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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負成長，國安危機

人力短缺，產業缺工

消費力降低

稅收減少，財務問題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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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業人才(含STEM領域相關職業)短缺狀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STEM相關專業人才短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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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專校院STEM領域之學生人數及占比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高中職學生就讀工程領域系科之意願降低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6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可共創多贏

大學可提供產業創
新技術服務，培育
產業所需優質人才

產學合作共同培育
人才可共創學生、
學校、企業及國家
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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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狀況說明狀況說明學校減少

校數
設立
別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2一般
公立

2024/8明道大學退場台灣首府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3一般

私立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技職
公立

2024/8東方設計大學退場
2024/8大同技術學院退場
2024/8環球科技大學退場
2024/8慈濟科技大學併入慈濟大學
2025/8華夏科技大學併入台灣科技大學

2015併入康寧大學

2023/7中州科技大學
2023/5和春技術學院
2022/8蘭陽技術學院
2021/9臺灣觀光學院
2019/7南榮科技大學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2019/6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2018/8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14/8永達技術學院
2014/2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15技職
私立

2018併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016合併
併入國立清華大學

2021合併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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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一
突破

 大學應分工
• 公立大學以培養碩博士生為主，私立大學則以培養大學生為主

 教育目標之明確
• 除打國際盃少數大學外，絕大多數學校應以培養學生就業競爭

力為主要教育目標。師資、課程、設施、制度，皆應以達成此
教育目標來思考規劃

 政府政策應更支持技職教育
• 政府應更正視自高中職階段開始，端出「猛藥」提振技職教育

的政策

• 目前高中職教師每年法定研習計有30小時左右時數，建議將技
職教育主題也納入法定研習時數的範疇，以加強高中教師及輔
導人員對技職教育的深入認識

大學分工與
部分大學定

位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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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企業欲與學校合作的理由

YOUR TEXT
理由一

當企業缺「工」時
校企合作形式一
→企業實習

廉價勞力？

課餘工讀？

學生收益？

穩定性差？

理由二
當企業缺「技術及研發能
量」時
校企合作形式二
→産學合作

學校老師可以提供廉
價的問題解决方案

老師能耐？

誘因充足？

理由三
當企業不缺人、不缺技術
及研發能量，仍願意與學
校融合時

CSR
校友回饋母校
節稅
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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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學是否符合企業需求？

教師是否有能力解决企業的問題？

校企合作模式可以很多元，不是關鍵。

龍華科大特色場域-
功率半導體模組封裝與測試

類産業環境工廠

學校是否有值得企業依賴的價值？

課程是否符合産業用人需求？

老師的實戰能力是否符合産業期待？

設備設施是否與産業現况匹配？

制度是否與學校定位、辦學教育目標一致？

企業選擇合作學校的考慮
與學校自我檢視的關鍵

企
業
考
慮

學
校
自
我
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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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企業研習半
年，實務增能效
果有限

學校鼓勵教師
執行産學合作
環境不友善

學校教學設備
與企業設備有
落差

課程未能融入新
發展之專業技術 1

2 4

3

大學課程教學設備及教師專業技術能力，
未能與產業發展同步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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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二
突破

 大學應重視分工，並應要有明
確定位，以學生就業競爭力培
養爲主要教育目標，妥適規劃
課程、師資、設施、制度

部分大學的
實力不足以
為企業依賴



17龍華科技大學：開設訂單式就業學程課程(2012年)

南亞科技
日月光
台達電

三百多家
知名企業



18龍華科技大學：強化教師實務增能

具業界實務經驗

薪火傳承教師、實作場域跨領域團隊

成果回饋教學、技轉、專利

新聘教師
專業資格

教師專業
成長社群

産學合作
衍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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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
優化技職校院
實作環境計畫

2022-2025年
區域產業人才及

技術培育基地

教育部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

教育部補助：建置與產業同步的實驗室或實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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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同步
實作場域

