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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獎勵國家人才發展獎獲獎單位及提升我國勞動力素質，鼓勵事業團體積極

培育優秀人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112年5月27日至112年6月4日以組團方式，

由黃副組長俐文及游副組長勝璋領團率隊前往瑞典及丹麥參訪人才發展績優機

關(構)或企業。瑞典及丹麥向來被譽為全球極具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國家，不論是

職前或在職教育，甚或實習經驗之培養，皆具有高品質且全面性之規劃與發展，

使人才養成得以迅速適應職場並有更卓越之表現。而產業人才之養成與發展，亦

為該國經濟環境奠定堅實之基礎，其中政府對於知識產權之保護、創新技術發展

之支持，以及完善社會福利體系，皆提供企業對於人才創新發展有利之環境及條

件。 

本次參訪地點依據團員代表所屬產業、瑞典及丹麥重點企業及全球趨勢主題

進行規劃，包括企業、大學、基金會及政府機構等單位，透過單位間相互對話交

流及永續城市實踐作為參訪，進一步學習瑞典及丹麥於人力資源發展及環境永

續之創新思維與績優作法，藉此促進我國政府及民間企業於人才發展相關領域

之觀點，持續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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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國家人才發展獎是勞動部為獎勵推行人才發展績效，樹立學習楷模，

提升整體人才發展水準及強化我國人力資源發展而設立之獎項，分別有大

型企業獎、中小企業獎、機關（構）團體獎、非營利團體獎及傑出個案獎

五類獎項。本獎項每年除頒發獎座公開表揚獲獎單位外，並予以獎勵獲獎

單位赴國外參加人力資源發展相關觀摩、研習活動。本（112）年邀集2019

至2022國家人才發展獎獲獎單位赴瑞典及丹麥參訪國際人才發展績優單

位，行程規劃包括參訪企業、大學及基金會等機構，期藉他山之石來建立

獲獎單位之標竿形象，進而帶動並逐步擴大我國整體人才發展之效益。 

 

本年度參訪之獲獎單位年度較多，故分為「2019至2020團」及「2021至

2022團」，分別進行為期9天參訪活動。本次造訪國家為瑞典及丹麥，並依

據團員代表所屬產業（製造、通訊、能源環控、住宿餐飲以及教育業等），

同時搭配瑞典與丹麥重點企業及全球趨勢主題規劃參訪單位，包括瑞典智

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哈馬碧生態城市計畫、國際永

續城市典範-馬爾默市、LEGO 樂高總部園區以及丹麥創新基金會。 

  



2 
 

貳、參訪行程 

一、2019至2020團參訪行程（瑞典進丹麥出） 

日期 地點 行程 備註 

Day 1 

5/27(六) 
臺北→斯德哥爾摩 搭機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 曼谷轉機 

Day 2 

5/28(日) 
曼谷→斯德哥爾摩 

1.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 I 

(文化古蹟品質修復管理

人員培育及實地觀摩) 

2. 參訪行前會議 

抵達斯德

哥爾摩 

Day 3 

5/29(ㄧ) 
斯德哥爾摩 

1. 智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 

2. 拜會駐瑞典臺北代表團 
 

Day 4 

5/30(二) 

斯德哥爾摩→馬爾

默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 II 

(哈馬碧生態城市計畫) 
 

Day 5 

5/31(三) 

馬爾默→哥本哈根

→比隆 

北歐人才之都-奧瑞松生活

圈(國際永續城市典範-馬

爾默市參訪) 

 

Day 6 

6/1(四) 
比隆→哥本哈根 

LEGO樂高總部園區 

(含樂高員工訓練  team 

Building活動) 

 

Day 7 

6/2(五) 
哥本哈根 

1.丹麥創新基金會 

2.拜會駐丹麥臺北代表處 
 

Day 8 

6/3(六) 
哥本哈根→臺北 搭機返回國門 曼谷轉機 

Day 9 

6/4(日) 
臺北 返抵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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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至2022團參訪行程（丹麥進瑞典出） 

日期 地點 行程 備註 

Day 1 

5/27(六) 
臺北→哥本哈根 搭機前往丹麥哥本哈根 曼谷轉機 

Day 2 

5/28(日) 
哥本哈根→比隆 參訪行前會議 

抵達哥本

哈根 

Day 3 

5/29(ㄧ) 
比隆→哥本哈根 

LEGO樂高總部園區 

(含樂高員工訓練  team 

Building活動) 

 

Day 4 

5/30(二) 
哥本哈根→馬爾默 丹麥創新基金會  

Day 5 

5/31(三) 

馬爾默→斯德哥爾

摩 

北歐人才之都-奧瑞松生活

圈(國際永續城市典範-馬

爾默市參訪) 

 

Day 6 

6/1(四) 
斯德哥爾摩 

1.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 I 

(哈馬碧生態城市計畫) 

2. 瑞典索菲亞赫美大學 

 

Day 7 

6/2(五) 
斯德哥爾摩 

1.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 II  

(文化古蹟品質修復管理

人員培育及實地觀摩) 

2. 拜會駐瑞典臺北代表團 

 

