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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 

談技職教育改革的可能方向 
張碧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緒論 

    技職教育曾經開創台灣的經濟發展奇蹟，但隨著教育制度及產業發展的變

遷，台灣技術人力產生缺口，加上科技大學畢業生學用落差現象，使得技職教育

功能逐漸式微。教育部從 2010 年開始推動技職教育再造工程、2013 年再執行第

二期技職再造工程，希望能強化技職教育的務實致用功能、深耕畢業生的就業能

力。這些努力，顯示技職教育的重要性被重新思考，也掀起了重返技職教育榮光

的政策目標。 

    在這波努力中，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可說是最具體的措施之一。為了回應業

界對中級技術人力的需求，教育部針對人才培育量相對偏低的「農林漁牧」及「工

業」領域，在 107 學年度核准十所科技大學增設五專部，希望強化學生實作能力

的學習、引導學生畢業後即就業，並解決產業缺工問題。 

    然而，在這個政策推動之初，就有許多反對聲浪，也讓教育改革必須慎重的

議題重新被討論。黃榮文（2017）指出，技職教育改革不慎，容易造成長遠傷害。

例如 1994 年到 2003 年間強行推動綜合高中，讓高職開始邊緣化；2014 年實施

十二年國教免試升學方案，其超額比序入學方式，讓許多學生進入與其興趣不合

的科系。所以，沒有深思熟慮的教育改革，反而讓教育問題更嚴重、更膠著。 

    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這個新政策，是教育變革的救命丹，或是另一個教育亂

象，以及，該政策如果不可行，那台灣技職教育該如何走，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批評容易建言難，該文嘗試說明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政策內涵與大眾的質疑、

分析技職教育的真正問題及改革的可能方向，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有心之士

能集思廣益，以尋找最好的改革方向。簡言之，本文主要在探討以下問題：      
1.探討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政策內涵與質疑情形。2.思考技職教育面對的問題

及可能的改革方向。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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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政策內涵與質疑情形 

    為了瞭解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政策，首先說明該政策的內涵，然後就大眾

的質疑、教育部的解釋，以及解釋後的再思考等進行說明。 

(一)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政策內涵 

    在技職教育體制轉變、高職學生升學風氣過盛的大環境下，台灣中級技術人

力消失，也讓學用落差問題越趨嚴重。因此，教育部提出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

政策，同意十所科技大學在學生人數總量管制前提下，以四技進修部 1 比 3 比例

的名額調換辦理五專部，總計核准 800 位名額。在 107 學年，總共補助增設 9 校、

14 科，共計 623 名學生。也就是，仍有部分新設的五專未招滿（林良齊，2018）。 

(二)對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政策的質疑與釐清 

    在該政策執行前，就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並質疑這是挖東牆、補西牆的做法。

其中，最明顯的討論包括： 

1.形同與高職搶招國中學生 

    在少子化的大環境下，招生是每個學校面臨的艱鉅任務。科技大學設立五專

部，因其學生來源是國中，對高職的招生造成衝擊。因此有人認為，這是犧牲高

職，尤其是私立高職利益的政策。 

    教育部對該問題的解釋是，同意招生的領域是在培育量相對偏低的「農林漁

牧」及「工業」類。根據國科會的數據（引自馮靖惠、林良齊，2017），我國從

事「農林漁牧加上工業」和「服務業」人數的比例是 4 比 6，但培育的畢業生比

例是 3 比 7，加上目前五專培育的中等技術人力人數偏低，因此該政策是彌補技

職教育培育的不足。此外，該政策總培育人數不超過 800 人，與每年五專招生的

11 萬人相較，影響實在有限。 

    教育部的解釋似乎很合理，但高職端還是這麼反彈，可能原因是招生問題太

過艱鉅，已經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了。如果少子化現象持續惡化，那麼啟動學校的

退場機制以根本解決壓力，可能是更迫切的。此外，既然培育人數不超過 800 人，

為何要推動這個影響不大，卻爭議很多的政策，也是需要省思的。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MTI=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cwODM=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M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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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法解決技職教育學用落差的問題 

