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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左上：各國網友觀賞線上影片比較圖  

2008 年統計圖競賽國中及國小組第 2 名，得獎者許瑀庭當時就

讀桃園縣草漯國小，作者以美麗的地球為中心，長短不一的底片代

表各國網友 1 周至少觀賞線上影片 1 次的網友比率，放射狀的畫面

象徵網路四通八達。 

右上：台灣八年來的結婚率與離婚率 

2008 年統計圖競賽社會組第 3 名，得獎者為當時就讀台灣藝術

大學的鄭文正同學，運用完整與破碎的心來凸顯結婚與離婚，配合

強烈的色彩對比與對稱式構圖，視覺效果清晰明瞭。 

左下：誰是製造 CO2的大元兇？ 

2008 年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1 名，得獎者為當時就讀台中

高工的陳彥妤同學，以表情慌恐而憂心的小企鵝為主角，來彰顯溫

室效應對生態的傷害，呼籲世人應多加關注環保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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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今年的煙火秀你打幾分呢？ 

2008 年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2 名，得獎者王子柔當時就讀

育達商職，作者採用奇摩民調中心的資料，以 101 大樓為造型主

題、不同長度之煙火代表各種分數所占比率，畫面生動活潑有趣。 

【統計專載】 

97 年人力運用調查結果綜合分析 

鄭彥煌 

行政院主計處科員  

人力運用統計為現代國家配合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統計，因此行政院

主計處自民國 67 年起，即於每年 5 月隨同人力資源調查（以前為勞動力調查）附帶辦

理人力運用調查，藉以了解台灣地區勞動力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狀況等短期變動

情勢。茲將 97 年（5 月調查）調查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分析如次： 

壹、勞動力供給狀況  

一、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呈緩慢上升之勢  

97 年 5 月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為 49.38％，較未婚女性之 58.07％低

8.69 個百分點。由近 20 年資料觀察，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呈緩慢上升之

勢，由 77 年之 42.66％，升至 97 年之 49.38％，其中有未滿 6 歲子女者由

42.29％升至 64.14％，提升 21.85 個百分點；尚無子女者由 56.55％升至

70.34％，提升 13.79 個百分點，主要係因國人教育程度普遍上升，服務業持

續發展，女性就業機會增加所致；子女均在 6 歲以上者為 45.18％，亦上升

3.36 個百分點(詳表 1)。 

表 1 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年    別 平  均 

子 女 均 在 6 歲 以 上 有 未 滿 6 歲 子 女 

尚 無 

子 女 小 計 

子 女 均

在 18 歲

以 上 

有 6-17 歲子女 

小 計 

子女均在6歲以下 有 6 歲

以  上

子  女 
 

僅有6-14

歲 子 女 
 

子女均在

3歲以下 

77 年 42.66 41.82 30.20 52.23 - 42.29 40.83 - 44.49 56.55 

82 年 44.39 43.78 31.32 55.76 55.11 42.99 41.50 41.73 45.63 59.71 

87 年 46.50 44.20 31.28 59.23 60.52 49.60 48.73 46.84 51.04 65.58 

92 年 47.34 44.69 32.39 62.02 63.86 53.46 53.90 53.96 52.69 64.30 

96 年 49.57 45.90 32.79 66.07 68.27 61.18 61.11 59.25 61.34 70.09 

97 年 49.38 45.18 32.78 64.76 67.73 64.14 64.06 61.86 64.31 70.34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3   

 

註：本表所列係各年 5 月份資料，以下各表相同。 

二、有就業意願之潛在勞動力比率以男性、青壯年及低教育程度者較高 

97 年 5 月潛在勞動力（非勞動力人口扣除高齡、身心障礙者）計 557

萬人，占非勞動力比率達 71.76％，惟隨高齡人口快速增加，潛在勞動力占

非勞動力比率近 20 年來下降近 10 個百分點；其中有就業意願者計 21 萬 2

千人，占潛在勞動力之 3.81％，較 96 年下降 1.11 個百分點。若由年齡別觀

察，15~24 歲及 65 歲以上年齡者因在學比率較高與年歲較長，有就業意願

者占潛在勞動力比率分別僅 0.78％與 0.17％，餘 25~44 歲占 8.45％，45~64

歲占 4.61％；就教育程度別觀察，有就業意願比率以國中及以下程度者 4.54

％較高，大專及以上程度者 3.43 較低(詳表 2)。 

表 2  有就業意願者占潛在勞動力之比率 

單位：％ 

項    目    別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總             計 7.04 7.01 6.18 5.71 4.92 3.81 