Day 8 

6/3(六) 
斯德哥爾摩→臺北 搭機返回國門 曼谷轉機 

Day 9 

6/4(日) 
臺北 返抵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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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單位簡介與團員參訪觀察摘要 

一、斯德哥爾摩市政廳 I-(文化古蹟品質修復管理實地觀摩)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位於國王島東南角，建於 1911至 1923年間，這座

建築不僅代表著斯德哥爾摩的形象，亦為市政委員會之辦公場所，更是諾

貝爾獎頒發後之主要宴請慶祝地。 

 

有鑑於文化古蹟保護是國家或地區重要工作之一，故本次參訪目的主

要是為了解文化古蹟修復品質，透過與導覽人員的交流中，我們也發現，

瑞典卓越的建築設計及維護工藝，是來自於該國注重團隊合作的文化精神，

他們鼓勵工作團隊成員之間培養相互合作及跨職能溝通的能力，相關能力

之養成包含：建立協作平台促進知識共享、定期舉辦團隊會議和腦力激盪

會議等，使得團隊成員皆得以發揮所長，並專注於工作。透過高效能團隊

運作，讓整體空間從設計、運營和維護彼此更加相得益彰，此外，除了鼓

勵內部團隊溝通，市政廳亦同時提供相關培訓計畫、研討會與技能提升機

會，支持團隊成員個人發展及成長，並於組織內建立學習型組織文化，提

供資源以鼓勵分享成果、知識和專長。 

 

建立強大團隊的關鍵在於有效溝通與交流，因此市政廳十分重視團隊

溝通之重要性，並努力建立公開透明之交流管道，以確保訊息在組織內得

以自由傳遞。此法不僅得以注重個人專業與傳承，更能達到保護文化之重

要目的。 

 

市政廳外觀 市政廳走廊紀念各類建造

專業技師雕塑-重視專業的

象徵  

市政廳金廳，為每年諾貝爾得獎

舞會地點，正面牆上為馬賽克拼

貼而成的梅拉倫胡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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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瑞典智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 

SES 是一項戰略創新計劃平台，旨在

提高瑞典工業競爭力。根據 SES 官網揭

露，瑞典擁有 3,500多家電子公司，銷售

額達 1,720 億瑞典克朗，僱用超過 

57,000 名瑞

典人（2017年）。電子產業佔瑞典 GDP 7% ，並

提供瑞典就業人數 6%。2025年瑞典希望持續取

得世界級工業國家地位，在此願景下，該國須

克服三大挑戰—「創造價值鏈更好的知識移轉

與協同合作」、「維持並發展高端科技領域」以

及「創造更穩定的技能供給」，SES即扮演其中

要角，協助瑞典克服挑戰、達成願景。此次參訪

團員觀察綜整如下： 

我國與瑞典在科技產業發展上面臨同樣包含勞動參與性別差異、人才

斷層等問題，SES利用利用編印適合 9年級以下的學生學習的科技類教材，

讓技能養成能夠向下扎根；舉辦全國性主題日活動如「動力電子日」，邀集

有興趣的企業、教授、學生等一起參與討論及交流；SES 與瑞典皇家工學

院合作的 mentor space 計畫，幫工學院學生與業界媒合，讓科技人才的

培育能夠更加貼近產業需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SES推動的電子系統計畫已運行約 40年經驗，已

成為在科技產業各方的重要合作平台，此計畫由產、官、學、研共同盤點

出缺乏的高端人才領域，經由融合整個產業價值鏈共同參與編撰科技產業

的技術、產品設計開發、產業市場模型等相關領域參考手冊，讓使用者、

參與者、企業可下載使用，透過共創共享的方式為瑞典高端人才養成與科

技產業發展做出貢獻。 

在參訪中與 SES緊密合作的研究與創新夥伴 RISE表示，該機構目前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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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100 名員工，其中有 40%是女性，也讓團員們感受到在瑞典多元教育

及性別平等的社會價值下，科技業的性別藩籬已逐漸被打破。 

  

 

SES門口大合照 

 

  

SES介紹智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計畫 參訪團與 SES 智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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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哈馬碧生態城市計畫) 

哈馬碧生態城位於首都斯德哥爾摩東南方。為爭取舉辦 2004年奧運

會，哈馬碧被規劃為一座生態城，而後雖未能成功申辦奧運，惟生態城

之建設發展計畫自此即領先其他城市，且仍持續發展進步中。 

 

哈馬碧於建設前為一處老舊工業倉庫用地，四周凌亂且污染嚴重。直

至 1990 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取得土地所有權，相關部門得以進行生態

城長遠規劃及開發。經過 20多年發展，哈馬碧已建設為一座佔地約 204公

頃、高循環、低能耗之生態城市，成為當地再生能源、綠建築、交通、垃

圾和水處理方面之典範，是世界公認為城市永續發展突出案例。 

 

本次參訪是為了解哈馬碧生態城資源低消耗以及廢棄物循環等城市

永續發展之經驗，綜整團員觀察如下： 

 

