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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建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可行策略 
王令宜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提升高等教育品質為全球高等教育發展之重要課題，為因應國際化趨勢及增

強全球移動力，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積極推動高等教育跨境品質保證，

發展「歐洲終身學習資歷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EQF）；東

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以下簡稱東協）

也積極發展東協區域性高等教育「東協資歷參考架構」（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Framework），以加強東協各國高等教育跨國合作與區域協調（ASEAN, 
2018）。 

我國高等教育雖已具完整且成熟之學制，但尚未建立國家資歷架構體系，故

教育、職業訓練與人力發展由教育部、勞動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等單位分別負

責，整合不易；然在以「資能」統合的國際潮流中，為衡平考量學習「學歷」與

職業「資歷」之相互銜接與累積，實應積極建立國家資歷架構，明定各資歷等級

高等教育或職業訓練之品質與內涵，有效整合國內教育資源、學習成效與職場需

求。 

本研究旨在分析主要國家學資歷架構發展現況，以及探討我國建立高等教育

資歷架構之可行策略。首先進行文獻探討及官方文件分析，瞭解主要國家資歷架

構發展現況；其次邀集 6 位學者專家進行個別諮詢訪談，分析我國建立高等教育

資歷架構之必要性及其面臨挑戰；最後邀集 5 位學者專家與政府部門代表進行焦

點團體座談，探討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建構雛型及可行策略（王令宜，2017）。 

本文首先探討國家資歷架構之意涵，其次說明建立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

價值性，再其次分析建立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挑戰，最後提出建立我國高等

教育資歷架構之可行策略及架構雛型。 

二、國家資歷架構之意涵 

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 framework）係指透過評測與審核程序，判定個人已

達既定標準所定的學習成果，其可做為國內與國際間資歷品質、可取得性、銜接

性之認可；而國家資歷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NQF）則是訂定經

由各種學習和經驗可取得的證書、文憑和學位（簡稱資歷）層級、類別及其準則

和進路的工具（于承平、高安邦與林俞均，2010；李隆盛，2013；侯永琪，2009；
莊謙本與黃議正，2012）。資歷架構為改善一個國家（如澳洲）或區域（如歐盟）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6），頁 30-37 

 

國家資歷架構  主題評論 

 

第 31 頁 

的資歷品質、可取得性、連結性和公眾或勞動市場的承認性奠定基礎和做出貢

獻，該架構可促進終身學習、多元學習，也確保資歷和能力（簡稱資能）統合。

資歷架構的範圍可以只包含某一特定教育階段或訓練，也可以廣泛包含所有學習

成果及歷程，其為教育體系及職業訓練制度發展最重要的根基，通常著重在資歷

及學位如何被規劃及達成目標，希望能建立一個橫跨不同類型資歷及學位的共通

性。 

Mari（2015）指出明確的資歷架構為終身學習勾勒出清楚的發展方向，並提

供利於學歷與資歷間相互轉換的過程與機會。Hou（2012）也指出為便利畢業生

的跨國流動與就業，各國政府相當重視學歷認可問題，建立資歷架構具有高度價

值性。 

資歷架構最早起源於歐盟，為了確保學位品質，將其與歐盟品質保證體系相

結合，歐盟發展出可使各國不同認證系統更易於理解，以推動境內跨國終生學習

與工作的通譯工具「歐洲終身學習資歷框架」，其最重要的原則是為其著眼於經

由學習所獲得的知識、技能、與競爭力等「學習成果」（European Commission , 
2018）。「歐洲終身學習資歷框架」要求所有國家資歷認證根據其 8 級標準，與該

架構建立聯結，其示意圖如圖 1。 

 
圖 1 歐盟各國資歷架構聯結示意圖 

資料來源：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2015） 

繼歐盟之後，東協為促進各會員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建置可相互參照採認的

高等教育網絡，即與歐盟合作推動為期 4 年（2015-2018）的 SHARE 計畫，由

歐盟提供 1 千萬歐元，協助東協推動一系列的計畫方案，以促進區域合作、提昇

高等教育品質、競爭力及國際化為目標。東協提出「東協資歷參考架構」，做為

各會員國建立該國資歷架構之參考依據（如圖 2），並要求所有會員國於 2018 年

前完成該國的國家資歷架構，以提升東協各國高等教育品質與競爭力（APEC,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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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東協資歷參考架構 

資料來源：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2018） 

侯永琪（2019）也指出在面臨全球迅速變化的市場時，社會越來越需要大學

校院提供高品質的研究及創新，以解決諸多的挑戰，而我國資歷架構的建立，可

為各層級資歷銜接之工具，將有助於國際人才的流動，並反映高等教育對終身學

習的重要作用，也為全球高等教育的連結提供更多的機會。 

三、建立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價值性 

全球化趨勢下，有通行全球的學習認證顯得相當重要，根據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2017 年公布《國家資歷架構的全球盤點》（Global inventory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2017）報告中指出全球有超過 150
個國家參與區域、跨國和國家資歷架構，且提出國家層級資歷架構影響評估之基

本要素，例如：每個層級必須具體描述如何使用、各項學習成果原則及其如何應

用、資歷架構的介紹應涵蓋所有的資歷層級、與認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及其所有

權等（UNESCO, 2017）。 

本研究透過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歸納我國建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必要性

與價值性，如以下五點： 

1. 利於國際流動 
高等教育資歷架構利於國際流動，有助於我國學生出國留遊學或招收國外學

生來臺就讀。 

2. 促進學用合一 
高等教育資歷架構可促進學用合一，結合學生在校修業課程與產業職能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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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倡導終身學習 
高等教育資歷架構倡導終身學習，使學歷、經歷與能力可相互轉銜。 

