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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調查範疇 

  石化產業之行業標準分類代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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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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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產業發展趨勢 

1. 國外原料競爭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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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內環保法規日趨嚴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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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政府高值化政策：業者加速進行高值化轉型，提升石化產業之研發比例，

由 2013 年 0.55%提升至 2016 年預定投入研發的 1%，並以 2020年達 2%

為目標。 

(三) 人才量化供需推估 

  以下為石化產業 105-107 年人才需求推估結果，惟推估結果僅提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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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05 年 106 年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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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觀 1,200 

-- 

1,300 

-- 

1,400 

-- 持平 1,100 1,200 1,300 

保守 1,000 1,100 1,200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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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量教育部自 102 年起未提供整體性之學生投入產業流向資訊，爰未辦理供給面推估，

並以『--』表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5)，「2016-2018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四) 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石化產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類人才需求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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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彙總如下表： 

1. 石化產業所需之人才類型包括：製程、研發、業務及管理等類人才。 

2. 在基本學歷要求方面，研發人才以碩士以上為主要學歷需求，製程、行銷

業務及管理人才，亦均需有大專學歷。科系背景要求方面，製程、研發、

業務等專業人才需求化工專業知識，故以化學工程學類為主；管理人才主

要之職責為領導、溝通，較需要具專業企業管理背景，而不限定於化學、

化工相關科系。 

3. 在工作年資要求上，對於管理人才有較高要求，需有 5年以上工作經驗；

製程人才需有 2年以下經驗，而研發及業務人才則可接受無經驗者。 

4. 在招募難易方面，對於製程、研發及業務等人才，約有 8成業者表示可於

3個月內招募到所需之人；至於管理人才，由於需具有一定的實務經驗及

管理能力，年資要求較高，相對地，亦較難以招募。 
 

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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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廠設備與管線設計 

5. 化工與高分子專業知識 

2 年 

以下 

普

通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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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儀器操作與簡易維修保養 

5. 製程模擬、程序開發與設計 

無經

驗可 

普

通 

無 -- 

業 務 人 才

(243) 

產品行銷、業務管

理、客戶服務 

大專/ 

化 學 工 程 學 類

(5204) 

1. 市場分析 

2. 業務洽談 

3. 產品銷售 

4. 客戶開發與管理 

5. 國際業務拓展與談判 

無經

驗可 

普

通 

無 -- 

管 理 人 才

(122) 

策略規劃與團隊領

導 

大專/ 

企 業 管 理 學 類

(3403) 

化 學 工 程 學 類

(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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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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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基本學歷分為高中以下、大專、碩士以上；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 年以下、2-5 年、5 年以上。 

  (3)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平台，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人才能力需求

層級。「--」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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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5)，「2016-2018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五) 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以下為各業管機關就其調查推估結果，所綜整出的人才問題及其相關

因應對策。 

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化工、化學、材料科系學生流向高科技

產業，優秀人才不進入石化業，長期將

會影響整體產業之競爭力。 

 環境建構： 

1. 邀請企業高層赴校演講，讓學生了解石化業發展機會，吸引學

生進入石化業。 

2. 利用業界提供工廠實作設備，提供多元學習管道，促使學生具

體了解石化產業及環境。 

大專院校化工相關科系學習科目缺乏

製程相關基礎課程以及實務性課程，且

在職員工培訓能量不足。人才斷層，面

臨技術承接問題。 

 產學合作培育： 

1. 推動產學合作共同開設專班，培育具備實務知識、技能之人才，

由工業局透過石化產業相關協會發送產學合作企業需求問卷，

彙整具有需求業者名單後，轉由教育部協處。 

2. 配合業界需求主題，彙集產學研專家，舉辦研討會，以提升員

工高值化專業技能。 

因應高值化新增人才需求，有經驗的高

階研發人才不足。 

 高階人才培育： 

1. 透過技術處〈鼓勵國內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計畫〉，鼓勵企業

設立研發中心，增聘碩博士高階研發人力。 

2. 進行產學合作研究之推廣，舉辦交流活動，引導學校運用科專

補助及輔導機制，促進碩博士生參與業界研發。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