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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產業鏈導向人才培育制度與認證之研究

建構芒果產業專業人才
職能認證導向之研究

黃惠琳、李瑩姿

107年1月31日

前言

 果樹產業從業人數約45萬人

 產業相關農會(企業)約有302家

 相關科系：農藝系、園藝系、農園藝系、農業
科、園藝科、農場經營科、農園生產系；畢業
生約為1000人/年，在學生人數約4000人/年

 果樹為重度依賴人工生產之產業，估計缺工數 果樹為重度依賴人工生產之產業，估計缺工數
約3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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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芒果栽培面積26,508公頃，年產量
215,168,032公噸，年產值92億元，主要產地
為台南、屏東及高雄

 果樹產業以人力生產成本佔整成本大宗：
植物保護師、栽培技術師、經營管理師、植
物營養師、處理加工技術師、行銷企劃師

台灣芒果產業人才類別

1. 植物保護師：病蟲害、草害之診斷及防治
栽培技術師 樹體之整枝修剪 疏花 疏果及套2. 栽培技術師：樹體之整枝修剪、疏花、疏果及套
袋等技術

3. 經營管理師：農場經營規劃，擬定產銷計畫，診
斷分析經營效益

4. 植物營養師：土壤、水份、肥料管理
5 處理加工技術師：果實採收、分級、包裝、貯存、5. 處理加工技術師：果實採收、分級、包裝、貯存、

運輸
6. 行銷企劃師：建立產品形象及拓展行銷通路
7. 育種人員：改良作物品種



3

研究方法

 職能定義：成功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為了提高
個人與組織現在與未來績效所應具備的知識個人與組織現在與未來績效所應具備的知識、
技能與能力(包含態度和個人特質)。

 職能可分為行為導向及特質導向，必須是可觀
察或可知覺的外顯行為。

 職能的種類：管理職能(擔任管理職務者執行工
作所需要的能力)、專業職能(員工從事特定專
業工作，依部門不同所需具備的能力)、核心職
能(組織中每位成員都須具備的能力，這些能力
會隨著組織策略及文化有所不同)。

研究方法

 職能為個人所呈現出的知識、技能、態度及其
他能力特性等之統稱 是影響個人工作表現與他能力特性等之統稱，是影響個人工作表現與
績效的最主要因素，可加以衡量，並能藉由訓
練發展予以強化。 Cardy and Selvarajan(2006)、Mirable(1997)、
Parry(1996)與Ulrich(1998)

 職能分析與模型建構方法，主要以專家會議
(expert panel)法最為普遍，涵蓋四個步驟： (1)(expert panel)法最為普遍 涵蓋四個步驟： (1)
籌組進行專家會議、(2)實施行為事例訪談、(3)
透過進一步資料蒐集與分析，建立能力模型、
(4)驗證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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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職能基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依
法委託單位所發展 為完成特定職業 或職類法委託單位所發展，為完成特定職業（或職類）
工作任務，所需具備的能力組合。包括該特定
職業之主要工作任務、行為指標、工作產出、
對應之知識、技能等職能內涵的整體性呈現。

 透過有系統的職能分析方法，訂定人才的能力
規格 使學校 培訓機構能夠校準產業需求規格，使學校、培訓機構能夠校準產業需求，
發展職能導向課程，以縮短訓用落差，達成訓
用合一的目標。

研究方法

系統化職能基準發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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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產業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關聯圖

研究方法-功能分析法

第一場專家會議討論果樹應優先建置之職能基準，確立職能藍圖：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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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
結果 以栽培技術師職業為優先建置之職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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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功能分析法

第二場專家會議訂定職業之名稱、定義工作內涵，藉此訂定
職務入門水準，決定能力發展的基礎點。職務入門水準，決定能力發展的基礎點。

功能分析表
職業名稱：芒果果園栽培技術師

工作描述：進行果樹栽培過程中，樹體之整枝修剪、疏花、
疏果及套袋等技術，即管理樹體從營養生長至開
花結果等過程，以提高果實品質及產量為要務。

入門水準：農業相關科系高職(中)以上畢業 或有農場實際入門水準：農業相關科系高職(中)以上畢業，或有農場實際
經驗二年以上。

主要功能(主要職責) 次要功能(工作任務)

