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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提要 

高雄市為臺灣政治、經濟及交通樞紐，不僅是臺灣直轄市六都之一，臺灣

第二大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臺灣最大港口-高雄港等皆位於高雄市；

然而，面對當前全球化與國際經貿競爭的壓力，如何更具體掌握高雄市的

產業發展態勢，已為重要的施政課題。鑑於投資人對投資地區產經資訊的

掌握程度，為決定投資與否之重要參考依據，因此，高雄市自 98 年起定

期於每季編製「高雄市產經情勢分析季報」，蒐整及提供最新的產經情勢

資訊予重要關係人瞭解，並據以做為高雄市相關單位制定或調整各項政策

與輔導措施之參據。 

有鑑於產經報告的受眾者除了關心高雄市最新且重要的產經脈動資訊之

外，各界對於當前產經發展策略是否能幫助高雄市重點產業得以更蓬勃發

展，且影響當地民眾的社經日常生活等實質效益皆日趨重視，本(111)年

度高雄市產經情勢分析聚焦於經濟實力、競爭能力、特色優勢等面向，分

別進行高雄市總體景氣、發展基盤、獨有特色之產經情勢觀察，並經由指

標數據成果之整理與分析，編製「高雄市產經情勢季報」。 

本(111)年度第 2 季季報內容涵蓋五大部分，第壹至第參部分主要是分別

針對高雄市的經濟實力、競爭能力、特色優勢等情勢，說明其焦點指標之

產經資訊、指標最新數據及相較過去或同期表現等分析，第肆部分為提供

指標資訊速報，第伍部分為則綜整國際競爭力報告資訊供參。 

 

 



頁 | 3 

 

壹、經濟實力 
高雄市產經總體景氣情勢 

焦點指標 

物價(111 年第 2 季) 

消費者物價指數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107.44 

(同比+ 3.49 %) 
132.08 

(同比+ 8.76 %) 
因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高，市場蔬菜供

量減少價揚，外食餐飲費用調漲等因素

所致。 

因國際原物料價格高漲，以及運費成本

上升影響所致。 

就業及勞動(111 年上半年) 

就業者 勞動力參與率 失業率 
大專及以上就業

比例 
1,349 千人 

(同比+ 0.20%) 
58.8% 

(同比+ 0.4 百分點) 
3.7% 

(同比- 0.3 百分點) 
53.97% 

(同比+ 1.81 百分點) 
就業人數、勞參率及大專及以上的就業比例呈現上升走勢，失業率下降，顯勞動市

場穩定，高等教育勞力素質持續提升。 

青年就業及育成(111 年上半年) 

25~44 歲就業者 
占總就業比重 

25~44 歲 
失業率 

大專畢業生全時工作 
平均工資 

50.11% 

(同比- 1.00 百分點) 
4.0% 

(同比- 0.1 百分點) 
畢業 1~5 年 37,121 元 

(平均+ 8.19 %) 

25~4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比重減少，主因為投入勞動市場人數減少，而受到本土疫

情升溫，部份企業採取減班因應，降低對疫情衝擊，加上去年三級警戒影響，墊高

基期，整體失業率下降。 

所得(110 年) 

每戶可支配所得 
每戶可支配所得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及家庭生活水準

日益增進趨勢，呈現增長。 1,022,366 元 
(同比+ 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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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量(111 年第 2 季) 

工業用電售電量 服務業用電售電量 

4,953 百萬度 

(同比+ 1.16 %) 

1,348 百萬度 

(同比+ 0.80 %) 

工業用電增加，因新興科技與數位轉型持續推展，助長相關製造業產業用電成長。

服務業因去年三級警戒低基期環境所致。 

物價概況 

 消費者物價指數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消費者物價指數 107.44，依七大類指數分析，以食物

類 110.69 最高之外，其次依序為雜項類 110.09、醫藥保健類 107.51、居

住類 107.09、交通類 106.49、教養娛樂類 104.46、衣著類 103.73。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消費者物價指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增加 1.48%(環比)，其

中，衣著類、食物類、教養娛樂類、醫藥保健類、居住類、交通類皆呈現

上漲，惟雜項類呈現下跌。 

 111 年第 2 季消費者物價指數相較 110 年第 2 季上漲 3.49%(同比)，其

中，因國際原油價仍居高檔，蔬果、水果受氣候多變影響，市場供量減少

價揚，外食餐飲費用反映成本調漲，整體而言，食物類、交通類、居住

類、醫藥保健類、教養娛樂類、雜項類均上漲。惟衣著類下跌，因服飾降

價促銷所致。 

111 年第 2 季 

消費者物價指數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環比(%) 1.48 1.03 1.14 1.38 

同比(%) 3.49 2.87 3.19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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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2 季 

高雄市 

消費類別物價指數 

食物類 衣著類 居住類 交通類 
醫藥 

保健類 

教養 

娛樂類 
雜項類 

環比(%) 2.97 4.58 1.36 0.18 1.52 1.81 -0.55 

同比(%) 7.36 -1.02 2.79 4.25 2.07 1.24 1.47 

 

 

 
基期：105 年=10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統計資料庫(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臺北市政府統

計資料庫(https://statdb.dbas.gov.taipei/pxweb2007-tp/dialog/statfile9.asp)、新北市政

府統計資料庫(https://oas.bas.ntpc.gov.tw/BAS/pxweb/dialog/statfile9_n.asp)、臺中市

統計資料查詢平臺(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DgbasWeb/index.aspx) 

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https://statdb.dbas.gov.taipei/pxweb2007-tp/dialog/statfile9.asp
https://oas.bas.ntpc.gov.tw/BAS/pxweb/dialog/statfile9_n.asp
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DgbasWeb/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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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105 年=10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統計資料庫(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132.08，其中，材料類物價指數

143.06，勞務類物價指數 115.25。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成長 3.91%(環比)，其

中，材料類及勞務類皆呈正成長。 

 111 年第 2 季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8.76%(同比)，因

俄烏戰爭導致國際原物料鋼鐵及不銹鋼價格持續上漲，加上運費成本上升

影響所致。 

111 年第 2 季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環比(%) 3.91 3.48 3.77 4.01 

同比(%) 8.76 10.05 8.96 10.90 

 

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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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2 季 

高雄市 

營造類別物價指數 

材料類 勞務類 

環比(%) 5.25 1.49 

同比(%) 10.74 5.26 

 

 
基期：105 年=10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統計資料庫(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臺北市政府統

計資料庫(https://statdb.dbas.gov.taipei/pxweb2007-tp/dialog/statfile9.asp)、新北市政

府統計資料庫(https://oas.bas.ntpc.gov.tw/BAS/pxweb/dialog/statfile9_n.asp)、臺中市

統計資料查詢平臺(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DgbasWeb/index.aspx) 

 

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https://statdb.dbas.gov.taipei/pxweb2007-tp/dialog/statfile9.asp
https://oas.bas.ntpc.gov.tw/BAS/pxweb/dialog/statfile9_n.asp
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DgbasWeb/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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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105 年=10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統計資料庫(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勞動概況 

 就業、失業、勞動力、大專及以上就業結構 

 最新數據： 

 111 年上半年高雄市就業者 1,349 千人，勞動力參與率 58.8%，失業率

3.7%，大專及以上就業比例 53.97%。 

 六都中，111 年上半年高雄市就業人數居第三，失業率與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相當，高於臺中市、臺南市，大專及以上就業比率高於桃園市

53.46%、臺南市 46.75%。 

 增減情形： 

 111 年上半年高雄市的勞動力參與率相較 110 年上半年增加 0.4 百分點(同

比)，並反應在就業者增加 0.20%幅度(同比)，失業率微幅減少 0.3 百分點

(同比)，大專及以上就業比例增加 1.81 百分點(同比)。 

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頁 | 9 

 

