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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綠建築產業發展關鍵人才供需調查推估，含 2016~2018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

人才的供需調查、2016~2018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的供需調查與系統整合人才教

育培訓相關課程的推廣與落實，重要成果摘要如下： 

配合國發會辦理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已完成調查推估 2016~2018 年智

慧綠建築安全監控與節能規劃產業人才之數量缺口與質性缺口，發現大專院校畢業的

人才供給數量可滿足業界需求，但人才質量上存在產學落差，拉長新進員工訓練時間

與成本的增加；跨領域人才的培育與培訓極為缺乏，致使建築主體與智慧綠建築附加

價值之間的連結較為鬆散，影響產業發展。建議參考後續建置的職能基準作為勞動市

場與教育訓練體系之間的介面，讓供需雙方對人才能力規格有相近標準，縮短產學落

差。 

配合勞動部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方案，已完成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及節能規

劃職能基準，訪談業者發現多認可安全監控與節能規劃可提高智慧綠建築產品與服務

附加價值。職能內涵在知識方面，可導入雲端與物聯網等發展趨勢，強化跨領域知識

整合；在技能方面，可導入案場探勘規劃，強化圖說能力。建議可參考上述職能基準，

後續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可針對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最後一哩」

課程進行推廣，帶動教育體系有效培育智慧綠建築產業所需專業人員。 

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院簽署智慧綠建築課程推動合作備忘錄，於 2015年 9

月在電機工程系開設「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設計實務」課程選修學生 62位，並安

排 11月至研華林口智慧園區參訪，透過親身體驗來強化智慧綠建築認知，期能藉由人

才教育培訓課程推廣，輔導大學院校相關系所辦理智慧綠建築課程規劃，強化學生綜

合、跨領域創新及實務經驗；加強課程內容與現實職場的連結性和立即可用性，確保

未來學生能力符合企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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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持續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掌握智慧綠建築產業關鍵人才供需狀況，辦理產業人才供

需調查及推估工作，俾利國家發展委員會整合產業人才供需資訊，訂定產業人才資源

發展策略，以健全我國智慧綠建築產業發展。持續勞動部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

辦理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及品質審查，依據產業需求來描述產業關鍵人才所需能力規格，

可做為學校或教育訓練機構課程規劃之依據，以提供合適之教育訓練，減少學、訓、

用落差，解決產業關鍵人才需求，以支持產業發展。本年度工作內容除了推估關鍵人

才相關質與量之供需情形與建立關鍵人才職能基準外，並將 2013年系統整合人才供需

調查所發現之產學落差及原有課程缺乏跨領域人才培育的問題，於 2014年進行培訓課

程設計規劃，2015年則推動 ICT科系導入智慧綠建築培訓課程，藉由業師授課及實地

參訪，加強課程與職場的連結性和立即可用性，確保未來學生能力符合企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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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年度目標 

一、2016~2018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的供需調查 

(一)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產業人力供需調查及推估』辦理流程及

建議方法，完成 2016~2018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的供需調查。 

(二)舉辦工作會議至少 2場，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2場。 

(三)依勞動部公告之職能基準品管機制及其建議範例之架構、內涵，探討並完成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職能基準。 

二、2016~2018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的供需調查 

(一)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產業人力供需調查及推估』辦理流程及建

議方法，完成 2016~2018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的供需調查。 

(二)舉辦工作會議至少 2場，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2場。 

(三)依勞動部公告之職能基準品管機制及其建議範例之架構、內涵，探討並完成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職能基準。 

三、系統整合人才教育培訓相關課程的推廣與落實 

(一)延續2014年系統整合人才培訓課程設計，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至少2場次，

確認並完成課程內容教材。 

(二)輔導大學院校相關系所辦理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學程規劃，舉辦課程研習會

2場次。 

(三)探討並完成課程研習會的成效評估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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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項目評估基準與成果 

表 1 工作項目評估基準與成果 

工作項目 成果驗收標準 達成情形說明 

(1) 2016~2018

智慧綠建築

安全監控人

才的供需調

查 

 完成 2016~2018 智慧綠建

築安全監控人才的供需調

查。 

 舉辦工作會議至少 2 場，

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2場。 

 完成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

人才職能基準。 

 符合目標及進度，已完成

2016~2018智慧綠建築安全

監控人才的供需調查、工作

會議 2場、專家諮詢審查會

2場及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

人才職能基準。(詳見內文

p.  4~21) 

(2) 2016~2018

智慧綠建築

節能規劃人

才的供需調

查 

 完成 2016~2018 智慧綠建

築節能規劃人才的供需調

查。 

 舉辦工作會議至少 2 場，

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2場。 

 完成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

人才職能基準。 

 符合目標及進度，已完成

2016~2018智慧綠建築節能

規劃人才的供需調查、工作

會議 2場、專家諮詢審查會

2場及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

人才職能基準。(詳見內文

p.  22~ 31) 

(3) 系統整合人

才教育培訓

相關課程的

推廣與落實 

 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至少

2場次。 

 舉辦課程研習會 2場次。 

 完成課程研習會的成效評

估及建議。 

 符合目標及進度，已完成專

家學者座談會 2場、課程研

習會2場及課程研習會的成

效評估及建議。(詳見內文

p.3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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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情形說明 

第一節  2016~2018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的供需調查 

一、完成 2016~2018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的供需調查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推估調查方法主要係運用國發會重點產業人才

供需推估架構，採用專家意見法、問卷調查法、次級資料所完成。其流程包括：

第一，確定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推估架構；第二，蒐集次級資料、進行

問卷設計、舉辦工作會議及專家座談會強化問卷專家效度及進行問卷修改；第三，

發放問卷及回收問卷與分析等，研究藉由問卷調查，蒐集產業廠商人才需求之數

量，並分析彙整廠商所需的人才質性能力需求；產業人才供給量部份則由相關科

系就學人數統計，收集畢業生流向、進修、入伍與退伍人數進行推估；第四，整

合供給面、需求面資料，完成人才供需推估之量化及質性缺口；第五，舉辦專家

座談會，邀請相關產業專家，討論供需結果與人才需求因應的策略；最後，完成

產業人才供需推估調查報告，提出結果與建議。 

 

圖 1 智慧綠建築產業人才供需調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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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供給端調查問卷說明智慧綠建築的定義及本次調查之相關科系與智慧綠

建築就業職務之關聯性如下：  

表 2 智慧綠建築定義及學校科系與其就業職務之關聯 

智慧綠建築的定義 

藉由導入資通訊系統及設備之手法，使空間具備主動感知之智慧化功能，以達到

安全健康、舒適、節能永續目的之建築物。 

學校科系與「智慧綠建築」就業職務之關連 

建築土木相關科系 

可從事建築本體規劃設計、空間與外觀設計職務，協助

建築物各項智慧化設計、法規檢討、送照以及溝通協調

等。 

景觀設計相關科系 

可從事景觀設計、植栽配置等職務，負責建築物各項智

慧化澆灌、灑水、節能、省水、雨水回收系統及節能景

觀燈等。 

資訊工程相關科系 
可從事軟體、人機介面、網路系統整合等職務，協助建

築物各項智慧化系統的資訊環境設定、系統架構規劃等。 

電子機械相關科系 

可從事硬體、電機控制、機電整合、自動控制等職務，

協助建築物各項智慧化監控系統規劃、施作及維護管理

等。 

網路通訊相關科系 
可從事電信、通訊系統與線路工程等職務，負責建築物

各項智慧化防盜保全、安裝配線工程等。 

光電工程相關學系 
可從事光電、建築照明等職務，負責建築物各項智慧化

光環境、照明系統節能之繪圖、規劃、評估等。 

冷凍空調與能源相關

科系 

可從事空調冷凍、節能空調設計、繪製空調工程圖等職

務，負責建築物各項智慧化冷凍空調節能工程等。 

 

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對象以國內大專院校培育之大學生與碩士生為主，

意即尚未有工作經驗之學生，因此不包括進修部與在職專班等。 

調查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類別包括：建築土木相關科系、資訊工程相關科系、

電子機械相關科系、網路通路相關科系、光電工程相關科系、景觀設計相關科系

及冷凍空調與能源相關科系。以全臺灣北/中/南地區符合條件之學生人數為母體進

行分層，採用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進行，各層下再依照不同科系之大學/碩士生之

比率進行配額控制，以讓樣本結構與母體一致。透過校園一對一面訪之方式，本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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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於北部、中部及南部共計取得 310份有效樣本數，抽樣誤差約為正負 5.66%。

如表 2所示。 

表 3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分布 

項目 分類 份數 占比 

區域 

北部 155 50.0% 

中部 62 20.0% 

南部 93 30.0% 

性別 
男 263 84.8% 

女 47 15.2% 

年級 

大三 141 45.5% 

大四以上 94 30.3% 

碩一 54 17.4% 

碩二以上 21 6.8% 

科系 

建築土木相關科系 46 14.8% 

景觀設計相關科系 44 14.2% 

資訊工程相關科系 49 15.8% 

電子機械相關科系 46 14.8% 

網路通訊相關科系 45 14.5% 

光電工程相關科系 44 14.2% 

冷凍空調與能源相關科系 36 1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9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整體對智慧綠建築稍微瞭解、瞭解及非常

瞭解(五級分制，三級分以上)之合計比率為 22.90%，其中以建築土木相關之科系

類別之學生對智慧綠建築之認知程度較高，其餘科系有約 1/3 的學生沒聽過智慧

綠建築，調查顯示在資通訊相關科系宣導智慧綠建築觀念仍有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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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對智慧綠建築瞭解程度 

科系類別 沒聽過 聽過，但不

是很了解 

稍微瞭解 瞭解 非常瞭解 

整體 31.60% 45.50% 18.10% 4.20% 0.60% 

  建築土木 10.90% 47.80% 23.90% 13.00% 4.30% 

  景觀設計 38.60% 38.60% 15.90% 6.80% 0.00% 

  資訊工程 42.90% 34.70% 18.40% 4.10% 0.00% 

  電子機械 32.60% 47.80% 17.40% 2.20% 0.00% 

  網路通訊 35.60% 46.70% 15.60% 2.20% 0.00% 

  光電工程 27.30% 52.30% 20.50% 0.00% 0.00% 

  冷凍空調與能源 33.30% 52.80% 13.90% 0.0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上過相關課程占比，整體而言上過「智慧

綠建築」、「安全監控」或「節能規劃」課程的學生占比皆未超過二成。上過「智

慧綠建築」相關課程的科系以建築土木相關科系學生所占比例最高：上過「安全

監控」相關課程的科系雖以建築土木相關科系所占比例最高，但資通訊相關科系

學生占比則明顯較上過「智慧綠建築」所占比例有明顯提高：上過「節能規劃」

相關課程的科系則是以冷凍空調與能源相關科系所占比例最高，且占比與其他科

系有明顯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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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研習智慧綠建築相關課程占比 

科系類別 上過「智慧綠建築」

相關課程 

上過「安全監控」

相關課程 

上過「節能規劃」

相關課程 

整體 10.00% 17.70% 15.80% 

  建築土木 23.90% 32.60% 21.70% 

  景觀設計 11.40% 6.80% 6.80% 

  資訊工程 8.20% 24.50% 10.20% 

  電子機械 6.50% 23.90% 17.40% 

  網路通訊 6.70% 20.00% 2.20% 

  光電工程 9.10% 6.80% 6.80% 

  冷凍空調與能源 2.80% 5.60% 52.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一定會及可能會考慮從事智慧綠建築之整

體合計比率為 32.60%，相關科系別占比排序依序為建築土木、光電工程、網路通

訊、冷凍空調與能源、資訊工程、景觀設計、電子機械，推估以建築產業相關之

科系類別之學生考慮從事智慧綠建築工作之比率較高。 

表 6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從事智慧綠建築比率 

科系類別 一定不會

(1~20%) 

