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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綜合規劃組劉兆祥科長於 2012年 12月 4至

5日出席假中國大陸無錫市舉辦之「APEC HRDWG「培訓青年技職研討會」及

出席「APEC職業技能發展中心 (中國大陸無錫市)」；其結論如下: 

(一)  強調企業辦職訓與在職訓練:企業不應該只是動口不動手，或以高薪吸

引現有優秀勞動力；企業最清楚自己要甚麼人才，企業就是人才需求

者，如果企業自辦職訓工作是有「一石數鳥」之功效，而公部門可以在

財稅、補貼和行政管理上提供誘因，由企業就其所需人才加以培養與運

用。““““導師帶徒導師帶徒導師帶徒導師帶徒””””方式，在企業裡形成了尊師愛徒、崇尚技能的良好風

尚，湧現出了一批愛崗敬業、踏實工作、刻苦鑽研、積極進取的好師徒，

也是一個好方法。 

(二)  在我國現有條件較適宜之職訓中心，擇一掛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技能

培訓促進中心｣ ，平時可增加對本國勞動力之訓練機會與設備，另外每

年整合各界現有職訓援外工作之資源，辦理 APEC職訓特別班，一則可

替我職訓中心爭取與國際接軌之機會；提供國內師資與教材編列更加練

習機會；再則可讓我國在 APEC取得較多曝光與發言機會。 

(三)  各國均在著手或已設置職能架構系統，以強調技術認證而非學位掛帥的

社會風氣。馬來西亞「「「「技術本位認證技術本位認證技術本位認證技術本位認證」」」」(Accreditation of Prior Achievement, 

APA)是較有特色的制度，完全不強調正規教育與訓練，而是根據國家職

業技術標準(NOSS)之相關內容與規定，針對技術士、師傅等之現有技

術加以鑑定與評估進而認定；是推廣與實踐「行行出狀元」之工具之ㄧ。 

(四)  以比賽來提升技術比賽來提升技術比賽來提升技術比賽來提升技術，2012年 6月 20至 22日，第 42屆世界技能大賽建

築金屬加工專案選拔賽在北京舉行。中國十九冶的 4名選手分別獲得第

一、第三（並列）、第四名的佳績，搶佔了中國國家集訓隊 5 強中的 4

強。中國十九冶選拔培訓的焊接、建築金屬加工兩個工種 13 名選手，

有 10人進入了中國國家集訓隊。該公司於上(41)屆倫敦 WSC初試啼聲

即贏得銀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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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壹、 出席APEC   HRDWG「培訓培訓培訓培訓青年技職青年技職青年技職青年技職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 

一、 會議時間 

本次會議自 101年 12月 4日至 5日，會議議程如下：  

101年 12月 4日 報到 
      12月 4日 ｢培訓青年技職研討會｣   

      12月 5日 ｢培訓青年技職研討會｣ 暨 

參訪 APEC職業技能發展中心 (中國大陸無錫市)  

      12月 6日  返國 

               

二、 會議地點: 大陸無錫山明水秀飯店。 

三、 與會代表: 包括智利、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墨西哥、祕魯、菲律賓、泰

國、越南及我國派員參加；與會者還包括大陸工商業者，包括徐工集團、

十九冶等；以及主辦的地方政府包括江蘇省與無錫市各界代表計約 50名。  

    我國與會代表 1人: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綜合規劃組劉科長兆祥。 

四、本次｢培訓青年職訓研討會｣ (Seminar on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Skilled 

Youth)。 分四個討論主題如下: 1.青年技術員之成長與培訓；2.青年技術員培

訓政府之角色；3.青年技術員之公共就服；4. 工業與教育機構之責任。 

(一一一一) 主題一:  青年技術員之成長與培訓 

1. 中國大陸職工教育和職業培訓協會畢常務副會長結禮報告:「青年技能成

長規律和培養模式」。 

2. 中國大陸十九冶集團有限公司李副總經理瀟報告:「冶金建築施工企業:

青年技能人才成長規律及培養模式探索」。 

3. 馬來西亞總理辦公室經濟企劃司副司長 Mohammad Zaini Mohamud報告:

「馬來西亞青年培訓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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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主題二:  青年技術員培訓政府之角色: 

1. 智利國家青年學院區域主任 Gonzalo Villela, 研發室主任 Jorge Navarro
報告:「馬來西亞青年培訓與成長」 

2. 馬來西亞總理辦公室經濟企劃司副司長 Kamarul Arifin Abdul Aziz報告:

「馬來西亞青年培訓之政府角色」。 

3. 祕魯教育部專員 Ligia Calderon及 Wilfredo Rimari 報告:「技術與職業訓

練政策」。 

4. 越南勞工部身特司副司長 Phuong Nguyen Kim 報告:「越南青年培訓與

就業促進方式」。 

5. 菲律賓職訓教育與技能發展署專案經理 Marissa Legaspi 報告:「菲律賓

青年技術員培訓之政府角色」。 

((((三三三三) ) ) ) 主題三: 青年技術員之公共就服 

泰國技術發展局資深官員 Sermsak Rumjuan 與泰國 Kamphaeng Phet 技

術學院主任 Surang Apirom Vilaichai : 「泰國之青年技工的就業服務」 

((((四四四四) ) ) ) 主題四:  工業與教育機構之責任 

1.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劉院長啟中報告:「馬來西亞青

年培訓與成長」 

2.  中國大陸徐工集團黨委書記徐筱慧報告:「企業在青年技能人才培養

中的責任和義務」 

3.  墨西哥 Guadalajara 大學亞洲與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 Fernando 
Torres de la Torre及教育部評鑑處處長 Marlenne Mendoza Gonzalez報
告「墨西哥教育制度」 

4.  我國職訓局綜規組劉科長兆祥報告: 「中華台北職業訓練經驗，尤

其在青年培訓與產官學合作方面」 

 

五、研習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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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馬來西亞:最具代表之東協 4個出席經濟體(泰、越、菲、馬)； 

  馬國 2020年經濟計畫中，預計在 2011到 2020年之年均經濟成長率達 6%，

多創造出 280萬就業機會；其中需要 130萬名技術工人，尤其在零售服務業與

觀光業方面，而就業地區以大吉隆坡市為主。從圖一可看出，馬國與東協各國

纇似在過去 40 年中，經歷過兩次能源危機、兩次金融危機(97 年東南亞及

2008-09 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平均年成長率有 6.3%，優於已發展國家的平均

值(黃色虛線)。(詳圖一) 

Sustainable Real GDP GrowthSustainable Real GDP Growth

6.3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97/98

Sept ‘01
incident

% growth

US$2 to US$15
(per barrel) US$15 to US$40

(per barrel)

Advanced 
economie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Recession

08/09

Averaging 6.3%

3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  :  :  1970-2010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經濟經濟經濟經濟發展圖發展圖發展圖發展圖    

  馬國一年各級職校有 23萬新生註冊，70%是公立學校；在約 1 千所職校中，

45%是公立技職學校。預計 2020年時對合格技工之額外需求約有 130萬名。以

目前馬國一年能完訓 130萬技職工；估計尚缺乏 5萬 9千名技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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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into a manufacturing & services-based 
economy
Transformed into a manufacturing & services-based 
economy

1970: US$15.8bn

2010: 
US$173.4bn

GDP increased by 

11 times

4               

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1970:  1970:  1970:  1970----2010201020102010 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馬來西亞經濟發展趨勢趨勢趨勢趨勢圖圖圖圖 

   馬國從 1970年代 GDP僅 158億美元，成長 11倍，到 2010年的 1千 734
億美元，經濟結構也改頭換面，服務業比重從 39%成長到 56%；製造業則由 12%
上升到 28%；農業則由 26%下降到 7%；礦業由 18%降到 8%。(詳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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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ptions:
1.Total to be delivered by TEVT system: graduates required for NKEA (1,330), with 15 to 20% moving to further education + graduates to be delivered for non 
NKEA sectors based on 2010 data (350,000) and excluding 350,000 diplomas to be produced by universities (public, private and KTAR. – source MOHE). 
2. Output from Vocational Colleg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5% from student enrolment).
3. Optimization: additional capacity and redeployment to diplomas at Polytechnics (target: 356,000 diplomas by 2020), planned new institutes at MOHR and 
MOYS and hypothesis of potential optimization of utilization rate to 100% vs. 80-90% on average today (excl. Polytechnics). .
4 Total graduates per year: 25 to 30K, or 50K capacity seats based on average  of 2 enrolment years per graduate.
Source: Data request from TEVT agencies, Tracer Studies at MOHR, MOYS and Polytechnics, NKEA forecasts, BC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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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三三三三:  :  :  :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職校生職校生職校生職校生 2020202020202020 年預測圖年預測圖年預測圖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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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editations of TEVT sectors
"Skills" and "Vocational & Technical" separate sect ors with distinct accreditation.

1. Certificates in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phased out. Certificates can either be skills-based or knowledge-based
Source: MQA; BC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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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四四四四:  :  :  :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職能認證職能認證職能認證職能認證圖圖圖圖 

      從圖三可以瞭解，馬國目前公立職訓機構每年可完訓 75 萬技職工(其中

25萬有畢業證書，50萬有完訓証明)，另外私立機構可以提供 45萬技職工(5萬

有畢業證書，40 萬有完訓証明)，每年有 23 萬新生進入職訓機構，馬國 2011

年編列 2 億美元之相關預算。值得注意的是，完訓證明比畢業證書高出許多，

在公立機構的比例是 2:1；在私立則是 8:1。所以馬國就仰賴馬來西亞職能架構

來協助產官學界對職業技術之認證與合作。職能架構又分兩類，一是國家職業

技術標準(NOSS, National Occupations Skills Standards；1992年成立)，其二是馬

來西亞職能認證架構(MQA，Malaysia Qualification Accreditation；2007年成立)。

(詳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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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 to skills training are divided into two, Ins titutions-based training and Industry-based trainin g 

11

Institutions-based training Industry-based training
Skills 

Training

� Malaysian Skills Certificates Level 1, 2 or 
3;

� Malaysian Skills Diploma (Level 4); or 
� Malaysian Skills Advanced Diploma (Level 

5). 

� Certificates
� Diploma and Advanced Diploma;
� Degree and higher

    

圖圖圖圖五五五五:  :  :  :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技術訓練種類技術訓練種類技術訓練種類技術訓練種類圖圖圖圖    

National Dual Training 
System (NDTS)

Accreditation of Prior 
Achivement (APA)

� Producing K-worker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up-to-date method 
inline with the industries needs

� Implementations in 2 locations;
� training institute – for basic and 

theories (20-30%)
� Work place – practical and hands-on 

(70-80%)

� 29 training curriculum from 2005 –
2011. 