 六都中，111 年上半年高雄市就業人數、勞參率相較 110 年同期稍升，失

業率明顯下降，顯示整體勞動及就業市場改善。今年 5 月中旬受到國內本

土疫情升溫影響，影響住宿餐飲、批發零售等內需型服務業，但失業率並

沒有明顯上升，111 年上半年的失業率較去年同期減少 0.3 個百分點，六

都均呈現相同趨勢，另大專以上教育之就業者的比例亦持續穩定上升，高

等教育人力素質穩健發展。 

111 年上半年 

就業及勞動概況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就業人數同比(%) 0.20 -6.25 -1.00 0.27 2.67 1.60 

勞動力參與率 

同比(百分點) 
0.4 -1.8 -0.3 -0.2 1.6 1.1 

失業率 

同比(百分點) 
-0.3 -0.3 -0.3 -0.3 -0.3 -0.3 

大專及以上就業比例 

同比(百分點) 
1.81 1.03 1.84 2.71 2.14 0.3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8&CtUnit=359&BaseDSD=7&mp=4)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8&CtUnit=359&BaseDSD=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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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8&CtUnit=359&BaseDSD=7&mp=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8&CtUnit=359&BaseDSD=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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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8&CtUnit=359&BaseDSD=7&mp=4) 

青年育成概況 

 25~44 歲就業結構及失業率 

 最新數據： 

 111 年上半年高雄市 25~4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比重 50.11%，失業率

4.0%。 

 增減情形： 

 111 年上半年高雄市 25~44 歲占總就業者比重相較 110 年上半年減少 1.00

百分點(同比)。從年齡分布來看，受到人口結構改變，中高齡就業人數增

加，勞動力增幅占比上升，推測因疫情影響家庭收入，高齡者延退或重新

就業，而青壯年人數減少，占比有所下滑。 

 111 年上半年高雄市 25~44 歲失業率相較 110 年上半年減少 0.1 百分點

(同比)。儘管受到本土疫情升溫影響，部份企業採減班休息因應，降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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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高市府亦推出多項穩定就業相關計畫，例如應屆畢業青年就業

獎勵計畫、青年上班打卡獎勵計畫、青創事業媒合人才專區計畫等，致失

業人數減少，加上去年同期受到三級警戒影響，拉高基期所致。 

111 年上半年 

青年勞動概況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25~44 歲就業者占

總就業者比重 

同比(百分點) 

-1.00 -0.60 -0.53 0.12 -0.25 -0.88 

25~44 歲失業率 

同比(百分點) 
-0.1 0.1 -0.5 -0.8 -0.3 -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8&CtUnit=359&BaseDSD=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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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訊網-就業、失業統計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8&CtUnit=359&BaseDSD=7&mp=4) 

 大專畢業生全時工作平均工資 

 最新數據： 

 根據勞動部 111 年 4 月之最新調查資料，高雄市 110 年大專畢業生(畢業

1 年)之全時平均工資 34,838 元，109 年大專畢業生(畢業 2 年)之全時平均

工資 36,258 元，108 年大專畢業生(畢業 3 年)37,662 元，107 年大專畢

業生(畢業 4 年)38,183 元，106 年大專畢業生(畢業 5 年)38,664 元。 

 高雄市畢業 1~5 年全時平均工資水準為 37,121 元，高於臺南市 36,647 元

與臺中市 36,564 元。 

 增減情形： 

 高雄市畢業 1~5 年全時平均工資增幅為 8.19%，高於桃園市(8.09%)、臺

中市(6.17%)、臺南市(5.93%)與新北市(5.56%)，平均漲幅排名已躍升六

都第 2，因近年來高雄市積極推動傳統重工業升級轉型高值化產業，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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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引資、軌道建設、發展 5G AIoT 及推廣觀光等方面多頭並進，進而帶動

就業機會，並進一步提升薪資水準。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https://yoursalary.taiwanjobs.gov.tw)111 年 4 月調查 

 

 
註：畢業 1~5 年平均增幅係指 106~110 年相較 110 年(畢業 1 年)工資增長幅度之平均值。 

資料來源：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https://yoursalary.taiwanjobs.gov.tw)111 年 4 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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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概況 

 每戶可支配所得 

 最新數據： 

 110 年高雄市每戶可支配所得(即所得收入扣除非消費支出)1,022,366 元。 

 增減情形： 

 高雄市每戶可支配所得相較 109 年增加 4,570 元，增幅 0.45％(同比)，自

107 年後突破百萬元，連續 4 年均呈現正成長，另一方面由於家庭結構改

變，戶量也較 109 年增加 9,327 戶。 

110 年 

每戶可支配所得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同比(%) 0.45 0.54 1.44 0.68 0.21 2.29 

 

 

 
資 料 來 源 ： 108~110 年 數 據 來 自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統 計 資 訊 網 - 家 庭 收 支

(https://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CityItemlist_n.asp)、109 年數據來自行政院

主 計 總 處 111 年 10 月 公 布 「 110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

(https://win.dgbas.gov.tw/fies/a11.asp?year=110)之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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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用電概況 

 工業用水量 

 最新數據： 

 109 年高雄市工業用水量 294.99 百萬立方公尺，現有工業用地用水需求

主要在於楠梓科技產業園區、高雄與臨廣園區之外，還有永安、大社、仁

武、臨海、大發、鳳山與林園等工業區。主要業別以化學材料業的用水量

占比最高。 

 增減情形： 

 109 年高雄市工業用水量相較 108 年成長 21.59%，因工業面積增加 0.92

％所致。 

 六都中，109 年高雄市工業用水量成長幅度居第二，僅次於臺中市 3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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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工業用水統計 

(https://wuss.wra.gov.tw/annuals.aspx)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工業用水統計 

(https://wuss.wra.gov.tw/annu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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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用電售電量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工業售電量 4,953 百萬度，其中有 85.34%占比集中

於 801 KW 以上用電，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鋼鐵基本工業及石化產業為

大宗。 

 六都中，次於臺南市(6,251 百萬度)、臺中市(5,526 百萬度)及桃園市

(4,979 百萬度)。主要受產業結構及製造業比重影響，需要大量用電的產

業坐落於這些城市。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工業用電售電量相較 111 年第 1 季增加 6.87%(環比)，

六都中僅臺北市呈現負成長。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工業用電售電量相較 110 年第 2 季增加 1.16%(同比)，

增幅僅次於臺南市。隨著新興科技應用與數位轉型持續推展，電子相關產

業需求持續增加，產業用電持續成長所致。 

111 年第 2 季 

工業用電售電量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環比(%) 6.87 -1.53 5.91 5.92 4.92 12.94 

同比(%) 1.16 -4.81 -7.87 -2.38 -0.42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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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各縣市售電資訊

(https://www.taipower.com.tw/tc/sellamt/sell_amt_indus.aspx) 

 服務業用電售電量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服務業售電量 1,348 百萬度，其中小於 801 KW 占比

35.15%，801 KW 以上用電占比 35.51％。 

 六都中，次於臺北市(2,165 百萬度)、新北市(1,457 百萬度)、臺中市

(1,377 百萬度)。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服務業用電售電量相較 111 年第 1 季增加 11.94%(環

比)。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服務業用電售電量相較 110 年第 2 季增加

0.80%(同比)。因去年同期受三級警戒影響，內需零售、餐飲及旅遊等民

生消費動能放緩，電力使用量，比較基期偏低。 

111 年第 2 季 

服務業用電售電量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環比(%) 11.94 8.99 3.26 9.12 5.98 11.45 

同比(%) 0.80 -0.73 1.21 -1.60 0.29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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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能力 
高雄市產經發展基盤情勢 

焦點指標 

僑外投資(111 年第 2 季) 

僑外投資家數 僑外投資資本額 

1,027 家 

(同比+ 0.29 %) 

