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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取代沙烏地阿拉

伯，成為世界最大產

油國 

1980-2050年世界經

濟重心從大西洋中央

東移到印度及中國間

某處 

中國外國直接投資

(FDI)流出高於流入 

中國GDP超越美國 歐亞軍力你消我長 平板超越桌機 

網路廣告超越實體 
手機人口超越世界人

口 
臉書成為第一大國 

權力的遊戲 

2015十大重要里程碑 

• 美國外交重心重回亞洲 

• 東協經濟共同體 
亞洲掘起 

• 一帶一路 

• 亞投行 

中國躍升

全球經濟

強權 

• 萬能物聯網 

• 科技4.0(SoLoCoMo商業模

式) 

科技時代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15全球大趨勢 

SoLoCoMo= Social, Location, Commercial,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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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印度自由貿易協定 
－2010年1月1日生效 

東協－澳、紐自由貿易協定 
－2010年1月1日生效 

東協－日本全面經濟合作伙伴協定 
－2008年12月生效 

東協－南韓自由貿易協定：商品貿易協
定(2007年6月生效)、服務貿易協定

(2009年5月生效) 

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協定：貨物貿易架
構協定(2005年7月生效)、服務貿易架

構協定(2007年7月生效) 

東協自由貿易區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
議－1993年1月生效 

註：東協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柬埔寨、緬甸、寮國 

中國 

印度 

南韓 日本 

東協國家 

澳洲 

紐西蘭 

東協加六(中、日、韓、印、澳、紐)自由貿易協定 
－2011年11月起草東亞自由貿易區建議書  

東協加三(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2010、南韓2011、日本2012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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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運輸總量均占我國進出口總量之99%以上 

巴拿馬運河 

蘇伊士運河 

直布羅陀
海峽 

麻六甲 
海峽 

資料來源：交通部101年運輸政策白皮書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NqQ673mxscCFYLcpgodgsUC1w&url=http://www.thi.com.tw/tw/region.asp&ei=7LfdVdrqN4K5mwWCi4u4DQ&psig=AFQjCNHc4zmKxPyFV7jQJrsvEZsB5M3s3A&ust=1440680158509263


• 2014年全球10大船舶所有國分別為希臘、日本、大陸、德國、南韓、新加坡、美國、英國、
臺灣及挪威，運能合計占全球總運能之69.6% 

• 我國總載重噸約4,748萬噸，佔2.8%，船舶總噸排名全球第9；海運貿易總額排名全球第6 
  [ 前10大船舶所有國平均掛外國籍比例為70.2%，比例最高為挪威(94.3%)，最低為新加坡(44.5%)] 

92% 

84.4% 

85.2% 

44.5% 

79% 

87% 

63% 

92% 

73% 

依據UNCTAD統計截至2014年1月1日-20個最大船舶所有國 6 



• 全球海運市場激烈競爭，前10大貨櫃船航商分別為馬士基、地中海、達飛、長榮、赫伯羅德、
中遠、中國海運、漢堡南美、韓進及東方海外，運能合計約占全球總運能約64.2% 

資料來源：Alphaliner統計(截至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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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航商長榮排名第4、陽明排名第13、萬海排名第20及德翔排名第25 



排   名 
港         口 國    家 

貨櫃裝卸量(萬TEU) 
2014年 2014年 2013年 

1 上海(Shanghai) 中國 3,530  3,360  
2 新加坡(Singapore) 新加坡 3,390  3,220  
3 深圳(Shenzhen) 中國 2,400  2,320  
4 香港(Hong Kong) 中國 2,230  2,240  

5 寧波-舟山(Ningbo-Zhoushan) 中國 1,940  1,740  

6 釜山(Busan) 南韓 1,870  1,770  
7 青島(Qingdao) 中國 1,660  1,550  
8 廣州(Guangzhou) 中國 1,640  1,530  

10 天津(Tianjin) 中國 1,410  1,300  
12 巴生港(Port Klang) 馬來西亞 1,090  1,040  
13 高雄(Kaohsiung) 臺灣 1,060  990  
14 大連(Dalian) 中國 1,010  990  

8 
資料來源：國際貨櫃化雜誌 (Containerisation  International) 2015年  



9 資料來源：Alphaliner Monthly Monitor，2014.12 

53% 53% 55% 56% 57% 57% 58% 59% 60% 62% 62% 63% 63% 64% 6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百

