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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改變人類生活型態的同時，也牽連了產

業的消長、牽動了職務的更替。當職場不斷翻

轉，哪些是未來職場含金量高的職業？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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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找無頭路？未來職場人必須具備的能力又

為何？104 資訊科技用過去的數據、現在觀察

到的現象、未來可能的趨勢告訴你，在未來，

你現在做的工作還存在嗎？ 

在上一個世紀電視剛出現時，坊間盛傳廣播將被取代；在網路發達的時代，經濟學

家預測報業將會消失；在電子書崛起的當下，紙本書的未來岌岌可危。雖然時至今

日，過去的預言不完全正確，不論是廣播、報業或是書本都沒有全部消失，但不可

否認的是，它們的確都面臨了相當程度的衰退，相關產業的就業人數也大幅減少。

而當機器人科技日漸發達，許多研究報告、媒體都大膽預測，某些產業與人力在未

來將受到極大的衝擊。 

5 年後你的工作還在嗎？ 

104 資訊科技在 2014 年 7 月才剛公布一份調查報告，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我們

詢問各大企業的用人主管或人資部門一個問題：「在未來 10 年，有哪一些工作將

被機器人取代？」統整調查結果，我們發現約有 31％的主管認為，有部分工作將

被機器人取代，首當其衝的職務類別則為「生產製造／品管／環境衛生類」。但也

有近 70％的企業認為未來工作不至於受影響，其中以經營人資、醫療保健、研發

類職務最無可取代。 

也許對很多人來說，這份有關機器人議題的調查報告離你太遙遠，但產業結構變幻

萬千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事實上，根據 104 資訊科技的另一份資料分析，便真

實反映出最近這 5 年某些職務工作的消長現象。在 104 資訊科技的資料庫裡有

超過 4 百個職務，我們以企業主所開出的職缺為主，抓取 2009 年至 2014 年這

段期間的所有職缺，再加以分析它們的占比增減狀況。由於這份分析報告完全根據

實際數字做分析，因而可以看出總體環境的變化，而非呈現個別產業的狀況。最

後，這份分析報告依據占比，排列出成長與衰退排行前 10 名。 

10 大衰退職業，教職人員找無頭路 



根據分析報告結果，教授等職務呈現衰退趨勢的原因不難想像，因為少子化現象早

已嚴重影響教職人員的工作，像是學校招生不足導致流浪教師充斥等。除了中小學

教師受到影響之外，報告中更指出，近 5 年來的教授職缺逐漸變少，而此 

趨勢在未來恐怕只會更加惡化。所幸，教授本來就是從業人員數量比較少的族群，

因此受到影響的人也有限。 

至於催收人員則屬於特殊現象。通常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以及發生金融海嘯的當

下，催收人員的工作機會比較多。由於這 5 年並沒有發生大型金融風暴，催收人

員的需求量自然大幅降低。 

核保人員與保險內勤其實跟行政總務工作類似，通常不被歸為企業核心人才；而硬

體測試工程師只有在少部分領域較為搶手，如新手機測試等領域，但若以總體人力

市場來講，業界對於硬體測試工程師的需求呈現衰退趨勢。 

而服務人員以及其他排名在後的金融交易員、券商後線人員、銀行辦事員，其實都

屬於同一類型工作，內容傾向於事務操作，容易被科技取代。尤其在金融業合併之

後，延續性金融商品或業務大軍出現，固定店頭人員的需求則逐漸衰減。 

補習班導師，跟教授一樣都是被少子化現象影響，不過並非所有的補習班工作機會

都將衰退，若能多開發個人化加值商品與服務，仍有機會在逆勢當中成長。至於硬

體研發工程師，則因為手機軟體興起，消費者對硬體失去了興趣，工作機會自然被

迫削減，若能附加銜接軟體的「軟韌體」，或增加軟體內容成長，硬體研發工程師

將大大加分。 

10 大成長職業，水電工家事人員異軍突起 

至於呈現成長趨勢的前 10 名職業，第一名半導體設備工程師應該並不難想像，但

第二名的水電工程師卻跌破大家眼鏡，也顯現出現代社會有生活技術人員短缺的問

題。水電工程師是基礎的專業技師，但隨著傳統老師傅的凋零、接班人的斷層，從

業人員越來越少，與此同時卻因為近年來房地產熱絡，不論是新屋、中古屋或一般

家庭都有水電需求，在供給端減少、需求端增加的當下，當然呈現供不應求的成長

趨勢。 

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名的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由於政府近年來對於勞工安全愈

