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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職教育－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實務特色 
謝錫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技術與教育學系博士班 

 

一、前言 

技職技專院校所設計的教授課程及實習內容，除基礎理論外，實習課程逐漸

與各產業的發展趨勢似乎有點疏遠。雖然教育部技職司於民國 95 年起著手推動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方案，直至民國 111 學年度起執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如

圖 1。是以結合技專院校二技、二專或四技在職進修學習管道，在不同學制與學

習階段下以各種可行的執行方式達成與不同產業進行產學攜手合作。不同的學習

階層以實務教育結合產業資源，達成技職學校與各產業進行培訓計畫並教育出產

業技術專業人員，提升技職教育各項產業所需之專業技術人員（行政院，2021）。 

 

 

 

 

 

 

 

 

 

 

 

圖 1 產學攜手 2.0 合作計畫專班 

推動產業界攜手合作與技職、技專學校之進修管道共同媒合，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近五年辦理規模，如表 1。更將勞動部提出的「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和「產

學訓合作訓練計畫」提升為實務教育特色（教育部，2023），並與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就業導向專班」等計畫予以整併（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1）。

無論勞動產業、其他技術產業所需人員或專業技術就業能力的專長養成教育，在

計畫實施培訓中均可向經濟部及勞動部申請各項資源與人才培訓獎勵金，落實技

職教育適性揚才理念並於民國 111 學年度開始執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教育

部，2022）。 

表 1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近五年辦理規模 

學年度 核定計畫數 主辦校數 備註 

107 76 31  

108 66 29  

109 73 26  

110 75 25  

111 227 47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開始執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2），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歷年辦理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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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合作專班除了提供產業界與技職、技專院校的合作之外，並由學校

及產業共同建立設置升學與就業的機會，再加上助學津貼補助每月 5,000 元，將

技職與技專院校課程教育「做中學、學中做」之學術基礎理論與實務技術專業之

精神，發揚學以致用的特色（陳至中，2021）。提升技職學校專業本能以及規劃

融入現代科技的課程內容，讓接受技職與技專院校教育的學生培養出學習興趣和

發展自我未來職場目標及方向（教育部，2019）。 

二、現況與發展 

教育部於 110 年學度辦理「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根據統計共有 31 所大專院校及 42 個系所納入本計畫，計畫實施內容涵蓋工程、

自然、社會及人文等四大領域。因應技職與技專院校學生對跨領域學習需求逐年

增加，計畫中鼓勵學生以在職教育為概念，選擇就讀四年制在職進修班，提供在

職學生彈性修課並配合職場環境提升專業技能獲取學位。例如：在產業及技職院

校之間可以透過在職訓練，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縮短學用落差，擴大辦理各項

專班，每年至少提供 500 名技職學生以及每年增加 200 家業者讓技職學生進入業

界實習，在完成四年學程之後由教育部授權技專院校頒發「四技學士學位」，有

助於技專學校成立跨領域產學攜手合作學習環境（教育部，2018）。 

 經濟部結合科技部和農委會及金管會等政府機關部會，於民國 110 年辦理

18 項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如圖 2 所示。依據產業發展趨勢特性參考未來 3 年

間需求人數進行推估，在 110 -112 年間各項重點產業人才平均需求都有新增的趨

勢。在年新增需求最高的為保險業，其占比達 1.6 萬人，重點產業之智慧機械新

增需求占比為 1.5 萬人，通訊產業人才需求占比約 5,000 人（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3）。依據勞動部調查民國 112 年 4 月份相較於 112 年 1 月份的人力需求增加

了 5.7 萬人，其中以製造業需求增加 2.2 萬人為最多（勞動部，2023）。 

圖 2 110-112 年重點產業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人數及其占比 

圖片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產業人力供需網。 

根據勞動部在民國 110 年「推動青年就業獎勵計畫」（勞動部，2021），為因

應全球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到國內經濟發展以及就業市場，希望

鼓勵年輕族群積極尋找工作並穩定就業，其具體施行提升就業率的方式也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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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與技專院校端來執行。例如：提供在學經濟不利學生免學雜費及每學期 6,000

元助學金，補助每位學生 2,000 元技能檢定費用以及有特殊技藝專長學生每學期

二萬元購置材料並輔導參加海內外技能技藝競賽等等，給產業合作業者做專業技

術培訓，培養出更具有專業實務特色的學生，將優秀的菁英人才留在國內產業發

展（經濟部工業局，2017）。 

三、問題討論與分析 

(一) 產業轉向由自動化領域方式製造生產 

因應產業轉型可能造成失業率持續升高的衝擊之下，過去國內以勞動密集製

造型產業為主，現在正轉型發展為工業 4.0 人工智慧科技主流產業為趨勢，在求

職市場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Usama Awan, Robert Sroufe , & Karoly Bozan , 

