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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將於2025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根據國家發

展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23年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4.4歲，

而到2030年時，人口年齡中位數將達48.4歲，25~44歲

人口將比2023年驟減104萬，僅剩582萬，而45~64歲

的中高齡人口則是增加12萬，達722萬，相信這些數字

對企業來說，都代表著人力資源管理的壓力。

隨著人口逐漸高齡化，以及科技驅動產業轉型的影響，

未來工作者將順應轉為延後退休，持續不中斷工作。為

了平衡生活、健康勞動而工作的中高齡求職者，他們不

再只是追求經濟收入提升，而是期待「持續與社會互動」

以及「在職場的和諧氛圍」。面對少子化日趨嚴峻的缺

工潮，企業為了吸引中高齡者就業，紛紛意識到需因應

人力組成而改變，因此，著手設計調整工作型態與重新

塑造合宜的職場文化，顯然都是2024年的當務之急。

發布日期：2023年10月25日

《2023中高齡就業趨勢報告書》 以最新的台灣人口勞

動力數據為背景，除了運用「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

計」，分析2020到2023間的中高齡就業趨勢變化，更

擴大收集產業及就業市場的客觀意見，透過企業與求職

者兩端點的回饋意見，歸納出值得參考的發現及對策。

2023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年，各產業已意識到勞動力人

口趨勢將改變未來職場，企業聘用中高齡人才的意願和

評價都明顯提高，然而從招聘到職場安定、從企業行動

到人才期待，在青銀管理的問題、政策影響的困境，都

能發現兩端明顯落差。

在中高齡想工作、企業也願意用人的新未來，跨世代管

理、青銀職場共融，我們試著提出紓解各產業困境的解

方，這份《2023中高齡就業趨勢報告書》除了是一份趨

勢研究報告，更是提供企業在導入中高齡人力的策略運

用中，能依循實際案例的建議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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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為瞭解企業聘用中高齡的現況與挑戰，以及中高齡

求職者求職時所遇到的困難及在意的職務因素，找

出勞資雙方期待及其差異，藉以建構友善中高齡職

場，達到跨世代共融的新境界。

中高齡會員：依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

定義，中高齡者指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人

研究期間：

2023 年 7 月 26日~ 8月 23日

成功樣本數：

《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有效回收數共

654家企業；在 95%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3.83 %

《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有效回收數共987

位中高齡求職者 ，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

為±3.12 %

研究說明



中高齡求職者比例逐年遞增，
加上求職積極，已為企業缺工潮注入新活水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人口推估資料顯示一警訊：

25歲~44歲人口呈現劇烈下降的現象，而相較年輕人口大幅減少，

反觀45歲至64歲的中高齡人口則呈連續上升曲線，

2023年45歲至64歲人口已較25歲~44歲人口增加6% ( 近39萬 )；

預估2030年將較25歲~44歲的人口增加24% (近140萬）

人口數_25~44 人口數_45~64

2022 6864000 7095000

2023 6743000 7129000

2030 5821000 72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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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3.10）

本次《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發現：

高達85%的中高齡者仍有找工作需求；

進一步調閱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數據，

2023年中高齡平均每月主動應徵人數三年成長25%，

求職積極，可為企業缺工潮注入新戰力

1
趨
勢徵才趨勢

2021 2022 2023

4.8萬

6萬6萬

中高齡應徵成長趨勢人口結構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2023.01~2023.08月數據平均）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統計至2023.08月）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2年企業中高齡聘僱與認知調查、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企業歡迎中高齡比例穩定攀升，缺工
聘用中高齡的新意識抬頭、勢在必行

根據104人力銀行工作機會數統計，2023年平均每月工作數高

達104萬個，10月單月工作數108萬個，再創歷史新高；

其中，勾選「歡迎中高齡」的工作機會數占比，可看見穩定

成長上升趨勢，2023年企業歡迎中高齡工作機會數佔比成長

至18.5%，是四年前的2.66倍。

本次《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發現：

在缺工嚴峻的狀態，企業對於聘用中高齡的意識逐漸抬頭，

願意聘用中高齡的意願分數相較2022年提升至7.4分；

若企業在不缺工的情境，聘用中高齡的意願6分，仍比

2022年不缺工的情境上升0.8分。

2
趨
勢徵才趨勢

5.7

7.4

5.2

6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022 2023

聘用意願 聘用意願（非缺工情境）

643,252

1,048,105

73,137

194,396

11.4%

18.5%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2020 2021 2022 2023

工作機會數 歡迎中高齡工作機會數 占比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2023.01~2023.08月數據平均）

