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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23~2024台灣地區薪資福利調查報告》

由104人資學院進行，於2023年6/5-9/8針對企業人資及用人主管進行網路問卷調查，今年共計1,195家企

業參加，涵蓋全市場224個職務代表薪資。

2023企業年終及2024新酬趨勢大調查

104公共事務部於2023/11/6~11/20針對企業人資及用人主管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共計回收1,565家有效

樣本，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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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實際薪資



2023年平均年薪69.4萬元，年增2.5%

薪資結構 2023年 年增減

年本薪：平均月本薪 x 12 53.8萬元 2.6%

固定年薪：年本薪 + 津貼 58.3萬元 2.6%

保障年薪：固定年薪 + 固定獎金(固定保障的年終/中獎金) 63.5萬元 2.8%

年薪總額：保障年薪 + 變動獎金(績效獎金、佣金、業績獎金、員工分紅、全勤獎金等) 69.4萬元 2.5%

獎金/年薪總額 15% --

● 薪資結構的四大主要項目，2023年皆高於上年
●其中，2023年平均年薪總額69.4萬元，比上年增加2.5%，高1.7萬元

資料來源：104人資學院《 2023~2024台灣地區薪資福利調查報告》



2023年平均年薪  8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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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平均年薪總額69.4萬元，8年來最高，但年增幅2.5%，略低於去年

資料來源：104人資學院《 2023~2024台灣地區薪資福利調查報告》



2023年平均年薪最多  TOP5產業

資料來源：104人資學院《 2023~2024台灣地區薪資福利調查報告》

類比IC設計工程師

電腦及消費性
電子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業 電信及通訊業 軟體及網路業

102.2萬 87.3萬 84.6萬 84.2萬 83.5萬

半導體業

年薪

年增幅 5.4% 6.5% 8.7% 0.1% 3%

● 科技業續強！2023年平均年薪前五高產業，全為科技業，含科技製造及資通訊軟體網路業
●AI火紅！半導體不畏晶片庫存過多亂流，平均年薪102.2萬元連續8年稱霸，年增幅5.4%優於平均2.5%
●電信及通訊業因5G換機需求持續放緩，年薪幾乎和去年持平，仍居第4



2023年平均年薪最多 TOP5職類

類比IC設計工程師
數位IC設計工程師

演算法開發工程師 電源工程師

FAE工程師

136.1萬
125.6萬

96.9萬
96.9萬

96.1萬

●工程師大勝！專業門檻高、需求強，2023年平均年薪最高的五大職務皆為工程師。兩大IC設計工程師逾百
萬，演算法、電源工程、FAE均薪逼近百萬
●演算法開發工程師受惠AI風潮，薪資擠進TOP5職類

資料來源：104人資學院《 2023~2024台灣地區薪資福利調查報告》



2023年平均年薪最多  TOP5職類(非工程師職務)

稽核人員
電腦系統分析師

網路安全分析師 營運管理師／
系統整合／ERP專案師

股務人員

88.6萬
88.3萬

86.8萬
86.4萬

83.5萬

資料來源：104人資學院《 2023~2024台灣地區薪資福利調查報告》

●企業內控與資安風險的重要性日益升高！2022~2023年以來，國際政經情勢持續受到俄烏戰爭、疫後復
甦、美中貿易戰等影響，加上ESG、供應商管理、永續採購、數位轉型等多重議題的重要性提升，稽核平均
年薪居非工程職之首，其次為電腦系統分析師、網路安全分析師。
●2023年台股因庫存壓力而震盪走低，近日已因AI題材再起，庫存壓力去化，已呈攻頂之勢，股務人員年薪
擠進非工程職第5。



02
2023年 預期年終



企業預期 2023年終獎金  平均1.08個月

2
02

3年
會發年終獎金的企業

比
例

99.6%

平均發放1.08個月

11.1% 企業年終較2022年增加

14.2 % 企業年終較2022年減少

● 99.6%的企業預期會發放年終獎金，平均發放1.08個月，比上年1.33個月少0.25個月，約當7.5天薪資
●2023年，更多企業會發年終，但發放金額普遍縮水
●99.6%企業會發年終，比上年多3.7個百分點，僅11.1%企業的發放金額高於上年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yoy +3.7個百分點

yoy -0.25個月

yoy -2.2個百分點

yoy -1.2個百分點0.4% 企業沒有年終
17大產業中，除半導體、電子零組件業外，受訪企業所屬產業，發放年終比例為100%

yoy -3.7個百分點



2023年終獎金平均1.08個月  10年來最低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31個月

