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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國「國際勞動力專業人員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force 

Professionals, IAWP）」創立於 1913 年，為非營利之民間組織，該協會目前擁有

13,000 名會員，大多來自公民營就業服務單位，以美國州政府就業從業人員為主。 

我國係於 1965 年加入 IAWP，該協會依據國際禮儀，給予我國與其他國際會員

國享有同等禮遇，不僅可以中華民國作為分區理事會之代表名稱，並以我國國旗作

為區會代表旗幟，更於每年大會開幕式時，可與其他各國代表同持國旗入場，實屬

難得；近年來因預算限制，除每年維持由現任勞動部駐美秘書擔任我國所屬分區理

事，代表參與理事會議，行使理事職權外，我國政府部門至少維持隔年派員參與年

會，以維繫友好關係。 

IAWP 2014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2014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於 2014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在美國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Oregon, Portland）舉

行。本屆年會會議主題為「邁向未來的途徑(A Pathway to the Future)」，年會進行

方式除於開幕式與閉幕式時，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多場分組工作坊，

討論與勞動力發展及就業服務實務相關的各項議題。另外，並舉辦國際論壇，今年

討論主題為「當前我國勞動力發展之挑戰與解決方式(What is the key workforce 

challenge that your country currently faces and how is it being 

addressed?)」，邀請與會的國際代表，就各該國政策，進行專題報告與討論。 

今年中華民國代表團成員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劉科長榆華，除參與大會相關會議

外，並於國際論壇擔任報告人，就我國勞動情勢與近年推動的「縮短學訓考用落差

方案」，進行報告。出席本次會議之其他國際代表包括日本、南韓、墨西哥、拉脫維

亞、立陶宛等國家，我國的報告引起與會人員高度的興趣，並透過問題交流與回應

說明，贏得熱烈的討論與肯定。 

我國代表成員於本年 6 月 20 日抵達奧勒岡州波特蘭市，並至大會會場 The Red 

Lion on the River 報到，展開為期 5 天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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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目的 

美國「國際勞動力專業人員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force 

Professionals, IAWP）」創立於 1913 年，為非營利之民間組織，創立初期原名為「美

國 公 共 就 業 服 務 協 會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1952 年更名「國際就業安全從業員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rsonnel in Employment Security，IAPES」，2003 年再度更名為現稱。該協會

目前擁有 13,000 名會員，大多來自公民營就業服務單位，以美國州政府就業從業人

員為主，少部分為民營機構專業人員。主要成立目的為加強美國各州政府就業服務

政策與辦理現況之交流，藉以增進全體會員的成長與發展，並提供從事就業服務相

關業務人員專業認證等服務。。 

我國係於 1965 年加入 IAWP，目前為協會第 11 區會（District），由勞動部駐

美秘書擔任區會理事。該協會依據國際禮儀，給予我國與其他國際會員國享有同等

禮遇，不僅可以中華民國作為分區理事會之代表名稱，並以我國國旗作為區會代表

旗幟，更於每年大會開幕式時，可與其他各國代表同持國旗入場，實屬難得；近年

來因預算限制，除每年維持由現任勞動部駐美黃秘書耀滄秘書擔任我國所屬分區理

事，代表參與理事會議，行使理事職權外，我國政府部門至少維持隔年派員參與年

會，以維繫友好關係。 

IAWP 2014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2014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於 2014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在美國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Oregon, Portland）舉

行。本屆年會會議主題為「邁向未來的途徑(A Pathway to the Future)」，年會進行

方式除於開幕式與閉幕式時，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多場分組工作坊，

討論與勞動力發展及就業服務實務相關的各項議題。另外，並舉辦國際論壇，今年

討論主題為「當前我國勞動力發展之挑戰與解決方式(What is the key workforce 

challenge that your country currently faces and how is it being 

addressed?)」，邀請與會的國際代表，就各該國政策，進行專題報告與討論。 

今年中華民國代表團成員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劉科長榆華，除參與大會相關會議

外，並於國際論壇擔任報告人，就我國勞動情勢與近年推動的「縮短學訓考用落差

方案」，進行報告。出席本次會議之其他國際代表包括日本、南韓、墨西哥、拉脫維

亞、立陶宛等國家，各國亦在大會現場辦理文化活動，促進國際交流與互動。 

此次年會期間所舉行之理事會議(6 月 26 日)，由 IAWP 國際總會理事長 Ray 

Cabrera 主持，席間特別對於我國自 IAWP 前身「國際就業安全從業員協會」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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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之持續參與達敬意與致謝，並表達希望我國能持續參與 2015 年 6 月 14 日至

