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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有關產學關係的探討已經有很長久的時間，討論課題大都著重在技職教

育的學用落差、教育本質、課程教學、實習教學、產學合作等方面。由於對這些

課題尚欠深入討論，以致難以釐清問題所在，也就不易提出適切的解決方案。結

果，產學關係問題雖蒙各界持續關注，政府不斷提出對策，學校配合推動產學相

關政策，但總令人覺得一直繞來繞去，未能對症下藥，至為可惜。本文希望討論

這些產學關係的課題，找出問題所在，期能指引今後的努力方向。 

二、課題 

(一) 學用落差 

學用落差可由幾方面思考。其一是產業需要的人才，學校沒有培育，尤其是

像高職、專科學校，科技校院及普通大學階段，學生從這些學校畢業，有的升學，

有的就業，後者是否能填補業界人才之需，是個問題。這當中常出現的是社會變

遷很快，產業變化同樣快速，有的產業會消失或減少，新興的產業突然蹦出。學

校科系學程的設置及招生班組人數的規劃，需要一段時間準備，而規劃常趕不上

變化，業界就會出現缺工現象，而學校畢業生也會找不到符合其專長的工作。其

二，就算社會及產業變遷不快，但科系學程及招生人數也會因為熱門冷門、選才

標準、志願填寫、工作環境、薪資待遇及其他種種因素，造成人才供需的失調。

其三是課程教學問題，常被數落的是課程重理論輕實務，重知識輕技能，對於品

格修養、人際能力、工作態度、人生價值及其他軟實力，也常忽略，以至於產界

不願聘用學校畢業生，常批評他們程度不夠，未具備產業所需技術能力和情意修

養。 

(二) 教育本質 

學用落差問題的解決必須思考教育本質為何。教育工作主要由學校負責，學

校教育的目的，不只在培養學生的工作能力，還要培養自我發展能力、家庭生活

能力、公民生活能力、休閒生活能力、全球生活能力及終身學習能力等。即便是

工作能力的培養，學校雖應教導學生學會基本核心素養，以及就業所需共同的工

作專業能力，但沒辦法含蓋整個工作世界所需要各種能力的培養，尤其是特定企

業工作能力的培養更為困難。奠基於學校培養的能力之上，業界必須辦理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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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教育，在員工生涯發展歷程中，也要安排適合的在職教育，協助員工學習業

