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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走向多元共融串聯共好跨世代的唯一途徑

2025年台灣將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這代表全台灣的人口每5人就有1位是65歲以上的長者，高齡化再加上少子化的衝擊，大

部份的企業正陷入大缺工的困境中，企業要解決缺工的困境首先必須先接受這已經是不可逆的現實，改變自己、善用中高齡

的人口紅利。 

今年104首度舉辦「DEI友善壯世代雇主獎」，從企業的招募、聘用、友善措施… 等，以五大指標為準則、透過數據面的資料

加上質化面的內涵 ，共同選出22家典範企業。 這些得獎企業，他們在更早之前就看到高齡化的社會趨勢，積極行動，用具體

的做法來解決企業人才的需求。他們呈現出來的實際數據表現，或是質化的成果，評審團都給予高度的肯定。我們也期待這

些做法，可以成為其他企業的典範，讓職場可以多元共融，串聯共好跨世代。

終身工作的時代來臨，只要你願意，104挺你到底

最後想對所有在職或是想再度回到職場的壯世代朋友們說，你們過去對台灣職場的努力和付出，成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讓

我們被全世界看見。 在這個「終身工作」的時代，壯世代仍是企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請堅定地踏出這一步，只要你願意，

104 挺你到底 !
一零四資訊科技總經理

序言



研究目的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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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目的

研究期間

2024年6月13日~ 7月31日

成功樣本數

《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有效回收數共646家企業；在 95%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3.86 %

《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有效回收數共1,299位中高齡求職者 ，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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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中高齡就業革命



少子、高齡 中高齡勞參率趕不上老化速度

企業生產力降，台灣貧窮線是否會超越日韓？

資料來源：國發會人口推估_主要年齡別人口數202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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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p-proj.ndc.gov.tw/Custom_Detail_Statistics_Search.aspx?n=39&_Query=aa969d3f-7b38-4400-976f-869ac2165ee1&page=1&PageSize=10&ToggleType=


整體就業市場供需失衡
徵才需求數Top5產業，供需比較整體市場低，徵才難度高。

資料來源：104資訊科技集團，※供需比=找工作人數/ 工作機會數

整體

電子/軟體/半導體

一般製造

住宿/餐飲服務

批發/零售/傳直銷

建築營造及不動產

0.48

0.37

0.25

0.09
0.11

0.07

沒有不缺工，只有誰更缺工！

供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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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023年

41天

48天

平均招募天數   相較2023年增加13%
平均花費2.5個月(10週)

資料來源：104資訊科技集團_2024 人資FBI報告

2022年 2023年

48天

54天

人才平均招募天數

招募效率：平均2.5個月的招募現實

整體

2022年 2023年

62天

66天

主管職人員 一般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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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新藍海：中高齡人口質量穩定成長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4.08)

人口結構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2024.01~2024.08月數據平均)

中高齡應徵成長趨勢

25~44人口數(萬人) 45~64人口數(萬人)

2022 686.4 709.5

2023 674.3 712.9

2024 665.9 720.3

2035 521.7 696.1

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數量 ：青壯年人口數逐年下降，2035年只剩521萬，而中高齡人口數仍有696萬

動能  ：2024年中高齡平均每月主動應徵人數 三年成長39% ，為企業招募新藍海

7.1萬

5 . 1萬

2022 202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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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聘用心聲



調查企業背景
成功樣本數：
《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有效回收數共646家企
業；在 95%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3.86 %

8%

13%

14%

16%

20%

29%

住宿/餐飲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批發/零售/傳直銷業

知識密集產業

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

傳統製造業

產業占比

大型 100

人以上, 

34%

中型 

30~99人, 

29%

小型 

5~29人, 

37%

企業規模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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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嗎？企業友善程度漸增

2024年企業歡迎中高齡工作機會數  三年成長30%
企業對於中高齡，聘用意願三年成長39%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2-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5.7
7.4 7.9

2022 2023 2024

聘用中高齡的意願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統計至2024.08月)

2022 2023 2024

30%

工作機會數  三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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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用？中高齡友善產業、職類
觀察2024年招募需求大的產業及職類，友善中高齡的職缺占比相較2023年全數皆為成長，運用中高齡已是
企業招募的一環。其中以建築營造及不動產產業 20%成長、客服/門市/業務/貿易職類 23%成長，成長幅
度最多。

中高齡招聘友善公司數Top5產業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就業市場統計(2024.01~2024.08月數據平均)

中高齡招聘友善職缺數Top5職類

13% 14%
12%

20%

4%

17%
23%

10%

20% 23%
YoY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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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意願成長，真心想用？還是不得不用？
本次《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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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意願聘用中高齡的企業達55%；若企業在不缺工的情境，有高度意願聘用中高齡企業則下降為25%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2-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13%

