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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推動源起 2006 年，教育部為解決產業缺工與技高、

技專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遂結合技高與技專校院縱向之進修管道並與

產業界攜手合作，培育符應產業需求之技術人才，鼓勵產學攜手打造教學實習合

作之平台，結合證照制度，培育技術人才能符應產業需求之人力的質與量。 

臺灣步入高齡化、少子化社會，就業市場面臨人才缺乏及人才培育過程中學

用落差問題。政府自 2021 年起，由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整合學術、企業及

相關產學計畫，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解決產業缺工並且讓教育與產業

界合作，攜手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人才及型塑學生「就學」與「就業」為基礎之教

育模式。在此之理念下，學生可透過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方式或技專校院

在職進修方式，繼續升學並至合作廠商單位工作獲取生活津貼。在此之際，國內

的教育持續進行改革，促使國內的技職教育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我國技職教育面臨的整體環境變革挑戰：(1)少子女化趨勢造成勞動力短少，

技職體系學生未能及時升級技能；(2)技專校院師生實務能力不足，技專校院師生

實務能力不足，未能有效銜接產業所需技能；(3)辦學成本高低導致系科設置傾

斜，未能即時呼應產業；(4)產業結構迅速變遷，技職教育人才培育未能對焦政府

推動國家重點創新產業（5+2）（教育部，2017）。 

除此之外，政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強化人才養成素質，大量升格的科技大

學卻造就重學理輕實務的現象，使得產學連結不夠深化。高職端則多以升學為導

向，引發技職教育定位不明、學用落差，亦不在話下。技職教育之目標應在於經

由技術或職業教育訓練，提供學生適合其性向或能力的課程，以培養社會相關行

職業所需求之技能，就利於產業勝任之所需以為是矣！以下將論述產學攜手計畫

之成效和問題為論：整體文論以培養可立即為產業所用之技術人才作為前提，以

政府對教育資源投擲於產業發展之人才需求作為述論，以此教育成效作用於扣緊

技職校院進行「學用合一教學品保」之考量，期以執行產學攜手計畫 2.0 對接技

職教育與產業環境進行完善勾稽的完整效應作為思想進路，以下綜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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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學攜手計畫之執行減少學用落差問題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2014）

曾提出令人關切的現況問題：由於青年對就業準備不夠、就業市場不熟悉及產業

結構與人力供給之間有落差等因素造成青年高失業率。在這議題上，站在教育單

位之職責，所關注的焦點當在於教育上的學用落差問題。 

陳繁興（2019）指出：20 世紀末，歷經了金融海嘯，世界各國深刻體認到製

造業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創造的重要性，紛紛推出許多工業製造的相關計畫，如美

國 2011 年啟動「先進製造國家政策計畫」、德國 2013 年推動「工業 4.0」策略、

日本 2013 年提出「産業重振計畫」、韓國於 2014 年提出「製造產業創新 3.0 策

略」、對岸中國大陸 2015 年發布「中國製造 2025」規劃、以及臺灣 2015 年亦推

出了「生產力 4.0 計畫」。製造業的生產活動往往創造出許多的服務業商機，因

此，各先進國家無不卯足全力，爭食智慧製造與客製化產品的市場大餅，成為 21

世紀的製造強權。優化產業結構是台灣整體競爭力能否進一步提升的關鍵，而在

教育的本質上如何縮短學用落差？是我們應當思索的議題。 

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主軸策略五：培育實務人才推動作法為「產業

在職人才培育」、「產學連結跨域科技人才培育」、「產學研連結培育國際實務人

才」、及「產學研單位延攬國際專業人才」，如何因應培育產業實務人才，在此計

畫中論及總體思考生產力 4.0 所需人力，涵括了產業生產運作每個環節所需的基

層、中階及高階人才，所涉及的是產業人才核心素養與技術能力的轉變，涵蓋範

疇寬廣，須從正規教育體系、產學研各界研究機構（系統）及在職培訓體系等方

面全面布局同時併進。我們可知其進行產官學研合作是為優化產業結構之關鍵所

在；且為提升競爭力的根本基石之所在！ 

林宸宇（2014）於「教育部縮短學用落差具體作法之說明」中提出：加強高

等教育人才培育與產業的連結的第三策略面的第二點指出：「推動即時性人才培

育計畫，教育部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業碩士專班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

程，使系所及學生更瞭解產業需求，落實就職前後教育訓練，促進革新系所課程

規劃，促進學用合一，培育產業所需人力。」計畫所呈顯的第一步就是產學攜手

計畫 2.0 之推動規範之依據，產攜計畫主持人鄭慶民（2022）指出：當產業與以

「實作教學」見長的學校碰撞在一起，「產學攜手育才成為解方」。由產與學各自

提出需求，再各自提供專業與資源，相互串接，共同達到彼此的目標。簡短的話

語中點出了學用落差具體作法之說明（教育部，2022）。 

施溪泉（2017）也曾提出「大學教育與學用落差解決之建議」：在大學端，

要減低學用落差，教授應與業界主動設法了解畢業生在職場應具備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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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將教學內容與職場需求統合，在教學中將正確的職場態度與倫理傳達給學

