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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延攬管道、社群招募方式等作業趨勢

招募任用、員工培育、人資系統 E 化等預算規劃

同業招募成效、員工離職率等關鍵指標

視訊面談、WFH、HR數據管理效益、中高齡僱用、青銀共事



人資 F.B.I. 簡述

以人力銀行普及於企業市場，服務超過 43 萬家企業會員的 104，期望

透過人資調查研究，持續提供人資從業朋友有關台灣人力資源管理的

趨勢資訊。

承蒙人資好朋友們的參與調查及經驗回饋，此調查活動在 2023 年已邁

入第 12 年，研究架構亦更趨完整，其中包含人資關鍵作業

（Function）、預算（Budget）、與關鍵指標（Indicator） 等三大

主題，故以三大主題的英文字母開頭為其命名為簡單易記的「人資

F.B.I. 報告」。

自 2018 年起，除原有的 F.B.I . 架構外，也將人資好友們關心的「HR

作業困境」與話題討論度高的「HR 時事議題」也納入分析範疇，讓人

資朋友們更能掌握時勢脈絡。

這份「人資 F.B.I. 報告」不僅是一份趨勢研究報告，也是人資從業人

員很好用的工具資訊，建議您保存這份報告，隨時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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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 F.B.I. 使用時機

使用趨勢 
Function

F

想瞭解人資作業趨勢時

這份報告提供您近二~四年的人資解決

方案的需求變化，當年度需求差異越大

時，即代表是正處興衰的解決方案。

預算規劃
Budget

B

進行人力資源管理預算規劃
不知市場水準，無從下筆時

此研究提供您各項人資作業，2021 ~ 2022 

年實際花費及 2023 年預算編製資訊。

關鍵指標 
Indicator

I

設定人力資源作業的 KPI
需要標竿資訊參考時

此研究提供您不同產業的招募成效、

新人留任率、離職率等關鍵指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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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觀點發現

企業招募仍以「線上徵才」為主，2023 年企業想透過校園經營延攬人才的意願增加

前兩年受疫情影響，採用「線上徵才」的企業明顯增加，展望 2023 年，「線上

徵才」依舊是企業人才招募的 TOP1 管道。此外，隨著疫情的解封，企業招募除

走線上模式外，想透過企業實習、校園徵才、建教合作這類「校園經營」模式來

招攬人才的，亦明顯增加，為今年企業在延攬人才時，另一招募的主要管道。

校園經營相對於線上徵才來說，會需要投入更多的 HR 人力。像是校園活動前置

作業的溝通、活動當天的人力投入、後續的招募效益統計等，都需要人員協助處

理。在此建議若資源可行，可運用「104 整合招募」的活動策劃經驗，縮短企業

在校園經營的摸索期與人力耗費，簡化 HR 朋友們的人力作業時程

線上徵才（刊登網路徵廣告 + 社群網站）

78.3%

85.7%
88.8%

85.5%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年
想用

p.6

校園經營（學生企業實習 + 校園徵才 + 建教合作）

17.7%
14.1% 16.1%

21.8%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年
想用

104 網路整合招募服務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https://recruit.104.com.tw/


2022 年企業招募困境加劇的項目

2023 觀點發現

2022 年企業徵才難、留才亦難，HR兩頭燒

「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與「企業知名度低」對企業招募的影響加劇Q

p.7

綜觀 2022 年企業的徵才與留才表現，我們觀察到，2022 年企業

的整體招募成效表現遜於 2021 年，平均找到一位員工的時間拉長；

員工自願性離職率大幅增加，內部人員流動也高。顯示 2022 年對

HR來說，是相當辛苦的一年，不但找到新人的作業時間拉長，原

有員工離職人數也變多，勢必經常處於人員一直補不齊的狀況。

盤點 2022 年企業在招募上曾遇到的難題發現，相較於 2021年，

反應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與「企業知名度低」困擾者變多。

顯見這兩項議題，對企業是否能順利招募到人來說影響性變高。故

建議若要提升招募成效，首要應解決這兩項招募議題。
2022 年  ─  2021 年

（單位：百分點）

 4.3

 3.9

2022 年

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 31.0%

企業知名度低 30.2%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註】整體招募成效：面試到談率 X 錄取率 X 新人報到率

整體招募成效【註】、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自願性離職率

2021 年通知面談的人員裡 

有21.7% 會成為企業新員工

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45.5天
2021 年 12.8%

2022 年

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47.7天

2022 年通知面談的人員裡 

有20.6% 會成為企業新員工
19.9%



定期參考外部薪資情報或透過企業人才診斷，優化企業薪酬結構與盤點非薪酬資源，
建立企業搶才優勢

p.8

2022 年
企業招募成效指標

整體市場
有「薪資／福利
競爭力不足」
徵才困擾的企業

招募成效佳的企業特徵

面試到談率 68.4% 65.9%
「有參考外部薪資報告書／調查

資料」73.6%

錄取率 41.7% 40.6% -

新人報到率 72.3% 67.5%
「有參考外部薪資報告書／調查

資料」 74.9%

主管職人員
平均招募天數

61.6天 67.2天
「有運用數據分析訂定具

競爭力的薪酬福利」43天

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徵才困擾的企業占比

整體市場 31.0%
有參考業界標準去制定

薪／獎／福利制度 25.4%

從招募成效觀察，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議題的企業，在多個招募成效

指標上皆遜於整體市場表現，尤其是對有找主管職人才需求的企業來說，更是

如此。

要如何解決此議題呢? 數據結果指出，有參考業界標準去制定薪／獎／福利制

度的企業，反應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徵才困擾者明顯較少，故企業可

朝這個方向邁進，在此有以下兩項建議：

1. 定期參考外部的薪資情報，瞭解競業的薪資福利費用與涵括內容等，對焦

市場薪酬水平，建立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制度。

2. 透過人才診斷，找出薪酬福利制度上需改善的項目。當企業資源有限，無

法透過調薪來解決競爭力議題時，則進一步盤點非薪酬資源以因應。

104 人才診斷 企業薪酬調查報告
【企業實例】如何設計

系統化的薪酬結構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2023 觀點發現

Ans1

https://ehr.104.com.tw/project/employers_hr_check-up.html?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tn&utm_campaign=2023fbi
https://marketing.pro.104.com.tw/sal/salary.html
https://hrmall.104.com.tw/blog/post/80682?typ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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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招募議題「企業知名度低」，有此困擾的企業，其招募成效表現也都遜於

整體市場。在此建議，可以運用「104 公司評論平台」去增加企業的曝光度。

我們比較 2022 年期間，有加入公司評論平台的企業，加入前、後的職缺招募

成效。數據結果顯示，相較於加入前，企業加入此平台後，職缺被求職者看見

的機會（職缺曝光數）與收到求職者的履歷數量，皆比加入前來得多，增加的

量約有一成五之多。

﹝公司評論﹞是一個給求職者、企業內部員工，表達對面試／任職企業觀感的

平台，故建議鼓勵內部員工至此平台填寫，有益於增加被求職者看見與瞭解的

機會。

2022 年企業招募成效指標 整體市場 有「企業知名度低」徵才困擾的企業

面試到談率 68.4% 67.9%

錄取率 41.7% 36.4%

新人報到率 72.3% 70.7%

整體人員平均招募天數 47.7天 56.4天

運用 104 公司評論平台，增加企業曝光度，增加被求職者看見與瞭解的機會

有使用公司評論的企業
加入後一週 vs. 加入前一週的招募成效表現

每一職缺
平均曝光數

14.5%

每一職缺
平均收到履歷量

15.3%
資料來源：104 dataBase（2022／01~ 2022／12 期間加入公司評論的企業）

104 公司評論平台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2023 觀點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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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views.104.com.tw/?utm_source=104main&utm_medium=global_bar&utm_campaign=reviews


面試到談率 錄取率 新人報到率

整體市場

有提供教育訓練的企業

沒有提供教育訓練的企業

有提供「Mentor」

有提供「實體學習課程」

人才培育亦是一種員工福利，能幫助新人快速適應環境，對吸引人才有加分效果

p.10

教育訓練也是一種員工福利，若企業有提供，切勿忘記寫在招募文案裡，

有助於吸引求職者前來面談。

數據結果顯示，2022 年有提供人員教育訓練的企業，不管是在面試到談

率、錄取率或是新人報到率，招募成效表現皆比沒有提供此項資源的企業

來得佳。進一步拆解企業所運用的人才培育方案，發現「Mentor」、「實

體學習課程」對企業招募成效提升最有幫助。

新進人員剛進公司，對公司的人、事、物，會有一種陌生與不熟悉感，若

此時有「Mentor」在旁協助，有助於員工快速適應企業；而有教育訓練資

源的企業，對員工長期發展來講亦有幫助。故當求職者在挑選公司時，有

提供相關資源的企業，勢必會更吸引求職者。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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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73.1%

70.7%

71.3%

73.4%

41.7%

44.2%

36.7%

46.0%

45.1%

68.4%

69.6%

66.0%

72.3%

72.9%

Ans3



應徵履歷數量 人才條件符合度

◼滿意      ◼不滿意 ◼滿意      ◼不滿意

網路徵才廣告

校園經營

社群媒體

獵才／獵人頭

派遣公司

企業內部人才庫或官方網站

按職務盤點各招募管道效益，找出最具效率的招募方案，有助於縮短人員招募時間

p.11

今年F.B.I.調查特別詢問企業HR，對於幾個較常見的招募管道，在「應徵履歷

數量」與「人才條件符合度」的滿意度概況。從源頭瞭解，各管道的人才質、

量成效，數據結果如下，

一、應徵履歷數量：僅「網路徵才廣告」偏向滿意，其餘管道均偏向不滿意。

二、人才條件符合度：「獵才／獵人頭」與「網路徵才廣告」偏向滿意，其餘

管道均偏向不滿意。

故綜合比較「應徵履歷數量」與「人才條件符合度」這兩項指標，「網路徵才

廣告」為目前企業在招募上，成效滿意最佳的管道。但不同職務最有效益的管

道不盡相同，故建議企業HR可以依據不同的職務別，統計各招募管道效益，

找出最有效率的招募方案，有助於縮短人員招募時間。

有效整合多管道履歷來源
提升招募效率

104 獵才顧問

53.7%

39.9%

34.5%

43.2%

28.4%

41.3%

46.3%

60.1%

65.5%

56.8%

71.6%

58.7%

57.9%

49.1%

36.4%

66.0%

43.0%

46.6%

42.1%

50.9%

63.6%

34.0%

57.0%

53.4%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2023 觀點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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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hr.104.com.tw/products/erecruitor.html?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tn&utm_campaign=2023fbi
https://hunter.104.com.tw/zh-tw


培育一般員工

線上／遠端學習 OMO學習（online merge offline）

28.1%
30.6%

34.2%

16.0%
20.0%

23.4%

「線上／遠端學習」與「OMO（online merge offline）學習」逐漸成為企業規劃培育資源的主力

p.12

前面我們有提到，前兩年受疫情影響，採用線上徵才的企業比例增加，故同步

我們也來觀察在人才培育上，「線上／遠端學習」是否也有相同的情況呢？

從數據結果來看，答案是「YES」。2022 年企業在培育一般員工時，約有

30.6%採用線上／遠端這類學習方法，相較於2021年的28.1%，使用率逐步成

長中。展望 2023 年，企業使用意願也有所增加。

另外，我們也來觀察，同時有使用「線上／遠端學習」與「實體課程學習」，

類似線上與線下皆有使用的企業概況。數據結果顯示，2022 年企業使用率增

加，來到二成，展望2023 年，企業想使用意願也是呈現成長。

企業人才培育的方法眾多，「線上／遠端學習」與「OMO（online merge offline）

學習」逐漸成為企業在使用／規劃培育資源的主力。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註1】線上／遠端學習：包含e-learning／遠距教學／線上數位學習、微課程、行動學習／移動端學習、
播客學習、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混合實境（MR）學習。