17 日於美國喬治亞州薩瓦納市(Savannah, Georgia)舉辦的下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活動，透過向各州代表與國際區會代表報告我國政府勞動力發展及就業安全保障等

相關措施，宣揚我國推動就業服務相關案例的成功案例，促進國際經驗交流。 

 

二、開幕式與國際論壇 

本屆年會進行方式除於開幕式與閉幕式時，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辦

理多場分組工作坊，討論與勞動力發展及就業服務實務相關的各項議題。另外，並

舉辦國際論壇，討論主題為「當前我國勞動力發展之挑戰與解決方式(What is the 

key workforce challenge that your country currently faces and how is it being 

addressed?)」，邀請與會的國際代表，就各該國之青年就業 (Employment of 

Youth)、移民勞工(Migrant Workers)、婦女勞動(Women in the Workforce)、技

能差距的滿足或解決(Meeting or Addressing the Skill Gaps)等相關議題，進行專

題報告與討論。 

（一） 歡迎晚會 

為促進各國代表與各州代表於年會正式開始前，能先互相認識，大會於 6 月 21

日晚間 7 時，舉辦＂Early Bird Networking＂活動。由國際總會理事長 Ray Cabrera

主持，歡迎早到的各州與各國代表團成員；會中以分享各分區最新消息開場，接著

介紹首次參與的新會員。並由國際處長 Verna Wade 介紹來自各國的代表，好讓各

州會員在年會的數日中，能多給予國際代表們關照與交流。 

晚會中也以 Slideshow 簡介了下屆年會的規劃內容及地點，邀請與會者將 2015

年 6 月 14 日至 17 日於美國喬治亞州薩瓦納市(Savannah, Georgia)舉辦年會暨國

際研討會的活動，列入年度計畫，預做安排。 

 

 

 

 

 

歡迎晚會                     右為 IAWP 國際處長 Verna W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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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幕儀式 

本次會議在五顏六色的旗幟中拉開序幕，首先，由美國各州和其他國家代表舉

著州旗和國旗進場，並由 Oregon 州國民警衛隊持美國國旗和州旗作為壓軸。在開

幕式主持人 Steve Ruggles 宣誓後，正式宣告會議開始。 

大會邀請到 Oregon 州勞工廳的副處長 Stephanie Stevens 致詞，歡迎 IAWP

的會員來到 Portland，並勉勵從事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失業保險等相關人員，在

經歷過去經濟衰退，衝擊美國各州就業市場均受到嚴重之際，大家更需要齊聚一堂，

藉此年會交流與學習新的技巧與法令，為就業服務開創出新的局面，並祝年會順利

成功。 

國際總會理事長 Ray Cabrera 接著介紹理監事、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總會

歷任理事長及本次年會工作人員，並熱烈歡迎國際代表的參加，今年除了中華民國，

今年還有日本、南韓、墨西哥、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與會。接著頒發公共政策獎

給德州勞動力委員會的執行主任 Larry Temple，感謝他超過 30 年對 IAWP 的貢獻；

最後，特別邀請已參加超過 45 場年會的 3 位會員，接受大家如雷的掌聲，由於近

年來許多年長的會員紛紛離開人世，因此這幾位前輩的出席更顯珍貴。 

IAWP 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組織，去年才舉辦過 100 週年的年會，第 2 個 100

年伊始，如何活化組織結構，並面對新時代的各項議題，是 IAWP 無法迴避的挑戰。

Ray 也承認現有組織成員以退休人員居多，急需新血的加入，希望各區理事會及每

個會員都要設法吸引新成員，總會也將更積極延攬國際會員的加入，去年的新會員

是獅子王共和國，而今年最新的國際成員則是墨西哥。除了每年年中舉辦的年會之

外，未來也將辦理更多的分區研討會或工作坊，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與會，促

進會員的學習成長，並對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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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旗和 Oregon 州旗壓軸 

進場 

我國代表劉科長榆華舉國旗進場

並簡短致意 

理事長 Ray Cabrera 

 

開幕式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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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Panel) 

題目：What is the key workforce challenge that your country currently faces 

and how is it being addressed? 

