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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104 年 6 月底本市公司行號家數達 19 萬 1,570 家，工商投資持

續成長 

二、103 年底本市商業登記資本額達 241 億元，僅次於新北市，     
位居全國第 2 位 

三、103 年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全國排名第三 

四、104 年 6 月底本市工廠登記現有家數，較去年底增幅約 2 成 

五、104 年上半年本市失業率 3.7%，較去年同期降低 0.3 個百分點 

六、截至 104 年 6 月底，高雄軟體科技園區進駐廠商達 225 家 



壹、前言 

高雄位居亞洲交通重要樞紐，為南台灣重要門戶，並且具有完整產業聚落及

供應鍊，為掌握本市產業發展趨勢，本分析以 103 年-104 年上半年高雄市重要經

濟統計指標為主軸，爰引相關產經數據，以客觀的統計方法分析資料，期供本局

作為推動永續經濟發展策略之參考，俾提升統計支援決策效能。 

貳、高雄市重要經濟統計指標 

一、104 年 6 月底本市公司行號家數達 19 萬 1,570 家，工商投資    
持續成長 

    截至今(104)年 6 月底止，設址於本市的公司行號家數達 19 萬 1,570 家，

較上月的 19 萬 1,288 家，增加 282 家，在 104 年上半年呈逐月遞增趨勢。其

中，截至 6 月底止，公司登記現有家數計 80,866 家，以製造業 17,861 家最多，

佔 22.09%，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16,868 家(佔 20.86%)；行號(商業)登記現有

家數計 110,704 家，以批發及零售業 66,425 家最多，佔 60.00%，其次為營造

業 10,433 家(佔 9.42%)。 

今年第 2 季新設立公司行號計 2,612 家，較上一季的 2,214 家增加 398

家，今年 1 至 6 月新設立總家數達 4,826 家，顯示雖受歐債危機影響，國際

經濟景氣下滑，惟並未影響投資人至本市投資之意願，今年上半年仍吸引約

4 千多家的公司行號於本市設籍投資，公司行號家數持續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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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 年底本市商業登記資本額達 241 億元，僅次於新北市，    
位居全國第 2 位 

  103 年底本市商業登記現有資本額為 241 億 2,800 多萬元，較 102 年底

235 億 5,400 多萬元增加 5 億 7,400 多萬元的投資額，六都排名第 2，亦居全

國第 2 名，僅微幅落後新北市的 262 億 300 多萬元，表現優異。 

    在現有資本額中，以「批發及零售業」117. 54 億元(佔 48.72%)最多，其

次為「營造業」55. 89 億元(佔 23.16%)及「住宿及餐飲業」10. 65 億元(佔 4. 

41%)。觀察近年統計資料，100－103 年本市商業登記現有資本額，皆呈逐年

遞增趨勢，顯示縣市合併後，大高雄的產業經濟狀況仍穩固。 

103 年底本市商業登記現有家數為 11 萬 289 家，較去年底 10 萬 9, 588

家增加 701 家，亦有微幅成長，六都名列第 2，亦居全國第 2 名，僅次於新

北市的 13 萬 6,169 家。 

103 年底商業登記現有家數及資本額，全國前六大均是六都的天下，應

為六都近年致力於型塑特色商店街區，及地方特色產業的推廣，間接提昇產

業活力，活絡商業活動。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PC-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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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 年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全國排名第三 

103年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高達 4兆 3,421億元，較上(102)年的 4兆 1,893

億元，微幅成長 3.65%，在全國各縣市中，僅次於台北市與新北市，居全國

第三名。103 年底本市營利事業營業家數為 15 萬 3,471 家，較上(102)年底的

15 萬 2,166 家增加了 1,305 家，成長率 0.86%。 

  營利事業銷售額與營利事業銷售額成長率分別為經濟力與施政力的重要

指標。依產業結構來看，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以製造業為大宗，批發及零售

業為第二大，103 年銷售額分別為 1 兆 8,150 億元與 1 兆 5,077 億元，二者合

計約佔本市總銷售額之 77%，顯見本市「製造業與工商服務業並立」。 

「營利事業銷售額」亦攸關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財源分配(統籌分配辦法

中，營利事業銷售額的權重佔五成)，而台北市也因為多數企業總部及國營事

業多設於此，工廠卻設於其他縣市，使得台北市營利事業銷售額獨占鰲頭，

因此獲得較多統籌稅款，相較於本市過去因重工業發展，工廠設址於此，承

受污染的負擔，卻無法分享獲利的果實。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PC-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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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 6 月底本市工廠登記現有家數，較去年底增幅約 2 成 

