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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自動化是一項具有支援效果之綜合性產業技術，為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

 的始基，一直是政府十多年來施政的重點。實施初期係由製造業(X業)生產自動

 化推行計畫開始，再提昇層級並擴大計畫涵蓋範圍至商業、農業、營建業等目標產

 業，以快速地造就台灣成為全球資訊與電腦產品主要供應基地。

 近年來經濟環境變化急劇，愈形凸顯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性，

 而生產自動化則為此一目標能否達成的關鍵因素，近年來政府各部會推動自動化已

 成為趨勢，尤其以產業自動化最為重視。產業自動化為帶動企業成長、邁向現代化

 國家所必須推動的持續性工作，其技術應用與學習將永無止境。

 有鑑於此，行政院於民國七十一年核定「中華民國生產自動化計畫」(民國

 71^79年度)、民國七十八年核定通過「申華民國產業自動化計畫」、並陸續通過「推

 動工業自動化十年計畫」(民國80^89年度)、「推動工業技術人才培訓第一期五年

 計畫」(民國80^84年)、及「推動工業技術人才培訓第二期五年計畫」(民國85^89

 年)等，以全面提昇產業之生產力，加速產業升級。

 本文茲以台灣地區產業自動化現況、產業自動化計畫範圍、自動化人牙培育

 的範圍及作法、自動化人才培育相關措施、自動化人才培育計畫執行成果、及自動

 化人才培育的展望等作一有系統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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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別-言

 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競爭情勢，唯有掌握機先，制定相關產業發展策略與措

 施，並運用得當，始能在國際舞台上繼續保持競爭力。迎接公元二千年另一個世紀

 的來臨，人力素質的養成與提升，乃為加速國內經濟成長，達到工業化國家目標的

 我國在過去四十餘年中，經歷了一段快速的經濟成長過程，擁有令人稱羨的

 亞洲四小龍的美譽，實奠基於政府務實的產業發展策略並適時加以調整，以及產業

 界因應技術需求，積極透過人才培養，加速對新科技的吸收與擴大運用的能力。使

 我國技術密集產業在八十五年的產佰已佔所有產業的產值的37. 5%，產業科技持續

 扮演著強有力的推手角色。

 自動化是一項其有支援效果之綜合性加值技術，為帶動產業升級與經濟成長

 的始基，是政府多年來施政的重點，實施初期係由製造業(X業)生產自動化推行

 計畫開始，俟著有成效後，為增進其外部學習效果，再提昇層級並擴大計畫涵蓋範

 圍至商業、農業、營建業等目標產業，合計目標產業之年生產規模超過國民生產毛

 額一半。政府每年持續投入人才培育、技術研發、與輔導推廣，並以策略獎勵、優

 惠融資、租稅減免等方式，引導企業進行自動化投資，促進技術升級，使我國產業

 在近期東南亞的金融風暴衝擊下，得以維持成長，並續朝向高科技及技術密集產業

台灣地區產業自動化現況

 產業自動化計畫之執行迄今正值第八年度，計畫範圍涵蓋製造業、商業、農

 業及營建業，茲將目前政策推動成效摘述如下(楊世緘，民87):

 一、製造業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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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自動化推動使勞動者產值由七十九年的每人六．六萬美元提高到八十

 五年的九．六萬美元，其中，傳統產業(如螺絲、模具、聚脂纖、印染業)及新興

 產業(如資訊、電子業)的產值皆維持在世界前三名之排名。另外，透過「主導性

 新產品開發辦法」輔導鼓勵民間企業研發設備，八十四至八十六年度總開發經費九．

 七億元，累計效益高達九十八億元。

 二、商業自動Y匕

 一般食品、日用雜貨之條碼普及率已達90%，使商業自動化技術之應用建立穩

 固基礎。商業加值網路結合了E^^ VAN及EOS VAN，迄今網網相連已建置四千三

 百餘終端應用點。在物流方面已研發成功精簡空間、提高效率的自動揀貨及輸配送

 關鍵技術，未來推動重點將致力於鼓勵共同配送，以創造規模經濟，提高流通品質

 及效率。

 三、農業自動it

 農業及漁業除癢續擴展蔬菜種苗自動化及超集約養殖示範中心外，並建立各

 類禽餵飼、管理、畜產品收穫與廢棄物處理自動化系統，目前己達18%畜產業採用，

 平均每年可增加農民收益一億^f^萬元。在產銷自動化技術方面，全省肉品及花卉

 批發市場已全面導入自動拍賣系統，漁市場之拍賣自動化為亞洲首創。此外，癢續

 研發無線式等精良自動化拍賣設備，並已應用於漁市場及果菜市場。

 四、營建業自動it

 整合營建自動化三大服務團隊超過百位專家學者資源，以輔導、塑造營建自

 動化之發展環境，推動營建業上、中、下游產業締結營建自動化策略聯盟、建置營

 建業資訊網路環境。營建自動化新工法、新技術與設備開發引用共二^二項並推廣

 使用於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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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產業自動化計畫範圍

