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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如何佈建產業發展所需人力與人才(1/2)

（國發會、勞動部）
一、精準掌握各產業與市場人力供需

(一 )建立定期產業人力長期需求觀測機制：可由上而下以總體經濟模型估算，輔以雇主由下而

上的調查；建立國家發展所需關鍵產業及民眾安居樂業產業之觀測機制

(二 )強化支援產業人力需求之跨部會平台功能：透過教育部、勞動部及經濟部之跨部會人力供

需合作平台，視需要召開會議，掌握短期產業人力供需變化，並提出因應對策

二、人力及人才缺口補足及方式

(一 )縮減技術人力需求缺口：鼓勵企業加速自動化與智慧化，降低人力需求；輔導傳

統產業及服務業布局海外；政府提高技職教育機會，推動 (中 )高齡者續留職場等

政策，擴增本國勞動力供給

(二 )擴大中高階人才來源：應打造臺灣成為易成功可獲高回報之職涯生態系，並進行

攬才法規鬆綁；須進行人才全球布局、於海外設立研發中心或生產據點 ,善用海外

優秀人才；利用就業金卡以及數位遊牧簽證吸引海外人才及臺裔子弟；創造雙語

生活及教育環境，以吸引國際人才及僑外生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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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加引進新人力及人才來源國：除美國、東歐及印度外，亦可增加來源國

(四 )打造良好的留才環境：加強國際宣導臺灣軟實力，可提供股票分紅以提高薪酬誘因

三、人才技能與競爭力提升議題

(一 )界定國家所需未來人才：國家需培養具跨領域、系統整合及國際視野的世界級未來人

(二 )多元管道培養國家未來人才：從學校、社會及產業等教育體系多管齊下方式培育人才；

開設學程專班培養高階人才跨領域、轉軌及斜槓的專業能力；大學教育應予以更多自主

性；企業亦應大力投資未來人才的培育

議題一：如何佈建產業發展所需人力與人才(2/2)

（國發會、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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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如何打造國際級淨零智慧科技化
產業生態系(國發會)(1/2)

一、如何建立國際級智慧科技生態系統及其架構內容

(一 )整體生態系發展

 國際級產業生態系應具備淨零化、智慧化、科技化，淨零減少產業發展負面價
值，智慧科技化可提高產業效率

 訂定國家產業發展頂層架構，搭配智慧城市場域應用、法規調適、全球布局等
措施，促進服務業(如醫療健康、教育)、傳統產業、中小企業、軟體產業等全
產業均衡發展

 強化跨領域產業整合，應用台灣科技優勢協助傳統產業均衡發展，並成立大型
的能源技術服務公司(ESCO)，以達成數位、淨零的雙軸轉型

 須將人文藝術、健康醫療、淨零等元素納入產業生態系，並提供租稅、簽證等
誘因，以滿足全產業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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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如何打造國際級淨零智慧科技化
產業生態系(國發會)(2/2)

(二 )全球重點布局

 臺灣產業連結全球聚落和人才，發展為科學園區日不落國，並選擇重點項目
海外投資

 推動服務業國際化，在B2B的基礎上，建立B2B2C平台，透過國外合作企業
服務當地消費者

 B2B服務業可虛擬垂直整合，以系統設計及整合關鍵零組件，塑造台灣品牌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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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如何打造國際級淨零智慧科技化
產業生態系(國發會)

二、如何利用區域發展，發展出區域特色？及如何均衡發展北、
中、南、東？

(一)基礎建設及龍頭企業投資

 布建淨零及綠色基建，透過政府資金及民間投資共同投入

 透過龍頭企業中南部在地投資，帶動區域均衡發展

(二)國土規劃善用各地優勢

 區域發展善用各地優勢，透過國土規劃讓東西部有不同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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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如何打造國際級淨零智慧科技化
產業生態系(國發會)

三、如何兼顧國家產業發展的土地需求，又能平衡農、工、商、
綠能等需求？
(一)提出國土規劃整體戰略架構

 全國國土計畫應貼近臺灣未來需求，提出整體戰略思考架構，如高鐵站區周
邊農業區，利用站區條件與未來產業、生活需求進行整體規劃

(二)園區立體化更新

 建議可採聚落概念，盤點在地資源，對原有園區進行更新，加強立體化，並
對新建園區進行完善規劃

(三)產業園區鏈結擴散

 產業發展可從科學及科技產業園區鏈結至週邊產業園區，再擴散至週邊鄉鎮，
完善交通、生活品質等基礎建設，吸引全球人才，帶動整體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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