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資訊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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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產業人才新增需求推估結果 

樂觀 持平 保守 

一、 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二、 推估期間：103 至 105 年 

三、 產業範疇 

  調查範疇係參考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主要包含二大類，電腦系

統設計服務業(62 類)及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63 類)，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含電腦軟體設計(6201)、電腦系統整合服務(6202)、其

他電腦系統設計服務(6209)。 

(二)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含入口網站經營(6311)、資料處理(6312)、網站

代管及相關服務(6312)、新聞供應(6391)、其他資訊供應服務(6399)。 

四、 產業趨勢 

(一) IDC 預估臺灣海(巨)量資料市場規模從 101 年的 1.13 千萬美元成長到 105 年

的 4.61 千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亦達到 40%，帶動商業分析的新商機。 

(二) 資策會表示，臺灣有近 300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預估 104 年，臺灣五成以

上民眾將持有智慧型手機，將推升行動廣告、行動支付、行動購物及公開資料

加值等行動服務新商機。 

(三) 兩岸服務貿易談判，臺灣爭取到電子商務等多項優惠待遇，中國大陸同意以試

點方式，讓臺資以過半資金持股取得網路內容供應商(ICP)的經營許可證，將

有利於臺資取得經營主導權。 

(四) 金管會同意非金融機構可以經營「第三方支付」，將有利電子商務金流發展。 

(五) 政府推動之各應用雲已進行實際應用階段，廠商已進入商業化應用。 

五、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經濟部工業局於 102 年起，僅就新增需求面進行推估，推估結果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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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4~2016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六、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依據質性需求調查結果發現，資訊服務產業未來專業人才之需求，以專業技

術人才比率最高(35%)，其次是支援服務人才(29%)、高階技術人才(21%)，最少

為技術管理人才(15%)；招募來源以應屆畢業生為大宗，約占 40%，其次則為同

業挖角(37%)及異業轉入(23%)。 

    關鍵專業人才基本學歷要求上，平均以學士學歷為主，其中高階管理與技術

職位，對於碩士需求有上升趨勢；科系背景，則以資工、資管為主要需求；此外，

技術性專業人才工作經驗需求多集中在 1-5 年內，對於技術管理人才之需求，則

要求 6~10 年較長之工作經驗；另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多數職類面臨人才招募困

難，而主要困難點在於專業人才數量不足(23%)、年輕人就業力不足(22%)以及不

易變是招募對象的能力水準(14%)，且在技術主管/研發經理、國際業務、系統與

程式設計上有海外攬才需求，詳細之人才需求條件彙總如下： 

 

關鍵人才 

人才需求條件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科系背景 
能力需求 

基本工

作年資 

人才招募

難易度 

海外人才

延攬需求 

技術主管/

研發經理 

資訊技術與系統

研發 

大學/  

資工、資管

等 

1. 系統分析與開發 

2. 專案管理 

3. 創新市場分析 

4. 程式撰寫 

6 年以

上~未

滿 10 年 

難 有 

專案經理 專案規畫、執行與

控管 

大學/  

資管、資工

等 

1. 專案管理 

2. 系統分析與開發 

3. 創新市場分析 

3 年以

上~未

滿 6 年  

難 無 

軟體架構師 軟體架構規畫與

設計 

大學/  

資工、資管

等 

1. 系統分析與開發 

2. 程式撰寫 

3. 資料庫管理 

3 年以

上~未

滿 6 年  

難 無 

系統設計師 資訊系統結構及

規則設計 

大學/  

資工、資管

等 

1. 系統分析與開發 

2. 程式撰寫 

3. 資料庫管理 

1 年以

上~未

滿 3 年  

中 有 

(新興應

用) 

程式設計師 軟體程式撰寫與

程序開發維護 

大學/  

資管、資工

等 

1. 程式撰寫 

2. 系統分析與開發 

3. 資料庫管理 

1 年以

上~未

滿 3 年  

難 有 

(新興應

用) 

行銷企劃人

員 

行銷活動企劃 大學/  

不限、管理

等 

1. 創新市場分析 

2. 專案管理 

3. 不限 

1 年以

上~未

滿 3 年  

中 無 

業務人員 資訊產品與系統

銷售 

大學/  

不限、管理

等 

1. 創新市場分析 

2. 不限 

3. 專案管理 

1 年以

上~未

滿 3 年  

中 有 

(國際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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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4~2016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七、 供需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根據資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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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人力的跨領域

知識及能力需求迫 

切，但學界與業界均

難以提供必要資源

來培養跨業科技整

合的人才 

(1.1) 學界與業界合作開辦跨領域

在職碩士學位課程，協助高

階人才自我提升。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建立課程分流計

畫」：鼓勵各大學朝跨領域學程發展，

縮短大學教育與產業科技跨領域人才

需求落差，以強化人才培育機制。 

(1.2) 辦理資訊應用相關跨領域課

程。 

 工業局「資訊應用服務人才培訓計畫」

辦理資訊跨領域應用課程，提升跨業整

合能力。 

(1.3) 鼓勵學界提案，由業界認養

以參與業界開發計畫。 

 開放業界認養學界研發計畫，透過提供

人力( 而不一定是經費)，鼓勵產學合作

共同因應新興科技的挑戰 

(2) 新 興 技 術 種 類 繁

多，初階人力無法銜

接，就業媒合困難造

成人力斷層 

(2.1) 加強我國資訊本科系畢業學

生之新科技運用能力。 

(2.2) 模仿矽谷模式，加強業界與

學界之間技術仲介平台。 

 經濟部工業局「資訊應用服務人才培訓

計畫」協助產訓合作辦理資訊創新培訓

課程，培育產業資訊應用服務人才，內

容朝實務案例、跨領域創新應用、系統

整合管理等方向規劃。 

 經濟部工業局「開放資料 (Open Data) 

應用推動計畫」辦理資料分析培訓課

程。 

(3) 現行學制對於產業

專業課程規劃學分

不足，教學內容與產

業脫節及教師較缺

乏 實 務 經 驗 等 問

題，導致基礎技術人

才與產業需求能力

不對稱的現況 

(3.1) 產學合作培育人才：鼓勵產

業協助學校開設具有實務專

業師資參與教學之課程。 

 教育部辦理「技職再造方案第二期」，

協助開辦專班或實作，推動產學合作人

才培育工作，以培育企業所需各式人

才。 

(4) 創業是資服產業未

來發展的關鍵，必須

降低現行創業團隊

無疾而終的機率 

(4.1) 鼓勵資服業者認養創意團

隊，降低彼此間的交易成

本。 

 透過「開放資料(Open data)應用推動

計畫」大幅開放政府資料，提供創業團

隊可以運用，使經驗得以持續累積。 

 工業局「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委託投

資管理計畫」鼓勵創投業者投資創新資

訊服務團隊先期天使投資環境。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4~2016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