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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3  
106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數                             單位：人  ⁄  ％ 

類 別
 

項 目 

教 師 人 數 
合  計 

公  立 私  立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36,299 67.29 17,644 32.71 53,943 100.00 

學歷 

研 究 所 24,988 46.32 8,278 15.35 33,266 61.67 

師大或教大 6,234 11.56 1,911 3.54 8,145 15.10 

一 般 大 學 4,178 7.75 5,872 10.89 10,050 18.63 

科 技 大 學 424 0.79 1,145 2.12 1,569 2.91 

其 他 475 0.88 438 0.81 913 1.69 

登記 
資格 

本 科 登 記 34,310 63.60 14,585 27.04 48,895 90.64 

技 術 教 師 63 0.12 780 1.45 843 1.56 

其 他 1,926 3.57 2,279 4.22 4,205 7.80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 107）。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臺北市：作者。 
 

（二）專科學校  

專科學校之師資結構分為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等四級，主

要畢業於國內外大學。106 學年度 13 所專科學校專任教師（不包括技術學

院及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共計 1,730 人，具博士學位者計 457 人，占專科

學校之全體教師數 26.42％；具碩士學位者計 968 人，占專科學校之全體教

師數 55.95％，為專科學校教師主要族群；具有學士學位者有 292 人，占專

科學校之全體教師數 16.88％。在師資結構方面，以講師人數 863 人，占全

體教師數比率 49.88％為最高者；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合計 474 人，占

全體教師數比率之 27.40％。此外，其他教師（包含：教官、護理教師、護

理臨床指導教師、運動教練、助教）共 393 人，占 22.72％。專科學校專任

教師之學歷及審定資格如表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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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4   

106 學年度專科學校專任教師數                                 單位：人  ⁄  ％ 
類 別

 

項 目 

教 師 人 數 
合  計 

公  立 私  立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149 8.61 1,581 91.39 1,730 100.00 

學 歷 

博 士 學 位 78 4.51 379 21.91 457 26.42 

碩 士 學 位 55 3.18 913 52.77 968 55.95 

學 士 學 位 16 0.92 276 15.95 292 16.88 

其 他 0 0 13 0.75 13 0.75 

審 定 
資 格 

教 授 12 0.69 16 0.92 28 1.62 

副 教 授 25 1.45 59 3.41 84 4.86 

助 理 教 授 52 3.01 310 17.92 362 20.92 

講 師 31 1.79 832 48.09 863 49.88 

其 他 29 1.68 364 21.04 393 22.72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 107）。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別專任教師數－學歷別。臺北市：作者。 

 

（三）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之師資結構與專科學校相同，主要來源以國內外

大學博士、碩士班研究所為主。106 學年度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專任教師人

數計有 1 萬 7,555 人，具博士學位者有 1 萬 1,563 人，占 65.87％。具碩士

學位者 5,266 人，占 30.00％，合計具有研究所以上學歷的教師有 1 萬 6,829

人，占全體教師數 95.87％。 

現階段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仍有許多學校附設專科部，師資、設備等

教學資源採共享原則辦理，因此上述數據包含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附設專

科部的教師人數。在師資結構方面，教授 2,657 人，占全體教師數比率

15.14％；副教授 5,927 人，占 33.76％；助理教授 5,469 人，占 31.15％；講

師人數 2,747 人，占 15.65％。審定資格「其他」項目，包括以專業及技術

教師資格審定或以專案方式聘任之教師等有 755 人，占 4.30％。技術學院

及科技大學教師之學歷及審定資格如表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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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5   

106 學年度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數                         單位：人  ⁄  ％ 

類 別

 

項 目 

教 師 人 數 
合  計 

公  立 私  立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4,244 24.18 13, 311 75.82 17,555 100 

學 歷 

博 士 學 位 3,474 19.79 8,089 46.08 11,563 65.87 

碩 士 學 位 675 3.85 4,591 26.15 5,266 30.00 

學 士 學 位 86 0.49 498 2.84 584 3.33 

其 他 9 0.05 133 0.76 142 0.81 

審 定 
資 格 

教 授 1,374 7.83 1,283 7.31 2,657 15.14 

副 教 授 1,555 8.86 4,372 24.90 5,927 33.76 

助 理 教 授 905 5.16 4,564 26.00 5,469 31.15 

講 師 247 1.41 2,500 14.24 2,747 15.65 

其 他 163 0.93 592 3.37 755 4.30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 107）。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別專任教師數－學歷別。臺北市：作者。 

 

二、生師比 

106 學年度技職校院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人數比，如表 5 -6 所示。高級中

等學校生師比為 15.92，專科學校 13 校的生師比為 28.54，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則

因部分教師仍需擔任專科部、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之教學，生師比以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學生數合計後除以專任教師總數之比值為 29.67。 

 

 表 5–6  

106 學年度學生與教師人數比率                                       單位：％ 
學年度 

學 校 

106 學年度 

平均 公 私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15.92 13.10 21.74 

專 科 學 校 28.54 20.54 29.30 

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29.67 28.75 29.96 

備註：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生師比係以全部（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數除以專任教師總

數之比值。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 107）。各級學校概況統計。臺北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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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經費 

教育部 107 年度各項特定教育補助計畫之法定預算，技職教育經費主要包括：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私立學校教學獎助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項目，如表

5-7 所示。預算總數共計新臺幣 214 億 3,121 萬 5,000 元，較 106 年度增加新臺幣

1 億 3,176 萬 1,000 元，本年度增減項目包含：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項目增加

8 億 389 萬 6,000 元、私立學校教學獎助項目則減少 19 億 2,701 萬 8,000 元與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項目增加 12 億 5,488 萬 3,000 元。 

 表 5–7   

技職教育 106–107 年度經費預算表 單位：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 107 年度 106 年度 年度增減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 8,423,161 7,619,265 803,896 

  01 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624,341 559,537 64,804 

  02 辦理輔導改進技專校院之管理發展 73,568 1,244,272 -1,170,704 

  03 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 462,650 2,996,834 -2,534,184 

  04 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流及評鑑 727,107 723,622 500,026 

  05 獎勵科技校院教學卓越計畫 0 2,095,000 -2,095,000 

06 引導學校發展多元特色及教學創新 6,535,495 0 6,535,495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11,753,171 13,680,189 -1,927,018 

  01 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助 3,889,268 3,889,535 -267 

  02 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建築貸款利息 8,000 8,000 0 

  03 學生學雜費減免及工讀助學金補助 6,145,087 5,841,087 304,000 

  04 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就學貸款利息 1,710,816 3,941,567 -2,230,751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 1,254,883 0 1,254,883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1,254,883 0 1,254,883 

合    計 21,431,215 21,299,454 131,76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教育部單位預算。 
中華民國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教育部單位預算。 
中華民國 106 年度至 107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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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法令 

