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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 111年度 

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產業技術升級輔導計畫 

高階銲接技術人才培訓 

【工業局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 

高階銲接技術半自動電弧銲接人才培訓班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委辦單位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訓練單位 金屬製程研發處-銲接組 

招生目的 

因應政府推動國內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國產化之產業政策，水下基礎結

構製造過程當中需要具 6G/6GR 技能之高階銲接技術人才，為提升我國高

階銲接技術人才之能量，經濟部工業局委託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辦理”

高階銲接技術半自動電弧銲接人才培訓課程”(以下簡稱本培訓課程)，以

提升國內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相關業者高階銲接技術人才技能及人數。 

培訓課程內容 

1. 性別主流化政策宣導：兩性平等、性別友善職場優勢與措施政策。 

2. 銲接前處理與準備、銲道缺陷成因分析、缺陷防止與改進、銲道目視

檢查。 

3. 半自動電弧銲接技術：鋼板、管軸(45°角限制環對接)多層曲面堆銲運

行技術與參數調整觀念。 

4. 依 AWS D1.1規範辦理之 6G或 6GR 銲工技能檢定。 

5. 以上課程皆有階段學習成果評量與紀錄，合計 120 小時，共計 15日。 

招生與開班人數 
1. 111年度共開設四梯次，每梯次培訓名額十員，總計共四十員。 

2. 資格測驗通過人數滿十員即可開班。 

培訓地點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暨委訓場域、企業包班指定臨廠廠址

(81160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1001號) 

培訓日期與時數 

1. 培訓期間：111年 3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0 日，開設四梯次授課，

每梯次合計 120小時，共 15日，每日 08:00-17:00，(含午休 1小時)。 

2. 梯次： 

(1). 第一梯次：111年 4月 1日至 111 年 4月 25日 

(2). 第二梯次：111年 6月 1日至 111 年 6月 22日 

(3). 第三梯次：111年 8月 1日至 111 年 8月 19日 

(4). 第四梯次：111年 10 月 3日至 111 年 10月 24日 

3. 以上梯次、日程含學、術科內容教授與結訓技能檢定，訓練單位將會

依參訓學員學習進度進行培訓時間及時數調整，確切梯次日期依訓練

單位公佈為主。 

4. 企業包班開課時間不受上述開課時間約束。 

5. 培訓期間若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疫情警

戒提升為第三級以上期間依防疫管理指引規定應關閉訓練場所、暫停

實體訓練，待降級後續訓練進度。 

收費標準 

1. 本培訓課程報名費用為新台幣 37,500元(含稅)/人(原價：75,000元) 

2. 培訓過程中所需之電弧銲接相關防護裝備、手工具、銲接設備、消耗

性材料皆由訓練單位提供。 

3. 本培訓課程報名費用已受經濟部工業局 111 年度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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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升級輔導計畫補助： 

