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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本調查範圍係航空產業之系統／零組件製造產業與維修產業，屬行政院主計

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中的「未分類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

造業」（3190），定義為從事「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311 小類）、「機車

及其零件製造業」（312 小類）及「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313 小類）以外其

他運輸工具及其專用零配件製造之行業，如軌道車輛、航空器、軍用戰鬥車輛、手

推車、行李推車、購物車、畜力車、電動代步車、輪椅、嬰兒車、無人飛行載具（無

人機）等製造。另飛機、軌道車輛之改造、拆檢大修、重製亦歸入「未分類其他運

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3190）。 

二、產業發展趨勢 

(一) 國際市場前景看好 

1. 美國波音公司（Boeing）113 年 7 月發布的全球航空市場預測報告指出，

未來 20 年（113 年-132 年）航空客運量（RPK）成長率將達 4.7%，預估

全球航空公司未來 20 年將需要 43,975 架新機。另受到中國大陸、印度及

其他新興經濟體大幅成長的刺激，亞太地區將占新飛機產值市場的 40%以

上，新機市場需求量為 19,180 架。此外，新型客機與發動機亦將陸續推出，

大幅提升效率與環保標準，這將支持未來 20 年航空市場持續擴張。 

2. 在環保政策方面，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已承諾在 139 年實現淨零碳

排放的目標，其中兩大最關鍵之技術路徑係可持續航空燃料（SAF）的推廣

及機隊更新。另隨著各國逐步解除防疫限制，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官方報告，至 112 年底，全球航空客運量已達到疫情前水平的 97.5%，預

計在 114 年將超越疫情前的規模。 

(二) 內需市場政策支持 

1. 隨著國際地緣政治發展，促使各國加速推動無人機自主研發能量，政府已將

軍工產業（航太產業及無人機產業）列入「五大信賴產業推動方案」，持續

推動國機國造，並透過內需市場與補強技術缺口等方式，打造無人機供應鏈。

航空產業部分，藉由國防內需訂單帶動國內航空產業發展，其中國機國造目

前目標為自主研發與製造 66 架新式高級教練機，並預計 115 年全數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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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人機產業部分，藉由國防需求協助產業練兵，開發六款軍用商規無人機

（微型、監偵型、戰術型、目獲型、陸用型及艦載型），並進行大規模量產。

同時運用研發補助資源，發展無人機關鍵模組（如通訊、酬載、飛控等）與

技術（如 AI 影像辨識、自主飛行等），透過國防、公務內需需求，完善自主

無人機能量，擴大產業規模。 

3. 綜合來看，軍工產業市場將成為國內航空公司重要的商機來源，有助加速產

業發展，未來政府應持續透過國防需求，帶動民間航太產業升級，提高自主

研發與製造能量。 

(三) 接軌國際供應鏈 

1. 在經濟部的積極推動下，臺灣航空產業已成功切入機體結構、引擎、內飾等

全球航太產業鏈的關鍵領域，許多國內廠商與波音、空中巴士、龐巴迪、奇

異等世界頂尖大廠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提供優質可靠的零組件

及服務，並因表現優異獲得 5 年以上長期訂單。這證明臺灣航太產業已具

備國際競爭力，成功接軌全球供應鏈。 

2. 同時無人機產業方面亦持續提升競爭力，經濟部於 113 年 9 月 10 日成立

「台灣卓越無人機海外商機聯盟」，並由業者推舉具備國際合作談判實務經

驗的漢翔公司擔任聯盟主席，帶領聯盟成員洽接國際市場商機，強化與歐美

日國際技術合作。 

三、人才供需現況與未來需求量化推估 

(一) 人才供需現況 

航空業者對於 113 年專業人才供需現況之看法不一，在政府推動國機國造政

策，以及疫後航太產業景氣開始復甦之下，有 53%業者認為人才供需處於平衡狀

態，另有 47%業者反映人才供給不足。 

(二) 未來 3 年人才需求量化推估 

114-116年航空產業專業人才需求，在後疫情復甦與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下，

