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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本次循環農業調查業別包含畜禽糞再利用、廢菇包再利用、牡蠣殼再利用等

3 項產業，調查範疇分述如下。 

(一) 畜禽糞再利用業 

禽畜糞再利用可分為能源化與物質化兩大項，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正「行業統計分類」，再按本調查需求與禽畜糞再利用業界現

況，篩選出「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2937)、「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3400)、「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

備批發業」(4643)及「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等。 

(二) 廢菇包再利用業 

廢菇包再利用業涵蓋處理端、應用端等多元領域，本次調查以處理端為

主，擴及相關應用業者為輔，如廢棄菇包清運與處理業者、廢棄菇包材料應

用業者如肥料廠與飼料廠等，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正「行

業統計分類」屬「非有害廢棄物清除業」(3811)、「非有害廢棄物處理業」

(3821)、「肥料及氮化合物製造業」(1830)。 

(三) 牡蠣殼再利用業 

牡犡殼再利用產業主要可區分 3 種類型：1.漁撈及水產養殖產業，因養

殖生物之生物特性產生的外殼，視作生產一部分；2.牡蠣殼的回收與加工，

如將牡蠣殼清洗、破碎、鍛燒、提煉的資源回收業；3.以牡蠣殼粉做為產品原

料添加使用之相關製造業，本調查聚焦於水產養殖產業與資源回收處理業，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正「行業統計分類」屬「海面養殖業」

(0321)、「非有害廢棄物處理業」(3821)、「資源物回收處理業」(3830)。 

二、 產業發展趨勢 

(一) 畜禽糞再利用業 

1. 依據110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聯合國世界農糧組織(FAO)暨財

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111 年研究整理，近 11 年來，

全球肉品消費量快速成長，110 年禽肉消費已超過豬肉成為最大肉品來源。 

2. 國人雞蛋食用量 越來越大且加工用蛋量亦在提升，據中華民國養雞協會內

部統計顯示，雞蛋需求量每年以一至兩成速度成長 飼養量增加，禽畜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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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增加。 

3. 近年因 2050 淨零碳排、政府十年化學肥料減半等政策，以及推動「循環」

農業，故禽畜糞再利用發展具優勢潛力，其所需人力將增加。禽畜糞再利

用之發展可開創畜牧場、農民、企業與環境等多贏，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二) 廢菇包再利用業 

1. 根據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於 111 年 4 月所發表的報告，109 年全

球菇類市場規模（消費量）為 1,435 萬噸，110 年至 117 年的年均複合成

長率（CAGR）為 6.74%，117 年將達到 2,405 萬噸。 

2. 市場成長的推動主因包括： 

(1) 智慧自動化技術投資：過往在菇類生產過程中，人力成本占其生產成

本三分之一，因而驅使製造商投資於智慧自動化技術，既提高產量，

也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進而促進菇類產業發展。 

(2) 消費者對健康意識與對菇類營養價值的認識提高：消費者對於健康

（低脂肪、低膽固醇等）與富含營養的食品需求不斷增長，再加上素

食人口增加，預計將推動菇類產品的市場增長。 

3. 本次調查亦顯示下列因素將影響國內廢棄菇包再利用產業發展： 

(1) 投入廢棄菇包處理的成本較高（包括設備與場地建置等），增加業者

之投入門檻。 

(2) 環境與勞動條件辛苦，導致部份業者人才資源不足。 

(3) 農友對有機質肥料認可度低，影響商品銷售。 

(三) 牡蠣殼再利用業 

1. 臺灣牡犡養殖產量逐年下降，與其他農業遭遇相同問題，如極端氣候、人

口老化缺工等普遍性問題，此次調查約 8 成的牡蠣養殖業者對該產業持保

守態度。其中，影響養殖端發展正面因素，包含：單體牡犡技術推廣、省

工省力機具補助、外籍移工引進；負面因素包含：銷售通路不夠多元、進

口牡蠣溯源問題，無法打造臺灣品牌。 

2. 牡蠣殼再利用業者，在人力招募上亦有產業吸引力不足、工作內容與環境

無法適應、人員素質不足等問題，惟有半數以上的業者認為全球經濟在低

碳永續的趨勢下，市場因應全球走向 2050 淨零排放趨勢對於產業帶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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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影響。在產業景氣可能影響因子中，又以國內研發技術突破、異業結