內容摘要： 

 國際論壇於年會開幕式當天舉辦，今年發表專案報告的國家，有我國、日本、

墨西哥、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國，與會各國代表均以該國勞動力發展現況進行報告，

並分享各國政府政策規劃方向，內容包括各國就業情勢與挑戰、特殊需求者的協助

方案與就業安全保障措施等。各國代表報告內容大致如下：日本代表就該國就業保

障方案與婦女就業協助政策進行報告；墨西哥代表分享了營造業的勞工保障問題與

因應對策；立陶宛代表就該國促就青年就業政策進行報告；拉脫維亞則介紹該國針

對身心障礙就業者提供的就業服務提出說明。 

我國原預訂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劉科長榆華及勞動部駐美黃秘書耀滄共同擔任報

告人，分別就我國勞動情勢與如何解決技能差距進行報告，惟勞動部因故臨時無法

出席年會，故由劉科長簡要說明我國勞動情勢後，即以較多篇幅介紹我國規劃推動

的「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報告內容可參考附錄(二)簡報資料。 

在各國代表完成報告後，隨即進行現場與會各州政府就業服務官員的詢答互

動，由各國代表提問逐一回答。其中有與會者想瞭解我國是否有協助青年就業的政

策，相關作法為何；劉科長現場回應表示，「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即有協助青年

就業的措施，我國於今年三月間更進一步提出了「促進青年就業方案」 ，由勞動部

推動，內容包括「協助職涯探索」、「增進工作技能」、「促進職場體驗」、「提供創業

服務」、「促進就業媒合」等措施，希望能提升青年的就業力及勞參率。我國代表詳

細的解說，也獲得提問州政府官員熱烈回應與討論。 

 

 

 

 

 

 

 各國代表與會員參與國際論壇實況                 我國代表發表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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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文化交流(Culture Event) 

文化交流活動在國際論壇完成後接著舉行，由我國、南韓、墨西哥、拉脫維亞、

立陶宛等代表及會員共同辦理。為了讓與會人員瞭解我國文化特色，且與 IAWP 年

會的成立宗旨有所連結，我國代表用心準備了十二生肖的介紹，並特別製作英文圖

文海報，說明生肖適合的工作，參加人員十分感興趣，開心的詢問自己所屬生肖和

特色。另外，也準備了茶包及茶葉製成的糖果，給會員品嚐，頗受好評；同時，為

推廣書法文化，特別準備無墨練習紙，簡單的使用毛筆沾上清水，就可在特製的紙

上臨帖，學習用毛筆寫簡單的中國字，吸引大批會員嘗試，氣氛熱絡融洽。利用文

化展覽與交流的機會，也提供我國勞動、經濟、教育、歷史、文化與觀光等各領域

之宣傳資料與相關資訊，藉由非正式形式向美國與國際會員介紹我國觀光旅遊與文

化活動，拉近與會各州會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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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拉脫維亞 

 

 

 

 

 

立陶宛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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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演講與工作坊 

（一） 開幕及閉幕專題演講 

1.開幕演講：Lou Radja 

 

 

 

 

 

 

 

 

題目：Dancing in the Rain – How to Thrive in Changing Times 

內容摘要： 

Lou Radja 的父母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他們在 1960 年搬到了美國奧勒岡

