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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1年 12月 24日（星期一）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51館 604會議室

參加人員：

考試院：高委員明見、浦委員忠成、歐委員育誠、張參事紫雲、董主任

信榮、蘇副處長清波

考選部：楊專門委員天來

銓敘部：鄭司長政輝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宋參事狄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蔡參事祈賢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徐院長爵民、何處長大安、張組長和堅、

吳組長素靜、徐組長錦台、張副組長文菁、

粘小姐毓華

經濟部人事處：吳處長基安

經濟部技術處：詹專委家瑋

共同主持人：
高值月委員明見

記錄：常家毓
徐 院 長 爵 民

壹、 徐院長爵民致詞

主席高委員、歐委員、浦委員、各位考試院及經濟部長官，感謝

大家將好天氣帶來工研院，今天按照原訂規劃行程進行，先聽取簡報再

討論，各位剛剛看完工研院的展示之後再看簡報會更有感覺，簡報結束

後會有充裕的時間討論，再次歡迎各位蒞臨本院，希望各位有機會可以

常來，謝謝各位。

介紹與會人員（略）

貳、 高值月委員明見致詞

徐院長、在座各位工研院的主管、考試院歐委員、浦委員、以及

考試院同仁、人事總處的同仁，等會兒都會一一介紹。感謝 貴院的安

排，謹代表考試院感謝 貴院的接待。工研院在國內應用科技領域居執

牛耳之地位，我們很榮幸這次能到 貴院實地參訪，工研院研發的高科

技產品令人大開眼界，由於工研院屬於財團法人，在組織編制、人力結

構、人員任用、升遷、考績與薪俸等制度都跟一般公務單位不同，此行

希望藉由交流，了解運作時實際遇到的困難與需要，俾做為考試院將來

修訂聘用及聘任人員之人事條例法案的參考。

介紹與會人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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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業務簡報（參見座談會手冊，略）

肆、 座談會－意見交流（相關座談會資料，參見座談會手冊，略）

一、 討論議題

(一) 提綱一

貴院為國際級的應用科技研發機構，對於國內科技研發、

帶動產業發展及創造經濟價值，甚具貢獻。貴院以財團法人之組

織編制設立，運作上與一般公務機關有何異同？另貴院組織編

制，依現行規定有無尚待解決之處？

工研院回覆如下 (由工研院人力資源處學習發展組吳組長素靜

報告)：

1. 民國 60 年初，適值我國發展高級工業與精密工業技術，提高

生產品質及國際競爭力，加速達成現代化目標之際，政府了解工

業技術之研究，不僅是工業建設之根本，且為經濟發展的要途，

故結合當時經濟部所屬聯合工業研究所、聯合礦業研究所和金屬

工業研究所之設備、土地、人才，並採非政府機關之財團法人組

織，以減少一般法令束縛，俾便迅速有效推動研發工作。民國 62

年 1月 31 日公布總統令，設置工業技術研究院，由中央政府捐

助新台幣壹百萬元及前述三研究所之全部資產，於當年 7月 5日

正式成立。

2.本院人員之任用，係在年度核定之員額及經費範圍內依業務

需求及視人員流動狀況聘用，與公務機關人員進用需具備公務人

員資格不同。在人才延攬上亦較受人力巿場競爭影響，需考量人

力巿場拉力與薪酬水準予以核薪。

3.本院為受政府 100%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雖非屬公務機關性

質，但營運經費主要來自政府預算，故在用人費用及組織運作上，

仍多需遵循政府部會規定或比照公務人員相關規範，如人才延

攬、待遇水準、組織調整等。尤其本院薪資待遇仍受行政院訂定

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規範，對於延

攬國際人才相當不利。

與會人員意見如下

人事行政總處蔡參事祈賢：

工研院非公務人員，不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規，但其主管機關

為經濟部，對他們有一定的協助，是不是可以請經濟部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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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人事處吳處長基安：

