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貳、勞工行政 

 
雖然社會形態的改變，勞動的參與對經濟發展仍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勞工行政工作的

旨意在了解勞工在勞動過程中發生哪些課題，如勞工團體動態，勞資關係制度，勞資爭議情

況，辦理勞工教育、勞工福利及就業服務等，目的在積極地強化勞工生活福祉，使物質生活

不虞匱乏，精神生活充實滿足及生活品質不斷提昇。 

 

一、勞工團體 

分為工會聯合組織、企業工會、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民國 108 年底，本市工會數 415

家，團體會員數 368 家，會員人數 229,508 人。 

(一) 工會聯合組織：工會數 5 家，團體會員數 368 家。  

(二) 企業工會：工會數 53 家，會員人數 23,482 人。 

(三) 產業工會：工會數 15 家，會員人數 11,310 人。 

(四) 職業工會：工會數 342 家，會員人數 194,716 人。 

 

二、勞資關係   

本市民國 108 年底，勞資爭議件數計 1,582 件，爭議人數計 2,027 人，其中男性 1,075 人

占 53.03%，女性 952 人占 46.97%；已處理解決計 1,581 件，截至當年底未解決計 56 件；爭議

原因分契約爭議 65 件，工資爭議 552 件，給付資遣費爭議 532 件，給付退休金爭議 100 件，

勞工保險給付爭議 17 件，職業災害補償爭議 158 件，休假爭議 1 件，其他權利事項爭議 151

件。 

 

三、人力資源 

(一) 勞動人口： 

本市 108 年底勞動力人口為 1,030 千人，較上年底 1,018 千人增加 12 千人，其中就業

人口計有 991 千人。 

(二) 勞動人口年齡分布： 

本市勞動力人口年齡層分配以 35~39 歲 145 千人，占勞動力人口 14.08%最高；40~44

歲 132 千人，占勞動力人口 12.82%次高；30~34 歲 121 千人，占勞動力人口 11.75%再次之。 

(三) 就業者行業分布： 

本市就業人口行業以從事「服務業」510 千人，占就業人口 51.46﹪最高；「工業」412

千人占就業人口 41.57%次之；「農、林、漁、牧業」69 千人占就業人口 6.96%再次之。 

(四) 就業者職業分布： 

本市就業人口職業分配以從事「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377 千

人，占就業人口 38.04%最高；「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02 千人，占就業人口 20.38%次之；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30 千人，占就業人口 13.12%再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