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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報告 

壹、 研究範疇 

一、專業會議籌組公司 

為籌劃、辦理會議的專業公司，主要負責提供舉辦會議各類服務、協 

調整合資源、協助爭取贊助、與政府及相關業者溝通、整合下游廠 

商、協助談判協商等。 

二、專業展覽籌組公司 

負責展覽企劃、徵展、推廣、租借場地等工作。在展覽產業中扮演提供 

參展廠商與參觀者一個有利的交易平臺的角色，讓雙方在展覽過程均 

可獲利，願意持續參與展覽活動。 

三、場地管理者 

負責營運管理可供會展活動舉辦之處所的經營者。若依場地類型可將 

提供會展活動舉辦之處所分為展覽場地、會議場地、活動場地，以及綜 

合型場地等。負責可以提供相關會展活動服務者。 

貳、人力供需 

「人力需求法」 (Manpower Requirements Approach, MRA)是教育計畫中

常用的一種技術，目的在預估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技術人力。特

別是高級人力的預估，因需要較長時間的培養，最適合根據人力預估的結果

加以調整配合，以往文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雇主意見調查法、飽和

比率法、國際比較法、投入產出分析法、數量方法、時間序列法、專家預測

法以及地中海區域計畫等，各種預測方法之優缺點詳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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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人力需求推估常用預測方法 

方法 作法 優缺點 適用範圍 

雇主意見調查法 

 問卷法 

 人員訪問法 

 電話訪問法 

 雇主座談法 

透過問卷、電話或實地訪問等

方式，以直接由需求面廠商/

業者提供未來所需員工人數調

查雇主對於未來人力需求 

直接暸解雇主

人力需求，但

雇主未必能掌

握未來人力需

求 

適用短期預測 

飽和比率法 

 人力－人口比

率法 

假設某項人力佔全人口的比

例，依人口成長推估人力需求 

方法簡單但誤

差較大 

人力比重穩定

或成長趨勢明

確 

國際比較法 

 區域比較法 

預估本國產業結構在某年後將

達到某一目標國家的結構水準 

以別國為借鏡

但各國情況並

不相同 

歷史資料缺乏

者 

投入產出分析法 

 勞力產出比例

外推法 

以投入資源如經費、資金、人

力等，對產出的比例進行預估 

由於投入資源

到產出會產生

時間誤差 

投入與產出變

動呈同一比例 

數量方法 

 迴歸模型 

 計量經濟模型 

 投入產出模型 

以函數型態考量預測變數與自

變數間關係建立模型，以自變

數未來變化所產生效果進行預

測 

須自行建立模

型，須暸解變

數因果關係 

變數間資料齊

全者 

時間序列法 

 移動平均模式 

 自我迴歸模式 

以本身歷史資料進行資料分析

其成長趨勢，推估未來人力需

求 

依據過去歷史

趨勢進行預測 

歷史資料完整

者 

專家預測法 

 德菲法 

結合專家委員意見重覆評估預

測結果，最後達成共識以呈現

集體意見 

依據專家見解

以整合共通看

法 

運用專家知識

為判斷性預測 

地中海區域計畫 先研訂目標，然後估計所有職

業的人力需求，並將其轉換為

教育需求 

可詳細推估人

力需求結構 

對於人力需求

結構變化不大 

   資料來源：王攀智(1991)、葉芳吟(2006)、翟蘊華(2009)，本研究整理 

由於產業結構急速變遷，人口組成不斷的在變化，近年來我國亦日益重視

各重點產業人才的培育，在近 10 年來政府單位執行了許多對於不同產業的人

力預測研究，研究主題與使用的預測方法，整理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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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國內人力需求預測相關研究 

研究主題 研究單位 年份 預測方法 

大陸臺商人力供需與運

用之研究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02 

雇主意見調查法 

人員訪問法 

生物科技人力供需問題

研究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02 

時間序列法 

指數推估法 

全球運籌人力供需推估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03 專家預測法 

我國科技人力供需問題

研究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03 勞動與產值比率法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

與推估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 2003 地中海區域計畫 

推動企業營運總部人力

需求調查分析 
經濟部工業局 2004 時間序列法 

數位內容學院計畫－人

才需求調查 
經濟部工業局 2004 勞動與產值比率法 

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供需

調查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4 雇主意見調查法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

