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就業潮帶來的人才外流危機 
 

委員會名稱:立法院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委員會簡介 
    根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經濟委員會負

責審查經濟、農業、經濟建設、公平交易、能源、科技政策及有關經濟部、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公平交易委員會掌理事項之議案。 

    根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負責審查教育、文化政策及有關教育部、行政院文化部、國立故宮博物

院、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行政院教育部體育署、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科技部、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掌理事項之議案。 

  根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三條，各委員會所議事項，有與其他委員

會相關聯者，除由院會決定交付聯席審查者外，得由召集委員報請院會決定與

其他有關委員會開聯席會議。 

 

壹、前言 
    臺灣歷經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起飛後的臺

灣，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與水平逐漸提升，也造就臺灣人才素質佳的整體特徵。

但是近年來全球局勢的改變，不只外國人不願到臺灣就業，連臺灣人本身也因

著 10年未有成長的實質薪資，紛紛選擇海外就業。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

2005～2015 年來臺灣到海外就業的人口倍增，累計至 2015 年已逾 72 萬人，其

中到大陸就業占比居首位，達 58%。 

    2012年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提出的「2021年國際人才報

告」中，臺灣已被預測為調查國家 46國中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在臺灣的人

才外流現象中，薪資不升反降是最大因素。《天下雜誌》2014年所做的「臺灣

人才大調查」中，73.12%的臺灣工作者、75.75%的海外工作者及 50%的人資長

都認為「薪資沒有競爭力」是臺灣人才外流危機的關鍵因素。2014亞太區整體

獎酬市場調查報告中臺灣高階主管的薪酬在亞太 13個國家中為倒數第四、整體

調薪率為倒數第三，且臺灣不論從高階主管到低階員工已全面低薪，連我們曾

引以為傲的高科技產業主管薪資也是敬陪末座。 

       在這樣的局勢下，政府採取以下幾項政策因應，最為人熟知的「玉山計

畫」即是其一。每年投注 56億的經費，主要目的為留任與招攬國內外優秀學者

與科技人才。《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是近幾個月來，經濟委員會

審核政策之一，主要目的為延攬國外人才，提出多項鬆綁外國專業人才（白領

階級）來臺之限制。但政府提出之政策多為專案形式，非長期策略，所以在貫

徹程度與普遍性來說都顯不足，這也是臺灣留不住人才的因素之一。 

       臺灣地狹人稠，人才是重要的國家之本。我們需要臺灣人才、企業、政府

三方協力合作，以面對全球化快速變化的腳步，共同開創臺灣的人才新未來。 

 

 

貳、定義 
     一、人才外流(brain drain)：國家受過較高教育或具有專才技術的人民追



 

 

求更高薪水或更好機會遷移至其他更具經濟優勢的國外地區，也包括本國人在

海外研究和完成教育後未返回母國。(田玉玨，2013) 

 

    二、人資長：企業人資長是指在不同產業、不同領域的頂尖企業的人力資源

最高主管。（天下雜誌（2014）・550期） 

 

    三、科層化組織：組織具有高度複雜性及形式化的特徵，大多數大型組織都

使用科層化的組織結構，因為這種科層結構可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大組織所具有

的技術及環境，而且還可以使組織的權力擁有者維持他的權力控制。然而亦有

員工自主性與工作滿足感低、上下階層溝通不易與組織易僵化等缺點。 

 

