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員工C.E.O.
2023年員工工作價值認知調查研究發現

Comprehensive Employee Obser v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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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為瞭解員工對於工作職務在意的因素，提供雇主作為員工職涯發展規劃的參考，建立多元共融的友善職場，

以促進勞資雙方關係的穩定與和諧，針對在職者與求職者進行量化研究。

資料蒐集方式：

透過EDM發送問卷給 104 人力銀行會員中有訂閱會員特刊者。

執行期間：2023 年 2 月 13 日~3 月 31 日

受訪者條件：2022 年 11 月~2023 年 3 月期間有更新履歷者。

成功樣本數：

• 在職者共回收 916 份有效問卷，在 95%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 3.30 %

• 求職者共回收 1,611 份有效問卷，在 95%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 2.49 %

研究目的及方法

※ 在職者為調查期間有全職或兼職工作者；求職者為最近一年內有轉換(找)工作或調查期間打算找工作者。

加權處理：在職者以勞動部就業者(112年3月)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結構進行加權；求職者以104會員有求職行為者(112年3月)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結構進行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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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技能是自己具備的
(發揮所長) 

• 工作內容可以跟興趣結合

• 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 可提升社會地位

• 工作回饋性高 (在工作時
便能知道自己工作表現的
好壞)

•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 福利制度佳(如：婚喪喜慶
補助、勞健團保、退休金、
各項旅遊或進修補助等)

•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如：業績獎金、績效獎金、
紅利、三節獎金等)

•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如：假勤管理、績效考核、
晉升調薪、教育訓練等)

• 較有機會認識他人

• 同事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協調
與互動

• 工作的合作性高 
(工作上須與人密切合作)

•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 可獲得親友的認同

• 能夠認同直屬主管的管理方
式

• 工作環境好

•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 公司規模大

• 公司有良好的企業形象/商譽

• 公司與其他的同業相比，具有競爭力

• 產業前景佳

• 工作有保障，不會輕易裁員或解僱

• 工作可遠距上班 (WFH)

• 有彈性工時

• 公司會與同仁分享營運的成果與面臨
的挑戰

• 公司有揭露經營理念及中長期目標

• 工作的變化性高 (工作內
容需要結合多種技能)

• 可時常輪調

• 可時常外派

經濟報酬成長價值 人際價值 變化性

從5個層面的工作價值  瞭解員工對工作的期待
請在職者對以下各項在工作上的重要度與目前的工作符合情形給予評分。

組織安全與
安定

※ 以 1-6 分進行評分，1 分=非常不重要 / 完全不符合，6 分非常重要 / 完全符合，共 29 項 4



產業 / 職類類目表
一般服務業(含批發/零售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一般製造業 電子資訊業

批發業 軟體及網路相關業 民生消費製造業 電信及通訊相關業
零售業 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業 金屬機電製造業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業
運輸或倉儲輔助業/物流快遞業 電信服務業 營建業 光電及光學相關業
住宿業 法律/會計/顧問/研發業 農產畜牧相關業 電子零組件相關業
餐飲業 醫療服務業 筏木／水產養殖／水電資源業／礦業及土石採取 半導體製造業
傳直銷相關業 投資理財及保險相關業 其他製造業
運動及旅遊休閒業 教育服務業
婚紗攝影及美髮美容業 出版及藝文相關業
不動產仲介業 大眾傳播相關業
政治機構／宗教／職業團體組織／社會福利業 建築規劃及設計業
汽機車維修或服務相關業
徵信及保全樓管相關業
環境衛生相關業
其他服務業

