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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瞻科技人才政策對臺灣之啟示」 

政策建言 

全球科技的快速進步與地緣政治的複雜化，對於我國的科技自主研發能力與

產業競爭力帶來重大考驗。臺灣雖具備深厚的科技產業基礎，然而，快速變遷的

國際市場需求與前瞻科技的技術迭代，對於人才培育體系與供應鏈的穩定性提出

更高要求，特別是在淨零科技、人工智慧及半導體等領域，各國對高階科技人才

的競爭越加白熱化，而我國卻面臨人口少子高齡化與 STEM博士生人數減少等現

實挑戰，人才存量不足已成為臺灣科技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如何有效培育與留

任高素質的前瞻科技人才，是當前政府與學界需要正視的關鍵議題。 

中技社 2024 年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共同合作，以「全球前瞻科技人才政策對

臺灣之啟示」為題，梳理全球標竿國家的前瞻科技人才政策，聚焦影響臺灣未來

數十年發展的淨零科技、人工智慧及半導體等三大領域，進行各領域優勢國家之

政策研析，並綜整我國各部會推動措施，且舉辦兩場座談會，邀集兼具專業學養

及實務經驗之產、官、學界專家代表進行交流，提出五大結論： 

(一)臺灣正面臨高階科技人才供需失衡的嚴峻挑戰 

少子化導致臺灣 STEM畢業生人數下降，尤其是占比較大的工程、製造及營

建領域，無論在博士、碩士或大學層級均全面下降，其中博士級減少更為嚴重，

而近十年來科學園區對高階人才需求持續攀升，博士與碩士級分別增長 46%與

66%，反映出高階科技人才供需間日益擴大的落差。與韓國相比，以兩倍於臺灣

的人口規模，卻培育出四倍於我國的 STEM博士，曝露出臺灣在高階科技人才政

策的投入不足；而學術界薪資較低削弱人才進修博士意願，亦將長期影響科技研

發及產業創新。提升女性參與及延後退休年齡是解決人才短缺的重要策略，可藉

由完善支持機制、拓展 STEM人才庫，實現供需平衡。此外，面對全球競爭，政

策應避免過度集中於成熟製程領域並分散投資，以避免壓縮其他領域人才發展。 

(二)萌芽期的氫能產業需有明確的發展政策方能制定人才培育策略 

氫能作為淨零轉型的關鍵技術，需政策引導以確立發展方向並規劃人才策

略，例如日本、英國、德國等國家透過具體目標與基礎設施部署，大幅降低供應

鏈成本、擴大應用範疇及建立人才基礎。臺灣氫能目前具備產學研合作基礎，但

因缺乏政策支持如補貼、獎助學金及實習計畫，限制人才投入意願。在未來政策

確認方向後，才能加速完善產業環境並滾動調整中長期培育策略，結合專業訓練

與學界合作，提升氫能技術與人力資源競爭力，加速實現 2050淨零轉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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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長期的離岸風電產業需優化產業環境吸引更多專業人才 

臺灣離岸風電發展迅速，但產業擴張伴隨人才短缺與高流動率等挑戰，丹麥

透過政策吸引國際人才、荷蘭利用自動化技術轉型勞動結構，及英國憑藉技能轉

型促進就業，皆為臺灣提供寶貴經驗。我國可加強技術轉型評估及供應鏈整合，

並建立專業人才培育基地，持續優化產業環境，吸引國際人才來臺，更可積極培

育高階風電人才，推動其在國內外市場發揮價值，提升相關產業聯動發展，進而

促使臺灣成為亞太地區離岸風電樞紐。 

(四)成長期的人工智慧產業需整合政策工具以精準銜接教育系統與產業需求 

全球 AI 競爭激烈，為有效培育專業或跨域應用等多元人才，需建立分級教

育模式與標準化技能框架，以應對快速變化的技術需求，借鏡日本、美國、英國

與德國等戰略目標與推動措施，短期內應透過技能提升與再培訓緩解供需失衡，

並藉由國際人才吸引政策增強高階人力資源；中長期來說，政策工具的整合與跨

部門協作則是產業永續發展的關鍵，應建構從基礎教育到高階應用的整合政策框

架，推動產學合作及實戰演練，縮短人才適配時間，提升臺灣在 AI 人才培育的

國際競爭力。 

(五)擴張期的半導體產業需深耕多元人才策略與擴大應用生態系統 

半導體產業持續成長並驅動全球科技發展，臺灣在 IC 製造與封裝領域擁有

顯著優勢，同時積極提升 IC設計能力，然隨著 AI、量子計算等新興技術崛起，

產業需吸納更多跨領域專才並擴大應用生態系統，且布局全球。在產業擴張期的

階段，我國人才培育更應著重於高階研發人員，使研發根留本地，同時，各行各

業應該充分利用「半導體×AI」的產業優勢，穩固臺灣的創新領先地位。此外，企

業應積極參與人才培育，推動實習制度與業師授課，實現教育與產業無縫接軌，

並與政府合作強化海外基地布局，吸引優秀人才，推動半導體與 AI 技術深度整

合，為臺灣在「半導體×AI」時代注入發展動能。 

 

