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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報告：教育部

議題主辦機關：教育部
議題協辦機關：經濟部、科技部、勞動部、中研院、內政部

衛福部、農委會、國發會

2016  Dec. 6

本資料內容僅供大會徵詢意見用，後續將由
相關部會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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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題三整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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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數位
經濟跨域

人才

加強產業
科技實務
人才機制

培訓

國際頂尖人
才延攬留用

活絡多元出
路重振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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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況與趨勢分析

新進及國際優秀人才
不足

各校績效指標及彈薪
體制待強化

國際人才之退撫待遇
及子女就學不易

政府推動5+2產業創
新研發計畫，支持產
業升級轉型及跨領域
科技人才為關鍵資源

專業人才培育與運用
連結仍不足

我國企業辦理職業訓
練的比率偏低

面臨少子女化所導致
人口結構的衝擊。

傳統的博士教育，不
僅已面臨生源不足的
問題，其純粹學術的
培育作法已逐漸無法
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我國產業結構長期偏
重硬體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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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跨領域思維的整
合與邏輯思辨的能力
是為重要課題。

國際頂尖
人才

國際頂尖人才
延攬留用

活絡多元出路重振
高階科研人才培育

加強產業科技
實務人才培訓機制

培育數位經濟
跨域人才

高階
科研人才

產業科技實
務人才

數位經濟跨域
人才

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

4



培育兼具領域專業及數位能力之跨域人才；
培養企業人才數位經濟營運思維及執行能力，培養所需專業人才；
培育並延攬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領域之高階人才，以強化競爭力。

培育數位經濟
跨域人才

聚焦5+2產業需求，結合產學能量，協助我國產業強化在職人員能力；
協助企業建構人才培訓機制，以強化升級轉型；
透過輔導、獎勵帶動企業投資人力資本，表揚創新，達到標竿學習目的

加強產業科技
實務人才
培訓機制

改善學用落差與研用落差，活絡博士創新創業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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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絡多元出路
重振高階科研
人才培育

聚焦我國重點產業發展加強人才延攬措施，延攬國際優秀人才；
打造友善生活與工作發展環境，以吸納國際人才。

國際頂尖人才
延攬留用

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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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題、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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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培育數位經濟跨域人才

策略、措施(含主協辦分工)

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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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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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經濟部
科技部
勞動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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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學校與在
地產業聯結

(2) 推動數位經濟專業人才在職培訓

經濟部 教育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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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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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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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措施(含主協辦分工)

子題(二)：加強產業科技實務人才培訓機制

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1.推動產業科技人才
培訓及能力鑑定

(1) 辦理5+2相關產業實務人才培訓
(2) 推動5+2相關產業人才能力鑑定，促

進青年從事優質工作
經濟部

勞動部
科技部
教育部

2.客製化企業所需科
技人才培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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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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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透過跨部會合作，轉銜人才培育服
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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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
經濟部
教育部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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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措施(含主協辦分工)

子題(三)：活絡多元出路重振高階科研人才培育

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1.強化研發級產業博
士人才培育機制

(1) 推動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試辦方案
(2) 健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環境
(3) 博士班總量控管，並拓寬博士人才

多元出路

教育部 科技部

2.推動博士後人才培
育與加強產業鏈結

(1) 進行博士畢業生流向調查及分析
(2) 多元補助措施及政策培育國家發展

所需之高階人力
(3) 推動創新產學合作，增加產學互動，

引流博士後人才至業界服務；鼓勵
企業參與人才培育

科技部

教育部
經濟部
農委會
衛福部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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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措施(含主協辦分工)

子題(四)：國際頂尖人才延攬留用

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1.強化各頂尖大學延
攬與留用頂尖人才

(1) 強化國際人才各面向環境之誘因
(2) 持續支持人才的研究環境、國際連結

及生活照顧
(3) 競爭型經費延續彈性薪資方案
(4) 強化國際人才子女就學環境

教育部 科技部

2.客製化國際頂尖人
才延攬與留用政策

(1) 法令鬆綁與增修
(2) 落實國際學術社群合聘制度
(3) 建議落實公務與研教體系分軌之改革
(4) 配合「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提

供外籍人才來臺諮詢服務

中研院

國發會
內政部
經濟部
科技部
教育部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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