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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院於 106 年 11 月針對國內產業五缺之「缺工」問題，提出

以「媒合就業，開發勞動力」、「改善低薪，創造友善職場」、「產學雙

贏，縮短學用落差」等三大政策方向紓緩產業缺工問題。而「開發勞

動力」政策方向，又以青年及中高齡，為開發勞動力之重點族群。 

2017 年日本 15~24 歲年齡層失業率僅有 4.6％，與其他 OECD 國

家比較，相對的偏低，另日本亦較早面對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問題。因

此期透過本次考察，學習日本在青年及中高齡就業之施政經驗。 

本次考察單位包含：「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台東区シルバー人

材センター)、「厚生勞動省」(厚生労働省)、東京工作中心(東京仕事

センター)、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東京大学高齢社会総合

研究機構)、涉谷 Hello Work(ハローワーク 涉谷，Hello Work)、青年

育成 NET(育て上げネット)、【特例子公司】天鵝咖啡麵包店赤坂店(ス

ワンカフェ＆ベーカリー赤坂店 SWAN CAFÉ & BARKERY)等政府、民

間及學術單位。期透過瞭解各單位執行經驗，做為我國施政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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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與過程 

一、考察目的 

面對我國人口老化及青年高失業率問題，勞動部刻正研擬制訂中

高齡就業專法及依蔡總統政見推動青年就業中程計畫。而日本較我國

更早面對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問題，且日本青年失業率 2017 年青年失

業率僅 4.65％，遠低於 OECD 國家平均青年失業率 11.93％，因此日

本高齡就業政策及青年失業措施確實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茲將本次

考察目的羅列如下： 

（一）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推動規劃 

本署業於新北市及高雄市設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爰期透過考察

日本實施經驗，瞭解日本銀髮人才中心就業諮詢輔導作法及開發在地

職缺等運作方式，作為後續規劃之參考。 

（二） 高齡者就業政策推動概況 

日本較我國更早面對人口老化問題，自 1979 年起即針對高齡者

就業問題著手制定相關法律及年金制度，爰期透過考察日本實經驗，

作為規劃我國中高齡就業專法之參考。 

（三） 友善企業認證制度 

相較於大型企業，中小企業較難以招募青年投入。初次尋職青年

亦較未能瞭解產業及職場環境，難以選擇就業方向。而日本針對中小

企業較難以招募青年投入問題，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推動ユースエ

ール認定制度(Youth Yell 青年應援認證制度)。透過官方認證優質中小

企業，協助中小企業招募青年的同時，亦協助青年選擇就業方向。該

認證制度可作為我國青年就業協助措施之參考。 

（四） 青年職涯輔導措施 

考察中央、地方及民間就業服務機構，其青年職涯輔導措施與就

業服務據點現場服務流程設計等，作為我國就業服務流程規劃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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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過程 

（一） 時間 

 107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23 日，共 5 天。 

（二） 成員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施淑惠組

長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柯秀燕副分署長 

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孫凡茹科

長 

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徐誠佑科長 

5.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諮詢服務及給付科／許金滿科

長 

（三） 考察重點 

1. 瞭解日本中高齡就業政策，及如何與事業單位、政府部門、學

校、訓練機構等相關單位搭配合作。 

2. 瞭解日本銀髮人才中心運作方式。 

3. 瞭解日本青年職涯諮詢制度與做法。 

各單位考察重點如下表： 

表 1：各單位考察重點 

參訪機關 考察重點及關心事項 

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 

(台東区シルバー人材セ

ンター) 

 結合轄區特性開發適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在

地就業機會作法 

 從事之工作時數/薪資待遇/行業類別 

 與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合作方式 

 協助對象後續就業情形及滿意程度追蹤方式 

 就業諮詢輔導作法 

 較困難個案是否有特別的協助措施 

 如何發掘及了解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長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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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機關 考察重點及關心事項 

相關應用工具 

厚生勞動省 

(厚生労働省) 

 ユースエール認定制度(Youth Yell 青年應援認

證制度)推動過程與執行成效 

 因應人口老化，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相關

政策與執行成效 

 日本推動中高齡專法歷程、遭遇困難、成功或

失敗經驗 

 高齡者專業人才資料庫之成立過程與經驗 

 人才資料登錄後，之資料審查或驗證機制 

 雇主與人才間媒合機制與流程 

 人才成功媒合後，人才資料處理方式 

 人才或雇主之考核或評點制度 

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

研究機構 

(東京大学高齢社会総合

研究機構) 

 與公私部門之合作關係 

 過往相關高齡者就業實驗方案之成功案例 

 高齡者與其他世代就業之合作方式 

 適合高齡者從事之特定行業 

青年育成 NET 

(育て上げネット) 

 各項服務措施，如何與學校教學、企業需求聯

結 

 職涯諮商之執行步驟與職涯諮商工具 

 職涯輔導員之任用條件，及其培訓機制或訓練

計畫 

東京工作中心(Job Café) 

(東京仕事センター) 
 青年就業諮詢協助措施 

涉谷 Hello Work 

(ハローワーク 涉谷， 

Hello Work) 

 就業媒合服務流程與職缺揭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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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程安排 

表 2：行程規劃表 

日期 行程／考察單位 考察地點 

8/19 搭乘中華航空 CI104 至東京成田機場 

8/20 

上

午 

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 

(台東区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 

東京都台東区小島 1-5-5 小

島ビル 1 階 

中

午 

專家訪問 

橫濱國立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研究院 

教授／石崎 由希子 (ISHIZAKI YUKIKO) 

下

午 

厚生勞動省 

(厚生労働省)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東京本部 

東京都港区六本木3-16-33 青

葉六本木ビル 7F 

專家訪問 

上智大學法學部 

教授／永野 仁美 (NAGANO HITOMI) 

8/21 

上

午 

東京工作中心 

(東京仕事センター) 
東京都千代田区飯田橋 3-10-3 

下

午 

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 

(東京大学高齢社会総合研究機構)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7-3-1 工学

部 8 号館 7 階 

8/22 

上

午 

涉谷 Hello Work 

(ハローワーク 涉谷，Hello Work) 

東京都渋谷区神南１丁目３

−5 

下

午 
青年育成 NET(育て上げネット) 

東京都立川市高松町 2-9-22

生活館ビル 3F 

8/23 

上

午 

天鵝咖啡麵包店 赤坂店 

(スワンカフェ＆ベーカリー赤坂

店 SWAN CAFÉ & BARKERY) 

東京都港区赤坂 1-2-2 日本財

団ビル 1F 

下

午 
搭乘中華航空 CI105 班機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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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勞動市場概況 

一、高齡者就業概況 

    日本政府在面對少子高齡化社會趨勢下，擬定高齡社會因應對策

相較於世界各國起步甚早且具有長期性規劃，而鑒於臺灣的人口結構

變遷、產業發展與經濟變化與日本非常相似，日本高齡化程度走在臺

灣的前端，其針對高齡勞動政策發展，更足以當作我國借鏡與擬定相

關政策重要參考。以下先就日本 65 歲以上高齡者(以下稱：高齡者)

就業概況分析比較，再進一步就本次考察重點之觀察說明： 

（一） 日本高齡者人口概況 

日本總人口數減少 27 萬人，高齡人口數卻增加 44 萬人 

    根據總務省統計局最新(2018 年 9 月 15 日)總人口與高齡人口推

移統計，日本的總人口數於戰後首度在 2005 年呈現人口減少的變

化，2008 年人口成長達到高峰，自 2011 年以後人口數呈現持續減少

趨勢，而今總人口推計 1 億 2,642 萬人，與 2017 年同期(1 億 2,669

萬人)相比減少 27 萬人口數。 

    而另一方面，高齡人口數從 1950 年開始持續攀升，2012 年超過

3,000 萬人，而今(2018 年)高齡人口數推計 3,557 萬人，與 2017 年同

期相比增加 44 萬人口數。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圖：2000 年-2018 年日本總人口與高齡人口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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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 28.1％ 

根據總務省統計局調查，2018 年日本高齡人口占總人口 28.1％，

相較於 2017 年(27.7％)上升 0.4 百分點，突破過去以來最高人數占比。 

從男女性別觀察，65 歲以上男性計 1,545 萬人(25.1％)，女性計

2,012 萬人(31％)，女性的高齡人口首度超過 2,000 萬人，而男性當中

平均每 4 個人其中就有 1 人是高齡者，若以人口性別比(每 100 位女

性所對應的男性人數)，65 歲以上女性多於男性 467 萬人，其人口性

比達 76.8％。 

從年齡別觀察，70 歲以上人口計 2,618 萬人(20.7％)，相較於 2017

年(2,518 萬人，19.9％)增加 100 萬人，上升 0.8 百分點；75 歲以上人

口計 1,796 萬人(14.2％)，相較於 2017 年(1,746 萬人，13.8％)增加 50

萬人，上升 0.4％百分點，這也意味著戰後嬰兒潮的團塊世代(1947

年至 1949 年出生)從 2017 年開始跨入 70 歲的後期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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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日本 2017 年-2018 年人口推移 

單位：萬人／百分比：％ 2018 年(平成 30 年) 9 月 15 日 

總數 男 女 

人口數 

(百分

比) 

總人口 12,642 (100％) 6,152 (100％) 6,490 (100％) 

75 歲以上人口 1,796 (14.2％) 705 (11.5％) 1,091 (16.8％) 

70 歲人口 2,618 (20.7％) 1,091 (17.7％) 1,527 (23.5％) 

65 歲以上人口 3,557 (28.1％) 1,545 (25.1％) 2,012 (31％) 

15-64 歲人口 7,542 (59.7％) 3,816 (62％) 3,726 (57.4％) 

未滿 15 歲人口 1,543 (12.2％) 790 (12.8％) 753 (11.6％) 

單位：萬人／百分比：％ 2017 年(平成 29 年) 9 月 15 日 

總數 男 女 

人口數 

(百分

比) 

總人口 12,669 (100％) 6,165 (100％) 6,504(100％) 

75 歲以上人口 1,746 (13.8％) 682 (11.1％) 1,063 (16.3％) 

70 歲人口 2,518 (19.9％) 1,044 (16.9％) 1,474 (22.7％) 

65 歲以上人口 3,513 (27.7％) 1,525 (24.7％) 1,988 (30.6％) 

15-64 歲人口 7,596 (60.0％) 3,841 (62.3％) 3,755 (57.7％) 

未滿 15 歲人口 1,560(12.3％) 799 (13％) 761 (11.7％) 

 

