退休金」、「給付資遣

費」平均爭議人數為母數，再依勞退新舊制

結構推估。 

•積欠工資人數：「積欠工資爭議」不一定全

為關廠歇業，因此積欠工資受影響人數，以

近10年「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付人數最

多、最少及平均值分別推估。 

案例簡介四  關廠歇業勞工工資、資遣費及退休金推估 



• 因勞退新舊制的退休金與資遣費計算不同，但關廠歇業勞
工符合勞退新舊制比例未知，故以勞保檔結構設算關廠歇
業勞工結構及年資 

勞保檔勞退新舊制結構

舊制 

新制 
純新制 

選新制但具舊制年資 

關廠歇業勞工勞退新舊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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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基數 薪資 

墊償金額  

  

積欠工資 
墊償基金 
墊償人數  

給付退休金 
爭議人數 

給付資遣費 
爭議人數 

目前 
墊償6個月 
（6）  

 
選擇舊制 

 

選擇新制但 
具有舊制年資 
已符退休 

選擇新制 
但具有 
舊制年資 

 
舊制未符退休 

 

 
具新制 

  
純新制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38,7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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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償金額推估表 

項目別 
人數   人數結構   基數   平均 

薪資   
以最大值
預估 

墊償金額 

以平均值
預估 

墊償金額 

以最小值
預估 

墊償金額 

(人)           (元)   (億元) (億元) (億元) 

積欠工資墊償 

最大值 6,340  ×           ≒ 14.7        

平均值 3,510  × 6 × 38,770  ≒ 8.2    

最小值 1,020  ×           ≒     2.4  

給付退休
金爭議 

舊制平均年資 1,086  × A1% × C1 × 38,770  ≒ D1       

選擇新制
具有 

舊制平均
年資 

舊制符合
退休 1,086  × 1-A1% × C2 × 38,770  ≒ D2       

給付資遣
費爭議 

舊制未符
合退休 12,185  × B1% × C3 × 38,770  ≒ D3       

具新制 12,185  × B2% × C4 × 38,770  ≒ D4       

純新制平均年資 
(94年7月以後) 12,185  × 1-B1% 

-B2% × C5 × 38,770  ≒ D5       

案例簡介四  關廠歇業勞工工資、資遣費及退休金推估 



(一)連結部會公務檔案，追蹤大專畢業生就業狀況 
與勞動力發展署合作運用戶籍檔及大專畢業生學籍

檔連結勞保、公保、軍保、勞退等資料，追蹤畢業

生就業、薪資與流向狀況。 
(二)持續勞動市場弱勢族群關懷調查 
    非典型工作、身障就業者職場狀況及失業勞工等之

持續追蹤調查，了解需要協助情形。 
(三)參考國際資訊完備統計指標 

參考國際勞工組織資訊，完備「尊嚴勞動統計指標」

體系，供各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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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編製地區別工作餘命表 
為了解台灣各縣市未來人力供需變化，採用工作餘

命指標，推估未來各地區勞動力趨勢。 
(五)強化各項公務檔案連結運用 

如運用勞保檔，追蹤職災保險給付、育嬰留職停薪

期滿者重返職場就業狀況。 
(六)配合業務需求，公務統計精緻化 

整合及增加蒐集公務統計項目，如依據性別工作平

等案件處理流程，擴大蒐集後續救濟申訴程序及裁

罰結果 ； 依據不當勞動裁決案件系統，規劃設計

相關統計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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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勞動部成立，組織改造新局

勢，本處將秉持服務的理念，在原基礎

上，主動發覺業務需求，適時提供統計

資訊，賡續精進，使勞動統計更具前瞻

性與國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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