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石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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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二、 推估期間：104 至 106 年 

三、 產業範疇 

(一) 行業標準分類代碼：1820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1841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1842 合成橡膠製造業。 

(二) 石油化學工業是指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製造化學品的工業，其製成品稱為

石油化學品。石化產業可分為上游(輕油煉解廠)與中游(合成原料生產廠)，產品

種類繁多，包含基本原料、石油化學品、人纖原料、合成樹脂及塑膠原料、合

成橡膠原料等主要石化原料產品項目。 

四、 產業趨勢 

 我國面臨美國頁岩氣革命、中國大陸發展煤化工、中東低廉原料擴充石化產能，

對大宗石化產品造成重大衝擊。 

 國內土地資源有限，短期內已無大型石化園區之開發供業者使用，以及環保議

題高漲，影響石化業者設廠。 

 政府高值化政策下，業者加速進行高值化轉型，提升石化產業之研發比例，由

102 年 0.55%提升至 105 年預定投入研發的 1%，並以 109 年達 2%為目標，與其

他國家產品產生差異化，以維持產業競爭力。 

五、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以下根據石化產業人才需求推估結果，整理如下圖，惟數據僅提供勞動市場

未來發展之趨勢，並非決定性數據，爰於引用數據做為政策規劃參考時，應審慎

使用。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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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持平=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03；保守=持平推估人數*0.97。推估結果以尾數進位呈 

  現。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石化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六、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以下簡述石化產業人才質性需求之調查結果，詳細之各別職類人才需求條件

彙總如下表： 

(1) 研發人員所要求之教育程度較高，以碩士以上為基本學歷要求，餘以大專畢

業為基本訴求，並需有化工、化學等背景。 

(2) 雖然每年化工、化學、材料科系畢業生充足，惟投入石化產業比率不高，有

人才斷層現象，且因學校課程規劃於製程相關基礎課程及實務課程上較為不

足，導致製程及設備操作等相關專業能力不足。 

(3) 製程、研發、業務等人才可接受無經驗之求職者，而管理人才則需有豐富經

歷方能勝任，以具有 5 年以上工作資歷者為佳。 

(4) 於人才招募方面，業者表示尋找剛畢業之基礎研發人員並無困難，但有經驗

的高階研發人才卻有不足的現象 

(5) 面對產業高值化與國際化發展，企業以自行研發為主要策略，並朝海外拓展

營業據點，爰對於國際行銷與經營管理人才有海外招募之需求。 

 

所需專業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製程人才 

(2141) 

生產製程改

善、良率提升 

大專／ 

化學工程學類(5204) 

1. 化工單元操作 

2. 化工程序控制 

3. 製程模擬與程序設計 

4. 工業安全衛生 

5. 化工與高分子專業知識 

無經驗

可 

普通 有 -- 

研發人才 

(2113、2145) 

研究開發新

技術、產品、

材料 

碩士以上／ 

化學工程學類(5204) 

1. 化工與高分子專業知識 

2. 技術、市場資料分析與蒐集

能力 

3. 研發專案管理與成本控制 

4. 專利法規與智慧財產權相關

知識 

5. 英文溝通能力 

無經驗

可 

普通 有 -- 

業務人才

(243) 

產品行銷、業

務管理、客戶

大專／ 

化學工程學類(5204) 

1. 市場分析 

2. 業務洽談 

無經驗

可 

普通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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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專業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服務 化學學類(4401) 3. 產品銷售 

4. 客戶開發與管理 

5. 國際業務拓展與談判 

管理人才 

(122) 

策略規劃與

團隊領導 

大專／ 

不限 

1. 溝通能力 

2. 領導技巧 

3. 團隊帶領 

4. 專案執行與管理 

5. 策略規劃 

５年以

上 

普通 有 -- 

註：(1)上表代碼分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職業標準分類」及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2)本表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年以下、2-5年、5年以上。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石化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七、 供需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根據石化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結果，摘錄所擬之人才問題與其因應對策，彙整

如下：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 

(1) 產業新趨勢所帶來的培訓

需求：因應高值化，需要研

發人才以及製程培訓課程 

(1.1) 在職培訓：納入工業局高分子產業加值輔導推廣計畫-石化工廠作業

及維護技術人才培訓，規劃研發、專利、製程模擬相關課程，提供在

職人士所需之專業訓練 

(2) 產學落差：化工系教學內容

多轉向材料、生醫，製程、

實務課程不足 

(2.1) 針對石化產業對人才的需求，邀請產官學研專家，涵蓋中油、臺塑兩

大石化集團及科技部與教育部成立培訓委員會，協助業界提出需求，

並整合產學研相關資源，協助推動人才培育 

(2.2) 舉辦產學交流活動，傳達產業發展方向，引導學校研究、教學符合業

界需求 

(2.3) 協調企業與學校合作，舉辦實務應用、實習操作課程，以補強學生在

實務應用及操作能力的缺口 

(3) 新增人才需求：有經驗的高

階研發人才不足 

(3.1) 鼓勵產學合作研究：引進碩博士生參與業界研發，培育符合業界需求

的中高階研發人才 

(4) 國內產業分散人才：材料相

關科系學生流向高科技產

業 

(4.1) 辦理廣宣活動：赴國內大專院校辦理說明會，讓學生了解石化產業發

展機會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石化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