4. 提升國際形象 
高等教育資歷架構能提升國際形象，象徵我國高等教育與終身教育達國際接

軌品質。 

5. 有助經貿談判 
高等教育資歷架構有助於經貿談判，提供加入國際經貿組織或雙/多邊經貿

談判之基礎。 

四、建立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挑戰 

我國高等教育雖已具完整且成熟之學制，但尚未建立國家資歷架構體系，即

使建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呼聲已久，政府相關部門亦曾進行研議，然我國至今

仍遲遲未能建立資歷架構，茲分析其主要問題與挑戰如下： 

1. 事權分散整合不易 
我國涉及學資歷業務權責之部會除教育部外，尚包含勞動部、內政部、文化

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福部、農委會、環保署與金管會等部會，事權分散造成

對職能基準之共識不一，對資歷架構之建立亦整合不易。 

2. 領域龐雜耗日費時 
單就教育體制而言，業務權責範圍即橫跨教育部內四個司；若再擴及職能基

準範圍，則業務權責範圍之主政機關更涉及教育部等 10 個部會，項目高達 350
項，如表 1 所示，其範圍廣泛、領域龐雜，所需盤點、整合與溝通作業，確實需

要相當時日。 

3. 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落差 
理想的高等教育畢業生職能應與其就業之產業需求一致，惟高等教育學校課

程以專業領域理論基礎為主，且受師資與設備限制，往往無法追隨產業快速發展

的腳步與時俱進，致使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出現落差，「學歷」與職業「資歷」

亦難以相互銜接與累積。 

五、建立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可行策略及架構雛型 

針對前述建立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問題與挑戰，茲彙整專家諮詢與焦點

團體座談之專家學者意見，試提出可行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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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 
有鑑於勞動部與教育部各司權責，需要有更高階的單位看到此重要性，故

此，若能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統籌資料架構之規劃與執行，才有成功

的可能性。 

2. 產官學界共同研議迫切需求產業職能 
針對迫切需求之產業職能，宜邀請產官學界共同研議，規劃優先職項及分年

期目標。各部會應為所管轄產業訂定人才規格，就是職能基準，而勞動部則應整

合能力規格基準並予以公告。 

3. 學校課程與職能基準有效對應 
學校課程跟職能訓練應降低學用落差及促進證能合一，一方面應配合產業需

求，積極發展職能基準；另一方面是應用職能基準，有效對應學校課程與職能基

準。 

表 1  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內涵涉及相關單位業務權責 
類別 部會 業務權責範圍 

教 

育 

體 

制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大學學歷認證相關業務 

技術及職業教

育司 

技專校院學歷認證相關業務 

終身教育司 社區大學、成人教育相關業務 

國際及兩岸教

育司 

國際合作或交流相關業務 

職 

能 

基 

準 

教育部 66 項 

（專業職能） 

通訊、新聞與影視傳播、表演與視覺藝術、印刷出版、

行政支援與一般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企業資訊管理、

營造及維護、教育行政、教學、會計與財務、銀行金融

業務、保險、證券及投資、外交與國際事務、國防、公

共行政、生技研發、健康產業及醫務管理 

勞動部 137 項 製造、資訊科技、物流運輸 

內政部 7 項 建築與營造 

文化部 35 項 藝文與影音傳播、休閒與觀光旅遊、建築與營造 

經濟部 64 項 醫療保健、企業經營管理、行銷與銷售、製造 

交通部 2 項 休閒與觀光旅遊 

衛福部 4 項 個人及社會服務 

農委會 6 項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金融財務、行銷與銷售 

環保署 2 項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金管會 27 項 金融財務、司法法律與公共安全、企業經營管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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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茲提出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雛型，分為

四層級，整合高等教育副學士以上學位及勞動職能基準第三至第六層級，對應歐

盟與東協資歷架構第五至第八層級，可擴及銜接歐盟與東協等各國國家資歷架

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我國高等教育學資歷與國際接軌可行性之架構雛型 

六、結語 

因應國際化趨勢及增強全球移動力，建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為促進高等教育

國際接軌及進行高等教育跨境品質保證之重要基礎，此不僅有助於促進學術、職

業及持續教育的銜接性，縮小國內高等教育培育人才與產業就業整體發展之落

差，帶動回流教育及落實終身教育，更可提升我國高等與技職教育的全球競爭

力。本文彙整我國建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挑戰及可行策略，如表 2 所示。 

表 2  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內涵涉及相關單位業務權責 
序 挑戰 因應策略 

1 事權分散、整合不易 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 

2 領域龐雜、耗日費時 產官學界共同研議迫切需求產業職能 

3 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落差 學校課程與職能基準有效對應 

透過研究設計與實施，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一）我國建立高等教育資歷

架構之價值性包含：1.利於國際流動；2.促進學用合一；3.倡導終身學習；4.提升

國際形象；5.有助經貿談判等五方面。（二）我國建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挑戰

包含：1.事權分散整合不易；2.領域龐雜耗日費時；3.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落差

等三方面。（三）我國建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可行策略包含：1.行政院成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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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專案小組；2.產官學界共同研議迫切需求產業職能；3.學校課程與職能基準

有效對應等三方面。（四）提出我國高等教育學資歷架構雛型，可擴及銜接歐盟

與東協等各國國家資歷架構。 

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摘自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要國家學資歷架構發展現況分析及

建構我國高等教育資歷架構之可行策略研究」研究計畫成果，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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