趨重視，政策規定也越來越嚴格，迫使企業聘僱專業人員以協助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的建置，因而使得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的需求大增。第九名的家事人員也是異軍



突起，其背景跟水電工程師有點類似，起因都是因為人們的生活品質變高，豪宅也

越來越多，對家事人員的需求遂越來越大。 

從分析報告當中可以得知，雖然門市／店員／專櫃人員的成長幅度並非最高，其月

平均需求人數卻高達 41,918 人，與以往一樣依舊是最多職缺的行業。過去總是臆

測，在機器人技術越來越進步的同時，客服門市人員將是消失的職業之一，但事實

則是，在面臨關於人的問題時，還是必須仰賴人類智慧提供解決方式，這是機器沒

有辦法取代的關鍵。 

緊扣人與新興科技，含金量最高 

我想強調的是，從過去 5 年的分析數據可以觀察到，只要是「跟人有關」或是

「新興科技」題材，在未來都是不易被取代的職業，同時含金量也較高。例如：醫

護人員、藥師難以被取代，尤其台灣高齡化時代即將來臨，長期照護的缺口逐漸擴

大。 

事實上，「跟人有關」只是一個概念，包含跟人性有關所延伸而出的工作內容，因

此與它相對應的職缺非常廣泛，可以是任何「人」與「新興科技」連結的職業，例

如：UED、UI、UX 等設計人員，重視的就是人跟產品之間的互動，如何讓產品更

人性化、更便利、更舒適；而「社群經營」、「業務」、「行銷」等工作當然也跟

人性有關。 

至於「新興科技」題材，其實很容易觀察出脈絡，只要注意看每年電子大展的主軸

科技是什麼，去了解 ICT 產業最近的話題是什麼，大概就能夠知道未來幾年哪些

科技題材比較熱門。 

然而，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夕陽職業？在 104 人力銀行目前的 4 百多個職務中，

仍見珠寶鑑定師、海港引水人、修書人才等傳統或是特殊的工作機會，雖然職缺的

數量不大，卻依舊存在也仍有需求，只是工作型態有所改變。當機器人科技逐漸發

達，「生產製造／品管／環境衛生類」工作真的會消失嗎？我認為並不一定，科技

只會取代某一個部分的工作內容，建議職場工作者應該進一步掌握「獨特性」與

「人性化」兩大原則，掌握與擴充個人競爭優勢，就不怕在未來被取代。 

例如：身為電影售票員站在第一線與客戶直接接觸，必定比坐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更了解市場，不應該將自己的工作局限於「需要幾張票？」、「坐哪個位置？」卻

應該多觀察「什麼樣的人會來看這部電影？」、「他們的喜好需求與消費習慣是什

麼？」，甚至還可以注意他們的穿著打扮，注意哪些電影上檔時會吸引什麼消費族



群。售票員若能夠培養自己預測市場反應的能力，對於轉任電影行銷企劃將更有幫

助。 

再舉例門市零售人員。門市收銀員除了結帳之外，也可以觀察商品應該如何擺放，

才能夠吸引消費者的注意，甚至建議公司改善系統，讓收銀更便利、更快速。公關

人員也是如此，除了負責企業形象、媒體經營之外，可進一步經營更多利害關係，

包括客戶、股東、社區，甚至可以當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師。 

4 大軟實力，翻轉企業地位 

面對隨時都在翻轉的職場生態，職場工作者若要展現個人價值，就必須超越公司的

期待，讓老闆覺得非你不可，那才是真正的無可取代。我認為工作的彈性、執行力

以及能力非常重要，尤其當台灣人才都集中在中間階層時，職場工作者必須做得更

好才容易被看見。此外，也必須多充實自我觀點。現代職場缺乏有看法與觀點的

人，大家只想當追隨者，不敢拿出勇氣創新，因此我鼓勵人才勇於發表看法，在團

體中突現自己，與此同時也要花工夫充實知識與能力。 

另外，除了專業技能，溝通力、學習力、實踐力、整合力這 4 大軟實力更為重

要，從這 4 大基礎提升自我價值，例如：有韌性地去承接每一個專案；老闆或別

人給的工作，一定當責做到百分之兩百。當你擁有這些特質，還有什麼是會被取代

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