32%

55%

15%

60%

25%

低 中 高

聘用意願

聘用意願(非缺工狀況)

聘用中高齡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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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友善中高齡職場，僅 3成5企業大聲說

19%

28%

33%

35%

提供適合中高齡的教育訓練

提供合適的工作環境、輔具

將工作細化或重組，提供中高齡能協助的工作

對外、對內公開佈達企業友善中高齡的政策及態度

本次《 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發現：
企業對於友善中高齡職場的推動，僅有35%企業公開佈達相關政策及態度。

針對友善中高齡職場的推動，目前有做到的項目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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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高齡，企業看重經驗值
本次《 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發現：44%企業對新聘中高齡時，看重其工作經驗，期待中高齡運用
自身豐富經驗、知識及技能，協助團隊成員及對公司提出良好建議；呼應OECD 指出一家公司50歲以上的
員工比平均多出10%，整體生產力將提高1.1% ，其中提高的生產力包含：中高齡人才直接生產力及間接生
產力(協助團隊成員)。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33%

37%

42%

42%

44%

在業務繁忙期支援

運用其經驗或人脈帶來業績

活用所學技能與知識勝任工作

在業務或經營方面提出建議

傳授自身經驗、知識與技能

企業對新聘中高齡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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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嗎？企業感到滿意達65%
2024年企業運用中高齡滿意度65.4%, 

相較2023滿意度提升11%，不滿意度遽降70％

6.0%

35.3%

58.7%

1.8%

32.8%

65.4%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2023

2024

運用中高齡的評價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3-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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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中高齡，企業看見的優勢與弱勢
本次《 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發現：80% 企業在聘用中高齡時，感受到其經歷豐富，另外穩定度、
待人處事也是中高齡的強項。而仍需克服的項目，前三名為：思想不夠創新(53%) 、體力較差(36%) 、難
溝通(35%)。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30%

31%

35%

54%

80%

信賴度與可靠度佳

配合度高、易管理

處事成熟圓融

就業穩定性高

有豐富經驗或人脈

優勢

17%

30%

35%

36%

53%

做事速度較慢，效率低

學習力較差

倚老賣老，較難溝通

體力較差

思想不夠創新

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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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中高齡的挑戰及作法
在《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發現：58%的企業在聘用中高齡求職者時，面臨薪資期望較高的挑戰，
其次是職務再設計、組織內部管理以及共事的共識問題。
為了提高中高齡員工的運用可能性，企業首要考慮進行職務再設計，改善工作環境和流程(31%)。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13%

21%

26%

39%

58%

即將退休，不值得投入資源

無法提供中高齡適性教育訓練

對跨齡團隊內部無共識或管理經驗不足

工作內容不適合或不知如何拆解職務

求職者提出較高的薪資待遇

挑戰：新聘用中高齡人才，遇到哪些困難？ 

21%

24%

25%

28%

31%

彈性排班、混合工作模式

強化主管跨世代管理能力

上架在人力銀行的職缺有勾選「歡…

提升公司中高齡友善的形象

工作環境與流程優化

作法：針對中高齡人才導入，預計優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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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職場，企業作為與求職者關注重點不同
相同：在公平機會與公開歡迎，雙方達成共識
相異： 39%中高齡期待企業能提供合宜的教育訓練，但僅有7%的企業做到

32%中高齡希望企業依據體力能力安排職務或提供輔具，亦僅有15%企業可符合

企業作為 求職者關注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原始問項：請問貴公司在徵才過程中，有做到下列哪些中高齡友善的項目？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原始問項：請問您心目中的中高齡友善企業，最應該要包含哪些行動？

17%

29%

32%

39%

58%

72%

針對中高齡就業者提供健康相關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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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職務、提供輔具

為中高齡設計更適合的教育訓練流程

企業公開聲明「歡迎中高齡與二度就業」

平等提供面試機會/主動邀約中高齡

7%

13%

15%

20%

30%

76%

為中高齡設計適合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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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中高齡的體力與能力安排職務、

或提供輔具

定期或不定期關心中高齡就業者，了

解想法並進行改善

招募資訊公開聲明「歡迎中高齡與二

度就業」

平等提供面試機會、主動邀約中高齡

求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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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企業實例

友善職場，你可以從文化與生活友善開始做

無印良品 聖德科斯 三商家購

營運主管共識營
凝聚內部共識

營運主管中高齡人才運用課程
找到對的方法運用中高齡

青銀共事工作坊
跨齡交流 增加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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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人才續留職場，企業準備好了嗎？

