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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將國內各界針對我國失業率在近兩年來大幅飆升的現象所

做研究之文獻資料整理與回顧，主要希望藉由過去研究文獻對失業現

象的分析與探討，歸結出目前各界對國內失業現象 2001 年以後惡化

的成因分析。作為進一步鎖定在失業現象的議題上，如何配合勞動供

給面與勞動需求面的大環境因素，擬定解決失業問題的短中長期措

施。  

由於本研究計劃之主要目的在於針對促進就業之產業政策，提供

研究成果與政策建議。因此文獻回顧之主要用意為如何將本研究之目

的與文獻整理所得出之結論對照，進而鎖定產業結構與失業現象之關

聯，作為本研究後續之研究方向。  

造成失業現象的原因非常複雜，其中可大致區分為勞動供給與勞

動需求兩層面。由勞動供給面來看，可由人口數量與結構、國民所得

水準、教育發展、國民健康及區域經濟發展等社經層面分析；若由勞

動需求面來看，則經濟成長、產業結構變遷、國內外消費需求變化、

經貿環境競爭、勞動法規限制與生產技術進步等因素，皆可能對一國

勞動市場的變化產生影響。  

因此在討論失業現象時，同時針對勞動供給與勞動需求的變化因

素做文獻回顧就有其必要。然而本研究主要希望從產業變化或其他短

期因素中探討失業現象。因此以下將僅就勞動供給面中的短期之影響

因素，與勞動需求面中的總體經濟、產業結構與全球化造成的國際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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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因素，分別整理國內文獻對於我國近年失業率大幅上升的現象所分

析之成因探討。而勞工法令對勞動需求的變化，就不列入文獻回顧。 

第一節 勞動供給因素 

一、 短期因素  

勞動供給的計算為勞動力乘上工作時數，但若假設工作時數不

變，勞動供給的短期變化可以透過勞動參與率來推估，勞動參與率為

計算一國勞動人口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率，勞動參與率越高，

表示一國勞動人口占民間人口的比率越高，因此投入勞動市場的人力

也越多。根據經濟學者的觀察與分析（薛琦，2003），我國勞動參與

率在 2002 年為 57.35％，相較於其他工業化國家而言偏低，更比美國

的 66.9％低了十個百分點，也低於韓國的 60.8％、新加坡的 68.6％及

香港的 61.8％，另外就時間趨勢來看，我國近年勞動參與率也由 1987

年的高峰（60.93％）逐漸下降。由於失業率的計算為失業人口占勞動

人口的比例，而勞動參與率為勞動人口佔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率，

因此失業率的變化有可能來自於失業人口的變化，或者勞動人口的變

化（亦即勞參率變動）。近年來台灣勞動參與率下降而失業率升高的

現象，可能顯示投入勞動市場的人口下降，或退出勞動市場的人口增

加。若這一部分的勞動力退出人口並非統計中所定義的喪志工作者或

隱藏性失業人口，則上述現象說明了整體人力資源可能低度使用的隱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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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勞動需求因素 

若由勞動需求面來觀察，影響勞動需求的外生變數可大致歸類成

總體經濟、產業結構、國際競爭、以及法規限制等大項，其中總體經

濟因素或可包含一國的經濟發展程度、民間與政府消費、投資與進出

口等總體經濟循環，皆可影響一國的產出，間接影響對勞動力的需

求。產業結構轉變則與技術創新及區域發展的消長密切相關，當一國

之產業朝高技術、低勞力密集之產業轉型，或某一區域的產業興起，

取代週邊產業的產能時，會淘汰一部份無法配合勞動市場需要的勞動

人口，導致求才者與求職者不能配合的情形，造成所謂的結構性失業

問題。  

在國際競爭方面，由於近年來資訊科技的快速提升與國際貿易的

大幅度整合，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趨勢也被認為是影響一國勞動市場需

求變化的因素之一，在國際分工的概念下，跨國企業為了追逐低成本

的勞動力，將生產設備移轉至經濟發展較落後，同時人力成本低廉的

國家生產，因此造成本國的勞動需求下降。換言之國際分工使開發中

國家的勞動人口取代了已開發國家的低技術勞動力，進而使這些國家

失業率升高。在勞工法令方面，高就業保障、不具彈性的勞工法令也

可能造成勞動市場供需機制僵化，進而產生「高度保護、高度失業」

的現象。  

然而，考慮到我國的勞動環境並不具有部分先進國家「高度保

護、高度失業」的特性。同時李誠（2003）也特別提醒，現階段無論

是國外或國內的研究皆無法提供非常充足的證據判定失業率變化與

勞工法令的關聯。因此，關於勞動需求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之文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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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將僅針對總體經濟、產業結構與國際競爭三項來分析。以下將分別

