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5），頁 11-15 

 

檢視多元技職學制問題 主題評論 

 

第 11 頁 

當前技專校院的多元學制與遭遇困境 
曾淑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技專校院在 1990 年以前維持數十所專科學校及全國唯一一所技術學院，提

供專科部、大學部、研究所碩博士學位的學制已十餘年，各學制及其規模大幅變

化的起點應屬自於 1996 年起，教育部鼓勵績優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具規

模的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教育部，2016）。擴大規模伴隨而來諸多學校經

營問題與困境，其根源不僅是技專校院自身定位及與普通教育體系間的區隔，也

來自多元學制彼此間共生與競爭的問題。 

二、問題與現況分析 

技專校院的學制，以學位層級分為專科（副學士）、大學（學士）、碩士及博

士等四個層級；以修業年數及招生班別分，若不計七年一貫及學士後第二專長班

則有 17 種（七年一貫為特殊的藝術類科教育學制，學生修業期間前五年視同五

專生，五年級在校生成績及格通過公開升級甄試者得直升並繼續後二年大學部學

業；「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包括：日間部 進修部，已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廢止）。技專校院的各學制經過歷次整併已慢慢聚焦，但以 110 學年技專校院

的招生學制而言仍有 13 種，如表 1 所示（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2021）。 

表 1 當前技專校院的招生學制 
層級/學位 學制名稱 說明  

專科 
（副學士） 

五專 日間部 日間學制 

二專 

日間部 日間學制 
在職專班 進修學制，應屆畢業生不可報考 

進修部 進修學制，依 108 年《專科學校法》規定，

二專夜間部及進修專校轉型為二專進修部 

大學 
（學士） 

二技 

日間部 日間學制 

進修部 進修學制，自 99 學年度起，「二技在職專班」

與「二技進修部」整併 
進修學院 進修學制 

四技 
日間部 日間學制 

在職專班 進修學制 
進修部 進修學制 

碩士 
日間部 日間學制 
在職專班 進修學制 

博士 日間部 日間學制，自 99 學年整併「博士在職專班」 
資料來源：整理自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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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如此多元的學制，分招生入學、學校經營與教學品質等面向，分析其

現況與面臨問題如下： 

(一) 學制班別相當多元，入學選項多但不易理解及區辨 

雖然技專校院正規學制多達 13 種，但因應技專校院與產業貼近重視實務能

力的特性，在四大層級學制又有其他的班別，以大學部為例，非限特定領域或身

分的班別另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產學訓合作訓練

四技專班等，學制班別如此多元，各學制班別的入學條件、上課時間等相關措施

不僅互有異同也相當多元，其中就各學制的上課時間，日間部在日間上課，進修

部及在職專班上課時間則以週一至週五夜間、週末假日、或配合在職人員工作時

間安排於週間數日排課，且部分學校亦搭配網路授課，以遠距教學的方式協助學

生完成學業，進修學院則採按日制、間日制或週末制，提供在職人士進修機會（技

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無日期；教育部，2017）。另外，就入學管道而言，以

日間部為例，可包括繁星計畫入學、申請入學、特殊選材入學、技優保送入學、

技優甄審入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入學、專案入學、自辦或其他管道入學

等（黃維賢，2021）。技專校院學制班別相較於普通教育體系複雜且缺乏辨識度，

相關宣導資訊往往令人眼花撩亂，就連身在技職體系的師生都不易釐清，更遑論

社會大眾及有意就讀技職體系的廣大學子。 

(二) 大學及專科部生源減少，不同部制別的生源重疊、相互競爭 

技專校院大學及專科部學生來源，五專招收國中畢業生，四技二專招收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生，尤其以專業群科學生為主，二技生源則來自五專及二專畢業生。

依據教育部（2021）對各教育階段學生數的預測資料顯示，自 111 學年起，大學

1 年級學生數將超越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生源。顯示技專校院若要維持現有學生

人數規模，在日間學制方面除大量仰賴對非應屆入學生及境外生的招募，進修學

制也大都放寬非應屆畢業不得報考的入學限制，但長久以來技專校院的進修學制

規模不斷擴張，以往有意進修但受升學管道限制的社會人士，進修機會幾乎已經

獲得滿足。換言之，不同部制別生源重疊，以及學生生源（含高級中等學校應屆

畢業生及歷年未升學的社會人士）人數急速縮減等現象，均使得技專校院的招生

在與一般高教體系競爭的同時，也面臨自身多元學制彼此競爭的問題。學校被迫

在單一學制學校入學管道不夠多元降低了學生進入學校就讀的機會，與一校多制

學校招生面臨排擠效應的兩難下，漸退維谷。 

另外，如果一所學校本身存在多個學制，則其行政組織所投入的人事成本亦

值得關切，例如科技大學若設有大學部二技及四技各學制、專科各學制，則行政

組織可能需要增設進修部、進修學院，若該行政部門管理的學生規模不大，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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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政人力成本會增加很多，若未增設這些單位，則行政單位的人員工作的繁重

