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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 6、7、8年級生的
職涯規劃建議

 文《邱建業》 

編者按：自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以來，國人赴陸的工作環境及機會發

生從量到質的轉變。本文筆者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以電子及傳統製造業為觀察場域，

分享後疫情時代的大陸職場趨勢解讀，並就不同年齡層赴陸發展的職涯規畫提出建議。

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進出口管制及關稅風
險已令大陸台企主動進行第三地布局，以分散風
險。歐美品牌廠亦主動分流，意將大陸生產比重降
低，分散供應風險。這種由台商自身、國際政策及
客戶多重趨力推動的生產移轉，威力不容小覷。

此外，新冠肺炎讓台灣人赴陸求職意願大幅
降低，在兩岸檢疫及隔離規範下，商務人士無論
是休假或差旅於兩地往返都增添限制，台幹的招
募難度及後續安排將更顯困難，衍生成本也將提
高。基於即時的人力需求及成本考量，大陸台企
將加速用人在地化，但一個職務一旦由在地人才
取代，往往意味即使外部環境恢復，該職務也不
會再對台人開啟，在此趨勢下，勢必影響國人赴
陸工作機會。

筆者預期，在後疫情時代的 5年間，很可能
就是台灣人赴陸工作的「末班車」。目前仍欲前
往大陸工作者，應注意以下三大趨勢，並根據自
己的職涯發展階段，謹慎規劃做好風險管控。

趨勢一：基層職務減少，企業聚焦高

階、核心人才

 職缺減少首當其衝的是基層或儲備幹部
職務，對高階及核心職務延攬影響較小。所謂「高
階」，可泛指在特定產業有 10年以上年資，具
管理經驗，且對該產業、製程、產品或是供應鏈
及客戶有高度熟悉度的人才。至於「核心」，意
味與企業生存命脈直接相關的職務。台資企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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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考量人員忠誠度及穩定性，經常將財務、供應
鏈管理、研發、業務、人資職務視為鞏固企業的
核心，並將此職務留給台灣人。至於一般行政管
理、生產製造等職務則減少台幹的任用。值得注
意的是，紅色供應鏈的併購及結盟下，即使是核
心職務，未來也無法確保是台灣人的專屬。 

趨勢二：職涯不穩定度提高

台商在大陸的生存挑戰增加，企業獲利較無
法如前穩定，使企業在人力成本管控、績效考核
上將更為嚴格；台籍人員在薪資福利成本上一般
高於陸籍，一旦公司業務緊縮或個人績效不佳，
很可能遭受辭退的命運。另一方面，競爭力較弱
的企業退出市場、遷廠或遭到紅色供應鏈併購亦
增加員工在同一家公司內任職的不穩定性。除了
企業經營的因素外，後疫情時代下，公共衛生狀
況、出入境管制等，也可能讓台幹在非計劃下提
早結束工作。2020年初，便有大量原本打算在
大陸長期發展的台幹因疫情因素離職。過去台幹
赴陸發展，在經歷大約 1年的環境及工作適應
後，在同一家公司任職 4年以上並非難事，一任
10年以上的也所在多有。不過預期未來台幹因
為上述主動或被動因素，轉換工作的頻率可能增
加、每家公司的任職時間縮短，資歷將零碎化。

零碎化的資歷對職涯非常不利。一般公司在
招募員工時，若應徵人選在先前公司任職不到 2
年，對其年資的採認通常會大打折扣。這除了考
量人員個性、動機的穩定度外，在同一家公司任
職時間愈久，愈能完整經歷產品週期、淡旺季循
環、景氣的起落，並歷練到各種情況下的因應方
式，也較有機會遇到非常態性的重大事件，例如
投資建廠、切入新市場、創新商業模式等。若台
人赴陸發展任職時間過短，對往後去其他地方發
展恐有負面影響，可能年資及年齡虛長，工作卻
愈換愈差。

趨勢三：大陸成東南亞練兵場，語言

能力要求提高

過去在大陸的職務，除了研發、業務等需
要面對國外客戶的職務，普遍對英語能力的要求
不高。但隨著台商在大陸以外地區布局加速，我

們觀察到有不少台商目前招募台幹赴陸一段時間
後，將其再轉派到其他國家（以越南、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為主）。而派駐大
陸階段被視為之後派駐第三地的「練兵場」，藉
以在外派第三地前適應離鄉背井及跨文化工作環
境，培養獨立及實戰能力。因此筆者觀察許多過
去不強調英文能力的職務，如人資、總務、財務、
營建、環安衛等，企業也開始要求英語能力，以
備未來派往非華語系國家。 

過去台人赴陸求職，追求高薪被視為第一，
甚至唯一，因為隨著公司高速擴張，只要跟上公
司腳步，薪資及職涯的成長大多能快速躍進。但
後疫情時代，台幹職務在專業及語言能力上的要
求增加，而工作穩定度下降，風險亦增，對於是
否去大陸工作及如何選擇工作，將與往昔單點式
的評估不同。

在職業諮商輔導領域常舉舒伯（Donald E.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其將個人職業生涯發展
以年齡可分為五階段，分別為：成長期（14歲前）、
探索期（14-24歲）、建立期（25-44歲）、維持
期（45-64歲）及衰退期（65歲以後），每個階
段中，個人面對的生涯課題有別。以下將循此脈
絡，以年齡層來探討後疫情時代赴陸職涯規劃。

 六年級（40-49歲）：風險評估及管控
優先

六年級正在職場中高階的職位，屬職涯發展
的後建立期及維持期，專業歷練超過 10年以上，
是企業延攬的重點人才。此階段已接近在台灣原
公司職務體系內的天花板，再晉升難度較高。內
外力作用下，赴陸尋求職涯及薪資的突破是一條
出路。

