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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臺灣過去由於失業問題並不嚴重，因此失業問題較少受到重視，但自八十五年以

來台灣的失業率節節攀升，並已達到民國七十四年以來的最高水準。『依行政院

主計處統計，九十一年的失業率高達 5.17%』（註一），失業人口為五十一萬五千

人。失業問題不是單純的數據，而是牽涉數十萬家庭生計，同時也衍生諸多的社

會問題，失業率攀升的隱憂已逐漸浮現。如何降低失業率不僅成為社會大眾關切

的焦點，也是政府必須面對的嚴厲挑戰之一。 

『其中現階段失業人口中是以結構性失業為主，八十五年至八十九年五年平均約

佔失業者之 39.9%。且結構性失業的技能脫節性質與失業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使

得這些失業人口可能因長期失業，導致後續貧窮、家庭解組、社會問題等惡性循

環，因而值得更加重視以尋求解決』（註二）。 

貳●本文 

一、全球化的形成與影響 

1、全球化的形成： 

『全球化是指全球往來聯繫的擴張化、深入化與迅速化，是一種在經濟、社會、

科技、文化及生產與消費方式上的「跨國化發展過程」』（註三）。全球化是因

企業全球貿易往來，加上資訊技術之發展與進步，促使消費者能夠有機會多方選

擇世界各國符合需求之產品，透過商品或無形勞務往來等交易，企業將產品銷售

至全球各地，更進一步促使世界全球化。全球化是國際所展現出來的現象，過去

以民族國家規範為範圍的經濟和貿易、投資等活動逐漸被世界性的跨國界企業網

絡所組合起來。 

2、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迅速地加強了貨物、人員、資金和資訊地流通，使得國家與國

家間沒有地理的分隔，沿著各種通路跨國流動，一直擴張到全球性的規模。 

A、產業國際分工與專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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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技術創新突破結果，導致製程技術越來越複雜且細膩，因而產品創新與技術

開發之不確定性程度越來越高，透過專業分工可以分散風險。在全球化佈局之思

考邏輯下，專業分工的目的在於整合全球比較利益，讓各項活動都可善用資源，

構建競爭優勢。 

B、海外投資快速成長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企業為迅速獲取資源、市場與技術，與全球生產體系緊

密結合，全球分工體系的形成，使得國際間的 FDI(對外直接投資)扶搖直上，依

世界銀行統計顯示，1990年全球 FDI佔當年全球 GDP(國內生產毛額)的 0.77%；

到 1995年時，全球 FDI達 1.08%；而到 1998年時，全球 FDI更快速成長到 2.15%。 

C、競爭程度提高，創新速度提升 

造成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產生產業空洞化疑慮。另一方面，雖增加原本保護的國

內市場競爭程度與進入威脅，但也使企業在那些市場中，創造大量工作機會。 

D、貧富差距拉大 

全球化運動進展到二十一世紀，現今所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整個「世界兩極化」

的失衡危機，拉大貧富差距。根據比利時「比京晚報」2000年對全球財富分配

所做的一項特別統計指出，全球最有錢的二百二十五名富翁所累積的財富，只要

從其中拿出不到百分之四的錢 (約三百四十億歐元) ，就足以供給全球人口享受

到基本社會服務，包括教育、健康、生產與食物等在內。 

E、失業率升高 

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發展，已促使歐、美國家之勞動市場呈現高技術勞動力需求相

對上升、低技術勞動力需求相應下降的結構性轉變。台灣以貿易出口導向為主，

產業發展深受國際經貿環境的影響，因此近期台灣失業率的逐年升高。 

二、台灣的結構性失業 

1、結構性失業的定義： 

『結構性失業是起因於產業結構改變或區域發展消長，以致求職求才雙方無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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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失業』（註四）。 

