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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鞋面車縫、鞋面開版人員職能課程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組長彭雯琳　口述

「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計畫」專案辦公室　撰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以下簡稱：鞋技中心），有感於製鞋產業人才斷層嚴
重，以豐富的辦訓經驗為基礎，近年將製鞋過程中的關鍵培訓課程拆解出來，針對失業者、在
職進修開辦鞋面車縫製作、鞋面開版人員兩門職能課程，就業率高達七成到九成，為我國製
鞋產業注入一劑強心針。

鞋技中心模組課程 注入產業強心針

推動職能課程 彌補人才供需缺口

鞋業在80年代為我國第三大製造業，經濟部工業局當時結合臺灣區製鞋工業同業公會共同成立鞋類

設計暨技術研究中心，從事鞋類設計、鞋機研發、製程改善、材料檢測及配方技術研究發展工作，並輔導

鞋類關聯產業技術轉移、人才培訓，促進鞋業升級。近年因全球運動休閒風氣興起，帶動相關產品消費人

口快速成長，則轉型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主要服務鞋/袋包箱、運動休閒及照護輔具等四大

產業。

人力斷層嚴重 鞋面針車師傅缺口大

台灣曾是全球鞋業製造的重要基地，然而在1987年末，受台幣劇烈升值的衝擊及國內外經營循環的

快速變遷下，工資及鞋材價格大幅上揚、勞動力不再低廉，因此生產線轉移至大陸、印尼、越南等海外設

廠投資。但憑藉著「台灣研發、海外生產」的經營理念下，以保留在台灣接單及創新研發，充分利用台灣

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優勢，逐步拓展營運規模及全球鞋品市場。

 製鞋生產可分為兩種型態，第一種為內銷，以小批量或客製化的家庭式格子廠，主要為技術性生產

模式；第二種為外銷，於中國或東南亞等海外地區大量生產並進行組裝，但其關鍵業務能力仍留台灣，形

成國際分工的型態。另根據調查指出，內銷鞋廠仍

以技術性職缺居多(包含：設計、開版、車縫、成型

等技術)，外銷鞋廠則以儲備幹部為主，其中又以「

產品開發」占多數，其成因為開發屬製鞋製程的前

端作業，唯有開發後才能量產，故開版人員扮演著

重要角色。然而製鞋業屬勞力密集，就人力缺口來

看，內銷鞋廠的新血加入的速度不及中高齡員工退

休程度，導致以技術為主的生產難以傳承，而外銷

鞋廠面臨管理層面被外籍幹部掌握的危機，皆影響

我國製鞋品質和接單能力，因此製鞋技術和管理人

才成為目前亟需培養的核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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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技中心現階段任務以協助業界蒐集與分析產業資訊、協助廠商研究開發新產品與新技術、提供產業

產品檢測與認證服務為主。彭雯琳指出，鞋技中心擁有一、二十年人才培訓經驗，早期主要以產業在職能

力提升課程為主，鞋業早期因為人工外移中國，近年南向到越南、印尼等地，加上早期外移的鞋業人才幾

乎都已成為中高階幹部，造成一、二十年的人才斷層。

有感於製鞋產業人才發展需求龐大，鞋技中心

在在民國99年成立台灣鞋業人才培訓中心，除在

職公開班之外，也首開職前訓練，培養鞋廠管理幹

部、廠務管理、生產採購等人才。即便沒有任何工

作經驗，也未在校受過相關訓練，透過近400小時

課程能對製鞋實務有基礎瞭解，包括設計、開版、

針車到成型，可自己設計製作兩雙鞋，至今已開辦

37期。彭雯琳指出，為使訓練做出口碑，加上配合

政策需求，陸續鎖定目前人力需求量較大的鞋面車

縫製作、鞋面開版人員，進行職能課程認證，一步

步將職訓系統化，長期推動產業所需人才的能力養

成。

鞋技中心105年申請鞋面車縫製作職能課程品質

認證，針對15歲以上有興趣的民眾作為招生對象，

至今開設兩班，彭雯琳指出，今年首次針對在職從

業人員開設在職班；106年通過的鞋面開版人員職

能課程，今年則持續開設一班職前班，不排除未來

開設在職班。

鞋面車縫製作職能課程由基礎教起，從針車的用途與操作方法、

針車縫線和車針規格介紹、如何排除故障，最後完成女鞋和運動鞋的

鞋面製作，並邀請30年以上經驗的針車老師授課，親自指導針車技

巧，課程時數為52小時。

鞋面開版人員職能課程則教授鞋類功能特性、分類要領及尺度

換算、釐清樣板製作需求，並選擇合適的結構技巧來開發女鞋和運

動鞋鞋面樣板，確定鞋材質性接近的材料和運用相關設備，學員在

課程完成時，可獨立完成女鞋和運動鞋鞋面樣板並進行測試，結訓

後符合進入產業界所需的鞋面開版人員相關知識及技能，課程時數

為114小時。

不論是鞋面車縫製作或鞋面開版，透過系統化把製鞋需要的職

能拆解規劃培訓藍圖，由30年業界經驗師傅帶領入門，傳承台灣的

製鞋技術的同時，終結失業，為結訓學員撐起一片夢想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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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技中心參訓學員背景多元，來自服務業、傳產、電

子業等，彭雯琳指出，不少人因興趣轉職，甚至不乏台大、

政大高材生。101年有名台大生醫系畢業生，放棄兩百萬

年薪，辭職投入培訓，憑著對鞋業的熱愛，結訓後自行創

業，商品還賣到故宮。

鞋業發展有50年歷史，彭雯琳分析，薪資發展是鞋業

的吸引力之一，目前外派薪資為4萬到8萬，日前104人力

銀行調查顯示，鞋業的薪資調幅位居第一，獲利率相較於

電子業、科技業更薄利多銷。近年運動產業商機當道，

NIKE、adidas 等高達八成運動品牌皆委託台商製造，前

景看好。

對鞋業或海外發展有興趣的對象或應屆畢業生，都是

課程招募對象，加上鞋技中心開辦培訓課程多年，許多舊生

會介紹同學、親友參訓。彭雯琳指出，台灣就業市場相對

低薪，部分父母認為鞋業不需經驗就能接受培訓，也鼓勵

孩子參與，多一條就業選擇的道路。

台大畢業生 棄200萬年薪投入製鞋

鞋面車縫製作與鞋面開版人員職能課程，是鞋技中心

從過去400小時的職訓課程中，拆解出的兩門模組課程。

彭雯琳指出，過去學員上完400小時職訓課程就能結訓，

現在每門職能課程都要考試及作品測試，作品依照職能標

準，在細節的要求上更確實，學員的學習成效也相對提高

許多。

鞋技中心培訓課程學員，結訓後就業率都在七成以上，

部分甚至高達九成。彭雯琳表示，導入職能後對學員在能

力養成上更要求，回到職場也得到能力肯定的回饋。

鞋技中心的結訓學員就業後多派駐海外，彭雯琳指出，

過往在就業媒合活動會碰到鞋廠人資部門，對學員都持正

面肯定，「職能課程讓學員能快速適應職場工作狀況，銜

接職場後，於工作實務上也運用到不少課程中學習到的知

識與技能。」鞋面車縫製作職能課程今年開辦在職班，彭

雯琳表示，一班16名學員中，僅2人為公司派訓，其他都

是自行報名上課，因為職場迫切需求，所以專注度更高學

習習成效更好。

學習成效提升 就業率最高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