� Participation of 26,000 trainees and 
1,119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1.

� Programme to recognise skills 
workers expertise through their work 
experience

� Workers doesn’t have to attend 
formal training but register and 
present evidences of  the acquired 
expertise to be evaluated and 
verified based on  specific NOSS 
requirement

� 41,725 number of participants 
graduates under APA programme
from 2005 to 2011

12     

圖圖圖圖六六六六:  :  :  :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業界職業訓練分類業界職業訓練分類業界職業訓練分類業界職業訓練分類圖圖圖圖    

            在這制度下，職業訓練可分成機構型職訓與產業型職訓，前者可以核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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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高級證書及畢業證書；後者則強調以不同方案與計畫執行職訓，可以核發

馬國技術證書 1到 5級。後者較具特色，有可分國家雙軌訓練(NDTS，National 

Dual Training system)與技術本位認證(APA，Accreditation of Prior Achievement)

兩種。雙軌制度是一般的產學合作，利用 20-30%時間之學術訓練理論基礎外加

70-80%時間的實務操作與實習，以符合產業實務需求；2005-2011年共執行 29

個項目，2007-2011年共有 2萬 6千名技工加上 1千 119家公司投入。。技術本

位認證是較有特色的制度，完全不強調正規教育，而是根據國家職業技術標準

(NOSS)之相關內容與規定，針對技工現有技術加以鑑定與評估；2005-2011年

共有近 4萬 2千名技工獲得認證成功。 

Malaysia needs to close the gap to achieve the char acteristic of a first-world 
talent base

Skilled 2 labour force
Percentage, 2008

Source: World Bank Education Statistics, Economic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Korea Ministry of Labour, 
Singapore Ministry of Manpower, U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1 Adjusted to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and other skilled occupations
3 Tertiary education is the educational level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e. after 11-12 years of basic schooling. Colleges, universities,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 are the main institutions that provide tertiary education

Malaysia
(2010)

Singapore

Republ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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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land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United 
Kingdom

Hong Kong

Country

OECD average = 37.6

36.0

42.5

42.9

36.3

43.8

29.3

51.0

28.7

Labour force with tertiary 
educ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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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七七七七:  :  :  :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邁向已開發邁向已開發邁向已開發邁向已開發經濟經濟經濟經濟之人力配置之人力配置之人力配置之人力配置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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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就是馬國提升勞動力水平之目標，它以 OECD 之三個標準來衡量人力

資源利用成果，第一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之勞工產出值，OECD平均值是 6 萬

4800美元，美國 9 萬 2900美元最高，香港達 7 萬 8600美元，新加坡 6 萬 800

美元，韓國 5萬 2900美元；而馬來西亞在 2009年僅有 2萬 6600美元；第二個

指標是技術工所佔比例，OECD 平均比例是 37.6%，新加坡 51%最高，芬蘭

43.8%，澳洲與英國 42%以上，美國與香港是 36%；而馬國僅有 28.7%；第三

個指標是大學生佔勞動人口比例，OECD平均是 27.4%，新、韓、芬蘭、美國、

英及澳洲均超過 31%以上，香港 25.6%而馬國是 24.2%。(2011年我國 15-24歲

之青少年本向比例已經高達 42.51%；請參閱第請參閱第請參閱第請參閱第 44頁附錄二相關資料頁附錄二相關資料頁附錄二相關資料頁附錄二相關資料) 

                馬來西亞的 2015年目標是技術工佔全體勞動力 33%，採用已開發國家之

平均值為 39%來判斷，OECD之平均值是 38%，韓國 2007年為 36%，台灣 2007

年為 33%，新加坡在 2008年即高達 49%。(詳圖八) 

84
74 72 67

16
26 28 3380

60

40

20

100

0
Malaysia 

2015
Malaysia 

2010
Malaysia 

2005
Malaysia 

1990

Semi-skilled and Low Skilled

Skilled

67
51

67 64 62

33
49

33 36 3880

60

40

20

100

0
OECD 
2010

Korea 
2007

Taiwan 
2007

Singapura
2008

Malaysia 
2015

Developed
countries 
~39% Skilled 

By 2015, we expect share of skilled positions to in crease to 33% of total 
jobs, approaching developed countries' proportion

Skilled positions to increase to 33% 
of total jobs from current  28%...
Skilled positions to increase to 33% 
of total jobs from current  28%...

...to approach developed countries' 
proportion of skilled labour
...to approach developed countries' 
proportion of skilled labour

% of total jobs % of total jobs

TOWARDS A DEVELOPED COUNTRIES 

                 

圖圖圖圖八八八八:  :  :  :  2012012012015555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技術工比例之目標技術工比例之目標技術工比例之目標技術工比例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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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九九九九:  :  :  :  2012012012015555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職業訓練架構職業訓練架構職業訓練架構職業訓練架構圖圖圖圖    

   展望 2015年馬國職訓整體系統，共有 5個思維因素，第一是雇主需求，2020

年到底需要甚麼樣勞動力?如何縮短學用落差與聘僱落差? 產業如何增進與學

術界互動? 第二是教育方面，如何讓學生能夠接受職業教育為主流教育仍是重

中之重；各利害關係人也要協助各級技職學校吸引學生註冊入學；第三是技職

訓練提供者，在供給方面如何改善教師、課程內容、軟硬體設施與 KPI 值；在

需求方面，如何吸引勞工需求者掏腰包出資培訓勞工?政府的角色又是如何? 第

四個是，職業訓練的出路，如何能夠學以致用，教學內容如何與時俱進? 第五

個是，整個職業訓練體系的整合，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政府、產業、學術單位、

培訓機構、認證單位等；整個職訓架構需要定位清楚易於整合。 

 

5-2    本次研討會另一特色是，邀請中國大陸兩大公司，徐工集團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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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冶集團分享該集團如何訓練其青年員工，茲分述如下: 

  

5-2-1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徐工集團簡稱徐工集團簡稱徐工集團簡稱徐工集團））））: 

   5-2-1-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總部位於中國江蘇省徐州市，中國大陸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

商，主要產品涵蓋工程起重機械、鏟土運輸機械、挖掘機械、築路及養護機

械、路面及壓實機械、混凝土機械、樁工及非開挖機械、鐵路建設裝備、高

空消防設備、重卡及特種專用車輛、專用底盤、發動機、液壓件等主機和工

程機械基礎零部件產品。 

      1983年 3月成立至今，徐工集團一向執中國大陸工程機械領域之牛耳，

不僅建立了品種齊全的工程機械設計製造體系，還在汽車起重機、隨車起重

機、壓路機、挖掘裝載機等 9類主機及 3類關鍵零組件市場佔有率也均佔居

中國大陸第一。另有 5類主機的出口量也位居中國大陸第一。按照《中國工

程機械》2011年 7 月的評選，徐工集團以 870億人民幣銷售額，出口創匯

10.8億美元位列中國大陸第一，世界工程 50強的第五名。預計 2015年將有

3千億人民幣之營業總額，位居世界重機第三名，擁有 3萬名員工。 

 

5-2-1-2訓練計畫訓練計畫訓練計畫訓練計畫: 在技能人才職業轉化的過程中，青年普遍面臨著知識與實

踐轉化，人際與環境適應、職業與能力發展等現實問題。基於技能人才培訓

的 721 法則(及 70%來自於企業實踐歷練，20%來自於職業教育學習，10%

來自於個人自主提升)。企業在青年技能人才成長的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採用的方法包括:1.科學與健全的培訓機制，從甄選、培訓、培養到評價、

僱用、晉升、薪金和激勵的一體化鏈接機制。2. 多元與高效的發展路徑，

包括資格培訓、崗位培訓、技能競賽、導師帶徒、梯隊幫帶、團隊研究、崗

位輪訓、項目鍛鍊、複合型培訓等工作化學習成長路徑，以滿足不同梯隊階

層及青年技能人才自我學習、團隊提升的需求。3. 立體與寬廣的發展平台，

企業通過建立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開發和管理系統、員工培訓與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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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青年技能人才搭建「善操作、會管理、能創新」三位依體的能力發展平台

和橫縱向一體延伸的職業發展平台。 

 

5-2-2 中國十九冶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十九冶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十九冶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十九冶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十九冶簡稱十九冶簡稱十九冶簡稱十九冶））））     

   5-2-2-1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成立於 1966年的，是中國大陸唯一具備從礦山開採到型、板

材冶金全流程施工能力的大型綜合施工企業。公司具有冶煉、房建、市政總

承包，鋼結構、機電安裝工程、及公路路基、爐窯、管道、橋樑專業承包資

格。公司成立 40餘年來，先後參加了攀鋼、寶鋼、武鋼、昆鋼、柳鋼、南

鋼、邯鋼、重鋼、梅鋼、寶新不銹鋼、水鋼、唐鋼、酒鋼、鞍淩鋼等國家重

點冶金工程建設，還涉足並拓展了房建、市政、交通、能源、化工、建材、

電力、水利、有色金屬等行業，足跡遍及中國 25個省、市、自治區及境外

10 個國家和地區。公司現有員工 6 千人，其中，具有中、高級的工程、經

濟類人員 1500餘人，各級專案經理近 400人。下設八個區域分公司、九個

專業分公司、八個全資子公司、一個控股公司；擁有資產人民幣 15.8億元，

各類機械設備 2800多台套。  

 5-2-2-2 與台灣之合作與台灣之合作與台灣之合作與台灣之合作；台塑河靜鋼鐵廠位於越南中北部河靜省永安經區，

占地面積為 3318.72公頃，距離河內市 410公里，胡志明市 1300公里。擬建

6座高爐，設計年產鋼胚 2185萬噸。擬建 1座 20萬噸級、32席碼頭的山陽

深水港。總投資 230億美元。建成後，河靜鋼鐵廠將成為東協自由貿易區內

最大的鋼鐵廠，永安經濟區也將成為又一個國際型的鋼鐵產業重鎮。 

       河靜鋼鐵廠分兩期建設。其中鋼鐵廠一期工程將新建 3 座 4350立方米

高爐，年產鋼胚 1060萬噸，由中冶賽迪負責設計和採購，中國十九冶承擔

施工任務。中國十九冶 2013年 3 月 1 日開始第 1 座高爐的基礎施工。按照

建設計畫，第 1座高爐將於 2015年 5 月底點火，第 2座高爐擬於 2016年 5

月破土動工，第 3 座高爐則計畫於 2017年 5 月開工建設。越南總理阮晉勇

按鈕啟動建廠儀式。台塑王文淵董事長，河靜鋼鐵廠董事長林信義、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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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鴻志與會。 

