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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臺灣是海洋國家，「向海致敬」是重要國家策略方向，海洋產業屬於

新興重要議題。從海洋基本法、海洋產業發展條例、2021-2025 海洋科技政

策綱領報告、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SDGs、歐盟的藍色經濟可看出，具體界

定海洋產業人員之環境永續職能內涵的重要性，在推廣培育海洋產業人才

時，能兼顧職能內涵規劃與訓練課程的實施品質，使所培育的人才同時具

備專業職能與環境永續職能，使人與海洋和諧發展，最終使我國能成為海

洋國家的永續典範。 

本計畫之海洋產業人員係以從事海洋產業發展條例第 4 條明定之 16

加 1 海洋產業為對象，採用 IPO 模式（Input-輸入面、Process-程序面、

Outcome-產出面），發展從事 16加 1海洋產業人員的環境永續職能模型，

為達成此計畫目的，首先在 Input-輸入面，探討 31篇國內外環境永續與職

能相關之文獻，接續在 Process-程序面，召開 5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3

場次議題聚焦及共識建立專家學者會議以及 2場次職能模型建置專家焦點

會議，共計 47 專家人次參與，最終完成 Outcome-產出面之海洋產業人員

環境永續職能模型，模型內涵包括： 

一、 構面一海洋生態系統：包含 K01 海洋生態系內涵、K02 生物多樣性

的類型、K03 海洋保育的概念、K04 里山里海的概念、S01 海洋環境

永續發展的能力，和 S02 海洋資源永續利用的能力，及 18項相關議

題和 2項子議題。 

二、 構面二海洋環境議題：包含 K05 氣候變遷的影響及因應策略、K06 永

續漁業的概念、K07 棲地破壞與復育的概念、K08 國際與區域合作

的內涵、S03 外來入侵種威脅與防治技巧，和 S04 海洋污染衝擊與防

治技巧，及 26 項相關議題。 

三、 構面三海洋法政依循：包含 K09 國際海洋公約、K10 國家海洋政策

白皮書、K11 海洋基本法、K12 其他國內海洋相關法令規範、K13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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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空間規劃的基本概念，和 S05 利益關係人管理技巧，及 40 項相關

議題。 

 

關鍵字：海洋產業、環境永續、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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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方法與流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海洋相關人才培育引進之規劃及執行為國家海洋研究院的重點工作

職掌，本計畫的研究方法依據招標需求書，主要採用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

分析法、專家深度訪談法、專家會議法與內容分析法，所有與會人員名單

均依需求事先與國海院討論確認，以下說明具體工作項目執行內容與各階

段成果，研究流程如圖1。 

一、 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分析法 

工作：蒐集並分析國內、外與環境永續相關職能文獻與次級資料10篇

以上，作為專家訪談與專家(焦點)會議的討論底稿來源。 

最終成果：共蒐整31篇文獻與次級資料，分別為25篇與環境永續相關，

6篇與職能相關，經文獻歸納，完成初步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

圖及內涵表，作為後續專家深度訪談之討論底稿。 

二、 專家深度訪談 

工作：邀請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至少辦理6人次專家深度訪談，每場

次邀請之專家學者人次以不超過3人為限。 

最終成果：辦理5場次專家深度訪談，共訪談6位專家，僅1場次訪談2

位專家，其餘場次皆是一次訪談1位專家，以視訊方式進行，透過訪談

法，每場次逐步檢視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的內涵，共完成

5版次職能模型與修正軌跡。 

三、 議題聚焦及共識建立 

工作：集合產官學研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舉辦至少3場次實體或實

體/線上併行之專家學者會議，且每1場次的會議專家學者出席人數至

少8人，藉以蒐整專家群研討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議題之建議，

逐場次分析紀錄內容，以界定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內涵。依需

求書，其中至少1場次辦理場地以國海院會址或會議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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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成果：辦理3場次專家學者會議，每場次參與專家皆有8位，共計