3D數位電路板設計暨智慧製造類
産線工廠
連結亞洲·矽谷之跨域智慧物聯網
創新實作教室
深耕高端加工技術暨智慧機械類
産線場域
（5G）行動通訊模組測試與調校
類産業環境工廠
功率半導體製程模組封裝與測試
類産業環境工廠
高速傳輸介面電子構裝設計與測
試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

企業資源規劃暨雲端産學應用
（ERPCC）示範場域
國際巿場開發專業教室
ESG永續發展人才培育中心

互動科技技術服務中心
文創時尚人才培育暨產學研發中心
數位材質教學中心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人設學院

龍華科技大學：建置與產業同步的實驗室或實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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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師從事應用型研究，符合産業界需求之制度

龍華科技大學：落實親産學合作環境及制度

教師必須達到產學績效門檻，方得提出升等。
教師升等

產學基本門檻

鼓勵教師以技術報告升等， 2018-2022學年度共有5位教師以技術報告成功升等，占升等教師通過
比例之23.81%

教師技術
報告升等

協助執行産學合作計畫經驗不足之教師，獲得企業15萬元以上之產學合作計畫，本校另補助5萬元
教師企業
實務研究

績優教師享有：減少基本授課時數/核配專用停車位/提高產學計畫獎勵金額/實施彈性薪資/優先排
課或彈性授課

營造
親產學環境

2022年度教師研究獎勵共2,439萬元（共201位教師獲獎勵，占專任教師比例爲74.17%，平均每
師獎勵金逾12萬元）

獎勵績優教師

産學合作計畫編列 10% 管理費，其中主持人佔 2.5%、系占 1%、院佔 0.5% 、校佔6% 。技術移
轉案僅需編列 5% 管理費

低比例
管理費用

産學合作計畫執行完畢，剩餘經費得轉爲主持人統籌款，不受會計年度限制，增加主持人經費彈
性之運用

經費彈性
運用機制

新聘教師須具2年以上工作實務經驗，且每2年須至少執行1件產學合作計畫。屆齡教授申請延長服
務，須於前三年執行產學合作計畫2件且金額累計達100萬元以上

新進與屆齡
教師續聘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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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企業對人才培育的心態與大學不同

多數企業對與大學共同培育人才採消極態度

企業對與大學共同培育人才之意願易受景氣影響

多數願意合作之企業，比較强調短線需求，並無長遠的規劃

產業及企業人士常抱怨
學校畢業生之「質」、「量」均不符合需求
學校的師資、課程、教學、實習等未合乎産業現况
教育行政機關及中央政府缺乏周全與宏觀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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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三 突破

政府導引大學推動有利於企業
之人才培育方案

企業多盡一些CSR投入人才培
育資源

多數企業的
CSR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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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研發人才（碩、博士為主）

中階專業人才（大學生為主）

基層技術人才（高職專科學生為主）

產業碩士專班、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
新南向研發菁英人才專班、半導體學院

五專展翅計畫、産業學院計畫、新南向國際
學生産學合作專班、新型態產學專班

建教合作、實用技能學程、産學携手合作計畫

資料引用：教育部

突破：政府導引大學推動有利於企業
之人才培育方案



26突破：企業多盡一些CSR投入人才培育資源

經費

設備

職缺

業師 深耕

CSR

企業宜提撥部分經費
與大學共同培育所需
人才

企業捐贈設備設施

提供優質實習職缺
及勞動條件

提供業師進行實習
輔導及參與學校的
課程教學

提供學校教師至企業
研習，瞭解産業發展
及熟悉相關專業技術

企業社會責任加訂「協助教育機構培訓產業人才」

企業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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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建議