344.27 億元 

(同比- 0.78 %) 

高雄市投資環境看好，外資家數增加，然因本土疫情籠罩，影響投資動能表現，投

資資本額減少 0.79％。 

三級產業營業銷售額(111 年第 2 季) 

總計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19,189.24 億 

(同比+ 11.14 %) 

46.64 億 

(同比+ 3.65 %) 

10,549.54 億 

(同比+ 13.01 %) 

8,584.89 億 

(同比+ 8.96 %) 

工業-大類產業 

製造業 8,250.51 億 

(同比+ 11.85 %) 
營建工程業 1,479.80 億 

(同比+ 12.92 %) 

製造業-中類產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 2,664.57 億 
(同比+ 13.59 %) 

化學材料製造業 1,578.18 億 
(同比+ 0.46 %)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915.02 億 
(同比+ 24.47 %) 

金屬製品製造業 842.33 億 
(同比+ 7.03 %) 

受惠 5G、高效能運算、物聯網、車用電子等新興科技應用需求續強，帶動出口暢

旺，基本工業金屬終端需求回溫，油價續居高檔使石化產品價格上升等因素，反映

銷售額呈現穩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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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大類產業 

批發及零售業 6,200.72 億 
(同比+ 9.05 %) 

運輸及倉儲業 586.81 億 
(同比+ 11.74 %) 

不動產業 628.65 億 
(同比+ 10.32 %) 

金融及保險業 329.99 億 
(同比+ 3.35 %) 

住宿及餐飲業 219.54 億 
(同比+ 10.53 %) 

批發及零售業-中類產業 

批發業 4,617.00 億 
(同比+ 9.03 %) 

零售業 1,583.72 億 
(同比+ 9.09 %) 

批發業，因全球景氣持續復甦，新興科技持續擴張帶動出口成長動能；運輸倉儲

業，因貨物運輸需求持穩，整體運價仍居持高檔拉高整體獲利；不動產業，因房市

利多消息，交易價量俱增所致；金融及保險業，因銀行業獲利持穩；住宿及餐飲

業，因去年三級警戒低基期因素所致。 

工商登記(111 年第 2 季) 

工商登記家數 工商登記資本額 工廠登記家數 

公司 83,775 家 

(同比+ 1.85 %) 

商業 130,137 家 

(同比+ 2.89 %) 

公司 22,057.10 億元 
(同比+ 2.61 %) 

商業 275.51 億元 
(同比+ 2.88 %) 

7,839 家 
(同比+ 1.17 %) 

公司及商業之登記家數、資本額各項指標全面成長，工商營運動能穩健；工廠登記

因市場需求持續擴增，家數增加。 

不動產價格(111 年第 2 季) 

住宅價格指數 
買賣契約價格 

平均單價水準 
房價所得比 

127.07 

(同比+ 13.91 %) 

22.42 萬/坪 

(同比+ 14.50 %) 

9.34 倍 

(同比+ 22.89 %) 

受惠高科技產業利多議題發酵，看好區域發展前景，加上通膨、升息及營建成本上

漲等因素，推升住宅價格指數、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水準皆全面走揚；房價所得

比漲幅較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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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概況 

 僑外投資家數及資本額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華僑或外國人至高雄市投資的現有家數為 1,027 家，資本額

為 344.27 億元。 

 以業別來看，製造業中資本額超過 10 億元，包括金屬製品製造業、產業

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化學材料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等，而服務業中資本額超過 15 億

元，包括金融及保險業、批發及零售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僑外投資家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減少 0.29%(環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增加 0.29%(同比)。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僑外投資資本額相較 111 年第 1 季增加 0.55%(環

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減少 0.78%(同比)，投資資本額減少的主要業別為

批發及零售業、製造業、不動產業，推測因受疫情影響，公司採取減資方

式彌補虧損。 

111 年第 2 季 

高雄市僑外投資 
僑外投資公司家數 僑外投資公司資本額 

環比(%) -0.29 0.55 

同比(%) 0.29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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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投審會業務統計(https://www.moeaic.gov.tw/chinese/news_bsAn.jsp) 

營利事業概況 

 登記家數及銷售額1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營利事業登記家數 181,056 家，營利事業銷售額

19,189.24 億元。 

 六都中，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營利事業登記家數，次於新北市(248,281

家)、臺北市(243,443 家)、臺中市(216,755 家)。營利事業銷售額，次於

臺北市(51,994.27 億元)、新北市(19,818.20 億元)。 

                                                      
1
根據財政部資料說明，營利事業銷售額資料係來自營業稅申報檔案，根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營業人，除申請核准以每月為 1 期申報者為外，應以每
2 月為 1 期，分別於每年 1 月、3 月、5 月、7 月、9 月、11 月之 15 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
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故受大部分營業人採每 2 月為 1 期申報影響，本統計資料會呈現
1、2 月銷售額合併反應於 2 月稅額，3、4 月銷售額合併反應於 4 月銷售額之情形，造成統計資料呈
現偶數月金額大、奇數月金額小之情形。緣此，有關營利事業銷售額的趨勢觀測，宜與同季(或同期)
相較，不適與前季(或前期)相較。 

https://www.moeaic.gov.tw/chinese/news_bsA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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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農林漁牧業之營利事業登記家數及銷售額，分別為

1,746 家及 46.64 億元。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工業之營利事業登記家數及銷售額，分別為 30,924

家及 10,549.54 億元，其中，製造業為 11,101 家及 8,250.51 億元、電力

及燃氣供應業為 211 家及 608.39 億元、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為 1,296

家及 193.64 億元、營建工程業為 18,197 家及 1,479.80 億元。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服務業之營利事業登記家數及銷售額，分別為

148,386 家及 8,584.89 億元，主力產業包括批發及零售業為 85,136 家及

6,200.72 億元、不動產業為 4,267 家及 628.65 億元、運輸及倉儲業為

5,605 家及 586.81 億元、金融保險業為 3,954 家及 329.99 億元、住宿及

餐飲業為 21,146 家及 219.54 億元。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營利事業登記家數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3.28%(同比)。農

林漁牧業家數減少 32.92％(同比)，主要因為早期漁業署單位移轉，近海

與漁撈業不需營利事業登記相關資料進入系統，今年再度清查註銷已無從

事者登記資料所致。工業成長 5.09％(同比)，以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之成長

幅度最高(21.26%)，因政府積極推動綠能政策，鼓勵發展再生能源，吸引

許多民間業者投入綠能發電，使得家數呈現正成長。服務業成長 3.56％

(同比)，以教育業之成長幅度最高(16.46%)，受數位學習帶動下，線上線

下整合教育需求增加，吸引業者投入教育事業機構的經營。  

 111 年第 2 季營利事業銷售額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11.14%(同比)，連

續七季呈現雙位數成長，工業成長 13.01％(同比)，服務業成長 8.96％(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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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工業分析，製造業 111 年第 2 季營利事業銷售額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

長 11.85%(同比)，其中基本金屬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此四大主力產業，分別成長 13.59％、0.46％、

24.47％、7.03％，隨全球防疫管制持續開放，經貿動能漸趨回穩，5G、

高效能運算、物聯網、車用電子等新興科技應用需求續強，帶動出口暢

旺，基本工業金屬終端需求回溫，油價續居高檔使石化產品價格上升等因

素，反映銷售額呈現穩健成長。 

 從服務業分析，與 111 年第 2 季相較，占比前三大的批發及零售業、不動

產業、運輸及倉儲業等主力產業全面上漲。批發及零售業成長 9.05％(同

比)，因國際景氣持續復甦，新興科技及數位轉型需求持續擴張，有助於

維繫相關產品出口動能，然而 5 月中旬本土疫情急遽升溫，民眾自主防疫

意識提升，抑制民間消費動能，加上去年同期實施三級警戒，比較基期偏

低。運輸及倉儲業成長 11.74％(同比)，因航運業去年在全球疫情肆虐下

產業鏈供需嚴重失衡，貨物運輸需求持穩，整體運價仍居持高檔拉高整體

獲利。不動產業成長 10.32％(同比)，受惠台積電設廠及科技園區議題利

多，就業人口紅利帶動房市交易量升高。 

 此外，金融及保險業成長 3.35％(同比)，受惠升息及放款餘額增加，銀行

的淨利息收益成長。住宿及餐飲業成長 10.53％(同比)，儘管受到國內疫

情再度升溫影響，高市府持續推動國旅，餐飲業者持續開發外帶外送拓展

客源，相較去年三級警戒狀況受創幅度相對和緩，使得銷售額持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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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營利事業登記家數(家、%) 營利事業銷售額(億元、%) 