果園田間栽培管理
1.整枝修剪 2.疏花、疏果 3.套袋
4.施肥 5.病蟲害防治

果園栽培技術師學習地圖

果樹栽培管理技術

果樹生理

中階
(自耕農或委託
經營農戶)

果樹生理
果樹產期調節
果樹病蟲害防治
農產品安全用藥
果樹土壤環境與肥料管理
果品加工研發

初階
果樹概論
果樹田間操作實務初階

(有意願從農或
現職農民) 

果樹田間操作實務
果品採後處理
作物健康管理概念

共通課程
果樹學、農場管理學、植物保護概論、土壤肥料學、
農業機械概論、農業氣象、農業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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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產業職能基準流程：

蒐集標的產業資訊 蒐集標的職業資訊 職能課程確定職能驗證目的

職能基準應用職能基準應用

能力鑑定

職能驗證職能驗證職能分析職能分析產業職能藍圖產業職能藍圖

蒐集標的產業資訊

蒐集關鍵職業資訊

規劃職能藍圖草稿

4/23召開專家會議

蒐集標的職業資訊

進行工作專家訪談 能力鑑定前期分析

成立推動委員會

度規劃能力鑑定制度

成立專家小組

職能課程

確認發展範疇、
產出課程名稱

確定職能驗證目的

決定職能驗證方法

實施驗證

修正職能基準完成職能基準底稿

進行職能落差分析

能力鑑定

設計課程教學目標
與與內容大綱

召開專家會議

選定發展職業

完成職能基準

完成職能基準草稿

完成職能藍圖
規畫教學方法與
學習評量方法

發展課程之教材
教具、教學資源、
教師資格條件

擇定能力鑑定項目-產業定位

 芒果種植面積2015年15,465公頃，總產量
166,260公噸，年產值約20億元。

 台灣芒果主要外銷香港、新加坡及日本，又
台灣芒果產季與歐盟國家需求時期相符，故
可增加外銷市場的選擇性。

 芒果除鮮食用，尚可加工做成果汁、罐頭及 芒果除鮮食用 尚可加工做成果汁 罐頭及
各式零嘴，產品發展具多元性，未來極具成
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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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能力鑑定項目-人才需求

 芒果每年5至6月間套袋期就嚴重缺乏人力，
日薪上看1,200元。套袋工作具有技術性，新
手無法立即上工，老手素質又參差不齊。

 全芒果生育期約需3-5次整枝修剪，也是耗
費人力的工作。

 配合果園栽培技術師職能基準，發展芒果整 配合果園栽培技術師職能基準 發展芒果整
枝修剪及套袋能力鑑定，期望能提升薪資標
準，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參與。

擇定能力鑑定項目

 目前勞動部有乙、丙級園藝技術士技能檢定，
與考試院辦理之高、普考園藝技師，但上述
二者與規劃之芒果整枝修剪套袋能力鑑定制
度不同。

 芒果果園經營管理師項下之芒果整枝修剪套
袋能力鑑定有其發展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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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能力鑑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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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定能力鑑定發展項目：芒果整枝修剪套袋

 成立推動委員會： (工研院輔導)
臺南、臺中、高雄及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規劃能力鑑定制度：發展的能力標準或引用
的能力標準為何、設定能力分級並制定各級
通過標準、訂定符合能力鑑定的評鑑科目、通過標準 訂定符合能力鑑定的評鑑科目
設計評鑑方式、設計評鑑及格標準、能力鑑
定認證效期、未來辦理訓練及考試的機構等。