（二） 日本高齡者就業概況 

高齡就業人口數持續攀升，821 萬人為歷年來最高 

根據總務省統計局 2017 年勞動力調查，同年勞動力人口(15 歲以

上人口，就業者與完全失業者的總和)計有 6,720 萬人，其中 65 歲至

69 歲計 454 萬人、70 歲以上計 367 萬人，高齡就業者占勞動力人口

總數 12.2％，具持續往上攀升趨勢。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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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齡就業人口數觀察，以團塊世代走向高齡化為背景，自 2012

年開始高齡就業人口大幅增加，2012 年至 2016 年以 65 歲至 69 歲間

為增加主力，2017 年由於團塊世代邁入 70 歲後期老年，70 歲以上高

齡就業者為增加主力。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 

圖：1980 年-2017 年勞動人口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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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就業率的推移 

從年齡區間觀察高齡者就業率發展，60 歲至 64 歲、65 歲至 69

歲、70 歲至 74 歲等區間，與 10 年前(2007 年)就業率相比，2017 年

就業率分別增加 10.7 百分點、8.5 百分點、5.5 百分點，而其中 60 歲

至 64 歲的就業率攀升，與 2006 年 4 月 1 日後開始施行企業高齡者雇

用確保措施義務化相關。 

（三） 日本高齡就業者從事產業別 

高齡就業者主要從事工作以批發零售業、農林業為居多 

從高齡就業者主要從事產業別觀察，以從事批發零售業計 125 萬

人為最多、其次是農林業計 99 萬人、製造業計 92 萬人、服務業(含

其他無法分類之產業)計 91 萬人；而各產業別高齡就業者占就業者總

數，以農林業占 49.3％為最高，其次不動產業與物品租賃業占 24.0

％、服務業占 21.2％、生活娛樂相關服務業占 18.4％。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圖：年齡區間就業率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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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圖：2017 年主要產業別高齡就業者數與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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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高齡就業者就業型態 

高齡就業者每 4 人當中有 3 人是非典型就業受僱者 

根據總務省統計局 2017 年勞動力調查，高齡就業者就業型態為

主管職計 105 萬人(占 13.1％)、排除主管職的受僱者計 425 萬人(53.1

％)，自營業者或家族企業經營者計 271 萬人(33.8％)；而排除主管職

的高齡受僱者當中，屬非典型就業受僱者(含派遣工、契約工、零工

及兼職者等)高達 74.4％，其中打零工與兼職者占最高比例計 50.6％。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圖：2017 年高齡就業者就業型態分析 

 

425 万人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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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高齡受僱者均有逐年增加的發展趨勢，特別是非典型就業

受僱者，與 10 年(2007 年)前相比較，2007 年的 141 萬人增加至 2017

年 316 萬人，10 年間增加了 2 倍以上就業人數。 

（五） 日本高齡者就業率與歐美國家比較 

因應全球少子高齡化社會發展趨勢之下，各國高齡就業率均同步

成長，其中加拿大成長 4.9 百分點、英國、德國及日本均成長 3.3 百

分點，2017 年日本高齡者就業率達 23.0％，亦是這些主要國家發展

之冠。 

 

二、青年就業概況 

雖我國青年定義為 15~29 歲，然因日本企業多於青年畢業時招募

正規工作職務，因此 15~24 歲年齡層就業率與失業率為日本青年就業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圖：2017 年非典型就業型態之高齡就業者分析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勞動力調查、OECD 統計數據／ 

圖：2007 年、2017 年主要國家高齡就業率比較 

 



 16 

重要指標。接下來將先就日本近年總體人口概況進行了解，並再進一

步就 15~24 歲年齡層與 25~34 歲年齡層、總體人口作就業狀況比較，

以了解日本青年就業概況。 

（一） 日本 15 歲以上人口概況 

15 歲以上人口中 15-24 歲年齡層人口數最少 

依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調查，比較 2013 年至 2017 年的各年齡層

人口概況，顯示 65 歲以上人口數最多，次之為 35~44 歲人口，15~24

歲人口數最少。可見日本確實為高齡化與少子化社會，65 歲以上人

口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人口，15-24 歲人口數為最少。 

表 4：日本 15 歲以上人口年齡分布 

單位：萬人 

年齡 

年度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歳以上 

2013 1,224 1,463 1,882 1,610 1,760 3,168 

2014 1,217 1,430 1,861 1,638 1,686 3,278 

2015 1,215 1,399 1,833 1,670 1,624 3,370 

2016 1,218 1,370 1,792 1,708 1,577 3,446 

2017 1,222 1,345 1,743 1,750 1,544 3,504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www.stat.go.jp) 

（二） 日本 15 歲以上勞動力人口概況 

15 歲以上勞動力人口中 15~24 歲年齡層勞動力人口最少 

依據總務省統計局調查，2013 年至 2017 年 35~44 歲勞動力人口

為最多，次之為 45~54 歲勞動力人口，15~24 歲勞動力人口仍為最少。

但 65 歲以上年齡層，雖然在人口數為最多，但在勞動力人口數卻明

顯降低，可見 65 歲以上人口實際可參與勞動的人數有限。 

 

 

http://www.sta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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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日本 15 歲以上勞動力人口年齡分布 

單位：萬人 

年齡 

年度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 歳以上 

2013 518 1,239 1,582 1,380 1,222 651 

2014 518 1,214 1,576 1,406 1,196 698 

2015 516 1,191 1,558 1,439 1,173 746 

2016 539 1,180 1,527 1,482 1,159 786 

2017 545 1,167 1,497 1,526 1,164 822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www.stat.go.jp) 

 

（三） 日本青年就業人數與就業率概況 

15~24 歲年齡層就業率低於 25~34 歲年齡層與總體人口就業率 

依據總務省統計局調查，以長期趨勢來看，2013 年至 2017 年

15~24 歲年齡層就業趨勢持續提升，就業人數由 483 萬人上升至 519

萬人，就業率由 39.7％持續上升至 42.5％；但若相較於 25~34 歲年齡

層與總體人口的就業狀況，雖各組就業率都是呈現持續上升趨勢，

15~24 歲年齡層的就業率仍低於 25~34 歲年齡層就業率與總體人口就

業率。 

值得注意的是 25~34 歲年齡層的趨勢，2013 年至 2017 年，雖就

業率由 80.2％持續上升至 83.6％，但就業數仍由 1,173 萬人下降為

1,124 萬人，這表示少子化導致青年人口逐年減少，已逐漸影響日本

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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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日本青年就業率 

單位：％ 

年齡 
年度 總體 15～24 25～34 

2013 56.9 39.7 80.2 

2014 57.3 40.3 81.0 

2015 57.6 40.7 81.2 

2016 58.1 42.4 82.5 

2017 58.8 42.5 83.6 

表 7：日本青年就業人口 

單位：萬人 

年齡 
年度 

總體 15～24 25～34 

2013 6,326 483 1,173 

2014 6,371 486 1,158 

2015 6,401 488 1,136 

2016 6,465 512 1,130 

2017 6,530 519 1,124 

 

（四） 日本青年失業人數與失業率概況 

15~24 歲年齡層的失業率高於 25~34 歲年齡層與總體人口失業率 

依據總務省統計局調查，以長期趨勢來看，呼應就業率趨勢，2013

年至 2017 年 15~24 歲年齡層失業率趨勢是持續下降的，失業人數由

36 萬人下降至 25 萬人，失業率由 6.9％持續下降至 4.6％；但若相較

於 25~34 歲年齡層與總體人口的失業狀況，雖各組失業率都是呈現持

續下降趨勢，15~24 歲年齡層的失業率仍高於 25~34 歲年齡層失業率

與總體人口失業率。 

值得注意的是 15~24 歲與 25~34 歲年齡層的失業狀況比較，2013

年至 2017 年，雖 15~24 歲失業率都是高於 25~34 歲失業率，但 15~24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www.sta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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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失業人數低於 25~34 歲，是否是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導致青年人口

數減少，是未來可持續觀察研究的方向之一。 

表 8：日本青年失業率 

單位：％ 

年齡 
年度 

總體 15～24 25～34 

2013 4.0 6.9 5.3 

2014 3.6 6.3 4.6 

2015 3.4 5.5 4.6 

2016 3.1 5.1 4.3 

2017 2.8 4.6 3.7 

表 9：日本青年失業人數 

單位：萬人 

年齡 
年度 

總體 15～24 25～34 

2013 265 36 66 

2014 236 33 56 

2015 222 29 55 

2016 208 28 50 

2017 190 25 43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www.stat.go.jp) 

（五） 日本青年畢業生就業率概況 

大學與高中畢業生就業率達 98％以上 

依文部科學省統計資料，大學、短期大學(大專)、高等專門學校(技

術學院)、高等學校(高中)畢業生就業率，2013 年到 2018 年為持續上

升的趨勢。2018 年 4 月大學整體（大學，大專，技術學院）就業率

為 98.2％，其中大學就業率為 98.0％，短期大學就業率為 99.1％，高

等專門學校就業率為 100.0％。高等學校就業率為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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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日本青年各學制畢業後就業率 

單位：％ 

學制 

年度 

大學 

高等學校 
大學 短期大學 

高等専門 

學校 
小計 

2013 93.9 94.7 100.0 94.3 95.8 

2014 94.4 94.2 100.0 94.7 96.6 

2015 96.7 95.6 100.0 96.7 97.5 

2016 97.3 97.4 100.0 97.5 97.7 

2017 97.6 97.0 100.0 97.7 98.0 

2018 98.0 99.1 100.0 98.2 98.1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www.mext.go.jp) 

（六） 日本青年就業型態 

15~24 歲年齡層任職正職員工人數高於非正職員工人數 

經整理厚生勞動省調查資料，2013 年到 2017 年企業雇用正職員

工的人數是高於非正職員工的。在總體就業人數與 25~34 歲年齡層就

業人數，正職員工人數明顯高於非正職員工人數；在 15~24 歲年齡層

就業人數，則是正職員工數略高於非正職員工。此外，調查中也顯示

2013 年到 2017 年企業內 15~24 歲正職員工與 25~34 歲正職員工比例

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http://www.mex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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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日本青年正職員工比例 

單位：％ 

年齡 

年度 
總體 15～24 25～34 

2013 63.3 67.7 72.6 

2014 62.6 69.3 72.0 

2015 62.5 70.2 72.7 

2016 62.5 71.4 73.6 

2017 62.7 72.8 74.1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www.stat.go.jp) 

（七） 日本青年就業之企業規模 

15-24 歲年齡層任職於 1000 人以上規模企業人數高於其他規模企業

人數 

經整理 e-Stat 雇員人數調查資料，2016 年至 2018 年，日本 15-24 歲

青年任職於 1000 人以上規模企業人數皆高於 1~4 人、5~9 人、10-29

人、30~99 人、100~499 人、500~999 人規模企業。 

             表 12：日本青年正職員工比例 

單位：萬人 

企業規模 

年度 
1-4 人 5-9 人 10-29人 30-99 人 100-499 人 500-999 人 1000 人以上 

2016 年每月平均 13  31  74  77  96  38  127  

2017 年每月平均 10  32  73  73  97  41  136  

2018 年 1-8 月每月平均 12  34  79  78  97  43  154  

資料來源：e-stat(www.e-sta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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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紀實 

