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機關用人需求與考選制度的革新 

引言人：高仙桂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一、前言 

2020年武漢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帶來人類生活型態的改變，

以及全球經濟社會前所未有的衝擊，這對臺灣既是空前的挑戰，

但也是絕佳的機會。政府刻正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2.0，建立我

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鞏固基礎。在這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人才是

國家建設工程的重要因素，且必須反映在政府選用治理人才的制

度革新，才能推動國家持續不斷地進步。 

二、後疫情時代之全球新變局 

進入後疫情時代，我們觀察全球變局所發展的經濟新秩序將

有下列重大趨勢： 

(一)美中對峙將愈加激烈 

美中近年在關稅壁壘、華為禁令、中資企業併購、擱置

聯邦退休基金投資中國股票、力阻中國「千人計畫」等

多方角力，已發展成全面性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

、人才戰。此一兩強對峙局勢在後疫情時代將更為嚴峻

。我國面對全球政經版圖變動的新局，應重新調整策略

方向與角色，才能掌握新的機會。如美中對峙引發臺商

回流潮，加上未來AIoT、5G等投資布建，均將對臺灣經

濟有很大貢獻。 

(二)國際分工型態改變 

美中對峙造成全球經濟秩序結構性變動，中國與非中國

的「雙供應鏈」儼然形成，而武漢肺炎更加深生產鏈斷

鏈的風險危機，促使全球產業鏈分工走向「區域型短鏈

」發展，由過去強調「少樣多量」的控制成本模式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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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樣少量」的專業分工模式。由於臺灣在高階技術

製造品質深獲國際肯定，藉由這波勢頭朝「全球高階製

造中心」發展，拉升競爭障礙，讓我國高階、數位化生

產快速發展起來，生產方式將更會有話語權與定義權，

成為我國未來十年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 

(三)數位化進程加速 

武漢肺炎疫情促使零接觸經濟興起，讓工廠智能化、遠

端控制生產製程、遠端辦公等趨勢更為明顯，並與過去

我們所投資的工業4.0相呼應。面對數位化的加速推展，

智慧政府的推動刻不容緩。 

(四)國家角色會更強化 

疫情促使國家角色強化，從企業轉向政府主導。武漢肺

炎以來，國家協助產業回流、轉型升級的影響力將會增

加，因此不論是口罩國家隊、金融國家隊，到未來發展

智慧城市，更需要國家參與建構，尤其是 5G 等新技術

，政府與企業合作將會更加頻繁。 

三、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2.0作為國家發展施政主軸 

後疫情時代下的全球經貿新秩序已對商業模式、生活型態等

帶來長遠的改變，此波全球產業供應鏈分工與結構的重組、新消

費與生活模式的興起，亦為我國產業帶來數位、智慧轉型契機。

因此，國家發展施政主軸將在既有產業優勢基礎上，推動經濟發

展新模式2.0來超前布署，讓臺灣蛻變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在國際發光發亮： 

(一)經濟發展新模式2.0是鞏固臺灣未來的發展基石 

1.創新成長：於我國既有數位優勢產業基礎上，積極導

入AI、5G等數位經濟關鍵基礎技術，推動5+2產業創

新2.0；同時持續吸引數位國際大廠投資臺灣及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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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以期讓我國打造成亞洲研發中心。另為因

應未來數位應用新趨勢，亦將超前佈局衛星技術等前

瞻太空產業。並在政府組織架構上，成立數位發展部

來推動國家整體數位經濟發展與創新。 

2.投資就業：落實6兆投資，包含臺商及境外資金回流

、半導體大廠建設、綠能、前瞻二期、金融服務等，

推動我國成為亞洲高階製造中心。同時，結合多元的

金融手段來協助產業資金需求，成立國家融資保證機

制，加值金融服務業，打造臺灣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

度及高階資產管理中心。 

3.青年分配：另為因應數位經濟所引發所得分配及世代

正義問題，政府亦同步推動都更、社會住宅及長照等

社會投資：並積極解決青年學用落差問題，以充實產

業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本，也將持續檢討基本工作水準

，減緩低薪問題並滿足基本生活所需。 

(二)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讓臺灣成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 

1.以5+2產業為基礎的再進化：為尋求臺灣經濟新動能

，2016年政府推動「5＋2產業」做為創新經濟的基礎

，推動國家發展的數位轉型，已為臺灣引導出新經濟

發展模式。而在5+2產業創新所打下的基礎上，伴隨

AI、5G等數位技術與經濟趨勢，2020年政府接續打造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以資訊及數位產業發展、5G

時代的數位轉型及資訊安全、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

軍民整合的國防戰略產業、綠電與再生能源產業、關

鍵物資供應的民生與戰備等六大戰略產業，讓臺灣成

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2.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發展策略：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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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臺灣既有半導體與資通訊產業優勢、國際5G數位轉

