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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常用統計指標編算概念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是政府按月舉辦一次的抽樣性調查，調查區域範

圍涵蓋臺灣地區約 11,000 家廠商，而為了獲得各層面的資料，協助政府

釐定政策時能同時兼顧各規模企業的需求，所以全國無論大小規模的廠

商，都是抽選受查的對象。本項調查的方式是採用由政府指派調查員逐

家發送問卷、或將問卷寄送至廠商、或請廠商採用網際網路填報等三種

方式進行，所獲取受僱員工人數、薪資、工時及人員進入退出狀況的資

料，經過縝密統計估計程序後，所產生的統計結果除了可以了解整體勞

動市場人力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同時也是政府規劃勞動及產

業政策的重要依據。以下簡單介紹本調查常用的統計指標： 

一、「受僱員工人數」：係為月底仍然在職，且有領取該公司薪資之員

工，如果因為公、病、事、例、休、婚、娩假，而有若干時日未參

加工作的員工，仍然應該計算在內，但不包括以下 4 種員工：1.參

加作業而不支領薪資的雇主、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2.僅

支車馬費未實際參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3.應徵召服常備兵役

保留底缺支領部分薪資與留職停薪，全月未參加作業者；4.不在廠

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透過員工人數的變動，可反映出廠商面對經

濟情勢改變時的因應之道，如經濟景氣回溫時，廠商通常會擴充生

產線或增補人力，失業率因此而下降，反之則可能減少人員需求，

導致失業率攀升。另按常僱概念，又區分為以下兩種不同性質的員

工：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

括勞動契約屬不定期契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契約，但僱用期間

超過6個月之員工等。 

（二）臨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契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

不滿6個月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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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薪資對受僱者而言，是企業或政府所給予的報酬，對廠

商來說，則是使用勞動所需支付的成本，通常是勞動市場供需重

要指標之一，也是提供勞委會研擬基本工資調整、教育部訂定大

專院校學雜費基本調幅、法院訂定民事賠償標準、公民營企業調

整員工薪資、提撥退休金及訂定營運計畫的重要參據。在薪資調

查中，薪資的計算是採給付原則，即是指每月實際支付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的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

薪資；但不包含保險費、退休金與資遣費等非薪資報酬，有關薪

資的常用統計名詞說明如下： 

（一）受僱員工平均薪資：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月底在職受

僱員工人數。 

（二）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的工作報酬，包括本薪與按月

給付的固定津貼及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金等；

以上均不扣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三）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的報酬。 

（四）其他非經常性薪資：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或績效獎金、年

終獎金、員工紅利、端午、中秋獎金或其他節慶獎金、誤餐費、

例：李先生係印尼外籍人士，在台灣從事製造業生產的薪薪股份

有限公司，擔任電機工程師的工作，李先生是否算是受僱

員工？ 

答：雖然李先生為印尼外籍勞工並非本國籍員工，但依據「月

底在職」且「領薪」的原則來判定，因李先生有支領薪水

且有從事工作，所以應計入當月受僱員工人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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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受僱員工名目薪資：指按當期價格計算的受僱員工薪資。 

（六）受僱員工實質薪資：指受僱員工名目薪資經消費者物價指數平

減後所獲得之薪資，亦是剔除價格變動因素後的實質購買力，可

表示成： 

實質薪資＝計算期名目薪資／計算期消費者物價指數＊１００。 

 

 

 

 

 

 

 

 

 

 

 

 

 

 

 

 

 

 

 

 

 

例 1：加加公司為了讓員工可以過一個好年，於過年前預借過去一

年工作表現優良的員工一個月獎金，此部分獎金應如何歸

類？ 

答：因預借獎金並不屬於該月工作應得之報酬，故應歸於其他非

經常性薪資。 
 

例 2：美美公司每月準備一筆業績獎金，並依照員工達到工作目標

的程度發放不同金額的獎金，此部分在薪資分類上應如何歸

類？ 

答：美美公司發放的業績獎金雖然起伏不定，但因為該項業績獎

金是屬於按月必須支付的性質，不論幾位員工獲得，皆屬於

經常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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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以下是近期工業及服務業受僱者薪資資料，試分析薪資變動的情形： 

單位：元；% 
   

項目別 
平均薪

資 
較上年

同期變

動(%) 

實質平

均薪資

較上年

同期變

動(%) 

經常性

薪資 
較上年

同期變

動(%) 

實質經

常性薪

資 

較上年

同期變

動(%) 

消費者

物價變

動率 

89 年 41861 2.49 43564 1.22 33953 2.68 35335 1.41 1.25 

90 年 41960 0.24 43672 0.25 34489 1.58 35896 1.59 -0.01 

91 年 41530 -1.02 43310 -0.83 34746 0.75 36235 0.94 -0.20 

92 年 42065 1.29 43992 1.57 34804 0.17 36398 0.45 -0.28 

93 年 42685 1.47 43928 -0.15 35101 0.85 36123 -0.76 1.62 

94 年 43163 1.12 43419 -1.16 35386 0.81 35596 -1.46 2.31 

95 年 43493 0.76 43493 0.17 35728 0.97 35728 0.37 0.59 

96 年 44414 2.12 43629 0.31 36335 1.70 35693 -0.10 1.80 

97 年 44424 0.02 42152 -3.39 36423 0.24 34560 -3.17 3.53 

90-97 年平

均年增率 
 0.75  -0.40  0.88  -0.27 1.17 

 

答：由表中可看出 

1.近 8（90-97）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月平均薪資平均年增率為 0.75%，

