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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產業多數為中小型企業，如何

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結合運用學校 資源

與技術，為產業開創新契機，是每個企

業刻不容緩的事(李彥儀，2014)。產業界

與大學的合作，理論上是雙向交流的關

係，大學端常透過策略聯盟或技術轉移

的方式，提供產業界的經營理念及技術

升級；產業界則多以提供大學師生業界

見習及設備捐贈方式，共同促進資源共

享，以增進雙方效益之最大化。 

近年來教育部(2017a)為強化產學研

合一，促進大學能量擴散，推動「大學

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讓創新創業文

化在校園中扎根，鼓勵學校鏈結產業能

量，並支持大學發展衍生企業，提升校

園創新創業能量及風氣。也因著高等教

育近年來受「市場化」及「產業化的影

響，將其目標從以往高級菁英知識人才

的培育，轉向強調與產業的結合及就業

知能之養成(楊瑩，2016)。 

在強化產業界與大學端的合作，增

進技專校院教師實務教學能力，《技術及

職業教育法》明定技專校院任教專業或

技術科目的專任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

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應於任教滿 6 年後

至與技專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

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之研習或

研究。未來每年預計選送約 2,700 名教師

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由於政府推出許多加強產學合作

的方案，透過績效之考評，與專案競

爭經費之核撥，積極強化學校實習制

度，加強學校與產業人才交流合作，

強調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需配合產業

需求，以縮短學用落差(楊瑩，2016)。

例如： 

1.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業碩士專班

等專班：以產學合作互動方式，提

供產業所需人才。 

2.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強

調專業實務導向及跨領域學習，課

程要求對應產業需求，以促進就業

或強化職場能力為導向。 

3. 產業學院：鼓勵學校開設各類契合

式人才培育專班，由企業與學校共

同規劃實作課程及現場實務實

習，以學程方式進行就業銜接實務

訓練，學生結業即為合作企業進

用。 

4.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強化大專

校院與區域城鄉發展（社區、產

業、文化、智慧城市）之在地連結

合作，鼓勵大學結合地方政府及產

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

社區文化創新發展，以增進學生對

在地認同，激發學生在地就業或創

業(教育部，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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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產業與大學若能彼此分工與

合作，對雙方產生利益上的增值，方能

有足夠的動機以持續不斷的進行合

作，若無法達成共享的利益時，再多的

策略聯盟簽約儀式，多僅是曇花一現，

無法持之有恆。本文將探討產業與大學

的分工與合作關係，作為日後產業與大

學進行分工與合作之參考。 

二、產學合作的成效與困境 

(一) 產業界能從大學獲得什麼？ 

近年來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模

式，大抵透過學校與產企業之間的師

生、設備、資源、空間、技術等進行交

流與移轉，或以建教合作、委託研究、

人才培育、學生實習、產學雙師、業師

參與、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專利技

轉、產業學程等方式進行(劉素娟、鍾任

琴、林英杰、齊雁茹，2016)。由於大學

是知識的殿堂大學，產業界經由產學合

作中，能從大學獲得下列 7 項資源： 

1. 合作產品開發：業界利用大學的特

殊設備，由大學提供技術，進行產

品雛型的製作，以互補產業界本身

的研究能力，提升產品產值。 

2. 製程改善：改善現有生產線的製

程，提高產量。 

3. 研究發展：大學人才濟濟，師生可專

心研發新產品，提供業界使用或改良。 

4. 取得技術資訊：研發能力較強的大

學能提供業界突破性的技術改良

及問題解決方法。 

5. 優秀的產業人才：經由大學所培育

出來的精英，可於畢業後投入職

場。 

6. 激發業界研發部門的動力：大學端

提供的新技術與問題解決模式，可

激發業界研發人員的動力。 

7. 獲得良好形象：業界與頂尖大學的

合作，可建立社會對業界的良好形

象，可加值業者商標，成為產業創

新與競爭力的表徵。 

(二) 大學能從產業界獲得什麼？ 

大學在學校經營的策略中以策略

聯盟，進行產學合作常是各校多採行

的方式(徐雅婷，2014)。因產學合作是

大學貢獻社會的主要途徑，大學之科

技與研發成果是驅動產業創新和國家

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大學若能經由

與企業互動的過程中，從事合作研

發、知識分享和知識創造的活動，將

會累積更多具有經濟價值的研究成果

(溫肇東、樊學良，2013)。 

業界能提供大學的資源大約可分

為以下 7 項： 

1. 協助學校訓練學生：在校生於學期

中可被安排進入知名飯店實習，實

習企業將學生實習過程中所創造

之獲利，提供獎勵回饋學生(葉建

宏，2016)。 

2. 提供實習技術設備：業界可提供師

生參訪或前往操作新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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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研發經費：業界能提供大學研

