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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吳雲蓮為臺北市政府財政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曾美妙為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派陳琳樺為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副總工程司。 
任命李得全為臺北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陳長裕為臺

北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郭振寰為新竹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吳宗錤

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新竹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謝學森為臺中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消費者保護官，黃

能堂為臺中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張元紳、洪瑞仁、曾盛治、吳秉叡、林豐年、黃任偉、

陳燕鳳、鄧素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春吟、吳貴塘、林意敏、侯岱儀、蔡世寬、黃智偉、

張玉如、江信潔、鄭雅萍、陳貴富、黃美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馬宗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坤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怡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保源、蘇健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瑞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饒和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瑋哲、白鴻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文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葉汝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錦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智弘、郭芝穎、簡璿宸、范良占、謝政橘、李明城、

余安中、郭蒼霖、唐仕達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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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王怡樺、呂政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映慈、徐皓庭、鍾惠存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高雪莉、翁世勇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7 日

任命張寵文、龔振霖為高雄市政府地政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

委員，張簡麗月為高雄市政府地政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陳財源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黃揮原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

書。 

任命孫淑蓉為嘉義市衛生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黃子騰為臺東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顏水坤為金門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消費者保護官。 

任命康佑寧、莊盈志、林惠文、徐誌宏、許銘志、鄭印淞、

揚孔維、張嘉琪、江瑞雄、盧鴻文、陳文通、汪欣亮、何協隆、

黃振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世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家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香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龔素鍊、程梅雪、邱婉萍、王健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聖峰、黃靖淑、盧皓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天財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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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郭任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歐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宏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明仁、許育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文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盛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侑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錫安、高瑾螢、林玉敏、劉惠珍、鄭新助為薦任公務

人員。 

派王塵、周美君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7 日

任命許景甫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7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5 1 0 0 2 9 6 5 1 號

茲授予美利堅合眾國前聯邦參議員裴爾大綬卿雲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外交部部長 黃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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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載 
﹏﹏﹏﹏﹏﹏﹏﹏﹏﹏﹏﹏ 

總統府 95 年 7月份 國父紀念月會暨宣誓典禮 

總統府 95 年 7月份 國父紀念月會暨新任財政部部長並為行政院

政務委員何志欽、行政院政務委員呂桔誠、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

任委員胡勝正、總統府副秘書長劉世芳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戴謙等 5人宣誓典禮，於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17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在總統府大禮堂舉行， 總統主持並監誓，中央與地方高級文武

官員及民意代表等二百餘人與會，會中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李應元專題報告：「台灣勞動市場及人力資源規劃」（全文如后），

典禮至 11時正結束。 

台灣勞動市場及人力資源規劃 

壹、背景說明 

人力資源是產業發展的根本，影響國家競爭力至鉅，影響的層面

極為廣泛，舉凡人口政策、勞動政策、教育政策、就業安全制度、長

期照護及托育政策、移民政策、外勞引進等均息息相關。 

因全球化經濟，人才流動已打破國家的界限，更凸顯出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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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重要性。尤其，我國在 2002 年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

國內勞動市場受到產業結構調整及產業外移的衝擊，呈現高級專業人

力及基層人力不足現象。加上我國已於 1993 年達到聯合國所訂的高齡

化國家標準，近年來人口出生率急遽下降等問題，均嚴重衝擊國內產

業發展所需的人力資源。 

探究勞動市場及人力資源規劃問題，可以發現它既是經濟問題也

是社會問題，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在人力資源方面：影響到高齡化、

少子化的人口與移民政策的調整、婦女勞動參與率提升、退休制度變

革、長期照顧體系及托育等問題；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牽涉到教育

培育方向與產業需求配合、海外優質高級專業人力延攬、賦稅優惠及

移民措施、高級人力培訓、藍領外籍工作者引進等問題；在促進就業

解決失業方面：涉及減輕婦女家庭照顧負擔之托老及托育、健全就業

安全體系、鼓勵彈性僱用之勞動法制鬆綁等問題。以上問題均環環相

扣，應深入檢討，從根本結構改善，始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貳、當前勞動情勢 

依據主計處 2006 年 5 月資料顯示，台灣地區勞動力人數為 1,046

萬 6千人，就業人數 1,006萬 4千人。勞動力參與率為 57.72％，其中

男性勞參率為 67.36％，女性勞參率為 48.26％。失業人數為 40萬 2千

人；失業率為 3.84％，係近 6 年同月最低水準。非勞動力人數為 766

萬 7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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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台灣地區人力資源調查統計指標摘要表     單位：千人 

勞動力 勞動力參與率％ 失業率（％） 
年月 

15歲
以上
民間
人口 

合計 
就
業
者 

失
業
者 

非勞

動力 合計 男 女 合計 男 女 

2003 17572 10076 9573 503 7495 57.34 67.69 47.14 4.99 5.51 4.25
2004 17760 10240 9786 454 7520 57.66 67.78 47.71 4.44 4.83 3.89
2005 17949 10371 9942 428 7578 57.78 67.62 48.12 4.13 4.31 3.88
2006 18099 10438 10037 401 7660 57.68 67.43 48.12 3.84 4.09 3.50
五月 18133 10466 10064 402 7667 57.72 67.36 48.26 3.84 4.10 3.48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表 2：台灣地區 就業人數統計表          單位：千人 

年 總計 男 女 
2001 9,383 5,553 3,830 
2002 9,454 5,547 3,907 
2003 9,573 5,579 3,994 
2004 9,786 5,680 4,106 
2005 9,942 5,753 4,190 
2006(5) 10,064 5,799 4,265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表 3：台灣地區 失業人數及失業率統計表 

總計 男 女 
年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2001 4.57 450 5.16 302 3.71 148 
2002 5.17 515 5.91 348 4.1 167 
2003 4.99 503 5.51 326 4.25 177 
2004 4.44 454 4.83 288 3.89 166 
2005 4.13 428 4.31 259 3.88 169 
2006(5) 3.84 402 4.12 248 3.51 154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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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海外人力方面，藍領外籍工作者部分，截至 2006 年 5月底止

