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業發展

1.前瞻未來勞動市場關鍵趨勢

2.勞動市場的變動與供需失衡因應

3.維護淨零轉型勞動權益及職場安全衛生

4.維護淨零排放勞動權益影響及就業促進

5.AI 人工智慧對就業與勞動權益影響研究

6.營造四化效益分析及缺工因應對策研究

7.(智慧)高科技產業身心安全健康促進

8.企業ESG社會構面研究

特定族群

1.特定族群勞動力提升與安全健康促進計畫

2.精進青年職場知能解決低薪

3.壯世代勞動力提升與安全健康促進

4.婦女勞動力提升與促進就業平等

5.外籍移工引進政策及權益保障之研究

研究架構規劃

1



新興就業機會

人口結構挑戰

長期勞動力
結構預測

國際移工議題掌握

全球化/區域化

勞動市場影響評估

青年技能落差

長期產業轉型
與人力缺口

社會對話與未來展望

人力資源發展對策

人力資源轉型

跨域智庫合作
參與

研究成果分享

利害關係人對話

國際政經情勢蒐集

產業供應鏈研析

分配不均(國內實證蒐集)

前
瞻
未
來
勞
動
市
場
關
鍵
趨
勢

環境能源
國際發展趨勢

高齡/少子女
議題掌握

人力資源指標
國際比較

科技/數位

產業重要新科
技情報蒐集

技能與教育
議題落差議題蒐集

環境/能源

能源與產業轉
型情報蒐集

能源科技人才議
題掌握

AI發展應用
趨勢掌握

世代資源不均
國際比較

跨國勞動力推拉力

彈性化與非典型就業趨勢

就業市場因應與展望

新世代尊嚴勞動
價值倡議

職業風險(消失職業)
世代包容(就業歧視)

就業市場聘僱需求

高階人才留才攬才

低技術勞工就業機會

中階技術職能發展

國際組織勞
動人權行動

自動化與人力
取代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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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發展

產業政策驅力

淨零高碳排轉型

數位AI轉型

全球景氣循環

全球經濟景氣
脈動掌握 疫情後的遞延效應

(庫存問題、旅宿業
人力不足)

製造業景氣監測
與就業市場指標

產業缺工問題因應

失業與待業
指標監測

半導體產業競才

關廠歇業與無薪
假監測

照顧服務人力短缺
因應

失業風險與就業安全

青年畢業生待業
指標監測

地緣政治經貿關係

供應鏈分散風險
新南向政策

台商回台投資政策

雙邊經貿協定
下勞動協議

關稅對產業與就業市場
衝擊評估

跨國勞動力與海外人才

外籍看護工與
長照整合

海外國人人力資源調查

留用外籍中階技術人
力需求評估

僑外生來臺政策評估

外國專業人才延
攬及僱用分析

勞
動
市
場
的
變
動
與
供
需
失
衡
因
應

長照3.0推動 都更社宅政策
推動

新能源開發

服務業景氣監測
與就業市場指標

淨零綠領人才需
求與培育

缺工產業數位自
動化轉型研究

營造業人力短缺
因應

數位人才需求與培育

邊際弱勢就業安
全研究 國際人才就業媒

合管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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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護
淨
零
轉
型
勞
動
權
益
及
職
場
安
全
衛
生