萬

T

E

U

 

年度 

亞洲貨櫃量全球占比 亞洲港口貨櫃量 全球港口貨櫃量 

• 從2000年至2014年，全球港口貨櫃量成
長近2倍，亞洲港口貨櫃量成長2.52倍 

• 亞洲貨櫃量全球佔比亦成長至64%，顯示
亞洲地區已為全球海運最重要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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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貨櫃量亞洲占比 臺灣貨櫃量 亞洲港口貨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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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lphaliner Monthly Monitor，2015.8；交通部統計網 

• 我國港口貨櫃量之亞洲占比從2000
年的8%，至2014年下降為3% 

• 近年來，我國港口貨櫃量發展持平，
於亞洲地區之占比呈現逐年下滑之
趨勢 



花蓮港 

航運發展趨勢與海運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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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平均船舶數量 

平均船舶規模(TEU) 

近10年來，全球各國平均佈署的船舶數量大致維
持在130至145艘，但平均船舶規模(TEU)卻將近
成長一倍(2,259至4,449) 

資料來源：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4 



13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5 

貿易路線 營運航線數 服務航線數 船舶數 運能(TEU) 平均船型 

亞美航線 72 129 610 3,842,366 6,299 

亞歐航線 43 86 472 4,507,561 9,550 

非洲航線 33 66 284 1,406,497 4,952 

澳紐航線 40 76 173 593,693 3,432 

南美航線 16 43 168 1,130,161 6,727 

中東印巴航線 82 168 558 3,919,805 7,025 

區域航線 378 453 665 1,028,845 1,547 

合計 
(不含重複航線) 

595 885 2,213 11,207,193 5,064 

目前全球各主要航線平均船型達5,000TEU以上，其中以亞歐航線
9,550 TEU最高，顯示船型日益大型化 



14 資料來源：Alphaliner Fleet Forcast 2015 

未來3年 萬TEU級以上的船舶 
運力逐漸增加 



• 航商採行減少彎靠港口之策略，來降低營運成本，全球各地區

逐漸產生樞紐港與集貨港之需求，形成軸輻式網路運輸方式 

• 軸心化使各航商開始調整定位，採取洲際化、區域化、或支線

化，以因應未來市場的挑戰 

 

船舶大型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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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定期/散裝航運網路 軸輻式網路 



全球主要定期貨櫃船航線軸心化 

• 船舶大型化趨勢使航商對航線的設計以經濟效益為考量，並選擇適當港口
作為策略港，投資碼頭，集中作業，以作為各航線貨載的轉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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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向       7,000+TEU                      4,000TEU 
南北向       3,000+TEU                      3,000TEU 

    長程                              中短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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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聯盟 

相似航線和彎靠港口 

船期協調 艙位互租 
運輸輔助
服務領域
資訊互享 

共建共用
碼頭和堆

場 

共用內陸
物流體系 

業務和戰略層面:每日收貨、即時送達、逾時賠償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L_F_YCSgMgCFcJQpgodwNsK0w&url=http://www.npf.org.tw/2/13993&psig=AFQjCNHM3bltRTJiebVemHK4ngzze9aLtQ&ust=144264946107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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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聯盟：  
     馬士基航運（Maersk Line）及 
     地中海海運（Mediterranean） 

－共同合作經營 
     10條亞洲-歐洲航線 
       6條亞洲-北美航線 
       5條歐洲-北美航線 

－船舶艘數：1,111艘 
－運能：5,746,139 TEU 

               CKYHE聯盟 ： 
                    中遠集團、川崎汽船、陽明海運、 
                            韓進海運及長榮海運 

－共同合作經營 
                         10條亞洲-歐洲航線 
                         21條亞洲-北美航線 
                           1條歐洲-北美航線 

－船舶艘數：639艘 
－運能：3,360,022 TEU 

G6聯盟：  
     美國總統輪船、現代商船 
商船三井、赫伯羅特 
日本郵船與東方海外 

－共同合作經營 
      7條亞洲-歐洲航線 
    23條亞洲-北美航線 
      7條歐洲-北美航線 

－船舶艘數：637艘 
－運能：3,540,642 TEU 

               O3聯盟： 
達飛海運(CMA-CGM)、中
海集團(CSCL)及阿拉伯聯合
航運(UASC) 
－共同合作經營 

                           5條亞洲-歐洲航線 
                         12條亞洲-北美航線 
                           1條亞洲-地中海航線 