人數為 33萬 3,477人。依行業別區分，產業外籍工作者 18萬 4,723人

，占 55％，社服外勞 14 萬 8,754 人，占 45％。其中製造業人數為 16

萬 8,645 人占最高比例；家庭看護工 14 萬 6,457 人居次；營造業為 1

萬 2,832人；家庭幫傭為 2,297人；外籍船員為 3,246人。 

表 4：藍領外籍工作者統計表（按行業分） 

國別 
業別 印尼 馬來西亞 菲律賓 泰國 越南 蒙古

64,800 11 95,184 95,971 77,454 57
合 計 333,477 19% 0.00% 29% 29% 23% 0.05%

168,645 
製造業 51% 6,586 10 59,888 82,814 19,325 22

12,832 
營造業 

4% 44 1 1,735 10,430 622 0

3,246 漁 船 
船 員 1% 1,405 0 871 7 963 0

146,457 
看護工 

44% 56,141 0 31,444 2,684 56,153 35

2,297 
幫 傭 

1% 624 0 1,246 36 391 0

白領專業人士的引進方面，由於高級專業人力已成為國家經濟發

展的重要因素，我國自 1998 年起對於專業技術人力之引進逐年遞增，

每年平均引進人數介於 1 萬至 1 萬 5 千人之間（不含科學園區）。依

職類分析，學校教師及補習班之語文教師約占三分之一，且學歷方面

碩士以上學歷者低於八分之一，顯示現階段引進之白領專業人士，專

業程度與我國人力資源政策顯不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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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專技人力引進統計表              單位：人 

年別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人數 11,476 12,625 13,820 11,944 10,136 11,654 15,167 14,239

資料來源：1.1998-2004 年 1月 14日係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提供。 

2.2004 年至 2005 年由勞委會職訓局統計室提供。 

外國專業人員人數─按申請類別、學歷分（不含科學園區） 

表 6：2004.1.15~2006.02.28.             單位：人次 

申請類別、學歷 申請人數 聘僱許可人數
有效聘僱 
許可人數 

申請類別 68,788 68,772 26,591 
專門性技術性工作 31,728 31,721 15,013 
履約 10,608 10,608 1,573 
宗教、藝術及演藝工作 15,947 15,944 1,581 
補習班語文教師工作 15,808 15,808 6,726 
學校教師工作 3,774 3,768 2,119 
華僑或外國人投資設立
事業之主管工作 1,349 1,349 1,117 

運動教練及運動員工作 182 182 35 
    
學歷 68,788 68,772 26,591 
博士 1,305 1,305 807 
碩士 4,510 4,509 2,374 
大專 46,155 46,148 19,835 
高中 15,957 15,949 3,498 
國中以下 861 86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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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年齡分布方面，依主計處 2004 年針對工業及服務業退休員工

之統計，60歲以上退休者占全體退休人數之比率呈逐年減少，由 1991
年之 74.12％，降至 2004 年之 32.13％；50 至 59 歲者，由 1991 年之

21.77％，逐年增至 2004 年之 51.73％；另近年企業因併購與組織調整

趨勢，採行優退措施，致 40至 49歲退休者占 15.19％，明顯高於 2003
年之 10.55％；退休員工之平均年齡約 54.9歲，較 2003 年之 55.7歲降

低。目前我國勞工在 60 歲以後退休之人數比率僅占 32.13％，超過三
分之二之勞工在 60歲以前即退出職場，退休員工年齡有提早現象，與

世界各國因應人口老化延後退休年齡的潮流趨勢背道而馳。 

表 7：工業及服務業退休員工－按行業、年齡分     單位：％ 

項目 
行業別 

總 計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1991 年 (100.00) (0.19) (3.92) (21.77) (74.12)
1994 年 (100.00) (0.61) (8.50) (27.69) (63.20)
1997 年 (100.00) (0.48) (8.54) (35.06) (55.92)
1999 年 (100.00) (0.28) (9.16) (39.21) (51.31)
2000 年 (100.00) (0.51) (7.98) (42.68) (48.79)
2001 年 (100.00) (0.79) (9.59) (44.86) (44.68)
2002 年 (100.00) (1.36) (12.20) (45.75) (40.69)
2003 年 (100.00) (0.95) (10.55) (49.18) (39.25)

62930 597 9558 32554 202212004 年 (100.00) (0.95) (15.19) (51.73) (32.13)
35058 263 5080 18118 11597

(100.00) (0.75) (14.49) (51.68) (33.08)工業部門 
(100.00) (1.33) (14.20) (39.43) (45.05)

27872 334 4478 14436 8624
服務業部門 (100.00) (1.20) (16.07) (51.79)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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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力參與率方面，截至 2006 年 5 月止，勞動力參與率為 57.72

％，其中男性勞參率為 67.36％，女性勞參率為 48.26％，與亞洲主要

國家比較，我國勞動力參與率之水準稍為偏低。若按年齡層觀察，我

國勞動力參與率在 40 歲至 64 歲之各年齡組間均有相對偏低現象。男

性勞動力因公教人員及勞工退休制度設計，鼓勵提早退休及兼受產業

結構轉型、低教育程度低技術人力需求降低，轉換工作後求職不易等

因素，導致 55歲以後勞參率急遽下降。女性勞動力因女性薪資及職位

較男性偏低且受傳統觀念影響，家庭照顧責任多落於女性身上及婚後

生育復出職場比率較低等因素，導致 45歲以上之勞參率急遽下降，明

顯不如韓、日等國，且不像韓、日女性有「二度就業」之趨勢。 

表 8：台灣地區勞動力參與率統計表           單位％ 

年 總計 男 女 

2001 57.23 68.47 46.1 

2002 57.34 68.22 46.59 

2003 57.34 67.69 47.14 

2004 57.66 67.78 47.71 

2005 57.78 67.62 48.12 

2006（5） 57.72 67.36 48.26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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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各主要國家勞參率統計表（按年齡分）       單位％ 