一、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台東区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 

（一） 單位簡介 

日本銀髮人才中心以「自主、自立、協作、共助」為創立理念，

主要在於傳承退休後高齡者的經驗與能力，透過持續工作、志願服務

等社會參與，提供地方上經驗豐富的高齡者們暫時或短期的工作機

會，實現高齡者健康勞動，促進發展活躍老化的高齡新社會。 

    銀髮人才中心的設置，以市(區)、町、村的地方自治體為單位，

是根據高齡者雇用安定政策相關法律，及日本都、道、府、縣政府補

助維運的公益法人，其扮演著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支持高齡社會政策

的重要角色。參加的會員，主要為退休後或地方上 60 歲以上的居民，

經參加當地銀髮人才中心舉辦入會說明會，並繳交會員年費後便可入

會。 

    目前，東京都內區市町村共設置 58 所銀髮人才中心。台東區銀

髮人才中心，於 1977 年(昭和 52 年)成立，至 2017 年屆滿 40 週年，

該中心是獲得東京都廳與台東區公所補助維運的社團法人，是以非營

利為目的的公益團體，其會員組成係由居住於台東區已退休或具健康

勞動意願的 60 歲以上居民，經過參與台東區銀髮中心事務局於每月

第 3 週的星期四下午舉辦的入會說明會及繳交年費 1,000 日圓，即可

完成入會手續。 

（二） 會員統計 

    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 2018 年 3 月 31 日會員計 972 人，其中男性

約 6 成、女性 4 成；以年齡觀之，年齡最高為 93 歲，平均年齡為 75

歲，以 75 至 79 歲者最多占 29％，其次為 70 至 74 歲占 28％，80 歲

以上者也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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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會員年齡及性別統計表 

2018 年 3 月 31 日 

年齡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

比 

人數 百分比 

60-64 歲 21 2％ 28 3％ 49 5％ 

65-69 歲 104 11％ 62 6％ 166 17％ 

70-74 歲 161 16％ 113 12％ 274 28％ 

75-79 歲 159 16％ 125 13％ 284 29％ 

80-84 歲 117 12％ 38 4％ 155 16％ 

85 歲以上 27 3％ 17 2％ 44 5％ 

合計 589 61％ 383 39％ 972 100％ 

   資料來源：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提供。 

 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會員年間就業率約 68％，依 2018 年 3 月

31 日統計，男性就業率為 75.5％、女性別 76.6％。 

表 14：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會員就業狀況-年齡及性別 

2018 年 3 月 31 日 

年齡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數 就業率 人數 就業率 人數 就業率 

60-64 歲 9 43％ 12 43％ 21 43％ 

65-69 歲 68 65％ 40 65％ 108 65％ 

70-74 歲 117 73％ 79 63％ 196 72％ 

75-79 歲 120 82％ 95 76％ 215 76％ 

80-84 歲 82 70％ 22 58％ 104 67％ 

85 歲以上 9 33％ 11 65％ 20 45％ 

合計 405 76％ 259 77％ 664 76％ 

   資料來源：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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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作模式 

    銀髮人才中心的運作方式，是透過承接企業、家庭或公務機關等

各種工作委託，接著從已登錄為會員的高齡者中指派適合的人選到委

託單位工作，俟工作完成後，委託單位將報酬支付給銀髮人才中心，

再由中心將一定比例的報酬(配分金)交付給被指派的銀髮會員。 

（四） 主要工作項目 

    銀髮人才中心所媒合的職缺有別於一般勞動市場，多數為暫時性

或短期的工作機會，中心所發展的就業服務項目： 

1. 家事服務 

2. 窗紙更換 

3. 獎狀或信件書寫 

4. 清潔服務 (公共建築、神社和寺廟等) 

5. 停車場管理 

資料來源：全國銀髮人才中心事業協會／圖：銀髮人才資源中心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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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易加工作業(包裝、罐裝等) 

7. 植栽修剪或除草等 

    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一年承攬工作約 2,900 件，契約金額約 3 億

3 千萬日元，中心收取 5％材料及事務費，餘 3 億 1 千萬日元分配給

工作的會員。以委託單位分析，雖然公家機關委託之案件數只占 28

％，但契約金額占總案件之 69％，可見公家機關仍為銀髮人才中心

主要承攬來源。 

表 15：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承攬工作統計表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 

類別 案件數 契約金額 
銀髮中心費用 

分配金 
材料費 事務費 

公家 805 230,801,117 117,560 17,424,062 213,259,495 

民間 2,114 104,179,432 457,185 4,066,068 99,656,179 

合計 2,919 334,980,549 574,745 21,490,130 312,915,674 

    另舉辦植栽修剪、家事服務、書法、托育服務、窗紙更換教學、

電腦講習、接待禮儀講座等就業促進研習課程，並為因應會員安全對

策，辦理預防跌倒講習、自行車安全教室等活動，以協助會員順利就

業。  

（五） 2 樓作業所及自行車回收場 

    台東區銀髮人才中心除提供外派工作服務之外，在中心 2 樓設置

一個簡易加工作業所，承包企業、商家或公家單位委外商品包裝工作

(例如：裝袋、信(紙)入信封等)，正如參訪期間，長者們正在處理市

議會委託的重陽節禮物包裝加工作業。 

    另外，中心設置一個自行車回收場，將區公所從電車站周邊回收

的廢棄或無人認領的自行車，經由銀髮人才中心的會員長者修理或重

新整理過後，透過東京都自行車合作社(台東區內有 3 個分社)的協

助，在台東區內 10 餘家二手自行車店進行銷售，每台單價約 1 萬日



 26 

圓左右。 

（六） 工作型態 

    銀髮人才中心會員工作主要之目的為充實生活，屬社會參與型之

工作，依個人狀況排班，原則每人每月排班 10 次，每週工作時間不

超過 20 小時。每人每月平均收入為 4 至 5 萬日元。由於所提供的就

業機會多屬於臨時性、短期性工作型態，因此不保證會員每月有固定

的收入，且銀髮人才中心與會員、會員與委託單位之間均不具雇用關

係，有別於一般人力派遣公司；而會員於工作期間，也不適用勞工保

險，其於工作中或往返工作地點途中若發生意外時，則由各自銀髮保

險給付支應。 

二、厚生勞動省(厚生労働省) 

（一） 單位簡介   

在 1938 年(昭和 13 年)以前，目前厚生勞動省的業務職責編制於

內務省的管轄範圍，直至同年 1 月，為統合內務省衛生局及社會局業

務工作，根據厚生省官制而設置厚生省；隨後於 1947 年(昭和 22 年) 9

月，為整合勞動行政相關業務，依勞動省設置法而設置勞動省。1999

年，「中央省廳等改革關聯法」施行，其內涵以內閣機能強化、省廳

組織再造及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等為主要內容，因此，隨著國家行

政組織法部分修正及厚生勞動省設置法訂定，於 2001 年(平成 13 年) 1

月統合厚生省與勞動省權責業務，正式設立「厚生勞動省」。厚生勞

動省是隸屬日本中央省廳的行政部門，是日本政府負責醫療、衛生及

社會保障的主責機關，共設有 11 個局、7 個部門，主掌健康、醫療、

兒童、育兒、福祉、看護、雇用、勞動、年金等政策領域，以及舊大

日本帝國陸軍省與海軍省所遺下的行政業務。 其機關任務為「保障

與提升國民生活並促進經濟發展，提升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公共衛

生，整備勞動條件等勞動環境與確保工作機會」（厚生勞動省設置法

第 3 條第 1 項）以及「協助引揚歸國、戰傷病者、戰死者遺族、未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8%A1%9B%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8%A1%9B%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E%9A%E7%94%9F%E5%8B%9E%E5%8B%95%E7%9C%81%E8%A8%AD%E7%BD%AE%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E%9A%E7%94%9F%E5%8B%9E%E5%8B%95%E7%9C%81%E8%A8%AD%E7%BD%AE%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5%E6%8F%9A%E6%AD%B8%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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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者留守家族等及整理舊陸海軍剩餘業務」（同法第 3 條第 2 項）。 

（二） 高齡者就業政策 

    日本政府訂定「高齡者雇用安定法」的目的在於透過延後退休年

齡、或導入繼續雇用制度，以確保及穩定高齡者就業機會，並在謀求

高齡者穩定就業與福利措施的同時，能對經濟與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其概要說明如下： 

(1) 企業應確保高齡者穩定就業機會 

 法定退休年齡延至 60 歲，企業有義務制定退休年齡在 60 歲以

上 

 企業有義務確保高齡者能工作至 65 歲 (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3 擇

1 辦理) 

 延後退休年齡至 65 歲 

 導入繼續雇用制度 

 廢除強制退休制度 

(2) 建構友善高齡者再就業環境 

 應致力於辦理再就業協助措施 

 大量解雇員工時應向當地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進行申報

義務 

   (大量解雇，意指 1 個月內解雇 45 歲至未滿 65 歲員工至少 5 人以上) 

 應盡製作或提交求職活動協助報告之義務 

(3) 促進高齡者多元化就業與社會參與的機會 

 因應在地發展情況，提供高齡者多元化就業機會 

 透過銀髮人才中心，提供臨時性、短期性就業機會 

1. 高齡就業政策發展歷程 

    在面臨人口老化的高壓下，日本政府在 1970 年代即注意到運用

高齡人力來解決勞動力不足窘境，並透過政策推動、成效評估，及不

斷改進與法案修訂，促進日本維持高度銀髮就業率，也讓日本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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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善於解決高齡勞動問題的指標性國家。 

    日本修訂高齡者就業政策重要歷程說明如下： 

年度 重要沿革 

1976年 
創設「高齡者雇用率制度」(義務化) 

要求企業雇用55歲以上高齡者應佔企業總員工人數6％以上。 

1986年 

修正「高齡者雇用就業對策相關綜合性法律」，標題改為「高齡者雇用安

定法」 

1. 要求企業應致力於推動退休年齡至60歲之標準 

2. 要求企業應致力於擬定延後退休年齡相關規劃，並加強勸導不履行規定

之企業 

3. 要求企業擬定再就業協助計畫 

4. 設立高齡者雇用安定中心、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等 

1994年 

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 (義務化) 

