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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技職教育招生及學制之改進 
張瑞雄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臺灣的技職教育源於初級職業學校，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時，特別針對為從事職業生涯準備的國民中學學生於三年級時實施技藝教育，

使學生謀得一技之長，畢業後可報考進入高級職業學校。民國一零三年八月起實

施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高級職業學校改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畢業後可

以報考科技大學。但為了暢通兩條教育的國道，除了廣設科技大學之外，也讓高

中生可以報考科技大學和高職生可以報考一般大學，但可惜還是名額很少，兩個

管道之間還是不甚暢通。 

但整個教育的變革和改革忽略了台灣的少子女化趨勢，廣設大學但沒有足夠

量的人口數來支撐，臺灣的出生人口在民國 52 年是最高峰，達 427,212 人，到

民國 87 年首次低於 30 萬，然後到民國 97 年首次低於 20 萬，只有 166,886 人，

去年又降至 153,820 人（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2022）。所以從民國 106 年（87
年出生的在 106 年開始進大學）開始，大學便逐漸招生不足，末段班大學招生困

難，到目前已經多所大學退場，尤其是私立的技職院校更是首當其衝（邱于瑄，

2021）。 

二、現況 

目前技職體系包括國中畢業後升學的五專，高中職畢業後升學的二專、四技

（包括進修部），五專或二專畢業後升學的二技。然後在這過程學生可以隨時插

班考一般大學，技職大學畢業後就和一般大學在研究所階段沒有區別。 

在這過程中學生最多的升學管道就是高職生升學科技院校的四年制的技術

學系，主要包含技優保送、技優甄審、繁星計畫、高中生申請入學、甄選入學（需

有統測成績）、聯合登記分發（需有統測成績）等等（技專院校招生委員會聯合

會，2022）。 

這還沒有包括身心障礙學生和運動績優學生的招生，所以光一個四技的招生

就辦理多次，對辦理招生的單位、對大學和對考生都是一種折磨。那為什麼要這

麼複雜，無非就是因為少子女化，要將學生撈到一個都不剩才可以。 

對技職大學而言，參加聯招費盡辛苦辦理招生，結果只收到了百分之五十甚

或更少的學生，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所以現在很多私立科技大學申請辦理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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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希望招收到真正對學校有興趣的和當地的學生。 

三、文獻探討 

針對 2015 年公布施行最新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郭恒瑞和廖年淼（2021）
研究了新法對技職教育的影響。陳奕璇（2021）則討論了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新課程綱要在 108 學年度正式實施之後，從技專考招變革面向，檢視素養評量脈

絡下教育接軌與選才機制，潛藏的執行問題。黃玉玲（2021）則從行銷策略與品

牌形象與探討技職的招生問題。許祖嘉和王金國（2021）提到了受少子女化的影

響，許多學系（所）在招生時，會以容易招到學生的系所名稱為首要考量，使得

招生科系與產業需求脫節，造成人才培育的結構性失調問題。至於台灣技職教育

學歷貶值或者學費倒底高或低的問題，也是經常被討論的議題。（戴伯芬，2021） 

另外考招的公平性一直是民眾所關心的議題，尤其是書面資料的審查。所以

針對書面資料是否可以建立起一套量尺標準呢？（沈碩彬，2021）此外台灣大學

眾多，招生面試時間容易撞期，那麼大學倒底選擇早面試好還是晚面試好，黄玉

珂和朱榕屏（2021）做了這方面的研究。最後李坤融和胡心慈（2021）則研究了

兩岸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院校現況。 

四、改進建議 

目前招生工作複雜繁重，一個學校也存在多種學制，例如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有五專學制、四技日間加進修部、二技日間加進修部、二專進修部、空中學院等，

造成學校經營的成本和複雜度。雖然這是因為少子女化造成學校必須在各階段盡

量招收學生，也同時可以滿足社會大中各階層的需要，但為了讓學校更集中精力

於辦學，學制其實愈簡單愈好。 

所以在學制方面，首先就是要檢討五專的存廢。以前五專教很多的技術，畢

業後可以即刻上工，現在大家追求高學歷，五專畢業後都繼續升學，真正進入工

廠的很少，所以五專目前沒有存在的意義。沒有五專，當然二技也不需要存在，

科技大學可以專心辦好四技的技職教育。 

在四技的入學方面，就簡單地辦理一次入學考試，考五個科目包括國文、英

文、數學，再加兩個依類科不同的專業科目，然後大家依照興趣填志願，依照分

數分發，只是分發的名額約占總招生名額的百分之九十，剩下的百分之十的名額

就是留給那些考試失常或具備特殊才能的同學來申請入學。 

這個辦法的精神就是大部分的同學可以依照考試分發入學，簡單明瞭，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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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申請入學在先，所有學生一起玩申請入學的遊戲，準備一大堆備審資料，很

多學生還要舟車勞頓到學校面試，勞民又傷財。而且因為學生眾多，真正具有特

殊才能的同學反而容易在分數主義中被埋沒。新的辦法最後申請入學的同學一定

不會太多，大學也才可以好好篩選出真正適合的學生。 

五、結論 

不管制度怎麼改，最重要的就是讓每個人可以發揮他/他的天賦和專長，所

以在國中端其實很重要，要先讓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所在。現在的國中教育基本

上還是升學的教育，意即都是以書本的知識為主，很少性向測試或瞭解的課程。

所以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的國中生畢業時還不瞭解自己的性向，所以都茫然地

考高中，考上好高中就去讀。考不上就姑且去念高職，不是因為學生自己喜歡技

術或動手做才去念高職，難怪技職教育會變成次等教育。 

此外企業和產業的老闆應該要知道新進員工的在職訓練絕對比學校的技術

教育重要，不要老是講所謂的學用落差。大學如果能夠培養出品行好、EQ 高、

具團隊合作等能力的學生，老闆們應該就可以很滿意。當然學生如果能具備技術

的能力，那就更好了。所以大學，尤其是科技大學，絕對不要忘了學生在人格和

品行方面能力的培育。 

如果要讓學生畢業即具有隨時上線的能力，那麼企業應該進入科技大學，企

業和大學聯合辦學，學科的課在大學上，學技術的課就到企業現場去上，這樣絕

對不會有學用落差的問題。但企業不想花錢花人力花心力來訓練學生，只想揀現

成，所以建議教育部要對教育有所堅持，不要一直隨一些企業主起舞。 

另外高職應該和科大合作辦學，七年一貫。高職三年畢業後學生可隨時選擇

先去工作，以後再回到科大完成大學學位。尤其工作時更可以了解到自己所學那

些不足，回學校進修時就可以知道要修甚麼專業，能夠更符合業界的需要。 

總之技職教育在培養產業所需的人才有其優勢和貢獻，國家應該投以更多的

資源並加強同學的性向認識教育，同時簡化學制和招生的程序，以便更能吸收到

志趣和性向和科系可以匹配的同學，以為國家社會培養出更多和更好的可用之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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