年齡別 台灣
2005 

韓國

2005 
新加坡

2004 
香港

2004
日本

2005
美國

2005
加拿大

2004
法國

2004
德國

2004 
義大利

2003 
英國

2004

總 計 57.78 62.0 64.2 61.3 60.4 (1)66.0 67.6 55.4 56.7 49.2 (1)50.2

15～19
歲 10.46 9.1 13.7 16.0 16.3 (2)43.7 54.5 11.6 28.7 14.8 (2)58.1

20～24
歲 53.33 57.2 71.0 72.4 69.3 74.6 79.0 56.5 69.0 53.0 75.3

25～29
歲 83.38 73.6 88.4 90.8 84.4 82.4 86.1 84.4 79.5 73.4 (3)83.2

30～34
歲 82.91 72.3 86.2 85.8 79.7 83.2 87.8 87.4 85.8 79.7 -

35～39
歲 81.94 77.4 82.2 87.9 80.0 83.5 87.6 88.4 87.7 80.6 (4)84.8

40～44
歲 79.34 80.3 80.5 79.8 84.0 84.0 87.8 89.4 89.0 78.9 -

45～49
歲 75.28 77.9 78.7 77.2 85.3 83.4 86.8 87.9 88.1 76.4 -

50～54
歲 64.51 73.8 73.0 70.8 82.2 79.8 82.9 83.8 83.3 67.3 (5)38.3

55～59
歲 48.76 64.9 58.2 55.7 76.7 71.4 67.8 61.9 71.1 42.8 -

60～64
歲 32.49 54.5 34.4 29.2 54.7 51.6 43.7 17.6 28.6 20.6 -

65歲以
上 7.27 30.0 10.1 5.5 19.8 15.1 7.7 1.2 2.9 3.4 -

資料來源：我國--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源統計年報」，日本--「勞動力調查年報

」，韓國統計資料庫 http://www.nso.go.kr/eng/，其他--ILO。 
附  註：(1)係指 16歲及以上之勞動力參與率。 

(2)係指 16～19歲之勞動力參與率。 
(3)係指 25～34歲之勞動力參與率。 
(4)係指 35～49歲之勞動力參與率。 
(5)係指 50歲以上之勞動力參與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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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各主要國家男性勞動力參與率統計表（按年齡分）  單位％ 

年齡別 台灣
2005 

韓國

2005 
新加坡

2004 
香港

2004
日本

2005
美國

2005
加拿大

2004
法國

2004
德國

2004 
義大利

2003 
英國

2004

總 計 67.62 74.6 75.6 71.7 73.3 (1)73.3 73.3 62.0 64.9 62.3 (1)55.5

15～19
歲 11.04 8.0 12.3 16.9 16.2 (2)43.2 53.7 14.5 32.2 17.7 (2)58.8

20～24
歲 49.36 49.8 68.1 71.7 68.6 79.1 81.5 61.2 73.0 60.5 80.2

25～29
歲 89.18 80.9 92.1 95.7 93.6 90.8 90.4 90.7 85.4 82.4 (3)91.9

30～34
歲 94.60 93.5 97.8 97.0 96.4 92.7 93.5 95.3 94.5 93.2 -

35～39
歲 95.22 95.2 97.7 97.2 97.0 92.6 93.0 95.5 95.9 95.7 (4)91.7

40～44
歲 93.91 94.7 97.3 96.8 97.0 91.6 92.6 95.2 95.4 95.9 -

45～49
歲 91.50 92.5 96.3 94.8 96.7 89.3 91.2 94.2 94.3 94.7 -

50～54
歲 83.72 89.2 93.2 89.8 95.7 85.9 88.5 90.8 90.2 86.5 (5)46.0

55～59
歲 68.75 80.8 78.0 75.7 93.6 77.6 75.6 67.7 80.3 57.3 -

60～64
歲 48.00 66.7 52.0 43.6 70.3 58.0 53.2 19.0 37.7 31.7 -

65歲以
上 10.66 41.2 17.1 9.6 29.4 19.8 11.8 1.8 4.3 5.9 -

資料來源：我國--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源統計年報」，日本--「勞動力調查年報

」，韓國統計資料庫 http://www.nso.go.kr/eng/，其他--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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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各主要國家女性勞動力參與率統計表（按年齡分）  單位％ 

年齡別 台灣
2005 

韓國

2005 
新加坡

2004 
香港

2004
日本

2005
美國

2005
加拿大

2004
法國

2004
德國

2004 
義大利

2003 
英國

2004

總 計 48.12 50.1 54.2 51.9 48.4 (1)59.3 62.1 49.2 48.9 37.1 (1)45.2

15～19
歲 9.85 10.3 15.0 15.0 16.5 (2)44.2 55.4 8.6 25.0 11.8 (2)57.4

20～24
歲 56.62 62.6 73.2 73.2 69.8 70.1 76.4 51.7 64.7 45.3 70.5

25～29
歲 77.71 66.1 85.6 86.4 74.9 74.0 81.8 77.9 73.3 64.2 (3)75.0

30～34
歲 71.35 50.2 76.5 77.5 62.7 73.9 81.9 79.4 76.8 65.8 -

35～39
歲 68.64 59.0 68.5 70.2 63.0 74.6 82.3 81.3 79.1 65.2 (4)78.2

40～44
歲 64.64 65.6 64.3 65.0 71.0 76.8 83.0 83.8 82.3 61.8 -

45～49
歲 59.09 63.1 61.7 60.3 73.9 77.7 82.5 81.9 81.9 58.2 -

50～54
歲 45.39 58.3 52.9 52.1 68.8 74.0 77.4 77.0 76.4 48.4 (5)31.5

55～59
歲 29.13 49.1 39.3 34.8 60.0 65.6 60.1 56.2 61.7 28.9 -

60～64
歲 17.78 43.3 18.0 12.6 40.1 45.8 24.5 16.2 19.7 10.3 -

65歲以
上 3.86 22.4 5.0 1.9 12.7 11.5 4.5 0.9 1.8 1.6 -

資料來源：我國--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源統計年報」，日本--「勞動力調查年報

」，韓國統計資料庫 http://www.nso.go.kr/eng/，其他--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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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表 12：2015 年我國勞動力供需比較推計表（千人） 

