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機會？還是命運？

104集團行銷長 張寶玲

2023.2.6

年後搶才蜂擁!



兔年開春 史上最大缺工潮

2020年2⽉

64.6萬個

2021年2⽉

70.2萬個

2022年2⽉

87.2萬個

2022年9⽉

101.7萬個

2023年2⽉

98.8萬個
YOY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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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

104⼈⼒銀⾏全站每⽉⼯作機會數

歷年2⽉
同期最⾼歷年單⽉最⾼

5.2 萬家企業
同時搶才 史上單月最多

98.8 萬個工作機會
年後開工同期最高

2020 2021 2022 2023

【五⼤徵才產業】

1. 住宿餐飲 19.3萬個

2. 電⼦資訊/軟體/半導體 16.4萬個

3. 批發零售 14.9萬個

4. 製造業 12.1萬個

5. 建築不動產 7.8萬個



51萬人
有求職行為

29.8萬人
主動應徵

21.2萬人
其他求職行為
登入104、更新修改履歷等

兔年轉職潮 求職行為

46%
54%在職中

待業中

16.1萬人待業中
最近3年年後 最低占比

13.7萬人在職中
最近3年年後 最高占比

人才缺口98 .8萬人 > 求職人口51萬人

史上缺工潮持續中



我們看到這些Issue：

「大缺工」喊了3年！兔年，是機會？還是命運？

104提出solution
幫助企業在少子化的時代中，翻轉缺工宿命。

1

2

3

51萬人有求職行為，年減5.4%

29.8萬人主動應徵，年減7.9%

45歲以上中高齡主動應徵人數合占17.2%，

最近3年最高 (同期2月，2022占14.9%、2021占13.3%、2020占12.4%)



兔年大缺工

企業搶才全攻略
主動出擊，搶人大戰如何布局？

104集團策略長 吳麗雪



企業痛點

一.企業找人難

二.企業需求仍強勁

三.經濟撲朔迷離

企業搶才三⽀箭

主動邀約

儲備人才

擴大中高齡人才

邀

備

擴



猜一猜：台灣的工作年齡人口數？

2070年

1000 萬人以上

800~1000 萬人

800 萬人以上

2021年

1630萬人



工作年齡人口中，45歲以上逐年上升

• 工作年齡人口相對充沛的人口紅利期
間將於2028年結束

• 工作年齡人口不僅逐年減少，且漸呈
高齡化，依中推估結果，45~64歲佔
工作年齡人口比重預估由2021年之
43%，上升至2070年之49%

工 作 年 齡 人 口



逼近中高齡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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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歲 25~44歲 45~64歲

2030年整體人力需求勞動力推估(千人)

2020年 2030年

資料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30年整體人力需求勞動力推估資料源：人口推計圖表彙編-2022年版

主要國家人口年齡中位數

25~44歲勞動力推估 2030年減幅 14.1%
45~64歲勞動力推估 2030年增幅 19.2%

2022年，台灣人口年齡中位數已到44歲

https://theme.ndc.gov.tw/manpower/Content_List.aspx?n=B615E37678E4E021
https://theme.ndc.gov.tw/manpower/Content_List.aspx?n=85BEFE8D2EC9630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TI4LzBkOTZlZjBjLTkwMTUtNDc0ZS05MzBkLTY1MWVkZGFhZjQ0OS5wZGY%3d&n=5Lq65Y%2bj5o6o5Lyw57Wx6KiI5ZyW6KGo5b2Z57eoLnBkZg%3d%3d&icon=..pdf


企業需求增,求職者平,求才市場供需失衡

1 .企業找人難

企業求才「供需比」（人才供應/人才需求，平均每個工作機會分到的求職者人數）

從2020年的0.79人，降至2022年的0.48人

近三年，企業徵才漸趨困難！企業持續徵才，但少⼦化影響找⼯作⼈數無法同步增加

0.79 0.61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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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業需求仍強勁

求職者「求供比」（工作機會/求職者平均位求職者可分到的工作機會數）

1.29 1.66 2.10

企業需求增,求職者平,求職市場機會大增

從2020年的1.29個，增至2022年的2.1個工作

2020 2021 2022



企業觀望全球景氣,但國內徵才不保守

2022年12月景氣持續藍燈！全球科技業相繼裁員
Google、IBM、微軟、美光、SAP等裁員數千人
但國內徵才困難，好人才難尋，企業徵才並未轉趨保守

3.經濟撲朔迷離

資料源：國發會https://index.ndc.gov.tw/n/zh_tw



2023
搶才三⽀箭

主動邀約

儲備人才

擴大中高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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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2