與推估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 2005 地中海區域計畫 

重點服務業人才供需調

查與推估研究計畫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08 地中海區域計畫 

資訊服務產業專業人才

供需調查 
經濟部工業局 2010-2012 

實地訪談與問卷調

查 

綠色能源產業人力供需

評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應用

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2011 專家座談會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

及推估計畫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1-2012 地中海區域計畫 

勞動人力供需因素探

討：以電子零組件製造

業為例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

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3 

深度訪談與問卷調

查 

105-107 年重點產業人

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彙整

報告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 地中海區域計畫 

2017-2019 重點產業人

才供需調查及推估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 2016 地中海區域計畫 

106-108 年重點產業人

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彙整

報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 地中海區域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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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地中海區域計畫」源自於 Parnes（1962）歐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為地中

海地區的六個國家，包括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與南斯拉夫

等國所擬訂一個多年度的教育計畫。其主要目的係依據未來的人力需求，擬訂

人力培育計畫，進而配合人力需求程度與教育程度供給進行調整，將促使國內

人力供需間獲得良好配合，進而增進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之效能。 

「地中海區域計畫」主要目的並非在預測未來勞動市場之供需，而是在決

定需要多少勞動供給，以達到某特定之經濟成長目標中，所提出的人力需求方

法。由於成效不錯，目前已成為各國人力需求主要工具，其優點為同時考慮產

業發展的人力效果，可以詳細推估人力需求結構，因此本研究採用此一方法來

進行會展業人力需求推估。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流程 

在專業人力供需方面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藉由對業界的 

需求調查，得到人力的需求數量；第二部分是藉由大專校院畢業生流 

向調查，得到人力的供給數量。以下分別說明研究步驟。 

二、 研究方法 

（一） 人力供需分析 

1. 人力需求分析 

（1） 預測作法 

在此依據「地中海區域計畫」的人力需求方法，估算本研究

會展人力需求預測。首先先建立基準年就業人口結構資料，

計算出會展行業別勞動係數，利用產值（營收）與勞動生產

力增加情況，求得人力需求之數量。以下為推估之步驟： 

第一步驟：建立基準年行業、職業與教育程度就業人口結構；

第二步驟：推估目標年年度達成之營收； 

第三步驟：將目標年營收分配於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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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驟：依各行業勞動生產力推估所需人力； 

此作法主要藉由目標年營收，計算出各行業每人平均產值，

即形成行業別產值勞動力，其假設從各行業之產出，可經由

勞動生產力換算所需投入之人力，進而估計產業人力需求。

第五步驟：將各行業就業人口結構，分配至各職業就業人口

結構； 

此作法主要藉由將各行業需求人力，轉變為各職業需求人力，

經由行業別與職業別關聯矩陣，間接估計各職業需求人力。 

（2） 情境設定 

本研究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的景氣概況數據資料，及主

計總處「支援服務業」之受僱員工人數，進行景氣燈號與會

展業需求人數之關聯分析。估計方法為：分別將景氣燈號各

燈號平均值，並將其歸類於樂觀、持平與保守之情境以計算

出各情境出現之平均數，其平均值即代表「支援服務業」受

僱員工人數增加率，再以景氣持平情境的員工年增率為 1，計

算景氣樂觀時，其受僱人數年增率為持平時的倍數值(保守時

計算方式亦同)，因此得到樂觀時的員工增加率為持平的

1.11 倍(保守時為持平時的 0.61 倍)。此倍數即可做為推估

員工需求率時，不同景氣設定的員工調整基準。詳細數值請

見表 3-1與表 3-2所示。 

表 3- 1 會展業未來景氣樂觀、持平以及保守情境設定 

項目 景氣燈號 

景氣樂觀 
紅燈 

黃紅燈 

景氣持平 綠燈 

景氣保守 
黃藍燈 

藍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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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不同景氣情境設定的會展業僱用人數倍數估計 

項目 景氣樂觀 景氣持平 景氣保守 

支援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年增率 10.07% 9.05% 5.54% 

以「持平」情境為基礎之倍數 1.11 1.00 0.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供給量分析 

