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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受到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全球化(globalization)、互聯網(internet)

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等發

展所引起的生存挑戰，致使國際競爭

益發激烈，各國政府意識到產業的競

爭力也就是國家的競爭力，而產業競

爭力的來源，需依賴優質人才的培

育，此一觀點乃刺激各國正視學-產-

研的人才培育模式(Feng, Ding & Sun, 

2011)。臺灣早期之所以能夠展現經濟

奇蹟，各界的共識認為優質的人力投

入是主要關鍵（蔡聖賢等人，2010；

王健全，2012；周燦德，2013），但近

年來，產業及社會各界頻頻發出人才

培育學用落差的疑問（蕭玉品，2017；

劉祖華、劉瑞豐，2014；翁康容、張

峰彬，2011；楊怡姿，2017），連帶影

響臺灣的國際競爭力。 

政府與教育主管機關刻正積極找

尋問題與解決方案，並推出大型計

劃，如「縮短學訓考用落差方案」、「技

職教育再造計畫」、「教育部技專院校

產業學院人才培育計畫」等（陳清溪，

2013；林宸宇，2014）。但對照先進國

家如德國的人才培育模式，除了學校

主責外，產業界也積極投入，透過公

會或商會提供教育與實習資源，幫助

學生及早建立就業實力，進而創造出

舉世稱羨的德國經濟實力（莊純琪，

2016；張仁家、游宗達，2014；董正

玫，2015）。因此，本文乃就大學生實

務能力養成，提出官-學-產-研-共育模

式之概念性想法，供各界先進指導。 

二、人才培育現存問題 

依據 Mao(2015)的觀點，由於社會

變遷與科技的進步，現今高等教育的

人才培育出現以下瓶頸： 

(一) 人才培育定位過高 

大學人才的培育應以應用導向為

主要目標，但仍有些大學對於人才的

培育目標設定過於遠大，仍以培養理

論型的人才為理想，未能充份呼應與

滿足產業需求。乃致使大學畢業生獲

取學位投入職場後，無法在就業市場

中到自己的定位，也引發學用落差的

現象。 

(二) 供需結構失衡 

政府在大學的設立數量與人才培

育的功能上，並未進行有效的管控，

也未能對準產業人才需求，致使整體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的結

構上嚴重失衡，連帶引發整體就業市

場與產業發展的結構性失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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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於強調理論而輕忽實作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理應密切配

合產業的脈動與需求，但大學課程的

設計仍過於偏重理論，而實作課程設

計與實務經驗培養仍有不足之處。再

現存的課程架構中，很容易能夠發現

理論探討的比例，遠高於實作練習、

個案分析與場域實際經驗的吸收。 

(四) 教育理想偏差 

許多的大學教授受限於教師評鑑

以及大學評鑑的規定，以及對於升等與

學術期刊發表量的要求，乃挹注大量的

時間與精力在研究與投稿事務中，反而

無法投注應有的時間在教學工作上，無

形中犧牲了學生的受教權益。另一方

面，在官方推動產學合作的政策下，仍

存有諸多問題存在，舉如產業對應實習

的媒合機制不足、學生實習內容與課程

脫節、產業實習課程無產業導師及相關

配套機制、教師訪視的落實度與頻率不

足等，甚至在法令上，學生實習權益與

勞動權益含混不清、薪資待遇及保險福

利不一等情況嚴重，此番現象仍未受到

適當的重視與改善。 

三、官-學-產-研-共育模式 

政府在人才培育上多所擘劃，也

積極推動諸多方案，但要培養具備札

實的實務能力之高階人才，仍需要有

效匯集與整合官方單位、教育界、產

業界、研究單位等各方力量與資源，

以及配合有效的運作機制共同投入，

方 得 克 盡 全 功 。 據 此 ， 本 文 以

Mao(2015)所提出的人才培育架構為

基礎，引申提出官-學-產-研-共育模

式，並將之闡述如後、模式概念如圖 1

所示。 

圖 1. 官-學-產-研-共育模式概念示意圖（資料

來源：改編自 Mao, 2015） 

茲就本文所提出之官-學-產-研-共

育模式，分別就其架構內涵加以說明之。 

(一) 智識實務人才 

為此模式的核心，意在培養有智

識且具實務能力的人才。除了透過教

育使學生具備道德涵養與批判思考精

神，養成其能夠謹守道德規範而非社

會風氣的破壞者之外，更具備務實致

用、實務操作的能力，以充分發揮國

家優秀公民的精神。據此，智識實務

人才的能力素養包括「綜合能力」、「專

業能力」、「溝通能力」及「雲端思考」

等，其內涵分述如後。 

1. 綜合能力 

必須培養學生具備綜合性的能

力，包含綜合性知識、問題解決、人

文素養、人際溝通，以及資訊科技操

作與應用等能力。此外，最重要的是

涵養學生的自信、自力更生能力、勤

奮工作態度以及奉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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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職能 