(一) 低碳都市規劃： 

哈瑪碧申辦奧運失敗後轉為公園綠地，此住宅區高達40%綠地。雖然

現在社區規劃綠地比例較低，惟當時所留下之綠地規劃經驗，例如綠

地與水管線綠建築設計規劃，以及如何確保集水與維持生態多樣性

等，對往後建案有正面幫助。綠地規劃亦以當地樹種為主，並確保建

築間有綠色走廊。綠地的保留不僅僅是為了達到環保低碳生活的目

標，更多的原因是一種對於人類本質上就應是與自然共存的信仰。 

(二) 廢棄物循環： 

在哈馬碧，高達98%家用垃圾可被回收，透過設置在社區內的分類真

空回收桶與地下管道串聯，藉由真空抽吸技術將分類過的家用垃圾

輸送至中央收集站。不同性質垃圾於中央收集站會再次被分類評估，

有些可當場處理或再利用，其餘則被運往專業垃圾處理廠。而居民家

用垃圾的收集地點通常也是步行5分鐘內可達，分類真空回收桶的設

置處融合在社區的綠化景觀內完全不突兀，真空抽取技術成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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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圍完全沒有異味，對與垃圾收集地比鄰而居的居民來說似乎非

但不是嫌惡設施反而是便利之處。 

(三) 打造身障友善環境： 

公設規範要求設置無障礙設施，包括無障礙通道、坡道及電梯等，以

方便行動不便人士進出建築物和公共場所。相關設施皆符合國際無

障礙標準，並提供無障礙設計及引導系統，使身障人士能夠自主移動。 

(四) 綠色能源技術： 

哈馬碧透過生活垃圾與水資源回收再利用，解決當地50%生產所需能

源燃料。社區電網和國家電網相連，其中約半數供電來自核能，另一

半來自水能，最終一小部分來自風能和太陽能。 

(五) 宜居城市5分鐘規劃原則： 

理想的居住環境，居民從家中到大眾運輸、幼兒園、公園、超市這些

生活必須設施都只需要5分鐘路程。不只是宜居，也是讓所有居住者

自然無壓力的實踐低碳生活的基本條件之一。 

 

基於永續發展理念，哈馬碧生態城由政府統籌規劃建設，訂定「零碳」

目標，透過與民間的開發商溝通取得共識，建立可持續發展之能源供應系

統，實現了廢棄物、水、能源之間之循環利用。區域採用綠建築設計，且

向居民宣導環保理念及經驗。所有措施互相結合，最終方得以實現「生態

城」之理念。 

 

  

  

生活廢棄物處理系統減少垃圾運量 回收水資源形成都市景觀噴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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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永續城市典範—奧瑞松生活圈(國際永續城市典範-馬爾默市) 

奧瑞松生活圈不但是歐洲最繁忙

的生活圈之一，也創造了強大的經濟

實力，丹麥和瑞典兩國的 GDP 有 26

％是由奧瑞松區域貢獻。除了經濟動

能外，奧瑞松區域更號稱是北歐的「人

才首都」，並且是歐洲地區第七大高科

技製造基地。本次參訪的馬爾默市為

瑞典第三大城市，為瑞典南部歷史悠

久的工業城，過去以造船和建築產業為主。隨著 1980 年代傳統產業沒落

與經濟衰退，當地人口開始外移；城市中產階級遷移至郊區。到了 1990年

代，馬爾默因鄰近歐洲，交通便利，吸引大量移民來此定居。2001年，市

政府於廢棄的西南部港口舉行城市建築博覽會（Bo01），此後，當地新住宅

興起，並成為該市的新興社區。所謂 Bo01計畫是設計一個讓人安居樂業

的地方，城市有設置願景發展委員會，透過制定一連串計劃希望吸引企業

來做投資設立運營總部，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聚集本次參訪主要是為了解

工業老城如何轉型為生態重鎮之過程，以及馬爾默如何成為人才培育之都： 

 

(一) 可再生能源與綠建築：馬爾默永續城市致力於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

賴，提倡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該城市建立了風能和生物能源等可再

生能源設施，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該城市推廣綠色建築和高效能

建築，鼓勵使用可持續材料、節能設備和綠色建築設計，以降低能

源消耗和碳足跡。 

(二) 社區參與：馬爾默永續城市重視社區參與，鼓勵居民參與可持續發

展項目的規劃和決策過程，確保他們的聲音被聽取並參與共享城市

發展成果。 

(三) 教育機構：提供廣泛的學術課程和研究領域，為當地和國際學生提

供優質教育和培訓機會。奧瑞松生活圈擁有多所優秀的高等教育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o0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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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包括烏普薩拉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大學。這些大學在各個領域都

享有很高的聲譽，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學生和學者前往該地區學習和

研究。 

(四) 創新和創業生態系統：提供各種資源鼓勵和支持創新創業，包括交

通補助、培訓補助及稅賦降低等措施，吸引企業來此設立總部、提

供工作機會，使當地成為人才聚集之地。 

(五) 多元文化和國際化：馬爾默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及人才，相對

彈性且寬鬆的外勞政策吸引了188不同國籍人種聚集於此工作，造

就了多元文化的城市，有助於促進不同思維和創新交流。 

(六) 研究和科技領域：馬爾默不只專注於科技與創新，更注重人才培

育。區域內有12所大學(4所瑞典大學、8所丹麥大學)，另設有企業

研發中心，致力於再生能源和創新科技發展，故而形成北歐「人才

首都」，這些學術研究機構皆為區域內產業提供強大動力。 

 