 

5-2-2-3訓練特色訓練特色訓練特色訓練特色: 企業技術進步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過重大貢獻，樹立

了良好的社會形象是十九冶的宗旨。公司秉承“誠信社會為本，滿意客戶

為榮”的經營理念，努力打造“西部鐵軍”企業新形象，積極參與國內國

際市場競爭，努力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及全球經濟發展再創輝煌。 

    

        為幫助青年大學生儘快融入企業，促進大學畢業生快速成長，進一步實

施高技能人才戰略，集團公司近年來通過開展““““導導導導師帶徒師帶徒師帶徒師帶徒””””活動，在企業

裡形成了尊師愛徒、崇尚技能的良好風尚，湧現出了一批愛崗敬業、踏實

工作、刻苦鑽研、積極進取的好師徒。按照集團公司安排，各單位對近年

來“導師帶徒”活動中取得突出成績的好師徒進行了推薦。 

       

以比賽來提升技術，2012年 6月 20至 22日，第 42屆世界技能大賽建

築金屬加工專案選拔賽在北京舉行。中國十九冶的 4名選手分別獲得第

一、第三（並列）、第四名的佳績，搶佔了中國國家集訓隊 5 強中的 4 強。

中國十九冶選拔培訓的焊接、建築金屬加工兩個工種 13名選手，有 10人

進入了中國國家集訓隊。該公司於上(41)屆倫敦 WSC初試啼聲即贏得銀牌

一面。 

5-3、 各會員經濟體之職訓趨勢 :  

5-3-1青年人就業問題嚴重 : 各會員經濟體均有青年就業問題，畢業即失

業，畢業時所具能力不符合社會與企業需要，而青年長期失業或找不到工

作就淪為喪志青年，造成更嚴重之社會問題；其解決之道，採取加強學校

基本教育；畢業生之基本能力包括，語言、閱讀能力、計算能力均有問題，

一些經濟體轉回基本面，強調學生基本素質即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能

力。祕魯也看到完成高中學歷的青年最受金融風暴之影響，其失業率比學

歷更低的還高。智利則提倡以志工方式來引起青年人及全社會對全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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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心協力。智利全國有 65 %有志工行為，青年則有 45%。 

5-3-2 創業性的職業訓練: 職訓之終極目的是就業，如果將兩者合而為

一，在訓練期間及協助受訓者考慮就業，或是就是以創業為目的；可以獲

得「一舉數得」之功效。 

5-3-3強調企業辦職訓與在職訓練 : 企業不應該只是動口不動手，企業最

清楚自己要甚麼人才，企業就是人才需求者，如果企業自辦職訓工作是有

「一石數鳥」之功效，而公部門可以在財稅、補貼和行政管理上提供方便，

由企業就其所需人才加以培養與運用。例如紐西蘭的企業相關職訓就佔全

部資源的一半；中國大陸也是強調企業參與之重要性。 

5-3-4各經濟體在加速建立資格框架(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各經濟體鑒

於資格(學歷、經歷、資歷、職業訓練、技術、及專業知識等等) 之認定對

國家經濟發展與人才培育有相當重要功能，均不約而同地積極建立資格框

架，除可做人力資源與勞動力政策制定、規劃與執行之運用外；更可推動

技職教育、非傳統教育、職業訓練進而終身學習的依據。菲律賓、馬來西

亞、墨西哥及泰國等均有設置職能架構。 

6. 我國劉科長發言摘錄: 

6-1 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幾個類似難題， 

  6-1-1 人口老化又少子化，產業卻面臨勞工供過於求與高失業率問題； 

  6-1-2 經濟全球化、產業兩極化；缺工、人才短缺的情形與長、短期

失業並存並持續惡化未能改善； 

  6-1-3 何以到處都在探討「學用落差」與「僱用落差」，是教育單位失

職還是產業變化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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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青年就業困難，就學容易，輟學嚴重、成為失落的一代?是現代

青年太軟弱、家長太膩愛、家長稍有積蓄又少子化故不屑去賺

小錢? 

  6-1-5 高等教育低俗化與畢業證書貶值化，廣設大學造成一些眼高手

低、不學無術的高等教育畢業證書持有者。造成許多社會負債

與累贅。 

6-2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高學歷代表高所得，另一方面「人往高處爬」也是

人性使然；現在普遍的問題應該是，進出高等教育之門檻過低，另外

家長「望子女成龍成鳳」之正常心態與「只做白領不做藍領」的社會

風氣。 

    6-2-1 導正這種人性與社會風氣是不容易的。 

    6-2-2 釜底抽薪之道係，如何落實「學以致用」與「一技在身勝過千萬

家產」的實務作法與機制設計。 

6-3 介紹我國目前幾項措施: 

    6-3-1  強調建置「職能標準」來認證非正規教育所累積的技術與實務

經驗；並非藐視或是去教育化，而是要讓社會可以取得對技術

與師傅認同的共識。也讓青年有依據與方向來尋求技術的取得

與接受職業訓練。 

   6-3-2   強調我國人力資源的 4 個支柱，教育、訓練、外國人才與終身

學習。 

  6-3-3   強調產業與學界之合作，我國 1+1、1+3與 3+4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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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席「APEC 職業技能發展中心職業技能發展中心職業技能發展中心職業技能發展中心 (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大陸大陸大陸大陸 )」 

一、 中國大陸: 

(一) 勞動力現況: 

1. 勞動力結構出現矛盾現象: 人口達13.7億人；都市地區覓職勞動力為2500

萬人，需求只有 1200萬人，缺口有 1300萬人。大陸地區 2011年 7 月城

鎮整體失業率約 8%，依人口普查數據推估，失業人口逾 2,770萬人。因

「下崗浪潮」遺留的歷史問題，導致 51至 55歲勞動者失業率高達 16.4%。

調查追蹤發現，2012年 7 月，大陸城鎮失業率為 8.05%，較去年同期高

出 0.05個百分點。 

2. 三大群體就業問題突出，包括第一、青年人，每年有 800 萬大學畢業生；

第二、農民工，有一億人之眾；第三、失業人口，2,770萬人。 

3. 整體經濟能仍處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陰影下，復甦基礎薄弱，外需短

期內難恢復；低碳經濟要求節能減碳，增加經濟復甦力道。 

4. 技能工人結構性段缺問題突出，技能供需求極大，但供給量有限，尤其是

10 大產業規劃，提升技能人才供給是重中之重。 

5. 就業難，招工也難；雙難並存，政策難為。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就業困難；

反之，下崗工人也覓職無處。 

6. 勞動力流動結構空間變化，東西部均爭奪農民工；而技術工與普通工均發

生短缺。 

7. 就業的季節性和群體性問題複雜: 春季農民工招工難，秋季大學畢業生找

工作難；中青年就業需求大，而 45歲以上就業難。 

8. 中國大陸 2010年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達 0.61，高於全球平均 0.44，

收入不均的程度世界罕見。從地區來看，市場經濟愈發達的地區基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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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愈高，家庭收入差距也愈大。從各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高基尼係數

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常見現象。報告顯示，造成農村與城鎮貧困家庭

低收入主因均為教育程度較低；農村貧困家庭低收入還受到戶主健康狀況

與社會保障程度的影響。報告建議，要縮小收入差距，在短期可透過政府

二次分配政策來實現；長期則需透過全面提高教育水準，實現機會均等，

從而縮小收入差距。 

(二) 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緩解結構矛盾的實踐: 

1. 實施針對性的職業培訓計畫 : 2009及 2010年出台兩項政策指令；2010

年共培植 1800萬人次參加職業訓練。 

2. 對象:在崗工人 321萬人，困難企業職工 137萬人，兩後生 (即，初、高

中畢業生)129萬人，進城覓工人員 667萬人，城鎮失業人員 361萬人，

登記求職大學生 57萬人，創業培訓 109萬人。總數 1800萬人次參加。 

3. 計畫方案包括:  

(1)、農村青年勞動力轉移訂單工程: 2009-2010 由人資部舉辦，提供 20

萬職業訓練給青年農民工；主要訓練項目為，建築工、家庭保潔、

家庭看護、廚師等等。 

(2)、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 由北京提供培訓經費補貼，旨在培

訓農民工及農村青年。 

(三) 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的對策建議: 

1. 鼓勵企業進行在職訓練 : 要求企業負起社會責任，不能將職業訓練之責

任全部依賴公部門來楚理，有點是坐享其成還在批評政府作為的缺失。 公

部門可以在財稅、補貼和行政管理上提供方便，而企業應該就其所需人才

加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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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業性培訓 : 公部門可以規劃培訓規模、模式；產業發展方向；項目指

導；經營指導、案例與考察觀摩；小額擔保貸款和減稅補貼等等措施；提

供給給企業與職訓中心來參用。 

3. 中、長期人才發展綱要 : 面向「人才強國」前進，培養精湛技藝人才，

朝向新型工業化道路前進。高級技師職訓計畫包括，350 萬技師，150 萬

高級技師，50萬經濟急需(缺)人才。 

4. 「大師工作室」: 採取帶徒制度，以傳授技藝；積極辦理「 國家級大師

工作室」。 開發人力資源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此類又以傳統文化技藝

為主，包括蘇繡、錫繡、惠山泥塑、陶器、紫砂壺製造等。 

二、 APEC 職業技能發展中心職業技能發展中心職業技能發展中心職業技能發展中心 (  (  (  ( 大陸大陸大陸大陸 )  )  )  ) 揭幕儀式揭幕儀式揭幕儀式揭幕儀式 

根據前(99)年 9月份在北京召開之第五屆 APEC人力資源發展部長會議

(HRDMM)所做 3項結論之一，大陸將江蘇省無錫市之｢無錫高技能人才公共實

訓中心｣，加掛｢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技能開發促進中心之招牌（APEC Skills 

Development Promotion Center）｣。 並由中國大陸張德江副總理、人力資源和

社會安全部尹蔚民部長及江蘇省及無錫市領導幹部，於 100年 2月 17日邀請

APEC所有成員觀禮此揭幕儀式。  

1. 該中心簡介如下: 

