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世
界主要國家多依國際勞動組織（ILO）建

議，蒐集各項勞動市場供需統計資料，供

為政府施政之依據。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

新興科技浪潮的興起，勞動市場亦正快速改變，

如何有效掌握勞動市場之變動情勢，已成各國統

計單位努力之目標。本期特別邀請行政院主計總

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以「當前勞

動市場變動情勢」為專題，分享編製勞動供需統

計指標之精進作為。

專題三篇，第一篇由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徐

科長玄、錢專員奕升合撰「運用大數據之就業失

業統計」，介紹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之編製

情形，再進一步說明「臺灣地區常住人口就業失

業統計」之編製規劃，期能同時掌握「國人」及

「國內」2 個面向，完整呈現我國勞動市場實況；

第二篇由黃研究員彥豪撰「闡析我國經常性薪資

分布統計之特徵」，運用近年我國受僱員工經常

性薪資中位數及分布的統計數據，描繪經常性薪

資分布具體樣貌，並應用時間數列分析方法，探

究經常性薪資中位數與最低工資間的長期關係；

第三篇由勞動部統計處陳科員孟廷撰「近 5 年大

專畢業生就業狀況及薪資行情」，應用 108 年至

112 年大專以上畢業生資料，分析其畢業後之就

業及薪資行情。

專論評述由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及勞工

研究所成兼任教授之約撰「自營作業者就業概況

與權益的探討」，闡述在我國就業者中，自營作

業者所占比率一直是位居第 2。與一般想像者不

同之處，自營作業者也會面臨失業的風險。考量

到國際社會對於自營作業者勞動與社會保障的重

視，以及自營作業者比率會隨著平臺經濟與數位

科技發展增長，自營作業者於失業甚至退休期間

的所得安全的保障，必須予以重視。

其餘論述有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吳專門委員

銘修撰「115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改進情形」，

說明為利 115 年度中央政府與直轄市及縣（市）

總預算案之籌編作業需要，就預算結構、科目分

類、預算內容、編製程序、各項書表等加以檢討，

期使政府整體資源獲得妥適之配置，預算之表達

更為合理；公務預算處黃專門委員子菡、李視察

瑞瑜合撰「出席第 18 屆 OECD 亞洲資深預算官

員會議報告」，說明與會國家針對我國與新加坡

預算制度、綠色預算的創新融資機制、人工智慧

在預算和公共支出之應用、績效預算等議題進行

討論並交換意見；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王專員正

懿撰「強化觀光基金財務韌性　促進我國觀光永

續發展」，探討該基金近年業務執行情形及財務

概況等，並提供改進建議；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呂

專員學仁撰「公務機關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

表之探討－以桃園市為例」，介紹對照表內容及

系統勾稽檢核原則，再就實務常見差異態樣加以

探討，提出因應和精進建議。

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游專門委員敏君撰「社

會保障面對超高齡社會來臨之挑戰」，借鏡日本、

南韓面臨人口老化所衍生的經濟、社會等問題，並

由國際勞工組織世界社會保障報告觀察主要國家高

齡者的基本收入保障狀況，藉以檢視我國高齡族群

社會保障情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謝專員博行撰

「美國人口普查之差分隱私技術」，介紹 2020 年

美國人口普查首次應用差分隱私技術，在統計資料

中添加雜訊，藉此平衡數據的準確性與隱私性，並

確保公開統計數據兼顧安全與實用性；經濟部水利

署主計室張科員佩宜撰「永續發展下之水資源管理

與統計」，概述水資源運用及供需情形，再依農

業用水、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詳以探討；審計部

第六廳廖稽察俊宇撰「從政府防詐資訊看電子商

務業者個人資料管理情形」，係就審計機關運用

政府防詐資訊，查核政府監管電商業者個資管理

情形，闡述查核發現與審核意見，及機關具體回

應與改善情形。以上篇篇精彩可期，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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