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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7 年 5 月，教育部姚立德次長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提出五專學制是

企業領袖最愛的中級技術人才來源，說明已有幾所國立科技大學願意帶頭重新附

設五專部，希望找回五專的優勢(陳曼玲，2017)，將積極推動臺灣的技職復興，

此舉立即獲得企業界如和碩董事長童子賢、群光及 IBM 總經理的迴響及認同。 

然而過去 15 年來，臺灣專科學校紛紛改制技術學院及改名科技大學，五專

學制快速萎縮，一般民眾普遍已不太重視五專學制，而五專學制的入學管道，這

幾年也歷經多次變革，從五專免試入學、五專申請抽籤入學及五專聯合登記分發

等管道，至 12 年國教後，五專入學管道改為北中南三區聯合免試入學、特色招

生及各校部分名額加入各區高中職免試入學中一起招生。 

在教育部高喊技職復興的帶領下，107 學年度起，招收五專學制的學校，加

入了過往五專全盛時期備受肯定與尊重的台北科技大學與高雄科技大學等多所

知名的技專名校。在入學管道方面，則停辦於各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招生，首次試

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本文將探討首次辦理五專「優先免試入學｣之現況、並

從中了解家長及考生對停辦多年後重新招生學校之接受度，最後提出對五專「優

先免試入學｣未來續辦之建議。 

二、五專入學管道及新設學校 

107 學年度全國共計 47 所學校(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合併為高雄科技大學)招收五專學制，新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前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

學、南臺科技大學及正修科技大學等校招收五專學制，這些學校的招生類科，主

要偏重在農林漁牧領域及工業類科領域(如表 1)。 

近幾年五專招生入學管道不斷改變，107 學年度教育部試辦五專「優先免試

入學」招生管道，其特色為全國一區、採網路選填志願統一分發，至多可選填

30 個五專招生校科志願；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則在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結束後辦理，考生可擇各區一所五專招生學校報名，錄取方式採現場登記分發報

到。「優先免試入學」及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後，各校如尚有缺額，

可繼續辦理五專續招(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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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7 學年度全國五專新設學校及開設類科 

學校名 類科別 招生名額 領域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30 工業領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工程科 48   工業領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科 24 工業領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

/燕巢校區） 

土木工程科 40 工業領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

/燕巢校區） 

模具工程科 40 工業領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

/旗津校區） 

航海科 50 農林漁牧領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

/旗津校區） 

漁業生產與管理科 45 農林漁牧領域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科 50 工業領域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科 50 工業領域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科 49 工業領域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科 50 工業領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教育部於 107 學年度首次試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所有招收五專學制之

學校皆須參加，招生名額應占教育部核定五專各校名額之 30%為上限，但另案向

教育部申請者不限。另依據 107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規定第五條：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免試生比序積分採計項目包括：多元學習表現(含服務學

習及競賽)、技藝優良、弱勢身分、均衡學習、志願序積分及國中教育會考等；

其中均衡學習包含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及綜合活動等 3 領域 5 學期平均成

績；國中教育會考包含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等 5 科目及寫作測驗成績。

若積分成績相同得以前述項目進行同分比序，免試生分發順位以比序積分成績及

同分比序結果決定，同分比序項目及採計內容如表 2。 

首次試辦的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全國 47 所學校共提供 5,327 名一般生名

額(如表 3)，報名人數則高達 21,642 名，由報名人數與招生名額相比較，已可看

出不少免試生在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管道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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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序積分採計項目及內容 

比序項目  單項積分 積分上限 採計內容 

志願序  26 26 第1-5志願26分、第 6-10志願25

分、第11-15志願24分、第16-20志

願23分、第21-25志願22分、第26-30

志願21分 

多元學習

表現 

競賽    7 

 

 

 

 

 

 

 

 

服務學習    15 

15 國際科技展覽及國際運動會第一

名得7分、第二名得6分、第三名得

5分 

全國第一名得6分、第二名得5 

分、第三名得4分 

全國四至六名與區域及縣（市）第

一名得3分、區域及縣（市）第二

名得2分、區域及縣（市）第三名

得1分 

學校服務表現及校外服務學習 

技藝優良  3 3 平均總成績達90分以上者得3分 

平均總成績達80分以上，未滿90 

分者得2.5分 

平均總成績達70分以上，未滿80 

分者得1.5分 

平均總成績達60分以上，未滿70 

分者得1分 

弱勢身分  3 3 具低收入戶採計3分 

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

失業給付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

分者採計 1.5 分 

均衡學習  21 21 3 項領域「5 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分以上得21分 

2 項領域「5 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分以上得14分 

僅 1 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達

60分以上得7分 

國中教育

會考 

 32 32 「精熟」科目A++ 每科得6.4分、

A+每科得6分、A每科得5分 

「基礎」科目B++每科得4分、B+

每科得3分、B 每科得2分 

「待加強」科目 C 每科得 1 分 

寫作測驗  1 1 6 級分得 1 分、5 級分得 0.8 分、4

級分得 0.6 分、3 級分得 0.4 分、2

級分得 0.2 分、1 級分得 0.1 分 

總積分   101  

資料來源：107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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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7 學年度全國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 