 歷年來政府各部會推行自動化已成為一種趨勢，尤其以產業自動化最為重視，

 早已於民國七十一年與七十九年陸續推動第一階段為期八年「中華民國產業自動化

 計畫」，透過柑關法規及標準的修訂、政策宣導與溝通協調、人才培育及推廣應用、

 加值型網路中心、自動化批發配送中心與經營管理技術的建立及技術研發能力的強

 化，已塑造一個產業自動化升級的良好環境，根據中華民國產業自動化計畫，產業

 自動化之範圍可歸納如圖一所示。

 ．整廠自動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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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自動化

匕生產自動化技術輔導
工業自動化人才培訓

資訊流通標準化

 -商品選配自動化

商品流通自動化

會計記帳自動化

商品銷售自動化

辰  (漁牧)業自動化

漁業生產自動化

 [畜牧生產自動化
農產品服務業自動化

規劃設計自動化

施工作業自動化

仁營建管理自動化

營

建材料自動化

 自動化技術發展，

 自動化人才培育-

自動化財務支援

匕營建自動化研發與推廣

自動化系統技術研究發展

自動化產品技術研究發展

 L金屬加工製程自動化技術研究發展

補助大專院校設置自動化技術設備及編撰教材

自動化工程與技術人才培育

匕自動化技術人牙職業訓練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產業自動化執行小組，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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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自動4匕人才培育的範圍及作法

 自動化人才培育的範圍可分為學校教育部份、研發人才培育部份、中基層人

 員培育部分、及專業人才培育部分等四部份，歸納如圖二所示。

人

才

 七@址
口

曰

學校教育部份專科

 (教育部)部份高職」
干大專院校

規劃自動化學眾王

研發人才大專院校

培育部份國內公私研究機構
TJ

 (國科會)

培育自動化師資

編纂本土化自動化教材

學校自動化教學中心

提升自動化教學水準及學術層次

評估執行成效改進缺失

 ，支援學術界先導性基礎研究

卜鼓勵企業界參與學術界研究
充實研究人才提供企業技術發展需求

卜中基層人員一一
培育部份

 (勞委會職訓局)

公共訓練一由政府預算支持之公共訓練機構辦理自動化

技術訓練

 企業訓練T推動及輔導企業界辦理自動化技術訓練
託大專院校及財團法人等辦理自動化技術

專業人才

 (經濟部、農委

 會、內政部)

匕委
訓練

 L技能檢定一由技能檢定主管機關依法自行或委託辦理自

動化相關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

製造業一由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在職及養成之專技人才

農業一由農委會培訓在職及養成之專技人才

營建業一由內政部營建署召集規劃培訓在職及養成之專技

人才

 L商業一由經濟部商業司培訓在職及養成之專技人才

圖二人才培育範圍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行政院產業自動化指導小組，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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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目前辦理人才培訓體系包括教育、職業訓練、在職訓練及短期訓練等。

 其中教育體系是以通才教育為主，由經建會及教育部負責規劃與推動。職業訓練及

 在職訓練係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省(市)勞工處(局)負責辦理，其主要訓練以

 技工之養成為主。至於一般短期訓練係由專業、顧問公司或其他營利事業單位辦理。

 而行政院產業自動化執行小組委託中國文化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完成之「中華民國

 商業自動化發展環境之研究」中指出，自動化人牙之理想培育方式依序為:學校與

 研究機構儘量參與產業活動，以培養具實務經驗及基礎能力之人才;大學院校增設

 相關課程或系所;財團法人研究機構開課培訓人才;職業學校增設相關課程或科系;

 由行業公會開課培訓人才;委託勞委會職訓中心進行訓練。

 為使我國產業發展早日達到已開發工業化國家之目標，符合產業界需求之工

 業技術人力，無論在量、質上均必須提高，除正規教育提供這方面人才外，亦利用

 執行科技專案及產業輔導專案計畫所累積之技術、專家，並結合委辦單位及民間企

 業之專家、設備及經費，推動下列各項訓練。

 一、職前言^^^練

 每年招收大專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生，施以職前訓練，使之儘早具備工作

 技術，支援產業發展，並提升大專理工科系畢業生投入製造業之比例。

 二、在職言]叮練

 提供企業在職技術人員之訓練機會，以提升在職員工之技術水準，加速

 產業結構之調整與技術升級。

 為使傳統產業之技術人員接受新技術，使其具備多種技術能力，以因應未來產

 業升級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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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自動^^人才培育的相關措方&

