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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與技職教育的發展 
施溪泉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退休校長 

 

一、前言 

技職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於培育優質產業人才，提供國家經建發展之需；因

此，技職教育的發展與產業精進及國家經建發展，息息相關環環相扣，多年來，

時有學校教育內涵未能跟進產業迅速發展與變革需求之議，亦即所謂「產學落

差」；國家發展委員會曾指出重點產業人才需求欠缺的原因有：人才供給不足、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新興職務需求及在職人員技能不符勞動條件等（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9；教育部，2021），產學攜手合作應是解決良策，欣見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的頒布實施，這應是學生、學校及產業界的福音，也是技職教育發展的重

要指引與基礎。 

產業機構與學校教育合作培育人才，在臺灣技職教育的發展軌跡中，已

有數十年的歷史；1954 年，教育部令頒「建教合作方案」，並於 1955 年 5 月

成立「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旨在促進教育與建設事業之聯繫與配合，增進

教育功能，直至 1972 年 8 月始將業務併入技術職業教育司辦理（周談輝，

1985）。然而，根據統計（教育部，2021）：108 學年度參與辦理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之校數技術高中有 62 校，技專校院僅有 29 校，學生人數亦僅有 4,398

人，僅佔 108 學年度技術高中學生人數 11 萬 8,954 人中的 3.7%，所佔比率

極少，110 學年度核定計畫數 75 件，辦理校數 25 校，至 111 學年度產學攜

手合作計畫 2.0 開始執行，核定計畫數增加為 227 件，辦理校數增為 47 校

（教育部，2023）；多年來，技職學校畢業生多數仍以升學為主，其就業率仍

屬偏低，有待設法提升，以解決產業人才欠缺的需求問題，謹提拙見，期為

策略思考之參考： 

二、產學培育人才之思維 

(一) 他山之石猶可攻錯 

徳國雙軌職業養成教育制度，自 1969 年起步，如今卻能廣受年輕學子青睞，

愈來愈多高中畢業生，在接受大學教育一開始參加此種雙軌教育訓練。2007 年

全德已有 24,000 家企業提供大專學生雙軌教育訓練計畫，而超過 55%以上德國

企業願意參與雙軌教育訓練（華視新聞，2020）。始於 95 學年度推動，旨在解決

產業缺工與技術高中與技專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的「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至 111 學年度核定之技專校院僅 47 校的 227 件計畫，究竟是國情的不同？

或是民族性對技職教育之價值觀的差異？抑或技職教育制度之設計仍有尚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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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之處？雖然如此，在臺灣經建發展的歷史軌跡中，技職教育有其共認的貢獻，

期待在持續的精進與努力下再現風華。 

(二) 職業養成教育法規定義與定位的確立 

一般言之，職業準備教育（occupational preparative education）係指在學校教

育完成之後，進入職場之前尚須經過職前訓練（prejob training）或在職訓練（onjob 

training），始能成為具有高生產力之技術員工；而職業養成教育（occupational 

formative education）則係在學校教育期間，利用部分時間赴職場體驗，見習及現

場實習，畢業後即可進入生產崗位成為正式員工，如德國二元制雙軌教育訓練被

定位為職業養成教育；在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中僅詮釋職業準備教育旨提

供學生進入職場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術及職業倫理涵養教育，及建立技職專業之

榮譽感（教育部，2019）。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技職教育之定位及價

值：「……技職教育須調整人才培育方向，並透過具有實務經驗之師資，施行實

務教學及指導學生實作學習，使學生能依個人興趣、性向及才能，適性學習發展，

且於畢業後能快速與產業接軌，成為各類應用型專業人才（行政院，2019）。產

學攜手計畫應屬職業養成教育，然在上兩項法規中，雖述及校外實習與學校課程

規劃，得參照事業單位之職能基準，然與產業接軌似較著重在於畢業後實施，實

應針對在學期間的職業養成教育有更明確的政策與法律規章的指引。 

(三) 建置有效的激勵制度 

德國在 12 年的義務教育中，通常在第 7 年就開始依性向分流，依據定向的

結果，進入職教為主的普通中學約 25%，到職教與升學並重的實科中學約 40%；

初中畢業（15 歲）之後，除了 25%的學生進入升大學為主的文理高中（3 年），

其餘的學生選擇職業教育（3 年）。選擇職業教育者，約有 2/3 參加雙軌制職業

養成教育，其他特殊需求者，則進入全時制的職業學校。此外文理高中的學生中，

約有 1/3 於日後仍然轉入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就讀。選擇雙軌制職業養成教育者

超過所有 15-18 歲學生的 50%，是德國高級職業教育的主流。在公會協商下，也

有超過 55％以上德國企業願意參與雙軌教育訓練（華視新聞，2020）。反觀職業

養成教育在臺灣職業教育中比率甚少，或許因不同國家就業環境與技術人員的社

會地位差異有關，然而，為能迅速提供產業界的人力需求，宜擴大建構制度化的

激勵機制，應有助於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健全且迅速的發展。 

(四) 賦予職業養成教育課程架構的彈性空間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108 課程綱要中，除訂頒「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

範」，提供輪調式與階梯式建教合作班依「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對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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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規劃學校課程計畫，實習式及其他式則按原學制別之相關規定實施（教育部，

2020）；在課程實施規範中，在學期間均含職場之職業技能訓練學分，然在校期

間應修學分數高達 124-132 學分，佔畢業應得學分數（150 學分）的 82.6-88.0%，

囿於各行職業之技能養成訓練的時間差異，賦予在校應修修學分數與畢業應得學

分數等課程規範之彈性空間，應有助於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推展。 

三、結語與建議 

技職教育擔負培育優質專業人才之責，期能密切符應國家經建發展之需求，

然而，科技進展日新月異，產業結構亦隨之變遷，學校實無力適時添置符合產業

職場需求之新型設備，且學校師資難有職場豐富經驗，有賴與產業界充分合作，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橫向整合各類型之建教合作模式，縱向鏈結技術型高中及辦

理專業群科之學校，並給予學生獎勵金及學校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期待在技職

學校與產業界的共同努力下，技職教育能邁進新紀元，更能化國家經濟的競爭力。

謹提出下列建議期能作為爾後政策規劃之參考： 

(一) 研訂職業養成教育法律規章 

在相關的職業教育法規中，對職業養成教育並未給予明確的定義與定位，在

民主法治的國家中，研定明確的法律規章，作為學校及產業界的辦理依據，有其

迫切的需求性，實刻不容緩。 

(二) 研修賦予彈性空間的職業養成教育課程架構 

受到既定學生畢業學分及學分取得的規範，學生要利用在校期間赴產業界實

習，殊屬不易，況且不同產業之作業時間安排有其差異性，賦予彈性空間的職業

養成教育課程架構、畢業學分及學分取得等之彈性，應有助職業養成教育的發展。 

(三) 研議將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列為技職學校辦學績效項目之可行性 

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對技職學校而言，其行政及教學工作負擔遠超過傳統

的課堂教學，除增加行政工作外，或因學校與產業互動有待加強、或因學生在職

場學校顧慮多等等因素，致使多數學校裹足不前，將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列為

辦學績效項目，有助學校突破各項障礙，投入辦理學校行列，進而促成產學攜手

合作計畫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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