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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來襲，保險業該如何借重產學合作 
加速培育人才？ 

陳泳霈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專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在職碩士專班研究生 
 

一、 前言 

在 18 世紀工業革命的時代，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已

成為世界領袖、全球企業老闆討論的焦點，在過去的幾年裡。世界各地的金融機

構持續對 AI 進行大規模投資及研究，而相關政府單位及監管機構也積極努力為

解決重大問題 AI 所帶來的改變，其不確定性和快速成長帶來了全球恐慌。 

過去近一年裡，許多議題都圍繞著金融服務領域的人工智慧研，各項研究都

明顯說明長期下來，人工智慧發展的影響可能遠比我們最初設想的更具衝擊性和

變革性，尤其是對我們習慣的傳統模式正悄悄的加速改變，未來發展已經不是場

電影也不再是夢想。 

二、 AI 發展對保險業衝擊更甚過往 

麥肯錫對 2030 年保險業進行了深度前瞻性研究（Jacques & Eric & Susan & 
Peter & Anna & Amresh ,2018），其結果顯示出保險產業價值鏈將會發生巨大的變

化，科技發展加速了金融業的破壞式創新，而 AI 的發展更對銀行、保險、證券

等傳統金融業的商業模式，帶來全面性的衝擊，長遠來說，卻是對保險業衝擊最

大。 

近年來金融科技觸發的金融數位變革，帶動客戶消費行為模式之轉變，也顛

覆過往的金融服務。在數位化時代，許多保險業務將被自動化、機械化取代，金

融機構之產品、服務流程、行銷、風險管理等經營型態已面臨轉型，這已成了金

融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然而相對應的專業人才需求則會增加，就業市場的需

求型態轉變。一直以來「人」是保險業最重要的資產，從業人員須隨時掌握市場

最新脈動以及科技應用實務；既有的人員必須設法適應金融科技時代所創造的新

的服務模式，而欲進入此就業市場的人員則必須瞭解需求模式的改變從教育著

手，方能在變局中找到致勝之關鍵策略。 

三、 傳統大學教育難以符合產業所需 

金融產業一直在數位應用方面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根據麥肯錫的研究報告分

析銀行與保險業在 2030 年後，對人力技能的需求會明顯的不同。保險業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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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測風險和客製化方面，會有 AI 潛在需求。 

近年來臺灣也積極跟進呼喊發展 AI 的口號，可是卻忘了現今的臺灣教育上，

較少培育其所需之跨界及跨業的人才，以往的大學教育多數為單一專門領域，如

財務金融相關、保險風險相關、資訊管理或工程相關，也因為臺灣金融科技發展

起步較慢，市場規模也較小，所以要如何同時具備金融領域知識以及資訊科技，

在近兩年來才被學校、企業及政府重視並加速經營。 

相較歐美國家早在 2015 年開始，就體認到科技繼續以驚人的速度進行且改

造商業環境，商務教育需要創新，以跟上快速的變化。所以陸續開辦金融科技專

業學程，將財務、資訊，營業、管理各種科學的綜合應用，雖說各大專院校已積

極成立金融科技專班，但在相關跨領域或跨界師資人數有限較難聘得，故擴展速

度亦同受限。 

四、 人才培育速度不及需求，缺口仍存在 

金管會金融科技辦公室也推估出 106-108 年保險業金融科技（包含 AI）人

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 74~195 人，相較於平均每年新增供給 184 人，在景氣情

勢保守或持平的情況下，新增供給顯高於新增需求，但在景氣樂觀的情況下，人

才供給略顯不足，據調查結果顯示 51%業者認為當前人力不足，但亦有 44%業

者認為人力供需現況尚屬均衡；另相較於銀行業、證券業、投信投顧業及期貨業

等其他金融業，保險業需較多的金融科技人才（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 

對保險業來說，欲運用大數據的資料蒐集跟分析、App 的程式開發、使用者

介面（UI）的設計，以了解客戶使用行為等，皆需要資訊科技相關領域的專才協

助。數位金融時代中，保險業所需要的是具備數位技能、商業頭腦、管理能力集

於一身的複合性人才，要想在這波競爭浪潮中脫穎而出，複合性人才的培養將是

重點（資誠，2017）。 

以現今教育剛起步要接軌的狀態下，根本供不應求，企業在覓不到人才的短

期情況下，對外除了祭出高薪搶才，不惜成本聘僱國外專業人才，對內則是進行

人才轉型策略及人員派外受訓，但這樣的作法並非長久之計，還是需要從教育層

面下手，多管齊下才能一解人才缺口之困境。 

五、 借重產學合作縮短學用落差，培育即戰力人才 

因應 AI 戰，麥肯錫也訪談了美國加州社區學院系統校長奧克里（Wan & 
Thomas & Bryan & Jonathan，2018），提出了高等教育及人才轉型教育訓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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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上希望藉由課程內容傳授產業所之不同的知識技能，並與企業合作協同

課程設計，目的是確保所學之技能符合產業所需，以期建立人才引流機制；而對

於人才轉型教育訓練方面，則是為公司內部訂定人才培育計畫，提供員工外部學

習機會，但在公司計畫上有別於高等教育，是將培訓的重點連結公司策略，如技

術創新及解決或改善問題。 

有鑑於此，可見在 AI 人才培育應更加深化產業與學校合作的育才機制，自

高等教育中發展專業學程，強化職場所需能力，培養職涯發展觀念，也延伸至產

學合作、就業學程與企業實習，健全人才培育體系（行政院，2011）。在就學期

間即安排與產業間的實務課程，透過實務課程以及學分實習學程，產業亦得以在

學生之中，擇優提供實習機會，並更進一步提供畢業後直接進入企業工作，創造

學校、企業及學生三贏的成果。 

實務教學課程，應依公司發展重點，尋找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合作，訂定不同

的授課主題，並透過產業趨勢資訊、實務分享，同時設計分組專題報告，讓學生

能與相關題目的主管互動，由主管經驗分享中結合理論，加深對企業的認識，藉

此提升對產業工作的興趣。 

學分實習課程，針對參與實務課程中表現優異的同學，提供職場實習機會，

而為避免過多勞務作業，應建立實習計畫以切合公司所需，且考量期間有實際勞

務，亦應給予實習薪資，以納人才。 

擇優聘用，透過產學合作期間，企業可藉由課間觀察及由專題報告的過程中，

發掘潛力人才，進而直接留用，亦可達成教育部提倡產學合作畢業即就業的初衷。

如此將可無縫接軌，減少企業招募的等待期及降低企業因找到不合適人選而花費

的人力成本。 

六、 結語 

落實產學合作結合學術理論與企業實務經驗，使理論與實務彼此相輔相成，

同時促進教育界與產業界間之交流，建立企業良好形象，善盡回饋社會之責任。

對學校而言，將規劃讓學生於業界進行實習課程，提早接觸職場生活，加強實務

技能並學生職場倫理，使學生得以在進入職場之前具備全方位的準備，提升就業

競爭力；對企業而言，除了可增進短期作業人力、開發人才建置徵才資料庫外，

預期將可為需求單位注入嶄新思維，創造公司新氣象，如此雙管齊下，望能突破

人才短缺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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