製造階段之風險
評估

施工及維運危害評估

安全衛生管理
對策

職安衛之
法規檢討

作業安全衛生及檢
查技術

儲能系統設備安全

碳捕捉之安全衛生
危害

碳封存輸送安全

安全偵測及監控技術

二氧化碳捕捉及通風

電動化、資源循環、自然碳匯

設備回收、再利用之
安全衛生

廢棄物再利用之
安全衛生

電池回收安全衛生

電動車行駛安全

輔導技術建立

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公正轉型

對勞動市場及勞動
權益之影響

國際勞動市場比較

人力及職能需求評估

影響評估及因應對策
對個別產業之影響

循環經濟系統

循環技術安全化

生產安全

永續發展指標

環境安全監測

循環系統安全衛生

環保、社會責任、治理ESG

企業安全健康投資

企業安全責任

企業健康與安全揭露

永續經營
安全衛生治理

人力資源

儲能、節能、碳捕捉利用及封存風/光電、氫能、前瞻能源



維
護
淨
零
排
放
勞
動
權
益
影
響
及
就
業
促
進

受影響產業之協助措
施現況

對個別產業之影響

受衝擊產業之
製程轉型盤點

受影響產業之
技術轉型盤點

受影響產業之組織及人力
資源措施

受影響產業之風險評
估與因應

新增或受影響產業之
行業別分析

對整體產業之影響

受影響產業範疇
之辨識受影響產業之

調適現況

勞動市場之人力
供需現況分析

新增或受影響產業之
職業別分析

聚落效益分析

特定產業聚落
效益分析

國際勞動市場之分析比較

國際碳邊境稅制之
影響評估

國際淨零勞動法制淨零國際規範之
涵蓋範疇

國際間淨零對勞動
市場之協助措施

國際供應鏈要求之
影響盤點

國際淨零議題
掌握

人力及職能需求評估

勞動者之技能
落差分析

勞動者之淨零
技能培訓機制

淨零相關職能基準
之現況與需求分析

行業別所需淨零之
訓練資源供給分析

受影響行業別勞動者
的職務內容變化

影響評估及因應對策

勞動市場之
就業安全對策

勞動市場之
職能促進指引

新政策或新方案實施
成效及影響評估

針對評估結果提出未來
做法

勞動市場之
人力資源對策

公正轉型之架構與對話機制

參與公正轉型推動
計畫

推動對淨零轉型的
認知

掌握受影響對
象與範圍

利害關係群體對話、
合作及參與

探討國際公正
轉型架構

蒐集國際公正
轉型作法

外籍人才引進
及留用評估

淨零對勞動市場之協
助措施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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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
工
智
慧
對
就
業
與
勞
動
權
益
影
響
研
究

AI對職業勞工著作權影響

工作品質與勞動權益

企業AI管理行為調查
(求職、考核、升遷)

AI對勞工薪資影響

AI對勞工隱私權影響

AI對職業工作機
會風險評估

總體人力資源結構
分析(大數據)

就業市場轉型

就業市場調查
AI取代工作
(企業與勞工調查)

AI導入工作流程
與任務分析

新科技與國際法規趨勢

國際AI
行動框架與準則

主要國家AI法規
與指引

勞動市場影響衝擊評估

國內法規盤點與調適探討

經濟景氣對技術
性失業者影響

受AI影響的邊際勞
工人口特性與人數

對策因應與未來展望

勞動市場之
就業安全對策

勞動市場之
人力資源對策

人機協作推廣

形塑共識與社會對話

國際工會行動蒐集

研究成果國際交流

利害關係人對話與
合作及參與機制

工會對AI認知與
態度研究

AI 應用新趨勢

國際與案例蒐集

就業市場調查
AI新增就業機會
(企業與勞工調查)

AI 新創就業前景分析

AI 導入對高齡少子化
勞動力短缺效益評估

AI運用倫理準則指引

AI所衍生新經濟模式與勞
僱契約從屬性探討

AI 發展新趨勢

國際研究報告蒐集

新型態工作模式
探討與因應

AI導入對產業造成
的影響

AI對勞工工作
滿意度影響

AI職能需求分析

AI政策宣導推廣
及影響評估

產官學合作

AI人才培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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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圖；配模圖

工程規劃及
技術手冊

設計標準化 構件預鑄化 施工機械化

施工機具與工種鋁模構件類型

水電埋管

構件組配與安全

構件吊掛安全
鋼筋綁紮(吊掛)

人機協作安全構件拆除與安全

典範案例研究

安全衛生管理

BIM的運用
水泥灌漿(混擬土車)

施工中自主檢查 各工種配合

人員專業化 減災科技化

AI應用

門禁、開口、
電子圍籬

職能基準

人力資源管理及職
涯路徑建立

安全監控設備

視覺辨識技術

工種人力需求

營造四化訓練課
程開發

AR,VR,XR在教
育訓練應用

安全衛生法規
認知

技能檢定

推動工安文化

國際工安新
知掌握

研究展示
提升工安意識

工安與國際勞動人
權倡議

工安與ESG典範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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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慧)