110 年 
第 2 季 

110 年 
第 3 季 

110 年 
第 4 季 

111 年 
第 1 季 

111 年 
第 2 季 

111Q2 
同比 

110 年 
第 2 季 

110 年 
第 3 季 

110 年 
第 4 季 

111 年 
第 1 季 

111 年 
第 2 季 

111Q2 
同比 

總計 175,312 176,929 178,449 179,499 181,056 3.28 17,266.32 10,254.13 19,623.47 9,718.19 19,189.24 11.14 

農、林、漁、牧業 2,603 2,583 1,734 1,733 1,746 -32.92 45.00 30.44 50.47 14.74 46.64 3.6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9 112 118 114 119 9.17 19.14 7.85 18.46 7.70 17.20 -10.12 

製造業 10,914 10,926 10,999 11,044 11,101 1.71 7,376.49 4,920.33 8,242.84 4,465.82 8,250.51 11.85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74 184 194 199 211 21.26 453.85 279.47 562.82 261.02 608.39 34.0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246 1,242 1,262 1,279 1,296 4.01 175.22 80.66 197.86 87.51 193.64 10.51 

營建工程業 16,983 17,247 17,561 17,798 18,197 7.15 1,310.50 626.55 1,490.87 653.93 1,479.80 12.92 

批發及零售業 82,246 83,200 84,230 84,564 85,136 3.51 5,686.38 3,218.83 6,433.58 3,134.24 6,200.72 9.05 

運輸及倉儲業 5,464 5,524 5,516 5,564 5,605 2.58 525.15 280.85 600.20 276.38 586.81 11.74 

住宿及餐飲業 20,550 20,658 21,041 21,072 21,146 2.90 198.63 113.65 244.56 148.48 219.54 10.53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1,698 1,701 1,732 1,765 1,784 5.06 124.30 66.21 138.57 54.92 121.32 -2.40 

金融及保險業 3,701 3,771 3,832 3,898 3,954 6.84 319.30 161.87 397.21 153.55 329.99 3.35 

不動產業 4,016 4,058 4,137 4,190 4,267 6.25 569.82 224.10 704.03 207.62 628.65 10.3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854 4,942 5,057 5,116 5,192 6.96 124.84 58.08 156.61 58.92 125.01 0.13 

支援服務業 3,889 3,907 3,987 4,016 4,037 3.81 142.91 69.34 160.68 79.15 168.33 17.79 

公共行政及國防 — — — — — — — — — — — — 

教育服務業 571 600 612 635 665 16.46 6.84 3.21 9.28 3.23 7.72 12.9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20 234 245 251 254 15.45 65.85 33.95 77.83 32.27 73.07 10.9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868 3,782 3,823 3,824 3,829 -1.01 22.22 18.01 31.16 17.99 27.33 23.01 

其他服務業 12,206 12,258 12,369 12,437 12,517 2.55 92.98 56.69 99.48 56.61 96.41 3.69 

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 — — — — — — 6.90 4.04 6.97 4.08 8.16 18.21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資料庫(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營利事業銷售額係來自營業稅申報檔案，資料會呈現偶數月金額大、奇數月金額小之情形。
「—」表示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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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資料庫(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資料庫(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註：根據財政部資料說明，營利事業銷售額係來自營業稅申報檔案，資料會呈現偶數月金額大、奇數小

之情形。故有關營利事業銷售額的趨勢觀測，宜與同季相較。 

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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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記概況 

 公司登記家數及資本額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公司登記家數 83,775 家，登記資本額 22,057.10 億

元。 

 以業別家數來看，農林漁牧業登記家數為 3,110 家，工業中以製造業最多

(19,272 家)，其次為營建工程業(16,436 家)，服務業中以批發及零售業最

多(11,773 家)，其次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8,818 家)。 

 以業別資本額來看，農林漁牧業資本額 603.15 億元，工業中以製造業最

高(9,951.47 億元)，其次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1,717.98 億元)，服務業中

以金融及保險業最高(2,450.31 億元)，其次為支援服務業(1,160.94 億

元)。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公司登記家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成長 0.66%(環比)；

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1.85%(同比)，其中，以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之家數增加最多，其次是金融及保險業。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公司登記資本額相較 111 年第 1 季成長 0.68%(環

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2.61%(同比)。受到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產業供

應鏈布局，以及疫情、原物料價格高漲等影響，不僅製造業進行產業結構

調整，服務業也順應局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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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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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公司登記家數(家、%) 公司登記資本額(億元、%) 

110 年 
第 2 季 

110 年 
第 3 季 

110 年 
第 4 季 

111 年 
第 1 季 

111 年 
第 2 季 

111Q2 
環比 

111Q2 
同比 

110 年 
第 2 季 

110 年 
第 3 季 

110 年 
第 4 季 

111 年 
第 1 季 

111 年 
第 2 季 

111Q2 
環比 

111Q2 
同比 

總計 82,256 82,524 83,049 83,227 83,775 0.66 1.85 21,496.39 21,574.39 21,738.85 21,907.24 22,057.10 0.68 2.61 

農、林、漁、牧業 2,981 3,010 3,078 3,089 3,110 0.68 4.33 560.83 555.48 572.07 565.15 603.15 6.72 7.5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695 701 706 709 713 0.56 2.59 163.72 163.99 165.63 168.05 170.34 1.37 4.04 

製造業 18,984 19,058 19,164 19,215 19,272 0.30 1.52 9,810.22 9,821.24 9,902.10 9,949.23 9,951.47 0.02 1.4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795 811 837 874 904 3.43 13.71 1,679.80 1,693.75 1,701.21 1,721.28 1,717.98 -0.19 2.27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731 726 733 731 732 0.14 0.14 136.23 135.21 138.57 136.94 138.70 1.29 1.82 

營建工程業 16,153 16,219 16,287 16,298 16,436 0.85 1.75 1,255.76 1,260.65 1,262.65 1,272.33 1,289.19 1.32 2.66 

批發及零售業 12,176 12,002 11,930 11,810 11,773 -0.31 -3.31 1,137.84 1,138.03 1,144.52 1,142.62 1,150.19 0.66 1.09 

運輸及倉儲業 2,613 2,603 2,595 2,601 2,605 0.15 -0.31 881.48 890.33 891.94 896.79 897.63 0.09 1.83 

住宿及餐飲業 1,541 1,522 1,504 1,481 1,470 -0.74 -4.61 117.70 114.92 114.15 112.73 112.75 0.02 -4.21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1,965 1,974 2,006 2,003 2,002 -0.05 1.88 144.78 141.90 143.09 144.05 142.86 -0.83 -1.33 

金融及保險業 4,496 4,557 4,658 4,740 4,824 1.77 7.30 2,337.67 2,351.05 2,367.99 2,433.40 2,450.31 0.70 4.82 

不動產業 3,549 3,587 3,615 3,655 3,685 0.82 3.83 1,085.32 1,089.36 1,100.47 1,107.03 1,122.11 1.36 3.3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8,220 8,380 8,532 8,652 8,818 1.92 7.27 560.38 577.14 590.59 611.20 620.23 1.48 10.68 