  104 年 6 月底本市工廠登記家數計有 6,948 家，較去(103)年底的 6,834 家，

增加了 114 家，增幅約 1.67%，其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增加最多，達 64 家。 

截至 104 年 6 月底止，本市工廠登記現有家數，按行政區別分，以大寮

區 1,067 家(佔 15.36%)拔頭籌，岡山區 1,007 家(佔 14.49%)次之，仁武區 634

家(佔 9.12%)排第三。就行業別分，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2,007 家(佔 28.89%)為

最高，其次為機械設備製造業 1,058 家(佔 15.23%)，食品製造業第三，為 683

家(佔 9.83%)，顯見本市產業型態仍倚重傳統產業。 

在「金屬製品製造業」中，「螺絲產業(又稱金屬扣件產業)」更是高雄市

重要且具競爭力的傳統產業，台灣螺絲產量佔全球超過六分之一，素有「螺

絲王國」美譽，最大的扣件產業聚落位於台南及高雄地區，其中本市岡山區

的產值約佔全台七成之多，期以產業群聚效應，創新發展商機，高雄的螺絲

產業在國際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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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4 年上半年本市失業率 3.7%，較去年同期降低 0.3 個百分點 

  今(104)年上半年本市失業率降為 3.7%，較去(103)年同期微降 0.3%，就

業人數增加約 2 萬人。台灣地區平均失業率亦為 3.7%，高雄市的失業率高於

新北市的 3.6%，與台北市、台中市相同，略低於桃園市及台南市的 3.8%。 

    今年上半年，本市就業人數達 131 萬 5 千人、失業人數為 5 萬人，與去

年同期相比，本市就業人口增加 2 萬人，失業人口則減少 4 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本市的勞動參與率明顯提升，從去年下半年的

56.9%攀升為今年上半年的 57.3%。其中男性勞動參與率 65.8%，與 103 年上

半年相同；女性勞動參與率 49.3%，較 103 年上半年增加 0.7%，顯示越來越

多女性成年人重回勞動市場，為勞動市場注入新血，隨著女性的教育程度提

升，對勞動市場的參與度呈現逐年增加的態勢，兩性勞動參與率也逐漸縮

減。惟若與六都相比，本市的勞動參與率仍偏低，只高於台北市的 57.1%，

更低於台灣地區平均值 5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就業、失業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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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至 104 年 6 月底，高雄軟體科技園區進駐廠商達 225 家 

  本(104)年 6 月底，高雄軟體科技園區進駐廠商達 225 家，投資總額約

182 億元，其中以「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137 家為最大宗，資訊軟

體、數位內容及研發設計等三大重點廠商，投資額約占園區投資總額八成，

是南台灣知識密集型產業重鎮。高軟園區在中央及地方各界努力開發及招商

下，投資經營環境已日趨改善，陸續吸引智崴資訊科技、美商台灣新蛋、西

基公司、日商磊客思等國內外指標業者進駐，讓高雄軟體園區數位內容產業

聚落成形。 

自 97 年 2 月取得執照開始迄至 104 年 6 月底止，進駐家數已達 225 家，

其中，本(104)年 1-6 月核准新設立 14 家廠商進駐高軟園區，投資金額達 2

億 7,786 萬元。伴隨著資策會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育成中心的進駐，其發展

不只受到高雄市民的期待，中央與地方政府也極為重視，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是高雄產業全面升級的準星，更是未來平衡南北發展的重要區域。 

 

 
 
 
 
 
 
 
 
 
 
 
 
         
    資料來源：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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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從上述分析我們觀察出本市雖然在各項指標成長速度趨緩，惟多數指標仍呈

現正向成長的趨勢，整體來說，重工業(製造業)的發展仍然制約了本市的經濟成

長，而服務業發展，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及發展潛力。 

    市政府提出的亞洲新灣區計畫，就是以宜居城市為目標進行產業轉型，引進

低污染、高價值的產業，包含數位文創、觀光會展、金融產業等，讓城市轉向一

個更安全的發展目標，吸引資金與高階人才流入、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南台灣的

經濟成長，期許成為本市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轉型為一座宜居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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