可能不會

(20~40%) 

不一定

(40~60%) 

可能會

(60~80%) 

一定會

(80~100%) 

整體 12.90% 19.70% 34.80% 28.40% 4.20% 

  建築土木 4.30% 13.00% 23.90% 54.30% 4.30% 

  景觀設計 9.10% 22.70% 45.50% 20.50% 2.30% 

  資訊工程 8.20% 26.50% 36.70% 28.60% 0.00% 

  電子機械 23.90% 19.60% 34.80% 17.40% 4.30% 

  網路通訊 22.20% 11.10% 35.60% 22.20% 8.90% 

  光電工程 18.20% 25.00% 22.70% 31.80% 2.30% 

  冷凍空調與能源 2.80% 19.40% 47.20% 22.20% 8.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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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從事智慧綠建築之領域，整體前三位

排序依序為節能管理、系統整合及資訊通信。其中建築土木相關科系考慮從事智

慧綠建築之領域以建築部分占比最高；景觀設計相關科系則以節能管理占比最高；

資訊工程相關科系則以資訊通信為主；電子機械相關科系則以系統整合占比最高；

網路通訊相關科系則以資訊通信占比最高；光電工程則以節能管理占比最高；冷

凍空調與能源相關科系則以節能管理占比最高，推估相關科系投入智慧綠建築之

領域多與其相關科系專業知能有高度關聯性。 

表 7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從事智慧綠建築之領域(1/2) 

科系類別 節能管理 系統整合 資訊通信 健康舒適 設施管理 

整體 38.50% 38.10% 37.00% 28.90% 27.80% 

  建築土木 27.30% 34.10% 9.10% 25.00% 27.30% 

  景觀設計 42.50% 30.00% 10.00% 75.00% 30.00% 

  資訊工程 22.20% 37.80% 75.60% 15.60% 26.70% 

  電子機械 34.30% 57.10% 40.00% 14.30% 37.10% 

  網路通訊 31.40% 42.90% 74.30% 11.40% 17.10% 

  光電工程 47.20% 38.90% 41.70% 22.20% 22.20% 

  冷凍空調與能源 71.40% 28.60% 8.60% 37.10% 34.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表 8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從事智慧綠建築之領域(2/2) 

科系類別 建築部分 安全防災 綜合佈線 貼心便利 物聯網 

整體 18.50% 16.70% 15.20% 14.80% 0.40% 

  建築土木 77.30% 18.20% 0.00% 9.10% 0.00% 

  景觀設計 22.50% 7.50% 5.00% 15.00% 0.00% 

  資訊工程 2.20% 13.30% 11.10% 15.60% 2.20% 

  電子機械 11.40% 17.10% 25.70% 5.70% 0.00% 

  網路通訊 0.00% 11.40% 34.30% 17.10% 0.00% 

  光電工程 2.80% 11.10% 16.70% 8.30% 0.00% 

  冷凍空調與能源 2.90% 40.00% 20.00% 34.3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投入該產業之原因，整體主要是認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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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產業是未來發展趨勢，也與其所學的專業匹配。其中各相關科系投入之原

因差異不大。 

表 9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投入該產業之原因 

科系類別 

智慧綠

建築產

業是未

來發展

趨勢 

與我所

學的專

業匹配 

智慧綠

建築產

業是對

社會環

境好的

產業 

智慧綠

建築產

業的薪

水比較

高 

家人或

親友也

在智慧

綠建築

相關產

業工作 

智慧綠

建築產

業是新

產業 

整體 58.90% 51.90% 35.90% 25.90% 3.70% 0.40% 

  建築土木 50.00% 79.50% 29.50% 20.50% 4.50% 0.00% 

  景觀設計 55.50% 47.50% 30.00% 25.00% 5.00% 0.00% 

  資訊工程 46.70% 46.70% 35.60% 31.10% 4.40% 2.20% 

  電子機械 60.00% 34.30% 40.00% 25.70% 8.60% 0.00% 

  網路通訊 68.60% 42.90% 42.90% 25.70% 2.90% 0.00% 

  光電工程 63.90% 38.90% 33.30% 19.40% 0.00% 0.00% 

  冷凍空調與能源 74.30% 68.60% 42.90% 34.30% 0.0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投入的工作屬性，整體占比以設計規

劃最高，其次為技術產品研發，供給端對於投入施工維運及業務行銷之工作屬性

投入意願有明顯偏低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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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投入的工作屬性 

科系類別 設計規劃 技術產品

研發 

專案管理 施工維運 業務行銷 

整體 41.10% 29.30% 18.10% 8.50% 3.00% 

  建築土木 56.80% 15.90% 11.40% 15.90% 0.00% 

  景觀設計 57.50% 5.00% 32.50% 2.50% 2.50% 

  資訊工程 22.20% 46.70% 15.60% 11.10% 4.40% 

  電子機械 37.10% 34.30% 17.10% 2.90% 8.60% 

  網路通訊 37.10% 34.30% 22.90% 2.90% 2.90% 

  光電工程 38.90% 36.10% 13.90% 8.30% 2.80% 

  冷凍空調與能源 37.10% 34.30% 14.30% 14.3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投入該產業可接受薪資水準，整體以 4 萬

元以上占比最高，其次為 3萬 2仟元至 3萬 5仟元間。假設 4萬元以上多為供給

端較樂觀期待的偏差值下，推估供給端一般可接受薪資水準為 3萬 2仟元至 3萬

5仟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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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可接受薪資水準 

科系類別 

22仟

元以

上至

25仟

元

（含） 

25仟

元以

上至

28仟

元

（含） 

28仟

元以

上至

30仟

元

（含） 

30仟

元以

上至

32仟

元

（含） 

32仟

元以

上至

35仟

元

（含） 

35仟

元以

上至

38仟

元

（含） 

38仟

元以

上至

40仟

元

（含） 

40仟

元以

上 

整體 1.90% 5.20% 4.10% 13.70% 16.70% 12.60% 13.30% 32.60% 

  建築土木 0.00% 6.80% 0.00% 9.10% 18.20% 13.60% 18.20% 34.10% 

  景觀設計 5.00% 10.00% 0.00% 35.00% 12.50% 7.50% 10.00% 20.00% 

  資訊工程 2.20% 4.40% 8.90% 11.10% 8.90% 17.80% 20.00% 26.70% 

  電子機械 2.90% 2.90% 11.40% 14.30% 20.00% 11.40% 2.90% 34.30% 

  網路通訊 2.90% 0.00% 5.70% 2.90% 20.00% 20.00% 8.60% 40.00% 

  光電工程 0.00% 0.00% 0.00% 13.90% 8.30% 11.10% 13.90% 52.80% 

  冷凍空調與能源 0.00% 11.40% 2.90% 8.60% 31.40% 5.70% 17.10% 22.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供給端人才認為公司錄取之關鍵原因，整體前三位依

序為工作態度、溝通能力、專業證照。 

表 12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認為公司錄取關鍵原因(1/2) 

科系類別 工作態度 溝通能力 專業證照 學歷 團隊合作 

整體 75.20% 48.90% 46.70% 40.70% 38.50% 

  建築土木 77.30% 45.50% 63.60% 47.70% 34.10% 

  景觀設計 77.50% 52.50% 37.50% 42.50% 50.00% 

  資訊工程 64.40% 37.80% 37.80% 40.00% 44.40% 

  電子機械 80.00% 60.00% 37.10% 25.70% 25.70% 

  網路通訊 71.40% 31.40% 51.40% 54.30% 31.40% 

  光電工程 86.10% 58.30% 55.60% 41.70% 33.30% 

  冷凍空調與能源 71.40% 60.00% 42.90% 31.40% 48.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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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認為公司錄取關鍵原因(2/2) 

科系類別 科系 抗壓性 語言能力 學校 其他 

整體 38.10% 38.10% 27.80% 23.30% 0.40% 

  建築土木 36.40% 36.40% 25.00% 20.50% 0.00% 

  景觀設計 47.50% 42.50% 25.00% 27.50% 0.00% 

  資訊工程 51.10% 42.20% 20.00% 26.70% 0.00% 

  電子機械 17.10% 42.90% 25.70% 8.60% 0.00% 

  網路通訊 37.10% 28.60% 40.00% 34.30% 0.00% 

  光電工程 27.80% 27.80% 27.80% 16.70% 2.80% 

  冷凍空調與能源 45.70% 45.70% 34.30% 28.6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一定會及可能會考慮參加智慧綠建築課程

之意願，整體合計比率為 45.20%，相關科系別占比排序依序為建築土木、冷凍空

調與能源、光電工程、景觀設計、網路通訊、電子機械、資訊工程，推估以建築

產業相關之科系類別之學生考慮參加智慧綠建築課程之比率較高。 

表 14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參加智慧綠建築課程比率 

科系類別 一定不會

(1~20%) 

不能不會

(20~40%) 

不一定

(40~60%) 

可能會

(60~80%) 

一定會

(80~100%) 

整體 1.10% 17.80% 35.90% 40.40% 4.80% 

  建築土木 2.30% 6.80% 22.70% 59.10% 9.10% 

  景觀設計 2.50% 25.00% 27.50% 45.00% 0.00% 

  資訊工程 0.00% 24.40% 44.40% 24.40% 6.70% 

  電子機械 2.90% 20.00% 45.70% 31.40% 0.00% 

  網路通訊 0.00% 14.30% 42.90% 37.10% 5.70% 

  光電工程 0.00% 25.00% 27.80% 41.70% 5.60% 

  冷凍空調與能源 0.00% 8.60% 42.90% 42.90% 5.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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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考慮參加智慧綠建築課程之領域，整體前

三位排序依序為技術發展、產業趨勢及產品應用。 

表 15 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參與課程領域 

科系類別 
技術 

發展 

產業 

趨勢 

產品 

應用 

指標 

解析 

導入 

案例 

標準 

範例 

法令 

規章 

優化

人性

設計 

整體 75.6% 51.10% 31.90% 20.40% 15.20% 9.30% 4.40% 0.40% 

  建築土木 63.60% 68.20% 36.40% 25.00% 13.60% 11.40% 9.10% 0.00% 

  景觀設計 75.00% 52.50% 17.50% 20.00% 20.00% 7.50% 2.50% 0.00% 

  資訊工程 73.30% 48.90% 31.10% 8.90% 20.00% 4.40% 6.70% 0.00% 

  電子機械 71.40% 37.10% 51.40% 14.30% 11.40% 14.30% 0.00% 0.00% 

  網路通訊 82.90% 51.40% 17.10% 37.10% 17.10% 14.30% 2.90% 0.00% 

  光電工程 80.60% 38.90% 33.30% 19.40% 11.10% 5.60% 5.60% 2.80% 

  冷凍空調與能源 85.70% 57.10% 37.10% 20.00% 11.40% 8.60% 2.9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未立即就業之整體比率為 59.40%，其原因

依序為服兵役、國內升學及出國進修。 

表 16 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畢業學生未就業之原因 

科系類別 投入職場 服兵役 國內升學 出國進修 短期訓練 

整體 40.6% 29.40% 22.60% 7.10% 0.30% 

  建築土木 26.10% 21.70% 37.00% 13.00% 2.20% 

  景觀設計 52.30% 15.90% 25.00% 6.80% 0.00% 

  資訊工程 36.70% 30.60% 20.40% 12.20% 0.00% 

  電子機械 47.80% 30.40% 17.40% 4.30% 0.00% 

  網路通訊 44.40% 37.80% 15.60% 2.20% 0.00% 

  光電工程 38.60% 29.50% 22.70% 9.10% 0.00% 

  冷凍空調與能源 38.90% 41.70% 19.40% 0.0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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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需求端調查是以結合資訊、電腦攝影、數位技術等多方

