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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之間，究竟是正面積極相互依存的關係，或是各取所需

各自獨立關係，相關的研究與論述，各有不同的看法。21 世紀以還，高等教育

發展的性質與內涵隨著內外在環境的瞬息萬變，而有巨大的變遷。高等教育除了

學門多樣化、系所差異化、知識複雜化，學校教師與學生數量的激增等，連帶著

高等教育的性質隨著逐漸改變。此種改變使得國內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和外界機

構，維持著各種專業的關係、合作的關係、策略聯盟關係等，才能在競爭日益激

烈的環境之下，維持既有的優勢並發展未來的願景。 

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學校機構與產業界關係的密集化與複雜化中，為高

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點燃新的議題。高等教育機構想要從產業界獲得各種有

效的資源，而不失去大學學術獨立自主的立場，這是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互動

時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另一個議題是產業界如何從高等教育端獲取最新的科技

與知識，以利有效促進產業效能與產業升級，這是產業界和高等教育機構互動時

關注的議題（黃俊傑，2015）。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的關係與對策議題，以臺灣高等教

育發展為例，論述重點包括 1.高等教育發展脈絡與產業需求的關係；2.高等教育

發展脈絡與產業需求的基本性質與複雜關係；3.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之間的

對應與平衡策略。依據上述的綜合梳理，提出具體的處方性策略與作法。 

二、高等教育發展脈絡與產業需求的關係分析 

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的關係是相當複雜且密切的，高等教育機構為產業界

培育未來的人才，產業界提供高等教育機構之學生未來的工作環境，此種雙向互

動的關係，決定二者之間的合作與發展。 

(一) 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產業需求的密切關係 

高等教育發展和產業需求關係是相當密切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應該要顧及當

前的產業需求，瞭解產業界需要的是什麼樣的人才？需要具備哪些基本的能力？

有哪些新科技是產業界迫切需要的？哪些專門知識可以幫助產業界升級？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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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方法可以幫助產業界促進效能等，這些都是高等教育發展脈絡中，需要納

入發展規劃藍圖中，以避免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產業發展背道而馳。 

(二) 產業需求的成員需要高等教育人才加入 

產業界的發展需要高等教育人才的加入，才能促進產業的發展提升生產的效

能。因此，產業界需要哪些人才？這些人才要具備哪些專業知能？學校教導的專

業知能如何在業界運用？產業界需要哪些科技新知？需要哪些新的專門知識

等，這些都是產業需求方面的議題，需要業界經常性的和高等教育機構進行雙向

的溝通，才不至於導致高等教育人才「學非所用」或「用非所學」的窘境。 

三、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的基本性質與複雜有哪些 

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的基本性質與複雜性，依據相關的研究文獻至少具

有下列幾種關係（羊憶蓉，1994；黃俊傑，2015；湯誌龍、黃銘福，2007）： 

(一) 相互依賴的關係 

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是一種具有歷史性、結構性的

問題，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的經濟經費的挹注，才能發展出具有前瞻的未來；產

業界的發展則需要高等教育培養的優秀人才，為產業界發展出更優質的產品，提

供更先進的科技知識為產業界升級。因此，彼此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透

過此種關係的建立而相得益彰。 

(二) 合作矛盾的關係 

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界雖然存在相互依賴的關係，但在共存共榮的表現之

下，二者卻也有另一種合作矛盾的關係。主要原因在於高等教育機構主要目標在

於培育人才、研發新知識、服務國家社會等；產業界主要目標在於開發新經濟、

營造更多的商業利益、賺取更多的錢財等。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除了合

作關係的建立之外，同時也存在著本身目標和利益之間的矛盾關係，使種矛盾關

係是一種隱藏性的、破壞性的關係，更進而影響二者之間誠信合作的建立。 

(三) 不穩定性的關係 

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由於發展目標與終極目標的差異，往往導致另一種的

不穩定關係。主要原因在於教育目標的發展偏向理想性，無法在短時間之內收到

預期的效果，需要時間的累積和經驗的積累；產業需求的滿足需要的是效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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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達成，具有相當大的時間壓力。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在合作過程

