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辦人　星　雲　大  師
發行人　慧　傳　法  師
創  刊  日： 2000年4月1日

第 8398 號   每份訂價10元

讀者專線：0800-087-828

訂報服務：02-8787-4005

The Merit Times

台北總社：（110）台北市松隆路327號5樓│台北總社：+886-2-87877828轉33│傳真：+886-2-87871820│採訪：+886-2-26919448轉30│傳真：+886-2-26919449│廣告：+886-2-87877828轉45│高雄本山：+886-7-6565780│傳真：+886-7-6565760

郵政劃撥帳號：19430573│戶名：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人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E-mail：newsmaster@merit-times.com.tw│人間福報網址：http://merit-times.com│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97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交寄

The Merit Times佛 光佛 光佛 光 菜根譚 喜怒不動身安泰。

1 要聞
2023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五

農曆癸卯年五月十三日

全球缺工！ 國際人才爭奪戰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隨著嬰兒潮世代（
1940年代後期～196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退
休，加上人口老化、少子化等問題，全球在
疫後除了迎接各行業復甦，也須面臨缺工難
題。為了解決勞力荒，各國鎖定國際專業人
才，今年紛紛放寬移民限制，例如：紐西蘭
將放寬每年吸納高技術移民限制；日本政府
宣布簡化專才簽證批核條件；澳洲也提議全
面改革移民制度，以加快讓高技術人才流入
，並為獲得永久居留權鋪平道路。

新冠疫情導致邊境管控趨嚴，並將外國勞
工拒之門外後，一些已開發國家已增加每年
移民人數或放寬簽證規定，藉此幫助重要企
業招聘員工以填補人力荒。

吸引高技術人才 簡化簽證申請

在富裕國家競相招攬全球最優秀人才之際
，紐西蘭21日宣布，將制定一條更快的途徑
，讓高技術移民獲得永久居留權。紐西蘭移
民部長伍德（Michael Wood）表示，從10月起
，紐西蘭政府會簡化用來選擇技術移民的積
分制，幫助加快簽證申請審查速度，讓移民
勞工對其資格更加確定。

除了紐西蘭，澳洲一直與加拿大、德國等
類似國家競爭，以吸引更多技術移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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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入籍，之後將縮短至5年。
亞洲方面，日本政府今年2月宣布，設置延

攬外國精英的新政策，只要有碩士學位且年
收逾2000萬日圓（約新台幣458萬元），居住
日本1年後，就可申請永久居留權，相較過往
要住10年以上的規定來說，放寬許多。

針對大缺工瓶頸，港府近日宣布引進2萬名
勞工，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引進勞工
措施是輔助性而非永久。而在國內，外交部
長吳釗燮29日則表示，台灣正研議引進更多
菲律賓勞工，允許他們在台居留更長時間，
並申請永久居留權。

除了放寬移民門檻，美國政府與企業採取
放寬選才標準策略。例如：聯邦政府及許多
雇主正在鬆綁入職人員的藥物檢測標準；許
多企業不得不開始雇用他們長期忽視的人力
，其中包含有過犯罪記錄的求職者。

解決人力需求 機器人成幫手

此外，缺工時代也讓機器人成為考量。例
如：美國AI公司Diligent Robotics開發機器人
Moxi，幫忙處理醫院的工作，減輕護理人員
的負擔；國內鼎泰豐、千葉火鍋等餐飲企業
，也都讓機器人幫忙送餐，解決人手不足問
題。

老化也使得相關需求激增。澳洲政府表示，7月
1日起將提高臨時技術移民收入門檻至7萬澳幣
（約新台幣142萬元），這項門檻從2013年以來
一直維持在5萬3900澳幣（約新台幣110萬元）。

加拿大移民部長弗雷澤（Sean Fraser ）則在
27日宣布，今年政府將對有意來加工作的全球
頂尖理工人才，推出專門移民計畫，同時還會
推出 「數位遊牧」移民計畫，這類人才即使是
為外國公司工作，也可來加工作與生活長達6個
月，為社區增添活力及刺激社區消費。

德國柏林當局今年3月就改革《國籍法》達
成原則性共識，德國內政部一份49頁的法律草
案指出，今後外國人申請入籍德國的手續將變
得更為快捷，放棄原有國籍不再是必要選項；
根據改革計畫，原本外來移民在德生活屆滿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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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7～34 午後陣雨

