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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業後升學？—業界經驗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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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張宜菁 

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部經理 

 

一、前言 

盈錫精密是臺灣最大的承軸精密

螺帽企業，主要產品有：軸承精密鎖

定螺帽、精密小螺桿、精密機械軌道

刮刷片及精密零件……等。盈錫正是

臺灣典型的中小企業，產業別也是傳

統的機械零組件製造業，但值得一提

的是盈錫公司同仁的平均年齡只有 25

歲，是一家充滿年輕活力的公司，最

多數的同仁竟然都是 18 歲到 22 歲的

青年，為何在缺工嚴重的製造業，盈

錫精密不但沒有人才短缺問題，更多

的是許多青年希望能進入盈錫學習及

就業。 

說到盈錫精密獨特的人才培育觀

點，可從經營者巫有崇總經理及巫有

捷執行副總經理這對孿生雙胞胎兄弟

介紹起；二兄弟出生於南投縣魚池

鄉，為民國 61 年次，從小家境困苦，

八歲時父親過世，母親獨力撫養姐姐

及二兄弟，直到國中畢業時，成績優

異的二兄弟為了減輕家裡的經濟負

擔，也想到擁有一技之長，才能及早

進入社會工作賺錢，便報考了當時勞

委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訓中心與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合作的「精密機械班」，高職期間的受

訓模式為，高一高二白天八小時接受

機械的實務技能養成，晚上再唸彰師

附工學科的理論，高三即直接進入工

廠實習一年，受訓過程皆為軍事化教

育，早上先需跑操場鍛練體能……

等，因為有高一高二札實的訓練，高

三進入企業實習後，二兄弟已能了解

就業及實務工作的樣貌。完成三年的

高職學程後，在當時大學升學率只有

40%左右的年代，成績優異的二兄弟也

很難應屆考上國立的專科或大學，故

選擇了一邊準備重考，一邊半工半讀

維持經濟來源，隔年二兄弟才考上位

於台中太平改制國立第一年的國立勤

益工專機械科，哥哥就讀夜間部，弟

弟就讀日間部。就讀夜間部的雙胞胎

哥哥巫有崇，因為之前已有二年的工

作經驗，順利的到盈錫公司任職，當

時的盈錫公司只有七位員工，哥哥再

介紹弟弟巫有捷至盈錫公司擔任夜間

工作的工讀生，二兄弟才因此與盈錫

精密結緣，成為現任的經營者，現今

盈錫精密的員工近 195 位。 

回想民國 80 年的升學狀況，人人

已有再辛苦也想升學的風氣，後來的

幾年，臺灣政府執行教改廣設大學及

科大，在民國 86 年，大學升學率一下

突破 60%關卡，直到民國 95 年，已經

衝破 90%的大學升學率，而今人人有

大學唸的現況，造成企業開始無法了

解大學畢業生的學歷價值及能力，更

普遍抱怨大學生滿街跑，但學用落差

的嚴重程度無法符合企業期待的專業

知識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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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盈錫精密的人才培育思維 

(一) 公司育才模式 

盈錫公司成立初期前幾年，同樣

面臨小公司找不到員工的窘境，身為

管理者的巫有崇總經理非常認同自己

就讀的「精密機械班」產學模式，便

招募同樣自精密機械班畢業的學弟妹

們至盈錫任職，但由於民國 85 年後的

高職畢業生，普遍都有希望繼續升學

的意願，盈錫精密便透過提供就讀獎

學金來吸引學生們可以透過白天至盈

錫精密任職，晚上到專科或科大就

讀，用半工半讀的模式來符合學生們

的期許。 

直到民國 97 年，大學錄取率已來

到 90%以上，高職學歷已無法滿足家

長或學生們對於學歷的追求，原先的

精密機械班也從高職學程畢業結束改

變為和科大合作，改制為「3+4 產學模

式」，3 便是高職三年，4 則是科大四

年，就讀此產學班的學生高職畢業

後，只要企業認同其在職場的工作能

力及態度，產學生即可再接軌科大，

成為大學生。盈錫精密也順利成為此

專班的配合企業，直至現今民國 107

年皆無間斷的提供實習機會及名額。 

盈錫精密從民國 89 年起，因應公

司經營規模逐步成長，所需人才也愈

來愈多，有別於一般企業，較大規模

的可以享有公司的品牌知名度、提供

優渥的福利制度來對外招募人才；盈

錫精密則是選擇了深耕產學合作模式

來培育臺灣青年的職場工作能力及態

度。除了原先的「3+4 產學攜手合作」

模式，更新增「1+3 產學訓」、「雙軌旗

艦計畫」、「高職端三三輪調式建教合

作班」、「大三生專題實務人才札根計

畫」、「大四學生校外實習」、「大學生

寒暑假實習計畫」、「研發碩士人才培

育計畫」……等。 

(二) 養魚和釣魚的差異 

    有感於工具機機械產業因為設備

昂貴，維修保養成本高，即使是就讀

本科系的學生，在校因為升學導向、

經費有限、設備等級的落差…等，無

論是高職或大學畢業的學生一進入職

場也無法立即獨立操作工具機，盈錫

精密更專注於培養願意選擇唸產學模

式的臺灣青年。雖然學生進入企業後

因為幾乎沒有工作經驗，盈錫的主管

或訓練師需要從頭教導起，一步一腳

印的來帶領學生們進入工作狀況，用

時間來培育青年們慢慢從工作中可以

獨立作業、解決問題、進而提升技術

的涵養、經驗的傳承……等。 

    盈錫精密巫有崇總經理及巫有捷

執行副總將這樣札實的人才培育過程

形容是「養魚」的付出，一般企業總

希望招募即戰力有經驗的人才進入企

業服務，我們形容是「釣魚」，但「釣

魚」的模式需考量的條件因素非常

多，釣到的魚也不見得符合企業的文

化或背景，不小心更可能釣到「鯊魚」

型員工，反觀盈錫在產學模式的付出

及用心，超過 18 年的深耕投入，目前

公司內所有的主管就有三分之二都是

當時畢業後直接選擇留任在公司服務

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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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升學？就業？現在年輕人這麼看 