中，容易產生一種不穩定性的關係，影響到彼此的合作意願。 

(四) 各取所需的關係 

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產學合作，雖然已經推展多年，然而在實質上的成

效方面，仍有調整改善的空間。在產學合作的關係之下，涉及各種資源的分配與

運用問題，高等教育機構取得產業界的資源之後，就需要面對各種資源分配的公

平性問題；產業界從高等教育機構取得新科技知識與優秀人才之後，所要面對的

是這些新科技知識和人才如何運用，是獨享或是業界各自努力。再則，高等教育

機構和產業界如何在資源運用與分配中，持續性的合作和發展，仍有待未來更積

極合作關的建立。 

四、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之間的對應與平衡策略 

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之間，雖然存在各種複雜的關係，彼此之間互有利

益和立場，然而在二者之間應該從對應關係到平衡關係，建立各種策略聯盟以求

利益的最大化。 

(一) 產學合作概念作法的重新再定位 

產學合作的作法依據蕭錫錡、張仁家、黃金益（1999）的觀點，產學合作是

指教師或在教師指導之下學生，參與事業單位有報酬的專案研究、產品開發、製

程改善、研究發展等研究計畫。因此，產學合作教育具有：1.可獲得產業界的實

務經驗以改進及提升教學；2.可獲得產業界經濟資源，以改進教學及學習環境；

3. 將校友中在工作上已有成就之在職人員，成為支持學校的支柱；4.建立與業界

的伙伴關係，繼續開拓其它的合作（孟繼洛，2003）。有鑒於此，高等教育機構

與業界展開的產學合作作法，應該依據實際的需要進行雙邊的對話，以雙方最大

利益且在互助互利的立場之上，重新再定位以期收到最大的成效。 

(二) 知識產業化概念理想與實際作法 

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合作，應該要以學生未來生涯發展為要務，顧及產

業界目標，進行技術整合與品質全面確保的理想，進行知識產業的落實，透過高

等教育機構研發的新科技知識，增加應用在產業界的深度與廣度，增進科技知識

與產業應用需求間的高度關聯，進而發揮知識市場價值之功能，以求知識產業化

的落實（湯誌龍、黃銘福，2007）。因此，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合作，應該

要建立在「知識產業化」的理想與實作作法上，透過專門知識與專業知識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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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相互結合，產生相互對應與驗證的效果。 

(三) 高等教育學術的自由自主與自尊 

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的合作，經常會建立在雙方期望的利益之上。高等教

育機構強調教育學術的自由與自主性，並偏重於大學自主的尊嚴之上；產業界強

調的是利益、利潤、效能、效率方面商業目標的達成，並且偏重於財務方面目標

的達成。因此，雙方的合作難免產生矛盾或左右為難之處。有鑒於此，高等教育

發展過程中，如果因為各種的因素而需要和產業界進行專業方面的合作，高等教

育機構應該要以學術自主與自尊為基本的立場，避免在產學合作（或技術合作）

時違反學術自由或有戕害學校自主與自尊的情形出現。 

(四) 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再概念化 

不管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關係是相互依賴或合作矛盾、不穩定關係或各

取所需，雙方都應該隨時保持對話、溝通、互動的專業合作方式，開啟專業方面

的對話。高等教育的發展要隨時顧及產業需求問題，產業界也應該隨時提供各種

實務界的需求訊息，讓高等教育機構瞭解業界的需求有哪些，希望學校教育應該

培養哪些人才等，透過雙方具誠信的互動方式，展開各式各樣的合作關係。學校

教育發展負責的是新知識的創造與傳播，產業界負責的是各項產品的生產與業界

人才的晉用，二者應該是不衝突的。 

(五) 建立高等教育與產業界合作的監督系統 

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合作，不管是一般的產學合作、專業的互動互利、

尖端知識的發展與應用等，各種研究與合作契約應該要受到高等教育機構的監

督，研究成果應該要公開的出版流通，才能達成知識的分享與互利。尤其在各種

產學合作的研究過程與成果，都應該要有「監督系統」或「監督機制」，而不是

只有提供經費的產業界獨享。 

五、結論：邁向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均衡的大未來 

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需求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專業性強且複雜而緊密的關

係。高等教育機構與產業界之間的互動關係日益頻繁，學校機構隨著經濟的發展

而修正教育目標，在此種產學互動關係密切的情境之下，學校應該避免辦學的象

牙塔現象，打開學校的大門走近產業界，展開各種專業的合作；產業界也應該秉

持著「共存共榮」的立場，與鄰近的高等教育機構進行雙邊的合作，認知大學與

經濟領域之間和產業界之間，存在著既合作又緊張的複雜關係，透過產學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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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達到「互利、共存、共榮」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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