製造工程類 白領及其他專業類 管理與財經 藍灰領其他專業類 行銷業務類 生活服務類 客服支援類

軟體∕工程類人員 設計類人員 經營管理主管 操作∕技術類人員 行銷類人員 餐飲類人員 客服服務類人員
MIS∕網管類人員 傳播藝術類人員 儲備幹部 採購人員 產品企劃類人員 旅遊休閒類人員 維修∕技術服務類人員
工程研發類人員 文字編譯類人員 幕僚類人員 資材∕倉管類人員 專案∕產品管理類人員 美容∕美髮類人員
化工材料研發類人員 記者及採訪類人員 人力資源類人員 運輸物流類人員 門市營業類人員
生技∕醫療研發類人員 醫師 行政∕總務類人員 軍警消防類人員 業務銷售類人員
生產管理類人員 護理師 法務∕智財類人員 保全類人員 貿易類人員
製程規劃類人員 醫療∕保健服務人員 財務∕會計∕稅務類
品保∕品管類人員 學術研究類人員 金融專業相關類人員
環境安全衛生類人員 教育輔導類人員
營建規劃類人員
營建施作類人員
製圖∕測量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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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價值重要度認知情形

主要發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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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安全與安定

工作有保障

工作環境好

產業前景佳

經濟報酬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福利制度佳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員工對於工作價值認知的重要度排序：

近兩年可能由於景氣遲緩，求職者認為工作有保障最為

重要。因疫情影響，人們越加重視生活層面的平衡發展。

連續兩年Top1
人際價值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首先重視的是經濟報酬，其次為組織安全與安定、人際價值、成長價值而不喜歡變動。  

工作價值重要度認知情形主要發現 1

成長價值

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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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福利制度佳

工作有保障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工作環境好

產業前景佳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2021 工作價值重要度 Top 10

工作有保障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產業前景佳

工作環境好

能夠認同直屬主管的管理方式

福利制度佳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受到疫情的影響，在職者心境轉保守，對組織的安全與安定更為重視，工作有保障連續兩年第一名，凌駕經濟報酬層面的4個

項目。有機會學習新技能的成長價值首次提升進前 10 名。

與人際價值相關的變化則是發生在工作與個人生活的平衡及同事間的互動，分別提升到第 4 與第 6 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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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工作價值重要度 Top 10

在職者心境轉變  更加重視組織的安定與人際價值主要發現 1.1

1

10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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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保障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工作環境好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福利制度佳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產業前景佳

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2023 工作價值重要度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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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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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級的年輕世代，較去年更重視工作與個人生活是否有好的平衡。

7年級今年較重視獎金制度的公平合理，且經濟價值項目也較別的世代來得更為在乎。

今年比較值得注意的是，4、5年級較為重視自己是否具備工作所需技能。

主要發現 1.2

8、9年級

工作有保障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同事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與互動

工作環境好

7年級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工作有保障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福利制度佳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6年級

工作有保障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工作環境好

同事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與互動

4、5年級

工作環境好

工作有保障

所需技能是自己具備的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1

2

3

4

5

6

中高齡族群在乎自己是否具備工作所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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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62.7%
66.7%

58.6%

44.3%

63.6%

50.8%

41.5%

57.4% 57.3%

33.9%
29.2%

61.6%

35.0%

總計 電子資訊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內勤職務 需外出職務

在職者工作可遠距上班(WFH)重要度認知

2023 2022

疫情衝擊催生出新的工作型態---遠距上班，連續兩年的觀察，發現受訪者對於WFH的重要度認知更甚於去年，即使是需外出

職務，也有將近一半的人認為可遠距上班是重要的。此現象可能是職場越來越熟悉遠距上班的模式，無論是相關設備的提升，

或是生產服務自動化比重的提高，皆有助於遠距辦公的模式。

進一步了解曾實施遠距辦公的比率，只有將近25%的在職者在去年曾實施遠距辦公，其中大部分受訪者都比較希望一半的日子

WFH的混合辦公模式，此現象可能是由於人際的互動與實體的溝通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主要發現 1.3

※ 內勤職務定義 
經營/人資類、行政/總務/法務類、財會/金融專業類、行銷/企劃/專案管理類、資訊軟體系統類、研發相關類、
傳播藝術/設計類、文字編譯類、學術/教育/輔導類

