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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證券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書 

壹、證券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查實施計畫 

一、 法令依據： 

（一）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17條規定，為強化產業發展所需人

才，行政院應指定專責機關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協調整

合機制，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重點產業關鍵性

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國家發展委員會(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即為上開條例所稱之專責機關。 

（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依上開條例規定，於101年9

月28日函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辦理證券業關鍵性人

才供需調查及推估事宜，執行相關問卷設計及調查、發放、

統整及資料分析。 

二、 調查目的及用途： 

（一） 調查目的：針對台灣證券公司，進行影響證券業關鍵性人才

人力流動供給因子及需求因子之調查及估算，以瞭解證券業

短、中、長期人力之配置狀態。 

（二） 調查用途：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有關證券業關鍵性人才供給及

需求之資料，以供參考。 

三、 調查地區範圍及對象：以台灣地區證券業為調查範圍，本項計

畫所稱證券業包括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屬83家專營證

券商會員總公司，並以負責人力資源配置之人資主管為問卷填

答對象。 

四、 調查項目、填表單位及調查表式： 

（一） 調查項目：包括證券業基本資料、未來三年度預估公司退休

人數、勞退新制實施對關鍵性人才供需影響、證券業海外設

點其關鍵性人才選用模式分析、證券業因新增業務產生關鍵

性人才需求量、證券業對外籍人士僱用現況、證券業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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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經外部仲介管道任用現況、關鍵性人才離（退）職成因

分析等。 

（二） 填表單位：以證券業負責人力資源配置之主管為問卷填答對

象。 

（三） 調查表式：依上開調查項目擬訂「證券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

查」，並於問卷定案前先洽請業者試填。 

五、 資料標準期：以調查實施期間為準，並推估104年、105年及106

年往後3年人才需求。 

六、 調查實施期：以103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為資料發送調查期

間。 

七、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計畫期間預定4個月，預訂辦理之工作項

目及進度如下： 

 103 年 

9 月 

103 年 

10 月 

103 年 

11 月 

103 年 

11 月 

103 年 

12 月 

(一)籌劃設計與調查工作準備      

(二)業者訪談/問卷調查      

(三)資料處理      

(四)結果及提要分析      

(五)調查報告撰寫      

累計工作進度（%） 20 40 60 80 100 

八、 抽樣方法：本調查採用全查方式進行。 

九、 調查方法： 

(一) 業者訪談：針對證券業之人資部門主管進行深度訪談，參考

其實務經驗及判斷，探討相關聘任人員政策、影響高階主管

人員轉任、異動等因素、外聘延攬新進人員證照之相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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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人員基本職能要求、對外招募難易度、是否有海外延攬

需求等議題進行分析。 

(二) 問卷分析：以公文方式發送問卷至上揭 83 家專營證券商總公

司，採廣泛性地針對證券業人資部門主管進行問卷調查，就

相關人力供需議題進行意見徵詢，以瞭解證券業從業人員觀

點及相關建議，同時參考歷年取得證照人員投入證券業的比

重，做為推估未來三年我國證券專業人員供給人數參考資料

之一。 

十、 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依調查目的，將調查項目分類彙整

成相關統計表(如附件)。 

十一、 主辦及協辦機關： 

（一） 主辦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二）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十二、 所需經費及來源：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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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業人才供需推估及調查結果 

 
表 1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調查範疇 

1.行業標準分類代碼：K6611 

2.以臺灣地區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83 家會員之總公司(46 家

綜合證券商、37 家專業證券商)為調查範圍。 

產業趨勢 

 兩岸政策持續鬆綁，助於我國證券商赴陸設點，給與證券業可耕耘拓展

的新市場。展望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持續開放下，可望對台灣證券業未來

營運獲利有相當的助益。 

 主管機關於 102 年 12 月 30 日刪除業務人員應為專任之規定，改以負面

表列規範，使營業員可兼任財富管理信託業務，也可銷售自營部門之衍

生性金融商品。證券商能善用通路優勢、靈活運用現有人員。 

 隨著主管機關陸續法規鬆綁、業務開放，證券市場成交量可望擴大，預

估整體證券業可望走出谷底、逐漸重返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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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關鍵性人才供需推估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04 105 106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1,828  

1,645 

1,791  

1,608 

1,785  

1,536 持平 1,097  1,042  1,038  

保守 366  343  340  

定義 

(1)樂觀=據業者填報彙整 

(2)持平=據業者填報彙整 

(3)保守=據業者填報彙整 

1.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每月公布的「景氣對策燈號」，景氣情勢樂觀係指預期

燈號連續三個月為代表景氣趨於熱絡的黃紅燈或紅燈，景氣情勢保

守為預期燈號連續三個月為黃藍燈或藍燈，其他狀況則為景氣情勢

持平。  

2.新增供給來源：1.證券公會舉辦之人才養成班 2.證券公會辦理之校園巡迴講

座 3.參加相關單位舉辦之就業博覽會 4.各金控集團、業者或就業網站 5.報紙

6.員工推薦。 



 

