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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航運貿易持續增長，而貨物運輸的發展促使航
運業蓬勃發展。現代船舶運輸要求素質高且相對穩定的海上人力資源。因

此，臺灣航海人員培育及國際化發展，成了航運
業有效管理和成功經營的重要關鍵。 

 本文主要探討我國海上人力資源發展背景、就業現況及國際發展問題，蒐

集相關資料和資訊，並利用SWOT分析船員國際化發展之
內部條件所存在之優勢（Strengths）與劣勢
（Weaknesses），同時檢視外在環境所面臨之
機會（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
最後提出建議與結論。 
 

摘要 



 在政治、經濟、貿易及航運市場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
全球海上人力資源市場逐漸顯現新的變化，主要在於： 

 一是海運發達國家的船員數量不斷減少，開發中國家的
船員數量不斷上升，船員供需市場形成了船員輸出以開
發中國家為主的趨勢； 

 二是全球海上人力需求數量趨於平緩、多元化、國際化； 

 三是隨著船舶轉籍數量不斷增加，海上人力供需市場更
加活躍； 

 四是全球海上人力資源競爭策略注重“質”和“量”並
重，並且以“質”為主。 

 

前言 



 就船員需求面而言，臺灣由過去的船員輸出國，如
今已成為船員輸入國。 

 航運業的發展，關係到我國社會發展和進步，我國
的船員高齡化及後繼乏人的危機將直接影響我國海
運業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由我國船員國際化發展，進而提升競爭力顯
現社會和經濟效應，實為當務之急。 

船員國際化發展 



 海上運輸方式是交通運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物流
中最主要的運輸方式，航運業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
要指標，對於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戰略安全和國防安
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依據BIMCO/ISF於2010年的調查報告，隨著造船數量的發
展和航運業快速擴展，對船員的需求也日漸增長，全世
界的船員供給量亦隨著需求的增加而所有成長。在人力
供給面而言，2010年持有STCW公約適任證書之甲級船員
有624,000人，乙船員有747,000人(表1) [2]。 
 

 Bimco balti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ference 
波羅的海航運理事會（BIMCO）與國際航運聯會（ISF） 

臺灣船員人力資源發展之回顧 



表1  BIMCO\ISF 2010年船員供需人數統計 

地區 甲級船員 
(1000’s) 

% 乙級船員 
(1000’s) 

% 

OECD 國家 184 29.4 143 19.2 

東歐 127 20.3 109 14.6 

非洲 / 拉丁美洲 50 8.0 112 15.0 

遠東 184 29.5 275 36.7 

印度次大陸 80 12.8 108 14.5 

合計 624 100.0 747 100.0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ＯＥＣＤ） 



 不論全世界之景氣熱絡或趨緩，BIMCO/ISF預測2015年時
全球航運界的船員人力資源皆供不應求。2020年時全世
界船員的供需情形，BIMCO/ISF預測當全世界景氣轉為熱
絡時，船員人力仍將呈現供不應求的態勢，若全世界景
氣持續趨緩時，則船員人力呈現供過於求的情形。 

 這幾年來，全球船員市場供需情況以甲級船員供需失衡
的情況較多，且因甲級船員員額數嚴重缺乏，進而影響
船舶的經營管理與航行安全，實在令人憂心。 

 

船員供需失衡 



 回顧 1960s、1970s 年代，受僱於航運業之台灣甲乙級船員與
日俱增，直至1977 年在船服務之甲乙級船員人數超過三萬人，
對於台灣當時之經濟發展有莫大之貢獻。然而隨著台灣經濟之
發展，國民生活水平之提升及國際船員市場之互動，台灣船員
就業市場逐漸萎縮，迄1998 年，受僱於商船之甲乙級船員總
數不及6000人；雖然在2004 年這一波的航運大景氣的激勵下，
受僱於商船之甲乙級船員總數略有回升[3]，但迄今實際在船
人數仍是逐年遞減。 

 這個現象，援用歐美發達國家、日本或是韓國等海運發達國家
在過去四、五十年間的船員人力的變化現象的歷史印證，或許
可以簡單的解釋是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現象，或許可以解釋是個
社會變遷的現象[3]。 

在船人數逐年遞減 



臺灣船員就業現況及問題 
表2 中華民國主要航商僱用船員人數統計(2015年10月) 

