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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大專校院重視基礎學科教育與訓練，企業提供實習訓練機會，讓大專校院的

課程教學與企業的生產需求相互銜接整合的概念，早在過去二、三十年來，即已

被廣泛的研究與報導(Wiklund, H., & Wiklund, P. S., 1999; Boltze, 2003; Novickis, 

Mitasiunas, & Ponomarenko, 2017)。在一個以促進企業全面品質管理為前提的大

學與企業合作模式研究中，前人研究者更具體指出了教育學者的參與投入，直接

貢獻企業中長期品質管理策略的精進，以及全面品質管理的具體實現；而由於企

業雇主的參與合作並與提供生產面建議，持續推動大學端的課程與教學的改革，

讓大學所培育出來畢業生之專業能力更符合企業的生產需要 (Wiklund, & 

Wiklund, 1999)。一篇有關波羅的海邊的國家-拉脫維亞(Latvia)將大學產學合作研

究移轉給企業提升產能的研究，更清楚地指出大學科研與企業合作，可以促成重

要科研的技術移轉與生產效能提升 (Novickis, Mitasiunas, & Ponomarenko, 

2017)。而另一篇有關德國 Darmstadt 科技大學，則將科研成果透過產學合作，

把大學在交通運輸技術層面之研發成果移轉給德國赫森邦政府(Hessen State 

Government)加以運用，更是一個大學與企業產學合作的成功典型(Boltze, 2003)。

凡此種種，皆清楚說明了大學與產業界合作，共同重視科研技術移轉與人才教育

訓練，對於政府或企業均直接造成重要產能貢獻，對於大學亦促成了持續的課程

與教學革新，可謂雙贏。 

二、 當前大學與企業產學合作之社會背景 

臺灣高等教育正面臨人口快速遞減的嚴竣挑戰，各大專校院為推動永續發展

提升國際競爭力，莫不致力於提昇辦學績效、加強產學合作、及致力於推廣教育，

以確保永續經營發展（郭秋勳、郭美辰，2006）；其中，產學合作肩負培育高級

人才與符應企業人力需求，更是各大專校院校的務發展重要策略之一。 

「產學合作」不僅可建立企業需求導向之人才培育，更可藉此加強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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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間之合作，讓大專校院科研及人才培育與企業人力需求接軌，學術理論與

企業實務需求，得以作有效的連結（康自立，1985）；這種大專校院與企業的合

作模式，通常以契約關係建立雙方的合作信賴，讓大專校院善用現有設備和充沛

研究人才，將學術研發成果和企業的發展需求相結合。一些常見的大專校院與企

業合作模式包括，專案研究、產品開發、製程改善、研究發展等，這些合作一方

面著重在提升企業更大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提供了大專校院教師的應用科學研

究場域，同時也提供了大學生實習場所與工作機會（林清河，1994；蕭錫錡，1997；

Rebore, 2001）。 

上述合作讓企業雇主得以參與大專校院系所的課程及教學改革。由於目前各

大專校院的系所普遍設置有「課程發展委員會」（簡稱課委會），其成員包括企業

雇主、畢業校友、教育學者專家、校內教師、以及高年級在校學生，定期共同研

討及改革系所開設課程（黃政傑，2018）。邀請雇主前來大專校院參與課程與教

學改革的目的，在於藉此讓大專校院教授給學生的知識與技能得以跟得上時代的

進步；否則，當大專校院的課程教學落後真實世界太多時，一來，畢業生無法順

利就業；二來，也易遭受「老師用過去的舊知識，教現在的學生、去適應未來的

工作世界」之譏，身為企業未來的人力培訓者，不可不慎也。 

三、 大專生前往企業從事實務實習的必要性 

我國現階段的高等教育不論是高教大學或技職校院，為了因應學生畢業後能

順利進入職場的生涯發展需求，學校提供了一個整合教育與訓練、學校與企業的

「實習制度」。大專校院的實習制度通常由學校、企業、學生三方面訂立實習合

作契約；有些大專院校採取部份時間在學校修習理論與專業課程、部份時間在企

業充當學徒進行實務技術學習的合作模式，一方面讓企業增加了半技術人力；另

一方面也讓學生提早進入職場，瞭解自己的能力和性向；這一合作模式確有助於

其學生畢業後之順利就業。 

本文第一作者曾於 2014-18 年擔任位於南彰化明道大學校長。從大學生的背

景條件與基本資料分佈發現，在國內聯考制度的傳統觀念排名下，較晚設立的私

立大學其所招收到的學生之學術成就難以和聯考志願排名前端的大學相提並

論；但這些學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在經過四年大學的嚴格培育訓練後，學

生在畢業後於各企業擔任專業工作的成就，亦屬穩健成熟獲致企業良好的評價。

這所私立大學自 2001 年創校以來，培育了近二萬名畢業生；從畢業生的流向調

查可知，絕大多數的畢業生留在國內公民營企業服務；因此，他/她們的學弟妹

們亦皆有所理解；亦即，該大學畢業生畢業後較少選擇出國作學術導向的深造，

而是以留在國內企業界尋覓一份學以致用的專業工作為主，並且皆能如願以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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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創校初期 14 個學系中有 13 個學系，採取四個年級完全在校內進行