(1) 佔地面積: 規劃用地 800畝 (1畝地 = 201坪)；總建築面積 35萬平方

米 (3.3平方米 = 1坪)； 

(2) 分 4區，包括實訓項目區，實訓商務區、實訓工廠區及生活後勤區。 

(3) 2008年完成第 1期，預計 2012年完工；目前已建成 8個實訓項目區，

66個實訓鑑定室； 

(4) 預算: 10億人民幣 (約 46億新台幣)，每年營運預算 4千萬人民幣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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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億 8千萬新台幣)； 

(5) 自 2008年以來共培訓 10萬人，鑑定 2萬人。   

2. 就 ｢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技能開發促進中心（APEC Skills Development 

Promotion Center）｣ 一項，大陸為落實其主辦之第五屆 APEC人力資源發展

部長會議(HRDMM)所做結論之一，從現有公共實訓基地擇一優等者(江蘇省

無錫市)即主動掛上 APEC名牌即可開始營運。我國亦可如法泡製，以展現

我國參與 APEC之積極性，包括： 

2.1 擇一現有較佳職訓中心，掛上｢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技能開發促進中心

（APEC Skills Development Promotion Center）｣ ，平時可增加對本國

勞動力之訓練機會與設備，另外每年定期比照接收外交部、經濟部與

國合會之職訓援外工作，辦理 APEC職訓特別班，一則可替我職訓中

心爭取與國際接軌之機會；等同多給國內師資與教材編列增加練習機

會；再則讓我國在 APEC取得較大發言機會。 

2.2 經費預算可洽外交部 APEC小組，比照職訓援助沙烏地阿拉伯，每年

編列營運經費供 APEC其他會員經濟體來台受訓。 

2.3 我國可以把握啟動階段將 TTQS、MEPP等我創職訓與就服制度介紹

給 APEC會員，以增加我國際參與度並取得主導權之機會。  

  2.4 提供附加價值:除職訓中心之硬體設備標準之建立外，在軟體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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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教師之訓練、職訓課程之設計、技師之鑑定與認證、學員之認證級

證照之題庫等，我國均有相當經驗與技術可以提供分享。 

3.  中國大陸近兩年執行模式與作法如下: 

3.1  每年就職業訓練舉辦一次政策研討對話會議； 

3.2 每年舉辦 4項訓練課程，每班 30名學員，4年預計訓練 500             
名學員； 

3.3    舉辦青年夏令研習營；每 2年舉辦一次，每次 100名來自職校與     
及技職大學青年參加；2012年舉辦第一次青年夏令營，我國教育

部有派員出席。 

3.4 第一屆預計 4個項目為: 數位控制、汽車修護、服裝設計及環保監

測與保護。 

4. 4. 4. 4. 無錫市公共實訓基地無錫市公共實訓基地無錫市公共實訓基地無錫市公共實訓基地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4.1 4.1 4.1 4.1 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國際國內交通十分便利國際國內交通十分便利國際國內交通十分便利國際國內交通十分便利 : : : :無錫市無錫市無錫市無錫市是江蘇省南部

的一個地級市、江蘇第三大城市、長三角第五大城市、歷史文化名城。

面積 4787.61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為 637萬人；2011年無錫國內生產總

值6千 880億人民幣，人均GDP達人民幣 11萬元，約折 1.7萬美元。；

地處長江三角洲、太湖之濱，東距上海128公里，西距省會南京183公

里。東與蘇州相鄰，西與常州相接。是首批經大陸批准的 13個較大城

市之一，享有地方立法權。無錫還是中國輕工業的搖籃，民國時期全國

三大工業城市之一。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中，無錫位列全國第 15 位、江蘇第 2位。無錫在取得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有文化發展相伴。從無錫走出過眾多文人，也有以寄暢園為代表的江

南古典園林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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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中華民國復置無錫縣，無錫的工商業迅速發展，是中國輕

工業的搖籃。當時，無錫的產業工人數量僅次於上海，列全國第二。從

無錫「小上海」的稱呼，足見當時無錫商業的繁榮。1937年，抗日戰爭

爆發，日軍攻入無錫城，街市遭到極大破壞，民族工業遭受致命的摧殘，

許多工廠變為一片廢墟。1953年，無錫市成為江蘇省的直轄市。改革開

放以來，無錫經濟復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1981年，無錫市列為

中國 15個國家經濟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列為中國 10個重點旅遊城

市之一。無錫市成為中國沿海地區具有較大規模、較高水平的現代工業

城市。自此，無錫市經常在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及投資環境排行榜上

名列前茅。2004年，平均每個市民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人民幣 5萬

2825元。 

      下轄的宜興市屬於宜溧山地，為天目山餘脈,有低山和丘陵分佈，最

高點是其南部的黃塔頂（611.5米），為蘇南第一峰、江蘇省第二高峰；

地區河網密佈，水美土肥，物產豐富，是典型的江南水鄉，也是全國著

名的魚米之鄉。無錫是中國吳文化的發祥地、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祥地、

中國鄉鎮企業的發祥地。無錫的旅遊可以劃分為幾個大的區域，主要有

太湖遊覽區、古運河人文遊覽區、吳文化遊覽區、江陰人文景觀遊覽區、

宜興生態園林遊覽區、國家歷史文化名村禮舍村等，在這些地方，人們

能感受到太湖的絕美，古運河的偉大，吳文化的深厚底蘊以及無錫自然

風光的優美、民風民俗的純樸。 

     無錫市旅遊宣傳口號為：｢｢｢｢無錫是個好地方無錫是個好地方無錫是個好地方無錫是個好地方。。。。」」」」地處中國大陸東部最

富饒的長三角中心節點，倚太湖、攬運河、攬長江、世稱「「「「太湖明珠太湖明珠太湖明珠太湖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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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中國重要經濟中心城市、品牌經濟城市、服務外包示範城市、中

國大陸十大最具經濟活力城市，綜合競爭力十強城市，還被權威機構認

定為中國投資環境最優城市和中國大陸最具發展前途城市之一。無錫緊

鄰上海，並建有蘇南國際機場、高速鐵路、城際鐵路、高速公路等組成

的快速交通網，國際國內交通十分便利，如無錫到北京及桃園直航 1.5

小時，無錫到上海城際鐵路 28 分鐘。 

4.2 4.2 4.2 4.2 堅持高起點規劃堅持高起點規劃堅持高起點規劃堅持高起點規劃、、、、高建設標準高建設標準高建設標準高建設標準、、、、高效率管理高效率管理高效率管理高效率管理: : : : 公共實訓基地是政府為

企業、學校提供的一個高層次、開放性、公益性的職業訓練實訓鑑定平

台。無錫市公共訓練基地規劃用地 800 畝，總建築面積 35 萬平方米，主

要建設實訓項目區、實訓商務區、實訓工廠區和生活後勤區四大功能區。

2008 年底一期建設已完成，目前已發展公共實訓服務 10 萬多人次，技能

鑑定服務 2萬人次。在此基礎上通過幾年的努力，無錫市公共實訓基地

將成為功能齊全、技術先進、國內一流、國際先進的面向全社會開放的

公共實訓平台。 

4.34.34.34.3 突出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技能人才的培養方向突出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技能人才的培養方向突出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技能人才的培養方向突出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技能人才的培養方向::::無錫市公共實訓基

地的建設目的是培養產業一線急需的各類技能人才。在鞏固現代製造業

等傳統優勢產業的同時，重點培育材料、新能源、軟件服務外包、生物

醫藥、新型環保等新興產業。2009 年，無錫物職網和光電太陽能的研發、

製造、應用擠身世界先進行列；集成電路和環保裝配的製造技術和產值、

原創動漫作品量、軟件和服務外包產業接包合同金額居全國前列。無錫

市公共實訓基地依託無錫產業轉型優勢，構建高際能人才實訓體系，已

建成適應新興產業需求的 8個實訓中心、66 個實訓鑑定室、公共實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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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性和有效性不斷增強。 

4.44.44.44.4 有持續力的財政投入措施有持續力的財政投入措施有持續力的財政投入措施有持續力的財政投入措施 :  :  :  : 無錫事公共實訓基地針對企業和學校難以

承擔的實訓項目，由政府主導，由公共財政投入建設。無錫事公共實訓

基地累計建設資將超過 10 億元，同時，無錫市政府明確市區企業職工教

育統籌經費從 2008 年起全額事項用於公共實訓基地建設的運行，確保每

年有 4000 多萬元常態化地投入公共實訓基地。此項有持續力的財政資金

投入措施保證公共實訓基地的正常運行。 

4.5 4.5 4.5 4.5 成立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獨立負責運行和管理成立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獨立負責運行和管理成立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獨立負責運行和管理成立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獨立負責運行和管理 :  :  :  : 無錫市公共實訓基地面

向社會、面向企業發展公益性、公共性技能人才培養評價服務。公共實

訓基地管理實行政事分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負責政策制定和監督

檢查，同時建立「無錫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實訓管理服務中心」，為全額撥

款事業單位，負責基地的運行和管理。建立了一支由專家諮詢委員會，

實訓項目專家組和實訓指導教師組成的緊密型與鬆散型相結合的師資隊

伍，師資規模近千人。 

4.64.64.64.6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實訓工廠實訓工廠實訓工廠實訓工廠」」」」理念理念理念理念，，，，建立公共性和市場相結合的運行機制建立公共性和市場相結合的運行機制建立公共性和市場相結合的運行機制建立公共性和市場相結合的運行機制 :  :  :  : 無錫

市公共安全實訓基地堅持以培訓擴實訓、以鑑定促實訓、以實訓出產品、

以維管帶項目的發展理念，建立在生產中實訓和在實訓中生產相結合的

「實訓工廠式」運行模式，一方面放大實訓需求，增強公共實訓的針對

性、有效性，增補院校的企業功能不足和企業的教育功能不足，實現技

能人才培養，使用「零距離」，另一方面取得公益性基礎上的市場化運作

收益，反哺公共實訓基地建設和運行，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自我造血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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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 :     

1. APEC是我國以正式會員參與之國際性組織，我國各工作小組應該發揮積極

參與之態度與實際作業，來展示我國參加國際組織之能量與實力。本會係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之主要成員，似宜更積極參與。目前本局綜合規劃組莊

組長美娟又榮任 CBN小組協調人，任期自2013年元月起為期兩年；本會(局)

有更多發揮力度與舞台空間。 

2. 就 ｢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技能開發促進中心｣ 一項，研擬擇一現有較佳職訓