面技術，應用於防盜、門禁、遠端監視、保全等領域之廠商為對象。依據稅務行

業標準分類可大致歸類於防盜、防災系統設備製造(分類標號 2729-16)、監視系統

裝修工程(分類標號 4331-16)及自動門裝修工程(分類標號 4331-18)。參考智慧化居

住空間產業聯盟登錄廠商、台灣安全設備與服務產業協會、臺北市智慧化安全管

理促進協會、台灣安全博覽會參展廠商等所建立之廠商資料庫約 280 家，為使調

查結果具一定的代表性，針對各企業營業規模進行分類，回收樣本中包含不同營

業規模的企業，其中對於指標性的企業進行重點訪查，以取得其相關意見，提高

調查數據之參考價值，合計取得 50份有效樣本數，回收率約 17.8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相關廠商的工作職務關鍵性排序，前三位依

序為電子工程、軟體發展及程式設計及電機工程。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給端的關鍵職務、教育程度、科系類

別、工作經驗、招募難易及海外招募等說明如下表。 

表 17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關鍵職務條件說明 

排序 工作職務 教育程度 科系類別 工作經驗 招募難易 海外招募 

1 電子工程 大專 電子機械 2~5年 普通 無 

2 軟體發展及

程式設計 

大專 資訊工程 2~5年 難 無 

3 電機工程 大專 電子機械 2~5年 普通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整體欠缺的工作屬性人員占比以

技術產品研發最高，其次為業務行銷，需求端對於投入施工維運及設計規劃之工

作屬性人員較不欠缺。 

表 18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欠缺的工作屬性人員 

工作屬性 技術產品

研發 

業務 

行銷 

專案 

管理 

設計 

規劃 

施工 

維運 

並不 

欠缺 

智慧綠建

築 

安全監控 

54.00% 50.00% 24.00% 18.00% 14.00% 1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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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整體可接受大專畢業生薪資水準，

以 2萬 5仟元至 2萬 8仟元間占比最高，其次為 2萬 8仟元至 3萬元間。 

表 19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可接受薪資水準 

薪資水準 

22仟

元以上

至 25

仟元

（含） 

25仟

元以上

至 28

仟元

（含） 

28仟

元以上

至 30

仟元

（含） 

30仟

元以上

至 32

仟元

（含） 

32仟

元以上

至 35

仟元

（含） 

35仟

元以上

至 38

仟元

（含） 

38仟

元以上

至 40

仟元

（含） 

40仟

元以上 

智慧綠建築 

安全監控 
6.00% 36.00% 26.00% 24.00% 6.00% 2.00% 0.0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需求端整體認為錄取大專畢業生之關鍵原因

前三位依序為工作態度、抗壓性、溝通能力。 

表 20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認為錄取大專畢業生之關鍵原因 

錄取原因 工作態度 抗壓性 溝通能力 科系 學歷 

智慧綠建

築安全監

控 

76.00% 74.00% 64.00% 56.00% 54.00% 

團隊合作 專業證照 語言能力 學校 其他 

50.00% 26.00% 14.00% 2.00%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的人才招募方式，主要以人力銀

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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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人才招募方式 

徵才來源 最常使用 經常使用 普通 不常使用 未曾使用 

勞動力發展署 2.00% 0.00% 12.00% 40.00% 46.00% 

人力銀行 86.00% 10.00% 2.00% 0.00% 2.00% 

校園徵才 0.00% 6.00% 10.00% 26.00% 58.00% 

同業挖角 0.00% 4.00% 30.00% 22.00% 44.00% 

海外招募 0.00% 0.00% 0.00% 8.00% 92.00% 

相關機構培訓與

認證人才 
0.00% 0.00% 4.00% 16.00% 80.00% 

產學合作或政府

專案 
0.00% 2.00% 6.00% 14.00% 7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對於無工作經驗之新進人員，需

在職多久方能發揮產能，調查顯示以 1年至 1年半占比最高。 

表 22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新進人員產能發揮期程 

在職期間 馬上可以 3個月~ 

半年 

半年至 

一年 

一年至 

一年半 

一年半至

二年 

二年以上 

智慧綠建

築安全監

控 

2.00% 14.00% 36.00% 38.00% 6.00% 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考慮開設智慧綠建築課程之領域，

整體前三位排序依序為技術發展、產業趨勢及產品應用。 

表 23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開設課程領域 

課程領域 
技術 

發展 

產業 

趨勢 

產品 

應用 

專案 

管理 

導入 

案例 

標準 

範例 

指標 

解析 

法令 

規章 

智慧綠建築 

安全監控 
82.00% 48.00% 48.00% 38.00% 36.00% 20.00% 10.00% 6.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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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每人每年教育訓練預算，調查顯

示以每人每年 3仟元以上至 5仟元(含)占比最高。 

表 24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每人每年教育訓練預算 

教育訓練

經費預算 

無 3仟元

（含）以下 

3仟元以

上至 5仟

元（含） 

5仟元以

上至 8仟

元（含） 

8仟元以

上至 1萬

元（含） 

1萬元以

上 

智慧綠建

築安全監

控 

16.00% 8.00% 34.00% 14.00% 14.00% 1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遭遇運題，整體前三位排序依序

為人才缺乏、開發能力不足及價格競爭激烈。 

表 25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遭遇問題 

遭遇問題 
人才 

缺乏 

開發能

力不足 

價格競

爭激烈 

營運 

成本高 

售後 

服務 

結案 

驗收 

侵權 

智慧綠建

築 

安全監控 

68.00% 52.00% 48.00% 44.00% 28.00% 18.00% 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認為政府可協助事項，調查顯示

以產業專業人才培育占比最高，其次為政府經費預算補助。 

表 26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政府可協助事項 

政府可協助事項 占比 

產業專業人才培育 78.00% 

政府計畫經費補助 68.00% 

優惠措施降低營運成本 46.00% 

賦稅減免 46.00% 

建立相關品質標準 30.00% 

促進產學合作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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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產業媒合 24.00% 

產業及國際市場資料 22.00% 

促成兩岸交流 18.00% 

協助智慧財產維護 14.00% 

協助開拓國際市場 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依據專家座談會建議進行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給端與需求

端之交叉比對，如表 27所示發現如下： 

 薪資水準方面，供需雙方有段明顯落差。 

 工作屬性方面，供給端多希望從事設計規劃，需求端則對於技術產品研

發及業務行銷人員較有需求。 

 錄取因素方面，供需雙方對於工作態度及溝通能力有共識，但供給端則

較重視專業證照，需求端則對抗壓性較重視。 

 培訓課程方面，供需雙方皆較重視技術發展領域，對於產業趨勢及產品

應用亦有相同需求認知。 

表 27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給端與需求端交叉比對 

比對項目 供給端 需求端 

薪資水準 32,000~3,5000 25,000~28,000 

工作屬性排序 
設計規劃 

技術產品研發 

技術產品研發 

業務行銷 

錄取因素排序 

工作態度 

溝通能力 

專業證照 

工作態度 

抗壓性 

溝通能力 

培訓課程排序 

技術發展 

產業趨勢 

產品應用 

技術發展 

產業趨勢 

產品應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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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供需量化分析在供給端方面，以教育部統計處之在校生資料（按科系

區分）推估未來三年（2016、2017、2018）畢業生人數，考量碩士學士畢業後

流向有所差異，因此將碩士學士分開計算。並以教育部 104學年度（2015年）

在校學生人數統計為例，2016 年畢業生人數為大三在校生人數，依此類推，

2017 年畢業生為大二在校學生，2018年畢業生為大一在校生人數。碩士畢業

生推估人數為碩二在校生人數為 2015年畢業生人數，碩一在校生人數為 2016

年畢業生人數，而 2017、2018年則係以碩士畢業生成長率推估而得。 

調查推估考量延畢、出國進修、國內進修、服役、退伍、留學歸國等因素計

算而可進入職場之就業人數。將可投入職場人數乘以相關科系投入各重點產業之

比例，即求得供給面的學校新增供給量，如圖 2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9 

圖 2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給數量推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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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2018 年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畢業生每年皆超過 5 萬人，其中以電子

機械及資訊工程科系學生為多。 

表 28 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 2016~2018年各年度畢業生推估 

年度 2016 2017 2018 

科系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建築土木 1,465 3,956 1,504 4,060 1,552 4,192 

景觀設計 77 546 83 589 91 642 

電子機械 5,876 17,552 5,973 17,842 6,111 18,255 

資訊工程 3,398 15,758 3,384 15,695 3,457 16,031 

光電工程 875 1,034 882 1,042 881 1,041 

網路通訊 776 1,783 800 1,839 815 1,873 

空調能源 159 542 169 577 161 548 

合計 12,626 41,171 12,795 41,644 13,068 42,5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經考量各項因素計算後 2016年~2018年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人才供給每年約

4萬多人。 

表 29  2016~2018年相關科系人才供給之推估流程 

年度 2016 2017 2018 

科系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畢業生推估 12,626 41,171 12,795 41,644 13,068 42,582 

服役人數推估(-) 3,184 10,304 3,223 10,430 3,287 10,652 

退伍人數推估(+) 3,084 10,380 3,184 10,304 3,223 10,430 

當年度延畢生推估(-) 2,130 1,738 2,159 1,759 2,208 1,801 

復學人數推估(+) 2,033 1,750 2,130 1,738 2,159 1,759 

出國進修人數推估(-) 960 3,362 969 3,385 991 3,465 

國內進修人數推估(-) 2,627 8,487 2,665 8,591 2,724 8,793 

歸國學人推估(+) 935 3,372 911 3,381 960 3,362 

合計 9,777 32,782 10,006 32,903 10,200 33,4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經調整後，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 2016~2018 年各年度人才供給推估數整理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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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 2016~2018年各年度人才供給推估數 

年度 2016 2017 2018 

科系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建築土木 873 2,419 917 2,515 951 2,586 

景觀設計 53 411 58 429 64 466 

電子機械 4,719 14,639 4,871 14,637 4,978 14,917 

資訊工程 2,655 12,519 2,679 12,508 2,712 12,626 

光電工程 667 835 681 817 678 801 

網路通訊 686 1,537 666 1,538 683 1,574 

空調能源 124 422 133 459 133 451 

合計 9,777 32,782 10,006 32,903 10,200 33,4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問卷調查相關科系學生投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之比例整理如下

表。 

表 31 相關科系投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之比例 

科系 投入比例 科系 投入比例 

建築土木 5.72% 景觀設計 0.94% 

電子機械 2.22% 資訊工程 1.90% 

光電工程 2.02% 網路通訊 2.28% 

空調能源 7.76%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智慧綠建築相關科系 2016~2018 年各年度人才供給推估數乘以各相關科系學

生投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之比例，可計算出智慧綠建築相關各科系各年度

投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人數如下表。 

表 32 智慧綠建築相關各科系各年度投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人數 

年度 2016 2017 2018 

科系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建築土木 50 138 53 144 54 148 

景觀設計 1 4 1 4 1 4 

電子機械 105 325 108 325 111 332 

資訊工程 50 238 51 238 52 240 

光電工程 13 17 14 16 14 16 

網路通訊 16 35 15 35 16 36 

空調能源 10 33 10 36 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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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245 791 252 798 257 8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本研究之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範疇包括門禁管理、對講系統、安全警報系統

及停車管理系統等。參考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查詢系統及財政部統計資料庫，將防

盜、防災系統設備製造(分類編號 2729-16)及監視系統裝修工程(分類編號 4331-16)

納入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範疇，2014年合計產值為新台幣 85.21億元。參考 2014

年監視系統裝修工程年成長率 15%，推估 2015年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值為新台

幣 98億元。 

參考本研究推估之 2015年我國智慧綠建築安全產業規模，分別依保守(成長率

為 10%) 、 持平(成長率為 15%)及樂觀(成長率為 20%)進行 2016~2018 年產業規

模推估，樂觀預估 2018 年我國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規模約新台幣 169.34 億