過去常遇到此年齡層的求職者將赴陸發展
作為生涯最後一份工作，存下足夠的退休金並在
55歲左右退休。但現在這個期待不但達成機率
不高，更有可能赴陸僅 1年，便因個人表現、公
司經營或外部環境因素而離職返台。

此年齡層僅有一兩年的短期赴陸派駐經驗通
常弊大於利，例如從大陸離職後面試下家台灣公
司時，可能給人資留下環境適應力不好、決策粗
糙、可能自覺屈就等刻板印象；更糟的是 4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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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求職的難度逐年增加，再就業的尋職期間預
料更長，機會成本高，也可能找不到同原本在台
待遇的工作。這時大陸經驗不但沒有加值，反而
成為包袱。 因此六年級生欲赴陸求職，應避免因
一時衝動或高薪的誘惑，反而更應重視風險評估
及管控。

建議在準備赴陸工作前，深入了解該工作的
確切內容、職位在組織中的地位、上級給自己的
定位及目標以及可掌握的資源等，深刻思考職務
是否適合自己。還要研究欲前往企業之競爭力、
在大陸經營情況，有無可能在短期內遷廠或被併
購，以及該公司人員流動性及離職主要原因。此
外，為確保能夠適應海外生活，關於安置及福利，
如宿舍、交通、休假、加班等也應事前掌握。這
些評估做完後，再回頭思考薪資期待也不遲。一
般赴陸工作行情大約為台灣薪資的 1.3至 1.5倍
左右，但擁有關鍵技術者倍數更大。由於六年級
生轉職的機會成本高，風險承受力低，建議薪資
談判可以較為大膽。

最後，赴陸前應預擬回台後路。建議在台灣
原公司離職時妥善交接，並與原公司維持良好關
係，經常交流，若在大陸工作不順還有機會回原
公司任職。

 七年級（30-39歲）：
挑好平台讓履歷鍍金

此年齡層是目前在職涯
發展至為關鍵的建立期，此
期獲得的專業能力及薪資水
準，幾乎奠定了未來收入的
主要格局。另一方面，因往
後的職涯還長，選擇工作的
容錯空間較大。此階段赴陸
求職，首重選擇好的發展平
台，其次才是薪資，而風險
管控上可以較為放鬆。

此時理想的工作應能
行使更大規模的人員管理及
面對經營更廣的市場，並被
賦予足夠的決策空間，作為
公司規劃、決定、開創的角

色，而非僅為執行、繼承現狀的角色。

另外，能否接觸熱門產品的開發或是新市場
的開拓，以及是否能建立與國際客戶的關係，也
是赴陸選擇職務的考量。以製造業為例，如果對
應的客戶是蘋果、Nike等業界翹楚，在履歷上可
以加分許多。

在後疫情時代，雖然七年級生赴陸職涯一樣
面臨不穩定性的威脅，但其風險可以用好的平台
在短時間內讓履歷最大化加值來平衡。
 八年級（20-29歲）：放膽嘗試不忘持
續學習

此階段尚在職涯探索及建立階段的初期，此
時期最大優勢為轉職機會成本低。一般企業對於
此年齡層過去轉換工作較快的容忍度也高，若能
透過赴陸求職，體驗不同的生活環境、管理風格，
同時獲得較高的薪資，是不錯的人生歷練。

不過目前工作經驗較短的八年級生赴大陸求
職將更為艱難，「人求事」的情況比「事求人」
的機會更高，薪資議價空間也很低，大致上都是
「依公司規定」。建議此階段年輕人若有海外工
作的想法，不妨對薪資的期待稍微放寬，對於工
作內容或在組織中的地位，也不用過多要求，反
正此時最重要的，是學習和體驗，並盡可能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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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職的機會。畢竟只要「卡位」成功，往後薪
資成長及晉升的仍大有可為。筆者預期，八年級
生未來海外工作的主戰場很可能在東南亞國家，
而大陸派駐的歷練對未來爭取到東南亞外派有極
高的加分作用。

八年級生在外派大陸的過程中，最忌諱滿足
現狀，被較高的薪資迷惑，將大陸視為職涯之歸
宿。在大陸期間應加強自我學習，例如外語能力
（尤其是英語）、管理能力、專業知識、產業趨
勢，讓自己擁有即便離開大陸職場仍有打天下的
本領。以人力資源工作為例，在大陸擔任人資必
當嫻熟當地法規，但現在熟稔大陸規範還不夠，
為了因應未來的變動，應主動學習台灣、東南亞
的相關法規，了解勞資爭議、薪資、稅賦、假勤
規範等異同。這些知識公司大多不會主動教導，
必須靠自己空閒時從書本、網路學習，或與有相
關經驗者交流。這些眼前看起來用不到的知識，
未來很可能成為新職務的基石或敲門磚。

結語：風口過後還要能飛

上述的職涯規劃不一定只適用大陸求職，即
使在台灣或其他地方也一樣適用。過去到大陸工
作讓國人有「錢多，缺多、升遷快」的刻板印象，
在工作選擇上也容易聚焦在薪資。然而筆者認為
在後疫情時代，以職涯發展角度來思索，較為穩
健的做法是將赴陸工作視為職涯的一個階段，思
考從中能夠得到什麼歷練，什麼能夠為往後的職
涯加分，才會讓自己未來的選擇更為寬廣。

小米創辦人雷軍曾說：「站在風口上，豬都
會飛」。過去大陸台商在大陸爆發性成長，連帶
台幹趁勢高飛。但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也曾反駁
表示：「風過去了，摔死的都是豬」。在後疫情
時代，台幹惟有做好規劃，審慎評估，才能飛好
飛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