中心，掛上｢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技能培訓中心｣ 之可行性，經費預算洽國

內相關單位編列，每年提供一定預算供 APEC會員經濟體來台受訓，我國

學員也可以加入訓練，培養其國際觀與國際事務參與機會。並積極把握將

TTQS(台灣訓練品質評核系統)、MEPP(多元就業方案)等我創新的職訓制度

分享介紹給 APEC會員經濟體。 

3. 就建立職能標準一節，反映出 APEC會員經濟體對「文憑主義」之傳統思

維已有省思思維。對於非傳統與正式之教育系統與制度下，所訓練出「技

術落差」與「僱用落差」之學生，在比對商界、工業界與產業界許多「黑

手出生」之大師或成就高的人，職能標準或是基準之設立包括非主流、非

正式之教育與職業訓練，正是迫不及待的事務。 

4.  「大師工作室」: 採取帶徒制度，以傳授技藝；積極辦理「 國家級大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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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 開發人力資源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此類又以傳統文化技藝為

主，包括蘇繡、錫繡、惠山泥塑、陶器、紫砂壺製造等。本局之訓練中心

四可將文化因素(例如陶瓷、交趾燒、布袋戲、京劇、著名小吃、蠟染、童

玩、書法、中國山水畫及刺繡等)擇其名師或國寶級大師坐鎮訓練中心，不

定期開班授徒，除可供文化傳承功能外，也可伺機來加以推廣給有意學習

之國、內外學員；讓國內、外人士可有探索與討教之機會並增加我國能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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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hief 

Bureau of Employment &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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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aipei

Vocational Training Experience 
in  Chinese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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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face
2. Labor Resources

3. Visions fo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4. Strategies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5.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and Plans in Chinese 

Taipei

7. Planned Efforts for Future
8. Programs for Youths
9.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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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Economic slowdowncutting down the demand, 
Globalization polarizes income, chances and ALL .

Less children, fertility rate, participation rate;  Why 
labor supply is over demand? High Unemployed??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get the right answers, then
WE MIGHT FIND the SOLUTIONS.

Skill gap issue! Wages too low? Youths (People) 
too lazy, too pampered? Education too outdated?

Parent expectation and mentality?
Too white than blue, just 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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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aipei Labor Forces Trend
� In the last decade, the overall number of labors participating in 

Chinese Taipei labor market has been increasing excep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number has increased from 9.8
million in 2000 to 11.39million in October, 2012.

11,391,000 in 
Oct. 2012

9,784,000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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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aipei Unemployment Trend

�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Chinese Taipei was 5.17% in  2002, 
however it has been diminishing ever since. 

�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2008, the unemployment rate rose to 4.14%.  In 2009, the 
unemployment rate jumped to 6.13%. 

� The unemployment rate was 4.33% in October, 2012.

0

1

2

3

4

5

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Economic 
crisis

Economic 
crisis

6.13％％％％
in 2009

4.33% in
October,  2012

5.17% 
in 2002

4.14％
in 2008

1.The Program of Getting to Work 
Immediately

2.Short-Term Employment Skill 
Program

3.The Short-term Skill Plu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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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9,856

39,025

21,000

4.33

58.84

11,391

2012

(Oct.)

By Public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11,897

36,893

23,077

5.21

58.07

11,070

2010

41,01133,76332,75039,607� Commission

21,33727,49022,03520,828� Self-Sponsored

11,53223,43111,41812,091� Subsidize

5.53

57.9

10,864

2009

4.394.143.91Unemployment Rate(%)

58.1758.2858.25Work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

11,20010,85310,713Number of the 

Workforce 

(in Thousand)

201120082007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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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Vision: Inclusive Goals for Excelling Manpower

Nurture Quality Manpower with apprehension,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and resilience to elevat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whole.

Effectively integrate and manage the Vocational Trainings 
resources within government, industries, academia and 
private sectors, providing cross-disciplinary, inclusive and 
comprehensive trainings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In lin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luctuations, cultivate 
market-oriented demands, stimulate developments of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and promot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employment.

BEVTBE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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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1/2)

The four pillar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Lifelong 
Learning

Training

Enhance the vocational 
preparation

function of education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kill Certificate
Accreditation)

Guest Worker 
PolicyEducation

Talent Recruitment
Talent Re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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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Mid-, and Long-term
•Human resource demand
(Industry manpower and 

competency demand)

Short-, Mid-, and Long-term
•Human resourcesupply
(Education, training, and 

foreign worker recruitment)

Short-, Mid-, and 
Long-term

Human resource
gap

Industrial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plus

market information into
vocational training 

demand

Vocational training oper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

1

2 4

•Training DemandSystem
1. Policy (Planned) Training Demand:
(economyHuman Resource Policy) (Focus on developing 
industry competencies or planning future training demand) 
(Develop training demand for feature industries)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specific subjects)
2. Training Demand Evaluation:
(Analyze industry and labor market and transform it into 
training demand) (Investigate national, group and individual 
training demands)
3. Real-time Training Demand: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G2B and G2C real-time service platforms)

5

•Training Supply (Competency training)
Pre-service training and on-job trainings

6

3

•Training content development
•Training energy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Resource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Self-sponsored, outsourc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2/2)
Human resource demand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supply

BEVTBE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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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on between Training & EducationDistinction between Training & Education

� Education is basic,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 Training is specific, supplementary and short-term.

(flexible, holistic, in-time and targeted)

1

2

3

Education                    Training
� Past theories Current skills
� Current students Current trainees
� Future questions                            Current problems

� Education,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33

BEVTBEVT

11

CT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Common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On-the-job  
training

General training, 
for core 
competence

Specific trainings, 
for specific 
profession, trade

Apprenticeship Trainings

Pre-job and 
Vestibule Trainings

Between-jobs Training

EDUCATION  plus training ? Or

TRAINING plus education?

BEVTBE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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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competence from 
higher training

advanced knowledge from 
higher education

core competence from 
fundamental training

core knowledge from 
compulsory education

‧‧‧‧primarily by 
private 
sectors

‧‧‧‧with solid 
foundation

‧‧‧‧primarily by 
public agency

‧‧‧‧general 
services

■■■■system

■■■■program

■■■■content

■■■■facility

Public Power

C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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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Know the Demand Effectively,   

Manage the Supply Accordingly

Collect 
information on 
the demand & 
supply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Integrate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resources and    
develop the 

Service Models

Sponsor
Employment -
oriented 
Training courses

BEVTBE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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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Job
Training

Public 
Training

On-Job
Training

Private 
Training

Vocational Training CategoryVocational Training Category

vs.vs.

vs.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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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1

Developing demand-
oriented vocational 

trainings

Goal 1

Developing demand-
oriented vocational 

trainings

Efficiently 
grasping the 
essentials of 

training 
demands 

and linking 
them up 

with supply 
managemen

t

Efficiently 
grasping the 
essentials of 

training 
demands 

and linking 
them up 

with supply 
managemen

t

Conducting 
diversified 
orientation 
training to 
help with 

employment

Conducting 
diversified 
orientation 
training to 
help with 

employment

Improvin
g on-the-

job  
labors’
skills

Improvin
g on-the-

job  
labors’
skills

Improving 
teenagers' 

competency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to 

working 
places

Improving 
teenagers' 

competency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to 

working 
places

Integrating 
training 

affairs and 
providing 
training 

information 
to 

workforce 

Integrating 
training 

affairs and 
providing 
training 

information 
to 

workforce 

Continuously 
promoting 
planning, 

management, 
arrangement 

and 
improving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with 
vocational 
training 
partners

Continuously 
promoting 
planning, 

management, 
arrangement 

and 
improving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with 
vocational 
training 
partners

Improving 
training 
units' 

training 
quality

Improving 
training 
units' 

training 
quality

Adopting 
the 

standard 
competency
model to 
develop 

cont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Adopting 
the 

standard 
competency
model to 
develop 

cont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DevelopmentDevelopment

Projects or plansProjects or plans

Strategy Map of Vocational Training

Goal 2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system to offer vocational 

trainings

Goal 2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system to offer vocational 

trainings

Goal 3

Efficiently improving 
quality of vocational 

trainings

Goal 3

Efficiently improving 
quality of vocational 

trainings

Follow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Improving Workforce’s Vocational Skills

Strategy 1 Strategy 2 Strategy 3 Strategy 4 Strategy 5 Strategy 6 Strategy 7 Strateg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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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of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Bureau of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CT Youth Commission
Youth Vocation Training Center

Training Center of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Fisheries Agency Ocean Fishe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Labor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Labor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Disabled Persons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Division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Southern Training Center

Tainan Training Center

Central Training Center

Taoyuan Training Center

Northern Training Center

Taishan Training Center

The Public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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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Training Center of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Fisheries Agency Ocean Fishe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Labor 
Affairs Bureau of Taipei/New Taipei/

Taichung/Tainan/Kaohsiung City 

Disabled and 
Disadvantaged 

Employment Division

Vocational 
Training
Division

Yunlin-
Chiayiu-Tainan Region

Kaohsiung-
Pingtung-Penghu-Taitung Region

Taichung-
Changhua-Nantou Region

Agency,Taipei-
Keelung-Yilan-Hualien-
Kinmen-Matsu Region

Taoyuan-
Hsinchu-Miaoli Region

Skill Assessment Center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The Public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2013

Ministry of Labor  2013Ministry of Labo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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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hu County

Liengchiang County

Kinmen County

Kaohsiung City

Miaoli County

Taoyuan County

Hsinchu County

Hsinchu City

Taipei City

Nantou County
Changhua County

Taichung County

Taichung City

Kaohsiung County
Taitung County

Pingtung County

Hualien County

Yilan County

Taipei County

Yunlin County

Chiayi County

Tainan County

Tainan City

Chiayi City

Keelung City

Training Centers and Training Partners under the Bureau of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1. Taishan Training Center
(Workfoc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center )

3. Taoyuan Training Center

Jurisdiction: Taoyuan, 
Miaoli, and Hsinchu area
Training partners: 335

5. Tainan Training Center

Jurisdiction: Yunlin, 
Chiayi, and Tainan area
Training partners: 341

2. Northern Training Center
Jurisdiction: Taipei, 
Keelung, Yilan, Hualien, 
Kimen, and Matsu area
Training partners: 657

4. Central Training Center
Jurisdiction: Taichung, 
Changhua, and Nantou area
Training partners: 466

6. Southern Training Center

Jurisdiction: Kaohsiung, Pingtung, 
Penhu, and Taitung area
Training partners: 398

Total:
1. 6 training centers
2. 2,197 training partn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agencies, enterprises, 
colleges, vocational training industry and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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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Training Plan

1.VTC sponsored by public institutes
2.Improving on-service labors' self-learning plans
3.Industrial Human Resource Investment Program

Labors 
With 
Jobs

On-the-
Job 

Training

1.University/College employment Program 
2.Vocational training project with dual systems

3.Student-trainees Programs
4.TheYouth's Employment Flagship  Plan

The 
youth

1.VTC sponsored by public institutes 
2.Diversified and pragmatic pre-job training plan
3.Major Training plans for talents

The 
unemployed

Pre-Job 
Trainings

Training PlanSubjectTraining 
Property

BEVTBE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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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ing diversified market-oriented pre-job trainings

1. Diversified and 
pragmatic pre-job 
training plan

2. Training plans for 
talents in several 
strategic targeted 
industries 

3. Providing convenient 
information service.

1. Unclear goals
of case 
subjects' 
career 
development

2. Employment
gaps between 
technical 
conditions 
and career 
goals

The 
unemployed

1. Conducting diversified 
market-oriented pre-job 
trainings to create 
manpower needed  by 
market demand.

2. Providing training 
consulting service and 
introducing adaptive 
training

3. Subsidizing training fees

Offering living allowance 
during training to help 
trainees settle down.