人力供給的推估方法，分別由退出與新進的勞動力來推估，得

到未來的人力供給數量，即包含職業別退出勞動市場人數、職

業別新進市場人數以及未來職業別人力供給三部分，在此以推

估產業新增供給部分以及轉業的人數變動來表達，為由學校畢

業生新進產業供給量與在職者轉業供給兩類組成，畢業生部分

主要來自於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以及勞動部薪資行

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系統，轉業供給部分的資料則來自於

對雇主的問卷調查結果之設算，推估流程見圖 1所示。 

 
圖 1 人才供給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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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針對由大專院校的應屆畢業生，投入各產業的狀況來進行 

估計，如步驟一與步驟二之說明。 

步驟一：從教育部統計處資料，獲得全國大專院校目前各年級學 

生數，推估 107~109 年度的大專院校畢業生人數。 

步驟二：利用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調查，得知畢業生投入各相關 

產業的比例。例如：會議及展覽產業屬於支援服務業中 

的會議展覽服務業，因此可以由畢業生畢業後投入會議 

及展覽產業的比例算出會議籌組公司當年度來自於應屆 

畢業生的供給數量。  

此外，投入產業人數除了大專院校的應屆畢業生外，另一個主要 

的供給來源為從其他產業轉入，此部分由問卷調查結果得出，如 

步驟三說明。 

步驟三：在問卷調查的資料中，可以得到各產業的異業轉入的比 

例由轉業供給比例推算大專院校畢業生投入比例，即可 

得到每年度的產業新增人才供給量。 

（二）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內容共分成三大部分： 

第 1 部分：調查公司的營業項目與營業比例。 

第 2 部分：調查公司的基本資料，包括營收現況與預估成長率 

第 3 部分：調查 107 至 109 年新增專業人才需求量預估。 

藉由問卷調查的結果，可以推估出會展產業的主要需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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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在說明經由質化的深度訪談與量化的問卷調查後，所得到之人

力供需數量。 

一、供需數量分析 

供需數量分析是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得到對於整體會展產業在人才需 

求量的結果。 

（一）問卷樣本概述 

進行量化分析的回收率計算基準為：在營業額與營業成長部分均填 

答完整，即列為需求量化分析的有效樣本。發放對象以專業會議籌 

組公司、專業展覽籌組公司、場地管理者等三個產業，並需符合以 

下其一標準，包括： 

1. 屬於展會公會或是會展協會會員； 

2. 會議籌組公司之營運內容需以籌辦會議為主； 

3. 展覽籌組公司之營運內容需以籌辦展覽為主； 

4. 場地管理者之營運內容需包含可以舉辦會議或展覽為主； 

依據上述標準，問卷共計發放 67 份，問卷催收工作於問卷發放後的 

隔兩週後開始進行，每家公司催收 3 次不回答後列入不回收廠商。本 

研究共計回收 52 份，回收率為 77%。詳細資料請參見表 4-1。 

表 4- 1 問卷調查回收成果表 

類別 發放數 回收數 回收率 

專業會議籌組公司 
11 11 100% 

專業展覽籌組公司 
38 29 76% 

場地管理者 
18 12 67% 

總計 67 5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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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給量分析 

產業專業人力供給之量化分析，為先利用畢業生流向調查的資料，採 

用其畢業比例、就業比例，用以計算全國大專院校畢業生投入會展產 

業之供給預測。詳細資料如表 4-2 所示。 

表 4- 2 107~109 年全國大專院校畢業生投入會展服務產業人數推估表 

產業 
專業會議

籌組公司 

專業展覽

籌組公司 

場地管

理者 

其他相關

產業 

投入產業比例(%) 0.01% 0.03% 0.01% 0.38% 

年度 畢業生人數 投入會展服務產業人數推估 

107 302,275 30  91  30  1,149  

108 293,719 29  88  29  1,116  

109 281,590 28  84  28  1,070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及彙整 

就業供給的來源除新鮮人投入職場外，亦有由轉業供給者。在此藉由 

問卷調查中，會展產業行業別之轉業供給比例推論整體人力供給量， 

詳細資料如表 4-3 所示。 

表 4- 3 107~109 年投入會展服務產業人數推估表 

產業 
專業會議籌

組公司 

專業展覽籌

組公司 

場地管理

者 

轉業供給比例(%) 56.58% 31.30% 48.15% 

畢業生進入比例(%) 43.42% 68.70% 51.85% 

年度 投入會展服務產業人數推估 

107 70  132  58  

108 68  128  57  

109 65  123  54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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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量分析 