第 1支箭 -主動邀約

邀 約 數

求職者數量持平,企業積極且主動邀約人才

2022年企業邀約人才的數量大幅成長，平均每月邀約數比2021年 成長147%



2023
搶才三⽀箭

1. 先離職後再慢慢找工作

2. 先潛水多方打探後，找到工作後再遞辭呈

主動邀約

儲備人才

擴大中高齡人才

邀

備

擴

猜一猜：高階主管換工作，

會是以下哪一種行為機率高？



104人力銀行2022年人資F.B.I調查發現:

企業招募人才所需時間越
來越長，特別是在主管職
與專業職

企 業 痛 點1

企業在高階與關鍵人才找人愈來愈困難，遇到人才斷點

solution

解決企業
人才斷點

資 料 來 源 : 2 0 2 1 年 人 資 F . B . I

企業未建立／運用「儲備人才庫」徵才主因

未建立 已建立未運用在徵才

人才庫裡的
履歷活躍度不足

現有的徵才管道
已能滿足招募需求

2020 ~ 2021 年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按一般職、主管職觀察

2020年

37天
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46天

2021年

41天
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61天
一般職

主管職

資 料 來 源 : 2 0 2 2 年 人 資 F . B . I

企業自建人才庫未運用，
除了活躍度不足外，調查
發現無系統化管理。

企 業 痛 點2

第 2支箭 -儲備人才



來自104調查發現：有用人才庫機制可以縮短12-17天招募天數，

但目前大多數的企業並沒有人才機制

一般職

主管職

n整體企業 n有使用儲備人才庫徵才的企業

29 天
41 天

44 天
61 天

2022 年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按一般職、主管職觀察

目的:協助企業更快找到對的關鍵人才

第 2支箭 -儲備人才



企業最大遠見 是為高階及關鍵職位儲備人選

魅力指數
智慧選才

104推薦
優質人才

儲備
人才庫

第 2支箭 -儲備人才

AI 數據協助分析人選

資訊，快速判斷合適性；

關注追蹤魅力人選，超

前部署關鍵人才庫。

可接洽公開求職人才外，

還有顧問推薦優質潛水

人選，讓選才範圍不受

限。

建立關鍵人才庫，準確

掌握人才職涯動態，維

持緊密互動，讓企業的

人才部署無斷點。



企業肯定

第 2支箭 -儲備人才

HR :

主管現在對於這個系統大大滿意，有非常多

的優質人選可以加入人才庫提早佈局。

對於主動關注我們的人才，104提供的服務

讓協助我們持續經營與潛力人才的關係，這

套系統能滿足一直在改變中的招募市場。

航空運輸業
企業規模：2000人 人才庫競爭力：PR 99 

人才庫數量：9 使用時間：6個月

HR :

功能很貼近使用，可以先預備公司營運上需

要的人才提早備位。

有這套系統和104的顧問協助，對於人才的

意願掌握度很清楚， 已經成為關鍵人才佈

局的重要平台。

汽車零件製造業
企業規模：500+人 人才庫競爭力：PR 99 

人才庫數量：23 使用時間：8個月



Ø APP透過AI大數據，每天推薦3筆值得關注的職涯機會給人才
Ø 為每個職務提供一份客製的魅力報告

精準大數據提前布局
針對高階及專業人才, 協助求職者關注心儀企業的職務, 或是接受顧問邀請成為企業的關鍵人才

Ø 經營人才和企業之間的關係
Ø 回答人才的職涯問題，協助人才進行職涯諮商

第 2支箭 -儲備人才

每 日 十 分 鐘 快 學
快速掌握職場新知

專 屬 魅 力 分 析
快速比較現職與更快的工作機會

專 業 真 人 服 務
一對一詢問職涯問題



人選肯定

第 2支箭 -儲備人才

我非常喜歡這樣的方式，市面上的獵頭公司太多，品質不一，

且資訊都會串流。

對於我來說，104職涯顧問平台非常具有隱私性，能與企業

直接交流很安心。

專業領域：法務主管
43歲（女性） 工作年資：12年

職涯顧問推薦
關注心儀職缺

與企業交流
職務發展機會

獲得
面試機會

OFFER
審核中

接洽時間

1.5M

謝謝104職涯顧問的推薦，面談過程很愉快，資訊也很清楚，

跟以往的面談經驗不太ㄧ樣。

直接能討論職涯發展，是很有品質的媒合面談過程，後續在

請你們多多協助。

專業領域：生產管理主管
48歲（男性） 工作年資：25年

職涯顧問推薦
關注心儀職缺

面談前與顧問
暸解職務發展機會

企業
邀約面試

面試
完成

接洽時間

2M



2023
搶才三⽀箭

主動邀約

儲備人才

擴大中高齡人才

邀

備

擴

企業不用中高齡的原因？

1. 體力與健康情況不佳

2. 記憶力學習力差

3. 3 C 數位能力差

4. 倚老賣老 不願意被年輕人管理



嚴選履歷表

第 3支箭 -擴大50+中高齡人才

去年齡、強優勢、可配合、要到談



(資料源：104高年級50+會員N=752人 2021/12/3-2023/1/31)