6 

表 3 關鍵性人才之質性分析 

(

代
碼) 

所
需
專
業
人
才
職
類 

人力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
能
標
準
級
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歷  
(

代
碼)

學
類 

能力需求 

工作年資 招募難易 海
外
攬
才
需
求 

高
中
以
下 

大
專 

碩
士 

無
經
驗 

二
年
以
下 

二-
五
年 

五
年
以
上 

易 普
通 

難 

受託買

賣人員

(3311) 

經紀業務之受

託買賣及各項

金融商品之推

廣 

   

(3401) 

一般商

業學類 

證照：必備證券業

務員證照；另具期

貨業務員或其他相

關金融證照者尤佳 

       無 1 級 

自行買

賣人員

(3311) 

負責公司評價

/產業分析 /投

資組合 
   

(3401) 

一般商

業學類 

 專 長 ： 公 司 評

價、產業分析、

投資組合 

 證照：具證券業

務員、期貨業務

員牌照 

       無 2 級 

承銷業

務輔導

人員

(3311) 

輔導發行公司

上市櫃    

(3402) 

會計學

類 

 專長：擅長財務

分析、產業分析 

 證照：具證券業

務員證照，或另

備會計師執照者

尤佳 

       無 2 級 

新金融 

商品人

員

(3311) 

負責衍生性商

品業務規劃執

行 
   

(3405) 

財務金

融學類 

 專長：熟悉衍生

性 金 融 商 品 結

構、開發商品策

略 

 證照：具證券業

務員證照 

       無 3 級 

財富管

理人員

(3311) 

負責財富管理

客戶開發、商

品銷售與推

廣，並提供客

戶資產配置、

財務投資規劃

與市場資訊的

專業諮詢 

   

(3401) 

一般商

業學類 

 專長：具基金、

保險等財富管理

商品知識及資產

配置、投資規劃

能力 

 證照：具證券業

務員、信託業務

員證照及財富管

理業務人員、基

金銷售人員資格

者佳 

       無 2 級 

風險管

理人員

(3314) 

編製風險報

告，執行風險

管理機、進行

金融市場風險

分析 

   

(3406) 

風險管

理學類 

 專長：熟悉證券

金融商品與交易

業務、具商品評

價、程式能力 

 證照：具備風險

管理或金融專業

執照 (如 FRM、

CFA 或國內專業

       無 3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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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稽核 

人員

(3411) 

執行稽核作業

及內稽內控強

化專案 
   

(3401) 

一般商

業學類 

 專長：擅專案規

劃 

 證照：具證券業

務員、期貨業務

員牌照 

       無 2 級 

法務 

人員

(3411) 

證券法規之研

究與分析、契

約之審核與草

擬及公司法律

相關事務之處

理 

   

(3802) 

專業法

律學類 

 專長：熟悉證券

業法規 

 證照：具證券業

務員證照 

       無 2 級 

海外事

業發展

人員

(3311) 

海外營業績效

之評估、分析

及各項專案之

財務規劃 /執

行與管理 

   

(3401) 

一般商

業學類 

 專長：企業營運

效益分析 

 語文：英文聽說

讀寫能力俱佳 

       無 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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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因應對策及具體說明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具體措施 

台灣證券商仍以經紀收入為主，屬

看天吃飯的行業，各公司依固定成

本高低，每天日均成交量至少需

800 至 1,000 億元始能損益兩平。自

101 年 3 月討論復徵證所稅議題開

始，成交量持續萎縮，日均值(含上

櫃)連續 21 個月出現少於 1,000 億元

的低量，多數證券商為節省開支，

用人以遇缺不補、汰弱留強、優退

聘新血因應，面臨精簡裁員的困

境。 

 主管機關自 102 年 9 月起陸續推

出多項振興股市方案，103 年 1

月至 7 月，台股日均值放大到

1,260 億元，但 103 年下半年投資

人又受到證所稅心理因素影響，

量能再度萎縮。 

 立法院在 103 年 12 月 26 日三讀

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將證

所稅大戶條款暫緩三年，延至

107 年 1 月實施。將充分利用大

戶條款緩衝的三年間，通盤檢討

訂定與國際接軌的合理稅制，公

會必當全力以赴。 

我國證券商可進行經紀、承銷、自營

及財富管理等業務，然而國內證券商

面臨資本市場量縮，再加上電子交易

的興起，使得證券商之經紀手續費收

入遽減，也因近年新上市(櫃)公司數

量與規模縮減，證券商之承銷業務收

入也減少，只能衝刺自營業務，無形

中增加經營風險。在無法提供自有商

品的情況下，我國證券商無法建立品

牌差異，使得人才缺乏成長性，外流

至其他金融業。 

 持續建議主管機關擴大證券商業

務範圍，及評估相關配套措施是否

同步鬆綁，希望能顯著提升我國證

券商的股東權益報酬率，證券商從

業人員也有更多的商品可供銷售、

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