1. 原先對工研院敘薪採取開放措施，後因立法院要求針對各財

團法人機構之薪資有所規範，人事總處承行政院之命，訂定

財團法人從業人員敘薪原則。

2. 該敘薪原則有其限制，若從業人員薪資超過部長薪資一律

凍結。而該原則衝擊最大者即是工研院，後經研議修訂，

如薪資超過部長薪資，將報院訂定基準後適用。

3. 101 年 11 月已核定從業人員薪資上限訂為 25~45 萬之間，惟

須事先報行政院核定，此管理規範影響各法人對優秀海外人

才的延攬速度。是以，工研院、生技中心及中華經濟研究院

此三單位，薪資部分仍待突破。

工研院徐院長爵民：

1. 人事行政總處來函限制財團法人之薪資，惟爭取人才本有時

效性，若超過現有標準需報院核定，此舉將延緩作業速度，

對於人才的延攬徒增限制。

2.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該組織規模較工研院小，但其副院長

薪資卻比工研院院長高。該組織在爭取人才的核薪條件相對具

有彈性。相形之下，工研院受制於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原

則，薪資侷限於 25~45 萬之間，若超過 45 萬仍需報院核定，

在爭取國外人才方面勢必會影響延攬速度及機會，希望能給予

本院用人的核薪彈性。

(二) 提綱二

貴院現有人力結構如何？有關貴院在人員任用及內部考

績、陞遷、調動、薪俸、保險及退休等相關人事管理上的規定為

何？現行規定是否有助於人才之培育？請說明。

工研院回覆如下 (由工研院人力資源處學習發展組吳組長素靜

報告) ：

截至 101 年 11 月底，本院編制在職人數為 5,816 人，其中

研發工程人員 4,805 人，佔總人數 83 %、行政及業務人員 1,011

人，佔總人數 17%。博士 1,359 人，佔總人數 23%、碩士 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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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佔總人數 55%，學士及以下 1,291 人，佔總人數 22%。

本院原僅行政人員適用勞基法，研究工程人員未納入，自 99

年 3月起全體適用勞基法。現行人事管理規定，均訂定於本院人

力資源類相關規章，如工作規則、人員進用辦法、績效評估及年

度考核辦法、人員職級升等辦法、薪資管理辦法等。本院並訂有

人力發展辦法，以推動、執行人力發展業務，對促進人力資源發

展、培養科技及管理人才、提昇人員能力與工作效益，有相當助

益。

工研院徐院長爵民：

人才培育是組織發展相當重要且長期性的任務，本院鴻鵠計

畫所支持的經費，係來自本院產業服務所得，而該計畫得以順利

推動的關鍵因素之一，係因本院四大國際據點(美西辦事處、東京

辦事處、歐洲辦事處及俄羅斯辦事處等) 的長期努力與投入。

(三) 提綱三

貴院現有學術單位借調之人員其人數及比例為何？請說明。

工研院回覆如下 (由工研院人力資源處學習發展組吳組長素靜

報告)：

本院截至 101 年 11 月底，自學校借調人員計 6位，佔全院在

職人數 0.1%，其中國立台灣大學 2位、國立清華大學 2位、國立

交通大學 1 位及國立成功大學 1 位，均為借調擔任本院高階主管

職務。

工研院徐院長爵民：

院內借調人員比例極低，借調薪資即延用工研院薪資;至於借調聘

期則不一，視個案需要與學校協商，原則上以學校制度為之(四年

一任或兩年一任等)。

(四) 提綱四

隨著全球化人才、資金流動迅速之趨勢下，各國間無不竭力

爭取高科技人才，以培育高科技產業發展；如何創造國內高

科技人才之培訓與留用人才之有利環境，使高科技人才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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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單位、政府機構及產業界能專心致力於研究發展，貴院對

此有何建議？又目前貴院在人才引進及培育上之成效如

何？依現行規定有無尚待解決之處？

工研院回覆如下 (由工研院人力資源處學習發展組吳組長素靜

報告)：

要使高科技人才專心致力於研究發展，除了具競爭力之薪資

待遇外，還需有良好之研發環境與制度、充實之研究經費與發展

空間。尤其在研究經費方面，台灣這幾年來研究經費雖有成長，

但成長幅度不如大陸及韓國，科技專案經費幾無成長。在大陸、

韓國等國家不斷大幅增加研發經費投入之下，我們希望政府未來

能持續加強研發經費的投資，支持科專經費的成長，並營造友善

的居住環境、完善的子女教育等，以利優秀人才安心工作。

高科技人才的流通是國際性的，本院人才流動亦是，主要流

動為高科技公司或相關研究機構。然本院近年著重於 3S 人才的延

攬，即軟體(Software)、服務(Service)及系統(System)。除來自

替代役應屆畢業優秀菁英外，亦自國內、外延攬具研發及產業經

驗的人才。每年平均延攬國際與高階人才約 30 位。並透過多元的

管道及學研合作，邀請訪問學者及教授帶研究生參與本院的研究

計畫。

本院針對專業人才的培育，已建立多元的訓練及人才發展體

系，並建置了包含實體及數位合一的"樂學網"(Happy Learning)