型契機，讓資訊數位、資安產業搶占全球供應鏈的核

心地位。另以國內公部門與國家安全基本需求作為內

部需求保證的策略，帶動國防產業與再生能源產業，

並建立「臺灣品牌」的全球戰略物資製造業，拓展至

國際競爭市場。同時優化產業發展之共通基礎環境，

如人才、法規與多元的金融手段協助產業發展所需。 

(三)臺灣成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必須匯聚各方的人才 

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讓臺灣產業團隊更加國際化是

必要條件，因此在基礎環境建置上，在雙語國家及數位

領域，必須培養更多本土人才及菁英，讓產業有更強的

國際競爭力。因此在人才整備上必須包含： 

1.培育本土數位人才：因應數位為驅動六大核心戰略產

業的關鍵力量，需擴展高教體系人才培育量能，提升

我國STEM領域學生質量；而對於數位轉型影響之工作

者，也應強化其數位職能，深化在職人才技術能力。 

2.延攬國際數位菁英：因應國內人口減少與結構老化，

除精準延攬產業所需海外數位人才外，亦擴大招收外

國學生來臺就讀數位科系，並鬆綁外國大學畢業生來

臺工作、永居等限制，擴大數位人才來源。 

3.深化雙語能力及國際視野：因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

國際交流與合作需求，針對會計師、律師、金融與醫

師等專業領域人才，打造國際化環境，增強英語交流

機會，厚植人才英語力。 

四、因應經濟發展新模式需求，政府需要新型態治理人才 

當經濟發展新模式2.0成為國家發展施政主軸，政府治理體

系就必須滿足數位經濟創新、國際合作交流，以及全民溝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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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需求，朝向智慧、開放與國際觀政府進行翻轉，進化為政府治

理2.0。而因應此新型態治理模式下的人才應具備下列特質： 

(一)跨域數位人才 

為落實數位轉型下各項智慧政府作為，需要跨域數位人

才協助政府加速開放資料釋出，並驅動資料再利用，特

別是可活用與鏈結政府各項資料，優化施政決策。此外

針對新興科技，也能深化應用其智慧服務，達到創新便

民的目的。 

(二)國際化視野與雙語人才 

為達成2030年雙語國家目標，與外國人相關招商、採購

、文書與法規將逐年落實雙語化，針對涉外事務、促參

、招商、法治等相關政府部門，應整備國際化環境，因

此，必須逐步培育公務同仁在英語表達的軟實力，提升

國際溝通能力。 

(三)多元溝通人才 

為讓數位時代下的民眾明瞭政府施政，在強化政府資料

開放上，培育數位資料治理人才，讓龐雜政府資料轉化

為民間易讀及可運用的資料，健全雙向溝通的基礎；另

為因應數位時代政策溝通情境的變化，亦有必要充實能

兼顧傳統媒體及新媒體的數位溝通人才，有效與民眾進

行對話。 

五、公部門攬才政策應有跨域並突破既有框架的思維 

目前公部門人力仍以常任文官為主，無法為特定機關的施政

目標量身訂做。當眾多公共治理問題從傳統單一議題轉變成跨機

關、跨公私部門的跨域議題，公部門攬才政策應該適度跳脫培育

個別優秀公務員的框架，依據國家發展策略與不同機關的政策目

標，評估組織人才組成是否足以充分發揮政策能力，進而彰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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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公共治理上的積極性角色。未來我國公部門治理攬才的政策

思維，提供以下建議： 

(一)人才進用管道多元化：專業在民間，政府取才對象應不

再侷限在公部門，而應在公平、公開與透明的原則上，

從民間選拔具有高度專業職能與企業家精神的菁英人才

，藉以強化機關在解決問題的核心能力，並確保政策的

推動能「接地氣」，讓政策執行結果符合民意期待。 

(二)跨域人才考選誘因：跨域人才考選應該提供強大的誘因

，如何突破公部門薪資待遇的框架，並在傳統文官採考

試取才的體系外，建置完善的專業人才選拔與留用/汰除

標準，而非侷限節省組織人事成本的計算，將有助吸引

民間專業人才的投入。 

(三)文官人才培育與拔尖：公部門的基層及中階人員方面，

應持續藉由標準化與一致化的法規流程，以及多元專業

培力，提升其專業與可信賴度；在高階文官方面，則應

著重拔擢優秀人才，整體規劃制度化的職務輪調及培育

資源投入，讓具有掌握全局視野的高階人員，面對複雜

的治理議題能領導、協調中階與基層同仁並扮演識別與

進用民間專業人才的樞紐角色。 

六、結語 

回應全球變局，良好的人才政策是有效實踐國家治理能力，

發揮良善治理的最佳解方。我們期待國家人才在選、用、育、留

政策層面，應有跨域與突破框架的治理思維，讓具國際觀、跨域

、數位與多元溝通特質菁英成為優先延攬對象，並輔以提升跨域

治理能力的培育政策，為政府留用具有創新公共價值的人才，相

信會讓政府更有效能，提供人民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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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國家發展主軸與治理人才

新思維新方向-如何考選現代政府所需治理人才

後疫情時代國家發展主軸與治理人才

高副主任委員仙桂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年10月7日

新思維新方向-如何考選現代政府所需的治理人才研討會(中央機關場次) 109.10.07



大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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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全球新變局後疫情時代全球新變局

33 國家新型態治理人才需求國家新型態治理人才需求

44 公部門攬才策略新思維公部門攬才策略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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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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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全球新變局---11