94-97 年平均 98-104 年平均 94-104 年平均 

技術層次 供
給 

需
求 

需
較 

供
比 

供
給 

需
求 

需
較 

供
比 

供
給 

需
求 

需
較 

供
比 

總  計 332 689 -357 324 700 -376 327 698 -371

高級專業及

管理人力 15 65 -50 23 64 -41 20 65 -45

中級人力 273 262 11 261 261 0 266 262 4

基層人力 44 362 -318 40 375 -335 41 371 -330

資料來源：經建會 94 年新世紀第二期人力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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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率方面，台灣過去失業問題並不嚴重，因此失業問題較少受

到重視，但台灣地區的失業率自 1995 年來即不斷攀升，2002 年達到最

高峰的 5.17％，其後因政府持續推動相關促進就業措施，在 2005 年下

降至 4.13％，2006 年 5月已降至 3.84％，失業人數約 40萬 2000人，
如何再降低國人失業率，須再加緊努力腳步，以免步上歐美國家 1980
年代高失業率的後塵。 

圖 2 

我國歷年（80-94年）失業率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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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台灣地區 1998 年至 2005 年失業率統計表     單位：％ 

年 別 總 計 男 女 
87 2.69 2.93 2.33 
88 2.92 3.23 2.46 
89 2.99 3.36 2.44 
90 4.57 5.16 3.71 
91 5.17 5.91 4.1 
92 4.99 5.51 4.25 
93 4.44 4.83 3.89 
94 4.13 4.31 3.88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2005 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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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方面，根據主計處統計，2004 年我國大學以上畢業生的

失業率高達 4.23％，其中 20歲至 24歲年齡組之失業率更高達 12.36％
，似乎國內大學以上高等教育人才的產出，除了「質」的因素外，培

育方向與產業需求是否一致，不無疑問。 
圖 3 

我國大學以上學歷科技人力供需推計對照表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 年。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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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職訓經費投入方面，我國公共職業訓練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GDP
）約為 0.03％，相較於各國有偏低現象，為強化競爭力，政府部門實

有必要增加公共職業訓練經費之投入。 

表 14：各國政府公共職業訓練支出占 GDP的比例 

國家別 職訓支出占 GDP比例（％） 
台灣 0.03 
韓國 0.06 
英國 0.14 
日本 0.04 
美國 0.05 
丹麥 0.52 
法國 0.31 
德國 0.4 

資料來源：2005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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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灣勞動市場及人力資源規劃問題焦點 

一、勞動法令欠缺彈性 

現行勞動法制有其時代背景意義，但因應全球經濟情勢變化，包

括「職業訓練法」、「勞動基準法」中之勞動契約、工資及工時相關

基準、「職工福利金條例」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勞資

爭議處理法」等所謂「勞動三法」之集體協商法制，多已無法因應新

經濟時代，勞動彈性化的需求，有賴建立新的勞動法制，協助企業順

暢運作並保障國人就業。尤其，「勞動基準法」在 87 年底擴大適用於

一切勞僱關係後，在勞動契約的種類、勞動關係的存續、工資、工時

等相關規定過於僵化，勞工權益之保障雖然得以確保，但相對的企業

在人力資源的運用上顯得沒有彈性空間。為了因應新興產業的需求，

須有新的勞動關係，部分工時法制化、家內勞動法及「派遣勞工保護

法」亦有待早日立法，明確界定勞僱三方關係，保障被派遣勞工之權

益，使我國企業在面臨全球化競爭下保有競爭力。 

二、青壯人力嚴重不足 

我國已於 1993 年 9月達到聯合國所訂人口高齡化國家標準（65歲

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例達百分之 7），成為高齡化社會國家。截至 2005

年底止，台灣地區老人人口已達 9.7％，計有 220 萬 8727 人，近年來

國內更因受少子化之影響，未來人口推估（如附表）將於 107 年成為

零成長。依據經建會 95 年 6 月出版「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95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之推計，國內 15 歲至 64 歲之工作年齡人口從 95 年 72

％降至 140 年 55％，影響所及，勞動力供給問題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

之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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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我國近年來生育率及人口成長率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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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人口統計，95 年 

圖 7 

經建會所作 95至 140 年人口（中）推計圖 

資料來源：經建會，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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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級專業及初級人力嚴重不足 

依據經建會 2005 年「科技人力中長期供需趨勢推估」報告顯示，

不論是近程或是中程，我國人力產出在「高級專業及管理人力」及「

基層人力」之供給面均不敷產業發展所需。基層人力不足問題涉及人

口結構改變，如高齡化、少子化社會之形成以及勞動力人口受提早退

休風氣、升學主義、女性負擔家庭照顧等因素影響，惟仍可透過調整

移民政策、引進外籍勞動力、修正人口政策等方式解決。然而高級專

業管理人力是未來延續我國經濟競爭之關鍵原動力，雖然國內平均每

年引進約 1 萬餘名國外專技人力，但仍不能滿足國內需求，對於我國

欲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強化國際競爭力，高級專業人力及初級人力

供給不足問題必需妥善規劃，儘早解決。 

四、女性及中高齡勞動力參與率偏低 

與亞洲主要國家比較，國人勞參率之水準相對偏低，仔細觀察，

我國勞動力參與率在女性及 45 歲至 64 歲之中高齡年齡組均有相對偏

低現象。就女性而言，25歲至 44歲間青壯年之勞參率與他國大致相當

，但 45 歲至 64 歲之各年齡組則較其他國家明顯偏低，且未曾出現如

日、韓等亞洲諸國「二度就業」之情形。女性勞參率偏低與國內少數

行業，如航空業空服員、百貨公司專櫃售貨員行之有年之年齡限制，

以及受現行公教及勞工退休制度，鼓勵提早退休因素影響有關，加上

我國女性因職場上薪資、職位與男性相比，有略為偏低之現象，又因

料理家務及家庭照顧負擔多落於女性身上，以及低教育程度者再就業

不易及婚後因生育因素，復出職場比率較低，致我國中高齡女性之勞

參率遠低於日、韓等國。男性中高齡者勞參率比例逐漸下滑則緣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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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員及勞工退休制度設計，鼓勵提早退休及兼受產業結構轉型、低