1. 因應老年年金定額部分之領取年齡 (60歲至65歲階段性提高) 修正，要

求企業強制退休年齡為60歲 

5. 要求企業應致力於擬定導入繼續雇用制度相關規劃，並加強勸導不履行

規定之企業 

2. 高齡者相關勞動派遣業務之特例規範 

3. 指定設立高齡者職業經驗活用中心等 

2000年 

擴充再就業支援計畫制度 

1. 因應老年年金報酬比例部份之領取年齡(60歲至65歲階段性提高)修

正，要求企業應致力於導入延後退休年齡等相關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 

2. 擴大適用再就業支援計畫補助對象至45歲以上 

3. 銀髮人才中心業務擴充 

2004年 

法制化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 (義務化) 

1. 要求企業應導入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依「延後退休年齡至65歲、導

入繼續雇用制度、廢除強制退休制度」3項措施擇1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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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沿革 

2. 企業辦理招募徵才時，如限定年齡對象應敘明具體理由 

3. 強制規定企業應製作、提交求職活動支援書 

4. 銀髮人才中心相關勞動派遣業務特例，由核可制改為報備制。 

5. 廢止高齡者職業經驗活用中心之指定法人制度 

2012年 

廢止企業限定繼續雇用制度之錄用標準 

1. 廢止企業依勞資雙方同意訂立之繼續雇用制度錄用標準 

2. 擴大繼續雇用制度對象之適用企業範圍 

3. 公開發布違反規定之企業名單 

4. 制定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之實施及運用指導方針 

2016年 

確保提供在地多元化就業機會 

1. 設置地方協議會，由地方政府擬訂確保高齡者在地就業機會實施計畫 

2. 都道府縣政府針對各個市町村指定行業，彈性鬆綁銀髮人才中心的工

作時數 (基本每週工時20小時，調整為每週40小時以下) 

2. 2018 年(平成 30 年) 高齡者雇用狀況統計結果 

    為追求實現高齡者不論任何年紀都能持續勞動的生涯現役社

會，日本政府於「高齡者雇用安定法」裡明文規定確保員工安定雇用

至 65 歲相關條文，要求企業應盡「廢止強制退休制度、延後退休年

齡、導入繼續雇用制度」等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相關義務內容，並於

每年 6 月 1 日進行「高齡者雇用狀況」相關調查統計報告。 

(1) 調查區間：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2) 調查對象：全國員工人數達 31 人以上之企業計 156,989 家。 

(中小企業 31-300 人規模：140,628 家；大企業 301 人以上規模：16,361 家) 

(3) 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實施狀況 

 實施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計 156,607 家企業，占 99.8％。 

 未實施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計 382 家企業，占 0.2％。 

 依實施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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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止強制退休制度計 4,113 家企業，占 2.6％。 

 延後退休年齡計 28,359 家企業，占 18.1％。 

 導入繼續雇用制度計 124,135 家企業，占 79.3％。 

3. 高齡者雇用對策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5 年喊出「一億總活躍社會」口號之

高齡社會政策願景下，日本政府期待建構一個高齡者不論任何年紀都

能持續勞動的生涯現役社會，特別是針對 65 歲以上高齡者，必須確

保其多元型態雇用與就業機會，相關高齡者雇用對策說明如下： 

(1) 企業應確保高齡者穩定就業機會 

 貫徹企業實施高齡者工作至 65 歲雇用確保措施 (2018 年實施率

99.8％)。 

 獎勵補助友善高齡者工作條件或環境 (延長繼續雇用至 66歲以

上、延後退休年齡至 65 歲以上)之企業。 

 針對善用延長繼續雇用、延後退休年齡等指南手冊之企業提供

諮商。 

 獎勵補助雇用 65 歲以上高齡者之企業。 

(2) 中高齡者再就業協助 

 修正雇用保險法，擴大適用於 65 歲以上受僱者。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職業安定局／圖：實施高齡者雇用確保措施之各項措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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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設「生涯現役支援窗口」，提供 65 歲以上高齡者再就業協助 

(2018 年增設為 180 所)。 

 實施「高齡預定退職者人力銀行」相關業務。 

(3) 確保高齡者多元化就業機會 

 在促進地方政府與相關產業、機構成立地方協議會的同時，擴

大募集「生涯現役促進地區合作事業」，實行促進高齡者多元化

就業相關實施計畫 (2018 年計有 49 個地方政府成立)。 

 依高齡者雇用安定法彈性鬆綁銀髮人才中心的工作時數要件，

並可藉此強化提供照顧服務相關就業機會(每週工時 20小時調整為

每週 40 小時)。 

4. 高齡者就業綜合支援業務(生涯現役支援窗口) 

    在日本政府「工作改革實行計畫」與「日本一億總活躍社會」政

策願景下，為實現在 2020 年前集中促進高齡者就業的政策目標，預

計在全國 300 個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設置「生涯現役支援窗

口」(2018 年增設 70 所窗口，從 110 所增至 180 所)，同時增加求才服務員

員額職缺，以強化開發適合 65 歲以上高齡者短期就業機會，並透過

就業媒合協助高齡者職涯轉型。 

   「生涯現役支援窗口」以 55 歲以上高齡求職者為服務對象，並以

提供 65 歲以上高齡者再就業協助為重點服務目標，其服務主要內容： 

(1) 高齡者職涯生活再設計、已領老年年金求職者職涯生活諮詢與

協助。 

(2) 依高齡者個案情況提供深入輔導與協助。 

(3) 提供高齡求職者求才情報，並開發適合 65 歲以上短期就業機

會。 

(4) 與銀髮人才中心鏈結合作，提供臨時性、短期性及簡易性就業

情報。 

  「生涯現役支援窗口」人員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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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才服務員：開發適合 65 歲以上高齡者就業機會、蒐集銀髮人

才中心所提供之簡易工作機會相關情報。 

(2) 職業諮詢員：依「生涯設計就業計畫」提供職業介紹與諮詢服

務。 

(3) 就業與生活諮商師：針對個案需求擬定「生涯設計就業計畫」、

提供職涯諮詢及生活設計相關指導服務，以及穩定就業後續追

蹤等。 

5. 進用高齡者相關雇用補助措施 

    厚生勞動省為鼓勵企業雇用高齡者，提供以下補助措施： 

(1) 65 歲超雇用推進補助金 

 補助對象：為實現高齡者生涯現役社會，願意延後退休年齡超

過 65 歲以上、建構友善高齡者就業環境或將高齡者員工有限期

雇用契約轉換為無限期雇用契約之企業。 

 補助條件： 

 促進 65 歲以上繼續雇用：補助延後退休年齡超過 65 歲以上、

廢止強制退休制度或針對有意願持續工作之 66 歲以上員工

導入繼續雇用制度之企業。 

 建構友善高齡者就業環境：補助提供高齡者員工就業輔具、

調整工作方法、改善工作環境之企業；或建立高齡者雇用管

理制度(如：員工健康管理制度、能力評估制度或彈性上班時

間等)之企業。 

 轉換為無限期雇用契約：補助將 50 歲以上且未滿退休年齡之

高齡者員工勞動契約轉換為無限期雇用契約之企業。 

 補助金額： 

 促進 65 歲以上繼續雇用：依不同高齡雇用確保措施內容、延

後退休年齡的調幅，以及 60 歲以上投保雇用保險之人數給予

5 萬日圓至 160 萬日圓金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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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友善高齡者就業環境： 

 依雇主採取不同職務再設計改善措施，補助所需費用 60

％，符合相關生產要件補助 75％ (中小企業以外補助 45

％，符合相關生產要件補助 60％)。 

 在持續雇用 1 年以上，且投保雇用保險之 60 歲以上員工

中，因職務再設計改善措施計畫結束次日起繼續雇用 6

個月以上者，每符合資格 1 人補助 28.5 萬日圓(符合相關

生產要件補助 36 萬日圓)，以 1,000 萬日圓為最高補助上

限。 

 簽訂無限期雇用契約：每符合資格 1 人補助 48 萬日圓，符合

相關生產要件補助 60 日圓 (中小企業以外補助 38 萬日圓，

符合相關生產要件補助 48 萬日圓)，每年度最高補助同一事

業單位 10 人。 

(2) 特定對象求職者雇用開發補助金 (特定就業困難者) 

 補助對象：雇用 60 歲至未滿 65 歲高齡者之企業。 

 補助條件：補助透過 Hello Work 或民間職業介紹所推介雇用 60

歲以上未滿 65 歲高齡者，並將受僱者投保雇用保險法之一般

被保險者，又當受僱者年齡達 65 歲以上仍繼續雇用 2 年以上

之企業。 

 補助金額：每雇用 1 名補助 60 萬日圓。 

(3) 特定對象求職者雇用開發補助金(生涯現役者) 

 補助對象：雇用 65 歲以上離職者之企業。 

 補助條件：補助透過 Hello Work 或民間職業介紹所推介雇用滿

65 歲以上高齡者，並將受僱者投保雇用保險法之高齡被保險

者，且繼續雇用 1 年以上之企業。 

 補助金額：每雇用 1 名補助 70 萬日圓。 

(4) 生涯現役創業協助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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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對象：40 歲以上中高齡創業者。 

 補助條件：由中高齡創業者提出「生涯現役創業協助補助金之

雇用創業實施計畫」，並於計畫 1 年內新雇用一定人數比例之

40 歲以上中高齡員工，補助其招募、甄選及教育訓練等部分費

用。 

 補助金額： 

 60 歲以上創業者，補助金最高 200 萬日圓(40-59 歲最高 150 萬

日圓)。 

 雇用創業實施計畫經 3 年後比較，如產值提高 6％以上，將

額外補助核定金額之 25％作為其他獎勵補助。 

（三） 高齡預定退職者人力銀行  

    隨著 2012 年(平成 24 年)高齡者雇用安定法的修正，日本政府推

動企業有義務繼續雇用員工至 65 歲。而另一方面，在團塊世代超過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如何讓超過 65 歲且具有工作意願的

高齡者確保其就業機會是重要的課題。 

    「生涯現役」，從日本語解釋具有「終生參與社會活動的狀態，

或退休後持續工作、持續勞動」的意涵；為實現生涯現役社會，讓高

齡者有機會發揮自我能力與經驗，公益財團法人產業雇用安定中心於

2016 年(平成 28 年)建構「高齡預定退職者人力銀行」，提供免費一對

一就業諮詢、面談與指導服務，相關服務項目如下： 

(1) 掌握高齡者勞動市場動態資訊，並提出規劃建議。 

(2) 提供求職者具有雇用高齡者意願相關企業求才情報。 

(3) 提供求職者履歷健診、面試技巧與其他求職相關指導服務。 

(4) 辦理再就業準備研習課程，協助求職者習得有用就業技能。 

1. 實施概要 

    產業雇用安定中心提供 60 歲以上的在職者，在雇用期滿之後若

有再就業需求，可透過企業等事業單位協助於「高齡預定退休者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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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登錄其資歷、能力與就業期望等相關求職情報；另外，在職者

