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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目的 

    自高雄縣市合併以來，公司登記之家數倍增，除如何管理是個重要的議

題外，其公司家數亦代表著一個區域經濟繁榮的重要指標，一個地方政府如

果招商、產業政策、基礎建設做得好，那自然會有許多企業來此設址經營，

本報告係就客觀的數據探討自 99年底起高雄縣市合併以來公司登記之家

數、資本額等資料，並就產業別來看經過這段期間是否有哪些產業有特別的

增減，其產業結構能否有轉型之契機，俾利未來市府在政策制定時可作為參

考之借鑒。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為自 99年底高雄縣市合併後公司登記狀況之增減變化，為便利

資料取得，以每年第一季設籍於本市之公司登記家數及資本額為統計樣本，

分為第一級產業 (農、林、漁、牧業 )、第二級產業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營造業 ) 及第三級

產業 (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公共行

政及國防、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其他服務業) ，來進行相關數據之分析。 

 

貳、 公司登記相關統計數據 

一、高雄市近五年公司登記家數狀況 

    表一為自 99年底起高雄縣市合併後迄今各年第一季之公司登記家數，

公司總家數自 73,984家成長至目前 80,263 家，其中一級產業農、林、漁、

牧業增加了 6,279家，二級產業大宗製造業、營造業各增加了 1,896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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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家，按資料觀察皆是逐年成長。 

    在三級產業中最多家數的批發及零售業卻是逐年減少，從 17,551家減

至 16,908家共減少 642家，就比例而言並不高，金融及保險業從 2,462家

增至 3,168家共增 706家，不動產業自 2,925家增至 3,516家共增 591 家，

綜觀整體服務業除其他服務業有較明顯減少外，其餘都算成長或持平。 

 

表一：100年至 104年之公司登記家數 ( 第一季 )             單位：家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總計 73984 75475 76802 78364 80263 

農

業 
農、林、漁、牧業 1795 1914 2055 2235 2433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82 543 580 600 633 

製造業 15729 16193 16653 17096 17625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50 171 202 259 28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649 696 724 736 755 

營造業 13509 13976 14315 14772 15278 

服

務

業 

批發及零售業 17551 17472 17205 16937 16908 

運輸及倉儲業 2509 2530 2532 2546 2576 

住宿及餐飲業 2647 2603 2558 2496 247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613 1640 1674 1723 1730 

金融及保險業 2462 2569 2763 2942 3168 

不動產業 2925 3029 3204 3395 351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875 4076 4299 4550 4760 

支援服務業 1382 1530 1655 1791 1876 

公共行政及國防 1 1 6 9 17 

教育服務業 20 20 21 21 3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7 8 8 8 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15 223 236 250 261 

其他服務業 1015 1065 1135 1189 1241 

其

他 
未分類 5448 5216 4977 4809 4660 

   資料來源：高雄產經情勢分析季報，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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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產業別比較公司家數 

    從以下圖表可看出三級產業在這五年來都有成長，其中以工業、服務業

較為明顯，農業成長家數雖沒工業及服務業可觀，但就增加比例而言是最高

的。 

 

      表二：100年至 104年三級產業公司登記家數比較表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第一級產業 1795 1914 2055 2235 2433 

第二級產業 30519 31579 32474 33463 34579 

第三級產業 36222 36766 37296 37857 3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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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雄市近五年公司登記資本額狀況 

    由表三資料可知於高雄登記之公司總資本額從 100年僅計有 14,940億

元，除 101有明顯大幅上升至 16,130.5億元外，之後 2年都微幅成長，到

104又驟升至 17,288.14億元。 

    對照前表雖然第一級產業雖然公司登記家數有上升，但總資本額卻是呈

波浪狀，100年至 101年微幅上升 13.2億元，到 102年驟降了 14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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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穩定上升，現資本總額計有 428.31億元。第二級產業中製造業占最大

宗，其資本額增加數目也是工業中最明顯的，從 8,014.7億元，每年皆有一

定數目的成長，現計有 8,973.8億元。服務業最大宗金融保險業資本總額從

1,174.4億元上升至 1,372.4億元，有相當的成長量，而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資本額從 96.9億元上升至 137.56億元共增加了 40.66億元，也是服

務業中成長較為顯著的產業。 

 

  表三：100年至 104年之公司登記資本額 ( 第一季 )         單位：億元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總計 14940 16130.5 16351 16697.7 
17288.1

4 

農

業 
農、林、漁、牧業 505.3 518.5 375.5 403.52 428.21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30.7 159.1 156.4 159.39 175.04 

製造業 8014.7 8384.9 8604 8708.15 8973.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8.3 54.6 69.2 84.75 174.9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55.6 60 59 57.67 65.46 