公司 船舶數 台灣 大陸 菲律賓 印尼 緬甸 其它 合計 

A 91  543 318 522 20 4 9 1416  

B 83  24 1312 0 0 1 178 1515  

C 56  16 942 0 1 27 28 1014  

D 44  69 569 86 0 0 189 913  

E 28  202 346 0 0 0 0 548  

F 25  19 482 0 0 17 0 518  

G 16  235 32 0 0 0 0 267  

H 15  28 303 0 0 0 0 331  

I 14  20 215 39 42 0 0 316  

J 12 19 254 0 0 0 0 273  

K 12  18 126 0 0 0 0 144  

L 10  15 182 0 0 0 0 197  

M 9  15 58 61 4 43 12 193 

N 9 7 14 2 14 13 111 161  

O 8  12 56 100 12 10 1 191  

P 7  7 83 0 0 3 5 98  

總 計 439  1249  5330  813  93  118  533  8095  

 資料來源：中華海員總工會 



 另外，從交通部之國籍一、二等輪機員持有船員適
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資料（如表2及圖1所示），可
以看出我國船員年齡已逐漸呈現老化趨勢，連同近
幾年來國輪航商大量建造新船，衍生之用人需求，
如何避免甲級船員供需失衡現象發生，為當前亟待
解決的問題。 

 

船員年齡逐漸老化 



表2 中華民國籍一、二等航行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表 

表3 中華民國籍一、二等輪機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交通部 

 

中華民國籍一、二等航行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 

級職 \.年
齡 

30歲以下 30~40歲 40~50歲 50~60歲 60歲以上 小計 

一等船長 0 70 106 192 281 649 

一等大副 48 195 57 57 78 435 

一等船副 414 172 78 66 49 779 

二等船長 0 0 3 15 26 44 

二等大副 0 11 17 16 20 64 

二等船副 40 20 17 29 9 115 

合計 502 468 278 375 463 2,086 



 
圖1  中華民國籍一、二等航行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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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華民國籍一、二等輪機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表 

中華民國籍一、二等輪機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 

級職 \.年齡 30歲以下 30~40歲 40~50歲 50~60歲 60歲以上 小計 

一等輪機長 0 53 60 220 429 762 

一等大管輪 44 159 67 78 166 514 

一等管輪 685 239 71 95 75 1,165 

二等輪機長 0 1 3 8 30 42 

二等大管輪 2 10 3 13 30 58 

二等管輪 25 20 63 33 17 158 

合 計 756 482 267 447 747 2,699 



 
圖2  中華民國籍一、二等輪機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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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臺灣船員所面臨之問題，例如少子化、工作
價值觀改變、本職能力、社經地位改變、海事院校
畢業生上船意願低落和船員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
及教育制度的缺失之問題等[5]，歸納說明如下： 

 家庭人口 

 船員工作價值觀改變 

 船員之本職能力 

 船員之社經地位改變 

 海事院校畢業生上船意願低落 

臺灣船員面臨之問題 



 台灣海運界在國際之間所顯現傲人成績，以及海事
教育體系下所培育出稱職之航海從業人員是值得肯
定的。不過，隨著船員就業市場之變動與航海科技
的高度發展與變革，台灣海事人才培育政策經常搖
擺不定，致使台灣的海事教育體系遲遲未能步入正
軌。除了無法前瞻性的提供適量之船員需求外，更
缺乏對於整體之海洋專業人才養成之概念，這個結
果不但造成海事人才的流失與教育資源的浪費外，
對於我國海運事業發展恐已產生負面之影響[7]。 

 

臺灣船員國際化發展之問題 



 我國海事教育長期以來偏重理論，缺乏實作能力的
結果，以致學校教出的學生與船公司所需人才有相
當落差，欲強化我船員在就業市場之競爭力，惟有
提昇船員自我能力與工作品質，才能取得生存空
間。因此，組織產官學實習合作聯盟，結合各方資
源，建立完備實習制度，以提升學生實務能力及從
事海勤工作的比例，提升海事院校畢業生上船意
願，實為當務之急。 

 

偏重理論，缺乏實作能力 



 當前，我國國籍船員年齡偏高、年輕船員能力及經
驗不足。近幾年來，航海人員考試所錄取人數仍無
法滿足船員就業市場之需求。因此，如何從在現行
的制度中，尋求更為優質的機制，並由靜態的筆試
測驗中，提升至動態的適任性評估。結合學校課程
的內容及船上作業的實務，適時增修晉升訓練的教
材及筆試測驗的題庫和整合適任性評估的內容，以
改善目前管理級船員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的缺
失，實為必要。 

 

