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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數位經
濟跨領域人

才

加強產業科
技實務人才
培訓機制

國際頂尖人
才延攬留用

活絡多元出
路重振高階
人才培育

 支援數位經濟跨域人才養成
 培育數位經濟與資料科學

企業人才
 以創新應用為導向培育

新興資訊科技高階人才

 推動產業科技
人才培訓及能
力鑑定

 客製化企業所
需科技人才培
訓

 強化研發級產業博
士人才培育機制

 推動博士後人才培
育與加強產業鏈結

 強化各頂尖大學
延攬與留用頂尖
人才

 客製化國際頂尖
人才延攬與留用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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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數位經濟產業人才需求調查，發展職能基準。

推動大學程式設計教育，培養學生基礎數位素養。

擴增跨領域數位人才培育規模，培養兼具領域專業及數位
科技能力的跨領域人才。

鼓勵大專校院透過在地連結、在職專班等管道，協助我國
企業培養具數位經濟營運思維及能力的營運管理人才。

運用各種培訓資源，提供數位經濟核心技術培訓課程，提
升產業現職人才數位競爭力。

推動新興資訊科技創新與應用研發，包括大數據、人工智
慧（含AI on chip）、金融科技、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
(VR/AR)等，培育創新數位技術高階人才。

結論(一)培育數位經濟跨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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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業實務人才培訓，開辦創新技術課程，培養
5+2產業專業技術人才及跨領域整合人才。

協助企業建構專屬客製化人才培訓機制(含訓練規劃、
課程及企業內部師資)，輔導建置訓練體系。

推動5+2相關產業人才能力鑑定，由學校、培訓機構
及用人企業形成教訓考用循環的人才培育模式

透過「產業學院」培養學生產業實務能力，並為企業
所用

議題三：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結論(二)加強產業科技實務人才培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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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引領國家社會未來前瞻發展之博士人才培育策略

深耕新創環境及政策，持續放寬校園創業法規，透過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帶動知識創新氛圍

淬練博士後人才之研究、轉譯及資訊引領能力，帶動國
家科研發展

研議透過申請補助門檻、減免賦稅、放寬研發替代役名
額等，鼓勵企業聘用博士級人才，增進人力穩定性

打破系所藩籬，促進學校教學創新，提供辦學彈性

議題三：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結論(三)活絡多元出路重振高階科研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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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政府與產業資源，營造人才發揮舞台，突顯臺灣產
業群聚力量與特色，吸引國際優秀人才

兼顧環境面及生活面之配套措施，如規劃新進教師一定
期間彈性薪資、完善各項生活條件

外籍人才來台教學及研究之聘任及工作許可證之核發，
建議應回歸教育主管機關主政

針對不同地區(如歐美日或東南亞地區)人才，實施不同
之延攬策略與誘因

除延攬人才外，亦應強化人才海外培育等前瞻人才儲備

議題三：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結論(四)國際頂尖人才延攬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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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議題三：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一)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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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數位經濟跨域人才

 推動數位經濟人才發展，扎根學生運算思維與軟體基礎能力，培育兼具
領域專業及數位能力之跨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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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應數
位經濟趨勢下的挑戰及商機，並協助企業培養數位經濟所需專業人才，
以導入資料科學機制，提升產品與服務價值。

 培育大量且優質的資料分析、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研究人才，促成許多
以資料分析、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做為核心技術之新創公司。為臺灣傳
統產業注入資料分析及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提升產業競爭力。並鼓勵
政府引入資料分析技術與人才，用大數據來輔助政策的制訂及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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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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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產業科技實務人才培訓機制

 聚焦5+2產業之政策推動方向及人才需求，結合業界、學校能量，建立
能力鑑定為核心的教訓考用循環模式，帶動青年投入產業優質工作，協
助產業補充所需人才，強化我國產業在職人員能力。

 鼓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建立機制，契合式量身打造企業所需人才，使
學生結業後立即為企業所用。輔導在地企業建置訓練體系，建構專屬客
製化人才培訓機制，以強化企業智機化升級轉型。透過輔導、獎勵帶動
企業投資人力資本，表揚具人力資本提升創新做為的企業團體，達到標
竿學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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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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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多元出路重振高階科研人才培育

 整合政府、大學與產業資源，建立博士人才培育過程與產業緊密連結的
模式，改善學用落差與研用落差。強化大學新創資源，鼓勵博士生轉化
研究成果為創業資源，活絡未來發展。整合國內大學與國際學研機構的
教育資源，建立我國博士人才與國際學研機構系統性共同培育的模式，
培養我國學術菁英達國際一流水準，引領國家發展。

 培育國家發展所需之高階人力，引流學研單位博士後人力至產業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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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景

13

國際頂尖人才延攬留用

 強化各頂尖大學延攬與留用頂尖人才，促進公教研分流。

 聚焦我國重點產業發展加強人才延攬措施，同時配合跨部會政府資源，
朝向高值化海外攬才，以挹注我國重點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打造有利
國際人才友善生活與工作發展環境，達成吸納國際人才及鏈結國際目標。



議題三：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二)子題、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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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數位經濟
跨域人才

支援數位
經濟跨域
人才養成

掌握數位經濟的未來工作與技能趨勢

擴增大學跨域數位人才培育

扎根數位能力及推廣程式設計教育

培育數位
經濟與資
料科學企
業人才

鼓勵大專校院辦理數位經濟與資料科學相關在職專班，

強化學校與在地產業聯結

推動數位經濟專業人才在職培訓

以創新應
用為導向
培育新興
資訊科技
高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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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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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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題、策略及措施

15

(二)加強產業科
技實務人才培訓

機制

推動產業科技人
才培訓及能力鑑

定

辦理產業實務人才培訓，支持5+2產業科技創新應用

推動5+2相關產業人才能力鑑定，促進青年從事優質工作

客製化企業所需
科技人才培訓

鼓勵技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

引導學校建立與產業共同培育人才之機制

協助企業建立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並過「國家人才發展獎」帶動企業投資人力資本

透過跨部會合作，轉銜人才培育服務

依據企業規模，提供企業客製化人才培訓協助措施，

並提高辦理科技人才訓練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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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題、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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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研發級產業博士人才培育機制

推動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

健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環境

拓寬博士人才多元出路

推動博士後人才培育與加強產業鏈結

進行博士畢業生流向調查及分析

多元補助措施及政策培育國家發展所需之

高階人力

推動創新產學合作，增加產學互動，鼓勵企業
參與人才培育

(三) 活絡多元出路重振高階科研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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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題、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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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導各大專校院增修其現行彈性薪資支給規定

 競爭型經費延續彈性薪資方案

 提升國際人才之退撫待遇

 強化國際人才子女就學環境

 法令鬆綁與增修

 落實國際學術社群合聘制度

 建議落實公務與研教體系分軌之改革

 配合「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提供外籍人

才來臺諮詢服務

強化各頂
尖大學延
攬與留用
頂尖人才

客製化國
際頂尖人
才延攬與
留用政策

(四)國際頂
尖人才延攬

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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