高
科
技
產
業
身
心
安
全
健
康
促
進

無塵室作業 研發作業

產業與就業市場變化趨勢 遠距工作者健康照護

防護衣作業
對健康之影響

無人工廠運維監測

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

AI製造之工作權之
影響

身心健康促進

生育率促進

人機協同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
防護標準

AI及
物聯網感知 勞健保數據職業危害分析

遠距工作者人因輔助
工作評估與開發

身心舒壓措施

工作壓力源及
工作負荷探討

健康飲食

推廣職場健康操

科技監測作業負荷

人因工程

員工協助方案

工作環境
與勞動條件

高科技業企業人力
資源管理調查

智慧科技發展趨勢與
勞動市場供需分析

新型態工作類型

有害化學物質危害

作業環境監測 長工時高壓
工作型態

久坐及
視力傷害

人力資源
與職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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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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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規範

社會構面S現況與趨勢

國際組織指引

S發展與趨勢

國際成功案例研析

國內實施現況

產業分析與比較

大型企業
社會構面案例

不同產業比較

中小企業
社會構面策略

法律、文化及社會
規範差異之分析

社會構面S重要架構與範圍

職業健康與安全
員工多元化與工作
平等

員工培訓與發展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勞動人權、禁止童工與強迫勞動
薪酬與福利制度

利害關係人分析

外部客戶期望

內部員工需求

投資者角度

供應鏈廠商要求

法遵與政府公共政策

影響評估與持續優化

內部審核與評估

效益回饋分析

指引改進調整

長期影響評估
外部建議與評估

型塑共識與輔導改善

強化認知與培訓

改善弱點與加強管理
制度

政策適應性分析

風險與機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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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看護工與國內
照顧服務員研究

移工

外籍專業人才
引進研究

職災預防研究

外籍中階技術人
力運用研究

協助就業政策國際比較職安種子訓練

產業移工制度分析
與檢討

青年

青年畢業學門
與薪資研究

青年長期失業問題研究

青年工作價值觀與就
業研究

精進青年職場職能

青年就業力國際
比較研究

行蹤不明原因探討

低收/中低收入戶

促進及穩定就業研究

職業訓練研究

就業需求及相關輔
助資源

工作貧窮研究
脫貧路徑探討

就業趨勢與國際比較

二度就業婦女

婦女二度就業需
求與策略探討

身障族群(含職災)

各國 CRPD 推動
現況比較

支持性就業服務
與國際比較

壯世代

職場健康促進

促進及穩定就業研究

就業市場調查

職業重建服務研究

友善職場企業調查

職業訓練研究

職災預防研究

職業訓練研究

職業訓練研究

促進及穩定就業研究

職訓與就業補助機制

庇護性就業服務
與國際比較

協助就業政策
國際比較

促進及穩定就業研究



精
進
青
年
職
場
知
能
解
決
低
薪

影響青年職涯發展因素及因應對策

各國協助青年職涯
政策與措施比較

學用落差因應對策

產業人力流動
及薪資研究

青年畢業學門與
薪資研究

青年畢業學門與
就業關連性分析

青年工作、婚育價值觀
及職場就業偏好之探討

職業訓練及技術
證照對就業影響

青年職涯輔導機制及
工作價值觀引導探討

青年職場知能精進
方案研提

從事非典型工作對職
涯發展影響之探討

我國青年就業促進策略

職業訓練服務
促進就業服務機制

職能發展與技能檢定

創新創業計畫

大專校院職場體驗

國際青年職場知能制度比較

蒐集分析美國青年職
場知能提升協助措施

企業對受僱者語文及
數位能力需求調查

蒐集分析歐盟青年職
場知能提升協助措施

蒐集分析新加坡青年職
場知能提升協助措施

蒐集分析日韓青年職
場知能提升協助措施蒐集分析澳洲青年職

場知能提升協助措施

青年勞動就業市
場趨勢調查

外語及數位人才
媒合機制探討

其他相關提升青
年就業職能探討

語文及數位能力
落差對薪資及就
業機會影響

分析產業青年勞
動力需求

提升青年就業職能

STEM(含程式程言)
訓練需求評估

外語能力訓練
需求評估

人力及職能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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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世
代
勞
動
力
提
升
與
安
全
健
康
促
進

就業市場調查

中高齡職業災害預
防對策之探討

退休準備與再就業

銀髮人才在地就業
措施與做法之探討

職災預防研究

地方特色產業中高
齡與高齡就業市場
研究_以雲嘉南為例

中高齡職業環境安
全設施探討研究

中高齡勞工提早退
離職場因素探討

退休再就業需
求與職業選擇
傾向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勞
工再就業的影響因素
分析

