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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左上：原住民學生佔所有就學人數比  

2005 年高中（職）組佳作，得獎者曾慧珍同學就讀育達高

中，作者以原住民笑顏圖像，配合著代表傳統裝飾品之羽毛表示

比例，表現出活潑創意之巧思。 

右上：為著生活來打拼！ 

2005 年統計圖競賽社會組第 2 名，得獎者為就讀雲林科技大

學的陳楚雁同學，利用統計圖表與攤販推車兩個造形合而為一，

使觀者能明確易懂其意涵，畫面呈現清晰的視覺效果。 

左下：國中生心事知多少？ 

2005 年統計圖競賽國中及國小組佳作，得獎者為就讀中山國

中的呂玫萱同學，運用學生頭頂的書本代表煩惱心事以及國中生

煩惱之表情，表現出創意性。 

右下：中小學生通常幾點睡覺？ 

2004 年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入選，得獎者高淑芬同學就

讀松山家商，作者以熟睡者、夜晚大樓做背景，並利用時鐘代表

統計圖表，使畫面呈現出合而為一之視覺效果。 

 

 

99 年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結果綜合分析 
苗坤齡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研究員 

壹、前言 

為因應社經環境變遷，充實按月辦理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料，俾及時反應勞動供需實

況，爰於民國 64 年起，每年年初辦理受僱員工動向調查。民國 90 年代以來，國內外經濟情

勢瞬息萬變，就業市場歷經劇烈震盪，本調查亦隨社會脈動機動調整調查問項，如廠商調薪

狀況、敘薪制度、員工紅利等問項。本文依據 99 年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結果，分別就受僱員工

概況、受僱員工動向、廠商調薪情形與調薪考量因素、員工敘薪制度、員工報酬結構等部分

進行研析，以全面了解各業廠商場所面特性及員工異動及福利狀況，俾供政府有關機關規劃

相關政策之參據。 

貳、受僱員工概況 

一、各業受僱員工在同一場所之平均服務年資為 5.7 年、平均年齡 38.2歲 

【統計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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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底工業及服務業
註
受僱員工人數為 675 萬 2 千人，就服務年資觀察，以介於 1

至 5 年居多，計占 40.6％，5 年以上者占 39.4％，而服務年資未滿 1 年者占 20.0％，各

行業受僱員工在同一場所內之服務年資平均為 5.7 年，其中公營單位員工平均服務年資

12.0 年，遠高於民營單位之 5.5 年。若就年齡觀察，受僱員工年齡層以 25 歲至 44 歲占

64.5％最多，45 歲以上中高齡員工占 26.9％居次，未滿 25 歲者占 8.5％，受僱員工平

均年齡為 38.2 歲，其中公營單位員工平均年齡 45.3 歲，高於民營廠商之 38.0 歲。受僱

員工之教育程度，受大學教育普及影響，仍以大專以上程度者占全體受僱員工之 52.6％

為最多，續呈上升情形；高中(職)者占 35.2％居次；而國中以下者則續降至 12.2％。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服務年資、年齡及教育程度結構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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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僱員工動向 

一、員工流動率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並以中高齡員工流動率最為穩定 

99 年工業及服務業部門受僱員工每月平均進入率 2.68％，而退出率為 2.39％，淨

進入率 0.29％，致受僱員工人數淨進入 22 萬 9 千人次，其中工業部門淨進入人次以製

造業 13 萬 2 千人次最多，服務業部門以批發及零售業淨進入 3 萬 2 千人次最多。受僱員

工各年齡組別之平均每月進入率隨年齡增長呈遞減現象，由未滿 25 歲之 8.62％，降至

65 歲以上之 0.49％；而退出率則與年齡呈一Ｕ型分配，以未滿 25 歲組 5.81％最高，在

45 至 54 歲階段降至最低點 1.14％，至 65 歲以上回升為 2.49％。各年齡層流動率以未

滿 25 歲 7.22％最高，其次為 25 至 34 歲之 3.24％，其餘各年齡層均不及 2％，並以 45

歲至 54 歲之 1.07％最低。若按教育程度觀察，進入率以國小及以下程度者之 1.01％最

低，以大學程度之 4.28％、研究所程度之 3.98％較高；退出率亦以國小及以下程度者之

1.64％最低，大學、研究所程度之 3.38％、3.09％較高。就淨進退率（淨進入(退出)人

數/受僱員工人數）觀察，高中(職)以上程度之員工呈淨進入現象，其中以大學程度者淨

                                                 

註：為配合 95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行業範圍擴增，工業及服務業行業涵蓋範圍自 98年起新增「教育服務業（僅

含短期補習班及汽車駕駛訓練班）」與「社會工作服務業(僅含兒童及嬰兒托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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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率 0.90％最高，國中、國小及以下教育程度之員工均呈淨退出，淨退出率分別為