桃  園 27～34 多雲陣雨

新  竹 27～33 晴時多雲

台  中 27～34 多雲陣雨

南  投 25～35 多雲陣雨

嘉  義 26～35 多雲時晴

台  南 29～32 多雲

高  雄 29～33 多雲時陰

花  蓮 26～32 多雲陣雨

台  東 26～31 多雲陣雨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23~31 香港 29~34
曼谷 23~31 福州 26~36
雪梨 10~17 昆明 19~28
洛杉磯 16~22 武漢 24~29
紐約 20~28 上海 24~29
里約 17~24 南京 24~29
日內瓦 16~23 西安 25~38
倫敦 14~17 青島 22~27
羅馬 20~29 北京 24~39
約堡 4~11 瀋陽 19~31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30.67 31.34

歐  元 33.09 34.43

港  幣 3.81 4.041

日  圓 0.2056 0.2184

人民幣 4.185 4.347

 註：新台幣昨收31.078元 貶值0.6分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6942.30 ▲ 6.67

台灣店頭市場 222.57 ▲ 1.93

東  京   日  經 33234.14 ▲ 40.15

香  港   恆  生 18934.36

▲

237.69

亞洲股市

 【記者曾博群綜合報導】行政院會昨通過教育
平權「1+3」方案，減免私立大專院校生學雜費每
人每年3.5萬元，並搭配對公私立大專經濟弱勢學
生加碼補助1.5萬~2萬元、全面落實高中職免學費
，以及精進就學貸款申貸及還款措施等3項配套措
施，預估明年2月實施，可嘉惠63.4萬名在學生。

教育部表示，現況89.3萬名大學生中，近60萬
名是私立大學生，其中有14.4萬名獲得學雜費減
免，未獲補助者高達75%，且每年負擔多5萬元學
費，因此減免1學年3.5萬元學費。

除針對原先家庭年所得在70萬元以下的學生
，定額減免學雜費2萬元，也增加了家庭年所得
70~90萬元新級距，定額減免學雜費1.5萬元，不
僅加碼減免金額，更擴大家庭年所得的補助級距
，強化對經濟弱勢學生的照顧。

高中職全免學費範圍也擴大，新增納入普通科
、綜合高中學術學程2、3年級且家庭年所得超過
148萬元的學生，達到公私立高中職全面免學費
；就學貸款免息的部分，學生家庭年所得在120
萬元以下均可申貸，在學期間免利息。

教育部部長潘文忠表示，學費補助是支持讓更
多學生能享有教育平權，尤其取消排富條款後，

高中全面免學費可以幫助超過11萬名學生、總經
費26億左右，若這部分運用原有教育預算執行，
其他教育政策將會被影響。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常務理事、東吳大學校長
潘維大表示，公私立大專校院均應開放學雜費調
整限制、回歸市場機制，再由政府編列經費補助
弱勢生就學，才有助於高教品質提升。

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吳忠春表示，經費補助只
解決一部分問題，其他如大學競爭力下滑、學倫
問題層出、大學趨同失去特色、學生素質低落、
教育品質惡化、師資老化等問題，提撥經費或可
解決燃眉之急但治標不治本。

東海大學校長張國恩表示，少子化下學生來源
全面減少，但私校經營的成本一樣，學校多靠產
學合作、募款等努力籌措資金，建議教育部還是
要補助大專校院，讓私校減輕負擔、建立良好教
學環境，直接受益者也是學生。

升學專家魏佳卉則說，不反對補助弱勢落實教
育平權，但政府幫學生出錢，實質進入學校的經費
沒有增加，近年如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高教逐年
進步，而台灣只看到政府發錢、民眾接收，有教育
平權但品質未提升，恐是享有平庸的大學教育。

私大生每年補助 3.5 萬 高中職學費全免政院拍板 
明年2月上路

家庭年所得
70萬以下

公立：
減免2萬元／年
私立：
減免5.5萬元／年
（2萬+3.5萬）

家庭年所得
70～90萬

公立：
減免1.5萬元／年
私立：
減免5萬元／年
（1.5萬+3.5萬）

家庭年所得
90萬以上

私立：
減免3.5萬元／年

 

免學費
免學費範圍：
高中高職學生
全面免學費

資料來源／教育部　製表／人間福報編輯部

2024年2月實施
（112學年度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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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時代，機器人成解
方。Uber Eats將與Serve 
Robotics合作，以2000台
機器人大軍，在美國主要
城市推動送餐服務，預計
2026年上路。 圖／取自

 Serve Robotics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