勞雇雙方可協商延後強制退休年齡

不得對逾65歲繼續工作之勞工有降低
薪資給付及其他勞動條件等不利對待

面對企業員工年齡漸長，
企業是否已做好準備？
又該如何準備？

勞工持續受僱至年滿65歲前

雇主不得任意強制勞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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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永續政策，刻不容緩
本次《 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發現：50%的企業尚未為屆齡退休員工設計相關制度。儘管如此，相
較於2023年，讓屆齡員工經驗傳承或根據員工意願調整工作條件的比例提高33%至50%。然而，僅22%的
企業表示鼓勵屆齡員工留任；與《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對照，33%的中高齡人才計劃於65歲退休，
27%希望延後退休，反映出企業極需創造更適合中高齡或高齡員工繼續工作的職務及職場環境。

59%

18%

19%

14%

17%

50%

24%

22%

21%

19%

沒有特別針對屆齡員工改變制度

讓屆齡員工多安排經驗傳授的工作

針對屆齡員工會鼓勵留任

為加強留任，依員工意願而調整工時與薪…

為加強留任，會調整員工的工作任務

2023

2024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3-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原始問項：請問目前貴公司給予中高齡員工的留任規劃，有下列哪幾項？

企業對中高齡員工的留任規劃？ 

1% 3%
9%

20%

33%
27%

中高齡人才規劃退休年齡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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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環境友善，典範企業都這樣做

IKEA 老爺酒店

職務再設計
放大文件字體，降低工作障礙

職務再設計
降低流程、簡化工作，打造壯幫手職缺

圖片來源：104高年級50+網站
圖片來源：104高年級50+職務再設計顧問服務

放大

輔具

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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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普通

33%

影響力低

20%

影響力高

20%企業認為政府獎助具有影響力
政府於2020年12月頒布的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至今已施行近四年，規劃了多項僱用獎勵措施，包
括從聘用到訓練、職務再設計等多方面的獎勵補助，旨在鼓勵企業聘用中高齡者。
然而，實際調查顯示，僅有20%企業認為政府的獎助政策對於企業僱用中高齡者具有高影響力。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原始問項：政府針對中高齡就業的補助政策，對貴公司僱用中高齡人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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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援！僱用型獎助為主要提升僱用意願方案
詢問企業對於聘用中高齡者最需要的協助時，
前兩名分別為：提升企業跨世代管理職能及規劃適性教育訓練。呼應了企業在推動中高齡聘用過程中遇到
的內部共識挑戰。因此，建議政府應提供具體協助方案或輔導來解決這些困境。至於企業關注的補助項目
中，僱用獎助占比達59%，顯示僱用型獎勵對於中高齡就業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原始問項：請問貴公司在新聘用中高齡人才上，下列哪些項目最需要獲得協助 ？

18%

18%

32%

32%

32%

建構內部雙向交流管道

更多中高齡人才招募管道

更了解中高齡人才特性

規劃合適的中高齡員工教育訓練

提升企業跨世代管理職能

最需要協助的項目

15%

18%

29%

38%

59%

企業職場友善認證或獎項

退休後再就業補助(知識、經驗或技術…

教育訓練補助(含職前、在職、退休準備)

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 (延緩退休)

僱用獎(補)助

想了解的補助項目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原始問項：請問下列哪些補助_協助_認證是貴單位，最有興趣想更加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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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求職心聲



中高齡找工作人數TOP5職類

資料來源：104資訊科技集團，45+以上每月找工作人數

客服/門市/業務/貿易類

操作/技術/維修類

行政/總務/法務類

生產製造/品管/環衛類

資材/物流/運輸類

+32%

+52%
+41%
+37%
+34%

2024 vs 2022成長率

2024年中高齡人士求職的五大熱門職類與2022年相比皆呈現成長趨勢，其中，操作/技術/維修類增長最
快(+52%)，其次是行政/總務/法務類(+41%)、生產製造/品管/環保類(+37%)。
整體趨勢顯示，技術類工作求職意願強勁，服務業與物流運輸領域也對中高齡求職者有較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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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對工作型態72%偏好全職
本次《 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發現：中高齡在求職時72%偏好全職，28%選擇兼職。
全職工作的吸引力在於穩定的收入來源(57.6%)及較好的福利待遇(30.7%)；選擇兼職的主因包括：工作彈
性及家庭兼顧(59.6%)、壓力較小(46.5%)及增加額外收入(41.2%) 。反映出中高齡族群對工作型態偏好上
仍具有不同目的性，對於穩定性與彈性各有不同需求。

5%

5%

31%

58%

想找的工作僅提供全職

期望獲得升遷

福利待遇較好

有較穩定收入來源

72%

28%

全職 兼職

期待工作型態 期待全職原因

33%

41%

47%

60%

較有機會找到離家近的工作

增加額外收入

只想找事做，兼職壓力較小

工時彈性，可家庭、工作兼顧

期待兼職原因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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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首重地點，其次為職場文化、氛圍