雖然馬爾默市是一個宜居且人才充沛的都市，但也有一些隱憂浮現，

參訪時解說員表示，瑞典是對難民極為友善國家，在馬爾默對難民的收容

採開放政策，難民在此從小到大學都有政府資助學習並給予安置與生活津

貼，然而畢業後要進行申請才能有工作權，而往往申請工作的等待期可長

達一年，在等待工作許可期間的經濟困難也導致社會與治安問題。 

 

 

2021-2022團馬爾默海事大學合照 

 

2019-2020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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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EGO樂高總部園區 

 

樂高除為歷史悠久且著名之積木玩具品牌外，亦透過遊戲理念及體驗，

進行多元轉型及創新，進而創造品牌影響力，並於 2015 年 2 月獲 Brand 

Finance評選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品牌」。本次參訪目的是以 team building

樂高員工訓練活動為主軸，將團員進行分組競賽，透過活動方式讓團隊成

員共同為同一組織目標培養默契、共同討論、建立分工機制等，以達成團

隊共同目標，這也提供人資在培訓課程以及團隊組成上的創新想法，其中

與人才發展最相關者，即為運用積木進行團隊培育各類規劃，包含： 

(一) LEGO ® SERIOUS PLAY®：由樂高公司與戰略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領

先研究人員合作開發，包含瑞士 IMD的 Johan Roos和 Bart Victor

教授、樂高集團首席執行長 Kjeld Kirk Kristiansen 等人。透過 

LEGO® SERIOUS PLAY®，可將樂高作為戰略制定、創新、團隊建設等

工具，以玩樂和創造力來研究組織挑戰、更新流程、發展戰略及團隊

協作等。 

(二) LEGO® Business & Bricks：運用五大要素（積極參與、負責任思考、

本地靈感、創意設置及投資回報），以樂高積木設計不同活動，側重

於透過溝通練習相互理解，包括願景、價值觀等，藉此探索公司定位

及發現公司所面臨之挑戰。 

(三) Corporate Events at LEGOLAND®：客製化樂高樂園團體導覽活動，

可以同事或合作夥伴共同體驗探索，完成任務後頒發獎品。 

 

  本次體驗了 Treasure Hunt in LEGOLAND 活動，由 2位工作人

員設計活動單並帶領導覽，在園區內限時完成任務，可以充分體會要

建立一個強大品牌的不易。導覽過程從以下三方面進行介紹： 

 

1. 設計規劃：在建立每一項迷你世界前，皆需進行完整的資料蒐集，

小到各種人物生活展現，大到各國特色掌握等，從最初設計規劃，

到能具體實現多元代表性與現實生活樣貌，皆需縝密評估安排。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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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挪威專案推出後，有遊客反映某處建築實際上應有設置陽台，經

過求證確認後，樂高便立即改進增設陽台，以反映真實世界樣貌；

植栽部分也大多是迷你的真實版植物。 

2. 維護保養：雪季來臨前除了需覆蓋設施外，亦需將所有零件拆卸清

潔保養，完成後再加以恢復原狀。 

3. 故障排除：偵測系統會於電路電線發生問題時啟動通知，維修人員

必須於 20分鐘內到場排除故障，否則就會發生所有動態積木大亂

慘劇。 

    以上各項成果除需要縝密細緻的標準作業流程設計及控管系統外，

亦需投入大量人員訓練與團隊合作方得實踐。 

 
樂高總部 

 

樂高園區-德國縮小模型 

 

在總部布告欄-用樂高拚 TWN.NTDA 

 
團隊活動單 

 

2019-2020 團合照 

 

2021-2022 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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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丹麥創新基金會 

丹麥創新基金會(以下簡稱IFD)由教育和研究部設立，為丹麥政府支

持研究、開發和創新活動的機構，提供資金幫助企業和研究機構開發新技

術和產品，為丹麥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作出貢獻，亦為丹麥第三大基金。

其設置目的在於將高風險、難取得之私人資金富予價值，將富有價值的研

究市場化，促成新創企業產生。在促進學界及產業界合作之外，亦著重對

於中小企業、新創企業的扶植，並鼓勵青年創業。綜整團員的觀察如下： 

 