內工作所需的能力。由學校進入業界，有時因供需失調，學用出現落差，這時就

有職業訓練的途徑，訓練學員學習業界要求的能力，結訓後直接導入業界工作。

就這樣，學校教育、職業訓練和企業教育三向一體，共同負責整個人才培育工作，

三者要做好分工。人才培育絕對不是學校的完全責任，業界不只是接收者的角

色，它也要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光批評學校未培育所需要的人才，只是一種檢現

成心態，業界絕對也要負起自己的責任才能解決問題。再者，優良的教育必須安

排定期反省社會的課程，教育不只在順應社會，也要改造社會，必須教導學生理

解社會問題，思謀解決之道。同理學校的校外實習課程也是一樣，安排學生到企

業實習，不是要學生照單全收企業的那一套，而要學生比較各種企業的利弊得

失，反省企業的社會責任，找出問題所在及解決之道。 

(三) 課程教學 

學校課程教學常侷限於書本的知識，重視理論和概念學習，切割得零零碎

碎，缺少統整，忽略實務、實作、實驗、實習等課程，學生習得的知識欠缺應用

的場域，無法升級到知識的分析、綜合、評鑑及創新的地步，而認知能力、技術

能力及情意能力的養成也常停留在認識和理解階段，即使有操作經驗，亦難以精

熟，遑論創新改進。有鑑於此，課程改革都朝向課程教學的務實取向，對於培養

工作能力的課程教學更是如此。只是全面的改革較難推動落實，政策上常用計畫

做為誘因，要求學校配合，計畫一個接一個，班次琳瑯滿目，令人目不瑕給，但

成效的總體評估闕如，即便計畫成效良好，很少全面進一步推動，影響力也是有

限，較為可惜。不同班次的務實程度有別，這方面也需要進行評估，了解利弊得

失所在，做為改進之用。課程教學成敗攸關的是師資，工作能力的培養常受限於

現有師資的務實能力不足，或者教學知能需要更新，因而要求其在職進修，另外

則鼓勵學校聘用業界人員擔任教師，或鼓勵業師協同教學，加以補救。 

(四) 實習教學 

實習教學很重要，透過此一課程安排，學生把各科目所學的專業知能在企業

現場加以應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學到工作倫理及態度。實習教學面臨

的問題有幾方面，其一是實習未有整體規劃，參觀、見習、校內實習、校外實習

常自成體系，未妥當連結以發揮完整的作用。其二為學生做不到全體參加校外實

習，改進計畫只能要求各校提升校外實習的百分比，許多學生因而失去在業界現

場學習的機會。這種現象顯示，學校科系班組學程及招生人數的規劃供需失衡，

培養過多產業不需要的學生，連實習場所都找不到。有的可能因為產業地區分佈

問題，也可能是產業不願擔負校外實習責任。其三是校外實習場所的選擇問題，

如果連找都找不到，更不用說是挑選，以致學生到不良企業實習，得不到好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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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反而學壞，問題更嚴重。其四是校外實習規劃、實施、指導及成效評鑑問題，

企業和學校的合作十分重要，但通常是學校負總責，業界不太能全力參與，實習

完畢，學生的工作能力仍未培養出來。其五是校外實習大都在單一企業，學生的

視野狹窄，學習經驗有限，學習的焦點僅在該企業所需能力，若實習結束該企業

不想雇用實習學生，該生另找其他工作，其能力恐仍不足勝任而被嫌棄。 

(五) 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是多面向的，但要言之不外教學、研究和服務。目前產學雙方合作

的政策措施，在產業方面有產業協同教學、產業接納學生實習、產學合作研究、

產業服務學校、產業捐贈產品，在學校方面，規劃課程時也請產業提供諮詢意見，

學校幫忙產業員工培訓，提供專利技轉，輸送培育完成的人才到產業等。產學合

作雙方必須營造良性關係，且要良性循環才能發揮加乘效果。學校推動產學合

作，比較擔心的是業界了解學校之後，對學校的評價降低，也擔心業界介入學校

運作，或過度要求學校提供利益。學校的教育目的不只在教導學生適應產業，也

在培養學生認識產業問題及解決之道，有可能帶給產業威脅。產業要和學校合

作，必須付出額外的時間和成本，但產業需要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與經濟效益，

其合作的一舉一動都繞著利益打轉，以現實利益為取向。由此可見，產學合作基

於雙贏的理念、證據和規劃，才能取得雙方合作，有效地推動。 

三、結語與建議 

營造良好的產學關係是當前社會的共同期望。產學關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學校和產業必須持續不斷地檢視其發展狀況，檢視其中的問題，並加以改進。學

校為公益而存在，但此公益包含培育產業所需人才及促進產業發展，因而不能規

避了解及回應產業需求的責任，而產業雖為追求私益而存在，但它也有其公益

面，那就是社會責任，協助學校培育人才的付出是必要的。產學雙方拋棄成見，

才能共創雙贏。由前述分析，可以歸結出幾個建議。 

首先，必須認識人才培育不單是學校的事，學校教育、職業訓練和企業教育

必須合作擔負責任。學校負責國民基本教育及專業教育，其畢業生仍然需要企業

的職前教育及在職教育，必要時還要有職業訓練居間協助。 

第二，學校教育的本質是兼顧社會適應及社會改造的目的，在學生工作能力

培育上，不只要學生學會勝任工作，也要學生找出工作上的問題，分析解決問題

的途徑，這種能力的培育不是為了挑業界或社會的毛病，而是要協助業界或社會

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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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校應了解產業需求並迅速加以回應，改善課程教學重理論輕實務的

毛病，落實教師到業界學習，引進業師協同教學，以共同培育學生的實務能力。 

第四，學校應挑起其改善學用落差的責任，一方面在科系設置轉型及招生人

數上持續不斷地檢討和調整，以符應產業人才需求，二方面力求對準學生就業需

求，提升學生工作能力，負起品質控管的責任。政府也應在人力供需上進行評估，

做為學校科系設置和招生人數訂定的依據。 

第五，實習教學必須做到百分之百，即應該實習的科系，必須確實做到每位

學生都能實習，在工作現場學會實際的工作能力。實習要排除不良的企業，要有

完整規劃，有效地實施和指導，且要評鑑改進，學生必須有反省實習經驗的機會。 

第六，現階段的教育政策很重視學校的社會責任，要求學校要理解社會、參

與社會，要引進社會資源，為社會服務，其中包含學校所在社區的產業和機構。

社會對企業也同樣要求其社會責任，期許企業將資源投入工作創新和員工教育，

也要投入社區發展和環境保護，以達成經濟發展、社會永續的目標。企業需要人

才，學校培育人才，企業協助學校人才培育絕對是其社會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