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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問題與對策之探究 
顏佩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高等教育是我國產學分工及人才培育的火車頭與重要的基礎，如何整合大學

教育並滿足產業需求，同時提升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力深具重要性。產學分工與

有效合作有助於國家社會發展經濟，提升國民的就業和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也可

以使個人從高等教育中習得專業知識與技能，培養高端就業能力，縮短學用落差，

促進產業升級。博士教育是我國現今教育學制中最為高階的教育階段，教育學博

士對於整體教育的理論、思想、學制的研究較為專精的學術學位，國內較鮮少從

教育學博士的觀點，集體論述我國產學分工與人才培育問題與對策，因此本研究

將呈現此議題不同的觀點，提供相關研究進一步分析與參考。本研究主要的研究

目的有四：(1)探討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問題；(2)分析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

對策；(3)研析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政策的修訂方向；(4)根據以上結果，提出我

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政策改革的方向的建議。本文運用質性訪談，採取線上

google 表單 8 位大學教育學博士生（問 D1-8/20220615）與線上面訪（訪 D2-

3/20220615），運用質性資料分析提出本研究結果，運用三角檢證提升本文效度，

以互信互重匿名等以維護研究倫理。 

產學分工人才培育的成功深具重要性，從教育的觀點來看產學分工人才培

育、產學合作的成功，可以：(1)在人才培育方面，提升各教育階段低中高階與技

職體系人才培育；(2)在教育體制與學術領域整合方面：促進教育體制創新卓越

力、國際移動力，促進學術與專業跨領域統整；(3)在高等教育與產業整合方面：

加強高等教育與產業合作與重整，促進市場流動；(4)在創新新興領域與經濟市場

方面：活化市場機制，發展新興領域及創造市場；(5)在提升國家社會與個人潛在

成長方面：可以發展國家技術創新能力，培育新創事業及人才；(6)在個人家庭就

業與所得方面，產學分工合作藉由教育的力量，得以部分改善少子化影響下所得

問題，創造多元的就業價值（問 D1-8/20220615）。綜整以上，透過我國產學分工

與人才培育可以促進國家社會產業發展以及個人產業價值與收入，這也須仰賴政

府跨單位與學校產業界的有效合作機制。 

二、我國產學分工人才培育問題探討 

我國現階段產學分工人才培育從教育博士生觀點分述如下（問 D1-

8/20220615；訪 D2-3/202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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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用落差、學非所用 

