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發展委員會 新聞稿

駁「十年最高速人才外流」

國發會：趨勢已緩和 持續強化國際人才競逐能量

發布日期：112 年 11 月 10 日

發布單位：人力發展處

有關 Cheers 雜誌《2024 台灣人才白皮書》專題報導我國青年大

量外流至海外多國、卻對吸引人才設下諸多限制，導致我國缺乏

人才競爭力一事，國發會強調，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已經從 2016

年的 72.8 萬人，大幅減少至 2021 年的 31.9 萬人，且從疫情前增

幅便逐漸趨緩，並無人才大量外流一事。近年國際間競逐優秀人

才已趨激烈，國發會自 2016 年起便積極展開攬才專法立法及後

續修法，經濟部、勞動部、教育部、僑委會等相關部會，亦推動

跨部會方案，積極延攬國際人才，日前 International  Talent

Taiwan Office（國際人才服務及延攬中心）也已經啟動，進一步

擴大攬才服務能量。

有關 Cheers 雜誌《2024 台灣人才白皮書》專題報導我國青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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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外流，本會回應如下：

一、依主計總處統計，自 2012 年以來赴海外工作情形雖呈增加

情形，然自 2017 年後，增幅即有趨緩態勢；近年因全球

COVID-19 影響，國人赴海外情形持續減少，另部份因出境

2 年未返國致戶籍被遷出，2021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計

31.9 萬人，較 2019 年減少 42 萬人，其中赴中國大陸者減少

23.2 萬人，赴東南亞及美國亦分別減少 8 萬人及 3.2 萬人。

即使因疫情趨緩、海外國人陸續恢復戶籍，導致納入相關統

計者上升，但仍無國人大量赴海外之趨勢。

二、在全球化的環境下，人才流動將成為世界常態，人才赴海外

工作可學習新技術並打造國際人脈，未來若受僱於我國企業，

可帶回新技術及國際級人才，帶動人才循環之良性發展；政

府極力推動 2030 雙語政策及大學教學英語化，建構全英語

專業領域環境；並增強人才國際交流，開辦科技、金融等英

文訓練課程與國際研討會，以厚植人才英語力，提升我國人

才與世界之接軌程度。

三、隨著全球人口結構轉變、經濟及地緣政治等因素，各國對勞

動力與人才競逐日益劇烈，我國除透過推動產業發展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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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就業機會外，亦鬆綁相關法令與研訂計畫與措施，協助

企業提升競爭力以引進及留用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為積極延攬產業所需人才，本會除自 2018 年 2 月起推動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放寬來臺簽證、工作、

居留、保險、租稅等相關規定，並積極透過各項攬才措施

以延攬全球人才外，自 2021 年 7 月起，更進一步偕同相

關部會，共同推動「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分就「強化

延攬外國專業人才」、「擴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積

極留用外國技術人力」等 3面向，積極推動多項攬才及留

才策略措施，擴大延攬及留用各類人才。

--另為因應國內產業人力缺口，政府透過強化職業訓練及就

業媒合、促進婦女及中高齡就業、推動缺工專案計畫、培

育本土數位人才、調整聘僱移工資格等協助企業補實所需

人力，並同步推動上述之人口及移民政策，強化各項攬才

及留才力道，以充裕產業人力來源。

四、至 2023 年 9 月底，外國專業人才有效聘僱許可已達 5 萬

6,092 人次，較 2017 年底的 3 萬 927 人次，成長 81.4％；另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累計許可已達 1 萬 2,575 人次(含就業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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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8 人次)，並持續成長中；畢業僑外生首次留臺工作由

2020 年 2,987 人成長至 2022 年 6,154 人；另已核准 16,461名

資深移工轉為中階技術人力，均能有效挹注我國產業之勞動

力缺口。

五、近年政府已放寬來臺就學僑外生畢業申請永久居留，可依學

歷減免 1 至 2 年之居留年限、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無須放

棄國籍，以及提供僑外生畢業後最長 2 年的覓職期間(預計

113 年 1 月施行)等措施。此外，為滿足海外人才子女教育需

求及提供便捷服務，政府已增設各類雙語班(部)，並優化外

國人各項金融服務及外語租屋服務。依據內政部統計，111

年來臺居留、定居、歸化之人數高達 85,814 人，較 107 年

68,757 人成長近 25%，顯示臺灣是個適合外國人移居的友善

國家。

聯絡人：國發會人力發展處謝佳宜處長 
電話：(02)2316-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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