【註2】OMO學習（online merge offline）：該企業同時有使用「線上／遠端學習」與「實體課程學習」
兩種。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2023 觀點發現



NO 難題內容 企業占比
2022 – 2021

增加百分點

1 員工自主性參加內部／外部培訓課程的意願低 37.3% -3.1

2 重點培育員工離職 31.6% - 6.1

3 績效管理淪於形式 26.6% -0.8

4 不知如何管理新世代，人員陣亡率高 23.8% -4.4

5 不知如何評估育才成效 20.4% 0.4

6 無足夠的育才經費 19.9%  5.1

p.13

2022 年有進行人才培育／管理的企業，有84.9%表示曾遇

到難題，相比於2021 年的85.4%，情況依舊未獲得緩減。

盤點 2022 年企業在人才培育／管理上，曾遇到的難題，

主要議題仍在「員工參與培訓意願低」。相較於2021年，

多數困擾有稍獲得緩解，唯反應「無足夠的育才經費」變

多。

顯見「員工參與培訓意願低」與「無足夠的育才經費」對

企業在人才培育上是否能順利推動影響較大，也是首要應

解決的問題點。

企業進行人才培育／管理是否曾遇到難題與曾遇到的難題內容

2021 年 2022 年 有84.9% 表示曾遇到難題有85.4% 表示曾遇到難題

2022 年企業人才培育／管理曾遇到的難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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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參與培育課程意願低落」與「無足夠的育才經費」對企業能否順利推動內部人才訓練的影響大Q

【註】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 2022 年難題比例在15%及以上者，完整調查數據詳見報告p.54。



課程內容與現有的工作內容連接不上

課程時間為非上班時間，但公司無提供補休或加班費機制

課程教材大同小異，較難引起興趣

無法自行選擇想參加的課程類型（如：管理類、技能類等）

課程教材內容偏重在理論，實用性低

36.1%

32.0%

33.2%

40.6%

36.0%

39.8%

33.4%

45.3%

41.7%

38.0%

24.1%

34.6%

21.5%

17.7%

26.0%

整體

8年級

7年級

6年級

4、5年級

樂意參加 未明確表態 不想參加

p.14

企業可透過職能評鑑規劃課程內容與擬定完整的培育配套措施，皆有利於提升員工參與培訓意願Ans1

有84.4% 的在職人員表示

企業有提供人才培訓資源會想參加

為減緩「員工參與培訓意願低」的狀況，我們從在職員工的角度，瞭解他（她）

們參與培訓課程的意願、以及不願意參與的原因。

數據結果顯示，若企業有提供教育訓練資源，有84.4%的在職人員表示會想參加，

顯見員工是有意願的。進一步詢問沒有意願參加的可能原因，發現主要原因在

於課程內容本身（如：和工作連結低、無法自行選擇課程類型等）、以及「課程時間

為非上班時間，但公司無提供補休或加班費機制」。故進一步詢問，倘若企業

在非上班時間進行培訓，但並沒有額外提供人員加班費或補休，人員參與培訓

的意願，發現想參與的意願跌落至36.1%，另有24.1%的在職人員表示不會想參

加，而且對於八年級生而言，更是如此。故在此有以下兩項建議：

1. 運用職能評鑑，找出員工職能缺口，規劃對員工現有工作內容或未來發展有

利的課程內容

2. 擬定完整的培育配套措施（如：加班費／補休）

員工參與培育與訓練課的意願與不願參與TOP5原因

不願參與培訓課程的TOP5原因

【課程內容規劃】
運用職能評鑑，找出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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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hr.104.com.tw/products/course_lp.html?utm_source=2022_fbi&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2022fbi


定期蒐集線上免費課程與善用政府人才提升的訓練補助資源，有利企業控制預算

p.15

$13.8 

$11.4 

人才培育費用 （單位：萬元）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72.4 

$54.7 

百人以下企業 百人以上企業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反應「無足夠的育才經費」的企業變多，我們也觀察到，相比於 2021年， 

2022 年企業在人才培育上的費用，不論是百人以下或是百人以上企業，在育才

的費用都有減少的現象，顯示企業在人才培育上，花費較以往更為緊縮。在此有

以下兩點建議：

1. 定期蒐集一些線上的免費資源課程，作為線上資源課程的來源庫。

2. 勞動部針對事業單位有提供人才提升的訓練補助經費（如：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建議企業HR 可多善用。

此外，HR朋友們也可以多參考實務案例分享，瞭解在預算／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如何有效規劃年度訓練計劃、以及規劃訓練課程內容。

【線上免費課程】

專業技能相關課程

【線上免費課程】

人資相關課程

【實務分享】

HR年度訓練規劃與

預算編列實務分享

【實務分享】

預算／人力有限下，如何

製作具良好訓練效果的微課

【勞動力發展署】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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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2

https://nabi.104.com.tw/
https://hrmall.104.com.tw/training/hrskills?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utton&utm_campaign=2023fbi
https://hrmall.104.com.tw/online/p-104-530235?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utton&utm_campaign=2023fbi
https://hrmall.104.com.tw/search?product_name=微課&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utton&utm_campaign=2023fbi
https://www.wda.gov.tw/News.aspx?n=C3D5B0EEB25C0694&sms=6CA2172C29FEDCE9


NO E化項目 企業占比
2022 年 – 2021 年

增加百分點

1 員工出缺勤及請假作業 37.3% 3.8

2 薪資計算 33.0% 6.1

3 用手機打卡及處理假勤簽核 21.5% -

4 HR表單電子化 19.1% 1.0

5 排班作業 14.9% 3.8

人資作業接軌 E 化逐漸成熟，導入 E 化的主力與成長動能多來自 HRM 人事管理

p.16

觀察近三年企業的人資作業 E 化情形，我們觀察到，HR 作業導入 E

化的比例正在逐年成長。從2020年的 49.2%、2021年的 54.5%，來到

2022 年的 62.1%，有六成以上的企業已經有在使用。顯示企業對於人

資作業，接軌 E 化系統／軟體的概念，逐漸走向成熟。

從 E 化項目來看，以「員工出缺勤及請假作業」為主。此外，相比於

2021年，「薪資計算」與「排班作業」的企業使用比例也皆有增加。

顯見 E 化項目的主力與成長動能，偏重在 HRM 人事管理的部份。

49.2%
54.5%

62.1%

企業人資作業 

E 化概況

2022 年企業人資作業 E 化 TOP 5 項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企業人資作業 E 化概況與 TOP5 E化項目

【註】「用手機打卡及處理假勤簽核」為 2023 年調查新增選項。

【中小型企業】

成長中企業的人資Ｅ化幫手

【中大型企業】
打造客製化人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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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04ha.com/Covn9
https://104ha.com/SCidC


HRM 人事管理導入E化，可加速 HR 結算員工的考勤薪資

p.17

進一步觀察有、無將人事管理導入E 化的企業，在考勤薪資所需花費的人天，

以瞭解 Ｅ化與否對 HR 工時的影響。

數據結果顯示，不論企業規模大小。有將HRM人事管理導入 E 化的企業，

其考勤薪資所需花費的時間，皆比沒有導入 E 化企業更快。而且此差距，

隨著企業規模愈大，愈益明顯。以 500 人及以上的企業來說，平均來說，

減少約近一半的時間，效益相當明顯。

HRM 導入 E化 vs. 沒有導入 E 化的企業
考勤薪資人天成效

HRM

導入E化

HRM 

未導入E化
導入E化 vs. 

沒有導入E化 減少人天

5 ~ 49人 2.5 天 3.1 天  17.7%

50 ~ 199人 3.5 天 4.5 天  21.4%

200 ~ 499人 4.5 天 6.6 天  30.8%

500 人以上 4.6 天 8.7 天  46.7%

【註】HRM 人事管理包含：薪資計算e化、員工出缺勤及請假作業、排班作業、HR表單電子化。

• 勞動部112 / 2 / 9 公布最新「工資給付指導原則」：勞雇雙方應於「勞動契約」
中明確約定，工資計算週期不得超過1個月，雇主應於工資結算週期結束後，
15天內儘速發薪。

• 約定工資給付日的合理範圍，事業單位依下表所定期程，逐年向前調整

《小提醒》工資給付指導原則

500 人以上 250 – 499 人 100 – 249 人 99 人以下

10 日（112 年底） 10 日（113 年底）

5 日（114 年底） 5 日（115 年底） 7 日（115 年底） 行政效率UP！【104 企業大師】出勤打卡／自動算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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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04ha.com/Fevxr


26.7% 27.3%
31.4%

44.0%

「AI／線上視訊面談工具」企業、求職者皆躍躍欲試，徵選面一條龍服務的線上招募服務蔚為趨勢

p.18

企業端：隨著疫情的趨緩與走向解封，2022 年企業使用率與

2023 年企業想使用意願皆在成長。

求職端：近半數的求職者有過線上面試的經驗，對「透過線上

視訊產品進行面試」的接受度，有高達八成的求職者表示能接

受，即使是4、5年級的求職者，接受度也有七成以上。

顯示線上視訊面談不管對於企業端或是求職者來說，兩方的使

用意願與接受度皆高。再加上遠距面試的工具逐漸成熟，未來

亦可能朝向徵選到面試一條龍服務的線上招募模式。

企業在選擇此工具時，TOP1考量在於「通話視訊品質具穩定

性」，特定產業對「求職者個人隱私資料不外洩，具安全性」、

「可與行事曆系統結合，有面試通知提醒」更加重視度，建議

企業在挑選工具時可留意。

40.0% 46.2% 49.5% 54.3%

73.8% 77.7% 78.8%
87.6%

有 49.2% 的求職者表示

找工作時有「線上面試經驗」

有 81.0% 的求職者表示

能接受「透過線上視訊產品進行面試」

◼ TOP1考量：「通話視訊品質具穩定性」

◼ 2022 年重視度提升的考量內容：

✓ 可與行事曆系統結合，有面試通知提醒（電子資訊業）

✓ 求職者個人隱私資料不外洩，具安全性（製造業）

AI／線上視訊面談

企業端

企業端 vs. 求職端：線上視訊面談

求職端

【線上免費工具】

企業視訊面談

【線上免費工具】

企業專屬面試秘書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年
想用

2022 年企業選擇視訊面談工具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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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http://mts.104.com.tw/edm/EDM18083579194/edm.html
https://mts.104.com.tw/edm/EDM18083579630/edm.html


