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國際醫療產業- 



1 
 

一、 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二、 推估期間：103 至 105 年 

三、 產業範疇 

  國際醫療產業，包含健康檢查、醫療美容、住院、門診四類服務，其中，就

健康檢查、醫療美容分別說明如下： 

(一) 健康檢查：綜括二類，一是醫院的健檢部門，另一是獨立經營的健檢診所。 

(二) 醫療美容：包含光電治療、注射治療以及美容手術等三大類。 

四、 產業趨勢 

 整合多方資源，營造優質醫療產業環境，打造優質醫療服務的國際品牌形象。 

 亞洲各國推行國際醫療產業已具成效，進而列為主要外交工作項目之ㄧ。 

 跨越國界的「國際醫療」服務，以擁有龐大商機而成為眾所矚目的明星產業之

一，提供許多就業機會，活絡本國之服務業發展。 

 行政院核定「臺灣醫療服務國際化行動計畫」，建構以病人（顧客）為中心的優

質健康台灣，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導入醫療資訊化，活絡醫療資訊產業，建構

安全之醫療環境及強化醫療服務國際化，達成「顧客走進來，醫療走出去」，之

目標。 

五、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以下根據國際醫療產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以景氣持平假設為例，採用「求

供比」1進行人才供需情形分析，並整理如下表，惟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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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醫療產業屬一新興型產業，產業尚未成熟，在未達經濟規模的情況下，

多數醫療院所仍以既有人力與規模進行規劃及拓展市場，爰對未來人才需求趨於

保守。根據人才量化供需推估結果，國際醫療產業人才呈現供給充裕狀態。 

  

                                                      
1
求供比 X=(需求數/供給數)，係採經濟部工業局「2013-2015 年重點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報告」中之人才供需分析方

法，以 1.16<X<1.4表供需均衡、0.99<X<1.16表人才充裕、X<0.99表人才極充裕、1.4<X<1.57表人才不足、X>1.57

則表人才極不足。該方法亦為多數辦理機關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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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人 

產業別 
104 年 105 年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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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估結果(人) 892 8,656  1,330 6,429  - - 

求供比 0.10 0.21 - 

人才供需意義 人才極充裕 人才極充裕 - 

註： 

(1) 本次推估期間為 103-105 年。 

(2) 新增需求：以總醫療產值之持平推估值除以醫事人員平均生產力。其中，持平假設係以灰色預測模型所推估

之成長率計算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產業人力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填報表」 

 

六、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以下簡述國際醫療產業於人才質性需求面之調查結果，詳細之各別職類人才

需求條件彙總如下表： 

(1) 國際醫療服務人員，除需具備醫療專業知識外，職場基本核心能力（團隊合

作、解決問題、危機處理與決策的能力等）、個人基本素養（專業精神、良好

人際關係）、人格特質（耐心、負責任等）易相當重要。 

(2) 多數受訪者表示，國內具備英文能力之護理人員相對少，除英、日語外，其

他語文人才更是不足。 

(3) 國際醫療服務人員雖然在１－３個月內即可招募到人力，惟業者多表示該產

業人才流動亦相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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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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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醫師 

(如家醫

科、耳鼻喉

科、眼科、

外科等) 

(2210) 

具醫師執照資格，從事各

專科醫學疾病診斷及治

療或特殊醫療作業外科

手術或從事各種精密手

術之麻醉檢查等，執行藥

物管理業務，判斷檢查及

檢驗結果 

大專/ 

醫學科系(7201) 

1. 需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2. 國考醫師執照 

依各科

訓練而

有差異 

-- -- -- 

醫療行政

管理人員 

(1219) 

醫務管理、規畫、審核、

督導並執行醫院的行

政、企畫、作業流程，提

高醫院服務品質管理、內

部管理及醫療業務管

理，以協助醫院提供良好

的醫療環境與服務 

大專/ 

醫管學類(3409) 

公共衛生學類

(7202) 

1. 具專業醫院管理能力 

2. 具有協調溝通能力，緊急

應變、危機處理經驗 

3. 需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2-5

年 

-- -- -- 

國際行銷

專業人員 

(2431) 

