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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作業時必須配戴防護⾯面罩，避免強光直射眼睛以及吸入過多⾦金金屬粉塵。　圖／駱駱芷萱攝

【專題記者蕭淳云、駱駱芷萱、崔兆慧、周佩怡綜合報導】2019年年夏天，趙元玓搭上⾶飛

機，這位熱愛焊接的少女，決定到加拿⼤大就讀焊接⼯工程與科技學系。

「焊接很辛苦耶，為什什麼要去學這個？」時⾄至今⽇日，這些質疑仍反覆出現在他的⽣生活，同

時也在台灣⼈人的普遍觀念念裡，以「不會讀書就去做⼯工」的偏⾒見見，刺刺扎著各個⾓角落落的焊接

⼯工。

「亮亮的、吵吵的。」這是趙元玓對焊接的第⼀一印象。他在⾼高職時期接觸焊接，從此愛上

這⾨門逐漸沒落落的傳統產業技藝，⽽而這樣⼀一學，就是五年年。為了了持續走在焊接這條路路上，趙

元玓選擇遠赴重洋，他笑著解釋說：「因為台灣沒有焊接系。」

深植社會的刻板印象，讓愈來來愈少⼈人願意進入焊接領域；⽽而沒有焊接系的台灣，⼜又迫使願

意選擇這條路路的年年輕世代紛紛出走。

焊接應⽤用廣卻品質不穩 公共安全堪憂

焊接作業時會產⽣生強光及⾦金金屬粉塵，長久下來來對焊接⼯工眼睛及肺部產⽣生負⾯面影響。　圖／周佩怡攝

⾯面罩裡的世界很狹⼩小，只有⼀一個⼩小⽅方框可以看⾒見見外界。從⼩小⽅方框望出去，⽩白光忽明忽滅，

⼀一瞬間刺刺眼扎耳，緊接下⼀一秒⿊黑暗寂靜，無限循環。師傅⼿手中的焊槍伴著積年年累⽉月的經

驗，「搭、搭、搭」地按著節奏微微起伏，與之共舞的，是⾦金金屬熱熔後的粉塵，以及不絕

於耳的⾼高分⾙貝機具聲。脫下⾯面罩，臉上積累的汗珠微微閃爍，這已是⼯工作五⼩小時後。他們

⽇日復⼀一⽇日，⽤用焊槍⼀一針⼀一線縫起台灣⼯工業基礎。

焊接的應⽤用範圍相當廣闊，從晶圓製造、家具修補、航太設備到建築⼯工程，都需要焊接把

剛硬的結構緊密接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教授曾光宏說明：「除非是⼀一體

成形的結構，否則⼀一定需要焊接。」

然⽽而，普遍的焊接施⼯工環境不佳，在業界有「骯髒、危險、辛苦」的3K產業（註⼀一）之

稱。再加上社會觀念念對「做⼯工」的偏⾒見見與不完善的教育訓練，讓潛伏已久的缺⼯工及衍⽣生的

焊接品質問題逐漸浮上檯⾯面。

註⼀一：台灣3K產業的說法來來⾃自⽇日本發⾳音——「骯髒」（Kitanai）、「危險」（Kiken）、

「辛苦」（Kitsui）。

焊接⼯工的職業傷害除強光、粉塵外，⾼高溫的焊槍及⾦金金屬也容易易產⽣生⽪皮膚燒燙傷。　圖／駱駱芷萱攝。

我們以今年年蘇花公路路遊覽⾞車車翻覆意外，向⾞車車體焊接專家⼩小陳（化名）請益。⼩小陳認為，⾞車車

體的穩固程度與焊接品質息息相關，「有些⼈人會想說簡單把頭、尾焊⼀一焊就好，但其實把

整條連接縫焊起來來會更更穩固。」

⼩小陳告訴我們，有些廠商為了了節省成本、加快製程，會在看不⾒見見的表層下簡單焊接後，蓋

上⾞車車⽪皮，掩飾焊接品質的缺陷。對此，曾光宏提到，台灣部分交通運輸⼯工具有焊接品質疑

慮，「⾞車車⼦子焊接焊得好不好，也是（造成意外的）原因之⼀一。」

刻板印象、不完善的教育制度成缺⼯工主因

走在繁忙的台北街頭，隨處可⾒見見正在施⼯工的鋼骨⼤大樓樓。看似欣欣向榮的營建產業，實則⾯面

臨臨棘⼿手的缺⼯工問題，⽽而其中，焊接缺⼯工更更是建案能否順利利推進的⼀一⼤大考驗。造成如今⼈人⼒力力

短缺的情況，主要來來⾃自積年年累⽉月的社會刻板印象，以及焊接⼈人才培訓規劃不甚完善。

原因⼀一：刻板印象使新⾎血卻步 

「我們常常跟⼩小孩說，你不讀書就去做⼯工，做⼯工真的像我們眼中看起來來那麼卑卑微嗎？」焊

接⼯工曾⽂文昌感嘆地說道。他是⼤大眾眼中課業不好、就去學⼀一技之長的焊接⼯工，17歲那年年被

強迫學習焊接，但沒想到越做越喜歡，⼀一焊就是33年年。

談起⼯工作經歷，曾⽂文昌分享過去到⾼高級⼤大樓樓⼯工作時，⼤大樓樓負責⼈人不讓焊接⼯工從⼤大⾨門進入，

只能走⾞車車道或旁⾨門，他甚⾄至曾經被警衛奚落落，「因為社會⼤大眾就覺得我們髒，覺得我們低

別⼈人⼀一層。」

然⽽而，如今育有兒女的他，也曾指著捷運⼯工程對孩⼦子說：「如果你不好好讀書，以後就跟

他（捷運⼯工⼈人）⼀一樣在⼤大太陽底下焊接。」他形容，語出瞬間感到非常懊悔悔，如同打了了⾃自

⼰己⼀一巴掌。

這種傳統觀念念已根深蒂固於⼤大多台灣⽗父⺟母思想中，曾⽂文昌認為台灣不像國外般重視技術⼯工

⼈人，並給予他們應得的尊重。辛苦考來來的焊接執照、投資上萬⼩小時的焊接經驗，換來來的是

難以改變的社會眼光，如此情景讓想投入焊接的⼈人⽇日益減少。

原因⼆二：焊接教育資源匱乏

台灣的焊接技術主要受訓於⾼高職，畢業後可以就讀⼤大專電⼦子機械相關科系，或是到勞動部

勞動⼒力力發展署（以下簡稱勞動⼒力力發展署）進修。但不僅技職教育仍有缺陷，⽬目前台灣更更無

焊接專⾨門科系，焊接課程散落落在其他科系中，缺乏完整的培訓資源。

現任勞動⼒力力發展署授課老師林林哲正認為，學⽣生並非對焊接毫無興趣，只是不得其⾨門⽽而入。

他提到：「國外的焊接教育是兩兩、三年年起跳的基礎教育，是真正的學制，台灣的比較像是

密集補習班。」⽽而台灣的⼤大學，雖然有些學校設立焊接課程，但並無獨立的焊接科系。

針對焊接系是否有存在必要，勞動⼒力力發展署就業服務組簡任技正尤舜仁闡述，汽修、造船

等相關科系都會學習到焊接，因此得視教育部規劃，考量量到課程內容是否⾜足以設立⼀一個單

獨科系。⽽而擁有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焊接博⼠士學位的孫⼤大千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大學必

