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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的現況與挑戰 
曾淑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為解決產業缺工與技職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於 95 學年試

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以下簡稱「產攜計畫」），結合技術型高中與技專校院

縱向之進修管道，並在不同階段以各種模式結合產業資源達成學校與產業界攜手

合作，結合證照制度，培育符應產業需求之技術人才，型塑兼顧學生「就學」與

「就業」為基礎之教育模式（教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總推動辦公室，

2021）。自計畫於 96 學年正式實施以來逐年修訂補助推動產攜計畫相關要點，作

為計畫執行之法定基礎。歷年來產攜計畫核定計畫數與主辦校數如圖 1 所示。 

 
圖 1 95-111 學年產攜計畫核定計畫數與主辦校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訊網（2023） 

由圖 1 所示，計畫之辦理原則上呈穩健成長的方向運作，但在 97-98 學年、

99-100 學年、104-105 學年及 110-111 學年間共有三次成效較大的轉折，其中 98

年主要原因為受到金融海嘯影響，許多廠商訂單銳減，以致無人力需求，無法參

與計畫，故通過計畫數稍減少至 41 件（林穎秀，2010），99 學年公告僅高職端開

班，取消技專端與高職端同步開班（果綵婕，2020）、105 年除於要點中限縮申辦

領域，技專端班級數由外加改為內含，導致部分學校終止辦理（方慶豐、廖年淼，

2020）、111 學年整合產學相關計畫，升級成為產攜計畫 2.0，擴大推動與補助的

範圍。面對逐年滾動修正中的產攜計畫 2.0，其實施現況與挑戰，更值得關切與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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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攜計畫 1.0 與 2.0 的差異與 2.0 的特徵 

(一) 計畫 1.0 與 2.0 的差異 

產攜計畫 2.0 相較於 1.0 版，在向外層面，原計畫由教育部負責籌辦，2.0 版

加入教育部國教署就業導向專班、經濟部對企業的經費補助、及勞動部雙軌訓練

旗艦、產學訓合作訓練等計畫；在向下層面，原計畫只採取技高銜接科大方式，

2.0 版從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開始。此外，尚新增「0+4」的科大在職進修模式，企

業可運用勞動力發展署的技術培訓資源，學生在職進修還可接受專業技術養成訓

練與輔導考取乙級（或單一級）技術士證照（高教創新編輯部，2022）。整體而

言，1.0 與 2.0 版的差異包含六項（教育部技職司，2022）：(1)簡化技高端產學合

作計畫。(2)享有經濟部及勞動部對合作企業或學員之補助或相關獎勵。(3)技高

端開放高二起辦理 10 周以上校外實習學校申辦。(4)每技高校班開辦經費最高 30

萬元。(5)技專校院生師比符合規定得外加名額。(6)全時讀書期間發給每月獎助

學金 5,000 元。 

(二) 111 學年產攜計畫核定情形的特徵 

產攜計畫 2.0 的運作模式分為「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及「技專校院

在職進修」2 種，如圖 2 所示。 

(a) 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 (b) 技專校院在職進修 

圖 2 產學攜手合作之架構 
資料來源：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訊網（2023） 

在圖 2中，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模式得發展國三+技高+四技（1+3+4）、

技高+二專（3+2）、技高+二專+二技（3+2+2）或技高+四技（3+4）三種模式；

技專校院在職進修則有二合一（二專日間部+二技進修部，2+2N、五專+二技，

5+2）及三合一（原產學訓專班的四技進修部 0+4 模式）兩種（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資訊網，2023）。111 學年核定 227 個計畫，在數量上相較前一學年核定的 75

個有極大幅度的提升，以下分計畫運作方式及辦理領域兩部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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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運作方式：227 個計畫包含 54 個 0+4 計畫，其中 19 個為三合一模式，

35 個為技專+企業的二合一模式；2 個 2+2N 的三合一模式；1 個 3+2+2 四合

一模式；168 個 3+4 計畫，其中，1 個技高+四技+企業+職訓機構的四合一模

式，167 個三合一模式（含僑生班計畫數 38）；2 個 3+2 三合一模式；至於 5+2

與及 1+3+4（國三+技高+四技）模式則未有學校申辦。。 

2. 辦理領域：特殊或嚴重缺工產業（含智慧機械、半導體、IC 設計、資料服務、

造船）、政府提倡核心產業（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綠電及

再生能源、國防及戰略、民生及戰備）及其他三大部分。在 227 個計畫中約

三成九屬於其他產業（美容美髮、工商管理、餐旅食品、多媒等）領域。此

與 98-107 學年開辦領域近半為商管暨餐飲領域（果綵婕，2020），顯然在申

辦領域結構上略有調整。 

整體而言，本年度新辦理的 0+4 模式與技高+四技的運作方式計畫數成長迅

速，除經費上的誘因外，係得利於整併相關計畫、技高端開放非建教合作學校申

辦、以及技專校院生師比符合規定得採外加名額辦理等利多策略。 

三、產攜計畫的成效與挑戰 

(一) 辦理成效 

產攜計畫 2.0 的辦理具有四個重要的推動目標（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訊網，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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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切實掌握專班辦理成效，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補助要點（教育部，2021）更