(一) 鼓勵未來產業發展創新：IFD為一獨立機構，也是能承擔風險的政府

機構，雖由政府出資，但不受國會直接監督，惟其投資方向與產業均

由政府決定方向，並以高風險高報酬之未來產業為主要投資標的，近

年則以綠色、數位與科技創新(如量子科技、電解氫)、生物科學等為

主要投資標的，又以綠色產業投資占比最高，約占 40%-50%。 

(二) 專業審查利益回歸企業：每個案件的審查均由歐盟的專家資料庫(共

約有 4,000名各領域專家，歐盟成員國都可查詢)依據申請案件類別，

組成審查委員，針對提案品質(Quality of idea)、對國家社會影響

力(Impact)及實踐的能力(Quality of execution)等進行個案評估，

審查期間約為 3 個月，通過後每 3 個月還要經過一次的複查，透過

篩選機制，讓資金投資與配置更有效益。該申請案件如後續成功，其

利益回歸企業所有，本質為鼓勵發展創新，對於高風險創新支持不遺

餘力，不以 KPI或短期成果來做為投資回報。 

(三) 合作領域廣泛多元：IFD持續投資之專案約 2千項，包含綠色能源、

人文、農業、原物料、公共建設、數位化等各種技術、研究。資金約

有新臺幣 307 億元，其專案範圍涵蓋甚廣，小從改善日常生活的專

案，大至可改變世界之大型專案，從基礎研究到實務應用；從國內到

連結國際。IFD在丹麥有多處辦公室，扮演研究創新與新創之間平台

橋樑。IFD 除了一些固定計畫外，每年無固定額度，部分補助專案亦

會視辦理情形退場，並投入新興重點專案。2023 年投資金額約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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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70億元，包括綠色、數位與科技創新、生命科學與健康醫療等領

域，其中與綠色產業相關投資占比高達約 40%。 

(四) 配合政府執行專案計畫：配合政策執行產業博士學位計畫

(Industrial PhD Program, IPhD) 、Grand Solutions計畫等。其

中 IPhD是全歐盟最早實施產學合作培育博士人才的計畫，此計畫目

的在提供產業發展與創新所需的高階人才，進而降低學用落差，每年

約有 200 位博士研究生參加，藉由 IFD 的媒合讓博士生可在產業中

進行研究，進而落實於產業實務場景中，I.PhD計畫是以企業需求為

出發點，研究主題源自企業相關議題，研究成果預期將對企業有商業

的貢獻，最終企業將擁有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企業對博士生則是

全職僱用，提供全職薪資及福利，並指派企業主管或資深同仁擔任工

作指導。藉由政府的補助下，企業能以較低成本僱用博士人才，促進

產學合作及產業效益。Grand Solutions 計畫則以扶植獨角獸新創

公司為目標，是補助計畫類別中獲投入經費最多者。 

 
IFD 致力投資未來解決方案 

 
共享辦公室辦公空間及資源回收區 

 
IFD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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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索菲亞赫美大學 

索菲亞赫美大學位於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成立於 1884 年，由當

時瑞典女王索菲亞發起，隸屬非盈利組織–索菲亞赫美協會，為瑞典醫療

保健領域頂尖之高等教育機構，專注於人類疾病、護理及健康提供高等教

育與領先技術研究，每年約有 1,300名學生。該校亦因應全球實事需求提

供相對應之教育內涵，包括技能轉換倡議（Skill-shift initiative）、

Covid-19 疫苗注射、促進和平等。該大學善於運用最新網路遠端學習技

術，打造優質創新的教育中心，其中包含多項虛擬學習場所，造就其擁有

豐富的遠距教學經驗。索菲亞赫美大學高度注重國際化發展，為師生們提

供了豐富的國際交流和合作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大學和機構建立了廣泛的

合作關係，幫助師生們提升國際視野，致力成為國內和國際醫療保健服務

領域的頂尖大學。 

本次參訪目的是為了解索菲亞赫

美大學於疫情期間技能轉換倡議計畫

及國際交流合作經驗，此次參訪由校長

Johanna Adami、學校總監 Mårten 

Jansson、Novare 基金會 CEO Fredrik 

Hillelson 與技能轉換倡議計畫主席

Malin Leffler接待簡報，綜整團員觀察如下： 

 

(一) 技能轉換倡議計畫：全球疫情期間，北歐航空公司(SAS)裁員 9成員

工，約有 1萬多人受到影響，此時，瑞典醫療工作者能量相對缺乏，

第一線醫護人員忙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有喘息的時間。該校特別於

2020年 3至 6月期間開設 COVID-19課程，針對因疫情而放無薪假或

被裁員之從業人員(例如空服員、地勤人員)，提供短期培訓，以培養

醫療助理人員，每周約可培訓 80人，快速投入第一線防疫工作。瑞

典王妃索菲亞亦於接受 3 天緊急培訓後，投入醫療照護工作達 2 個

月，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於 2020年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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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 

(二) 促進和平的教育：在 Reskill 培訓的部分，則從約 500 人接受 3 至

5天健康照護與護理基礎課程，並與約 600個機構聯繫進行媒合，最

終成功媒合超過 400人；此外，該校還為受俄烏戰爭影響的 1,400多

位烏克蘭難民成立烏克蘭文化中心，經過調查，其中 84%為女性、53%

有孩童、72%有受過高等教育；但 91%目前未有工作在找工作，而有

69%工作者想換工作；60%希望能永遠居留。文化中心也協助烏克蘭民

眾接受培訓與就業媒合。 

(三) 充分展現大學社會責任：校長 Johanna Adami 認為這些重要專案能

夠快速整合資源，提出有效的協助/解決方案，當然有成功的關鍵因

素值得我們學習，使人充分感受該校身為高等教育機構，展現大學社

會責任之作為，運用教育專業為國家社會做出實質貢獻。其成功要素

包含： 

1. 效率 

2. 不批評；保持正向支持力量 

3. 肯嘗試，縱使失敗亦無悔，因為努力過 

4. 先從小團體試做，再逐步放大規模 

5. 與各方合作 

6. 彼此要信任 

7. 能做的態度 

 

