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都市更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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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二、 推估期間：102 至 104 年 

三、 調查範疇 

    都市更新關鍵人才定義為都市更新專業人才中，推動都更案件之主要參與人員。

本研究綜合工作流程參與之各種人力及廠商初步訪談的結果，初步歸納都更關鍵人

才如下，調查對象包括全台建開公司、建築師事務所及建經、工程顧問公司。 

(一) 重建類：土地開發整合人員、建築師、都更規劃人員、不動產估價人員、產權

計算人員。 

(二) 整建、維護類：專案整合人員、建築師、規劃設計人員、工程技術顧問。 

四、 產業趨勢 

(一) 根據調查結果，都市更新從業廠商多為兼營型態，顯示都市更新產業尚未發展

成熟。 

(二) 平均案件成長率及都市更新之案量並無上下起伏過大的表徵，且近期無致使強

迫更新的情況發生（如重大災害），故預期都市更新產業未來趨勢處持平偏向

微幅成長狀態。 

(三) 雖目前都市更新產業現況環境仍有可發展之趨勢，但多數廠商對於都市更新未

來人才需求及發展趨勢，因人民對都更觀感及都更法令未明的情形下，仍呈現

相對保守的態度。 

五、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以下根據都市更新人才供需推估結果，以景氣持平假設為例，採用「求供比」
1進行人才供需情形分析，並整理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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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下表可發現，都市更新產業 102-104 年均為人才供給充裕。 

 

產業別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推估結果(人) 318 399 371 440 435 495 

求供比 0.80 0.84 0.88 

人才供需意義 人才極充裕 人才極充裕 人才極充裕 

                                                      
1
求供比 X=(需求數/供給數)，係採經濟部工業局「2013-2015 年重點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報告」中之人才供需分析方

法，以 1.16<X<1.4表供需均衡、0.99<X<1.16表人才充裕、X<0.99表人才極充裕、1.4<X<1.57表人才不足、X>1.57

則表人才極不足。該方法亦為多數辦理機關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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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102)「都市更新產業人才供需調查推估成果報告簡報」 

 

六、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依據質性需求調查結果發現，主管人員、建築師、土地開發人員、都市規劃

人員，為普遍認為的關鍵人才，惟土地開發人員及都市規劃人員等相關人才目前

多存在工作經驗不足的問題。 

    專業人才招募多以大學學歷為基本要求，要求科系主要為建築、都市規劃、

不動產、地政相關科系。據調查結果亦可發現，執行都市更新業務當前重視的關

鍵能力係以整合性的統籌面為主，除基礎建築、都市更新規劃及法令等相關專業

知識基礎，尚需具備善於溝通、可有效率統合群體意識之協調能力；另外，都市

更新開發業務上，較強調抗壓性、逆境商數（AQ）等情緒管理能力且期待非相關

科系跨領域人才之加入。 

    人才招募時間多數未超過半年，人才供給目前是足夠的；而目前招募與運用

問題上，則有工作經驗不足、技能不足及流動率高的問題。 
 

七、 供需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根據都市更新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結果，摘錄報告所擬之人才問題與其因應對

策，彙整如下：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1) 人才在招募上

的狀況多為經

驗不足、技能

不足的問題，

以及從業人員

運用之困難，

均呈現出專業

職能缺乏之狀

況 

(1.1) 促進都更學程建

立並增加企業實

習機會 

 建議與教育部跨部會合作，討論有關都市更新專門學程

及研究所相關學理範疇之建立，並促進都市更新廠商與

大學相關科系進行實習合作，並可將實習課程納入學分

當中，可加強學生對都市更新實務操作的認識，減少學

用落差情形的發生。 

(1.2) 以就業博覽會形

式增加就業媒和

服務 

 建議可與建築、不動產、都市規劃等科系之學校合作擴

大辦理有關不動產及建築營建所有相關行業的就業博

覽會當然其中也包含了都市更新產業，並架設專屬網站

及臉書社群的就業 e 網討論。使應屆生能於畢業之前提

早認識都市更新行業的工作性質及就業方向，加強就業

媒和服務可有效提升求職率及就業率。 

(1.3) 都市更新培訓相

關課程應加強不

同人員交流研討

的互動機會 

 除持續辦理在職進階專業、跨領域知識及實務課程外，

可將一般培訓課程的上課方式改變為具備案例實作互

動及意見交流的討論形式，藉此有效率增加人才之經驗

並促進從業人員與公部門承辦人員的互動及研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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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1.4) 加強從業人員以

顧客取向之溝通

及服務能力 

 建議可以籌辦都市更新相關宣導影展（紀錄片），拍攝

並訪問都市更新成功案例住戶心得之紀錄片，透過較感

性的方式，使從業人員更能貼近每位住戶之需求，提升

成案之效率及品質。 

 此影片亦可於對一般民眾之宣導都市更新的講座會中

播映，使一般民眾更深層的了解到都市更新的好處及其

過程，不再對都市更新因陌生而產生抗拒心態。 

(1.5) 建立都市更新從

業人才評鑑制度 

 若都市更新產業可建立職能基準，可有效的釐清都市更

新人才的能力區別，則可建議利用職能基準的規範，研

擬都市更新人才評鑑制度，透過公私部門的合作，成立

專業評鑑機制，可加強都市更新人才之專業形象，有效

提昇民眾觀感及信任度。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102)「都市更新產業人才供需調查推估成果報告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