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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於 2023 年發布的《世界人才報告》（World Talent Ranking）顯示，在 64 個受評

經濟體中，多數國家的人才競爭力尚未恢復至 COVID-19 疫情前的水準，反映出

疫情動盪對各國人才儲備及韌性的深遠影響，進而關係到國家整體競爭力。在該

報告中，臺灣於全球綜合評比排名第 20 名（見圖 1），於亞洲地區僅次於新加坡

與香港。然而，細項指標方面，臺灣僅在科學教育畢業生比率及國際學生能力評

估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方面表現優異，

而公共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生活成本、勞動力成長率等指標

上仍具改進空間（IMD, 2023；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 

圖 1 我國近 5 年世界人才評比排名趨勢 
資料來源：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23）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指出，博士級人才對國家經濟成長與創新競爭力具關鍵作

用，生產力外溢效應能促進產官學合作並強化學術研究成果。因此，各國逐漸加

強對高階人才的培育與投資。世界銀行（World Bank）透過獎學金計畫協助發展

中國家培養所需人力資本，以促進產業轉型與國家競爭力提升，特別在 COVID-
19 疫情後，高階人才培育更成為全球優先議題。然而，由於博士培育成本高昂且

歷時較長，各國面臨財務負擔與永續發展的挑戰（Guerrero et al., 2015; OECD, 
2019; World Bank, 2023）。歐盟（European Union, EU）於 2023 年推動「新伊拉斯

莫斯計畫」（Erasmus+），透過充足資源投入與跨國教育合作，提升博士生的教育

品質與產業實習機會，以強化國際競爭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23）。然而，

高輟學率與博士生就業轉銜問題仍為全球共同挑戰，特別是疫情後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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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et al., 2020; Pyhältö et al., 2023）。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強調，優質學習環境、足額獎學金及國際人才流動機制，是提

升博士生完成率與教育競爭力的關鍵（EUA, 2022）。英國政府提出博士級人才應

於產官學領域流動，以促進知識價值創造，並建議增加獎助學金與技能培訓資源，

以提升博士生對產業市場的貢獻（DBEIS, 2021; Hancock, 2023）。研究亦顯示，

優質學術環境與穩定獎學金資助能有效提升博士生畢業率及後續研究表現，並降

低學習期間的心理壓力（Mathies & Cantwell, 2022; Horta et al., 2018）。綜上所述，

博士培育策略普遍強調資金支持、多元學術環境與國際交流，以確保博士生能順

利完成學業並促進國家競爭力。 

二、 國際組織博士級人才之培育策略 

國際組織在博士級人才培育方面展現多元且深具策略性的發展方向，各組織

依據自身的使命與區域需求，針對博士級人才的培養模式、跨域流動與資助政策

規劃不同層面的措施。世界銀行透過獎學金計畫支持發展中國家培育博士生，促

進產業轉型與國家競爭力，並強調國際教育合作與研究經費資助以降低經濟負擔

（World Bank, 2023）。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專

注於技能開發與就業培訓，強調全球人才流動與職業訓練創新，以回應勞動市場

變化（Berg et al., 2021）。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側重博士教育對國家創

新的重要性，並推動博士人才國際流動及產學合作，以促進研究成果轉化（OECD, 
2019）。歐盟則透過「新伊拉斯莫斯計畫」提供博士生跨國教育與資助，強化學

術與產業合作，以提升博士生就業競爭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整體而言，這些國際組織在博士級人才培育方面的策略，反映全球對於高階

人才培育的重視與多元化實踐。本研究整理國際組織博士級人才培育策略比較

（表 1），彙整不同組織在政策制度、跨域流動、產學合作、資助與支持以及所產

生的成果與影響等方面的差異與共通點。 

表 1 國際組織博士級人才之培育策略之比較 
組織名稱 政策制度 跨域流動 產學合作 資助與支持 成果與影響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透過獎學金

計畫，支持

發展中國家

學生攻讀博

士學位，促

進產業轉型

和提升競爭

力。 

鼓勵國際學

生在不同國

家交流學

習，增進知

識與技術的

全球傳播。 

與各國政府

和教育機構

合作，推動

研究與實踐

的結合。 

提供獎學金

和研究經

費，減輕經

濟負擔。 

培育大量博

士級人才，

促進發展中

國家的經濟

增長和創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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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

組 織

（ILO） 

強調技能開

發體系，促

進體面就業

和經濟持續

增長。 

支持全球技

能發展，特

別關注青年

教育與就

業。 

推動職業訓

練創新策

略，應對全

球化帶來的

勞動市場變

化。 

提供技術支

持和政策建

議，協助各

國改善技能

培訓體系。 

促進全球勞

動力市場的

適應性和競

爭力。 

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

織

（ OECD
） 

強調博士教

育對經濟和

創新的重要

性。 

促進國內和

國際人才流

動，支持學

術交流。 

鼓勵公共研

究機構與產

業界合作，

推動創新。 

提供政策建

議，協助各

國改善博士

教育體系。 

提高會員國

的科研能力

和經濟競爭

力。 

歐 盟

（EU） 
推出「新伊

拉斯莫斯計

畫」

（Erasmus+
），提升高

等教育人才

培育品質。 

促進歐洲各

國學生和研

究人員的自

由流動，加

強教育合

作。 

強調產學合

作，提升實

習和就業機

會。 

提供豐富的

獎學金和資

源支持學

生。 

增強歐盟在

全球的教育

和科研影響

力。 

說明：資料整理自 World Bank（2023）、Berg et al.（2021）、OECD （2019）及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三、 我國博士級人才培育現況與分析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指出，我國自 2019 年推行「補助大學校院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透過績效核配每年補助 300 名博士生，自 2023
年 9 月起擴增至 1 千名，並採國科會甄選與各校遴選雙軌制，以提供更廣泛的研