發所需之經費。 

4. 提供教師進修本科技術之環境：配

合政府政策，接受教師至職場實務

增能。 

5. 爭取政府補助：透過產學合作及商

品化的政府補助，業界可和學校共

同爭取政府補助計畫(許文瑞、陳振

遠，2016)。 

6. 提供學生就業機會：學生畢業後可

直接進入合作的業界，成功銜接產

業與學術。 

7. 獲得聲望：大學和知名業界的合

作，不僅能提升大學校譽，更可獲

得社會較佳的評價。 

(三) 產學合作或策略聯盟的成效 

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或策略聯

盟，可以達成以下 5 項成效：(李彥儀， 

2014) 

1. 避免資源重複投資，技專院校爭取

大型產學合作機會後，可發展學校

特色。 

2. 形成研究群聚，建立技專校院實用

科技整合研究能力，並帶動產學合

作的風氣。 

3. 根據地區產業特色，提供技術、管

理、設計、科技化、人才培訓，並

可協助地方產業發展，提高競爭力

與勞動素質。 

4. 配合地區產業，如科學及工業園區

之成立，協助廠商轉型升級，建立

相關科技軟硬實力。 

5. 大學提供符合社會及產業需求的

教育課程，培訓國家產業專業人

才，提升國家產業競爭能力。 

(四) 未來需要突破的困境 

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或策略聯盟

是件美事，但在執行上仍會面臨一些

困境，諸如產學研發合作成效普遍認

為尚存改善空間、產業界未能完全感

受到參與合作的益處、企業對研發的

投入不足、智慧財產權的保障不足、

大學教授兼任企業工作的研發誘因不

足、經費與獎勵不足、合作信心度不

足、及彼此間因忙碌而互動不足。特

別是產學合作過程中，雙方的知識移

轉機制未正式化，未明確規範雙方義

務的互動討論或學生實習，因此無法

保證合作雙方都能得到預期效益，進

而影響產學合作績效(薛招治、陳麗

萍、鄭意婷，2014；張嘉慧，2015)。 

三、省思與建議 

(一) 人才培育與人力需求仍有落差 

近年來大學學士班之民生學類相

關學系人數明顯成長，餐旅服務及觀

光休閒學類囊括前 2 名，合計增 2.4 

萬餘人，其次為設計相關學類合計增 

1.2 萬人(教育部統計處，2017)，但今

年觀光業景氣不佳，人力過剩問題便

會浮上檯面。再從失業率來看，具備

大學學歷之失業率長年居高不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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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教育部統計處(2017)之統計資料，近

六年來(民國 100 年至 105 年)大學生失

業率界於 5.3-5.8%之間，碩博士則界於

2.9-3.5% ， 而 專 科 生 的 失 業 率 為

2.8-3.4%。從失業率的數據可看出多年

來大學所培育的人才與業界之人力需

求顯然略有落差。 

(二) 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關係不是只著

重實習人數或就業人數的數據 

由於大學不只是一個讀書的地

方，而是培養學生軟實力的場域，所

謂的軟實力即是課堂上以外的「非認

知能力」，這個能力才是決定一個人未

來是否成功的關鍵(吳永佳，2011)。因

為專業能力和知識的獲取並非是大學

的唯一目的，大學非職業訓練所，產

業的景氣循環可能每 3 年就變動一

次，如果大學是職業訓練所，那麼就

永遠趕不上產業的需求變化。前耶魯

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說過這麼一段

話：「大學教育不教知識和技能，如果

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

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

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教育人行道，

2015)。如果大學生畢業前即具備了專

業的知識和技能的就業能力，並畢業

後順利就業，對耶魯大學而言，應該

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或許耶魯大學教

育的任務不是在訓練一個能立即就業

的學生。特別是大學名校畢業生不應

該像一群優秀的綿羊，只敢順從的朝

同一方向前進(William Deresiewicz，

2016)。因此，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關係

不應只側重大量的學生實習職場實習

人數，或學生實習後於原實習單位就

業的數據。 

(三) 大學與產業的合作注意事項 

大學是後期中等教育畢業生夢想與

憧憬的學習場域，理應充滿獨立自主與

學術自由，大學與產業界進行合作與策

略聯盟時，筆者建議宜注意以下 5 點： 

1. 勿完全側重就業導向，而忽略培育

學生的核心能力，諸如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總綱所提及之三面

九項素養。 

2. 勿偏重學術產出，而應重視解決問

題的方式。 

3. 勿過度向實用學科傾斜，宜強化人

文與創意產業。 

4. 勿專注單一學系的產學能量，而忽

略跨學系間的整合與合作。 

5. 勿為了爭取政府經費而刻意進行

形式化的產學合作，犧牲了學者應

有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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