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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背景說明(1/2)

❖依永續會第56次工作會議決議，未來我國SDG擬與國際接軌，

請各工作分組檢視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SDSN)2022年永續發展報

告所使用之指標，盤點並檢討其取代我國既有對應指標或新增

對應指標之可行性。

❖檢討原則

▪倘台灣已有統計資料，建議優先研議納入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倘國際指標係由國際評比機構產製或需大規模問卷調查之項

目，因資料多存在時間落差，不建議納入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倘無統計資料者，建議主政部會提出替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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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2/2)

❖SDSN使用SDG8指標計9項，經請各指標業管部會依上開

檢討原則評估與國際接軌之可行性，目標8可提供對應數據

計4項(含1項取代原指標，1項無修正，2項新增指標)，我國

無相關數據計5項(檢討結果詳次頁)。

❖檢討結果提報永續經濟工作圈依程序送永續會秘書處研議中，

並提報本工作分組會議報告，如有修正意見，將依程序修正

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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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N(SDG8)指標 我國對應指標 有無統計數據 指標檢討結果

Adjusted GDP growth 調整後經濟成長率 經濟成長率 ✓ 取代原指標

Unemployment rate 失業率 失業率 ✓ 不修正

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 就業率 - ✓ 新增指標

Adults with an account at a bank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with a mobile-money-service provider

在金融機構擁有帳戶或使用行動支付的成年人比率
- ✓ 新增指標

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

未就業、未受教育、或未參加培訓的15至29歲青年比例
-  不新增指標

Victims of modern slavery 現代奴隸制受害者占比 -  不新增指標

Fatal work-related accidents embodied in imports

與進口商品相關的職災死亡千人率
-  不新增指標

Victims of modern slavery embodied in imports

進口商品產生的現代奴隸制受害者千人率
-  不新增指標

Fundamental labor rights ar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有效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  不新增指標

檢討結果

SDG8指標計9項，目標8可提供對應數據計4項，我國無相關數據計5項



取代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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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ed GDP growth 調整後經濟成長率

❖我國對應指標：經濟成長率

❖檢討建議(國發會)

▪ 以IMF發布我國PPP平均每人GDP作為計算基礎，可更公正比較不
同經濟發展程度國家的GDP成長率，並更能真實反映出一個國家的
經濟福祉

▪ 考慮時間效應，即透過3年平均成長率的計算，有助於充分捕捉並
追蹤一個國家經濟的長期趨勢

▪ 建議以「調整後經濟成長率」取代我國指標



指標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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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mployment rate 失業率

❖我國對應指標：失業率

❖檢討建議(國發會)

▪ 我國失業率指標與國際相符，建議不修正



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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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 就業率

❖我國對應指標：無

❖檢討建議

▪ 我國已有統計數據

▪ 建議新增對應指標，並由國發會主政



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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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with an account at a bank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with a mobile-money-service provider 
在金融機構擁有帳戶或使用行動支付的成年人比率

❖我國對應指標：無

❖檢討建議(金管會)

▪ 得以金融研訓院「台灣金融生活調查報告」中「成年人擁有銀行帳
戶之比率」及內政部戶政司資料做為替代指標

▪ 建議新增對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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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 

未就業、未受教育、或未參加培訓的15至29歲青年比例

❖我國對應指標：無

❖檢討建議(勞動部)

▪ 已依據青年不同發展階段需求，結合產業與教育資源推動各項青年
訓練計畫，其中並針對15至29歲之青年提供所需職業訓練措施，協
助其穩定就業，惟青年一旦參加職業訓練即非NEET比率統計範疇，
且國內無統計數據。

建議不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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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s of modern slavery 現代奴隸制受害者占比

❖我國對應指標：無

❖檢討建議(勞動部)

▪ 勞動基準法第5條「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強制勞工從事勞動」，立法意旨係參照國際勞工組織(ILO)「廢止強
迫勞工公約」訂定，以防止雇主利用非法方法強迫勞工工作。

▪ 各機關如發現雇主有違反強迫勞動禁止相關規定之情事，即檢具資
料，移請司法單位依法偵辦，惟相關數據尚難進行統計。

建議不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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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al work-related accidents embodied in imports 

與進口商品相關的職災死亡千人率

❖我國對應指標：無

❖檢討建議(勞動部)

▪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立法意旨係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
及健康，並適用於各行業，不因進出口業別而有所差異；且職災死
亡千人率係由職災保險給付資料統計而得，無「與進口商品相關」
項目，無法估算之。

建議不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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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s of modern slavery embodied in imports 

進口商品產生的現代奴隸制受害者千人率

❖我國對應指標：無

❖檢討建議(勞動部)

▪ 承前述「現代奴隸制受害者占比」、 「與進口商品相關的職災死
亡千人率」之評估結果，如雇主違反強迫勞動禁止相關規定，須檢
具資料移由司法單位偵辦，惟相關數據尚難統計；職災死亡千人率
無進口商品相關項目，無法估算之。

建議不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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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labor rights ar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有效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我國對應指標：無

❖檢討建議(勞動部)

▪ 雖有工會組織率、簽定團體協約份數及成立勞資會議家數等統計數
據，惟工會組織及團體協約簽訂均非政府得透過公權力強制介入之
事項，且受社會環境氛圍及勞資雙方意願甚高，另勞資會議屬內部
溝通機制，尚難直接連結我國對勞動權利保障之發展實情。

建議不新增指標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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