教育程度低技術人力需求降低，轉換工作後求職不易等因素影響。 

五、勞動者過早離開職場，不利人力資本累積 

由於國人勞參率在 45 歲至 64 歲之中高齡階段較亞洲主要國家有

明顯偏低現象，探究其中原因，與現行公、教、勞工退休制度及保險

制度鼓勵國人早退風氣有關。例如，勞動基準法規定勞工工作 15 年以

上年滿 55歲或工作 25 年以上者，得自請退休；公務人員工作滿 25 年

，年滿 50歲亦可申請退休。國人過早離開職場，除了不利於人力資本

的累積，影響國家競爭力外，也因社會福利的支出，形成社會負擔。

有待仿效先進國家提高退休年齡之作法，修正現行「勞動基準法」、

「勞工退休金條例」、「勞工保險條例」、「公務人員退休法」等相

關法律之退休規定。 

六、結構性失業人口待紓解 

分析國內近年來失業率居高不下的原因，主要因素是國際競爭壓

力，使國內傳統產業萎縮所致，由於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迅速，但人力

結構的調適卻相對地遲緩。雖然台灣產業結構由工業朝服務業，但台

灣的服務業多屬內需導向的發展，因國內市場狹小，易於飽和；如果

金融保險、不動產業和工商服務業不能發展國際競爭力，則未來服務

業的成長空間仍然有限。 

目前國內失業率雖已下降至 3.84％，如加計「想找工作而未找工

作」的隱藏性失業人口，廣義失業人數恐超過表面數據。如何讓六十

五歲以下，有工作能力之國人獲得應有的就業機會，是國家促進社會



總統府公報                          第 6699號 

 23

充分就業的職責。從失業救助、職業訓練到完成就業服務，應予有效

的串連。如何經由職業訓練，輔導失業勞工再就業，並協助再就業困

難的勞工渡過失業的生活壓力，誠為政府部門應努力的方向。 

七、人才培育政策未盡符合產業發展需求 

近年來因教育政策因素及國內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數增加，

學士人力供給大幅上升，然而，由於產業界面臨嚴苛的國際競爭壓力

，對於人力素質的要求相對提高，加上面對全球分工，競爭環境影響

，國內產業已由專業代工朝向自創品牌策略發展，高級人力的培育日

趨重要。為因應產業朝知識創新、國際化以及前瞻科技發展，培養學

術基礎紮實、創新能力突出和跨領域整合以及具國際視野的專業勞動

力，實刻不容緩。 

依據經建會 94 年「科技人力中長期供需趨勢推估」之研究，面對

未來資訊化社會及產業升級之發展，未來國內所需人力將偏重研發及

高級人力，如以學歷區分，學士程度人力相當充裕，但碩士以上程度

高級人力之需求則相當殷切。如以缺口職類區分，在電機資訊、工業

工程、工業設計、基礎科學等大類所需人力尤其欠缺，其職類包括精

算師、電機及電子工程師、程式設計師、機械及電機工程師等。這些

專業勞動力都是政府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及「服務業

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不可或缺之人力，有賴大學院校配合產業發展

需求，調整系所數量、結構及推動跨領域學程、提高整體學生素質等

教育產出。 

八、公共職訓經費投入嚴重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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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由於公共職訓政策方向調整，職業訓練在未開發新職類項

目，又大幅減縮既有職業訓練種類之下，導致大量公共職訓機構之職

業訓練師流失，並因為公共職訓經費之投入萎縮，導致國內相關產業

所需技術人力嚴重不足。以我國與各國政府職業訓練支出占 GDP的比

例來看，大部分國家政府職業訓練支出占 GDP的比例均高於我國，以

韓國為例，其公共職業訓練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約為 0.06％，遠較我

國的 0.03％為高，顯示我國的整體資源投入在公共職業訓練經費偏低

，在技術變革日新月異的今日，企業員工可能隨時面臨結構性失業問

題，也由於高級專業人力不足，造成企業相互惡性挖角的現象。高級

人力不足將導致企業缺乏創新、技術升級所需動能不足等不利的結果

，實有必要增加公共職業訓練經費的投入。 

九、產業界對於人力資源培訓參與意願不高 

人力資源的投資是產業發展的基礎，在知識經濟競爭的今日，將

產業界導入人才培訓體系是促成專業人力供需自然調節的重要作法。

因此，產業界與教育體系配合，共同培育出產業界所需的專業人力是

其他國家採行的措施。根據調查顯示，各主要國家大學研發經費來自

企業提供經費之比重約 5.5％。以 1998至 2003 年為例，美國、加拿大

、德國、芬蘭、瑞典、韓國等國家大學研發經費直接來自企業支持的

比重，至少都在 5.5％以上的基礎，南韓甚至維持在 13％至 14％的比

重，國內大學研發經費大都來自政府部門的支持，其比重約 85％至 86

％，來自企業支持者僅 3％至 4％，相對偏低，造成此一現象之原因可

能是基於：（一）缺乏賦稅誘因；（二）過度仰賴政府；（三）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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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人才觀念不足等因素所致。由於企業所需人力為何？只有企業本

身最清楚，而公訓部門及教育產出往往僅能針對一般需求，較難滿足

企業的特殊需求，因此，若能從賦稅方面提供誘因，將有助於高級人

力的培訓及培育。 

表 15：各主要國家大學院校 R＆D經費來自企業之比重   單位％ 

國別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美國 5.7 6.0 6.1 6.2 6.0 5.5 4.9 4.5 
加拿大 9.1 9.8 9.4 9.1 9.6 9.4 8.7 8.7 
德國 9.2 9.7 10.5 11.3 11.6 12.2 11.8 12.1 
英國 6.7 7.1 7.3 7.3 7.1 6.2 5.8 5.6 
法國 3.2 3.1 3.4 3.4 2.7 3.1 2.9  
荷蘭 4.0 3.8 4.3 5.0 5.1 7.0 7.1 6.7 
芬蘭  5.2 4.5 4.7 5.6 6.7 6.2 5.8 
瑞典  4.8  3.9  5.5  5.5 
日本 2.4 2.4 2.3 2.3 2.5 2.3 2.6 2.7 
南韓  14.9 13.1 10.8 45.9 14.3 13.9 13.6 