需外出職務定義 
客服/門市/業務/貿易類、餐飲/旅遊/美容美髮類、生產製造/品管/環衛類、操作/技術/維修類、資材/物流/運
輸類、營建/製圖類、記者及採訪類、醫療/保健服務類、軍警消、保全類                    

疫情下 遠距辦公重要度提升

2023在職者遠距辦公調查(可複選)

實施狀況 比例

曾實施完全遠距辦公 9.4%

曾實施混合遠距辦公 17.8%

未實施 74.6%

若以一個月有22個工作天計算，
比較合宜的WFH的工作天數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10.5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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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作符合的工作價值

主要發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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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工作的合作性高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具備相關技能

工作有保障

公司有良好的企業形象

可獲得親友的認同

公司具有競爭力

工作的變化性高

較有機會認識他人

工作的合作性高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具備相關技能

工作的變化性高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較有機會認識他人

工作回饋性高

公司規模大

工作有保障

公司有良好的企業形象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工作的合作性高

公司有良好的企業形象

具備相關技能

可獲得親友的認同

工作有保障

工作環境好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工作回饋性高

工作的變化性高

2021 工作價值符合度 Top 10

從近三年的觀察，可以發現組織安全與安定、人際價值符合度較高，其中公司有良好的企業形象今年符合度提高，工作環境

也是首度進入前10名，可能是因為近年來政府與企業對ESG (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公司治理

（Governance）)的推動與落實，員工對於公司的形象及工作環境都較為肯定。

與員工認知中的重要度相較之下，經濟報酬的符合情況排序較後，4個項目皆沒有排進前10名。

1

10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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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 工作價值符合度 Top 10

工作符合的工作價值年對年比較主要發現 2

1

10

2

3

4

5

6

7

8

9

2023 工作符合度Top 10

1

10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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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作價值層面以組織安全與安定、人際價值、成長價值的符

合度排序較高。

與員工認知中的重要度相較之下，經濟報酬的符合情況排序較後，

4個項目皆沒有排進前10名，上班族雖然把薪資條件列為前幾項

重要因素，但調查結果顯示實際上工作符合程度都沒有達到他們

的期望。

工作有保障、工作環境好、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三個項目在重要

程度及符合度的排序皆列入前10名。

透過員工對現在所任職的工作，在各項工作價值的符合程度進行評價，以了解其工作現況。

目前工作符合的工作價值主要發現 2.1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工作的合作性高

公司有良好的企業形象

具備相關技能

可獲得親友的認同

工作有保障

工作環境好

同事間溝通互動良好

工作回饋性高

工作的變化性高

1

10

2

3

4

5

6

7

8

9

目前工作符合度Top 10

1

6

5

重要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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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重點 持續保持

次要改善 不刻意追求

持續保持改善重點

次要改善 不刻意追求

工作符合度改善重點，學習新技能相對重要主要發現 2.2

經濟層面的重要度考量仍是相對重要，但符合度仍偏低，整體位在改善重點區域中。

工作環境好的重要度、符合度皆提升，從改善重點移動到持續保持。

學習新技能重要度今年首度列入前10大重要項目，但在符合度的表現相對較差，顯示在職者希望能夠在專業技能上有所提升，

以增加職場的競爭力。

2023年

低                                               符合度                                              高

高             

重
要
度

※ 僅列出重要度與符合度 Top 10 聯集項目

2022年

低                                               符合度                                              高

