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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等教育「學用落差」近年來一

直是社會關注的議題。統計資料顯示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自 2011

年以來，大學以上學歷的勞動人口失

業率都比專科畢業及高職畢業者為

高。以 2017 年 5 月為例，大學以上畢

業的勞動人口失業率為 4.84%、高職畢

業為 3.87%、專科畢業為 2.91%。這種

「高學歷、高失業」的現象常被簡化

為高等教育學用落差的結果。而廣設

大學造成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導致

產業與人力結構失調，被認為是高等

教育學用落差的主因（張峰彬，

2016）。 

不過，失業率僅是學用落差的一部

分；學用落差有其更廣泛的意涵。所謂

學用落差指的是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知

能，不能與產業工作需要的知能接軌。

而不同團體從不同角度，對學用落差有

不同的關注焦點。政府及人力資源單位

關注的是學校培育和業界進用人力供需

的落差；大學生關心的是個人學習成果

和畢業後就業環境（包括薪資）期待的

落差；企業主則關心產業所需要的工作

知能和學生所具備能力之間的落差（張

一蕃，2014）。因此，學用落差的衡量，

政府及人力資源單位重視的是失業率的

高低；學生重視學以致用和薪資高低；

企業則重視工作績效和工作態度。當失

業率、畢業生學以致用的比例、薪資水

準、企業主對員工滿意度等指標沒有達

到理想時，都被歸責為學用落差所造成

的。 

學用落差的產生是社會和產業結構

性問題，學用落差的問題一直都存在，

未必可以因為教育政策及經費的挹注而

可以大幅改善，從大學角度，學用落差

無法全然避免，但是基於大學培育人才

的使命，必須盡力縮小學用落差的現象。 

二、影響學用落差的主要原因 

(一) 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 

產業變動，是經濟發展的常態。科

技快速進步職場分工越顯精細，工作內

容亦不斷創新。物聯網、大數據分析、

雲端儲存、人工智慧、機器人、無人駕

駛、綠能科技、智慧城市、虛擬實境、

工業 4.0 等都是未來產業經濟發展的主

流，現存職業也將因應產應變化而改

變。很多未來的職業現在根本不存在，

同時現在存在的部分職業將來也可能會

消失。產業發展的推估具有相當地不確

定性，各產業需要培育人力的數量推

估，當然不易掌握。產業經濟發展狀況

良好時，需用人力較多，產業願意徵募

相關科系學生再施予訓練擔任，較不會

抱怨學用落差的現象。但當產業發展狀

況不佳時，產業通常不願再耗費資源訓

練新進人員，對學用落差的抱怨，相對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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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力培育需要時間 

學校培育人才是透過系所（含學

程）為單位來招生，系所的設置需要

時間規劃和申請。提出申請通過之

後，最快次年才可以正式招生。因此

系所的設置常需 2-3 年才能有新生入

學。以大學部為例，今年招生名額核

定總量，反應在相關產業人力 5 年後

的供給量。如果人力供應過多停招系

所，尚需等目前在學學生逐年畢業之

後，才能完全停止供應。無論增加人

力培育或縮小培育規模，都要經歷約 5

年時間才能達成。這樣的時間落差，

無法及時因應產業人力需求的變化。 

(三) 教師實務經驗不足 

教師要了解產業的需求和脈動，

才能教出符合業界需求的學生。我國

大學教師任用資格主要以學術學位來

認定；升等亦以學術發表為主要衡量

基準。因此，大學教師對產業的了解

和連結，普遍不足。技專校院定位上

強調務實致用，但教師為了升等，亦

不得不配合著重學術發表，輕忽了和

產業的結合。此外，目前世界大學排

名指標，無論 QS 世界大學排名、泰唔

士報世界大學排名或上海交大世界大

學排名的指標，都僅包括論文發表量

和被引用次數，產學合作案件並沒有

被納入排名的成績計算。為了追求世

界大學的排名，大學（含技專校院）

對老師的獎勵措施大多針對學術研究

發表規劃，以往較少顧及產學合作案

件的鼓勵。 

 

另外，縱使有部分教師具有業界

實務經驗，但進入大學擔任專任教師

之後，由於教學及學生輔導工作相當

繁重，教師不容易持續和產業保持密

切連結。產業變化相當快速，具實務

經驗的教師可能幾年後就和產業脫

節。大學教師不能及時了解產業脈

動，教學內容無法配合業界與時俱

進，學生所學與畢業後職場所需當然

產生落差。 

(四) 大學課程定位 

根據調查目前最受企業喜愛的能

力其實是軟實力（遠見雜誌 2009；經

理人，2017）；軟實力所談其實就是指

工作適應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溝通

能力與團隊等（經濟部，2010）。硬實

力指的是系所專業課程，大學通常熟

悉也重視硬實力的規劃，透過訂定課

程科目表來執行；但對軟實力的培育

往往流於形式。 

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大學系所

通常代表著某一系統性的學術專業知

識已經成熟到可以獨立成一個領域。

每個系所都是一個學術上獨立專業領

域的表徵。系所課程的目的在培養學

生針對該專業領域知能完整理解；並

非單獨針對某企業的職務培育學生。

但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通常僅需要

某一專門職務所需職能。課程規劃的

基本理念和學生工作實際需求存有落

差，因此學生畢業新進職場通常需一

段時間來適應工作。在適應工作前，

無論學生或雇主都會有學用落差的感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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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輕學生特性 