26專家人次參與，以實體與視訊方式並行，實體地點皆辦理於國家海

洋研究院。會後歸納專家意見並經內部專家檢視，產出共3版次之海

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與修正軌跡。 

四、 職能模型建置 

工作：邀請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舉辦至少2場次專家焦點會議，每一

場次專家學者出席人數至少7人，以驗證上述深度訪談和專家學者會

議所產出的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內涵，增加模型的內容效度。 

最終成果：辦理2場次專家焦點會議，每場次參與專家皆有7位，共計

15專家人次出席，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產出2版次海洋產業人員環

境永續職能模型與修正軌跡。 

五、 內容分析法 

工作：本計畫採專家學者會議與深度訪談交叉進行方式，再以專家焦

點會驗證前述執行內容，以反覆擴散、收納的循環方式，將訪談與會

議紀錄進行內容分析，完善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內涵。 

最終成果：完成每場次訪談與會議的職能模型修正軌跡，歸納發展過

程並加以驗證信效度，資料分析已達飽合和收斂，據以訂定職能模型

的相關論述，最終完成一份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 

六、 會議法 

工作：出席委託單位辦理的工作會議，並逐一完成修正或會議紀錄。 

最終成果：參與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報告書內容

並完成意見回覆表。與委託單位辦理2次工作會議，完成2份會議紀錄。 

 

第二節 計畫成果 

本計畫成果可分成先行成果（leading indicator）和最終成果（terminal 

indicator），依據我國勞動部的職能分類，包括管理職能、專業職能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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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即共通職能），因本研究成果屬於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共通核心

職能，因此不適用屬於專業職能的中華民國產業/職業標準。本計畫兩項成

果說明如下： 

一、 先行成果 

（一） 完成5場次專家深度訪談，共訪談6位專家。 

（二） 完成3場次議題聚焦及共識建立之專家學者會議，共26位專家

參與。 

（三） 完成2場次職能模型建置之專家焦點會議，共15位專家參與。 

二、 最終成果 

（一） 完成「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 

本計畫參考我國iCAP國家職能架構及新加坡國家職能模型的

共通核心職能架構等，所完成的職能模型包含：職能模型圖、

職能構面名稱、職能構面的訓練目標、職能構面的職能內涵，

共計18個知識與技能，和各職能的相關議題。 

（二） 提出「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應用之建議與策略。 

已發展的既有課程表單文件如附錄1。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計畫執行時間為4個月，執行流程如圖1與圖2，規劃與實際執行內容

和查核點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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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發展 

海洋產業環境永續

文獻次級資料分析 

專家深度訪談 

至少辦理 6 人次專家深

入訪談會議，每場次專

家學者以不超過 3人。 
訪談記錄 2份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
永續模型底稿 1份 

職能模型建置之專家

焦點會議  

至少舉辦 2 場次專家焦

點會議，進行方式單一

場次出席人數至少 7人 

至少 10篇以上。 

議題聚焦及共識建

立專家會議 

以集合具代表性的專家

學者，至少舉辦 3場

次，進行方式以實體或

實體/線上併行，單 1 場

次出席人數至少 8人。 

會議記錄 3份 

分析職能文獻、專家

訪談與會議紀錄內容 

會議記錄 2份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
永續職能模型 1份 

審查修正與結案 

配合成果發表完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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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專家深度訪談與議題聚焦及共識建立專家學者會議實施軌跡 

 

 

 

 

 

 

 

 

第一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 1專家人次 產出第一版職能內涵 

第二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 1專家人次 產出第二版職能內涵 

25篇環境永續文獻探討 產出初步職能內涵 

第三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 2專家人次 產出第三版職能內涵 

第四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 1專家人次 產出第四版職能內涵 

第一場次議題聚焦及共識
建立專家學者會議 

10專家人次 產出第五版職能內涵 

第二場次議題聚焦及共識
建立專家學者會議 

8專家人次 產出第六版職能內涵 

第三場次議題聚焦及共識
建立專家學者會議 

8專家人次 產出第七版職能模型 

第四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 1專家人次 產出第八版職能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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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第
四
月 

說明與查核點 

1. 撰寫工作計畫書 

預計
規劃 

◎    
已完成執行方式及初步規劃期程構
想之工作計畫書 1份。 實際 

執行 
＊    

2. 辧理第一期驗收 

預計
規劃 

◎    
已於 2023 年 8 月 23 日以公文提出
執行工作報告書。 

查核點：依據採購小組審查意見修正
的工作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表如附
錄 25。 

實際 

進度 
＊    

3. 彙整 10份以上國內外海
洋產業環境永續職能資
料 

預計
規劃 

◎ ◎   
於 Input 階段，彙整 25 篇環境永續
相關之國內外文獻與次級資料。 

查核點：依據文獻彙整內容，完成海
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初稿，
如附錄 2。 

實際 

進度 
＊ ＊   

4. 辦理專家深度訪談 

預計
規劃 

◎ ◎ ◎  
共辦理 5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訪
談 6 位專家學者，產出 5 份訪談紀
錄，分別為： 