『以台灣為例，目前紡織、製鞋、洋傘等勞力密集型產業逐漸為電子、資訊等資

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取代，原本勞力密集產業中的勞動者，若缺乏適當的訓練

將無法為後者所用。例如華隆公司關廠導致大量員工失業哭訴無門，而另一方面

台灣的電子業正處於高峰期，許多高層員工靠著發放股票累積大量財富，形成億

萬房屋購買的主力』（註五）。 

就長期經濟發展而言，結構性失業是免不了的機會成本，但是失業究竟屬於資源

上的浪費，因此政府依然需要設法解決因結構性所造成的失業問題。 

2、台灣結構性失業分析： 

『我國在過去一直是以低失業率著稱，但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自民國八十

四年 12月以來，台灣的情況有所改變，因為自此年以來台灣的失業率不但節節
上升，而且更嚴重的是，失業人口的結構也在轉變。在過去失業人口中以剛出學

校、年輕人、初次尋職的為主，現在則多為非初次尋職者，特別是因為關廠、歇

業、業務緊縮的非自願性失業者』（註六）。 

近年來，台灣所產生的失業現象毋寧是結構性失業，以下三點原因構成了台灣失

業率難以下降的理由： 

A、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低生產成本的強大競爭壓力下， 廠商因在國內經

營困難，而乃將工廠移到海外，使我國傳統勞力密集產業日趨衰微，工廠關廠歇

業或整廠外移明顯增加。在此情形下，老闆可以轉移陣地，尋找商機，一般工人

的就業便成為問題。 

B、產業升級、由傳統性產業升為高科技產業，前者利用較多的人力，後者則利

用較少的人力，而所節省下的人力在短時間內，就因失去工作機會而失業。 

C、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許多小學、中學人數大量減少，以致大學專校爲其所

訓練的師資畢業後，多找不到預期的工作而被閒置。 

3、結構性失業對台灣的影響： 

『我國結構性失業人口中，是以「青壯年」及「中低學歷」的「男性」為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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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九年為例，結構性失業人口中約有 19萬人(78.2%)為男性；約 15萬人

(60.72%)年齡介於 25至 44歲間；約 21萬人(87.4%)學歷在高中職(含)以下；原

從事藍領階級工作的約有 18萬人(77.3%)，原受僱於工業部門的約有 14萬人

(59.3%)』（註七）。 

這類失業族群的特色是多為家庭的主要收入者、需負擔家計，其人生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此嚴重的結構性「中年失業危機」亦說明了為何近年青壯年自殺率明

顯成長，所得分配急劇惡化，且低所得階層的所得衰退幅度遠高於其他所得階

層，以上幾點都顯示了結構性失業對台灣的重大影響』（註八）。 

三、因應措施 

1、政府現有的政策因應 

A、鼓勵民間企業投資 

在失業率嚴重的國家通常採取財政政策或金融政策來鼓勵民間企業增加投資，政

府在財政政策方面曾對土地增值稅率減半徵收，但其對經濟成長率之增加效果並

不顯著。 

B、職業技術能力提升 

提供失業勞工第二專長訓練以利轉業，培養其新技能以適應台灣產業由勞力密集

型轉為技術密集型之轉變。但台灣現在的結構性失業人口多為中高年齡層，其吸

收薪資之能力較低，就算順利培養第二專長，雇主的雇用意願也不高。 

C、教育政策配合措施 

如將於九十八年全面實施的十二年國教。台灣結構性失業人口多為低學歷者，教

育政策可以提升國民平均教育水平，讓學生們獲得更多知識與技能，幫助其就

業。但教育政策之成果，需經過長時間才能明顯察覺，並不能迅速降低台灣現在

的失業率。 

2、建議 

A、結合地區發展研提就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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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工作內容應與地區發展充分結合，有助失業者自我成長及再就業。各部會應

結合公、私部門資源有效地與地方政府及社區合作，鼓勵民間參與擴大辦理職業

訓練，輔導社區成立各類組織，讓它們自主性地發展出「創新兼創益」之就業機

會及培育就業能力。 

B、從事創新及建設性之就業 

輔助失業者參與臨時性之工作應屬階段性措施，長期而言，仍應以協助其參加訓

練，並從事兼具創新及持續性之工作。包括：文化與教育、觀光與休閒、社會福

利、衛生保健、環保與生態社區美化與綠化、社區設施建造與營造、產業轉型與

創新及其他有助地區發展之計畫。 

且應強調與生計活動相契合及地方參與，必須是一個既是社會的亦是經濟的方

案，在實務操作上必須要在「全面關懷、多數參與、生活支持」的引導原則下進

行。 

C、達成有效運用在地資源 

與地方政府會商轄區相關機關團體共同研提開拓就業機會之計畫，並與地方法人

及團體密切合作，促進地方建設，並恢復在地產業榮景，進而創造在地工作生機。 

D、有效整合部會資源 

結合經建、環保、農業、交通、內政、教育、文建、經濟、衛生等部會共同籌措

經費及開拓工作機會。 

 
參●結論 

 

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發現，其實台灣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是與每一個面臨全球化

的國家息息相關的。因為全球化，各國的貨物、人員、資金和資訊透著各種管道

跨國流通。台灣當局政府因為沒有積極地去發展台灣現有的優勢，吸引外資。 

 

我們認為台灣應鼓勵旅遊業的興起，因為它是創造就業最容易、最多的產業，例

如泰國的芭達雅島、韓國的濟州島等等。若大量的觀光客來台灣之後，會使交通

運輸熱絡起來。台灣的航空、鐵路、公路會因此而忙碌起來，不會因為旅客過少

而閒置，此情況下，旅遊業將對台灣社會創造許多就業機會。我們也覺得台灣在

地方特色產業上，還有許多值得發展的地方產業尚未被發掘。若政府當局願意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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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發掘這些值得發展的地方特色產業，相信對於創造就業機會應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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