－船舶艘數：663艘 
－運能：2,972,179 TEU 

Source: Alphaliner統計(截至2015年9月) 



2M聯盟 

28% 

CKYHE聯盟 

17% 
G6聯盟 

18% 

O3聯盟 

15% 

其他 

22% 

全球四大海運聯盟貨櫃運能市佔率 

四大海運聯盟占全球市佔率為78.2％ 

資料來源：Alphaliner統計(截至2015年9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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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舉亦隱含著未來有可能形成4大航商聯盟搭配5大跨國碼頭集團，船港大

聯盟趨勢逐漸成形 

• Maersk集團旗下的APM貨櫃碼頭公司宣布2015年底前將收購西班牙貨櫃

碼頭經營公司Grup Maritim TCB的大部份股權，並獲得其位於土耳其、西

班牙和拉丁美洲等區域的11座貨櫃碼頭，這些新加入的碼頭每年吞吐量預

計將達到350萬TEU，稱霸航港兩界 

• APM表示此次交易後，其將擁有分布在5大洲、40個國家、總計74座的貨

櫃碼頭，估計其市值將逼近15億美元  



當前限制因素： 
• 融冰期才能通過 

• 破冰船、管理費及保險費等額
外衍生之通航費用 

• 緯度過高可能造成部分航行輔
助設備之失效 

• 領航人員經驗不足與融冰初期
天候穩定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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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新大西洋-太平洋軸心航線」 
• 分為由加拿大沿岸的「西北航道」及俄羅斯沿

岸的「東北航道（又稱北方航道） 」，為聯繫

亞、歐、美三大洲潛在最短航線 

• 取道北極航線替代蘇伊士運河可減少將近40％

航程，從遠東至歐洲將比傳統航線之航程縮短

約4,510海浬；從美東至遠東取道西北航道替

代巴拿馬運河可縮短約2,333海浬 

西北航道 東北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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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航道 

往東北亞 

往美東 

東北航道 

往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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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對北極浮冰的影響仍無法精準掌握，其危險性並沒有相對減少，但隨著
氣候逐步升溫，融化中的北極海冰使得愈來愈多的海運公司開始嘗試利用北極航
線，只為求得更低的成本及更高的利潤 

航商須同時考量較低作業成本與運輸風險且北極航線相關限制因素並無法在短期
內獲得改善下，並未有調整航線之計畫，均維持傳統海運路線，故目前不致於對
我國港群造成影響 

惟北極地區蘊含的豐富的天然資源及具極高的戰略位置，中高緯度國家已積極
卡位，預估未來貨運通航的經濟價值將隨著時間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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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全球暖化議題浮出檯面，節能減排已成
為航運界及港口未來的重要工作重點，吞吐
量雖是衡量港口實力的重要指標，但卻不是
唯一的指標，也難以全面體現港口的綜合競
爭力和對區域經濟的服務能力，近年來，港
口的永續發展逐漸受到重視，能源效率提高
與能源替代，是實現節能減排的重要途徑 

• 目前綠色港口的理念已經成為歐、美、日、
澳等國家港口經營發展的重要趨勢，除了重
視經濟利益之外，也著重低污染、提高生物
多樣性的經營，包含荷蘭鹿特丹、英國多佛
及德國布萊梅等50多個大港，通過生態港
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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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綠色港埠為港口城市整體
環境改善之一個環節，除
配合國際間港口之發展趨
勢外， 其中相關環保法
令之修訂也是整個綠色港
埠發展之重要關鍵因素 

綠色 

港口 

設置岸電設

施-減少廢氣

和微粒物質

之排放 
船舶進港減

速-降低空氣

污染 

 

環保概念船

-加強次級船

PSC檢查 

 
 

港區綠建築

-符合節能減

碳 

 

 

自動化門哨

系統-減少車

輛啟動排放

廢氣 

 

 

洗艙水強制

岸上回收-

減少海洋污

染 

 

自動化作業

及機具設施

改善-提升港

區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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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為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將環境友
善理念納入營運發展重點，逐步推動「生態港
口」行動計畫，於2014年10月終於榮獲認證，
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獲得歐洲「生態港」認證
的港埠，正式登錄在「歐洲生態港網絡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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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及石油能源將逐步耗竭，替代傳統燃
油之潔淨能源開發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LNG 作為清
潔又具經濟性的燃料，已受到歐美國家的高度重視，在
LNG 的開採和應用上積極推行一系列產業激勵政策 