沒有
考慮

有考慮
不知道／
不清楚

曾提供「完全遠距辦公」 58.7% 33.0% 8.3%

曾提供「混合辦公」 51.8% 31.5% 16.7%

沒有任何職缺有提供 90.8% 2.6% 6.5%

p.19

隨著疫情解封，企業提供 WFH 意願大幅減少

有意願提供 WFH 選擇的，主要集中規模在 500 人以上、過往曾試行過 WFH 且對員工在家工作效率評價佳的企業

2022 年企業 WFH 概況與 2023 年提供意願

2022 年企業提供的WFH形式

2022 年期間，有半數左右的企業，部份職缺有提供員工「在家

工作／遠距辦公」的選擇，且隨著員工規模愈大，有採用 WFH

的企業比例亦愈高。從企業所提供的 WFH (work from home) 形

式來看，以「混合辦公」為主。然而，隨著疫情的解封，2023 

年僅有16.2%的企業有考慮提供員工 WFH 的選擇，有意願提供

的主要集中在員工人數在 500 人以上的企業。

回顧企業 2022 年 WFH 行為與對員工在家工作的回饋發現，去

年有提供 WFH 的企業，約有三成左右會考慮今年持續提供；但

去年沒有提供的企業，今年基本不會考慮。此外，隨著企業對員

工在家工作的滿意度評價愈高，有意願持續提供此選擇給員工的

企業比例亦有愈高的現象，兩者呈現正相關。

顯見企業是否願意提供WFH，主要是取決於過往的經驗值，員工

在家工作效率表現好，企業也較願意繼續採用。

2022 年
2023年

0%

50%

100%

非常
不滿意

不滿意 有點
不滿意

有點
滿意

滿意 非常
滿意

2023年有考慮提供WFH的企業
按對員工工作效率滿意度評價觀察

近兩年企業WFH概況

混合辦公

完全遠距辦公

38.9%

18.4%

混合辧公

有
考
慮
(%)

2023 年企業 WFH 意願 vs. 2022 年企業 WFH 行為／對員工在家工作工作效率評價

50.8% 50.7% 49.9% 57.9%
69.3%

16.2% 16.1% 16.1% 18.4%
35.2%

2023 年想用

2023 觀點發現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2022 年曾用

整體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499 人 500 人及以上

完全遠距辦公



26.5%
34.9%

44.2% 49.2%

56.5%

77.6% 85.8% 85.1%

有 42.8% 的企業表示

政府提供的僱用熟齡族獎勵措施會增加僱用此族群的意願

42.5% 48.0% 42.4%
51.5%

p.20

近六成企業知道僱用熟齡族（中高齡／高齡）可以申請僱用獎勵措施

有四成三的企業表示，此獎助措施會增加僱用熟齡族的意願

有 57.9% 的企業

知道「僱用熟齡族可以申請僱用獎助」

2022 年有招募新進人員的企業裡

有 27.2% 的企業表示有聘僱熟齡族

詢問企業是否知道「僱用熟齡族可以申請僱用

獎助」一事。調查數據顯示，有57.9%的企業

表示知道此資訊，而且隨著員工規模愈大，知

道此政策的比例有愈高的現象。

對此項僱用獎助（僱用屆齡退休者、僱用中高齡失業者），

有42.8%的企業表示，當公司有招募需求時會

增加想聘僱的意願。此比例相比於 2022 年新進

人員有招募熟齡族的 27.2%來說，明顯較高，

顯見企業僱用熟齡族還有成長的空間。其中，

成長空間最大主要在5 ~ 199人規模企業。









5 ~ 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以上

5 ~ 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以上

5 ~ 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以上【中高齡就業促進】企業僱用補助專區

2023 觀點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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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性質 職務僱用類型 職務類型

企
業
端

求
職
端

p.21

96.2%

21.2%

11.0%

46.9%

58.5%

8.4%

採不定期契約

採長期定期契約
（如：一年以上）

採短期定期契約
（如：三個月、半年）

56.5%

37.1%

15.3%

不能接受定期契約僱用

能接受每年一聘

能接受短期僱用

全職

兼職/部份工時

高階

79.4%

11.2%

8.8%

全職

兼職/部份工時

高階

35.5%

24.8%

23.0%

21.4%

21.1%

客服／門市／業務／貿易類

生產製造／品管／環衛類

操作／技術／維修類

行銷／企劃／專案管理類

行政／總務／法務類

25.3%

20.6%

16.5%

13.5%

12.9%

客服／門市／業務／貿易類

行政／總務／法務類

生產製造／品管／環衛類

經營／人資類

操作／技術／維修類

有意願僱用熟齡族的企業與想找工作的熟齡族雙方，在職務性質與職務類型，期望大致符合，唯在職務僱用類型上，意見不甚相同。5 ~ 49 人規模企業傾向

「採長期定期契約」，50 人以上規模企業則傾向「採不定期契約」，而想找工作的熟齡族求職者則傾向後者。

5 ~ 49人規模企業傾向採用長期定期契約進行聘僱，50 人以上規模企業則傾向採用不定期契約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求職者則傾向後者

50 人及以上

5 ~ 49 人

2023 觀點發現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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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有健康體能上的考量 1 50.0%

學習新事務的積極性較弱 2 43.8%

工作模式已定型，較難以融入新的企業工作風格 3 41.0%

資訊軟體使用上較弱 4 36.1%

同仁間易有跨世代的溝通議題 5 31.4%

薪資因素 6 23.8%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1 49.3% 1 60.6% 1 63.6% 1 70.0%

2 44.2% 4 35.0% 3 47.3% 6 33.1%

3 41.1% 2 39.0% 2 48.5% 4 35.7%

4 36.1% 3 35.3% 4 39.5% 5 33.2%

5 31.4% 5 32.1% 6 27.8% 2 38.8%

6 24.1% 8 14.7% 7 22.1% 3 37.4%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1 42.6% 1 42.6% 1 50.7% 5 35.0%

3 33.3% 3 33.3% 2 46.0% 3 43.3%

2 37.2% 2 37.2% 3 38.4% 4 41.1%

6 29.3% 6 29.3% 4 29.2% 1 52.7%

4 30.9% 4 30.9% 5 28.1% 2 45.0%

5 30.4% 5 30.4% 6 22.7% 6 31.5%

【即戰力中高齡人選，解企業人才缺口】 50 + 嚴選人才

企業不想僱用熟齡族的TOP3要素：「有健康體能上的考量」、「學習新事務的積極性較弱」與「工作模式已定型，較難以融入新的企業工作風格」。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密集服務業不想僱用的主因並不是健康體能因素，而是「資訊軟體使用上較弱」。另外，對 500 人以上的企業來說，除健康體能考量外，

「同仁間易有跨世代的溝通議題」與「薪資因素」亦是其不願僱用的主要原因。

知識密集服務業者不願聘僱熟齡族的主要原因，是擔心此族群「資訊軟體使用上較弱」

其餘規模、產業的企業的主要考量皆為「健康體能因素」

企業不願僱用熟齡族的TOP3考量

2023 觀點發現

徵才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才培育趨勢與難題應對 人資作業E化趨勢與效益 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視訊面談與WFH機制

https://lihi2.com/Wrh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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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趨勢觀察

Chapter  1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近兩年企業人才招募概況、各人才招募管道使用率排名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 2022 年有近九成五的企業有進行人才招募，比例與 2021 年大致相同。「刊登網路徵才廣告」依舊是企業招募人才管道的 TOP 1，且使用率有明顯增加，其餘

管道使用率並無太大的變動。

◼ 2022 年 200 ~ 499 人規模企業，透過「學生企業實習」進行人員招募的公司比例增加、電子資訊業為「社群網絡」、知識密集服務業則為「校園經營」。

【註 1 】校園經營：包含學生企業實習、校園徵才、建教合作。

【註 2 】企業自行招募：包含公司自己的官方網站、企業內有建履歷表人才庫。

【註 3 】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 2021 ~ 2022 年使用率的 TOP 5 的選項內容，

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表「 HR 作業使用趨勢 ─ 人才招募管道」。

p.25

2021 年 2022 年

刊登網路徵才廣告 1 80.9% 1 84.7%

人脈介紹 2 42.3% 2 40.6%

社群網絡（FB、LinkedIn） 3 25.5% 3 25.9%

校園經營 【註 1】 5 14.1% 4 16.1%

企業自行招募【註 2】 4 14.2% 5 14.5%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30.3%

44.8%

14.6%
22.7%

18.3%

27.9%

200 ~ 499 人規模
學生企業實習

電子資訊業
社群網絡

知識密集服務業
校園經營

【註】上述徵才方式，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僅列 2022 年使用率有顯著增加的內容。

2022 年 使用率提升的招募管道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2021 年 2022 年

94.6% 95.3%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人才招募管道排名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企業招募



2023 年想用
2023 年想用 ─

2022 年使用率
（單 位：百 分 點）

刊登網路徵才廣告 -7.6

人脈介紹 -1.9

社群網絡 4.4

校園經營 【註 1】 5.7

企業自行招募【註 2】 2.4

9.0%

13.2%

8.6%

12.1%

77.1%

38.7%

30.4%

21.8%

16.8%

2023 年企業招募意願、各人才招募管道使用意願排名

◼ 展望 2023 年，企業招募意願大致與 2022 年持平。從所使用的管道來看，想透過「校園經營」進行徵才的意願年對年增加，且不論是「學生企業實習」、

「校園校才」或「建教合作」，皆有增加使用的意願。進一步觀察，想使用意願增加最多的為一般服務業。

p.26

2023 年「校園經營」使用意願有提升的招募手法

【註 1 】校園經營：包含學生企業實習、校園徵才、建教合作。

【註 2 】企業自行招募：包含公司自己的官方網站、企業內有建履歷表人才庫。

【註 3 】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 2023 年想使用意願 TOP 5 的選項內容，

               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表「 HR 作業使用趨勢 ─ 人才招募管道」。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建教合作

4.1%

8.9%

一般服務業
（     5.2 百分點）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僅列 2023 年使用意願率有顯著增加者。

特徵
一般服務業

（     7.0 百分點）
一般服務業

（     4.8 百分點）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校園徵才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學生企業實習

95.3% 95.0%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企業招募
人才招募管道排名



近三年企業社群網絡概況、各社群網絡招募方式

◼ 相較於 2021年，2022 年有運用社群網絡進行人才招募的企業比例與 2021 年大致相同，唯「鎖定欲招募的目標族群（TA）刊登招募廣告」的比例有明顯減少。

◼ 展望 2023 年，企業想運用社群平台進行人員招募的比例，亦有增加，社群招募的經營重心會以「關注社群網路的po文去發掘潛在人才」為主力。

p.27

47.8% 49.1%

34.7%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5.5% 25.9%

30.4%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社群網絡招募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42.3% 43.1% 44.1%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38.4%
30.9% 26.5%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18.8% 16.6%

53.2%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透過個人的網路社群人脈
散佈公司的人才招募訊息

透過公司（官方）粉絲頁
放置人才招募訊息

鎖定欲招募的目標族群
（TA）刊登招募廣告

關注社群網路的po文
去發掘潛在人才

社群網絡招募方式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47.1%

43.5%

38.4%

32.6%

28.9%

32.0%

11.9%

16.4%

21.6%

4.7%

4.1%

3.0%

3.7%

7.1%

5.0%

近三年企業雇主品牌經營成熟度

◼ 企業雇主品牌經營逐漸受到重視，「無任何形象經營，在刊登招募職缺時僅介紹公司基本資訊」的比例年對年減少，雇主品牌經營 Level 3 層級以上比例逐年增加。

◼ 進一步觀察各產業 Level 3 層級以上的年度變化，發現以傳統製造業的成長最多。

低




高

 Level 1 尚無任何形象經營，在刊登招募職缺時僅介紹公司基本資訊

 Level 2 在刊登招募職缺時，除了介紹公司基本資訊之外，會強調公司的特色及優勢

 Level 3 除了刊登招募職缺上會強調公司的特色及優勢之外，還會彰顯企業文化及希望吸納哪些類型的人才及鼓勵具有哪些行為的人才加入

 Level 4                                  除了刊登招募職缺時會彰顯企業文化之外，還會透過其他管道，舉例員工口碑或是公關議題操作去擴散經營企業形象以吸引求職者