須設立焊接專⾨門科系，因為不只要培養技術⼈人員，也需要⼈人才深耕學術研究，才有機會發

展更更⾼高階、精密的焊接技術。

林林哲正更更透露，在國外培育出⼀一名焊接⼯工程師所需的費⽤用⾼高達2、3百萬，他無奈地表⽰示：

「（台灣）政府⾃自⼰己都覺得不重要，就不願花錢。」連續八年年擔任全國焊接競賽裁判長的

敖仲寧，則感受到選⼿手們的程度逐年年下降，顯⽰示政府不重視培養中、⾼高階焊接⼯工，讓焊接

產業發展只能⼀一直停留留在現階段。

前線焊接⼯工短缺衝擊產業發展

社會對焊接的刻板印象及教育制度缺漏，導致無新⾎血投入產業、⼈人才流失，第⼀一線施⼯工現

場缺乏焊接⼯工。影響範圍其實不僅有跟我們⽣生活有關的房屋、基礎建設等營建業，更更攸關

⾼高階焊接領域的發展，例例如精密焊接與離岸風電產業皆受衝擊。

影響⼀一：精密焊接產業規模⼩小 僅能依賴國外 

從事精密焊接的洪國華向我們介紹顯微鏡底下的⾦金金屬，他說明，⼀一般焊接都是3到5釐米，但精密焊接都
是毫米以下。　圖／周佩怡攝

在⼀一塵不染的冷氣房內，精密焊接業者洪國華戴著⼀一頂防塵帽，⼀一雙銳利利的鷹眼炯炯有

神，專注地操作眼前複雜的機器，只為呈現完美的焊接軌跡。這樣鍥⽽而不捨的精神，讓洪

國華在台灣精密焊接產業屹立不搖。

焊接式⾦金金屬波紋管是精密焊接的⼀一環，因為具有可伸縮以及完全隔絕外界的特性，是航

太、真空、半導體產業機具的重要零件。在台灣，精密焊接技術長期掌握在外國廠商⼿手

中，國內需要的焊接式⾦金金屬波紋管也多從國外進⼝口。「不發展精密產業，就只能依賴國

外。」洪國華憂⼼心地描述台灣精密焊接的產業現況。

20年年前，洪國華遠赴⽇日本學習精密焊接技術，經過五年年多的訓練，他成為全台第⼀一位精密

焊接製造商。⾄至今，掌握精密焊接技術的台灣焊接⼯工屈指可數，因為訓練成本⾼高昂，若若無

企業或政府資助，⼀一般焊接⼯工很難單憑⼀一⼰己之⼒力力完整受訓。⽬目前洪國華積極培訓兒⼦子，希

望⾃自⼰己當年年赴⽇日習得的⾼高階焊接技術，不會隨著老師傅退休在台灣消逝殆盡。

影響⼆二：⽔水下焊接基礎難度⾼高　興建離岸風電遙遙無期 

曾光宏⼀一⼤大早從南部匆匆趕到台北，這天他要到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參參加離

岸風⼒力力發電（以下簡稱離岸風電）（註⼆二）焊接缺⼯工的相關會議。「（施⼯工）廠房都弄弄好

了了，但都沒有⼈人。薪⽔水很⾼高，還是沒有⼈人。」曾光宏談起近年年來來積極發展的離岸風電，他

無奈地表⽰示。

註⼆二：離岸風⼒力力發電是在海海上建設風⼒力力發電廠，利利⽤用風能進⾏行行發電。

為了了達到無核家園與能源轉型的⽬目標，位處優質風場的台灣，近幾年年預計推動綠能政策。

依據經濟部數據顯⽰示，離岸風電將在2025年年提供198億度電，並減少1,047萬噸的⼆二氧化

碳排放。相較於沿海海風⼒力力發電機，離岸風電將風機架設在海海中，設備結構需要更更堅固，以

抵抗海海風侵蝕、洋流拍打等外⼒力力考驗。

曾光宏透露，台灣廠商⾄至今尚未克服焊接技術⼈人員的空缺。他解釋，為了了對抗海海上的艱困

環境，⽔水下基礎設備會使⽤用較厚的鋼板打造，「（厚的材質）焊⼀一焊可能會變形，還要保