 一、舉辦產業自動化會議及自動化過

 為輔助政府全面推動產業自動化十年計畫，以協助企業迎接新世紀的來臨，

 自民國八十一年創始會議以來，每年均召開「全國產業自動化會議」，並規劃出「自

 動化週」之技術宣導活動，由各分組召集單位選出各別產業未來策略發展中最具關

 鍵與長期效果的技術成果項目，進行各場次之關鍵技術發表會及策略專家座談，再

 輔以在全國北、中、南各區實地進行各場次之觀摩活動，期收相互學習及加速推廣

 之效果。

 二、商業自動化教學服務與研究中心的設置

 近年來，國內商業經營環境興起變革，產業面臨極大的衝擊，亟需培育現代

 化之商業經營及管理人才，以因應新經營環境之挑戰，維持並提振產業之競爭力。

 因之，教育部顧問室自民國A^七年起擬訂積極策略，引領並輔助大專院校設留「;

 業自動化教學服務與研究中心」。設置商業自動化中心的基本意念在於建置長期的

 推廣服務中心運作，將已有的商業現代化研究及教學成果，透過校內、校際及產學

 資源整合的方式，擴大推廣商業現代化技術與觀念於產學二界，並冀藉產學交流機

 會，對商業自動化之推動產生良性循環及強化作用。

 目前已有中興法商、大業、雲林科大及中山等四校設置商業自動化中心，以

 三年期限在部份補助支援下，展開推廣服務工作(張俊彥，民87)?

 陸。自動4匕人才土吾育計畫執才于成果

 行政院的產業自動化十年計劃(民國八^^八^九年)，目前已經進展到第七個年

 頭，在此十年計劃中，初期是由教育部、國科會、勞委會職訓局共同成立自動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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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培育分組，針對國內各重要產業發展現況作一整體了解，並透過自動化專業人才

 的訓練、實習課程的推廣，將目前產業最迫切需求的自動化知識，推廣到各行各業

 之中，其中並辦多場的學術研討會、座談會，藉此將最新的技術介紹給廠商了解，

 同時並聽取產、宮、學、研各界的心聲，以為改進的參考。在自動化人才培育方面

 目前執行的績效，如表一所示。

 	表一印	功化人才培育進展現況	
 坤"	第一期(已完成)	第二期(預定目標)	86年度
 	(80-84年度)	(85-89年度)	達成狀況

 卜"""程發展數目	自動化課程規劃十三門	每年每類至少發展三門課程	發展三類自動化課程
 儷"討會	MffiM#--K?	每年至少兩次	mmA^xmmmm
 『""討會	mmmm^^x	每年一次為預期目標	辦理四次學術研討^"""""

 「萍璧昱、衍并玄乏沅t^剪三。身楚日，	咋術交流座談	每年一次為預期目標	刁次產學座談會"一"@@
 匕業訓練	22145人次水	-每年2670人次為目標一	訓練7188**人次

 水包括教育部、委勞會與國科會木木包括教育部、勞委會

 (資料來源:吳壽山，民87)

 栗、自動^^人才培育的展望

 對於自動化的投入與發展，咸信各界均具有必要性與迫切性的一致共識，因

 為自動化已經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今日如不投身自動化行列，明日就會從國

 際競爭的隊伍中敗陣下來。於是，政府一直將自動化的發展，列島長期持續進行重

 要工作。為能推動並落實自動化，政府一百是以塑造政策環境、擴大服務供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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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技術輔導，與運用宣導推廣這四大構面為發展軸心，從而衍生出各項專案輔導計

 畫及人才培訓計畫，用實際的行動來促進產業自動化的發展。

 跨越二十一世紀，自動化各式軟體設備在大量被使用的同時「人才」將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人才培育的重要性日益不可或缺，為了確實掌握製造業者在

 推動自動化時的實際需求，政府每年都會對業者進行訪查，期能了解業者需要政府

 提供的協助項目，並據以服務、支援業界。而根據第八次製造業自動化調查報告，

 「培訓現職自動化人員」以及「擴大大專自動化教育之實務課程」兩項，合計為81%

 高之比例(分別53. 8%及27．2粉，高居此一調查主題之榜百，不僅顯示出製造業者

 已然接受、並認知培育自動化人才之迫切性，更充分表達出業者對於自動化人才，

 已呈現出強烈的需求。

進行自動化之意願一

從事自動化之能力

對自動化之認識

業者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

 卜培訓現職人員(53．8粉

 什舉辦績優廠商觀摩(32．1幻

 仁導入自動化之效益分析(32．1幻 擴大大專教育實務課程(27．2仙

 卜建立與研、學界合作(24．8幻

 卡建立設備租賃制度(20．2仙

圖三現階段自動化課題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民87)

 展望未來在劇烈產業競爭環境申，人才素質愈發凸顯其重要性。以往學術界

 與產業界習於各自訂定其需求，設立自我發展方向。然而就人才培育而言，學界是

 產界之上游，肩擔國內大部分人才訓練之責任。但以研究發展角度來看，產界卻是

 學界的源頭活水，以產業環境之現象與問題提供研究靈感與創意之來源。面業資訊

 爆炸，組織結構扁平化，使得學習將成為未來生活的一部分。推動產學合夥關係對

 學習型社會最大的買獻便是將理論世界與實務世界結合，從中釋放人類心智的創造

 能力，使人類在面臨不可知的未來，擁有無限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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