合、國際通路，在本調查之+3 至-3 級距中得到 1.74 的平均分數，表示後

端市場看好牡蠣殼再利用產業的未來發展性。 

三、人才供需現況與未來供需量化推估 

(一) 人才供需現況 

以下提供 112 年畜禽糞再利用、廢菇包再利用、牡蠣殼再利用等 3 項產業之

人才供需現況。 

1. 畜禽糞再利用業 

畜禽糞再利用業屬較淺碟型市場且工作環境較不佳，難吸引年輕人投入

相關工作，有高達 71%業者反映人才不足，另有 29%表示人才供需均衡，現

階段主要以移工補充基層人力之不足，廠務管理等幹部主要則由國人擔任。  

2. 廢菇包再利用業 

有高達 80%業者反映人才充裕，目前人力足夠應付營運所需，另有 20%

表示人才不足，由於人力欠缺，導致部份機器停置，目前人力無法滿足各基

本處理環節之正常運作。 

3. 牡蠣殼再利用業 

農漁相關產業相較於電子科技業，在工作環境及薪資待遇有所落差，難

以吸引年輕人投入，有高達 82%業者反映人才不足，僅有 18%表示人才充

裕。 

(二) 未來 3 年人才供需量化推估 

以下提供 113-115 年畜禽糞再利用、廢菇包再利用、牡蠣殼再利用等 3 項

產業之人才新增需求、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另牡蠣殼再利用業亦提供新增

供給推估結果，惟未來就業市場實際空缺人數可能因為多種原因發生變化，例如

人力新增供給的波動或培訓人力實際投入職場的狀況等，本推估結果僅提供未來

勞動市場供需之可能趨勢，並非未來產業職缺之決定性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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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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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畜禽糞再利用業 

113-115 年畜禽糞再利用業人才需求，受惠於政府政策引導，使我國有

機質肥料使用量顯著增加，以及禽肉、蛋品等消費量增加，衍生相關人力需

求，未來 3 年每年平均新增人才需求為 0~63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

業人數比例為 0~31.1%，需求比例相對較高，惟由於勞動條件相對不佳，國

人投入意願偏低，如何提升申請移工之方便性，以補充不足之人力，乃本次

調查業者普遍面臨之問題。 

景氣 

情勢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92 51.1 

- 

64 32.0 

- 

34 14.8 

- 持平 11 6.1 6 3.0 3 1.3 

保守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農業部（民 112），112 年度「禽畜糞再利用」農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分析報告。 

說明：(1)樂觀=依據堆肥場員工數之增加、新建堆肥場數或禽畜糞處理量增加；持平=依據堆肥場員工數持平、無新

建堆肥場或禽畜糞處理量持平；保守=依據堆肥場員工數減少、堆肥場數或禽畜糞處理量減少。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2. 廢菇包再利用業 

113-115 年廢菇包再利用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未來 3 年每年平均新增

需求為-32~39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58.9~30.9%，

推估結果顯示，景氣情勢對於新增人才需求差異大，其中在樂觀與持平之景

氣情勢下，受惠於消費者對健康意識以及菇類營養價值認知之提升，帶動業

者增加廢棄菇包處理數量，進而衍生相關新增人才需求；另一方面，由於菇

類近年價格較不理想，大部份香菇業者都面臨虧損狀況，其他菇類亦同，因

此廢棄菇包處理數量預計在 2 至 3 年內都不會有增幅，在保守看待景氣情勢

情況下，產業不僅無新增人才需求，反而面臨人員縮減問題。 

景氣 

情勢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37 30.8 

- 

39 31.2 

- 

40 30.8 

- 持平 3 3.5 4 4.4 3 3.2 

保守 -31 -59.6 -32 -59.3 -33 -57.9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糧署（民 112），推動蔬菜產業自動化及提高外銷蔬菜出口量質計畫-廢棄菇包產業人才供需調

