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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人力需求談教育的新思維 
黃廷合 

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教授 

 

一、前言 

推動產業的發展是每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之一，而產業發展需有各種

條件配合，如科技能力、良好的人力素質、活絡與充足的金融服務、安定的政治、

繁榮的社會環境及健全的各種法規制度等。其中良好的人力素質，有賴於教育部

門的努力與配合。本人長期服務於高等技職教育，藉本月刋機會，深入剖析「產

業與教育」之關係性，供各界賢達之士，參考指正。 

二、教育對產業發展的重要性 

產業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有産業的創新，才有機會提升經濟發展與

改善人民生活。當產業有創新機會時，就必須擁有產業所需要的科技能力、人力

資源及研發生產經費等。其中，人力資源是最難解決的，因為人力資源需要長時

間的培養。教育對產業發展之重要角色，可見一斑。在此提出下列淺見： 

1. 教育是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各產業的定位與展望，皆要有優良人力資

源的素質，而這些人力具備之能力，必須符合現今產業需求之知識水平。而

這些知識水平的能力，必由教育機構來教導與培養。在現代的科技製造產業

或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技術能力、新知識與員工的職場通

識性能力等等，更需要優質教育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教育功能才能奏效。 

2. 更需要優質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教育功能才能奏效。 

3. 產業人才要靠普及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投資才能真正解決人力需求。同時，亦

要配合產、官、學之合作，才能展現教育特色與重要性。 

4. 產業升級以人才為本，而人才的培育是百年樹人工程的首要任務，唯有精實

的人才培育計畫才是產業轉型的最佳保證。 

5. 當今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國家，誠如美國，一定要先有優勢的教育環境與

資源，同時有最優秀的人才庫，有「人才庫」才是推動尖端產業科技的研發

先決條件；由此可知，教育與產業發展是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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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產業趨勢分析 

產業之意涵，可以說明如下：（一）、從顧客角色而言，是指一群提供可相互

替代的產品或服務的公司，也就是說，這一群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可以滿足相同基

本顧客的需要。（二）、從公司的功能而言，亦指擁有相同產品與服務功能的公司，

而這些公司可以透過改變産品與服務價值與價格，甚至來影響可生產替代產品或

創造新的服務，這樣的企業組合，我們即可界定為同一產業。產業發展趨勢與特

性中，其產品與服務品項「替代性」是一個關注重點。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行業分類，將製造業區分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

和「技術密集產業」；而行政院自 2004 年起，擴大服務產業，又將服務業範疇重

新規劃為金融服務業、流通服務業、......等 12 項。近年來，製造業日益體會到擁

有「服務」成分的價值活動，是未來製造業提升競爭力的主要來源。所以，政府

考量產業趨勢，是以「製造業服務化」及「服務業科技化」二大主軸為發展方向。

在 2004 年即開始包括了製造服務化產業，如：研發服務業、環保服務業及工程

顧問服務業等之推動。 

再以 2019 年十大產業趨勢而言，與「5G」有關的產業即佔了一半。2018 年

10 月底，國內集邦科技公司預估未來產業趨勢是：以「光通訊」為基礎，在 2018

年各國已陸續佈局，期待 2019、2020 年，5G 產品研發、商用程度將有大規模的

破壞性創新，如首款 5G 智慧型手機會問世生產。有關 5G 的產業技術趨勢日益

成熟後，貢獻最大是：可以提供更大頻寛、更高速行動聯網及更高畫質影音（如

4K/8K)之外，還會有更多貢獻，讓 5G 應用在其他科技產品上，如：（1）、行動

AR/VR 數位化應用。（2）、工業自動化與智能生產。（3）、數位醫療之手術機器

人與手術導航系統。（4）、大規模物聯網服務。（5）、自動車輛智能控制。下列各

項前瞻使用，又依據國際上科技產業研發調查機構預估，到 2035 年，5G 相關產

業鏈，將為全球創造 3.5 兆美元的經濟產出，以及多達 2,200 萬個工作機會，若

以現值計算，5G 相當於為世界帶來「一個印度」的經濟體。5G 相關產業以美國

及中國大陸兩大強國貢獻度會超過一半的產値；因此，5G 將影響到我們的的生

活與科技產業定位。 

今天，我們討論「教育」與「產業」相關性之際，從上述資料，讀者可以很

清楚了解到：未來各種產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一定與現在正教育培訓的內涵有

不少落差。藉此臺灣教育評論月刊之園地，本人提出幾點淺見，供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參考指正。期待大家在產業快速變遷年代，教育界朋友，可以從產業界對人

