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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才是產業發展的根基，也是要研發各項新技術與產品最重要的資源，所以

人民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日益受到重視，人才培育均被各先進國家列為重要政策，

而透過各級學校來培育人才，增加教育投資來提升全民勞動力的知識與技術，做

為產業用人和國家建設所需，若從這個角度出發，高等教育的普及的確是件好事。 

我國從六○到九○年代能開創出傲人的政經奇蹟，所倚靠的最大動能之一就

是充沛的人力資源，其中蓬勃的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亦功不可沒。探尋臺灣經

濟發展的軌跡，六○年代靠的是從農村釋出的優質勞動力，以國人勤奮的精神，

在三班制生產線上打造出「Made in Taiwan」的全球驕傲，也為國家賺取大量的

外匯收入；八○年代社會經濟結構適時轉型，以電子資訊科技為主，結合留學回

臺與本地培養的人才，以研發與創新能力將臺灣打造成全球科技重鎮；九○年代

後，大舉西進與南向的臺商，以臺灣人的拚搏精神，結合資金、技術與人才，為

我國經濟創造海外合併營收的經濟榮景。 

二、產學落差之起源 

然而正當此時，臺灣的高等教育卻因欠缺充分的把關而過度擴張，近年來更受

到少子女化效應而雪上加霜，再加上受東方文化影響下「重文憑」的意識形態，造

成了如今學士碩士滿街跑的景象，然而公私立大學間、老牌與新設立大學間存在的

資源與程度上的差距，卻使得大學畢業不一定是專業保證，在大學學歷幾乎成為求

職基本條件的現在，參差不齊的智識程度更是我國社會在高等教育普及下的隱憂。 

為了確保高教品質，教育部開始要求各級學校需要接受或自辦評鑑（黃榮村、

2018, 172-180)。而在現今各種評鑑或認證的系統內，經常要去檢視學校的畢業生

流向，「學校能否訓練出產業需要的人？」往往會推演出「學校要配合產業訓練學

生」這樣的邏輯，尤其在技職校院為甚，然而高等教育畢竟不是為企業量身打造

職工的場域，配合企業訓練學生也不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所以在「產學鏈結」、

「學用合一」等大旗成為政府補助的優先標的後，教育與產業的關聯性或價值鏈

往往受到扭曲，臺灣有很多學校甚至要求教師們以「一人一產學」、「一人一技轉」

等為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ex，簡稱 KPI)，學術型大學則紛紛成立如

「產學鏈結中心」等單位來凸顯產學績效以獲取更多政府資源，因此重新討論並

檢討高等教育與產業間的關係，進而尋求合理的產學價值鏈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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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困境與人才低薪 

首先回顧我國的產業發展歷程，從政府有計劃的扶植中小企業、勞力密集產

業、重工業、電子資訊與兩兆雙星產業，以至新近的工業 4.0、大數據與人工智

慧等，然而近幾年卻陷入外資投資不足、產業發展停滯等重大瓶頸，除了少數如

臺積電等高科技公司外，大多依然陷於原廠委託製造代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簡稱 OEM）、原廠委託設計代工（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簡稱 ODM）的保守代工思維，新創公司、高附加價值的文化產業等始終動能不