男 11.53 11.36 9.03 8.33 6.86 5.67 

女 4.94 4.96 4.84 4.44 3.92 2.84 

年             齡       

1 5 ~2 4 歲  2.83 2.09 1.83 2.00 1.43 0.78 

2 5 ~4 4 歲  13.27 14.51 12.22 11.66 10.50 8.45 

4 5 ~6 4 歲  8.02 8.06 7.46 6.64 5.78 4.61 

6 5 歲 以 上  0.30 0.31 1.29 0.66 0.36 0.17 

教   育   程   度       

國 中 及 以 下  7.87 8.31 6.52 5.99 5.02 4.54 

高  中  (職 )  7.10 6.82 6.74 6.10 5.09 3.45 

大 專 及 以 上  5.70 5.45 5.03 4.88 4.62 3.43 

貳、就業狀況  

一、白領就業人口持續穩定成長  

97 年 5 月白領（民代及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事務工作人員）就業者為 463 萬人，較 96 年增加 18 萬 6 千人或 4.19

％。隨產業結構變遷，近 20 年間行、職業結構均有顯著改變，以行業結構而

言，農業所占比率由 77 年之 13.51％持續降至 97 年之 5.14％，工業亦由 42.32％

下降至 36.90％，服務業則由 44.17％升至 57.96％；以職業結構而言，白領就業者

所占比率由 77 年之 25.88％持續升至 44.46％；藍領（生產操作體力工）就業者則

由 43.45％下降至 32.04％(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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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6 年間新進及重行就業比率以女性、青少年、大專及以上程度者較高 

96 年間新進及重行就業者（於 96 年間進入就業市場且未轉換工作）計

38 萬 5 千人或占全體就業者之 3.70％（新進及重行就業比率），其中男性新

進及重行就業比率為 3.27％；女性則為 4.26％；從年齡與教育程度觀察，則

分別以青少年與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 23.39％與 5.41％較高；就行業別觀

察，以進入製造業者 9 萬 5 千人最多，所占比率達 24.75％；就職業別觀

察，以生產操作人員 10 萬 8 千人最多，服務工作人員 8 萬 9 千人次之，所

占比率分別為 27.95％及 23.22％。至於 96 年間曾經轉業就業者計 64 萬 5 千

人或占總就業人數之 6.19％（就業移轉率），其中淨移入人數最多之行、職

業分別為「製造業」與「專業人員」，淨移入人數分別為 1 萬人與 3 千人，而

「其他服務業」與「服務工作人員」為淨移出最多，淨移出人數分別為 8 千

人與 6 千人(詳表 4)。  

表 3  就業者特性 

單位：％ 

項    目    別 77 年 82 年 87 年 92 年 96 年 97 年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行          業       

農      業 13.51 11.58 8.53 7.30 5.23 5.14  

工      業 42.32 39.78 38.77 35.47 36.75 36.90  

服  務  業 44.17 48.64 52.70 57.23 58.02 57.96  

職          業       

白 領 工 作  25.88 33.17 37.21 40.32 43.31 44.46  

藍 領 工 作  43.45 39.34 37.22 33.44 32.39 32.04  

其       他  30.68 27.49 25.57 26.24 24.30 23.50  

註： 白領工作人員包括民代及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 

藍領工作人員包括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其他包括服務工作人員、農事工作人員。 

 

表 4  就業者之新進及重行就業比率及就業移轉率 

單位：％ 

項    目    別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新進及
重行就
業比率 

就業移
轉率 

新進及
重行就
業比率 

就業移
轉率 

新進及
重行就
業比率 

就業移
轉率 

新進及
重行就
業比率 

就業移
轉率 

新進及
重行就
業比率 

就業移
轉率 

新進及
重行就
業比率 

就業移
轉率 

總          計 4.94 6.45 4.78 6.78 4.47 6.06 4.53 6.09 4.35 5.96 3.70 6.19 

男 4.31 6.17 4.05 6.52 3.71 5.72 3.84 5.72 3.68 5.36 3.27 5.91 

女 5.83 6.82 5.77 7.16 5.52 6.53 5.46 6.59 5.23 6.76 4.26 6.56 

年          齡             

15~24 歲 23.33 13.25 23.36 14.97 22.62 12.45 23.49 12.04 22.68 11.74 23.39 12.96 

25~44 歲 3.37 7.16 3.08 7.26 3.21 6.92 3.52 7.04 3.35 6.98 2.74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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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4 歲 1.66 2.78 2.02 3.39 1.46 2.71 1.29 2.91 1.55 2.87 0.85 3.05 