元。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圖 3  2016~2018年我國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規模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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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端方面，假設產值成長比例會帶動人力成長的情況下，推測未來人才

需求，如圖 4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10 

圖 4 需求面-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數量推估流程 

依據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規模的變動與成長，參考本研究安全監控廠商

調查統計之人均產值新台幣 300 萬元進行推估，當產業發展是保守成長（市場年

成長率為 10%）、持平成長（市場年成長率為 15%）及樂觀成長（市場年成長率為

20%）時的新增的人才供給皆可以滿足新增之人才需求，產業人才求供比（每年

新增人才需求人數／每年新增人才供給人數）小於 1，顯示人才供給數量充裕。 

表 33  2016~2018年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人才供需數量推估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景氣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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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1,036 

784 

1,050 

941 

1,068 持平 490 563 648 

保守 327 359 3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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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廠商認為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重要職務，依序為

電子工程、軟體設計及電機工程，分別就所需專業人才職類(代碼)、人才需求條件

(包括工作內容簡述、學歷、學類(代碼)、能力需求、工作年資)、招募情形(包括招

募難易、海外攬才需求)及職能級別標準等彙整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人才質性

需求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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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 

所需專

業人才

職類(代

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

能

標

準

級

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

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年資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電子 

工程 

(2152) 

從事研究、規劃及設計

電子系統功能建構與維

修。 

大

專 

電資工程

學類(5201) 

 安全監控電子系統設計規劃 

 安全監控電子系統操作監督與控管 

 安全監控系統控制標準與程序之建立 

 安全監控系統電子設備之電路及零件設計應用 

 安全監控系統電子設備裝設與測試 

2年以下 普通 無 3 

軟體 

設 計

(2512) 

從事研究、分析及評估

安全監控現有或全新軟

體應用與作業系統之需

求，並設計、開發及維

護軟體，或依據技術指

令與規格，從事撰寫及

維護應用軟體程式碼。 

大

專 

電算機應

用 學 類

(4805) 

 

 安全監控軟體應用與作業系統之需求評估 

 安全監控軟體與硬體介面整合 

 安全監控作業系統、通訊環境及應用軟體等維

護 

 安全監控程式碼撰寫與維護 

 安全監控系統程式改寫 

2-5年 難 無 4 

電機 

工程 

(2151) 

從事研究、規劃及設計

安全監控電機系統、設

備元件之建構與維修。 

大

專 

電資工程

學類(5201) 

 安全監控電機系統設計規劃 

 安全監控系統操作監督與控管 

 安全監控系統安裝與應用說明 
2年以下 普通 無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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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工作會議與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一)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調查之第 1場工作會議 

本次工作會議於 104年 4月 8日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就智慧綠建築

安全監控人才調查工作規劃與進度進行討論，該次工作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包括

確認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問卷調查對象與內容及後續提報專家審查諮

詢會議的簡報、專家諮詢審查會議議程及邀請專家名單等，工作會議結論作為

後續工作執行之依據。 

(二)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調查第 1場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本次專家諮詢審查會議於 104年 4月 27日上午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四會

議室舉辦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人才供需問卷調查專家座談會。座談會邀請

公協會、廠商及學校之代表與會，首先分別由本研究團隊簡報智慧綠建築安全

監控人才供需調查問卷設計初步結果後，針對調查之發送對象與內容進行討論，

與會專家建議增加「工作屬性」及「薪資水準」的調查，並於學生端與企業端

彼此之調查項目應具關連性，或互相呼應，以利後續調查結果分析之交叉比對。

相關建議已納入後續問卷修改及調查執行之參考。 

 

圖 5 第 1場「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問卷調查」專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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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調查之第 2場工作會議 

本次工作會議於 104年 9月 23日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就智慧綠建築

安全監控人才供需調查及職能基準工作進度進行討論，該次工作會議主要討論

事項包括確認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問卷調查結果與職能基準內容及後

續提報專家審查諮詢會議的規劃、專家諮詢審查會議議程及邀請專家名單等，

工作會議結論作為後續工作執行之依據。 

(四)第 2場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本次專家諮詢審查會議於 104年 10月 1日上午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三會

議室舉辦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專家座談會。座談會邀

請公協會、廠商及學校之代表與會，首先分別由本研究團隊簡報智慧綠建築安

全監控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結果及職能基準後，針對調查推估結果與職能基準

內容進行討論，整體而言，調查發現大專院校畢業的人才供給數量可滿足業界

需求，但人才質量上存在產學落差，拉長新進員工訓練時間與成本的增加；跨

領域人才的培育與培訓極為缺乏，致使建築主體與智慧綠建築附加價值間的連

結較為鬆散，影響產業發展。建議參考建置的職能基準作為勞動市場與教育訓

練體系之間的介面，讓供需雙方對人才能力規格有相近標準，縮短產學落差。 

圖 6 第 2場「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專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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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是根據企業用人需求訂定，因此可以清楚描述個職業所需具備的能

力，有助於人才培育連結產業需求，減少產學落差，並支持產業發展。 

另一方面，職能基準清楚地描述特定職業的工作職責、工作任務、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等，能充分表達特定職業的資訊，對於民眾就業、企業選才極具參考價

值。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圖 7 職能發展與應用整體概念 

隨著全球化時代來臨，先進國家均關注職能基準的建置與運用。我國「產業

創新條例」第 18條特別規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產業發展需要，訂定

職能基準。也就是說，職能基準是由各部會負責發展。各部會發展完成的職能基

準，依「職業訓練法」第 4條之 1由勞動部負責協調整合。 

職能基準(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OCS)指產業創新條例第 18條所

述，為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依法委託單位所發展，為完成特定職業（或

職類）工作任務，所需具備的能力組合。以適切之職能分析方法，所分析發展出

完整之職能基準，其職能基準產出項目應包含工作描述、入門水準、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行為指標、對應之職能涵（知識、技能、態度）及職能級別。職能基

準格式各個項目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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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職能基準項目 

項次 說明 

職能基準項目  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為準，或針對

該職業未來 3-5年內發展可能使用之名稱。 

工作描述 針對此職務工作內容進行整體描述，包含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及工作

產出之重要成果。 

入門水準  要擔任此職務之必要學經歷及能力條件的最低門檻（並非能勝任所

有工作內容的水準）。 

基準級別 以最主要或最多數的工作任務所對應之職能級別為準。（例如某工

作任務，包含級別 3、4、5等不同能力層級，但幾項最主要任務之

級別為 4，故基準級別為 4。） 

工作任務 依據該職業（職類）之主要工作進行分析，分層展開主要職責、工

作任務、工作活動（視工作複雜度決定分層數，建議以職責、任務 2

層為主）。 

行為指標 用以評估是否成功完成工作任務之標準。需具體描述在何種任務情

境下，有哪些應有的行為或產出。 

職能級別 依不同工作任務與行為指標的能力層次，設定「級別」。 

工作產出 指執行某任務最主要的關鍵工作產出，包含過程及最終的關鍵產出

項目。（工作產出乃對應該工作任務及行為指標之關鍵產出項目，

產出可以是表單、行動及報告，考量職能基準後續應用，儘量以書

文件圖表等有形交付標的為主，若該項任務僅有行動或操作性質之

工作成果，則不必列出工作產出，建議將相關成果列於行為指標之

描述中） 

職能內涵  知識：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瞭解可應用於該領域的原則與事實。 

 技能：指執行某項任務所需具備可幫助任務進行的認知層面能力

或技術性操作層面的能力（通稱 hard skills），以及跟個人有關

之社交、溝通、自我管理行為等能力（通稱 soft skills）。 

 態度：指個人對某一事物的看法和因此所採取的行動，包含：內

在動機及行為傾向。（考慮各工作任務所需態度項目多屬共通，

無太多差異，以合併呈現於職能基準下方欄位。）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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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各職能基準訂定級別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級別標示，區分能力層次以

做為培訓規劃的參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參考新加坡、香港（兩者皆參考自實施分

級成熟之澳洲資歷架構並調整為較易運作），以及學理上較成熟之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

魯姆(Bloom)教育目標理論等，經加以研析萃取後，研訂符合我國國情之6級職能級別，

如下表所示： 

表 36 職能級別 

級別 能力內涵說明 

6 能夠在高度複雜變動的情況中，應用整合的專業知識與技術，獨立完成專業

與創新的工作。需要具備策略思考、決策及原創能力。 

5 能夠在複雜變動的情況中，在最少監督下，自主完成工作。需要具備應用、

整合、系統化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策略思考與判斷能力。 

4 能夠在經常變動的情況中，在少許監督下，獨立執行涉及規劃設計且需要熟

練技巧的工作。需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作判斷及決定的能力。 

3 能夠在部分變動及非常規性的情況中，在一般監督下，獨立完成工作。需要

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少許的判斷能力。 

2 能夠在大部分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中，在經常性監督下，按指導進行需要

某些判斷及理解性的工作。需具備基本知識、技術。 

1 能夠在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中，在密切監督及清楚指示下，執行常規性及

重複性的工作。且通常不需要特殊訓練、教育及專業知識與技術。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03 

 

我國產業結構正處於升級轉型之重要關頭，產業對於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之

人才需求甚為殷切，產業人才新的能力需求因應而生。為協助以有效率的運用系

統化方法，具體落實職能導向之人才培育與鑑定，職能基準發展建置有其必要性，

而職能基準發展流程主要分為「分析需求」、「選定發展項目」、「進行職能分析」、

「職能驗證」等四大流程。 

 

 

圖 8 職能基準發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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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一：分析需求 

智慧綠建築之定義：在建築物中導入智慧化 ICT 系統及設備，使建築物具

備主動感知之智慧化功能。以價值主張出發，智慧綠建築強調安全監控、健康

照護、舒適便利與節能。 

建築業是一個相對成熟、傳統且生態複雜龐大的產業，從上游的建材原料、

基礎工程、機電工程、結構工程，中游的營造、建設、工程承攬業，到下游的

裝潢與物業管理，都已有相當的發展脈絡與市場規則。因此，以資通訊產業當

道的智慧聯網熱潮延伸至建築業時，勢必大幅牽動整個建築業的生態結構，也

將會為建築業帶來新的面貌與挑戰。 

智慧綠建築全球市場規模將會從 2013 年 83 億美元，成長至 2015 年 1,830

億美元，並在 2020年與 2030年達到 5,490億美元與 9,985億美元。以智慧綠建

築為基礎，建構優質智慧生活環境，相關產業涵括極廣，除綠能、智慧化 ICT

設備系統、綠建材產業外，相關服務業，如物業管理、遠距教學、遠距醫療、

雲端服務等。未來，將以智慧綠建築為基礎，循序漸進朝向建構智慧社區及智

慧城市發展。 

資料來源：拓墣產業研究所，2015/03 

圖 9  2010～2030年全球智慧綠建築市場規模預估 

2013年起，所有新台幣 2億元以上的公有建築物均須申請智慧綠建築標章；

不只是公有建築，民間建築也紛紛以智慧綠建築做為行銷建案的重點，可見智

慧綠建築的火熱程度，也將帶動智慧綠建築相關人才的大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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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二：發展選定項目 

