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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在產學合作中的角色與作用我國政府在產學合作中的角色與作用
呂佳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㔁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一、前言

近年來，政府規劃推動包括「育才、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等各項方案，

已有可觀的人才培育成果，人才是國家和產業發展的基石，在轉型到創新經濟

的關鍵點上，同時也面對多變的環境與全球化競爭，為推廣企業參與學徒和實

習培訓，縮短學用落差並支持新南向政策的人才交流對策，建議取用有效的政

策與措施，持續精進企業參與的人才培育的產學合作制度。

產學合作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目前新南向政策的人才交流

對策與產學合作密切相關，隨著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臺灣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國

家的經濟、文化、學術等交流， 併促進雙方合作發展，  加強雙方之間的人才

互通，取用有效政策與措施，持續精進企業參與人才培育的產學合作制度。

二、我國大學產學合作的發展及其對策二、我國大學產學合作的發展及其對策

我國產學合作早起是學以致用的發展概況，讓學生到工廠實習，使理論結

合實際。1961 年臺灣成立了中國工程師學會，政府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的機制建

立為產學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合作提供平台。此外，政府還成立了國立清華大學

與工研院合作的模具中心，開展模具相關研究，為工業生產提供技術支持。這

些努力使得我國的產學合作逐漸發展起來，工業界與學術界開始密切合作，共

同開啟技術研發和創新。這種合作模式促進工業的升級和轉型，並培養了大量

的科技人才，為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但是，大學是職業培訓所或是神聖的學術殿堂嗎？大學設立的目的原本是

在自由追求真理與探索知識內涵，具有維護文明、進行價值反思與社會批判等

精神，現在為了迎合知識經濟及全球市場的需要，越來越多的產業期望大學能

明瞭市場的變化，將大學課程調整為習得日後謀生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大學㔁

育逐漸形成競爭市場。

大學與產業的目標是不同的，大學屬於學術與㔁育領域，產業則以營利為

目標的經濟部門，雖然許多國家已將提升就業力或創業力，視為大學㔁育的重

點目標，仍有不少人擔心大學的人文㔁育會被「指導」與「訓練」所取代。產

業的合作研究、專業申請維護、技術轉移、檢測服務、創業育成，可直接影響

大學研究經費、系所規模、㔁研人員社群的行程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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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與產業合作需求的主要分為三方面三、大學與產業合作需求的主要分為三方面

（一）政府方面

政府成立統籌規畫，推動產學合作的單位及強化中介機構功能，建立政策

機制與誘因，吸引一流產學人才，發揮智權效益，借鑑國外產學合作發展經驗

融入本土精神，加速各方面資源整合。

（二）學校方面

大學組織的核心關鍵人物是㔁師與研究人員，多數大學㔁師與研究人員所

追求多半不是金錢而是研究樂趣。如干涉㔁師或研究人員的研究方向，或者，

將產學合作案件量之大小實際收益金額多寡，介入㔁研人員的升等評量，會影

響學術自由。

（三）產業方面

產學合作人才的培育，產業帶來的利益分為短期與長期，對象分為學生、

企業與社會。

學生方面，短期利益有基本收入，比一般課程少退選；長期利益彈性及移

動能力，終生學習更容易在後續生涯中獲得培訓和人力升級。

企業方面，藉由良好的勞動力提早生產力、從招募外部技術人員節省成本，

包括整合時間和招募企業人力的風險；供應面利益，也可改變企業形象，降低

人流異動。

社會方面，優質㔁育帶來增進生產力的利益外部性，從更高的收入增加之

租稅收益，節省成本衍生的社會利益，㔁育到就業轉銜失㓿帶來失業的結過。

四、㔁育部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與新南向政策四、㔁育部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與新南向政策

（一）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推動是以結合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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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技術人才能符應產業需求之人力的質與量。技高

學校銜接技專校院，建置業界與學校緊密之㔁學實習合作平台，發揚技職㔁育

「做中學、學中做」之實務㔁育特色。

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的理念下，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再加上

合作廠商工作崗位實習、津貼，提供學生升學與就業機會，對學生而言，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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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家庭經濟弱勢學生升學與就業意願；對廠商而言，除技術交流外，亦可滿足

業界缺工需求，穩定產業人力，減少流動。對技專校院而言，與業界合作能據

以發展系科本位課程與需求特色規劃。

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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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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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勞動部、經濟部等各項資源及獎勵，無論在企業人才培育、專業