1.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2. Measur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Allowances

1. CT TrainQuali System 
(TTQS)

2. Establishing regula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perations

3. EstablishingKPIs

Requiring 
improvement 
of available 
training 
categories and 
training 
quality

Involuntarily 
Unemployed 
labors who 
are policy 
holders 
and 
Unemployed 
labors of 
the
Under-
privileged 
groups 

Training 
systems

Unable to 
sustain 
livelihood 
during training

T
he une

m
ployed or B

etw
een Jobs

1.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 with 
training partners, and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supply system.

2. Improving check-and-
balanceduring training.

3. Determining entering and 
withdrawal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job market and 
evaluation results.

Subject Issues Strategies Plans or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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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 Manpower’s Job Performance and Skills

1. Establishing standards for training 
quality.
2. Establishing guidance mechanisms to 
help enterprises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raining quality.
3. Discovering and encouraging those 
with good training quality to spread out 
the value of focusing on training quality.

CT TrainQuali System 
(TTQS) and promoting 
team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man-
power,
long working 
hour 

1.  Cooperating with private training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diversified-
pragmatic-oriented training courses.
2.  Subsidizing participating labors, 
with  80%~100% training fees  i.e.  
NT50,000 (US$1,600)in 3 years per 
person.

Labors
With 
jobs

Business 
entities

1. Encouraging business   entities 
to develop training systems and 
offer subsidies.
2. Encouraging business entities to 
co-sponsor training activity for 
their employees to share training 
resources and to expand their  
human resources for  industries 
upgrading

Plans for investing in industry 
talents: Encouraging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and the academia 
to provide labors diversified training 
courses.

Helping business entities with 
their human resource 
improvement plans:
Individual: Increasing 
individual business 
entitie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conduct trainings.
Pool : Promoting pool trainings 
by business entities.

Small scale;
Limited
training 
resources; 

Infrastruc-
ture for 
training 
quality

Limited
training 
quality

Enterprises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Encouraging
labors to 

self-
learning

Making 
business 
entities into 
learning 
organiza-
tions

Chinese Taipei’s  HRD 
InnoPrize:
Commending role-model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Improving on-service 
labors' self-learning plans:
Cooperating with unions 
to improve labors' 
professional skills.

Subject Issues Strategies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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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eenagers' Employability to the Job Market

Subsidizing universities / 
colleges to provide 
programs (with industry 
pragmatic courses, 
working experience 
courses, and general core 
competency courses).

Difference 
betwee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and the myth 
of job 
market

University 
students 
(2years 
before 

graduation)

1. Cooperating with universities' 
programs to introducing trainers 
from industries with working 
experiences to  narrow the gaps 
between schools and industries.

2. Implementing core competency 
and career guidance to establish 
correct concepts of employment.

Youths 
who 

ARE
students

Providing long-term demand-oriented 
trainings by Student-trainees systems 
to meet  manpower demands.

Vocational training 
project with dual systems
(Age 15-27)
Student-trainees 
Programs (Age 15~29)

Youth Placement Flag-ship 
Program
1.o-t-j training
2.Hand-on practices and o-t-j

training

Employability
gaps  
and 
insufficient
working 
experiences

Youths 
who are 

NOT 
students

1.Developing practice and training model to 
connect manpower demands within 
training centers' jurisdictions to help 
youths go to the job market smoothly.

2.Offering training allowance so youths can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without worries.

Age 
15~27(29)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diploma

Age 15~29
The 

graduated

Low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weak  
employability

Subject Issues Strategies Plans

Age 
18~29
The 

graduated

Skill gaps

1.Enlarge learning scopes
2.Enhance mindsets
3.Integrate with PES, to guide the 

youth with systematic trainings

Training Subsidies for 
Unemployed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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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y Model

Growth Model

Rooted Model

Youth Youth 
PlacementPlacement
FlagFlag--ship ship 
ProgramProgram

Employers work with 
VTC to create student-
trainee program, BEVT 
reviews the program 
and provides allowance 
for the training expenses, 
aiming at narrowing the 
employability gap.

To narrow the employability gap, VTC developed job-
&-market-oriented training courses.  VTC self-
sponsored VT programs. After the trainings, trainees 
referred to private sector for another 3 months on-job-
training. Private sector provides allowance (BEVT 
subsidized US$400/month), private sector is entitled to 
having the priority in hiring the trainees.

VTC coordinates with 
private sector with 
employment in mind to 
target youths with skill 
but no working 
experience, providing 3 
months on-job-training.  
Private sector provides 
allowance during 
training period (BEVT 
subsidizes US$400/
month). Trainees have 
priority in getting jobs.

Youth PlacementYouth PlacementFlagFlag--ship Programship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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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ze Colleges for Placement Programs
Target Areas:
♦ Distributions                ♦ Tourism
♦ Financial                       ♦Medical & Domestic cares
♦ Management/Administration  ♦ Human Society & Education
♦Mgt of Info systems     ♦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 Digital Contents           ♦Metal Electric 

Trainers 
From 

Industries

Cross-
Disciplinary
Capability 

Employment-
oriented

Integrating industrial resources, 
provide market-demand vocational trainings

E
xcel C

areer 
planning

S
tep-up 

C
om

petitiveness

Course 
orient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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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WinsTriple Wins

Skills &
Certificates

Diploma &
Education

Jobs &
Employments

VTCAcademia Industry

The Industry-Academ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Program
Industrial Bachelor Program

The Industry-Academ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Program
Industrial Bachel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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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 

• Model “3+4”
• Age 15-22
• 1st year: school education
• 2nd year: skill training at 

VTC in the daytime; school 
courses in weekday evenings 
or weekends; economyClass
B license  test

• 3rd year: field practice at 
industry; finish school 
education

• 4th ~ 7th years: formally 
employed by industry; college 
classes & government OJTs 
in weekday , evenings or 
weekends

• Model “1+3”
• Age 18-22
• 1st year: skill training at VTC 

in the daytime; 1st year school 
courses in weekday evenings or 
weekends; signing advance-
employment contract with 
project industry; economyClass
B license  test

• 2nd ~ 4th years: field training 
or formally employed by 
industry; finish school 
classes in weekday, 
evenings or weekends

• Model “1+1+”

• Bachelor degree holders
• 1st year: VTC & 

universities joint to 
deliver trainings & 
bachelor program courses 
respectively

• 2nd year: internship/ 
recruitment at industry; 
finish bachelor course

Three Models of Industrial Bachelor ProgramThree Models of Industrial Bachelor Progra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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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G

A

I

Year 7Year 6Year 5Year 4Year 3Year 2Year 1

Senior Vocational Highs（（（（Evening））））Senior Vocational Highs（（（（Evening））））

School 
education

Field practice
Scholarship: 
6 months~ 1 
year

Quality labor conditions

Technological Colleges（（（（4 years））））Technological Colleges（（（（4 years））））

School education in weekday evenings or weekends

Acquire high-school diploma, 
skill license, professional 
skill, job, further education

Pre-employed by industry, stable job, 
bachelor diploma, practical working 
experience

�School education

�Pre-job prof. training

�1～～～～1.5 years

VTCVTC

School education in 
weekday evenings or 
weekends

Further study

job

Military service

Further study

job

Military service

IndustryIndustry

government OJTs

The Industry-Academ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Program Model I- “3+4”
The Industry-Academ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Program Model I- “3+4”

BEVTBEVT

28

1st year 2nd year

Acquire 2nd bachelor degree

Leap over 
technique 
threshold

Acquire job & 
employability

1st year：：：：pre-
recruited by 
enterprises, university 
course, skill training

2nd year: 
internship/employed 
at enterprises, 
university course, OJT

22--year Bachelor Programyear Bachelor Program-- PV PV 

The Industry-Academ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Program Model III- “1+1”
The Industry-Academia-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Program Model III- “1+1”

Full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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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TBEVT

29

Future Directions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the specific groups. 
Inclusiv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No more Skill gap issues. Good preparation enables our 
youngsters and labor force with cutting-edge or tailor-
made capability for future competition or self-survival.

No finger-pointing among public sectors
It is a worldwide problem, at least in any economy
FIRST priority issue!!

Diploma is a piece of paper
Competencyis a life saver for generations.

Parent expectation and mentality?
Skill lasts longer than a heritage.

BEVTBEVT

30

Conclusions 

Develop and Sponsor In-time and Market-oriented 
Voc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Strengthen 「「「「Research、、、、Training、、、、Certification、、、、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Model.

Change the face-saving mentality. Parents need re-
educated more urgently and dramatically than youths.