本研究透過人力銀行關鍵字搜尋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相關職務需求及參考

供需調查之廠商所欠缺之工作屬性人員，擇定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解決方案設

計開發人員發展職能基準。 

流程三：進行分析作業 

本研究採用一般訪談法(Interview)進行職能分析。一般訪談法通常是指訪談

者透過與受訪者進行面對面的詢問方法，收集一些關於職務、責任與任務較為

細部與深入的資料，並且可以了解使績效更有效率的關鍵能力。一般訪談法被

廣泛運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中。 

無結構式訪談是透過大範圍的開放式問句進行詢問，以確保不遺漏該職位

的任何細節，其流程與步驟說明如下： 

1.準備大量的激發性問題 

首先，由研究者準備大量的問題，用以詢問該職位與職務的內容。此部分

的問題大多為開放式的問題，其主要目的在於給予受訪者引導，使其在不受

限制的狀況下，回答出他的親身經歷。 

2.選擇並接觸該職位具代表性的訪談對象進行訪談 

選擇並接觸於該職位的專家或是具有經驗的資深人員，進行訪談。選擇專

家與有經驗的資深人員，主要目的是讓訪談的資料收集可以達到最豐富與最

完整的程度。 

3.進行訪談與記錄 

在訪談的過程中，由訪談者進行訪談與記錄。訪談者必須明確地知道要追

問與記錄到何種程度的細節，並且在整個過程中盡量以客觀的角度去詢問與

描述。 

本研究除透過文獻整理，蒐集及彙整資料作為「職能基準工作底稿」之基

礎資料，並訪談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台灣安全設備與服務產業協會、中

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宗亞資訊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研華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遵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等

公協會及產業廠商與學校代表，輔助蒐集職能分析相關資訊，以完成專家會議

前之職能基準工作底稿，俾利專家會議中進行共識並確認職能基準之修訂。 

流程四：驗證職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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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專家會議邀請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

司、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等

公協會及產業廠商與學校代表進行質化驗證，以確保該項職能基準能符合目前

實務工作及趨勢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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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解決方案設計開發人員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名

稱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解決方案設計開發人員 

所屬類別 行業別 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 行業別代碼 4331 

工作描述 掌握智慧綠建築市場與法規動態，能依據客戶需求來規劃安全監控產品開發及擬定行銷策略，並落實客戶關係管理及擴展

業務市場。 

入門水準 大專（含）以上學歷，建築土木、自動控制（電控）、電子、機械、電機、資訊工程或管理相關科系 

具備 3年以上安全監控專業領域實務工作經驗 

基準級別 4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 產品開

發企劃 

T1.1 收集智慧

綠建築安全監

控產業動態資

訊，及了解智慧

綠建築安全監

控法規 

 

T1.2 智慧綠建

築安全監控產

品開發企劃 

O1.1 智慧綠

建築安全監

控產業分析

資料 

 

O1.2 智慧綠

建築安全監

控產品開發

建議及可行

性評估報告 

P1.1運用市場資訊，分析與預

測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市場

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P1.2 完成智慧綠建築安全監

控產品開發建議及可行性評

估報告，提供公司相關人員作

為產品開發或決策時之參考

建議。 

3 K01 建築原理概論 K02 建

築法令規章 

K03智慧綠建築指標 

K04安全監控概論 

K05 安全監控產品規格與

特性 

K06雲端及物聯網概論 

K07市場調查分析 

S01 產業資訊匯集與

整合能力 

S02 可行性分析與評

估能力 

T2 產品行

銷規劃 

T2.1 確認業主

需求 

 

T2.2 溝通系統

O2.1 需求規

格書 

 

O2.2 業務簡

P2.1 能夠瞭解業主之真正需

求，並將其提出之商品需求轉

換為產品設備所需之明確工

程技術規格，完成需求規格

4 K01 建築原理概論 K02 建

築法令規章 

K03 智慧綠建築指標 K04

安全監控概論 

S03 產品規劃與整合

應用能力 

S04 現場踏勘與量測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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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所需規格 報 書。 

 

P2.2能夠與業主有效溝通，確

定所需系統之規格，完成與業

主說明系統規格之簡報。 

K05 安全監控產品規格與

特性 

K06雲端及物聯網概論 

K08系統整合概論 

K09行銷學 

S05 電腦繪圖能力 

S06業務提案能力 

S07 溝通協調能力 

S08需求規格書撰寫 

S09簡報製作 

S10表達能力 

T3 產品行

銷推廣 

T3.1 協助(或經

營)客戶關係 

 

T3.2 協助(或經

營)業務推廣工

作 

O3.1 客戶資

料表 

 

O3.2 產品行

銷推廣活動 

P3.1 能夠洞察客戶需求並掌

握動態資訊，建立長期良好的

客戶關係。 

 

P3.2 能夠充分掌握安全監控

市場趨勢及產品特性，並依據

客戶需求，訂定適切的產品行

銷推廣方案，達成公司業務目

標。  

4 K01 建築原理概論 K02 建

築法令規章 

K03 智慧綠建築指標 K04

安全監控概論 

K05 安全監控產品規格與

特性 

K06雲端及物聯網概論 

K10客戶關係管理 

K11行銷活動規劃 

S07溝通協調能力 

S10表達能力 

S11 業務推廣與銷售

能力 

S12 客戶服務與聯繫

能力 

S13行銷活動規劃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 顧客導向 

A02 團隊合作 

A03主動積極 

A04策略性思考 

A05 分析推理 

A06 創新 

A07 問題分析與解決 

A08溝通協調 

A09 品質導向 

A10 成果導向 

A11 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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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016~2018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的供需調查 

一、完成 2016~2018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的供需調查 

智慧綠建築節能人才供給端相關調查結果請參閱前述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

才供需調查分項工作中有關智慧綠建築人才供給端之調查說明。 

 

問卷調查相關科系學生投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之比例整理如下表。 

表 38 相關科系投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之比例 

科系 投入比例 科系 投入比例 

建築土木 8.59% 景觀設計 5.33% 

電子機械 4.46% 資訊工程 3.17% 

光電工程 8.59% 網路通訊 2.79% 

空調能源 13.85%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參考本研究前述經計算調整後智慧綠建築相關類別科系人才供給總計，再乘以各

科系投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比例，計算上述步驟之人數，即得到碩士、學士培

育面人才新增供給，並將兩者加總得到未來三年各產業人才培育面總新增供給數量。 

表 39 智慧綠建築相關各科系各年度投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人數 

年度 2016 2017 2018 

科系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建築土木 75 208  79  216  82  222  

景觀設計 3  22  3  23  3  25  

電子機械 210  653  217  653  222  665  

資訊工程 84  397  85  397  86  401  

光電工程 57  72  58  70  58  69  

網路通訊 43  96  42  97  43  99  

空調能源 17  58  18  64  18  62  

合計 490  1,507  503  1,519  513  1,5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需求端調查是以為能夠根據智慧綠建築整體節能效率目標，擬定節能規劃策略，



40 

 

並根據節能規劃策略，進行多面向評估與檢討，最終決定最佳節能規劃策略之廠商為

對象。參考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登錄廠商、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等所建立之廠商資料庫約 339家，為使調查結果具

一定的代表性，針對各企業營業規模進行分類，回收樣本中包含不同營業規模的企業，

其中對於指標性的企業進行重點訪查，以取得其相關意見，提高調查數據之參考價值，

合計取得 50份有效樣本數，回收率約 14.75%。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相關廠商的工作職務關鍵性排序，前三位依序為

電子工程、軟體發展及程式設計及電機工程。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給端的關鍵職務、教育程度、科系類別、

工作經驗、招募難易及海外招募等說明如下表。 

表 40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關鍵職務條件說明 

排序 工作職務 教育程度 科系類別 工作經驗 招募難易 海外招募 

1 電機工程 大專 電子機械 2年以下 普通 無 

2 機械工程 大專 電子機械 2年以下 普通 無 

3 冷凍空調 大專 冷凍空調 2年以下 普通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整體欠缺的工作屬性人員占比以業務

行銷最高，其次為技術產品研發，需求端對於投入設計規劃及專案管理之工作屬性人

員較不欠缺。 

表 41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欠缺的工作屬性人員 

工作屬性 業務行銷 技術產品

研發 

施工維運 專案管理 設計規劃 維修服務 

智慧綠建

築 

節能規劃 

76.00% 36.00% 26.00% 24.00% 22.00%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整體可接受大專畢業生薪資水準，以

2萬 8仟元至 3萬 2仟元間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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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可接受薪資水準 

薪資水準 

22仟元

以上至

25仟元

（含） 

25仟元

以上至

28仟元

（含） 

28仟元

以上至

30仟元

（含） 

30仟元

以上至

32仟元

（含） 

32仟元

以上至

35仟元

（含） 

35仟元

以上至

38仟元

（含） 

38仟元

以上至

40仟元

（含） 

40仟元

以上 

智慧綠建築 

節能規劃 
4.00% 26.00% 30.00% 30.00% 8.00% 2.00% 0.0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需求端整體認為錄取大專畢業生之關鍵原因前三

位依序為抗壓性、工作態度、團隊合作。 

表 43 智慧綠建築人才節能規劃需求端認為錄取大專畢業生之關鍵原因 

錄取原因 抗壓性 工作態度 團隊合作 溝通能力 專業證照 

智慧綠建

築節能規

劃 

82.00% 78.00% 76.00% 56.00% 46.00% 

科系 學歷 語言能力 其他 學校 

24.00% 16.00% 6.00% 6.00%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的人才招募方式，主要以人力銀行為

主。 

表 44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人才招募方式 

徵才來源 最常使用 經常使用 普通 不常使用 未曾使用 

勞動力發展署 0.00% 8.00% 14.00% 52.00% 26.00% 

人力銀行 94.00% 2.00% 2.00% 0.00% 2.00% 

校園徵才 0.00% 8.00% 26.00% 26.00% 40.00% 

同業挖角 0.00% 4.00% 54.00% 24.00% 18.00% 

海外招募 0.00% 2.00% 0.00% 16.00% 82.00% 

相關機構培訓與

認證人才 
0.00% 0.00% 26.00% 32.00% 42.00% 

產學合作或政府

專案 
2.00% 6.00% 16.00% 26.00% 5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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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對於無工作經驗之新進人員，需在職

多久方能發揮產能，調查顯示以半年至 1年占比最高。 

表 45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新進人員產能發揮期程 

在職期間 馬上可以 3個月~ 

半年 

半年至 

一年 

一年至 

一年半 

一年半至

二年 

二年以上 

智慧綠建

築 

節能規劃 

0.00% 22.00% 52.00% 20.00% 4.00%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考慮開設智慧綠建築課程之領域，整

體前三位排序依序為技術發展、產業趨勢及產品應用。 

表 46 智慧綠建築節規劃人才需求端開設課程領域 

錄取原因 產業趨勢 技術發展 產品應用 節能 

量測驗證 

法令規章 

智慧綠建築 

節能規劃 

54.00% 48.00% 38.00% 38.00% 34.00% 

專案管理 
節能 

財務規劃 
標準範例 指標解析 導入案例 

26.00% 22.00% 18.00% 14.00% 1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每人每年教育訓練預算，調查顯示以

每人每年 3仟元以上至 5仟元(含)占比最高。 

表 47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每人每年教育訓練預算 

教育訓練經

費預算 

無 3仟元

（含）以

下 

3仟元以

上至 5仟

元（含） 

5仟元以

上至 8仟

元（含） 

8仟元以

上至 1萬

元（含） 

1萬元以

上 

智慧綠建築 

節能規劃 
10.00% 12.00% 34.00% 28.00% 12.00% 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遭遇運題，整體前三位排序依序為價

格競爭激烈、人才缺乏及營運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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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人才需求端遭遇問題 

遭遇問題 
價格 

競爭 

人才 

缺乏 

營運 

成本高 

結案 

驗收 

開發能

力不足 

侵權 售後 

服務 

其他 

智慧綠建築 

節能規劃 
58.00% 44.00% 38.00% 22.00% 14.00% 10.00% 10.00% 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智慧綠建築節能監控人才需求端認為政府可協助事項，調查顯示以產

業專業人才培育占比最高，其次為賦稅減免。 

表 49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需求端遭遇問題 

政府可協助事項 占比 

產業專業人才培育 68.00% 

賦稅減免 60.00% 

優惠措施降低營運成本 56.00% 

政府計畫經費補助 46.00% 

協助產業媒合 46.00% 

建立相關品質標準 42.00% 

促進產學合作 34.00% 

產業及國際市場資料 30.00% 

協助智慧財產維護 26.00% 

協助開拓國際市場 26.00% 

促成兩岸交流 18.00% 

舉辦相關獎項活動 6.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6 

本研究調查依據專家座談會建議進行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給端與需求

端之交叉比對，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發現如下： 

 薪資水準方面，供需雙方落差較不明顯。 

 工作屬性方面，供給端多希望從事設計規劃，需求端則對於業務行銷人員較

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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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因素方面，供需雙方對於工作態度有共識，但供給端則較重視溝通能力