未來 3 年每年平均新增人才需求為 266~326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

數比例為 1.7~2.1%。其中，航空系統整合/零組件製造業者認為研發、製程、採購

等 3 類工程師及線上技術人才乃未來 3 年最需要的關鍵人才；航空維修業者則認

為維修、採購等 2 類工程師為未來 3 年最需要的關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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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專業人才新增需求、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推估結果彙整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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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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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氣 

情勢 

114 年 115 年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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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2.0 

- 

326 2.1 

- 

341 2.2 

- 持平 282 1.9 296 1.9 310 2.0 

保守 254 1.7 266 1.7 279 1.8 

資料來源：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民 113），航空產業 2025-2027 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說明：(1)持平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1；保守=持平推估人數*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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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摘述航空產業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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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製程、品保、專案管理、採購、維修、網路安全

等 7 類工程師，以及行銷業務、線上技術共 9 項職務。另人才欠缺主要原因

集中於「缺乏具相關學、經歷或技能之人才供給」，再者為「在職人員易被挖

角」、「不易辨識招募對象的能力水準」。 

(二) 在學歷要求方面，除線上技術人才無設限，其餘職務所需基本學歷均為大專；

在科系背景方面，主要集中在「工程及工程業」學門，其次為「商業及管理」

學門，其中前者主要集中於「材料工程」、「機械工程」等 2 項細學類，其餘學

科需求尚包含「工業工程」、「電機與電子工程」、「航空工程」、「化學工程」等

4 項細學類，後者則包含「企業管理」、「一般商業」、「國際貿易」、「行銷及廣

告」等 4 項細學類。 

(三) 在工作年資要求方面，除線上技術人才無經驗可外，對於品保、採購、維修等

3 類工程師及行銷業務人才年資要求亦不高，工作經驗為 2 年以下，其餘職務

需 2 至 5 年年資。 

(四) 在招募難易度上，以研發、製程、品保、專案管理、維修等 5 類工程師招募困

難，其餘職務屬普通程度；另所有職務招募對象皆以國內人才為主，尚無海外

攬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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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隨著自動化、智慧化等技術發展，航空產業未來可能被取代或減少聘用的職位

包括：生產管理人員、操作技術人員、客戶服務人員等 3 職類。為應對此一變

化，此 3 項面臨取代或減聘之職務，在職能上需強化人機協同工作能力。 

(六) 由於智慧製造有助於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強化管控、打造生產履歷，未來更

需透過收集的數據，為業者發展加值創新的能力，智慧製造工程師係未來航空

產業可能將出現的新興職務，其職能需求包括：視覺演算、圖形處理、通訊能

力、安全認證、雲端運算、系統流程分析、資訊整合、資料庫、資料探勘、AI、

軟硬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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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工程

師

(070216) 

熟習設計、材料、航

電、程式、製程等相

關知識，具備現場實

作與管理、航空專業

英/日語能力，且了

解智慧製造、大數據

之產品研發人員 

大專/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航空工程細學類(07162)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工業工程細學類(0719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製程設計/分析 

3. 2D/3D 電腦繪

圖 

4. CNC 控制系統 

5. 材料學 

6. 航空電子 

2-5

年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易被

挖角 

2.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 

研發工程

師

(080202) 

熟習設計、材料、航

電、程式、製程等相

關知識，具備現場實

作與管理、航空專業

英/日語能力，且了

解智慧製造、大數據

之產品研發人員 

大專/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航空工程細學類(07162)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工業工程細學類(0719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製程設計/分析 

3. 2D/3D 電腦繪

圖 

4. CNC 控制系統 

5. 材料學 

6. 航空電子 

2-5

年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易被

挖角 

2.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 

研發工程

師

(070390) 

熟習設計、材料、航

電、程式、製程等相

關知識，具備現場實

作與管理、航空專業

英/日語能力，且了

解智慧製造、大數據

之產品研發人員 

大專/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航空工程細學類(07162)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工業工程細學類(0719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製程設計/分析 

3. 2D/3D 電腦繪

圖 

4. CNC 控制系統 

5. 材料學 

6. 航空電子 

2-5

年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易被

挖角 

2.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 

製程工程

師

(090202) 