Develop WDA’s Competency Frameworkand invite  
participations from private sectors

Develop Cross-disciplinary trainings and Cultivate 
Cross-borders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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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TBE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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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ppreciate your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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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 : : 我國最新青少年勞動情勢我國最新青少年勞動情勢我國最新青少年勞動情勢我國最新青少年勞動情勢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勞動情勢勞動情勢勞動情勢勞動情勢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 
科長鄭雅慧、科員李珮珊 

青少年為國家競爭力關鍵所在，世界主要國家都將青少年視為國家最重要

資產，並將其就業列為政策中的優先議題，本文藉由探討 15至 24歲青少年從

事之行職業概況、轉職情形及失業情勢等資料，以瞭解當前青少年勞動情勢，

供各界參考。 

壹壹壹壹、、、、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勞動力狀況勞動力狀況勞動力狀況勞動力狀況 

一一一一、、、、100年平均勞動力年平均勞動力年平均勞動力年平均勞動力87.2萬人萬人萬人萬人，，，，較較較較10年前減少年前減少年前減少年前減少37.5萬人或減萬人或減萬人或減萬人或減30.09% 

100年青少年平均勞動力為 87.2萬人，較 10年前減少 37.5萬人或 30.09%，

主要係少子化及高等教育普及，就學年限延長所致。依性別分，男性為 40.3萬

人，女性為 46.8萬人，分別較 10 年前減少 28.37%及 31.50%。平均非勞動力

218.0萬人，主要係因求學及準備升學之故。（詳見表 1） 

表表表表 1111    青少年人力資源狀況青少年人力資源狀況青少年人力資源狀況青少年人力資源狀況    
  單位：千人 

  
年別 民間人口 勞動力 

男性 女性 
非勞動力 求學及準備升學求學及準備升學求學及準備升學求學及準備升學    

占非勞動力之比率占非勞動力之比率占非勞動力之比率占非勞動力之比率(%)(%)(%)(%)    
90 年 3,515 1,247 563 684 2,269 91.1091.1091.1091.10    

95 年 3,194 1,005 444 562 2,189 94.4094.4094.4094.40    

99 年 3,032 872 399 474 2,159 94.9394.9394.9394.93    

100 年 3,052 872 403 468 2,180 95.2695.2695.2695.2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說  明：民間人口即 15歲以上人口扣除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二二二二、、、、100100100100年青少年年青少年年青少年年青少年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參與率勞動力參與率28.56%28.56%28.56%28.56%為近為近為近為近10101010年最低年最低年最低年最低    

受高等教育普及，就學年限延長影響，近 10 年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呈緩

降趨勢，100年平均勞動力參與率 28.56%，其中，男性 26.43%，女性 30.70%；

按年齡結構觀察，以 20-24歲 50.27%較高，15-19歲僅 8.69%，分別較 10年前

                                                 
*
 勞動力參與率係指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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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7.84及 5.04個百分點。（詳見圖 1） 

與主要國家比較，100 年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僅高於韓國之 25.5%，遠低於

美國之 55.0%；10年來各國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大致呈下降之勢，其中美國下

降 9.5個百分點最多，韓國 8.0個百分點次之，我國則減少 6.91個百分點。（詳

見表 2） 

圖圖圖圖 1111    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    

9.80 9.74 8.84 8.93 8.69

58.11

28.5628.7828.6230.1731.48 31.1032.6133.5233.9135.2935.47

9.7710.4611.0011.7113.0313.73

50.2750.2649.6451.6652.8852.6153.3354.4454.8357.2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年

%

20-24歲

15-24歲

15-19歲

 
資料來源：同表 1。 

表表表表 2222    我國與我國與我國與我國與主要國家青少年勞動力主要國家青少年勞動力主要國家青少年勞動力主要國家青少年勞動力參與率參與率參與率參與率    
  單位：% 

項目別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 美國 * 英國 

90年年年年15-24歲歲歲歲 35.47 33.5 … 46.5 64.5 68.2 
 15-19歲 13.73 11.7 15.8 17.7 ** 50.0 ** 60.2 
 20-24歲 58.11 56.9 68.9 71.9 77.1 74.7 
95年年年年15-24歲歲歲歲 31.48 30.2 38.9 44.9 60.6 66.6 
 15-19歲 9.77 7.5 12.4 16.5 ** 43.7 ** 55.3 
 20-24歲 52.61 54.6 70.7 69.5 74.6 76.0 
99年年年年15-24歲歲歲歲 28.78 25.5 39.2 43.2 55.2 62.9 
 15-19歲 8.93 6.9 15.4 15.2 ** 34.9 ** 49.3 
 20-24歲 50.26 48.9 65.8 68.3 71.4 73.0 
100年年年年15-24歲歲歲歲 28.56 25.5 36.7 42.6 55.0 62.7 
 15-19歲 8.69 7.6 12.3 14.5 ** 34.1 ** 46.8 
 20-24歲 50.27 48.0 62.8 68.5 71.3 74.0 
    按性別分按性別分按性別分按性別分       
  男性15-24歲 26.43 20.6 37.6 41.9 56.6 65.5 
  女性15-24歲 30.70 30.1 35.7 43.4 53.3 59.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各國官方網站。 
說  明：1.*為 16-24 歲，**為 16-19 歲。 
     2.…表示數值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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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就業狀況就業狀況就業狀況就業狀況    

一一一一、、、、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大學及以上就業者大學及以上就業者大學及以上就業者大學及以上就業者所所所所占比率占比率占比率占比率10101010年來上升年來上升年來上升年來上升34.0934.0934.0934.09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100年青少年平均就業者 76.3萬人，較 10年前減少 35.4萬人或 31.68%。

依性別分，男性 35.2萬人，占 46.19%，女性 41.1萬人，占 53.81%。 

按年齡觀察，15-19歲者 12.3萬人，占 16.11%，20-24歲者 64.0萬人，占

83.89%。由教育程度觀察，以大學及以上程度者比率 42.51%最高，依序為高中

(職)41.23%，專科 9.86%，國中及以下 6.40%。與 10年前相較，大學及以上增

加 34.09個百分點，餘專科、高中(職)、國中及以下均下降，分別減少 12.42、

12.64及 9.03個百分點。（詳見表 3、圖 2） 

表表表表 3333    青少年就業青少年就業青少年就業青少年就業者人數者人數者人數者人數    
單位：千人 

 性別 年齡 
年別 總計 占全體就業 

者比率(%) 
男 女 15-19歲 20-24 歲 

90 年 1,117 11.90 498 619 213 904 
95 年 902 8.92 392 510 136 765 
99 年 758 7.23 344 414 125 633 
100 年 763 7.12 352 411 123 640 

資料來源：同表 1。 

圖圖圖圖 2222    青少年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青少年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青少年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青少年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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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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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及以上

`

資料來源：同表 1。 

二二二二、、、、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主要從事之職類為主要從事之職類為主要從事之職類為主要從事之職類為服務及銷售工作服務及銷售工作服務及銷售工作服務及銷售工作    

100年青少年就業人數以「服務業部門」51.3萬人，占 67.26%最多，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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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為「工業部門」24.1萬人，占 31.63%，「農業部門」0.8萬人，占 1.11%。

各行業就業人數，以「製造業」20.6萬人最多，占 27.04%，「批發及零售業」

16.2萬人次之，占 21.25%，「住宿及餐飲業」11.7萬人居第三，占 15.28%。（詳

見表 4） 

各職類青少年就業人數較多者依序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26.6萬人，

占全體青少年就業者 34.92%，「生產操作及勞力工」24.4萬人，占 32.02%，「事

務支援人員」10.5萬人，占 13.79%。（詳見圖 3） 

表表表表 4444    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從事行業情形從事行業情形從事行業情形從事行業情形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單位：千人 

 
行業別 人數 

結構比(%)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763 100.00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8 1.11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    241 31.6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01 
製造業 206 27.0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0.0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 0.21 
營造業 33 4.35 

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    513 67.26 
批發及零售業 162 21.25 
運輸及倉儲業 14 1.78 
住宿及餐飲業 117 15.28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3 1.74 
金融及保險業 17 2.22 
不動產業 4 0.5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1 2.80 
支援服務業 11 1.4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1 1.42 
教育服務業 38 4.9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9 5.1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 1.25 
其他服務業 57 7.43 

資料來源：同表 1。 
說  明：本表行業分類係採「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8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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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    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從事職業情形從事職業情形從事職業情形從事職業情形    
100100100100 年就業者人數年就業者人數年就業者人數年就業者人數 76.376.376.376.3 萬人萬人萬人萬人    

農林漁牧業

工作人員

0.94%專業人員

7.39%

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

10.91%

事務支援人員

13.79%
生產操作

及勞力工

32.02%

民意代表、主管

及經理人員

0.03%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34.92%

 
資料來源：同表 1。 

三三三三、、、、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部分時間部分時間部分時間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之青少年之青少年之青少年之青少年，，，，近近近近7777成係利用課餘或假期成係利用課餘或假期成係利用課餘或假期成係利用課餘或假期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受高等教育普及就學年限延長而青少年希望及早吸取工作經驗影響，100

年 5月青少年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18.9萬人，占全體青

少年就業者 25.44%，按年齡別分，15-19歲占 50.97%，較 20-24歲 20.61%，大

幅降低 30.36個百分點。按教育程度觀察，以大學及以上程度者占 37.35%最高，

國中及以下程度者 12.96%最低。按工作情形觀察，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者為

13.5萬人，約占 7成。（詳見表 5） 

表表表表 5555    青少年就業者從事部分時間青少年就業者從事部分時間青少年就業者從事部分時間青少年就業者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情形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情形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情形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情形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單位：千人 

 
項目別 就業者 

部分時間、臨時性 

或人力派遣工作者 占該類就業者比率(%)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745 189 25.44 
按按按按年齡年齡年齡年齡分分分分       

15-19歲 118 60 50.97 
20-24歲 626 129 20.61 

按按按按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分分分分       
國中及以下 43 6 12.96 
高中(職) 293 44 14.97 
專科 75 15 20.51 
大學及以上 334 125 37.35 

按按按按工作情形工作情形工作情形工作情形分分分分       
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135 130 96.79 
其他 610 59 9.6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49

四四四四、、、、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21,403元元元元，，，，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2萬元以上且未滿萬元以上且未滿萬元以上且未滿萬元以上且未滿3
萬元者占萬元者占萬元者占萬元者占46.25%最多最多最多最多    

100年 5 月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為 21,403元，其中以 2 萬

元以上且未滿 3萬元占 46.25%較多，未滿 2萬元占 38.08%次之。按學歷觀察，

國中及以下青少年就業者之主要工作收入為 23,492元，專科 23,367元，高中

(職)21,769元，大學及以上 20,412元最低；主要原因為大學及以上之青少年就

業者有 3 成係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及工作年資較短所致，惟未來薪資較有上漲

空間。（詳見表 6） 

表表表表 6666    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青少年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未滿 
2萬元 

2萬-未 
滿3萬元 

3萬-未 
滿4萬元 

4萬-未 
滿5萬元 

5萬元 
以上 

平均 

收入(元) 

