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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一卷第九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產學分工培育人才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一卷第九期將於 2022 年 9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2 年 7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本期主題為「產學分工培育人才」。當世界先進國家紛紛提出 4.0 工業革命或生

產力革命；當資訊時代升級為雲端時代，元宇宙、大數據、物聯網、互聯網、虛擬

貨幣、電子支付、電動汽車的發展和 AI 智能及全自動工廠將逐漸取代人力市場等衝

擊已然來臨時，現有的學習方式、教育內容、教學方法和人力素質還能適應職場的

需求嗎？而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產業培訓人才的觀念、作法和結構有作因應調整或轉

型改變嗎？等諸問題，頗值深思與憂慮。 
教育部從民國 95 學年度規劃推動試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透過高職及技專

校院間規劃彈性的學制與課程，培育產業需求技術人力，結合實務導向技術發展，

兼顧經濟弱勢與學習弱勢學生的進修與就業，落實對產業特殊類科及傳統基礎產業

人才的培育，並滿足缺工產業的人力需求。從 102 年以「培育優質創新人才，提升

國際競爭力」為教育整體發展願景，並將「發布人才培育白皮書，培育優質人才」

列為 12 項施政重點的第一項，目的就是期藉由前瞻及宏觀之教育規劃與推動，為國

家培育多元優質人才。目前持續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期望達成四大目的：

(1)建立以兼顧就學就業為基礎之新教育模式。(2)發展技職縱向彈性銜接學制。(3)
重理論與實務教學，彌補重點產業人才需求缺口。(4)建置業界與學校緊密教學實習

合作平台，發揚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務實致用辦學特色。 
同時，人材育成的構想，必須經常從國際視點思考到與海外如何做連結，期望

透果產官學的力量，促進產業與學校教育系統積極的進行人材培育，透過多面向的

理解，建構出人材養成與人才流動體制，使學校培育出符合產業與國際化發展以及

產學分工培育人才，達成全球通用人材的育成和支援體制是有其必要性，值得學界

共同探討。另外，在產學分工培育人才的需求、課程和研習的內容規劃，以及其他

國家產學分工培育人才的做法等，也都是本期徵稿的重點，均歡迎撰稿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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