熟習設計、材料、製

程、CNC 加工等相

關知識，具備現場實

作與管理、航空專業

英/日語能力，且了

解智慧製造、大數據

以導入、管控、精進

製程 

大專/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航空工程細學類(07162) 

化學工程細學類(0711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工業工程細學類(07191)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製程設計/分析 

3. 2D/3D 電腦繪

圖 

4. CNC 控制系統 

5. 材料學 

6. 熱處理/表面處

理 

2-5

年 

困難 無 1.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2. 不易辨識招募

對象的能力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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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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保工程

師

(090107) 

具備品質管理、航空

認證、供應鏈管理相

關知識，且具備航空

專業英/日語能力，

以負責品管/品保事

務 

大專/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航空工程細學類(07162)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工業工程細學類(07191) 

外國語文細學類(02311)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檢查/修護 

3. 品管/品保/品質

管理 

4. 航太認證 

5. 英/日語能力 

2 年

以下 

困難 無 1.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2. 薪資不具誘因 

3. 不易辨識招募

對象的能力水

準 

- 

專案管理

工程師

(210302) 

透過專業知識、管理

能力、智慧製造與大

數據能力及航空專

業英/日語能力，管

理、推進專案進度 

大專/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工業工程細學類(07191) 

外國語文學細學類

(02311) 

一般商業細學類(04191) 

企業管理細學類(04131)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專利/專案管理 

3. 英/日語能力 

2-5

年 

困難 無 1.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2. 在職人員易被

挖角 

3. 不易辨識招募

對象的能力水

準 

3 

行銷業務

人才

(020102) 

以航空專業英/日語

能力及國內外業務

能力爭取訂單，並具

備供應鏈管理能力

以協助客戶了解、掌

握供應鏈 

大專/ 

外國語文學細學類

(02311) 

一般商業細學類(04191) 

企業管理細學類(04131) 

國際貿易細學類(04141) 

行銷及廣告細學類

(04143) 

1. 專利/專案管理 

2. 英/日語能力 

3. 國內/外業務能

力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1.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2. 不易辨識招募

對象的能力水

準 

- 

採購工程

師

(150301) 

具備航空專業英/日

語能力、管理庫存與

供應鏈能力，有效採

購物料與服務 

大專/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一般商業細學類(04191) 

國際貿易細學類(04141) 

1. 庫存/供應商管

理 

2. 專利/專案管理 

3. 英/日語能力 

4. 國內/外業務能

力 

2 年

以下 

普通 無 1.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2. 薪資不具誘因 

3. 不易辨識招募

對象的能力水

準 

3 

維修工程

師

(070216) 

具備航空專業英/日

語能力以確認相關

規定，且可執行機械

與航電之檢查與修

護 

大專/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1. CNC 控制系統 

2. 結構學 

3. 檢查/修護 

4. 焊接 

5. 品質管理 

2 年

以下 

困難 無 1. 在職人員易被

挖角 

2.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3. 優秀人才易被

其他產業或國

家挖腳 

- 

線上技術

人才

(100202) 

具備 CNC機械加工

機臺操作與基本控

制能力、基礎檢驗量

測等能力 

高中以下/ 

機械工程細學類(07151) 

材料工程細學類(07112)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製程設計/分析 

3. CNC 控制系統 

4. 2D/3D 電腦繪

圖 

5. 相關教育訓練

證書 

6. 相關證照/操作

執照 

無經

驗可 

普通 無 1.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2. 薪資不具誘因 

3. 不易辨識招募

對象的能力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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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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安全

工程師

(080104) 

資安工具導入、防護

設計教育訓練、合規

性和稽核以及安全

檢測與評估等相關

工作 

大專/ 

工業工程細學類(07191) 

電機與電子工程細學類

(07141) 

企業管理細學類(04131) 

1. 電腦輔助設計/

分析 

2. CNC 控制 

3. 智慧製造 

4. 專利/專案管理 

5. 相關證照/操作

執照 

2-5

年 

普通 無 1. 新興職務需求 

2. 在職人員易被

挖角 

3. 缺乏具相關

學、經歷或技

能之人才供給 

4 

資料來源：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民 113），航空產業 2025-2027 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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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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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