7,166

11,167

31,384

54,562

63,780

102,491

147,049

181,313

197,596

238,480

運輸物流及倉儲

政治宗教及社福相關業

旅遊休閒運動業

文教相關業

一般服務業

建築營造及不動產相關業

一般製造業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小辭典：招聘友善
企業於104人力銀行招募時，符合下列兩項行為，即為招聘友善企業：
1. 職缺刊登：企業於職缺歡迎身分選項，勾選「歡迎中高齡」項目；
2. 實際邀約中高齡求職者面試。

招募需求量大產業，
「中高齡招聘友善率」低，需再加強

2023年因疫後生活常規化，根據104人力銀行工作機會數統計，

住宿／餐飲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開出大量工作機會，需要增補

足夠員工以因應爆量商機。

觀察2023年招募需求量大的產業，其中高齡的招聘友善率：

住宿／餐飲服務業排名第4；而批發零售業則勉強擠進前十名，

兩者友善率低於50%；可見最缺工產業具有中高齡招募友善

作為的發展空間，值得關注及投入因應對策。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2023.01~2023.08月數據平均）

1
發
現主要發現

職缺需求人數排名 中高齡招聘友善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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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0%

30.10%

23.00%

19.20%

11.40%

6.30%

3.60%

平等提供面試機會、主動邀約中高齡求職者

招募資訊公開聲明「歡迎中高齡與二度就業」

針對中高齡就業者提供健康相關照護(如健康檢查、健康諮詢等)

定期或不定期關心中高齡就業者，了解想法並進行改善

參考中高齡的體力與能力彈性安排職務、或提供輔具

為中高齡設計更適合的教育訓練流程

其他

ㄏ

32.7% 32.6%

48.3% 47.9%

2022 2023

44- 45+

徵才過程，中高齡友善作為排名 邀約同意率

主要發現 企業提升主動邀約中高齡面談比率，
可降低人力招募成本1解方

根據《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數據，

有78%的徵才企業表示，已做到平等提供中高齡面試機會，

並會主動邀約中高齡求職者。

觀察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可看出45歲以上求職者邀

約同意率較45歲以下高；表示在相同的邀約流程下，中高齡

求職者的效率明顯優於45歲以下，邀約後平均同意率可高達

48%。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2023.01~2023.08月數據平均）



企業需同理中高齡學習力及體力
進行適能適性的職務再設計2

發
現主要發現

71.1%

69.7%

50.0%

40.6%

36.4%

工作經歷豐富

穩定度較好(不易跳槽)

處事成熟待人圓融

信賴度與可靠度較好

配合度高
53.1%

35.4%

27.5%

25.4%

24.4%

23.5%

19.7%

需要重新適應新環境

害怕跟不上新技術或工具

學習速度變慢

與同事相處

如何兼顧家庭跟工作

身體因素，無法符合工作期待

與主管相處

優點

弱項

擔心

CB

56.8%

42.0%

41.8%

38.1%

25.3%

思想較老舊，不夠創新

學習力較差

體力較差

經常倚老賣老，較難溝通

做事速度較慢，效率較低

本次《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發現：

70%企業在聘用中高齡時，皆可感受到其經歷豐富及穩度且

圓融；而仍需克服的項目，前三名為：思想較老舊(57%)、

學習力較差(42%) 、體力較差(42%) 。

從《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可看見：中高齡求職者重返

職場的憂慮，除了要適應新環境外，也擔心在學習新技術時

的上手速度，正好與企業聘用經驗的弱項相呼應，呈現出在

學習力和體力上的困境。

企業在面對中高齡不可避免的老化現象時，需要多一些同理，

善用優勢，重新設計可降低缺點影響的職務內容，即可塑造

適能適性職場環境。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77.90%

30.10%

23.00%

19.20%

11.40%

6.30%

3.60%

平等提供面試機會、主動邀約中高齡求職者

招募資訊公開聲明「歡迎中高齡與二度就業」

針對中高齡就業者提供健康相關照護(如健康檢查、健康諮詢等)

