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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與政府部門及民間部門的產官學合作關係－

以社會福利產業為例 
謝振裕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運動管理系教授及休閒暨健康管理學院院長 

 

一、前言 

政策是政府為了達成福國利民，調養民生，實現政治目標的短、中、長期計

畫。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耗費許多專業人才的心血與經驗分享，方得以規劃出滿

足大多數人期待，並足以創造最大價值的政策。以產學合作政策為例，教育部自

2006年發布施行《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後續

也頒佈了《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補助要點》（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十幾

年來，因社會環境改變、人才培育方向調整、法規精神的進步、以及考慮學生參

與產學合作過程的積極受益等因素，已歷經多次修正，修正的過程結合了各公私

立大學及技職校院、產業界以及公部門的想法和過往之執行經驗，加以調整潤飾

而成。 

大學校園內有各種不同的專業與系科中心，本文將植基於研究者之專長及經

歷，探悉社會福利領域內的產官學合作之現況、困境與展望，期待以研究者經歷

過的實務評審、評鑑、視導及教學經驗，可以為未來相關領域的產官學合作實務

及法規提供實際的建言，善盡大學教師的社會責任，也為相關領域學生及業界思

考嶄新的道路。 

二、現況及困境 

我國社會福利領域的專業人才，幾乎完全來自於大學端（部分五專），高中

職端除了長期照護以外，目前並未有更傳統如社會工作專業的相對應學科。這種

現象，一方面來自於華人社會文憑高於一切根深蒂固的想法，不分專業，若有更

高的學歷，即使技能知能上僅需要高中學歷，家長仍會希望孩子能追求大學甚至

以上的學歷。另一方面則是廣設大學政策後，專科紛紛升格為科技大學，國內目

前五專僅剩為數不多的校數，雖然近年因為國家產業政策走向的改變，鼓勵科技

大學恢復設置五專，但目前仍僅限於招收工科的學生。對社會福利領域而言，五

專生仍是寥寥可數的，僅部分長期照護科或老人照護科可見蹤跡，而社會工作或

社會福利專業則完全在大學端。這種現象導致社會福利領域的產學攜手頭重腳

輕，大學（部分五專）很多，高中職很少，在轉銜及培力上，產生斷層。 

另一個情況是民間部門量能不足，除了無法完全配合大學生的數量及專業成

長的產學需求，也無法配合公部門對委託業務的質量需要。臺北市為首善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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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部門聚集，人才濟濟，高雄為我國第二個直轄市，多年來，也已經培育眾多

的民間機構，臺中市則是近年來人口大幅增加，各式各樣民間機構也充滿了動力。

除了上述三個發展較早的城市以外，臺灣各縣市目前領域在社會福利的民間機

構，不管是數量及專業人力和知能，都有待提升。研究者在很多縣市的委託案審

查會議上，經常發現投標廠商只有一家，而該機構不管是專業性和人力量能上也

都不足以善盡責任的執行好委託案，但箭在弦上，若不委託出去，則該政策會開

天窗，已經在使用該服務的民眾會因此產生不便，甚至造成民怨，所以審查委員

必須不厭其煩地在審查會上提醒廠商該注意的事項以及後續的作為。上述情況導

致學生無論是實習或產學合作的選擇上，一直有僧多粥少的狀況，無法滿足需求。

另外，當政府部門委託學術單位或民間部門執行業務時，學術單位專業人才濟濟，

學校把關也嚴格，委託大學執行業務，是政府最不需擔心的。但大學教師除了教

學及帶學生以外，多少都還有校內的行政工作必須負擔著，無法完全支援政府單

位或民間部門的社會福利專業業務。所以民間部門必須負起更多的責任，不只支

援公部門，也協助著學界培養人力的重責大任。 

第三個情況則是民間部門的業務壓力繁重，導致協助帶領學生時，蠟燭好幾

頭燒。民間部門大都是經費自籌的團體，不管是理事會或是董事會主導的民間機

構，在承擔著自籌財源的重責大任下，人力都是吃緊的狀態。因此，工作人員都

是一人身兼數職，但他們仍然兢兢業業，把專業助人的業務執行完善。在產學合

作的機制下，學生來到機構，需要專業人力的帶領，但專業人力本身業務已經夠

繁忙，往往分身乏術或者無法在第一時間就給予學生完整的帶領，這對機構對學

校及對學生而言，都是頭痛的問題。 

三、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個政策的形成，需經過不同角度的思考與不同面向反覆的淬鍊。在社會福

利的領域裡，政府有權制定社福方向，也有公部門的資源及預算；大學端則以專

業及理論作為連結政府及民間部門的樞紐，給予政府建議及對民間部門提供指

導；民間部門則是大部分產學計畫執行的平臺，不僅提供政府及大學教師對社福

理念及制度實施的場域，也是社福的後進者實務歷練的地方；唯有產官學三方充

分配合，我國社會福利的理想方可達成。 

臺灣社會已經渡過為了三餐努力拚搏的時期了，現在經濟穩定，社會祥和，

有更多的人希望略盡棉薄之力，幫助社會上的弱勢，也為鰥寡孤獨廢疾者，提供

一個穩定而友善的生活環境。期待我國社會福利產業，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之下，

可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天都有新氣象，盡早達到禮運大同篇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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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針對上述現況及困境，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1. 鼓勵高中職端多設置社會福利相關學科 

雖然說市場機制引導了學校端設置學科的決定，但若政府在政策面多加鼓

勵，適時配合大學端的預修課程、成長營隊、聯合實習、策略聯盟等措施，一來

提升高中職的招生多樣性，二來民間機構應該也會歡迎更多年輕好手加入社會福

利的領域。 

2. 廣泛培力民間團體量能 

當民間生機蓬勃，不只數量多，專長也廣泛的時候，與政府的互動多，也有

更高的實力承接政府委託案，長年以往，實務能力充備了，就具備政策建議的能

力，這對公部門也是一項良性循環的政策。在另一方面，民間部門量能充足，與

大學端的互助合作多，也更有能力把學生的實務能力訓練得更扎實，讓學生一畢

業即可無縫接軌，馬上成為生力軍，對民間單位也是一項利多。故，政府可與大

學合作，鼓勵民間部門多多參與培力課程，執行委託計畫時，也可要求民間機構

或大學端，一定要找另一方合作，共同主持或執行計畫，這樣在專業或在人力需

求，甚至未來人力的教育結合上，都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研究者在之前接

受政府委託執行的產學合作計畫中，就曾與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一方面大學教

師進入基金會協助社工人員的專業成長，另一方面帶著學生進入基金會，增加實

務與理論結合的機會，對三方都是很好的體驗與結果。 

3. 提高對民間機構的產學和實習補助 

民間機構因為人手不足，在本身的專業成長受到侷限外，在共同培力下一代

的實習及產學攜手上也會捉襟見肘，若政府可以以增加經費補助的方式，鼓勵配

合學校端的實習制度及產學攜手計畫，配上一個監督機制，監督著經費的合理運

用，如此一來，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有更多能量足夠的執行者，學校端的師生有

更多更好的平臺可以順利銜接理論與實務，民間機構則有經費支援及專業人力協

助，對其本身質量的提升也可以看得見，實在是個三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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