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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101 年底本市商業登記資本額達 230 億元，僅次於新北市，     

位居全國第 2 位 

二、101 年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登記家數，為五都第 3 名 

三、102 年 6 月底本市工廠登記家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243 家 

四、102 年 1-6 月本市公司登記家數，呈逐月成長趨勢 

五、102 年上半年本市失業率 4.2%，較去年平均降 0.1 個百分點 

六、100 年工商普查「製造業生產總額占本市 67%，為重要產業」 



壹、前言 

近年來科技進步快速，致使台灣產業附加價值結構變化，高雄地區如何轉型

已成為重要的議題，為了解本市產業發展趨勢，並檢討過去的經濟表現情況，本

分析以 101 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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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資料之深度及廣度，供本局作為產經決策

之參據，期提升統計支援決策效能。 

貳、高雄市重要經濟統計指標 

一、101 年底本市商業登記資本額達 230 億元，僅次於新北市，   
位居全國第 2 位 
101 年底本市商業登記現有資本額為 229 億 6,800 多萬元，僅微幅落後

新北市的 252 億 9,900 多萬元，五都中排名第 2，亦居全國第 2 名。另外，

與上(101)年相比，增加 3 億 9,300 多萬元，增幅達 1.74%。就資本額的比重

來看，以批發及零售業最高，佔 49.21%，營造業次之，佔 23.20%，製造業

第三，佔 4.29%。 

101年底本市商業登記現有家數為 10萬 7,752 家，較 100年底 10萬 6,738

家增加 1,014 家，亦有大幅度的成長，五都名列第 2，亦居全國第 2 名，僅

次於新北市的 13 萬 3,47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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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 年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為五都第 3 名 

101 年全年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達 41,082 億元，五都中僅次於台北市

120,303 億元及新北市的 41,505 億元。惟銷售額較上年度衰退約 900 億元，

其中以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減幅最大，達 14.38%，增幅最大者為不動產業，達

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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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以製造業與批發及零售業分居一、二位，營業額

分別為 17,637 億元與 14,253 億元，二者合計佔本市銷售額之 78%，顯見本市

「製造業與工商服務業並立」。 

101 年本市營利事業登記家數為 14 萬 9,600 多家，五都中排名第四，僅

領先台南市的 9 萬 8,800 家。登記家數較上年度微幅增加 2 千多家， 以批發

及零售業、營造業及住宿及餐飲業增加最多，成長家數分別為 461 家、339

家及 33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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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年 6 月底本市工廠登記家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243 家 

  102 年 6 月底本市工廠登記家數計有 6,651 家，較上(101)年同期的 6,408

家，增加了 243 家，其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增加最多，達 154 家。  

截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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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家(佔 15.52%)拔頭籌，岡山區 908 家(佔 13.65%)次之，仁武區 630

家(佔 9.47%)排第三。就行業別分，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1,751 家(佔 26.33%)為

最高，其次為機械設備製造業 1,100 家(佔 16.54%)，食品製造業第三，為 636

家(佔 9.56%)，顯見本市產業型態仍倚重傳統產業。 

高雄市現有編定工業區計有 12 個，就 101 年各工業區公佈產值觀察，

共達 1 兆 7,832 億元，其中以高雄臨海工業區為最高，達 9,136 億元，而後

有林園工業區達 2,323 億元、大發工業區 1,725 億元、楠梓加工出口區 1,455

億元、大社石化工業專業區 720 億元、岡山本洲產業園區 713 億元及永安工

業區 586 億元等。 

 

- 3 - 
 



四、102 年 1-6 月本市公司登記家數，呈逐月成長趨勢 

  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設址於本市的公司家數達 7 萬 7,422 家，較上年

底的 7 萬 6,597 家增加 825 家，在 102 年上半年呈逐月遞增趨勢。今年第 2

季新設立家數計 1,109 家，較第 1 季的 932 家增加 177 家，成長率約達 19%，

今年 1 至 6 月新設立家數共計 1,041 家。 

    在現有家數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1 萬 7,162 家(佔 22.17%)最多，其次為

製造業 1 萬 6,824 家(佔 21.73%)及營造業 1 萬 4,476 家(佔 18.70%)排第三。 

101 年底本市公司登記現有家數全國排名第 4，五都中排名第 4，僅優於

台南市；公司登記現有資本額全國排名第 3，五都中排名第 3，與排名首位

的台北市差距甚鉅。展望 2013 年全球景氣前景仍有諸多變數，惟政府積極

吸引台商回流，賡續執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等政策，期望中央挹注更多

的資源，以提升企業投資、進駐大高雄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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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2 年上半年本市失業率 4.2%，較去年平均降 0.1 個百分點 

今(102)年上半年本市失業率降為 4.2%，比去年平均 4.3%微降，就業人

數則增加 1 萬 4 千人。上半年台灣平均失業率為 4.14%，高雄市的失業率高

於台中市的 4.0%及新北市 4.1%，而與台北市、台南市相同。 

    今年上半年本市就業人數達 129 萬人、失業人數為 5 萬 9 千人，與去年

下半年相比，本市就業人口增加 1 萬 4 千人，失業人口則減少 2 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 101 年本市 15~24 歲的青年失業率為 13.8%，其中

20~24 歲之年齡層失業率為 14.7%，兩者都略高於南部各縣市之平均值。然

而，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北部地區青年失業率 15~24 歲之青年失業率為

11.9%，其中 20~24 歲年齡層之失業率為 12.4%，南部地區之青年失業率都

有相對偏高的現象，可見經濟發展「重北輕南」的現象依然存在。且相較於

100 年本市的青年失業率 12.6%(20~24 歲之失業率為 13.7%)，101 年青年就

業狀況顯未見好轉，足見改善高雄市青年之就業狀況，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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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0 年工商普查「製造業生產總額占本市 67%，為重要產業」 

綜觀100年度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初步結果分析，高雄市產業以工業部門

的製造業生產總額最高，達到了2.6兆多元，占全高雄市產業全年生產總額

的67.61%，而服務業部門最多的批發及零售業也有2千9百多億元，為高雄市

產業第二。從業員工人數的部分，亦是以製造業與批發及零售業分據第一、

二名，由此判斷，本市在工業部門與服務業部門的代表行業分別是製造業與

批發及零售業。 

在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的資料研究中，我們發現製造業的生產總額

占高雄市的67.61%，為本市最重要的產業。本市化學工業與金屬機電工業的

生產總額都超過目前全國製造業的20%，不僅為五都之首，更是這兩個產業

中的全國第一。不過在民生產業與資訊電子工業的生產總額部分卻只能位居

五都之末，由此可以看出現今高雄市的製造業仍以化學工業與金屬機電工業

為主。 

觀察製造業四大工業，「民生工業」以台南市占14.13%居首；「化學工

業」以本市占25.52%居首；「金屬機電工業」以本市占21.97%居首；「資訊

電子工業」以桃園縣占21.56%居首。 

                               單位：％ 

 民生工業 化學工業 金屬機電工業 資訊電子工業 

新北市 10.53 5.75 10.21 14.43 

台北市 10.32 10.50 6.54 7.38 

台中市 13.79 4.60 17.30 9.61 

台南市 14.13 5.40 11.63 13.00 

高雄市 6.90 25.52 21.97 3.6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0 年度五都製造業四大工業生産總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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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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相關指標仍呈

現一個正向成長的狀況，整體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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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自 2012 年起，高雄市政府推出「亞洲新灣區」的施政構思，是高雄

城市經濟由工業轉向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的轉型升級工程，透過進行重大市政建

設，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與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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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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