a、 每位參訓學員(一般身份)50%培訓報名費用新台幣 37,500元。 

b、 其他參訓學員身份(特殊身份、中堅企業補助)請詳見報名簡章

「註 1.工業局人才培訓課程報名費用優惠方案說明」 

c、 訓練單位訓練相關費用。 

4. 以上自付費用除中餐點以外，皆含課程講義、茶水、稅(訓練單位可代

訂中餐點)。 

報名資格 

1. 性別不拘，歡迎女性技術人員報名參加。 

2.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訓練期間擁有勞健保身份者： 

a、 企業：水下基礎製造相關企業推舉在職之勞工(含產學合作技高

端、技專端班學生)。 

b、 產業工協學會：由產業工會與民間協學會遴選之在職人才。 

c、 個體人員：承攬相關零組件之個體人員。 

3. 報名者需出具半自動電銲技術 2G+3G或 4G檢定以上之合格證照，發

照單位如：中華民國勞動力發展署、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

司、台塑關係企業等公司，或本訓練單位認可之公司檢定合格證照。 

4. 訓練過程需配合工業局個資填寫、簽到/退記錄查核與個人滿意度調查

表填寫。 

資格審核 

1. 依公司法成立之企業統一造冊報名者(含產學合作技高端、技專端班學

生)，需提供所屬員工之服務證明書(一員一份)及相關報名文件。 

2. 由產業工會與民間協學會遴選之在職人才，需提供從業證明文件(一員

一份) 及相關推薦報名文件。 

3. 承攬相關零組件之個體人員，需提供從業證明文件(一員一份) 及相關

報名文件。 

4. 現場面談：服務證明文件、2G+3G或 4G證照正本、國民身份證。 

5. 現場技能測試：平板 4G姿勢銲接實作技能限時測試評比，須通過銲

接檢驗師目視等檢驗。 

報名方式 一律採電子郵件報名方法(報名表寄送詳見報名暨課程諮詢窗口)。 

資格審查結果 

資格審查結果合格與不合格者由訓練單位統一通知。 

1. 符合參訓資格總人員數低於或等於四十員，全數得以正取參訓學員身

份送訓，餘額持續接受報名。 

2. 符合參訓資格總人員數若超過四十員，訓練單位採抽籤方式決定參訓

順序，並設置備取名額依序遞補。 

繳費方式 

1. 資格審核合格者由訓練單位統一以電子郵件與電話通知繳費。 

2. 撥款帳號明細將連同上述電子郵件一併提供。 

3. 企業或個體參訓學員於繳費匯款後以電子郵件回傳匯款證明電子檔。 

受訓資格確認 

1. 參訓學員需通過資格審查文件與技能測試結果核對。 

2. 企業或個體人員已繳費匯款證明核對。 

3. 訓練單位確認完成報名資料與繳費狀況後將於開課前一周以電子郵件

及電話之方式進行開課通知。 

訓練注意事項 

為遵循工業局專案計畫人才培訓作業管理規範，須遵守以下規則： 

1. 培訓過程須配合工業局個資、培訓簽到記錄查核與企業滿意度調查。 

2. 參訓學員應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以配合稽核學習出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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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訓期間參訓學員每日皆須親自簽到/簽退。 

4. 培訓期間所需之防護裝備/手工具/銲接設備/消耗性材料等，均由訓練

單位供應，未經訓練單位允許，不得私自攜帶離開培訓場域。 

5. 培訓期滿，出席率超過 80%(含)以上，且經課程實務技能階段考核合

格者，由訓練單位發給培訓證書乙份。 

6. 培訓期間完成各階段培訓評量與上述出席率要求者，可免費參加訓練

單位依 AWS D1.1規範辦理之 6G或 6GR 銲工檢定(WQR)一次，通過

檢定者可獲得訓練單位核發之 6G或 6GR 銲工檢定合格紀錄乙份，未

通過檢定者可取得結訓證書乙份。 

退訓 

1. 參訓員於訓練期間表現不佳： 

(1). 出席時數未達工業局人才培訓作業管理規範 80%(96小時)以上。 

(2). 學習進度無法符合課程進度或未通過階段學習成果評量。 

(3). 以各種方式影響其他參訓學員學習權利。 

2. 訓練單位有權招開參訓學員評核會，評核決議後予該員免除後續受訓

資格，其缺額由備取參訓學員遞補。 

3. 若參訓學員蓄意破壞培訓設備、產生工安災害等，直接免除該員受訓

資格外，訓練單位保有一切法律追訴權利。 

退費標準 

1. 若課程因故取消，將退還所有繳交報名費，或依需求將報名費轉抵同

公司其他符合參訓資格測驗之員工。 

2. 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訓練單位保留修訂課程日期、取消之權利。 

3. 如參訓學員達退訓標準免除受訓資格，不予退費。 

4. 參訓學員於培訓期間因不可抗拒因素致無法再從事銲接職類工作與培

訓，得以將受訓權轉抵同公司其他符合參訓資格測驗之員工。 

5. 為確保品質，訓練單位保留調整課程內容的權利。 

報名暨課程諮詢窗口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銲接組 

聯絡人：童先生 

電話：(07)351-3121轉 2514 

電子郵件：tpc2016@mail.mirdc.org.tw 

  

註 1，工業局人才培訓課程報名費用優惠方案說明： 

一般身份補助 50% 
每人 37,500元(含稅) 

(原價：75,000元，政府補助 37,500元，企業/個人自付 37,500元) 

特殊身份補助 70% 
每人 22,500元(含稅) 

(原價：75,000元，政府補助 52,500元，企業/個人自付 22,500元) 

中堅企業補助 70% 
每人 22,500元(含稅) 

(原價：75,000元，政府補助 52,500元，企業/個人自付 22,500元) 

註 2，享報名費優惠之特殊身份需繳交佐證資料文件： 

1. 身心障礙者：檢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一份。 

2. 原住民：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一份。 

3. 低收入戶：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或低收入戶卡影本一份，但

該證明文件未載明身分證號碼及住址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4. 中堅企業：應提供培訓期間仍在職的佐證文件，如公司開立員工在職證明，或個人投保資料，

以保護培訓經費有效運用 (不含名片)。 

★潛力中堅企業名單查詢網址： https://www.mittelstand.org.tw/information.php?p_id=96 

https://www.mittelstand.org.tw/information.php?p_i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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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性別主流化/性別平權廣宣 

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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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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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友善職場創造雙贏 

 

 



7 

營造友善家庭職場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