以培養學生具備精熟的實作能力

為重點，使其深化專業職能且精熟其

專業領域實作能力的專業人才。 

3. 溝通能力 

學生的溝通能力是重要的實務能

力，透過妥善的溝通技巧來達成目

標，成為重要的技巧，尤其在科技發

達而造成的人際疏離現代社會，更顯

得重要。因此，有必要透過大學課程

的規劃，引導與訓練學生具備充分的

溝通技巧能力。 

4. 雲端思維 

透 過 教 育 融 入 賦 予 互 聯 網

(internet)豐富的人文風采，以凸顯人文

精神與思想。雲端思維的內涵有四，

首先為開放性、不受時間限制、無疆

域隔離的開放式思考精神；第二為網

路之下人人平等且互助；第三為合

作，每位互聯網使用者都是資訊接收

者，也扮演資訊傳播者，以交互流通

資訊；第四為共享，讓所有互聯網使

用者共享資訊與資源，這也是互聯網

最重要的發展力量來源。 

(二) 官方單位 

雖然官方單位分工細膩且各司其

職，但也難免流於本位主義過重的心

態。因此，必須整合官方各單位成立

協力機制，統籌辦理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的工作。基本上，官方單位必須提

供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的政策引導，

裨益人才培育能符合產業方向與人才

需求。另在相關法規機制和賦稅優惠

方面，應能提供足夠的誘因讓學校、

產業、產業公會及研究機構願意共同

合作、提供資源挹注人才培育所需。

此外，官方單位也應提供架構完善且

流程細緻綿密的學、產、研介接平臺，

以利各方之媒合與協作，達成教育-訓

練-就業一體化的連動性智識實務人才

培育機制。最後，政府應能提供完善

的監督管理機制，主要在保障學生的

受教與實習權益，以及因應實際場域

的變化，而能適時引導學校、產業與

研究機構調整人才培育作法。 

(三) 產業界 

產業界與學校必須進行產學合作

深化，而產學合作的重點應聚焦在培

養高素質、具實務能力的人才上，產

業須認知自己也肩負人才培育的責

任，也應有自己堅持的人才培育理

念。在實務上，應注重實習學生的實

務學習設計與安排，規劃好實習課程

的內涵及產業導師的配置。此外，產

學合作的方向應符合社會發展需求及

市場趨勢，讓學生實習過程中能達到

實踐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最重要的一

點，是透過宣導和官方行政措施，將

產業公會納入人才培育體系的一環，

作為產業與學校間的橋梁，幫助學校

安排學生到所屬產業的適當的公司行

號進行實習，並能自發出人才培育的

理念與堅持，共同做好學生實習與就

業媒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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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機構 

研究機構的納入，是因為研究機

構往往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對於社

會、產業乃至於國家的發展有重要性

的影響力，因此，研究機構應能提供

官方單位、產業界及教育界科技發展

趨勢相關研究成果，裨益各方調整人

才培育內涵與作法。另也需提供產業

研究、國際情勢研究、產品與服務研

發新知等訊息，使各方能做到動態性

及時調整，以有效幫助人才培育對焦

社會與產業發展之需。 

(五) 教育界 

要培育智識務實人才的不可取代

性，就需要以務實態度，依據人才特

性設計彈性課程與教育機制，培養其

創新能力、創業能力、以及職場競爭

力。進一步的規劃思考方向說明如後。 

1. 特色課程系統 

首先必須賦予課程彈性，透過彈

性模組化的課程設計，學生可以依據

自己的需求自由選擇課程、培養所需

能力；再是人才培養的目標，應適度

對焦於實務型人才所需的內涵，進而

發展務實課程；第三是透過磨課師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 

MOOCs)課程，提供學生無所不在學習

的環境與資源，方便學生隨時進修與

學習，以及時與隨時強化自身能力。 

 

 

2. 涵養創新教育精神 

這裡所提的涵養創新教育精神，

並非只著重於形式上的教學創新，或

是創意思考教學等課程實施，而是更

高位階的哲理思考，將創新的精神充

分融入與內化至大學教育內涵，進而

形成大學文化，成為人才培養的核心

本質之一。 

3. 應用 CDIO 教育模式 

CDIO 教育模式衍伸自工程教

育，由構想(conceive)、設計(design)、

應用(implement)與操作(operation)等四

大內涵所組成，其概念來自從產品開

發、產品導入、產品行銷到產品操作

的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理

論，培養學生積極務實的態度，並透

過課程培養其實作能力而成為合格的

工程師。CDIO 教育模式的實踐區分為

四個層次，分別為基礎知識、個人能

力、人際互動能力，以及團隊合作能

力。 

四、結語 

我國高等教育經歷菁英式到普及

式，使得大學（含獨立學院，不含專

科學校）數量也從 1990 年的 26 所，

大幅擴張到 2009 年的 149 所的高峰

（教育部統計處，2017），且在人口年

齡分布呈現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態勢

下，高等教育的發展面臨嚴峻的挑

戰。此外，高等教育的理念，也從培

養理論型人才，因為社會與產業發出

學用落差的聲音，而逐步轉變到實務

與實作人才的培育，但在政府、學校、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8），頁 51-56 產業和大學的教育分工  主題評論 

第 55 頁 

產業及研究機構各方的努力之下，仍

有部分未竟之功。 

綜而論之，本文依據 Mao(2015)的

觀點，提出「人才培育定位過高」、「供

需結構失衡」、「過於強調理論而輕忽實

作」、「教育理想偏差」等實際問題，進

而依據時勢提出「官-學-產-研-共育模

式」之雛形，其中包含主要之訴求為

1.培養具備智識與實務能力導向的高

階人才；2. 建立產業界肩負人才培育

的責任與認知，並灌輸其人才實務能力

培養的教育理念與堅持；3. 引導全國

179 個登記在案的產業公會（中華民國

工業總會，2017）作為學校與產業間的

橋樑，負責幫助學校安排學生到所屬產

業的適當的公司行號進行實習；4. 官

方單位負責政策引導、法規研擬、稅賦

優惠與監督管理，並提供介接平臺與機

制；5. 教育界必須提供富有彈性的模

組化課程、適度對焦智識務實人才的培

育目標、善用數位學習功能提供無所不

在學習環境，以及涵養創新教育的精

神，使創新與創意充分融入大學生的內

涵當中。 

綜此，本文提出之「官-學-產-研-

共育模式」芻議，預期喚起各方對於

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共同責任，

並非僅歸咎或歸屬於某一單方應獨自

承擔的責任，唯有建立此共識，人才

培育的政策與作法方可克盡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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