支援服務業 2,658 2,691 2,727 2,722 2,772 1.84 4.29 1,137.22 1,140.49 1,156.09 1,158.46 1,160.94 0.21 2.09 

公共行政及國防 1 1 1 1 1 0.00 0.00 0.07 0.07 0.07 0.07 0.07 0.00 0.00 

教育服務業 37 36 36 38 37 -2.63 0.00 4.55 4.55 4.55 4.55 4.51 -0.97 -0.9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7 7 7 7 7 0.00 0.00 0.24 0.24 0.24 0.24 0.24 0.00 0.0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96 306 310 313 318 1.60 7.43 178.52 183.66 186.02 188.11 226.52 20.42 26.89 

其他服務業 1,394 1,394 1,398 1,402 1,425 1.64 2.22 77.15 86.75 77.19 76.12 80.44 5.67 4.26 

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 2,964 2,939 2,925 2,886 2,871 -0.52 -3.14 226.92 225.59 219.71 218.89 217.47 -0.65 -4.16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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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登記家數及資本額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商業登記家數 130,137 家，登記資本額 275.51 億

元。 

 以業別家數來看，農林漁牧業登記家數 729 家，工業中以營建工程業最高

13,020 家，服務業中以批發及零售業最高 72,658 家。 

 以業別資本額來看，農林漁牧業資本額 2.85 億元，工業中以營建工程業最

高 63.23 億元，服務業中以批發及零售業最高 131.79 億元。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商業登記家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上升 0.62%(環比)；

相較 110 年第 2 季上升 2.89%(同比)，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之家數增加

最多，其次是住宿及餐飲業。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商業登記資本額相較 111 年第 1 季上升 0.66%(環

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上升 2.88%(同比)，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增加最

多，其次是營建工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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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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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商業登記家數(家、%) 商業登記資本額(億元、%) 

110 年 
第 2 季 

110 年 
第 3 季 

110 年 
第 4 季 

111 年 
第 1 季 

111 年 
第 2 季 

111Q2 
環比 

111Q2 
同比 

110 年 
第 2 季 

110 年 
第 3 季 

110 年 
第 4 季 

111 年 
第 1 季 

111 年 
第 2 季 

111Q2 
環比 

111Q2 
同比 

總計 126,483 127,320 128,542 129,341 130,137 0.62 2.89 267.79 269.47 271.86 273.69 275.51 0.66 2.88 

農、林、漁、牧業 693 702 712 722 729 0.97 5.19 2.69 2.68 2.71 2.69 2.85 5.80 5.6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52 260 265 269 274 1.86 8.73 1.54 1.56 1.57 1.57 1.61 2.55 3.96 

製造業 3,513 3,550 3,590 3,647 3,655 0.22 4.04 12.60 12.67 12.73 12.97 13.06 0.69 3.69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6 38 43 46 49 6.52 36.11 0.34 0.35 0.39 0.40 0.40 1.02 16.5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605 613 618 627 633 0.96 4.63 2.38 2.42 2.54 2.66 2.70 1.42 13.64 

營建工程業 12,444 12,554 12,699 12,876 13,020 1.12 4.63 61.67 61.85 62.40 62.88 63.23 0.56 2.53 

批發及零售業 71,025 71,444 72,020 72,346 72,658 0.43 2.30 128.39 129.18 130.22 130.91 131.79 0.67 2.64 

運輸及倉儲業 2,116 2,118 2,124 2,115 2,093 -1.04 -1.09 7.60 7.63 7.67 7.67 7.60 -0.93 0.05 

住宿及餐飲業 13,242 13,359 13,653 13,747 13,907 1.16 5.02 14.18 14.48 14.90 14.97 14.88 -0.60 4.9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1,081 1,089 1,097 1,098 1,099 0.09 1.67 3.25 3.29 3.22 3.23 3.23 0.25 -0.49 

金融及保險業 443 446 447 453 461 1.77 4.06 5.35 5.36 5.37 5.38 5.41 0.60 1.12 

不動產業 446 444 446 449 455 1.34 2.02 1.08 1.09 1.10 1.13 1.15 1.77 6.0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912 2,940 2,965 2,977 3,005 0.94 3.19 6.02 6.09 6.10 6.12 6.19 1.18 2.85 

支援服務業 4,979 5,004 5,002 5,035 5,060 0.50 1.63 10.23 10.19 10.19 10.22 10.32 1.05 0.93 

教育服務業 187 204 215 231 242 4.76 29.41 0.15 0.17 0.19 0.22 0.24 10.61 64.2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319 2,316 2,331 2,333 2,360 1.16 1.77 1.81 1.83 1.84 1.87 1.92 2.91 6.26 

其他服務業 10,190 10,239 10,315 10,370 10,437 0.65 2.42 8.51 8.64 8.73 8.82 8.91 1.09 4.80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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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登記家數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製造業之工廠登記家數 7,839 家。 

 前三大行業類別依序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2,495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1,052

家、食品製造業 901 家。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製造業之工廠登記家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成長

0.29%(環比)。其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增加 9 家為最多，其次是食品製

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俱增加 7 家。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製造業之工廠登記家數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1.17%(同比)。其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增加 49 家為最多，其次是食品製

造業增加 40 家，由於金屬產業作為支撐製造業的重要基盤，相關金屬材

料上中下游需求持續擴增，促使金屬製件廠商購建廠房及增添設備所致。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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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工廠登記家數(家、%) 

110 年 
第 2 季 

110 年 
第 3 季 

110 年 
第 4 季 

111 年 
第 1 季 

111 年 
第 2 季 

111Q2 
環比 

111Q2 
同比 

製造業總計 7,748 7,742 7,781 7,816 7,839 0.29 1.17 

食品製造業 861 867 883 894 901 0.78 4.65 

飲料製造業 61 60 61 61 60 -1.64 -1.64 

菸草製造業 — — — — — — — 
紡織業 91 90 90 91 92 1.10 1.10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39 39 39 39 40 2.56 2.56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23 22 22 22 22 0.00 -4.35 
木竹製品製造業 152 151 152 152 152 0.00 0.00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98 98 100 100 100 0.00 2.04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98 97 97 98 98 0.00 0.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37 35 36 36 36 0.00 -2.7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165 166 169 169 169 0.00 2.42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310 313 312 312 309 -0.96 -0.32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19 19 19 19 19 0.00 0.00 
橡膠製品製造業 131 129 128 129 130 0.78 -0.76 

塑膠製品製造業 462 459 463 463 463 0.00 0.22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32 231 233 232 233 0.43 0.43 
基本金屬製造業 364 360 359 357 355 -0.56 -2.47 
金屬製品製造業 2,446 2,457 2,467 2,486 2,495 0.36 2.0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54 154 153 153 154 0.65 0.0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13 112 111 110 110 0.00 -2.65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243 243 246 245 244 -0.41 0.41 
機械設備製造業 1,052 1,045 1,044 1,045 1,052 0.67 0.0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167 168 170 170 170 0.00 1.8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181 179 180 181 181 0.00 0.00 

家具製造業 91 90 89 92 93 1.09 2.20 
其他製造業 158 158 158 160 161 0.63 1.90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表示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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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價格 

 住宅價格指數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住宅價格指數 127.07。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住宅價格指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成長 2.86%(環比)，

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13.91%(同比)。無論是環比或同比，六都住宅價

格指數皆以高雄市的上升幅度最高，因經濟持續成長，受通貨膨脹、俄烏

戰爭、利率調升、營造成本上揚等因素影響，六都皆呈現上漲的趨勢，推

動房價持續走高。 

111 年第 2 季 

住宅價格指數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環比(%) 2.86 1.02 2.10 2.41 2.52 2.22 

同比(%) 13.91 5.58 8.89 11.39 12.28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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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07.aspx) 