統合全院公關、文宣等相

關事項，並協助各項文宣

活動之規畫及推動，安排

媒體採訪事宜，並協調處

理醫院形象事項 

大專/ 

醫管學類(3409) 

企業管理學類

(3403) 

1. 具行銷管理之能力與經驗 

2. 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2-5

年 

-- -- -- 

護理專業

人員 

(2220) 

提供病患專業護理及督

導工作，對病人及家屬實

行衛生教育 

大專/ 

護理學類(7206) 

1. 具備護理師/護士資格 

2. 需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2-5

年 

-- -- -- 

檢驗/放射

專業人員 

(3211) 

放射技術檢查工作；檢驗

分析 

大專/ 

醫學技術及檢驗

學類(7207) 

1. 具備醫事檢驗或放射師資

格 

2. 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2-5

年 

-- -- -- 

專案管理

師(2299) 

負責專案事件的統籌、分

配、追蹤、跨部門協調，

並與客戶溝通協調 

大專/ 

醫管學類(3409) 

1. 具專案規劃執行經驗 

2. 具備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2-5

年 

-- -- -- 

國際醫療

相關法律

事務人員 

(2619) 

處理法律文件、法律事

件、醫療糾紛等相關工作 

大專/ 

一般法律學類

(3801) 

具處理相關法律案件之經驗

者 

2-5

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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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年以下、2-5年、5年以上。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產業人力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填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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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供需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根據國際醫療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結果，摘錄所擬之人才問題與其因應對策，

彙整如下：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 

(1) 外語能力需強化 (1.1) 推行國際醫療的國家，大多具語言優勢，係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為加強多國溝

通能力，廣設翻譯人員。同時，因其服務對象是國際病患，提升相關從業人員

外語能力格外重要；行政人員、檢驗技師與護士等，可能缺乏外語的服務經驗，

亟需補強。故醫療機構應聘用以有經驗、跨領域（除醫療、醫院管理之外另有

一專長）之人才尤佳，且應重視語言翻譯人才於醫療機構中扮演之角色。 

(1.2) 在職教育以及語言培訓也是醫療機構在發展國際醫療業務時重要的一環。建議

可依照機構本身所需進一步規劃，如康民醫院及 BUPA健檢中心，則與語言訓

練機構或是雲端課程廠商合作，提供員工在忙碌工作之餘，能夠依個人需求進

修，並針對個人職涯進行最適規劃，以提供員工在長遠職涯中的成長空間，進

而達到適才適性之目標。 

(2) 跨領域人才短缺 (2.1) 目前較欠缺的是跨領域訓練的人才，而目前國內跨領域訓練並不普遍，未來如

何透過學校課程的設計、建教合作，如醫療機構可與國內各專科、大學合作，

針對行銷、財務或是資訊系統之人才提供具吸引力之招聘條件，以拓展醫療機

構在國際醫療領域之發展，強化醫療機構進軍海外市場之實力；抑或是補助企

業內部訓練等來提升此方面的不足。 

(3) 員工核心能力偏

低 

(3.1) 透過異業合作，提升員工核心能力：推行「感動服務 Touching Service」，培

訓醫護人員的溝通與關懷能力，希望藉此提升醫療服務品質。透過異業合作方

式，進一步提升員工核心能力。 

(4) 專業人才嚴重不

足 

(4.1) 依整體營運策略進行人力資源管理，依照人力運用評估結果評估人力多寡，進

而聘用新員工並進行新進人員訓練，定期藉由人力市場調查以分析人力結構及

短缺問題，依據離職率等因素做為聘用下一輪新員工以及員工調派之基礎。 

(4.2) 參考國外成功做法，以透明化的資訊讓潛在的專業人才能夠主動接洽，讓醫院

能夠有機會招募到更多具備綜合性及跨領域能力的優秀人才。 

(4.3) 積極與其它產業合縱連橫，因此，除醫師、護理等專業度極高的醫學人員外，

引進非醫學專業人才是未來的趨勢，例如引進資訊管理人才，協助醫院進行客

戶分析，作為產業策略經營參考。除外，如具有業務推廣與行銷相關之專業人

才亦可協助業者開創海外的醫療資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產業人力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填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