1.19個月

1.27個月

1.10個月 1.11個月1.10個月

最近10年  當年度平均年終獎金

2020

1.15個月

2021 2022

1.10個月 1.08個月

1.33個月

2023

● 景氣低檔徘迴，通膨、缺工皆升高企業經營難度，甚至影響企業獲利，
     企業預期2023年年終獎金平均1.08個月為10年來新低。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2023年終  金融業持續稱霸 平均近2個月 

四大產業排序

 電子製造業：1.23個月

 傳統製造業：1.07個月

 知識密集服務業：1.05個月

 一般服務業：1個月

最高②半導體業-

最高③營建業-

最低①住宿與餐飲業-

平均1.38個月，yoy-0.4個月

平均0.59個月，yoy-0.26個月

高於均值的公司型態

⚫上市櫃台資：平均1.36個月

⚫中大型企業(250~499人以上)：平均1.31個月

⚫外商企業：平均1.31個月

平均1.23 個月，yoy-0.45個月

最低③民生消費製造業-平均1個月， yoy-0.07個月

最高①金融業-
最低②醫療服務業-
 

平均1.83 個月， 12連霸yoy-0.24個月

平均0.97個月，yoy-0.23個月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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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預期調薪



企業預期  2024平均調薪3.2%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4.01%

3.54%

3.88%
4.09%

3.65%

3.01%

最近10年  企業估計調薪幅度

2021

3.4% 3.1%

2022

(軍公教調薪3%) (軍公教調薪4%)

3.35%

2023

● 47.5%的企業預期2024年平均調薪3.2%，低於上年預估2023年預期調薪3.35%，也低於軍公教即將在2024
年調薪4%
●依104人力銀行資料庫2023年平均月薪4.5萬元換算，2024年平均每月加薪1,431元，比2023年少42元

2023 2024

(軍公教調薪4%)

3.2%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2024年調薪幅度  軟體網路業4.5%稱霸

2024年會調漲薪資的企業比例

批發零售業

31.5%
35.9%

53.8%

軟體及
網路業

光電及
光學業

電子零組件
業

4.5%

01

3.9%

02

3.5%

03

3.4%

04整體

2024年加薪幅度%

49.2%

04

3.4%

3.2%

yoy

+1個百分點
yoy

-0.2個百分點

yoy

+0.8個百分點
yoy

-0.2個百分點

四大產業排序

①知識密集服務業：3.6%

②一般服務業：3.3%

③電子製造業：3.2%

④傳統製造業：2.9%

註：金融業因樣本不足未列入榜單中

顧問服務業

yoy

+0.2個百分點

49.3%

3.4%

●AI朝應用端發展，軟體及網路業 2024年平均調薪幅度4.5%居冠
●預期會調薪的企業占比：住宿餐飲業58%居冠，期盼擺脫缺工的泥沼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調薪方式66%企業會參考個人績效

● 66%企業調薪時會將個人績效列為單獨或參考指標之一
●論功行賞，激發員工向上！企業主要調薪方式，愈來愈多以「個人績效」調高「固定」薪資！依職務
貢獻度、齊頭式全面調薪、調高變動獎金、參考軍公教調薪等方式占比則逐年下降