在景氣推估方面，以期望值計算方式，對照過去景氣發生不同情境的 

百分比變化，並採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進行人力的需求量分析，不 

同情境未來增聘人數與未來營收目標值之人力需求推估結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 4 會展產業 107-109 年專業人才新增需求量 

單位：人數 

產業別/年度 景氣情境 107 108 109 

專業會議籌組公司 

保守 27 29 32 

持平 45 48 52 

樂觀 50  53  58  

專業展覽籌組公司 

保守 120  109  109  

持平 195  178  178  

樂觀 217  198  198  

場地管理者 

保守 9  18  51  

持平 15  29  83  

樂觀 17  32  9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四）供需平衡分析 

為預測未來產業人才供需情勢，本調查建置產業人才供需參考指標，以 

衡量國內產業人才供需概況。其建置是以歷年勞動部發布求供倍數(求 

才人數／求職人數)之最高及最低值作為範圍，並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 

景氣燈號期望機率值，而於此範圍中設定 4 個檢查值及劃分 5 個指標 

區間，並給予每個指標區間一個特定符號，以代表每一類人才供需情形。 

指標符號包括「A－－」、「A－」、「A」、「A＋」、「A＋＋」， 

而其意義分別為人才極不足、人才不足、供需均衡、人才充裕、人才極 

充裕，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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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產業人才供需指標 

區間 X<0.99 0.99≦X<1.16 1.16≦X<1.4 1.4≦X<1.57 1.57≦X 

信號 A＋＋ A＋ A A－ A－－ 

意義 人才極充裕 人才充裕 供需均衡 人才不足 人才極不足 

資料來源：經濟部產業專業人才發展推動辦公室 

會展服務產業人才經計算出求供比後，轉換成供需指標，得知在景氣樂觀、 

持平與保守的情況下，各產業的人才供需狀況。詳細資料請見表 4-6~表 

4-8 所示。 

表 4- 6 專業會議籌組公司產業人力供需調查結果 

年度 107 108 109 

景氣情境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預估產值成長

率(%) 10.93 9.82 6.01 12.86 11.56 7.08 12.86 11.56 7.08 

新增人才需求

(人) 50 45 27 53 48 29 58 52 32 

新增人才供給

(人) 
70 68 65 

供需差距(人) 20 25 43 15 20 39 7 13 33 

人才求供比 0.71 0.64 0.39 0.78 0.71 0.43 0.89 0.80 0.49 

人才供需指標 A++ A++ A++ A++ A++ A++ A+ A++ A++ 

人才供需意義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充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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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專業展覽籌組公司產業人力供需調查結果 

年度 107 108 109 

景氣情境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預估產值成長

率(%) 7.53 6.77 4.14 6.87 6.17 3.78 6.87 6.17 3.78 

新增人才需求

(人) 217 195 120 198 178 109 198 178 109 

新增人才供給

(人) 
132 128 123 

供需差距(人) -85 -63 12 -70 -50 19 -75 -55 14 

人才求供比 1.64 1.48 0.91 1.55 1.39 0.85 1.61 1.45 0.89 

人才供需指標 A-- A- A++ A- A A++ A-- A- A++ 

人才供需意義 

人才

極不

足 

人才

不足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不足 

供需

平衡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不

足 

人才

不足 

人才

極充

裕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及彙整 

表 4- 8 場地管理者產業人力供需調查結果 

年度 107 108 109 

景氣情境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樂觀 持平 保守 

預估產值成

長率(%) 1.29 1.16 0.71 7.16 6.44 3.94 7.16 6.44 3.94 

新增人才需

求(人) 17 15 9 32 29 18 93 83 51 

新增人才供

給(人) 
58 57 54 

供需差距

(人) 
41 43 49 25 28 39 -39 -29 3 

人才求供比 0.29 0.26 0.16 0.56 0.51 0.32 1.72 1.54 0.94 

人才供需指

標 
A++ A++ A++ A++ A++ A++ A-- A- A++ 

人才供需意

義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充

裕 

人才

極不

足 

人才

不足 

人才極

充裕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及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