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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外國人觀點來看，台灣在生活水

平上相當友善和完備。醫療衛生體系健

全、工作環境中硬、軟體設備先進，交

通運輸也很便捷。在許多世界組織針對

不同項目的評比上，台灣亦時常名列前

茅。此外，台灣人民對來自四面八方的

外籍人士十分友善、頗能包容各種異文

化。儘管偶爾聽聞有關外國人所得扣繳

稅率偏高、銀行開戶不便或是使用羅馬

拼音造成的生活困擾等小抱怨，然而總

體而言，台灣可說是個十分適宜外國人

士居住、就業、教育的地方。

外籍人才政策彈性化

打造新台灣競爭力

MGR經緯智庫總經理許書揚認為，台灣必須要有新的思維
模式和新的延攬外籍人才政策，以吸引優秀人才。

MGR經緯智庫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許書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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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這些不錯的條件，台灣卻常陷入延攬外籍人才的迷思。常會奢求能像

新加坡、香港、上海等亞洲大城市，能被歐美國家視為投資、經商、外派一線

人才的首選。然而，台灣是該認清自身經濟體的定位，調整思維模式，以更加

開闊的心態去接納來自各國的外籍人才，而非落入「只有西方白領階級才是人

才」的舊觀念。

認清和上海、香港、新加坡發展條件的不同

台灣常欽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等城市能吸引許多來自西方的白領人士前

往工作，因此在外籍人才政策上，較著重在招攬來自西方的白領人士。香港自

英國殖民以來，一直做為亞太區的運籌樞紐，許多跨國企業的亞太總部皆設於

此。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國協的龍頭國家，更是吸引許多外商將總部設於此地。

至於上海，身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第一線經貿、金融城市，也是各大外商

大中華總部的首選，處處充滿商機和發展空間，因此吸納了各國人士匯聚於此

投資、工作。然而若就上海的發展條件來檢視，其居住環境、交通等整體生活

水平，其實可能不及台北。顯然工作環境不夠優渥，並不足以使外籍人才對上

海望之卻步。一般白領外籍人才分為兩種，一種是由總公司外派，另一種是發

現商機，自行前往創業、求職。這些西方白領人士願意移動至上海，其首要考

量並非生活水平，而是工作地點的經濟規模是否夠大，以及能否能替自己的職

涯規劃帶來更多的附加價值。

相較之下，台灣並非經濟大國，本身商機較少、生產規模也較小。因此，

外籍人才若考量到未來職涯的發展性，與其選擇台灣作為工作地點，反而會選

擇生產規模較大、商機較多的泰國、印度，對其未來職涯發展較具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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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在延攬外籍人才的思維模式上，不必去羨慕新加坡、香港、上

海等城市，畢竟發展的條件和規模本身就不一樣。政府必須思考更長遠、全面

性的政策，而非拘泥於枝微細節上的改進，例如：修正羅馬拼音、改善外籍人

士銀行開戶程序、簡化外籍人士申請信用卡手續等等。外籍人才並不會因為生

活水平進步而湧入台灣工作，他們最在乎的還是此海外工作經驗是否有助益其

職涯的發展以及此工作地點是否有足夠的商機。也就是說，一地區的生活水平

僅為外籍人才在選擇海外工作地點時眾多考量點之一，並不足以作為吸引大量

人才前往的主要誘因。

美國矽谷善用開發中國家人才

矽谷作為美國重要經濟命脈，締造了美國的經濟奇蹟。矽谷能發展如此

迅速，其實也要歸功於來自中國、台灣及印度等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工程師。美

國善用這些外籍人才提供的技術，造就其優異的經濟表現。身為泱泱大國的美

國，在矽谷的發展上，唯才是用、廣納開發中國家人才，因而促成它的成功。

身為一流已開發國家的美國尚知道廣開門戶、招攬人才的重要性，何況台

灣作為開發中國家，更應該把目標放在善待來自南美、印尼、越南、中國、東

歐等國家的人才，不論膚色、種族，只要是人才，都應當積極延攬來台。

人才政策，不應捨近求遠 

許多開發中國家人民，因熱愛中華文化而選擇到台灣求學。這些外籍學

生，受台灣教育培養，因此政府應當好好把握這些人才，將他們留在台灣，以

協助台灣的經濟發展。然而，目前政策走向，並非積極廣納在台求學的外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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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反而對這些學生在台就業立下諸多限制，訂下學業平均成績的門檻限制他