臺灣現今的普遍高教時代已存在

多年，但造就的是大學學歷已無法證

明個人的學經歷價值，近年政府開始

推出先就業後升學的相關措施，盈錫

精密也就目前在職的高中職生、大學

在學生、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做了一

項統計調查，在 35 位受訪的同仁當

中，若能再重新選擇一次高中職畢業

後的規畫，會選擇先就業後升學的同

仁只有二位，且這二位是透過大四全

學年校外實習至公司任職的同仁，原

因是因為當他們真正接觸業界所需的

實務能力後，發現大一到大三在科大

端學校就學的風氣不是很好，大部份

的科大學生只沈淪在玩樂或是為了應

付考試非真心想唸書的氛圍裡，待踏

入職場後才驚覺相較於選擇唸產學模

式的同仁們，少了許多實務經驗。 

有近 13 位的同仁一樣會選擇先升

學再就業，因為在臺灣目前少子化的

社會結構裡，年輕一代的學生從小在

較優渥的環境中成長，許多年輕人在

家中連家事都少做，對於一位高中職

畢業才剛滿 18 歲的青年來說，馬上踏

入職場，相信其身心靈及抗壓性都不

及大學畢業生 22 歲來的穩定及成熟。

更多的學生認為大學生的時間彈性許

多，若需要職場經驗，在一邊就讀大

學的階段時，也可利用晚上或假期的

打工經驗來慢慢了解適應現今的職

場，避免錯過黃金的求學階段。 

而大部份接受調查的同仁，也許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選擇產學模式升

學，當時就已經了解產學模式是一邊

進入企業實習，一邊完成學業的學制

來說，能想像其辛苦，有些同仁是因

為家庭有經濟需求，有些是因為已經

了解在現今一般的科大或大學模式，

除了進入頂尖的大學學習風氣較好之

外，若和一般升學管道比較起來，產

學模式雖然較辛苦，但卻是就業和升

學雙軌並行，在做中學，學中做的過

程中，當完成大學四年的學業後，也

同時擁有四年的工作經驗了，有些優

秀的同學更是畢業後留任原企業就能

擔任企業的管理職，不必和一般的大

學生擔心畢業 22K 的問題。 

(四) 企業經營者對青年就業或升學的

看法 

目前臺灣大學生滿街跑的現況已

是常態，對於企業而言，若應聘大學

畢業生進入職場，也是從基礎開始進

行職前訓練，才會造就企業目前無法

定義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或工作能力，

但若要大力推行高中職學生一畢業先

就業後升學，我們卻認為很難獲得臺

灣家長的認同及思想翻轉，且大學階

段不僅是學科上的學習，更多在培養

獨立自主、團隊合作、人際關係、專

案報告……等也是重要的人格特質養

成面向。對於企業所需的人才若是定

義在學理程度關連性較高的工作職

務，如研發、開發產品、設計、管理……

等相關職能，也需要有大專以上的學

理來結合，而非高職階段的基礎性學

習就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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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對於青年就業及升學建

議 

若要推行先就業後升學的概念來

挽轉臺灣家長及青年對於實務工作能

力的重視，期待大家可以共同推廣及

支持產學模式的升學管道，透過一樣

有學費的補助或是儲蓄帳戶的概念，

推廣符合各產業工作型態的產學合

作，當然絕非一昧的鼓勵青年就讀產

學，還要重視學生適性適所的相關輔

導機制、重視配合企業體質的健全

性，以及學生就讀產學合作後進入企

業的關懷制度或退場機制。 

目前像盈錫精密為了推廣產學的

全方位服務，開放工廠的實務面貌讓

國中生、高中職生進廠參訪，並搭配

人資主管的講解向學生們說明每項工

作所需的職能及學校所學的學科如何

與實務職位的相關連，讓學生了解產

業型態後再決定自己想就讀的科系專

業，反向用工作職務內容來引導學生

們專業的重要性。 

透過政府或各縣市對在地產業的

連結性，發展特色產學合作模式，政

府對於高中職、大學科大的科系控

管，避免一昧的迎合熱門科系，重視

臺灣產業與科系的比例性，避免工業

產業大規模缺工，臺灣大學卻是以餐

飲觀光、商管類學生為多，造成長期

產業人才失衡。 

政府應將先就業後升學的鼓勵措

拖設置於大學畢業是否續攻讀碩士的

階段，由於近年來碩士學歷人口也大

幅增加，但產業變化快速，未來開始

有 AI 人工智慧、大數據、智能設備…

等來取代目前的工作性質，若以臺灣

現今的高中職學科或專業科目而言，

企業對於人才招募所需的職能也將不

斷的改變，想必高職學歷的確實無法

符合優質企業對於人才的需求構面，

反觀大學畢業生先踏入職場了解實務

所需的能力後，再攻讀碩士專業，才

能相對成熟的來判斷自己所學如何與

實務結合及擁有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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