北歐主要沿海國家特別是挪威，擁有著比較成熟的LNG 
動力船產業鏈，其在LNG 動力船所需的建造技術和產業
發展方式等方面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值得學習借鑒 

綠色船舶(ECO SHIP)的概念 

 

液化天然氣
(LNG)具有 
三大特性： 

1.低碳  
2.環保   

    3.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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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LNG船舶基礎

設施，包括LNG加

注站、LNG接受

站、甚至LNG浮式

倉儲及相關的管

線、槽車等設置 LNG須被大規模

使用，應打造一條

完整的LNG物流

鏈作為基礎 

隨著環保意識抬

頭，施行減排獎勵

政策，鼓勵船舶業

者提早轉用LNG作

為使用燃料 
選定特定港口執行

LNG動力船舶試點

計畫，並訂定港區

新燃料之安全與運

作標準 

• 逐步完善補給設施(備)，促進船舶LNG燃料的使用及LNG動力船
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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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馬運河擴建計畫(預計於2016年完工) 

  蘇伊士運河擴建計畫(已於2015年8月完工) 2 

 尼加拉瓜運河興建計畫(預計於2019年完工) 3 

1 

 
 

船舶大型化 

趨勢 

運河本身 

交通擁塞 

為提升 

運輸效率 

 

效益與影響 
   

• 提供萬TEU級以上船舶通航 
• 大幅縮短兩大洋間運輸航程 
• 增加國際原物料貿易便利性 
• 全球航線佈署將產生巨大變化 



 

30 



31 



32 



•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
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  

• 2015年3月大陸正式提出「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之願景與行動」之規劃藍圖以作為未來實際發展
項目與建設計畫之指導方針 

33 

•  「一路」以海運為主，
重點為「推動口岸基礎
設施建設，暢通陸水聯
運通道，推進港口合作
建設，增加海上航線和
班次，加強海上物流資
訊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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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線港口的投資，除鞏固
其與亞洲港口的合作與增加貿易外，
亦為其碼頭經營業者鋪路，並引領
其國內廠商製造海外工作機會，呼
應大陸過剩產能輸出之目的。 

福州市 

泉州市 

廈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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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相關
港口發展
可能影響 

 

產業轉型 
與 

過剩產能 
造成 

產業板塊變動 

沿線港口
布局可能
影響 

東南亞地區成為新興世界工廠，未來其港口設施
改善，有可能影響我國海運中轉地位。 

15個沿海城市港口建設，因
硬體設施增加優勢，可能影
響亞太地區港口競合。 

2015年4月成立中國(福建)

自由貿易試驗區。 



36 臺北港 

我國航港政策發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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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產業 

國家門戶-海空港口 

自由貿易港區 
(六海一空) 

• 以自由貿易港區為核心 
 制度面：深化港口貿易自由化及國際化， 
 建設面：延伸強化港口與城市基礎建設、聯外道路 

• 串聯國內產業及國際供應鏈 
 創新運輸物流服務模式整合供應鏈，提供增值型整合物流服

務（如海運快遞、海空聯運） 



基隆港
FTZ 

臺中港
FTZ 

安平港
FTZ 

高雄港
FTZ 

蘇澳港
FTZ 

汽
車、
石
化、
精密
機械 

鋼
鐵、
石
化、
造船
業 

電動車 
太陽能 

臺北港
FTZ 

土城、五股、林口、樹林工業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 

中部科學園區、中港加工出口
區、臺中工業區、彰濱工業
區、機械工業園區、潭子加工
出口區、雲林科技園區… 

南部科學園區、安平工業區、
永康科技園區、新市工業區、
新營工園區、新營工業區… 

高雄仁大工業區、鳳山工業
區、林園工業區、臨海工業
區、加工出口區、大發工業
區、本洲工業區、永安工業
區、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利澤、龍德工業區 

南港內湖軟體園區 



既有工廠：產線充分運用、提高勞工生產力、技術升級、賺取外匯 

 
 

 