民國 107 年 1 月至 12 月教育部所發布或修正之技職教育方面重要的法令規章，

共計 14 項，茲分別摘述其重要內容如下： 

一、發布《教育部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要點》 

教育部於 107 年 1 月 24 日以臺教技（三）字第 1070000072B 號令發布本作業

要點，主要目的在獎勵公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

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等具有

實務專業技術能力之專任教師，於專業實務應用研發或結果對產業具重要影響與

貢獻，並對國家技職專業人才培育有其卓著貢獻，特辦理本獎項，表揚並激勵教

師從事產學合作及從事技術人才培育，足堪作為典範者。 

教育部並已建置「國家產學大師獎」網站，申請條件為被推薦人最近 10 年內

（女性教師此期間曾請分娩或育嬰假者，得延長至 12 年）實務應用研發或研究具

體績效傑出，並對國家技職專業人才培育有卓著貢獻，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個人或所帶領研發團隊之研究或研發成果，對產業之技術發展或創新具有

重要影響價值，並能反饋於實務教學與專業技術人才培育。 

（二）個人或所帶領研發團隊之研究或研發成果，發揮促進產學緊密連結合作之

效益，並對技職教育專業人才培育有卓著貢獻。 

二、修正《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 

教育部於 107 年 3 月 2 日以臺教技（一）字第 1070022136B 號令發布修正《

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本招生處理原則為保障學生權益、維護教育品質

及招生秩序，並作為審核各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規定之依據，重點如下： 

（一）達到適性選才及鼓勵就業之雙重目標，以產生社會及學生雙贏之局面，爰

考量在不減少四技日間部招生名額為前提下，調整四技學制日間部單獨招

生名額比率。 

（二）考量現行招生名額回流至聯登管道之機制已足夠，爰刪除化工群、土木與

建築群及農業群於聯登缺額可回流單招之規定，並增列招生簡章明定同分

參酌比序原則。 

（三）配合教學品質查核及註冊率查核結果之運用，爰明定教學品質查核不予通

過或註冊率經查核填報不實學校，下一學年度不予核定單獨招生名額。另

因專案輔導學校後續將面臨退場或轉型，考量其穩定性更應透過聯合招生

進行選才，爰明定專案輔導學校不予核定單獨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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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要點》 

教育部自民國 94 年起，為鼓勵技專校院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透過全

國性技藝能競賽、培訓或補助學生出國參賽相關費用，以協助學生熟練專門技術，

重視實作學習，培育具國際視野之專業人才，特訂定本要點。並於 107 年 2 月 27

日以臺教技（一）字第1070022943B 號令發布修正，擴大補助範圍，增列補助學生

出國參賽相關費用。 

四、修正《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

點》為《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實施要點》 

本要點於 107 年 6 月 29 日以臺教技（三）字第 1070089603B 號令修正發布。

目的在推動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提升教師實務教學及能力；增進

教師與產業接軌，深化教師實務教學資源，鼓勵教師至國內外產業參與研習及深

耕服務。 

本要點包括「學校辦理教師深度實務研習」補助學校與產業共同規劃深度實務

研習課程，提供教師參與以學習業界關鍵實務技能、「教師進行產業深耕服務」補

助學校薦送教師赴國內或海外產業界進行深耕服務，並建立與產業長期互動合作

模式及「教師參與公民營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補助教師依任教專業需求參與

公民營機構所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提升專業知能。 

五、修正《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為鼓勵私立技專校院健全發展，協助各校作整體與特色規劃，合理分配獎勵

及補助經費，提升教育品質，教育部持續修訂本要點，並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以

臺教技（三）字第 1070185611B 號令發布修正。本要點在教育部的總預算數區分

為獎勵部分（占總經費 65％）及補助部分（占總經費 35％）。補助項目的核配基

準分為現有規模、政策推動績效及助學措施成效等；獎勵項目核配基準則分為辦

學特色及行政運作。 

六、修正《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教育部為考量精神疾病痊癒與否於實務認定有其困難，且為符合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消除對身心障礙者之歧視性文字，並為保障是類人員就業權益，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以臺教技（三）字第 1070159894A 號修正本辦法第 2 條，刪除原條

文第 3 項第 6 款有關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學校不得聘為業界專家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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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教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補助要點》 

教育部為掌握產業發展趨勢及人才需求，推動產業與學校協作實務教學與實作

學習，發揮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於 107 年 2 月 13 日以臺教技（三）字第

1070000532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補助要點》，補助

技專校院建置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促進產學需求媒合及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培

育優質專業技術人才，縮短學用落差。由教育部依據產業聚落分布及配合國家重點

人才培育需求，擇定 5 所學校設置產學連結執行辦公室，作為促進產業與學校相關

系科領域產學合作育才之媒合平臺。再由教育部部指定一所學校作為產學連結總推

動辦公室，作為整合產學需求，統籌各執行辦公室及領域工作圈之推動，並作為整

體聯繫與對外服務之總窗口。 

八、修正《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因少子女化影響，高等教育競爭日趨激烈，考量我國教育品質優良，在海外有

相當競爭力，故教育部開放我國專科以上學校於境外開設境外專班，由學校評估人

力、財政等狀況後提出申請，經教育部核定即可開班招生，授予我國學位。此舉有

助提升我國教育國際知名度。本要點前於 105 年修正開放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專班，

並對開班條件有一定程度放寬。另於 107 年 2 月 27 日以臺教技（四）字第

1070022678B 號令再次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

點》，開放大陸籍學生就讀開設於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專班。 

九、修正《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獎助生團體保險要點》 

教育部於 107 年 8 月 10 日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26488B 號令修正本要點。

為更明確定位學習型兼任助理學習之意涵，更名為獎助生，除修正要點名稱外，

同時修正補助款報部申請的時間、文件與經費核結時間之規定，以簡化技專校院

行政作業。 

十、發布《申請辦理實驗教育學校之學校財團法人辦學績優認定標準》 

為鼓勵教育創新及實驗，同時保障學生於體制外之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

教育部於 103 年 11 月制定公布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

辦理條例》（以下併稱實驗教育三法），以落實《教育基本法》鼓勵政府及民間辦

理教育實驗之精神。實驗教育三法於 107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將實驗教育延伸

至專科以上學校，並放寬部分限制及強化審核機制，以營造更友善之實驗教育環

境，為使學校財團法人除辦理現有學校外，於另行辦理實驗教育時，其原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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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界所認可，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4 條規定：「私立實驗教育學

校，由學校財團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或由學校法人將現有私立學

校改制。前項學校法人，以辦學績優者為限；其辦學績優認定之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爰訂定《申請辦理實驗教育學校之學校財團法人辦學績優認定標

準》，本標準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以臺教技（四）字第 1070217005B 訂定發布。 

十一、修正《教育部青年儲蓄帳戶補助要點》 

本要點之訂定係依據行政院 106 年 4 月 26 日核定之「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

戶方案」，並配合於 107 年 12 月 6 日以臺教技（儲專）字第 1070207907B 號令修

正發布。本次修正重點為：配合方案放寬第二年可就讀大學進修學制或參加「大

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增訂不可歸責於青年之事由者，不

受每年僅得轉職一次之限制。 

十二、修正《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教育部於 107 年 5 月 10 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36709B 號令修正本要

點，主要是為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舉辦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技藝競賽由教育部主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各直轄