65 歲以上 0.92 0.32 1.14 0.30 1.00 0.48 0.50 0.23 1.07 0.68 0.48 0.84 

教   育  程   度             

國中及以下 3.21 4.52 3.06 5.05 2.60 4.62 2.50 4.08 2.71 3.91 1.43 3.69 

高中（職） 5.38 7.26 5.05 7.40 4.53 6.44 4.36 6.67 3.96 6.46 3.37 6.97 

大專及以上 6.22 7.48 6.09 7.75 6.00 6.89 6.24 7.04 5.87 6.93 5.41 7.06 

 

三、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占全體就業者 6.24％ 

97 年 5 月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65 萬人或占全體就業

者之 6.24％，其中部分時間工作者 31 萬 1 千人，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 49 萬

8 千人，分別占全體就業者之 2.98％與 4.78％；按性別觀察，女性占該性別就業

者 7.32％，較男性 5.42％高；若由年齡別觀察，15~24 歲年齡者因在學比率較

高，占該年齡就業者比率 19.21％為最高；就教育程度別觀察，則以國中及以下

程度者 9.51％較高；就行、職業別觀察，分別以支援服務業與生產操作人員之比

率 17.68％與 9.35％最高(詳表 5)。 

表 5  民國 97 年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特性 

項   目   別 
就業者 

(千人) 

部分時間、

臨時性或人

力派遣工作

者(千人) 

 

部分時間 

工作者 

(千人) 

 臨時性或 

人力派遣 

工作者 

(千人) 

 

占就業者比

率(％) 

占就業者比

率(％) 

占就業者比

率(％) 

總計 10413 650 6.24 311 2.98 498 4.78 

男 5904 320 5.42 122 2.06 262 4.44 

女 4509 330 7.32 189 4.19 236 5.22 

年齡        

1 5 ~2 4  歲  818 157 19.21 110 13.47 120 14.68 

2 5 ~4 4  歲  6011 265 4.41 102 1.70 215 3.57 

4 5 ~6 4  歲  3396 212 6.24 87 2.57 157 4.63 

6 5 歲以上  188 16 8.38 11 6.08 5 2.90 

教育程度        

國 中 及 以 下 2588 246 9.51 80 3.10 201 7.77 

高 中 （ 職 ） 3678 195 5.31 84 2.27 153 4.15 

大 專 及 以 上 4147 208 5.02 147 3.55 144 3.47 

行業        

農      業 535 40 7.39 25 4.58 17 3.14 

工      業 3843 240 6.25 66 1.73 223 5.81 

服  務  業 6035 370 6.13 220 3.64 257 4.27 

職業        

民代及主管人員 462 2 0.52 2 0.36 1 0.16 

專業人員 911 26 2.80 18 1.94 19 2.09 

技術人員 2133 59 2.77 42 1.99 33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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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工作人員 1123 65 5.77 40 3.55 50 4.44 

服務工作人員 1927 149 7.73 103 5.34 95 4.91 

農事工作人員 520 37 7.12 22 4.22 16 3.12 

生產操作人員 3336 312 9.35 84 2.53 284 8.50 

註：由於「部分時間工作者」可能亦是「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故二者合計人數將超越全體「部分時間、臨

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人數。 

 

 

四、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且希望增加工時者為 2.27％  

97 年 5 月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且希望增加工時之就業者計 23 萬 6 千