課稅區、 
保稅區工廠 

利用國內廠商生產設備 

國
外 

自由貿易港區 
進儲零組件、原物料 

委託加工 

輸往國外 
採購國內組件組裝 

配銷、 
存貨管理 

貼標、包裝加工 

自由港區：物流、存貨管理、簡易加工，增加港區事業生產力、倉
儲轉運力 前店 

後廠 

自由貿易港區可從事之事業包括貿易、倉儲、物流、貨櫃（物）之集散、轉
口、轉運、承攬運送、報關服務、組裝、重整、包裝、修理、裝配、加工、
製造、檢驗、測試、展覽或技術服務共19種多樣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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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東協 臺灣 

全 
球 
市 
場 

大 
陸
東
協 
市 
場 

我國自貿區 

集結 
零組件 
辦理加值 
保稅暫存 
再出口行銷 
全世界 

零件加工 
為模組 
半成品 
出口台灣 
製成商品 
回銷大陸 
東協 

他國自貿區 

各地商貿
特區供應
鏈群聚 

 
綠 
色 
 
 
通 
道 
 

 
綠 
色 
 
 
通 
道 
 



41 

福建自貿區 
• 定位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示範

區」，未來應加強合作機制及產業
對接，啟動兩岸搭橋專案，建構兩
岸運輸物流產業合作平臺。 

• 為「一帶一路」中一路的起點，所
衍生人力、資金、技術、物資等大
量需求，商機無限，應積極尋求合
作機會。 

上海自貿區 
• 我國金管會正推動金融亞洲盃、數

位金融3.0等計畫；順應上海自貿區
將金融國際化列為試驗重點，開啟
兩岸金融合作商機 



• 以自由貿易協定走向國際，擴大國際參與合作 
•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RCEP)成員為我國主
要出口市場與投資地區，加入TPP及RCEP效益： 

      - 提升產業產值，創造出口效益，增進國內就業 
             - 擴大貿易規模，強化我國亞太供應鏈體系之地位 
                     - 加速國內產業升級，推動我國法規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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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與亞太地區國家簽訂的
經濟合作協定 
– 大陸：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FA) 
– 日本：臺日投資協議 
– 新加坡：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ASTEP) 
– 紐西蘭：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 

• 我國與亞洲國家簽訂租稅協
定計７個(新加坡、印尼、
馬來西亞、越南、以色列、
印度及泰國)，相較於鄰近
國家仍有一段差距。 

• 更積極與亞洲國家洽簽經濟
合作協定或租稅協定或加入
TPP、RCEP等兩大亞太地
區區域經濟整合組織。 

鄰近國家租稅協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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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目前對東南亞及東北亞航線
約佔我國國際航線51%以上，顯
示我國航商在東亞航線佈點相當
成熟。 

• 藉由臺灣與日本南方四島串聯日本與大
陸，與一路結合，發展太平洋左岸經濟
圈。 

• 大小三通往來密集，我國除目前臺北至平
潭的海運快遞航線，建議未來可以繼續引
進高速輪開拓更多兩岸航線，使我國航線
能與「一路」作一連結。 

臺
灣 

日
本 

大陸 

一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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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 

天津 

太平洋左岸經濟圈 
以臺灣東部地區為延伸腹地 

京津冀經濟圈 
藉由區對區合作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臺商產業經濟圈 
發揮臺灣中轉優勢，
協助臺商建構東亞供
應鏈 

面對一帶一路的計畫，建議
可由國內企業(例如港務公
司、大型物流公司)在「一
路」國家投資興建基礎建
設，掌握新興市場商機。 



 ＩＭＯ：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ＩL Ｏ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ＭＬＣ：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STCW ：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船員法及子法規 
應將該等國際公約內國法化 

船員訓練、適任證書核發 
應配合該等國際公約規範辦理 

船員考試類科 
應參照該等國際公約修正與調整 

 ＩＭＯ有關船員規範主要為STCW。 
 STCW公約於1876年、1995年及2010年辦理修

正。 
 研究中心將針對IMO對於STCW公約修訂、相關會

議決議、協定等進行研究、因應與配合。 
 IMO其他如SOLAS MARPOL COLREGS 公約等如

涉及船員議題，將一併研究。 

 ＩLＯ有關海員部分之相關公約為MLC。 
 MLC最新修訂為2006年修訂案，研究中心將針對

MLC相關修訂、會議決議等進行研究。 

國際勞工組織 

國際海事組織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
值標準國際公約 

海事勞工公約 

規劃建置國際公約STCW及MLC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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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事組織自願稽核機制(IMO VAS)  
•稽核目標： 

