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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為 強 化 職 訓 國 際 合 作，近來

積極推動與歐洲及亞太區域各國雙邊國 際 職 訓 

合 作 備 忘 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簽署，以促進我國勞動政策接軌國際，

同時汲取最新國際勞動力發展訊息與經驗，提

升我國國際能見度並分享我國先進職訓經驗，

打造區域技能發展聯盟。

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全

球經濟景氣急速惡化，連帶影響國際就業市

場，職業訓練相關領域亦受到巨大衝擊。全球

因應疫情、避免人員實體接觸，訓練機構實施

遠距施訓、遠距測驗等，增加辦訓難度與成本

挑戰。另，疫情加速職場所需技能變遷速度與

趨勢，工業 4.0、軟技能、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數位系統整合以及人工智慧等，

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對既有產業職缺造成衝

擊，不過同時創造多元創新就業機會。

為持續深化我國與亞太區域國際職業訓

練合作網絡，探討後疫情時期技能轉型創

新 策 略，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辦理「臺澳／臺泰國際職訓合作備忘錄

臺澳／臺泰 MOU 換約暨國際論壇
開啟疫後技能提升新里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科長  黃哲上
      助理研究員  陳厚任

勞動部次長林三貴 ( 中 ) 偕同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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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換約儀式暨後疫情時代技能轉型國

際論壇」，並在勞動部常務次長林三貴、澳洲

辦事處副代表劉溯源（Michael Googan）、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副處長兼代理處長林淑

櫻（Varatsuda Saradatta）三方共同見證下，

由勞動力發展署署長施貞仰與澳洲技職教育

聯 盟（TAFE Directors Australia: TDA） 執 行

長 Craig Robertson 及 泰 國 工 業 部 泰 德 學 院

（Thai-German Institute: TGI） 院 長 Somwang 

Boonrakcharoen 進行線上線下虛實整合「職

業教育與訓練合作瞭解備忘錄（MOU）」換

約儀式。隨後以「後疫情時代技能轉型」為

題，邀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官員 Hae Kyeung Chun、

領英（LinkedIn）臺灣區資深客戶經理 Delora 

Yen 以及澳洲、泰國、越南、比利時各國代表，

針對疫情時代技能發展職訓再造，疫後人才所

需新技能，以及各國於後疫情技能發展創新策

略，包括數位訓練升級、數位人才培育等進行

交流分享，開啟我國疫後國際職業訓練合作與

技能提升新里程。

貳、活動重點紀要
一、臺澳泰三方出席見證簽署 MOU

活動由澳、泰及我國三方見證者致詞揭

開序幕，首先常務次長林三貴肯定勞動力發

展署推動亞太區域人力資源技能提升，積極

與各國洽簽 MOU，促進亞太區域產業人力

交流，搭建國際合作平臺，並與國際組織如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國際技能組織（World 

Skills International: WSI） 合 作， 於 我 國 設

立「 亞 太 技 能 建 構 發 展 中 心（APEC Skills 

Development Capacity Building Alliance 

Institute: ASD-CBAI）」與「WSI 能力建構中

心」，發展職能導向職業訓練課程，加強國際

產業人才培訓，提升產業人才技能發展及競爭

力，林常務次長期許未來臺灣在此基礎下，持

續推動國際合作。

隨後，澳洲辦事處辦劉副代表以澳方見證

人身分，首先讚許臺灣在面對 Covid-19 疫

情的表現，但臺灣與澳洲的技職訓練同樣受

到疫情的衝擊，也因為臺澳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雙方可以在此架構下，共同合作

尋求解方。改善數位素養是當前職業訓練重要

工作，數位技能在 APEC 亦是澳洲與臺灣之重

要倡議，期待臺澳可透過「亞太技能建構發展

中心（ASD-CBAI）」將人才培訓成果拓展至

更多亞太區域國家。

最後，泰國代表林淑櫻於見證時表示，泰

國勞動力市場目前面臨疫情與數位轉型的雙

面衝擊，但是挑戰亦是轉機，簽署合作備忘錄

顯示雙方對技職教育與人才培訓之重視。臺灣

在 WSI 的競賽上名列前茅，說明臺灣在技職

教育人才培訓的投資成果，值得泰國借鏡，期

待與臺灣於職訓領域合作，共同為兩國人才培

訓創造更好的方案。

ILO 官員專題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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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澳泰攜手推動疫後國際職訓合作