才需求若渴的時候，大家要創造較新的思維與認知，以「良師興國」的使命感，

來為產業界需求人才把關。下面提出五項思維模式，供大家一起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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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位教育工作者的前瞻思維 

時光荏苒，大家剛剛送走 2018 年(民國 107 年是旺狗年)，迎接 2019 年(民國

108 年金豬年)，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在產業快速發展與變遷的時代，我們培訓出

來的人力資源能被新興產業接受嗎？教育與產業的關係性再重新定位之時，本人

建議每一教育工作者的思維，在「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偉大思想感召之下，大家

除了在教育工作本分上，全力以赴之外，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要一起來關注，

對培養出來的人才是否具有優異性，與未來產業人力需求性匹配如何呢？具有頗

大的關係性。國內產業未來的競爭力，是我國經濟發展成敗的重點，為順利締造

國內新的產業發展成果，大家一起來重視教育的改革與變化，是目前發展新型產

業必要的策略。本人在此先提供下列五項前瞻思維，供大家討論，以藉由教育工

作者之觀念的建立，來教育下一代的年輕人，以因應新型產業人力之需。 

(一) 思維 A：變化（Change) 

數位化時代之下，人人要有快速反應與接受新科技的能力。在教育工作者的

教化工作中，要培養下一代的年輕人，要有「心態致勝」的正面能量與活力，來

啓發新一代年輕人，期待他們在人生旅途中，注入從小到大就有接受變化(Change)

是常態的思維模式，為未來工作內涵之變化，而保持高度正思考能力。 

(二) 思維 B：整合(Integration) 

科技快速發展與科際整合時代，以前說「機械與電子電機，不分家」，現在

更要說「人文與科技，不分家」。大家常聽到一句行銷廣告詞：「科技永遠來自於

人性」，這些對人類的期待與鼓勵，更要讓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須要培養每一

位現化國民，真正能落實教育功能，譲每一位年輕人具有很強的「萬物整合」能

力，也就是說「教育」要重視「整合」(Integration)的教育功能培養，來配合產業

的未來發展趨勢。 

(三) 思維 C：跟隨（Follow) 

學以致用是教育工作的理想目標，也是教育與產業結合的最佳成果。在 1970

年代，前台中沙鹿高工姜校長，首先大力推動高職學生輪調制度的建教合作，讓

學生與各工業區公司合作。例如：有二班學生，A 班學生在學校上課，另外，B

班學生則在公司參與生產實際作業；經過三個月兩班互相交換，此種真正將教育

界與產業界的建教合作，直到今天，還在擴大實施中。近年來，教育機構也推出

各類型產學合作方式。例如：產學攜手、進修暨推廣部的產業專班、產業學院、

業師到校授課、教師赴業界研習......等教育策施，其目的就是要教育可以「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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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脈動，來培育產業界所需要之各種人力；而產業界也全力提供資源與環境，

來培訓真正需求的人才。這種「跟著」(Follow)模式的互助合作，是每一位教育

工作者應有新思維，才能讓年輕人在未來產業發展趨勢下，較可能順利接受各項

的工作挑戰。 

(四) 思維 D：發展（Develop) 

教育與產業結合在一起後，教育機構有產業的支援，產業界有教育機構的人

才提供與研發成果分享，教育界與產業界發展與進步，成為指日可待的發展

(Develop)趨勢，共創未來。 

(五) 思維 E：成長（Growth) 

教育與產業的關係性，若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傳道、授業、解惑等三大功能

中，皆以產業招募的員工，是否為各產業所愛用，而每位教育工作者皆以這些員

工有機會在發揮學以致用的能力中工作，那是教育與產業的關係性達到最佳化的

時候了。同時，產業界亦以最佳的資源與支持態度來對待教育機構，在互蒙其利

及共同成長(Growth)的關係中，共同創造新願景與新社會。 

五、結語 

教育與產業的關係性，是密不可分的；唯有成功的教育制度與政策，才能培

育優秀產業界需求的人才。本文特別提出五個思維方向，供教育工作者與產業界

的經營者，相知相惜。這五個思維焦點以：1、變化(Change)；2、整合(Integration)；

3、跟隨(Follow)；4、發展（Develop)；5、成長（Growth）。從這五個思維焦點，

期盼教育界朋友勇敢地，來迎接產業快速變化的科技與人類需求，可以整合各種

教學內容，緊緊的跟隨著產業步伐，讓教育界與產業界共同來發展與成長，共創

雙贏，嘉惠學子，貢獻社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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