定期或不定期關心中高齡就業者，了解想法並進行改善

參考中高齡的體力與能力彈性安排職務、或提供輔具

為中高齡設計更適合的教育訓練流程

其他

CB

主要發現 企業盤點職務內容，拆解不同職務單元
後重新組建適性協作模式2解方

瞭解中高齡求職者的特性後，企業首重開始盤點公司內部職

務，找出可進行職務再設計的職務，才能透過不斷試誤發掘

最佳實務。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48.0%

44.8%

38.8%

25.0%

22.4%

22.1%

13.9%

10.6%

3.2%

提供專屬中高齡的職位或項目

提供培訓課程

增加更彈性的工時

有小老師手把手教學

提供更長的教育訓練時間

請假制度彈性

提供輔助工具

增加團隊活動

其他

對比企業較少著墨的彈性職務安排，中高齡求職者對於適性職務

的期待，遠高於企業的想像，成為最期待首選。

《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可看見：

48%中高齡求職者期待企業可以參考中高齡的體力與能力彈性安

排職務，或提供輔具，其次才是教育訓練課程的協助(45%)。



產業實務

工作以「速度」和「複雜度」標準，

將內場工作站和外場服務都分類在

四個象限中，找出適合中高齡人才

易上手的職務、依序學習。

藉由分區工項，減少中高齡人才

爬高、蹲站及搬重，重視SOP

程序及團隊內青銀協作與分工。

將一人工作任務拆解後再重組，

將重複性高、簡單、可獨力完成的

部分房務工作和部分餐飲服務交給

中高齡夥伴共同完成。

台灣無印良品 石二鍋 老爺酒店

門市 餐飲 旅宿



中高齡求職者首重「工作地點」甚於
薪資，55歲以上更側重「職場氛圍」3

發
現主要發現

平均 45歲~49歲 50歲~54歲 55歲~64歲

工作地點 58.1% 57.1% 57.6% 59.1%

工作內容 38.5% 39.5% 43.6% 34.3%

薪資水平 36.9% 49.6% 38.8% 26.9%

公司福利制度 30.9% 41.6% 32.0% 22.9%

工作環境與流程對身體狀態是否合適 28.3% 25.2% 31.2% 28.3%

工作團隊氛圍友善中高齡 27.8% 16.0% 25.6% 37.4%

公司形象是否中高齡友善 19.9% 12.2% 20.8% 24.6%

刊登在人力銀行的職缺，勾選「歡迎中高齡」 18.9% 12.2% 15.6% 25.7%

職涯發展／晉升機會 9.8% 19.7% 10.0% 2.9%

公司有年紀相仿員工 3.0% 0.4% 4.4% 3.7%

公司提供生活促進課程 1.8% 1.3% 2.0% 2.0%

其他 1.2% 2.1% 0.4% 1.1%

《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數據顯示：

中高齡求職者對於工作價值重要度，前三名分別為：工作地點(58%)、工作內容(39%) 、薪資水平(37%) ；

所有中高齡求職者求職時，皆優先考量「工作地點」，隨著年齡增長，「工作內容」及「薪資水平」的排序則有不同變化。 

本次調查特別發現到：55歲~64歲族群，在意工作團隊的氛圍是否友善大於薪資水平，顯示中高齡人才對於軟性條件的價

值取向已有別於傳統實質條件；值得企業參考並融入友善職場的構成元素。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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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現 友善職場，建議企業分齡設計，
滿足多元發展期待3解方

根據《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發現：不同年齡層的求職者，對於工作價值的認知及期待皆有所差異；

因此企業需仔細思量各階段特性，協助克服困難，滿足主要期待，可有效提升工作成就感。

45歲~49歲 50歲~54歲 55歲~64歲

人才
特性

導入
策略

重要順序為：
1. 工作地點 (57.1%) 

2. 薪資水平 (49.6%) 

3. 公司福利制度完善 (41.6%)

關注：經濟報酬

調薪資
有升遷

職務再設計
打造友善
雇主品牌

重要順序為：
1. 工作地點 (57.6%)

2. 工作內容 (43.6%)

3. 薪資水平 (38.8%)

關注：兼顧工作內容及薪資

重要順序為：
1. 工作地點 (58.7%)

2. 工作團隊氛圍友善中高齡(43.7%)

3. 職缺有勾選歡迎中高齡(33.3%)

關注：工作團隊氛圍友善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全齡設計將成顯學，
超前佈署跨世代職場管理1