高             

重
要
度

工作合作性高

上班交通方便

具備相關技能

工作變化性高

同事溝通良好

有機會認識他人

工作回饋性高

工作有保障

公司規模大

公司形象好

工作環境好
福利制度佳

產業前景佳

工作生活平衡

薪資符合期待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管理制度清楚

認同直屬主管的管理上班交通方便

工作合作性高

公司形象好

具備相關技能

親友認同

工作有保障

工作環境好

同事溝通良好

工作回饋性高

工作變化性高

薪資符合期待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工作生活平衡

福利制度佳

管理制度清楚 產業前景佳

學習新技能

14
※ 2022年因學習新技能重要度、符合度都較低，落在區域圖外



工作符合度-有機會學習新技能輪廓主要發現 2.3

從產業來看，一般服務業、知識密集服務業的在職者和去年同期相比，認為自己較有機會學習新技能，而電子資訊業、一般製

造業符合度仍較低；從職類來看，客服支援類的在職者和去年同期相比認為自己較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去年因疫情嚴峻，許多服務業員工離職；解封後，由於服務業蓬勃發展，所僱用員工大多為新進人員，需要職場的訓練才能勝

任工作。

改善重點 持續保持

次要改善 不刻意追求

持續保持改善重點

次要改善 不刻意追求

2023年學習新技能x產業

低                                               符合度                                              高

高             

重
要
度

2023年學習新技能x職類

低                                               符合度                                              高

高             

重
要
度

電子資訊業
一般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15

生活服務類

管理與財經 行銷業務類
客服支援類

製造工程類

白領其他專業類

藍灰領其他專業類



沒有意願參加人才培訓的主因-課程與工作內容連接不上主要發現 2.4

37%

7%

56%

在職者是否有員工培育與訓練的資源

有提供人才培訓資源我會想參加

有提供人才培訓資源但我沒有意願參加

沒有提供

仍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企業未能提供員工培育與訓練資源，其中沒有意願參加的主要原因和課程內容有關，認為工作內容連