参、臺灣的問題與限制 
  臺灣的問題與限制約略可以從三個方向進行討論：創新程度、人才流動與

政策。 

  現今臺灣的企業多選擇以低價作為商品競爭力。然而在壓低成本的同時，

企業便缺乏對研發等長期投資的重視，進而造成高階人才的需求大幅下降；且

企業亦缺乏意願提出較高的薪水招攬人才，或投入更多資源在員工培訓上，使

得當他國以高薪與高階職位到臺灣來爭取人才時，高階人才便大幅流失。 

  類似情形亦發生在教育界。隨著少子化，對於師資的需求日益減少，再加

上臺灣教師評鑑制度走樣，使得不適任教師未必能被淘汰，而年金改革之後，

更使教育體系人才流動近乎成為一灘死水：舊的教授不願退休，新的高級知識

份子無法進入。再加上臺灣大專教師薪水為公定、齊頭式的結構，且遠低於國

外，而國外的研究資源、環境優於本國，便使新一代教育人才輕易的就留在國

外，而臺灣現任教授亦多被挖角，更使臺灣教育面臨崩盤危機。 

  從 102 年開始，政府便已注意到人才外流的問題，已推出相關的政策以期

解決或改善，如 103 年核定的「育才、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及 107 年將推

動的「玉山計畫」等。然而受限於政府科層化的組織架構，許多政策並無法有

效整合，只能解決點狀問題，使得成效不彰；且由於執政的時限性，政府已習

慣以專案處理問題，爭取短期成效，缺乏長期策略，都使臺灣留才、攬才缺乏

競爭力。 

 

肆、政府對策 
  人力資源是國家發展重要基石，也是企業運作的重要資本，面對人才外流

之危機，政府衡酌國內人才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相關方案執行情形，提出

「育才、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以下將簡介「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及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同時也列出「玉山計畫」及「教育新南向-

人才培育計畫」，讓代表能對政府的政策有進一步的了解，以下將政府對策分

為規劃中及已推動兩類來介紹： 

 

    一、規劃中 
  

 （一）玉山計畫 
    為突破我國教研人員薪資不利競逐國際優秀科研人才的困境，



 

 

教育部規劃自 107年起推動「玉山計畫」，科技部則將整體提高研

究計畫主持費，期透過待遇制度之鬆綁，達成實質薪資彈性化的目

標，以構築優質學術環境及提供足夠的相應資源，進而達到延攬並

留任優秀人才的目的。玉山計畫內容包含「玉山學者」、「高教深

耕計畫彈性薪資」、「教授學術研究加給提高 10%」三大方案，如

圖一所示。(教育部，2017) 

 
圖一(資料來源：教育部) 

  

          玉山計畫尚未正式上路前，已引發不少爭議。學者質疑：高教

體系內已經有許多獎金、講座、計畫主持費用等幫教授加薪，玉山

計畫恐獨厚在學界已有相當地位的教授，年輕學者或基層高教師資

的權益恐被忽略。對此，政府官員雖回應表示不會忽略年輕學者與

基層師資之權益，但計畫之遴選、評審制度亦備受質疑。此外，計

畫時程太短，卻計畫斥資新台幣約 168億元，恐怕成效不彰且可能

排擠到其他教育預算。至於計畫期程三年過後，人才是否仍受制度

保障、是否願意留在臺灣等問題，仍是未知數。 

  

(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 (簡稱「攬才專法」) 

            為延攬及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來台從事專業工作及生活，填補

國內人才及技術缺口，協助我國企業國際化布局，並引領產業發

展及國內技術進步，帶動國人國際觀視野及就業機會，進而促進

經濟朝高科技、高附加價值方向轉型。在不改變外籍專業人才來

台的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原則下，放寬其簽證、居留、保險及退

休等待遇，使台灣工作環境更加友善，因此擬具此法。(行政院，

2017) 

                  立法院已於 2016 年 10月 19日初審通過「攬才專法」，並排

除先前引發爭議的「假實習、真工作」之疑慮。不過此法案只適

用於外籍、港澳地區專業人才，排除中國大陸人才。而近年來中



 

 

國大陸在諸多領域迅速成長，若因意識形態或國安考量而排除其

人才，可能不利良性競爭；且大陸頻頻延攬我國人才，若我國將

之排除，也會不利人才的雙向交流。 

                                                                                                                                                                                                                                                                                                                                          

二、已推動 

  

