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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已成為台灣政府和民間亟待解決與高度重視的課題。因失業率為一國重要之經濟指標，高失業率

會造成許多的個人、家庭及社會問題，因此如何降低失業率，不僅成為社會大眾關切的焦點，也是政府必須面對的嚴厲考

驗之一。 歷年來學者專家探討失業的文獻論述不少，但大多是整體性地對失業率之影響因素進行探究，但各年齡層失業率

可能受不同因素影響，因此本文以各年齡層失業率分類，採用行政院主計處1996至2011年「人力運用調查」原始資料為來

源，採用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法，針對各年齡層失業率之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期能藉此研究更準確地找出原因，研擬對策。 

經統計資料分析研究，本文結果可歸納如下: 亞洲金融風暴事件對各年齡層之失業率有負向顯著之影響；畢業潮對15~24歲

族群失業率有正向影響；20~49歲族群之失業率與引進外勞人數之多寡呈正相關，所有年齡層失業率與景氣同時指標綜合

指數呈負相關；中高年齡族群之失業率則受台灣核准對大陸投資總金額、台灣出口總值等因素影響。

關鍵詞 : 勞動市場、失業率、迴歸分析、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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