接不上、教材難引起興趣；另一方面若課程時間為非上班時間，公司也沒提供補休或加班費機制。

5.3%

7.8%

10.2%

17.3%

20.6%

24.7%

32.7%

33.2%

42.9%

授課人員非外部邀請來的專業講師

課程費用非全額補助

授課地點較遠，交通不方便

課程時間長∕固定，較無法配合

課程教材內容偏重在理論，實用性低

無法自行選擇想參加的課程類型

課程教材大同小異，較難引起興趣

課程時間為非上班時間，但公司無提供補休或加班費機制

課程內容與現有的工作內容連接不上

不願意參加員工培育與訓練的原因

16



未來職涯會考慮到的挑戰主要發現 2.5

工作無法遠距上班

工作職務調轉、外派

沒有彈性工時制度

無法提升社會地位

無法認識他人

無法得到親友的認可

工作變化性低

同事之間溝通協調不良、互動差

工作回饋性低

無法升遷

與主管理念不合

無法提升工作技能

失去對工作的熱情

被公司裁員資遣

公司福利縮減

工作與個人生活無法平衡

公司營運狀況

無法調薪

失去競爭力

工作環境惡化

擔心程度

訪問在職者未來所擔心的挑戰，前三項是：1.工作環境惡化；2.失去競爭力；3.無法調薪。

根據前面的調查發現，雖然在職者目前的工作環境符合期待，但仍會擔心未來環境的惡化；

而且在職者普遍認為自己已具備工作相關技能，但學習新技能的機會較少，擔心未來失去競爭力。

高低
17



未來職涯會擔心的點 - 不同年齡煩惱大不同主要發現 2.5.1

不分年齡層，整體在職者皆擔心自己未來的工作環境惡化及失去競爭力。

越年輕的在職者對工作前景較為不安；其中15~24歲年齡層較擔心和主管理念不合、和同事之間的溝通協調等人際價值因素；

隨著年齡增長，對於經濟報酬相關的項目較不擔心。

擔心項目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歲以上

工作環境惡化 ● ● ● ● ●

失去競爭力 ● ● ● ● ●

無法調薪 ● ● ● ● ●

公司營運狀況 ● ● ● ● ●

工作與個人生活無法平衡 ● ● ● ● ●

公司福利縮減 ● ● ● ● ●

被公司裁員資遣 ● ● ● ● ●

失去對工作的熱情 ● ● ● ● ●

無法提升工作技能 ● ● ● ● ●

與主管理念不合 ● ● ● ● ●

無法升遷 ● ● ● ● ●

工作回饋性低 ● ● ● ● ●

同事之間溝通協調不良、互動差 ● ● ● ● ●

工作變化性低 ● ● ● ● ●

無法得到親友的認可 ● ● ● ● ●

無法認識他人 ● ● ● ● ●

無法提升社會地位 ● ● ● ● ●

沒有彈性工時制度 ● ● ● ● ●

工作職務調轉、外派 ● ● ● ● ●

工作無法遠距上班 ● ● ● ● ●

※ 燈號定義：依照所有擔心項目劃分三種擔心程度。 ● 低 ● 中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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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職涯會擔心的點 - 產業大不同主要發現 2.5.2

從產業來看，電子資訊業和一般製造業所擔心的項目一致，具疑慮的項目較別的產業多，其中更加憂心自己被公司裁員資遣，

也擔心自己與主管理念不合；一般服務業對自己的未來職涯較不擔心，只有對工作環境和與個人生活的平衡感到不安。

擔心項目 電子資訊業 一般製造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一般服務業

工作環境惡化 ● ● ● ●

失去競爭力 ● ● ● ●

無法調薪 ● ● ● ●

公司營運狀況 ● ● ● ●

工作與個人生活無法平衡 ● ● ● ●

公司福利縮減 ● ● ● ●

被公司裁員資遣 ● ● ● ●

失去對工作的熱情 ● ● ● ●

無法提升工作技能 ● ● ● ●

與主管理念不合 ● ● ● ●

無法升遷 ● ● ● ●

工作回饋性低 ● ● ● ●

同事之間溝通協調不良、互動差 ● ● ● ●

工作變化性低 ● ● ● ●

無法得到親友的認可 ● ● ● ●

無法認識他人 ● ● ● ●

無法提升社會地位 ● ● ● ●

沒有彈性工時制度 ● ● ● ●

工作職務調轉、外派 ● ● ● ●

工作無法遠距上班 ● ● ● ●

※ 燈號定義：依照所有擔心項目劃分三種擔心程度。 ● 低 ● 中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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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職涯會擔心的點 - 職類大不同主要發現 2.5.3

整體來看偏白領的職務對自己的未來較憂心，藍灰領的職務較沒有那麼憂心。

白領其他專業類尤其擔心自己無法提升工作技能、無法升遷及工作回饋性低。

客服支援類擔心與同事之間溝通協調不良。

擔心項目 白領其他專業類 管理與財經 製造工程類 藍灰領其他專業類 行銷業務類 客服支援類 生活服務類

工作環境惡化 ● ● ● ● ● ● ●

失去競爭力 ● ● ● ● ● ● ●

無法調薪 ● ● ● ● ● ● ●

公司營運狀況 ● ● ● ● ● ● ●

工作與個人生活無法平衡 ● ● ● ● ● ● ●

公司福利縮減 ● ● ● ● ● ● ●

被公司裁員資遣 ● ● ● ● ● ● ●

失去對工作的熱情 ● ● ● ● ● ● ●

無法提升工作技能 ● ● ● ● ● ● ●

與主管理念不合 ● ● ● ● ● ● ●

無法升遷 ● ● ● ● ● ● ●

工作回饋性低 ● ● ● ● ● ● ●

同事之間溝通協調不良、互動差 ● ● ● ● ● ● ●

工作變化性低 ● ● ● ● ● ● ●

無法得到親友的認可 ● ● ● ● ● ● ●

無法認識他人 ● ● ● ● ● ● ●

無法提升社會地位 ● ● ● ● ● ● ●

沒有彈性工時制度 ● ● ● ● ● ● ●

工作職務調轉、外派 ● ● ● ● ● ● ●

工作無法遠距上班 ● ● ● ● ● ● ●

※ 燈號定義：依照所有擔心項目劃分三種擔心程度。 ● 低 ● 中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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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工作的原因

主要發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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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25.0 