市政府教育局，依協議輪流承辦，並委由所主管學校執行；執行學校得視需要，邀

請其他學校協辦。競賽期間得辦理產學媒合及技職教育宣導；亦得安排取得各職種

競賽第一名選手，赴國外參加專業研習等相關活動。 

十三、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優化實作環境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

落實「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所需之基礎教學、校訂課程之實習教學設備及優化實

習教學場域環境，增進學生之實作能力，強化產學連結，建立職業尊榮感，提升

社會大眾對技術及職業教育之重視及肯定，特於 107 年 5 月 16 日以臺教國署高字

第 1070050334B 號令發布本要點。補助之項目包含：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改

善實習教學環境及設施、學校發展校訂課程所需設備及業界捐贈教學設備之處

理、精進群科中心或技術教學中心設備。 

十四、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總召集

學校及分區召集學校設備經費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充實辦理在校學生技能檢定之總召集學校及分區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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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學校之設備，以利高級中等學校在校生參加技能檢定，取得技術士證，增進就業

能力，特於 107 年 10 月 19 日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70105428B 號令發布本要點。

本要點主要是配合勞動部委託辦理「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實施計畫」，由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及各直轄市政府輪流主辦，分為工業類及商業類，各設有總召集學校

及十分區召集學校，並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本要點規定補助所需經費。 

伍、重要活動 

民國 107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所舉辦之技職教育活動項目繁多，茲將重要活動

之內容及成果共計 8 項，分別摘述如下： 

一、2018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教育部為鼓勵全國技專校院學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培養創新思考模式，以提

升學術研究能力與實務發展技能，展現績優實務專題製作成果，自 2002 年起每年

辦理「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2018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假臺中

市大臺中國際會展中心辦理。本次競賽分為機械與動力機械類、電機類、資工通訊

類、化工材料類、土木與建築類、商業類、管理類、家政餐旅食品類、護理與幼保

類、生技醫農類、流行時尚設計類、工業設計類、商業設計類、動漫互動多媒體

類、出版與語文類等 16 個類群受理報名，技專校院學生參與踴躍，共有 1,525 件

作品參與競逐。 

多年來此一競賽活動已獲得普遍之肯定及認同，成為全國技專校院學子心目中

最重要之全國性指標競賽，除培育學生實務專題研究能力外，更藉由全國競賽之可

貴經驗，讓參與學生豐富其未來職涯發展之履歷及視野。 

二、支持校園新創團隊－2018 永續環境黑客松：技職盃全國大賽 

鼓勵具自造實作場域之技專校院，建構支持技專校院師生創新創業系統，提供

校園新創團隊實作交流場域及專業諮詢輔導，並支援各級學校實作教育，教育部

107 年計補助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及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等 6 校成立技專校院創新創業

推動基地。6 所基地並持續推動技職盃「黑客松」競賽及相關教育訓練活動，協助

學生跨領域合作，將創意轉變為實作。 

第 2 屆技職盃「黑客松」競賽「2018 永續環境黑客松：技職盃全國大賽」包

含賽前訓練課程、分區競賽、進階訓練、全國總決賽等系列活動。全國總決賽係於

107 年 6 月 2 日至 3 日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由分區預賽脫穎而出之 73 支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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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以兩天一夜之賽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有限材料及機具，經由密集思考及團

隊合作，成功實作出具創新技術與實用價值的設計成品，再循例決選出評審團大獎

等獎項。得獎作品後續即由各創新創業推動基地團隊進行諮詢輔導，以發展其商品

化及衍生新創事業之可能。 

三、「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創新發明館」 

2018 年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由已辦理 13 屆的「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轉型而成，於 107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至 9 月 29 日（星期六），在臺北世貿一

館 D 區隆重展出，本次由科技部、教育部及國防部共同於會中設置「創新發明

館」，展出內容包括有「健康醫療站」、「幸福未來市」、「環保綠生活」、「國

防創新基地」、「智慧機械工廠」相關創新設計等 111 件創新技術，並規劃「國際

展區」，邀請全球 10 國家 18 間新創業者一同共襄盛舉。 

四、TDK 盃機器人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第 22 屆 TDK 盃機器人競賽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舉辦。本屆競賽主題為「智慧型男 PLUS–SmartBot+」，挑戰「虎韜龍略、齊心協

力、凌雲飛虎」三大智慧競技主題，共分成「自動組」、「遙控組」與「飛行組」

三組。「自動組」須設計並製作一機器人於封閉環境中透過感測器融合技術，全自

動自主進行撿球與擲球項目、自動辨識色彩及計算運作位置及路徑規劃、視覺與動

作協調功能之全自動的智慧型機器人；「遙控組」今年則新增「協同合作」之創新

挑戰，參賽隊伍須設計出可協同合作、有效規劃工作排程、成功收集物品、攜帶物

品與準確放置物品之良好人機介面的智慧型機器人；「飛行組」須設計出可於室內

環境中及在隧道空間內全自動自主飛行、避障穿越、定點目標投擲、甚至是自動起

降等視覺與動作協調功能的智慧型飛行機器人。參賽隊伍必須團隊合作，設計出兼

具穩定性及靈巧性之智慧型機器人，並思考取勝策略，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 

五、2018 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 

教育部於 107 年 7 月 28 日至 29 日舉行 2018 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USR 

EXPO），本次博覽會以「希望所在」（H.O.P.E）（Humanity, Open, Place-based, 

Empowerment）作為主題，鼓勵參展學校能以此自許，為地方發展有所貢獻。 

本次博覽會現場共有 50 所大專校院、93 件大學社會實踐的精彩案例參展，另

透過多元的交流活動，提升大學與政府部門、媒體、國際社群、國內新創團體及產

業界的對話及連結。活動規劃三場專題演講邀請重要的國際講者，分別分享了英國

大學投入社會實踐的理念、日本區域型大學結合地方創生工作的發展經驗及美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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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型大學投入社區關懷工作的經驗。同時現場也安排三場緊扣當前國家發展重大議

題的焦點論壇，邀請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大學與政府、民間協力的經驗與模式，

現場引發參與者相當熱烈的討論。兩天博覽會除吸引近萬人次到場參觀，網路社群

討論聲量與擴散效益也逐步提升。 

六、技職卓越，榮耀再現－第十四屆技職之光頒獎典禮 

教育部於 107 年 12 月 6 日舉行第 14 屆技職之光頒獎典禮，由部長親自為參與

國際性藝能競賽表現優異之師生，及在國際創新發明與專業證照等領域具有傑出表

現的學生頒獎，期盼藉由一年一度的頒獎活動，表揚傑出表現的技職師生，並推廣

技職教育創新研發能量與務實致用特色。 

技職之光自 94 年首辦，已屆一紀年（14 年），期望用技職教育的力量，來引

導學生走向最適合他們的道路，改變更多青年的人生，讓每個孩子，都能編寫出屬

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故事。並透過技職之光獎項的表揚，將得獎人獨特的故事，進一

步推廣與社會大眾知曉。 

七、「技職夢工廠 FUN 眼大未來」技職教育 x 職業試探博覽會 

教育部於 107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在臺北車站大廳首次辦理 2018「技職夢工廠 