於離開工作崗位後 1 年內亦可以進行個人求職登錄。 

    另一方面，該中心同步透過地方政府、民間人力銀行、以及 Hello 

Work 蒐集有意願繼續雇用 66 歲以上高齡者之企業相關求才情報，再

進一步協助就業媒合，讓有意願雇用高齡者的事業單位能活用相關人

才經驗與能力，促進高齡者就業效益。 

2. 求才登記資格對象(企業) 

(1) 願意繼續雇用 66 歲以上高齡者。 

(2) 善用應徵者工作經驗與能力者。 

(3) 有意願雇用應徵者超過 1 年以上。 

3. 求職登記資格對象(高齡者) 

(1) 透過事業單位，與在地事務所洽詢： 

(2) 60 歲以上的在職者 

(3) 於雇用期滿後仍有就業意願者。 

(4) 因退休、繼續雇用期滿或定期契約期滿離職後仍有再就業需求

者。 

4. 個人直接與在地事務所洽詢 

資料來源：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雇用安定中心／圖：高齡預定退休者人力銀行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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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雇用安定中心／圖：2017 年產業雇用安定中心(年齡別)協助就業情形 

(1) 60 歳以上至年滿 65 歲高齡者 

(2) 在職者有轉職或再就業需求者。 

(3) 離職後 1 年內有再就業意願者。 

5. 職業訓練與就業準備研習 

辦理求職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等相關研習課程，以及取得專業認

證或資格檢定相關職業訓練，以協助求職者順利再就業。 

6. 執行效益 

高齡預定退職者人力銀行於 2017 年(平成 29 年)協助 1,499 名 60

歲以上具有就業意願之高齡者順利(再)就業。 

（四） ユースエール認定制度(Youth Yell 青年應援認證制度) 

1、 計畫緣起及目的 

    日本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執行「青年就業促進法」，同步執行

青年應援認證制度。其主要目的為協助中小企業招募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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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大型企業，中小企業難以招募青年投入。依預定 2019 年

畢業之應屆畢業生之求供倍率分析，1,000 人以上之大型企業求供倍

率為 0.7，而 300 人以下之中小企業，求供倍率為 9.91，突顯出中小

企業難以招募青年投入之問題。 

2、 認證申請資格(限員工 300 人以下之中小企業申請)： 

(1) 接受近 3 年內畢業之求職者應徵正職工作。 

(2) 積極招募及培訓青年。 

(3) 符合下列相關條件： 

 制定「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和「教育培訓計劃」。 

 過去3個會計年度所進用之應屆畢業生人員流動率低於20

％。 

 前 1 年度正式員工的月平均加班時間低於 20 小時，且沒

有 1 人月平均加班時間超過 60 小時。 

 員工每年實際帶薪休假日數達可休假日數之 70％以上，或

平均每年實際帶薪休假達 10 日以上。 

 在最近 3 個年度中，有 1 名以上男性員工申請獲得育兒

假，具備申請育兒假之女性員工，有 75％以上實際申請獲

得育兒假。 

(4) 對外發布下列勞動資訊： 

 過去 3 個年度應屆畢業生僱用人數、離職人數、員工性別

比例，員工平均連續服務年資。 

 企業內部培訓內容，有無師徒制度，有無自我職涯發展之

圖：ユースエール認定制度認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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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內部能力認證制度。 

 前一財政年度平均每月加班時數，帶薪休假的平均休假天

數，符合申請育兒假條件的員工數及實際休假數（按性別

分列），主管職之性別比例。 

(5) 過去 3 年未曾被取消認證資格。 

(6) 過去 3 年未曾自行放棄認證資格。 

(7) 過去 3 年未曾取消應屆畢業生採用內定。 

(8) 過去 1 年內未有不當解僱或優退員工。 

(9) 非屬暴力集團。 

(10) 非屬風俗業。 

(11) 未曾遭撤銷各類津貼領取資格。 

(12) 未曾違反重大勞動法令。 

3、 企業通過認證後可獲得之效益 

(1) 於 Hello Work 重點宣傳職缺招募訊息 

於 Hello Work 實體服務據點及厚生勞動省「青年就業促進綜合

網站」(若者雇用促進総合サイト)加強宣傳企業形象及職缺招

募訊息。 

(2) 可以參加僅限於認證公司的求職面試會 

透過都道府縣勞動局及 Hello Work 辦理之徵才活動，可望吸引

更多青年參與應徵。 

(3) 可於企業產品、廣告標註認證標章 

認證公司可以依法在產品，廣告等方面附加認證標誌，並透通

過認證標章向外界宣傳，這是一家通過法律認證的優秀公司。 

(4) 可增加青年招聘及培訓之相關補助額度 

當認證企業公司申請下列各種補貼時，可增加固定金額：①職

業補助金(キャリアアップ助成金)②人力資源開發支援補助金

(人材開発支援助成金)③試用就業補助金(トライアル雇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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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金)④特定求職者的就業發展補助金(特定求職者雇用開発助

成金)⑤3 年以下已經畢業的就業機會激勵金(三年以内既卒者

等採用定着奨励金)。 

(5) 可申請公股銀行之低利貸款 

可申請「株式会社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提供之「働き方改⾰推

進支援資金（企業活力強化貸付）」低利貸款。 

(6) 參與政府採購評選時可額外加分 

4、 辦理成效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推動本項認證，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曾

通過認證之中小企業計有 424 家，目前仍維持認證資格之中小企業計

有 386 家，目前仍在擴大宣傳本項認證機制。本項制度目前很受到大

學就業輔導老師的歡迎，也有很多求職青年表示是看到認證標章才來

應徵職缺的。 

    通過認證之企業行業別，以製造業為主(119 家)，其次為醫療(100

家)、通信業(46 家)；通過認證之企業員工人數以 31-100 人為主(145

家)，其次為 11-30 人(89 家)、101-200 人(79 家)。 

ユースエール認定制度透過嚴格的申請條件，展現認證價格 

厚生勞動省認為因認證申請條件嚴格，才能彰顯通過本項認證之

價值。因此，雖然目前通過中小企業家數不多，亦無放寬申請條件之

規劃，但厚生勞動省每年還是會檢討調整認證制度。 

青年就業政策未與高齡者就業政策產生衝突 

厚生勞動省所推動之青年就業政策，鎖定在應屆畢業生及 15-39

歲族群；高齡者就業政策則鎖定在 65 歲以上族群，因兩者族群所需

工作類型不同，不致於造成兩政策間之衝突。 

三、東京工作中心(東京仕事センター) 

（一） 單位簡介 

東京工作中心屬於東京就業財團，是為提供東京都內都民雇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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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相關服務而設置的 One Stop 一站式就業服務。服務內容包含個

人的工作適性、狀況等就業諮詢、學習就業前(後)相關知識知能、技

能學習相關研討會、能力開發課程、求才資訊情報，到就業推介，提

供所有就業相關服務。 

東京工作中心設置 Young Corner(29 歲以下)、Middle Corner(30 歲

以上 54 歲以下)、Senior Corner(55 歳以上) 等 3 種年齡別及二度就業

婦女(家庭及工作兼顧)等服務櫃檯。東京工作中心並與民間就業服務

公司及 Hello Work 合作，針對求職民眾所提出的就業需求提供服務。

另外，於綜合諮詢窗口也提供自營業者、創業者、NPO 及 SOHO 族等

多樣工作型態工作者，職業適性、社會保險及年金等相關專業諮詢服

務。 

（二） 諮詢服務流程及內容 

1、綜合諮詢櫃檯： 

(1) 一般諮詢： 

中心服務內容介紹。 

(2) 專業諮詢(預約制)： 

 創業諮詢。 

 社會保險及年金諮詢。 

 多元就業諮詢： 

 NPO 及遠距工作型態諮詢。 

 NPO 工作體驗。 

 職業性向測驗與諮詢。 

 資訊服務區 

提供電腦設備文書處理及查詢資訊。 

2、依對象別提供不同諮詢協助 

東京工作中心所提供服務係依①諮詢及建議；②習得就業所需

技能；③就業媒合等 3 個步驟，並依不同對象別提供不同的服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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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詳如下表： 

表 16：東京工作中心(東京仕事センター)各對象別服務內容 

步驟 1：諮詢及建議 步驟 2：習得就業所需技能 步驟 3：就業媒合 

Young (29 歲以下)   

 職業諮詢 

1 對 1 就業諮詢顧問

協助。 

 資訊服務區 

 求職研討會活動 

學習實用的求職技巧，

如：自我分析、履歷及面

試技巧等。以及行職業別

研討會等。 

 聯合企業說明會及中小

企業參訪 

與中小企業交流工作經

驗，並可至工作現場參訪。 

 與 Hello Work 合

作辦理就業媒合 

透過 Hello Work 檢

索職缺訊息與媒合

就業。 

Middle (30 歲以上 54 歲以下)   

 職業諮詢 

1 對 1 顧問就業諮詢

協助。 

 資訊服務區 

 求職研討會活動 

學習實用的求職技巧，

如：自我分析、職類選擇

面試禮儀等。 

 技能發展課程 

提供各種課程，以獲得就

業所需技能，如：職涯規

劃、溝通等。 

 獨立招募活動 

透過獨立招募及公

開招募推薦職缺，並

辦理企業聯合面試。 

Senior (55 歳以上) 

 職業諮詢 

依工作經歷及求職需

求，由顧問提供個別

諮詢。 

 再就業協助研討會 

履歷、職務經歷書寫，尋

職資訊、面試地點等。 

 未來職涯規劃研討會 

 Hello Work高階工

作就業媒合 

查看 Hello Work 所

提供之職缺訊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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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諮詢及建議 步驟 2：習得就業所需技能 步驟 3：就業媒合 

 工作與挑戰 65 

為 65 歲以上的求職

者提供職場體驗 (參

觀)。 

轉職、再就業經驗分享，

退休後社會參與等主題。 

 55 歲以上人士的就業支

持班 

學習再就業所需之知識技

能。 

 支持中小企業人力資源

計畫 

協助中小企業招募所需具

有豐富經驗及能力的人

才。 

相關就業諮詢及就

業媒合。 

二度就業婦女 (包含因結婚、生產、育兒、親人看護等中斷工作後再就業) 