 Level 5 會進行分析及提出承接企業願景、使命、價值觀及考量求職者重視的需求而形成的吸引求職者的「雇主品牌經營計劃」

雇主品牌

經營層級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p.28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2021 年 ~ 2022 年 雇主品牌經營 Level 3 以上年度變化

按產業類別觀察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26.4%
19.6%

2021 年 2022 年

18.7% 24.2%

2021 年 2022 年

34.5% 30.6%

2021 年 2022 年

31.6% 33.7%

2021 年 2022 年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16.7%

22.0%

16.3%

23.4%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近三年企業人才甄選工具使用概況

◼ 相較於 2021年，2022 年有運用人才甄選工具的企業比例明顯增加，主要以 5 ~ 49 人規模、知識密集服務業的使用率增加最多。

◼ 展望 2023年，企業想使用意願也有明顯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主要是集中在5 ~ 499 人規模企業，而 500 人及以上企業則大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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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17.1%
22.0%

39.7%

2023 年 想使用人才甄選工具的意願增加
按員工規模觀察

知識密集服務業

22.0%

39.5%

2022 年 人才甄選工具使用率提升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

僅列 2022 年使用率有顯著增加者。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及以上

19.5%

43.1%

30.5%

44.7% 37.3% 41.6%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5 ~ 49 人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線上免費工具】人員適性測驗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人才甄選工具

https://mts.104.com.tw/edm/EDM18083579389/edm.html


近兩年企業績效管理工具使用概況、各績效管理工具使用率排名

◼ 相較於 2021年，2022 年有運用績效管理工具的企業比例明顯增加，從所使用的工具來看，主要仍以「績效考核表」、「關鍵績效指標（KPI）」為主。

◼ 2022 年， 5 ~ 49人規模與知識密集服務業，有使用「KPI」的公司比例增加、傳統製造業則是增加使用「人才職能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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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61.0%
65.4%

績效管理工具
2022 年 使用率提升的績效管理工具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 僅列 2022 年使用率有顯著增
加者。

2021 年 2022 年

績效考核表（含紙本或e化） 1 42.3% 1 47.0%

關鍵績效指標（KPI） 2 17.2% 2 22.2%

目標管理（MBO） 3 16.0% 3 14.8%

人才職能評鑑 4 11.7% 4 12.0%

目標和關鍵成果（OKR） 5 11.3% 5 10.8%

【註 】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呈現 2021 ~ 2022 使用率在 10% 以上的選項內容，
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表「HR 作業使用趨勢 ─ 績效管理工具」。

知識密集服務業  

KPI

傳統製造業 

人才職能評鑑

5 ~ 49 人 

KPI

16.0%

21.3%

2021年

2022年

8.3%

17.5%

2021年

2022年

19.7%

29.2%

2021年

2022年

績效管理工具排名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50 ~ 199 人規模

⚫ 人才職能評鑑 (      9.9 百分點 )

⚫ MBO (     8.6 百分點 )

⚫ OKR (     6.6 百分點 )

500 人及以上規模 ⚫ OKR (     15.0 百分點 )

電子資訊業 ⚫ 人才職能評鑑 (     8.6 百分點)

一般服務業 ⚫ OKR (     6.0 百分點 )

知識密集服務業

⚫ MBO (     6.9 百分點 ) 

⚫ 360 回饋(     6.8 百分點 )

⚫ 人才職能評鑑(     6.2 百分點 ) 

2023 年想用
2023 年想用 ─

2022 年使用率
（單 位：百 分 點）

績效考核表
（含紙本或e化）

-3.3

關鍵績效指標（KPI） 2.9

目標管理（MBO） 3.1

人才職能評鑑 1.6

目標和關鍵成果
（OKR）

3.6

2023 年企業績效管理工具想使用意願、各績效管理工具使用意願排名

◼ 展望 2023 年， 企業想用績效管理工具的意願大致與 2022 年持平，主要想使用的工具仍以「績效考核表」、「關鍵績效指標（KPI）」為主。

◼ 2023 年電子資訊業想使用「人才職能評鑑」的意願增加，500 人及以上規模與一般服務業則是「OKR」，50 ~ 199 人規模與知識密集服務業則對多種工具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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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65.4% 64.6%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3 年 想使用意願增加的績效管理工具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 僅列 2023 年
想使用意願有顯著增加者。

【註 】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呈現 2023 年想使用意願在 10% 以上的選項內容，
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表「HR 作業使用趨勢 ─ 績效管理工具」 。

43.6%

25.1%

17.9%

13.6%

14.3%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績效管理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排名



近三年企業人才培育概況、各人才培育方式

◼ 2022年有對內部員工進行人才培育的企業比例增加，展望 2023 年，有明確表示有人才培育規劃者亦有半數以上。

◼ 不論是一般員工或是管理人才／高潛力人才，企業多以「實體學習課程」、「Mentor」、「任務指派歷練」此三種方式來培育公司內部人員。

◼ 隨著疫情的趨緩，2022 年企業透過「實體學習課程」來培育管理人才／高潛力人才的比例增加；一般員工則是增加「e-learning／遠距教學／線上數位學習」。

◼ 展望 2023年，不論是一般員工或是管理人才／高潛力人才 ，企業想運用「任務指派歷練」的意願增加，顯見企業培訓傾向與員工工作實務結合。

p.32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60.1%

64.3%

53.8%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人才培育

【註】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呈現  2022 使用率與2023年想使用意願的 TOP 5 的選項內容，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表「HR 作業使用趨勢 ─ 人才培育方式」。

培育管理人才／高潛力人才 培育一般員工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實體學習課程 1 56.1% 1 61.9% 1 58.0%

Mentor（師徒制、導師制、學長/學姐制） 3 29.2% 2 30.9% 3 26.6%

任務指派歷練 2 33.8% 3 26.8% 2 32.9%

e-learning／遠距教學／線上數位學習 4 22.9% 4 21.8% 4 19.1%

調職/輪調等職務歷練 5 17.1% 5 17.4% 5 18.8%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1 52.7% 1 55.0% 1 60.7%

2 34.0% 2 35.3% 3 29.9%

3 30.5% 3 25.3% 2 33.0%

5 16.4% 4 20.8% 4 22.1%

4 18.5% 5 15.1% 5 18.8%

人才培育方式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培育管理人才／高潛力人才

線上／遠端學習 OMO學習（online merge offline）

培育一般員工

線上／遠端學習 OMO學習（online merge offline）

37.4%
30.9% 32.3%

22.0% 20.6% 22.4% 28.1%
30.6%

34.2%

16.0%
20.0%

23.4%

近兩年企業採用線上／遠端學習與OMO學習概況、2023 年想使用意願

p.33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 培育「管理人才／高潛力人才」：2022 年運用「線上／遠端學習」的企業約占三成，而透過「OMO學習」約占二成，展望 2023 年，企業使用意願則大致持平。 

◼ 培育「一般員工」：相較於 2021 年，2022 年採用「線上／遠端學習」或是「OMO學習」的企業占比皆有成長，展望 2023 年，企業使用意願亦增加。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註1】線上／遠端學習：包含e-learning／遠距教學／線上數位學習、微課程、行動學習／移動端學習、播客學習、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混合實境（MR）學習。

【註2】OMO學習（online merge offline）：該企業同時有使用「線上／遠端學習」與「實體課程學習」兩種。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54.5%

62.1%

2021 年 2022 年

員工出缺勤及請假作業 1 33.5% 1 37.3%

薪資計算 2 26.9% 2 33.0%

用手機打卡及處理假勤簽核 - 3 21.5%

HR表單電子化 3 18.1% 4 19.1%

排班作業 4 11.1% 5 14.9%

◼ 相較於 2021年， 2022 年有運用系統軟體進行人資作業管理的企業，比例有明顯成長，使用率有提升主要是 5 ~ 49 人規模與知識密集服務業。

◼ 在E化的人資作業項目上，仍以HRM為主，2022 年有E化的比例皆在一成以上。其中，「薪資計算」與「排班作業」的E化比例皆有明顯的成長。

近兩年企業人資作業 E 化概況、各人資作業 E 化項目使用率排名

p.34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人資作業 E化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知識密集服務業

2022 年 人資作業 Ｅ化使用率提升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

僅列 2022 年使用率有顯著增加者。

5 ~ 49 人

52.6% 60.7%

2021 年 2022 年

60.1%
70.9%

2021 年 2022 年

人資作業E化項目排名

【註1】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 2021 ~ 2022 年使用率在10%以上的選項內容，完整調查數據詳見
附錄-數據報表「HR 作業使用趨勢 ─ 人資作業 E 化」。

【註2】「用手機打卡及處理假勤簽核」為 2023 年調查新增選項。
【註3】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僅列 2022 年使用率有顯著增加者。

特徵

免 ＩＴ
一鍵完成電子行政表單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薪資計算

5 ~ 49 人規模

 ( 6.5 百分點)

傳統製造業

 ( 10.4 百分點)

員工調查

傳統製造業

  ( 5.2百分點)

https://marketing.pro.104.com.tw/psc/forms.html?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tn&utm_campaign=2023fbi


2023 年想用
2023 年想用 ─

2022 年使用率
（單 位：百 分 點）

員工出缺勤及請假作業 -13.0

薪資計算 -13.5

用手機打卡及處理假勤簽核 -4.1

HR表單電子化 -3.3

績效考核(KPI)e化 4.3

排班作業 -4.6

5 ~ 49 人規模 ⚫ 績效考核 e 化 (      4.5百分點)

50 ~ 199 人規模 ⚫ 員工學習成長記錄 (     6.4百分點 )

一般服務業

⚫ 績效考核 e 化 (     7.0百分點)

⚫ 員工學習成長記錄 (     5.5百分點 )

⚫ 員工調查 (     4.8百分點)

知識密集服務業
⚫ 員工學習成長記錄 (     5.1百分點 )

24.3%

19.5%

17.4%

15.8%

13.5%

10.3%

◼ 展望 2023 年，亦有半數的企業表示會想將人資作業與 E 化接軌。從各人資作業項目來看，「績效考核 (KPI) E化」想使用的意願增加最多，主要集中在 5 ~ 49

人規模、一般服務業。此外，50 ~ 199 人規模與服務業，想使用「員工學習成長記錄」的意願也有明顯增加。

2023 年企業人資作業 E 化想使用意願、各人資作業 E 化項目使用意願排名

HR 作業使用趨勢 Function

62.1%

51.2%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註 】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呈現 2023 年想使用意願在 10% 以上的選項內容，
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表「HR 作業使用趨勢 ─ 績效管理工具」。

人資作業E化項目排名 2023 年 想使用意願增加的人資作業 E 化項目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 僅列 2023 年

想使用意願有顯著增加者。

p.35

人才招募管道 社群招募方式 雇主品牌經營 選才工具 績效管理工具 人才培育方式 人資作業 E 化

人資作業 E化



歷年趨勢觀察

Chapter  1

HR 作業預算規劃 Budget



$36.6 
$31.9 

$51.0 

$5.7 
$7.1 

$13.0 

人才培育／績效管理

◼ 國內景氣從 2022 年的熱絡、穩定、轉為低迷狀態，目前仍在低檔，未來景氣變化仍多。

◼ 相較於 2021 年，2022 年百人以下企業的徵才花費，略為增加，百人以上企業則減少。

◼ 展望 2023年，不論百人以下或百人以上企業，均紛紛傾向加碼投資。

徵才_近二年企業實際花費與 2023 年企業費用規劃

人才招募

徵才費用（單位：萬元）

百人以下企業 百人以上企業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HR 作業預算規劃 Budget

