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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過去台灣紡織產業屬於傳統產業，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下，許多產業

已進行智慧轉型，因此台灣紡織產業也開始跟進智慧化的腳步。面對智慧的轉

型必然會面臨到各種挑戰，例如：資金問題、人才招募等等。因此本研究主要

在探討台灣紡織業在經過智慧化的轉型，對於人力資源管理上之影響以及改

變，從中找出紡織業在轉型中所面臨的難題，再給予整體紡織具參考性及價值

的建議。 

本次研究方法是先透過資料的蒐集來了解紡織業的概況，並針對台灣整體

紡織產業做 PEST分析，再透過與兩間企業訪談，以及問卷調查來深入了解紡織

業在智慧轉型所面臨的難題。 

經分析後發現 A 公司主要環繞「缺工」的問題，B公司問題則主要著重在

「人才培訓」上，這些問題都能視作其他紡織廠可能面臨的議題，而我們為此

也給予了一些提案，像是進行產學媒合、異業合作、推動小組競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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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aiwan’s textile industry wa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With the ris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y industries have undergone an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aiwan’s textile industry has also begun to follow the pace of smart.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isdom, it will inevitably face va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funding issues, talent recruitment, and so on.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changes of Taiwan's textile industry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inding out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gives reference and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overall textile 

industry. 

The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rst underst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conduct a PEST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textile 

industry in Taiwan, and then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wo companie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igence. 

After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company A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blem of 

"lack of workers", while the problem of company B mainly focused on "talent 

training". These problems can be regarded as issues that other textile factories may 

face. We have also given some Proposals, such as industry-university matchmaking, 

cross-industry cooperation, promotion of group competitions, etc. 

 

Keyword： 

Textile Industry、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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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本次研究主要在探討台灣紡織業在經過智慧化的轉型，對於人力資源管理

上之影響以及改變。台灣紡織曾經帶動台灣經濟起飛，在 2018年的世界盃隊伍

的球衣中，其中有 75%是使用台灣製造的機能布料，這也讓世界了解台灣的紡

織實力，台灣紡織工業自 1950年代，經過 60 多年不斷地積極研發與創新，使

得紡織工業成為臺灣產業結構中最完整之生產體系。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

起下，許多產業已開始紛紛面臨到轉型的情況，其中可以觀察到現今的產業趨

勢主要是結合「人工智慧」，以帶動企業的發展，因此台灣紡織產業也開始跟進

智慧化的腳步。過去台灣紡織產業屬於傳統產業，面對智慧的轉型必然會面臨

到各種的困難與挑戰，例如：資金問題、人才招募等等，而這些問題中小型紡

織再進行企業轉型時也有機會面臨到，因此我們想幫助紡織業提出應對方法。 

第二節 研究流程及方法 

 本次研究流程先決定研究主題，並蒐集相關資料，而隨著主題我們也分析

了紡織業概況，為了能夠更加了解台灣紡織之市場情況，以整體環境中的政治

(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以及科技(Technological)四種

因素為台灣整體紡織產業做 PEST分析，而主要的研究方法是透過企業訪談以及

問卷分析，找出紡織業在智慧轉型所面臨人資管理上的問題，並提出相關的解

決方法。最後，為我們這次的研究下結論，期望透過本次研究帶給所有紡織業

者一個具有參考價值、信服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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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紡織業背景 

第一節 全球紡織概況 

2021年的全球紡織規模 5309.7億美元，在 2022年預計增長到 5750.6 億

美元，又預測在 2026 年增長到 7602.1億美元。 

1. 中歐美主導市場 

紡織業對於各國的影響極大，2000年代棉花供不應求，售價提高，導致紡

織品銷量下降，因此紡織業被視作容易受其他參與者影響的行業。 

就 2020年資料來說，中國為紡織品及服裝原料最大生產及出口國；美國則

是原棉的主要生產及出口國，同時也是原紡織品的最大進口國；歐洲的紡織服

裝業在全球市場上處於領先地位。 

2. 新興國家進軍紡織市場 

除了以上三大市場外，印度、越南、孟加拉是紡織業的新興國家，WTO稱印

度為世界第三大紡織製造業國，而越南不斷加強紡織產能，提高服裝紡織業在

各產業中的占比，但超越中國仍有難度。目前全球紡織業就業人數 6000 萬左

右，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紡織製造業是十分重要的產業。 

3. 各國紡織市場 

亞太地區是全球紡織品市場最大的地區，在 2020年佔了市場的 51%。西歐

則是紡織品第二大地區，佔全球紡織品市場的 17%。非洲是全球紡織品市場中

最小的地區。 

第二節 台灣紡織概況 

在過去，紡織業的興起是因為政府的政策，當時臺灣工業的資本不夠，也

不夠穩定，因此才選擇紡織業領導產業，並於 1987年達到了紡織產業巔峰。但

是現在，在台灣年輕世代的認知裡，紡織產業可被稱作為「夕陽產業」，種種的

原因被視作為致命傷，像是獲利結構不佳、人才招攬不易、產品遲遲無法突破

等。不過，目前台灣紡織業正積極進行轉型，將整個紡織產業變得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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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已導入智慧化企業 

目前台灣紡織產業開始導入各種智慧技術及設備，以下舉例幾間國內紡織企

業為例做說明： 

(1) 儒鴻 

該公司與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數位轉型研究所攜手合作，運用智慧設

備使人力成本下降，並將訂單資料做更好的優化，使生產過程中的不良率下降

許多。 

(2) 富綢纖維 

該公司將 AI系統導入到 ERP系統中，透過雲端數據就可以馬上了解生產過

程的錯誤並即時修正，不須等到問題發生後才可解決。又因為富綢從早期就導

入 ERP系統，有訓練員工操作的經驗，所以對於智慧化轉型，讓員工放心不

少，也都相當贊成。 

(3) 和明紡織 

該公司透過 AI 影像辨識從資料庫中快速搜尋布料，如此一來可以節省掉人

工查找的時間，並可以依據客人的喜好從資料庫找出相似的布料，供客人參

考，同時資料庫能協助公司做布料庫存的管理，避免重複打版，增加工作效

率。 

(4) 東豐纖維 

該公司與工研院合作，將 AI導入至機器中，使設備之間可以智慧溝通，讓

整個製造過程更加快速，並兼顧好品質。除此之外，也能使交期縮短，讓客戶

提早拿到產品，節省雙方的時間。 

(5) 國紡實業 

該公司擁有 B2B 的商業模式，在資策會的協助下，導入機器人流程自動化

（RPA1），透過 RPA 能夠蒐集 14個電商平台的資料，不論是顧客、產品庫存、

                                                 
1
 RPA(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流程機器人是一種新興的程式軟體工具，可用來執行重

複性高但有邏輯性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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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量等等，再匯整在平台上，除了工作效率提升外，因為 RPA能 24 小時不停