    目前技職教育的一大問題，是學用落差嚴重，尤其是學生實作能力低落。科

技大學設立五專部，在其師資偏學術專長的情形下，如何提升學生實作能力，是

一大考驗。 

    教育部提到，106 學年度起辦理的「五專展翅計畫」，學校可以透過與企業

合作，補助專四、專五學生到業界服務，並得到每月至少 6000 元的生活助學金

或實習津貼，以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 

    這樣的想法還是值得思考。首先，如果專四、專五透過與企業合作可以培訓

學生實作能力，為什麼不在現有的高職或五專落實就好。其次，與企業合作、提

供學生補助，就能解決學生實作能力低落的問題嗎？學校與企業合作的困難，多

是在實習時數不足、企業主導權不夠、良質企業難尋等方面，所以，思考面應該

是在與企業合作的配套措施如何建立、如何找尋及鼓勵企業參與合作，而不是在

教育體制上的改變。 

3.無法解決技職教育升學風氣過盛的問題 

    教育部決定在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可能是源自高職升學風氣太盛，學生很

難投入技能的訓練，所以，如果五專前三年專心學習理論，後兩年加強實作訓練，

學生就能具備就業的能力，升學風氣也才可能減緩。然而，如果升學的想法沒有

改變，五專畢業還是可以念二技（五加二），這與高職畢業銜接科大（三加四）

並沒有兩樣。 

    教育部的配套措施是，五專學生畢業後直接就業者，教育部有提供在學學雜

費全免的就業獎助金，期望能鼓勵學生安心就學、畢業後直接就業。 

    同樣的，這樣的措施如果有效，為何不在高職及五專擴大執行就好。此外，

鼓勵學生畢業後直接就業，應重在價值觀的引導、重在就業能力的提升、重在就

業環境的改善。獎勵挹注雖然有效，但不是根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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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技職教育的問題談改革的可能方向 

    由上述討論可知，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政策，因為缺乏整體配套措施，很

難根本改善困境。其實，台灣技職教育的問題錯綜複雜，很難從單一政策的介入

而達陣，這讓人不得不思考，技職教育的問題到底有哪些，以及，如果要進行教

育改革，可能的方向又該往何處去。 

    在整理技職教育面臨困境的文獻（張仁家，2014；黃榮文，2017；謝宇程，

2017），以及筆者的思考後，嘗試提出技職教育改革的可能方向。 

(一)應勇於面對教育供需失衡的事實 

    台灣教育的問題，源自需求面的不足，以及供給面的過剩。在需求不足方面，

國內鼓勵生育政策失效，讓出生人數持續下探。其實，生育意願的問題在經濟環

境、在支持體系，更在對未來的信心。如果經濟繼續不好、支持系統一樣不足，

大家終究不敢生（怕養不起）；如果繼續對未來沒信心，大家終究不想生（怕下

一代未來過得不好）。在供給面方面，當學校數量過多、當每個學校都期望透過

招生來解決問題時，不僅供給面過多的問題無法改善，招生工作最終還會拖垮教

育品質，甚至讓學校的教育方向嚴重變質。而目前供給過剩的問題，在高等技職

教育尤其嚴重。 

    教育的供需失衡問題錯綜複雜、難有單一解決之道時，可能就要有大刀闊斧

的決心，以及要有犧牲個人利益的心理準備了。在此方面的可能改革方向包括： 

1. 國人應有生育報國的決心 

    生孩子已經不是個人意願的事，而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在了解生育對國家的

重要性後，每個人都應不計利弊得失的增「產」報國，以根本增加教育的需求面。 

2. 政府應提出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 

    目前政府的鼓勵生育政策幾乎都在單一的經費挹注，其實，最好的政策，是

讓民眾在不放棄工作前提下，可以陪伴孩子走過成長的關鍵時期。所以，更具彈

性的工作時間、育嬰留職的規範、高品質的托兒服務提供等，都是平衡工作與家

庭的重要措施。此外，穩定的政治與經濟環境、良好的教育及生活品質，也是讓

國人對未來有信心、願意多生育的關鍵，也因此應成為改革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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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啟動學校退場機制 