其中經常性薪資平均年增率為 0.88%，主要係在全球化競爭下，受產業結構

調整、公營事業民營化、金融事業整併及僱用型態改變等因素影響，致薪資

成長不大。 

2.97 年下半年受金融海嘯衝擊及景氣衰退影響，致 97 年全年平均薪資 44,424

元，年增率僅為 0.02%；因同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 3.53%，致實質平均薪資

及實質經常性薪資分別減少 3.39%、3.17%，減幅均為歷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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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員工每人月平均薪資與勞基法之平均工資的差異？與所得

的差異？ 

答：1.勞基法之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

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總額。其中工資

係按計時、計日、計月或計件之經常性給予，相當於受僱

員工薪資調查之經常性薪資與加班費之總合，但不包括紅

利、非按月獎金及津貼、以及非薪資報酬等福利津貼。 

2.凡個人及民間非營利機構提供生產要素從事生產而得之

報酬，加上政府、企業與國外部門對家庭之經常移轉收

入，稱為個人所得。就個人而言，包括受僱報酬或產業主

所得，加上財產所得、移轉所得等。 

 

 

 

Q：彭先生日前看到主計總處發布的新聞稿，員工每人月平均

薪資逾 4 萬多元，彭先生心裡想：「為什麼我的薪資比公布

的平均薪資低這麼多？現在大多數員工不是幾乎都是超低

薪資嗎？現場工作人員最多也 2 萬多元，技術人員也不就

是 3 萬，真的有那麼高嗎？」 

答：1.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平均薪資統計，範圍包括台灣地

區非農業部門各行業廠商所有受僱員工的資料，不論是職

員或是工員，全部都包含在內。 

2.因為各行業薪資水準並不相同，各職業的薪資水準也有

所差異，所以要了解自己每月所獲得的薪資，是否高於或

低於同行業同職業員工的薪資水準，參考按行業、按職員

工員分類的薪資資料，更能確實了解兩者之間差異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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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時」：一般而言，公司除了有規定的工作時間外，若因應業務

需求，還會要求員工加班完成工作，因此在薪資調查中，工時包

含正常工時與加班工時兩項，其中加班工時為勞動市場領先指標

之一，根據加班工時的變化，可以了解未來勞動市場變動的趨

勢。例如在景氣回溫訂單增加時，若廠商人力來不及增補，可能

先採取增加工時的措施以為因應，如此可反映出未來景氣可能即

將好轉。相關定義說明如下：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在事業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的實際工

作總人時數，亦即不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輪休、自強活動以

及員工請假未工作的部分。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的有酬工作總人時

數。 

 

 

 

 

 

 

 

 

 

 

 

 

 

 

 

 

 

例：某廠商 1 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 天，每日工作

8 小時，2 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 位各請假 2 天，另 2 位各

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數分別為 10 小

時及 3 小時，則正常工時如何計算？： 

 

答：1.應工作總人時數＝50 人＊8 小時＊（31-8）天＝9200 小時 

2.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數＝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144 小時

3.員工請假時數＝3 人＊8 小時＊2 天＝48 小時 

4.未支付超時工作時數應計入正常工作時數＝10＋3＝13 小時 

 5.正常工作時數＝9200－144－48＋13＝902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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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入率及退出率」：由本月內實際進入或退出工作的受僱員工人

數所計算的進入率及退出率，可以顯示出勞動市場的異動狀況。

例如當進退率愈高時，表示勞動市場愈活絡，對勞動者而言，找

工作或換工作機會較高較容易，對企業而言，人員進進出出，訓

練與招募成本增加，且公司內部經驗不易累積；反之，進退率愈

低，則表示勞動市場的流動趨於保守，員工想要轉換工作的機會

相對較困難。 

 

 

 

 

 

 

 

 

 

 

 

 

五、「按產量計算之勞動生產力指數與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按產量計算之勞動生產力：指在單位時間內，每一員工所能生產

的產品產量，此項指數可衡量勞動生產力的「變動趨勢」，用公

式表示即為： 

   產量勞動生產力指數=(工業生產指數/受僱者總延人工時指數)*100 

式中工業生產指數即為產出，係來自於經濟部按月所編之工業生

產指數；受僱者總延人工時指數即為投入，係包含行政院主計總

處按月「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之受僱員工工時，及以「人力資源

調查」估算之不在廠地工作之廠外計件工作者之工時。  

 

Q：受僱員工統計中，流動率如何計算？ 

 

答：一般受僱員工流動率之計算，係將進入率與退出率平均，計

算式如下：  

當月受僱員工流動率＝（當月進入率＋當月退出率）／２ 

 

其中當月進入(退出)率＝ 

當月進入（退出）之受僱員工人數／上月底受僱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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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產量計算之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每一員工所生產的產品產

量，相對得到的薪資報酬，此項指數可衡量雇主負擔薪資成本的

「變動趨勢」，用公式表示即為：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受僱者總薪資指數/工業生產指數)*100 

式中受僱者總薪資指數計算方式，包含「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之

受僱員工薪資，以及由「人力資源調查」估算之不在廠地工作之

廠外計件工作者之薪資。 

 
 
 
 
 
 
 
 
 
 
 
 
 
 
 
 
 
 
 
 
 

您可連結以下網站，查詢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相關資訊： 

1.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專區： 

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3251&CtUnit=363&BaseDSD=7 

2.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時間數列資料查詢系統： 

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5/earning/ht456.asp 

 

 

Q：生產力的意涵為何？如何運用？  

 

答： 

意涵：若生產力逐年提升，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逐年下降，可

顯示勞力運用效率與產業競爭力的增加。 

運用：勞動生產力提高有助於生產效率的提升，進而減少能源與

資源的耗費，故為評估台灣環境永續發展重要指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