物流
供給—斷鏈

停工停產、物流受阻、供應短缺

CovidCovid--1919疫情影響疫情影響

大封鎖
需求—斷需

人流

金流
金融—震盪

投資人恐慌情緒增加、市場大幅波動

人員隔離，實體零售、觀光旅遊受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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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中對峙加劇 全球供應鏈重組

後疫情時代全球新變局--- 後後CovidCovid--1919全球經貿新秩序全球經貿新秩序

•發展成全面性貿
易戰、科技戰、

•「雙供應鏈」與「區域型短鏈」
由「少樣多量」到「多樣少量」

4

數位化進程加速 國家資本主義興起

易戰、科技戰、
金融戰、人才戰

•由「少樣多量」到「多樣少量」

•零接觸經濟的興起
•工業4.0與產業數位化加速

•國家角色更加強化
•政府與企業合作將會更加頻繁

新思維新方向-如何考選現代政府所需的治理人才研討會(中央機關場次) 109.10.07



總統宣示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強化雙語及數位人才培育

國家發展施政主軸2.0---22 後疫情全球變局中掌握新機會後疫情全球變局中掌握新機會

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2.02.0 臺灣成為人才匯集中心

臺灣必須重新定位在全球產業鏈的角色，掌握新經濟發展契機

Time: 5 minutes

─在5+2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打造「六
大核心戰略產業」，讓台灣成為未來全球
經濟的關鍵力量。

─匯聚各方人才，讓臺灣產業團隊更加國際
化，在雙語國家及數位領域上，培養更多
本土人才及菁英，讓產業有更強的國際競
爭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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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2.2.00

擴大投資，創造就業
1.落實6兆投資，推動亞洲高階製
造中心：

台商回台及境外資金回台1.7兆
半導體大廠/IoT、AI及5G建設

加碼創新驅動成⻑

1.推動5+2產業創新2.0(導入AI、5G)

2.加碼吸引如Google、Microsoft、美
光等國際大廠投資台灣、設立研發
中心

(打造亞洲研發中心)

創新成⻑

國家發展施政主軸2.0---22

6

半導體大廠/IoT、AI及5G建設
2.6兆

綠能1.5兆
前瞻二期0.4兆
金融服務業千億
2.振興內需市場，加值金融服務業，
成立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3.打造亞洲企業資金調度及高階資
產管理中心

中心
3.佈局前瞻太空產業，成立數位發展
部

照顧青年落實分配
1.落實都更、社宅及⻑照等社會投資
2.解決青年低薪和學用落差問題，以
充實產業發展的人力資本

3.持續檢討基本工資水準，以滿足基
本生活所需

投資就業

青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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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施政主軸2.0---
讓臺灣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再進化

資訊及數位相關

資安國防及戰略

22 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優化基礎環境
共通性策略

5+2產業創
新進化版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再進化

打基礎

優環境

7

臺灣品牌、金融、人才(數位、雙語)、法規
落實前瞻基礎2.0 、兆元投資

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

生醫

國防

綠能

新農業

循環經濟 5G

AI

資安

生物及醫療科技 綠電及再生能源⺠生及戰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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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施政主軸2.0---22 培育數位與雙語人才培育數位與雙語人才

本土數位人才

臺灣成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必須匯聚各方的人才

• 數位是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關鍵力量
• 提升STEM領域學生質量
• 強化工作者數位職能

8

雙語能力與國際視野

國際數位菁英

• 因應國內人口減少與結構老化

• 擴大數位人才來源

• 因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國際合作需求

• 提升專業人才雙語能力

新思維新方向-如何考選現代政府所需的治理人才研討會(中央機關場次) 109.10.07



國家新型態治理人才需求33

2.0
智慧政府

Digital 跨域數位人才

+

政府治理2.0需要新型態治理人才

9

2.0

經濟發展新模式2.0 政府治理2.0
開放政府

國際觀政府

2.0
Dialogue

多元溝通人才

Bilingual

國際化視野
與雙語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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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攬才策略新思維44

• 政府取才不限在公部門
• 從⺠間選拔菁英人才
• 重視「接地氣」

公部門人力
不易為機關
施政目標量
身訂做

常任文官制度

人才進用
管道多元化

應有跨域與突破既有框架的治理思維

10

公部門攬才政策

施政目標量
身訂做

從單⼀議題
到跨機關、
跨公私部門
的複雜議題

公共治理問題

跨域人才
考選誘因

文官人才
培育與拔尖

• 弭平薪資待遇落差

• 建置專業人才選拔與留用標準

• 基層及中階人員多元專業培力
• 高階文官著重拔擢優秀人才
• 培養高階文官視野

新思維新方向-如何考選現代政府所需的治理人才研討會(中央機關場次) 109.10.07



結語

回應疫後全球新變局，新型態治理人才的延攬，才能發揮、實踐
國家治理能力。

55

Time: 5 minutes

─國家人才在選、用、育、留政策層面，
應有跨域與突破框架的治理思維。

─具國際觀、跨域、數位與多元溝通特
質菁英為優先延攬對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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