策
略政策建議

高達90%參與調查企業皆有實際聘用中高齡；而員工的組成比例，中高齡占比有兩極表現： 

・不超過5%：占19% 

・低於15%：占41% 

・超過51%：占12% 

此數據代表企業面臨員工年紀差距拉大的問題，在任用中高齡時也因此需要特別協助設計跨世代管理職能 (29%)；

18.7%

11.9%
10.5%

7.3% 7.7%
6.5% 6.3%

7.1%

4.8%

6.8%

12.4%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49.8%

36.5%

28.7%

22.9%

15.6%

15.1%

15.0%

12.2%

10.1%

9.5%

4.7%

申請補助

了解補助法規

提升跨世代管理職能

了解中高齡人才特性

招募中高齡人才

規劃現有工作流程再設計

倡議企業內部文化

規劃彈性工時制度

了解職場輔具運用

了解環境改善

其他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全職中高齡占比 企業任用中高齡需協助項目排名



產業實務

麥當勞 老爺酒店

台灣無印良品

統一超商

實施青銀共事教育訓練與交流座談，

以通用設計優化全齡工作場域

全家便利商店

鼓勵門市組成跨齡團隊，

創造友善的工作氛圍

一零四資訊科技

打造知識擴散/經驗傳承的舞台，

讓中高齡人員的經驗可以被內部延續，

創造更多價值，打造青銀共創。

將心比心，

對內安排壯世代系列講座

肩並肩團隊合作，

不同年齡層互相學習成長，

定期舉辦員工座談會

青銀合作發揮專長，

讓中高齡專注銷售與熟客經營、

年輕夥伴則安排體力與3C相關工作



48.0%

44.8%

38.8%

25.0%

22.4%

22.1%

13.9%

10.6%

3.2%

提供專屬中高齡的職位或項目

提供培訓課程

增加更彈性的工時

有小老師手把手教學

提供更長的教育訓練時間

請假制度彈性

提供輔助工具

增加團隊活動

其他

設計分齡學習地圖，循序漸進無痛接軌
企業營運，就可讓中高齡成為企業生力軍

隨著高齡化腳步，企業的友善作為，停留在表達聘用意願，

是無法在缺工競爭下勝出（78%企業都已落實），展望青銀

共生的職場，企業應再積極投入過往較少著墨的教育訓練流

程（僅6%企業採行）。

2
策
略政策建議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企業中高齡友善作為排名 中高齡期待措施排名

建議可針對各年齡層員工設計不同學習地圖，透過「時間密

集度」及「學習深度」來規劃合宜的內部教育訓練課程；

透過專屬的學習計劃，可讓中高齡減輕不安感，可循序漸進

照著計劃吸收工作要點，充分賦能後即可順利銜接營運需求。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77.9%

30.1%

23.0%

19.2%

11.4%

6.3%

平等提供面試機會、主動邀約中高齡求職者

招募資訊公開聲明「歡迎中高齡與二度就業」

提供健康相關照護(如健康檢查、健康諮詢等)

關心中高齡就業者，了解想法並進行改善

參考中高齡體力與能力彈性安排職務或提供輔具

為中高齡設計更適合的教育訓練流程



產業實務

麥當勞 老爺酒店

台灣無印良品

統一超商

打造個人化培訓學習進度，

提供「充電時間」，

隨時可重新回顧來熟悉職務內容

全家便利商店

提供中高齡專屬線上課程、友善的學

習進度，門市夥伴能一步步耐心帶領

無經驗的同仁，逐步上手

訓練制度為每位中高齡配置一位

專屬訓練輔導員，觀察中高齡體

能與學習速度調整內容

打造個人化培訓學習進度，

提供「充電時間」，

隨時可停下腳步充電來熟悉職務內容

降低中高齡入門障礙，提升其優勢價

值，讓人才適性適所，透過專屬的樂

齡學習計畫表，賦能和用能同時並進

一零四資訊科技

運用線上系統進行知識管理，規劃完整

「中高齡員工學習發展地圖」，區分從

新手、生手、熟手到高手的四階學程



從本次調查可發現企業任用中高齡意願較去年成長30%，除了需瞭解政府法令(37%)及相關補助(50%)外，看得出來在整體制度規

劃時，是需要許多協助的，範圍從上而下，從流程前端到後端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挑戰。

因此，本次調查104高年級50+特別設計了「 3心6力5友善法則」，協助企業打造永續的基石。

3
策
略政策建議

企業聘用中高齡意願 企業任用中高齡需協助項目排名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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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49.8%

36.5%

28.7%

22.9%

15.6%

15.1%

15.0%

12.2%

10.1%

9.5%

4.7%

申請補助

了解補助法規

提升跨世代管理職能

了解中高齡人才特性

招募中高齡人才

規劃現有工作流程再設計

倡議企業內部文化

規劃彈性工時制度

了解職場輔具運用

了解環境改善

其他

落實「 3心6力5友善法則」，
啟動跨世代共融職場新世紀



落實「 3心6力5友善法則」，
啟動跨世代共融職場新世紀3

策
略政策建議



中高齡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上路近三年，
只有45.7%申請政府補助，建議疫後積極廣宣輔導1

