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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技職教育最大的特色，在於透過務實致用之教育方式，促使所培育之學生，

不僅具備專業技術能力，更能展現動手實作能力及具備職業倫理與道德，成為各

行各業所需之優質專業技術人才（教育部，2021），能夠立即進入就業市場。黃

政傑（2015）指出促進就業重在加強產學合作，共同規劃學程，並具體建議企業

提供 3 至 6 個月實習時間，提供學生實習，並落實證照制度。然而現今少子女化

致使學校供過於求，學校招不到學生，國內產業也產生了嚴重缺工現象。教育部

為解決此兩項問題，遂提出「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以下簡稱產攜計畫）之政策

因應。產攜計畫源於 95 年開始辦理，99 學年度起取消技專端與高職端同步開班，

僅高職端開班，111 學年度起「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開始執行，參加計畫主辦

學校數增加到 47 所，核定計畫數也大幅增加到 227 項（如下表一）。產攜計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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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塑兼顧學生「就學」與「就業」為基礎之教育模式（教育部，2022）。

藉由此教育政策之推動，可改善技職教育畢業生之學用落差，同時可持續依據產

業需求變化，進行技職學校師資、課程及所、系、科之回應與調整。 

表 1 近 10 年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規模 

學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核定計畫數 53 48 81 67 44 76 66 73 75 227 

主辦校數 49 44 70 34 26 31 29 26 25 47 

資料來源：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訊網（https://iacp.me.ntnu.edu.tw/page.php?pid=115），作者整理重繪。 

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內容與精神 

產攜計畫 2.0 整併勞動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及

教育部「就業導向專班」等計畫，是以結合技高（或二專、五專）與技專校院（四

技、二專或二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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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22），培育能符應產業需求的技術人才培育

計畫。該計畫對企業而言，符合自己人才自己培育的精神，包括了培育時間、培

育課程客製化，對企業本身可引導經營管理階層更加重視人才資本，為產業培育

人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因此，不管短中長期對企業都有很多的好處，短期內

實習生可以增加組織的活力，企業亦得以從中發掘適合的人才擇優留用，直接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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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新人招募的時間，降低招募成本。中期來看合作廠商可依企業理念培育出符合

所需之關鍵人才或儲備幹部，且可間接提升負責帶領實習生的在職員工之領導與

管理能力。長期合作企業可與學校建立良好的關係與穩定的人才來源，更可進一

步獲得學校技術研發等資源的挹注（經濟部，2022）。 

產攜計畫對學校而言，透過計畫推動讓學校走入產業，加強利用產業界之人

才培育資源與設施來做為學校教育之延伸，落實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務

實致用的理念。技高階段開放與企業合作模式（即非建教合作模式，高二起辦理

10 週以上校外實習），可增加師生參與中小型企業的機會。技專階段可一定比例

學分課程與產業界結盟開設產業專業實務課程，並推動「實習媒合平台計畫」，

提供學生於學期間或寒、暑假期間至業界實習，學習實務經驗（林宜玄、張嘉育，

2014）。對學生而言，計畫兼顧就學及就業，可養成人才、成就學生。實習期間

還可享有基本工資以上之待遇，全時在校讀書期間，增補與實習期間相等之獎助

學金，對學生改善家庭經濟有很大的助益。整體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教學模式、

升學進路與職場身分銜接概念，如圖 1 所示。 

 
圖 1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教學模式、升學進路與職場身分銜接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根據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內容，作者整理自繪。 

三、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面臨之問題與策略運用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是技專校院、技術型高中及廠商三方面共同合作，培育企

業人才的計畫，三個單位都必須具備正確的產學合作概念與熱誠，才能使合作計

畫發揮預期的效果，達成培育人才之目的。以下就兩兩之間分別討論面臨之問題

與策略運用。 

(一) 技高端與廠商端之攜手 

產學與建教合作是技職教育重要的教學與學習方式（張國保、李寶琳，2013）。

產學攜手計畫 2.0 在技高端教學模式分建教合作式與非建教合作式（非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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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 年辦理 10 週以上校外實習）。建教合作教育在高職實施多年，但仍存在著許