FUN 眼大未來」技職教育 x 職業試探博覽會。活動為第一次採用國小、國中學生

及社會大眾均可參與的試探體驗活動，將科技發展對於農業、海洋及工業的轉變，

濃縮重點呈現，同時邀請技職達人現身說法。博覽會共有新科技館、新農業館及新

海洋館，各館分別展現多元有趣的體驗主題。新科技館有 VR 打鐵將、無人機試

飛、機器人足球 PK 等帶領民眾體驗 AI 的多元應用﹔新農業館以新農職人體驗、

飛輪實境體驗以及魚鱗膠原蛋白面膜 DIY 等體驗及實作，引導民眾感受新農業的

多元創意與樂趣﹔新海洋館結合 AR 帆船競速、航海 VR 體驗以及魚菜共生、小丑

魚、螢光魚等時下最夯的生技產品，讓來參與的學生及家長可以在輕鬆的氣氛下自

在體驗新海洋的嶄新面貌。透過有趣的動手體驗、感人的故事及精彩的對談，讓社

會大眾親身體會技職教育的迷人之處。 

八、技職教育區域產學典範工作坊論壇 

2018 年 APEC 技職教育產學典範工作坊於 6 月 5 日展開為期三日的工作坊，

包含一場國際論壇、三所學校參訪與一家企業參訪。本次邀集菲律賓、泰國、馬來

西亞、新加坡、越南、印尼、俄羅斯、澳洲與加拿大共 9 個會員經濟體 16 位代

表，與臺灣技職教育界一同分享與討論技職教育中的產學合作如何實踐、整合並建

立跨區域的人才合作，創造更多青年就業機會與培養多元深厚的技術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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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工作坊的主題環繞教育部於 2017 年所推動的「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

班計畫」，目標為透過國際學生建立跨區域的產學合作交流網絡，解決學用落差，

並進一步運用此模式強化區域間人才及技能訓練之國際交換與移動。經過本活動密

切交流下，能夠為我國技專院校開發更多合作的可能，並建立更緊密的跨區域交流

網絡，而這次論壇所分享國外以及我國的產學合作模式能為大家帶來了一些新的想

法和觀點，使青年人才能夠培養多元深厚的技術職能，並擁有更自由的移動力與實

務即戰力。 

第二節 重要施政成效 

因應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局勢，各級產業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與日俱增，對

於專業技術人才之需求更臻迫切，為期技職教育能直接對焦產業所需人力，教育部

透過彈性的入學管道及系科調整機制，配合工作導向及能力導向的培育模式，順利

接軌學校教育與職場職能，並搭配「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提供青年學

生更多元彈性的生涯選擇及試探機會，同時提供友善的教學環境，強化師資支援系

統，以激發學校教師教學熱忱及專業成長；另結合學校教育與在地資源，推動「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共同承擔城鄉及產業發展的社會責任。茲彙整技職教育

107 年度重要的施政成效如下： 

一、彈性的入學管道及系科調整機制 

為協助具有技術資賦或實務性向的學生得以適性發展，於四技二專入學制度採

多元入學方式辦理；另為配合國家產業發展，透過系科調整，促使培育人力符合市

場需求，具體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彈性入學管道：107 學年度實施「技專校院精進甄選入學實務選才擴大招生

名額比例計畫」，其中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作業以術科實作方式辦理者，

計 55 校、1,392 個系科組學程（占 43.2％），2 萬 9,082 個招生名額（占

61.3％）；另針對技術型高中辦理之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提供國民

中學畢業生適性入學多元選擇，107 學年度計 70 校，268 個科（班、組），

共錄取 9,726 人，較 106 學年度增加 5 校，1,069 人，顯示該入學管道已獲

得家長、學生及社會之肯定。 

（二）系科調整機制：優先支持學校增設農業及工業領域系科，並規定各校農業及

工業系科整體招生名額（班級數）不應低於前一學年度，服務業及餐旅系科

整體招生名額（班級數）不應高於前一學年度。調控措施的執行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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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專校院端（四技二專日間及進修學制）：農林漁牧與工業領域系科名

額比率由 106 學年度的 1.31％及 24.08％攀升至 107 學年度的 1.4％及 24.87

％，服務業領域科系名額比率則由 106 學年度的 74.61％下降至 107 學年

度的 74.49％。 

2. 技術型高中端：107 學年度農林漁牧領域核定招生名額占三級產業總核定

名額比率為 3.97％，較 106 學年度增加 0.33％，工業領域核定招生名額

占三級產業總核定名額比率為 32.80％，較 106 學年度增加 0.32％，服務

業領域核定招生名額占三級產業總核定名額比率為 63.22％，較 106 學年

度下降 0.66％。 

二、工作導向及能力導向的培育模式 

工作導向及能力導向的培育模式包含：推動學生實作扎根與推動產學合作的培

育模式兩方案。推動學生實作扎根主要是引導學校結合產業共同規劃問題導向設計

之實務課程，提升學生跨域學習及實務應用能力；並推動高級職業學校以實務操作

或體驗學習，鼓勵學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增進學生體驗職場與實務學習，建立正

確工作態度及具有業界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此外，推動產學合作的培育模式，主

要在鼓勵技專校院與產業建立人才共育機制，由產業與學校量身打造專班學程，為

產業儲備人才，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業學院計畫」及「就業導向課程

專班」。具體的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推動學生實作扎根： 

1. 推動實務課程：引導學校與產業共同規劃實務課程，增進學校課程教學

內容與產業實務接軌，提升實務課程比率，改變技專校院課程結構。 

2. 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105 年核定補助 107 校、223 科特色課程。 

3. 推動學生校外實習：106 學年度共計 83 校 1,318 系科開設校外實習課

程，將近 13 萬 8,850 人次參與，藉由校外實習經驗進而提升學生自主學

習與專業實務能力。 

（二）產學合作培育模式： 

1.「產學攜手合作計畫」：107 年核定 76 件計畫，高級職業學校學生 5,313

人、技專校院學生 3,749 人參與。 

2.「產業學院計畫」：107 年核定 65 校、228 件，共 8,956 名學生參與。 

3.「就業導向課程專班」：107 年通過核定 76 校 170 班，共培育 4,424 名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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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技職師資支援系統 

為協助技專校院提升教學品質並強化技職特色，及增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與產業發展實務接軌。具體的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落實及推動教師產業研習研究： 

為符應《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鼓勵技專校院積極推動教

師至產業研習研究，提升實務經驗，截至 106 學年度，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工作經驗比率已提升至 59.51%，新聘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均

具有 1 年以上的業界實務經驗。 

另符合同法第 26 條適用教師共 1 萬 5,631 人，已進行（含已完成）半

年以上產業研習研究教師人數為 9,377 人，達 59.98%，教育部為提升現職教

師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於 107 年起補助各校推動「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業

研習研究計畫」，107 學年度共補助 2,276 人次教師參與國內外教師產業深

度實務研習或深耕服務。 

（二）鼓勵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為加強技職教育與產業接軌，提供學生零距離之產業科技認知，縮短