及專業證照，需求端則對抗壓性較重視。 

 培訓課程方面，供給端較重視技術發展領域，需求端則較重視產業趨勢。 

表 50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給端與需求端交叉比對 

比對項目 供給端 需求端 

薪資水準 32,000~35,000 28,000~32,000 

工作屬性排序 
設計規劃 

技術產品研發 

業務行銷 

技術產品研發 

錄取因素排序 

工作態度 

溝通能力 

專業證照 

抗壓性 

工作態度 

團隊合作 

培訓課程排序 

技術發展 

產業趨勢 

產品應用 

產業趨勢 

技術發展 

產品應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9 

參考本研究前述經計算調整後智慧綠建築相關類別科系人才供給總計，再乘

以各科系投入產業比例，計算上述步驟之人數，即得到碩士、學士培育面人才新

增供給，並將兩者加總得到未來三年各產業人才培育面總新增供給數量。 

表 51 智慧綠建築相關各科系各年度投入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人數 

年度 2016 2017 2018 

科系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學士 

建築土木 75 208  79  216  82  222  

景觀設計 3  22  3  23  3  25  

電子機械 210  653  217  653  222  665  

資訊工程 84  397  85  397  86  401  

光電工程 57  72  58  70  58  69  

網路通訊 43  96  42  97  43  99  

空調能源 17  58  18  64  18  62  

合計 490  1,507  503  1,519  513  1,5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經濟部 2014年第 1季促進投資擴大招商推動會議，針對「能源資通訊產業發

展與投資現況」，聽取相關單位報告。台灣能源資通訊產業規模自 2008年 8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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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成長至 182 億元，預估 2014 年產值可望上看 220 億元。在國際市場快速

成長下，官員預估，台灣能源資通訊透過智慧電表、能源管理系統系統解決方案

出口，2020年產值可望上看 600億元。 

參考本研究推估之 2015年我國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規模，分別依保守(成

長率為 10%) 、持平(成長率為 15%)及樂觀(成長率為 20%)進行 2016~2018年產業

規模推估，樂觀預估 2018 年我國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規模約新台幣 456.19

億元。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圖 10  2016~2018年我國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規模推估 

依據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規模的變動與成長，參考本研究節能規劃廠商

調查統計之人均產值新台幣 400 萬元進行推估，當產業發展是保守成長（市場年

成長率為 10%）、持平成長（市場年成長率為 15%）及樂觀成長（市場年成長率為

20%）時的新增的人才供給皆可以滿足新增之人才需求，產業人才求供比（每年

新增人才需求人數／每年新增人才供給人數）小於 1，顯示人才供給數量充裕。 

表 52  2016~2018年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人才供需數量推估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景氣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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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1,997 

1,584 

2,022 

1,901 

2,056 持平 990 1,139 1,310 

保守 660 726 7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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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廠商認為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重要職務，依序為

電子工程、軟體設計及電機工程，分別就所需專業人才職類(代碼)、人才需求條件

(包括工作內容簡述、學歷、學類(代碼)、能力需求、工作年資)、招募情形(包括招

募難易、海外攬才需求)及職能級別標準等彙整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人才質性

需求調查結果。 

表 53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 

所需專業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能

標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

歷 

學類 

(代碼) 

能力需求 工 作

年資 

招 募

難易 

海 外

攬 才

需求 

電機工程 

(2151) 

從事研究、規劃

及設計建築電

機系統、設備元

件之節能建構

與維修 

大

專 

電 資 工

程 學 類

(5201) 

 建築電機系

統節能設計

規劃 

 建築節能系

統操作監督

與控管 

 建築節能系

統安裝與應

用說明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3 

機械工程 

(2144) 

從事機械及建

築與設備之節

能研究、設計、

指導及諮詢 

大

專 

機 械 工

程 學 類

(5202) 

 建築機械裝

置節能建議

與設計 

 建築機械節

能控制標準

及程序之建

立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3 

冷凍空調 

(7127) 

從事組合、安

裝、維修空調及

冷凍機械設備 

大

專 

其 他 工

程 類

(5299) 

 空調及冷凍

機械之零件

組合、安裝、

維修 

 空 調 系 統

測試、調整

與平衡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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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工作會議，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一)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調查之第 1場工作會議 

本次工作會議於 104 年 4 月 8 日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就智慧綠建築

節能規劃人才調查工作規劃與進度進行討論，該次工作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包括

確認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問卷調查對象與內容及後續提報專家審查諮

詢會議的簡報、專家諮詢審查會議議程及邀請專家名單等，工作會議結論作為

後續工作執行之依據。 

(二)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調查第 1場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本次專家諮詢審查會議於 104年 4月 27日下午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四會

議室舉辦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人才供需問卷調查專家座談會。座談會邀請

公協會、廠商及學校之代表與會，首先分別由本研究團隊簡報智慧綠建築節能

規劃人才供需調查問卷設計初步結果後，針對調查之發送對象與內容進行討論，

與會專家建議可將智慧綠建築系統廠商列入查對象及增加「工作屬性」及「薪

資水準」的調查，並建議於學生端與企業端彼此之調查項目應具關連性，或互

相呼應，以利後續調查結果分析之交叉比對。相關建議已納入後續問卷修改及

調查執行之參考。 

 

圖 11 第 1場「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問卷調查」專家座談會 

(三)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調查之第 2場工作會議 

本次工作會議於 104年 9月 23日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就智慧綠建築

節能規劃人才供需調查及職能基準工作進度進行討論，該次工作會議主要討論

事項包括確認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問卷調查結果與職能基準內容及後

續提報專家審查諮詢會議的規劃、專家諮詢審查會議議程及邀請專家名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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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結論作為後續工作執行之依據。 

(四)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調查第 2場專家諮詢審查會議 

本次專家諮詢審查會議於 104年 10月 1日下午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三會

議室舉辦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產業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專家座談會。座談會邀

請公協會、廠商及學校之代表與會，首先分別由本研究團隊簡報智慧綠建築節

能規劃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結果及職能基準後，針對調查推估結果與職能基準

內容進行討論，整體而言，調查發現大專院校畢業的人才供給數量可滿足業界

需求，但人才質量上存在產學落差，拉長新進員工訓練時間與成本的增加；跨

領域人才的培育與培訓極為缺乏，致使建築主體與智慧綠建築附加價值間的連

結較為鬆散，影響產業發展。建議參考建置的職能基準作為勞動市場與教育訓

練體系之間的介面，讓供需雙方對人才能力規格有相近標準，縮短產學落差。 

圖 12 第 2場「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專家座談會 

三、完成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才職能基準 

流程一：分析需求 

智慧綠建築全球市場規模將會從 2013 年 83 億美元，成長至 2015 年 1,830

億美元，並在 2020年與 2030年達到 5,490億美元與 9,985億美元。以智慧綠建

築為基礎，建構優質智慧生活環境，相關產業涵括極廣，除綠能、智慧化 ICT

設備系統、綠建材產業外，相關服務業，如物業管理、遠距教學、遠距醫療、

雲端服務等。未來，將以智慧綠建築為基礎，循序漸進朝向建構智慧社區及智

慧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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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所有新台幣 2億元以上的公有建築物均須申請智慧綠建築標章；

不只是公有建築，民間建築也紛紛以智慧綠建築做為行銷建案的重點，可見智

慧綠建築的火熱程度，也將帶動智慧綠建築相關人才的大量需求。 

流程二：發展選定項目 

本研究除透過人力銀行關鍵字搜尋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相關職務需求及參

考供需調查之廠商所欠缺之工作屬性人員，擇定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員發展

職能基準。 

流程三：進行分析作業 

本研究除透過文獻整理，蒐集及彙整資料作為「職能基準工作底稿」之基

礎資料，並訪談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

會、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研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研華智能股份有

限公司、遵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隆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等公協會及產業廠商與學校代表，輔助蒐集職能分析相關資訊，以完成專

家會議前之職能基準工作底稿，俾利專家會議中進行共識並確認職能基準之修

訂。 

流程四：驗證職能基準 

本研究透過專家會議邀請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

務商業同業公會、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綠色能源產業聯盟、

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恩可語股份有限公司、台隆節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等公協會及產業廠商與學校代表進行質化驗證，以

確保該項職能基準能符合目前實務工作及趨勢所需。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 9次修訂(100年 3月)版，「7112 工程服務及

相關技術顧問服務業」」類別定義從事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之行業均屬之，如土木、

交通、電子、化學、機械、環境、冷凍、空調、聲學等工程之規劃、設計及顧問服務，

機械、工業製程控制及工業廠房設計，及測量與製圖服務等。積體電路設計及建築物

檢查服務亦歸入該類。經專家會議討論後通過，建議將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所屬類別

劃歸為「7112 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服務業」。 

參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能基準品質驗證作法，分別依需求面（Input）- 流程

面（Process）-結果面（Output）三大面向所發展之審核指標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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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職能基準品質驗證說明 

構面 指標 執行說明 

1.需求面 1.1產業與勞動力的

需求 

 行政院於 2010年核定通過智慧綠建築推動方

案，將智慧綠建築列為四大新興產業之一，2013

年通過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修正核定本，所有

新台幣 2億元以上的公有建築物均須申請智慧

綠建築標章，也將帶動智慧綠建築相關人才的

大量需求。 

 經濟部2014年第1季促進投資擴大招商推動會

議，相關單位報告，台灣能源資通訊產業規模

自 2008年 80億元，2013年成長至 182億元，

預估 2014年產值可望上看 220億元。 

1.2應用效益  經濟部預估，2015年全球智慧綠建築與智慧型

建築網路的市場規模將可達 2,142億美元，而

建構高品質的智慧居住空間，一則可以提升建

築的品質，二來可帶動 ICT設備、系統產業以

及其他加值服務產業的發展，因此「智慧綠建

築」將成為智慧生活科技的重要載具，也是實

現「智慧台灣」新願景的重要對策與方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院與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於 2015年5月簽署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合作備忘錄。電資學

院、工研院材化所及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

合作開辦一系列「智慧綠建築」最後一哩學分

課程，強化學生智慧綠建築知能，以滿足業界

的實務需求。 

2.流程面 2.1方法工具選擇  透過一般訪談法（Interview）收集一些關於職

務、責任與任務較為細部與深入的資料，並且

可以了解使績效更有效率的關鍵能力。 

2.2分析流程 a.蒐集職務資料 

 選定發展的職能基準項目後，便進行職務資料

蒐集。運用各種方式蒐集職務相關資料，包括

蒐集文獻資料及廠商訪談，彙整相關資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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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指標 執行說明 

成「職能基準底稿」，以作為專家意見訪談討

論之基礎資料。  

b.專家意見訪談 

 依據「職能基準底稿」中之職業名稱、工作描

述、入門水準、主要功能（主要職責）、次要

功能（主要工作任務）、行為式績效指標、職

能內涵（即知識、技能、能力）、工作產出等

項目進行討論，匯整各界代表意見整理完成職

能基準。 

2.3驗證方法  匯整各界代表意見整理完成職能基準後，邀請

各界專家代表依勞動部現行職能基準品質機制

內涵來協助審閱，以建立職能基準之效度，確

保職能基準品質。 

3.成果面 3.1產出項目  職能基準產出項目包含工作描述、入門水準、

工作任務、工作產出、對應知識、對應技能、

對應態度、行為指標以及職能級別。 

3.2工作任務  職能基準中的「工作描述」與「工作任務」反

映目前產業與職場需求現況。 

3.3職能內涵  職能內涵項目符合目前實務工作及趨勢所需。 

3.4行為指標  行為指標能符合目前實務工作及趨勢所需與相

對應的職能級別。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本研究整理，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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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員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名稱 智慧綠建築節能規劃人員 

