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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遠見雜誌(1) 日 期： 111年 10月 27日 

 

 

 

 

 

 

 

 

 

明台高中董事長林承峯（左起）、高雄市產業發展

協會理事長黃文彬、文藻外語大學校長陳美華、考

試委員姚立德、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董事長陳美

伶，探討巨變時代下人才如何致勝。蘇義傑攝 

 

 

 

 

 

 

 

 

 

圖／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董事長陳美伶。蘇義傑攝 

 

 

 

 

 

 

 

 

圖／考試委員姚立德。關立衡攝 

 

 

 

 

 

 

 

 

 

圖／文藻外語大學校長陳美華。蘇義傑攝 

 

 

 

 

 

 

 

 

圖／高雄市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黃文彬。蘇義傑攝 

 

 

 

 

 

 

 

 

圖／明台高中董事長林承峯。關立衡攝 

 

 
 
 

 

  



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 

資 料 來 源： 遠見雜誌(2) 日 期： 111年 10月 27日 

高品質、高技術及高績效的人力資本，是競爭力的引擎 
 
(文 / 張彥文)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人才是未來國家、社會、企業的決勝關鍵。  

2022 遠見高峰會第七場專題論壇以「巨變時代 人才致勝」為題，由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董事長陳美伶擔任主持，

與談貴賓包括考試院考試委員姚立德、文藻外語大學校長陳美華、高雄市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黃文彬，以及明台

高中董事長林承峯。  

 
陳美伶：少子化＋人口老化，人才培育計畫迫在眉睫 

陳美伶指出，台灣的人口在 2020 年起開始出現負成長，而且預估 2025 年台灣就將成為超高齡社會。未來倒金字

塔型的人口結構，將成為一種常態。  

 

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壓力下，更需要培育出未來需要的人才做為資產，也才能強化國家競爭力。尤其在疫情之

後，如何推動永續發展的人口政策跟人才培育計畫，需要各界共同盤點。  

 

姚立德：文官考試應盡速改革 

考試委員姚立德，曾擔任過台北科大校長、教育部政務次長、代理部長等重要職務，長期致力於「技職教育」與

「技能發展」。  

 
他指出，台灣現在每年只有不到 16 萬的新生兒，要靠這些未來的主人翁撐起國家的建設任務，所以一個都不能

放棄。教育部在 2017 年時，編列了 50 億的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希望能改善現有技職教育的品質，尤其在硬體

端一定要快速提升。  

 

更重要的是，政府努力傾聽產業的聲音，提出彈性動態調整的政策配合產業的需求。現在許多重要技職體系下的

科技大學，都設置了專業人才培訓基地，希望更貼近產業需求，無縫培養領域人才。  

 

另外在文官培育制度上，也需要調整改進，現在的高普考試是公務機關選拔人才的主要依據，但八種考試科目實

在太多。  

 

再者，考試內容也多偏向背誦記憶的內容，不易找到合適的人才。未來應該配合教育部推動的 108 課綱，強調核

心素養，領域知識的整合及舉一反三的能力，重新設計文官的考試制度，才能吸引優秀的年輕人投入為國服務的

行列。  

 
陳美華：人文素養與科技發展不可偏廢   

第二位與談人是文藻外語大學校長陳美華，在文藻外語大學任教超過四十年，也是文藻創校以來首位校友校長。  

 
陳美華表示，台灣現在積極發展科技領域，尤其重視人工智慧、半導體等領域，人文領域與相對不受重視，有時

會有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感覺。  

 
但事實上像文藻外語大學，就積極地將科技領域與人文領域結合，打造一個文化培育整合的基地。例如與中山大

學的半導體實驗室合作培育人才，跟上銀科技也有多面向的產學合作，希望未來台灣在科技面的發展上，也能夠

透過這樣的型式，創造深厚的人文底蘊。  

 

文藻是一所以培養外語人才為主的高教機構，未來學生在外語上的優勢，是協助台灣在科技發展的一大助力。因

為科技重要的訊息幾乎都是外文，台灣要在國際產業上能夠占有一席之地，更應該積極強化語文和科技結合的人

才。  

 
另外，現在台灣有愈來愈多東南亞的移工，除了提供台灣生產和技術上的支援外，其實也需要更多的文化融合，

去了解他們的文化，讓他們更融入台灣社會。這些都需要具備人文素養和外語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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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遠見雜誌(3) 日 期： 111年 10月 27日 

黃文彬：人才培育需兼具理論與實務   

第三位與談人是高雄市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黃文彬，他本身是技職出身，之後投入創業，創立的品牌

「PATTA」已是國際認定一站式購足之重要五金通路商。  

 

黃文彬強調，台灣以製造業為主，未來要積極走向自動化及數位化，甚至擴及 ESG 領域，都是產業經

常討論及積極設定的人才發展方向。  

 
他也分享自己如何進行人才培育：公司內部有一個人才培育的體系，依照資歷分為幼鷹、精鷹和雄鷹三

個階層，各自採取不同的學習和培養模式；而且除了專業技能外，更強調工作態度和職場文化的養成。  

 

另外則是建立師承制度，高階帶中階，中階帶基層，強調員工照顧、經驗傳承和文化塑造。  

 
黃文彬強調所謂的「工匠精神」。實務經驗與原理原則必須共同搭配，才能讓人力資本不斷精進。  

 

像德國的技職教育，就是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良好範例，選擇技職教育的學生，在求學階段就會進到企業

裡面學習學術和實務上的磨合，這也是德國技職教育之所以成功的關鍵。  

 
林承峯：技職教育必須務實轉型   

第四位與談人是明台高中董事長林承峯，他是台中霧峰林家花園的第四代傳人。1949 年創校的明台高

中，自成立以來歷經多次轉型，是中部地區知名的技職機構。  

 

林承峰指出，教育機構也是要不斷的與時俱進，像明台高中就一直依據外在環境的發展不斷的轉型，才

能培育社會及產業所需要的人才。  

 

明台高中現在有全台灣規模最大的餐飲科系，也是全世界第一個與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合作的教育機構，

積極進行國際的合作交流。  

 
近年來，國際局勢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國家或企業要生存發展必須要保持韌性以及彈性，尋找新

的機會跟方法。在這樣的趨勢之下，林承峯認為，技職教育還是會有很多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尤其技職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個人的興趣以及學習過程中自我探索的過程，才能找到最適合

發揮的空間。  

 
至於如何轉型創新？林承峯舉例，明台高中近年來成立了寵物經營科，就是看到社會的趨勢和需求，在

課程當中提供門市經營、寵物管理、寵物營養及溝通等等務實的課程。  

 

產業需要人才的支撐，學校做為一個中間的橋梁，未來仍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