人或占全體就業者之 2.27％；就行業別觀察，以營造業 10.65％最高，農業 4.07

％次之，而金融及保險業僅 0.34％最低；由職業別觀察，則以生產操作人員 4.54

％最高，農事工作人員 3.66％次之，而以民代及主管人員 0.20％最低。 

五、就業者想另找工作情形略減  

97 年 5 月想另找工作就業者（含想換工作及想增加額外工作）計 71 萬

2 千人，占總就業者之 6.84％，較 96 年下降 0.41 個百分點，其中想換工作者

占 71.11％，其餘為想增加額外工作者。在想另找工作就業者中，已開始求

職行動者占 26.46％，較 96 年上升 0.05 個百分點。  

表 6 就業者工作時間及想另找工作情形 

年 別 

就業者 

 

(千人) 

占就業者比率 

（％） 

想另找工作 

就業者 

(千人) 

 
占想另找工作就業者 

比率（％） 

每週工時
未滿 35

小時且希

望增加工
時 

每週工時
未滿 35

小時且工

作收入低
於截略點 

每週工時大於
35 小時且工作
收入低於截略

點（或基本工
資） 

占就業者比
率（％） 

想換 

工作者 

想增加額
外 

工作者 

已開始求
職者 

92 年 9523 3.85 1.08 6.35 925 9.71 66.48 33.52 29.78 

93 年 9764 3.23 1.06 5.86 1011 10.35 61.44 38.56 29.29 

94 年 9918 2.47 0.88 5.17 963 9.71 65.51 34.49 27.83 

95 年 10064 2.49 1.16 4.52 895 8.89 68.26 31.74 27.92 

96 年 10260 2.10 1.03 4.20 744 7.25 73.05 26.95 26.41 

97 年 10413 2.27 1.49 4.73 712 6.84 71.11 28.89 26.46 

註：截略點係指依就業者性別、教育程度、與受僱與否分為 36組，各組以其工作收入中位數的半數為截略點，當截略點低於

基本工資時，部分時間工作者仍以原截略點為準，但全日工作者則改以基本工資為截略點。 

97 年 5 月基本工資為 17,280 元。 

 

參、失業狀況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7   

 

遠景不佳3.73 %

工作環境不良

 7.99 %

待遇太低

 53.88 %地點不理想

15.15 %

興趣不合8.71 %

工時不配合

6.00%

學非所用

3.93%

其他

0.97 %

其他

2.65 %

語言限制

 0.06 %

性別限制0.32%

工作性質不合

28.96 %

教育程度不合

7.88 %

技術不合

 35.54 %

年齡限制

 23.56 %

婚姻狀況限制

1.03 %

 

 

 

 

 

一、失業者求職方法以「應徵廣告、招貼」與「託親友師長介紹」為主  

97 年 5 月失業者計 41 萬 6 千人，扣除等待恢復工作與已訂於短期內開

始工作而無報酬者之失業者觀察其求職方法，以「應徵廣告、招貼」與「託

親友師長介紹」為主，分占 65.42％與 55.99％，其中男性及高中(職)程度者，

利用「應徵廣告、招貼」方法尋職比率皆逾 7 成；年齡愈長者及教育程度愈低

者，則以「託親友師長介紹」方法尋職比率愈高；另「參加政府考試分發」尋職

者，以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占 17.31％。 

 

表 7 民國 97 年失業者找尋工作方法按性別及年齡分 

                          單位：％ 

項 目 別 
託親友 

師長介紹 

向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 

登記求職 

應徵廣告 

、招貼 

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 

登記求職 

參加政府 

考試分發 
其他 

總     計  55.99 30.96 65.42 26.71 7.72 0.57 

男  58.39 31.23 70.20 21.12 7.11 0.47 

女  52.68 30.60 58.83 34.42 8.55 0.71 

年     齡        

15~24 歲  52.63 28.54 62.94 28.70 9.87 - 

25~44 歲  54.05 32.91 67.67 23.73 9.34 0.44 

45 歲以上 66.18 27.92 61.51 33.47 - 1.71 

教 育 程 度       

國 中 及 以 下 67.33 21.36 65.54 31.42 - - 

高 中 （ 職 ） 65.01 31.59 72.52 23.32 2.09 0.62 

大 專 及 以 上 41.17 35.70 58.66 27.29 17.31 0.85 

註：失業者找尋方法可以不只 1 種，故合計超過 100％。 

二、「技術不合」、「工作性質不合」與「年齡限制」為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

者尋職主要困難 

97 年 5 月失業者計 41 萬 6 千人，在找尋工作過程中，曾遇有工作機會

者計 23 萬人或占 55.22％，觀察其未去就業原因，主要係「待遇太低」所

致，占 53.88％；其餘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 18 萬 6 千人中，尋職遭遇困難係