州，為了生活，他從兩歲起開始打工，除了增加家庭的收入，還支持他的姐妹念

大學，他畢業後還成了社會企業家。Lou 認為每個人都是彼此生活故事的一部分

寫照，因此帶我們回到他的童年，透過他的故事，告訴大家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價

值的，都能為個人、家庭和社會做出貢獻。 

Lou 說生活不是“等待風暴過去，而是學會在風雨中跳舞。”他鼓勵大家面

對改變，並正面迎戰，他認為＂改變並不是發生在我們身上，而是為了我們而發

生。”雖然面對改變時我們可能會不知所措，但重要的是藉此認識自己，並設法

超越挑戰。Lou 提醒大家“在愈黑的夜空中，星星愈亮眼。”同時提出５個關鍵

概念，練習與運用它們，將可與改變共舞：  

 感恩：用肯定的心態探詢改變如何運作，並且用感恩的心情迎接因為改變而

開始的努力，並採收努力的成果。  

 莫忘初衷：時時提醒自己，為什麼我在這裡工作，而且個人的＂為什麼＂必

須與組織的＂為什麼＂有所連結與對應，否則我們會一直有衝突感；另外，

也建議大家要認知到＂需要永遠大於我們的努力＂，這並不是否定我們正在

做的工作，而是促使我們做得更好。  

 擁抱改變：只有小嬰兒喜歡只改變，大人在面對改變時有很大問題；建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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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習變色龍，靈活地變色以適應並融入周圍環境，但仍保持著核心價值與

定位。由於人類總是抗拒改變，因此很容易直覺認為改變是不好的，或是僅

為了改變而改變，如此一來我們就浪費了進步的機會。提醒大家接受它，善

用它，並超越它！ 

 選擇合作而非競爭：在剛果有一種說法，“如果你想要去的地方可以很快到

達，一個人去。如果你想到的是很遠的地方，跟別人一起去！“眾人一起工

作，形成合力，可更勇敢地面對改變，並使成果的總和大於個別努力的總和。  

 採取額外努力的哲學：成功是在你完成被期望的任務之後，你再做了什麼！

我們必須一直嘗試做得更多，因為需要的永遠大於我們付出的。如果我們每

天嘗試更多努力，儘管改變會帶來許多問題與挑戰，但我們都將無所畏懼！ 

 

2.閉幕演講：Leigh Anne Jasheway 

 

 

 

 

 

 

 

 

題目：Unleashing the LEADER Within 

內容摘要： 

一個領導者是處於永無止境改善的狀態，因為一切都在不斷變化。  

領導力就是影響力，領導的三大任務是：1.看出人事物本身的價值，2.發掘

人事物更好的一面，3.讓人事物成為我們期待他成為的樣子。這是指，作為一個

領導者，要分析自己在做什麼，擁有改變現狀的遠見，並且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實

現它更美的樣子。因此，作為一個領導者，一定要時常問自己的十個問題： 

(1) 我是否投資於自己？（個人成長） 

(2) 我是否真正地對別的人事物感興趣？（動機）  

(3) 我是否做我所愛，愛我所做？（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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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是否投入時間與對的人相處？應該和可以幫助自己成長的人在一起。 

（夥伴） 

(5) 我是否用我的強項工作？我們並非萬能，在自己的弱項應該找其他人協助

（效能） 

(6) 我是否帶著別人達到更高的水準？（任務）  

(7) 我是否關注＂今天＂？生命由一連串的“nows”組成，成功就是現在而非

未來。（成功） 

(8) 我是否協助他人發展？（團隊）  

(9) 我是否花時間思考？應該不時跳脫自己的框架，聽聽別人的意見，有時候

最棒的想法就在那時出現。（領導） 

(10) 我是否呈現真實的自己？（個性）  

領導的其中一個危險是，人們會給你力量。所以，作為一個領導者，應該把

那力量授權回去給他們，如此一來，他們會給你更多。一個團隊最重視的三樣東

西，其一是能對他們的工作有責任感（自主性），其二是能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

（掌握度），其三是感覺自己對於最終目標是重要的（目標導向）。領導者只需要

有明確的目標和期望，並釐清責任歸屬即可。 

最後，領導的時候還是要像個人，尋求幫助或說你不知道某事，都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是 human “beings”而不是 human “doings”。 

 

（二） 工作坊 

工作坊是 IAWP 年會重要的活動之一，依研討內容分為 3 組，包括職涯發展

（Career Development）、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及勞動力服

務發展（Workforce Systems Development），3 組同時進行議題討論，與會人員

可依個人需求或興趣，自行選擇參加。6 月 23 日展開為期 3 天的工作坊，共計參與

4 場次，各場研討內容摘要如下： 

1.工作坊(1)：Future Manufacturing 

內容摘要： 

作為就業服務中心，如何確保勞工具備現今所需的技能？如何吸引雇主從我

負責的區域聘用員工？來自 Worksystems, Inc.的 Jesse Aronson 提出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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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與大家討論。 

Worksystems, Inc.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投入心力與資源追求 Portland

市、Multnomah 市和 Washington 鎮勞動力素質的提升。Worksystems, Inc.