 職業諮詢 

1 對 1 顧問就業諮詢

協助。 

 資訊服務區 

 再就業協助計畫 

 小型研討會 

少數人參與的小型研討

會。 

 東京各地舉行之研討會 

 在地再就業支持計畫 

 再就業協助研討會 

 育兒婦女研討會 

 就業媒合 

透過獨立招募及公

開招募推薦職缺，並

辦理現場面試、企業

介紹及職場觀摩等

活動。 

(三)  東京工作中心(東京仕事センター)與 Hello Work 之分工與定位

區隔 

東京工作中心將服務重心放在求職服務前端的諮詢服務，而就業

媒合部分則主要由 Hello Work 執行，這種分工方式，具有專業分工及

集中管理求職履歷/求才職缺資料，促使跨域就業媒合的效果，可作

為我國就業服務業務中央與地方分工方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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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東京大学高齢社会総合研究機

構) 

（一） 單位簡介 

    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以下稱：東大 IOG) 於 2009 年 (平成 21 年) 4 月，

設置於直屬校長室下的執行委員會，該機構在 2006 年至 2008 年期

間，以「老年學捐助研究部門」之名為其機構前身，是由日本生命保

險相互會社、大和房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 SECOM 集團 (日本最大

保全公司)等 3 家企業的捐助金支持營運。 

    為了解決超高齡社會中複雜的問題，東大 IOG 建構一套囊括醫

學、照護學、理學、工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

及教育學等領域之新學問體系，此綜合性學問體系稱之為「老年學」，

是肩負著解決高齡社會諸多問題、發揮主導作用的使命。 

    鑒於日本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也是解決高齡社會重要問題的

先驅，東大 IOG 由跨領域的研究團隊所組成，召集東京大學及國內外

各領域的學者專家，靈活地有效地應對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各種挑戰。

該機構發展目標為推動老年學的同時，為日本政府提出老年學相關政

策或施政建議，並從解決問題的宏觀角度，培育次世代對老年學的研

究，除了東京大學，亦與其他學校、民間研究機構、企業或地方社區

合作，透過活動的舉辦相互交換意見；另在解決國內高齡相關課題的

同時，也積極地與國際間建構合作網絡，展開全球性的研究與教育活

動。   

（二） 單位組織架構 

    東大 IOG 目前由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所研究科都市工學專門教

授大方潤一郎擔任機構長兼任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任務編組由學部挑

選出 22 名擔任 IOG 營運委員，再加上 IOG 教職員及相關研究人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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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圖：東大 IOG 組織架構圖 

 

102 名(2018 年 4 月更新編組)，辦理研究計畫、教學、社會參與及國

際交流等項目活動，並結合國內外企業產學合作，是一個相當大規模

的老年學綜合研究機構。  

（三） 研究計畫：以「柏市豐四季台地區」為例  

    東大 IOG 以研究、教育及社會貢獻活動為 3 大發展項目，其中研

究活動主要係與柏市、鐮倉市及川崎市等地方政府合作，實行田野調

查或試辦研究計畫，而本次造訪，東大 IOG 菅原育子教授就以「柏市

豐四季台地區長壽社會造鎮計畫」予以介紹。 

    日本千葉縣柏市，離東京都心約 30 公里，從東京站至柏站單程

交通約 40 分鐘，該地區人口約 40 萬人，65 歲以上人口佔柏市總人

口數 23％，7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數 10％，是日本超高齡社會的縮

影；而豐四季台是柏市人口主要居住地區，此研究計畫為因應都市急

速高齡化的發展趨勢，以及實驗長壽社會造鎮發展模式，2009 年東

大 IOG、千葉縣柏市及 UR 都市機構等 3 方共同合作，組成「柏市豐

四季台地區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會」，展開對社區建設相關論述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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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圖：長壽社會造鎮計畫架構圖 

實踐指導的工作，以柏市豐四季台團地(國民住宅)為實驗據點，實現

就地養老(Aging in Place)為目標，打造長者終身安居的社區。 

    長壽社會造鎮計畫以「為長者打造健康、長壽、安心、活力的社

區」為願景，3 大發展重點為： 

1. 開發與推廣讓長者居家安心生活的醫療、看護及照護系統。 

2. 創造長者健康勞動，且具人生意義與價值感的工作機會。 

3. 發展對應長壽社會相關社區設計與遷移機制。 

根據柏市豐四季台地區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會之「長壽社會造鎮計

畫」資料顯示，2010 年(平成 22 年) 柏市豐四季台國宅的居住人口高

齡化率已達 40.6％，是日本預見都市急速高齡化的縮影。隨著高齡人

口成長，接受支援與照護需求必然隨之增加，而為了建構囊括醫療、

照護、居住及生活支援服務的整合性社區照護系統(Care System) ，除

了期待降低高齡者接受支援與照護依賴的同時，為長者創造具人生意

義與價值感的在地就業機會，維持其自立生活更是重要的一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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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哲學博士菅原育子簡報／圖：第二人生的全新就業模式 

此，「造鎮」以柏市豐四季台國宅為實驗據點，規劃為期 3 階段研究

計畫，其中有關「高齡者雇用」部分說明如下： 

 

1. 第一期：2010 年－2013 年【開創第二人生全新就業模式】 

由事業單位負責人與就業銀髮者協力合作，推廣與設置「事業統

籌組織」，開創適合第二人生的就業模式，募集高齡者就業人力，開

發適合高齡者就業機會，提供高齡者就業媒合或勞務管理支援等服

務。根據 2013 年第 1 期計畫結束數據統計，約 700 名高齡者曾參與

完成以市民為主的就業研討會，總計創造 230 個活化高齡者創新就業

模式的工作機會；而事業統籌組織所開發的就業機會面向以農業、保

育、福祉及生活支援等事業居多，例如： 

(1) 農業：柏農園，將休耕地再利用的都市型農場事業。 

(2) 保育：學校法人 KuRuMi 學園，申請高齡者保育補助的學童托育事

業。 

(3) 福祉：柏子羊園，申請高齡者照護補助的特別照護安養中心。 

(4) 生活支援：東京海上日動 Better Life Service(股)有限公司，提供居

家照護系統、機能型高齡住宅相關生活充實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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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期：2013 年－2016 年 【設置第二人生支援平台】 

為促進高齡者就業與社會參與，柏市與東大 IOG 於 2014 年(平成

26 年)成立「第二人生支援平台」，其主要服務內容： 

(1) 向企業推廣高齡者人力再運用之價值，以及開發適合高齡者職缺。 

(2) 一元化管理就業、志願服務、NPO 活動、終身學習、趣味或健康

活動等社會參與相關情報，並建立資料庫。 

(3) 透過第二人生支援諮詢窗口、官方網站及講習會等多方服務管

道，讓長者能順利地取得或諮詢各方面資訊。 

(4) 設置「柏市第二人生網絡會議」，採每年不定期召開會議方式，以

強化各領域間協力合作，其也是未來「生涯現役促進地區合作事

業」的前身。 

根據統計，2014－2016 年間，透過第二人生支援平台所提供之服務，

計協助 94 名高齡者就業，及 50 名高齡者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3. 第三期：2016 年－迄今 【推動生涯現役促進地區合作事業】 

2016 年（平成 28 年）厚生勞動省職業安定局以「第二人生支援

平台」為藍本，在日本全國展開「生涯現役促進地區合作事業」募集

計畫，此事業主體係以地方政府為中心，再加上與當地企業、民間組

織及金融機構合作所組成的「協議會」，向厚生勞動省所屬勞動局或

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 提出有助於促進高齡者就業相關企劃構

想，經審查會議召開，選定兼具地方發展特色之就業促進計畫，再由

厚生勞動省以委託「協議會」辦理之方式執行。 

生涯現役促進地區合作事業簡介如下： 

(1) 事業主體：協議會(以地方政府為中心所組成的合議團體)。 

(2) 執行期間：以 1 年為單位 (逐年提案與審查，最高年限為 3 年)。 

(3) 事業規模：委託經費都道府縣至多 4,000 萬日圓、政策指定都市及

特別區 3,000 萬日圓，其他市町村 2,000 萬日圓。 

(4) 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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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高齡者雇用與就業之友善環境 

 調查或分析高齡者雇用與就業相關需求 

 針對高齡者辦理職業生活設計相關講座 

 編印高齡者人力再運用指南手冊或相關資訊刊物 

 針對企業辦理生涯現役促進講座 

 提供高齡者就業情報，或介紹友善高齡者相關機關或企業給高齡

者 

 辦理高齡者雇用與就業相關工作(契約)說明會 

在柏市，由市政府與東大 IOG、商工會議所、沼南商工會、日本

政策金融公庫、銀髮人才中心、一般社團法人第二人生工廠(Second 

Life Factory)、松戶 Hello Work 及社會福祉協議會等 9 個單位鏈結合

作，成立「柏市生涯現役促進協議會」，除了延續第二人生支援平台

所提供的實體諮詢窗口、官方網站及講習會等多元服務管道，進一步

運用協議會會員間所提供的就業資源，以及東大 IOG 所研發的 Match 

System 及能力評估工具，來開發更多高齡者適性職缺，為市內高齡

者提供多元化就業機會、就業情報通知及就業諮詢服務。根據柏市政

府保健福祉部 2018 年 3 月資料(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統計，生涯

現役實體諮詢窗口計服務 718 人次、柏市生涯現役網站計有 29,978

筆瀏覽量、參與生涯現役講習會計 599 人次，總計協助 82 名高齡者

就業。 

（四） Match System：開發高齡者適性就業的好幫手     

Match System 係由東大 IOG 所研發的工作媒合支援技術，一方面

針對有就業意願高齡者，充分了解個人身體狀況、認知功能、人格特

質、工作經驗及專長技能，另一方面蒐集求才者所提供工作場域、工

作時間、薪資、職場環境特性、工作內容、需求經歷與專長技能等資

訊，經綜合評估求職者當下身心狀態，透過 Match System 電腦配對

合宜職缺後進行推介面試，此系統使就業者、求職條件與就業環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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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結合，達到適性就業目標。 

 

五、公共職業安定所(ハローワーク涉谷 ，Hello Work) 

（一） 單位簡介 

為確保民眾獲得穩定的就業機會，讓雇主招募適合的人力，日本

厚生勞動省在全國主要的市、町、村共設置 610 個公共職業安定所(簡

稱 Hello Work)，係為勞動行政第一線的服務機關，提供日本人及外國

人有關就業資訊、職業介紹及諮詢、給付就業保險等服務。涉谷 Hello 

Work 係屬東京都勞動局轄下 17 個 Hello Work 之一。求職者至 Hello 

Work 辦理求職登錄後，即可透過就業諮詢、職業介紹、參加座談會

及推介應徵工作等。Hello Work 除提供求職服務，亦協助雇主提供工

作職缺以及找尋適合人選，並獎勵僱用有求職困難者(包括高齡者、

身心障礙者、單親媽媽、新畢業生等)。 

涉谷 Hello Work 共 4 個樓層，依不同業務類別分樓層辦理，說明

如下： 

資料來源：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哲學博士菅原育子簡報／圖：Match System 