 2023年 8月 28日：2場次，每場
次各 1位專家參與。 

 2023 年 9 月 4 日：1 場次，共 2

位專家參與。 

 2023年 9月 13日：1場次，1位
專家參與。 

 2023年 10月 30日：1場次，1位
專家參與。 

實際 

進度 
＊ ＊ ＊  

5. 議題聚焦及共識建立專
家會議 

預計
規劃 

 ◎ ◎  
共辦理 3 場實體/線上並行之專家會
議，共 26 位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參
加，產出 3份會議紀錄，分別為： 

 2023年 9月 27日，共 10人次專
家參與會議。 

 2023年 10月 11日，共 8人次專
家參與會議。 

 2023年 10月 24日，共 8人次專

家參與會議。 

實際 

進度 
 ＊ ＊  

6. 職能模型建置之專家焦
點會議 

預計
規劃 

   ◎ 
共辦理 2 場次專家焦點會議，共 14

位專家參與，產出 2份會議紀錄，分
別為： 

 2023 年 11 月 1 日，共 7 人次專
家參與會議。 

 2023年 11月 13日，共 8人次專
家參與會議。 

實際 

進度 
   ＊ 

圖 3  研究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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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工作項目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第

四

月 

說明與查核點 

7. 分析職能文獻、專家訪

談與會議紀錄內容 

預計

規劃 
 ◎ ◎ ◎ 逐場次分析會議內容，以滾動修正次

一場次的實施品質，並以 4、5 及 6

項成果交叉驗證。 
實際 

進度 
 ＊ ＊ ＊ 

8. 完成「海洋產業人員環

境永續職能模型」 

預計

規劃 
   ◎ 

採用 IPO 模式發展完成職能模型包

含：職能構面名稱與定義和各職能構

面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查核點：產出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

職能模型。 

實際 

進度 
   ＊ 

9. 定期會議 

預計

規劃 
◎  ◎  

分別於 2023 年 8 月 31 日與 10 月 3

日與委託單位討論工作計畫，以回饋

修正計畫品質，完成 2份會議紀錄，

如附錄 24。 

實際 

進度 
＊  ＊  

10. 辦理第二期驗收 

預計

規劃 
   ◎ 

於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以公文提出

期末報告書初稿。 

查核點：依據工作計畫書審查意見修

正的期末報告書初稿，審查意見回覆

表如附錄 26。 

實際 

進度 
   ＊ 

11. 修正與結案 

預計

規劃 
   ◎ 

依國海院通知日起 7 個日曆天內以

公文提出正式報告報告並辦理驗收。 

查核點：依據期末報告書審查意見修

正正式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如附錄

27。 

實際 

進度 
    

圖 3  研究甘特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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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果與建議 

第一節 主要成果 

本計畫以 IPO 模式發展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於 Input 輸入

面，蒐集 25篇與環境永續相關的國內外文獻，在內容效度上具確實性，除

了蒐集與環境永續的相關職能定義與內涵，也確認發展海洋產業人員環境

永續職能的需求性與重要性，產出第一版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

詳如第三章。於 Process 程序面，共辦理 5 場次專家深度訪談與 3 場次議

題聚焦及共識建立專家學者會議，以交叉辦理方式進行確保成果品質，並

使用立意抽樣法邀請 32 位海洋相關產業之產官學專家代表參與，並辦理 2

場次職能模型建置專家焦點會議，亦採用立意抽樣法邀請 15 位產官學專

家代表參與，專家皆具備海洋相關產業代表性，並參考海洋產業發展條例

（2023）第 4 條明定之 16+1 項海洋產業作為專家之專業分群。在 Outcome

產出面，則由本計畫團隊進行收斂，配合委託單位提出希望模型為三構面，

每一個構面包括六職能的方式，及增加構面目標等需求；並根據 2023 年

12月 4日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完成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 

本計畫主要的成果共為四大項，如下： 

一、 蒐整25篇國內外與環境永續職能相關文獻與次級資料，完成海洋產業

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圖與職能模型初稿。 

二、 辦理5場次專家深度訪談會議，共6位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參與，完成

5份會議紀錄、5版次之海洋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與修正軌跡。 

(一) 2023年8月28日上午9時，訪談1位專家。 

(二) 2023年8月28日上午10時45分，訪談1位專家。 

(三) 2023年9月4日上午9時，訪談2位專家。 

(四) 2023年9月13日下午3時10分，訪談1位專家。 

(五) 2023年10月30上午10時，訪談1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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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3場次議題聚焦及共識建立專家學者會議，共26位海洋相關產業