    就目前台灣的出生人數及學校數來看，學校退場工程勢在必行；如何降低過

程中的損失與傷痛，是應思考的方向。其中，教師優退條件及轉業輔導，尤其是

如何讓人才繼續被重用的配套措施，更是燃眉之急。 

(二)應重新定位技職教育 

    對目前的學生來說，技職教育是獲得大學學歷的管道，這對不是很會讀書，

卻善於手作的學生來說，無疑是生命的浪費。所以，重新檢視技職教育的定位、

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才能找到改革的方向。在此方面的可能改革思考包括： 

1. 應整體思考技職體系的定位 

    在目前的技職教育中，因高職升學風氣，讓科技大學的定位非常不清楚。如

果科技大學重視理論，這些在高職都讀過了，學生重複學習、形同浪費；如果兩

階段培育的學生都缺乏實作能力，技職教育的功能就會式微。但，如果科技大學

重視技能訓練、高職重視理論，邏輯又是不對。 

    參考技職教育相當成功的歐洲，很多國家的技職教育體系最高學歷只到 18

歲，早年台灣僅有高職及五專時的技職教育運作也沒什麼問題，這呈顯出台灣科

技大學定位的不清楚。如果高職或五專能訓練學生實作能力，學生在畢業後能立

刻就業、就業後能在實作中繼續進步，那麼，科技大學的存在就需要檢視了。如

何規劃科技大學的退場或轉型機制，是必須思考的。 

2. 應統籌規畫培育領域的缺口 

    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政策中，看到台灣技職教育的培育缺口，因此增加農

林漁牧及工業等領域的辦學勢在必行。未來也應定期調查培育缺口，隨時進行調

整。 

3. 應統籌規劃技術人力的需求 

    高職是培育基層技術人力、五專是培育中級技術人力的定位很清楚，但在變

化快速的現代社會中，到底該培育多少高職及五專生，應該要有更明確的規劃。

透過人力需求的定期調查、適切調整培育的內容，才能讓培育人力符應職場需

求，不至於有供需失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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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以技能訓練為培育重心 