現代社會的職場已逐漸成為「千禧

世代」的天下，儘管這世代許多人才華

洋溢，但當中還是不少人被視為「草莓

族」，現在的年輕人在職場上，常被認為

難以管理、自我感覺良好、自戀、不專

注、懶惰等原因（蘋果即時，2017）。目

前年輕學生的特性較重視自身權，追求

小確幸，學習態度以及對於壓力和挫折

的耐受力較低。相反的，企業重視工作

紀律、解決問題的能力、工作態度以及

忠誠度。年輕學生對工作的價值觀和態

度，常不能符合企業文化；如果企業也

不願調整心態，接納年輕人想法。世代

觀念上的落差，也被歸因為學用落差。 

三、縮小學用落差的責任 

近年來教育部對降低高等教育學用

落差相當重視；尤其對縮短高等技職教

育學用落差有關的政策，幾乎接續不斷

的討論後推出（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

司，2014）。例如：2006 年至 2017 年連

續 11 年推動的《獎勵技專校院教學卓越

計畫》；2010 年開始連續實施二期共 8

年的《技職教育再造計畫》；2012 年行政

院核定實施的《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

案》；2014 年公布的《人才培育白皮書》；

2014 年訂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要求

技職專業教師每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職

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

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

關之研習；2017 年 3 月行政院通過的《技

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以及預定自

2018 年開始實施的《高教深耕計畫》。探

究其政策內容頗多與縮小學用落差有密

切關係。這些政策策略不外透過經費鼓

勵技專校院提出計畫，強化與產業鏈

結、引進業師協同教學、開辦產業專班、

深化學生校外實習、強化教師赴企業研

習、鼓勵技術報告升等、辦理多元升等、

成立研發中心。多年來高等技職教育的

相關政策投入的經費相當龐大，也產生

豐碩的成果，對高等技職教育縮短「學

用落差」應該有一定的助益。但是其他

研究發現（張峰彬，2016）科技大學畢

業生認為自己在工作上，可以發揮所學

的比例比一般大學畢業者低。這項發現

有可能二種意涵：其一，這些政策是有

用的，高等技職教育如果以往沒有推動

上述政策，目前學用落差現象或許還要

更嚴重些；另一種意涵則是上述部分政

策可能並未能有效落實，因此未來執行

宜更重視成果的落實，或能有效縮短高

等技職教育產學落差的問題。合理的推

測，應該二種意涵都共同存在。 

根據教育部前政務次長陳德華在接

受媒體訪問指出，產業界只會批評學用

落差問題，認為產業短視近利，只想要

用廉價勞力，不想花經費和時間培育因

應未來轉型的人才，導致目前高教許多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都只做到皮毛（聯

合新聞網，2016）。 

然而傳統上，我國的產業通常認為

人才培育是學校的責任，學校有義務提

供產業所需要的人才。但從上述的分析

發現，如沒有產業的參與，僅憑學校力

量絕不可能培育出畢業即可與產業需求

接軌的人才。因此，縮小學用落差的責

任應該不能僅依靠學校或教育部的政策

與經費挹注，其實能否成功的關鍵，則

應視產業界對人才培育參與程度以及對

於社會責任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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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產業的需求其實教育部及學校都了

解，對於縮短學用落差的策略及經費也相

當可觀，但就目前現況觀之，雖然有許多

企業主熱心協助，願意以做公益的心態和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但比例上可能仍是少

數。從陳前政務次長的一席話，雖是老生

常談，但相當傳神反應出在推動產學合

作、縮短學用落差執行上長期遭遇的困

擾。能讓產業願意投入產學合作、共同培

育人才、降低學用落差的策略，不外乎減

稅、賦責、表揚而已。既然是長期的困擾，

表示長期以來的討論和努力，這些問題還

沒能被有效克服。可見縮小學用落差是一

件不容易達成的任務；但為協助學生畢業

後順利投入就業市場，產業界能獲得適用

人力，政府解決國民失業問題；其中，仍

是以產業界願意投入承接社會責任為

主，因此要縮短學用落差的尚待產業、政

府和學校三者落實分工合作，才能真正發

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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