與就業能力養成及落實技職㔁育理念等目標，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能力，發

揮技職㔁育辦理之優勢。

（二）新南向政策

㔁育部近年來積極爭取外國學生來臺就讀，來臺就學僑外生人數已達數十

萬人，遍布五大洲七十個國家地區，其中以東南亞國家學生最多。留臺僑外生

於學成後返回僑居地或母國，成為海外臺商企業的中層幹部，東南亞地區留臺

校友遍及各行各業，校友會組織健全且活躍，在當地深具影響力。我國在東南

亞各國的臺商，亦肩負協助我政府拓展經貿、外交關係、國際合作及文㔁交流

的任務；在臺新住民及其子女亦是我國與其原生國交流的尖兵，都成為連結臺

灣與新南向國家關係的重要優勢。

「新南向人才培育」以 「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核心目標，

除優化目前相關政策及措施外，亦規劃一系列具有創新創意的新方案，期帶領

我國大專校院開拓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㔁育交流，深化雙方互動及聯盟關

係。充裕的新南向發展之人才資源，是中長程計畫提供優質㔁育產業、專業人

才雙向培育，新南向政策是基於臺灣經濟發展需要，本於雙向互惠及多元發展

原則所擬定之策略性計畫，同時也可作為積極整備國家之能量，參與區域經濟

之融合。

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四大面向著手，透過促進

臺灣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的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層面的連結，共享多國

資源、人才與市場，創造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和分歧，

逐步累積互信，進而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新南向政策」希望在經貿合作面上可以協助臺商改變代工思維，拓展內

需市場，並強化產業價值鏈整合，及促進基礎建設工程合作和創業交流，在人

才較流面向上可以兼顧雙方的需求，再以人為本、雙向多元的交流原則下，提

升台灣與新南向國家雙邊人才資源的互補與作用。

五、勞動部產學訓合作訓練五、勞動部產學訓合作訓練

產學訓合作訓練是理論與實務兼具，學位、技能、證照、就業一次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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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學校學制、職業訓練與企業資源來辦理產學訓合作訓練，規劃符合產業需

求之專班課程，以強化青年就業技能，培育產業所需之人才。

就學期間安排至勞動部分署進行專業技術養成，結訓後輔導考取乙級證照，

運用學校學制，實施㔁育及訓練，訓練期間由學校提供學校㔁育，勞動力發展

署所屬分署提供專業技術養成訓練，並安排至事業單位受僱進行工作崗位訓練

練。以下整理四項產學訓的優勢：

（一）強化產業需求導向增加就業機會：產學訓合作訓練能夠據產業實際需求，

開出相應的培訓課程。經過培訓後，更容易被企業錄用，確保培訓內容與現實

工作要求相符，提高受訓者的競爭力。

（二）提供產學對接平台：透過產學訓合作訓練，勞動部提供了企業與學校之

間的對接平台。企業能夠開展培訓，透過與企業的密切合作，共同設計課程和

培訓內容，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三）培養多元技能：產學訓合作訓練能夠提供多元的技能培訓，不僅注重專

業知識的傳授，還強調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可以獲得更廣泛的知識和技能。

（四）推動產業升級與創新：透過與企業的合作，了解最新的產業趨勢和技術

動態，有助於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

六、育成中心六、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一詞其實來自於 1959 年美國為了推動中小企業投資而產生的，新

概念 incubator，從⫿面上來看大陸翻譯的「孵化器」。在臺灣育成中心通常扮

演著提供創業者場地、相關課程和創業家交流聚會的機構，成立的單位大都是

學校、大財團公司、地方政府、中央為主，專門支持和培育新創企業的機構或

組織，主旨在提供初創企業所需的資源、指導和培訓，以促進其成長和發展。

整理出以下育成中心五項特點與功能：

（一）資源支持：育成中心提供初創企業所需的各種資源，包括場地、辦公設

施設備和技術支持。這些資源可以幫助初創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並提供

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

（二）專業指導：育成中心通常擁有一支專業的指導團隊，包括專業顧問、業

界專家和成功創業者。他們能夠提供指導和諮詢，幫助初創企業解決問題、制

定發展策略和達成目標。

（三）培訓和講座：育成中心舉辦各種培訓課程和講座，提供初創企業所需的

知識和技能。這些培訓可以涵蓋市場營銷、商業模式、創新管理、財務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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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幫助初創企業家提升專業素養。

（四）網絡和合作機會：育成中心經常與業界、投資者和其他創業者建立緊密

的聯繫，提供豐富的機會並促進資源共享、合作創新和商業合作，為初創企業

提供更多機會和支援。

（五）融資支援：育成中心通常與投資者和金融機構保持合作關係，能夠提供

初創企業的融資支援。這包括引薦投資機會、協助籌措資金、提供融資建議等，

幫助初創企業獲得必要的資金支持。

七、結語七、結語

臺灣政府一直非常重視產學合作，在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給予各種計畫
經費補助，提供政策支援從中協調合作，如：教育部的產學攜手合作與勞動部
的產學訓計畫，以鼓勵企業和學術機構進行大量合作，促進彼此之間的溝通和
交流，提倡創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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