船員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 



 航海業的發展，關係到我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目前
船員高齡化及後繼乏人的危機將直接影響我國海運
業的可持續發展。面對目前船員“流動有餘，供應
不足”的局面，航運業更應該從公司的長遠發展考
慮，制定人力資源發展計劃，有步驟、有計劃地加
強年輕船員之培育，確保船員的儲備能滿足國際化
發展的需要。 

 

船員的儲備能滿足國際化發展 



臺灣船員國際化發展之SWOT分析 
 

內部條件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海事教育體系完整，有專責
之船員培訓機構。 
船員訓練及各項因應措施陸
續推動，有助於船員素質之
提升。 
船舶營運管理具相對優勢及
競爭力。 

船員人力資源缺乏，海事院
校畢業人員上船工作比率低。 
國籍船員年齡偏高、年輕船
員能力及經驗不足。 
船東經營者配合意願不足。 
工作環境、待遇條件不足以
吸引船員上船工作。 

 

外部環境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有素質整齊之船員，船舶航
行安全可獲得保障。 
增進船員社會福祉，提升船
員國際化競爭力。 
航商營運管理具經濟規模，
且擁有市場競爭力。 
提升船隊競爭力，促進國際
合作，增進國際外交關係。 

國際海盜事件日趨嚴重，船
員生命財產受到威脅。 
國際公約規定日趨嚴格，國
內法規、訓練發證制度必須
接受國際公約之檢視。 
航商受非經營因素干擾，經
營成本相對提高。 
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際社
會的弱勢地位。 



優勢： 
 我國海事教育從高中、高職、專科、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

形成一完整體系，船員訓練之軟硬體基礎設施完備。船員考試係
等同於國家考試，現今船員考試規則已經依照公約規定修正實
施。船舶營運管理具相對優勢及競爭力，配合各項因應措施陸續
推動，將有助於船員人力素質之提升。 

劣勢： 
 長久以來，國籍船員年齡偏高、年輕船員經驗及能力不足這些都

是存在之事實。經營者對於海上人力培訓配合度缺乏，偏向僱用
廉價之外籍船員，海事院校畢業學生上船工作比率低，使得海上
人力資源素質逐年下降，同時船上工作環境、待遇福利條件亦無
法有效吸引船員上船工作。 

一、內部條件分析 



 機會： 
 我國船員培訓制度符合STCW公約標準，除可增進船員本身之

素質外，船舶航行安全可獲得保障。航商營運管理具經濟規模，擁有市場競爭
力，可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並增進與國際外交關係。此外，增進船員社會福祉，有助於提升船員國
際化競爭力。 

 威脅： 
 STCW公約所要求之港口國管制與船舶安全管理系統日趨嚴

格，如果我船員證照未能符合公約要求標準，船員則無法進
出國外港口。因此，國內法規、訓練發證制度必須接受國際規範之檢視，船員之訓練與發證必須符合
STCW公約基本要求。如此，船員之人事營運成本勢必提高，業者會傾向僱用外籍船員或大陸船員，進而衍生航運
管理與船員認證問題。 

 我國國際地位特殊，非聯合國會員國，無法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規範之制定，造成國內法規和國際規範脫節之現
象。加上全球化的政治因素，我國屬於國際社會的弱勢，航商受非經營因素干擾，經營成本相對提高。 
 

二、外部環境分析 



 經由上述SWOT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船員國際化發展所遭遇內部
條件之優勢與劣勢及外部環境之機會與威脅各項因素。如何運
用內部條件中已建立及可掌握之優勢條件，降低劣勢條件，在
外部環境下抓住機會，運用機會，同時消除威脅，在面臨持續
性之國際海上人力資源競爭之環境，落實海事教育與培訓，以
培養有實際操作能力與適任之海事人才之當下，促進我國船員
就業發展及船員國際化之目標，更突顯其重要性。 

 延續2014年臺灣海洋專業人才培育論壇之產業人才發展面向，
如輔導資深船員在岸就業之機會、航商在僱用船員時應優先僱
用合格我國籍船員、輔導本國籍船員與國際市場接軌和保障其
就業機會等建議事項[10]，綜合建議及結論如下； 

建議與結論 



 強化輿論宣傳，提高船員社會地位 

 加強政策支持程度，改善船員待遇 

 以人為本，調整船員休假制度 

 多管道、多角度完善人才儲備機制 

 善用現有的船員人力資源 

 改良教育制度以提升海事院校畢業生上船意願 

 改善船員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的缺失 

 

綜合：建議與結論 



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