營造業 1099.3 1087 1127.5 1151.95 1164 

服

務

業 

批發及零售業 1047.2 1051 1048.1 1054.02 1037.8 

運輸及倉儲業 708.8 718.8 757.5 772.44 796.24 

住宿及餐飲業 165.8 166.6 166.8 165.52 168.52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73.5 175.4 185.1 187.73 194.71 

金融及保險業 1174.4 1235.3 1213.8 1302.98 1372.4 

不動產業 883.6 895.3 923.6 955.03 994.3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81.3 184.1 190.6 197.82 210.29 

支援服務業 272.8 940.7 959.1 978.02 992.64 

公共行政及國防 0.1 0.1 0.2 0.26 0.48 

教育服務業 0.6 0.7 0.8 0.78 2.7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2 0.2 0.2 0.19 0.1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6.9 100.7 114.7 117.42 137.56 

其他服務業 62.9 64 65.7 73.19 73.8 

其

他 
未分類 321.4 333.6 333.3 327.01 324.95 

   資料來源：高雄產經情勢分析季報，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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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產業別比較公司資本額 

    由下表得知農業資本總額從 100年至 104年有上下波動，工業因係多為

資本需求大之產業，仍佔最大比例，其總額穩定成長；服務業一開始成長較

快，後面有成長但呈趨緩的態勢，到 104年已近 6,000億元。 

 

表四：100年至 104年三級產業公司資本額比較表      單位：億元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第一級產業 505.3 518.5 375.5 403.52 428.21 

第二級產業 9348.6 9745.6 10016.1 10161.91 10553.27 

第三級產業 4768.1 5532.9 5626.2 5805.4 5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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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現況分析 

    由前述資料可得，自高雄縣市合併後農業、工業、服務業的公司家數都

是每年成長中，高雄縣原本大多地區產業較著重於農林漁牧等第一級產業，

縣市合併後公司家數不減反增，據悉應是臺灣自97年金融海嘯過後普遍就業

環境不佳，越來越多年輕人捨棄付出與待遇不成正比的工作，轉而投向農、

漁業等產業，特別強調健康、有機無毒的栽種方式，在配合上具創意及新穎

的行銷手法，使從事農業之人口越來越多。另近年高雄市積極推動觀光產業

奏效，例如岡山橋頭花海、旗山美濃大樹甲仙農產品、茄萣興達港漁業等，

市府都會定期與農漁民舉辦推廣活動，吸引大量觀光客前往旅遊，有效地利

用大高雄之自然資源，另對照休閒服務業公司家數、資本額也增加，達成農

業、服務業互利的雙贏結果。 

    而就第二級產業而言，雖然數據顯示上升幅度為三級產業中幅度最高

的，也仍是目前高雄產業的主軸，但在今年6月中韓正式簽訂FTA後，根據經

濟部工業局所作之評估，臺灣主要產業輸出金額中，將有2%到5.4%被韓國取

代，其中高雄主力產業中，依據中國由臺灣進口的項目其重疊度幾乎可達百

分之百，因此高雄工業引以為傲的出口產品如扣件業、石化業、鋼鐵業等在

近年內勢必遭受劇烈的衝擊，未來成長量可能會趨緩。 

    另自103年起，高雄市政府推出「亞洲新灣區」的計畫，透過「高雄展

覽館」、「高雄港埠旅運中心」、「海洋文化流行音樂中心」、「高雄總圖

書館」公共建設，配合「高捷水岸環狀輕軌」促進高雄市的經濟結構轉型。

「亞洲新灣區」是高雄城市經濟由工業轉向較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的重要指標

建設，預期可吸引資金及高階人才流入，創造就業機會，帶動高雄港附近的

經濟發展，未來在服務業這部分有極大成長的空間，將促使高雄邁向國際一

線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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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與結論 

    自99年底縣市合併以來，就資料而言產業結構比例雖差異不大，惟現還

是可看見轉型的機會，譬如就前述高雄工業目前正遭受中韓FTA的威脅，因

此政府為因應相關衝擊，可朝向制定新的產業輔導措施，培養研發人才、創

新技術的開發，轉往更高價值的方式取代傳統製造來拓展新的市場。而服務

業通常係較偏勞力密集的生產模式，對照工業除了能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外，

更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數據分析高雄服務業家數及投入資本一直有上

升趨勢，相關政策也看得出來高雄有積極朝向服務業轉型的決心，建議仍可

從改善投資環境等方式下手，召募更多相關服務產業來高雄經營，創造更多

工作機會，減少人口外流的窘境，未來這將考驗市府團隊的決策與努力，俾

助提升高雄市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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