索菲亞赫美大學門口合照 
 

領團人與教職員、谷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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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駐瑞典臺北代表團與駐丹麥臺北代表處 

駐瑞典臺北代表團位於斯德哥爾摩，為我

國於瑞典之代表機構，負責推動及維繫臺瑞間

各項雙邊關係，業務包括政務、領務、教育及

經濟等範疇。現任代表為谷瑞生(畢業於輔大德

語系、淡江歐洲研究所、波昂大學法學博士，

2022年 10月就任)。谷代表盛情接見本團，並

向所有團員說明台灣在外交上面對的挑戰，特

別被拒於世界衛生組織之外的影響。同時，他

也說明疫情期間台灣如何務實與國際間合作，

不僅讓台灣的疫情得以控制，同時也讓世界看

見台灣的努力。 

此外，谷代表還介紹了目前積極推動的 3+2之雙聯學制(dual degree 

programs)，是瑞典理工大學-皇家理工學院(KTH)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學、

碩士層級的合作計畫，並與臺北醫學大學簽訂博士班學程雙聯學制計畫，

這個計畫讓瑞典與台灣強強聯手，為台灣的人才培育與國際交流帶來實質

的貢獻。 

駐丹麥臺北代表處是我國於丹麥王國

設置之駐外代表機構，具備大使館功能，負

責業務為臺丹間非邦交性實質關係，對我國

在北歐政治地緣關係具有重要地位。2018年

10 月由曾任陸軍司令之前退輔會主委李翔

宙出任代表。李代表以制度、教育、福利等

面向，進一步闡釋丹麥社會運作及日常生活，

讓團員一至丹麥便能對丹麥有整體的了解，

有助於團員在參訪期間的觀察與學習。 

1. 丹麥有 75%的電力來自於再生能源、

58%的人民騎腳踏車上班，還設置了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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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減碳節能在丹麥不是口號，而是真真切切落實在日常生

活中。 

2. 疫情期間酒精短缺，國家除了補貼高價進口酒精的價差，商家們配

合採取買小瓶裝便宜、大瓶裝貴；第一瓶便宜，第二瓶價格加倍的

作法，巧妙的引導民眾只買需要的量，避免恐慌消費和囤積物資。 

3. 丹麥政府許多制度都是由人民的建議而來，例如目前的教育制度就

是從工人的建議與實踐模式演變而來。同時，丹麥教育重視團隊與

生活素養的養成。 

4. 推行的 SS&P制度，將學生家長以「school social & police」進

行分組，透過小組定期活動交換資訊，協助引導青少年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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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心得與建議  

在本次出國參訪行程中，造訪許多瑞典及丹麥的人才發展績優機關

(構)與企業，這些經驗不僅拓展了大家的國際視野，亦使我們能夠更深入

掌握參訪國的成功模式。我團也得以藉此機會將台灣創新理念與經驗介紹

給參訪國，提升國際能見度並建立互利共贏關係。 

 

本次參訪單位中最值得一提的莫過於瑞典智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索

菲亞赫美大學和丹麥創新基金會。這些單位充分展現了兩國於提升科技產

業競爭力方面的作法及成功模式。其中，SES 透過教育、競賽及活動等方

式培養 STEM人才，並將系統整合、設計思考和循環利用等思維加以內化；

索菲亞赫美大學針對因疫情而受到影響的人員推動技能轉換倡議計畫，提

供短期培訓，快速投入第一線防疫工作，解決人力供需失衡。他們不僅辦

理培訓，還協助進行工作媒合，分享成功關鍵因素如效率、不批評、肯嘗

試、先從小團體試做，再逐步放大規模與各方合作、彼此信任等經驗值得

借鏡；丹麥創新基金會則透過提供資金支持和建立合作關係等方式，推動

創新生態系統發展，致力投入高風險未來產業(綠色、數位、科技及生物科

學等)鼓勵發展創新，允許失敗，不以短期成果做為投資回報，進而協助新

創公司成長茁壯。此外，丹麥還實行全歐盟最早的產業博士學位計畫，這

是一種產業出題，產學共同解題的產學博士人才培育方式，可有效降低學

用落差並達到訓用合一的目的。這些經驗也提醒我們人才培育和科技創新

間之緊密關係與合作之重要性。 

 

途中，我們受到駐瑞典臺北代表團和駐丹麥臺北代表處盛情邀約，得

以親自與谷瑞生及李翔宙兩位代表談話。通過谷代表的說明，我們理解了

瑞典如何在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配合城市轉型，善用中立國的角色和世界

宏觀的態度，吸引更多優秀人才的加入，為瑞典創造出堅韌且能永續發展

的國家競爭力；李代表分享丹麥政府擁有將想做的事制度化的強大能力，

做為長期施政的目標，及政府支持青年探索個人發展，在畢業時提供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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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每月 3,000克朗(約台幣 1.4萬)之補助，供青年進行自我探索，以