教學的傳統教學模式，但卻有一個學系（餐旅管理學系）採取三年在校內進行課

程教學、一年全時參與企業實習之所謂「3+1 學習模式」；而在一個全校系所畢

業生就業率的調查中，我們發現這所大學在創立初期唯一採取「3+1 學習模式」

的學系（餐旅管理學系）畢業生之歷年平均就業率竟高達 95~98%。這一調查發

現讓我們猛然驚覺，原來，提升畢業生就業率的良方-「3+1 學習模式」早就存

在於校園中了。因此，在本文第一作者擔任該校校長的第一年，作了一個全校

14 個學系，所有大三學生均規劃前往企業從事實務實習參與「3+1 學習模式」（明

道大學，2015）。當然，少部份不願意參加實務實習者，學校亦提供校內的選課

配套安排。 

其實，從我國技職學校課程變革發展歷史來看，1955 年高職學校實施了「單

位行業訓練課程(Unit Trade Training)」係以實務為導向，其內容旨在針對加工產

業需求實施「能力本位教學(Competency-Based Instruction)」以提供單能操作工；

1986 年為因應社會多元變遷發展，技職學校實施了「群集課程 (Cluster 

Curriculum)」倡導先廣後精之課程模式，以契合當時期重基礎、講專業之多元社

會需求，學校提供學生具備兩種以上的技術能力以適應未來職場技能之變遷；而

在 1990 年後，我國高等教育機構蓬勃發展快速增加，全球科技產業亦迅速發展，

產業及新產品更是不斷推陳出新。因此，在高等教育階段增加了企業「實務實習」

之比重，讓畢業生能夠在畢業後立即跟上產業趨勢，確實可保證學生於畢業後得

以在最短時間內覓得一份理想的專業工作。是以，高等教育階段學生「在校期間

的企業「實務實習」，即已不再跼限於醫學院、師培大學、軍警校院，而是逐漸

地擴展到高教機構的各個院系。 

四、 大學與企業產學合作提供實務實習案例：明道大學的經驗 

西元 2012 年，明道大學精緻農業系與大陸福建省霞浦農場共同合作，創建

一個佔地 120 公頃的核心農場，透過研發與行銷帶動和指導周圍衛星農場生產及

銷售；同時，亦提供明道大學精緻農業系學生的企業實習機會。這一項大學與企

業產學合作有三大任務，包括：1.巨峰葡萄栽植示範園區：各式果樹品種、中草

藥品植物、有機蔬菜種植園。2.山景休閒度假山莊：Long Stay 庭園休閒莊園、

養生健康餐廳。3.湖景俱樂部、歐式酒莊。這一大學與企業的產學合作已將該校

精緻農業系的特色，成功地發展至海峽對岸。然而，由於受到兩岸主客觀環境條

件的影響與限制，上述產學合作項目只完成了第 1 項後，就宣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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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一個頗具創意的明道大學與企業產學合作方案，一方面開拓了大專校

院系所面向企業推出專業服務的能量，增加了校務基金的收益，同時亦開拓了大

專學生前往企業實習的機會；進而，亦促進了畢業生就業的工作機會；然而，由

於兩岸關係日趨緊張，大學端不得不終止另外二項尚未完成計畫項目。否則，上

述第 2、3 項計畫實現後，將另可促成該校大學端-企業管理學系及休閒保建學系

學生的企業實習機會及畢業後的工作機會。 

 

圖 1. 明道大學與霞浦農場合作案例(將荒山轉為葡萄園) 

 

圖 2. 明道大學與霞浦農場產學合作成果-結實累累的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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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臺灣社會少子女化的社會變遷與發展導致私立大專校院在不久的將來，可能

因為招生不足財政短絀導致辦學困難，因此，私立大專校院未來這幾年，乃陸續

朝向「教學研究走向產學合作、擴大招收國際外籍學生、並以社會需求為導向辦

推廣教育班隊」發展，期盼這些努力挹注更多資源來舒解私立大專校院經營危機。

其中，產學合作有效地增加校務基金，亦提供給學生額外參與研究及實務實習機

會，進而提升了畢業生的就業率。本文所提明道大學於大三辦理一年的企業實習，

開辦了「3+1 實務實習」之學習模式，對於學生職業性向定位以及專業工作認同

與技術能力的精熟，皆具有正面效益，並有助於學生將來畢業後覓得一份學以致

用的專業工作。更難得的是，這一產學合作，邀請了外部專家參與學系課程委員

會，並以顧問角色將企業的人力需求，實質地轉化成學系的課程改革。例如，本

文前揭之精緻農業學系，正因如此，具體地增加了因應大三學生前往企業實習所

需之「課程驗證、職場倫理、人際關係、企業前瞻、企業經營、創新學習」新課

程，讓該校推動大三學生從事企業實務實習相當順利，成為這所大學的特色之一。

此由 2016-18 三年來該校新生註冊率之統計，精緻農業學系均排名全校最佳可獲

佐證。上述創新作為，或可提供私校辦學者作為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及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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