OECD 6.4 6.0 6.0 6.1 6.2 6.1 5.8 5.7 
台灣   3.0 4.8 4.1 3.2 3.3 4.2 

資料來源：OECD，2004 及國科會統計要覽，2004 

十、長期照顧資源嚴重不足，過度依賴外籍看護工 

隨著國內醫藥發達及衛生條件改善，國人平均壽命逐漸延長，2004

年國人男性平均壽命為 73.6歲，女性為 79.4歲，已達先進國家水準，

65歲以上老年人口占 9.5％，其中 65歲至 74歲高齡人口為 128萬 3000

人。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0 年戶口及住宅普查資料顯示，國內極重度

失能需要長期照顧人數為 5萬 1913人，其中除了少部分已進住老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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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機構、護理之家接受 24小時機構式照顧外，其餘絕大部分都是

由家人照顧，照顧負擔極重。另外，截至 2005 年 2月止，台灣地區有

長期照顧需求老人人口數為 19萬 2,898人，而台閩地區機構式長期照

顧資源總計有 1,178家，總床位供給數為 7萬 1,590床，每百個有長期

照顧需求之老人僅可分得 37床，明顯供給不足，長期照顧資源嚴重缺

乏的後果就是對於外籍看護工的引進日漸迫切，導致我國外籍看護工

之人數不斷成長，截至 95 年 5月止家庭外籍看護工的引進人數已達 14

萬 6457人，過度依賴外籍看護工的結果，除了嚴重扭曲國內勞動市場

人力結構外，更延宕國內長期照顧體系的建立。此外，由於婦女家庭

照顧負擔問題無法解決，連帶影響我國婦女之勞動力參與率的提昇，

國內長期照顧資源不足問題，影響至為深遠。 

肆、人力資源規劃之因應對策 

為根本解決我國人力資源問題，建立台灣經濟發展長遠的基石，

其因應對策如下： 

一、勞動法令鬆綁，促進就業，排除人力資源運用障礙 

（一）修訂勞動基準法勞動契約、工資、工時之相關規定，減少對

非典型僱用的限制。 

（二）部分工時法制化。 

（三）研訂「派遣勞工保護法」，明確界定勞僱三方關係，保障被

派遣勞工之權益。 

（四）推廣部分工時及彈性工時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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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決人力資源嚴重不足現象 

（一）建立短期及中長期勞動力供需預測統計調查機制。 

（二）全面檢討外勞政策（包括：核配比例及重新招募等），建立

外勞引進動態總量管理機制。 

（三）全面檢討人口政策及移民政策，並營造有利生育環境開發人

力資源。 

（四）培育產業所需人才，強化就業諮詢及媒合。 

（五）配合產業需求，調整職業訓練方向，並提高公共職訓經費之

投入。 

三、提昇女性勞動力參與率 

（一）建立完善長期照顧體系，減輕婦女家庭照顧負擔。 

（二）加強辦理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保障婦女權益，促進婦女就

業。 

（三）落實「兩性工作平等法」，排除婦女就業障礙。 

（四）及早發放育嬰留職停薪津貼，穩定婦女就業。 

（五）推動促進婦女創業貸款。 

四、提昇中高齡勞動力參與率及改善勞動者過早退出職場之現象 

（一）排除中高齡者就業的障礙。 

（二）提昇中高齡者就業能力。 

（三）提供僱用中高齡者之獎勵措施。 

（四）降低企業主僱用中高齡者就業之負擔。 

（五）研訂禁止歧視僱用中高齡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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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修正現行相關退休制度，提高退休年齡下限之規定。 

（七）鼓勵企業開發部分工時及彈性工時工作等非典型工作機會，

以利中高齡者就業。 

（八）推動企業辦理員工在職訓練及第二專長訓練。 

五、調整高等及技職教育培育政策 

（一）配合產業發展方向，定期檢討大學及技職教育培育政策。 

（二）追蹤輔導畢業生就業情形。 

（三）落實評鑑制度並推動系所及學程調整機制，提昇教育品質。 

（四）設立「高級人力培育獎學金」，鼓勵留學促成重點高級人力

國際化的培育。 

（五）建立產學合作之人才培育機制。 

（六）推動技職教育與區域性產業結合之產學合作策略。 

（七）加強推動回流教育。 

（八）鼓勵師生與業界交流。 

（九）加強教育體系與研究部門合作，強化教育體系對於研發人才

之培育。 

六、提供足夠誘因鼓勵個人、企業參與人力資源培訓 

（一）提供賦稅誘因，鼓勵個人投資進修及企業參與人力資源培訓

工作。 
（二）提供獎勵或補助，鼓勵企業參與人力資源培訓。 
（三）定期表揚重視人力資源培訓之績優企業。 
（四）全面檢討修正「職業訓練法」。 
（五）整合訓練資源並規劃符合產業需求之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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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效延攬海外高級專業人力 

（一）建構吸引海外高級專業人力之有利環境。 

（二）配合經濟發展需求彈性調整吸引海外高級專業人力之移民措

施。 

（三）檢討延攬海外高級專業人力之相關法制。 

（四）提供賦稅誘因及彈性調整移民措施，延攬海外高級專業人力。 

（五）建構吸引外國留學生來台留學及就業之鼓勵措施。 

八、建立人口老化社會所需的長期照顧體系 

（一）推動長期照顧體系制度。 

（二）加強因應人口老化社會之調查研究工作。 

（三）結合社政與衛政資源並強化照顧管理與服務輸送體系。 

（四）充實本國照顧服務人力，並適度調整外籍看護工之引進。 

（五）落實老人教育政策之完善配套措施。 

伍、結論 

全球化經濟與資訊化的今日，產業發展已由傳統的勞力與資金投

入轉為知識經濟競爭。各國在追求全球經濟利益誘因下，積極融入國

際經貿體系，企業全球佈局加速發展，國內勞動市場面臨調整壓力。

惟有有效掌握關鍵性人力資源才能主導國際市場與發展。因此，人力

資源可說是維繫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更是攸關國家競爭力強弱的重

要因素。面對更為嚴苛的國際競爭環境，台灣可仰賴的競爭利器或許

是優秀的人力資源，但如何有效解決人力資源問題，誠為當前刻不容

緩的議題，期盼各界共同努力，建立台灣經濟發展可長可久的基石。 



總統府公報                          第 6699號 

 30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 年 7月 14日至 95 年 7月 20日 

7月 14日（星期五） 
․無公開行程 

7月 15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7月 16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7月 17日（星期一） 
․主持95年7月份國父紀念月會暨宣誓典禮 
․接見參加「台日論壇」2006年台北會議日方代表團 