 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水準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水準(不分建物類別)每坪 22.42

萬元。 

 六都中，高於臺南市(20.88 萬元)。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相較 110 年第 1 季成長

1.04%(環比)。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14.50%(同比)，六都皆呈現全面上漲走勢。因台積電利多訊息帶動區段房

價大漲效應，加上營建成本提升，使得價格續呈上揚。 

 

 

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0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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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2 季 

買賣契約價格平均

單價水準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環比(%) 1.04 -0.44 3.55 2.79 0.54 1.36 

同比(%) 14.50 5.46 12.45 12.62 11.09 13.54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https://pip.moi.gov.tw/V3/E/SCRE0301.aspx) 

 

 房價所得比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房價所得比為 9.34 倍，意味高雄市民需花 9.34 年的

可支配所得才可購得一戶中位數總價住宅。 

 六都中，臺北市房價所得比 16.17 倍，仍是最高的城市，其次為新北市

12.82 倍、臺中市 11.14 倍。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房價所得比相較 111 年第 1 季成長 5.06％(環比)，相

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22.89%(同比)，為六都中增幅最大者。由於過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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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基期相對較低，在科技大廠投資設廠議題發酵後，房市資金陸續湧入，

加上通膨、原物料成本走高等影響，促使房價上揚幅度明顯加大。 

111 年第 2 季 

房價所得比 
高雄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所得比 9.34 16.17 12.82 7.83 11.14 9.36 

環比(%) 5.06 -0.31 -0.23 -0.51 -1.07 1.74 

同比(%) 22.89 2.41 5.69 3.30 12.87 18.18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07.aspx) 

  

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0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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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色優勢 
高雄市產經獨有特色情勢 

焦點指標 

觀光旅遊(111 年第 2 季) 

觀光旅館住房率 觀光旅館住客總人數 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次 

27.87% 

(同比+ 4.23 百分點) 

168,849 人 

(同比+ 2.12 %) 

8,200,328 人次 

(同比+ 198.87 %) 

因高雄積極推廣觀光活動，旅宿業者加強防疫，使得住房率、住客總人數、遊憩人

次三項觀光指標全面成長，加上去年同期三級警戒影響，比較基期偏低。 

交通運輸(111 年第 2 季) 

高鐵左營站 

出站人次 

高雄港總貨物 

吞吐量 

高雄國際機場 

總貨運量 

1,326,053 人次 

(同比+ 10.80 %) 

30,961,000 公噸 

(同比- 6.49 %) 

11,423 噸 

(同比- 17.13 %) 

受去年同期三疫情級警戒影響，高鐵實施減班降低運能。而塞港及船期延誤持續，

加上中國大陸實施封控，致貨運物流受阻衝擊供應鏈，貨運量呈現下滑趨勢。 

園區發展 

高雄科技產業園區營業額 

(111 年 1~6 月) 

南科高雄園區營業額 

(111 第 2 季) 

19,44.28 億元 

(同比+ 21.86 %) 

155.75 億元 

(同比- 12.31 %) 

高雄科技產業園區受惠於半導體封測及出口帶動，晶片需求強勁，資通訊相關應用

亦大幅成長。南部科學園區因光電、精密機械產業市場需求疲弱，營收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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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概況 

 觀光旅館住客總人數及住房率 

 最新數據：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高雄市觀光旅館包括承攜行旅高雄六合館、高雄

圓山大飯店、高雄國賓大飯店、漢來大飯店、高雄福華大飯店、麗尊大酒

店、義大皇家酒店、寒軒國際大飯店、高雄萬豪酒店、福容大飯店高雄、

晶英國際行館等共 11 家，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觀光旅館住房率 27.87%，

住客總人數 168,849 人。 

 以住客國籍別來看，外籍旅客包括日本、中國大陸、港澳、韓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其他亞洲地區、歐洲、紐澳、北美、其他地區等，合計為

16,881 人，占住客總人數比重 10.00%，本國籍旅客為 151,968 人，占住

客總人數比重 90.00%。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觀光旅館住房率相較 111 年第 1 季減少 13.19 百分點(環

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上升 4.23 百分點(同比)，因高雄積極推廣觀光活

動，疫情控制得宜，加上飯店業者加強防疫措施，去年同期適逢三級警

戒，比較基期偏低。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觀光旅館住客總人數相較 111 年第 1 季減少

38.22%(環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上升 2.12%(同比)。由於邊境陸續逐步

解封，自 3 上旬開放非本國籍商務人士來臺，6 月中入境居家檢疫天數縮

短 3+4 等因素，加上受到去年同期三級警戒低基期影響，使得外籍旅客住

客人數漸次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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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2 季 

高雄市觀光旅遊 
住房率 住客總人數 

環比 -13.19 百分點 -38.22% 

同比 4.23 百分點 2.12% 

 

 
資料來源：高雄市統計資訊網-公務統計報表(https://kcgdg.kcg.gov.tw/kcgstat/page/kcg08.aspx)、

交通部統計查詢網-觀光統計(https://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資料來源：高雄市統計資訊網-公務統計報表(https://kcgdg.kcg.gov.tw/kcgstat/page/kcg08.aspx) 

https://kcgdg.kcg.gov.tw/kcgstat/page/kcg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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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次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總人次 8,200,328 人次。 

 依照觀光遊憩區景點分析，以旗津風景區 (2,082,041 人次) 旅遊最多，其

次為義大世界(677,721 人次)、駁二藝術特區(613,743 人次)。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市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總人次相較 111 年第 1 季減少

39.52%(環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成長 198.87%(同比)。因應本土疫情升

溫，高市府針對主要觀光景點持續加強防疫作為，推動安心旅宿認證，提

升民眾旅遊信心，人潮漸回溫。 

 依照觀光遊憩區景點分析，相較 110 年第 2 季(同比)，主要景點皆呈現正

成長，由於去年受三級警戒影響，部分場館封閉或暫停開放，比較基期偏

低，儘管受到本土疫情升溫影響，然 6 月疫情已緩步下降，許多景點已見

人潮。義大世界為複合式娛樂廣場，於清明、兒童節、端午連續假期推出

多重優惠，吸引遊客，成長 725.88％；旗津風景區因市府大力推銷，以及

旗津振興方案挹注，搭乘渡輪遊客人潮遊逛，成長 308.37％，其他熱門觀

光景點如駁二藝術特區、蓮池潭、佛光山亦分別成長 117.70％、59.27

％、23.34％。 

111 年第 2 季 

高雄市主要觀光

遊憩區遊客人次 

旗津 

風景區 
蓮池潭 

駁二藝術 

特區 
佛光山 

義大 

世界 
總人次 

環比(%) 238.25 78.31 -82.20 -12.41 -18.00 -39.52 

同比(%) 308.37 59.27 117.70 23.34 725.88 1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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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統計資訊網-公務統計報表(https://kcgdg.kcg.gov.tw/kcgstat/page/kcg08.aspx) 

交通運輸概況 

 高鐵左營站出站人次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高鐵左營站進站 1,339,082 人次、出站 1,326,053 人

次。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高鐵左營站進站、出站人次相較 111 年第 1 季分別下降

26.04%、26.10%(環比)。因本土疫情籠罩，Omicron 變種病毒傳播，確

診病例居高不下，民眾選擇自行開車出遊較多，致搭乘人次明顯下滑。 

 111 年第 2 季高雄高鐵左營站進站、出站人次相較 110 年第 2 季，分別上

升 11.30%、10.80%(同比)。因去年三級警戒期間，疫情影響運量銳減，

實施短期班表，僅維持 8 成運能，以因應旅客基本需求，比較基期偏低，

儘管第 2 季受本土疫情升溫影響，仍維持正常運能疏運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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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2 季 