台灣中高齡勞動力分析

從家庭角度分析台
灣中高齡勞工動態
變化以及男女勞動
供給的差異

中高齡與婦女勞動
力再就業之研究

促進及穩定就業

邁向高齡化社會壯
世代人力策略研究

職業訓練研究

長照機構導入數位
科技之勞動力需求
與人才培育對策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訓練效益評估

中高齡勞工的職業
技能與學習需求分
析

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研究

職場健康促進

高齡工作者心理
健康及肌肉骨骼
傷病調查研究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運
用就業輔具實況及其
成效探討

中高齡勞工職場
風險因子對健康
影響之探討

善用中高齡及
高齡員工活化
企業人力資源

我國中高齡照服
員工作負荷與肌
肉骨骼傷病現況
之探討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照顧服務員訓練成
效評估

運用群眾外包模式
蒐集就業資訊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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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女
勞
動
力
提
升
與
促
進
就
業
平
等

主要國家促進女性
就業政策

主要國家促進性別
友善職場之制度探討

職業安全及職災預防研究

因應家庭生命週期，
探討相關服務支持
體系需求

促進就業平等措施之探討

促進工作、家庭
平衡之相關策略探討

主要國家的女性
勞動力參與率比
較分析

婚育階段之就業需求
及相關輔助政策探討

協助就業政策與國際比較 婦女就業需求與策略探討

女性勞工職業安全
健康探討

婦女職業災害預防
對策之探討

婦女職業環境安全
設施探討研究

主要國家協助女性
續留職場相關政策

主要國家協助女性
重返職場相關政策

婦女再就業的
影響因素分析

婦女職場風險因子
對健康影響之探討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
相關措施探討

職場不法侵害之預防

特定對象婦女就業

促進二度就業婦
女穩定就業

企業僱用婦女就業
之需求及意願探討

促進受暴婦女
穩定就業

再就業婦女的職業技
能與學習需求分析

低收、中低收入婦女
就業影響因素分析

友善職場企業調查

協助身心障礙
婦女就業

友善職場推動
面向探討

職訓與就業補助機制

人力與職能需求評估

婦女勞動就業市
場趨勢調查

促進中高齡婦女就業

企業調整職場環境
之可行性探討

企業友善職場相關
措施探討

各產業友善職場
典範研究

協助獨力負擔
家計婦女就業

分析產業婦女
勞動力需求

促進就業服務機制

其他相關提升婦
女就業職能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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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籍
移
工
引
進
政
策
及
權
益
保
障
之
研
究

各國引進移工政策之比較
(日本、韓國、新加坡)

主責相關單位

開放從事業別

引進政策及人數

管理政策及制度

我國引進移工政策探討

製造業開放行業別
與比例

營造業開放方式

聘僱外籍幫傭
雇主資格

聘僱外籍看護
工雇主資格

引進及管理制度

申請文件過於繁瑣

強化直接聘僱制度

引進及管理規定繁複

移工轉換雇主及業別

檢討國內仲介
服務費用

服務業引進移工
評估

農業引進移工評估

移工居住、匯兌及職場
安全與管理、文化語言、
工作與生活融入問題

移工來源國合作

強化語言訓練

移工在臺生活及工作問
題權益保障概況調查

部分移工工時(約定與實際間)
計算與不同移工間薪資存在差
距(如：家庭看護工與產業移工)

政府可運用工具、
改善或協助方案

失聯移工改善策略-
申訴管道與處理機制

部分業別適用勞基
法可行性評估

失聯移工改善策略-強化
雇主及移工對法令宣導

雇主剋扣移工薪資及
證件等不合理對待

移工行蹤不明失聯
現況研析

檢討國外仲介費用

雇主不熟悉聘僱移
工相關法令規定

強化技能訓練
設置來源國勞
工業務辦事處

強化勞雇媒合機制

移工勞動環境
問卷研究調查

失聯移工改善策略-跨部
會合作查緝行蹤不明移工

協調地方政府強化
移工生活管理

開發新興來源國

強化一站式服務

雇主指派移工從
事許可外工作

職災移工權益保障
推動移工薪資結
構與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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