整理文獻中對上述造成失業成因的探討與分析。  

一、 總體經濟  

首先辛炳隆、吳秀玲（2002）從景氣波動的角度觀察，分析自 1990

年前後我國失業率尚處於平穩期間到 1996 年失業率開始大幅攀高的

期間，認為我國經濟成長除亞洲金融風暴而跌至 4.57％之外，其餘各

年皆維持在 5％以上，根據過去的經驗，如此的經濟成長率所對應的

失業率應不致於超過 2.5％，但當 1996 年失業率維持 2.5%以上時，該

年經濟成長率仍有 5.7％，因此 1996 年失業率飆升的問題並無法以循

環性失業來解釋。另外根據林慈芳（2002）對台灣自然失業率推估的

研究顯示，2001 年台灣經濟成長率首度出現負成長 1.9％，失業率也

大幅上升至 4.57％，其中估計循環性失業率占 1.93 個百分點，自然失

業率 2.64％百分點，因此認為台灣失業率在 2001 年後惡化的原因，

主要仍以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調整及勞動市場調節機制不順所造成之

自然性失業為主（占六成），其次才是景氣衰退造成的循環性失業（占

四成）。  

所謂循環性失業為經濟景氣衰退，總需求不足所導致之失業。由

於我國為一海島型經濟，內需對總需求的貢獻有其限制，主要仍以對

外貿易為主，因此當國際市場變動時，台灣地區的總體經濟情勢亦隨

之變化，進而影響我國失業率走勢。由於美國經濟自 2000 年第三季

快速下滑，且資訊科技產業景氣下滑之速度超乎預期，導致以美國為

主要出口市場之亞洲國家經濟成長率受到重大影響，我國 2001 年來

失業率升高 1.58％，仍屬可以預期之變動範疇（趙弘靜，200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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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李誠（2003）也指出，2001 年後此波失業率升高固然部分受到世界

經濟不景氣影響，但根據過去經驗，在二次世界能源危機以及亞洲金

融風暴等大規模國際性景氣波動期間，台灣的經濟成長率與失業率皆

略有變動，且變動幅度不若其他亞洲國家明顯。但 2001 年世界經濟

不景氣時，台灣受影響的幅度反而高過其他亞洲地區國家，且在 2002

年景氣開始復甦階段，台灣仍是亞洲各國表現最差地區之一。因此由

各國失業率與景氣波動的關聯程度觀察，並無法將台灣此波高失業完

全歸咎於國際景氣循環。  

若以國內需求的角度觀察循環性失業的成因，許振明（2001）認

為國內景氣不佳為失業率升高的主因，由於景氣低迷，投資率與民間

消費成長率皆逐季下降。並且工業生產指數也顯示 2001 年前三季國

內工業生產衰退 8.72％，為歷史上最大衰退幅度。另外 2001 年全國

工廠登記註銷數目也比 2000 年增加 31％，達到三千七百餘家。然而

配合此一失業率飆升期間，國內進出口貿易狀況持續呈現高度成長的

現象可知，整體而言我國 2000 年第四季開始出現之經濟不景氣，主

要來源應為國內因素主導（許振明，2001）。  

另外吳忠吉（2003）也指出，台灣就業市場惡化始自 1996 年，

但從經濟成長來看，1996 至 2000 年台灣仍有 5％以上的成長率，但

2001 年發生負成長後，國內投資仍未止跌回升。反之對外投資卻大幅

增加，並且工業投資集中於中國等地，對中國以外投資則漸由工業朝

服務業轉移。由此觀之，國內投資衰退造成的景氣低迷，總合需求不

足，進而使失業率上升的現象尚可由另一層面分析。吳忠吉（2003）

在「投資變遷對產業、勞動市場之影響」報告中總結指出，台灣經濟

自 1980 年代開始，因中國大陸與東南亞工業體的興起，在國際科技

和商務管理，與勞動的相對利益層次上，貿易競爭力受到挑戰，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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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利基，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產品多移往中國大陸與東南亞投資