歇的運作，所以能夠降低人力成本、作業時間與失誤風險。 

(6) 宏遠 

該公司透過建置數位平台，將各部門機台、庫存、現有訂單等資料串連起

來並分析，訂出最佳化的生產策略，產能比人力實作來的精準有效率。 

2. 台灣紡織製造業未來發展 

現在屬於後疫情時代，而各行各業都抱持著「以人為本」的概念。現在台灣

的政府與紡織業者合作，打算未來技術研發將以「高階化」為主、「永續化」與

「數位化」為輔，強化紡織業的核心競爭力並研發出有獨特性、競爭力和高市

場潛力的商品。在建構高階化產品時，應同時考量全供應鏈的「永續化」，使

用環保材料、節能製程、低碳足跡等。加上數位化的新商業模式、營運管理、

平台規範等。 

   在各方面看來，臺灣紡織業仍具有發展性的，可以選擇朝以下幾個方向進展： 

(1) 持續朝高價值、差異化產品精進 

近年臺灣紡織品之品質與附加價值逐漸提昇，有助於提升臺灣產品國際形象，

利用研發各類高附加價值材料，並配合科技及潮流製造各種機能性布料與成衣，

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商機。 

(2) 發展環保性紡織原料供應鏈 

面對環境變遷，人們越來越關注環境議題，臺灣目前已有不少紡織業者投

入環綠色紡織品開發，如尼龍回收再生、原液染色纖維、生質環保紡織品等

等。 

在回收保特瓶 PET 紡織品方面，已在全球建立極高知名度。過去曾提採用

此技術製造服裝，並提供給大型運動賽事選手穿戴。在未來，環保紡織品的發展

趨勢將吸引各界更多關注，臺灣紡織業應掌握國際趨勢與環保規範，以加強國際

產銷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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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具時尚感的機能性紡織品 

現代人開始重視運動、氣候變遷、紡織品質，使機能性的紡織品研發埋藏廣

大市場商機。在具高機能性的同時，年輕人對於時尚的標準日漸提升，高機能與

時尚兼具的需求漸增。雖然目前臺灣紡織業已成為全球機能性紡織品的研發和生

產重鎮，但在知名國際品牌皆陸續推出機能性時尚服飾下，臺灣需積極擴張紡織

市場版圖。 

(4) 強化設計與品牌實力 

臺灣紗線、布料在全球市場受到極高評價，全球主要知名品牌幾乎都會採購

臺灣紗布原料，尤其利用在機能性產品的量最多。反之，臺灣下游時尚服飾設計

與品牌處於弱勢，因此需要積極發展，品牌除了創造商機外，也可以帶動臺灣紡

織布料的創新，將原料、品牌及供應鏈做整合，臺灣紡織業勢必能再成長。 

(5) 發展具潛力的智慧型紡織品 

智慧型紡織品近年來越來越受歡迎和重視，未來除了開發穿戴式運動智慧型

產品外，為應對人口老化的現象，健康照護領域亦是發展的趨勢，如何將生醫產

業技術及紡織業整合創新也是發展重點。 

(6) 尋求新南向契機 

全球情勢變化及區域整合趨勢，臺灣必應當做出適合的決策與調整，新南向

政策是為我國的重要政策之一。以現況來說，東南亞地區在市場及經濟成長上相

當有發展潛力，也具有勞動力優勢，可幫助紡織業發展，簽署多項 FTA 等貿易

協定，有利於進軍當地投資設廠。 

(7) 發展紡織供應鏈智慧化 

為了帶動產業發展與提升競爭力，各國都在關注製造業升級轉型、企業社會

責任、環保永續等議題，臺灣身為製造大國，也應該積極跟上腳步，讓紡織業真

正的蛻變轉型，政府可以適當的幫助企業，像是輔助紡織產業引入物聯網、大數

據分析、雲端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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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1) 政治 Political 

 勞基法 

根據勞基法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四十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

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

十八小時。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快速鬆綁外國人才來臺及留臺工作及生活之各類法規限制，主要為加強延

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新經濟移民法 

將優先留用在台求學的僑外生和工作逾 6年以上外籍人才，以補充中階技

術人力缺口。 

同時，政府也推動稅賦合理化，使企業投資更加靈活。為了帶動紡織產

業，政府積極洽簽 CPTPP，另外，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 (開源、

節流、調度、備援)的各項工程，以保證供水的穩定。 

(2) 經濟 Economic  

 進出口市場 

台灣紡織第一大出口市場為越南，第二為中國大陸、美國、印尼及柬埔

寨，合計總出口佔比達 61%；第一的進口來源於中國大陸，其次為越南、歐

盟、美國及日本，合計佔進口總值比重達 78%。 

在 2021年台灣紡織出口總額為 90.24億美元，相比去年上升 20%；進口總

額為 38.59億美元，與去年相比上升 15%；貿易順差為 51.65億美元，較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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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加 10.01億美元，上升 24%。 

2021年因新冠疫情的影響以及國際油價的上升，使原物料跟隨上漲，美國

棉花期貨已上漲至 40%，創下 10年紀錄。  

排名 主要出口地區 進口額 

(億美元) 

總出口額 

占比(%) 

同期比較(%) 

1 越南 23.15 26 22 

2 中國大陸 14.81 16 18 

3 美國 8.15 9 20 

4 柬埔寨 4.58 5 28 

5 印尼 4.45 5 34 

        合計  55.14 61 22 

圖一 台灣紡織主要出口國 

排名 主要進口地區 進口額 

(億美元) 

總進口額 

占比(%) 

同期比較 

(%) 

1 中國大陸 17.18 45 18 

2 越南 5.39 14 15 

3 歐盟 3.40 9 19 

4 美國 2.09 5 25 

5 日本 2.00 5 -1 

        合計  30.06 78 16 

圖二 台灣紡織主要進口國 

項目 出口額 

(億美元) 

占比

(%) 

同期 

比較

(%) 

出口量 

(萬公

噸) 

同期 

比較

(%) 

單價 

(美元/

公斤) 

同期 

比較

(%) 

1纖維 5.07 5 5 38.80 -3 1.31 9 

2紗線 12.77 14 25 42.89 8 2.98 16 

3布料 62.60 69 24 69.70 12 8.98 11 

4成衣及服飾品 4.71 5 14 2.19 6 21.47 8 

5雜項紡織品 5.09 6 -8 7.11 0.4 7.17 -9 

合計 90.24 100 20 160.69 6 5.62 13 

圖三 2021年台灣紡織出口產值 

項目 進口額 

(億美元) 