景氣對策信號
（燈號及分數）

單位：分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景氣指標及燈號 p.37

人資作業Ｅ化

https://index.ndc.gov.tw/n/zh_tw


$13.8 
$11.4 

$20.4 
$18.7 

$8.9 

$12.0 
$72.4 

$54.7 

$92.7 
$89.1 

$41.2 

$62.0 

◼ 2022 年在內部員工的管理與發展上，不論百人以上或百人以下企業，企業在人才培育、人員績效管理上的的投資皆較 2021 年來得低。

◼ 展望 2023 年，企業不論是對人才培育或是人員績效管理的費用，也是皆傾向增加預算。

人才培育與績效管理_近二年企業實際花費與 2023 年企業費用規劃

百人以下 企業 （單位：萬元） 百人以上 企業 （單位：萬元）

人才培育費用 績效管理費用 人才培育費用 績效管理費用

人才培育／績效管理 人資作業Ｅ化人才招募

p.38

HR 作業預算規劃 Budget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8.8 $9.3 

$36.6 $86.5 

$33.4 

$77.4 

◼ 展望 2023 年在 E 化系統上，不論是百人以上與百人以下企業，也是傾向增加預算。

人資作業 E 化_近二年企業實際花費與 2023 年企業費用規劃

E 化費用 （單位：萬元）

百人以下企業 百人以上企業

人才培育／績效管理 人資作業Ｅ化人才招募

p.39

HR 作業預算規劃 Budget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3 年
規劃費用



歷年趨勢觀察

Chapter  1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

◼ 2022 年企業整體面試到談率與錄取率表現皆略低於2021 年，新人報到率表現則大致持平。

◼ 在整體招募成效上，2022 年通知面談的人員裡，約有 20.6 % 會成為企業新員工，略低於 2020 年的 21.7%。

近二年企業招募成效表現

招募成效指標

69.1% 68.4%

2021 年 2022 年

43.6% 41.7%

72.0% 72.3%
2021 年通知面談的人員裡 

有21.7 % 會成為企業新員工。

2022 年通知面談的人員裡 

有20.6 % 會成為企業新員工。

公式
實到面談 人數

通知面談 人數
公式

通知錄取 人數

實到面談 人數
公式

實到報到 人數

通知錄取 人數

整體招募成效
面試到談率 X 錄取率 X 新人報到率

1 面試到談率 2 錄取率 3 新人報到率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p.41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年 2022年2021年 2022年2021年 2022年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41.2%

43.3%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 從員工規模觀察，僅  200 ~ 499人規模企業， 2022 年的整體招募成效表現遜於 2021 年，主要原因是出在面試到談率與新人報到率。 而這個兩個指標皆

與求職者的意願有關，故推想此規模企業，可能有受到 500 人以上規模企業拉力的影響。

近二年企業招募成效表現_按員工規模

整體招募成效
面試到談率 X 錄取率 X 新人報到率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68.3%

69.1%

66.4%

69.8%

71.5%

68.8%

49.1%

48.5%

47.3%

47.1%

52.3%

51.9%

72.5%

71.9%

70.4%

75.3%

62.6%

70.6%

75.4%

64.6%

23.6%

25.2%

19.6%

23.2%

28.2%

23.1%

2021年 2022年

68.4%

69.1%

p.42

20.4%

21.5%

1 面試到談率 2 錄取率 3 新人報到率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招募成效指標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 從產業類別觀察，2022 年製造業的錄取率與新人報到率，表現皆較服務業來得佳，且服務業於 2022 年的整體招募成效皆遜於 2021 年。

◼ 進一步觀察一般服務業與知識密集服務業，其招募效果表現較弱的地方，前者主要是在錄取率、後者則是在新人報到率。

近二年企業招募成效表現_按產業類別

70.1%

64.6%

68.7%

69.4%

68.0%

68.2%

68.7%

71.3%

40.4%

42.3%

46.9%

45.7%

39.0%

43.2%

39.1%

40.8%

73.1%

72.8%

74.1%

69.5%

71.2%

72.3%

71.3%

76.0%

20.7%

19.9%

23.9%

22.0%

18.9%

21.3%

19.1%

22.1%

p.43

2021年 2022年2021年 2022年2021年 2022年2021年 2022年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1 面試到談率 2 錄取率 3 新人報到率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招募成效指標

整體招募成效
面試到談率 X 錄取率 X 新人報到率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75.3%

76.9%

68.8%

69.1%

2021 年

2022 年

79.3%

81.8%

◼ 2022 年企業三個月新人留任率與六個月的新人留任率表現，大致與 2021 年持平。

近二年企業新人留任率表現

報到新人

一個月新人留任率
任用的新人中，到職後 一個月 仍在職的比例

三個月新人留任率
任用的新人中，到職後 三個月 仍在職的比例

六個月新人留任率
任用的新人中，到職後 六個月 仍在職的比例

p.44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招募成效指標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一個月
新人留任率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三個月
新人留任率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六個月
新人留任率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65.2%

63.0%

72.2%

72.1%

77.5%

80.8%

79.0%

79.0%

71.2%

68.6%

67.1%

61.4%

68.9%

69.6%

75.6%

77.4%

79.4%

81.9%

◼ 從員工規模觀察，僅 50 ~ 199 人規模企業，在六個月新人留任率表現遜於 2021 年，其餘員工規模企業則大致持平。

近二年企業新人留任率表現_按員工規模

71.2%

82.0%

63.4%

71.3%

59.1%

64.5%

p.45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招募成效指標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一個月
新人留任率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三個月
新人留任率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六個月
新人留任率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78.1%

82.0%

74.5%

76.5%

68.5%

69.0%

77.6%

79.3%

74.9%

75.1%

67.7%

67.8%

78.8%

86.5%

71.1%

76.5%

66.0%

69.1%

◼ 從企業所屬產業別觀察， 相較於 2021 年， 2022 年電子資訊業的一個月新人留任率有所成長，其它產業則大致持平。

◼ 在六個月新人留任率的部份，2022 年各產業表現與 2021 年相當，並無太大的變動。

近二年企業新人留任率表現_按產業類別

85.8%

88.2%

78.6%

82.7%

72.3%

72.7%

p.46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招募成效指標



◼ 2022 年企業的整體離職率為 23.4% 較 2021 年增加 7.4 百分點，此比例增加主要是來自員工自願性離職

變多的緣故（2022 年增加 7.1百分點）。2022 年企業徵才需求屢創新高，外部工作機會多，在職人員更

易人心浮動、騎驢找馬，企業留人大不易。

近二年企業員工離職率概況

總離職率

16.0%

23.4%

2021 年 2022 年

自願離職率

12.8%

19.9%

2021 年 2022 年

p.47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招募成效指標

公式

當年度總離職    人數

年初人數與年底人數的平均值

公式

當年度自願性總離職 人數

年初人數與年底人數的平均值



◼ 從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人心浮動的企業特徵，以 5 ~ 49 人規模、傳統製造業、一般服務業與

知識密集服務業，2022 年員工的自願性及總離職率皆較 2021 年高。

近二年企業員工離職率概況_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

2021 年 自願性離職率 總離職率

2022 年 自願性離職率 總離職率

員
工
規
模

5 ~ 49 人
2021 年

2022 年

50 ~ 199 人
2021 年

2022 年

200 ~ 499 人
2021 年

2022 年

500 人以上
2021 年

2022 年

12.6%

20.1%

15.8%

23.7%

16.2%

17.0%

18.9%

19.1%

14.1%

17.3%

15.6%

19.3%

19.8%

20.3%

22.9%

23.7%

產
業
類
別

電子資訊業
2021 年

2022 年

傳統製造業
2021 年

2022 年

一般服務業
2021 年

2022 年

知識密集服務業
2021 年

2022 年

p.48

13.7%

15.5%

16.3%

18.4%

12.6%

17.9%

14.7%

23.0%

12.4%

20.2%

16.0%

23.0%

14.3%

24.6%

18.2%

26.2%

HR 作業關鍵指標 Indicator

留才成效指標 1_新人留任率 留才成效指標 2_離職率招募成效指標



HOT 議題分析

Chapter  2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2021 年 2022 年

◼ 2021年不論是在徵才、人才培育／管理上，企業難度依舊，未獲得緩減。

近二年企業執行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

有進行人才招募的企業

招募過程曾遇到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

有進行人才培育／管理的企業

在人才培育或人才管理上

曾遇到難題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難題 人才徵選建議 人才培育／管理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建議

95.6 % 97.3 % 85.4 % 84.9 %

2021 年 2022 年

p.50



2022 年  ─  2021 年
（單位：百分點）

0.3

-0.2

1.3

2.1

 4.3

1.3

 3.9

1.4

0.4

-0.2

◼ 「投遞履歷人員條件不符需求」、「新進人員個人特質不適合應徵職務」與「求職者無故失約」依舊是 2022 年企業人才招募 TOP 3 難題。

◼ 相比於 2021年企業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與「企業知名度低」徵才困擾者比例增加。

近二年企業人才徵選難題排名（對象：有人才徵選困擾的企業）

【註】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 2021 年 ~ 2022 年比例在 10 % 以上的選項內容，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表「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 人才徵選難題」。

p.51

2021 年 2022 年

投遞履歷人員條件不符需求 1 61.2% 1 61.5%

新進人員個人特質不適合應徵職務 2 41.3% 2 41.1%

求職者無故失約 3 38.1% 3 39.4%

產業專業人才不足 4 34.6% 4 36.8%

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 6 26.7% 5 31.0%

無法彰顯企業雇主品牌特點吸引人才 5 29.6% 6 30.9%

企業知名度低 7 26.3% 7 30.2%

工作交通地點不方便 8 13.1% 8 14.5%

無相關同業招募資訊可參考 9 10.9% 9 11.2%

招募作業人力不足 10 10.3% 10 10.0%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難題 人才徵選建議 人才培育／管理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建議



2022 年
企業招募成效指標

整體市場
有「薪資／福利
競爭力不足」
徵才困擾的企業

招募成效佳的企業特徵

面試到談率 68.4% 65.9%
「有參考外部薪資報告書／

調查資料」73.6%

錄取率 41.7% 40.6% -

新人報到率 72.3% 67.5%
「有參考外部薪資報告書／

調查資料」 74.9%

主管職人員
平均招募天數

61.6天 67.2天
「有運用數據分析訂定具

競爭力的薪酬福利」43天
p.52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2022 年企業在招募人才時，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與「企業知名度低」困擾者加劇，面對上述不同的疑難雜症，我們有以下建議給 HR 朋友們參考。

