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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應用

104人力銀行
將履歷資料延伸應用，讓工作主動找上門

104 以求職者的履歷資料為基礎，運用大數據分析，

不僅發展出「職務大百科」、個人化工作推薦等應用與服務，

因應行動、社群時代來臨，更持續推出工作快找App、104+ 職涯社群，

成功媒合求職者與雇主「找到對的人，對的人找到適合的工作」。

就
如同大家遇到緊急事故時會馬上想到

「119」，而想要找人找工作，也會想到

「104」。在過去網路不發達的年代，企業要找

人，就只能透過熟人介紹或是在報紙上刊登求才

廣告，求職者只能被動地等待有職缺時，再前往

應徵；隨著台灣網路環境的成熟及企業對人才的

重視，人力仲介業者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1996年成立的 104人力銀行，就是一個提供

求職者與雇主媒合的資訊平台，並以提供「人性

化求職求才服務」為目標，每月固定發佈如「就

業市場觀察報告」等訊息，提供各大電子及平面

報章媒體報導，更常就求職求才與就業市場、各

行各業的薪資水準等議題提供專業分析，建立人

力資源服務的專業形象。

104 挾 著 先 佔 者 優 勢（First Mover 

Advantage），累計的資料庫已大幅領先其他人

力網站，之後更陸續將資料庫分割規劃出各種專

區如：獵才顧問、人才派遣、人資、家教、外包、

薪資情報、職涯社群等。隨著產業環境與就業市

場的改變，104近年積極開發各種產品與服務，

協助求職者「不只找工作，為你找方向」及雇主

「不只找人才，為你找夥伴」。

分析履歷資料，發展出「職務大百科」

「在十多年前，104就已經有大數據相關的應

用。」104人力銀行研發處經理李魁林指出，以

往做升學／就業調查時，多半是透過畢業學生回

校填寫，而實際上很多學生都不會再回學校，導

致樣本數不足；但學生畢業後都會找工作，就會

透過 104，因此 104將這些求職者的履歷資料進

行統計，然後發展出不同的產品應用。

李魁林進一步說明，「有了這個經驗之後，我

們再把範圍擴大到所有在 104上的求職者，發展出

『職務大百科』，依據職務屬性區分為：愛用新鮮

人、不限科系、很穩定、市場需求大、調薪幅度高、

要求特定科系、男生多、女性多，以及在整體市場

上的供需狀況、穩定度、調薪幅度，甚至工作者的

個性、年齡、性別，都能夠一目瞭然。」

例如新鮮人想要了解「行政助理」這項工作相

關資訊，職務大百科除了提供有關工作內容、工

作任務、人格特質、能力、薪資及 5年後薪資增

幅，甚至像是目前的市場供需（以 2015 年 6月

而言，求職人數 17076人，僅有 7546個職缺，

競爭激烈）、穩定度（90%的人可撐過 3個月試

用期，一年後的流動率為50%）、待業時間（15%

的人隨即找到新工作，50%於兩個月後找到下一

份工作），都有詳實完整的說明。

「社會新鮮人多半對自己想要從事的工作不是

很了解，但有了這樣的工具，包括轉職、踏入職

場前，就能有相當的準備，而這也是透過數據分

析而得到答案。」李魁林強調。

依據使用行為，進行個人化推薦

104的數據來源主要是透過會員（個人及企

業）填寫資料，目前擁有 600萬網路會員，廠商

刊登資料約 30萬左右，創立 19年來，如今已有

500萬筆的工作

刊登資料。為了

協助求職者「不

僅是找到一份工

作，而是找到熱

愛的工作」，去

年開始，104 利

用大數據做了更

深入的應用。

透過網路找工

作的好處是省時

省力且職缺訊息較為完整，但前提是，必須要搞

懂網站的職務分類（如「資料科學家」是屬於軟

體工程還是MIS網管）、或是必須清楚自己要找

什麼樣的工作，否則最後得到的結果可能就和原

本的預期有所差距。李魁林指出，現在在 104上

除了可使用職務、公司名稱，還可用證照名稱、

工作技能等關鍵字進行查詢，系統還會依據使用

104以龐大的會員資料庫
為基礎，透過大數據做更

深入的應用，協助求職者

「不僅是找到一份工作，

而是找到熱愛的工作」。

600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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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董事長楊基寬認為，過去履
歷是自己說了算，但在網路社群

時代，一個人的價值應由眾人評

價才客觀。未來找工作，應該被

導入到預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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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專業勝任度是由系統將使用者的專業表現