學校教育與業界人才需求之距離，深化技職教育之實務教學，教育部訂有

《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由專任教師與業界專

家共同規劃實務專題，教學模式採「雙師制度」教學，課程內容應與產業

對接，並以問題導向設計為基礎，實際解決產業問題、教學及指導實務專

題製作，業界專家之協同授課時數依實際需求排定，鼓勵學校遴聘業界專

家進行協同教學。106學年度計有82校共開設8,589 門課程，遴聘1萬 4,876

名業界專家，107 年起各校可納入「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理。 

（三）鼓勵教師多元升等，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育部於 105 年 5 月 25 日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積極推動大專校院教師多元升等之機制，106 學年度以技術報告送審

件數為 129 件，通過件數為 121 件，通過率為 93.7%，為持續鼓勵技專校院

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升等，除於 108 年私校獎補助指標中提高比重，並已將

學校強化教學支持系統，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列入「高教深耕計畫」共同績

效指標。 

另為落實教學創新，強化學校培育人才任務，教育部推動實施「大專

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大專校院教師執行教學實踐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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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擅長教學的教師能以教學成果進行升等。107 學年度共補助 75 校，395

件計畫。 

四、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城鄉發展（社區、產業、文化、智慧城市）之在

地連結合作，實踐其社會責任，並透過人文關懷及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鼓勵

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系科、跨團隊或跨校聯盟之結合，或以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

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並增進學生對在地認同，提出對

區域富有價值意義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協助解決區域問

題，期使大學師生主動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問題；藉由學習的過程，凝聚對區域發

展的認同，創造符合在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的創新價值。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107 年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推動，

各校可另提附冊申請 USR 計畫，107 年技專校院核定 64 校 118 件補助計畫。 

五、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為鼓勵 18 歲的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透過職場、學習及國際等體驗，累積多元經

驗，更清楚自己未來目標。教育部自 106 年起推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分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搭配「青年儲蓄帳戶」（職場體驗）及「青年體

驗學習計畫」（學習及國際體驗）。「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由教育部及勞動部每月

分別補助新臺幣 5,000 元，至多 3 年，作為青年未來就學、就業或創業之用；「青

年體驗學習計畫」則透過國內外志願服務、壯遊探索、達人見習、創業見習等學習

類型，訓練青年企劃能力，探索並確立人生方向。 

（一）執行成果 

1. 成立輔導團：培訓種子教師：106 至 108 年共辦理 12 場次全國高中職種

子教師培訓營，由各校種子教師負責辦理校內宣導及落實學校輔導工

作。 

2. 辦理縣市學生家長說明會：106 至 108 年辦理全國北、中、南、東共 36

場次學生家長宣導說明會，向學生及家長說明方案目標、內容、申請作

業、就學及兵役配套措施與企業應徵面談技巧等。 

3. 學校初審及教育部複審：106 至 108 年高中職下學期開學前後 3 個月，由

高中職進行生涯輔導及導師晤談，協助學生撰寫申請書，並由各校辦理

初審作業；4 至 5 月由教育部審查小組針對學校之推薦名單及相關資料進

行複審作業後，推薦至勞動部進行職缺媒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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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業媒合：教育部協同勞動部以及各部會以技術性、發展性、安全性、

優良的勞動條件及優於最低工資等條件，進行優質職缺盤點。勞動部每

年 3 月公布職缺類別、4 至 5 月公布職缺詳細內容，6 至 8 月辦理分區媒

合作業，協助青年就業。 

5. 體驗人數：參與「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職場體驗），106 及 107 年媒合

成功人數分別為 744 人與 791 人；另外，「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學習

及國際體驗）在 106 及 107 年分別有 5 人與 11 人參與執行計畫。  

（二）已完成配套措施 

1. 就學配套： 

(1) 為鼓勵青年探索自我及引導學校重視實務經驗取才，參與方案 2 年以上

青年，可參加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彈性選系等就學管

道，使青年於計畫完成後繼續接軌升學。 

(2) 106 年度參與青年參加108學年度大學回流教育特殊選才計70人報名，

錄取 63 人，其中公立（含國立及市立）大學計 51 人。 

2. 兵役配套：每年 11 至 12 月彙整參與職場、學習及國際體驗青年名冊，函

請內政部依徵兵規則第 29 條規定，辦理暫緩徵兵處理。 

3. 諮詢管道及輔導追蹤：教育部已與勞動部共組青年職場輔導團，以線上諮

詢輔導、預約諮詢輔導及實地訪問等方式，針對青年職場體驗遭遇之問

題，提供適切之輔導與協助，持續關懷青年職場體驗學習狀況，同時協助

青年依據志趣與性向規劃未來發展。 

4. 青年儲蓄帳戶：青年正式進入職場體驗後，政府將設置「青年儲蓄帳戶」

每月撥入 1 萬元，至多 3 年，共計新臺幣 36 萬元，作為未來就學、就業

及創業之用。 

六、推動「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培育專業技術人才 

因應產業趨勢變遷迅速，自 106 年 9 月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人才培育促

進就業之建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投入4年80億元經費，並搭配國家重

點經濟發展政策，透過建構實作學習環境場域，培養學生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對焦產

業需求，並與產業共構實務導向課程及資源共享機制，培育具有跨領域、符應國際

產業發展脈絡的技職人才。本計畫分為技專端及高職端兩部分推動實施，107 年度

推動成果如下： 

 



第五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 
Chapter 5 

201 

第
五
章

（一）技專端 

配合政府推動 5+2 產業發展，並結合技專校院現有系科，107 年度補助

農業（含生技、新農業）、食品（含食安、餐飲）、機械（含智慧機械、

國防航太、軌道建設）、電子電機（含循環經濟、綠能科技）、管理、民

生（含休閒觀光與美妝）、設計及建築（含城鄉建設、藝術、傳播）、工

業及資訊（含亞洲矽谷、數位建設）、醫事（含醫檢、醫事、視光）、護

理（含長照）及其他領域共 11 項，推動方向如下： 

1. 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盤點學校獲補助計畫執行成效及設備基礎，提報

跨域實作場域規劃，並包含跨域課程開發，共核定 76 案補助計畫。 

2. 建置產業菁英訓練基地：針對核心就業能力建置訓練基地，並建立區域

聯盟，含課程開發、師資培訓、學生專業實作能力及其他擴散效益，由

學校提報競爭型計畫，共核定 16 案補助計畫。 

3. 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以產業界實際環境為模組，建置類產業環境工

廠，除提供該校學生實習實作場域外，並提供區域師生技能聯盟計畫所

培育之師生強化與產業接軌之訓練，共核定 10 案補助計畫。 

（二）高職端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於 107 年 5 月 18 日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優化實作環境要點》，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所需之基礎教學、校訂

課程之實習教學設備及優化實習教學場域環境，增進學生之實作能力，強

化產學連結，建立職業尊榮感，提升社會大眾對技術及職業教育之重視及

肯定。推動方向如下： 

1. 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持續著重於導正系科傾斜，以工業類、農業類

及產業特殊需求類科所需教學設備為重，並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逐年補足設有專業群科之高級中等學校所