之產官學專家參與，以實體與視訊會議方式併行，實體地點舉辦於國

家海洋研究院會議室，完成3份會議紀錄、3版次之海洋人員環境永續

職能模型與修正軌跡。 

(一) 2023年9月27日上午10時，共10位專家參與。 

(二) 2023年10月11日上午10時，共8位專家參與。 

(三) 2023年10月24日上午10時，共8位專家參與。 

四、 辦理2場次職能模型建置專家焦點會議，共15位海洋相關產業之產官

學專家參與，完成2份會議紀錄、2份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

與修正軌跡，以及1份最終版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 

(一) 2023年11月1日上午10時，共7位專家參與。 

(二) 2023年11月13日上午9時，共8位專家參與。 

(三) 完成最終版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包含： 

1. 職能模型圖，如圖4。 

2. 3項職能構面名稱為海洋生態系統、海洋環境議題及海洋法政

依循，對應之目標，如表1。 

3. 18項職能內涵，分別為13項知識內涵與5項技能內涵，如表2。 

4. 18項職能、84項相關議題/2子議題，如表3。分別為： 

(1) 構面1：4項知識職能和2項技術職能、18項相關議題與2項

相關子議題 

(2) 構面2：4項知識職能和2項技術職能，及26項相關議題 

(3) 構面3：5項知識職能和1項技術職能，及40項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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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模型圖 

 

表 1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構面名稱與目標 

構面

一 

名稱 海洋生態系統 

目標 

使海洋從業人員從事海洋相關作業時，能展現符合國際

規範的保護海洋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的行為，達成海洋

環境永續發展指標。 

構面

二 

名稱 海洋環境議題 

目標 

使海洋從業人員從事海洋相關作業時，能辨認台灣海洋

生態所面臨的衝擊與威脅，並應用適當的防治技巧，減

少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達到維護海洋生態系與環境的

健全，永續利用海洋資源的目的。 

構面

三 

名稱 海洋法政依循 

目標 

使海洋從業人員從事海洋相關作業時，能應用國內外海

洋政策與法規的相關概念，表現符合相關規範的行為，

達成海洋環境永續發展指標。 

 

表 2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內涵 

構面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S=skills 技能 

1. 

海洋

生態

系統 

K01海洋生態系內涵 

K02 生物多樣性的類型 

K03海洋保育的概念 

K04里山里海的概念 

S01 海洋環境永續發展的能力 

S02 海洋資源永續利用的能力 

 

 

  

 海洋環境 

永續職能 

模型 

16+1 海洋產業 

海洋生態 

系統 

海洋 

環境議題 

海洋 

法政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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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內涵（續） 

構面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S=skills 技能 

2. 

海洋

環境

議題 

K05氣候變遷的影響及因應策略 

K06永續漁業的概念 

K07棲地破壞與復育的概念 

K08 國際與區域合作的內涵 

S03 外來入侵種威脅與防治技巧 

S04 海洋污染衝擊與防治技巧 

3. 

海洋

法政

依循 

K09國際海洋公約 

K10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 

K11海洋基本法 

K12其他國內海洋相關法令規範 

K13海洋空間規劃的基本概念 

S05 利益關係人管理技巧 

 

表 3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與相關議題 

構面 職能 相關議題 

1.海洋生

態系統 

S01 海洋環境永

續發展的能力 

• 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SDGs 

• 海洋環境規劃管理的基本原則 

K01 海洋生態系

內涵 

• 海洋生物與環境的依存關係 

• 海洋食物網的關聯效應 

• 物種之間的交互作用 

K01 海洋生態系

內涵 

• 海洋生態系類型 

• 台灣海洋生態特性 

K02 生物多樣性

的類型 

• 基因多樣性 

• 物種多樣性 

• 生態系多樣性 

K03 海洋保育的

概念 

• 物種保育 

• 海洋保護區 

✓ 漁業資源保育區 

✓ 海洋國家公園 

• 其他有效保育地 

• 跨境保育 

S02 海洋資源永

續利用的能力 

• 生物資源 

• 非生物資源 

• 空間資源 

K04 里山、里海

的概念 

• 社會-生態-生產地(海)景 

2.海洋環

境議題 

K05 氣候變遷的

影響及因應策略 

• 氣候變遷對生態的影響 

• 氣候變遷對產業的影響 

• 氣候行動減緩策略 

• 氣候行動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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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與相關議題（續 1） 

構面 職能 相關議題 

2.海洋環
境議題 

K06 永續漁業的
概念 

• 過度捕撈 

•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IUU) 

