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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

推動成果說明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110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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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能力鑑定推動背景與概念

依據職能基準，連結產學研專家(產業界
佔6成以上)組成委員會，發展能力鑑定。

各大專校院系所
支持，引導教學
方向調整及全力
推動學生報考

各大知名領導廠商
支持簽署企業認同，
同意優先面試、聘
用獲證者

年輕學子依循鑑定項目準備，
並通過鑑定考試，即代表具
備成為企業所需專業人才。

 推動背景：產業人才供需不均衡
(一)產業創新產生新的人才技能需求
(二)促進產學接軌，提供企業專業人才與提升青年就業競爭力
(三)企業選才需要學歷以外的能力證明

 推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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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產業人才
能力鑑定中心(虛擬)

參與規劃

資策會工研院 食品所

各領域專業法人

民間既有鑑
定證照

聯合民間
優質鑑定
能量，擴
大產業人
才供給

各局處司

成立

委辦

諮議

認同
支持 規劃辦理

橫向整合及協助

經濟部產業人才
能力發展小組

自主培育
專業人才

產業界
公協會、企業

能力鑑定體系:Industry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System 簡稱 iPAS

採認

二、iPAS整體運作架構

由產業團體、
跨部會、學
研專家及本
部局處司代
表組成

跨部會
政策協商

塑膠中心

民間團體/業者
(教材、教具等培

訓產品開發)

補助
(105~106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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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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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PAS能力鑑定定位與特色
 鑑定定位：重點產業之關鍵師級專業人才，尤其是經濟部轄下重點產

業，有別於勞動部技能檢定以特定專業技術為主。

 鑑定特色：訓考分離、經濟部發證具公信力、教育部認可。業界深度
參與，企業願優先面試/加薪獲證者。

 鑑定級等：規劃初、中、高共3級，個別鑑定依產業需求規劃所需級等。

 證書名稱：經濟部○ ○ ○工程師-初/中/高級能力鑑定

MOEA Certified ○ ○ ○工程師- Associate/Specialist /Exper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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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06年

107年107年

108年108年

105年105年

辦理18項能力鑑定(107年17項持續辦理)
新增：18. 營運智慧分析師

辦理8項能力鑑定
1.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 2. 天線設計工程師 3. 工具機機械設計工程師 4.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5. 無形資產評價管理師 6. 食品品保工程師 7.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師 8.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師

四、iPAS推動辦理項目

109年109年

 105~110年上半年共超過10萬人次報考
 105~110年上半年累計約1.4萬人獲證，

初級平均獲證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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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3項能力鑑定(105年8項持續辦理)
新增： 9. 巨量資料分析師 10 物聯網應用工程師 11. 行動應用企劃師12. 電磁相容工程師 13. 3D列印積層製造工程師

辦理17項能力鑑定(106年13項持續辦理)
新增： 14. 智慧生產工程師 15.色彩規劃管理師 16.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 17.資訊安全工程師

辦理20項能力鑑定(108年18項持續辦理)
新增：19. 機器聯網與應用工程師 20.感知系統整合應用工程師

111年111年
請推薦規劃辦理項目110年110年

辦理20項能力鑑定(109年20項持續辦理)
新增：21. 機器學習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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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06年

107年107年

105年105年

108年108年

110年110年

五、iPAS已採認民間辦理能力鑑定項目

1.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2.保健食品研發工程師
3.塑膠技術工程師基礎能力鑑定 4.初級塑膠射出成型工程師 5.中級塑膠射出成型工程師
6.LED照明產品工程師 7. LED照明規劃工程師

8.網路通訊專業人員 9.網路通訊+網路規劃設計專業人員
10.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 11.初級機械工程師
12.中/高級機械設計工程師 13.中/高級電控系統工程師 14.品質工程師

15.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 16.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
17.自動化工程師Level 3

持續受理申請中

 105~110年上半年通過21項採認項目，
共計約5萬人次報考。

 105~110年上半年累計獲證者超過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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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機器人工程師初階 19.機器人工程師中階

20.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
21.配管監造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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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成果

22

• 受到各方支持與認同，蓄積營運能量
– 邀聘超過300位專家委員，其中業界參與比例超過60%，以確保

制度符合產業需求。
– 累積結合30個產學團體建立合作機制，包含列名協辦、共同籌組

專業委員會、協助開發教學指引、協助推廣等。
– 推動企業認同累積超過2,600家次，願意優先面試、聘用、加薪

獲證者，持續擴大各界對能力鑑定之認同與應用。

• 廣化推動報考能力鑑定，縮短學用落差與專業人才能力
- 推動辦理20項能力鑑定，彙整提供團報單位落差分析報告，約八

成為學校培訓機構，約二成為產業及企業團報單位。

• 協同各部會政策支持與合作
- 因應教育部欲連結iPAS優化學校實作環境，協助提供能力鑑定考

試場域及設備清單，累計全國有11所大學對應12項能力鑑定設置
40個實作考場及教學場域。

6

Copyright © 2008 ITRI 7

七、結語

• 經濟部產業專業人才能力鑑定在產官學研合力
規劃及各相關公協會的協力推動下，已獲許多
學校與企業的支持，展現相當成果。

• 懇請相關單位推薦111年能力鑑定規劃項目，將
綜整評估建議後，納入選題項目之參考依據。
同時，作為持續調整優化體系，推動教訓考用
的良性循環，為青年許未來、為企業找人才，
充裕產業升級轉型生力軍。

• 依據選題調查表之推薦項目與合作意願回復，
若選定為正式辦理項目，本計畫將擬專案委託
貴單位共同合作推動。

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考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推動網：www.ipa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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