需部定必修專業實習科目及技能領域之基礎教學實習設備，配合實作評

量之規劃，期能以精進學校技能教學，同時亦能提供學校辦理國中技藝

學程之所需。107 年度合計補助 239 校，補助金額 7 億 2,785 萬元。 

2. 改善實習教學環境與設施：補助改善學校實習教學環境與設施，建構優

質實習環境，翻轉技職教育地位，重拾技職教育尊嚴，提升學生未來就

業能力與意願。107 年度合計補助 191 校，補助金額 2 億 1,865 萬 7,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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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多元選修、跨領域、同群跨科等務實致用特色課程需求之教學設備

及產業捐贈教學資源：鼓勵學校依據國家重點創新產業進行 選修課程規

劃，並引進產業資源，鼓勵產業捐贈生產線之機具設備，以完整建置學

校設備及教學環境，順利接軌產業現況。107 年度補助學校發展校訂課

程所需設備合計 45 校，補助金額 2,337 萬 2,152 元；業界捐贈教學設備

計有 13 校，補助金額為 412 萬 1,760 元。 

4. 精進群科中心及技術教學中心教學設備：為落實資源分享，於全國設立 

6 所技術教學中心，提供各技術教學中心購置規格較高之教學設備，並

由各技術教學中心運用購置之教學設備提供鄰近技術型高中學生使用，

發揮教學設備資源共享之效能。107 年度合計補助 13 個群科中心設備，

補助金額 6,977 萬 2,870 元；補助 6 所技術教學中心設備，補助金額 3,522

萬元。 

七、配合新南向產業需求，推動客製化人才培育專班 

教育部鼓勵技專校院配合新南向國家產業發展，辦理客製化產學合作專班，以

培育當地產業所需人才。藉由專班規劃一定比例實作（含校外實習）課程之培訓模

式，企業藉此培訓未來員工，外籍學生藉此提升實作技術能力。學生提前適應臺商

企業文化，優秀畢（結）業生返回母國企業（以臺商企業為主）或留任實習廠商就

業，為企業挹注新助力。就企業與學生而言，可達雙贏效益。 

專班類型為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學位班）、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非

學位班）及中高階專業技術人才短期訓練班（非學位班）。107 學年度實際開班結

果，學位班有4,004人，國外青年短訓班有 40人，中高階人才短訓班有 87人參與。 

八、五專展翅計畫 

為引導五專培育人才以就業為導向，於 106 學年度起試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

專畢業生投入職場計畫，並以專科學校專四、專五學生為試辦對象，計核定 9 校，

通過計 443 人，107 學年度擴大至設有五專部之大學校院，計核定 27 校，通過計

882 名；本案規劃由學校引進企業資源提供學生就學扶助（生活獎學金及實習機

會）與就業機會，教育部則提供願意畢業即就業之五專生第四年及第五年就業獎學

金（學雜費減免）。透過本計畫之實施，提升五專畢業生就業率，引導學校建立完

善就業輔導與媒合機制，達成五專生畢業即就業，提供產業發展所需優質務實致用

的技術人力，同時促進經濟弱勢學生翻轉未來，落實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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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與對策 

教育部於 106 年 3 月頒布「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指引各級政府推動各

項政策，協助彰顯技職教育的價值。本綱領復於 108 年 2 月經行政院核定修正，茲

以本綱領中技職教育面臨之問題及挑戰，以及推動方向，說明技職教育的問題與對

策如下： 

壹、問題 

受到社會重視學歷文憑及輕忽實務之影響，技職教育往往成為家長或學生第二

順位之選擇。近年透過「第一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

畫」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策略實施及資源挹注，技職教育已有更明確之特色

發展，包括建構親產學環境、實務選才、強化實務課程、學生實習與實作、教師實

務經驗提升及引進業界專家進行實務教學。 

雖然技職校院辦學成果逐漸受到重視及認同，然而，技職教育仍面臨諸多困

境，包括在中等技職教育階段，設科未能符應產業變動需求、學生對基礎學科之學

習動機及能力待提升、生涯與職業輔導未能落實及就業率偏低；在高等技職教育階

段之科系與碩博士班設立核准機制待檢討、畢業生學用落差問題；而在產業資源投

入部分，雖有個別企業已建立實習招募計畫及提供實習機會，惟有關校外實習之品

質，仍需再強化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需要產業積極參與人才培育。另外，整體

技能職類分類分級不夠明確、國內資歷無法與國外接軌、證照重量不重質、技職師

資培訓與產業脫節、學校設備設施老舊或未能有效利用各節，均須重新盤整因應及

解決。 

此外，面臨產業結構從單一規模經濟轉向創造更高產值為重之跨業整合範疇經

濟，機器人世代、人工智慧、智能製作、物聯網、大數據、金融科技、能源科技、

醫療科技、自動化駕駛與運輸等新興科技趨勢及文化創意美學，已驅動產業必須不

斷轉型。基此，技職教育更需要培養具備取得資訊與運用資訊科技能力，並具備解

決問題與創新決策及判斷之卓越人才。 

貳、因應策略 

面對全球社會、經濟、人口結構、環境及科技之變遷與挑戰，未來產業發展

之關鍵能力與人才需求，技職教育所培養之人才，除須具備產業所需之專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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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能力外，為符應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之發展，甚至創造出未來產業與商機，

技職教育人才亦須具備創新思考與實踐及跨領域整合能力。而在全球化及資訊化

時代下，學生亟須具備資訊之取得與分析能力、全球移動之語言能力，俾以適應

不同產業、行業之興衰、更迭，並能自由移動至世界各地之就業力。因應上述技

職教育所面對的問題，教育部於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中以「培養具備實作

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為願景，提出以下六項推動方向，作為因

應問題之策略。 

一、建立技職教育彈性學制及入學管道，並以職業繼續教育吸引社會大眾選

擇就讀 

因應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發展迅速，無論學生或在職人士都需學習因應未來發

展，並接受新的挑戰。技職教育未來應朝向建立更具彈性之技職入學與學習制度，

除依產業變動需求，進行學校整併或轉型外，更應重新盤整學制、科系及學程，因

應產業升級與未來產業人力供需，快速調整科系所之設立，建立更彈性之學制及修

業制度，以及明確技能職類之分類分級，鼓勵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先就業再進修，

或就業者可隨時進入職業繼續教育就讀，並可經由非正規教育之學習，增加獲得專

業認可之資格，促進學校教育與職場實務之銜接。而對於職業繼續教育之招生、課

程設計及評量，亦應以彈性及實務取向為聚焦重點，並以更多元而完善之職業繼續

教育系統，吸引社會大眾充實專業知能與實作技能。 

二、落實有效職涯認識及職業試探，培養專業技術價值觀 

為加強學生從小即對於職業有所認識，以利未來職涯探索與發展，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應更加強學生對於職業與技術價值之認識。在課程設計及活動安排上，應

