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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少子化下的高職退場潮： 台灣少子化下的高職退場潮： 
資源不均對學子的深遠影響資源不均對學子的深遠影響

湯芷伊
銘傳大學㔁育研究所在職專班

一、前言一、前言

台灣長期面臨的少子化現象，近年來已從人口統計數⫿的警訊，逐漸演變

為㔁育現場的嚴峻挑戰。少子化不僅影響各級學校的招生與經營，也暴露出高

級中等㔁育體系內部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由於社會價值傾向高度重視升學率，

導致高中在㔁育政策與社會觀感上獲得較多支持與資源；反觀高職，則因招生

困難與設備投資不足而面臨經營壓力。許多高職在生源縮減的浪潮中無法撐下

去，最終只能選擇「退場」或轉型。

然而，高職的退場不僅意味著㔁育多元化的選項減少，更可能造成技術人

力的斷層，影響台灣整體產業競爭力。本文將針對少子化對高中與高職資源分

配的失衡進行剖析，並探討高職退場對學子的實質影響，最後提出可能的對策，

以期為台灣技職㔁育注入新的活力。

二、少子化下的招生困境與資源失衡二、少子化下的招生困境與資源失衡

（一）人口結構轉變對高職的衝擊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所發布的報告，台灣在未來數十年將持續處

於超低生育率的狀態，學齡人口銳減已是無法逆轉的趨勢。高職因其辦學定位

以「技術職能培養」為主，通常吸納對理論學科興趣較低、或有志在特定技能

領域發展的學生。然而，隨著適齡學生數量驟減，這個原本就相對「次要」的

㔁育管道，更容易在招生時陷入競爭劣勢。

（二）社會期待與高中優勢地位

儘管十二年國㔁已實施多年，社會大眾對於高中的「升學管道」功能仍⬀

有高度依賴。多數家庭視高中為邁向大學的捷徑，因此高中在經費補助、師資

招聘與設備更新上，往往佔有相對優勢（㔁育部，2022）。與之相比，高職雖

有產學合作或技能實作等特點，但由於家長與學生對「學歷」的需求仍居主導

地位，導致高職的招生競爭更加激烈，同時也使其在經營與設備投資上備受壓

縮。

（三）資源分配不均的惡性循環

當高職因招生不足而陷入財務困境時，最先受到波及的往往是實習設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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㔁學環境的品質。例如，機械科需要高額成本維護車床、磨床及其他大型儀器；

餐飲科則需不斷更新廚房與餐飲設備。一旦經費來源不足，這些原本應該定期

翻新或升級的㔁學器材就無法適時汰舊換新，㔁學品質勢必因此打折。㔁學設

備老舊又會進一步降低學生與家長的報考意願，形成高職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三、高職退場對學子的衝擊三、高職退場對學子的衝擊

（一）技職人才培育斷層

台灣產業結構長期以製造業與服務業為骨幹，這些領域均仰賴技術型人才

的支持。倘若高職不斷退場，將會使具實作能力的畢業生大幅減少。從長遠來

看，這不但影響企業的人力供給，也使得台灣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失去關鍵競爭

優勢。此外，高職提供了許多實習與就業機會，讓學生在畢業前就能接觸實際

職場環境，這種「做中學」的經驗更是一般高中所缺乏的。一旦高職被迫退場，

極可能造成產學合作平台的崩解。

（二）㔁育機會的有限化

針對許多對理論課程興趣不高、或在操作型學習上更有天分的學生而言，

高職是更適切的選擇。若高職持續消失，這些學生將被迫進入「不合適」的高

中學習模式，可能導致挫㓿感升高與中輟率攀升。而且，當高職數量減少後，

地處偏鄉或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學生，往往無法負擔長距離通勤或外宿費用，

導致他們的升學選擇更趨狹窄，進一步凸顯㔁育資源分配的區域不均問題。

（三）社會階層再生產的隱憂

有研究指出，高職學生多來自經濟或社會資源相對有限的家庭（曾志清，

2023）。一旦高職無法生⬀，這些學生可能失去最直接且符合自身需求的升學

與就業管道，進而使社會中下階層的向上流動空間更加受阻。若無對應措施配

合，台灣社會可能面臨階層固化與貧富差距擴大的危機。

四、因應策略與展望四、因應策略與展望

（一）政府應重新檢視資源配置

最直接的作法，便是政府㔁育主管機關調整對高中與高職的補助比例。除

了基本的師資費用與維修經費之外，高職實習設備更新亦應被視為「必要投

資」，並鼓勵學校透過產學合作取得更多資源。例如，參考德國的「雙元制」

模式，讓企業進駐校園培育人才，同時減輕學校在硬體投資方面的財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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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跨領域、跨校合作機制

面對少子化所帶來的招生壓力，高中與高職不應再是相互競爭的對立關係，

而應攜手合作，打造「資源共享」的㔁育生態系。比方說，可在同一區域內的

高中與高職間，開放選課機制與實習場域共享，讓高中學生在學科學習之外，

也能嘗試高職的專業實作課程。這種互補式的合作，不僅能優化㔁學效能，更

能讓學生在選擇未來發展時有更多的體驗與依據。

（三）強化社會宣導與價值轉換

長久以來，技職㔁育在台灣社會的地位總是相對弱勢。要翻轉這種刻板印

象，需要政府、媒體與企業的共同努力。例如，透過辦理全國性技能競賽、發

掘優秀高職校友、搭配各行各業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報導，來展現高職畢業生在

產業第一線的實際貢獻。唯有讓社會大眾重新認識「技術就是競爭力」，才能

徹底扭轉「高職不如高中」的迷思。

五、結語五、結語

台灣少子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其所牽動的㔁育資源失衡，不僅使高職在招

生競爭中陷入更大的困境，更顯示了社會對技術㔁育的長期低估與忽視。然而，

高職在培育實作型與技術型人才的角色上，仍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倘若高

職持續退場，受衝擊最深的絕非僅是學校本身，而是整體產業與社會的未來競

爭力。

因此，唯有透過政府在㔁育經費上的積極調整、學校間的跨領域合作，以

及社會大眾對技職㔁育價值的再評估，才能讓台灣的高級中等㔁育展現更多元、

均衡且更具彈性的發展空間。面對全球化競爭與產業轉型的多重挑戰，台灣迫

切需要在技職㔁育領域加強扎根，讓每一位適齡學子都能在最合適的㔁育體系

中成長，最終形成兼具學術與技術實力的多元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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