究資源與支持。2021 年「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中的「重點產

業高階人才培訓計畫」，則強調博士生專業訓練與產學合作，透過科研產業化平

台，促進學術成果轉化為產業動能，並推動新創事業發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2022）。 

除獎學金政策外，我國亦實施多項博士人才資助措施，包括博士生與博士後

赴國外研究補助、參與國際學術會議資助、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論文獎勵及博士

生兼任研究員的研究費用補助等，以提升博士生報考率、註冊率與畢業率，並強

化經濟支持，應對國際人才競爭與產業創新挑戰（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4）。 

然而，教育部統計處（2023）數據顯示，2013 至 2022 年間博士生人數由

31,475 人降至 28,672 人，2018 年降幅超過 10%，為近十年最低點。自 2019 年起

人數略有回升，推測與博士獎學金政策推動有關，但整體人數仍未恢復至 2013
年水準，顯示博士培育政策仍需優化，以回應國際競爭。領域分布方面，「工程、

製造及營建」與「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博士生人數近十年下降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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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理工領域招募困難。相對地，「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自 2020 年 COVID-
19 疫情後人數明顯成長，反映疫情對相關專業人才需求的影響，值得後續政策

關注與研究。 

 

圖 2 我國近十年博士生人數變化趨勢圖 
說明：資料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2023） 

四、 我國的困境與挑戰 

綜合前述政策與數據分析，本研究歸納我國博士級人才培育面臨三大困境與

挑戰，並參考國際組織的觀點提出學術反思與政策建議。 

（一）績效管理的公平性與多元化 

我國「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政策依據各校培育績效進行分

配，但各校在審核博士生資格與績效評估指標上標準不一，缺乏跨領域一致性。

OECD（2021）指出，績效管理應依據研究領域特性設立多元標準，包括論文發

表數、國際合作與社會影響等。我國可參考國際趨勢，制定兼顧領域差異的多元

績效評估機制，以確保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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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人才吸引力與流動性 

世界銀行（2022）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已成為全球人才競爭指標。我國「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雖提出博士培育策略，但博士生人數呈下降趨勢（教育部，

2023），推測困境乃因我國博士生獎助學金與研究資源仍不足，建議透過強化國

際學術合作、獎助機制與跨國研究計畫，促成我國成為博士級人才進修的首選國。 

 
圖 3 我國近十年海外留學生及來臺境外生人數變化趨勢圖 

說明：資料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2023） 

（三）獎助機制的可持續性與產官學協作 

歐盟與 OECD 都強調博士培育應透過產官學三方共同資助，促進研究與產

業的深度結合，歐洲研究基礎設施聯盟（European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ERIC）採取政府與企業共同資助模式，形成穩定的資金流動（Lymer 
et al, 2023）。我國現行國科會博士生獎助學金自 2024 年起取消校方自籌要求（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可能導致培育責任集中於政府。建議參考歐盟模

式，透過政策誘因促使產業界參與博士生培育，例如設立博士生產學合作專案基

金與稅賦減免，並促成更多產學合作平台。 

總結而言，我國博士培育政策已具備基本架構，但在績效評估公平性、國際

人才吸引力與獎助資源永續性方面仍具挑戰。建議參考國際組織推動經驗，發展

更具多元化、國際化與永續性的博士人才培育策略，以強化我國全球競爭優勢。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綜合分析我國近年博士級人才培育現況，發現博士生培育政策與執行

在疫情前後有顯著變化。儘管疫情限制國際人才流動，但也促使我國重新審視並

強化博士生培育策略，提升高階研究人才競爭力。為應對全球知識經濟與產業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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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需求，本研究從政策制度、績效管理及領域特色三大面向，歸納我國博士級人

才培育的挑戰，並提出三項政策建議。 

（一）優化博士生培育環境  

博士生培養需投入大量資源，且面臨高度心理與經濟壓力。建議政府與高等

教育機構提供穩定的經濟補助、心理健康支持、專業學術指導與跨領域合作機會，

並建立完善的職涯規劃與輔導系統，幫助博士生順利過渡至職場，將人才資本轉

化為國家競爭力。 

（二）發展優勢研究領域與國際鏈結  

建議政府集中資源於具有國家發展需求的領域，如工程技術、醫療生技與數

理科學，並透過吸引研究經費、產學合作與國際交流機會，提升我國博士生培育

的國際能見度，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同時，應引導產業薪資結構優化，並推動

產官學共同培育博士公費生，促使博士生順利進入產業，實現學用合一。 

（三）推動資源共享與跨校協作  

本研究建議建立「博士生培育資源共享平台」，促進跨校合作，並設計彈性

績效指標，避免單一量化標準限制博士生多元發展潛能。政府應強化政策規劃角

色，通過國家級專案補助與產學媒合平台，幫助各校建立跨領域人才培育模式，

確保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共同承擔博士生培育責任，實現永續發展。 

總結而言，我國博士級人才的培育面臨多重挑戰，但透過政策優化、資源整

合與國際鏈結，仍具備充分的潛力成為亞洲區域高階研究人才的培育重鎮。唯有

透過產官學共同努力，方能在全球競爭態勢下持續強化我國博士生的國際競爭

力，並確保研究成果能有效回饋於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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