16.8 

16.2 

26.9 

18.1 

14.3 

12.5 

11.8 

13.9 

38.0 

13.5 

21.0 

16.2 

22.2 

26.6 

16.4 

12.9 

17.0 

9.4 

薪水太低

公司制度不佳

公司福利不好

無晉升的機會

不喜歡主管的領導風格

同事間人際問題

工作與家庭生活間無法取得平衡

公司營運出問題

公司的組織文化、理念、價值觀與自己不合

想尋求新的挑戰

2023 2022

2023年轉換工作原因

價值層面 比率
2023年 - 2022年 

(單位 : 百分點)

經濟報酬 80.0% 15.2

人際價值 57.2% 5.4

組織安全與安定 41.0% -11.9

變異性 22.0% 3.3

成長價值 8.4% 2.1

轉換工作的原因主要為經濟報酬  其次人際價值

轉換工作前三大原因：薪水太低、不喜歡主管的領導風格、公司制度不佳；今年轉職者因為組織安全與安定因素轉換工作的

比例降低，挪移到了經濟報酬。

主要發現 3.1

※ 可複選，僅列出佔比大於10%的項目 ( 單位：% )

當服務業較蓬勃發展時，職場從業人員更加重視

公司制度的健全。

1.

2.

3.服務業
顯著較多

22

服務業
顯著較多



2022

2023

現
職

現職 \ 希望職類
希望職類

生活服務類 管理與財經 行銷業務類 客服支援類 製造工程類 白領其他專業類 藍灰領其他專業類

生活服務類 81.7% 4.2% 27.6% 14.5% 8.7% 3.4% 17.2%

管理與財經 4.9% 85.1% 28.9% 10.1% 6.1% 9.8% 13.8%

行銷業務類 13.8% 26.4% 87.6% 15.7% 8.0% 10.3% 7.6%

客服支援類 10.3% 23.9% 49.7% 71.4% 53.7% 6.4% 32.2%

製造工程類 1.6% 12.6% 10.1% 5.7% 91.9% 4.3% 16.1%

白領其他專業類 28.2% 8.9% 15.1% 7.1% 8.8% 92.9% 2.0%

藍灰領其他專業類 7.7% 10.4% 8.5% 9.4% 41.2% 7.1% 82.3%

現
職

現職 \ 希望職類
希望職類

生活服務類 管理與財經 行銷業務類 客服支援類 製造工程類 白領其他專業類 藍灰領其他專業類

生活服務類 91.2% 10.3% 16.6% 5.9% 15.3% 9.7% 3.2%

管理與財經 3.3% 89.9% 12.8% 3.2% 13.5% 5.8% 11.7%

行銷業務類 12.2% 32.0% 84.1% 25.4% 13.5% 15.0% 6.7%

客服支援類 9.6% 18.0% 48.8% 72.9% 20.2% 3.3% 16.8%

製造工程類 4.9% 8.1% 11.9% 11.4% 84.0% 3.3% 21.8%

白領其他專業類 0.0% 30.2% 21.1% 3.2% 13.6% 76.6% 7.3%

藍灰領其他專業類 19.9% 7.4% 13.4% 8.6% 22.7% 5.0% 79.0%

主要發現 3.2

今年現職生活服務類的轉職者，和去年相比較想往別的跑道發展，其中第二選擇為行銷業務類，想轉換到藍灰領其他專業類的

比例也顯著提升；白領及其他專業類的求職者比起去年想轉換跑道的比例減少，其中去年原本有3成的人第二考量會選擇管理

與財經職類，今年轉而向生活服務類發展。

轉職者轉換跑道的職類選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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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職類/同職類轉職者轉換工作的原因主要發現 3.3