三方見證人應邀致詞結束後，續由三方簽

署人致詞。首先，署長施貞仰表示，我國長

期與澳、泰兩國合作推動產業人才訓練，現

透過簽署 MOU，進一步建構國際技能合作平

臺，持續深化三方合作。臺灣之前與澳洲合

作密切，2018 年共同舉辦「APEC 會展產業

國際專班」，2019 年續推「APEC 數位會展

進階班」，導入澳洲師資與教材，安排實用、

專業與系統化的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

認證課程，新增「運用科技執行會展專案職能

課程」認證，對接並整合 APEC、東協、澳洲

等評核標準和職能單元，擴大訓練效益國際採

認；臺灣與泰國為長期亞太區域職業訓練合作

夥伴，泰國曾多次派員來臺參與產業種子師資

培訓計畫，為兩國技能發展建立基礎；現透過

建立 MOU 合作架構，深化三方多元議題合

作，更期許我國進一步搭建遍及歐洲、印太區

域的職訓合作平臺。

接 續， 澳 方 簽 署 人 澳 洲 技 職 教 育 聯 盟

（TDA）執行長 Craig Robertson 表示，推動

技職培訓、訓練效益相互採認對於推動雙邊人

才、技能移動及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希望可

以與臺灣積極推動技能相互採認機制；另外，

泰方簽署人泰德學院（TGI）院長 Somwang 

Boonrakcharoen 則樂見臺泰密切職訓交流，

並表示簽署 MOU 只是臺泰雙邊合作起點，期

待未來建置雙邊互訪機制，並就雙方關注議題

進一步推動實質合作。

三、專題演講

MOU 換約儀式完成後，勞動力發展署以

「後疫情時代技能轉型」為題辦理國際論壇，

邀請國際勞工組織（ILO）官員 Hae Kyeung 

Chun 與領英（LinkedIn）臺灣區資深客戶經

理 Delora Yen 擔任專題演講者分享。

( 一 ) 疫情時代技能發展：職訓再造

國際勞工組織（ILO）就業政策部技能與就

業力小組研究專員 Hae Kyeung Chun 首先說

明 ILO 的針對疫情下勞動市場研究，新冠肺

炎疫情對加深當前勞動市場的衝擊，技職教育

亦受到疫情嚴重的衝擊，超過百國技職教育機

構，因疫情關閉無法營運。另，疫情更加突顯

數位基礎建設重要性，缺乏遠距教學設備使疫

期職訓困難重重，學習機會成本增加，進而減

低教學與受教意願。不過，疫情也促使訓練機

構投入更多資源推動數位訓練，強化公私部門

協力。

與會貴賓針對疫後國際職訓合作最為關注之議題進行密
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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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而論，針對技職教育後疫情時代發展，

Hae Kyeung Chun 提出四大建議：首先做好

準備回應未來大規模傳染病，具體上可以加強

課程回應新挑戰、師資培訓與虛實混合式教

學；再者，重視弱勢勞動者問題，提升包容性

為重要方向。第三，未來職業技能訓練可採公

私合作模式，確保培訓符合市場需求。第四，

ILO 提出「以人為本」的策略，重視勞動安全、

衛生、數位、綠能等概念。

( 二 ) 疫後成長：人才所需新技能

領 英（LinkedIn） 臺 灣 區 資 深 客 戶 經 理

Delora Yen 從產業人才需求實務層面，分析

預測勞動力發展之未來走向，表示因疫情所

產生之遠端及跨國等已經成為工作模式的「新

常態」，美國的科技業目前將此工作樣態作

為員工可選擇之選項，此常態所需的工作技

能也有所不同。當前職場變化及未來趨勢，

首先，根據 2020 年世界經濟論壇報告（2020 

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中 說 明

2025 年 8,500 萬個工作即將消失，而將出現

9,700 萬個新工作，其源自科技技術的轉變，

但因為疫情的因素，此項轉變將加速發生。

第二，為彈性工作或遠端工作的需求增加，

2016 年至今職缺敘述中提及彈性工作或遠端

工作之比例增加 78%，疫情在此轉變也扮演

推波助瀾的作用。2020 年 3 月在遠端工作的

職缺增加 3 倍，在此演變下，時間管理、帶

領虛擬團隊及團隊合作等能力更顯重要。最

後由於核心人才招募激烈，許多企業開始展

開對內徵才，人才技能可塑性成為內部人才

流動的重要觀察重點。

勞動力發展之走向，面對以上影響，Delora 

Yen 從目前資料分析，當前商業人才、銷售人

才、資訊科技人才快速成長的職業技能，其中

包含資料分析、顧客關係、顧客經驗、網路安

全等技能。最後無論職業訓練機構或勞工需要

領英（LinkedIn）臺灣區資深客戶經理 Delora Yen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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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 2021 年 10 大最佳技能，分別為韌性及