協助青年發揮所長，善用有限人力。另外，丹麥的 SS&P制度透過家長們的

分工與資訊分享，維護校園安全並輔助學校教育的做法，也值得參考。在

拜會駐瑞典及丹麥代表處期間，我們深深感受到兩位代表對外交工作的努

力，他們所展現出來的高EQ、抗壓協調能力及最重要的推銷台灣等軟實力，

正是外交業務得以順利推行之一大關鍵，值得我們學習。 

 

其次，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的哈馬碧生態城市計畫不僅展現北歐國家對

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之承諾，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城市規劃對於創造健康、

宜居和永續環境重要性。接著北歐人才之都-奧瑞松生活圈的參訪則深刻

認識到跨國合作和協同發展之潛力。其中奧瑞松橋和隧道建設不僅提供便

利的交通運輸，也促進了丹麥和瑞典間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此種跨國合

作模式亦可作為我國區域合作及城市發展之借鏡。同時，我們也感受到丹

麥和瑞典兩國對於環境永續的重視，環保概念深植於兩國人民生活中。這

些是我們值得學習的方向，激發我們對於環境保護的關注，並促使我們在

自己的城市中推動更多的環境永續措施。 

 

最後，我們透過了 LEGO 樂高總部園區的 team building 活動，深入

了解到這個擁有 90 年歷史的玩具企業如何透過品牌建設、創新和行銷來

保持競爭力。他們將樂高誕生地—丹麥作為品牌核心價值的一部分，透過

展覽、遊樂設施和活動鼓勵人們發揮創造及想像力，令人印象深刻。 

綜合以上資訊，彙整本次參訪建議如下： 

 

一、 瑞典及丹麥皆致力於提供高品質教育，培養出具備專業知識和實踐

能力的人才，同時注重實踐性學習和跨領域合作，使學生得以從實際

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獲得寶貴經驗。瑞典智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SES)，

為了解決技術與科技人才斷層問題，不僅透過公私協力制定各種科

技產業的技術手冊供產業參考，同時定期舉辦主題日活動及各類科

技教育，這些作法與我國目前推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與應用、各型態

的產學合作及訓練計畫的政策方向大致相同。我們觀察到，在瑞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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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企業參與創新計劃及科技教育是積極的，而產業投入也是科技

產業人才培育的重要動力，因此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如何提供誘

因讓企業願意投入是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例如，透過建立各產業領

域的共享知識平台，提供更多便捷且有效的人才培育或產業發展的

資訊或工具；提供補助經費時增加經費使用科目的彈性；訂定專案補

助計畫以創新、永續、AI 等當前重要產業發展議題為標的，以協助

企業關鍵人才職能課程開發與推動，及更精準的進行產業職能發展

與職能導向課程開發及補助。 

二、 瑞典、丹麥兩國於建立創新生態系方面皆有重大成就，除了積極支持

創意研發，為企業和創業家提供了良好投資環境之外，也透過建立科

學園區、創業孵化器和科技創新基金等機構，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圈，

不僅吸引了國內外人才和資金，亦促進了產業發展、帶動人才培育與

就業機會，促進國家經濟成長。我國雖然也有類似的協助產業創新計

劃，但本次參訪的團員多表示，目前各類政府補助計畫的防弊仍重於

興利，然而在創新過程常出現難以預期成果的普遍現象，政府計畫缺

乏彈性，也使得產業創新過程中，對於政府資源的挹注有著既期待又

怕受傷害的微妙心態。有鑑於歐洲近年來熱門的轉型研究(Transition 

Research)指出，政策制定者必須為創新利基的實驗方案創設一保護

空間，在空間內以政策給予補助、租稅誘因或規範的沙盒性調整，以

激勵參與者履行技術利基，藉以突破現有社會技術體制的限制，以達

到經濟或永續轉型的願景。建議可以參考丹麥創新基金會的作法，對

於申請案件在一定條件下允許調整，不以短期成果做為投資回報，進

而協助新創公司成長茁壯。 

三、 瑞典及丹麥的其中一項成功關鍵，在於其對人才之重視以及產業間

緊密合作。該國政府鼓勵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相互交流合作，

以促進知識和技術成長，此種密切關係亦為創新和技術轉移奠定良

好基礎，使研究成果得以實踐，轉化於實際應用。從瑞丹兩國在這一

方面的實踐反過來檢視我國各部會的政策規劃可發現在政策思維及

計畫規劃的邏輯上是互相符合的。 

四、 瑞典及丹麥的低碳、永續是一種自然的生活型態，例如將真空分類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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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桶與社區花園結合；社區規劃時以步行 5 分鐘以內就能有綠地、

幼兒園、交通站、超市、資源回收點等為原則，自然可以減少車輛使

用。永續發展本就包含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構面，此次參訪發現兩

國政府透過教育、環境營造、公共建設等多面向的投入，讓民眾對永

續有認知，願意主動去履行自身義務以建立低碳生活模式的作法值

得我們學習。 

 

