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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或學習？ 
學校評鑑與海外企業實習計畫的實施績效 

李永全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大學教育肩負著培養產業所需人才的責任（Ayarkwa, Agyekum, & Adinyira, 
2012），但過去台灣的高等教育被認為是重理論輕實務，導致所培育的人才未能

符合產業界的期待，學用落差成為高等教育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近年來國內高

等教育除了理論知識的傳授外，也逐漸重視實務操作的學習。Jung and Lee 
（2016）認為大學教育應該要讓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學習到相關的工作技能，以及

了解產業發展現況與職務的工作內容，讓他們有能力可以為自己的職涯做選擇，

對未來的就業做準備。企業實習提供學生參與實際職場工作的機會，讓學生可以

積極地去展現自己所學（Narayanan, Olk, & Fukami, 2010），過程中除了能學習到

工作技能外（Jung & Lee, 2016），更重要的是能了解到自己不足之處而能確定所

要學習的項目，因此企業實習已成為各大學培養學生就業能力的重要做法。 

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國際化教育成為重要的教育政策，各大學也都將培養國

際化人才訂為教育目標，因此積極推動海外企業實習業務，鼓勵學生參加國外企

業的實習，實地去瞭解國外企業的經營管理運作、職場倫理等實務，並透過與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過程，強化自身跨文化交際能力，進而提升國際職場的

就業競爭力。為了鼓勵學生參與海外企業實習，教育部分別在 2007 年和 2017
年起推動學海築夢計畫和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提供同學參加海外企業實習的經

費補助，經濟部國貿局為了培養東協新興市場的貿易人才，自 2014 年起辦理補

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針對國際貿易等相關

學系的同學赴東協新興市場國家實習提供經費補助，在各學校積極的推動下，參

與海外企業實習的人數也逐年成長。 

教育部從 96 年起推動海外企業實習計畫迄今已屆 14 年，至 108 年年底已經

補助超過 2 萬名學生赴國外企業實務學習（見表 1）。過去已有許多文章從不同

角度來討論海外企業實習制度的績效，而本文則是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學校評

鑑，來探討海外企業實習這個議題。學校評鑑是對學校辦學的考核，因此非常受

到學校的重視，學校評鑑將海外企業實習列為學校實務實習和國際化項目評鑑指

標，因此學校評鑑和海外實習績效評估這兩個考核作業都有包含海外企業實習的

執行，但這兩項考核作業的目的不同，因此基於學校評鑑考量所執行的海外企業

實習做法是否會影響海外企業實習的實施績效，這是本文所關切而要來探討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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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育部歷年補助海外企業實習人數 

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總計 

學海築夢 225 513 828 876 1,234 844 1,496 1,251 2,222 1,944 1,597 1,975 1,470 16,475 

新南向學海築夢 
          

1,260 1,713 1,154 4,127 

總計 225 513 828 876 1,234 844 1,496 1,251 2,222 1,944 2,857 3,688 2,624 20,602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資料（https://is.gd/UmOazw） 

二、學生參與海外企業實習的效益 

海外企業實習計畫在國外已推行多年，教育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去檢視學生參

與海外企業實習的成果，彙整這些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參與海外企業實習所獲得的

效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 工作技能的提升 

學生參與實習計畫能夠提升工作相關技能（Garavan & Murphy, 2001）、寫作

技巧（Freedman & Adam, 1996）、發現與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的思維和修辭技

巧（Matthews & Zimmerman, 1999）、以及電腦操作和溝通技巧（Khalil, 2015）。
大多數參與實習的學生對實習經驗感到滿意，他們認為參與實習對於團隊合作

（Khalil, 2015）以及發展跨文化社交（Tovey, 2001）都有實質上的助益。 

(二) 職涯發展的影響 

學生參與企業實習的過程可以對所從事職業的真實面貌有更深入的瞭解

（Weinberg, 1986），對未來職場有較高的適應性（Taylor, 1988; Paulson & Eugene 
Baker, 1999），有助於個人職業的選擇和瞭解自我效能（Brooks, Cornelius, 
Greenfield, & Joseph, 1995），對自己未來有相對較大的抱負（Pedro, 1984）。對企

業而言，參與相關工作的實習是有用的工作經驗（Fuller & Schoenberger, 1991; 
Hecker, 1992; Pedro, 1984; Richards, 1984），企業對在履歷上有提到相關工作實習

經驗的應徵者會給予較高的評分（Taylor, 1988），且願意給他們較高的薪資，他

們對於工作的滿意度也比較高（Gault, Redington, & Schlager, 2000）。 

三、學校評鑑與海外企業實習的作法 

海外企業實習主要的目的在於培養符合業界需求的國際化人才，藉由在學期

間親身到國外的企業參與實際職場工作的實務學習方式，了解實際職場生態和所

需的工作技能，加強學習自己所不足之處，在畢業後能更無縫接軌的進入職場。

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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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該計畫的目的在於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學海築夢計畫目的