生產，造成國內廉價勞力的優勢被取代，傳統產業外移，工業部門萎

縮而服務業部門擴展的趨勢。  

上述趨勢也點出了台灣在經濟發展的歷程下產業結構轉變對總

體經濟與就業的影響。總而言之，綜合上述的文獻回顧顯示，國內 1996

年之後開始出現的失業率升高現象與總體經濟有關，但總體經濟的衰

退所造成的循環性失業並不能完全解釋失業率大幅升高的現象。反

之，由自然失業率的推估與我國對內及對外投資的變化更可發現產業

結構的轉變似乎在失業率的升高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以下將近一

步整理各文獻在探討產業結構轉變對失業率升高的影響。  

二、 產業結構  

結構性失業是指經濟產業結構的改變、區域經濟的消長、或生產

技術進步，使部分勞動者原有的技能無法因應市場需要所造成的失業

現象（趙弘靜，2002），其最明顯的特徵為工作機會與失業情形並存，

或可謂失業增加與勞動短缺同時存在的現象。另外趙弘靜（2002）也

指出，國內產業結構有嚴重之兩極化發展趨勢，高科技電子產業呈現

高度成長，但其他傳統勞力密集產業，包括紡織、營造業等，卻長期

陷入低迷，大量中高齡員工因傳統產業的衰退、外移而失去工作。同

時因為缺乏第二專長，無法轉入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因而產生結

構性失業問題。  

辛炳隆（2002）也指出，長久以來，我國的產業發展政策一直採

重點輔導的方式，由政府部門根據國際市場需求與國內具有的比較優

勢，選擇特定產業給予租稅優惠及技術移轉，反之對於未被選擇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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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則缺乏相關的發展協助。在此一政策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是採用

「水平升級」的方式，由 A 產業移向 B 產業，而非在單一產業內進行

「垂直升級」，也就是提高該產業技術層次與產品附加價值。  

在「水平升級」的產業結構調整模式下，我國產業固然可以透過

政府資源的挹注快速掌握國際市場商機而成長，但國內勞工卻也可能

因新舊產業差異性過大而在產業結構轉換之際發生結構性失業的現

象。此外，專注於單一產業的扶植也可能發生勞動市場區域性失衡的

現象，如科學園區的成功模式使得大量高科技產業集中某區域，在勞

工遷徙成本升高的因素下，也不利於其他地區勞動力的使用。  

在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另一項重要的因素即為農業與服

務業具有吸納由工業部門所釋放之失業人口的重要功能，其中尤其以

正式化程度1較低之農業與商業之餐飲業、批發零售業及個人服務業為

主要吸納剩餘勞動力的來源。但我國農業部門近年來不斷萎縮，加入

WTO 後預料將對其就業需求造成更大的傷害。同時近年來隨者資訊

應用的愈加普及，服務業廠商規模也逐漸擴大，就業市場的正式化程

度也隨之升高，對就業人員的素質要求也提高，造成轉業者的進入障

礙。另外加入 WTO 後政府無法再保護國內的公營金融業，預料在民

營化的趨勢下，新的管理階層將秉持利潤極大化的原則經營原有公營

企業，因此將削弱部分服務業吸納轉業人口的能力（辛炳隆、吳秀玲，

2002）。  

針對上述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吳忠吉（2003）也指出，國內近年

失業現象的蔓延，起源自男性初級勞力密集的營建業與土礦業的衰

退，製造業的轉型及科技化，與服務業的專業化，使高級勞力相對需

求增加，初級勞力相對需求減少。服務業的相對發展較有利於女性與

                                              
1 正式化程度可透過薪資受僱者佔總就業人數的比例來衡量，比例越高，表示正式化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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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勞力的就業，使得整體勞動市場出現產業結構與人力結構失衡的

