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缺工到流失人才
台灣企業如何突破重圍？
台灣產業現今面臨多重人才挑戰，企業須有創新留才策略，像是優

化內部流程、培訓員工或引進專業人才，才得以應對變化莫測的勞

動市場，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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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荒爆發，是企業的關鍵挑戰

人才供給不足

產業人力供需資訊網的報告顯示，企業主反映人才供給不足是最嚴重的問題，佔28%。

流程機制不完善

企業應先釐清是否真的缺工，還是因流程機制不完善導致人員調度不足和無效運作。

非典型勞工轉型

大量外送員來自製造業和餐飲業，4成外送員不願回原行業，反映出人才向「非典型勞工」

轉變的趨勢。

高齡少子化社會

高齡少子化社會面臨嚴重人手不足問題。有些餐飲業引入輔助作業機器人應對缺工，降低培

訓成本。



台灣的產業人才挖角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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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對企業的影響

生產效率下降，品質難掌控

工作進度落後，影響整體生產效率。增加交貨延誤風險。

人力不足或缺乏經驗可能導致錯誤和品質問題，損害企

業聲譽，增加售後服務負擔。

企業營運成本上升

高昂加班費、臨時招聘成本增加、頻繁培訓新員工費用

上升，都會導致企業營運成本上升。

員工忠誠度受影響，戰略計畫受阻

現有員工承擔額外壓力，影響工作滿意度和生活品質。

工作氛圍惡化，降低員工久任意願。影響企業長期發展

計畫，尤其是新產品開發和市場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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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

設立完善選育用留機制

企業管理者須先釐清是否真缺人及需求。若資金充裕，可擴大招聘、提高薪

福。若成本受限，應聚焦內部培訓、提升員工多能工，或透過自動化、數位

化減少人力需求。

提高生產力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讓所有工作者能夠依循SOP，提升工作效率。透過數位

系統讓資訊、溝通及數據更統一且即時，免去人員重複查找資料及溝通的時

間和成本。

提升工作價值

企業主和員工應保持持續學習心態，追求數位科技精進。利用自動化和AI工

具提高生產力，釋放時間進行創新工作。培養解決問題能力，靈活運用數位

科技應對實際工作挑戰。



智慧製造：數據驅動的未來

生產數據

來自製造設備、傳感器和控制系統，包括機器運
行狀態、生產參數和品質指標等。分析這些數據
可優化生產過程，提升效率和品質。

企業經驗

將行業特性、管理模式、規則和知識數位化，形成
完整系統。這成為管理規章準則，提供管理和銷售
所需知識，有助於發現問題和改善效率。

智能整合

結合生產數據和企業經驗，企業可以更有效地應
用經驗和知識於生產過程，為智慧製造奠定重要
基礎，提高生產效率和競爭力。



未來展望：數位化與人機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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