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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況與趨勢分析
1. 近年來，主要國家均積極強化網路或數位經濟的國家戰略。目前國

內產業政策亦正積極朝向數位化、智慧化方向發展，但面臨數位經

濟轉型，產業新型態專業人才不足的問題更顯嚴重，也凸顯出高等

教育「務實致用」的成效仍未能具體彰顯。如何應用所學、解決問

題，養成跨領域思維的整合與邏輯思辨的能力是為重要課題。

2. 我國產業結構長期偏重硬體生產活動，但面對數位經濟的發展，但現有
營運思維及組織結構仍待調整。另外，專業人才主要以支持硬體生產活

動的相關工程師居多，仍不足以供應快速發展數位經濟所需。

3. 隨著巨量資料時代的來臨以及資訊運算能力的快速進展，人工智慧與深
度機器學習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這股發展趨勢對傳統上以硬體代工居

多的臺灣資訊產業來說是個警訊，但同時也是一個提供企業轉型與產業

提升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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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
1.推動數位經濟人才發展，培育兼具領域專業及數位
能力之跨域人才

2.扎根學生運算思維與軟體基礎能力
3.培養我國企業人才建構完整的數位經濟營運思維及
執行能力

4.導入資料科學機制，協助企業培養數位經濟所需專
業人才

5.培育並延攬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之高階人才，
提升我國新興資訊科技核心人才之質與量

6.推動新興資訊科技之創新技術與應用研發專案，強
化我國在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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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一、支援數位經
濟跨域人才養成

1.掌握數位經濟的未來工作與技能趨勢

教育部
經濟部
科技部
勞動部

2.擴增大學跨域數位人才培育

3.扎根數位能力及推廣程式設計教育

二、培育數位經
濟與資料科學企
業人才

1.鼓勵大專校院辦理數位經濟與資料科學相
關在職專班（含國際），強化學校與在地
產業聯結 經濟部 教育部

2.推動數位經濟專業人才在職培訓

三、以創新應用為
導向培育新興資訊
科技高階人才

1.培育並延攬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之高
階人才，提升我國新興資訊科技核心人才
之質與量

科技部 教育部
2.推動新興資訊科技之創新技術與應用研發
專案，強化我國在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
域之競爭力

(三) 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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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支援數位經濟跨域人才養成」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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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數位經濟的未來工作與技能趨勢
1.進行「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人才需求調查
2.發展「數位經濟」領域之職能基準

(二)擴增大學跨域數位人才培育
1.擴大培育數位經濟人才及相關師資
2.培育兼具領域專業及數位科技能力之跨域人才
3.鼓勵大學跨越系所藩籬，開設數位化與智慧化課程，培育專業領域與跨領域人才
4.鼓勵大學與業界共同規劃基礎、中高階課程
5.運用「產業碩士專班計畫」、「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與「技職校院實務增能計畫」
等，持續推動產學合作，強化企業實習，培育具實務經驗與實績之數位經濟人才

6.強化問題解決導向實作教學，引導學生以人為本、以理性為軸，運用跨域思維與邏輯思辨
能力，養成提出問題、思考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結合數位創新與創業課程或營隊活動，
培養數位經濟下具創新創業精神之人才

(三)扎根數位能力及推廣程式設計教育
1.鼓勵大學非資訊相關科系，以數位與資訊工具，培養學生溝通、問題解決並創造新知識的
能力

2.扎根中小學程式設計教育，提升學生運算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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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勵大專校院辦理數位經濟與資料科學相關在職專班（含國
際），強化學校與在地產業聯結

為協助我國企業提升跨入數位經濟競爭型態，鼓勵大專校院開辦數位經
濟與資料科學相關之在職專班（含國際），或於現有在職專班中增設數位經
濟或資料科學相關課程，以培養我國企業人才建構完整的數位經濟營運思維
及執行能力，培育可帶動企業建立資料科學決策機制的數位長（CDO）或
資訊長（CIO），及開拓數位經濟市場及大數據資料分析之專業人才。其課
程可包括數位經濟發展概論、金融科技、數位市場商機、巨量資料分析、資
料科學決策理論等。

(二)推動數位經濟專業人才在職培訓
為協助企業培養跨入數位經濟所需專業人才，將針對資訊設備開發、資

料科學、數位應用服務等面向，辦理在職人才培訓課程。

策略二「培育數位經濟與資料科學企業人才」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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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並延攬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之高階人才，提升我國

新興資訊科技核心人才之質與量
1.培育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之技術核心人才

2.培育數位經濟所需之資料分析、機器學習及雲端計算之跨領域應用人才

3.經由實戰場域(如競賽)，建立人工智慧新創技術交流平臺，進行創新研發，
以挖掘國內優秀人工智慧人才

4.結合產官學力量，提供實質誘因，吸納海外之頂尖與具高潛力人才為我
國所用

5.組成任務型團隊赴國外頂尖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交流人工智慧及機器學
習之最新技術

6.鼓勵學界積極參與國際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組織及舉辦大型國際會
議，提升我國於該領域國際影響力

策略三「以創新應用為導向，培育新興資訊科技高階人才」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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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新興資訊科技之創新技術與應用研發專案，強化我國在

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之競爭力
1.追蹤分析國際上在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等新興資訊科技之發展趨勢，集中
資源推動投入具高潛力之技術與應用項目

2.盤點國內現有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關鍵技術能量，引導學界投入聚焦具高
發展性之創新關鍵技術，加速發展並填補國內不足之處，進而帶動產業競
爭力及提升我國技術創新之自主性

3.分析國內具發展優勢之創新應用領域，結合產官學力量聚焦投入開發具高
經濟效益之新興資訊科技應用

4.鼓勵及媒合國內產學界開發創新性之人工智慧產品及創新服務，發揮產學
效益

5.促進國內學界、產業界及法人組成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之聯盟與整合平台，
並與國外產業界串聯合作，完備國內人工智慧產業環境

策略三「以創新應用為導向，培育新興資訊科技高階人才」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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