定期參考外部薪資情報或透過企業健診，優化企業薪酬結構與盤點非薪酬資源，
建立企業在人才市場的競爭優勢

資料顯示，有參考業界標準去制定薪／獎／福利制度的企業，反應有「薪資／

福利競爭力不足」徵才困擾者明顯較少，故企業可朝這個方向邁進。

另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招募議題的企業，其

2022 年的招募成效表現，皆遜於整體市場。尤其是對有招募主管職人才需求

的企業，招募時間拉長，在吸引求職者前來面試與人員報到上，也有明顯的差

距。故有以下兩項建議：

1. 定期參考外部的薪資情報，瞭解競業的薪資福利費用與涵括內容等，對焦

市場薪酬水平，建立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制度。

2. 透過企業健診，找出薪酬福利制度上需改善的項目。當企業資源有限，無

法透過調薪來解決競爭力議題時，則進一步盤點非薪酬資源以因應。

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徵才困擾的企業占比

整體市場 31.0%
有參考業界標準去制定

薪／獎／福利制度 25.4%

104薪資情報 企業薪酬調查報告
【企業實例】如何設計

系統化的薪酬結構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難題 人才徵選建議 人才培育／管理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建議

https://guide.104.com.tw/salary/
https://marketing.pro.104.com.tw/sal/salary.html
https://hrmall.104.com.tw/blog/post/80682?type=5


p.53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另一招募議題「企業知名度低」，有此困擾的企業，其招募成效表現也都

遜於整體市場。在此建議，可以運用「１０４公司評論平台」去增加企業

的曝光度。

我們比較 2022 年期間，有加入公司評論平台的企業，加入前、後的職缺

招募成效。數據結果顯示，相較於加入前，企業加入此平台後，職缺被求

職者看見的機會（職缺曝光數）與收到求職者的履歷數量，皆比加入前來得，

增加的量約有一成五之多。

﹝公司評論﹞是一個給求職者、企業內部員工，表達對面試／任職企業觀

感的平台，故建議可鼓勵內部員工至此平台填寫，有益於增加被求職者看

見與瞭解的機會。

2022 年企業招募成效指標 整體市場 有「企業知名度低」徵才困擾的企業

面試到談率 68.4% 67.9%

錄取率 41.7% 36.4%

新人報到率 72.3% 70.7%

整體人員平均招募天數 47.7天 56.4天

有使用公司評論的企業
加入後一週 vs. 加入前一週的招募成效表現

每一職缺
平均曝光數

每一職缺
平均收到履歷量

14.5% 15.3%
資料來源：104 dataBase（2022／01~ 2022／12 期間加入公司評論的企業）

104 公司評論平台

運用 104 公司評論平台，增加企業曝光度，增加被求職者看見與瞭解的機會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難題 人才徵選建議 人才培育／管理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建議

https://reviews.104.com.tw/?utm_source=104main&utm_medium=global_bar&utm_campaign=reviews


◼ 「員工參與培訓意願低」、「重點培訓員工離職」、「績效管理淪於形式」，依舊是 2022 年企業人才培育／管理的TOP3難題，

相比於 2021 年，企業反應有「重點培育員工離職」困擾者有所緩減，但反應「無足夠的育才經費」的企業比例增加。

近二年企業人才培育／管理難題排名（對象：有人才培育／管理困擾的企業）

2021 年 2022 年

員工自主性參加內部／外部培訓課程的意願低 1 40.4% 1 37.3%

重點培育員工離職 2 37.7% 2 31.6%

績效管理淪於形式 4 27.4% 3 26.6%

不知如何管理新世代，人員陣亡率高 3 28.2% 4 23.8%

不知如何評估育才成效 5 20.0% 5 20.4%

無足夠的育才經費 7 14.8% 6 19.9%

線上、實體課程沒有系統性整合，無法完整追蹤學員的學習歷程 - 7 16.6%

HR人員不足 7 14.8% 8 14.6%

內部員工擔任講師的意願低 6 15.2% 9 14.5%

企業讀書會不易推動 10 9.5% 10 12.8%

重點人才標準不知如何選定 9 13.1% 11 12.1%
p.54

2022 年  ─  2021 年
（單位：百分點）

-3.1

 6.1

-0.8

-4.4

0.4

 5.1

-

-0.2

-0.7

3.3

-1.0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難題 人才徵選建議 人才培育／管理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建議



42.9%

33.2%

32.7%

24.7%

20.6%

有84.4% 的在職人員表示

企業有提供人才培訓資源會想參加

p.55

企業可透過職能評鑑規劃課程內容與擬定完整的培育配套措施，皆有利於提升員工參與培訓意願

「員工參與培訓意願低」依舊是 2022 年企業在人才培育／管理的TOP1難

題，為減緩此議題，我們從在職員工的角度，瞭解他（她）們參與培訓課程

的意願、以及不願意參與的原因。

在參與意願上，若企業有提供教育訓練資源，有84.4%的在職人員表示，會

想參加，顯見員工是有意願的。進一步詢問沒有意願參加的可能原因，發現

主要原因在於課程內容本身（如：和工作連結低、無法自行選擇課程類型等）、

以及「課程時間為非上班時間，但公司無提供補休或加班費機制」。倘若企

業在非上班時間進行培訓，但並沒有額外提供人員加班費或補休，參與意願

跌落至36.1%，另有24.1%的在職人員表示不會想參加，而且對於八年級生

而言，更是如此。故有以下兩項建議：

1. 運用職能評鑑，找出員工職能缺口，規劃對員工現有工作內容或未來發

展有利的課程內容

2. 擬定完整的培育配套措施（如：加班費／補休）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員工參與培育與訓練課的意願與不願參與TOP5原因

課程內容與現有的工作內容連接不上

課程時間為非上班時間，但公司無提供補休或加班費機制

課程教材大同小異，較難引起興趣

無法自行選擇想參加的課程類型（如：管理類、技能類等）

課程教材內容偏重在理論，實用性低

不願參與培訓課程的TOP5原因

36.1%

32.0%

33.2%

40.6%

36.0%

39.8%

33.4%

45.3%

41.7%

38.0%

24.1%

34.6%

21.5%

17.7%

26.0%

整體

8年級

7年級

6年級

4、5年級

樂意參加 未明確表態 不想參加

【課程內容規劃】
運用職能評鑑，找出缺口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難題 人才徵選建議 人才培育／管理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建議

https://ehr.104.com.tw/products/course_lp.html?utm_source=2022_fbi&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2022fbi


p.56

定期蒐集線上免費課程與善用政府人才提升的訓練補助資源

有利企業控制預算

HR 作業困境與建議

$13.8 

$11.4 

人才培育費用 （單位：萬元）

百人以下企業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72.4 

$54.7 

百人以上企業

2021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
實際費用

2022 年反應「無足夠的育才經費」的企業變多，我們也觀察到，相比於 2021年， 

2022 年企業在人才培育上的費用，不論是百人以下或是百人以上企業，在育才

的費用都有減少的現象，顯示企業在人才培育上，花費較以往更為緊縮。在此有

以下兩點建議：

1. 定期蒐集一些線上的免費資源課程，作為線上資源課程的來源庫。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針對事業單位有提供人才提升的訓練補助經費（如：小型

企業人力提升計畫、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建議企業HR 可多善用。

此外，HR朋友們也可以多參考實務案例分享，瞭解在預算／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如何有效規劃年度訓練計劃、以及規劃訓練課程內容。

【線上免費課程】

專業技能相關課程

【線上免費課程】

人資相關課程

【實務分享】

HR年度訓練規劃與

預算編列實務分享

【實務分享】

預算／人力有限下，如何

製作具良好訓練效果的微課

【勞動力發展署】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補助申請

HR 作業困境概況 人才徵選難題 人才徵選建議 人才培育／管理難題 人才培育／管理建議

https://nabi.104.com.tw/
https://hrmall.104.com.tw/training/hrskills?utm_source=2021_FBI&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2021FBI
https://hrmall.104.com.tw/online/p-104-530235
https://hrmall.104.com.tw/online/p-104-290341
https://www.wda.gov.tw/News.aspx?n=C3D5B0EEB25C0694&sms=6CA2172C29FEDCE9


HOT 議題分析

Chapter  2

HR 時事議題



產
業
類
別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 2022 年有 31.4 %的企業表示有使用AI／線上視訊進行人員面談，年對年增加四個百分點。

◼ 隨著疫情的趨緩與走向解封， 2023 年企業想使用AI／線上視訊進行人員面談意願仍高，各規模、各產業企業皆然。

近三年企業AI ／線上視訊面談使用概況與 2023 年使用意願

HR 時事議題

p.58

26.7% 27.3%
31.4%

44.0%

2020 年
曾用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員
工
規
模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30.2%
43.3%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44.9% 49.4%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66.1% 70.6%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76.5% 72.9%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45.7% 51.8%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3.1%
35.7%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31.2%
46.1%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46.4% 53.3%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AI／線上視訊面談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線上免費工具】

企業視訊面談

http://mts.104.com.tw/edm/EDM18083579194/edm.html


◼ 從求職者的角度觀察，有 49.2 % 的求職者表示，在找工作時曾有線上面試經驗，且隨著世代愈年輕，有線上面試經驗者，比例亦有愈高的現象。

◼ 從產品接受度來看，有 81.0 %的求職者表示能接受「透過線上視訊產品進行面試」，接受度相當高，即使是4、5年級的求職者也有高達七成以上表示接受。

求職者線上面試經驗與接受度

HR 時事議題

p.59

2022 年 求職者線上面試經驗

2022 年有 

49.2% 的求職者表示

找工作時有「線上面試經驗」
49.2%

40.0%
46.2% 49.5%

54.3%

4、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求職者對「透過線上視訊產品進行面試」的接受度

34.3%

33.8%

38.0%

35.2%

31.5%

24.6%

21.5%

20.1%

21.6%

31.1%

22.1%

18.5%

19.6%

22.0%

25.1%

整體

4、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完全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有點不能接受

還能接受 能接受 完全能接受
接受度

81.0%

73.8%

77.7%

78.8%

87.6%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 「通話視訊品質具穩定性」依舊是企業選擇線上視訊／通話工具的主要考量。

◼ 與 2021 年相比，製造業對「求職者個人隱私資料不外洩，具安全性」的重視度更高，電子資訊業對「可與行事曆系統結合，有面試通知提醒」的重視亦有增加。

企業選擇線上視訊面談工具的考量

p.60

HR 時事議題

2022 年 企業使用線上視訊面談工具重視度提升的考量內容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電子資訊業
可與行事曆系統結合，有面試通知提醒

28.8%

35.7%

2021年

2022年

電子資訊業
求職者個人隱私資料不外洩，具安全性

傳統製造業
求職者個人隱私資料不外洩，具安全性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僅列 2022 年重視度有顯著增加者。

24.6%

32.5%

2021年

2022年

20.9%

36.0%

2021年

2022年

2021 年 2022 年

通話視訊品質具穩定性 1 76.4% 1 70.3%

無需額外付費 3 57.5% 2 56.1%

操作流程簡單便利 2 63.7% 3 51.7%

可與行事曆系統結合，有面試通知提醒 4 35.0% 4 29.9%

求職者個人隱私資料不外洩，具安全性 5 32.3% 5 28.5%

將通話是否成功、面試結果與求職者履歷
資料結合，可迅速統整各職務招募成效

6 30.4% 6 27.5%

【線上免費工具】

企業專屬面試秘書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https://mts.104.com.tw/edm/EDM18083579630/edm.html


p.61

◼ 2022 年期間，有半數左右的企業有提供「在家工作／遠距工作」，且隨著員工規模愈大，有採用 WFH 的企業比例亦愈高，從產業別來看，主要是集中在電子

資訊業與知識密集服務業。

◼ 從企業所提供的 WFH 形式來看，以「混合辦公（部份在家、部份時間進公司）」為主。

2022 年企業 WFH 概況

HR 時事議題

2022 年 企業 WFH 概況

2022 年有 

50.8%的企業部份職缺

有提供員工「在家工作／遠距上班」

50.8%

50.7% 49.9%
57.9%

69.3%

5~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
以上

54.8% 49.2% 48.1%
60.5%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2022年  有 38.9% 的企業