建
言政策建議

未申請過, 

54.3%

僱用獎勵措施,

16.8%

改善工作設備或環境

 14.1%

補助訓練課程費用

11.9%

繼續聘僱,

10.9%

退休後再就業, 4.3%
其他, 0.5%

已申請過, 

45.7%

4.1 4.2 4.4
4.8

0.0

2.0

4.0

6.0

8.0

10.0

1~49名員工 50~199名員工 200~499名員工 500名以上員工

政府頒定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自2020年12月正式施行至今已快接近三年，期望透過僱用獎勵措施鼓勵企業聘用中高齡，

實際詢問對企業意願的影響度，發現隨著員工規模越大，影響聘用意願越高，但整體平均仍只有4.2分，著實無感。

企業申請政府中高齡補助項目 政府中高齡補助對不同規模企業聘用影響
（滿分10分）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建議政府補助方面，可以強化僱用
獎勵措施與繼續聘僱，增強有感度2

建
言政策建議

雖然企業對補助措施無感，但詢問企業在聘用中高齡上最需要協助的項目，前兩名為協助申請補助及協助了解補助法規規則，

表示企業仍在意補助相關措施，卻不知道如何申請，儼然成了聘用意願度無法上升的最大阻礙。 建議政府在持續提供企業協助時，

可提供說明具體協助或輔導，讓更多企業及中高齡人才可受惠於政策，持續在職場上發揮價值。

企業任用中高齡需協助項目排名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2023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67.7%

55.7%

36.7%

32.1%

23.9%

22.5%

5.4%

僱用獎勵措施

繼續聘僱

補助訓練課程費用

退休後再就業

企業友善認證或獎項

改善工作設備或環境

其他

49.8%

36.5%

28.7%

22.9%

15.6%

15.1%

15.0%

12.2%

10.1%

9.5%

4.7%

申請補助

了解補助法規

提升跨世代管理職能

了解中高齡人才特性

招募中高齡人才

規劃現有工作流程再設計

倡議企業內部文化

規劃彈性工時制度

了解職場輔具運用

了解環境改善

其他

企業針對政府中高齡補助有興趣項目



人口趨勢改變，職場也隨之變化，未來職場管理將更多跨代溝通，不同年齡層的目標與期待不同，

需要有更多元的制度管理並且對內對外都需要形塑友善。

為解決缺工問題，許多企業已開始「歡迎中高齡」 ，不得不放下過去經驗，調整出對中高齡人才有吸引力的「選、育、

用、留」規劃。若還沒開始導入中高齡人力的企業，更需要把握時間，在邁入高齡化社會之前，調整企業的人力策略。

 「人去適應工作職務的時期已過，未來是工作流程來適應人的時代」

從2023年中高齡就業趨勢報告可以歸納，企業導入中高齡五步驟：

Step 1.  起手式：從招募公開「歡迎中高齡」開始；

Step 2.  重點放在軟體的改善，尤其以文化氛圍教育為重點；

Step 3.  職務工作內容的拆解與再設計；

Step 4.  善用輔具、規劃分齡合宜的培訓計畫；

Step 5.  堅持並持續優化：實踐「3心6力5友善」法則，無論是彈性工時或是福利制度執行，都需要傾聽各場域回饋聲音，

並給予正向回應。

在這些調整中，企業成功的關鍵，就是要有效掌握中高齡工作者的優勢能力，發揮出其擅長的價值，降低在工作中的挫折，

以實現更長期的成功。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更多中高齡的投入職場，整體勞動競爭力就能有效提升，而工作職場的友

善，就是吸引中高齡就業的最重要關鍵，也是讓他們價值再發光的基石。

發布日期：2023年10月25日

結論與展望



諮詢

我們致力於促進中高齡就業，

透過【 50+嚴選人才服務】幫助企業看見中高齡的優勢，

讓中高齡的價值再發光！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19號3樓 

電 話： +886 2 29126104# 9652 林小姐

郵 件：50plus@104.com.tw 

網 站： https://senior.104.com.tw/50talent

嚴選人才服務

企業共同響應

【歡迎企業共同響應】

https://lihi2.com/QOaK8
https://senior.104.com.tw/50talent/b/brands/temp?utm_source=2023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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