中高齡找工作需求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員工工作價值認知調
查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原始問項：您找工作時，最先會考量下列哪些需求？

26.1%

29.2%

30.0%

30.1%

52.6%

工作與生活平衡

薪資水平

工作內容

工作團隊氛圍友善中高齡

工作地點

求職時在意的因素

中高齡相對不在意薪資條件，期待能在友善團隊從事可勝任的工作，
企業創造友善職場，掌握擺脫缺工的關鍵

整

體

中
高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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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動機，經濟需求、社會心理需求各半
本次《 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發現：中高齡求職動機中，分為經濟需求(54%)和社會心理需求 
(45%)；其中，社會心理需求包括：社會參與(19%)、持續社會貢獻(15%)及促進健康(11%)。
薪資期望，求職者53%期望全職月薪在30K至45K區間；兼職工作則以時薪200至224元(30%)及250元以
上(25%)為主。中高齡族群除了對收入穩定性的追求外，同時重視工作帶來的社會和心理價值。

1%

11%

15%

19%

54%

其他

工作可以強化我的健康

我要繼續貢獻，回饋社會

我要有社會參與和交流

因為經濟需求，我要繼續賺錢

再找工作的動機

2%
7%

26% 27%

14%

23%

期待全職月薪

20% 20%

30%

5%

25%

期待兼職時薪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社會
心理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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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求職者困境及期待協助

求職前的擔心 期待企業如何幫助融入工作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企業聘用中高齡調查
原始問項：您進入新的職場前，最主要有下列哪些擔心？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_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
原始問項：您認為公司最主要應採取哪些措施來幫助您更好地融入工作環境？

27%

28%

39%

43%

60%

有小老師手把手教學

調整工作方法

增加更彈性的工時

提供培訓課程

提供專屬中高齡的職位或項目

24%

28%

29%

37%

49%

如何兼顧家庭跟工作

與同事相處

學習速度變慢

害怕跟不上新技術/工具

需要重新適應新工作

本次《 2024年中高齡求職者調查》發現：中高齡在求職前主要擔心要適應新工作環境(49%)，次之為害
怕跟不上新技術(37%)、學習速度問題(29%) 。而他們希望企業能提供幫助前二項：專屬的職務(60%)、
培訓課程(43%) ，也對齊中高齡的擔憂，期待企業能給予更專屬的工作內容及訓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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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中高齡人才
解方

服務介紹

5大DEI友善職場新解方
助企業打造友善職場，廣納中高齡人才

服務諮詢



嚴選服務

中高齡人才解方

文化友善1

友善企業講座

工作友善
職務再設計

招聘友善
人才到談

1. 求職/求才市場數據

2. 職務再設計實例

3. 友善職場打造心法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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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多元職場趨勢年會

精選人才庫

40%非公開履歷

擴充人才來源多

30
37 41 41

48

2019 2021 20232020

一般職人才招募天數

預先收藏好人才
縮短招募時間。快 意願、體力、時間符

合度篩選優質人才優

已加入人才庫會員履歷狀態

開

啟…

關

閉…

2022

資料來源：104人資FBI調查

中高齡人才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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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人才庫

中高齡人才解方

年節、周年慶急需
快速補充兼職人力

急
人才缺口補不滿
長期缺人手

缺
特定區域難找人
須長期累積人才

難

掃描右方QR code了解更多，2024/12/31日前免費體驗！

供需失衡的缺工時代 

企業需要隨時儲備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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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多元職場趨勢年會

ㄈㄈ

Personal Description 個人使用說明書

3.8%

14.2%

14.5%

17.0%

17.4%

17.7%

17.8%

18.4%

31.7%

31.7%

32.1%

協助輔具採購與運用

協助評估職場作業環境

協助規劃多元工時制度

協助重組現有職務流程…

取得用人主管的認同

塑造企業內部友善文化

建構內部雙向交流管道

更多中高齡人才招募管…

更了解中高齡人才特性

規劃合適的中高齡員工…

提升企業跨世代管理職…

DEI 跨世代共融工作坊

中高齡人才解方

性格特色與工作價值觀
輕鬆掌握全齡人才特性

盤點個人三大關鍵系統
管理跨世代職能起手式

掌握 PD，知己知彼
訓練安排，契合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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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壯世代教科文協會、商業周刊、康健雜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iCHEF資廚



地         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19號3樓

https://senior.104.com.tw/50talent公司網站

服務資詢

電子郵件 50plus@104.com.tw

我們致力於促進中高齡就業，
幫助企業看見中高齡的優勢，
讓中高齡的價值再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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