部份職缺有提供「混合辧公」

2022年  有 18.4% 的企業

部份職缺有提供「完全遠距辦公」

內、外勤輕鬆用
【104企業大師】多元打卡工具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各員工規模、產業類別 企業WFH 概況

WFH 

形式

https://marketing.pro.104.com.tw/psc/attendance.html?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tn&utm_campaign=2023fbi


p.62

◼ 從工作效率滿意度來看，不論是「混合辦公」或是「完全遠距辦公」，企業評價或是在職員工自評，對於在家工作效率的表現，皆傾向滿意。

◼ 從表示滿意的比例來看，企業對於「混合辦公」的工作效率滿意度評價較高，在職員工則是「完全遠距辦公」。

WFH 員工工作效率評價_企業端 vs. 員工端

滿意度

67.8%

68.4%

62.6%

79.1%

混合
辦公

企業端

員工端

完全遠距
辦公

企業端

員工端

1.4%

8.8%

2.5%

4.6%

5.1%

10.5%

8.7%

4.1%

25.7%

12.3%

26.1%

12.1%

35.7%

29.1%

39.3%

18.4%

29.9%

27.1%

22.3%

22.9%

2.1%

12.3%

1.0%

37.9%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有點不滿意 有點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HR 時事議題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0.0%

19.1% 13.5%

38.4%
53.3%

89.3%

0.0% 0.0%

17.6%

37.2% 41.1%

66.1%

沒有
考慮

有考慮
不知道／
不清楚

曾提供「完全遠距辦公」 58.7% 33.0% 8.3%

曾提供「混合辦公」 51.8% 31.5% 16.7%

沒有任何職缺有提供 90.8% 2.6% 6.5%

p.63

◼ 展望2023 年，僅有16.2%的企業有考慮提供員工「在家工作／遠距工作」的選擇，有提供的仍以 500 人以上規模、電子資訊業與知識密集服務業為主。

◼ 回顧企業 2022 年 WFH 行為與對員工在家工作的回饋發現，去年有提供員工「在家工作／遠距辦公」的企業，約有三成左右會考慮今年持續提供，但去年沒有提供

的企業，今年基本不會考慮。此外，隨著企業對員工在家工作的滿意度評價愈高，有意願持續提供此選擇給員工的企業比例亦有愈高的現象，兩者呈現正相關。

2023 年企業提供 WFH 意願

HR 時事議題

2023 年 企業 WFH 意願

2023 年有

16.2%的企業有考慮提供員工

「在家工作／遠距上班」的選擇

16.2%

16.1% 16.1% 18.4%

35.2%

5~

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
以上

21.8%

12.3%
15.5%

24.7%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2022 年

2023年

完全遠距辦公

混合辧公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有點不滿意 有點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2023 年有考慮提供員工

WFH的企業占比

按對員工工作效率滿意度

評價觀察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2023 年企業 WFH 意願 vs. 2022 年企業 WFH 行為
／對員工在家工作工作效率評價



2022 年  ─  2021 年
（單位：百分點）

1.5%

 5.9%

1.1%

-1.8%

-0.7%

 5.2%

39.1%

44.8%

p.64

◼ 2022 年約有四成五的企業有運用數據分析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相較於 2021 年，成長了近六個百分點。其中，以 5 ~ 49 人規模企業、一般服務業增長最多。

◼ 在議題的部份，「維持良好的員工關係」依舊是企業人資數據化管理的TOP1。相比於 2021 年，2022 年企業對「提升員工績效表現」與「教育訓練成效分析與

提升」在數據上的仰賴度更高。

近兩年企業運用數據分析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概況、各HR 議題使用率排名

HR 時事議題

2021 年 2022 年

維持良好的員工關係 1 32.7% 1 34.3%

提升員工績效表現 4 23.0% 2 29.0%

訂定人才招募需求規格 3 23.3% 3 24.3%

訂定具競爭力的員工薪酬福利 2 25.1% 4 23.2%

訂定雇用人員的選用標準 5 22.3% 5 21.6%

教育訓練成效分析與提升 6 15.9% 6 21.1%

2021 年
曾用

2022 年
曾用

一般服務業

2022年 

運用數據分析進行人力資源管理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
僅列 2022 年使用率有顯著增加者。

5 ~ 49 人

38.1%
44.1%

2021 年 2022 年

40.6%
49.0%

2021 年 2022 年

運用數據分析
進行人力資源管理

【註】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 2021 年 ~ 2022 年比例在 20 % 以上的選項內容，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
報表「 HR 時事議題 ─  HR 數據資訊需求」。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HR 數據化管理議題排名



5 ~ 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以上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44.1%
50.1%

73.9% 74.9%

51.1%
60.0%

69.4%
78.1%

p.65

◼ 展望 2023 年，企業想運用數據進行人資議題管理的意願增加，顯見企業對數據管理的重視度提升。

◼ 想加碼運用數據分析進行人資議題管理的，主要集中在5 ~ 199 人規模、電子資訊業與知識密集服務業。

2023 年企業運用數據分析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意願

HR 時事議題

44.8%

51.8%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運用數據分析進行人力資源管理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44.9% 39.8%
49.0%

43.4%

59.9%

45.6%
54.9% 54.6%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2022 年
曾用

2023 年
想用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運用數據分析
進行人力資源管理



2023 年想用
2023 年想用 ─

2022 年使用率
（單 位：百 分 點）

提升員工績效表現 9.6 

訂定具競爭力的員工薪酬福利 14.0 

維持良好的員工關係 -3.5 

教育訓練成效分析與提升 4.8 

訂定具誘因的人才留任機制 12.5 

訂定雇用人員的選用標準 3.0 

訂定人才招募需求規格 -1.1 

訂定具吸引力的招募內容 9.3 

人才盤點與人才缺口預測 3.8 

各招募管道效益分析 3.7 

38.6%

37.2%

30.8%

25.9%

25.8%

24.6%

23.3%

21.7%

21.4%

20.4%

p.66

◼ 從議題觀察，「提升員工績效表現」為 2023 年企業最想運用數據分析的TOP1議題，與 2022 年的「維持良好的員工關係」有所不同。

◼ 2022 年企業在招募成效與員工離職率表現皆較 2021 年差，招募上反應有「薪資／福利競爭力不足」困擾者也增加，此狀況也反應在企業想加碼運用數據去

訂定「具吸引力的招募內容」、「具誘因的人才留任機制」與「具競爭力的員工薪酬福利」，尤其是 5 ~ 499 人規模企業。

2023 年HR 議題數據化管理想使用意願排名

HR 時事議題

2023 年 想使用意願增加的 HR 議題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註】上述特徵，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後，僅列 2023 年使用意願有顯著增加者。

5 ~ 

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訂定具競爭力的員工薪酬福利 14.4 8.2 12.7 17.1 12.2 14.4 15.9 

訂定具誘因的人才留任機制 12.4 13.8 14.3 14.6 15.5  9.9 14.5 

訂定具吸引力的招募內容  9.3  9.6 11.5 12.3  7.4 10.1 

提升員工績效表現  9.3 15.2 12.0 10.3 12.9 

績優人才預測  5.3 12.8 15.4  7.5

維持良好的員工關係 10.1 

人才盤點與人才缺口預測  9.0 11.0 

訂定雇用人員的選用標準 11.3 13.6 

提升員工合作的工作環境設計 10.6 

（單 位：百 分 點）

【註】上述選項內容僅呈現 2023 年想使用意願的TOP 10 選項內容，完整調查數據詳見附錄-數據報
表「 HR 時事議題 ─  HR 數據資訊需求」。

【線上免費工具】寫出心動招募文案

【線上免費工具】找出招募亮點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http://mts.104.com.tw/edm/EDM1808357980/edm.html
https://pro.104.com.tw/satisfaction/prelogin/public/202203/point.html?utm_source=2023fbi&utm_medium=btn&utm_campaign=2023fbi


3.9%

70.6%
65.7%

33.5%
24.1%

8.2%
0.9%

p.67

◼ 觀察 2022 年有招募到新人的企業，新進人員的年齡層涵蓋率，數據顯示，新進人員的年齡多集中在 20 – 39 歲之間，年齡層愈年輕，比例愈大。而隨著公司的

規模愈大，人員聘僱的年齡層愈廣。

◼ 在熟齡族的聘僱上，整體來說，有27.2%的企業新人有僱用中高齡，主要集中在 500 人及以上規模、傳統製造業。

2022 年企業聘僱熟齡族（中高齡／高齡）概況（對象：2022 年有招募到新進人員的企業）

HR 時事議題

5 ~ 

49 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
以上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19歲及以下 3.8% 4.1% 6.8% 8.0% 3.0% 3.2% 5.7% 0.6%

20-29歲 70.0% 77.0% 85.4% 91.1% 67.0% 65.2% 70.4% 81.6%

30-39歲 64.4% 84.3% 87.5% 92.6% 66.5% 72.9% 64.0% 56.6%

40-44歲 32.1% 51.5% 62.6% 70.0% 41.7% 42.4% 29.7% 26.1%

45-54歲 23.3% 33.3% 44.2% 47.4% 20.6% 33.0% 19.6% 19.9%

55-64歲 8.1% 7.9% 14.3% 21.0% 6.9% 11.5% 7.5% 3.9%

65歲及以上 0.9% 0.3% 4.6% 3.2% 0.3% 1.0% 1.1% 0.1%

45歲及以上 26.5% 34.9% 44.2% 49.2% 21.5% 36.7% 22.4% 22.6%

2022 年新進人員各年齡層涵蓋率

19 歲
及以下

20 - 29歲 30 - 39歲 40 - 44歲 45 - 54歲 55 - 64歲
65 歲
及以上

( 中高齡 ) ( 高齡 )

2022 年新進人員各年齡層涵蓋率 按員工規模、產業類別觀察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45 歲及以上：27.2%



企業對「僱用中高齡／高齡獎勵措施」的知悉度與補助領用概況

按員工規模 產業類別 觀察有 57.9%的企業知道「僱用熟齡族可以申請僱用獎助」

56.5%

77.6%
85.8% 85.1%

8.2%
17.4%

21.9%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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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有57.9%的企業表示，知道「僱用熟齡族可以申請僱用獎助」，而且隨著員工規模愈大，知道此政策的比例亦有愈高的現象。

◼ 從申請補助的角度來看，僅有8.8%的企業表示有領取此補助，有申請經歷的以 50 人以上規模、電子資訊業為主。在申請僱用獎助方案上，「繼續僱用／僱用

屆齡退休的高齡（65歲以上）」與「僱用中高齡（45歲以上）失業者」，約各占5% ~ 6%。

企業對「僱用熟齡族（中高齡／高齡）獎勵措施」的知悉度與補助領用概況

HR 時事議題



有 8.8%的企業有領取「僱用熟齡族獎助」

61.9% 60.8% 56.2% 56.1%

15.5%
9.6% 8.9% 6.1%

【中高齡就業促進】企業僱用補助專區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2022年  有 4.9% 的企業

有領取「繼續僱用／僱用屆齡退休的高齡補助」

2022年  有 5.7 % 的企業

有領取「僱用中高齡失業者補助」

僱用
獎助
方案

5 ~ 49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以上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https://lihi2.com/lSV2G