引入產業、公會及非營利組織之協力，並落實推動職業試探、職場體驗、職場見

習。而除對於學生培養正確之職業觀念外，亦應提升家長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

師對於技職教育之認識，同時並促進技職教育之吸引力，讓國民教育能與技職教育

順利銜接。 

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應強化學生性向測驗、興趣測驗及透過生涯與職業

輔導，導引學生適性就學或就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更應強化學校專業課程及實

習課程，能與產業連結，規劃就業導向之實作課程，俾以奠定學生基本就業能力，

且宜鼓勵畢業生先投入職場鍛鍊專業能力及培養良好之職業態度後，再繼續修讀及

培養進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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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實作及問題導向之學習型態，培養務實、美感、跨領域能力、創新

創業精神及國際移動力  

因應產業升級、智慧化及新興產業所需未來人才，技職教育培育專業技術人

才，除專業知識及技能外，必須建立以素養及實作為核心之學習，透過問題導向式

之課程設計，加強學生美感養成、語文能力、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ematics）科際整合能力、實作場域動手操作及跨領域整合設

計實務能力，促進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之知識、能力及態

度，且應關注學習與生活之結合，透過實踐力行，彰顯學習者之全人發展；同時並

應建立學生學習能力認證，以強化課程與產業實務之連結。  

鑒於未來世界之轉變，必須使學生得以因應未來職涯轉換發展需求，因而需培

養學生具備溝通、系統思考、問題解決與跨領域學習之能力與態度，並重視培育創

新創業精神，以及使其具備博雅通識、美感鑑賞及尊重關懷之人文素養。 

此外，技職教育必須向世界開展並與國外技職教育接軌。為培育學生具備國際

移動能力，學校應加強培育學生具備母語及其他外國語文溝通能力，及尊重理解不

同文化差異與價值，使學生於學習過程中有機會進行國際交流、全球實習或就業，

增廣見聞及提升國際觀；同時，政府部門及學校亦應積極推動國際交流，加強與產

業或國外學校之合作關係，促進我國技職教育向外輸出，使技職教育所培養之學生

不僅可在國內發展，更具備於世界各地移動與就業之能力，促進技職教育人才之國

際移動。 

四、激勵教師提升符應產業發展之教學能力及調整育才思維，投入實務教學

創新試驗，從事實務應用研究，以利技術傳承及創新  

技職教育係以實務教學與實作能力之培養為核心價值，為銜接學校教育及職場

實務，技職校院應強化聘用專業技術教師，並透過多元認證方式，廣泛向各行業界

徵求職業達人或師傅人才；為使學生具備迎接未來所需各種能力，教師必須調整育

才思維，精進實務教學與持續增進產業實務經驗，以學生未來所需能力為主體思

考，創新教學內容與善用 E 化教學方式；也因此，有關教師發展之支持系統，亦

需回歸務實致用本質，鼓勵教師進行多元升等，真正激發教師教學熱忱，使教師願

意全心投入實務教學，並從事實務應用研究，以利技術傳承與創新。 

五、依產業人才職能基準，檢討現行並開發具效用之職業證照，落實職場能

力分類分級養成制度  

為翻轉技職教育地位，提升社會對專業技術價值之重視，技職教育之成就，並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7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ucation Yearbook 2018 

206 

非以學歷文憑為衡量基準，而是學生真正具備符合各行各業所需人才應具備之專業

職能。應揚棄盲目追求取得證照張數之數字主義， 而以有效養成就業能力為核

心，因而，不同產業需發展人才職能基準，提供學校規劃職能導向課程內容，鼓勵

學生取得相應之職業證照，進而作為產業用人之重要依據，提升證照之效用與價

值，且為因應技術快速發展，應整合學校與職訓（場）體系資源，建立區域實作中

心，俾以填補學校設備資源之不足。 

而在學制學群規劃上，則應建立大分類，透過檢視教育、勞動、經濟、科技、

文化等領域，重新盤整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以及專科學校、技術學院與科

技大學科系所對應之各類職種所需學習年限與內容，明確分級分類。透過政策工

具，引導優秀技職校院持續投入專科職能、稀少性類科及新興產業人才之培育及訓

練，技職教育體系應成為培育職場就業力之重要養成機構。 

六、加強實務連結及產學合作，增進社會各組織協力培育人才之社會責任  

技職教育肩負培育各行各業所需專業技術人才之責，與產業發展連動必須極為

密切。因應科技轉變迅速、新商業型態崛起等趨勢，學校必須依產業需求快速調整

與回應專業技術人才之培育，然而產業變革日新月異，學校教育實難即時調整師

資、課程內容及更新設備，因而必須引入產業、公會及非營利組織大力投入，加強

社會各組織與學校之緊密合作，尤其是建立企業應與學校共同育才之社會責任與觀

念，並由相關部會提出積極鼓勵企業參與人才培育之誘因及獎勵機制。 

學校及產業應共同深化並落實推動產業實習，以更具彈性之學分設計或考評措

施，提升學生實務能力，增進學生學習內容與產業實務接軌，並能引領學生運用所

學，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活動，成就自身及助益他人；至於實作學習，則得運用產業

提供之設備及實習場域進行，讓產業成為優質專業技術人才培育之共同教育者，藉

以縮短學用落差，並使產業所需人才可就近培育及聘用，共創多贏。  

此外，鼓勵學校推動國際產學合作，拓展我國技職教育所培育之專業技術人才

至國外發展、促進技術移轉及技術服務之管道；而配合新型態之技職教育學習方

式，並借鏡德國、瑞士及奧地利各國所推動之學徒制模式，強化產業扮演專業技術

能力培養者之角色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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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來發展動態 

教育部為期技職教育所培育人力能直接對焦產業所需，規劃透過彈性的入學管

道及系科調整機制、產學合作契合式人才培育、推動「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

畫」、推動開放式大學、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以及研訂《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等教育政策，培育優質技職人

才。以下分別介紹這七項政策的內容及其未來規劃，說明技職教育的未來發展動

態。 

一、彈性的入學管道及系科調整機制  

（一）政策說明  

1. 彈性入學管道：學生可透過甄選入學、技優入學、「技職繁星計畫」及

特殊選才等管道入學。106 學年度起推動「技專校院精進甄選入學實務

選才擴大招生名額比例計畫」，藉由增加實作測驗 （例如術科實作、面

試、專題實作），引導高級中等學校端師生重視養成學生實務能力，並

限制統測成績占比以 50％為限；另 107 學年度起辦理「特殊選才聯合招

生管道」，重視就業或體驗學習資歷，主要招生對象涵蓋正規與非正規

教育體制內具備特殊才能之學生。  

2. 系科調整機制：優先支持學校增設農業及工業領域之系科，並規定各校

農業及工業系科整體招生名額（班級數）不應低於前一學年度，服務業

及餐旅系科整體招生名額（班級數）不應高於前一學年度，透過政策引

導學校開設產業所需相關系科。  

（二）未來規劃  

1. 技優照顧及強化實務選才：辦理「技專校院技優領航計畫」，加強對技

藝能力優良學生就學、技術與就業 3 大面向之照顧，並鼓勵學校於技優

保送試辦「技優領航專班」，以專班方式招收技藝能力優秀學子。  

2. 強化學生跨領域專業能力  

(1) 持續修正推動相關管控與鼓勵措施，改善對應三級產業系科培育人數

之落差現象；另為培育高階研發人力，並即時回應產業界對於博士人

才之需求，教育部自108 學年度起以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為推動方向，並

保留各校博士班招生名額總量 30％，授權學校配合特色發展統籌分

配，期能及時彈性提供產業前瞻技術所需之博士級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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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因應工業 4.0 產業發展趨勢，除專業知識及技能學習外，更需培育學