 (一)教育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 
      教育部依據總統府於民國 105 年通過之「新南向政策」 綱

領、行政院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擬定新南向之人才培

育計畫，盼透過實施本計畫，推動新南向政策的人才。教育部近年

來積極爭取外國學生來臺就讀，其中僑外生人數已達數十萬人，以

東南亞國家學生最多；而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之教育合作具有以下優

點： 

  

1、東南亞向為我國新住民及境外學生主要來源國，該地區留台僑

外生兼具當地語言及臺灣經驗，學成後返回僑居地或母國後，

已成為許多台商企業的中堅幹部，且留台僑生遍及東南亞各行

各業，在當地深具影響力。 

 

2、東南亞各國台商多年來也肩負協助我政府拓展經貿、外交關

係，推動國際合作及文教交流的任務。 

 

3、為數眾多的在台新住民及其子女具備跨國語言、文化，甚至人

脈的優勢。 

 

    於此，政府以「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核心目 

標，除了優化既有相關政策及措施外，亦規劃三大精進策略：提 

供優質教育產業及專業人才雙向培育、擴大雙邊人才交流、擴展 

雙邊教育合作平台。(教育部，2016) 

。  

 

         (二)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 

             我國面臨人才外流與國際間人才競爭的激烈挑戰，為加強延攬

及留用國際產業優秀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國家發展委員會透

過舉辦座談會、線上問卷調查、整理各研究及調查報告等方式，彙

整目前外籍人才來臺、留臺遭遇的問題與困境，並從簽證、工作、

居留、金融、稅務、保險及國際生活等 7大面向研提 27項改革策

略；此外，研擬前述之「攬才專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以鬆綁外

籍人才來臺工作、居留等限制，盼透過雙管齊下的方式加強外籍人

才來臺及留臺之誘因。(國發會，2016) 

 

伍、他國現狀與借鏡 
 

一、中國 



 

 

       即使是世界人口數第一的國家，且擁有近 13億廣大的勞動力，但基於高教

仍然不夠普及、城鄉差距大，中國對於高階人才的需求仍然非常急迫，其中學

術性質人才與創新創業人才又是最缺乏的。由於近年來中國大力推行海外留學

的影響，2013 年中國科學和工程領域人才出國滯留率平均高達 87%，頂尖人才

流失嚴重，這樣的情形使得中國在 2013年已成為世界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之

一。而促成人才外流的原因，多半仍是現實層面的考量，如：教育問題、食品

安全、財產安全、空氣品質等。 

    曾為世界人才外流最嚴重國家的中國，卻在 2017年達到史上最大規模約

43萬人的海外歸國潮（簡稱海歸潮）。中國全球化智庫(CCG)發布的「2017中

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顯示，海歸族群獲得最高學位的主修科目中，商科

以 47.3%以近半數的比例居首位，應用科學第二位(16.2%)，自然科學則占比最

低，為 7.4%。以上數據也顯示出，自然科學專業的「海歸」仍不夠充足。而中

國海歸族群中，半數以上認為五年內可回本，且多數融入國內生活工作狀態良

好。IT/通信/電子/互聯網行業是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同時他們在私營/民營

企業就業的比率也有漸長的趨勢。至於創業則偏好創新技術和現代服務業，中

國二線特色城市也成為海歸創業的新據點。 

       能使人民的心情從期盼海外留學的人才歸國服務，轉換成海外留學人才爭

相回國。讓原本 2000年約 23%的海外歸國人數直接跳級成 2016年約 79%的海外

歸國人數。當中固然有許多因素，但是在共產體制一黨專政的主導下，政策往

往因著是傾國家之力所做的決策，而成為最主要的影響力。2008年起開始執行

的「千人計畫」即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政策，全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