  ─強化海上安全和防污染等相關公約之有效履行及公約國內法的程度 

  ─評定船旗國管理的安全監督機制是否完善和有效 

  ─評估各國對委託的驗船(認可)機構之監控措施 

•稽核範圍：國際海事組織強制性文件 

  ─1966年國際載重線公約及1988年議定書 

  ─1969年國際噸位丈量公約 

  ─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 

  ─1973/1978年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 

  ─1974年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及議定書(SOLAS公約) 

  ─1978年國際海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公約(STCW公約) 

辦理情形 

透過臺加海事體系技術合作備忘錄之工作計畫，已於2014年10月6日至14日 

辦理國際海事組織資深稽核員稽核，並配合國際海事組織2016年強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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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國籍船長會員-高階海事人力資料庫 

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 
輪機科及航海科合格乙級海員資料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各類輪船公司、委託營運公司、船務代

理公司等各類型航運公司資料 

中華海員總工會 
登記入會國籍海員名冊及人力資料庫 

建置船員就業/航運公司徵才網路媒合平臺 

提供船員就業市場媒合機制，提昇在校學生及畢
業學生上船實習就業的機會 

解決航運公司船員不足/海員未充分就業，供需
失調之窘境 

簡化船員僱用申請程序，提昇為民服務效能，推
動船員外僱與僱外電子化作業創新服務 

 

 

 

 

 

 

 

各海事院/職/校 
海事在校生、畢業生、上船實習生資料 

2014年度建置『船員就
業徵才媒合平臺』系統 

提升MTNet海技人員 

管理系統 

外僱/僱外申請 

電子化創新服務 

整合現有資源 

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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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船員就業管道及訓練環境     

甲級船員 

• 加強產學合作，鼓勵
學校發展4+X學程，
並鼓勵報考海事職校
院及其畢業生投入船
員職場。 

• 修訂航海人員測驗題
庫，使考題貼近業界
需要並提升及格率。 

 

乙級船員 

• 鼓勵航商與訓練機構
合作，提供訓練經費
委託訓練機構客製化
培育養成航商所需人
才。 

• 發展高職就業專班及
修訂船員相關法規，
使船員上船實習、航
商僱用等更具彈性。 

1 2 行銷宣導及其他 

• 委託籌拍宣導短片，
短片主軸-提升船員形
象及多元就學就業方
案。 

• 購置更新船員訓練設
備。 

• 船員外僱僱外作業電
子化暨船員就業徵才
資料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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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實習名額14人 

•學生在校所學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 

•另類之職前訓練 

幫助學生 

與職場實務接軌 

•吸引更多學生投入海運發展領域 

•鼓勵在校學生於政府部門工作 

培養學生 

對海運業務興趣 

•舉辦實習生與首長有約活動 

•瞭解實習概況、學習目標與遭遇問題。 

與學生建立 

溝通平臺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MTNet)自91年開
始建置至今已有10餘年 

問
題 

航港體制改革，航商與交通部航港局、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間新的權利義務關係 

因應歷年業務需求新增多項子系統，致使
系統日漸龐大管理不易，且為因應日新月
異的科技技術與高規格資安要求 

1.強化航政、港政與行政管理系統，符合資安標準要求 
2.加入行動化界面，能藉由手機及平板等個人化行動裝置使用， 
   達成便民與親民服務 

航政 
監理系統 

港政 
監理系統 

行政 
管理系統 

行動應用 

影音 
推廣 

資訊 
安全 

雲 
端 
運 
用 

便 
民 
服 
務 

2015 年規劃 2016 - 2018年建置 

51 



船舶運送 

貨櫃場 

物流倉儲 

海運承攬 

船務代理 

報關 

進口商 

出口商 

零售商 供應商 

製造商 

非結構化資料 結構化資料 

亞太地區競爭港口 
 

全球海事知識庫 

港埠資訊系統 

其他政府機關資料 

航港發展資料庫 

知識庫 資料倉儲 
貨物流向 
統計資料庫 

 建立雲端航港智庫 
 建立航港社群部落 
 提供多樣化工具 
 對外界開放 

 完成資料庫6大主題館架構 
 完成結構與非結構資料整合 
 以圖資報表呈現數據分析 

2014年 整合港務、航運、關務、貿易及國
內外相關資料 

 建置航港智庫中心 
 提供支援決策報表 

2015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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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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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 
目標 

施政 
主軸 

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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