所屬類別 行業別 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 行業別代碼 7112 

工作描述 掌握智慧綠建築市場與法規動態，能依據客戶需求來擬訂節能規劃策略，並評估智慧綠建築能源監控管理功能及設備系

統之節能效益，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入門水準 大專（含）以上學歷；建築土木、冷凍空調、自動控制（電控）、電子、機械、電機、資訊工程、環境工程或相關科系 

具備 3年以上節能規劃專業領域實務工作經驗 

基準級別 4 

工作任務(依需要分層)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

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業務開發 T1.1確認業主

需求 

 

R1.2確認整體

節能效率目標 

O1.1節能需求

報告書 

 

O1.2節能效率

目標規劃書 

P1.1能夠與業主進行對話，瞭解客戶

需求。 

 

P1.2並充分了解業主節能效率的目

標，完成節能效率目標規劃，並以此

展開後續的工作。 

3 K01建築原理概論

K02建築法令規章 

K03智慧綠建築指

標 K04節能產業

知識 

 

S01溝通與表達

能力 

S02業務提案能

力 

T2節能方案規

劃 

T2.1 評估及擬

定建築外層、照

明系統、空調系

統或其他設備

等節能規劃策

略及設計。 

 

T2.2 評估及擬

O2.1 整體能源

效率目標 

 

O2.2 整體節能

規劃書 

P2.1 能夠根據整體節能效率目標，擬

定節能規劃策略，並根據節能規劃策

略，進行多面向評估，最終決定最佳

節能規劃策略。 

 

P2.2 能夠協助規劃單位導入最佳節

能規劃策略，並檢討規劃內容是否達

到目標。 

4 K05建築外層節能 

K06照明系統節能 

K07空調系統節能 

K08動力設備節能 

K09能源監控系統

K10能源管理系統 

K11再生能源 

K12系統整合概論 

S03 現場踏勘與

量測技術 

S04 電腦繪圖能

力 

S05 節能環境設

計技法 

S06 系統規劃與

整合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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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源監控與

管理計畫。 

 

T2.3 評估及擬

定再生能源利

用策略。 

 

K13雲端與物聯網

概論 

S07整體節能規

劃書撰寫 

T3節能方案可

行性評估 

T3.1節能方案

執行規劃 

 

T3.2節能方案

績效評估 

O3.1專案管理

計畫書 

 

O3.2節能績效

量測驗證報告

書 

P3.1 能夠根據整體節能規劃目標與

策略，進行專案管理規劃與分析，包

含時程、執行範圍與成本效益等。 

P3.2能依專案管理計畫執行節能量測

與驗證程序並統計出節能效益。 

4 K14專案管理 

K15電力計價方式

與費率 

K16節能績效量測

與驗證 

S08 節能計算模

擬分析能力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 顧客導向 

A02 團隊合作 

A03主動積極 

A04策略性思考 

A05 分析推理 

A06創新 

A07 問題分析與解決 

A08溝通協調 

A09 品質導向 

A10 成果導向 

A11 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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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整合人才教育培訓相關課程的推廣與落實 

一、系統整合人才教育培訓相關課程推動說明 

(一)緣起與目的 

2013 年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人才需求端的質性調查結果顯示系統整合人才

缺乏，且此跨領域的系統整合大專畢業生所學無法及時與產業需求接軌，造成

學用落差問題。 

2014 年透過深度訪談系統整合相關企業與相關科系教授，規劃適宜產業需

求之系統整合人才課程內涵與大綱，培植跨領域專業人才，以期縮短學用落差，

強化產學連結。 

2015年進行系統整合人才教育培訓課程推廣與落實，期能達到： 

 輔導辦理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推廣，強化學生綜合、跨領域創新及實

務經驗。 

 配合學生性向與就業期望，培養正確的學習與工作態度。 

 加強課程與職場的連結性和立即可用性，確保未來學生能力符合企業之需

求。 

(二)推動歷程 

2014 年規劃「智慧綠建築識圖」、「智慧綠建築 AutoCAD」、「智慧綠建築

BIM建築資訊模型」、「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智慧綠建築系統設計(一)」、

「智慧綠建築系統設計(二)」六門課程的科目規劃及課程綱要。 

2014 年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黃育賢主任舉行智慧綠建築學程

推動會議，邀請校內建築系及電資學院各系就推動智慧綠建築學程之意願，進

行跨院系溝通討論。鑒於學程須 6 門 3 學分課程，且皆為新開課程，在現階段

學生對於智慧綠建築的認知有限下，一步到位推動學程，恐有倉促且成效有限

之虞，故決定先由電資學院科系先行進行智慧綠建築課程試辦。 

2015 年進行系統整合人才教育培訓課程推廣與落實，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

機工程學系陳昭榮主任將於 2015年 9月開立 1門 3學分「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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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課程，電子工程學系黃育賢主任將於 2016年 3月開立 1門 3學分「智慧

綠建築系統設計」課程。 

課程開立在最後 1 哩課程，作為畢業選修學分，授課對象為大學部大三及

大四學生，相關課程電機工程學系及電子工程學系同時分別有課程編號，承認

學生選修學分。講師費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支付，計畫提供課程內容規劃及講

師邀請，週四晚上上課。 

(三)執行項目及流程 

2015年 5月 

--辦理國立臺北科技大電機工程學系「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推動專家

座談會 

--辦理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智慧綠建築系統設計」課程推動專家座

談會 

--簽署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合作備忘錄 

--搭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課程，透過研習會進行「智慧綠建築系統

整合平台」課程廣宣。 

2015年 9月 

--國立臺北科技大電機工程學系「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開課 

2015年 10月 

--搭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課程，透過研習會進行「智慧綠建築系統

設計」課程廣宣。 

2015年 11月 

--安排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選修學生參訪研華林口智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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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規劃 

1.課程目標 

本課程為推動『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規劃跨領域課程設計，使學生除了

精進原系所之專業職能外，更能發展跨領域之第二專長，及協助企業建立執

行團隊，奠定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課程目標在於使學員具備以下能力： 

 掌握智慧綠建築產業發展新趨勢。 

 培養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及系統設計第二專長能力。 

 強化學生綜合、跨領域創新及實務經驗，確保未來學生能力符合企業之需

求。 

2.課程特色 

(1)傳授方法與實務經驗 

 授課師群皆同時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 

 授課內容將理論及方法實用化，未來可應用在工作上。 

 傳授可以恆常使用之方法，而不是短期資訊。 

 著重工作上所需之深度知識，而非課堂式教育。 

(2)以實際個案模擬演練作為導引 

 目前多數課程多為理論講授，學成後不知如何使用。 

 以實際研究個案模擬演練引導，串連課程各單元於一個完整及連貫的

學習情境中，學員如同參與專案實作，滿足即學即用之需求。 

3.課程簡介 

本課程係以個案情境模擬演練之引導方式，循序探討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

平台及系統設計之規劃，並輔以個案研究，讓學員於情境模擬之講解中，具

備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之專業知識、了解企業執行的智能及提升個人的職場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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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程效益 

(1)對學校而言 

 增加實務界的教學資源，並直接與企業的養成教育銜接。  

 增加學生的就業機會，並提升學校的聲譽。 

(2)對學生而言 

 瞭解產業現況與需求，增加就業選擇機會。 

 強化智慧綠建築知能，以滿足業界的實務需求，提升就業競爭力。 

(3)對企業而言 

 可以更直接的方式自學校體系取得可用人才。 

 縮短新進人員養成教育的時程與成本。 

二、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確認並完成課程大綱 

執行團隊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合作，共同推動智慧綠建築之系統整合人才

教育培訓課程，在完成相關課程規劃後，於 5 月 8 日（星期五）於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分別召開專家座談會 2 場，就「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及「智慧綠

建築系統設計」之課程規劃、產學合作模式及課程推廣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

作為提供未來課程推動之參考。與會專家建議不只用「智慧綠建築」的概念，

更應用「智慧空間」的概念來思考相關課程之規劃，透過業師導入及實地參訪

來建立學生對於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的觀念及興趣。未來則可與個別老師合作

指導學生專題研究，及朝向智慧綠建築學程推動。 



58 

 

 

圖 13 第 1場「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規劃」專家座談會 

 

圖 14 第 2場「智慧綠建築系統設計課程規劃」專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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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大綱 

1.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能達到提高建築物整體管理的效率與綜合服務

的能力，降低營運成本及突發災害的損失。本課程將培養具備建築應用子系

統相關設備選用、安裝、介面與通訊之整合能力，以及系統整合的策略與方

法。授課之內容如下：系統整合之各項介面原理與架構型態、通訊平台種類

與運行方式、系統連動策略與方式、操作平台使用及管理、工程執行注意要

項與流程。 

課程進度如下： 

第一週：智慧綠建築與系統指標簡介 

第二週：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之意義與認識 

第三週：系統整合之服務內容簡介 

第四週：系統整合之各項介面原理與架構型態(一) 

第五週：系統整合之各項介面原理與架構型態(二) 

第六週：系統整合之各項介面原理與架構型態(三) 

第七週：系統整合之通訊平台種類與運行方式(一) 

第八週：系統整合之通訊平台種類與運行方式(二) 

第九週：系統整合之系統連動策略與方式(一) 

第十週：系統整合之系統連動策略與方式(二) 

第十一週：系統整合之操作平台使用與管理要領(一) 

第十二週：系統整合之操作平台使用與管理要領(二) 

第十三週：系統整合工程執行注意要項與流程(一) 

第十四週：系統整合工程執行注意要項與流程(二) 

第十五週：案例導讀及分組報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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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案例導讀及分組報告(二) 

第十七週：案例導讀及分組報告(三) 

第十八週：案例導讀及分組報告(四) 

2.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智慧建系統設計」課程 

「系統整合指標」是智慧綠建築標章的基礎設施指標群，是做為評定在建

築物內各項自動化服務系統在系統整合上之作為、成效與效益。本課程將培

養具備建築應用子系統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及工程執行作業與管理的基礎能

力。授課之內容如下：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指標以及各應用子系統，如中央

監控系統、門禁與保全系統、對講與停車場系統、資通訊系統、綜合佈線與

弱電系統、照明系統與 CCTV 監視系統、物業管理系統之規劃設計及工程執

行管理。 

課程規劃進度如下： 

第一週：智慧綠建築與系統整合指標簡介 

第二週：中央監控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三週：中央監控系統之工程執行作業與管理 

第四週：門禁系統與保全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五週：門禁系統與保全系統之工程執行作業與管理 

第六週：對講系統與停車場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七週：對講系統與停車場系統之工程執行作業與管理 

第八週：資通訊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九週：資通訊系統之工程執行作業與管理 

第十週：綜合佈線系統與弱電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十一週：照明系統與 CCTV監視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十二週：照明系統與 CCTV監視系統之工程執行作業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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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照明系統與 CCTV監視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十四週：物業管理系統之運作原理與設計要點 

第十五週：物業管理系統之工程執行作業與管理 

第十六週：案例導讀及分組報告(一) 

第十七週：案例導讀及分組報告(二) 

第十八週：案例導讀及分組報告(三) 

 

三、舉辦課程研習會 

工研院材化所執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智慧化居住空間整合應用計畫」，

為協助對智慧綠建築產業有興趣之非建築相關科技學生，可在本身專業核心

知能下，就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及應用服務系統進行跨領域學習，從硬

體設備功能的提昇轉向需求端，並結合產品、設備與服務共同落實於國民生

活空間，以滿足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與節能減碳之生活需求，進而開創相關

產業發展的新利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院、工研院材化所及智慧化居

住空間產業聯盟合作開辦一系列「智慧綠建築」最後一哩學分課程，強化學

生智慧綠建築知能，以滿足業界的實務需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院與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於 5月 26日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及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見證下，簽署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合作備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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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北科大電資學院與工研院材化所簽署智慧綠建築課程合作備忘錄 