高速鐵路左營站 

旅客人次 

進站 出站 

環比(%) -26.04 -26.10 

同比(%) 11.30 10.80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高鐵統計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578&parentpath=0,6) 

 

 

 高雄港總貨物吞吐量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港總貨物吞吐量 30,961,000 公噸，111 年第 2 季貨櫃

裝卸量 1,570,804 個貨櫃。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高雄港的總貨物吞吐量相較 111 第 1 季成長 4.61%(環比)，

相較 110 年第 2 季衰退 6.49%(同比)；111 年第 2 季高雄港的貨櫃裝卸量

相較 111 第 1 季成長 2.52%(環比)，相較 110 年第 2 季衰退 3.05％(同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578&parentpath=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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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因去年在全球疫情肆虐下產業鏈供需嚴重失衡，歐美各地陸續解封

致全球需求大增，今年上半年持續受疫情影響，北美、歐洲塞港及船期不

穩定，以致部分航次延緩或未靠泊高雄港，供應鏈受阻，加上商品消費降

溫導致貨櫃航運需求減弱，皆影響裝卸量。 

111 年第 2 季 

高雄港貨運量 
總貨物吞吐量 貨櫃裝卸量 

環比(%) 4.61 2.52 

同比(%) -6.49 -3.05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水運港埠統計 

(https://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高雄國際機場總貨運量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高雄國際機場總貨運量 11,423 公噸。 

 從貨運頓數裝卸分析，卸/進口的占比 25.02％，裝/出口的占比 74.53％，

轉口占比 0.46％。 

 增減情形： 

https://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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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第 2 季高雄國際機場總貨運量相較 111 年第 1 季減少 11.40%(環

比)。 

 111 年第 2 季高雄國際機場總貨總運量相較 110 年第 2 季減少 17.13%(同

比)。由於俄烏戰爭持續多時、中國大陸大規模封鎖、通膨與升息等因素

減緩全球產出和消費，航空貨運量需求趨緩，另一方面，3 月底中國大陸

多個城市處於全面或部分封控狀態，嚴重影響貨運物流，致整體貨運量明

顯下滑。 

111 年第 2 季 

高雄國際機場 

貨運量 

總貨運噸數 貨運噸數-卸 貨運噸數-裝 貨運噸數-轉口 

環比(%) -11.40 -15.99 -4.14 -91.46 

同比(%) -17.13 -13.18 -12.58 -93.12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航空統計 

(https://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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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發展概況 

 高雄科技產業園區營業額2
 

 最新數據： 

 全台科技產業園區包括：楠梓科技園區、前鎮科技園區、臨廣科技園區、

高雄軟體園區、成功物流園區、臺中港科技園區、臺中軟體園區、潭子科

技園區、屏東科技園區，前 5 個屬高雄科技產業園區，營業額占全台科技

產業園區 76.06％。 

 111 年 1~6 月高雄科技產業園區營業額合計為 1,944.28 億元，包括：楠

梓科技園區 1,454.60 億元、前鎮科技園區 359.11 億元、高雄軟體園區

52.08 億元、臨廣科技園區 77.69 億元、成功物流園區 0.80 億元。 

 增減情形： 

 111 年 1~6 月高雄科技產業園區營業額相較 110 年 1~6 月成長 21.86%(同

比)，多數園區呈現雙位數成長。其中，全球半導體封測業重要基地的楠

梓園區，受惠於半導體封測及出口持續成長帶動，新興科技對晶片需求大

增，使得營收成長 28.77％；高雄軟體園區年增 23.49％，因疫情帶動零

接觸商機，資訊軟體、數位內容及智慧應用等相關重點產業大幅成長；成

功物流園區受惠於電商冷鏈物流之服務需求穩定成長，營收成長 14.53

％；惟以 LCD、LED 為主的前鎮科技園區下滑 1.91％，因終端消費需求減

弱，面板產量及價格下滑。 

 

                                                      
2
「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已於 110 年 2 月 3 日奉總統公布，加工出口區正式更名為「科技產業

園區」；經濟部科技產業園區營業額以每兩個月為一期，於雙數月發布上一期資料，111 年第 2 季季報

呈現該項指標為 1~6 月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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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6 月 

高雄科技產業園

區營業額 

楠梓園區 前鎮園區 高軟園區 臨廣園區 
成功物流

園區 
總營業額 

同比(%) 28.77 -1.91 23.49 36.43 14.53 21.86 

 

 
資料來源：經濟部科技產業園區統計

(https://www.epza.gov.tw/formdownload.aspx?pageid=16b59ec638cb4cd4) 

 南科高雄園區營業額 

 最新數據： 

 111 年第 2 季南部科學園區之高雄園區產業營業額總計為 155.75 億元，

產業包括積體電路、光電、電腦及周邊、精密機械、生物技術及其他等產

業，各產業營業額以光電產業 93.37 億元最高，次為精密機械產業 42.74

億元、積體電路產業 8.39 億元、生物技術產業 4.87 億元、電腦及周邊產

業 3.93 億元、其他產業 2.4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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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各產業營業額占南科園區同類產業總營業額之比重，以精密機械產業

最高(占比 31.00%)，其次為其他產業(占比 30.97%)、光電產業(占比

19.15%)。 

 增減情形： 

 111 年第 2 季南部科學園區之高雄園區產業營業額相較 111 年第 1 季成長

2.95%(環比)，相較於 110 年第 2 季減少 12.31%(同比)。受惠高效能運

算、車用電子及通訊等強勁需求帶動，積體電路產業成長 455.63％；生物

技術產業成長 7.27％，因疫情期間各類非必要手術為防疫需求暫緩進行，

在全球陸續解封挹注下，主要醫療活動也回歸正常，帶動相關醫材產業的

發展。而主力的精密機械產業衰退 26.64%，受原物料價格上漲、日圓貶

值有利日本工具機價格競爭力、中國大陸實施嚴格封控措施等因素影響所

致；光電產業因市場需求疲軟導致面板價格下滑，加上去年受惠於遠距商

機等需求強勁帶動，拉高基期。 

111 年第 2 季 

南科高雄園區 

營業額 

積體電路 

產業 

光電 

產業 

電腦及

周邊 

產業 

精密 

機械 

產業 

通訊 

生物 

技術 

產業 

其他 

產業 
總營業額 

占南科比重(%) 0.31 19.15 13.98 31.00 0.12 15.08 30.97 4.56 

環比(%) 41.01 -3.61 -9.66 14.77 400.00 10.68 -3.23 2.95 

同比(%) 455.63 -11.22 -8.82 -26.64 N/A 7.27 -37.3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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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科技部統計資料庫-科學園區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sciencepark/SciencePark.aspx?langua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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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指標資訊速報 

經濟實力 

面向 指標 
發布頻率 

(季報時點) 

季報 

統計數據 

與前一期 

相較(環比) 

與前一年同期 

相較(同比) 

物價 
消費者物價指數(反) 月(111.4~6) 107.44 1.48%↑ 3.49%↑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反) 月(111.4~6) 132.08 3.91%↑ 8.76%↑ 

勞動 

就業者(千人) 半年(111 上半年) 1,349 (不適與前半年相較) 0.20%↑ 

勞動力參與率(%) 半年(111 上半年) 58.8 (不適與前半年相較) 0.4 百分點↑ 

失業率(%) (反) 半年(111 上半年) 3.7 (不適與前半年相較) 0.3 百分點↓ 

大專及以上就業比例(%) 半年(111 上半年) 53.97 (不適與前半年相較) 1.81 百分點↑ 

青年育

成 

25-4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比重(%) 半年(111 上半年) 50.11 (不適與前半年相較) 1.00 百分點↓ 

25-44 歲失業率(%) (反) 半年(111 上半年) 4.0 (不適與前半年相較) 0.1 百分點↓ 

大專畢業生全時平均工資(元) 
年(111.4 調查

106~110 年畢業者) 