查。 

說明：(1)樂觀、持平、保守=根據臺灣廢棄菇包總處理量預估 113-115 年成長率分別均為 45%、4%、-37%。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3. 牡蠣殼再利用業 

有關 113-115 年牡蠣殼再利用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未來 3 年每年平



5 
 

均新增需求為 10~12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0.048~0.058%，人才需求雖呈穩定態勢，但新增人才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

低；至於新增人才供給係依大專院校漁業學類近年平均畢業人數作為統計基

準，推估未來 3 年每年平均新增人才供給為 576 人。整體而言 牡蠣殼再利

用產業人才供給相對充足，惟由於勞動條件不佳、學生對於產業不熟悉，較

難吸引年輕人加入，導致業者難以攬才，仍面臨人才不足問題。 

景氣 

情勢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12 0.058 

576 

12 0.058 

576 

12 0.058 

576 持平 11 0.053 11 0.053 11 0.053 

保守 10 0.048 10 0.048 10 0.048 

資料來源：農業部漁業署(民 112)，113-115 年牡蠣殼再利用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結果。 

說明：(1)樂觀、持平、保守=營業額成長率分別為 7.5%、0%、-5%。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四、欠缺職務之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循環農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務人才需求條件彙總

如下表。 

(一) 欠缺之專業人才包括：自動化機械加工技術人員、農業及林業設備操作員1、

其他機械操作員、農業及工業用機器裝修工、大貨車司機、吊車/起重機操作

員、推土機/怪手操作員、國內/外業務人員、材料研發人員、倉管/物管人員、

包裝作業員、製程技術員、生產設備工程人員等 13 項人才，所有職務均面

臨「勞動條件不佳」問題，另過半數職務亦面臨「薪資不具誘因」問題。 

(二) 在學歷要求上，各職務差異大，有半數職務所需基本學歷為大專，亦有半數

職務對於學歷較不要求，可接受高中以下教育程度，其中畜禽糞再利用業與

廢菇包再利用業對於農業及林業設備操作員之學歷要求亦有所不同，前者要

求大專學歷，後者可接受高中以下教育程度；在科系背景要求上，以「工程

及工程業」學門為主要需求，其次為「農業」學門，前者主要集中於「機械

工程」、「工業工程」等細學類，後者則以「其他農業」細學類為主。 

(三) 在工作年資要求方面，大貨車司機、倉管/物管人員、製程技術員、生產設

備工程人員等 4 項人才需具 2 年以下工作經驗，國內/外業務人員更要求 2-

5 年工作年資，其餘職務對於年資要求低，過半數職務無經驗亦可。 

(四) 在招募難易度上，僅生產設備工程人員屬普通程度，其餘職務之招募均面臨

 
1
 畜禽糞、廢菇包等再利用業均欠缺「農業及林業設備操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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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另各職務招募對象皆以國內人才為主，尚無海外攬才需求。 

所欠缺之 

人才職業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攬才

需求 

人才欠缺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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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糞再利用業 

自動化機械

加工技術人

員 

(100106) 

從事自動化

機械之操作

與相關流程

設備之維護

工作 

大專/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其他工程及

工程業細學

類(07199) 

其他農業細

學類(08199) 

農業化學細

學類(08191) 

1. 生產機具設備操

作能力 

2. 相關流程設備之

維護能力 

3. 基本自動化控制

介面操作與維修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或素

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3. 缺乏具相關學、經

歷或技能之人才供

給 

4. 薪資不具誘因 

- 

農業及林業

設備操作員

(100313) 

從事一種或

多種動力化

機器與設備

之操作及監

控工作 

大專/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其他工程及

工程業細學

類(07199) 

其他農業細

學類(08199) 

農業化學細

學類(08191) 

1. 操作機器與設備 

2. 機器與設備運作

原理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或素

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3. 缺乏具相關學、經

歷或技能之人才供

給 

4. 薪資不具誘因 

- 

其他機械操

作員

(100390) 

從事操作安

裝之各種半

自動、自動

或數值控制

機器，並負

責機臺維修

等工作 

大專/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其他工程及

工程業細學

類(07199) 