2022）。許多產業轉向科技及自動化領域方式製造生產，鼓勵年輕學子即早就業，

盡快了解未來職場產業的蛻變與趨勢。 

(二) 透過實務教學技能設計機制 

透過實務教學技能設計機制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和課程的實用性，進一步

改進教學方法，探索開創性的新教學模式，嘗試使用新的教學方法和工具。例如：

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合作學習及滾動式教學等等

（Muhammad Nurtanto, Herminarto Sofyan1, Moh Fawaid & Rabiman, 2019）。這些

新方法可以幫助學生在學習基礎理論及實習驗證上有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應用所

學的專業技能知識提高學習成效，企業也可以藉此實習機會提供專業的培訓和指

導，同時也可以從中發掘優秀的人才。 

(三)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實務案例 

位於北市某技職學校為提升實務特色，開設對進口汽車修護的專業技能課程

並與日系車商進行產學合作，該校曾經開設過進口車輛技術人才專班，日前由臺

北市教育局與汽車產業鏈簽署技職產學合作備忘錄，日系車商並贈送八臺新車提

供給學校當做實務教學設備，並由日系車商提供專業技師協助汽車修護專業技術

課程。依據就讀該校汽車科二年級孫同學表示，他一直對車輛的款式、樣貌及維

護很感興趣，因此，選擇該技職學校就讀，他直接說明表示過去實習課程所學的

都是舊款式的車種，很多車輛的零配件皆已老舊不堪，無法再做維修練習使用，

這次日系車商贊助學校八部不同款式新式車輛做為產學合作教材，讓他十分感

動。該汽車科二年級張姓學生是少數女性學生，據她描述，由於父親是開大貨車，

讓她對車輛維修深感興趣，希望父親的貨車有損壞或者需要維修可以由她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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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的技能自己來處理即可，學校過去所使用在教學用實習車輛型式及款式老

舊，但是隨著大環境改變，油電混合車或純充電的電動車輛將會越來越多，這是

未來潮流的趨勢，可以學習到更多的知識（蔡思培，2020）。 

四、因應策略與參酌學習方式 

重振技職與技專院校積極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除了強化學校與產業

之間的密切合作，適時提供給各種產業人才需求，結合學校專業課程的基礎學理

及產業界的實務職業訓練，提供技職及技專院校彈性學制與課程安排，包括課程

培訓計劃、實務研習、實習課程、就業補貼機制或公共就職計劃。（Ricarda Schmidl, 

2023），例如以下參酌學習方式： 

1. 必須全力對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的實施與推動，提升教學品質、與產業接

軌、鼓勵學生選擇就讀技職、技專院校學習個人技術專長，透過各種學習方

式取得技術本能教育，讓教學品質與成效能夠學以致用發揮所長，給予學生

更好的職場自主學習環境。 

2. 根據 IHS Markit 全球最佳資訊數據分析供應商預估，電動車在 2022 年全球

的銷售比率相較於 2021 年成長 44.1%，並將在 2027 年預估生產數量會     

達到 5,100 萬輛，傳統燃油車產量將正式被電動車給超越（鄭雯隆，2022）。

技職與技專院校所開設汽車修護科系將隨著全球汽車產業趨勢跨領域學習電

工機械以及 AI 資訊系統課程以因應未來電動汽車維修的技術發展提前做職

前教育訓練與佈署。 

3. 自己學習到實用專門的技術，畢業後即能快速就業並自行創業，提升課程靈

活度並適時更新實習設備，增強實用性和吸引力，實習是技職教育不可或缺

的重要課程，發揚「學中做、做中學」在實際操作中學習和成長並依照所學

及專長技術順利進入產業服務，符合職場人才所需。 

五、結論與建議 

技職與技專院校教育具有帶動經濟價值和重要地位（Ricarda Schmidl, 2023），

可以提供實用的技能並有助於進入許多行業，配合國家整體發展、促進產業升級、

提升產業競爭力及培育社會、產業發展所需專業技術人才之責任。如以下方法可

提供建議： 

1. 建立技職教育彈性學制及入學管道，鼓勵採取持有職業訓練機構學分證明者

得做為入學條件及管道，吸引在職身分者繼續接受教育，要提升技職與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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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實務特色，需要政府、學校和產業之間的共同努力。 

2. 提供在職身分者繼續接受技職、技專院校系所教育的機會，以每周工作四天、

在校就讀二天及一天的休假日，也就是（4+2+1）彈性學制方式繼續進修技職

與技專教育順利取得學位，使學習教育、工作及休閒生活相互進行之全方位

的多元學習型態。 

3. 各技專院校系所等增設在職進修相關科系 1 個專班，供在職進修者申請就讀，

建立以兼顧就學就業為基礎之新教育模式，發展技職縱向彈性銜接學制，彌

補重點產業人才需求缺口，入學基本條件需具備技高、職畢業程度才可以申

請科大辦理產學訓專班就讀，在上課時沒有薪資期間也可以按月領取 5000 元

助學金，讓學生獲得生活及經濟上的基本支持。 

4. 透過寒、暑假為期各二個月的產學輪調配套措施，提高技職、技專院校與各

種不同產業辦理合作關係，讓學生能更加貼近實際的工作環境，學習到更實

用的專業技能，在個人工作崗位上盡最大的貢獻。 

5. 產學合作在不同職業類別上應具有完成任務的能力並兼具永續發展的競爭

力、屬性以及專業技術上的能力，配合不同產業鼓勵學生依照自己的能力，

透過各種專業技能檢定，順利取得具效用之職業證照，培育出符合產業需求

的專業人才。 

  因此，我們更需要提升技職教育的重要性，將它視為值得追求的學習方式，

包括各種產業技術人才所需以及適應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擴大多元化的實務操作

範圍（Ibrahim Mike Okumu & Edward Bbaale, 2018），讓技職、技專院校與產業企

業形成鏈結，發揮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實務特色，帶動臺灣整體產業的蓬勃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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