我要有社會參與

和交流
退休金不夠，我要繼續

賺錢

我要繼續貢獻，創造

有用感

工作可以強化我的健康

9%

14%

25%

52%
中高齡再就業
的4大理由？

第 3支箭 -擴大50+中高齡人才



嚴選

24歲店長大膽用58歲店員

一起青銀共創佳績

52歲店員

百變化身代言自家產品Model助攻網銷

幫助中高齡重返職場

63歲退休

先蹲後跳門市重返高階工作



降低企業對職涯中斷的疑慮
順利上工

中斷半年 以上

80%
被企業面談

70%
被企業錄取

幫助職涯中斷 且找門市職缺的中高齡透過



2023
企業搶才三⽀箭

主動邀約 企業主動邀約搶得先機

儲備人才 企業提前經營人才，未雨綢繆

擴大人才 讓中高齡成為企業的好幫手

邀

備

擴



兔年大缺工

轉職加薪
「大缺工時代」，
如何增能轉職身價順勢上漲？

104人力銀行 顧客價值經營處 資深協理 翁維薇



線上學習 轉職加分

職場&證照的學習管道來源排行榜

職場學習的學習管道中多屬「線上學習」為主，

如自己搜尋網路免費資源外，線上學習平台、網路社群、

線上講座等。

整體學習管道多以「線上學習」為主
職場學習與證照學習主要為【想增加自我價值】，在證照學習中有43%是因為【未來想轉職】而學習

執行期間 2022年10月7日~10月14日

受訪者條件 2021年1月~2022年8月期間有更新履歷者

樣本數說明 回收3,007份有效問卷，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2%



線上學習 轉職加分

整體學習管道多以「線上學習」為主
職場學習與證照學習主要為【想增加自我價值】，在證照學習中有43%是因為【未來想轉職】而學習

• 進行職場學習與證照學習共同主要原因 : 想增加自我，觀察 :

近一年(Y21疫情升三級) 面對社會與職場的動盪或轉變，晉而提

升自我價值的學習，可因應求職市場的變化。

• 在證照學習的NO 2原因為「未來想轉職，但領域不同

進而學習」，有別於職場學習較為突出，觀察 : 在轉職的職

涯發展，在跨領率證照會是重要的敲門磚。

為什麼想學習 排
序 占比

想增加自我價值 1 65.2%

想持續精進原領域專業 2 46.9%

對領域新知感興趣 3 41.1%

未來想轉職，領域不同
進而學習

4 26.3%

工作內容變動，有不熟
悉的項目

5 19.0%

職場學習的原因排行榜

為什麼想證照學習 排
序 占比

想增加自我價值 1 65.6%

未來想轉職，但領域不同 2 43%

想持續精進原領域專業 3 40.7%

對領域新知，感興趣 4 33%

想爭取升遷、加薪機會 5 26.6%

證照學習的原因排行榜

執行期間 2022年10月7日~10月14日

受訪者條件 2021年1月~2022年8月期間有更新履歷者

樣本數說明 回收3,007份有效問卷，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2%



取得證照者，面試邀約增加35%

越文、泰文是成長最大的外語學習領域

有證照邀約數增加 外語學習企業需求強

學習精靈關注證照排行

累計Y22/8月的關注數

TOP1 Google Analytics 

TOP2 TOEIC (多益測驗)

TOP3 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TOP4 總幹事證照

TOP5 照顧服務員單一(丙)級技術士

TOP6 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

TOP7 技術士技能檢定托育人員職類單一級

TOP8 堆高機操作技術士

TOP9 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

TOP10 After Effects

█ Y22截至8月有證照比無證照，面試邀

約數高出3成5 (34.6%)，證照對求職者

對於特定職務會是個敲門磚。

2022 年 Y22─Y21
單位：百分點

英文 1 90.9% Ç 8.2

日文 1 90.9% Ç 6.9

越文 3 87.3% Ç 9.1

韓文 4 78.2% Ç 4.3

泰文 5 72.7% Ç 21.2

█ Y22政府南向政策帶動企業徵才需求，

外語學習中，越文年成長109.1%，排序

NO.3，泰文年成長121.2%，排名NO.5。



累計會員數
超過200萬人

月回訪會員數
近40萬人

月瀏覽數
近160萬



如何增能轉職
⾝價順勢上漲？

線上學習是⾃我價值提升主流

104學習精靈證照外語隨時上⼯

解方1

解方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