7月 18日（星期二） 
․接見聖克里斯多福外交、國貿暨工商部部長哈里斯 (Timothy 

Harris) 
․接見「東亞經濟會議日本委員會」會長香西昭夫(Akio Kousai)

率領之代表及「日台商務協議會」會長林康夫(Yasuo Hayashi)
率領之幹部會議代表團 

7月 19日（星期三） 
․接見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 

7月 20日（星期四） 
․視導國軍「漢光22號」演習（宜蘭縣利澤簡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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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 年 7月 14日至 95 年 7月 20日 

7月 14日（星期五） 
․無公開行程 

7月 15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7月 16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7月 17日（星期一） 
․參加95年7月份國父紀念月會暨宣誓典禮 

7月 18日（星期二） 
․無公開行程 

7月 19日（星期三） 
․主持健康與觀光產業推廣座談會 

7月 20日（星期四） 
․陪同總統視導國軍「漢光22號」演習（宜蘭縣利澤簡海灘）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視導國軍「漢光 22號」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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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20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偕同呂副總統秀蓮女士主持國軍「漢光

22 號」演習，包括視導國土防衛作戰操演及城鄉守備戰鬥演練，並於

視導演練後赴城鄉守備陣地及指揮所，感謝所有參與本次演習的國軍

官兵及宜蘭縣政府、縣議會和當地民眾的配合。 
在視導國土防衛作戰操演之後，總統致詞表示，這次在利澤簡周

邊地區實施的三軍聯合實彈操演，是歷年來規模最大、動員人數最多

的一次演訓，實兵實彈檢驗國軍各式精準武器的效能，更是第 1 次在
全體國人同胞的面前展示國軍「愛國者飛彈」執行反飛彈的能力。具

體展現了未來在台澎防衛作戰，「常備打擊、後備守土」的作戰特性。 
總統也表示，建軍備戰等有形戰力的整備至關重大，但是全民一

心、軍民一體，保家衛國的敵我意識與憂患意識等無形的戰力，更是

鞏固國家安全最堅實的屏障與保證。 
對於最近的國際局勢，總統指出，隨著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升高

，以及以阿軍事衝突的加劇，國際的戰略情勢日益詭譎多變，但形勢

是客觀的，成之在人；力量是主觀的，操之在我。只要我們有足夠的

自我防衛能力，不但是確保台海和平安全與穩定最堅實的基礎，更是

促進整個亞太地區安全與穩定最主要的力量之一。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今天阿扁非常高興在呂副總統的陪同之下再度來到宜蘭，以三軍

統帥的身分親自主持國軍「漢光 22號」演習。這次在利澤簡周邊地區

實施的三軍聯合實彈操演，可以說是歷年來規模最大、動員人數最多

的一次演訓，實兵實彈檢驗國軍各式精準武器的效能，更是第 1 次在
全體國人同胞的面前展示國軍「愛國者飛彈」執行反飛彈的能力。除

此之外，並透過由後備動員編成的海岸守備部隊，在作戰區的統一指

揮之下，擔負起灘岸守備的任務，具體展現了未來在台澎防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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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備打擊、後備守土」的作戰特性。 
大家都知道，「常、後分立」是國軍近年來軍隊組織架構重大的

調整，將部隊明確區分為常備與後備兩個系統，一方面提升常備部隊

應急作戰的能力，另外一方面透過後備部隊的擴充，結合全民總力，

與常備部隊共同構成綿密的安全防衛體系，遂行國土防衛的任務。經

由這一次「漢光 22號」演習再一次的驗證，顯示我國的國防已經跳脫
過去以軍事為主的傳統思維，成功地轉型成為結合國民心防意志、民

防動員能力、以及軍事防衛準備的全民國防體系。 
建軍備戰等有形戰力的整備至關重大，但是全民一心、軍民一體

，保家衛國的敵我意識與憂患意識等無形的戰力，更是鞏固國家安全

最堅實的屏障與保證。半個多世紀以來，對岸中國始終是我中華民國

台灣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以及兩岸人民

交流與往來的日益密切，中國的對台政策也發生質的改變。根據 2003
年底所通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明確地提出：為了

發揮政治工作的作戰功能，具體賦予解放軍開展「法律戰」、「輿論

戰」、「心理戰」等「三戰」的任務，積極藉由「法理爭奪、輿論較量

、心理攻勢」等手段，企圖為對台政治、軍事及外交鬥爭開創有利的條件。 
台灣是一個真正完全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不但享有充分的言論

與新聞自由，並可透過不同的政黨進行公平、公開的競爭，與對岸的

中國始終堅持「一黨專政」、「以黨領政」、「以黨領軍」的黨國體

制形成強烈的對比。這種制度的不同卻提供了中國靈活運用所謂「三

戰」策略的機會，對我內部不斷發動統戰攻勢，企圖達到分化社會人

心、削弱戰鬥意志，不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這也是當前國家安全所

面臨最嚴峻的威脅與考驗。 
面對中國「三戰」的攻勢，我們除了要進一步鞏固並深化台灣的

民主，堅定全體國人同胞對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等普世價值的信

念之外，更要積極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使國家安全的強化能超越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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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的藩籬，而成為全民共同的語言。去年 2 月，政府完成了「全民