足，產業除了尋求外移外，很多現況依然維持著過去數十年來的程度，而未能真

正產生突破，工作機會減少與產業不升級的窘境，便使得人力低薪化，更甚有學

用落差的現象。 

過去幾年，臺灣每年有高達 5%的大專以上畢業生到國外去工作，是非常強

烈的警訊，根據勞動部報告，指出過去十年來，我國每年移出約 2 至 3 萬白領技

術人員（約占就業人口的 2-3%），已造成專業人才及基層勞動力缺乏（經濟日報，

2017）。多項國際人才評比報告也幾乎一致性指出我國是全世界人才外流最嚴重

的國家之一，並將面臨人才短缺的危機。大家普遍公認，國內人才外流的最關鍵

原因，是低薪問題，臺灣人力素質不差，但平均薪資卻大幅落人於後，除了有很

長一段時間大學畢業生起薪停滯外，比其他亞洲四小龍如新加坡、香港、南韓又

差了一大截。尤其，在專業人才方面，各國紛紛以高薪搶奪人才，所以每年都有

不少大專相關科系優秀畢業生都跑到海外就業，其中語言相通、又有對臺優惠措

施的中國大陸往往是首選。 

四、如何重塑產學價值鏈與之建議 

工作機會減少與產業不升級的問題，連帶使得社會也困於舊思維之中，進而

導致高教文憑失去應有的重視，這也是為什麼我國社會在面對高等教育人才問題

時，誤以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學界無法訓練出產業需要的人」，卻忘了考慮到真

正原因有部分來自於「產業無法配合學界提升自己」，受完高等教育的人力，若

做的是與其知識技能不符的職位，則無法在如此的產業等級下受到妥善利用，以

致於其能力無法在產業中完整發揮，此部份尤以服務業居多。 

而在另一方面，因為很多企業主都經歷過製造業的洗禮，節省成本如「乾毛

巾也要擰出水來」的概念 (Cost Down) 根深蒂固，總認為人力的養成是純屬學

校的責任。殊不知先進國家人才的來源需透過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加以培育，學校

屬正式教育，著重在「基礎能力」如態度素養、基本技能、思考能力等 （武東

星，2013），而進入職場後之在職訓練，則屬企業責無旁貸的義務，特別是執行

某種特定的工作時所應具備的關鍵能力，而這些能力項目大多能透過場域學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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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來增加或改變，而且不是恆久不變。因此對學校來說，如何培養學生具備持

續學習的態度以及與時俱進的思考能力，反而較學會某種特定的工作的關鍵能力

重要。因此要如何來重塑高等教育的產學價值鏈呢？個人覺得要把握以下幾項關

鍵要點： 

(一) 高等教育應首重學生「基礎能力」的強化與品質保證，並從制度面（如

學分學程設計、學期長短調整等）來打造「跨領域學習」的環境，培養

學生持續學習的態度以及與時俱進的思考能力。當學生踏出校園，再依

產業所需，進入職場後接受在職訓練，在調整階段可由經濟部擴大現有

對產業人才培訓的規模即可，而非由教育部不斷地補助各級學校購買趕

得上產業的最新設備，如此才能真正發揮教育與產業的分工與接軌。 

(二) 產業要徹底升級轉型，數位科技的日益普及與深化，已經開始對全球價

值鏈、各地產業結構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企業要在如此競爭的環境下生

存，要強調「研發」與「創新」人才的進用、養成與留任，才會有新產

品綿延不斷地推上市場，以確保產品的市場佔有率，才得以持續獲利與

提高員工薪資。 

(三) 階段性的進行公私立大學適度減招，提高大學生與碩博生的學位含金量。

縮小公私立大學間、老牌與新設立大學間存在的資源與程度上的差距，

使得大學畢業具有一定的素養與專業保證。因為薪資水準係由市場人力

供需來決定，政府的介入或短期的補助均非根本解決之道。以當前高教

與技職體系過多的招生員額來看，適度減招有利於轉型為精緻而有特色

的大學，過渡期間則由教育部予以適度扶助。 

(四) 人才要回流，薪資落後並不是唯一原因，好的就業機會愈來愈少，工作

沒有前景，是更多年輕人及專業人才被迫離鄉背井，到國外找機會的更

重要原因。目前我國高教部門研發經費來自企業的比例已由 2011 年

7.5%成長到 2016 年 10.2%，顯見我國的產學合作已逐漸建立較為緊密

的關係（經濟部技術處，2018），但如何鬆綁法令與鼓勵師生走出校園

來創業，進而形成產業聚落如美國矽谷，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更形重要，

2018 年 5 月立法院雖已放寬公立機構研究人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

不得經營商業的限制，然而在傳統「大學自治」的氛圍下，如何有效地

營造與推動仍有待觀察。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頁 31-34 

 

產業與教育的關係  主題評論 

 

第 34 頁 

五、結語 

基於科技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科技的創新，要靠人才，而人才來自

教育，我們應該重新檢討我們對於高等教育與產業間關係的討論，重新界定產學

價值鏈，不僅要請企業界把員工進入職場後之在職訓練，做為責無旁貸的義務，

高等教育更應重視學生「基礎能力」的強化與品質保證，並打造「跨領域學習」

的環境，產業也要徹底升級轉型，強調「研發」與「創新」人才的進用、養成與

留任，才得以持續獲利與提高員工薪資。而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應階段性的

進行公私立大學適度減招，提高大學生與碩博生的文憑含金量。突破傳統「大學

自治」的氛圍下，鼓勵師生走出校園來創業，增加好的就業機會與願景，進而形

成產業聚落如美國矽谷，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重塑我國社會合理的產學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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