其他農業細

學類(08199) 

農業化學細

學類(08191) 

1. 基本電路與控制

器認識 

2. 可程式控制器與

人機介面操作能

力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或素

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3. 缺乏具相關學、經

歷或技能之人才供

給 

4. 薪資不具誘因 

- 

農業及工業

用機器裝修

工

(100204) 

從事農業用

機器維修等

工作 

高中以下/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其他工程及

工程業細學

類(07199) 

其他農業細

學類(08199) 

1. 簡易機器操作與

維修 

2. 農業知識與處理

物基本物性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技能或素

質不符 

2. 勞動條件不佳 

3. 缺乏具相關學、經

歷或技能之人才供

給 

4. 薪資不具誘因 

- 

大貨車司機

(150102) 

駕駛大貨車

載送貨品或

原料 

高中以下/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1. 有相關經驗 

2. 大貨車駕照 

2 年

以下 

困難 無 1. 勞動條件不佳 

2. 薪資不具誘因 

- 

廢菇包再利用業 

農業及林業

設備操作員

(100313) 

從事設備之

操作工作 

高中以下/ 

農作物生產

細學類

負責任之良好工作

態度，部份亦要求持

有大貨車駕照。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勞動條件不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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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之 

人才職業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攬才

需求 

人才欠缺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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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1) 

其他農業細

學類(08199) 

其他生命科

學細學類

(05199) 

吊車、起重

機操作員

(110304) 

操作吊車、

起重機等 

高中以下/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工業工程細

學類(07191) 

具備相關操作證照

或熟悉機械操作。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勞動條件不佳 - 

推土機、怪

手操作員

(110305) 

操作推土機

或怪手等 

高中以下/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工業工程細

學類(07191) 

具備相關操作證照

或熟悉機械操作。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勞動條件不佳  

牡蠣殼再利用業 

國內/外業

務人員 

(020102) 

營業/產品推

廣銷售、市

場拓展與維

護及新材料

開發 

大專/ 

外國語文細

學類(02311) 

企業管理細

學類(04131) 

國際貿易細

學類(04141) 

其他生命科

學細學類

(05199) 

化學工程細

學類(07111) 

電機與電子

工程細學類

(07141)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土木工程細

學類(07321) 

漁業科學細

學類(08311) 

水產養殖細

學類(08312) 

1. 個性外向、積極 

主動，能運用適

當的溝通技巧與

不同背景人員互

動 

2. 具市場研調、產

品企劃及研發策

略能力 

3. 具有外語能力者

佳 

2-5

年 

困難 無 1. 勞動條件不佳 

2. 薪資不具誘因 

6 

材料研發人

員 

(070303) 

材料之評估

選擇、測試

分析、循環

利用、配方

與製品開發 

大專/ 

其他生命科

學細學類

(05199) 

化學細學類

(05311) 

化學工程細

學類(07111) 

1. 擁有化學基礎知

識，高分子化工

科系尤佳 

2. 具資料收集、分

析及建檔能力並

能統計分析、大

數據處理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1. 勞動條件不佳 

2. 薪資不具誘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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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之 

人才職業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攬才

需求 

人才欠缺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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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工程細

學類(07112) 

紡織工程細

學類(07192) 

倉管/物管

人員 

(150304) 

負責管控庫

存物料以及

管理收發材

料、貨品盤

點及帳務處

理、倉庫紀

錄保存等工

作 

高中以下/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工業工程細

學類(07191) 

1. 具堆高機操作證

照 

2. 具倉管相關經驗

佳 

2 年

以下 

困難 無 勞動條件不佳 3 

包裝作業員 

(090218) 

根據生產程

序，將物料

或製品裝入

容器內，從

事產品包裝

工作 

高中以下/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工業工程細

學類(07191) 

1. 不限核心科系，

肯學習、抗壓性

強、具有團隊意

識 

2. 能夠持續重複性

勞動 

無經

驗可 

困難 無 勞動條件不佳 2 

製程技術員 

(090203) 

從事牡蠣殼

粉製程產品

生產，如作

業順序及時

間配置等技

術工作 

大專/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工業工程細

學類(07191) 