0.21％、0.63％。整體而言，國中以下之流動率為 1.60％、高中(職)為 2.12％、大專以

上為 3.02％，流動率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 

工業及服務業各年齡及各教育程度組受僱員工進退率 

中華民國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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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景氣回升影響，尋職轉職較為容易，近九成員工退出原因為自動辭職 

99 年工業及服務業全年退出之員工人次隨服務年資增加而趨遞減現象，年資未滿 1 年者

占 43.0％，年資超過 25 年者降至 0.7％。就退出原因觀察，受景氣回升影響，尋職轉職較為

容易，以自動辭職者占 89.8％最多；因解僱或資遣者占 3.5％，較 98 年之 11.5％明顯減少；

退休或優惠退休(係指員工年齡或年資符合企業場所認定之退休條件，因請領退休金而離職

者，並不表示該類員工從此退出勞動市場)而退出者占 2.6％；此外，因公司合併、同企業員

工於不同工作場所轉調、建教合作生期滿、派遣員工轉正職或結婚生育等其他退出比率為 4.0

％。 

工業及服務業退出原因比率 

中華民國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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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退出 4.0％

退休 2.6％

自動辭職比率 89.8％

解僱或資遣 3.5％

 

肆、廠商調薪情形與調薪考量因素 

一、調升薪資廠商明顯增加 

99 年全球景氣穩步復甦，外貿與內需強力帶動下，經濟表現優異，致全年加薪之廠

商比率較 98 年增加，減薪之廠商比率則較 98 年減少。工業及服務業有調升薪資廠商占

17.8％，較 98 年增加 5.9 個百分點，其中全面調升薪資廠商占 5.7％，調薪幅度以 3％

至未滿 6％占 3.0％最多。此外，調降薪資之廠商占 3.6％，較 98 年減少 1.3 個百分

點，至於均未調薪之廠商比率占 81.5％。就各行業 99 年調薪狀況觀察，有調升薪資廠

商之比率以金融及保險業之 61.7％最多，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之 26.3％居次，製造業之

25.7％第三；減薪之廠商比率以教育服務業、不動產業、金融及保險業各為 8.4％、6.9

％及 6.8％較多。就民營廠商規模別觀察，調升薪資廠商比率隨規模增加而增加，9 人以

下規模為 13.8％，至 500 人以上規模為 76.7％ 

二、廠商調升薪資以「單位本身營利狀況」為首要考慮因素 

99 年工業及服務業 17.8％調升經常性薪資之廠商中，其調薪之考量因素，以「單位

本身營利狀況」為首要，占 75.4％，其次為「生產力或生產績效變動情形」，占 65.7

％，再次為「參考同業薪資水準或調薪情形」，占 41.4％；另以「勞資協商後訂定」為

重要參考因素者占 23.2％，視「物價變動情形」者占 23.0％；就部門別調薪時所考量之

主要因素觀察，除前三項因素外，工業部門較重視「物價變動情形」，服務業部門則較重

視「勞資協商後訂定」。 

工業及服務業廠商調整經常性薪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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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業廠商調升薪資考慮之因素 

中華民國 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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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員工敘薪制度 

一、各業員工人數以按月計酬方式最多 

99 年底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計薪方式，以按月計酬者占 75.2％最多，

其次為績效制，占 11.8％，其中有固定底薪者占 11.1％，無底薪者占 0.7％，第三為按

日計酬者占 8.2％，按時、按件、按次計酬者計占 4.8％。各業員工均以按月計酬方式最

多，惟工業部門以按日計酬占 15.4％居次，服務業部門則以績效制占 16.3％居次。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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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屬有固定底薪績效制者之比率，以其他服務業之 29.4％最多，金融及保險業之 27.4

％居次。各業中按日、時、件、次計酬者所占比率，以住宿及餐飲業之 31.6％最多，營

造業之 28.3％居次，教育服務業之 26.7％第三。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之計薪方式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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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員工報酬結構 

一、員工總報酬較 98年增加 4.6％ 

受景氣回升，廠商調薪情形與獎金發放較多影響，99 年全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

每人總報酬為 61 萬 4 千元，較 98 年增加 4.6％，其中經常性薪資與非經常性薪資(包括

加班費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全勤獎金、年節獎金、員工紅利等)分別增加 1.8

％、24.5％，非薪資報酬則減少 0.3％，三者占總報酬之比重分別為 70.9％、16.0％、

13.2％，非薪資報酬中，雇主為員工支付之保險費所占比重為 6.6％，提撥退休準備金

或支付之退休金所占比重為 4.9％。各行業員工報酬結構中，經常性薪資比重以教育服

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均占八成以上較高；非經常性薪資比重較

高者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金融及保險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分占 27.8％、22.4％與