在落實學用合一，未來能深耕與該國關係及合作發展。因此該計畫所追求的最終

目標是要實習生的就業能力要能符合產業界的要求，本文將這個要求門檻稱之為

臨界必要就業能力，因此用達到門檻的實習生人數做為計畫的實施績效指標較能

反映出計畫的宗旨。 

教育部大專院校統合視導的項目 12-國際化品質，將海外企業實習做為學生

國際交流的指標之一，除此之外，要求各校每年在校務資料庫填報學生實習人數

和時數，品質保證認可也將該數據列為核心指標 3-3 的項目之一。在學校評鑑項

目中，海外企業實習是評鑑學生實務學習和國際化績效的指標之一，該指標是用

參與海外企業實習的人數來衡量，用來觀察學生在實務學習以及國際化活動的參

與狀況。 

評鑑成績象徵著辦學績效，不僅影響到學校的聲望，在實質面也攸關學校獲

得補助款的多寡，所以各學校都十分重視評鑑，無形中評鑑指標成為引導學校政

策方向的重要因素。當學校過於重視評鑑成績時，在內部績效控管的做法上會將

海外實習的參與人數訂為計畫的 KPI，在達成 KPI 的動機驅使下，實習指導老師

在執行計畫時會以提高參與人數為目標，因而放寬實習生的遴選標準，導致實習

品質降低，但從海外企業實習制度目的來看，評估海外實習的績效不能只考慮參

與人數，更重要的是實習生的就業能力。 

四、學海築夢計畫的規定與參與者的心態 

實習生的就業能力變動與其參與實習所抱持的心態有關，因為心態影響到學

習態度，進而影響到學習成果，因此如何找出並淘汰那些抱持著體驗心態來參加

的學生是實習生遴選作業最重要的工作。 

實習計畫作業規定對參加者所抱持的心態有關，當作業準則對實習生的要求

規定愈嚴格時，只想體驗實習生活的同學因為擔心無法完成要求將會因違約而要

被追回補助款，因此不敢提出申請，相對地，若作業規定對實習生的要求愈寬鬆

的話，以體驗海外實習生活為目的的同學之申請意願愈高。 

根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的規定，申請經費補助所要提報的實習計畫書是由計畫主持人撰寫，不同於學海

惜珠計畫的申請是由學生自己撰寫研修計畫書來申請經費補助，語言能力部分並

沒有明確的門檻要求。另外基於最低實習時間和補助上限的規定，因此大多數計

畫的實習時間都是 1~2 個月，獲得補助的同學只要在實習結束後繳交一千字的心

得即可完成結案。整體而言，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對於申請經費補助的資格門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頁 136-142 

 

自由評論 

 

第 139 頁 

以及獲得補助的實習生之要求較寬鬆，這將導致更多以體驗實習生活為目的的同

學來參加實習生的甄選，因此這時候更需要嚴格的甄選作業來淘汰那些以體驗而

非學習為目的申請者。 

五、海外企業實習績效的評估 

依據教育部的校務資料庫表單編號學 10，各校必須在每年 10 月填報各校實

習人數和時數，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品質保證認可的核心指標 3-3 也將實習人數列

為職涯學習的成效。在學校評鑑的實務學習和國際化的項目所要觀察的是學生參

與實務學習和國際化活動的普及性，也就是參與率，因此使用參與海外企業實習

的人數來衡量學校在實務學習和國際化辦學績效是十分合適的。 

評鑑指標有引導學校辦學的作用，在追求更好的評鑑成績考量下，海外企業

實習計畫將會以提升參與人數做為執行目標，與推動海外企業實習制度的實際政

策目標是要提升就業能力不同，形成只重視數量而忽略了品質的現象。若一昧追

求提升海外企業實習的人數以爭取好的評鑑成績來彰顯學校辦學績效，而忽略實

習品質的管控，反而失去海外實習的實質意義，同時也造成資源的浪費。 

學校評鑑是從多個項目來評估學校的辦學績效，政策的實施績效評估是在觀

察政策實施後的政策目標達成狀況，兩者所關注的重點不同，學校評鑑所關注的

是海外企業實習的參與率（參與人數/全體人數），它可以用來觀察實務學習和參

與國際活動的普及率，海外企業實習制度除了注重參與率之外，更關注實習的品

質，希望能透過實習制度培育出更多符合業界要求的學生，所以合格率（合格人

數/參與人數）也是海外企業實習績效所重視另一個重點，考量參與率和合格率

後，海外企業實習的績效指標的計算結果如下： 

海外企業實習績效指標=參與率×合格率=（合格人數/全體人數） 

以（合格人數/全體人數）來做為海外企業實習的績效指標在實務操作上會

面臨到的問題就是如何衡量合格人數，這裏的合格人數之定義是指實習生在實習

後的就業能力有達到業界願意雇用的要求標準，但就業能力只是一個概念性的名

詞，因此如何判斷實習生在實習後的就業能力是否合格就是這個指標在應用時所

要克服的問題。 

本文在此提供一個判斷實習生在實習後的就業能力是否合格的做法，從指標

的定義來看，是否合格是依據企業是否有雇用的意願來判斷，因此可以透過向實

習企業調查對於每位實習生的雇用意願，這項調查可由教育部所委辦學海計畫的

單位來執行，各學校在提經費補助計畫書時以及計畫作業平台都有登錄實習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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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聯絡窗口的資料以及每位實習生的基本資料，因此調查作業是可行的，甚至

實習生的考核也可以透過計畫委辦單位來負責管考，這樣實習機制更為嚴謹，計

畫委辦單位也能掌握所有實習生的表現，了解每個計劃的執行績效，這些調查結

果也可做為研究海外企業實習制度的分析資料。。 

六、解決學校評鑑對海外企業實習執行績效的負面影響 

為了解決學校重視評鑑而影響到海外企業實習的績效，教育部在學校評鑑實

務學習和國際化的項目部分所採用的指標除了原本的參與人數外，可再加入實習

品質指標，這項指標可用計畫委辦單位調查的實習企業雇用意願來評估，委辦機

構在彙整完調查資料後將結果回饋給計畫主持人及學校，除了可以做為未來執行

實習計畫的改進依據外，也可做為評鑑時實習品質的作證資料。 

學校評鑑增加實習品質的指標後，可以避免過於追求參與人數而忽視了對實

習品質的要求，讓執行計劃的考量回歸到基本宗旨，同時也可降低海外企業實習

計畫資源浪費的現象，將預算投入到真正對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有幫助的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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