37,121 

(畢業 1~5 年) 
(不適作環比分析) (不適作同比分析) 

所得 每戶可支配所得(元) 年(110) 1,022,366 (相同於同比資訊) 0.45%↑ 

水電 

工業用水量(百萬立方公尺) 年(109) 294.99 (相同於同比資訊) 21.59%↑ 

工業用電售電量(百萬度) 月(111.4~6) 4,953 6.87%↑ 1.16%↑ 

服務業用電售電量(百萬度) 月(111.4~6) 1,348 11.94%↑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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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能力 

面向 指標 
發布頻率 

(季報時點) 

季報 

統計數據 

與前一期 

相較(環比) 

與前一年同期 

相較(同比) 

投資 
僑外投資家數(家) 月(111.6 現存) 1,027 0.29%↓ 0.29%↑ 

僑外投資資本額(億元) 月(111.6 現存) 344.27 0.55%↑ 0.78%↓ 

營利銷售 
營利事業登記家數(家) 月(111.6 現存) 181,056 (不適作環比分析) 3.28%↑ 

營利事業銷售額(億元) 月(111.4~6) 19,189.24 (不適作環比分析) 11.14↑ 

工商登記 

公司登記家數(家) 月(111.6 現存) 83,775 0.66%↑ 1.85%↑ 

公司登記資本額(億元) 月(111.6 現存) 22,057.10 0.68%↑ 2.61%↑ 

商業登記家數(家) 月(111.6 現存) 130,137 0.62%↑ 2.89%↑ 

商業登記資本額(億元) 月(111.6 現存) 275.51 0.66%↑ 2.88%↑ 

工廠登記家數(家) 月(111.6 現存) 7,839 0.25%↑ 1.17%↑ 

不動產 

價格 

住宅價格指數 季(111 第 2 季) 127.07 2.86%↑ 13.91%↑ 

房價所得比(倍) (反) 季(111 第 2 季) 9.34 5.06%↑ 22.89%↑ 

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水準(萬/坪) 季(111 第 2 季) 22.42 1.04%↑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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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優勢 

面向 指標 
發布頻率 

(季報時點) 

季報 

統計數據 

與前一期 

相較(環比) 

與前一年同期 

相較(同比) 

觀光旅遊 

觀光旅館住房率(%) 月(111.4~6) 27.87 13.19 百分點↓ 4.23 百分點↑ 

觀光旅館住客總人數(人) 月(111.4~6) 168,849 38.22%↓ 2.12%↑ 

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人次(人次) 月(111.4~6) 8,200,328 39.52%↓ 198.87%↑ 

交通運輸 

高鐵左營站出站人次(人次) 月(111.4~6) 1,326,053 26.10%↓ 10.80%↑ 

高雄港總貨物吞吐量(公噸) 月(111.4~6) 30,961,000 4.61%↑ 6.49%↓ 

高雄國際機場總貨運量(噸) 月(111.4~6) 11,423 11.40%↓ 17.13%↓ 

園區發展 
高雄科技產業園區營業額(億元) 雙數月(111.1~6) 1,944.28 (不適作環比分析) 21.86%↑ 

南科高雄園區營業額(億元) 月(111. 4~6) 155.75 2.95↑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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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際競爭力評比報告 

報告名稱 發布機構 發布時間 指標項目 統計數據 與上期報告相較 

全球協會型國際會議統計報告

(2019 Statistics Report) 

國際會議協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111/6 

國際會議數量 

(number of 

meetings per city) 

9 21 

世界排名前 20 名貨櫃港裝卸量 

國際貨櫃化雜誌

(Containerisation 

International) 

111/9 
貨櫃裝卸量 

(千 TEU) 
9,864TEU 242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https://www.iccaworld.org/ 

Lloyd’s List One Hundred Ports 2022  

https://lloydslist.maritimeintelligence.informa.com/one-hundred-container-ports-2022 

https://www.iccaworld.org/
https://lloydslist.maritimeintelligence.informa.com/one-hundred-container-port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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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專區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1&CtUnit=353&BaseDSD=7&mp=4 

科技部統計資料庫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sciencepark/SciencePark.aspx?language=C 

經濟部統計處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6989 

經濟部商業司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經濟部經濟統計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content/ContentMenu.aspx?menu_id

=32830 

經濟部水利署工業用水統計 

https://wuss.wra.gov.tw/annuals.aspx 

經濟部科技產業園區統計 

https://www.epza.gov.tw/pagelist.aspx?pageid=f0e671c106cce8b8&nowid=67

b7b6af9ee544f2 

台灣電力公司各縣市售電資訊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5554 

中小企業統計 

https://www.moeasmea.gov.tw/list-tw-2344 

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財政部統計資料庫查詢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f2 

投審會業務統計 

https://www.moeaic.gov.tw/chinese/news_bsAn.jsp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https://statfy.mol.gov.tw/statistic_DB.aspx 

內政部營建統計 

https://www.cpami.gov.tw/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11&CtUnit=353&BaseDSD=7&mp=4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sciencepark/SciencePark.aspx?language=C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6989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982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content/ContentMenu.aspx?menu_id=32830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content/ContentMenu.aspx?menu_id=32830
https://www.epza.gov.tw/pagelist.aspx?pageid=f0e671c106cce8b8&nowid=67b7b6af9ee544f2
https://www.epza.gov.tw/pagelist.aspx?pageid=f0e671c106cce8b8&nowid=67b7b6af9ee544f2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5554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5554
https://www.moeasmea.gov.tw/list-tw-2344
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f2
https://www.moeaic.gov.tw/chinese/news_bsAn.jsp
https://statfy.mol.gov.tw/statistic_DB.aspx
https://www.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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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07.aspx 

科學工業園區統計資料 

http://www.asip.org.tw/content.php?catid=93 

縣市政府統計資料庫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 

高雄市經濟發展局 

https://edbkcg.kcg.gov.tw/ 

高雄市統計資訊網 

https://kcgdg.kcg.gov.tw/StatWebRWD/Page/ 

高雄市政府統計資料庫 

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臺北市政府統計資料庫 

https://statdb.dbas.gov.taipei/pxweb2007-tp/dialog/statfile9.asp 

臺北產經資訊網經濟觀測站 

https://www.taipeiecon.taipei/econ_obs_list.aspx?&SiteID=-

1&MmmID=3001&CatID=1 

新北市政府統計資料庫 

https://oas.bas.ntpc.gov.tw/BAS/pxweb/dialog/statfile9_n.asp 

臺中市政府統計資料庫(主計處) 

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DgbasWeb/index.aspx 

桃園市政府統計資料庫(主計處) 

https://dbas.tycg.gov.tw/home.jsp?id=47&parentpath=0,13 

臺南市政府統計資料庫 

https://tainan.dgbas.gov.tw/StatWebRWD/Page/Default.aspx 

 

https://pip.moi.gov.tw/V3/Z/SCRZ0207.aspx
http://www.asip.org.tw/content.php?catid=93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
https://edbkcg.kcg.gov.tw/
https://kcgdg.kcg.gov.tw/StatWebRWD/Page/
https://pxweb.kcg.gov.tw/pxweb2007p/dialog/
https://statdb.dbas.gov.taipei/pxweb2007-tp/dialog/statfile9.asp
https://www.taipeiecon.taipei/econ_obs_list.aspx?&SiteID=-1&MmmID=3001&CatID=1
https://www.taipeiecon.taipei/econ_obs_list.aspx?&SiteID=-1&MmmID=3001&CatID=1
https://oas.bas.ntpc.gov.tw/BAS/pxweb/dialog/statfile9_n.asp
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DgbasWeb/index.aspx
https://dbas.tycg.gov.tw/home.jsp?id=47&parentpath=0,13
https://tainan.dgbas.gov.tw/StatWebRWD/Page/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