占比

(%) 

同期 

比較

進口量 

(萬公

同期 

比較

單價 

(美元/

同期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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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噸) (%) 公斤) (%) 

1纖維 3.39 9 18 17.51 1 1.94 17 

2紗線 5.88 15 74 13.00 1 4.52 29 

3布料 5.76 15 7 8.99 35 6.40 14 

4成衣及服飾品 19.19 50 6 11.64 -7 16.49 6 

5雜項紡織品 4.37 11 12 8.52 0.1 5.13 2 

合計 28.59 100 15 59.66 7 6.47 7 

圖四 2021年台灣紡織進口產值 

(3) 社會 Social 

 產值、營運工廠、從業人員 

據行政院與經濟部統計，2021年台灣整體紡織工廠總計 4,568家，員工數

估計 140,884人，產值高達 3,456億元；其中紡織總值達 3,281億元，約占整

體比重 95%。 

 

圖五 台灣紡織產業之產值、營運工廠、從業人員 

 人均產值 

台灣紡織員工人均產值從 2005年 303萬新台幣到 2021年 245萬新台幣，

總共下降 19.1%，原因是由於 2019年爆發新冠疫情以及中美貿易戰，進而影響

全球供應鏈與消費市場方面較為嚴重，可以發現台灣紡織員工人均產值在 2019

年明顯開始下降，2020 年更是創下歷史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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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005年至 2021年台灣紡織員工人均產值 

 工作時數 

由於新冠疫情使得人流方面受到影響，導致台灣整體紡織產業每月平均工

作時數從 2005年至 2021年減少 25小時。 

 

圖七 台灣 2005年至 2021年台灣紡織平均每月工作時長 

 平均月薪 

據行政院統計台灣整體紡織平均月薪從 2005年 34,340新台幣上升至 2021

年 40,690新台幣，每年平均月薪增加了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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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2005年至 2021年台灣紡織平均月薪資 

(4) 科技 Technology 

2020年貿易局為幫助台灣紡織產業能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與紡拓會

合作推動為期三年之紡織品整合行銷與商機開發計畫，期望透過積極推廣台灣

紡織品，增加台灣紡織在國際市場之市占率。此外，政府也委託工研院、紡織

所、紡拓會與鞋技中心一同執行 8項專案計畫，8項紡織計畫分別為：紡織產

業智慧生產推動計畫、鞋類暨成衣服飾智慧生產推動計畫、戶外休閒紡織聚落

數位串整計畫、智慧紡織創新整合推動計畫、時尚跨界整合旗艦計畫、紡織品

機能與品質提升計畫、紡織相關產業整合推動計畫、纖維材料循環驗證體系建

置與示範計畫。其計畫內容以設計加值與數位轉型為主要發展核心，4項主軸

紡織產業之專案計畫分別為：智慧製造、固本、節能減碳、孕育人才。 

 智慧製造：透過數位平台結合品牌時尚，使製程資訊數位化、聯網化、可

視化，落實商品化的製作。 

 固本：使用具環保、智慧化之機能性紡織產品，以帶動整體紡織產業之價

值鏈。 

 節能減碳：以全球回收標準(GRS)為準，增加能源使用率並開發低碳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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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人才：與產學合作、與產業工會一同培訓人才，期望引導台灣紡織產

業打造新天地。 

 ESG：由於氣候變遷日益嚴重，加上環保意識提升，各國開始制定一些制

度，其中聯合國在 2005年提出 ESG，使社會開始重視環保的概念，而這也

成為評估企業的一種投資方式。 

 

第三章 紡織業智慧轉型的優劣勢 

   在智慧轉型被廣泛運用在產業中，許多業者或廠商都還未有概念，進到企業

內部後，又有什麼條件、該花多少資源…等，都是企業需要考慮到的，對於企業

內部之運行也存在著可大可小的優劣勢，在這部分我們進行探討，並提出了相關

的想法，最後閱讀和找尋了相關的研究資料來支持我們的論點。 

第一節 紡織業智慧轉型的優勢 

1. 增加工作效率 

在日本，職場員工配戴的證件上，裝置了 AI 感應晶片，會記載人體的身體

動作、對談等狀況，如果對話雙方都有配帶感應晶片，還會紀錄對象是誰、對談

的時間長短等，並將接收的資訊進一步分析，給予職員各種建議，不論是會議進

行、時間安排，以及工作進度等，不少員工因此提高工作效率，還增加與同事互

動時間。 

而 Google Workspace 透過機器學習來幫助員工增加工作效率。以及歐洲商

學院的資料顯示，人工智慧可以幫助員工在重複性和搜集資料導向的工作中，獲

得更精準的資料且更有效率。 

2. 人工失誤率降低 

根據先行智庫之資料顯示，像是員工入職以及離職、工資單、工作時數以

及福利管理…等。這都使人力資源部員工可以將精力集中在對公司更有價值的

任務上，也可以減少人為錯誤的可能性。例如：用員工手寫完成工資單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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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休假時間表…等，容易發生人為錯誤。因此藉著人力資源自動化，可以簡

單且迅速的完成，並降低錯誤。 

3. AI技術使工作簡單化 

根據 UMEA UNIVERSITY 的文獻資料，人工智慧是被運用來做決策的輔助者而

不是一個自主決策者，並且組織採用更順暢、具合作性的設計為了在決策時能更

加充分利用他。人工智慧用來處理複雜的事情時，是很有效率的工具，然而人類

的能力似乎在不確定性以及模棱兩可情況下更為相關。 

第二節 紡織業智慧轉型的劣勢 

1. 面臨失業風險 

根據 Mckinsey 發布的「失業與就業：自動化時代的就業變遷 (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針對全

球 46 個國家、800 種職業進行調查，結果呈現未來全球將有 2 成的工作會被

機器人取代，其中先進工業國家的就業人口受到自動化影響較大，只有知識密集

度越高、可預測性低的職缺不易受到影響。 

2. 年長員工不願意學習+年長員工增加學習的時間成本 

   在此專題訪談研究中我們認為年長員工學習的時間成本需要花費較多，也可

說是效率相對低，根據 Thomas Zwick的論文中說到年長者的參與度相對較低，

因為對於職業發展、收入增加、獲取新知及工作靈活性…不抱有太大的興趣，那

些員工因為工作穩定，也不再有雄心勃勃的目標，因此公司也就較少給予老員工

培訓機會。而該篇文章說明造成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公司沒有針對老員工提出正

確適合的培訓內容。 

   再來藉由盛慰先「專業人員在系統整合過程中抗拒行為之探討─製造業 PDM

與 CAD，ERP系統整合之個案研究」，本篇論文研究目的在於資訊整合所產生的抗

拒行為，以專業人員和一般使用者來做說明，而資訊的整合也算是智慧轉型的一

環，而我們所研究「員工抗拒學習新智慧技術」的原因，剛好可以從本篇得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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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此研究指出資料透明化導致工作地位改變會影響一般使用者及專業人員的心