以「技術不合」者 35.54％居多，「工作性質不合」者 28.96％居次，「年齡限

制」者亦占 23.56％。  

 

 

圖 2 民國 97 年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遭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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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業者生活費用主要來源以「由家庭支持」與「靠原有儲蓄」為主  

97 年失業者生活費用主要來源，以「由家庭支持」及「靠原有儲蓄」

分占 51.38％與 47.56％居多，靠資遣費、退休金、失業給付、其他政府失業輔

助津貼及其他者，所占比率均不高；就性別觀察，男性以「由家庭支持」所

占比率 52.64％較高，女性則以「靠原有儲蓄」與「由家庭支持」分占 49.66

％與 49.58％居多；若由年齡别觀察，「靠原有儲蓄」者所占比率以 15~24 歲

之 19.39％最低，45 歲以上之 65.76％最高，「由家庭支持」者所占比率則呈相

反趨勢，以 15~24 歲之 80.61％最高，45 歲以上之 31.69％最低。 

 表 8 民國 97 年失業者失業期間生活費主要來源 

                       單位：％ 

項   目   別 總計 
靠原有 

儲蓄 

由家庭 

支持 

靠資遣費 

、退休金 

靠失業給付或

其他政府失業

輔助津貼 

其他 

總        計 100.00 47.56 51.38 0.32 0.55 0.20 

男 100.00 46.08 52.64 0.27 0.72 0.29 

女 100.00 49.66 49.58 0.38 0.31 0.07 

年        齡       

15~24 歲  100.00 19.39 80.61 - - - 

25~44 歲  100.00 52.46 46.56 - 0.72 0.25 

45 歲以上 100.00 65.76 31.69 1.61 0.68 0.27 

註：「其他」包括借貸、補助金、朋友協助等。 

 

肆、結語  

隨著國人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及農、工、服務業產業結構持續轉型影響下，有偶婦

女勞動力參與率逐漸提升，白領就業人口亦呈穩定成長。另因全球化腳步加速，

各產業均面臨激烈競爭之壓力，企業人力需求較傾向專業化與年輕化，致「技術不

圖 1 民國 97 年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未就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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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性質不合」與「年齡限制」成為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尋職過程

主要遭遇困難；隨著產業升級速度加快，以及經濟、產業知識化之全球競爭時代來

臨，未來專業人才培訓及人力需求管理勢必成為政府與企業迫切面對之重要課題。 

 

 

 

 

 

 

 

 
 

97年終身成就獎得主周院士元燊簡介 
曾雪雅 

行政院主計處科長 

本社為提高統計學術水準、激勵統計

教學，並發展社務、對熱忱努力積極貢獻

且績效顯著者有所鼓勵，特設置終身成就

獎暨榮譽獎。自 88 年迄今，計頒發黃提

源、汪錕、于宗先、趙民德、黃登源、張

德新、魏慶榮、姚景星、李昭勝、周元燊

等 10 位終身成就獎，其中中央研究院院士

周元燊甫於去（97）年 11 月 26 日經本社

第 33屆理、監事會第 2次聯席會議通過，獲頒本項榮譽。 

周院士出生於 1924 年，1937 年小學畢業適逢第 2 次世界大戰開打，延至 1938 年

底才進入初中就讀，初中畢業後為能到較好的高中求學，在戰亂且極盡酷寒的冬天，

翻山越嶺徒步 2 個星期始抵重慶就學，展現其刻苦耐勞及旺盛之求知慾。1949 年畢業

於浙江大學數學系，1954年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數學系深造，於 1958年取得博士學位。 

周院士精研數學、統計科學理論及應用，學成後即在美國 IBM 公司華生試驗室擔

任研究員，其後應邀回國擔任中研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及所長，並出任中研院「統計

科學研究所」設所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積極籌劃成立該所，對我國統計學術之發

展，貢獻厥偉。 

除學術研究外，周院士長期致力統

計教學，1959-1962 年於美國加州大學

擔任客座副教授，1962-1968 年任教於

美國普渡大學，1968 年轉赴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擔任客座副教授及教授，並於

【統計情報】 

 

【統計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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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退休獲聘為榮譽教授，近半世紀以來，周院士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雖