們發展空間，築起層層高牆，將這些外籍人才阻絕於台灣就業市場之外，如此

將造成台灣教育體制辛苦培育出的優秀人才，外流到他國，豈不是為人作嫁？

政府該思考去設計更好的機制、平台，讓外籍學生能順利進入台灣企業、

貢獻所學，協同促進台灣企業國際化。教育部也該當有更積極的作為，可考慮

整合在台外籍學生資料，當企業有外籍人才需求時，能提供平台有效協助外籍

學生與企業之連結。若政府眼界只拘囿於擔憂外籍人才流入會剝奪台灣人的工

作機會、造成失業率上升，此種狹隘的思維模式、政府的過度保護，將使台灣

人在政府的保護傘下，永遠不會成長，只會更加喪失競爭力。

政府眼光應更長遠

台灣向來將吸引西方白領人士視為招攬外籍人才的重點，然而，在陷入

此種迷思之前，要先認清外商企業外派人才的考量要點和形式。第一，外商企

業對於外派人才完全是從成本面的考量出發，外派一名員工，公司要支付額外

的補助津貼。近年在台外商規模不斷縮減，總公司不會派優異的一軍來台指

導，也不願意負擔更多成本外派更多員工來台。加上外商一向採取人才在地化

（Localization）政策，管理階層儘可能指派當地人擔任，因此，期待外商外派更

多優秀人才來台，機會不大。第二，外商企業外派基本上都是 3 年一任的輪調

方式，也就是說這些被外派來台的人才就像過客一般，能貢獻於台灣經濟的時

間相對上較為有限。

因此，政策發展的重點不應該一味只想延攬那些短期的過客，而應當去

吸引那些願意中長期待在台灣發展貢獻的外籍人才，好好照顧、培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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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這些願意長久留在台灣耕耘、貢獻的人，才是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驅動

力和希望。

企業國際化從晉用外籍人才開始

台灣的企業向來以生產效率自豪，但卻少有行銷全球的品牌，因而造成我

國企業較關注如何降低生產成本，而較忽略行銷面。因此，企業較少有僱用外

籍人才、協助企業國際化的思維。我所服務的是一家國際性的顧問公司，台灣

分公司裡有美國人、日本人。台灣同事能學習日本人的做事方法、觀察美國人

的思維模式。僱用不同國籍的員工，能影響台灣同事的工作態度、提升外語能

力、甚至是強化職場的思維，藉此創造出更國際化的工作環境。企業中的外籍

同仁，都是未來協助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站上國際舞台的先鋒。然而，我國的

企業一般只專注於現下的生產、眼光較為短淺，無法先知灼見、加速台灣企業

國際化的腳步。

新加坡開放、積極的延攬人才策略

對照台灣對外籍人士限制較多、較封閉的政策，新加坡做為一個小國，政

府態度卻是十分開放、積極地吸引各國人才前往星國。新加坡政府為了招募海

外專才特別設置了 Contact Singapore 單位，主動去世界各地獵才、邀請畢業

生來星國工作，並發予個人化就業准證（PEP），提供給希望在新加坡工作的外

籍人士，能在新加坡停留最長 6 個月，以便尋找新的就業機會。這樣的發展策

略，比起台灣較為死板、無彈性的制度，可作為台灣未來政策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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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彈性發展、改善投資環境、重視所有外籍人才

台灣必須要有新的思維模式和新的延攬外籍人才政策。首先，必須認清我

們並非經濟大國的事實，不該一味承襲歐美等大國的作法，應該制定出適合台

灣經濟發展現況的策略以吸引優秀外來人才。可考慮向新加坡取經，發展出小

國彈性、開放的模式。第二，與其拘泥於提升生活水準等表象的細節，政府應

將政策重點回歸到解決台灣整體經濟環境的根本問題，也就是應致力於強化資

本市場、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強化台灣在全球的競爭力，如此才是

延攬外籍人才的長遠之道。

一個國家對外籍勞工的人力政策（manpower policy），也會多少反映出其

人才政策（talent policy）的方向。在台灣，許多來自印尼、菲律賓、越南和泰

國等開發中國家勞工投入公共建設、看護等工作。若有一天，在台灣國際機場

的大型看板上，能看到用印尼文、菲律賓文、越南文、泰文等語言寫著「台灣

感謝各位協助我們經濟建設發展」或是「台灣是你們永遠的第二個故鄉」，真心

地感謝外籍勞工對台灣的貢獻、協助台灣成長和建設。用貼心的舉動，讓來自

開發中國家的外籍勞工感受到台灣人真誠的關照，同時也讓西方白領看到台灣

連對外籍勞工都如此照顧，相信他們也能體會到台灣對於外籍人才的重視和友

善，以台灣小國的智慧，展現出大國的風範，以此吸引更多外籍人才來為台灣

的經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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