一般生 大陸長

期探親

子女 

外加名額 

原住民

生 

身障

生 

派外

人員

子女 

境外

科技

人才

子女 

蒙藏

生 

僑生 退伍

軍人 

5,327 136 451 284 286 286 286 286 285 
資料來源：107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辦理結束後，接續辦理之北區、中區及南區五專聯合

免試入學委員會所公告之原簡章招生名額及實際招生名額(即各校五專「優先免

試入學」錄取生報到後之缺額，併入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名額中)中推算，

各校雖然在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管道中足額錄取，但因錄取生未報到產生之缺

額，回流至後續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之名額高達 3,062 名(如表 4)，可知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之整體報到率並不高。 

表 4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名額回流至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名額數 

項目 北區五專

聯合免試

入學 

中區五專

聯合免試

入學 

南區五專

聯合免試

入學 

總計 

簡章招生名額 5,637 1,592 5,895 13,124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 7,002 1,978 7,206 16,186 

「優先免試入學」管道

回流名額 

1,365 386 1,311 3,06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另再分別將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管道中所有校科及新設校科之最低錄取總

成績取平均數(如表 5)，可發現各校錄取生之「均衡學習」項目及「多元學習表

現」項目幾乎都取得積分上限，有接近 95%錄取生以前十志願錄取，會考五個科

目之平均數大致落在「基礎」等級 B 至 B+標示之間，「寫作測驗」則落於 4 級

分，至於「競賽積分」項目與「弱勢身分」項目則普遍積分數較低。 

代表技職復興、眾所矚目之五專新設學校各類科成績，則明顯高過所有校科

之平均數，錄取學生各方面之成績都非常出色，顯示代表未來五專領頭羊的角色

並不為過。值得注意的是，「弱勢身分」項目沒有拿到成績，弱勢學生想考取這

些國立大學居多的新設校科，可能仍有較高困難度，而「技藝優良」項目積分則

低於所有校科平均數，「競賽積分」項目積分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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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所有校科及新設校科一般生最低錄取標準平均數 

比序項目 所有校科

平均積分 

新設校科

平均積分 

積分上限 

一般生最低錄取標準 72.4 84.81 101.0 

均衡學習 21.0 21.0 21.0 

技藝優良 1.7 0.6 3.0 

志願積分 25.7 25.9 26.0 

弱勢身分 0.2 0.0 3.0 

會考成績(含寫作測驗) 14.5 22.7 33.0 

多元學習表現 15 14.6 15.0 

服務學習 14.8 13.5 15.0 

競賽積分 0.8 1.1 7.0 

國文三等級四標示 3.0 4.6 6.4 

數學三等級四標示 2.5 4.3 6.4 

英文三等級四標示 2.8 4.3 6.4 

自然三等級四標示 2.7 4.6 6.4 

社會三等級四標示 2.9 4.4 6.4 

寫作測驗 0.6 0.6 1.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結語 

107 學年度五專之招生已告一段落，今年首度試辦之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招生也圓滿結束，教育部打著「老工專新選擇 一定帶來新希望」之口號，選定

多所國立科技大學重新恢復招收五專學生，在「優先免試入學」管道及北中南區

聯合免試入學管道，都招收額滿，從招生表現可得知家長及考生的肯定，最後提

出對未來辦理五專「優先免試入學」之建議。 

(一) 今年新加入之科技大學附設五專學校，設立類科多為工業領域或漁牧領域，

例如：智慧自動化工程科、精密機械工程科、模具工程科、航海科等，都屬

目前臺灣技專唯一類科，貼近產業需求培育人才，首次在五專學制招生都頗

為競爭也招生額滿，確實表現亮眼。 

(二) 首次試辦之「優先免試入學」，落榜人數超過 1 萬 5 千人，不到 3 成的錄取

率顯見熱門且競爭程度高，然錄取生之報到率不高，可能因錄取生大都集中

於高分群考生，而此類考生原就有較多的選擇，建議未來可放寬「優先免試

入學」招生名額上限，由現有 30%為上限調高至 50%以上，讓更多報名考

生可以在此管道就能錄取至心目中的理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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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優先免試入學」所有校科最低錄取分數可得知，部分比序項目學生取得

積分上限較為容易，錄取理想學校之關鍵仍在於會考成績，建議教育主管機

關及五專招生委員會應正視此現象。 

(四) 建議有意就讀五專學制之國中學生，可於國中三年級時先選修「技藝教育」

課程，除了可提前於國中階段了解技職教育外，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及後

續辦理之五專北中南區聯合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皆採計「技藝優良」積分成

績，對未來報考五專相對有利。 

(五) 亦建議國中學校端可鼓勵有意升學五專之學生，於國中三年級時先選修「技

藝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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