國防教育法」的立法工作，針對學校教育、政府機關在職教育及社會

教育等，全面實施「全民國防」相關課程，增加全民對現代國防、國

際情勢以及安全議題的瞭解與認識，同時將每年 9 月 3 日「軍人節」
定為「全民國防教育日」，阿扁認為這樣的選擇是非常正確而且是非

常有意義的。國軍是屬於全民的軍隊，是整個國家命運共同體不可或

缺與分割的一部分，國軍的每個組成份子，更是你我的家人或是子弟

，孩子們需要父母與長輩們的照顧、栽培與提攜，國軍更需要我全體

國人同胞的支持、鼓勵與協助。 
近日來隨著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升高，以及以阿軍事衝突的加劇

，國際的戰略情勢日益詭譎多變。但形勢是客觀的，成之在人；力量

是主觀的，操之在我。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自我防衛能力，這不但是確

保台海和平安全與穩定最堅實的基礎，更是促進整個亞太地區安全與

穩定最主要的力量之一。這也是為什麼美、日等盟邦，近來對國軍「

三大軍事採購案」遲遲無法定案，不斷透過各種管道明確表達深切的

關切。台灣身為世界自由民主陣營的一員，以及亞太集體安全體系的

一份子，我們絕對有責任也有義務要強化、提升自我防衛的能力，「

三項重大軍事採購案」的定案，是加速國軍武器裝備更新、以及提升

整體戰力重要的一環，阿扁除了希望相關的預算能儘速在立法院審議

通過，更期待未來透過全民國防教育的推廣，讓更多的國人同胞瞭解

國軍在捍衛國家安全上所肩負的重大神聖使命、以及建軍備戰上的需

求，從認識國防、瞭解國防，進而支持國防、參與國防。 
在這炎熱酷暑的季節，從事嚴格的操練與演訓，對任何一個人來

說都是一項挑戰意志和體能極限的考驗，今天每位參演的國軍官兵弟

兄能夠拿出不畏艱辛、全力以赴的奮戰精神，圓滿達成演習任務，阿

扁要代表全體國人同胞，向大家致上肯定與嘉勉之意。同時，也要對

宜蘭地區，從地方政府以及縣議會和地區民眾在整個操演期間關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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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演訓、支持國軍子弟所展現的慷慨熱忱與無私的協助，阿扁在此也

要向各位鄉親、各位朋友表達由衷的感謝與最高的敬意。 
當然，每一次演習成功的結束，象徵著另一階段建軍規劃的開始

與精進。阿扁也要期勉我全體國軍官兵要始終堅持「帶著敵情練兵」

、「帶著敵情建軍」，從嚴從難、求精求實，將國軍建設成一支愛護

人民、保衛國家、專業而且現代化的勁旅。最後，再次敬祝今年的漢

光演習圓滿順利成功，中華民國國運昌隆，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勝利成功。 

副總統主持健康與觀光產業推廣座談會 

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19日 

呂副總統秀蓮女士今天下午主持「健康與觀光產業推廣座談會」

，邀集產、官、學界專家，針對因應大陸人士來台觀光政策的進一步

開放，研商如何結合健康醫療與觀光產業，提升台灣的柔性國力與企業商機。 
副總統表示，目前政府正考慮進一步開放大陸人士來台觀光措施

，有鑑於中國與台灣的特殊關係，應當思考如何藉此機會為台灣創造

最大的利基。她認為，大陸觀光客來台不只是經濟產業的問題，也可

以是國民外交，甚至是統戰的途徑，因此，不能單純從觀光角度出發

，而應該思考如何為台灣加分並獲取更多利益，但所謂的利益不純粹

是經濟利益，因為這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如果台灣人民因此被

統戰，損失將會很大，但如果反過來讓大陸人民對台灣有很好的印象

，也許對台灣將是非常好的柔性國防。 
副總統指出，台灣其實有非常好的健康醫療產業，如果能與觀光

結合，尤其台灣與大陸有地利之便，彼此的語言相通、風土人情相近

，相信將是非常好的思考方向。有關兩岸直航政策，各方討論很多，

她曾看過一個數據報告顯示，兩岸直航以後，預估每年可以賺取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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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外匯，但可能因為更多人想到大陸去，反而讓我們的外匯增加 800
億的支出。因此，副總統希望這樣的構想可以獲得進一步研討，尤其

總統也宣示希望謀求兩岸和平、促成和談，若能從民間做起，由台灣

提供最好的健康服務，相信應該可以是非常好的柔性國防。 
副總統也提出許多數據和與會人員分享，1995 年時，國人出國人

數有 518萬 8千人，2005 年則增加至 820萬 8千人，來台人數則從 1995
年的 233萬 1千人增加到 337 萬 8千人，相較於出國人數的變化，來

台人數在這 10 年內僅呈微幅成長。副總統表示，由於我國目前只開放

經轉機及在海外的大陸人士來台，所以 2005 年大陸人士來台觀光僅有

5 萬人，但當年度大陸出境旅遊人士達 3,102 萬人，在 2020 年更可望

達到 1 億人。面對大陸觀光客此一潛在客源，我們應當思考，如何以

適當方式引進大陸觀光客來台。 
副總統指出，中國醫療總支出僅占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5.8

％，每人平均醫療支出金額只有 63 美元，相對日本的 7.9％（每人平
均醫療支出 2,476美元）及美國的 14.6％（每人平均醫療支出 5,274美
元），顯示醫療衛生資源投入偏低，如果我國能提供很好的醫療服務

，相信相當層級以上的大陸人士會有興趣來台就醫。此外，中國醫療

資源分配相當不平均，其中央財政用於衛生的支出僅占 1.6％，其中 70
％用於城鎮，30％用於農村，而有 50％的農民因為收入太少無法看醫
生。因此，中國大力吸收台灣優秀的醫療人員與財團到大陸去，目前

包括昆山、南京、廈門、洛陽、鄭州及上海都有台灣的醫療集團進駐

，可見中國對醫療資源有大量的需求，這個醫療市場非常值得爭取。 
隨後，副總統聽取與會者意見，進行研討，希冀為推展台灣「健

康與觀光」產業尋找新的契機，政府與民間共同努力，提升台灣的競

爭力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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