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企業經營看我國海洋科技與
工程人才之培育與國際化 

賴杉桂 沈康生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1 



~由產業發展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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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海洋產業之分類 

 海洋漁業：漁業、海產食品製造、海產食品批發零售與漁具。 

 海洋油氣與礦業：石油及天然氣開採與生產、海洋砂石、鹽業與
其他礦產開採與生產。 

 船舶建造與維修：遊艇等船舶建造與相關設備製造、船舶與相關
設備維修。 

 海洋運輸業：水上運輸、其它海洋運輸輔助、倉儲及租賃服務。 

 海洋旅遊業：海洋旅遊代理服務、住宿與餐飲服務、海洋娛樂與
休閒用品製造、批發零售與租賃及海水浴場等遊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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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華經濟研究院 

基本產業 

•海洋漁業 

•海洋油氣與礦業 

•船舶建造與維修 

•海洋運輸業 

•海洋旅遊業 

•海洋建築業 

海洋新興產業 

•海洋電能業 

•海洋科技製造業 

海洋服務業 

•海洋金融服務 

•公共服務 

•海洋教育與科技
研究 

 

海洋建築業：海上結構物建造、海堤工程及港埠與港灣工程。 
海洋電能業：海洋電能製造、海洋電能設備及風力發電。 
海洋科技製造業：雷達、聲納、遙感、遙控設備製造、量測儀器及控
制設備製造、海洋淡化與利用、海洋化妝品產業、化學製藥及海洋深層
水產業。 
海洋金融服務：海洋金融仲介業、保險業。 
公共服務：海洋相關政府部門、海軍之服務。 
海洋教育與科技研究：海洋科技研究、海洋教育。 



全球造船產業新訂單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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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造船產業完工量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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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石油探勘及生產的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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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國船舶產業之產值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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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與海工企業之人力 

與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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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造船產業從業人數之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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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造船與海工產業從業人數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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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造船與海工產業從業人數之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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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船舶產業從業人數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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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造船國從業人數之統計及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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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業角度看人才培育 

14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NKey5L88MgCFSYlpgod2LYDwA&url=http://www.a1tracker.com/hr-software/&psig=AFQjCNFyWQxfyPKKVulTxscKimOz5hCdCQ&ust=1446527254185941


• 船舶與海工企業因其行業內容特殊，新進員工多無法立
即投入生產行列。以設計部門為例，工程師需要3~5年
的養成教育或是在職訓練(On Job Training, OJT)才有能
力擔任船舶或海工設計工作。 

• 企業方面常與學校合作以下列方式來達到”學用合一，
提前接軌”的目的。 
– 獎學金 

– 企業專班 

– 企業實習 

– 產學合作 

– 企業學分班 

• 企業內部也常以下列方式進行員工訓練: 
– 員工在職訓練 

– 員工參加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 

– 赴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短期學習 

– 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各項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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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觀念  新方法 

• 船舶與海工企業中”專業傳承”或是”師徒制”

的制度是留下專業的方法之一。 

• 透過知識管理(KM)、標準作業程序(SOP)或
是語音或影像檔案紀錄等方法，將老師傅
的手藝或經驗傳承下來，讓後進反覆練習，
也不失為現代化管理與人才培育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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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國際接軌以及 

人才之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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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及海洋科技產業係屬國際性的產業，
舉凡行銷、企劃、融資、國際合作、技術
研討、保險、第三方認證等等均仰賴國際
上各專業廠商的合作與分工。 

• 在地化固然重要，國際經驗與技術的引進
讓技術深耕後，再向國際推展才是上策。 

• 因此，海洋科技與工程人才勢必要與國際
接軌，學習相關技能與技術，整合全球關
鍵技術，發展在地化之施工能量，再由當
地市場邁向周邊市場，進而進軍國際，創
造藍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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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算優秀國際化人才？大致可歸納整理出
應具備的5 大關鍵能力： 
– ①語言力：英語已是溝通的基本要求，如果具備第
二外國語能力會是加分。 

– ②複合專業力：在現今職場，融合兩項或三項的專
長，產生乘法效應的人，在職場上能取得更多優勢。 

– ③領導力：在快速變遷的全球環境下，如何引導團
隊成員去實現目標，成為考驗領導力的關鍵。 

– ④溝通協調力：在面對全球客戶時，不管是對內或
者是對外的談判協商能力，都是成為企業經理人不
可或缺的一環要素。 

– ⑤跨文化力：跨文化力就是能夠彈性適應、包容、
尊重不同文化的能力。當面對不同國家的客戶時，
能夠瞭解並尊重他們的文化，這是國際化人才不可
或缺的職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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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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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擁有豐富資源並具有戰略地位，近年來世
界各國不斷發展海洋科技，並企圖掌握海洋，
探索海洋。 

• 企業以人才為本，海洋科技與工程人才亦是船
舶與海工企業發展的基礎。 

• 我國船舶與海洋相關產業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
已在國際上稍具地位。未來我國將向海洋漁業、
海洋油氣與礦業、船舶建造與維修、海洋運輸
業、海洋旅遊業、海洋建築業、海洋電能業、
海洋科技製造業、海洋金融服務、公共服務以
及海洋教育與科技研究等海洋產業繼續前進與
發展，期待相關人才的引進與培育能與時俱進，
與國際接軌，協助企業開拓海洋資源，邁向海
洋，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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