發現有許多不同的職業介紹機構致力於開發就業機會及提升勞動力，但各機構間

若能跨域或跨產業合作，他們的努力可能會更有效率與效果。 

Aronson 分享了由一個 Worksystems, Inc.開發與正在實施的「5 階段商業

模式」，是一個能廣泛應用在精密管理系統的模式。 

第 1 階段：進行調查。首先，與業界合作，確定哪些行業是該產業的目標，

並找出他們所需的關鍵人力和挑戰。他們聚焦在製造業，特別是金屬加工，半導

體製造和食品加工。  

第 2 階段：盤點與分析。透過雇主調查、面談和焦點團體討論，與區域產業

合作，收集當地主要的資料數據，並製作和在地關注議題、趨勢、勞動力概況的

簡要報告。 

第 3 階段：召開會議。這一步的目的是要排出各項潛在倡議的優先順序。

Worksystems, Inc.提出了勞動力方案和產業投資方案，並發展了初步行動計畫。 

第 4 階段：採取行動。他們開發出執行計畫，以積極因應製造業的勞動力挑

戰，致力於吸引青年、尋找合格的員工候選人，並透過提供完善且不間斷的培訓

服務及輔導小型製造商，以強化該地區的製造業社群。 

第 5 階段：評估。最後將產生一份報告，以確定下一步該採取的措施。 

Worksystems, Inc.的目標，是透過開發合格的勞動力，以成功媒合雇主和

求職者，並成立單一窗口維持勞雇雙方的互動和聯繫，及對其所提供的服務提出

擔保。他們認為，通過這樣的合作模式，可以培養地區的人才庫，並建立強大的

經濟基礎，未來並可及時採取措施以因應各項改變與挑戰。 

 

2.工作坊(2)及(3)：Work Ethic 

內容摘要： 

Josh Davies 是工作倫理發展中心的首席執行官。該組織成立於 2009 年，

目標有三：1 了解工作倫理，2 檢測查工作倫理差距的影響，3 尋找發展工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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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方法；美國有超過 500 個地區使用它的服務。  

Davies 首先說明工作倫理的培養，其實從父母對我們的教養就開始發展，

根據研究，在父母小孩一起吃飯的家庭裡，孩子日常生活表現較沒有一起吃飯的

孩子合乎常軌。接著說明大家常有的誤解： 

(1) 誤以為工作倫理只是努力工作。有研究發現，勞工願意加班，但延長工作

時間的結果卻是效率下降。 

(2) 誤以為工作倫理是天生擁有的。事實上，人們可以從接受訓練培養出來。 

(3) 工作倫理不是我們學到的東西，而是訓練出來的行為，並且是隨著工作場

所的變化不斷發展的。  

2012 年美國有 24 萬人被解僱，據調查，最主要原因如下：  

 不誠實  

 履歷造假  

 拒絕聽從指示  

 在工作中發展個人業務  

 不可靠的工作和行為  

 曠職頻繁  

Davies 提出改善工作倫理的 10 種策略： 

(1) 你要尋找的行為是明顯的。  

(2) 透過別人的角度來觀察自己。  

(3) 要不斷溝通。  

(4) 設計一個“為什麼”的情節讓自己更瞭解。  

(5) 整合你的個別期望。  

(6) 將工作倫理成為你個人品牌的一部分。  

(7) 建立短期目標，可更有效達成。  

(8) 彙集多元觀點：我們是自己最糟糕的裁判，因此要獲取他人的反饋意見。  

(9) 設法比自己認為需要的程度更努力。  

(10) 建立一個合理的自由區，保持彈性。  

最後，Davies 分享了一個領導力和責任行動計畫：KEEP-STOP-START，並

建議選擇朋友或同事一起執行、分享和互相監督。 

(1) KEEP：列出三件你身為領導者做得很好的事情，承諾自己會保持下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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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幫助他人達到目標。  

(2) STOP：列出三種違背你領導目標的行為或習慣，承諾自己停止這樣做。 

(3) START：列出三個可以成長為領導者的新技能或行為，承諾自己開始學習或

行動。 

 