程度將增加許多。林嘉惠（2017）就指出，少子女化現象已為技專校院帶來包含：

行政人員難覓、績效責任制難留行政人員、行政業務量增加但人員編制卻不變或

減少、由教師兼行政降低人事成本等衝擊。 

(三) 學制多但學生數少的所系科，教學行政相關業務繁瑣，教學品質不易控管 

對技專校院教學品質的關注始於 2005 年《大學法》（2019 年 12 月 11 日修

正）對學校及教師發展的規範。而為強化與協助各校對教學品質的重視，更陸續

推出如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2006-2018）、高教深耕（2018-2022）
等多項計畫，對於維護專科以上學校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受教權益相關規定，於

2014 年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2020 年 12 月 31
日），對於註冊率低、前一年未通過查核等學校，就課程規劃及實施、師資、遠

距教學與校外實習課程及其他等項目，提供進行教學品質查核的法源依據。但即

使是教育部有提出政策與競爭或獎勵型計劃的事前引導，也有教學品保查核的事

後管控，近三學年接受教學品質查核的校數，109 學年共 49 校、108 學年 56 校、

107 學年 61 校（潘乃欣，2021），受查核校數正逐年提高。顯示學生數少的所系

科，的確產生教學品質上的疑慮。 

三、因應困境的提議 

(一) 強化日間學制辦學品質，整併在職專班與進修部，以利所系科發展及多元學

制的相關宣導 

在生源充足的年代，各校均急速擴張所系科及其所屬的學制，以求學校的永

續經營與發展，然在少子女化及社會變遷的壓力下，各校均面臨對未來生存發展

的嚴峻考驗。為有效降低招生、教師教學、及學校行政的負擔，各日間學制所系

科，除留意各招生管道生源數、招生宣導與選擇校系之學生偏好變化外，更須能

維持一定且卓越的辦學品質，至於進修學制，則除了技職教育要更強化終身教育，

對於非正規技職教育應增加彈性減少限制，以類變形蟲的型態快速因應如新興或

跨領域、第二專長培育等終身學習需求，更宜思考整併在職專班與進修部，集中

招生宣導，並簡化教學及行政上的負擔。 

(二) 思考能同時改善成本無效率情形及調整至最適規模，以利永續經營 

傅祖壇（2011）的研究結果指出，臺灣的科技校院最適規模約在 9,316 學生

數，規模過小、招生率過低的私立大專院校可能衍生財務經營的危機，規模過大

的學校如果要提升品質，則所需增加的成本幅度未必是校方所能獲願意負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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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規模過大學校若能同時改善成本無效率情形及調整至最適規模，約可下降

11.27%之平均成本。依據【教育部技職司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之「各年級實際

在學學生人數」統計結果顯示，110 學年度私立技術校院（不含專科學校）共 56
校，其中學生人數少於五千人者共 26 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2022），學生人數

明顯少於最適總量規模。因此建議各私立技專校院能善用校務研究結果，審慎研

議相關因應策略。例如規模過小的學校若需擴大規模，可朝與其他技專校院採取

系所策略聯盟或聯合經營的方向思考。然此一途徑鑑於目前教育部對公立學校的

合併有經費補助以提高意願的措施，對私立學校則無（饒安邦，2019）的現況，

建議宜能尋求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相關政策或法規之配套；若需縮小規模，則應優

先減少競爭力較差的系所名額。至於規模過大的學校，亦應思考在提升品質的需

求下經營成本可能面臨大幅提升的問題，並能加以妥善因應研處。  

(三) 善用校務自我研究成果，落實校務研究與教學品保機制 

在大專院校校務評鑑與高教深耕計畫等諸多政策的引導下，校務研究與教學

品保逐漸受到重視，然而若檢視各校校務公開資訊所呈現的校務研究資訊，多屬

僅見統計數據以圖表呈現，對於數據的成因以及後續處理的策略，討論內容相對

缺乏，更遑論能在校務發展計畫呈現具有針對性的因應措施。多元學制既然在招

生、教學、系所與校務經營上產生困境，就必須有適切的校務研究議題與更為積

極有效的自我研究與品質保證機制，在行政、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品保制度上，從

點到線到面構築出學校教育品質保證的機制，而非維持現行的教師個人教學評

鑑、系所教學品保或校務自我評鑑三個相互獨立且關係相當薄弱的品保機制與作

為。 

四、結語 

技專校院的多元學制，雖是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年代下極具特色的產物，但因

少子女化的影響，目前各技專校院面臨生存發展的困境，已到了必須正視且積極

因應多元學制帶來利弊得失的關鍵時刻，而除了學校本身的調整因應外，教育政

策與相關法規的協助，也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期待技專校院的經營，能在各方的

努力下，以穩健革新方式，尋得永續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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