（包含學經歷、證照、技能）與企業需求進行分

析後，計算出使用者在整體市場的排名比；社群

指數則是根據使用者過去發佈的社群動態內容，

計算使用者與該職務有關的發文專業度的得分。

總而言之，在職涯社群上越活躍、互動越多，獲

得的正面評價越多，市場價值就越高。

專注大數據研究，發展下一個創新應用

104主要營收是來自於企業，對客戶的承諾就

是「找到對的人，對的人找到適合的工作」。「只

要客戶提出需求，104就有辦法推薦適合的人

選。」李魁林信心滿滿地說，這些受推薦的求職

者，原本就是想找工作的人，對企業人資或主管

來說，不僅減少篩選履歷的時間，要找到適合的

人才相對也比較容易。而社群產品的運用，可彌

補求職者與企業之間的鴻溝，透過更深入的數據

研究，讓系統更聰明的了解客戶，提供能滿足求

職求才雙方需求的優質服務。（撰文／張鴻）

運用巨量資料創新價值

104人力銀行這麼做

①以先佔優勢累積龐大資料庫，之後陸

續將資料庫分為：獵才顧問、人才派遣、

人資、家教、外包、薪資情報、職涯社

群等專區，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②根據履歷表統計結果，推出職務大百

科，各類職務工作內容、任務、人格特

質、能力、薪資及供給需求、穩定度、

待業時間，都有詳實完整的說明。

③依據求職者背景資料及網路使用行

為數據分析，找出其職務偏好，進行

個人化工作推薦。

④根據求職者的學經歷、證照、技能與

企業需求進行比對，以及使用者在社群

平台上的發文頻率、獲得肯定次數等，

計算求職者在整體市場的排名比，協助

其用者了解自己的品牌競爭力。

關鍵祕技
料，都將成為 104下一個創新應用的重要參考。

「履歷表有時無法完整的表達自己，但社群能

看出使用者的價值觀，以及朋友的觀感。」李魁

林指出，104＋職涯社群除了提供每位會員獨立

的頁面，展示職涯成果、分享職場心得，同時還

能瀏覽同行產業資訊、加入社團，建立人脈圈，

甚至了解自己的市場價值（包含肯定指數、專業

勝任度、特質適合度、社群指數及市場身價）。

者過去曾經看過的內容、個人的背景資料及使用

行為，例如喜歡看哪類型的工作、停留時間的長

短等，透過這些數據分析，就能找出使用者對某

類型工作的偏好。

舉例來說，當使用者登入 My104會員中心之

後，104智能管家系統便會依據會員平常儲存、

應徵工作的喜好，進行工作配對。由於配對條件

的抓取是將履歷表的條件直接帶入，如果發現符

合工作數較少時，使用者還可根據職務或地區不

同，加上配對關鍵字，設定多組配對條件。當配

對條件設定完成後，系統會列出目前符合工作機

會數，提供使用者在條件設定上作為參考。

更貼心的是，104智能管家還會針對離家近、

福利優、周休二日等條件進行主動的個人化推

薦，以及提供訂閱日報或周報的服務。隨著求職

者找工作方式的改變，104也推出「104工作快

找」App，讓求職者在第一時間就能接收配對工

作、公司面試通知、新職務通知等訊息，滿足其

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工作的需求。

透過職涯社群，了解個人市場價值

「會員的資料庫不用百分百的精準，儘管統計

分析上會有誤差，但這樣的誤差並不會造成應用

上的失誤。而系統在一開始抓取資料時，就會將

舊的資料排除，除非使用者已經有了新的使用習

慣。」李魁林認為，數據分析最困難的是處理非

結構化資料（如文字、語音與影像等），結構化

資料可以透過電腦和資料庫技術進行管理，非結

構化資料就必須運用像是自然語言或是辭庫訓練

等技術，「但也不是直接把每份自傳拿來分析，

重點還是看需求是什麼，最後呈現的內容才有意

義。」李魁林強調。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104除了已運用雲端

（Cloud）、行動化（Mobile）技術媒合求職者

與雇主，並且運用大量資料基礎，提供分析與建

議。根據 104調查，許多企業人資及用人主管在

篩選求職者履歷時，會在 Google上搜尋求職者

的姓名，並尋找其在網路社群的蛛絲馬跡，作為

評估面試及錄取與否的參考。

「過去履歷是自己說了算，但在網路社群時

代，一個人的價值應由眾人評價才客觀。在平日

就建立企業主和工作者的互動管道，一旦企業有

職缺或工作者想異動時，就能馬上接軌，省掉過

去找人才或找工作的空窗期。」104董事長楊基

寬曾指出，「未來找工作，應該被導入到預約模

式。」因應社群時代的來臨，104於去年推出「104

＋職涯社群」，促進 104 與使用者「發生關係」

的頻率，而未來這些在平台上的所有非結構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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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智能管家會根據使用者的
履歷資料、過去瀏覽過及儲存

的職務內容、應徵工作的喜好

等資料，進行工作配對，協助

求職者迅速掌握職缺訊息。

個人化推薦

由楊基寬於 1996 年 2月創立，

以提供「人性化求職求才服務」

為經營理念，於 2006 年 2月以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於證交所掛牌上市，成為台

灣第一家上市的網路公司。之後

陸續推出針對求職端與企業端

的各項網站與服務，如 104 薪

資情報、104 ＋職涯社群、104

獵才顧問中心等，截至 2015 年

5月已服務逾582萬名求職者，

求才廠商逾 27萬家。

Profile
關於 104 人力銀行

圖片來源：plus.104.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