3.工作坊(4)：WorkSource Oregon: An Integrated Workforce System 

內容摘要： 

本次工作坊係由 WorkSource Oregon 的經理 Patrick Gihring，為大家介

紹一種新型態的就業服務模式，搭配半日 WorkSource Oregon 的 South East 

Workforce center office 參訪行程，相關內容將於下方篇幅一併說明。 

 

四、參訪活動與閉幕式 

（一） 參訪活動 

參訪地點：South East Workforce center office 

參訪時間：6 月 24 日下午 

帶隊官員：Verna Wade  

內容摘要：  

本次研討會參觀了 WorkSource Oregon 的東南勞動力中心辦公室（共有 5 個

中心）。WorkSource Oregon 的做法不同於其他單位，是一個公私部門協力的非政

府組織，由於有州政府的資源和其他勞工團體的支援，因此擁有相當強大的團隊。

美國目前有 5 個州成立這種模式的組織，Oregon 是其中 1 州。由於它是非營利組

織，因此組織目標是致力提供完善的服務，不像其他單位係以收益績效為導向；業

務推動主軸則聚焦在促進就業及發展專業技能，不像其他單位係由資金來源主導。 

該模型的基礎在於：  

 跨地區合作 

 整合原本各自為政的方案  

 將資源從個案移轉至高品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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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orkSource Oregon 可以得到的服務有：  

 友善環境 

 工作媒合 

 技能發展 

 職業訓練 

WorkSource Oregon 已經發展出合作的制度和文化，根據調查，民眾認為這

種新的整合模式比傳統模式更有成效。該中心有親切專業的服務人員，亦有便利的

電腦設備，並設置維護個人隱私的商談室，及兼具開會與教學功能的數個會議室，

而且集結各類服務資源，因此民眾客戶可在中心自行導航、各取所需，得到他們所

需要的協助。 

本次參訪的東南勞動力中心，以前述跨部門合作夥伴關係的新模式，在一站式

提供綜合服務的部分做得相當成功，然而該中心不以此自滿，除了讓民眾自行前往

取得相關服務外，東南勞動力中心還將觸角伸至社區，不同於以往被動地等待民眾

提出申請，而是主動出擊，深入瞭解社區面對的問題，並提供更多的支援與改善方

案。 

目前東南勞動力中心正推動三項社區服務方案，對象分別是移民、青年和前罪

犯。該中心針對沒有工作經驗的移民和青年，分別設計職前訓練課程，結合企業提

供帶薪實習機會，並協助勞雇雙方的職缺媒合，該中心亦設有專屬導師，協助生涯

規劃與輔導。 

該中心最獨特的，是針對再就業有障礙的前罪犯，所規劃的職業協助方案，讓

他們為重返社會與重拾工作做好準備。該方案提供一對一的諮詢與輔導，並有職業

訓練課程、3 個月的企業實習機會、協助職涯規劃，另外亦建立專屬社團以利交流

與互相鼓勵，期能引導前罪犯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展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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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勞動力中心外觀 

 

 

 

 

東南勞動力中心服務櫃台 

 

 

 

 

民眾查詢區 

 

 

 

 

教室內牆特製白色區塊可供塗鴨或寫下點子 

 

 

 

 

電腦教室 

 

 

 

 

與東南勞動力中心工作人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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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閉幕式 

本屆大會的閉幕儀式在 6 月 25 日舉行，閉幕儀式的重點在於感恩與傳承，本

屆理事長 Ray Cabrera 除感謝每位與會人員的參與外，特別對主辦這次年會的

Oregon 州勞工廳工作同仁辛勞付出及精心安排表示高度肯定。接續辦理明年年會

的是喬治亞州勞工廳，時間訂於 2015 年 6 月 14 日至 17 日，地點在薩瓦納市

(Savannah, Georgia) 。 

在稍晚的閉幕舞會中， 2014/2015 年的新任國際總會主席 Mikell Fryer 帶著

新任的副主席及相關幹部進行宣誓，象徵正式交棒；Mikell Fryer 感謝會員持續的

支持及參與，也宣布明年的大會主題為（Collaborating for Innovative Solu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並歡迎大家前來參加下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活動。 
 

 

 

 

 

 

 

2014/2015 年的新任國際總會理事長及相關幹部宣誓 

 

 

 

 

 

 

左為 Latvia 代表 Nils，右為 IAWP 主席 Ray Cabrera 

 

 