固20年年不會有問題，所以焊接的難度比較⾼高。」因此如何克服⽔水下基礎障礙，以達到國產

離岸風電的願景，仍是⼀一⼤大考驗。

改善焊接產業 盼⼈人才留留在台灣

對營建業者來來說，焊接缺⼯工最快的解決⽅方法就是引進移⼯工，但這樣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不

是長久之策。尤舜仁說明，現在還是以促進本國勞⼯工就業為優先，移⼯工只能作補充⽤用。⽬目

前勞動⼒力力發展署也針對職前及在職勞⼯工設立焊接專班，推動就業輔導，培育國內更更多技術

⼈人才。

不過，其實焊接專班依然無法徹底解決缺⼯工困境。台灣銲接協會常務理理事莊⼠士誠指出，很

多技職體系學⽣生從⾼高職畢業後，再去職訓班學習。但他質疑：「若若技職教育做得好，為什什

麼還要去職訓班呢？」莊⼠士誠認為應當先改善技職教育的缺陷，讓學⽣生在學期間就能習得

完整的焊接技能。

⾞車車體焊接專家⼩小陳說明，焊接不只是把⾦金金屬焊起來來，更更要焊得整⿑齊漂亮，光澤是其中⼀一個評斷標準。　
圖／崔兆慧攝

除了了要求政府改善教育現況，也有焊接老師傅認為可以先提升⾃自⾝身形象，讓更更多⼈人才願意

投入焊接產業。曾⽂文昌把⾃自⼰己的⼯工作視爲⼀一種榮耀，他極⼒力力提倡「職⼈人」精神，強調：

「⾃自⼰己先尊重⾃自⼰己，社會才會尊重我們。」因此，他堅持每次上⼯工都要穿戴整⿑齊，希望透

過嚴以律律⼰己的態度，讓其他⼈人可以同樣重視焊接專業。

為了了讓⺠民眾正視焊接⼯工的專業，孫⼤大千說：「政府必須正本清源，不要讓⺠民眾認為焊接是

低端的技術。」倘若若有更更多⼈人認識焊接的重要性，或許就不會覺得技術不值錢，便便能⽤用更更

友善的眼光看待這些賣命養家的焊接⼯工。

即便便台灣焊接產業仍有待改進，趙元玓還是以⼀一貫樂天開朗的⼝口吻笑著告訴我們：「我覺

得會改變！」他的社群網站上張貼著在加拿⼤大的學習片段，影片中，他熟練地穿戴護具，

專注盯著眼前發散花火的焊接作品。護⽬目鏡中映照的⽩白光隨著焊槍⼀一明⼀一滅，但他眼中的

夢想花火不曾黯淡。

「元玓，那你未來來有什什麼打算嗎？」我們問。

「我想要考焊接檢驗師證照，累積⼀一定的⼯工作經驗後，可以幫助台灣的⼯工業進步。」他回

答。

趙元玓語氣堅定，仿佛看⾒見見他憧憬的未來來就在眼前。只盼當趙元玓學成之際，台灣的焊接

產業早已漸入佳境，能夠展開雙臂迎接這位才華洋溢的年年輕焊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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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班教師⾝身負重擔

佳餚誕⽣生背後的任勞任怨　廚師勞動環境待
改善

分級制度下的破⼝口　非⼭山非市學校難擺脫資
源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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