人才培育無法符應學校教育目的與業界需求，產業能力與教育訓練脫軌，產

業所需要的人才與學校課程、培育的學生未能完整架接，學生難以學以致用，甚

至學非所用，學校開設實際產業環境的臨床實踐課程太少，與產業界無法接軌，

以高職技職教育而言，學校教師的技術與專業知能與就業市場所需要的能力是脫

離的，學校培育的人才與產業的需求人才落差大。 

2. 產學合作流於形式化 

政府各單位的政策計畫未整合（徐昌慧，2017），教育制度與法規的彈性不

足，高職產學合作教育為例，實習生到產業現場實習後，學校與產業雙方的聯繫

即斷鏈，最後僅由業界單方獨立培育，爾後回到學校後則僅由學校單方獨立培育，

流於片面上的產學合作關係。 

3. 產學分工培育缺乏臨床與技術之創新能力 

我國產學分工缺乏培育新創事業人才系統性規劃與配套，職業類別分類、職

業訓練及證照制度，無法有效促進產業創新發展、促動產業轉型與升級，職業學

生學不專精或職業教育內涵的實施，較難符合產業現場的需求，部分職校學生反

映練具備多張證照卻無發揮的地方，因為市場需要的複合性與多元能力不同！ 

4. 產業結構人才斷層、薪資不符合人才價值 

由於我國低階與中階部分產業人才流失與人才斷層，通膨與經濟發展遲緩，

整體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有限，薪資無法滿足基礎與中階產業人才的期許。 

5. 產學合作的師資人才、媒合管道與獎勵機制不足 

學校產學培育的媒合多由承辦單位自行規劃，缺乏專業產學合作師資人才

（王立天，2017）、整體發展規劃、績優成效的有效獎勵機制，各校產學分工多

有固定合作對象，但在產學產出的質與量多需改進與努力。 

6. 產學合作規劃缺乏整合就業職缺 

產業需求職缺往往無法達到開設專班的需求，或是開設產學合作專班後，產

業能提供的職缺不足，產學合作培育規劃整合就業職缺，才能提升產與學之間的

目標性與有效合作！ 

三、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對策分析 

以下將以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個人五個層次，分述教育博士生對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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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工人才培育具體策略觀點如下（問 D1-8/20220615；訪 D2-3/20220615）： 

1. 從國家的層次而言 

目前國家產學分工培育的措施已實施業師協同、職業參訪、產業實習、舉辦

公民營產業合作、國際交流等，但成效不佳。國家需修訂具體政策與計畫，引導

及經費挹注產學分工培育，能有彈性、重視實效，鏈結人力培訓與產業發展，並

以產學分工培育整合國家的重點產業發展，配合現有產業優勢產業，例如：半導

體、生技醫療、資訊物聯網。國家應提高產學分工培育規劃層級到國發會，並跨

部會整合經濟部、教育部、農委會、勞動部及科技部等（江惠真，2017），規畫

畫執行多元的產學分工培育方案，協助產學合作更緊合，補助大學與各教育階段

開設與產業接軌、銜接直接就業的產學分工培育方案。整合教育部與勞動部職訓、

就業、創業等部門，成立「教育與就業部」，促進我國教育與就業的積極整合與

發展！ 

2. 從社會的層次而言 

消弭升學主義、文憑主義、金錢主義，同時尊重實用技能與應用知識的價值，

提升對技職教育的了解與共識，宣導創新培育人才重要性，加強全民瞭解我國當

前產業發展現況並建立共識，針對產業的期待與需求進行產學分工培育規劃，積

極了解國際產業與經濟發展動態，協助優良企業與學校進行產學分工培育合作，

企業應提供大學應屆畢業生更多實習機會，媒體傳播應多報導相關產學分工培育

人才資訊。 

3. 從學校的層次而言 

推動產學分工培育創新人才，以學生學習產出與轉銜、就業為主要績效，避

免紙本報告表面功夫。學校需盤整學校優勢、師資人力、課程結構規劃、未來的

發展方向、學校成員學生、家長社會的期待，與產業界現階段產學合作方案，藉

由國家資源與公民營單位合作，積極整合企業實習與就業轉銜，促進學生盡速職

業轉銜就業（徐昌慧，2017），學校課程規劃須更有彈性與產業界深入合作，有

效對應國際未來產業需求。 

4. 從家庭的層次而言 

父母須協助小孩了解自己興趣教育，重視孩子適性發展，從事家庭式帶領子

女認識職業與就業市場，提供子女職業試探與就業相關體驗，包括：職業型態、

工作內容與薪資待遇、家庭照顧的便利性、交通與生活居住環境需求，親子共同

討論未來工作方向，協助孩子朝向未來工作規劃學習等。家庭應主動與學校合作，

利用學校與社會提供的產學分工培育方案，銜接就業與職涯轉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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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自己的層次而言 

學生從小對於職業與就業市場了解需自主學習，配合自己的職業興趣、待遇

期望、個人理想，利用工讀機會或社團參與，整合自己學校所學與就業產業能力

培養，提早在學校學習期間的職涯試探、職業訓練、職業轉銜與在職訓練等，確

立自己未來工作取向與職能發展。 

四、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政策修訂方向探究 

以下分述教育博士生對於產學分工培育人才政策修訂方向觀點如下（問 D1-

8/20220615；訪 D2-3/20220615）： 

1. 提升產學合作推動組織的位階：將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的推動提升到國發

會層級或更高層級，跨部會整合推動（王金凱，2015），並將教育部與勞動部

職訓、就業、創業等部門整合為「教育與就業部」，促進我國教育與就業的積

極整合與發展！ 

2. 檢討提供公民營、產業參與產學分工培育的制度與獎勵誘因（王金凱，2015），

制定運用公民營、產業資源支持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方案，建立企業參與學

徒或實習培訓機制與方案。 

3. 解決學用落差、建立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認證，引入業界職訓與學校教育整合，