理，對系統的需求及預期、權力與控制改變以及工作內容與溝通管道變動都是人

員抗拒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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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 

 本次研究我們主要以企業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而本章是根據我們的訪談

結果來進行分析，了解紡織業在智慧轉型的過程，並以探討人力資源管理面為

主要目的，在這部份我們會分成四部份來做說明： 

第一節 智慧轉型的契機 

以全球紡織產業來說，國外紡織業在智慧轉型這塊領域領先臺灣很多，並且

運用得更加純熟。以大環境面來看，智慧轉型或是人工智慧應用是一個未來趨勢，

也可以說是工業時代的轉換，如果不適時改變、更新，會被環境逐漸淘汰。此外，

跟國外品牌廠商合作後，他們也會要求自動化轉型，面臨環境與合作對象所驅使，

智慧轉型是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除了國外因素外，國內也有政府與相關協會會

舉辦國內外交流會，使國內紡織業者可以學習、交流新技術或新經驗來拓展自家

企業。舉例來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2023年邀請德國 FIBO 國際健

身與康體博覽會共同舉辦時尚機能紡織品聯合推廣專案。 

第二節 智慧轉型的過程 

1. 面臨的挑戰 

在智慧轉型的初期，會面臨到一些挑戰，經過訪談與資料搜尋，我們分成兩

部分做說明，第一部分是生產面，第二部分是員工面。 

(1) 生產 

在生產面我們發現有兩點是首當其衝的挑戰，第一點是資金與新技術的研發，

第二點設備的應用。首先，資金與新技術的研發，公司需要擁有足夠的資本來去

支持他們轉型，公司需要額外的成本去投資陌生且不熟悉的領域，從我們與兩間

公司訪談的資料來看，A公司提到在數據分析智慧化十分耗時，分析一個案例需

要花到兩個星期，數據的出現也需兩個星期左右，在這部分他們仍與工研院討論

該如何優化。而 B公司研發出具有專利的，且對環境友善的無溶劑膠，但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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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也花費大量時間及研發成本。此外，對於紡織業來說，能順利轉型的關

鍵在於硬體和軟體設備的更新，因此要不斷的購入新設備。 

(2) 員工 

員工原本習慣用紙本來記錄，因為智慧轉型他們必須改變工作方式，這些改

變一定無法馬上習慣，因此也會出現抗拒反應。第二，雖然目前智慧轉型愈發成

熟和廣泛，但並無法完全替代人力。與我們訪談的兩間公司皆有遇到這些挑戰，

A公司用遠端監視機台運作，B公司則是使用 MES系統管理製造過程的生產數據，

但兩間公司皆須依靠巡場人員定期檢查系統是否能夠正常運作。 

2. 轉型的利與弊 

首先是利的部分，用電腦去取代勞力工作，讓所有員工可以更快速的工作，

因此，第一線人員雖縮減，但依然能夠保有一樣的產能。第二，可以透過 AI 追

蹤每匹布的生產進度以及生產位置，也就是所謂的生產履歷，這不但可以增加生

產效率，還能有效地減少生產和時間成本。此外，對於產品揀貨的正確率上升，

出貨的精準度提高，顧客的滿意度也增加，對於企業正面形象是有加分的。 

相反的，智慧轉型有利也有弊，就弊而言，智慧化的應用使資訊在雲端上透

明公開，包括所有的生產成本、獲利會沒有秘密，因此品牌商也能輕易掌握公司

內部生產資訊。舉例來說，品牌商能夠得知生產成本進而插手，要紡織廠壓低利

潤。因此透明化這點對於紡織業是個威脅。利與弊其實一體兩面，所以企業要自

己去衡量自己能夠承擔到什麼程度，再去做開放。 

第三節 人力資源管理 

1. 智慧設備與員工的關係 

轉型後，產線人員的需求會相對減少，但產線人員並沒有減少工作量，原本

操作機器轉為監督，在轉型後，廠房可以 24 小時運作，人員的排班、工時和工

作內容都會有變動，產線人員轉變為巡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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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面臨智慧轉型的態度 

前面有提到，因員工還無法迅速適應新系統的操作，而且產生抗拒及排斥，

但公司有意識到這些問題並且提出員工培訓，一步一步教導他們該如何操作，使

員工們儘早步入正軌。除了員工培訓，員工心理上也要讓他們慢慢去接受，管理

層會實際與員工們溝通，使他們知道公司轉型目的，若自己不跟上這波趨勢就會

被環境所淘汰，讓他們能一邊學習一邊調整心態。此外 B 公司擁有自家的 IT 部

門，因此當員工們遇到操作上的問題時，能夠及時排除，讓員工遇到問題時不會

停滯不前，能夠得到即時解決。另外如果有新員工的加入，公司會提供完整的教

育訓練機制，讓員工接觸各個單位，學習每個部門的運作，同時也會安排課程，

讓員工快速了解工作內容。 

3. 公司內部上下推動智慧轉型的運作模式 

根據訪談結果得出，兩間公司內部推動智慧轉型的方式較不同。A公司的公司

內部沒有資方，都是專業經理人，因此在做智慧化轉型時，並不是以上對下的方

式去命令，而是大家集思廣益，基層員工可以提出想法，一同參與討論，最後公

司的每位人員都有共識，再一同執行。在 A公司，每個單位會互相協助，像是生

產技術處的團隊會去協助不同單位去構思智慧轉型藍圖出來，使該單位有方向去

執行。此外，A公司的內部資訊都是公開透明的，員工可以清楚知道公司的運作

情況，以及自己所付出努力的結果。用一句話說明，A公司全體人員一條心，擁

有相同目標並共同邁進。 

相反的，B公司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內部管理，大多是由管理層提出想法，再

交給員工們去實際執行，在操作過程中有遇到問題時，再向上回報。B公司也提

到，比起公司上下階層的衝突，平行部門間的衝突比較多，因為生產流程繁雜，

各部門或員工間持有不同的觀念，在出貨時有些員工並不完全照著程序走，而是

覺得自己的做法更有效率，但一不小心會造成後面的流程紊亂，進而影響全體製

造效率，當員工無法解決彼此間的問題時，就會將此情況上報給主管，主管會做

些調整，但大部分都是員工們自己協調。每個部門有不同立場，遇到衝突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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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是一門大學問。 