生，如此，大學畢業生學用落差必然可以改善。在產業端應了解優質員工的培訓，

不宜全賴學校教育，健全的職前教育與在職訓練，鼓勵員工回學校接受回流教育，

除能提升員工的生產力及產品品質，更能增加員工的向心力。這段話語表述了：

在職場應具備之專業知能，職場態度與倫理的教育端教學培育重點；健全職前教

育與在職訓練，鼓勵員工回流教育，增加員工向心力等在產業端的職場特性。 

從上述的敘述說明，可知其為因應少子化的趨勢與落實技職教育精神，且為

使技職教育學校永續經營，在體質上需強化與提升，並營造學校特色，在產業界

方面須深入瞭解事業單位對技職人才需求的能力與其聘用條件，方能對科系、課

程或是進而對學制調整（徐嘉浩，2021）。 

三、產學攜手計畫推導學用合一教學品保體制之成效 

從學用落差面向，第二步應推導與業界主動融通學用合一教學品保體制。各

校各系在進行訂定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確保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設計及

授課內容間之符應的同時，應檢視課程地圖之精確與完整，以精確「人才培育目

標」、「職場角色」、「核心能力」皆應相符應，藉此檢視所規劃之課程是否能達成

人才培育之目標。產學攜手專班學生於工作場域期間，學校教師將定期訪視學生

工作狀況，然其針對企業需求客製化課程、進行學校教師與產業教師協同教學，

依此，學生得以適性揚才，釐清自我性向，對生命歷程進行有計畫的規劃。學生、

學校與企業三方展開三贏的合作模式。在我國人才培育政策之研究（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2008）曾提及當以建立教、考、訓、用合一制度為促

成人才培育前、後端之連結，達到教、考、訓、用合一化，必須確實瞭解產業用

人的需求，據以進行工作職能評估，適時透過職業訓練方式，讓人才為產業所用。

在制度面應：(1)成立產學合作指導委員會對於產學合作的技術研發、技術移轉、

產學媒合，以及人才培育與供需議題發揮整合、協調之功能。(2)提高產學交流誘

因：教育部督導各級學校教師走入業界，了解業界最新生產技術，同時協助業界

解決研發人力不足及經營管理的難題，學校教師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加以有效

解決。(3)建立產學合作資訊網絡系統：讓產官學研界充分運用資訊科技設施，發

揮簡捷快速與正確的媒合功能。綜觀我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整體規劃，業已

朝向我國人才培育政策之研究面向前進。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簡介中所提出的預期成效指出： 

1. 在產業界方面：(1)透過有計畫的合作培育，取得人才，有效彌補產業缺工。

(2)有計畫且長期培養企業人才，且有助於企業人才的穩定。(3)建置產業與學

校緊密之教學實習合作平台，業界提供實習場所及專業技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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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學校方面：(1)提供技職體系彈性銜接學制，配合推動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

(2)建立技職學校務實致用的教育特色。(3)促進產學合作與交流，提供教師至

業界參與實務與見習機會。 

3. 在學生方面：(1)以就近入學方式，兼顧就學與就業的需求。(2)學習內容結合

理論與實務。(3)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子女安心就學，保障家庭收入，促進社會

流動。 

從上述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簡介預期成效業已全面說明全方面三贏效應。

讓我們回顧 Wiklundm 與 Wiklund（1999）曾提出的說法：企業雇主的參與合作

並與提供生產面建議，得以持續推動大學端的課程與教學的改革，讓大學所培育

出來畢業生之能力更符合企業的生產需要。這是技職教育早已預見的成效與技職

教育特色。我國教育為了因應學生畢業後能順利進入職場的生涯發展，學校需提

供了一個整合教育學習與訓練制度；在產學攜手計畫 2.0 專班學生採取部份時間

在學校修習理論與專業課程、部份時間在企業進行實務技術學習的合作模式，一

方面讓企業增加技術核心中階人力；另一方面以產學攜手並進進行，得以推導教

育學用合一務實教學理念。 

四、結語與建議 

2006 年「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源起，步入 2021 年「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解決產業缺工並且讓教育與產業界合作，技職教育人才培育應對焦政府推動國家

重點創新產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強化人才養成素質，產學攜手計畫之執行當

得以減少學用落差問題，推導學用合一教學品保體制之成效；在產業界方面得以

取得人才，彌補產業缺工；在學校方面得以建立技職學校務實致用的教育特色；

在學生方面得以兼顧就學與就業的需求，達成三贏效應。 

本文論述礙於文字字數之限制僅此擱筆不再多加敘論：僅此提出個人幾點建

議以供參閱： 

1. 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的看見：(1)應強化合作廠商人才培訓以彌補學

用落差問題：人才培訓是教學單位職責是無所推諉的，但需合作廠商對人才

培訓工作共同擔負與全力配合；(2)合作廠商不當視學生為替代勞力問題：部

分合作廠商為降低企業經營成本，給予學員低薪工作或是視為廉價勞動力，

造成產學攜手推動困境。現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最重要觀念在於「企業送

員工到技專校院進修」，所以這些學生不再只是領最低薪資，而是企業的正式

員工，這些學生不再是代替勞力，而是真正的培育人才如此才能使得整體合

作效能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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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建議：產學合作互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少許

摩擦，如何從互動過程中找到最佳平衡方式且能提高產學合作效能，以提供

良好的建議方式，說明如下：(1)建構技專校院、高職與合作廠商間之學習社

群，相互分享經驗，促進專業成長。(2)合作廠商訂定合理薪資及待遇，讓薪

資結構透明合理化以保障學生的權益。(3)面臨產攜招生困境，建議推動高職

產攜班學生預修技專校院學分機制，訂定學分抵免等措施，以利產攜班學生

加深加廣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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