轉職者會想要轉職的主要因素為薪水太低和公司制度不佳，

其中換職類轉職者會因為工作環境、個人生活型態的改變而轉職；

30.1%

19.2%

17.8%

12.3%

14.2%

10.4%

10.8%

13.8%

11.5%

8.2%

9.4%

25.3%

45.9%

10.0%

12.3%

11.6%

8.9%

12.5%

11.9%

12.4%

17.3%

18.0%

15.0%

19.3%

23.7%

49.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不喜歡主管的領導風格

同事間人際問題

公司福利不好

公司的組織文化、理念、價值觀與自己不合

想尋求新的挑戰

加班沒有提供相對應的薪資或補休

工時過長

工作與家庭生活間無法取得平衡

公司營運出問題

自己的生活型態改變

工作環境不佳

公司制度不佳

薪水太低

換職類轉職者 同職類轉職者

24

相較於換職類轉職者，選擇同職類的轉職者則會因為主管的領導風格及同事間的人際關係等因素而轉職。

換職類較高

同職類較高



求職時在意的重點

主要發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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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38.8%

36.5%

35.3%

27.3%

27.1%

25.9%

25.7%

24.7%

22.4%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福利制度佳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同事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與互動

工作有保障

工作環境好

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33.6%

8.0%

7.9%

5.9%

5.3%

4.8%

4.8%

4.2%

4.1%

3.7%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

工作有保障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同事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與互動

福利制度佳

所需技能是自己具備的

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最重要的因素

※ 單選，僅列出前十名項目 (單位：% )

近兩年通膨問題惡化，求職者對於薪資條件能否符合期待更加重視。

求職時在意的因素  以經濟報酬為首要考量

今年調查結果顯示，求職者找工作時初步關心的重點，和傳統思維「錢多、事少、離家近」十分貼近，除此之外

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也是考量的重點之一。

主要發現 4.1

※ 可複選，僅列出前十名的項目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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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層面因素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有彈性工時制度 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工作內容可以跟興趣結合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獎金制度公平合理 福利制度佳

學生 整體

主要發現 4.2

學生求職在意的重點有著不同的面貌，相對較不在意經濟層面因素，較希望有彈性工時的工作、學習新技能的機會，並能與興

趣契合。

※ 學生定義 : 包括在學、應屆畢業生，並以複選結果做比較

學生求職時較在意彈性工時制度及成長價值

27

學習成長



主要發現 4.3

已經出社會的24歲以下年輕人和還在校園裡的同齡學生有著不同的求職面貌，對於薪資條件符合期待的重要度較同齡學生顯著

來得高，且較在意產業是否有前景；同齡學生找工作時，則是會比較在意工作是否有機會學習新技能、有無清楚的管理制度及

是否有彈性工時制度。

※非學生年輕人定義 : 24歲以下(包含)，且身分非學生、應屆畢業生者

已經出社會的年輕人更在意薪資條件、產業前景

28

求職最重要的因素

■薪資條件符合期待 ■ 產業前景佳 ■ 上班地點交通位置方便 ■ 有機會學習新技能 ■ 有清楚的管理制度 ■ 其他■ 有彈性工時制度



總結

員工對於今年工作價值認知的重要度排序和去年雷同，仍認為工作有保障最重要，但較去年更加重視生

活層面的平衡發展及學習新技能的機會。

目前工作符合度的調查，整體來說需要改善的重點仍是以經濟層面為主。此外在職者較擔心自己未來會

失去競爭力且無法調薪，並希望能夠在專業技能上有所提升，以增加職場的競爭力。

今年因經濟報酬因素轉換工作的比率增加，更加重視公司制度的健全；現職生活服務類的轉職者和去年

相比，較希望往別的職類發展。

與去年的發現相同，找工作時在意的重點，除了薪資待遇以外，工作與個人生活有好的平衡也是求職者

在意的重點；學生求職時較希望有彈性工時的工作、學習新技能的機會，並能與興趣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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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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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此份研究報告有任何指教或詢問需求，歡迎洽詢

104 資訊科技 資料分析師 吳冠儒
Email：george.wu@104.com.tw
電  話：02-2912-6104 分機 8769

mailto:yvonne.tai@10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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