4. 人員招募及外派 

(1) 人員招募 

在人員招募面，透過訪談得知，兩間公司皆面臨相同的問題「難以吸引年輕

人」。A公司的地理位置較偏僻，旁邊又是科技園區，因此，年輕人會比較傾向至

科技業發展，而非傳統產業。公司內部的平均年齡為 40歲至 45歲，傳統產業的

升遷速度較科技業來得快，通常在 40歲就能升到主管階級。此外，A公司目前新

進員工大多是由內部人員介紹，間接給予公司肯定，相比招募進來的員工，能更

了解公司內部情況和目標。A公司在訪談中也提到，比起有經驗及相關背景的人

力，更想招募剛畢業或職場新鮮人，因為可塑性較高，不會拿過往經驗來和新模

式做比較。 

B 公司一樣也面臨到難以招募新鮮人的問題，雖然有與學校進行建教合作，

但紡織業的工作環境，還是讓許多年輕人卻步。在轉型過程中 B公司擁有具專利

的智慧技術和 IT 相關人才，因此對招募新智慧轉型相關人才的需求並不高，除

非此部門流動率高，才會特別招募。 

然而，近幾年，各產業開始注重環保和企業社會責任，在研發新商品或新技

術時都會需要注意這些細節，因此招募此類型的人才也是企業著重的部分。 

(2) 人員外派 

人員的外派對於紡織產業來說十分重要，目前有許多公司都將廠房拓展到國

外，因此人員的調動勢必會被影響，海外廠的管理階層皆是從台灣外派過去，畢

竟總公司在台灣，也較了解該怎麼運作。兩間公司對於外派，都是採自願式，會

依據員工的意願及職涯規劃去做安排，在面試時會先與面試者討論。 

第四節 未來發展 

1. 設備規劃 

智慧轉型目的其一為增加生產效率，因此設備十分重要。而 A 公司在智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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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時遇到最大的設備問題在於伺服器故障，為解決此問題，公司也積極處理，因

為伺服器當機會造成工廠完全停擺，因此，他們建立備援主機，並交叉備份，避

免資料遺失。除此之外，資訊系統長期使用會面臨記憶體、儲存容量不足的問題，

這部分公司也在努力優化中。 

則 B 公司的智慧轉型目前主要集中在業務以及供應鏈的開發推動，較重視生

產面的智慧化。在未來，他們打算專注供應鏈以及客戶端去做發展，B公司除了

B2B 的商業模式外，也有 B2C，實體零售也是他們的利潤一環，在這部份他們也

面臨了一些問題，實體商店的位置不同，每間實體零售的銷售量無法將串聯成一

個網絡，也就無法即時通報，現仍以人員直接巡查回報紀錄。在未來智慧轉型 B

公司打算朝這方面發展。銷售方面比較大同小異，大多企業使用的系統都類似，

所以打算與廠商合作，使用現成的系統，像是自動化倉儲系統，就計畫使用廠商

現有系統。雖然下一步打算以客戶端智慧化為主，但仍會同步持續進行生產智慧

化，像是製程的部分，原料研發是紡織產業創新的重點，因此會做花費大量時間

去做研發調整，並與政府進行合作，開創更多智慧化技術。 

2. 「靈活」的重要性 

不僅是人員配置，甚至訂單調整都要很靈活，像 A 公司能隨時在手機上做監

控管理，面對突發狀況也能更快的應變。目前，各大產業都很重視跨境電商這個

議題，紡織業也不例外，前面也提到說 B公司除 B2B外也有同步做 B2C。跨境電

商沒有國界的問題，全世界都可以上網、下單，但運費將會是個問題，因此會以

有設廠的海外據點優先發展，B公司在越南就有設立工廠及公司，就打算先發展

此地，因為可以形成一個配送中心，當地生產，當地配送，就會比在台灣進行海

外配送來的省時省力。除了原有的據點，也會看看市場上有無能合作的客戶去擔

任配送中心的角色，再去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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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問卷分析 

個案分析結束，我們製作一份問卷，為了是想更加了解智慧轉型對於人力

資源管理的挑戰，最後有幸能收集到 A公司的問卷資料，樣本人數 38 人。使用

以下兩種分析方法： 

 利用問卷資料製成圖表分析 

 SPSS分析(年齡劃分成 40歲以上、40歲以下，年資 6年以上、6 年以

下)，將年齡、年資以及性別列為控制變因，以下為本次分析內容。 

 

圖九 A公司員工生理性別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九)，該問卷的填寫男女性別比趨近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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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A公司人員年齡分布比例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十)可看出各年齡層比例相近，平均年齡大約為 39

歲，年輕人（20歲~40 歲）大約佔比接近一半（44％）。 

 

圖十一 A公司人員年資分布比例 

根據調查顯示(圖十一)有將近一半年資都是十年以上，可能因為是傳統產

業的關係，所以新進員工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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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A公司人員畢業於理工科系之比例 

 

圖十三 A公司畢業於理工科系員工認為自身智慧應用的了解程度 

針對問卷調查，分析理工相關科系（先篩選出是否為理工相關科系）的員

工去進行調查(圖十二)，主要為了了解他們是否熟知公司的智慧化運用。調查

結果顯示(圖十三)有 50%畢業於理工相關科系的員工都對於智慧化有一定程度

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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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A公司人員對於自身部門智慧應用程度的認知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十四)，大多數的員工都同意自己所處部門的智慧化

應用程度相當高。 

 

圖十五 A公司人對於智慧轉型有助提升競爭力的想法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十五)，可以看出員工大多贊成智慧轉型提升公司的

競爭力，只有少數持不同意見，所以智慧轉型，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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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A公司人員對於自己工作會被取代的認知 

圖十七 SPSS分析一 

圖十八 SPSS分析二 

經過智慧轉型後，在(圖十六)可看出員工有半數認為自己目前的工作是不

容易被取代的，而再透過 SPSS分析(圖十七)，我們發現 40歲以下的員工認為

自己的工作較容易被取代，總體來說，女性又相對於男性更認為自己的工作容

易被取代(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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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A 公司員工對智慧轉型可以增加升遷機會的認知比例 

圖二十 SPSS分析三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十九)，無法顯示出智慧轉型與員工晉升機會之間的

影響，所以我們利用 SPSS分析(圖二十)，發現 40歲以下的員工認為自己的升

遷機會可能因智慧轉型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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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A公司員工認為智慧轉型造成部門轉換的可能性 