19.5％；至於非薪資報酬比重，則以運輸及倉儲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用水供應及污

染整治業分占 18.1％、17.2％與 16.4％較高。若就民營廠商規模別觀察，除 100 至 199

人規模之非薪資報酬大於 200 至 299 人規模者外，一般而言規模愈大之廠商，雇主負擔

之非薪資報酬金額愈高，由 500人以上規模之 11萬 4千元遞減至 9人以下之 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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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勞動報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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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員工穩定性雖有利於廠商生產、管理與經驗傳承，然勞動市場愈健全，員工於場所間或

產業間進出障礙就愈小，員工流動愈趨活絡，人力資源也就能尋找最適配置達到最有效之運

用，惟員工流動仍受員工個人條件、廠商門檻限制與景氣波動之影響。99 年受全球景氣回升

影響，全年工業及服務業平均每月受僱員工進入率 2.68％、退出率 2.39％，均較 98 年提

升，因尋職轉職較為容易，致自動辭職之員工人數占全年退出之員工比率接近九成，因解僱

或資遣而退出之員工人數則明顯減少，受僱員工全年每人總報酬 61 萬 4 千元，較 98 年增加

4.6％，顯示 99年景氣好轉，勞動市場逐漸恢復動能，員工報酬亦隨之同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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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中國統計學社論文獎出爐了 
黃玉均 

統計學術委員會 

本中國統計學社為鼓勵統計學習研究興趣，循例於每年下半年進行皆以提供論文獎甄選

活動的方式來推廣整體統計風氣。，邀請參選對象為參選人以國內各大學統計及相關系所前

一學年度碩士班在學生，其論文屬統計方法應用及統計理論研究者，且未領有其他論文獎學

金者等為主要對象，在優等作品不超過 6 件，其中得以 1 篇最優，及佳作數名之原則下，希

望能遴選出優良作品以茲鼓勵。 

論文獎自民國 76 年開辦以來，迄今共辦理 24 年。本（100）年論文獎自 5 月份發函各相

關系所院校邀稿後，計有 11 所學校 20 篇論文參賽，評審過程分初、複審二階段進行，茲分

述如次： 

壹、初審程序 

於 9 月 1 日召開之論文獎初審會議，為讓評選工作秉持公開、公正、公平原則，並考慮

專業領域原則下，本次小組成員包括李召集委員克昭、黃副召集委員文璋、王委員秀瑛、鄭

委員明燕、盧委員鴻興及羅委員夢娜等 6 人，每篇論文初審老師為 3 位情況下，選出 17 位專

家學者參與評分工作，並於 10月 13日止完成整體初審作業評分及相關彙整程序。 

貳、複審程序 

在 10 月 25 日召開之論文獎複審會議，會中由全體出席委員就參選論文及初審分數進行

討論。此次因考量各初審老師評分過程中可能的寬鬆標準不一，除整理初審老師對於各參選

論文之評分資料，亦提供各初審老師對於其評分作品排名之積分彙整表以及評分落點區塊作

為參考。 

此次初審，其中 1 位老師因故無法評分，致參選作品中有三篇作品僅有 2 位老師評分，

加上部分老師評分作品較多，致排名積分有偏高及偏低的情形，故首先將各參選作品之排名

積分透過標準化方式處理，刪除因評審人數不同之差異，再就同一作品之各初審老師分數寬

鬆進行檢視，淘汰排名積分居後者，再參考入圍者的平均分數，區別出 5 名優等及 7 名佳作

兩類作品。，最後預計由 5 名優等作品中選出最優獎論文，惟在參考初審老師評語後，囿於

各論文仍有待加強之處而決定今年最優獎從缺。 

優等獎                                      佳作獎 

 

 

 

【統計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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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選結果 

今年論文獎得獎作品，經與會委員評選後，得獎名單彙整如下： 

評審結果 得獎人姓名 指導教授 所  別 

優 等 獎 孫亦瑩 張福春教授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優 等 獎 劉芳妤 曹振海教授 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優 等 獎 李雲 曹振海教授 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優 等 獎 許世頎 
彭健育助研究員 

曾勝滄教授 
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優 等 獎 李宜真 曾勝滄教授 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佳 作 獎 李根良 郭美惠教授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佳 作 獎 陳秀琴 陳玉英教授 中央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佳 作 獎 陳宣佑 林宗儀教授 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佳 作 獎 吳佳穎 曾玉玲副教授 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佳 作 獎 李家慶 
劉惠美教授 

林士貴副教授 
政治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佳 作 獎 吳柏儒 俞淑惠助理教授 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佳 作 獎 林姿吟 黃怡婷教授 臺北大學統計學系 