 

圖 16 智慧綠建築課程合作備忘錄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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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課程為學子週知，於 5月 26日舉辦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

研習會，除透過課程研習會進行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廣宣外，另邀請內

政部建築研究所廖慧燕組長致詞及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張芳民會長以

「智慧綠建築推動現況與未來展望」為題發表演說，以提高學子對於智慧綠

建築產業之認知及吸引人才投入，議程表如下表所示。 

表 56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課程研習會議程 

時問 議程 主講者 

10:50-11:00 報到  

11:00-11:05 貴賓致詞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05-11:15 簽署智慧綠建築課程推動合作備忘錄 

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
院 

工研院材化所 

11:15-11:45 

專題演講： 

智慧綠建築推動現況與未來展望 

一、智慧綠建築之定義 

二、智慧綠建築發展現況與市場趨
勢 

三、未來展望 

智慧化居住空間 

產業聯盟 

張芳民  會長 

11:45-11:50 智慧綠建築推動政策說明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廖慧燕  組長 

11:50-12:00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人才培訓課程介

紹 
計畫團隊 

12:00-12:10 Q & A 計畫團隊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廖慧燕組長致詞時指出，以智慧綠建築為基礎，建構優

質智慧生活環境，相關產業涵括極廣，除綠能、智慧化 ICT 設備系統、綠建

材產業外，相關服務業，如物業管理、遠距教學、遠距醫療、雲端服務等。

未來，將以智慧綠建築為基礎，循序漸進朝向建構智慧社區及智慧城市發展，

期望與各界共同努力，以逐步邁向優質永續與智慧臺灣之願景，同時也讓智

慧綠建築相關產業有更全面、蓬勃的發展。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張芳民會長則以全球智慧城市發展趨勢、台灣智

慧城市發展政策切入，為學子介紹台灣目前智慧綠建築到智慧城市的發展現

況，並以個案實例來說明。張會長指出，智慧綠建築運用智慧安全管理系統、

智慧生活系統、智慧住宅系統、數位匯流系統、BI 智慧管理系統及環境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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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等資訊系統整合，實現家庭智慧化、通訊智慧化、安全智慧化及大樓智

慧化。透過張會長以智慧門禁系統、生物辨識門禁系統、電子圍籬攝影追蹤

系統、能源管理、BI 智慧化照明圖控+情境管理、遠距醫療系統及 SI 資訊系

統整合等案例深入淺出的說明，讓在場學子對於資通訊系統導入居住空間所

帶來的智慧化應用有了更清晰的輪廓，引起對產業趨勢發展的興趣，提高了

參與課程學習的意願。 

 

圖 17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廖慧燕組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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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張芳民會長發表演說 

在北科大電機工程系陳昭榮主任及電子工程系黃育賢主任對智慧綠建築

系統整合平台課程推動的支持下，計畫團隊則在研習課程結束後，分別至電

機工程系甲、乙、丙三班實驗課程教室(合計 119人)和電子工程系甲班及乙班

共通課程教室(合計 75 人)，說明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特色、教學理

念、課程規劃與教學內容，並針對學子對於課程相關提問予以說明，提供有

興趣之學員作為選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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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計畫團隊至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院教室發送課程 DM及廣宣說明 

為推廣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為學子週知，於 10月 22日舉辦智慧綠建

築系統設計課程研習會，除透過課程研習會進行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廣

宣外，另邀請拓墣產業研究所以「物聯網帶來智慧生活」為題發表演說，演

說中指出透過關鍵技術的突破，及行動裝置與網路的興盛，物聯網在市場上

的發展及應用開始快速成長，從智慧家庭到近期備受關注的工業 4.0及智慧城

市，都將成為物聯網的實踐領域。智慧城市將成為物聯網下一個發展的領域，

隨著技術與模式的擴散與成熟，IOT 應用會往更大範圍的智慧城市邁進，且

真正的融入到人的生活當中。未來在永續發展、生活品質提升、新市鎮、防

災、高齡化、基礎建設、零售、物流及醫療等，都將成為發展重點。物聯網

未來重點將會是智慧城市等面向，且將有機會真正融入每個人的生活當中，

研習會講題結合物聯網的發展趨勢，以提高學子對於智慧綠建築產業之認知

及吸引人才投入，議程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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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智慧綠建築應用服務系統課程研習會議程 

時問 議程 主講者 

18:20-18:30 報到   

18:30-18:35 致詞： 

智慧綠建築推動政策說明 

工研院材化所 

18:35-19:05 專題演講： 

物聯網帶來智慧生活 

拓墣產研 

劉耕睿 

研究員 

19:05-19:15 智慧綠建築應用服務系統課程介紹 計畫團隊 

19:15-19:20 Q & A 計畫團隊 

19:20- 散會  

圖 20 北科大第 2場課程研習會 

北科大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課程結合專題介紹、業師授課、國內參訪等產

學多元化合作方案，對學校而言，可增加產業界的教育資源，並直接與企業

的養成教育銜接，對教學目標有導引的作用；對學生而言，跨領域學習，提

升未來就業競爭力；對產業而言，可更直接從學校體系取得可用人才，縮短

新進人員養成教育的時程與成本。北科大電資學院與工研院材化所共同發展

智慧綠建築相關課程，培養「學用合一」人才，使產業、學生及學校三方互

利互惠，共創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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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研習會成效評估及建議 

於課程研習會以問卷方式進行課程意見調查，瞭解學生課前期待及預期收

穫，並改善課程品質。調查以五級分計算，調查項目包括研習內容規劃、講

師授課情形、學員自我幫助及選課意願等，回收有效問卷 60份調查顯示，課

程研習會對於增進學生智慧綠建築的知識，並進一步瞭解相關內容及未來跨

領域發展有所幫助，非常滿意及滿意的占比超過九成。此外，非常有可能及

有可能選修課程占比達 73%，選修領域則以系統整合、資訊通信及節能管理

為先。課程研習會問卷調查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58 課程研習會問卷調查統計 

類別 項目 
非常滿意及 

滿意占比 

研習內

容規劃 

1.專題演講內容能增進您對智慧綠建築的認識 87% 

2.課程介紹內容能增進您對開設課程的認識 87% 

3.課程文宣資料能協助您了解課程內容 88% 

4.研習會工作人員的服務能令您滿意 92% 

講師授

課情形 

1.講師授課內容充實性與教材設計 87% 

2.講師表達清晰，透過實例佐證淺顯易懂 90% 

3.講師的授課能引導我修正觀念 85% 

4.講師整體授課的方式與內容 83% 

學員自

我幫助 

1.可增進智慧綠建築的知識，並進一步瞭解相關內

容 
90% 

2.對於日後的選課有所幫助 73% 

3.對於未來跨領域發展有所幫助 92% 

4.此研習對我有實質的收穫 83% 

類別 項目 占比 

選課意

願 

1.有興趣選修智慧綠建築相關課程 73% 

(1)有興趣選修建築部分領域 28% 

(2)有興趣選修綜合佈線領域 33% 

(3)有興趣選修資訊通信領域 57% 

(4)有興趣選修系統整合領域 72% 



69 

 

(5)有興趣選修設施管理領域 35% 

(6)有興趣選修安全防災領域 40% 

(7)有興趣選修健康舒適領域 37% 

(8)有興趣選修貼心便利領域 37% 

(9)有興趣選修節能管理領域 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5/10 

在北科大電機工程系陳昭榮博士及電子工程系黃育賢主任對智慧綠建築

系統整合平台課程推動的支持下，「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已於 2015

年 9 月 17 日正式開課，計有 62 位同學選修。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能達

到提高建築物整體管理的效率與綜合服務的能力，降低營運成本及突發災害

的損失。本課程將培養具備建築應用子系統相關設備選用、安裝、介面與通

訊之整合能力，以及系統整合的策略與方法。授課之內容包括：系統整合之

各項介面原理與架構型態、通訊平台種類與運行方式、系統連動策略與方式、

操作平台使用及管理、工程執行注意要項與流程。 

課程由具實務經驗豐富的專家，分享在過去規劃、設計及打造智慧化居住

空間的過程中，必須具備哪些基本條件與知能（如：智慧綠建築發展趨勢、

相關產業整合能力、技術及設備等），以及在建置過程可能會遭遇之問題，提

供解決方案經驗。此外，課程並安排研華科技的林口智慧園區個案實例參訪，

以一個開創性的場域來體現智慧綠建築協同體系，包括能源管理、情境感知、

電子系統、環境綠化等，讓人親身感受科技是如何優化建築管理，如何融入

人們的生活與工作，來加速強化「智慧綠建築」知能。 

智慧綠建築為跨領域之新興產業，在系統整合次產業存在學用落差問題，

現有課程缺乏跨領域人才培育，期能透過本次系統整合課程推廣，於 ICT 科

系導入智慧綠建築培訓課程，藉由業師授課及實地參訪，加強課程與職場的

連結性和立即可用性，除吸引更多人才之投入，並確保未來學生能力符合企

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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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陳昭榮博士(左一)課程開課致詞 

 

 
圖 22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於北科大電資學院正式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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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學員參紡研華林口智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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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配合國發會調查推估 2016~2018 年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與節能規劃產業人才

之數量缺口與質性缺口，促進產業人才供需質的落差補強及量的平衡，進一步協

助促進產業推動發展。調查發現大專院校畢業的人才供給數量可滿足業界需求，

但人才質量上存在產學落差，拉長新進員工訓練時間與成本的增加。跨領域人才

的培育與培訓極為缺乏，致使建築主體與智慧綠建築附加價值之間的連結較為鬆

散，影響產業發展。 

依產業發展需要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訪談業者發現多認定安全監控與節

能規劃可提高智慧綠建築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職能內涵在知識方面，可導入雲

端與務聯網等發展趨勢，強化跨領域知識整合；在技能方面，可導入案場探勘規

劃，強化圖說能力。期能藉由建置智慧綠建築安全監控及節能規劃等 2 項職能基

準建置，清楚描述產業關鍵人才所需能力規格，可做為學校或訓練機構課程規劃

之依據，減少學、訓、用落差，以支持產業發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資學院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於

5月 26日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及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見證下，簽署智慧綠建

築系統整合課程合作備忘錄。在北科大電機工程系陳昭榮博士、電子工程系黃育

賢主任及設計學院黃國書助理教授對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推動的支持下，

「智慧綠建築系統整合平台」課程已於 2015年 9月 17日正式開課，選修學生計

62 位，並安排選修學生參訪研華林口智慧園區，親身體驗智慧綠建築場域應用。

北科大電資學院與工研院材化所共同發展智慧綠建築相關課程，培養「學用合一」

人才，使產業、學生及學校三方互利互惠，共創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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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建議參考建置的職能基準作為勞動市場與教育訓練體系之間的介面，讓供需

雙方對人才能力規格有相近標準，縮短產學落差。後續可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

針對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最後一哩」課程進行推廣，帶動教

育體系有效培育智慧綠建築產業所需專業人員。 

建議藉由人才教育培訓課程推廣，輔導大學院校相關系所辦理智慧綠建築課

程規劃，強化學生綜合、跨領域創新及實務經驗；加強課程內容與現實職場的連

結性和立即可用性，確保未來學生能力符合企業之需求。推廣課程課程可結合專

題介紹、業師授課、國內參訪等產學多元化合作方案，對學校而言，可增加產業

界的教育資源，並直接與企業的養成教育銜接，對教學目標有導引的作用；對學

生而言，跨領域學習，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對產業而言，可更直接從學校體系

取得可用人才，縮短新進人員養成教育的時程與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