圖二十二 SPSS 分析四 

根據調查結果(圖二十一)顯示，公司的員工年齡越高，對於智慧轉型會影

響部門轉換的認同度越低；年紀越輕者，對於部門間的轉換認可度則較高。而

運用 SPSS分析(圖二十二)也得到相同的結果。 

 

圖二十三 A公司員工認為智慧轉型使工時增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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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SPSS 分析五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二十三)可看出推動智慧轉型後，有半數以上的員工

認為智慧轉型不會使工作時間增加。但透過 SPSS分析(圖二十四)，我們發現有

部分年資較淺者認為公司智慧轉型，是會讓工作時間增加的。 

 

圖二十五 A公司員工認為智慧轉型使工作複雜度增加比例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二十五)，可以看出推動智慧轉型後，有半數以上的

員工認為智慧轉型不會使工作複雜度增加，也反映出智慧轉型下的優勢。 

檢定統計量a

{workyear}*以年資6年以上

及以下去進行區分

公司推動智慧轉型使我每日

平均工作時間增加。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89.5

Wilcoxon W 統計量 467.5

Z 檢定 -2.079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038

精確顯著性 [2*(單尾顯著性)] .057b

a 分組變數：workyear

b 未對等值結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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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A 公司員工認為智慧轉型使跨部門溝通機會增加比例 

針對智慧轉型對於跨部門溝通的影響程度調查(圖二十六)中，我們分析後發現

研發部門與行政管理部門的調查結果是較為明顯的。 

 

圖二十七 A公司員工認為智慧轉型使工作負荷度降低比例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二十七)，可以分析出半數受調查的員工認為智慧轉

型使工作量減少，工作壓力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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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 A公司員工參加培訓課程比例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二十八)，趨近半數員工會參加公司安排的數位轉型

培訓課程，以適應產業趨勢下的變化。  

 

圖二十九 A公司員工會主動收集數位轉型資料比例 

為了適應新環境、新工作模式，調查結果顯示(圖二十九)有半數以上的員

工會自行收集與工作相關的數位轉型資料，讓自己更有競爭力，適應產業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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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 A公司員工願意額外修習轉型課程之比例 

根據調查結果(圖三十)，員工願意自行額外修習數位轉型相關課程的人數

相對減少許多，因此，公司若提供與課程相關的補貼，或許能使員工有更強烈

的學習意念。 

 

圖三十一 A公司員工不適應智慧轉型之比例 

公司經歷智慧轉型過後，調查結果顯示(圖三十一)，無論年資深淺，都是

有可能遇到工作上的困難，尤其以 10年(含)以上的比例是最多的，所以為了解

決此問題，公司有特別設立專門解決員工問題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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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 A 公司員工認為智慧轉型會使人員間溝通困難之比例 

圖三十三 SPSS 分析六 

根據問卷調查(圖三十二)在溝通方面整體而言多數都沒有困難。在 SPSS分

析（圖三十三）中，各年資、性別、年齡群上比較結果，都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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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A公司員工認為智慧設備使工作更便利之比例 

經過調查分析後顯示出(圖三十四)，過半數的員工覺得使用智慧化機器或

系統，可以使工作更便利，與(圖二十七)的結果相同，這就是智慧轉型的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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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 A公司員工認為學習智慧機器與系統困難之比例 

圖三十六 SPSS 分析七 

根據問卷調查（圖三十五）的結果顯示大多數在使用智慧機器或是系統是

上手容易的。在 SPSS 分析（圖三十六）中，年齡、年資、性別較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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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紡織業在智慧轉型所面臨的問題 

 經過文獻的蒐集以及與兩間公司訪談後，發現了紡織業在智慧轉型下或多

或少都會面臨到問題及挑戰，而我們將這些問題列出來，為後續向紡織業提出

解決方案做整理。而我們將這些問題分成兩大項去做說明，分別為第一節缺

工，以及第二節人員培訓的困境。 

第一節 缺工  

智慧轉型大多人第一個會先想到自動化，而自動化不禁讓人聯想取代人

力，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在智慧轉型下，機器設備的運用是在幫助提高生產

效率，而非替代員工，在前面的個案訪談也有說明到，運用了這些機器後，員

工的職責改變，從原本親自操作，變成監督者，同時智慧化的應用需要更多相

關背景的人才，因此，智慧轉型後仍會出現缺工的問題。這部份將問題列點，

分為轉型前就有，轉型後依然存在的問題，以及轉型後才出現的問題做說明。 

 

1. 轉型前就有，轉型後依然存在 

(1) 傳統產業的刻板印象 

紡織業是屬於傳統產業的其中一項，而在大家既定的印象裡，傳統產業多

是勞力密集型產業。不同於以往，紡織業正持續積極地在進行智慧轉型，不只

依靠勞力去生產，而是善用自動化機器、電腦數據蒐集和資料庫分析等等，雖

然轉型改變了內部的運作模式，但人們不會主動去接觸了解，因此對於紡織業

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過去的記憶當中，在選擇工作時，選擇紡織業的可能性較

少，這也是為什麼會造成缺工的原因。 

(2) 地理位置偏僻 

對於紡織業來說，工廠是生產基地，而這些工廠大多位於較偏僻且交通不

便利的地區，而工作地點往往是人們是否選擇該工作的原因之一，因此對於紡

織業是相較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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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環境惡劣 

紡織廠有許多技術是在高溫環境下才能執行的，像是布料的染整。待在這

種較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往往會讓求職者卻步，而這個問題並不是依靠智慧轉

型就能解決的問題，這也成為了紡織業在人才招募的劣勢。 

(4) 品牌曝光度低 

在台灣，紡織企業多為中小型公司，因此品牌知名度不高，只有少數上市

上櫃的公司，而品牌的名聲也是影響求職者的選擇之一，對於不熟悉的企業往

往會擔心，不論是公司的運作狀況，或是生產製造的問題，無法容易得依靠資

料搜索去得知，因此在選擇工作時，也就不會選擇進入紡織產業。 

2. 轉型後出現的問題 

(1) 產品品質提升，訂單量增加→智慧轉型相關人才需求上升 

智慧轉型帶來新的生產技術，在更有效率的同時，產品的品質也提高了，

像是運用 AI視覺技術來辨識錯誤的生產工序，或使用資料庫蒐集分析，將機台

運作的情況做傳送到數據庫，這些資料將會成為紀錄，讓未來的作業流程更加

順暢，並把失誤率降到最低。而這些技術的進步也讓產品品質提升，也讓公司

的訂單量大幅增加，雖然在生產依賴自動化機器，但仍得有人負責監督機器的

狀況或進行智慧化分析，因此具有該相關知識背景的人才也就大幅上升。但

是，對於這些人才來說，科技電子產業往往會成為就職的第一項選擇，因此，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缺工的問題出現。 

