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少子女化高齡化的影響下，過去十年全球人口的質與量出現了重大結

構性變遷，其中，最具關鍵的變化是全面勞動力短缺、適齡工作人口減少的

趨勢。面對我國人口結構急遽高齡化與少子女化，中高齡者勢必成為職場上

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因此如何維持國家足夠的勞動力並鼓勵中高齡者保持

經濟性生產，已是重要的經濟與社會議題。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研究所於 2015 年辦理「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

狀況調查」，藉以瞭解我國 45 歲以上且目前仍就業中之中高齡者的工作環境

與職涯發展概況。調查發現，中高齡就業者中男性占 57.5%；年齡以 45-54

歲者為多，占 63.2%；具備高中職或以上學歷者近九成；有經濟負擔者佔

70.5%，前三大負擔為子女教育費用（20.7%）、房屋貸款（17.2%）、家人生

活（14.5%）。此外，中高齡就業者平均工作年資 27.2 年；46.6%的中高齡者

每週平均工時 40-49 小時，23.9%之工時更達 50 小時以上；全職與兼職工作

的比例約 9 比 1；聘僱狀況以受私人僱用者的 46.4%最多，受政府僱用者的

30.3%次之，自營作業者 12.7%再次之；約 45%者平均月薪 4 萬元以下。 

 

「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調查」從五個面向分析中高齡就業者之工

作環境狀況，結果顯示「工作安全」最受重視，其次依序為「工作品質」、「薪

資保障」、「訓輔人事」，最末者為「職場穩定」。雇主與勞工對工作環境安全

之重視可反映出勞動部近年極力強調職場安全的重要性已有成效；而職場穩

定因素偏低之可能原因除大環境景氣不佳外，也透露出雇主較不重視中高齡

就業者之第二專長培養、退休再就業輔導、工作彈性安排與規劃等。 

 

進一步分析職涯發展情形，近六成中高齡就業者過去一年曾參加過教育

訓練，而沒有參加訓練之主要原因為事業單位未提供訓練機會、沒有適合的

新聞稿主（標）題：中高齡勞動力就業現況~七成中高齡就業者每週

平均工時超過 40 小時、二成有失業危機， 

勞動部呼籲打造「老有所用」的友善職場環境。 

 

 

 

 

 

 

 

 

 



訓練課程、工作太忙等。中高齡就業者在職場上仍維持高度穩定性，僅 12.9%

者由於工作待遇差、壓力大、無發展前景、健康等因素而有更換工作的打算。

此外近兩成的人因為工作場所精簡人力、公司希望僱用年輕人、體力狀況不

佳等因素，而存在失業危機感。至於退休後再就業意願，有 36.1%的中高齡

就業者目前有此規劃。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研究所「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調查」之結

果反映出我國許多中高齡勞動者的困境：家庭經濟負擔大、每週工時長、薪

資有限、職場穩定度低、教育訓練機會缺乏、具失業危機感等。既然中高齡

者扮演職場重要勞動力已是不可逆的趨勢，勞動部呼籲我國各公私立部門應

加速致力於打造老有所用的友善職場環境，協助中高齡者擁有持續就業的能

力，讓有經濟負擔者，不會因為優先僱用年輕人的政策或個人體力不佳等因

素而擔心工作不保；讓有意重返職場的退休人士，得以選擇更具彈性的工作

時間規劃；讓有心在目前工作崗位上繼續發光發熱者，有更多奉獻與成長的

機會。 

 

「45 歲以上中高齡者就業狀況調查」由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研究所委

託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執行，透過分層配額立意抽樣，於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4 月 17 日期間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回收問卷為 1,075 份，抽樣誤

差為±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