10

能力鑑定分級項目、通過標準、收費標準

認證
鑑定資格

認證
項目

紙筆測驗 實作測驗 收費標準

初級芒果整枝修
剪套袋助理員

初級
測驗成績70分
以上為及格，
成績保留5年

測驗成績70分以
上為及格，成績
以當年有效

每人每科收費
1,000元

中級芒果整枝修
測驗成績70分 測驗成績70分以

每人每科收費中級芒果整枝修
剪套袋技術工

中級 以上為及格，
成績保留5年

上為及格，成績
以當年有效

每人每科收費
1,500元

評鑑科目與考試範圍

初級芒果整枝修剪套袋助理員

考試科目 評鑑主題 評鑑內容
評鑑
方法

1.基礎芒果栽
培概論
芒果整枝修

1-1芒果產業現況、
栽培品種與風土
習性

1-1-1芒果產業產區分布
1-1-2芒果栽培品種與特性
1-1-3芒果肥培管理
1-1-4芒果病蟲害防治

紙筆
測驗

2.芒果整枝修
剪套袋技術

實作
測驗1-2芒果整枝修剪套

袋時期

1-2-1芒果整枝修剪時期與
方式

1-2-2芒果套袋時期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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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科目與考試範圍

中級芒果整枝修剪套袋技術工

考試科目 評鑑主題 評鑑內容
評鑑
方法

1.芒果整枝修
剪技術與操
作

1-1.整枝修剪方式

1-1-1芒果定植後與成年樹
整枝重點與操作

1-1-2芒果生長期修剪重點
與操作

紙筆
測驗

作
2.芒果套袋技

術與操作
實作
測驗1-2.套袋技術

1-2-1套袋種類
1-2-2芒果套袋操作
1-2-3芒果園安全衛生注意

事項

芒果整枝修剪套袋能力鑑定制度整體規劃原則-1

專業級等 初、中級

考試科目
1. 每級考2科
2. 每級至少包含一門術科
3. 各考科應從三倍以上題庫抽題組卷。

單科費用
1. 依鑑定中心收費原則調整
2. 10人以上團報、舊考生及認同單位得折扣優惠

評鑑方式 紙筆測驗、實作測驗

1 選擇題(單選 複選) 非選題(填充題 問答題)
題型

1. 選擇題(單選、複選)、非選題(填充題、問答題) 
2. 題型、題數、配分比例自行搭配
3. 建置題庫，並搭配電腦系統抽題組卷

考試時間 紙筆測驗2小時，實作測驗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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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整枝修剪套袋能力鑑定制度整體規劃原則-2

考試頻率 初級至少一年2試，中級至少一年1試考試頻率 初級至少一年2試，中級至少一年1試

建議報考
對象

1. 初級：高中（職）以上或參加芒果栽培管理相關訓練時
數40小時達以上

2. 中級：高中（職）以上農業相關學歷，或具農業相關工
作經驗1年，或取得芒果整枝修剪套袋能力鑑定初級證照
者

1. 單科滿分100分，達70分為及格
2 成績計算以四捨五入取整數

授證標準
2. 成績計算以四捨五入取整數
3. 紙筆測驗成績自應考日起5年有效，實作測驗成績自應考

日起1年有效

證書效期
及換發

有效期限不得超過5年，期滿換證

考科規劃

初級芒果整枝修剪套袋助理員

評鑑主題
(考科)

評鑑內容
目標題數

命題委員(來源)
筆試 實作

基礎芒果栽
培概論
(筆試1小時)

芒果產業產區分布 5

0

台南場、高雄場

芒果栽培品種與特性 12 台南場、高雄場

芒果肥培管理 8 台南場、高雄場(筆試1小時)

芒果病蟲害防治 15 台南場、高雄場

芒果整枝修
剪套袋技術
(筆試1小時
實作1小時)

芒果整枝修剪時期與
方式

20 2 台南場、高雄場、農會

芒果套袋時期與方式 20 2 台南場、高雄場、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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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科規劃

中級芒果整枝修剪套袋技術工

評鑑主題
(考科)

評鑑內容
目標題數

命題委員(來源)
筆試 實作

芒果整枝修剪
技術與操作
(筆試1小時
實作1小時)

芒果定植後與成年
樹整枝重點與操作

20
3

台南場、高雄場、農會

芒果生長期修剪重
點與操作

20 台南場、高雄場、農會

芒果套袋技術
與操作
(筆試1小時
實作1小時)