身體、認知功能 

人格特質 

工作經驗與專長技能 

以「當下的身心狀態想要工作」的期望 

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 

薪資待遇 

職場環境特性 

工作性質與內容 

需求經驗與專長技能 

電

腦

配

對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B%BD%E6%B0%91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9B%87%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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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涉谷 Hello Work 樓層介紹 

樓層 業務內容 

1 樓 

求才業務 

 就業保險資格取得及喪失相關手續窗口 

 就業延續福利窗口(包括高齡僱用繼續給付、育兒休業給

付) 

 雇主招聘申請窗口(不包括新畢業生和身心障礙者) 

 學校角落(申請新畢業生招聘、就業諮詢) 

 雇主各種補助金的諮詢台 

 就業促進計劃諮詢窗口 

2 樓 

求職業務 

 就業諮詢台(求職、就業諮詢及推介就業) 

 高齡支援角落 

 人力資源保障及就業支援角落(針對較為缺工的行業推介

人才，例如護理、兒童保健/建築、安全和交通運輸) 

3 樓 

就業保險給付手續、

職業訓練諮詢 

 就業保險福利、教育和培訓福利窗口(辦理就業保險的失業

給付、失業認定等手續) 

 職業訓練諮詢台(公共職業訓練之諮詢/申請)  

4 樓 

身障者求職求才業務 

 身障者就業諮詢及推介就業窗口 

 雇主僱用身障者及高齡者之指導/援助窗口 

 

（二） 相較於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服務特色 

1、 就業市場薪資行情資訊透明 

涉谷 Hello Work 於現場發放提供每月求職求才服務概況供民眾

參考。內容包含依職業類別統計公布涉谷、東京的有效求才人數、有

效僱用人數、求才利用率、職缺平均薪資上下限及求職者薪資要求

等，以方便求職者及求才雇主參考。 

另涉谷 Hello Work 所刊載之職缺資訊，均明確標示其薪資範圍。

相較於我國雇主多未揭露薪資待遇，僅表達採面議決定薪資條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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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Hello Work 所提供之職缺資訊較為明確，有利於提升就業媒合效率

及勞方薪資議價能力。 

圖：涉谷 Hello Work 求職求才統計概況傳單 

圖：涉谷 Hello Work 每月發送 2 次之特定職類職缺特集 

 

2、 分眾服務 

相較於本署一案到底，單一窗口提供各類型服務，涉谷Hello Work

依「一般求才」、「一般求職」、「就業保險給付與職業訓練諮詢」、「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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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者求職求才業務」等不同服務類型，分樓層提供服務。其優點為服

務人員可更深入瞭解特定族群之服務需求，及專精於特定服務流程與

工具，以提供更貼近該族群需求之服務。 

3、 職缺資訊完整明確 

相較於本署求才登記表，涉谷 Hello Work 所登錄之職缺資訊較為

完整明確。如：薪資待遇明列基本薪資及額外津貼等項目，徵才廠商

亦會於求才登記表上標註公司位置，以利求職者應徵。 

圖：涉谷 Hello Work 求才登記表(求人票)勞動條件相關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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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徵才廠商於涉谷 Hello Work 求才登記表(求人票)上手繪公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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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D Café 失智咖啡館(Ｄカフェ) 

    「失智咖啡館」來自於歐洲，英國有「記憶咖啡館」，荷蘭有「阿

茲海默症咖啡館」，在日本，每五位 65 歲以上的長者，就有一位罹患

失智症，因此於 2014 年頒布涵蓋宣傳教育、醫療、照護層面等七大

目標，擬訂出失智症作戰計畫（俗稱「橘色計畫」），鼓勵照護機構的

經營者、NPO 法人、失智患者治療中心等單位開設關懷聚點，讓失智

症患者本人、家屬、醫師等專業人士，還有任何想了解失智症的人能

夠聚在咖啡館裡，創造交流和喘息的片刻。 

圖 失智症咖啡館的組成成員 

    失智咖啡廳主要由當地市公所舉辦，也可以委託給地方的 NGO

（非政府組織）團體。場地多選在咖啡廳、餐廳或公共設施，並安排

社福、醫療、長照等專員參加活動，以每周或每月一次的頻率舉辦，

這次考察正好參加東京町田市 D Café 活動。 

    町田市 D Café 是與星巴克合作，每月一次聚會，由星巴克提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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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除了失智症者及照顧者的交流分享外，當地市公所醫事務局承辦

人員、高齡支援中心專業護理師也一起參加，提供支持及所需的醫療

服務資源。訪談中得知，為協助年輕型失智症者就業，當地醫院有提

供簡單工作（如舖床單），讓失智症者可以持續工作減緩退化。 

圖 參加者對臺灣雜誌 D CAFÉ 的報導熱烈討論 

 

七、青年育成 NET(育て上げネット) 

（一） 單位簡介 

面對日本青年非典型就業、低薪及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或不

參加就業輔導的尼特族(NEET)問題，青年育成 NET 自 2011 年起受厚

生勞動省地區青年支援站委託，針對失業、想要投入社會參與、經濟

獨立及就業的青年，提供青年就業基礎訓練、職場見學、就業關懷、

自主培育等服務，以填補青年社會經驗不足，並協助青年父母與家

人，共同解決青年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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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諮詢服務內容 

1、 就業基礎訓練(ジョブトレ) 

本項係為年輕人提供之基本就業基礎訓練計劃。過程根據個人就

業問題設定訓練內容，讓青年重回就業市場。分下列步驟進行： 

步驟 1：培養工作意願 

透過簡單的輕工作與農業工作，讓青年習慣工作。而過程中也透

過與他人合作工作，讓青年學習與他人溝通。 

步驟 2：培養工作自信 

透過企劃提案、談判交涉等工作實習，培養工作自信，並學習 IT

資訊或銷售等學習專業知識課程。 

步驟 3：職場實習 

至合作培訓企業實地體驗工作內容。 

步驟 4：求職協助 

於實習結束後，工作人員協助教導撰寫履歷表及面試技巧，並依

之前的實習經驗建議尋職的職類。 

步驟 5：就業 

本計畫學員結業後就業之職類涵蓋：餐飲/補習班講師/製造業/

清潔行業/IT 公司/書籍零售/食品製造/餐廳/文具零售/超商客戶

服務/銷售/保全/會計事務所/建築業/長期照顧/電氣建設/行政作

業等。 

步驟 6：穩定就業 

對結業學員持續提供就業諮詢，邀請參加各類活動，以及家長共

同參與的諮詢服務。 

2、 青年父母諮詢(母親の会・結) 

由家庭顧問、職業顧問等為尼特族父母提供諮詢協助，諮詢方式

包含每個月 1 次 50 分鐘之個別諮詢(可透過面對面或 Sypke 遠端通話

進行)，以及研討會與家長間的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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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ney Connection 

青年育成 NET 表示，這是一項非常受學校與學生歡迎的活動，由

青年育成 NET 與新生銀行合作辦理，於 2017 年計有 77％的日本高中

參與這項活動。在這活動中，協助青年建構正確的金錢觀念，以促進

青年就業意願。活動透過下列步驟進行： 

步驟 1：瞭解個人經濟需求 

讓青年瞭解個人生活所必需之費用，以及明白金錢之必要與重要

性。 

步驟 2：小組活動 

透過卡片遊戲，模擬各種工作方式(如：自由業、臨時人員、正職

工作…等)的收入狀況與生活方式。 

步驟 3：討論活動 

討論各種工作方式對生活方式的影響。 

步驟 4：結論 

讓青年意識到應如何工作以獲得所期待的生活，以及選擇自我期

待的未來。 

日本青年失業率較低但仍必須持續推動青年就業諮詢之理由 

日本青年失業率低於 OECD 國家平均，但青年一但失業，即很容

易陷入長期失業的困境。受終生僱用文化影響，在日本，青年僅於畢

業後 3 年內較易尋職，如青年畢業超過 3 年之後再轉職，則較難受雇

主青睞，而陷入長期失業的困境。除此之外，日本近年長期失業人口

更有年輕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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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青年育成 NET 提供/圖：日本長期失業人口年齡分布趨勢 

 

八、天鵝咖啡麵包店  赤坂店(スワンカフェ＆ベーカリー赤坂店 

SWAN CAFÉ & BARKERY) 

天鵝咖啡麵包店為日本 yamato 黑貓宅急便事業體旗下的特例子

公司，提供身心障礙者自立就業機會。創辦人小倉昌男先生，於 1995

年 1 月阪神淡路大地震發生時，感受到當下身心障礙人士較一般人更

加的陷入生活困難，並對當下身心障礙人士每月薪資不到 1 萬日元的

現象感到驚訝。於是開始思考如何為身心障礙者提高薪資，過程中偶

然遇見全國面包連鎖店的高木誠一社長，發現身心障礙者也能做出美

味的麵包，於是以每月支付身心障礙者 10 萬日元薪資的目標下，開

始籌設麵包店。 

第一家天鵝麵包店在 1998 年於銀座開設，截至目前有 4 家直營

店，24 家加盟店，約僱用 350 名以上身心障礙者，促其經濟獨立與

社會參與機會。天鵝咖啡麵包店赤坂店於 2001 年開業，所雇用之身

心障礙人士中，以智能障礙為主。現場身心障礙人士主要負責烘培等

內部作業，外部接待工作仍主要由一般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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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天鵝咖啡麵包店 赤坂店店內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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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深耕在校就業諮詢改善青年失業問題 

2017 年日本青年失業率為 4.65％，整體失業率為 2.81％，青年

失業率為整體失業率 1.65 倍。至 OECD 國家平均青年失業率為 11.93

％，整體失業率為 5.77％，青年失業率為整體失業率 2.07 倍。同年

我國青年(15-24 歲)失業率為 11.92％，整體失業率為 3.76％，青年失

業率為整體失業率 3.17 倍。這顯示相較於其他國家，我國青年失業

問題較為嚴峻，而日本青年失業率低於其他 OECD 國家，確有值得我

國借鏡之處。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 年「人力資源調查」，我國初次尋職青年

占整體失業青年 46.84％。而依厚生勞動省統計，2018 年日本大學應

屆畢業生就職(內定)率高達 98％。此數據顯示，應屆畢業生能否於畢

業前或於畢業後儘速找到第 1 份工作，為影響青年失業率之關鍵因

素。 

過往我國受限於兵役制度，具役男身分之應屆畢業生無法於畢業

後直接銜接職場，須於退伍後始能開始求職。不僅讓青年於在校期間

無心參與求職活動，無形中亦拉長青年初次尋職待業期間及提高青年

失業率。而本署青年就業服務措施亦以青年畢業、離開校園後之就業

協助為主。 

隨著近年我國義務役役期的縮短及募兵制的推動，將可提高事業

單位先行於校園內招募應屆畢業生，俟完成兵役後隨即正式僱用之意

願，有助於應屆畢業生銜接職場，縮短初次尋職待業期間。 

因此，對於青年就業政策規劃，可針對應屆畢業生，嘗試加強在

校就業諮詢、強化在校生就業觀念，提高應屆畢業生於畢業前尋職之

意願；針對事業單位，可因應產業缺工問題，推廣先行於校園內招募

應屆畢業生，並於畢業或完成兵役後隨即正式僱用之機制，以縮短青

年初次尋職待業期間及降低青年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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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身份別分流提供就業媒合服務 

