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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是追求知識的殿堂，為多數

青年學子所嚮往，事實上，也常是謀

求高階職位必經之路，傳統稱之為高

等教育，進入大學就讀，除學習未來

求職所必須的知能外，也是社會地位

的象徵、榮譽的獲得，因此，大學教

育應該不只是一張文憑，培養出面對

未來的能力和信心，才是大學教育真

正的目的；大學的起源不為了技術訓

練或職業訓練，而是對知識與真理的

追求，讓學習者接受多方面的知識與

概念，訓練學生多元思考的能力。因

此，大學教育不僅是就業的準備，更

有主導社會進步，負有創造社會與改

革社會的使命(楊國樞，2003)。然而，

當今的年輕學子，通常以就業為就讀

大學的主要目的，大學甚至研究所教

育即應與職涯發展所需的知能有所連

結，使大學畢業生在思維能力、人生

態度以及決策與行動上能以專業知能

為基礎，為用人單位做出貢獻，大學

裡所學要真的「有用」才行(司徒達賢，

2012)。然而，大學教授長期著力於學

術研究與教學工作，與產業等職場常

疏於互動，學生亦以課堂教學及書籍

教材為主要的學習來源，未知未來可

能從事的行業與職場真正的需求，學

用落差於茲形成；事實而言，學用落

差是必然形成，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

已，因為學校難以營造與職場完全相

同的學習環境，亦無法及時更新與職

場相同的教學設備。 

二、大學教育與學用落差問題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民國

105 年大學畢業生勞動力參與率為

62.83%，相對於民國 95 年的 60.25%

及民國 85 年的 63.27%，20 年間變化

不大，均在六成上下，而以全國就業

比率而言，大學畢業生於民國 105 年

的就業率為 25.74%，民國 95 年為

19.30%，而民國 85 年僅為 9.46%，在

全國整體就業人數比率而言有明顯的

提升；相對於以就業為目標的高職畢

業生，民國 105 年的就業比率為

24.29%，民國 95 年為 27.36%，則微幅

下降，這或許與高職畢業生轉向升讀

科技大學，立即投入職場的人數變

少，而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這也逐

漸凸顯大學教育學用落差問題之重要

性，必須以更積極的態度去對待，以

更落實的行動去處理。 

三、解決之建議 

多數的先進國家，學校教育定位

為就業準備教育，而非就業養成教

育，亦即由於產業界不同的廠家即使

生產同類產品，雖其專業原理雷同，

但其生產技術有所不同，學校面對諸

多廠家，事實上難以逐一針對生產崗

位上的技術要求，廠家於進用新進員

工 之 際 ， 宜 有 職 前 訓 練 (pre-job 

training)，始能完全符合其生產技術需

求，況且科技發展迅速，生產工具日

新月異，學校實無能力也無必要即時

因應廠家生產工具的更新而汰換學校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8），頁 49-50 產業和大學的教育分工  主題評論 

第 50 頁 

的實作教學設備，學校與產業界共同

合作培育所需人才是當今必要的作

為，也是雙贏且有效的策略與作法。 

在大學端，要減低學用落差，教

授應與業界主動設法了解畢業生在職

場應具備之專業知能，然後將教學內

容與職場需求統合，在教學中將正確

的職場態度與倫理傳達給學生，如

此，大學畢業生學用落差必然可以改

善。 

在產業端，應了解優質員工的培

訓，不宜全賴學校教育，健全的職前

教育與在職訓練，鼓勵員工回學校接

受回流教育，除能提升員工的生產力

及產品品質，更能增加員工的向心

力，此外，建議： 

(一) 對有潛力的員工，鼓勵並協助其

參與在職進修或內部自訓，並提

供升遷機會，高階專業人員不宜

新聘高學歷的生手，應由資深員

工晉升，避免落差的形成。 

(二) 積極提供學生參訪、見習及實習

之機會，除有助選擇合適的未來

員工外，並能善盡人才培育的社

會責任。 

(三) 營造優質職場環境，建構留才機

制，員工的異動，亦為學用落差

成因之一。 

四、結語 

大學教育為重要就業準備教育，

也是產業求才擇才的主要管道，為能

造就國家經建發展優質人才，並促使

大學畢業生順暢及美好的生涯發展，

學校與產業共同承擔人才培育責任，

是解決產學落差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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