    技職教育的培育重心，應是在理論學習外，更重視技能的訓練。選擇技職體

系的學生可能是擅長手作，而對讀書不在行的，在他們訓練技能的黃金時期卻在

準備升學非常可惜，所以，重新找回技能訓練的重心，是技職教育必須努力的。 

5. 應以畢業即就業為培育目標 

    現在的學生延後就業、實作能力在大學中無法延續的結果，拖垮了學生的就

業準備度，也拖垮高等技職教育的品質。在重新找回技職教育技能訓練的培育重

心後，學生的就業信心自然提高，畢業即就業的目標才可能達成。 

6. 企業應提供適切的協助 

    目前許多企業的最低用人標準設在大學學歷，這等於斷絕高職或五專學生的

就業機會。因此，企業應同步調整用人標準，以協助技職體系就業目標的達成。 

(三)應發展與業界的合作模式 

    謝宇程（2017）強調在技職教育中職場學習的重要性，包括工作現場才是技

職教育發生的地方、其工匠與師傅才是最知道該教什麼、如何要求學生的表現的

人。然而，台灣的技職教育還是以學校為中心。根據黃偉翔（2017），台灣技職

教育是援用美國的「技職學校」模式，也就是透過由學校購置設備、引進技術業

師、發展產學合作關係等，來強化學生的實作能力，偏偏這個模式存在著學用落

差的因子。他舉德國的二元制（dual system）技職教育為例，強調由企業招收國

中畢業生，然後再定期（每周一到兩天）送回職校接受相關教學學習的好處，也

就是學徒是「在業界學技術、在學校學國民基本課程及專業相關課程」，實務面

上不會產生學用落差，學校也不必花大筆經費購置設備，卻永遠追不上業界。 

    國外經驗因風土民情不同，不見得能直接在台灣落實，但重視職場學習的想

法是必要的。其實，台灣有些高中階段的實驗教育已經與工作現場有緊密結合

了，而且成效不錯（張碧如，2019），應可作為技職教育改革的借鏡。有關技職

教育與業界結合的相關建議包括： 

1. 學校與企業應重新建構合作模式 

    目前技職教育與業界合作的模式，因實習時數少、企業主導權低，幾乎都是

由企業配合學校的需求，並以「體驗」業界工作為主，很難進行有系統的職場能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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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訓練。學校應利用 108 課綱的課程彈性，重新建立與企業的合作模式，並給予

企業更大的主導空間。 

2. 鼓勵優良企業的參與 

    目前學生在企業學習的模式，容易讓企業覺得帶學生是負擔，因而意願不

高，或多是消極配合。黃偉翔（2017）提到，德國企業對提供學生實習的態度是，

企業並非拿出經費或撥出產能給學生使用，而是付給自家學徒的訓練費用及員工

薪水，這是值得借鏡的思維方式。此外，如果合作模式可以重新建構，希望更多

優秀企業能更積極投入，讓學生、學校、企業能有三贏的機會。 

3. 企業應發展自身的職業訓練模式 

    企業本身須發展自身員工的訓練模式，才能訓練出優秀員工來擔任學生的業

界導師，也才有訓練模式可以依循。只是，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發展自身職訓

模式確實有困難，但應是健全企業體制的重要轉變，值得努力。 

(四)應全面協助學生發展 

    學生是國力的來源，希望國家富強，就必須提升學生的素質。然而，目前學

生基礎能力不足、學習熱情欠缺、對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不了解，所以，他們迷失

在學歷的追尋中，也對未來失去信心。家長與老師必須全面協助學生，才能讓他

們在技職領域找到生命的方向；學生則需要自動自發、為自己的學習負起責任。

在全面協助學生發展方面，有以下建議： 

1. 家長與老師都須了解技職教育 

    目前高職升學率過高，多是源自父母的期待，以及老師的背景。許多父母迷

信學歷，認為透過學歷的提升可以讓孩子找到更好的工作；許多老師不是技職體

系出身、無法體會實作的意義，經常以自身升學經驗來引導學生。因此，父母及

老師都應了解技職教育，才能適切引導學生生涯的選擇。 

2. 應協助學生探索興趣 

    目前許多學生就讀自己沒有興趣的科系，足見台灣學生的生涯探索不足。這

是教育的浪費，更是學生生命的損失。因此，父母及老師應協助學生生涯探索，

以期能自我了解，並選擇有興趣的學習領域。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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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協助學生對所讀領域認同 

    台灣曾經有的經濟奇蹟，是因為技職體系的學生在畢業後大多從事本行，之

後投入了一生的心力。所以，技職教育的成就，與其說是提供優良的教育訓練，

倒不如說是培養一群人的素養，讓他們願意且持續的在本行中投入。因此，教育

內容應協助學生對所讀領域認同，才能終其一生的投入。 

4. 學生應致力於自我充實與追尋 

    不論是對興趣的探索，或態度的提升，父母師長的協助外，學生亦應肩負起

責任。所以，學生應自動自發、主動積極，才能開創更有價值的人生。 

四、結論 

    科技大學設立五專部的教育政策被質疑形同與高職搶招國中學生，以及無法

解決技職教育學用落差及升學風氣過盛的問題。由此發現，台灣技職教育的困境

是全面性的，很難從單一政策來改變。從文獻及筆者個人的經驗中發現，技職教

育的可能改革方向包括：應勇於面對教育供需失衡的事實、應重新定位技職教

育、應發展與業界的合作模式，以及應全面協助學生發展。希望這些建議能有拋

磚引玉之效，讓更多人願意投入相關討論，並期待發展出更完整的技職教育改革

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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