適應力、數位素養、團隊溝通力、情緒智商、

跨部門合作、領導變革力、管理變革、壓力管

理、時間管理能力、創造力。在地域別中，北

美洲及歐洲地區重視韌性及適應力，印度及東

南亞關注數位素養。但除數位素養外，大部分

為軟性與人相處的能力。因此未來勞工應該以

韌性及數位素養為基礎培養工作能力。

四、主題分享：各國針對疫情之回應 

在兩場次專題演講後，勞動力發展署邀請臺

灣、澳洲、比利時、泰國、越南代表，分享各

國面臨疫情衝擊之相關因應措施及最佳範例。

( 一 ) 臺灣

勞動力發展署科長黃哲上首先說明，本次

MOU 簽署有助於三方在因應勞工面臨疫情衝

擊之相關措施，並在此基礎上各國可依國內環

境進行調整。我國在 APEC 架構下建置「亞太

技能建構發展中心（ASD-CBAI）」，其目的

係為透過該平臺與 APEC 各經濟體進行職業訓

練交流合作，未來臺灣也會透過該平臺與各國

持續進行交流合作。接著分享臺灣協助勞工面

對疫情之相關措施，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為

補助措施、第二為職業轉型訓練、第三為強化

青年就業協助。

補助措施目的係為安定勞工生活，主要政策

為「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政府提供最高 80

小時之工作，另外政府亦提供勞工及創業者貸

款優惠或延後償還措施；在職業轉型訓練部

分，進行全面性職訓協助措施，主要有安全的

防疫環境、提供數位訓練課程，例如使用 AR

科技或模擬機；有關青年就業服務部分，係由

政府提供免費職前訓練及青年就業獎勵。

除此之外，我國同時運用 APEC 國際組織

平臺，引進國際資源，協助在職勞工進行數

位轉型，如勞動力發展署透過 APEC 提案「女

性 賦 能 數 位 技 能 提 升 (Women's Economic 

Empowering, New Media Digital Upskilling: 

WEDU)」計畫，促進政府、企業、勞工三方

協力推動勞動力數位轉型。

( 二 ) 澳洲

澳洲技職教育聯盟（TDA）執行長 Craig 

Robertson 優先簡介工業 4.0 重要工具，其中

包含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物聯網等，

而未來工作將受到自動化機械化的影響，並

引用 2021 年亞洲投資銀行針對越南之研究說

明，自動化對整體社會影響並不顯著。受衝擊

勞工應該投資在工業 4.0 所需要的技能上，國

家的職業訓練也應朝該方向前進。

( 三 ) 比利時

比利時佛拉芒區就業及職訓總署企業支持

零售暨資通訊處長 Ann VAN NOOTE 表示，

協助勞工進行提升為當前重要工作，另外職

訓中心的數位化轉型也是重要工作。疫情下，

職訓中心開始借重數位工具，提供職訓者

chrome book 及利用數位教材。最後有關數

位素養問題，教導職訓師及參訓學員如何利用

數位工具完成職業訓練工作，成為職訓中心數

位轉型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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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國

泰國泰德學院 （TGI）Somwang Boonrakcharoen

院長分享泰國工業 4.0 主要目標，旨在透過

職業訓練將國內勞動力轉型為符合工業 4.0

之人才。泰國在疫情下，許多產業也開始走

向自動化轉型，而面對自動化的趨勢，院長

提出學習技能的重要性。另外，政府與產業

的合作在推動泰國 4.0 也扮演重要角色，泰

國政府目前正透過補助中小企業方式推動相

關工作。

（五）越南

越南計畫投資部策略發展研究院潘美鳳

（Phan Ngoc Mai Phuong）副院長分享疫情

對越南勞動力市場影響，除失業率全面性上

升，薪資也出現下降情形。越南勞動力目前面

臨技術人才不足問題，使產業轉型面臨挑戰。

在疫情下，此挑戰更為嚴峻，遠距工作、電子

商務等使數位科技的運用更廣泛。再者，自動

化的發生使勞工的數位素養更為重要，故越南

以推動公私協力、產學合作培訓及永續學習為

當前目標，持續培養青年勞動力，提升勞工的

數位能力與綠色技能。透過國際合作與已開發

國家、國際組織合作，也是越南推動職訓重要

工作。

參、結語
勞動力發展署本次活動採取線上線下、虛

實整合辦理，透過網路線上視訊方式鏈結各地

合作夥伴齊聚與會，因應疫後勞動力發展趨勢

進行我國與澳洲、泰國之線上換約儀式，積極

推動我國疫情與疫後國際職訓合作，未來規劃

與澳洲、泰國於 MOU 架構下推展 (1) 共同舉

辦論壇、研討會、訓練營等活動；(2) 建立高

階官員互訪機制；(3) 推動雙方數位時代技能

提升等，強化我國國際區域職訓夥伴關係，促

進國內外訓練機構鏈結，以提升我國職訓產業

國際競爭力。

臺、澳、泰三方簽署與見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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