大部分時間身在國外，但對於國內政府統計專業人員之培育，亦念茲在茲，熱切指

導。此外，並積極推動及參與國際統計學術會議，對我國統計制度、學術研究之宣揚

及統計國際地位之提升，著有貢獻。 

周院士學術研究成果斐然，著作等身，享譽國內外且備受推崇，先後於 1966 年榮

獲美國數理統計學會榮譽會員、1974 年獲頒中央研究院院士榮銜、1980 年榮膺國際統

計學會榮譽會員，另因其曾長期擔任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顧問，對

國民所得統計制度之健全及編算方法之精進，屢有建言，貢獻良多，於 1993 年獲贈主

計獎章，今再獲頒本社終身成就獎，可謂實至名歸。 

 

真理大學統計與精算學系簡介 

劉微蘋 

行政院主計處科員 

壹、發展沿革 

真理大學「統計與精算學系」成立於

民國 87 年，隸屬於數理資訊學院，成立

之初為「數理統計與精算學系」，著重數

理基礎、保險理論與實務，嗣配合就業市

場需求導向，將教學方向逐步往應用數理

調整，並於民國 95 年奉准更名為「統計

與精算學系」，使本系之課程設計更能符

合學生之實際需求。 

貳、課程介紹 

本系課程包括：通識課程、院訂基礎課程及系專業課程等三部分，以 97 學年入學

生為說明對象，畢業最低學分為 130，包括通識課程 40 學分、院訂基礎課程及系專業

課程 90 學分。 

通識課程即校訂共同課程，分為通識必修課程、通識核心選修及通識延伸選修

等；內容包括本國語文表達、文學與藝術、社會科學概論、知識經濟概論、研究方

法、邏輯導論、基礎統計學、自然科學概論、電腦應用、體育、外國語文、選修課程

等。 

院訂基礎課程為確保數理學院之學生能具相當的數理分析能力，並具不分學系的

特質，故規劃院訂基礎課程，內容包括微積分、線性代數、機率論、程式設計等。 

【校園精選】 

 

【統計專載】 

 

圖 1 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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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專業課程主要針對本系之教育目

標，將本系專業課程劃分為保險、精算、

統計與統合等四類課程，並視實際需要開

設輔導課程，以彌補正式課程之不足。 

為鼓勵學生畢業前通過基礎證照考

試，如「壽險業務人員證照」或「產險業

務人員證照」，97 年與錠嵂保險經紀人公

司合作建立保險資格測驗之考照平台，使

學生畢業後具有立即就業的基本能力。 

 

另因應現今國內外企業對從業人員工作專業化、專業證照化、證照國際化的趨勢

下，自民國 93 年起由何炎坤老師(由保險業界轉任)開設有關精算證照考試之課程，推

動「精算考證班」與「精算證照讀書會」，並輔導學生報考美國 SOA 之精算證照。 

參、師資介紹 

目前由曾能芳專任助理教授擔任「統計與精算學系」系主任，另系上有 1 位專任

教授林秀男，2 位專任副教授黃炳煌、賴耀宗，4 位專任助理教授何炎坤、彭成煌、王

信忠、葉淑穎，及 1 位專任講師涂兆賢，其詳細的經歷及專長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林秀男 專任教授 淡江大學數研所統計碩士 數理統計、模糊決策理論 

黃炳煌 專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數研所統計碩士 存活分析、實驗設計 

賴耀宗 專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數研所統計博士 數理統計、決策理論 

曾能芳 專任助理教授

（註：兼系主任） 

政治大學統計博士 應用統計、時間序列 

 

何炎坤 專任助理教授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精算碩士 保險、精算 

彭成煌 專任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數學研究所博士 生物統計、多變量分析 

王信忠 專任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統研所統計博士 應用統計、空間統計 

葉淑穎 專任助理教授 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統計博

士 

線性代數、數理統計 

涂兆賢 專任講師 逢甲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 保險 

圖 2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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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發展 

該系是國內第一個以「精算」命名的學系，致力培養學生具有統計、保險及精算

的專門知識，使其在就業上具相當競爭力。該系畢業生大多從事保險業務、精算規劃

及認證、或進入政府機構擔任統計、金融保險人員，另外也有部分同學繼續攻讀碩、

博士課程，成為國家學術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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