套袋種類 10

3

台南場、高雄場、農會

芒果套袋操作 20 台南場、高雄場、農會

芒果園安全衛生注
意事項

10 台南場、高雄場、農會

能力鑑定辦理機構

 初期可由具公信力的政府機關辦理，採考訓
合一制度

 農委會農民學院芒果栽培管理專班，可配合規
劃芒果整枝修剪套袋能力鑑定班

 未來可交由具公信力的芒果產業團體辦理考
試，採考訓分離制度

 配合學校學程調整、導入業師，擴大考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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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策略

 區域範疇：國內證照

 時程範疇：長期

 產業範疇：果樹產業-芒果次產業

27

推廣目標 (SMART原則)

 Specific-充裕芒果整枝修剪套袋技術人才，
改善季節性缺工狀況

 Measurable-規劃48小時職能課程，培訓60
人次，逐年提供產業60名合格人才

 Attainable-完成審題作業，每年辦理2梯次
初級考試、 1梯次中級考試初級考試 1梯次中級考試

 Relebant-辦理溝通會議及推廣活動

 Time-based-媒合20家以上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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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媒合機制尚未完善
*學研機構嚴謹客觀建置制度

*執行機構中立專業

*媒合機制尚未完善

*取得證照非薪資提高保證

*芒果整枝修剪套袋上工期非整年

OPPORTUNITIES機會

*農委會 教育部 勞動部合作推

SWOT分析

*農委會、教育部、勞動部合作推
動證能合一，可廣泛打開認知度

*增加芒果產業技術人力，提昇產
業競爭力、創造利基，形成薪資
良性循環

THREATS威脅

*證照不一定是能力證明

*農業缺工問題造成搶工排擠效應

推廣策略架構圖

目標
對象

推廣管道 推廣策略 附加價值
對象

學生/
從業
人員

1.媒體廣告：EDM/搜尋引擎/就業
網站/PPT/社群/課程網站

2.廣宣活動：座談會/博覽會/就業
媒合活動

1.團報優惠
2.推廣培訓課程

媒合就業

大專
院校

1.媒體廣告：系所公告/公文/海報
2 校園廣宣活動：座談會/博覽會

1.學校認同推動
方案

2 提供鑑定秘笈
學校團報
優惠

系所
2.校園廣宣活動：座談會/博覽會 2.提供鑑定秘笈

3.導入業師合作
優惠

農會/
農民

1.媒體廣告：公文/海報/文宣品
2.說明會/座談會

認同推動方案，
鼓勵提高薪資
進用人才

優先媒合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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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眾推廣策略-大專院校系所

 對象：大專院校農藝系、園藝系、農園藝系、
農業科、園藝科、農場經營科、農園生產系

系所導入職能

作為能力檢視
指標

合作編撰教材

客製化服務

10人以上
團體報名費8折

能力鑑定成績

衍生效益

提升學生能力及
就業率

提升學校系所知合作編撰教材

調整或新增
課/學程內容

引進業師，辦理
職能學分課程

分析報告

協助促進
產學研交流

提升學校系所知
名度及專業形象

分眾推廣策略-農會、農民

 對象：芒果產區農會、產銷班、農民

獲得優秀勞動力，
紓解缺工問題
專業選才，以證照

優先提供人才庫
辦理企業媒合活動
提供媒體報導(協助
撰稿刊登政府機關

農會、產銷班 證照主辦單位

做為加薪依據
建立農會/產銷班專
業形象

撰稿刊登政府機關
出版品)
協助安排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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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海報

結論與建議

 以職能基準-功能分析法建立芒果整枝修剪
套袋能力鑑定制度。

 初期可由政府機關採考訓合一方式辦理能力
鑑定考試，未來上軌道後再委託具公信力的
芒果產業團體以考訓分離辦理考試。

 在證照推廣上分眾行銷，採取不同推廣策略， 在證照推廣上分眾行銷 採取不同推廣策略
期望藉由證照制度的推動，培訓產業界立即
可用的人才，改善芒果季節性缺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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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需求與供給媒合機制尚未完善

 取得證照不一定是能力證明、證照非薪資提
高保證

 芒果整枝修剪、套袋上工期非整年，其餘時
間需另覓與證照無關的工作

 農業缺工問題造成搶工排擠效應，沒有證照 農業缺工問題造成搶工排擠效應，沒有證照
也一樣有不錯工資，何需考照?!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