                                          （依學校筆劃為序） 

上述論文得獎者業於 11 月 11 日理監事會議通過，預計於 12 月 16 日舉辦之社員大會進

行頒獎，其中優等獎發給獎金 2 萬元及獎牌，佳作則頒發獎牌以茲鼓勵，也期盼參賽者能加

入中國統計學社，共同為促進統計學術研究及服務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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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奬 

 

 

 

 

 

 

 

 

 

 

 

 

 

 

 

 

 

 

 

100 年中國統計學社獎學金得獎名單 

曾美玲 

統計學術委員會 

本社為鼓勵統計學習興趣，循例於每年下半年進行獎學金甄選活動，邀請參選對象為本

社團體社員且教育部立案之各大學統計暨相關學系學生，並符合各學年學業總成績平均皆達

80分、曾修習統計學科達 15學分等條件者。 

在一系至多一名之原則下，於 100 年 8 月函請各系提荐人選，並提具該生申請書、各學

年度成績單及歷年修習統計學科成績表予 10 月 25 日召開之學術委員會審查，今年計有政治

大學林祈安等 14 人初審通過，再於 11 月 11 日理監事會議通過，每名致贈壹萬元獎學金；期

盼得獎者能加入本社，共同為促進統計學術研究及服務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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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得獎名單 

學校名稱 科系 年級 得獎人姓名 

政治大學 統計系 4 林祈安 

成功大學 統計系 4 李姵宣 

台北大學 統計系 4 陳薇婷 

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4 王宜婷 

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4 顏妤樺 

中正大學 數學系 4 顏立明 

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4 劉曉鳴 

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4 李念錡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系 4 郭虹吟 

東海大學 統計系 4 林佳逸 

淡江大學 統計系 4 吳佩儒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系 4 黃琬如 

真理大學 統計與精算系 4 王筱淇 

台中技術學院 應用統計系 3 凌煥怡 

國民所得統計年報(民國

99 年) 

蔡秀慧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編審 

 

 

  

  

【新書訊息】 

國民所得統計係根據所得流程，以

具體之經濟量數，陳示一國或一地區經

濟活動總成果，並闡明各部門所為各種

交易之關係，作為經濟計畫及經濟研究

分析之重要參據。 

為順應全球化等經濟情勢發展及各

國實際需要，聯合國分別於 1968 年、

1993 年及 2008 年三度修訂了 SNA 規範

（簡稱 68SNA、93SNA 及 08SNA），我國

於民國 94 年 11 月經配合 93SNA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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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書名：國民所得統計年報(99年) 

 發行者：行政院主計處  

 出版日期：2011 年 12月 

 語言：中文、英文 

 媒體：紙本、電子書 

電子書網址：

http://www.stat.gov.tw →國民所

得及經濟成長→電子書→國民所得統

計年報(99年) 

 

http://www.st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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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統 計 通 訊 稿 約  

一、刊登原則：本刊所登文章所需稿件為統計專載（針對某特

定專題所發表之工作成果及研究心得）。  

二、文字應流暢精確，以不超過 3,000 字為原則，數字請取 1

位小數。  

三、翻譯稿請附原文，註明詳細出處，並請取得原著作所有權人同

意授權。 

四、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職稱、服務機關。  

五、來稿檔案格式為 word 檔，圖表請附原 excel 格式，以利統

一修正格式。  

六、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被刪改者請先註明，未能刊

登者，稿件恕不退還。  

七、稿件一經發表，版權即本刊所有，如需保留版權者請預先

註明。  

八、來稿請註明「中國統計通訊投稿」逕寄：臺北市廣州街 2

號 5 樓，中國統計學 報社編輯部 陳國大先生 (E-Mail：

gwaudar@dgbas. gov.tw)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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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計學社 

第 34 屆理事暨監事 

 

理 事 長：石 素 梅 

常 務 理 事：李 克 昭  黃 文 璋  蔡 鴻 坤  羅 昌 南 

常 務 監 事：王 維 漢 

理 事：于 宗 先  王 秀 瑛  石 素 梅  吳 鐵 肩  李 克 昭  林 麗 貞 

邵 曰 仁  韋 伯 韜  許 璋 瑤  陳    宏  陳 昌 雄  陳 珍 信 

陳 婉 淑  陳 敬 宏  鹿 篤 瑾  傅 承 德  曾 勝 滄  辜 炳 珍 

黃 文 璋  黃 吉 實  黃 提 源  黃 登 源  劉 三 錡  劉 惠 美 

蔡 宗 儒  蔡 鴻 坤  鄭 光 甫  蕭 興 富  謝 邦 昌  羅 昌 南 

蘇 媛 瓊 

監 事：王 維 漢  吳 惠 鶯  沈 金 祥  張 惠 菁  許 玉 雪  黃 建 中 

黃 壽 椿  劉 天 賜  鄭 瑞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