本次活動讓我們深刻體驗到瑞典及丹麥於人才發展和創新領域之優

勢和經驗，也意識到對教育和創新的重視、建立良好的創新生態體系以及

促進產學合作等，都是實現優秀人才培育之關鍵要素，這些寶貴經驗也將

成為我們推動人才發展與創新之重要參據。參訪的時間不長加上此次團務

規模為歷年之最，相對地較難深入與受訪單位對話，團員建議日後能以主

題式的方式進行學習與參訪，可以結合既有的國際合作計畫，與已簽有合

作備忘的國家或國際團體進行合作，選擇短期海外工作坊或課程，再加上

實體參訪當地企業或團體的做法，以增加參訪的學習深度。 

  



23 
 

附錄  

一、2019~2020團出國團員名冊(依得獎組別及單位名稱筆畫排序) 

(主辦單位 1人、得獎單位 20人、執行單位 1人、領隊 1人，共 23人) 

編
號 

得獎
年度 

得獎獎組 單位名稱 參訪代表 職稱 備註 

1 -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標準及技能檢定組 

黃俐文 副組長 團長 

2 2019 大型企業獎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章志 處長  

3 2019 大型企業獎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卉青 管理師  

4 2019 大型企業獎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賴妍儒 資深專員  

5 2019 大型企業獎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江季蓉 主任  

6 2019 中小企業獎 冠呈能源環控有限公司 王獻堂 總經理  

7 2019 中小企業獎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 崔菁英 經理  

8 2019 非營利團體獎 臺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蔡幸陵 主任  

9 2019 機關(構)團體獎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處訓練所 

楊淑婉 經理  

10 2020 大型企業獎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林書伃 資深經理  

11 2020 大型企業獎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羅玉娟 專員  

12 2020 大型企業獎 長泓膠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宛辰 資深管理師  

13 2020 大型企業獎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黃浚欽 經理  

14 2020 大型企業獎 
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 

謝瑜琢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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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得獎
年度 

得獎獎組 單位名稱 參訪代表 職稱 備註 

15 2020 大型企業獎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蔡明晃 處長  

16 2020 大型企業獎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文献 董事長  

17 2020 中小企業獎 忠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許愫曼 使命長  

18 2020 中小企業獎 
震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劉小玲 執行副總  

19 2020 中小企業獎 
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 

施春慈 副總經理  

20 2020 非營利團體獎 
大臺南美姿禮儀造型職
業工會 

吳美麗 理事長  

21 2020 非營利團體獎 臺南市服飾設計職業工會 李仁耀 監事會召集人  

22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
中小企業總會 

徐凡祐 副秘書長 
執行
單位 

23 - - 臺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張嘉齡 - 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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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2022團出國團員名冊(依得獎組別及單位名稱筆畫排序) 

(主辦單位 1人、得獎單位 23人、執行單位 1人、領隊 1人，共 26人) 

編

號 

得獎

年度 
得獎獎組 單位名稱 參訪代表 職稱 備註 

1 -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訓練發展組 
游勝璋 副組長 團長 

2 2021 大型企業獎 國泰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莊琬華 
總經理暨 

執行長 
 

3 2021 大型企業獎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郭芳妏 資深副理  

4 2021 大型企業獎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魏珮菁 協理  

5 2021 中小企業獎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王欣怡 總經理  

6 2021 中小企業獎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柯瀞雯 人資經理  

7 2021 中小企業獎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 
楊荔茹 管理師  

8 2021 非營利團體獎 
臺中市公寓大廈管理服

務職業工會 
涂國樑 理事長  

9 2021 非營利團體獎 
社團法人臺南市復健青

年勵進會 
陳哲儀 經理  

10 2021 非營利團體獎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

金會 
葉晉玉 董事長  

11 2021 非營利團體獎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 
陳玉芬 主任  

12 2021 機關(構)團體獎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板橋職業訓練中心 
洪維國 執行長  

13 2021 機關(構)團體獎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訓練所高雄訓練中心 
郭秋英 所長  

14 2022 大型企業獎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王盈文 資深副理  

15 2022 大型企業獎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鎮羿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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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得獎

年度 
得獎獎組 單位名稱 參訪代表 職稱 備註 

16 2022 大型企業獎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益 協理  

17 2022 中小企業獎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 
張書瑜 經理  

18 2022 中小企業獎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 邱筠晴 資深經理  

19 2022 中小企業獎 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靜君 特別助理  

20 2022 非營利團體獎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何佩珍 理事  

21 2022 非營利團體獎 
社團法人南投縣基督教

青年會 
謝家歆 組長  

22 2022 機關(構)團體獎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產業學院 
賴昶樺 副執行長  

23 2022 機關(構)團體獎 
財團法人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 
林珈因 主任  

24 2022 機關(構)團體獎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梁偉玲 主任  

25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

中小企業總會 
潘葦珊 副主任 

執行

單位 

26 - - 臺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許玉音 - 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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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單位簡報 

 

 

 

 

 

 

 

 

 

 

 

 

1. 瑞典智慧電子系統計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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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丹麥創新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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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菲亞赫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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