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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分  析 

對國內產業發展而言，提升勞動生產力不僅可促進經濟持續成長，並有助於

穩定物價、降低生產成本，以及提升薪資水準。鑒於產業在經營及生產活動過程

中，最主要之投入要素為勞動與資本二項，因此研究國內產業之勞動生產力趨勢，

可了解產出與勞動投入之間的消長關係，亦有助釐析勞動生產力受資本密集度與

技術進步率之影響。 

有關產業勞動生產力之研究，係衡量每單位勞動投入所獲得之產出，通常以

（總產出／總勞動投入）表示，可作為各產業勞動投入使用效率，以及潛在經濟

生產量之指標，其中總產出以「實質國內生產毛額」衡量，即以產值概念來衡量，

總勞動投入則以「就業投入總工時」衡量。 

此外，研究產業之單位產出勞動成本，係衡量每單位生產所付出之勞動成本，

通常以（總勞動成本／總產出）表示，可視為產業競爭力之指標，其中總勞動成

本以「就業者總薪資」衡量，總產出亦以「實質國內生產毛額」衡量。 

為觀察國內產業之勞動生產力與單位產出勞動成本變動趨勢，茲根據前述說

明，將二者之涵義以公式表示如下： 

（1） 產值勞動生產力（以下簡稱勞動生產力）＝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就業投入

總工時 

（2） 單位產出勞動成本＝就業者總薪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由（1）與（2）之關係導出 

（3） 單位產出勞動成本＝（就業者總薪資／就業投入總工時）／ 

（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就業投入總工時） 

＝平均每工時薪資／勞動生產力 

對產業經營而言，單位產出勞動成本係產業競爭力重要指標，故由（3）即可

顯示，欲降低勞動成本以提升產業競爭力，主要須藉由提高勞動生產力以達成目

標。 

全體產業 

我國屬小型開放經濟體，整體經濟表現易受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影響。100 年

整體經濟情勢，外雖有日本東北大地震、歐洲債信危機等因素干擾，但國內則因

金融市場交易活絡、失業率持續緩降及國內消費者信心提升，致使國內消費需求

穩定增加，全年經濟成長率為 4.04％，較上(99)年呈現溫和成長。 

100 年國內全體產業實質生產毛額（本報告中之 GDP 不含國外要素所得淨

額、住宅服務、政府服務及誤差項，計算方式詳後附「編製方法說明」）較上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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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4.12%，高於就業投入總工時之增幅 0.87%，因全年總產出成長幅度高於勞動投

入，致勞動生產力較上年上升 3.23%。 

單位產出勞動成本方面，因平均每工時薪資年增率 4.19%，高於勞動生產力

增幅 3.23%，致全體產業單位產出勞動成本較上年上升 0.94%。 

(一) 農林漁牧業 

受到國際原油及農工原物料價格居高不下因素影響，使農林漁牧業面臨高經

營成本之壓力，惟 100 年全年農林漁牧業實質 GDP 仍正成長 1.89%，而就業投入

總工時減少 1.87%，致勞動生產力較上年上升 3.83%，單位產出勞動成本下降 4.04%。 

 (二) 工業 

全球積極發展綠能產業的趨勢、新興國家勞動成本上升帶動對機械設備自動

化需求穩定擴增，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推陳出新等因素，促使國內高科技業者積

極擴充設備及提升製程，致國內工業出口及民間投資呈現成長趨勢。100 年全年工

業部門實質 GDP 成長 4.39%，高於就業投入總工時增幅 1.79%，致勞動生產力較上

年上升 2.56%。若以單位產出勞動成本觀之，受全年平均每工時薪資增幅 4.04%，

高於勞動生產力增幅 2.56%的影響，致較上年上升 1.44%。 

就各大行業勞動生產力觀察，除營造業因房地產開工率下滑，民間工程訂單

減少，致較上年下降 4.98%，其餘各業均呈上升。其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受天然

氣銷售量的增加，實質GDP較上年成長 1.85%，但因就業投入總工時減幅達 6.45%，

致勞動生產力上升 8.88%；另因製造業上半年受經濟景氣擴張的影響，加上日本強

震轉單效應對我國之挹注，除造成高科技業者積極擴充設備及提升製程外，部分

工業產值的成長亦呈現上升的趨勢，雖受下半年歐美債信危機等不確定因素，導

致全球經濟成長動能不振，牽動半導體、面板等零組件接單受阻，抑制資訊電子

產品之消費需求，致製造業產值增幅趨緩，惟 100 年實質GDP仍成長 4.91%，高於

就業投入總工時增幅 1.09%，致勞動生產力上升 3.79%；電力及燃氣供應業受國內

工業生產穩健成長影響，售電量增加，實質GDP成長 2.78%，然因就業投入總工時

減少 1.12%，致勞動生產力上升 3.93%；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實質GDP成長

1.11%，而就業投入總工時減幅為 1.00%，致勞動生產力上升 2.14%。 

就單位產出勞動成本觀察，除電力及燃氣供應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均因勞

動生產力增幅大於每工時薪資，致單位產出勞動成本分別下降 3.62%及 2.62%外，

其餘各業均呈正成長之趨勢，其中營造業受勞動生產力下降及每工時薪資增加雙

重影響，致單位產出勞動成本上升 7.37%最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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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業 

受惠於外貿及民間消費穩健成長及兩岸開放政策的推行，服務業部門全年實

質 GDP 較上年增加 3.97%，高於就業投入總工時增幅 0.45%，致使勞動生產力上升

3.50%。另因每工時薪資年增率 4.56%，高於勞動生產力之增幅 3.50%，致單位產

出勞動成本較上年上升 1.02%。 

就各大行業觀察，實質 GDP 均呈正成長，勞動生產力除不動產業、醫療保健

服務業因就業投入總工時增幅高於實質 GDP 成長，致勞動生產力年增率呈現下降

外，其餘各業均呈上升。其中以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勞動生產力上升 9.90%

最多，住宿及餐飲業實質 GDP 亦成長 7.21%，致使勞動生產力上升 9.48%次之；此

外，在金融市場活絡及金融機構利息收支淨額增加下，金融及保險業實質 GDP 成

長 3.87%，而就業投入總工時減幅為 1.83%，致勞動生產力亦上升 5.80%。 

若由單位產出勞動成本來觀察，服務業中之各大行業每工時薪資均較上年增

加，不動產業、醫療保健服務業受平均每工時薪資上升及勞動生產力下降之雙重

影響，致單位產出勞動成本分別較上年上升 17.95%、6.22%較多；批發及零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金融及保險業、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受勞動生產力上升幅度

高於每工時薪資影響，致單位產出勞動成本較上年下降，其中以藝術、娛樂及休

閒服務業下降 7.39%最為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