生具備跨領域溝通協調整合能力及分析能力，爰透過「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引導學校對焦未來產業發展，建立以學院為教學核心之培育

模式，由學院評估產業趨勢、學生學習需求及師資專業，提出整體人

才培育構想，設計促進學生面對真實產業問題，具跨域經驗整合及問

題解決之相關課程，以達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目

標。  

二、產學合作契合式人才培育  

（一）政策說明  

1. 推動學生實作扎根：引導學校結合產業共同規劃問題導向設計之實務課

程，提升學生跨域學習及實務專業技術能力，並鼓勵學校開設校外實習

課程，增進學生體驗職場與實務學習，建立正確工作態度及培育具有業

界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  

2. 推動產學合作的培育模式：鼓勵技專校院與產業建立人才共育機制，推

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業學院計畫」及「就業導向課程專

班」，由產業與學校量身打造專班學程，為產業儲備人才或提供員工在

職進修。 

（二）未來規劃  

1. 持續推動學生實作扎根  

(1) 強化學生實作能力及跨領域學習能力：透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引導學校持續對焦產業調整實務課程，培育具備問題探索、問題解決

與實作能力之跨領域專業技術人才。  

(2) 加強實習課程品質：由學校與企業共同為實習學生安排各階段實習課

程，並為企業培養未來所需人才。  

2. 精進產學合作培育模式 

(1)「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技專端學生為合作廠商的「正式員工」，以

員工在職進修方式，搭配學校排課配套，落實課程共構及業師輔導機

制，與產業共育人才。  

(2)「產業學院計畫」：增加產學合作連貫式培育方案，以多元辦理模

式，深化學用合一培育，導引學校從系或學院全面調整課程與教學，

協助學生與就業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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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業導向課程專班」：考量專班畢業學生多元進路發展需求，鼓勵

學校規劃兼具就業及升學進路安排之專班計畫，以提升學生參與及就

業表現。  

 三、推動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一）政策說明  

配合政府創新產業發展政策及各項前瞻計畫所需人才，以及因應國內

外新產業與新技術之發展，教育部以「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為基礎，推動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投入教學設備與建置實習場域，並與產

業共構實務導向課程及資源共享機制，培養具有跨領域、符應國際產業發

展脈絡之技職人才。  

（二）未來規劃  

1. 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整合跨系、跨院教學資源，落實跨領域或深化技

術課程，強化學生實作教育。  

2. 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以產業界實際環境為模組，建置類產業環境工

廠，提供學生實習實作場域，以及區域師生技能強化與產業接軌之訓

練，培養具就業力之多元人才。  

3. 建立產業菁英訓練基地：由技專校院與法人共同合作成立訓練基地，提

供師資培訓及強化學生專業實作能力，培育專業師級技術人才。  

4. 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依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逐年補足

設有專業群科之基礎教學實習設備，並增添實作評量所需之設備。  

5. 改善實習教學環境與設施：修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實習工場或實驗室

之老舊設施，建構優質實習環境。  

6. 發展多元選修、跨領域、同群跨科等務實致用課程所需設備：學校依據

國家重點創新產業進行選修課程規劃，並引進產業捐贈教學資源，以完

備學校設備及環境。  

7. 精進群科中心及技術教學中心教學設備：提供技術教學中心購置教學設

備，落實教學資源共享機制。  

四、推動開放式大學  

（一）政策說明  

「開放式大學」有別於以往傳統之直線式升學管道，其核心概念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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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原有回流教育管道的修業年限，藉以滿足有「邊就業、邊就學」需求及

有培養第二專長需求的民眾，可以依照自身之職涯規劃安排自己的學習進

度，不受修業年限或每學期必修學分之限制。  

（二）未來規劃  

教育部鼓勵大學校院採進修學制「學年學分制」及試辦「學分累計制」

雙軌併行，同時鼓勵大學校院開設符合產業需求的學分班課程，並持續推

動有關各升學管道「先就業、後升學」之相關政策，提供彈性銜接的學習

環境，以營造全面、多元的「開放式」回流教育。  

五、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  

（一）政策說明  

為激勵具備實務專業技術與研發能力之教師，肯定技職校院教師對於

專業實務應用研發或結果對產業之重要影響，及對於國家技職專業人才培

育之貢獻，教育部於107 年新增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表揚獲獎教師，每

年獲獎名額至多 10 人，每人頒給獎金 90 萬元。 

（二）未來規劃  

1. 本獎項獲獎者需長期從事產學應用實務，亦需將其產學成果或技術致力

於專業人才培育上有實質的產出，並對產業實務及對學校人才培育有重

要影響力。鑒於國家產學大師獎項地位崇高，得獎人屬個人之終身榮

譽，將建立標竿典範，擇優嚴選。  

2. 規劃於 108 年 1 月舉辦首屆頒獎典禮，未來將持續遴選標竿典範人物，

並辦理隆重之頒獎典禮，以彰顯對教師投入產學合作的重視。  

六、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一）政策說明  

為鼓勵 18 歲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探索自我，透過職場、學習及國

際等體驗，累積多元經驗，更清楚自己未來目標，教育部於 106 年推出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分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搭配「青

年儲蓄帳戶」（職場體驗）及「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學習及國際體驗），

試辦 3 年。「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由教育部及勞動部每月分別撥入 5,000 

元，至多 3 年，作為青年未來就業、就學或創業之用；「青年體驗學習計

畫」透過國內外志工、壯遊等學習類型，訓練青年企劃能力，探索並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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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方向。 

（二）未來規劃  

1. 加強種子教師培訓與宣導：於 107 年辦理 4 場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種子教

師培訓營及全國 14 場次直轄市、縣（市）分區學生家長說明會，同時配

合各部會安排有意願提供職缺之企業，由教育部及勞動部進行簡報，鼓

勵各直轄市、縣（市）優質企業提供在地職缺，提高青年參與意願。  

2. 就學配套：提供大學回流教育管道，讓青年於 2 或 3 年計畫完成後，可

透過「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及「彈性選系」等就學配

套措施，繼續接軌升學。  

3. 持續關懷職場體驗青年：教育部與勞動部透過輔導追蹤機制及配合實地

訪問，持續關懷青年職場體驗學習狀況。 

七、研訂《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 

（一）政策說明  

因應國內少子女化趨勢，教育部研訂《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

例》（草案），鼓勵學校轉型發展，並強化辦學績效不佳學校之監督管控

機制。另於106 年成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補助學生轉學安置所

需費用，確保其受教權益，並以融資方式支應學校轉型及退場所需支出，

解決學校無法立即籌措資金之困境。  

（二）未來規劃  

1. 俟《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後，據以訂定相

關子法，完備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機制。  

2. 不定期召開基金管理會，審議學校提出之轉型或退場計畫所需經費補助

或融資之申請案件。 

 

撰稿：侯世光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退休教授  

黃進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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