全體全體全體全體    100.00 38.08 46.25 13.10 1.96 0.61 21,403 
國中及以下 100.00 28.23 53.46 12.59 4.14 1.57 23,492 
高中(職) 100.00 37.65 48.28 12.86 0.85 0.36 21,769 
專科 100.00 33.82 41.85 17.39 3.79 3.17 23,367 
大學及以上 100.00 40.59 44.62 12.43 2.22 0.13 20,412 
 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30.51 26.53 3.25 0.34 0.39 0.00 10,954 

資料來源：同表 5。 

五五五五、、、、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就業者就業者就業者就業者多以應徵廣告多以應徵廣告多以應徵廣告多以應徵廣告、、、、招貼方式招貼方式招貼方式招貼方式獲得現職獲得現職獲得現職獲得現職    

青少年就業者獲得現職方法以「應徵廣告、招貼」占 43.64%最高，「託師

長親友介紹」占 33.35%居次，「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占 8.60%再次之。

（詳見圖 4） 

圖圖圖圖 4444    青少年就業者獲得現職方法青少年就業者獲得現職方法青少年就業者獲得現職方法青少年就業者獲得現職方法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就業者人數月就業者人數月就業者人數月就業者人數 74.574.574.574.5 萬人萬人萬人萬人    

自家經營

7.03%

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登記求職

2.14%
其他

0.22%

參加政府

考試分發

0.95%學校就業

輔導室介紹

4.07%

向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登記求職

8.60%

託師長親友介紹

33.35%

應徵廣告

、招貼

43.64%

 
資料來源：同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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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青少年就業者因待遇不好而自願離職居多因待遇不好而自願離職居多因待遇不好而自願離職居多因待遇不好而自願離職居多    

青少年就業者於 99 年間有轉職情形之比率為 14.88%，高於全體就業者之

6.70%，「轉職 1 次」者比率 13.05%，「轉職 2 次」者 1.67%，「轉職 3 次以上」

者 0.16%。有近 9 成 8 的轉職者原為受僱者，轉職原因多為自願離職，以「待

遇不好」占 23.67%最高，其次為「想更換工作地點」占 18.97%；而非自願離職

者占 12.60%，離職主要原因為「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占 6.71%。（詳見圖

5、表 7） 

圖圖圖圖 5555    青少年就業者轉職情形青少年就業者轉職情形青少年就業者轉職情形青少年就業者轉職情形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就業者人數月就業者人數月就業者人數月就業者人數 74.574.574.574.5 萬人萬人萬人萬人    

無轉職

85.12%

轉職2次

1.67%

轉職3次以上

0.16%

轉職1次

13.05%

 
資料來源：同表 5。 

表表表表 7777    青少年受僱者離職轉換工作原因青少年受僱者離職轉換工作原因青少年受僱者離職轉換工作原因青少年受僱者離職轉換工作原因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單位：% 

項目別 百分比 項目別 百分比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0100.00100.00100.00            

自願離職轉換工作自願離職轉換工作自願離職轉換工作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87.4087.4087.4087.40    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非自願離職轉換工作    12.6012.6012.6012.60    
待遇不好 23.67 
想更換工作地點 18.97 
工作時間不適合 13.21 
工作沒有保障 12.95 
工作環境不良 11.26 
學非所用 2.05 
無前途 1.41 
健康不良或傷病 0.46 
女性結婚或生育 0.00 
想自行創業 0.62 
其他 2.80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6.71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4.01 

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資遣 1.88 

企業內部職務調動 – 

其他 – 
 

資料來源：同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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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失業狀況失業狀況失業狀況失業狀況    

一一一一、、、、100年青少年平均失業率年青少年平均失業率年青少年平均失業率年青少年平均失業率12.47%，，，，遠高於全體失業者遠高於全體失業者遠高於全體失業者遠高於全體失業者4.39% 

100年青少年平均失業率為 12.47%，較 10年前增加 2.04個百分點，且高

於整體之 4.39%，主要係因青少年初入職場尚在學習摸索階段，較不具專業技

能，且多非家計主要負擔者，轉換工作頻率較其他年齡層高所致。（詳見圖 6） 

依教育程度觀察，以「國中及以下」與「大學及以上」失業率 13.83%最高，

「高中(職)」11.69%次之，「專科」8.77%最低。與主要國家比較，100年我國失

業率高於韓國之 9.6%、日本 8.0%、新加坡 6.7%，低於英國之 20.0%、美國之

17.3%。（詳見表 8、表 9） 

圖圖圖圖 6666    各年齡層各年齡層各年齡層各年齡層失業率失業率失業率失業率    

全體全體全體全體4.394.394.394.39

15151515----24242424歲歲歲歲
12.4712.4712.4712.47

25252525----44444444歲歲歲歲4.464.464.464.46

45454545----64646464歲歲歲歲2.642.642.642.64

65656565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0.150.150.150.15
0

2

4

6

8

10

12

14

16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年

%
全體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資料來源：同表 1。 

表表表表 8888    全體及全體及全體及全體及青少年失業率青少年失業率青少年失業率青少年失業率    
單位：% 

性別 教育程度 
年別 全體 15-24 歲 

男 女 
國中 

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及以上 

90年 4.57 10.44 11.58 9.50 12.86 10.49 8.21 11.24 

95年 3.91 10.31 11.60 9.29 10.98 10.03 8.83 11.62 

99年 5.21 13.09 13.60 12.66 14.12 12.56 11.20 13.96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    4.394.394.394.39    12.4712.4712.4712.47    12.6112.6112.6112.61    12.3512.3512.3512.35    13.8313.8313.8313.83    11.6911.6911.6911.69    8.778.778.778.77    13.8313.8313.8313.83    
資料來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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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9999    我國與主要國家我國與主要國家我國與主要國家我國與主要國家青少年失業率青少年失業率青少年失業率青少年失業率    
年別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  美國 *  英國 

90 年 10.44 10.2 6.2 9.6 10.6 10.4 

95 年 10.31 10.0 8.3 8.0 10.5 13.8 

99 年 13.09 9.8 7.4 9.2 18.4 19.3 

100 年 12.47 9.69.69.69.6    6.76.76.76.7    8.08.08.08.0    17.3 20.0 

資料來源：同表 2。 
說  明：*為 16-24歲。 

 

二二二二、、、、100100100100年青少年平均年青少年平均年青少年平均年青少年平均失業週數失業週數失業週數失業週數19.7519.7519.7519.75週週週週，，，，遠低於全體失業者遠低於全體失業者遠低於全體失業者遠低於全體失業者27.6727.6727.6727.67週週週週    

青少年失業率雖高，惟其找尋工作亦較容易，100年平均失業週數為 19.75

週，較全體失業者低 7.92週。其中初次尋職失業者為 20.83週，非初次尋職失

業者為 18.39週。依教育程度觀察，以國中及以下 28.46週最長，餘依序為高中

(職)19.43週，大學及以上 19.15週，專科 16.48週最短。（詳見圖 7） 

圖圖圖圖 7777    青少年失業者失業週數青少年失業者失業週數青少年失業者失業週數青少年失業者失業週數    
100100100100 年平均失業週數年平均失業週數年平均失業週數年平均失業週數 19.7519.7519.7519.75 週週週週    

20.83
18.39

28.46

19.43
16.48

19.15

0
5
10
15
20
25
30

初次

尋職

非初次

尋職

國中

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及以上

週 按教育程度分按教育程度分按教育程度分按教育程度分按是否初次尋職分按是否初次尋職分按是否初次尋職分按是否初次尋職分

 
資料來源：同表 1。 

三三三三、、、、青少年失業原因以初次尋職者占青少年失業原因以初次尋職者占青少年失業原因以初次尋職者占青少年失業原因以初次尋職者占5成成成成6最多最多最多最多 

100年青少年平均失業人數為 10.9萬人，10年來減少 2.1萬人或 16.43%，

失業原因以初次尋職者 6.1萬人最多，占 55.68%，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

者 3.0萬人，占 27.90%次之。（詳見表 10） 

表表表表 10101010    青少青少青少青少年失業者失業原因年失業者失業原因年失業者失業原因年失業者失業原因    
單位：千人 

     
年別 總計 

初次 

尋職 

非初次 

尋職 
工作場所業務 

緊縮或歇業 

對原有工 

作不滿意 

健康 

不良 

季節性或臨時 

性工作結束 

其他 

原因 

90 年 130 57 73 28 33 1 6 5 

95 年 104 52 52 9 34 1 5 3 

99 年 114 63 52 15 27 1 7 2 

100 年 109 61 48 10 30 1 5 2 
資料來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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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青少年有工作機會而未去就業之主因為待遇太低青少年有工作機會而未去就業之主因為待遇太低青少年有工作機會而未去就業之主因為待遇太低青少年有工作機會而未去就業之主因為待遇太低    

青少年失業者有 53.10%在找尋工作過程中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其原因

以「待遇太低」占 30.11%最高。至於其在找尋工作過程中主要因難，以「技術

不合」占 50.29%最高，其次為「工作性質不合」占 22.88%，「教育程度不合」

占 10.55%居第三。（詳見表 11、表 12） 

表表表表 11111111    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過程中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過程中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過程中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過程中    
有無工作機會有無工作機會有無工作機會有無工作機會及未去就業原因及未去就業原因及未去就業原因及未去就業原因    

表表表表 11112222    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青少年失業者找尋工作    
過程中遭遇之主要困難過程中遭遇之主要困難過程中遭遇之主要困難過程中遭遇之主要困難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單位：%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單位：% 

項目別 百分比 項目別 百分比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0100.00100.00100.00    

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原因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原因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原因有工作機會但未去就業原因    53.1053.1053.1053.10    
待遇太低 30.11 
地點不理想 10.74 
學非所用 3.37 
興趣不合 3.21 
工作環境不良 2.96 
工時不合適 1.89 
遠景不佳 0.82 
其他 – 

沒有工作機會沒有工作機會沒有工作機會沒有工作機會    46.9046.9046.9046.9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0100.00100.00100.00    

技術不合 55.29 

工作性質不合 22.88 

教育程度不合 10.55 

年齡限制 8.66 

婚姻狀況限制 – 

性別限制 – 

語言限制 – 

其他 2.63     
資料來源：同表 5。 資料來源：同表 5。 

為提升國家未來競爭力，世界各國都將青少年就業問題列為政府施政之優

先議題，因此，政府將持續掌握視青少年勞動情勢，並適時提供各項就業協助，

及保障青少年勞動權益，青少年本身亦應強化個人職能，並瞭解市場趨勢，建

立正確的工作認知與態度，才能提升職場上的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