大學分工與部分大學定位不明確瓶頸一

部分大學的實力不足以為企業依賴瓶頸二

多數企業的CSR投入不足瓶頸三

政府對企業提供的誘因不足瓶頸四

參

政府對各部會、各產業工會、教育協(進)會的整合欠佳瓶頸五

壹 前言：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可共創多贏

貳

大綱
CONTENTS



28德國產業人才培育的二元雙軌制

每名學徒訓練成本18,000歐元（新台幣80萬元），每年共需300億歐
元，其中30億元由政府補助學校，270億元來自企業及工商總會5

資料引用：臺灣教育評論月刊，從企業社會責任談產業人才之培育

由82個工商會組成的工商總會扮演産業的龍頭角色，面向政府、議會、
行政機關或法院，協調各行業訂定職業培訓課程、考試、檢定及技能證書4

中央政府強力主導，產業、行業及各企業群全力配合3

由企業發展雙軌制課程，目前已超過350種以上雙軌制課程2

學生必須申請到企業界做學徒訓練（約2/3時間），才能到學校接受職
業教育（約1/3時間）1



29英國推動學徒制

1
大學學徒制頒予正式學位，且學雜費全由政
府買單。相對一般學制高昂之學費，學生家
長紛紛參與學徒制，進而吸引優質大學紛紛
辦理學徒制。

企業配合大學推動學徒制培育人才，   
可减免課稅。

政府嚴格考核大學與企業學徒制培養
學生是否能通過檢定考試，成績不佳
者即被停止繼續辦理之權利。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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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四 突破

學習他國政府提供更多誘因予
企業，深化企業參與人才共同
培育

政府對企
業提供的
誘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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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應盤點與整合政府各部門之産業人才培育方案
僑委會國科會勞動部教育部經濟部

産學携手合作
僑生專班(3+4)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2.0
建教合作班
實用技能學程

高中職

産學携手合作
僑生專班(3+4)
海外青年技術
訓練班(二年
制、四年制學
位班)

科學園區人才
培育補助計畫

就業學
程計畫
雙軌旗
艦計畫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2.0
產業學院2.0計畫-產業實
務人才培育專班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新型態國際產學專班

智慧機械產學推動計畫-産業人
才扎根
智慧機械產學推動計畫-產學接
軌
產業人才能力鑑定(iPAS)企業數
位人才實作培育補助

大專
校院

科學園區人才
培育補助計畫
鼓勵企業參與
培育博士研究
生試辦方案

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
人才計畫
產業碩士專班計畫
產業學院2.0計畫-產業實
務人才培育專班
新南向國家研發菁英人才
專班

智慧機械產學推動計畫-産業人
才扎根
智慧機械產學推動計畫-產學接
軌
產業人才能力鑑定(iPAS)企業數
位人才實作培育補助

研究所

資料引用：經濟部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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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五 突破

政府部門對産業人才培育方案
盤點與整合功能應再深化

政府可協助產業公協會與教育
協(進)會搭建面對面的溝通平臺

政府對各部
會、各產業
工會、教育
協(進)會的
整合欠佳



34

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的五個瓶頸與突破

總結建議

大學分工與部分大學定位不明確瓶頸一

部分大學的實力不足以為企業依賴瓶頸二

多數企業的CSR投入不足瓶頸三

政府對企業提供的誘因不足瓶頸四

貳

政府對各部會、各產業工會、教育協(進)會的整合欠佳瓶頸五

壹 前言：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可共創多贏

參

大綱
CONTENTS



35總結建議：八箭齊發，產官學合作共創多贏

對大學

對企業

對政府

對企業
及大學

1.大學應分工。公立大學以培養碩博士生為主，私立大學則以培養大
學生為主。

2. 除打國際盃少數大學外，絕大多數學校應以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為
主要教育目標。師資、課程、設施、制度，皆應以達成此教育目標
思考規劃。

3. 企業應多以CSR角度投入資源協助大學培養人才。

4. 就讀技專院校，學雜費全免，由政府買單，以加速提振技職教育。
5. 建議大專校院執行技術移轉計畫金額免繳營業稅，以資鼓勵。
6. 企業配合大學培育人才之資源投入，可認列費用，減免稅賦。
7. 各部會功能重疊之人才培育方案進行盤點整合。

8. 產業公協會與教育協(進)會建立溝通合作平臺，促進有效溝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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