目前本署一案到底就業服務模式，是採單一窗口受理，並透過專

人陪伴、瞭解求職者個人特質，以提供貼近求職者需求之服務。為提

供一案到底就業服務，就業服務人員須具備完整的專業知識，並熟悉

本署各項業務內容，始能提供各類型服務對象一致的服務品質。 

本次考察過程發現，日本提供就業媒合、職涯諮詢之相關服務單

位，多針對民眾特質，依年齡、二度就業婦女、身心障礙等不同服務

對象，以分眾服務概念設置不同服務窗口。此優點為就業服務人員可

專精於服務該特定對象所需之專業知識，具有可較快速培育就業服務

人員，及快速累績該特定對象服務經驗，維持服務品質一致性。而民

眾亦可透過服務窗口分眾導覽，尋得所需服務。 

我國或許亦可參考日本執行經驗，針對特定族群設立不同服務窗

口，以快速提供特定對象所需服務。而原有一案到底，透過專人陪伴

求職者，以瞭解求職者個人特質，提供貼近求職者需求之服務特色，

則可考量以資訊系統紀錄服務歷程及結合客戶關係管理技術，達到原

有一案到底的效果。 

三、透過家庭(家長)輔導協助改善青年就業意願 

我國公立就服機構所提供之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多為直接提供求

職者或求才者服務，少有透過青年家長間接提供青年就業協助措施。

然而實務上，少數求職者個案確實有個人能力、態度及就業觀念不

足，須尋求家庭支持始能回歸職場，而家長亦不知如何是好，而讓求

職者不斷往返就業中心，就業服務人員亦不時前往求職者家庭拜訪的

情形。 

本次考察日本提供青年就業諮詢之相關單位，各單位均相當重視

如何協助家長面對青年就業問題，並提供所需協助，以間接協助青年

就業。提供協助的方式除了家長座談會外，亦包括面對面或線上諮詢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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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或許亦可參考日本經驗，結合社政及教育資源，針對青年尼

特族群，提供家庭支援服務。 

四、統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據點名稱 

考察過程中，各參訪單位提及公共職業介紹所服務據點均一致以

"Hello Work"稱呼。我國公立就業服務據點雖亦以「台灣就業通」作

為服務品牌識別系統，惟就業服務法法規內容命名為「就業服務站」

及「就業服務台」，又地方及中央分別命名為「就業服務站」及「就

業中心」。其名稱未能統一，容易造成民眾混肴。透過服務據點名稱

統一，將能使民眾更為接受及運用公立就業服務資源。 

五、友善企業認證標章之推廣運用 

求職者於求職過程中，為更加瞭解企業文化、工作環境及薪資待

遇等資訊，民間陸續出現求職天眼通、求職小幫手等網路查詢工具。 

目前勞動部設有「工作生活平衡獎」、「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

主）查詢系統」，或許可再加強宣傳企業標章，以讓企業用於吸引人

才投入，發揮標章之價值。而各查詢系統透過開放資料方式，加強推

廣運用，以讓求職者更便利的瞭解即將應徵的事業單位其企業文化、

工作環境及薪資待遇等資訊。 

六、就業服務業務中央地方分工 

在日本公立就業服務體系，地方政府著重於提供就業諮詢及簡易

職業訓練業務，而就業媒合部分則統一由 Hello Work 承辦，或與 Hello 

Work 合作辦理。 

如此分工之優點，在於就業諮詢等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內容，適合

由地方政府依在地需求發展，至於就業媒合及津貼申請發放等較為標

準化作業業務，則適合由中央統一規劃。相較之下，我國中央與地方

公立就業服務業務多有重疊之處，或許可參考日本經驗，調整我國就

業服務業務中央與地方分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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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訂定高齡者雇用安定法 

2018 年日本高齡人口占總人口已達 28.1％，在面臨人口快速老

化，日本政府在 1970 年代即注意到運用高齡人力來解決勞動力不足

窘境，1971 年訂定中高年齡者雇用促進特別措施法，並於 1986 年修

正為高齡者雇用安定法，透過延後退休年齡、或導入繼續雇用制度，

以確保及穩定高齡者就業機會。 

我國 2018 年 3 月高齡人口占總人口已超過 14%，正式邁入高齡

社會，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預估於 2026 年我國將成為超高齡

（super-aged）社會之一員（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為促進中高齡

及高齡者勞動參與，延後退出職場時間，我國已於 2016 年著手研訂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蒐集國外主要國家政策及措施，成立立法

小組，經召開數次立法會議、座談會及諮詢會議徵詢各界意見，已於

2018 年 10 月完成草案送行政院，草案主要內容包含禁止年齡歧視、

協助穩定就業、促進失業者就業、支持退休者再就業及開發就業機會

等。 

八、以推動企業延長退休年齡取代高齡者雇用率制度 

日本 1971 年訂定中高年齡者雇用促進特別措施法，其中規範法

定雇用率制度，即要求企業雇用 55 歲以上者應占企業總員工人數 6

％以上，但此規定並為無罰則，僅為雇主之「努力目標」。 

就法定雇用率的實施成效而言，由於僅為訓示規定，實施逾十年

後仍有接近半數的企業未達成法定雇用率的要求，另考量日本自 1975 

年起 55 歲以上中高齡人口比例開始快速上升，1971 年時 55 歲以上

中高齡人口數 1,590 萬人，約占全體人口的 15%；至 1982 年時 55 歲

以上中高齡人口數 2,231 萬人，約占全體人口的 19.6%），故於 1986

年將中高年齡者雇用促進特別措施法修正為高年齡者雇用安定法

時，廢止法定雇用率制度，轉為延長勞工工作期間的方針。 

我國現行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原住民族權益保障法中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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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定額進用規定，考量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並

參考日本推動情形，研擬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未採強制性

規定，以鼓勵性質為主，以獎勵方式宣導倡議雇主進用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 

九、鼓勵企業進用高齡者相關補助措施 

日本除運用特定對象求職者雇用開發補助金補助企業僱用 Hello 

work 推介之 60 歲以上求職者外，為鼓勵企業繼續僱用高齡者，提供

65 歲超雇用推進補助金，補助願意延後退休年齡超過 65 歲以上、建

構友善高齡者就業環境或將高齡者員工有限期雇用契約轉換為無限

期雇用契約之企業。 

我國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雖規定勞工年滿 65 歲雇主得強制退休，

但該規定並非限制勞工工作年齡，勞工年滿 65 歲後，雇主如未要求

勞工退休，即繼續工作。為鼓勵雇主繼續僱用年滿 65 歲員工，已參

考日本相關措施，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明定雇主繼續僱用

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退休條件之受僱者，政府

得予補助。 

十、我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與日本屬性不同 

日本銀髮人才中心係由民間團體推動，以「自主、自立、協作、

共助」為創立理念，會員需繳會費，中心所提供之工作機會有別於一

般勞動市場，多為短期且具高度彈性之承攬或派遣工作，銀髮者完成

工作後，由中心支付報酬（分配金）予會員，屬社區參與型勞動，未

具勞僱關係及勞工保險等。而中心收入主要係承接企業、家庭或公務

機關等各種工作委託，指派適合的銀髮會員到委託單位工作，俟工作

完成後中心收取 5％材料及事務費。 

我國於 2014 年及 2016 年分別於新北市及高雄市成立 2 家銀髮人

才資源中心，營運經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企業及銀髮者無需支付

相關費用。有關促進銀髮人力運用，係透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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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及各就業服務據點分層規劃，進行整體

政策規劃及倡議，並依轄區在地供給及需求推動各項服務措施；銀髮

人才資源中心主要功能在於相關議題探討、服務模式試辦及議題倡議

等，就業媒合部分則由 300 多個公立就業服務據點，依銀髮求職者就

業能力及需求，開發全時或部分工時等多元工作機會。 

十二、退休人才資料庫 

日本超過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如何讓超過 65 歲且具

有工作意願的高齡者確保其就業機會是重要的課題，公益財團法人產

業雇用安定中心於 2016 年建構「高齡預定退職者人力銀行」，如 60

歲以上在職者在雇用期滿之後若有再就業需求，可透過企業協助登錄

資歷、能力與就業期望等相關求職資訊，或可於離開工作崗位後 1 年

內進行個人求職登錄。另一方面，透過地方政府、民間人力銀行、以

及 Hello Work 蒐集有意願雇用高齡者之企業相關求才資訊，進一步協

助就業媒合，促進高齡者就業。 

我國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除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失

業者順利就業外，並支持退休者再就業，促進銀髮人力再運用，未來

可研議參考日本作法規劃建置退休人才資料庫。 

十二、中央與地方合作共同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 

日本於 2016 年以「第二人生支援平台」為藍本，展開「生涯現

役促進地區合作事業」募集計畫，以地方政府為中心，再加上與當地

企業、民間組織及金融機構合作所組成的「協議會」，向厚生勞動省

所屬勞動局或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 提出有助於促進高齡者就

業相關企劃構想，包括創造友善就業環境、調查分析僱用及就業需

求、辦理相關講座及編印相關資訊刊物等。 

我國運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促進中高齡及高齡

者就業相關計畫，如 107 年補助臺北市政府辦理銀髮人才就業諮詢計

畫、新北市政府辦理中高齡者職場續航輔導計畫、臺中市政府不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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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領航企業前導計畫、彰化縣政府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等，另

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亦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訂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計畫，期與地

方政府共同合作，促進中高齡及高齡人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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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k 求才登記表設計(正面) 

 



 69 

Hello Work 求才登記表設計(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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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涉谷地區 2018 年 6 月勞動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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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涉谷地區 2018 年 6 月勞動統計月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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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涉谷地區 2018 年 6 月勞動統計月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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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涉谷地區 2018 年 6 月勞動統計月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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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涉谷地區 2018 年 6 月求職求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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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涉谷地區 2018 年 6 月求職求才概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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