多問題，最大的癥結點在於合作廠商機構，基於商場上的實際需要，無法按照學

校原先的課程計畫，給學生安排實習工作崗位；而廠商淡旺季的人力需求差異，

學校也無法做有效的彈性調整（張錫輝，2022），來符合廠商的實際狀況。另外，

建教班的設立目的之一為協助弱勢族群學生繼續進修，很明顯的願意送子女進建

教班就讀的家長社經地位，大都是偏向社會底層的家庭（教育部，2014；陳昭伶，

2010），他們對金錢獲取的需求，高於對子女受教權的重視，因此在教育現場經

常還要處理家長、學生及合作機構間「薪資」流向問題，尤其在私立高職此現象

出現頻率甚高（張錫輝，2022）。非建教合作式教學模式，是技高端學校安排學

生於高二與高三 2 年內各辨理 10 週以上之校外實習，此合作方式會面臨的最大

問題是，廠商提供工作崗位供學生實習的時間與學校課程安排的時間，不容易配

合。另外，在實習學生數量上的供需也不易一致，這須學校與企業廠商特別費心

的安排，才能順利的推動計畫。 

產攜計畫透過學校與廠商合作，由廠商負責技術訓練，可使學生習得業界最

新的技術並降低設備成本。對學生而言，除可透過機構學習職業技能外，受訓期

間亦可獲得基本工資以上的生活津貼。對合作廠商機構來說，雖然建教生係以學

習技術為主，而非提供勞務，但建教生在受訓過程中所產生的勞動力仍具經濟價

值，同時可透過建教合作機制培養產業所需的人才，提供穩定的技術人力，建構

一個學生、學校、合作廠商三贏的制度（張錫輝，2022）。近年臺灣工商社會發

達，對基層人力需求高漲，產學攜手計畫班學生在學期間或畢業後都可適時提供

人力，是一同時具教育功能及社會價值的優質教育方式。現行政府對建教班學生

已經實施完全免學費與學雜費之德政，建議政府可對建教生能夠再給予助學金，

以鼓勵更多的弱勢族群學生就讀，同時也能改善他們家庭的經濟狀況，達到社會

公義。 

(二) 技專端與廠商端之攜手 

技專端產學攜手計畫之教學模式較多樣化，一般而言因產業性質不同或課程

不同，教學模式會有所差異，可採 421 制、331 制或白天上班、晚上上課等等方

式辦理。所謂 421 制就是每週安排 4 天在公司工作實習，2 天到學校上課，1 天

休假；所謂 331 制則為每週有 3 天在公司工作實習，3 天到學校上課，1 天休假。

至於採用何種模式由學校與廠商共同討論決定之。 

依據林宜玄、張嘉育（2014）「調查政府推動產學合作政策之有效性」指出，

產學合作政策執行情形遇到的問題包括：(1)產學合作政策的補助經費與執行人

力稍有不足；(2)產學合作相關法規一體適用，影響系所（科）的執行意向；(3)產

學合作的經費應用見解不一致；(4)產學合作的經費補助誘因，會影響學校執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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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這些問題都可透過產學攜手 2.0 計畫政策來加以解決。執行成效方面「校外

實習」措施：對增進學生實務知能、協助學生瞭解職場發展趨勢、協助學生學習

產業界新知、累積學生的職場實務經驗、培養學生的職場適應能力、增加學生就

業機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效。「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措施：則對強化教師實務

教學能力、增加學生校外實習機會等方面都有較大的成效。「校外實習」與「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正都是產學攜手 2.0 計畫重要的教學活動內容，技專校院學生

運用校外實習機會體驗工作職場生活，同時也將在校所學技術與工作現場結合、

進一步修正精進，對技術職業教育有最直接的效益。 

技專端產學攜手班學生，在廠商是正式員工或技術生的身份。但長期觀察計

畫運作過程中，部分事業單位或有不正確的認知，把他們當作廉價勞工，給予較

低薪資。或甚至有未依照計畫內容執行，把學生當黑工來對待的情況發生，2022

年中部某科技大學產學攜手班外籍學生發生的事件，以致部分相關人員受到司法

刑事處分，合作學校也受到教育部停止招生的處罰（自由時報，2022），就是活

生生的案例。另外站在高等教育的觀點，學校扮演知識擁有與擴散供給的角色，

技專校院執行產學攜手計畫，如果能夠對於企業的技術與企業發展，進行全方位

長時間的關注與配合，將可使產學合作更加貼近產業的需求，從而使產學合作的

內容與時程更具深度（劉素娟等人，2016）。 

(三) 技高端與技專端之攜手（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合作模式） 

少子女化問題浪潮已經嚴重影響到臺灣許多學校的生存，尤其對技術型高中

及技專校院特別嚴苛。因此，產學攜手技高端與技專端之合作，會著重在招生因

素的考量，希望藉由產學攜手計畫穩定學生的來源。產攜計劃技高端與技專端之

攜手，升學進路模式有 3+2、3+2+2、3+4 等等多種，所謂 3+2 就是高中（職）3

年畢業後升學到二專；3+2+2 則是高中（職）3 年畢業後升學到二專，然後再銜

接到二技；3+4 則是高中（職）3 年畢業後升學到四技，讓國中畢業生透過產學

攜手計劃給予適當完整的升學進路安排。 

技高端與技專端之攜手除了上述升學進路設計外，計畫執行上技專端可以善

用優秀的大學師資到技高端進行雙師合作教學。大學教師在高中授課一方面提供

優質的教學，另一方面可以提早認識學生，了解學生的優缺點與志向，在畢業前

輔導他們選擇合適的科系就讀，不但可以招到學生，亦達到輔導學生適性學習的

效益。再者，技高端與技專端教師也可以藉由雙師教學活動互相觀摩、分享教學

經驗，提升教學及專業上的本職學能，可說是一舉兩得。此外，技高端與技專端

之攜手還有其它的好處，例如安排學生參觀技專校院，使學生了解自己將來的進

路；應用大學端的優良設備，安排學生到校上課，並輔導學生考取職業證照，這

些都是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非常好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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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論與結語 

好的教育政策需要有優秀踏實的執行面來實踐，才能達成較高的教育效益。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延續十多年來的經驗，不斷地改進調整，使計畫更為完善，

不但嘉惠學子在實習與就業的接軌，也提供業界可適用人才，可說一舉數得。合

作計畫課程規劃方向，必需從企業營運角度進行思考，緊扣國家發展政策與產業

脈動，可建立成為學校的特色課程、辦學特色，使學校更具吸引力，進而容易招

收學生前來就讀。 

技職教育最重要的目標是培養企業可用的人才，期待畢業生具有立即就業的

能力。產學攜手計畫 2.0 技高學生銜接技專校院，再加上合作廠商工作崗位實習、

薪資，提供學生升學與就業機會。課程設計與教學方面可延攬業界專家進入技職

體系授課或擔任顧問，共同規劃課程，進行雙師教學，並擴大推動學生校外實習，

建立學生正確工作態度及團隊合作精神，強化將來受雇能力。同時也可促進技專

校院因應社區發展與需求發展科本位課程，並且建置業界與學校緊密結合之教學

實習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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