學習平台。藉由"績效管理與發展"與"學習護照"的管理機制，由

主管與人員共同商訂個人的年度發展計畫；各級主管及員工可透

過系統平台，隨時掌握受訓狀況及學習進度，並分享心得。

每年規劃開辦之基礎訓練，包含組織理念、核心價值、專業

才能及身心靈平衡等訓練課程。近年，亦鼓勵人員在職進修，以

提升知識及終身學習。

為加速培育前瞻研發及科技管理人才，培養世界級視野與國

際觀，自 99年 8月起積極推動『鴻鵠計畫』，包含以下四項人才

養成計畫，截至 101 年 11 月已培育近 500 人次:

1.前瞻研發：選派 40 歲以下年輕菁英，赴國際頂尖研究機構進

行一年的前瞻性研究。

2.外派研修：遴選優秀資深主管，運用本院海外據點(美西、日

本、德國、俄羅斯)之能量赴國外一段期間，培養國際觀，及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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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其國際網絡與人脈連結，以加速促成整合型國際合作計畫。

3.跨領域研習：針對研發主管，規劃智慧財產、技術移轉及投資

評估等主題學習，並赴美國和大陸實地訪查與撰寫論文，提昇技

術產業化之能力。

4.個案講堂：以哈佛管理個案，研討創新與跨領域整合的組織管

理等議題，以提昇研發主管之經營及管理知識與能力。

因國內市場有限、產業外移及歐美各國、韓國、中國大陸，

日本、新加坡等持續投入巨資爭取優秀人才，台灣人才在發展機

會少、薪酬誘因不足等情勢下，而有逐漸外流之情形。因此，提

昇國內人才的薪資待遇與研發資源為當務之急。

工研院徐院長爵民：

1.人才的爭取除薪資待遇之外，工作內容也相當重要，故維持穩

定的經費是爭取人才的重要基礎，惜近年科專計畫經費未見成

長。

2.媒體披露的資訊對於吸引人才有正負面的影響。而立法院決議

的政策或議題，對於吸引人才強度與否亦具其關鍵性。

二、 綜合討論及意見交流

(一)歐委員育誠

何處長的簡報非常清楚，早上參觀 貴院的展示讓我大開眼界，對

貴院的發展與貢獻深值敬佩。財團法人與一般行政機關不同，其

成立之目的，就是要以彈性的管理制度來拓展業務的空間，用人

與待遇的競爭是全球性的，專業與待遇要相輔相成，才能達成當

初成立法人的目的，但現在訂定待遇的規則，似乎又綁緊了，值

得檢討。

(二)浦委員忠成

1. 過去對於工研院的認識不足，剛剛看到展示之後，真的很感動。

台灣社會出現一種反智民粹的現象，在學校也是如此。共產國家

的薪資資本化，如中國大陸教授薪資沿海與內陸並不同；而台灣

社會追求共產化，採取均一的薪資，大學教授的表現不同，但給

予單一的待遇，我們要好好思考整體公務體系，以及該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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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建立獎優汰劣的公平制度。

2. 工研院協助國家從工業升級的關卡走出來，不論是組織的彈性、

創新、人員晉升、培育與發展的管道、考績的評定等方面，都值

得相關政府機關學習；此次參訪真是大開眼界，期待我們主管、同

仁好好思考，我們參訪最大的目的是瞭解各單位不同的問題，希望

在制度面協助單位走過難關，非常感謝院長及工研院同仁讓我們了

解 貴院的制度與所面臨的問題，讓我們可以正視相關問題，最近

考試院委員也面臨諸如退休制度改革、組織、變革等議題，但我們

會優先思考並協助 貴院剛剛提出來的問題。

(三) 高值月委員明見總結

1. 此次參訪學習很多，還有一點時間，想請教一兩個問題，剛剛

在展示館看了很多百大創新產品，這些創新產品是否實際運用於

市場？能夠跟產業界合作嗎？

2. 我本身是醫生，貴院的博碩士人才所佔比例達 80%，不曉得他們

的健康狀況如何，是否有代謝症候群？自我當了公務人員之後，

就特別注重公務人員的健康，貴院的人員更需要注重健康保健。

工研院徐院長爵民：

1. 自 2008 年到現在，百大獎中的產品 70%已移轉於產業界，今年

有一項百大獎得獎產品，明年就會成立一家公司，廠商已經將所

需經費準備好。

2. 何處長剛剛介紹本院簡報的最後一張—健康活力：身體健康、家

庭幸福、工作愉快，是我們很看重的價值觀，員工工作的心情

是我們看重的，只要員工作不愉快，我們都會鼓勵他們要跟主

管談。員工三高問題我們也都有持續追蹤。

伍、致贈紀念品與合影留念（略）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