局面，使剩餘之初級勞力轉業產生困難。  

根據產業結構偏離係數2與台灣就業結構轉變差異度指數 3的指標

衡量（邱秋瑩，2002），1996 至 2001 年間，服務業占總就業比率 54

％，雖為創造就業機會的最大來源，但服務業佔總 GDP 的比重為 62.5

％，兩者相比服務業之就業結構明顯偏低，結構偏離係數為-0.16，反

應服務業就業與生產結構產生偏離，產業之新創就業效果不足，呼應

上述產業結構與人力（就業）結構失衡的現狀。另外 1996-2001 年之

就業結構轉變速率也較 1988-1995 年為慢，顯示台灣各產業之就業結

構調整步調相對延遲，也為台灣失業率攀升的主因之一。  

另外劉瑞文（2001）也指出，1991-1996 年之間，隨者生產技術

的進步國內勞動生產力提升，各產業之勞動密集度普遍下降，對就業

形成收縮作用，但因經濟持續成長，整體就業需求仍呈現上升趨勢。

但本篇研究報告計算之資料只到 1996 年為止，若假設勞動生產力提

升對就業造成的收縮效果不變，則 2000-2001 年的景氣衰退對於就業

應產生結構性的負面影響。另外張聖英（2002）也指出，近二十年來

台灣地區勞動市場就業結構，因產業結構持續調整與產業內技術升級

而呈結構性變動，失業率遂因結構性失業人數大幅增加而呈逐年升高

之勢。  

總結上述文獻分析，我國此波失業率大幅攀升的現象的確與產業

結構快速轉變有關，其中製造業快速朝高科技產業「水平升級」、勞

動需求快速轉向高技術勞動力、服務業專業化趨勢、農業與低階服務

                                              
2 產業結構偏離係數為就業結構（各產業占總就業比率）與生產結構（各產業占實質 GDP 比

率）之差額除生產結構比率的值。  
3 差異度指數係以產業別就業人數占全體產業就業人數比率之變化的絕對值加總後，取其值得

二分之一，測度就業結構變化程度。  



 《2-9》

業吸納剩餘勞動人口能力下降、就業結構轉變速度更不上產業結構轉

變速度、以及整體勞動生產力提升造成就業收縮效果等現象皆為產業

結構轉變下，失業現象急遽惡化的成因之一。  

三、 國際競爭  

趙弘靜（2002）探討加入 WTO 對我國勞動市場的影響，其中援

引經建會之總體經濟模型估計，我國入會第一年將增加二萬失業人

口，失業率約升高 0.22％，且預測其影響幅度在我國已進行多年經貿

體制調整下，衝擊將會縮小。但依據一般學術研究機構之評估，入關

後將可能有十萬名農民瀕臨失業，失業率至少上升 1.5 個百分點，而

且預測不敵競爭而退出市場的企業將不限於農業或工業，服務業部門

所受之衝擊程度可能更高。另外在全球化及國際分工的趨勢下，我國

受到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陸及東南亞的影響，造成的台灣產業為了

尋求更低廉的勞動成本而紛紛外移的現象也可能對未來的國內就業

市場造成衝擊。然而，若由實證的角度分析，現階段並無探討台灣勞

工是否被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大陸的勞工取代的實證研究，因為許多實

證研究資料並不存在（李誠，2003）。  

綜上所述，對於國際分工與國內失業現象的解釋，目前學界並無

一致的定論。雖然較欠缺實證研究的分析，但預料在全球化趨勢下國

內產業勢必遭遇更形嚴峻的挑戰，在提昇產業競爭力的同時必將淘汰

不具生產力的勞工，並且在全球佈局的趨勢下減少國內低階勞動力的

僱用，進而使國內勞動需求更加朝向高素質勞動力的使用，若未來政

府對此一問題因應不當，對整體失業率的升高應有一定程度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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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在回顧了多位學者對於 2001 年我國失業率大幅上升現象之原因

後發現，我國的失業率上升現象主要是來自於勞動需求面的變化，但

長期而言，國內勞動供給減少的隱憂在少子化趨勢下也將逐漸浮現，

因此也成為未來需要關切的議題。  

在勞動需求的改變方面，由總體經濟、產業結構、及國際競爭等

層面逐一整理分析文獻對於近年來我國勞動需求的變化分析可發

現：在總體經濟方面，循環性失業的確對我國近年的失業率飆升有一

定程度的影響，但影響幅度並不顯著，其中國內需求不足的影響大於

國際景氣衰退的影響，而由自然失業率的推估與我國對內及對外投資

的變化更可發現產業結構的轉變似乎在失業率的升高上扮演更為重

要的角色。  

在產業結構的轉變方面，多數經濟學者皆同意 1996 年以來大幅

惡化的失業現象的確與國內產業結構快速轉變，使勞動力結構跟不上

產業轉型的速度有大幅度相關。其中製造業快速朝高科技產業「水平

升級」、勞動需求快速轉向高技術勞動力、服務業專業化趨勢、農業

與低階服務業吸納剩餘勞動人口能力下降、就業結構轉變速度更不上

產業結構轉變速度、以及整體勞動生產力提升造成就業收縮效果等現

象皆為產業結構轉變下，失業現象急遽惡化的成因之一。  

最後在國際競爭方面，目前學術界欠缺實證研究證實全球化現象

對各國就業市場的影響，但預料在全球化與國際分工的趨勢下，各國

勢必努力朝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升級，工業化程度較高之國家對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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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力的需求勢必將逐漸下降，及早謀求因應之道應為避免國內失業

率進一步受到影響的必要課題。  

由以上的文獻回顧可發現，造成我國 2001 年失業率飆升的現象

主要仍為產業結構轉變的因素。而景氣波動所造成的循環性失業現象

則是無法避免的失業問題主要癥結之一。因此回應到本研究之主要目

的，解決國內當前失業問題仍需由各個層面著手，權衡各個造成失業

因素的比重，方能歸納出全方位的促進就業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