以下為綜整研究成果後提出之建議： 

(一)教育優化面 

1.促進 STEM 人才深耕與廣布：中學教育應善用 108課綱的彈性架構，設計專

題與微課程，導入淨零科技、AI、半導體與等前瞻科技相關基礎知識，培養學

生的探究能力與批判思維；同時，應強化中小學教師的進修資源與教學工具，

確保教師掌握最新科技知識與教學方法，進一步提升教學質量與學生能力。此

外，為提升全民科技素養，需擴大科普活動與開放實驗室參訪，縮小民眾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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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知識的落差，並藉由女性科學家榜樣與媒體宣導，鼓勵女性參與 STEM領域，

改變社會刻板印象，促進更多元的人才發展，增強跨領域創新人才儲備。 

2.強化高等教育與產業發展接軌：高等教育應結合產業需求，設計實務導向課程，

並深化產官學研合作，創建資源共享的學用生態系統，讓學生在校期間即能熟

悉最新技術與實務操作；更應優化實習制度，提供學生在真實職場中學以致用

的機會，同時企業需早期參與校園人力培育，並視實習生為正式員工進行訓練。

為保障高階人才質與量，應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獎學金與研究資助，降低博士生

經濟負擔，並調整教授與博士級人才薪酬結構以對齊市場，增加留任意願。國

內大學需主動規劃師資培育政策，支持潛力學生攻讀博士與進行博士後研究，

進一步穩固高等教育的競爭力，為前瞻科技領域輸送永續且高質量的人才。 

(二)產業優化面 

1.優化人才需求調查與人員培訓：建議持續追蹤離岸風電等關鍵產業的人才需

求，延長調查時間至四年以上，並進行技能盤點，針對職能分析後，將多種產

業均有需求的跨領域能力列為優先培育對象。積極促進產學合作制定標準化職

能基準，並結合實體與線上課程，參考日本數位技能標準分級教育體系，提供

技能認證與量身訂做的在職培訓，確保人才技能與市場需求相符，提升產業競

爭力及人力穩定性。 

2.改善就業環境與制度：鼓勵高學歷女性與退休專業人士重返職場，填補科技人

才缺口，同時推動彈性工時、托育支持及再培訓等措施，吸引多元化人力加入

淨零科技、AI、半導體等關鍵產業。建立整合型就業資源平台，結合 AI 與大

數據技術實現職缺匹配，並針對女性、中高齡與退休人士等提供專屬支援服務，

提升就業公平性與勞動市場靈活性，為科技產業發展奠定基礎。 

(三) 政策創新面 

1.運用政策工具導引企業培育高階人才：政策工具應更重視高階研究人才的聘僱

與培育，建議修訂相關租稅抵減或補助政策，將企業增聘博士級人才或支持員

工進修等支出納入適用範圍，提升企業投資人才的誘因。同時，在研發投資抵

減申請審查中，對聘僱博士級研發人才比例較高的企業給予加分，促進國內企

業增聘高端研發人力。 

2.推動一站式「學、研、產」人才培育：以國防役（研發替代役）為藍本，規劃

結合學術、研究與產業的一站式培育模式，招募具 AI、半導體等背景的青年人

才，經基礎訓練後進入大學或研究機構攻讀學位，再至研發單位或企業服務至

少一年，全程由專業導師指導，培養學術與實務並重的能力，培育期結束後可

直接進入產業服務或至國外進修。 



 

 4 

3.吸引國際精英以擴展臺灣科技版圖：應進一步鬆綁外籍人才來臺的就讀與就業

政策，提供更多便利與誘因，例如簡化簽證程序、增加獎學金資助及完善就業

配套措施，吸引全球科技精英融入臺灣創新生態。同時，可借鑒新竹科學園區

模式，在國際重點區域建立人才培訓基地，甚至創造「臺灣科學工作園區」品

牌，並結合我國的科技優勢，深化技術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擴大臺灣在全球前

瞻科技領域的影響力。 

 

詳細內容請參閱「全球前瞻科技人才政策對臺灣之啟示」專題報告（如附），

已同步發行於本社網站（www.ctci.org.tw），歡迎下載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