將強臨床職訓的比重，加強學生職訓與就業的連結，推動技職教育或實習培

訓的國際化。 

4. 政策須協助企業產業升級與轉型，並提升產業價值與職人精神職業教育培訓，

整合政府相關部門擬定短中長程人才培育發展計畫，每年檢討實效與產學界

的需求加以修正，完善產學合作相關法規。政府應提供經費資源協助產業升

級與人才培養，落實產學合一、產學合作，才能真正達到產學分工培育人才

之目標。 

5. 學校教育應跨領域整合學術職能，同持鼓勵學生跨領域職能學習：現場產業

需多元職能，高等教育學術分工過細，教育體制的學習比較難對應到市場的

需求 

6. 強化學校教育、教師理論與技術專業實務整合，鬆綁法規給學校有更多彈性

聘用師資及學校發展，加強考核學校教育促進學生就業媒合與職涯發展的成

效。 

7. 釐清高職與高等教育的教育定位，納入產學分工培育為其學校重點發展方向

（徐昌慧，2017），促使其與公民營機構和產業合作，讓產學分工培育可以更

深層與多元，規劃工業區與大學、高中職之間的緊密的實習課程及工作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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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行政院（2021）制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已制定各級職業學校與

職業大專院校全面性的規劃，並進一步規範各級政府與企業、學校有制度性的交

流與對話，才能制定符合實際需求的人才培育政策，追蹤執行成效，以利滾動調

整，從本研究發現「政策的執行與落實」是關鍵，「績效檢核與反饋修正常態化」

才是學校教育既定事務，政府須反省表面形式化的經費補助，並不一定能達到產

學分工培育人才培育的有效性，需整合國家高層單位積極推動與管理！根據本文

探究結果，提出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政策改革的方向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1. 就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仍停留在實踐與落實基礎層面，例如：學用落差、

學非所用、產學合作流於形式化、缺乏臨床與技術之創新能力、產業結構人

才斷層、薪資不符合人才價值、師資人才、媒合管道與獎勵機制不足、產學

合作規劃缺乏整合就業職缺等是主要問題。 

2. 就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對策仍須提高管理層級與整合各教育階段與層面的

規劃，例如：(1)從國家的層次需提升從國發會跨部會整合規劃與執行產學分

工培育方案，並成立「教育與就業部」，整合教育部與勞動部職訓、就業、創

業等部門。(2)從社會的層次需尊重實用技能與應用知識的價值，提供大學應

屆畢業生更多實習機會與資訊。(3)從學校的層次需推動產學分工培育創新人

才，以學生學習產出與轉銜、就業為主要績效。(4)從家庭的層次發展家庭式

帶領子女認識職業與就業市場。(5)從自己的層次而言：學生從小對於職業與

就業市場了解需自主學習，確立自己未來工作取向與職能發展。 

3. 研析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政策的修訂方向應積極實踐產官學三方面的資源

整合，例如：(1)提高產學合作推動組織的位階與功能。(2)檢討參與產學分工

培育的制度與獎勵誘因。(3)解決學用落差、建立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認證，推

動技職教育或實習培訓的國際化。(4)政策須協助企業產業升級與轉型。(5)學

校教育應跨領域整合學術職能。(6)強化學校教育、教師理論與技術專業實務

整合、(7)釐清高職與高等教育的教育定位，納入產學分工培育為其學校重點

發展方向。 

(二) 建議 

我國產學分工培育人才政策貴在落實與實踐，政府應提高規劃執行層級國發

會，成立教育與就業部，跨部會合作發展產學分工培育的規畫與實踐，整合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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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訊息，系統化且滾動式修正與執行、評鑑、稽核與追蹤，提供產官學三方互動

的線上資源平台，方能在國際產業發展與需求變遷快速的今日，培育出提升我國

國際競爭力與產業力的就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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