第二節 人員培訓的困境 

    智慧轉型為紡織業帶來許多好處，生產效率得提升，同時也讓生產成本下

降，在讓生產更加順暢之時，卻面臨人員管理上的的問題，新技術的應用改變

了員工的工作，人員培訓的方式也與以往不同了，我們在訪談中發現，紡織業

在轉型時，人員培訓的環節遭受了一些困難，在此我們也分析出為何紡織業會

面臨此困境的原因，以下分成三點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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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員工反應 

智慧轉型帶來了新的技術，也產生了新的工作模式，過去手動操作的工作

都轉為智慧設備操作，原本用紙筆記錄的文件，都變成電腦記錄分析，這些轉

變或多或少都會讓員工不適應，因為是第一次去接觸操作，員工會感到陌生不

熟悉，在之前沒有相關的工作背景及知識，因此會產生抗拒的心理，進而對學

習智慧技術這件事感到恐懼排斥。 

2. 學習能力 

根據前面的文獻資料有提及到，老員工學習效率相對新員工來得差，尤其

智慧轉型又是新的技術，老員工有著過往的經驗背景，也因為年齡較長，對新

事物的學習自然就需要花更多時間去適應學習，為了不讓這些員工被淘汰掉，

公司也就需要積極的制定培訓計畫，為老員工找到合適的學習方法。 

3. 公司上下階層關係 

透過第五章的個案分析我們得出兩間公司推動政策的方式並不太一樣，也

就間接證明了上下階層的關係距離會不太相同。在智慧轉型時最需要的就是操

作者的回饋才能進步，但人員在操作智慧設備時若沒有將實際情況準確的傳達

給上級，那公司上層便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切都很順利，也就是說較少給予回

饋會較遲才發現問題，也會使公司內部的進步較緩慢。然而上下層級資訊不對

稱，也會使得人員培訓變得困難，有些企業是由上宣達作業方式，若此時主管

未傳達清楚便會使員工混亂，讓整體規劃變得撲朔迷離。總體來說，上下階層

的關係多少會影響人員培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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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紡織業面臨智慧轉型的解決辦法 

    經過訪談後，我們更加了解紡織業在智慧轉型時會遇到的人資管理的挑

戰，而我們也在第六章整理出紡織業在智慧轉型所面臨人資管理面的問題，在

此針對這些困難，我們也討論出了一些解決方案以做應對。 

第一節 人才招募 

1. 參加產學合作，消除既定印象 

紡織業在大眾的印象當中是屬於勞力密集產業，工作環境跟電子業相比更

加勞累，薪資方面跟科技業相比也是有所落差，導致在人才招募方面就更加困

難。經過訪談後，我們了解到紡織業並不再像以前一樣傳統，而是做了許多智

慧化轉型，工作環境也有改善許多，這些轉變對於沒接觸紡織業的人來說是不

清楚的。然而，為了讓大家更加了解紡織業的變化，並吸引更多人才進入紡織

業工作，可以先從產學合作開始，從學生開始招募起，讓年輕世代更加認識紡

織業，並讓學生在畢業後有機會直接進入職場，除此之外，注入更多的新鮮人

也能為公司的智慧化有更多的創新，與新時代接軌。 

2. 提供優渥的員工福利以及額外的獎金制度 

透過 104人力銀行的 2021年員工 C.E.O 調查中，有提及到求職者尋找工時

最在意的三個要素，「薪資條件符合期待」、「獎金制度公平合理」與「福利制度

佳」。因此，紡織產業可以從員工福利以及獎金制度來進行一系列完善的規劃，

並制定出更吸引人才進入的條件，如：公司地理位置偏遠，可以提供住宿補貼

或是通勤補貼，讓員工可以節省相關開銷，此外，獎金制度也可以做多元的變

化，如：可以舉辦競賽或是智慧發想創意活動，提供額外優渥的獎金或是其它

的獎勵來鼓勵員工參加，透過以上的方式去進行的話，也許能吸引更多人才進

入紡織業。 

 



紡織產業智慧化之人力資源管理的挑戰 

                                    40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22 年) 

 

為了能更加解決紡織業缺乏人才的問題，可以透過其它的解決方案來讓大家

更加清楚了解整體的紡織業情況，以讓大家可以對於紡織產業有更多的興趣以

及在未來更願意嘗試在此產業工作。 

3. 異業合作 

紡織產業可以透過異業結合的方式與其它零售商來進行合作，如：與民生方

面的品牌商進行多元化紡織品開發、與網路知名度較高的網紅或者是突然人氣

暴增的新星合作一起聯名開發紡織品……等，以讓紡織產業有更多不一樣的發

展並且也能讓大眾知道台灣紡織產業並不再是像以前的傳統產業，而是有做出

更多創新的變化。 

4. 利用社群媒體宣傳紡織業的創新理念以及特色 

    透過此次的訪談，了解到紡織產業是有許多方面與我們所認知的傳統產業

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假如能透過社群媒體來行銷紡織產業蛻變的過程以及訪

問紡織公司或是紡織相關的政府單位來講述此刻的整體紡織業特色發展以及未

來趨勢，以讓大眾可以更加知道紡織產業的概況。 

第二節 人才培訓 

1. 找紡織業相關人員制定學習計畫並預先模擬工作環境 

新進人員剛進入公司時會不熟悉智慧紡織，或是資深員工對於紡織智慧化的

相關事物不太熟悉，若邀請與智慧紡織相關的講師來為員工們進行知識的補

充，並制定出完整的學習計畫，可以讓員工更加的了解紡織智慧化。除此之

外，透過預先模擬工作場域並搭配學習計畫進行培訓，可以使員工更清楚了解

整個紡織智慧過程是如何進行，讓工作過程更加順利。 

2. 透過小組競賽以及績效評估，並給予適度獎勵來增加員工競爭力 

在紡織智慧化的過程中，為了讓員工更加適應以及投入此過程，可以舉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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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培訓競賽，讓員工組隊參加以獲取額外的獎勵，同時也能培養員工團隊合