66.5%

23.8%

17.5%
14.7%

2.2%

按「個人績效」
調高「固定」
薪資，反映個

人貢獻度

依「職務類型」
調高「固定」
薪資，反映職

務貢獻度

齊頭式「全面」
調高「固定」薪
資，人人平等

調高「變動獎金」
的計算方式，隨時
反映景氣與營收

其他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企業評估個人貢獻度，從「量化」漸趨「質化」

●KPI達成率不是唯一！
●企業更在乎員工態度是否主動積極、靈活敏捷，以及是否能解決問題、非總是抱怨

66.5%
按「個人績效」

調高「固定」薪資，
反映個人貢獻度

50.2%

56.4%

60.8%

是否能解決問題、而非總是抱怨

KPI績效達成率

是否主動積極、靈活敏捷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04
缺工時代的薪酬趨勢



趨勢1：整體薪資競爭力  需達PR 70以上

●薪資PR 50(贏過一半的企業) ≠ 有市場競爭力
●建議需達PR 70以上，具有相對競爭力
●近兩年相比，認為PR值需達70以上企業占比提升，用薪資搶才日趨激烈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25.5%

19.1%

30.4%

19.6%

5.4%

19.2% 18.0%

36.7%

19.9%

6.1%

PR50以上 PR60以上 PR70以上 PR80以上 PR90以上

2022年 2023年

最近兩年大缺工，請問您觀察，「公司整體薪資」市場排序PR值需達多少，才具備競爭力？

yoy+6.3個百分點 yoy+0.3個百分點 yoy+0.7個百分點yoy-1.1個百分點yoy-6.3個百分點



趨勢2：關鍵職務薪資競爭力  需達PR 80以上

●關鍵職務建議需達PR 80以上，才具有相對競爭力
●願提供PR70以上企業比例提升，爭取關鍵人才難度增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15.1%

11.2%

32.0% 31.7%

10.0%11.2%
12.8%

32.1% 33.2%

10.7%

PR50以上 PR60以上 PR70以上 PR80以上 PR90以上

2022年 2023年

最近兩年大缺工，請問您觀察，常見的關鍵職務，市場排序PR值需達多少，才具備競爭力？

yoy+0.1個百分點 yoy+1.5個百分點 yoy+0.7個百分點yoy-1.6個百分點yoy-3.9個百分點

註：關鍵職務舉例：工程研發、業務、PM、行銷



趨勢3：基礎職務薪資競爭力  需達PR 70以上

●基礎職務建議需達PR 70以上，才具有相對競爭力
●22.4%認為基礎職務僅需PR 50以上高於整體，低估行情搶才恐陷入劣勢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19.2% 18.0%

36.7%

19.9%

6.1%

22.4%
19.7%

30.6%

18.7%

8.5%
11.2%

12.8%

32.1% 33.2%

10.7%

PR50以上 PR60以上 PR70以上 PR80以上 PR90以上

整體薪資 基礎職務 關鍵職務

最近兩年大缺工，市場排序PR值需達多少，才具備競爭力？

註：關鍵職務舉例：工程研發、業務、PM、行銷   基礎職務舉例：作業員、服務員、門市店員



趨勢4：「薪酬管理」難度升高，六大問題日益嚴峻

●41%企業已調薪，但員工仍無感、無法激勵員工
●38%企業已調薪，但仍無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薪酬管理的六大問題日益嚴峻

資料來源：104人資學院



趨勢5：落實「薪酬管理」，人才戰略第一步！

●引進「薪酬管理」，加薪不盲！
●薪酬是公司的一項費用支出，對組織而言又是一項影響與控制員工的有效工具；薪資給付有多種不同的類型，包
括傳統的職務薪資，以及非傳統的彈性福利、節餘分享、技能薪、績效薪、團體績效獎金等。
●薪酬的設計必須兼顧內部公平、外部公平與員工公平，方能達到吸引、激勵與留任人才的效果。

資料來源：104人資學院

薪酬管理4步驟

薪酬管理的核心概念與價值



recap
1. 2023年平均年薪69.4萬，創8年新高，年增幅2.5%低於去年

2. 2023年預期年終，99.6%的企業預期發放1.08個月，10年新低

3. 2024年預期調薪，47.5%企業會調薪，預期調薪3.2%，平均每月加薪1431元

4. 「薪酬管理」主要盲點：不知己知彼、缺乏制度與管理、未能與時俱進

5. 落實「薪酬管理」，人才戰略第一步！



流程 講者 時間

報告發表
&

趨勢分享
104人資學院 總經理 花梓馨 09:30~10:00

媒體自由訪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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