劃」，2008 年 12 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主管、〈中央人才工作

協調小組〉組織實施。透過政府大手筆的延攬海外擁有專家學者、金融等相關

背景的高階人才，使得「千人計劃」成為促成中國海外歸國潮的重要政策，也

是中國海外攬才的重點項目。而接踵而來提出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

要（2010～2020）」更強調了育才、留才、攬才政策的重要性。近年來配合

「千人計劃」提出針對對內留才的「萬人計劃」也是中國為人才外流止血的重

要政策。 

 

二、新加坡 
  70 年代與臺灣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如今的經濟實力仍是世界矚

目。只有約三個台北市大小的國土且缺乏天然資源，新加坡將產業聚焦在金融

與高科技研發，因此需要大量高階的管理與科技人才；也因為地小人力不足，

新加坡非常依賴外來人口，更持續提出能吸引優秀人才的政策，如今已是各國

對於留才、招才的重要借鏡。 

  新加坡靈活且完善的留學、移民政策加上嚴格的分級管理，將人才按學歷

與工作經驗分類，新加坡政府亦得以在政策上向高階人才傾斜，使人才始終呈

現高度競爭狀態。而在各國設置的「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更將新

加坡推銷至國際市場，透過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EDB）與新加坡人力部

（Ministry of Manpower）的聯盟，將國際市場人才吸引到新加坡。 

  新加坡對於頂尖教育、企業創新與研發的投資，更讓新國在吸引國際人才

的同時，培養出並留住本土人才。在教育環境上，2017政府的教育投資達到

129億新元，占國家總預算的 17％；在企業環境上，經由 RIE2015(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RIE) 2015)，新加坡政府已在 2011 年至 2015年期間投



 

 

資 160億美元以建立新加坡作為全球研發中心；在 RIE2020 Plan中，更是許下

了在 2016年至 2020年間投下 190 億美元的承諾。新加坡政府亦設置了

CREATE(Campus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與

A*ATAR(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在提供良好研究環

境的同時，更使研究成果得以實體化，與企業結合直接帶來實質的經濟成長 

   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新加坡留才、招才的後盾，而政策的長期規劃也使其能

處理的方面更為完善。政府的效率與遠見是新加坡得以突破東南亞強鄰環伺之

窘境、延攬國際人才的主因，是臺灣值得借鏡之處。 

  

三、南韓 
  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能夠順利從低迷景氣中復甦，有兩大原因。一

是南韓政府對產業發展模式的明確定位，二是清晰、明確的產業科技人才架構

與人才政策(王健全、許淑琴，2007)。此外，韓國與我國的產業同質性高，地

理位置相鄰，是我國在人才競逐戰場上的重要對手，關注其人才政策及現況多

少能予我國啟發與反思。 

       面臨人才流失的困境，韓國政府的作法，除了傳統的放寬居留條件，以及

提高對高教研發的投資之外，也將政策延伸向整頓高教品質和支援中小企業兩

大面向。韓國近年來因推動高等教育，大學的數量遠高於過去，衍生出教育品

質參差不齊的情況，導致留學生就學意願低落。因此在整頓高教品質方面，南

韓政府推出「吸引留學生和管理能力認證制」(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IEQAS)，提供大學申請認證，並按照學士、碩

班、博班分類，方便外籍學生在選擇學校的時候參考比較，以留住人才。 

       至於支援中小企業，南韓政府根據「外國專業人力導入支援計畫」，支援

研發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雇用外籍專業人員，以提振其競爭力。協助內容主要

有替中小企業尋找、媒合外籍專業人才，以彌補國內人才不足的缺口；此計畫

亦提供人事費用，讓申請的企業在給薪方面彈性增加，強化外國人力使用的誘

因。(黃意植，2016) 

 

陸、會議討論方向 
   當大多數人抱怨薪水只有 22K時，我們除了加強自己的競爭力外，還能做些

什麼努力 ﹖期盼與會代表能在深入了解此議題後，從教育、經濟、社會等多個

層面思考，研究我國及他國政府提出的政策，修改我國現有方案或提出新的提

案，為自己未來面臨的社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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