作的能力。此外，也能透過績效評估的方式來進行員工培訓，以衡量員工在各

方面的表現，讓員工更加努力地去提升自我。 

3. 與員工適度溝通 

無論在哪一個產業，員工都是公司組成的基本要素，公司要適度與員工溝

通，並聆聽員工的聲音，才能使公司的營運更加順暢。透過本次研究，我們得

知紡織產業在智慧轉型中，跟員工溝通是極度重要的。透過溝通可以了解到員

工在各產線工作時所面臨到的問題，也能知道員工內心的想法，如此一來，也

就能去針對各項問題去解決以讓日後的員工培訓獲得更大的改善。 

4. 高層不定期去第一線視察，觀察員工狀況並給予關懷 

透過本次研究，了解到紡織智慧轉型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艱辛的情

形，尤其紡織產業最重要的生產環節。若高層主管們能不定期直接去現場視

察，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員工在工作時所碰到的問題，並給出回饋以及關心，可

以讓員工感到被重視，也就會更加投入於工作中。 

5. 與政府單位以及技術研發機構進行培訓合作 

經過本次研究，了解到台灣紡織業能有亮眼的表現，是除了紡織產業努力投

入智慧轉型之外，也有政府單位及一些技術研發機構來進行幫忙，讓整體紡織

產業能更快的進步，跟上世界的腳步。因此，紡織產業在進行人才培訓時，若

能與政府和機構合作，並給予員工更多的指導，能讓員工對於智慧轉型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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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紡織產業智慧化之人力資源管理的挑戰，從一開始訂下研究目標時的初印

象，隨著研究調查、訪談資料的蒐集增多，想法與見解也漸漸產生變化，直到

現在的我們得出了有與當初看法和資料相符的論點，也有部分與先前相佐之

處。 

研究當中，我們透過企業訪談及蒐集資料，了解台灣紡織概況並分析出了

智慧轉型對紡織業人資管理帶來的優劣勢。接著，針對我們訪談的兩家企業分

別探討出其智慧轉型後仍未解決的人資管理問題，再經我們解析後發現這些困

難層面，不僅僅是單一企業會面臨到的挑戰，其實在整個紡織產業鏈中都有可

能會遭遇到相同狀況。 

因此，我們也為此提出了相關解決方法及建議。最終，我們期望透過本次

研究帶給不論是正在進行智慧轉型的跨國或大型紡織業，還是初出茅廬者的中

型紡織業，甚至是一張白紙的小型紡織業，都可以將本研究做為一個具有參考

性、信服力的資料，而我們也會提供統整完後所分析出建議： 

1. 訪談與資料分析前所思考出的想法 

(1) 從員工面推動 

 定期舉辦員工小組競賽，加強員工意識，互相成長，並導入獎金制度，讓

員工更願意去額外學習、理解新知，推進整體工作效率上升。企業管理學

大師彼得．杜拉克也說過：「企業團隊分為三種模式，包括棒球隊模式、足

球隊模式與網球雙打模式。」的確在企業管理上，已經證明團體競賽或運

動競賽可以有效促進團隊精神、提升工作效率，團體競賽還有助激勵人心

產生相互扶持的團隊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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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聽員工心聲，不定期到各部門了解情況，實地探詢員工真正的感受，也

可以指派人資管理部門或透過委託第三方去收集並整理他們的想法，再反

饋給上層主管，以便於後續的培訓策略制定，同時能讓員工感受到企業內

部的改變、創新。 

 制定有彈性的人員培訓策略，而非一成不變的訓練計劃，並加入實際工作

環境模擬，讓員工更快速接軌，有自信和動力在這個產業圈打拼。像是全

球知名人力資源企業 Indeed，在什麼是員工培訓策略的文章中有提到，擁

有一支具備多種技能的員工團隊可以為企業增加價值，因為它使員工個人

能夠擔任多種角色。這種能力賦予了靈活性，並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員工不

在或離職去尋找新的機會時產生的影響。培訓策略是幫助員工發展專業技

能並在工作場所變得更有能力的絕佳方式。 

(2) 從企業面推動 

 經過資料研究及訪談分析後，我們發現隨著時代變化，越年輕的員工越容

易接受智慧轉型及部門轉換，而其中剛好紡織業各部門的工作性質有較大

的差異，所以跨部門溝通和管理就也成為了一大挑戰。企業可以藉此推出

跨部門體驗，讓有興趣的員工參加，以培養員工的技能，及增加工作上的

興趣。 

 邀請業界講師或其他同業主管來進行演講、互相指教分享經驗，從介紹經

營方針下手，多了解不同應對手法，將有助於企業人才培訓、凝聚企業向

心力和員工忠誠度、提高員工創新思維模式。 

(3) 從大環境面推動 

 接受外界的訪談或是演講邀請，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知名度，也能更確立企

業未來發展目標，一面帶領產業界，一面提升企業形象，讓人們可以更了

解紡織業已經不在是過去勞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 

 持續推動產學合作與政府企劃，例如：與各大學、技職學校達成共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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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舉辦招生說明會或實習企劃；參加工研院以及資策會設置的相關計畫，

也可以直接嘗試與對方聯繫並說明企業的目標願景計畫。藉以提升知名

度、好感度及形象，讓更多新鮮人入職意願升高，連帶推動製程或智慧化

等技術發展。 

2. 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分析後所得出的想法  

(1) 從員工面推動 

 招募 AI相關人才但不限於熟知紡織相關知識，配合有規劃的員工培訓，指

導出一群有創新性的專職團隊，協助企業解決各式智慧轉型難題。 

 避免完全或是過度採用 AI，不論是在管理、生產、人才招募…等，沒有為

專職員工管理制定適當的培訓計畫，就無法訓練有創新性的專業團隊；沒

有第一線員工監督、巡視生產流程，就會有發生機器故障導致損失的風

險；沒有選材的專家就沒有優秀的未來發展。這一步一步都是透過員工們

的累積，或許現在紀錄的功能已被機器取代，但其本質是永遠不變的。 

(2) 從企業面推動 

 針對企業內部管理方針，我們透過訪談得知 A企業與 B企業的管理方式是

不同的，A是上下階層平等，B則是以上對下的方式去管理，無論是以哪一

種方式去進行管理，都應該去傾聽員工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畢竟員工熟

知工作的流程，有一定的心得，藉由員工給的建議去做參考以及安排規

劃，也能讓公司的運作更加的進步。 

(3) 從大環境面推動 

 近來，短時間內發生了疫情、物流塞港、通膨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產業

興衰變動幅度較大，其中也包含著一個警訊：顯示了世界變化速度越來越

快。而在這樣的潮流下，單一方向去經營已跟不上時代的變遷了，被認為

是傳統產業的紡織產業鏈更是首當其衝，訂單突然的暴增及歸零，讓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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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人資管理受到極大的考驗。全世界的紡織廠不是停工就是裁員，資金

財務短缺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彌補。所以若是能朝向多元發展，把風險分

散，利用不同的收入來源，將損失極小化，甚至最美好的是達成槓桿平

衡。使企業在這樣的極端狀況中也能屹立不搖，真正的讓員工及公司達成

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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