• 不當補貼  

• 網具實名  

• 卸魚聲明 

• 漁具與漁法 

• 海洋生態學基礎的管理方式 

K07 棲地破壞與
復育的概念 

• 棲地改變及其生態衝擊 

• 復育劣化棲地 

S03 外來入侵種
威脅與防治能力 

• 外來入侵種的來源(船舶、養殖、觀賞) 

• 外來入侵種的影響及防治 

S04 海洋污染衝
擊與防治能力 

• 陸源污染及其生態衝擊 

• 海源污染及其生態衝擊 

• 工程污染及其生態衝擊 

• 跨國污染及其生態衝擊 

• 海洋遊憩的生態衝擊 

K08 國際與區域
合作的內涵 

• 聯合國海洋科學十年 

• 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 生物多樣性公約 

•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 濕地公約 

• 國家管轄範圍外海洋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 

3.海洋法
政依循 

K09 國際海洋公
約 

• 與海洋相關的國際公約 

•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K10 國家海洋政
策白皮書 

• 海洋權益維護與治理 

• 海上安全與海域治理 

• 海洋保育與環境保護 

• 海洋產業發展與創新 

• 海洋文教與人才培育 

• 海洋科研與技術發展 

K11 海洋基本法 • 海洋產業整合管理 

• 提升海洋事務執行能量 

• 保護海洋環境 

• 發展海洋經濟 

• 海洋多元文化 

• 推動海洋教育 

• 強化及整合海洋科學研究 

• 保全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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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與相關議題（續 2） 

構面 職能 相關議題 

3.海洋法

政依循 

K12 其他國內海

洋相關法令規範 

• 海洋產業發展條例     

• 海洋污染防治法 

• 漁業法 

• 國土計畫法 

• 海岸管理法 

• 濕地保育法 

•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 野生動物保育法 

• 海洋保育法(草案) 

• 海域管理法或海洋空間規劃及管理法

(草案) 

• 都市計畫法 

•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 船舶法 

• 漁港法 

• 商港法 

• 海岸巡防法 

S05 利益關係人

管理技巧 

• 社區發展及公平正義 

• 企業責任 

• 弱勢民眾及團體 

• 企業永續治理 

• 藍色金融 

K13 海洋空間規

劃的基本概念 

• 海洋空間規劃基本原則 

• 海洋空間規劃國內外案例 

 

第二節 建議 

依據與會專家意見，歸納下列與工作項目有關之建議如下： 

一、 職能模型應用對象 

（一） 實際對象： 

在目前的國民教育，在校學習課程中已有環境永續，而海洋產

業人員的環境永續共通核心職能模型是以正在從事海事工作

的人員為主要受訓對象。並納入外籍船員，課程內容需有多國

語言，人員宜持續或定期參加相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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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離岸風電產業，因為不僅有發電，未來也有儲能的選項，

且海上風機與珊瑚復育、海洋生物資源的關係也是非常息息相

關，此外風場在實施海事工程時，需監測噪音、海洋汙染物等。

而海洋遊憩產業，因為生態友好的水中活動，可同時確保水域

的生態系統保持健康，也可以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平衡。 

（二） 潛在對象： 

與大專院校教育結合，加強推廣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教

育，在少子化世代，塑造海洋從業人員形象，吸引更多年輕人

參與海洋產業，以實現永續海洋產業共同目標 

二、 訓練機構與師資 

（一） 國家海洋研究院： 

由國海院培育職能師資，未來可在學校開課或提供從業人員進

修，後續可規劃海洋產業人員環境永續職能人員資格、職能課

程與教材編定、培訓與專業認證或證書等 

（二） 專責訓練機構： 

可輔導成立傳授海洋知識的訓練機構，辦理訓練課程，培訓海

洋專業人員。 

（三） 大專校院相關系所： 

可以善用 USR，讓大學社會責任中，由學校扮演提供師資、推

廣人員及製作教材的角色。 

三、 課程設計 

（一） 學員預備度： 

需考量到學員可能不一定具備海洋科學背景知識，尤其是法規

的部分。同時也須考量學員的基礎學經歷落差，必要時，需做

職能內涵的轉譯。另可依據學員從事的工作任務與管理範疇，

將課程宜分級為基礎、中階、高階。 

（二） 教材與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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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制與議題擬定會因課程係強制性或自願性參加而有不

同。另外，在職能教育中可著重概念的深化，例如氣候變遷快

速演變，教材內容可以著重概念，非技術內容說明。 

（三） 以產業區隔職能與議題 

建議依據產業別區分職能構面及挑選重要議題，接續再區分學

員的學習風格及需求來設計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