 

 

 

 

左為 IAWP 副主席 James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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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與建議 

（一） 任公職以來一直負責政策規劃工作，能有機會參與國際會議，與各國同業人

員學習，及實地考察先進國家的制度，並拓展國際視野，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本次藉由分組工作坊及參訪活動，直接與國外專業人員交換工作心得，吸取

專業知能，確實獲益良多。 

（二） 此次赴美，能在開幕式高舉我國國旗進場，心情頗為亢奮和激動，美國各州

代表的熱情歡迎，也令人感受到 IAWP 對我國的高度重視，實應積極維繫我

國與 IAWP 長期以來的友好關係，期能於未來更一步拓展與美國勞政單位之

溝通管道。 

（三） 面對近年的全球經濟情勢變化，各國的就業環境也隨著景氣而改變，在今年

的國際論壇中，發現各國都開始面臨青年失業問題，且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已到了政府不得不重視的情形，美國、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分享了該國相關協

助措施，包括從在學期間著手，增加實習機會，或對部分對象的青年提供失

業生活津貼，及加強職前訓練，與我國現行政策類似。 

（四） 在本此研討會中參訪了 Oregon 州的東南勞動力中心辦公室(South East 

Workforce center office)，該中心為創造公平正義的勞動環境，針對移民

及前罪犯規劃職業協助方案，確實具體回應了國際勞工組織的「尊嚴勞動

（decent work）」，印象特別深刻；我國人口結構近年來朝少子化與高齡化

加速發展，行政院已責成各部會對未來勞動力供給之量與質課題及早檢討因

應，刻正研議適度引進移民，以充實人力，未來可參考 Oregon 州之做法，

規劃移民政策之配套措施。 

（五） 美國幅員遼闊、各州產業及人口差異極大，IAWP 輪流於各州辦理年會的做

法，可讓各州從業人員能多元學習，在勞動力發展、就業安全、就業服務、

進行專業交流與經驗分享，對各州勞動力的發展有很大助益。臺灣雖然不

大，各縣市間仍存有區域差異，未來可參考 IAWP 的做法，加強地方間的觀

摩互動，對於訂定因地制宜的產業發展及就業促進政策，應將有相當助益。 

（六） IAWP 的會員結構偏向高齡化，相關幹部近年來積極設法拓展年輕會員，今

年年會就提供 APP 等網路服務，其用心與努力頗值肯定；從另方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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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會員可向資深會員請益，有助專業經驗的傳承，IAWP 更提供了一個場

域，讓退休人員每年歡聚一堂，大家一起學習成長，也一起有尊嚴地變老，

在我國高齡化加速進展的情勢下，IAWP 善用長者智慧、建構「活躍老化」

社會的做法頗值學習。 

（七） 目前 IAWP 的會員國有加拿大、日本、南韓、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

墨西哥及我國，國際會員仍有成長的空間，建議其可積極開拓其他國際會

員，以提升國際論壇的深度與廣度。 

（八） 此行蒙勞動部駐美黃秘書耀滄的協助，在行前不僅協助安排各項會議行程，

並越洋交換意見，與本人合作完成專題報告之簡報，雖然因故臨時無法出席

年會，仍費心引薦 IAWP 國際處長 Verna Wade，提供必要支援，因此在會

議期間，我國代表的表現均順利成功。由於此次本人單獨參加年會，除了完

成國際論壇專題報告及文化交流活動外，尚需承擔部分外交工作，其實感覺

相當辛苦，也因此特別見識到駐外人員的辛勞與付出，才能在外派資源有限

的情況下，隨時迎接不同人事物和挑戰，是這次額外體驗與收獲。 

（九） 勞動力發展業務推動應是持續的，若我國有關社會安全及就業服務的同仁，

能積極參與國際會議，並建立與國外相關從業先進的聯繫管道，吸取新知及

累積經驗，對我國勞動力發展必有助益。建議相關勞工行政單位採取更積極

思維，編列足夠的經費，持續遴派同仁參加該會議，除強化各國的經驗分享，

未來並可邀請 IAWP 重要成員來臺訪問（本次年會中有華府前官員透露上次

訪臺是 15 年前），深化彼此的關係，並加強平日的互動，俾能更進一步與

國際交流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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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一）年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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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參加國際論壇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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