1. 不限核心科系、

肯學習、負責任

之良好工作態度 

2. 具有團隊意識 

2 年

以下 

困難 無 1. 勞動條件不佳 

2. 薪資不具誘因 

2 

生產設備工

程人員

(090210) 

設備控制、

機臺保養檢

修；負責現

場生產、製

程作業 

大專/ 

化學工程細

學類(07111) 

材料工程細

學類(07112) 

電機與電子

工程細學類

(07141) 

機械工程細

學類(07151) 

工業工程細

學類(07191) 

1. 負責任之良好工

作態度 

2. 生產機械操作控

制與故障排除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1. 勞動條件不佳 

2. 薪資不具誘因 

2 

資料來源：農業部（民 112）。 

說明：(1)欠缺人才職業係呈現部會調查、廠商反映之原始職缺名稱；代碼則係由部會參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通俗職業

分類」後，對應歸類而得。 

(2)學類代碼依據教育部 106 年第 5 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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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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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才問題與因應對策 

以下為業管機關就其調查結果，所綜整出之人才供需問題及相關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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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議題均尚需跨部會合作協商解決。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 涉及之部會 

畜禽糞再利用業 

缺乏具相關學經歷或技能之人才供

給 

1. 推動農業設施產業建教合作管道與機制，以鼓勵

人才進入產業 

2. 引入業界專家作為師資，開設實務課程(產業學院)

降低學用落差 

3. 辦理學生產業觀摩與見習，增加產業熟悉度 

4. 薪資待遇與工作環境改善 

勞動部 

在職人員或所聘人才技能或素質不

符 

1. 辦理跨領域人才培訓，提供人才教育訓練機制 

2. 提供產學合作管道與獎勵機制 

3. 辦理產業與學校間交流活動 

4.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5. 提升基本職能與未來發展願景 

勞動部 

勞動條件不佳、較難留才 

1. 改善生產設施設備，轉型自動化機械設備等 

2. 改善工作環境品質，以提高就業及留職意願 

3. 提高員工薪資水平，以提高就業及留職意願 

4. 加強就業輔導，將其他領域閒工引入禽畜糞再利

用產業 

5. 增加產學合作管道，以鼓勵人才進入產業 

勞動部 

廢菇包再利用業 

廢棄菇包處理過程會產生難聞氣味

與粉塵，環境與勞動條件辛苦讓年

輕人卻步 

改善工作環境與配套 

1. 建議雇主提供裝備及服裝，例如連身工作服、鞋

子、口罩及手套等 

2. 工作場所提供洗浴設備 

無 

牡蠣殼再利用業 

減碳趨勢，綠色轉型，產業綠領職

缺缺乏跨領域人才 

1. 依現有循環農業學程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辦理

永續循環校園推動計畫，於各學院開設循環農業

學分課程 

2. 以生產端為導向，可導入大專院校實習，導覽等

課程，鼓勵相關產業之農二代投入產業轉型計

畫，有助益於帶動產業新型態發展 

3. 可依產業應用需求及產業樣態規劃發展方向，鼓

勵企業與學校共同合作成立具有認證資格的培訓

學程，以實現跨域連結與應用，以利銜接產業人

才所需 

教育部、環

境部 

農業科技產業與電子科技產業工作

環境及薪資結構有落差，致人才招

募受限，難以攬才 

1. 優化製程及提升工作環境品質，增加就業意願 

2. 設置產學合作中心或建立產學合作計畫，包括設

立產業園區、產業學院，增加學生對牡蠣殼再利

用產業的認識，鼓勵相關人才進入產業 

勞動部、教

育部 

學生對牡蠣殼再利用產業不熟捻，

於就學期間難以接觸相關學識或資

源，降低學生投入意願 

1. 建議學校舉辦校外觀摩課程，透過校外見習機

會，讓學生接觸相關產業，提升對牡蠣殼再利用

產業的知識、增加對產業熟悉度，以提升學生投

入意願 

2. 建議創建跨領域微學程，透過跨領域課程結構，

提供相關科系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增加

學生對產業認識 

教育部 

資料來源：農業部（民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