規定學校應定期填報每一核定案之執行成效，包括；實際開班人數占核定人數之

比率、合作高級中等學校專班學生銜接至技專校院端之比率、技專校院端學生被

聘任為正式員工之比率、畢業生留原合作企業就業之比率等。截至 109 學年，技

專校院畢業生留原廠比率平均達七成，原領域達八成以上（教育部技職司，2022）。

而所產出的對企業、學校、學生三方面的效益，亦有多人撰文肯定，如對學生而

言可以幫助在地學子/弱勢家庭的學生兼顧就學就業、透過職場實習有助釐清職

涯興趣、創造專班學生多項福利、降低青年失業的風險；對學校而言具有增強技

職教師實務專業技能、辦理績優學校成為地區特色指標學校、技專校院成為社區

型技高的強力後盾、促進技職校院及廠商的交流；對企業而言可以培育事業單位

符合企業所需專才與優質穩定人力的效益（方慶豐，2018；方慶豐、廖年淼，2020；

林穎秀，2010；周燦德，2013；張添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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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與挑戰 

另外，歷年來亦有多人針對產攜計畫提出所遭遇的問題與挑戰，例如林穎秀

（2010）認為：縱向銜接度低、對經濟弱勢家庭幫助不如預期、課程與工作內容

相關性不高、未彌補重點產業人才的缺口。蔣香蘭（2017）則指出存在企業方面，

合作廠商未能徹底執行完整訓練計畫、經濟不景氣影響實習機會、實習工時過長

待遇機制不完善；在學校方面欠缺明確的專班轉銜機制、技術型高中學生身分不

明確、技專端辦理意願會受政策影響、對重視就業而輕學習的質疑等問題。這些

問題與挑戰在產攜計畫 2.0 制度面上雖多已獲得緩解，在執行面仍需要有對學校

與企業端誘因的設計與強力引導，惟盤點各政府部門 2022 年於技高及技專大學

部提供的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計畫，如表 1： 

表 1 政府部門 2022 年於技高及技專大學部提供的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計畫 

名稱 經濟部 教育部 勞動部 科技部 

高
中
職 

 

●建教合作班 

●實用技能學程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產學訓合作訓練計

畫（3+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大
專
校
院 

●產業人才扎根計畫 

●產業技師培育計畫 

●智慧內容產學特色

學程 

●五專展翅計畫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產業學院計畫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

學合作專班 

●產學訓合作訓練計

畫（1+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就業學程計畫 

●科學工業園區人

才培育補助計畫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2022）、教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總推動辦公室（2021）。 

表 1 中部分相關計畫已整併於產攜計畫 2.0，然而其他各項計畫間雖有細部

差異，但仍有存在考量與其他計畫整併、銜接的議題，仍值得進一步關切與討論。 

四、結語與建議 

由於教育主管機關歷年來對強化技職教育與產業鏈結的重視，乃相繼推出許

多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計畫，而為解決計畫執行問題並因應環境變遷與社會需求，

各項計畫均年逐年修正細部規範，產攜計畫 2.0 在整併多個相關計畫後，如何持

續滾動調整，藉由各方的資源投入精進相關作業，將是後續政策推動效益良窳的

關鍵要素，唯有擴大各界對本計畫的參與，方能深化計畫影響層面。茲分以下兩

面向提出建議供參： 

(一)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1. 辦理領域宜有清晰的界定，計畫宜有期程的規劃。對於辦理領域，宜考量就

業與產業結構差距的合理性，主動發掘產企業提供宣導說明以鼓勵並支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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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另為穩定學生學習機會，對於就業結構遠高於產業結構且易受景氣影

響的餐飲、食品、休閒、美容等業別，其核准規模宜有更多的限制；對於辦

理期程，建議以三至四年為一階段，除穩定計畫的運作外，亦易於觀察各年

的辦理績效。 

2. 持續評估本計畫與其他相關計畫的整併與介接問題。建議考量類似功能如產

業學院的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等計畫整併，同時是否允許學生於產攜計畫

與其他相關計畫間切換參與身分，如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專案計畫相互界

接的問題，以提升政府經費挹注於產學鏈結的整體效益。 

(二) 對學校及企業單位的建議 

1. 強化技高、技專端課程與企業培訓內容的銜接性。技高與技專端應慎選合作

企業，學校端的專業理論課程，宜能配合企業所屬產業特徵，呈現加深加廣

的縱向銜接特徵，企業端的技術及實習課程，除實習崗位能配合專業課程學

習輪換外，各崗位技術學習亦宜能隨學生學習年級逐年呈現技術縱深。並配

合計畫承辦單位，精進辦理作業、強化學校在課程教學落實程度的執行管考。 

2. 提升學校承辦人員與企業員工的辦理誘因。學校計畫之承辦，由於涉及與上

下層級學校、企業端及計畫執行成效填報等各項行政協調聯繫，任務繁複，

學校行政制度的設計，宜以支持計畫的運作為重要考量，學校業務經費之編

列，宜考量在核定的金額內適度給予計畫承辦人員運用的彈性；企業雇主對

於政府各項經費獎補助，亦宜考量員工對學生指導與輔導之投入，適切給予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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