5 ~ 

49 人

50 ~  

199人

200 ~

499人

500 人
以上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42.5% 48.0% 42.4% 51.5% 43.7% 45.6% 42.4% 38.3%

26.5% 34.9% 44.2% 49.2% 21.5% 36.7% 22.4% 22.6%

2022 年有 

42.8%的企業表示

政府提供的僱用熟齡族獎勵措施，

會增加僱用此族群的意願

p.69

◼ 整體而言，有42.8%的企業表示，政府所提供的僱用熟齡族獎勵措施（僱用屆齡退休者、僱用中高齡失業者），當公司有招募需求時會增加想聘僱的意願。

◼ 相比於 2022 年新進人員有招募熟齡族的 27.2%來說，比例有明顯成長。而此獎勵措施對5 ~ 199人規模企業，影響最甚。

「僱用熟齡族（中高齡／高齡）獎勵措施」 對企業聘僱的影響

HR 時事議題

2022 年有招募新進人員的企業裡

有 27.2%的企業表示有聘僱熟齡族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僱用熟齡族獎勵措施」對企業招募熟齡族意願

 vs. 2022 年新人招募有招募熟齡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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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性質：有九成以上的企業會提供全職工作，與熟齡族求職者傾向找全職工作相符。

◼ 職務僱用類型：企業傾向「採長期定期契約」，而熟齡族的求職人員則傾向「不定期契約」。

◼ 職務類型：從TOP5來看，企業與求職雙方大致符合（客服／門市／業務／貿易類、生產製造／品管／環衛類、操作／技術／維修類、行政／總務／法務類）。

企業僱用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職缺釋出偏好 vs. 熟齡族求職者需求偏好

HR 時事議題

96.2%

21.2%

11.0%

46.9%

58.5%

8.4%

採不定期契約

採長期定期契約
（如：一年以上）

採短期定期契約
（如：三個月、半年）

56.5%

37.1%

15.3%

不能接受定期契約僱用

能接受每年一聘

能接受短期僱用

全職

兼職/部份工時

高階

79.4%

11.2%

8.8%

全職

兼職/部份工時

高階

35.5%

24.8%

23.0%

21.4%

21.1%

客服／門市／業務／貿易類

生產製造／品管／環衛類

操作／技術／維修類

行銷／企劃／專案管理類

行政／總務／法務類

25.3%

20.6%

16.5%

13.5%

12.9%

客服／門市／業務／貿易類

行政／總務／法務類

生產製造／品管／環衛類

經營／人資類

操作／技術／維修類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職務性質 職務僱用類型 職務類型

企
業
端

求
職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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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不想僱用熟齡族，最主要「有健康體能上的考量」、其次則依序是「學習新事務的積極性較弱」、「工作模式已定型，較難以融入新的企業工作風格」。

◼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密集服務業首要最擔心並不是健康體能因素，而是「資訊軟體使用上較弱」。另外，對 500 人以上的企業來說，除健康體能考量外，

「同仁間易有跨世代的溝通議題」與「薪資因素」亦是其不願僱用的主要原因。

企業不願僱用熟齡族（中高齡／高齡）考量

HR 時事議題

整體

有健康體能上的考量 1 50.0%

學習新事務的積極性較弱 2 43.8%

工作模式已定型，較難以融入新的企業工作風格 3 41.0%

資訊軟體使用上較弱 4 36.1%

同仁間易有跨世代的溝通議題 5 31.4%

薪資因素 6 23.8%

較難配合加班、出差 7 21.2%

善長的技能工具較陳舊 8 20.5%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1 49.3% 1 60.6% 1 63.6% 1 70.0%

2 44.2% 4 35.0% 3 47.3% 6 33.1%

3 41.1% 2 39.0% 2 48.5% 4 35.7%

4 36.1% 3 35.3% 4 39.5% 5 33.2%

5 31.4% 5 32.1% 6 27.8% 2 38.8%

6 24.1% 8 14.7% 7 22.1% 3 37.4%

7 21.3% 6 19.0% 8 17.7% 7 25.5%

8 20.6% 7 18.7% 5 29.0% 8 20.0%

電子
資訊業

傳統
製造業

一般
服務業

知識密集
服務業

1 42.6% 1 58.3% 1 50.7% 5 35.0%

3 33.3% 3 41.6% 2 46.0% 3 43.3%

2 37.2% 2 45.0% 3 38.4% 4 41.1%

6 29.3% 4 36.7% 4 29.2% 1 52.7%

4 30.9% 5 28.3% 5 28.1% 2 45.0%

5 30.4% 8 20.4% 6 22.7% 6 31.5%

7 12.3% 6 23.2% 7 21.5% 8 18.2%

8 6.6% 7 21.2% 8 16.9% 7 29.8%

【即戰力中高齡人選，解企業人才缺口】 50 + 嚴選人才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https://lihi2.com/Wrh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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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在職員工的角度觀察，若部門內有新進人員，他（她）會想要與那個年齡層的同事一起共事呢 ? 從調查結果來看，整體而言，員工偏好 20 – 44 歲人員成為自己

的新同事。

◼ 從員工本身的年齡層切入，發現「20 – 29 歲人員」傾向找與自己年齡層一樣或稍年長一階的「30 – 39歲人員」；「30 – 44 歲人員」則傾向找與自己年齡層一樣

或稍年輕一階的人員；而「45 – 64 歲人員」傾向找比自己年輕層低的同仁。顯見除20-29歲剛踏入社會的新鮮人，傾向找比自己稍長的同仁外，其餘年齡層人員，

皆傾向找自己年輕的同仁。

在職者 vs. 新進人員，年齡層共事偏好

HR 時事議題

20-29歲 30-39歲 40-44歲 45-54歲 55-64歲

44.0% 23.2% 9.7% 6.2% 37.0%

94.7% 87.6% 63.9% 42.8% 53.0%

94.8% 95.0% 86.6% 80.6% 72.0%

51.3% 69.9% 85.1% 85.1% 49.8%

9.9% 19.4% 39.2% 55.9% 29.0%

3.8% 3.9% 14.4% 22.9% 42.5%

1.5% 1.0% 1.0% 6.5% 16.7%

整體

希望
新進同事

的
年齡層

19歲及以下 20.1%

20-29歲 67.0%

30-39歲 87.1%

40-44歲 72.6%

45-54歲 33.8%

55-64歲 15.3%

65歲及以上 4.1%

HR 數據資訊需求企業視訊面談 WFH工作機制
企業僱用中高齡概況與

求職者需求偏好
青銀共事

在職者年齡層

若部門內有新進人員

您會希望優先

與那個年齡層的同事

一起共事呢 ? 

（TOP3）



研究設計、數據報表

附錄



研究設計

│ 網路量化調查問卷

│ 2023.01.06 ~ 2023.03.31

│ 1,112 份（95 %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 3.0 % 內）

│ 目前任職於 5 人以上規模企業 & 從事有關人力資源（人事）的相關工作。

員
工
規
模

5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499 人

500 人以上

94.0%

4.7%

0.8%

0.4%

48.8%

30.5%

11.5%

9.2%

2022年受訪企業結構  以105 年工商普查資料加權  2023 年原始抽樣

產
業
類
別

電子製造業

傳統製造業

一般服務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2.2%

34.1%

46.1%

17.6%

18.6%

26.3%

31.4%

23.7%

為了更準確的呈現台灣整體產業的人資管理趨勢，參考當年度最新公佈之工商普查的 產業類別 及 企業規模 分布，進行兩階層加權推估，

受訪者樣本輪廓詳見下圖。

p.74

資 料 蒐 集 方 式

調 查 期 間

有 效 樣 本 數

受 訪 對 象



電子資訊業 傳統製造業

食品菸草及飲料製造業、紡織業、鞋

類／紡織製品製造業、傢俱及裝設品

製造業、紙製品製造業、印刷相關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橡膠及塑膠製

品製造業、化學相關製造業、非金屬

礦物製品製造業、金屬相關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電力機械設備

製造業、運輸工具製造業、精密儀器

及醫療器材相關業、育樂用品製造業、

其他相關製造業、建築或土木工程業、

建物裝修或空調工程業、農產畜牧相

關業、水電能源供應業

一般服務業

批發業、零售業、運動及旅遊休閒服

務業、汽機車維修或服務相關業、婚

紗攝影及美髮美容業、徵信及保全樓

管相關業、運輸相關業、其他服務相

關業、倉儲或運輸輔助業、不動產業、

環境衛生相關業、住宿服務業、餐飲

業、政治機構／宗教／職業團體組織

／社會福利服務業

知識密集服務業

軟體及網路相關業、金融機構及其相

關業、投資理財相關業、保險業、出

版業、藝文相關業、廣播電視業、廣

告行銷/傳播經紀業、法律服務業、

會計服務業、顧問／研發業、醫療服

務業、建築規劃及設計業、教育服務

業、電信服務業

產 業 分 類 定 義

p.75

研究設計

透過電信及通訊相關業、電腦及消費

性電子製造業、光電及光學相關業、

電子零組件相關業、半導體業



數據報表

104人力銀行研究團隊期許以「研究分享」，讓人才與企業端的資訊透明，

促進職場朝適才適所、正向循環的方向前進，想瞭解更多、更完整的人資作

業趨勢資訊、或是同業如何數據化管理 HR 資訊嗎？

Download

若對此份研究報告有任何指教或詢問需求，歡迎洽詢

p.76

104 資訊科技 資料分析師 戴秀芳 

Email：yvonne.tai@104.com.tw

電  話：02-2912-6104 分機 832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fPm10Yqlw_fEMfghEMoTSaJOKikvSyFk/edit?usp=sharing&ouid=100486310417400390989&rtpof=true&sd=true
mailto:yvonne.tai@104.com.tw


職  務  刊  登    h t t p s : / / p r o . 1 0 4 . c o m . t w / v i p /

實  體  招  募    h t t p s : / / h u n t e r . 1 0 4 . c o m . t w / T C / i n d e x . j s p

整  合  招  募    h t t p s : / / r e c r u i t . 1 0 4 . c o m . t w

人 資 系 統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e h r m s / F B I

招 募 系 統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e r e c r u i t o r F B I

顧 問 諮 詢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c o n s u l t a n t F B I

雲 端 人 資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p r o h r m / F B I

人 才 評 鑑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a s s e s s m e n t F B I

人 才 標  準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n o r m F B I

人 才 培 訓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c o u r s e F B I

薪 資 代 管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s a l a r y / F B I

人 資 市 集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m k p / F B I

員 工 滿 意 度 h t t p s : / / 1 0 4 h a . c o m / v i p _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F B I

人  資  充  電    h t t p s : / / p s e . i s / f b i 2 0 2 2

人資多元服務
人資大小事  先問

以人力銀行普及於企業市場，服務超過 43 萬家企業會員的 104人力銀行，期望透過人資調查研究，

持續提供人資從業朋友有關台灣人力資源管理的趨勢資訊。

https://pro.104.com.tw/vip/
https://hunter.104.com.tw/TC/index.jsp
https://recruit.104.com.tw/
https://104ha.com/vip_ehrms/FBI
https://104ha.com/vip_erecruitorFBI
https://104ha.com/vip_consultantFBI
https://104ha.com/prohrm/FBI
https://104ha.com/vip_assessmentFBI
https://104ha.com/vip_normFBI
https://104ha.com/vip_courseFBI
https://104ha.com/vip_salary/FBI
https://104ha.com/mkp/FBI
https://104ha.com/vip_satisfactionFBI
https://pse.is/fbi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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